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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随着历史车轮的运转，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也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在２１世纪这样一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年代里，不仅

需要我们有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只有我们

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才有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自己

的贡献。

在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之下，我们开发了这套既顺应历史发展

的潮流，又适合青少年朋友口味的科普读物，它从学生的思维角度

出发，以他们的视角为基点，内容丰富而翔实，涉及面广，语言轻松

幽默，叙述清晰而有条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科普丛书。

本丛书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在培养中学生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态度以及实事求是、不畏艰难、

锲而不舍、开拓创新的精神。这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

对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对鼓励学生在探究性学习

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的创新意

识，特别是对学生的终生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丛书的编著过程当中，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

促，书中难免有一些错误与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与指

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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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小常识

地球上的生物圈

地球上浩繁的生物种类，你随口就能说出天上飞的、地上跑

的、水中游的各种动物，还能说出高山的雪莲、悬崖的青松、沙

漠里的绿洲等许多种植物。因此，你会说，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

有生命。其实不然，地球上的生物只占据了地球薄薄的一层，这

一层承载了全部生命及其活动的领域称为 “生物圈”。

我们知道，地球在它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分化出了大气圈、

水圈和岩石圈。当原始大气圈和原始水圈在早期地球上出现时，

地球只是一个荒寂的、死气沉沉的世界。生命在原始海洋中出现

以后，即参与了对大气圈和水圈的改造。原始蓝藻改变了大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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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为生命登陆做了最初的准备。经过漫长的演化，生物终于

登上并占领了陆地，又进一步对岩石圈施加影响，从而促进了地

球表面的万物更新，乃至逐步形成了分布于地球 “三圈”之中的

生物圈。生物圈中生命以其巨大的生命力占据了地球上的广阔空

间，从炎炎赤道到寒冷的两极；从干旱的沙漠到蓝色的海洋；从

土壤深层到海拔几千米的高空，山川、平原、江河、湖海，无处

不存在生命的足迹。但是，绝大多数的生物分布，却限于地球表

面高度１００米以内。当然也有 “一代枭雄”可占领更高的空间或

钻入更深的地下。如鹫鹰可扶摇直上７０００米；喜马拉雅山海拔

６０００米处仍有一些绿色植物匆匆走过，每年留下它们的种子；

甚至某些昆虫也可被气流带到２２０００米的大气层；在５０００米的

深海中可以找到乌贼，人类捕鱼的最深记录曾达８３５０米；在深

深的石油层，也有能耐受高达３０００大气压的微生物。然而，包

括这些生物中的佼佼者，其生命活动的极限也只不过上达１５～

２０公里高空，下至１０公里的海底，这对于半径为６０００多公里

的地球，如同是一只苹果的果皮。芸芸众生就在这薄薄的一层果

皮中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已达３５亿年之久。当然，这得益

于我们地球所处的特殊宇宙位置，同时，也感谢在我们之前来到

这个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环境。

至今，人类还没有发现有生命存在的其他天体。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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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的这只小小的宇宙飞船在茫茫的宇宙中孤立无助地飞行。如

果我们的宇宙条件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破坏自身生存的环境，

如果我们耗尽了几十亿年原始生物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资源，那么

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太阳与生命

我们的地球有幸占据了太阳系九大行星的第三 “跑道”，这

是一个优势跑道。这个特殊的位置决定了太阳对地球的特殊恩

赐，同时也决定了地球对于太阳的给予以特殊的方式接受。

我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然而，４０亿年前的年轻地

球，恰恰是以阻挡了太阳的强烈辐射而孕育了它早期的生命。原

始大气中的水蒸汽聚为云层，挡住了太阳的毒焰，才使地球逐渐

变冷，原始海洋的诞生改变了地球的命运，而最初的生命又恰恰

是能够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藻类。

现今地球上形态万千的绿色植物都是由单细胞藻类进化而来

的。阳光对绿色植物在地球上的分布可说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海

洋里，阳光透过海水，随着深度的增加，光量越来越少，到２０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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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下的黑暗带，需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就难以生存。在陆地

上，强光照射下的植物和阴暗处生长的植物也有很大的区别。地

球上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对太阳能接受的重要方面，这是

我们早已知道的：绿色植物中的叶绿素分子吸收了光能，并将其

转化为生物化学能，固定在它利用二氧化碳和水而制造的有机化

合物中。它们有的直接供给人们的需要，如粮食、蔬菜、水果、

木材、棉花等等，有的则转化为动物的身体后才被人们利用，如

畜产品、禽蛋、鱼虾等等。但是人们往往更多的注意光合作用是

一个制造食物的过程，事实上，光合作用的副产品———游离氧，

更是改变地球旧生物种类，并维持这些生物生存的重要条件。绿

色植物不仅为各种动物直接或间接地提供食物和氧气，同时，将

其贮藏的太阳能伴随着自身的遗体埋藏于地下，供给我们这些在

地球上迟到的人类以能量。人类目前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炭、

石油、天然气，这些物质直接或间接都是远古时代的动植物遗体

或残骸在高温高压下经过许多世代变成的，也就是说，人们今天

使用的能源主要是亿万年前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在漫长地质时代

蓄积起来的太阳能。

但太阳对地球上的生命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由于地球的特殊位置，使得它的自转和绕太阳公转速度适

中，而保证昼夜更替和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环的周期适中，从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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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地表温差适当的变化范围，这对于地球上的生物生长、发

育、繁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动植物的机能代谢、行为和地理分

布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昼夜和季节的影响。太阳对地球上的水的固

态、气态、液态的转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地球上的大气

圈、水气圈维持稳定并保护了地表生物免受来自宇宙恶劣条件的

侵袭。

太阳将它的万道金光洒给了忠实地围绕它旋转的几颗行星，

给它们送去了光和热，而惟独我们居住的地球，得天独厚地受到

了偏爱，不温不火，不冷不热。地球上的万物在阳光普照下得以

生息繁衍，直至我们今天的万木争荣，一派盎然。

水与生命

如果有人告诉你，地球表面积的７１％均为海水覆盖，你一

点儿也不会奇怪，因为在小学的地理课上你就学习到了。我们从

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或从地球仪上就可以看到蓝色的海洋在我们

这个星球上所占据的范围。但是，我们的古人站在他们的脚下的

那块大地上极目四望，只见那无际的黑土地，于是就将我们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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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球起名为 “地球”。这是我们的祖先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的

星球实在应该叫做 “水球”。

地球的确是多水的，而水的特性好像明明白白是为了使生物

存在而设计的。例如，在一切固态和液态物质中，水的热容量最

大，足以使地球上的海洋成为一座巨大的蓄热库。不管夏季烈日

曝晒，还是冬季寒风扫荡，水的存在，可以使地球表面的温度不

致过高。而水的固态———冰，一反其他物质固态收缩的特点，反

而膨胀。这一特点就使水结冰后，不仅不会沉于水下，反而浮在

水上。这样一来，就可以接受阳光的照射，而不至于无限的扩

展。你看，南极巨大的冰库下和北冰洋的深层，仍然是温暖的液

态海水，从而使各种海洋生物得以生存。水又是良好的溶剂，各

种生命必需的无机盐和氧都可以溶解在其中，因此水又是新陈代

谢的重要媒介，没有水，生物体内的一系列生化反应就无法

进行。

由于阳光的照射，每天有亿万吨水蒸发为水蒸汽而飘入大气

层。水的不同形态，影响着地球规律的运行，推动着季节周期的

更替，调节着地球的气候变化，维持着包括人类的各种生物的生

存环境。

也许是巧合，地球是一个水球，而组成地球上的生物体的成

分中大部分也是水，绝大部分动、植物体内的含水量在６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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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人体内的含水量为７０％，这与地球表面７１％的汪洋大海

是多么的一致。生命诞生于原始海洋，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从生

命诞生那一天起，水与生命就息息相关：水是生命的赋予者，没

有水就没有生命。

人类的生存及文明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水，翻开人类的文明

史，几乎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著名的古巴比伦与幼发拉底河及

底格里斯河的兴衰息息相关；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自然也离不

开世界第一大河流———尼罗河；而黄河，几乎与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文明相提并论，那一条条大河就是人类的大动脉，江河中流淌

的就是人类的血液。

温度与生命

除了光与水对生命有着重要的意义，温度对生命的存在也是

十分重要的。温度对生命活动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小

实验，看看青蛙对温度的变化有什么反应？

在一只大广口瓶底铺上约一寸厚的细砂子，并向瓶中注入水

至瓶口约一厘米处，将青蛙放入瓶中，将盛蛙的瓶放入一洗脸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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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测量瓶内温度并记录下来，然后在盆中放入冰块将广口瓶围

住。测量瓶内温度的变化及下降的速度。随着温度下降，记录青

蛙活动的变化，当青蛙停止活动后约一分钟，将瓶从水中取出，

放在温暖的地方，使其温度自然上升 （注意不要给予加热），并

观察随温度变暖时青蛙逐渐活跃的情况。

以上实验说明，温度对动物的活动影响是很大的。

宇宙间温度变化的幅度是极大的，从绝对零度 （－２７３℃）到

几千摄氏度高温。但生物能够生存的温度范围是很狭窄的，大多

数生物生活在２０℃～５０℃左右的温度范围内。

动物遇到恶劣的温度而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但所能承受的

的恶劣程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对于低温，有此动物可以通过降低代谢活动来应付，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冬眠，蛙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当外界温度降至

１９℃以下，蛙就潜伏在稻田沟渠，池塘深处的淤泥里，进行冬

眠。这就是在刚才的实验中看到的蛙在温度降低时开始掘细砂，

并最终停止活动。很多哺乳动物也有冬眠的现象，如一种地松

鼠，在冬眠时心脏跳动每分钟只有二三十下，其体温也降至

４．２℃。松鼠不仅有冬眠的习性，与酷暑到来时，有些身体蜷缩起

来，钻进用叶铺成的窝中酣然大睡，它们的体温可随着代谢的降

低而变得冰凉，直至酷暑消退，气温渐凉的时候，这些小动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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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过来活动。

鱼的季节洄游和鸟的迁徙也受环境温度的影响，海洋的水温

随季节的变化，鱼类随不同季节水温的变化成群地向着适合它们

生活的区域游去。如，鳕鱼在春季向北方游，深秋向南方游。

温度在植物的生命活动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植物

要在一定的温度下才能生长发育，并要求一定的温度范围，超过

或低于这个范围的临界温度，都会使植物受到伤害。但植物对低

温和高温也有其生态的适应性。如，冬小麦在没有积雪覆盖的情

况下，能够在零下１５℃～２０℃的条件下生活；雪莲在冰雪高原

能昂首怒放；大多数一年生植物在越冬时自己死亡，仅留下繁衍

后代的种子；多年生植物的树皮有发达的木检组织，植物对高温

的耐受力一般在３５℃，有些可达４５℃～５５℃。植物可以通过强

大的蒸腾降低体温或以休眠状态度过高温盛夏。

此外，温度对植物在地球上的分布也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地

球上的水平温度变化是沿着赤道向两极递减，以我国东部地区为

例，随纬度增高温度逐渐降低，植物分布也出现不同类型的热带

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针叶林。

地球上的温度不仅随纬度变化，而且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因此，也引起不同高度的植物的垂直变化，以珠穆朗玛峰不同的

高度的植物分布可以看出温度对植物垂直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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