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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世纪，科学技术
正以人类意想不到的发展速度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
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未来。
《科普知识百科全书》结合当前最新的知识理论，

根据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特点，向青少年即全面又具
有重点的介绍了宇宙、太空、地理、数、理、化、交
通、能源、微生物、人体、动物、植物等多方面、多
领域、多学科、大角度、大范围的基础知识。内容较
为丰富，全书涉及近 100 个领域，几乎涵盖了近 1000
个知识主题，展示了近 10000 多个知识点，字数为
800 多万字，书中内容专业性强，同时又易于理解和
掌握，每个知识点阐述的方法本着从自然到科学、原
理、论述到社会发展的包罗万象，非常适合青少年阅
读需求。该书是丰富青少年阅历，培养青少年的想象
力、创造力，加强他们的探索兴趣和对未来的向往憧
憬，热爱科学的难得教材，是青少年生活、工作必备
的大型工具书。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注意难易结合，强调内容的
·Ⅰ·



差异特点，照顾广大读者的理解力，真正使读者能够
开卷有益，在语言上简明易懂，又富有生动的文学色
彩，在特殊学科的内容中附有大量图片来帮助理解，
具有增加知识，增长文采的特点，可以说该书在当今
众多书刊中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该书编撰得到了各部门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从该书的框架结构到内容选择; 从知识主题的阐述到
分门别类的归集; 从编写中的问题争议到书稿最后的
审议，专家、学者都提供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
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知识性和普及性。

本书采用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办法编写，在编
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编写
过程中，我们参考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谨向
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尽管我们尽
了最大努力，书中仍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
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会
200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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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识 地 球

给地球拍个全身照

你们会举出许多例证，证明地球是个圆球:
当发生月蚀的时候，月亮上出现的黑色圆影，就是地球表

面的轮廓。
人们站在岸上观看从海洋上驶进港口的船只，总是先看到

船桅，然后才慢慢地看到船身，说明大洋表面原来就是一个球
面。

几百年前麦哲伦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令人信服地证实了
地球是个球体的学说。

但是，地球终究太大了，上述所有办法都不能使人们用肉
眼直接看到地球的外形。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人类还没有办法
使自己离开所居住的地球，再回过头来，看看地球的外形。这
叫做: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最近二三十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已经可以把人造
地球卫星或载人的宇宙飞船发射到几百公里，甚至更高的太空
中。

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看到自己的 “家”，真是兴奋极
了，并通过飞船上的相机，拍下最珍贵的镜头———地球的全身
像。

在宇航员视野里出现了什么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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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确确实实看到一个巨大的球体。虽然严格地说，这个
球体有点扁，南端还稍微向里凹下去，北端稍微突起，即所谓
的“梨状体”。但是，这些细微的差别毕竟太小了，宇航员的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在他们眼中，地球仍然是个正球体。

那些高山、盆地会不会影响地球形状呢? 也不会。我们前
面已经说过，几千米的高度在这样大的球体上根本无法被宇航
员们觉察出来。

宇航员还看到，整个地球被一层浓厚的大气包围着。天空
中飘浮着的云层可以证明大气的存在。有时，大气中的云层范
围很大，景象十分壮观。比如，如果宇航员下面正好对准一次
热带气旋 ( 在我国叫台风) ，那么飘浮在空中的云层将出现一
个庞大的“螺旋”，范围可以达到几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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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员可以看到碧波万顷的海洋和各个大陆的轮廓。宇航
员们说，地球曾被叫做“水球”，因为海洋的面积占地球的百
分之七十，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宇航员眼里，地球基本上被彼
此相连的海洋包围着，而那些大陆只不过是漂浮在海洋中的岛
屿。

人们还设计出不载人的地球卫星，专门用来测量地球。卫
星里安装着各种各样的先进科学设备，可以在几百公里的高
空，不停地对地球进行拍照。同时还能把这些照片变成电讯
号，用无线电波传给地面接收站，最后又还原成一张张地球的
照片。

这种照片拍摄的范围都很大，有一种卫星，一张照片就能
照下相当于地球表面一百八十多公里见方的面积。人造地球卫
星不停地绕地球旋转，一百分钟左右，就绕地球一周，十八天
就能把整个地球拍照一遍。

也许，你们以为这些不载人的人造地球卫星的照相机，比
不上宇宙飞船上宇航员的眼睛。其实不然。这些新型的照相设
备不但比人的肉眼有更高的分辨力，而且能透过云层，甚至在
漆黑的夜晚还能照样拍照。

这样，人类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先进的设备，开始对地球进
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比如，上面提到过的热带气旋，因为有了卫星的帮助，人
类可以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发现它，并且能够对它的移动速
度、移动方向做出准确的预报。

长期以来，对于地球上一些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诸
如浩瀚的海洋、广阔的沙漠和难以进入的高山高原，人们对它
们内部情况了解得很少。今天，有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帮助，情

·3·



·地球知识

☆

☆

况就截然不同了。
比方我国的青藏高原，尽管最近一百多年来，不少探险队

进入这个地区，但始终没有弄清那里有多少湖泊。有的湖泊即
使被发现了，位置画得也很不准确。现在，科学家们利用卫星
拍下来的照片，轻而易举地找到青藏高原上所有的三百多个湖
泊，并且把它精确地画在了地图上。卫星照片还可以帮助人们
寻找矿藏和地下水源，分析农业生产情况，在军事上，它的作
用就更大了。现在，卫星的种类越来越多，探索的领域也越来
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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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看不见的网

地球不但个头大，而且没边儿没沿儿，到处都是浑圆浑圆
的球面。这就给表示地球上任何地点的具体位置造成了很大困
难。

比如要问: “我国上海市在地球的什么地方?”
你们可能回答: “上海在亚洲的东南部，太平洋西岸，长

江入海口的南边。”
尽管你们回答得这么详细，却仍然不够精确。亚洲东南部

有那么大，太平洋西岸有那么长，长江口南边又有那么多的城
镇，怎么能知道上海的准确位置呢?

何况，地球上许多地点附近并没有明显的标志，根本不能
用在什么河流、什么山脉、什么大海附近，把它表示出来。

当一艘远洋航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或者一架飞机在辽阔
的天空中飞行，它们都要随时确定自己的准确位置，进而确定
自己的航行方向，怎么能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很不精确的方法表
示它们的位置呢?

一座城市不论有多么大，有多少居民住户，邮递员总会找
到各家各户的准确地址。人们先把城市分成若干区、若干街
道，再把每户编上门牌号码，随便你找什么单位或住户，只要
知道街巷名称和门牌号码，都能很快地找到。

科学家们也是利用类似上面的方式，设计出一套既科学、
又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确定地球上任何地点的位置。这就是
地球的经纬网。

经纬网是由一组基本上互相垂直的经线、纬线构成的。其
实，并没有谁真正在地面上去划出这些线条，而是科学家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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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计算，在地球仪上或者在地图上画出的假想线。
在地球仪上连接南极点、北极点的南北方向的弧线，是个

半圆，叫经线，也叫子午线。所有的经线长度都相等。通过英
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旧址的经线叫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
线，往东、往西各分一百八十度。

在地球仪上与两极点等距离的大圆叫赤道，与赤道平行的
线叫纬线，都自成圆圈，指示东西方向。赤道是最大的纬线
圈，长约四万公里，被定为纬度零度，向南、向北各等分九十
度。从赤道到两极，纬圈越来越小，到南北极点就成为一个
点。

经度、纬度以下还可细分为“分”、“秒”。
这样，整个地球就被这张密密麻麻的网严格地分割开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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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精确的经纬度值表示出来。
比如，莫斯科: 东经 37°，北纬 55°; 巴黎: 东经 2°，北

纬 48°; 东京: 东经 139°，北纬 35°; 纽约: 西经 73°，北纬
40°; 开罗: 东经 31°，北纬 30°; 墨尔本: 东经 145°，南纬
37°; 新加坡: 东经 103°，北纬 1°; 布宜诺斯艾利斯: 西经
58°，南纬 34°等等，都可以用两组简单的数字表示出它们各
自在地球上的准确位置。

地球上的经纬网还有更广泛的用途。
有了经纬网的帮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计算不同经度地方

时的时差; 全世界统一标准的地图，也可以利用经纬网测量和
绘制出来。

总之，经纬网是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掌握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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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周围大气的功劳

地球周围有一层厚厚的大气，总的厚度大约有一千公里。
这层大气对人类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它地球上就不可能
有人类，也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大气给生物和人类提供了一刻都不可缺少的氧气。
第二，大气能使地面上保持适宜的温度。白天，太阳照射

的时候，它使阳光带来的热量均匀分散开，地面的温度也就均
匀而缓慢地上升。夜晚背对太阳的时候，地面把白天吸收的热
量向空中散发出去，大气又使这种散发过程缓慢地进行，地面
上的温度就不会降得太低。大气的这种作用，就象一条大棉被
一样，使地面上的温度总是保持在一个适宜于人类生活的范围
内。

第三，大气又象一副坚韧的盔甲，使地面避免受到那些天
上射来的 “炮弹”的轰击。原来，太阳系里除了有行星、卫
星、彗星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块。这些石块大的
象一座山，小的象一粒灰尘，都和地球一样围绕太阳转圈子。
有的石块转到了地球附近，就会被地球的引力吸过来。它们的
速度大得很，有的是每秒钟十几公里，有的甚至达到每秒钟
七、八十公里。如果就这样撞到地面上，那可不得了。幸亏地
球周围有这层大气，使那些闯进来的石块受到强烈的摩擦，越
来越热，最后就燃烧起来了。在夜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天空
中一闪而过的流星，就是那些正在燃烧的石块。大多数石块在
落到地面以前就已经烧光了，变成了气体和尘末。要是没有大
气挡住那些石头 “炮弹”，地面上的生物和人类可就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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