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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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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与北极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增长会使北极冰消失吗? 这一严重
影响未来地球气候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科
学工作者。一部分科学家认为，21 世纪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
的成倍增长，将使北冰洋环境温度上升，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
的北冰洋冰层会因之全部融化，如此巨大的地球环境改变，势
必给未来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但也有一些气象学家的分析表
明，二氧化碳的影响未必如此严重。

其实，可对北极冰未来去留起直接作用的，尚远不止二氧
化碳这一个因素，诸多条件的变化究竟在今后如何影响北冰
洋，科学家们正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理论上的研究，但所得出的
各种结论均有待实地观测结果的支持。为此，美国科学基金会
启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北冰洋冰层研究计划，共汇集 5 个
国家 50 余位科学家，耗资 1950 万美元，预计用 1 年的时间采
集大量有关数据，其目的在于排除当今地球气象预测中的一些
主要不确定因素。

目前，被科学家们租用一年的加拿大海岸警卫队 “德格
罗斯里尔斯号”重型破冰船已冰封于北冰洋巨大的漂流冰块
之中，成为北冰洋表热预测计划执行过程中名副其实的冰上大
本营。这艘破冰船停泊在阿拉斯加海岸以北大约 512 千米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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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中，1997 年 10 月 2 日，它关闭了动力系统，开始执行为
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同时参与行动的还有一艘护航破冰船、两
艘护卫舰、观测飞机和探空气球。核动力潜艇 “射水鱼号”
也为营地提供水下支持，定期在浮冰下巡航，观测海底情况及
冰况变化。

研究小组截取 30 英里范围的洋面，对从海底穿越冰层直
到大气的一个圆柱体范围进行细致观测。这一范围包括了厚冰
层、表面融化部分、冰层断裂、雪覆盖等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冰
层现象和几乎所有的气候条件。以破冰船为中心择取了一个北
冰洋典型环境区域。科学家们在这一柱体范围内安装了上千个
传感器。水下传感器持续监测海水温度、盐浓度以及不同深度
的海流速度与方向。设置在冰层深孔中的传感器会及时提供冰
温和冰层应力等方面的变化数据。而观测塔、探空气球、雷达
和激光设备也正穿越大气对大气层进行监控。尽管如此，整个
研究过程仍是异常艰难，许多宝贵数据常常是在资金困难、环
境恶劣、手指冻伤的情况下获得的。

北冰洋气象动力学方面的实地研究，还将为气象分析人员
更好利用极地海洋卫星图像资料提供帮助。以往科学家们在使
用这些卫星观测图像时由于无法可靠区分云层与冰层，因而很
难正确把握气候的变化趋势，因为云层与海洋冰层在气候活动
中的作用是极为不同的。根据实际地表现象对卫星图像进行准
确识别，也将是本次行动对气象研究的一项重大贡献。

伟大的挪威探险家和科学家弗里奇，在 1893 年曾将他的
“弗雷姆号”木船冻入北冰洋冰层之中进行科学考察，“德格
罗斯里尔斯号”是此后第一艘自困冰中的科研用船。北冰洋
表热预测计划项目主任里查德·莫里茨称，只有通过观测获取
大量准确复杂而又详尽的数据，一些影响全球气候的问题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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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获得正确答案。这项计划将把测定结果带入理论研究领
域，并验证其正确与否。我们都愿意相信，“德格罗斯里尔斯
号”从冰海胜利返航之时，21 世纪北极冰是否会全部融化等
问题当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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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丝的遐想

俗话说: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知识的丰富，人们正在用崭新的眼光去审视服装，不但追求服
装的外表美，还要求服装更有利于人体的健康。

现在纤维的品种繁多，像天然纤维如棉、麻、丝、毛，人
造纤维如人造丝、人造棉、人造毛，合成纤维如尼龙 6、尼龙
66、涤纶等，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据有关资料介绍，有些纤维能引起皮肤损伤，产生皮炎。
在合成纤维中，以锦纶最为严重，其次是腈纶、涤纶; 在天然
纤维中，以羊毛较重，棉纤维次之，而真丝对人的皮肤几乎没
有影响。丝织品还以轻柔、凉爽、舒适而著称，它不愧为纤维
王国中的“女皇”。

我国是生产丝绸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 “丝绸
之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就能巧妙地生产轻薄美丽的
丝绸。后来，这项发明沿着横贯中亚、举世闻名的 “丝绸之
路”传到了西方。

棉花也好，真丝也好，都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其产量
总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一直在寻找能生产用于纺织的纤维的其
它途径。

早在 18 世纪中期，人们就曾萌生过这样一种想法: 既然
蚕宝宝吃桑叶能够制成粘液吐出丝来，那么用人工是否也能制
成粘液抽出丝来呢? 这一想法很有魅力，吸引着许多化学工作
者为之奋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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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们认为粘液只能由桑叶制得，就千方百计将桑叶
溶解抽丝，结果都失败了。后来有人对桑叶与蚕丝的化学成分
进行分析，发现桑叶里主要含有碳、氢、氧 3 种元素，而蚕丝
里则主要含有碳、氢、氧、氮 4 种元素。于是人们又想方设法
在天然纤维中加入氮元素成分，以期生产出人造蚕丝来。首
先，用含氮的硝酸来处理棉花，结果发明了硝酸纤维素酯。这
种物质能溶解在酒精和乙醚中，并可以抽成丝，这是人类历史
上发明的第一种人造纤维。后来，又相继发明了醋酸纤维、铜
氨丝、粘胶丝……不过，它们的生产仍然要受天然纤维原料不
足的影响。

到了 20 世纪初，为了解决粮棉争地的矛盾，人们又另辟
蹊径，发明了合成纤维。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是 1935 年由
美国杜邦公司的卡洛萨斯发明的。他模仿蚕丝的蛋白纤维的化
学结构，制成了尼龙 － 66，开创了人类合成纤维的新纪元。
1938 年德国化学家也研制成功了尼龙 － 6。尼龙 － 6、尼龙 －
66 这两朵合成纤维之花，引来了 “合成纤维大花园”的万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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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红。现在全世界人造纤维、合成纤维与天然纤维的产量之比
已达到 3: 1，而且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的品种多得让人眼花
缭乱。

尽管人们能生产出这么多人造纤维、合成纤维，但从选择
服装面料的角度看，现在所有的人造纤维、合成纤维都难以与
蚕丝媲美。不过，至今人工还合成不出真蚕丝，究其原因，主
要有两个关键的谜尚未解开。

一是迄今没有完全弄清楚蚕丝的结构。现在已经知道蚕丝
是一种蛋白质纤维，是由春蚕分泌的绢丝液凝固而成的，生丝
由“丝素”和“丝胶”两部分组成。丝素是纤维蛋白，由 12
种以上的氨基酸组成; 丝胶主要由 5 种氨基酸组成。纤维蛋白
靠丝胶粘合在一起。丝胶为球蛋白，除含有氨基酸外，还含有
蜡、胶质、色素等。然而，蚕丝中各种氨基酸的组成和含量并
不固定，随着蚕的品种、性别、生长季节和环境不同会有很大
差别。这种复杂情况给蚕丝蛋白的深层次结构研究带来了很大
困难。因此，人们对各种氨基酸如何排列组合成丝素纤维蛋白
和丝胶球蛋白，以及这些蛋白二级、三级结构等的情况都不清
楚。

二是对蚕宝宝吃掉桑叶，利用丝腺分泌出丝液的复杂生物
化学过程，知之甚少。我们知道，蚕是变态昆虫。这种昆虫为
什么能将所吃的桑叶纤维素等分解掉又重新组合成各种氨基
酸，并由氨基酸再组合出纤维蛋白和球蛋白; 其中大量的氮元
素是从哪里获得的; 氨基酸的合成过程为什么在常温、常压下
就能完成，这其中究竟有哪些奥秘，谁也说不清。

最近有的化学家别开生面，不走化学合成的路子，设想利
用含有蜘蛛遗传基因的菌生产蜘蛛丝，从新的角度燃起人工生
产蛛丝、蚕丝新的希望之火。这种新的构想能否到达成功的彼
岸，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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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白色污染”

1994 年，美国农业部在本年度的研究计划中把研制可降
解地膜列入第一号任务。由此可以看出，治理 “白色污染”
的确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难题。然而北京膜科所的专家们研制开
发的植物纤维膜，则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最近，经我国权威
专家评定，认为这一成果是一项世界性的新进展。他们一致呼
吁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商业化生产，以广泛推广使用。

塑料薄膜作为包装材料已经广泛用于各种食品、生活及文
化用品等方面，也大量用于农业大棚和地膜覆盖材料。这主要
是因为塑料膜具有强度较高、轻盈、透光、能防水、不透气并
且价格低廉等一系列优点。然而，人们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
了，这种被称为 “白色革命”的塑料制品，又转化成 “白色
污染”。废弃的塑料在自然条件下要经过几百年才能降解回归
自然，因而使大量使用过的废弃塑料膜阻碍作物吸收水分与根
系生长，导致土壤劣化，严重时可使收成减产 30%，还常被
牛羊等家畜误食，造成死亡。治理 “白色污染”也就成了一
个国际性大难题，国内外众多机构和专家学者为此开展了大规
模的研究开发工作。但迄今所提出的多种可降解塑料膜一直没
能形成有推广价值的制品。例如，美国开发的以塑料为主的淀
粉膜 ( 淀粉含量为 15% － 50% ) ，被称为 “崩裂膜”，他们自
己也不用。还有一种在光作用下能够降解的塑料膜，也具有明
显的不足。比如，把它作为地膜用在棉花地里，棉花长起来以
后紫外光透不过，基本上不能分解。而且一旦分解，则成为碎
片，无法回收，进入土壤失去光照条件，情况更遭。

北京膜科所的专家们所研制的植物纤维膜，经实验检测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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