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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辑类书的传统。
两千年来曾经出版过四百多种大小类书。
这些类书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它们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收集、整理和保存了我国历代科学文化典
籍中的重要资料。
较早的类书有些已经散佚，但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也为数不少，这些书受到中国和世界学者的珍视
。
各种类书体制不一，多少接近百科全书类型，但不是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
　　十八世纪中叶，正当中国编修庞大的《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欧法、德、英、意等国先后编辑出
版了现代型的百科全书。
以后美、俄、日等国也相继出版了这种书。
现代型的百科全书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
二百多年来，各国编辑百科全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知识分类、编辑方式、图片配备、检索系统等
方面日益完备和科学化。
今天，百科全书已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和专科的百科全书几乎象辞
典那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一向有编辑类书传统的中国知识界，也早已把编辑现代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本世纪初叶就曾有人试出过几种小型的实用百科全书，包括近似百科型的辞书《辞海》。
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现代百科全书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的出版总署曾考虑出版中国百科全书，稍后拟定的科学文化发展
十二年规划也曾把编辑出版百科全书列入规划，1958年又提出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但都未能实现。
　　直到1978年，国务院才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并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
此项工作。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编辑工作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由于读书界的迫切要求，不能等待各门学科的资料搜集得比较齐全之后再行编辑出版；也不能
等待各学科的全部条目编写完成之后，按照条目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混合编成全书，只能按门类分
别邀请全国专家、学者分头编写，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即编成一个学科（一卷或数卷）就出版一个
学科的分卷，使全书陆续问世。
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许多缺点，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
我们准备在出第二版时，再按现在各国编辑百科全书一般通行的做法，全书的条目不按学科分类，　
　而按字母顺序排列，使读者更加便于寻检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类分卷，每一学科的条目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同时附加汉字笔
画索引和其他几种索引，以便查阅。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各个学科和领域。
初步拟定，全书总卷数为80卷，每卷约120～150万字（包括插图、索引）。
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出齐。
全书第一版的卷数和字数都将超过现在外国一般综合性百科全书，但与一些外国百科全书最初版本的
篇幅不相上下。
我们准备在第二版加以调整和压缩。
　　《中国大百科全书》按学科分卷出版，不列卷次，每卷只标出学科名称，如《哲学》、《法学》
、《力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等。
　　全书各学科的内容按各该学科的体系、层次，以条目的形式编写，计划收条目10万个左右。
各学科所收条目比较详尽地叙述和介绍各该学科的基本知识，适于高中以上、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
广大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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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百科性的参考工具书，可供读者作为进入各学科并向其深度和广度前进的桥梁和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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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物理学学条目分类目录附：彩图插页目录正文生物学大事年表条目汉字笔画索引附：繁体字
和简化字对照表条目外文索引（INDEX OF ARTICLES）内容索引附：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拉、汉生物
学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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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各个层次的种类、结构、功能、行为、发育和起源进化以及生物与周围环境的
关系的科学。
人也是生物的一种，也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
　　人们已经认识的生命是物质的一种运动状态。
生命的基本单位是细胞，它是由蛋白质、核酸、脂类等生物大分子组成的物质系统。
生命现象就是这一复杂系统中物质、能和信息三个量综合运动与传递的表现。
　　生命有许多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
比如：生命能够在常温常压下合成多种有机化合物；能够以远远超出机器的效率来利用环境中的物质
和制造体内的各种物质；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
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揭示生命过程中的机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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