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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地球是我们可爱的家，是一个美丽、富饶而又充满神奇的地方，

是人类和所有生灵的避难所。

尽管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但放眼望去，地球上到处充满令

人迷惑之处：从地球的诞生，生命的出现，历次物种大灭绝，可怕的

百慕大三角，让人类匪夷所思的 UFO，海陆的变迁，破坏力惊人的地震、

海啸，各式极端的气候现象以及日益频发的病毒传播，等待。这些让

人不禁思考：我们所居住的行星是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控制？

地质学家为什么会在高山的石头中发现了鱼类的化石？

你见过自然弯曲的石头吗？

恐龙为什么在短时间内突然灭绝，这样的事件会发生在人类的身

上吗？

动物真能预知天灾，大难临头跑得快？

现在，由于温室效应，全球的气候正在逐步变暖，平均气温上升，

那么，为什么说还有可能有第五纪冰川期呢？第五纪冰川期来临，意

味着地球又要进入一个冰川广布的可怕地质年代吗？

假设有这种可能，即海洋的水能被排出，而且会被某种特大事故

排空，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数的和各种非同寻常而又令人惊讶的

海怪就可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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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地球隐藏着无穷的秘密。

人类以最大的自信，也只敢说接近认识了它的百万分之一，尽管

我们今天的科技水平已经相当发达。事实上，现代科技所获知的东西

越多，科学家们便发现，不知道的东西反倒更多了。科学家很厉害，

能制造原子弹，能发射环绕地球的卫星，能登上月球，但是人类在实

验室里却不能利用化学物质合成一个哪怕是最简单的生命。但一只蚂

蚁却可以。在自然面前，在科学面前，人类知道的还很有限。

一年四季规律变化，地球不知疲倦默默地绕着太阳旋转，在科学

家的眼里，地球很可爱，很了不起，很有趣。

本书筹备 5 年，采访了 25 位科学家，将这个人类居住的行星背后

的秘密带到眼前，揭露转动不停的地球令人惊讶的变化。从活跃的火

山口，到无底的深渊，即使是摄影机也未能到的时间与空间，透过科

学的手段验证、推理，为你详述。

本书的内容运用了很多的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海洋

学等方面的常识，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样，读者就能够在快

乐中学习，摆脱记忆知识的枯燥，让学习知识成为一个愉快的过程，

在猎奇和疑问中推开科学的大门。比游戏过瘾，比卡通搞笑，比上网

刺激！学习与有趣的奇特组合，读科学书也像读《哈利·波特》那样

过瘾。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当你听科学家侃侃而谈的时候，你是不

是觉得他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好像什么都懂？可别被他们唬住了，

科学家并不是什么都懂。要真是那样，他们就不用做什么实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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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晚跷着二郎腿坐着就行了。实际上，我们的科学家还有很多疑难

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或不理解的问题。

请把这些问题记在心里，努力地学习，用飞扬的青春拥抱科学的

理想，学科学，爱科学，立志做科学家，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广博的人。

这是我们一个小小心愿！也是我们编著此书的初衷。

在这里，要感谢为本书默默奉献的诸位作者、编辑人员，以及在

资料整理和对外联系过程中不辞辛劳的乔春颖女士。本书中部分内容

引用了一些知名科学家的文章或科研成果，有很多没有来得及拜访或

由于联系方式的原因没有拜访，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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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点

南极点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

在南极点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向——东、西、南，完全失

去了意义。

这里只有一个方向——北方。站在南极点上的人们，不管向前、

向后、向左、向右，总是朝向北方。

在南极点上，人们关于昼和夜的概念也不适用了。在这里，一

昼一夜不是一天，而是一年。每年南半球春分那天，太阳从地平线

上升起以后，就一直在低空打转转，直到半年以后的南半球秋分那

天，才慢慢地从地平线上消失，接下来又是半年漫长的黑夜。

（一）南北极——科学探索的圣地

说到北极或南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极光、冰、企鹅、寒冷等词汇，但事

实上绝不是仅此而已。多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迷恋着两极，迷恋着两极地区

奇奇怪怪的自然景象。没有人烟，没有鲜花，没有绿草；在漫长的极夜里甚至

没有人类赖以生存的阳光。这儿只有酷寒的气候，有远比台风还强劲的下降风

暴，有被下降风卷起百丈高的雪柱冰花……是什么诱使科学家们迷恋这块极地？

是什么使科学家们心甘情愿为它献出宝贵的青春？你又对南北极了解多少呢？

（一）南北极——科学探索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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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点仅仅是一个点。我们平时说的南极，却是一大片地方。

打开南半球的地图，你可以看到在南纬 66° 33 ＇的地方，用

虚线画着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南极圈。有人把南极圈以南的大片圆

形地方，称为南极。

从南极点到南极圈的直线距离超过二千五百公里，也就是这个

大圆的半径。这片地方有多大，你可以自己算一算。

更多的人把南极大陆和它周围的岛屿称为南极，也就是南极洲。

这块大陆由厚厚的冰层覆盖着，是一块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土地。

在里，没有奔腾的江河和潺潺的溪流，没有繁茂的树木和青葱

的小草，没有村庄，没有道路，更没有长满各种庄稼的田野。

它是一个白茫茫的寂静的冰雪世界。

未知的南方大陆

大约在五百年前，在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意大

利人哥伦布驾着帆船，横跨大西洋，到达了美洲。

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登上富庶的美洲大陆。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

发展产生了奇迹般的影响。数不清的黄金、白银以及其他财富，从

美洲大陆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一批一批冒险家也漂洋过海，到美

洲去寻找发财致富的道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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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随着这个重要的“地理大发现”一起开始走上它的黄

金时代。然而，奇迹能不能第二次出现呢？

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把希望寄托在所谓“未知的南方大陆”

上面。

可能在人们最初知道地球是球形的时候，就产生了关于“未知

的南方大陆”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地球南部有一块十

分巨大的大陆，才能保持地球的平衡。否则，地球北部巨大的欧亚

大陆会把地球压翻。古希腊学者托勒玫十分肯定地说，在印度洋南

岸，存在着一个大陆。

人们用最美好的愿望，描绘着那块未知大陆的富庶景象：肥沃

的土地、丰富的物产、稠密的人口。有人甚至武断地说，那块大陆

上的居民人数，可能有五千万！这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

从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看，尽管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球

体，但是并不了解从赤道到极地逐渐变冷的地带性规律。今天，连

小学生都知道，赤道是最热的地方，南极和北极都是冰天雪地。但

是，当时的人们错误地认为，也许南极一带的气候和他们居住的地

方是一样的，寒来暑往，鸟语花香。因此，关于未知大陆的种种传

说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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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南极的三道封锁线

南极大陆又是地球上最孤立、最偏僻的大陆。离它最近的是南

美洲，距离大约一千公里。南极距离澳大利亚三千五百公里，距离

非洲四千公里。从我国首都北京到南极极点，直线距离是一万四千

多公里。

大自然用几道封锁线把南极和世界其他地方隔离开来。

第一道封锁线是南极周围海洋上的狂风恶浪。没有大功率的海

轮，在这一带航行，是相当危险的。

第二道封锁线是南极附近的海冰和海水里漂浮着的巨大冰山。

没有特制的破冰船和先进的航海设备，几乎无法接近大陆。

第三道封锁线是南极大陆沿岸高大陡峭的冰障，它笔立、光滑，

要攀上冰障，才能登上南极大陆。

过去，世界上的五个大陆——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北美大陆、

南美大陆和澳洲大陆，都是有人居住的；只有南极这个神秘的冰裹

雪封的大陆上，从来没有人类的足迹。

直到十九世纪，人类才发现了南极大陆。于是，它就得到了一

个别名——第六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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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们开始行动了

最早寻找南方“未知大陆”的有英国、俄国、美国和法国。

英国的詹姆斯·库克，在 1768 年率船开始寻找南方大陆，首

次环绕南极航行，驶进南极圈，抵达南纬 71° 10 ＇的海域，他是

南极探险的先驱。英国的威廉·史密斯，在 1819—1821 年，5 次

率船到南极海域航行，发现了南设得兰群岛。俄国的别林斯高晋，

在 1819 年率船到南极，驶入南极圈，环绕南极航行，几经航行，

在 1821 年发现距南极大陆不远的彼得一世岛。美国的纳撒内尔·帕

尔默，在 1820 年率船驶向南设得兰群岛海域，继续航行，发现南

极半岛。英国的詹姆斯·威德尔，在 1822 年率船向南极挺进，创

造了南行的新纪录，到达南纬 75° 15 ＇的海域。法国的迪蒙·迪

尔维尔，在 1839 年向南极进发，在南极圈附近，发现一条海岸线，

并登上岸边。

英 国 的 詹 姆 斯· 罗 斯， 在 1840 年 开 始， 率 船 驶 抵 达 南 纬

78° 11 ＇的海域，又创向南航行的最远纪录，发现了大陆冰障和

两座火山以及多个群岛，并寻找到南磁极，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1911 年 12 月 14 日，挪威著名极地探险家罗阿德·阿蒙森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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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闯过难关，终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人。

阿蒙森从小喜欢滑雪旅行和探险，他是世界西北航道的征服者，

曾经 3 次率探险队深入到北极地区。1897 年，他在比利时探险队

的航船上担任大副，第一次参加了南极探险活动。1909 年，当他

正在“先锋”号船上制订征服北极点的计划时，获悉美国探险家罗

伯特·皮尔里已捷足先登，他便毅然决定放弃北极之行的计划，改

变方向朝南极点进发。

1910 年 8 月 9 日，阿蒙森和他的同伴们乘探险船“费拉姆”号

从挪威起航。他在途中获悉，英国海军军官斯科特组织的南极探险

队，也是以南极点为目标，早在两个月前就出发了。这对阿蒙森来

说，是一个不是挑战的挑战，他决心夺取首登南极点的桂冠。

经过 4 个多月的艰难航行，“费拉姆”号穿过南极圈，进入浮

冰区，于 1911 年 1 月 4 日到达攀登南极点的出发基地——鲸湾。

阿蒙森在此进行了 10 个月的充分准备，于 10 月 19 日率领 5 名探

险队员从基地出发，开始了远征南极点的艰苦行程。前半部分大约

六七百千米的路程，他们乘狗拉雪橇和踏滑雪板前进。后半部分路

程主要是爬坡越岭，尽管遇到许多高山、深谷、冰裂缝等险阻，但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加上天公作美，他们仍以每天 30 千米的速度

前进。结果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于 12 月 14 日胜利抵达南极

点。阿蒙森激动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他们互相欢呼拥抱，庆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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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极——科学探索的圣地

利，并把一面挪威国旗插在了南极点上。他们在南极点设立了一个

名为“极点之家”的营地，进行了连续 24 小时的太阳观测，测算

出南极点的精确位置，并在点上叠起一堆石头，插上雪橇作标记，

还在南极点的边上搭起一顶帐篷。阿蒙森深信斯科特很快就能到达

南极点，而自己的归途又是相当艰难的，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于是，他便在帐篷里留下了两封分别写给斯科特和挪威哈康国王的

信。阿蒙森这样做的用意在于，万一自己在回归途中遇到不幸，斯

科特就可以向挪威国王报告他们胜利到达南极点的喜讯。

阿蒙森在南极点上停留了 3 天。12 月 18 日，他们带着两驾雪

橇和 18 只狗，踏上了返回鲸湾基地的旅途。1912 年 1 月 30 日，

他们再乘“费拉姆”号离开南极洲，于 3 月初抵达澳大利亚的霍巴

特港。

阿蒙森伟大的南极点之行，轰动了整个世界，人们为他所取得

的成就欢呼喝彩。

初识南极洲

南极，一片让人向往的圣洁土地，充满了神奇。这里有壮美的

冰山、亘古不变的冰原和美丽可爱的动物，当你踏上这片土地的时

候心灵无不受到极大的震撼，让你深深牢记在这里的每分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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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极地

南极洲位于南极点四周，为冰雪覆盖的大陆，周围岛屿星罗棋

布。南极洲的面积，包括南极大陆及其岛屿面积共约 1400 万平方

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10％，与美国和墨西哥面积之和相当，

是澳大利亚陆地面积的两倍，为世界第五大陆。

南极洲四周环绕着多风暴且易结冰的南大洋，为大西洋、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延伸，面积约 3800 万平方公里，为方便研究，人们

称之为世界第五大洋。

南极洲距离南美洲最近，中间隔着宽仅 970 公里的德雷克海峡。

距离澳大利亚约有 3500 公里；距离非洲约有 4000 公里；与中国北

京的距离约有 12000 公里。

南极洲是由冈瓦纳大陆分离解体而成，是世界上最高的大陆，

平均海拔 2350 米。横贯南极山脉将南极大陆分成东西两部分。这

两部分在地理和地质上差别很大。

东南极洲是一块很古老的大陆，据科学家推算，已有几亿年的

历史。它的中心位于难接近点，从任何海边到难接近点的距离都很

远。东南极洲平均海拔高度 2500 米，最大高度 4800 米。在东南极

洲有南极大陆最大的活火山，即位于罗斯岛上的埃里伯斯火山，海

拔高度 3795 米，有 4 个喷火口。

西南极洲面积只有东南极洲面积的一半，是个群岛，其中有些

小岛位于海平面以下。但所有的岛屿都被大陆冰盖所覆盖。较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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