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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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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能源略说

自古以来，人类就在为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促进社会的经济发

展而不懈的奋斗。在这一奋斗过程中，能源一直在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类建城市、办工厂，需要各种不同的能源。做饭、取暖需要热能，点

灯照明需要电能，万物生长需要太阳能。可以这样说，没有能源，人类

就不能生存，社会就不能发展。

“能”这个词，最早是德国科学家罗伯特·迈尔提出来的。我们看

不见能，但通过热、光、电、运动等能够感觉到“能”的存在。

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大致经历了柴草、煤炭、石油三个能源时期。

火的使用，使人类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使人类和动物界彻

底分开。但是，当时人类还没有掌握把热能变成机械能的技巧，因此，

柴草并不能产生动力。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漫长的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人力和畜力是生产的主要动力。风力和水力的利用，使人类

找到了可以代替人力和畜力的新能源。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需要的

热能和动力越来越多。而柴草、风力、水力所提供的能量受到许多条

件的限制而不能大规模使用。煤的发现，提供了大量热能；风车和水

车的制作，积累了机械制造的丰富经验；于是，两者结合起来，蒸汽机

—１—



求知文库

出现了。蒸汽机的使用，不但奠定了各国工业化的基础，也开辟了人

类利用矿物燃料作动力的新时代。

但是，蒸汽机十分笨重，效率又低，无法在轻便的运输工具如汽

车、飞机上使用。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又发明了新的热机———内燃机。

内燃机的使用，引起了能源结构的一次又一次变化，石油登上了历史

舞台。世界各国依赖石油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那么地球上的能源有哪些可用，它们又来自何方呢？

地球上的能源按其来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球和其他天体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如潮汐能；第二类来自地球的内部，如地热能和原

子核能；第三类来自地球以外，主要是太阳能以及由它产生的能源，如

煤、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水能、风能、海洋热能等等。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能量的需求不可遏止地

猛增。地球上的能源消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２０世纪消耗的全部

能源几乎等于前１９个世纪所消耗的能源的一半。人类正在过分地开

采和使用化石燃料和森林等自然资源，从而使得地球上的自然燃料能

源的储藏量正在急剧减少。而且，由于大量利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等化石燃料，已经使人类居住的环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造成酸

雨和气候变暖。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气温升高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因此，合理开发和利用能源已成为地球人类大家庭最重要

的问题了。人类必须认真对可资利用的各种能源进行“算计”和“筹

划”，既要满足目前需要，又要考虑长远的影响和发展，为子孙后代的

丰衣足食着想，使地球人类大家庭的明天过得更舒适、更美好。所以，

人们一方面研究如何进一步合理、妥善、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化石燃料

和水力等常规能源（也叫传统能源），比如研究提高能源转换效率的方

法，改善能源开采和利用的方式等等，着重从节流方面想办法和采取

措施；另一方面，人们又上天、入地、下海，四处寻找开源途径，探索低

廉而丰富、又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很清洁的新能源，比如开发太阳能、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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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核聚变能和海洋能等等。这样，一门边缘化的、综合性的科学技

术———能源技术就迅速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

常规能源———煤

煤是能源中的长辈，但人类第一次使用的不是煤，而是火和树枝

柴草。茹毛饮血的猿人对雷电引起的火十分害怕。１７０万年以前，由

于山洪暴发，云南元谋猿人被逼进了洞中过夜。在又冷又饿、且面临

被猛兽吃掉的困境中，他们偶然发现火可以用来照明，还可以取暖，于

是，猿人们便纷纷向火堆围过来。

后来，传说有个叫燧人氏的人发明了钻木取火，把坚硬的木头在

另一块硬木头上使劲地钻，钻出火星，点燃树枝、干草，他还会把燧石

敲敲打打，敲出火来。从此，原始人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用

火照明、烤暖身体、煮熟食物，同时，用火冶炼矿石、烧制陶具和加工各

种各样的物品。正是在火的光辉照耀下，人类才迈出了文明的第一

步，从而日益繁盛起来。

古希腊关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上圣火送给人间的神话，是火在人

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最好注脚。

煤与火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把煤炭称作乌金墨玉，不仅是它有

金子般的光泽和玉石般的晶莹外表，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提高人类生

活水平起了无法估量的重大作用。那么，煤炭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许你会说，煤炭不就是从煤矿里挖出来的吗？然而，你可知道，

煤矿却是几经沧桑，既经历过日积月累、悠长的缓慢变化，又经历过地

壳的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动后才形成的。简单一点说吧，大约１００万年

到４４亿年前，地球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很适于植物的大量生长和繁殖。

它们大量地出现在陆地、沼泽、湖泊和浅海中。死亡的植物日积月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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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沉积起来，在细菌的作用下，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慢慢硬化，变

成褐色或黑色的泥炭。再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这些泥炭被深深地埋

在地下，这样，泥炭就和空气完全隔绝了。细菌在缺氧的高温条件下

无法生存，终于停止了活动；泥炭却处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被挤压成

了褐煤。又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褐煤受到更大的压力而形成更硬的

烟煤。随着岁月的流逝，烟煤又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最后变成很硬的、

晶莹黑亮的无烟煤。

人类利用煤炭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了。我国古代人民是最早发

现并利用煤炭烧饭和取暖的。在公元前２００多年的汉代，就有关于发

现和利用煤炭的记载了。在西方，古希腊虽然也有人使用煤，但却因

此而被治罪。欧洲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利用煤炭。１３世纪８０
年代，即我国元朝初期，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用煤作燃

料，竟吃惊不已，并把此事在他的著作《东方见闻录》中作了详细记述。

可是，到１７６５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以后，煤炭一跃成为人类

的主要能源，成为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开发的原动力和人民生活的

必需品。

尽管地球上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专家们估计，如果单独使用煤

炭，也足以满足全人类今后至少２００年所需要的能源，然而，它毕竟是

一种非再生能源，用一点就会少一点。

工业血液———石油和天然气

黑色的金子———石油

在中国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古书上就有关于石油的记载。１０世纪初，

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在四川钻成，从中取出的石油被用来炼制灯油，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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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钻井采油早了３００多年。

由于石油里的汽油容易挥发，会立即燃烧起来酿成火灾，所以，人

们一直不敢把石油当燃料使用。１９世纪后半期，人们学会了炼石油的

方法。

石油主要来自千百万年前生活在浅海和内陆湖泊的浮游生物残

骸。浮游生物非常小，但数量巨大，当它们死后，沉入海底或湖底腐

烂，一层层泥沙盖在上面，在高压下，泥和沙变成岩石，浮游生物的尸

体变成了石油，积蓄在岩石的缝隙里。

１８５９年，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钻成石油井，从此，石油被大量开采

出来，点石油的油灯逐步普及了，石油成了重要的能源。人们从石油

中提制汽油、柴油、润滑油、沥青和其他许多化工产品。第一、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飞机迅速发展，汽车加速普及，石油作为它们的燃料，就

在整个能源家族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用力学的观点研

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壳运动与矿产分布的规律，把各种构造形迹

看作是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等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

他认为，我国地质构造体系的三个沉降带具有广阔的找油前景。大

庆、胜利等油田的相继发现，证实了他的科学论断，也使我国从此摘掉

了“贫油”的帽子。

从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通常称作原油，需要经过加工提炼后才

能使用。但石油是非再生能源，在地球上的储藏量非常有限。据目前

估计，包括海底油田和深层油田，石油地质含量总共约有３０００亿吨，

已探明了的石油含量不到１０００亿吨。而现在的年开采量达３０～４０
亿吨。照此发展下去，有限的石油资源很快就跟不上需要了。按目前

的消费量计算，现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到２０２０年就要用完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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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天然气

天然气与石油属于同一类，是一种更简单的碳氢化合物，成分以

甲烷为主。天然气蕴藏在地层内的岩石孔隙和空洞中，在地球上的储

量也很大，已探明的储量已超过石油的探明储量，是一种与石油并列

的重要能源，所以，人们通常把它们总称为“油气”。

天然气的形成和石油基本相同，不过，促使有机物质进行生物化

学反应的不是石油菌和硫磺菌等，而是厌氧、嫌气菌参与分解活动。

天然气常常和石油埋在一起，由于天然气的比重轻，所以气在上，油在

下。它和石油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从形成、蕴藏到开采、使用，经常是

形影不离、密不可分的，这种天然气叫做油田伴生气，这样的矿脉称为

油气田。天然气有时也单独储于地下，这样的矿脉叫天然气田。前苏

联的西伯利亚有不少大的天然气田。我国四川盆地也有丰富的天然

气资源，是我国最大的气区。

天然气的开采、运输和使用都很方便，也较清洁。由于天然气压

力很高，只要钻井开孔，就容易把它采出。采出后，既可用管道直接

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也可冷却到－１６１℃变成液化天然气，再用冷冻

油轮或冷藏槽罐运送。比如，日本就用油轮从加拿大、阿拉斯加和印

度尼西亚等地，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供城市煤气或火力发电用。天

然气主要用作工业和民用燃料，或用以制造炭黑，作为合成氨、乙炔、

氢氰酸、甲醇、石油和其他有机化合物的原料。按目前的消费量计

算，工业发达国家的天然气将在２０３０年被采尽，发展中国家也将在

２０６０年发生短缺。那时，人们就不得不开发新的能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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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

经济的发展高能源，电能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可以方便、高效的转

换为其他能源。在现代生活中，点灯照明，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都离不

开电。电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发电厂通过电线传送到千家万户的。

发电厂是如何产生电的？是靠发电机产生的电。

现在发电机主要有两类：一是火力发电机，一是水力发电机。

火力发电

１８３１年，人们用导电的铜线做成线圈，当线圈在磁场里运动时，线

圈中竟产生了电流。于是在１８６６年，根据这一发现，人们首次制成了

工业上可以应用的发电机。从此，电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１９世纪

３０年代，有一次法拉第讲课，讲的内容就是他新发现的电磁感应定律。

当他讲完课走下讲台时，前来听课的一位年轻人，后来做过三任英国

首相的格莱斯顿（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走上前问他：

“先生，请告诉我，您的发现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效益呢？”

“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法拉第回答，“不过，我不怀疑，在

我的有生之年，有人会向它课税的！”

不错，法拉第，这位书籍装订工匠出身、在听了一系列化学课程后

刻苦钻研、逐步成为英国皇家学院实验室主任的卓越科学家，所发现

的电磁感应现象———切割磁力线的导线能产生感生电流，确实是电学

研究中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之一，是电能时代的发轫，的确给人类社会

带来了极大的实际效益，给世界提供了切实有用的能源。近１个半世

纪以来，所有的发电机和电动机都是应用这个原理制造的。随着时光

的流逝、社会的发展，发电机已经成为人类生产动力、把机械能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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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的最常用的机器，电能也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空气”和“水”，是人

们须臾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力发电机都

是经过从化学能→热能→机械能→电能的三次能量转化，才把燃料的

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即使是核电站，其发电过程也几乎与此相同。

我们已经知道，在把煤炭、石油或天然气的化学能转换为热能，再

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热被散失而白白浪费掉了，

热效率很低，最高也不过４０％左右。能不能直接把热能转换成电能

呢？能，当然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人们终于想出了一种技高一筹

的新型火力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

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高速旋转部件，装置本身仅是一个结构

非常简单的静止机械，但却能直接把热能变为电能。它启动快，效率

高，污染小，而且发电容量越大就越好（别的发电机是容量越小越好）。

磁流体发电还有一些技术难关需要进一步攻克。所以，尽管磁流

体发电已处在大规模工业性试验阶段，但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应用，恐

怕要到本世纪初才能实现。

水力发电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水从高处往低处

流，流动的水包含着能量，急湍的大河包含着巨大的能量，因此，水能

是人类利用很早的一种能源。

早在３０００年前，我们祖先创造了靠水的力量转动的各种机械装

置，如碾米、舂米的水碾，用来磨粉的水磨，车水灌溉农田的水车，用来

纺纱的水轮等等。

水力发电通常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水源必须维持一定的落差；二

是水源必须具有相当的流量。为此，人们在江河干流上建造拦河坝，

筑蓄水库，迫使上游水位抬高，水坝前后的水位落差增大。高高在上

的水库里的水，通过输水管引导，以很大流速冲击到水轮机上，使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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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产生电能。

水力发电比火力发电经济。因为水力发电的原料———水是免费

的，所以，水电成本只有火电的四分之一。水力发电不污染环境，还可

以解决防洪、灌溉、航运等各种水利问题。

地球上成千上万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为人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水

能资源。这是一种流动的再生能源，可以不断地供应，反复使用。尽

管人类制造水车来带动机械碾谷、磨面至少有２０００年的历史了，但

是，水能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只不过是近１００多年来的事。１８８２年，

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水轮发电机以后，随着远距离输电技术的不断提

高，水力发电便迅速发展起来，水能成为仅次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

主要能源。

构成水力资源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水流和落差。就自然条件来说，

这主要取决于降水量和地形。只要有较好的精确的地形图和有关河

流的流量等资料，就可以相当准确地估算出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

但由于受到技术和经济上的种种条件限制，这样算出的理论蕴藏量大

部分无法利用。

地球上的水能资源蕴藏量相当丰富。理论上估计，年发电量为

４４亿亿度，相当于装机容量５１亿千瓦，足够目前人类１年所需全部

能量的７０％～８０％。但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每年可

发电仅１０万亿度，也可以满足当前世界能源总需要量的１／７。可

惜，实际上，人类现在所消费的能源只有２％左右来自水电。可喜的

是，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水电的优越性及其重要意义，正在加紧

开发这种能源。例如，１９９１年５月６日，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水电站

在南美洲正式运行。它耗资１８３亿美元，建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处

的巴拉那河上。坝长７．７千米，高１９６米，共有１８台发电机组，功率

为１２６０万千瓦，占巴西总发电量的３８％，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大

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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