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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服务“三农”是出版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人民出版社围绕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的总要求，结合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编写了这套“新农村科普”丛书。
丛书主要服务于广大农民，书中所谈的内容是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关系相关的。
编写、出版这套丛书是顺应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科技工作的新要求，也是出版者希望落实科技
惠农的一项有意义的行动，是出版者切实履行工作职责、用科技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具体
方式。
　　农民朋友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
很多老观念、老思想、老生产方式在剧烈变革，消耗高、品质差、效益低的粗放式经营正在向低消耗
、高品质、高收益方向发展，很多农业新机械迅速应用，人们的保健意识、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卫生
知识增多，对自己生产、生活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他们亟需相关的科普图书来提高自己。
　　精神层次的发展需要物质的保证，农村的物质保证主要是科技。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指出了“实施科教兴农，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
实行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注重人才培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转到依靠
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也就是说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放在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农村的科技能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让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依靠
科技的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增强我们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了“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
”。
由此可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我们必然要加强科技和教育，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科技和教育作为潜在的生产力，通过科教兴农这一战略附着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要素之中，转化为
现实的生产力，推动农业发展。
各级政府也积极响应这个方针，为建设理想的新农村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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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以学科为轴分为10册。
它们分别是：动物、植物、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体育、人体、医疗卫生、常识，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
每一册书都用300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贯穿起来，一问一答的形式，开门见山。
这样大家一看目录就知道有没有自己想要的知识。
我们的问题设置尽量贴近农村百姓生活，语言追求大白话，让大家看着不那么揪心，比较舒坦。
例如，常识一册里，里面的问题多是贴近大家生活的小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水土不服”、“冬天怎
么洗澡才健康”、“水井的水怎么保持干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和大家的健康息息相关，可以说是
小中见大，这也是本丛书编写的理念之一。
本丛书以服务农民为主要对象，从农村经济和农民需求出发，普及农村El常生活、生产的各类科普知
识，想做到让农民朋友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既能够针对农村特点，也能够符合农民的阅读理解
水平。
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在这些科普问答中，大家能够学会用科学的思维来思考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改变一些不利于大家身心健康、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享受到科普知识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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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篇  28.酸雨是怎样形成的？
  29.化学武器是怎么样发明的？
  30.什么是光化学烟雾？
  31.重金属污染是怎样形成的？
  32.为什么臭氧层会被破坏？
  33.为什么要提倡使用无磷洗衣粉？
  34.为什么烟花爆竹会污染环境？
  35.为什么汽车尾气会引起环境污染？
  36.为什么汞会引起环境污染？
  37.为什么不能乱扔乱弃废旧电池？
  38.白色污染带来的危害是什么？
  39.为什么化肥会污染环境？
  40.为什么要提倡垃圾分类？
  41.为什么土壤酸化危害大？
  42.为什么使用碘化银可以实现人工降雨？
  43.新装修的房子为什么不能立即入住？
  44.为什么活性炭可以清洁空气？
  45.软水和硬水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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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化学篇  46.什么是食品化学？
  47.食品添加剂的功能是什么？
  48.人体内的pH值会影响健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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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钙和锌可以同时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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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为什么睡前喝牛奶好？
      ⋯⋯生活篇医疗卫生篇化学俗称篇农业化学篇作物病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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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化学篇　　1.空气是由什么组成的？
　　空气的成分以氮气、氧气为主，是长期以来自然界里各种变化所造成的。
在原始的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原始大气是以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和氨气为主的。
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后，植物在光合作用中放出的游离氧，使原始大气里的一氧化碳氧化成为二氧化碳
，甲烷氧化成为水蒸气和二氧化碳，氨气氧化成为水蒸气和氮气。
以后，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持续地进行，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在植物发生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被吸收了大
部分，并使空气里的氧气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以氮气和氧气为主的现代空气。
　　空气是混合物，它的成分是很复杂的。
空气的恒定成分是氮气、氧气以及稀有气体，这些成分之所以几乎不变，主要是自然界各种变化相互
补偿的结果。
空气的可变成分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空气的可变成分完全因地区而异。
例如，在工厂区附近的空气里就会因生产项目的不同，而分别含有氨气、酸蒸气等。
另外，空气里还含有极微量的氢气、臭氧、氮的氧化物、甲烷等气体。
灰尘是空气里或多或少的悬浮杂质。
总地来说，空气的成分一般是比较固定的。
　　2.海洋中有多少种元素？
　　人类在陆地上发现的100多种元素，在海水中可以找到其中的80多种。
除了已形成工业规模生产的各种化学元素外，海水还“无私”地奉献给人类全部其他微量元素。
　　海水中溶解了大量的气体物质和各种盐类。
人们利用海盐为原料生产出上万种不同用途的产品，例如烧碱、氯气、氢气和金属钠等，凡是用到氯
和钠的产品几乎都离不开海盐。
　　海洋中还贮存着多种元素。
钾是植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一种重要元素，它是海洋宝库馈赠给人类的又一种宝物。
海水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钾盐资源，在1升海水中能提取380毫克钾。
　　地球上99％以上的溴都蕴藏在汪洋大海中，故溴有“海洋元素”的美称。
溴是一种贵重的药品原料，可以生产许多消毒药品。
　　海水中还含有镁，而且提取技术并不复杂，只要将石灰乳液加入海水中，沉淀出氢氧化镁，注入
盐酸，再转换成无水氯化镁就可以，电解海水也可以得到金属镁。
　　铀是高能量的核燃料，海水水体中含有丰富的铀矿资源，约相当于陆地总储量的2000倍。
以水合氧化钛吸附剂为基础的无机吸附剂的研究进展最快。
　　“能源金属”——锂是用于制造氢弹的重要原料，海洋中每升海水含锂15—20毫克。
随着受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同位素锂6聚变释放的巨大能量最终将服务于人类。
　　3.海水为什么不能饮用？
　　在航海出行的时候，四周都是海水，但是如果不经过特殊的处理，海水是绝对不能饮用的。
为了弄清楚这个原因，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半透膜的原理。
在自然界中，植物通过根部的半透膜，在土壤中吸收水分；把食盐或浓盐水撒在新鲜蔬菜上，菜里的
水分就会渗透出来；在人体内血浆和红血球之间、组织液和细胞之间水分的交换等现象，都是渗透现
象。
　　渗透现象有个规律，如果用半透膜把浓度不同的两种盐水隔开的话，水分子总是由稀盐水一侧向
浓盐水中渗透，直至两边浓度相等为止。
　　其次，人体的组织液、细胞里都含有食盐也就是氯化钠的成分。
在正常情况下，细胞内的溶液跟细胞外的血浆，必须维持一定浓度。
　　海水中的含盐量通常超过人体液中的三倍以上，人如果喝海水，人体中含盐量大大增加。
为了达到细胞内外浓度相等，细胞里水分将渗出，引起细胞缺水，所以海水不能直接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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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输液时，如果输进的生理盐水过浓，那么，输液后血浆的浓度就会增大
，血细胞里的水分，又会向外渗透，造成细胞脱水。
如果输入的生理盐水过稀，血浆里的水分就会往浓度大的血细胞里渗透。
结果就会引起血细胞膨胀，甚至是破裂，发生溶血现象。
　　4.水里有氧气吗？
　　水中是有氧气的，因为氧气是不易溶于水的。
至于水溶氧的多少要视情况而定：第一，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少。
第二，压强越大，溶的越多。
第三，水中植物越多，氧气含量越多，因为植物能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第四，与空气接触面越大，水中含氧越多。
　　容易混淆的是，水可以电离成氢氧根离子和氢离子，但水中是否含氧气与此无关，因为这是氧离
子，与维持呼吸的氧气分子的性质是不同的。
　　水里的鱼类和其他的生物都是靠呼吸水里面的氧气生存的，不过它们的呼吸器官与我们人类不同
罢了。
　　5.为什么物质会燃烧？
　　燃烧是一种发光发热的剧烈的化学反应，是可燃物与氧化剂作用发生的放热反应，通常伴有火焰
、发光和发烟现象。
燃烧具有三个特征，即化学反应、放热和发光。
物质燃烧过程的发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必要条件，即可燃物、氧化剂和温度（引火源）。
　　凡是能与空气中的氧或其他氧化剂起燃烧化学反应的物质称为可燃物。
可燃物按其物理状态分为气体可燃物、液体可燃物和固体可燃物三种类别。
可燃烧物质大多是含碳和氢的化合物，某些金属如镁、铝、钙等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燃烧，还有许多
物质如肼、臭氧等在高温下可以通过自己的分解而放出光和热。
　　帮助和支持可燃物燃烧的物质，即能与可燃物发生氧化反应的物质称为氧化剂。
燃烧过程中氧化剂主要是空气中游离的氧，另外如氟、氯等也可以作为燃烧反应的氧化剂。
　　温度（引火源）是指供给可燃物与氧或助燃剂发生燃烧反应的能量来源。
常见的是热能，其他还有化学能、电能、机械能等转变的热能。
　　只有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能发生燃烧现象，无论缺少哪一个条件，燃烧都不能发生。
但是，并不是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就一定会发生燃烧现象，必须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发生燃
烧。
　　6.自燃是如何形成的？
　　自燃是指可燃物在空气中没有外来火源的作用，靠自热或外热而发生燃烧的现象。
在通常条件下，一般可燃物质和空气接触都会发生缓慢的氧化过程，但速度很慢，析出的热量也很少
，同时不断向四周环境散热，不能像燃烧那样发出光。
如果温度升高或其他条件改变，氧化过程就会加快，析出的热量增多，不能全部散发掉就积累起来，
使温度逐步升高。
当达到这种物质自行燃烧的温度时，就会自行燃烧起来，这就是自燃。
使某种物质受热发生自燃的最低温度就是该物质的自燃点，也叫自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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