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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叫宇宙？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一位学者对宇宙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上下四方日宇，往古来今日宙”，就是说宇
宙是由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构成。
    本书，就是写宇宙、写地球、写地理、写人类、写地球环境，反映“天、地、人”相互依存关系。
为你提供一些宇宙空间和地球科普知识、世界地理知识、人类发展知识，更多的是地球环境现状和已
发生的各种灾难性事件，让读者增强地球忧患意识，提高保护地球环境的自觉性，守住我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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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地球·家园　——名人“世界地球日”感言　“世界地球日”诞生记／盖洛德·尼尔森　认
识地球和谐发展　——写在第39个“世界地球日”／徐绍史　地球，一个蓝色的梦／徐迅　爱你，就
像爱生命／作家感言第二篇  宇宙与地球　宇宙起源——大爆炸宇宙学　欧洲粒子对撞机模拟字宙大
爆炸　全球有9大规模最大的科学工程　中国人的飞天梦　载人航天史上10座里程碑　人类进入外层空
间要闯“四关”　地球同步轨道　地球是怎样形成的　宇宙可能有第二个地球——火星　奇特的火星
地形状如蜘蛛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寻找第二个“地球”　中国首台太空望远镜将于2010—2011年
升空  　2006年：天体新发现　荷兰人发现气态新天体——“宇宙幽灵”　土卫六——太阳系中第二个
有湖泊的天体　地球人发现5个“超级地球”　科学家发现一颗与地球几乎一样大的系外行星　地球
年龄　地球的形状与大小　地球自转与公转　地球自转靠什么　何谓恒星、行星、卫星　地球可能与
水星或火星相撞　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几率——2036年可能性大  　2008年10月：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　
科学家提出避免小行星撞击地球设想　人类历史上首次卫星相撞事故　21世纪中国首次日全食　21世
纪时间最长的日全食　中国2000年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　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说·地球构造说
　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　地球四极  　北极   　南极  　最高极  　最深极　地球自然奇观　地球资源  
　宝贵的淡水资源  　有限的土地资源  　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  　丰富的海洋资源  　生态资源形势严
峻第三篇  世界地理　世界七大洲  　世界第一大洲——亚洲  　半岛式大洲——欧洲  　热带大洲——
非洲  　世界第三大洲——北美洲  　直角三角洲——南美洲  　世界最小洲——大洋洲  　神秘的南极
洲　世界四大洋  　太平洋——第一大洋  　大西洋——第二大洋  　印度洋——第三大洋  　北冰洋　
控制海洋——国家富强之路　郑和七下西洋　地理坐标系·大地坐标系·高程系　“全球数字高程模
型”地图覆盖地球表面99％　地理之最  　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  　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
—梵蒂冈  　最小的岛国——瑙鲁  　领土最分散的国家——基里巴斯  　领土最狭长的国家——智利  
　海拔最高的国家——莱索托  　海拔最低的国家——荷兰  　海拔最高的首都——玻利维亚苏克雷  　
高峰最多的国家——尼泊尔  　袖珍小国——圣马力诺  　中国大陆最低点——艾丁湖洼地  　世界上海
拔最低的盆地——吐鲁番盆地  　世界上最险要的公路  　中国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黑瞎子岛  　世
界七大淡水湖  　中国五大淡水湖　大峡谷  　雅鲁藏布大峡谷  　科罗拉多大峡谷  　科尔卡大峡谷  　
长江三峡  　台湾太鲁阁大峡谷  　怒江大峡谷　大瀑布  　世界三大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    　维多利
亚瀑布    　伊瓜苏瀑布    　世界最高瀑布——安赫尔瀑布    　中国瀑布集锦　北纬30度——一个神奇而
可怕的数字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黑水城”　陕西发现秦国“地上天国”——全天星台遗址　中国首
次精确测出明长城总长为8851.8公里　全球200多处自然景观争夺七大自然遗迹  　最终结果：中国长城
位居第一　让历史告诉未来一世界十大废墟　世界十大迷人沙漠　地球上的奇特地理景观　台湾海峡
有一个巨大的“海底沙漠”第四篇  地球人　人类起源　从哺乳动物到人类祖先    ——从地质年代看人
类起源　从天而降的陨石与生命起源有关　人类进化史上重大发现——人与猿类共同祖先　新发现：
地球生命可能起源于44亿年前　地球最早生命有新说　英国科学家称：近4万颗地外行星可能有智能生
物　非洲古人170万年前来到中国　世界人种分类　人类语言如何产生　全新世人类社会　人类肤色差
别为什么如此之大　世纪大争论：外星人是否存在　外星人肯定有，但不稀罕来地球　地球人口“爆
炸性”增长  　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尔萨斯人口论到底是对还是错  　从《人口炸弹》到《人口爆
炸》　中国人口  　中国人口思想  　人口发展趋势　12.5万年后：女人国　揭开人类衰老之谜　科学
与宗教第五篇  地球环境　世界环境保护日　2008年8月：太空俯瞰地球环境　最残酷的5种自然灾害　
一、火山爆发  　历史上托巴火山大爆发，导致人类处于灭绝边缘  　新的“超级火山”还会爆发吗  　
全球活火山图景摘要　二、海啸　三、地震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地震  　1201年：近东和地中海地震  
　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  　1755年：里斯本地震  　1833年：印尼喀拉额托火山地震　中国地震历史
记载　20世纪中外历史上著名大地震  　1906年：旧金山地震　  1908年：意大利墨西拿大地震　  1920
年：宁夏海原大地震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1927年：甘肃古浪地震　  1932年：甘肃昌马地震
　  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　  1934年：印尼苏拉威西岛地震　  1939年：土耳其埃尔津詹地震　  1950年
：西藏察隅地震  　1960年：智利大地震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　  1970年：云南通海＼秘鲁钦搏特
地震　  1976年：唐山大地震　  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　  1988年：亚美尼亚地震　  1990年：伊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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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　  1999年：台湾大地震　21世纪头8年世界大地震　2008年：汶川世纪
大地震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一次特殊的记者招待会  　国务院汶川地震灾情报告  　汶川
地震中的生命奇迹  　权威专家解释汶川地震诱发原因  　汶川地震震级为何两次修订  　汶川地震致阿
坝高原东移，四川盆地下沉　地震预报，一个世界性科学难题　未来地震发展趋势　四、台风  　台
风成因、发源地及分级  　台风的命名  　台风的利弊  　破坏力大的台风  　飓风袭击美国和加勒比海
地区　五、龙卷风  　龙卷风的形成和特点  　龙卷风的危害　东汉末年大灾难，死亡人数三分之二
　1975年8月8日：河南水灾数万人死亡　气候变化改变世界历史进程　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　美国科
学家预测：日本将沉入太平洋　马尔代夫将举国异地而居　20世纪全球十大自然灾害　20亿只老鼠闹
洞庭　2008年春：中国南方雨雪冰冻　2009年春：中国北方遭遇大旱　中国西部冰川面积减少。
后果严重　缺水是地球环境的最大问题 　气候变化导致12种疾病流行　人类生存发展面临三大矛盾　
人类历史上四大致命流感　2009年：甲型HIN1流感　拯救地球十大环保技术　人类拯救地球还剩多少
年　“地球一小时”：全球熄灯60分钟　全球气候变暖。
南极冰架崩裂　南极领土争夺将引发“重新瓜分世界”　北极冰架断裂，“圈地运动”愈演愈烈主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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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说·地球构造说　　公元1538年，在比利时出生的麦卡托，依据人类长期
积累的地理资料，并结合地理大发现，绘制出第一张较完整的世界地图。
从此，人们对地球陆、海分布状况有了较准确的概念。
　　1910年，30岁的德国人魏格纳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面对一幅世界地图出神。
他忽然发现大西洋两岸轮廓非常吻合，非洲一边的海岸线与南美洲一边的海岸线凹凸相对，看上去像
一张被撕成两半的报纸。
美洲和非洲原来连在一起的念头一闪而过。
　　1912年1月，魏氏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第一次提出了大陆漂移的论点。
他认为，在石炭纪以前，全球各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分裂成几块，产生了离极漂移和向西漂移，
逐渐接近当代的海陆分布。
　　1928年11月，美国地质学会在纽约举行大陆漂移说讨论会，魏氏未出席。
14名地质学家分成两派，5人支持，2人保留地支持，7人反对。
大会主持人瓦特舒特面对意见分歧，作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总结。
他说，大陆漂移说对于生物分布及大西洋两岸地质吻合的解释，比别人的学说更合理，但存在证据不
完整，漂移机制（动力）不明确等欠缺。
瓦氏指出，不能讲漂移说毫无根据，随意否定也是不妥当的。
　　大陆漂移说的命运，在创始人魏格纳1930年11月于探险途中遇险后，大陆固定论者大加反对，认
为魏氏学说是灵机一动的虚构。
　　20世纪50年代，英国剑桥的朗科恩等人对古地磁学的研究，美国拉蒙特地质观测站对全球海底地
貌的考察，给大陆漂移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60年代，美国人赫斯与迪茨又提出新论据，支持魏氏理论，使大陆固定论者再也无力反对。
　　赫斯对大陆漂移说作了补充修正。
在二战期间，他供职于美国海军，勘测过海底地貌是崎岖曲折、坎坷不平的，有高耸峻削的山岭、深
陷的峡谷，悬崖陡壁绵延不断，海底三角洲比中国长江三角洲还要宽广。
他断定，海底是不平坦的。
　　60年代，对地球表面大规模测量，也使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深化。
通过地震测量，测出地球岩石圈在海底是如此之薄，只有约6.4公里厚，而陆地岩石圈厚度为40公里。
地震测量成果，发现海洋中的山脉贯穿各大洋海底，长达7.56万公里。
这是当代地理学的伟大发现。
在洋中山脉顶上有一连串巨大的纵裂，称洋中断裂。
正是这种断裂，地幔中炽热的熔岩便从中溢出，向两侧分流，凝成新的海洋地壳，并推动原有海底向
两边扩张，于是大陆与海底随着地幔流体漂移。
这种理论称为海底扩张说。
魏格纳没有解决的漂移机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自此以后，大陆漂移说，海底扩张说成为世界地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海底扩张说的出现是那么神奇，那么有说服力，把自大陆漂移说提出以来地学中几个环节一个接一个
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就是板块构造学说，也叫地球构造学说。
　　大陆漂移说研究的是大陆，海底扩张说关注的是海洋，地球构造说则兼顾大陆与海洋。
　　地球构造说认为，整个地球表面是由几个坚硬板块构成的。
因为地球内部温度、密度不均匀分布，地幔内的物质发生对流，于是带动各大板块发生相对运动，或
拉开，或碰撞，或挤压，引发地震，并为火山提供岩浆。
　　1968年，法国人勃比雄进而提出全球六大板块说，即亚欧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
块、南极洲板块、太平洋板块。
他认为，板块是地球岩石圈构造的基本自然单元，厚约100公里，一般都包含有陆壳、洋壳，漂移在地
幔“软流圈”上，每年移动1～1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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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边界是地球最迷人的边界。
板块运动活跃而强劲。
正是在各个板块的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运动过程中，勾勒了地球的地貌。
　　板块学说的形成，使大陆固定论和海洋永存的观念走到了尽头，展现出一种新景象：大陆是漂移
的，海底是扩张的，板块是运动的。
大陆有分有合，海洋有生有灭。
天地万物，合也有时，分也有时。
　　1980年，有17个国家的地学专家在北京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
中国专家说，经过多年测量，青藏高原确实是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与欧亚板块碰撞的产物。
现在，印度洋板块北移势头不减，青藏高原仍以每年10毫米速率继续上升。
　　地质学家认为，再过5000万年，南美洲和北美洲将大步向西移动；澳大利亚整体将北移到一个新
位置。
　　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　　大地构造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地球科学的基础理论之
一，不仅对认识地球发展史和地壳、岩石圈运动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对研究成矿条件、地表成因以
及预测矿产资源等都有实际意义。
　　中国地处环太平洋构造带和特提斯构造带丁字接合处，具有中国特色大地构造特征。
“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地质力学”“多旋回构造说”“断块构造说”和“地洼说”是中国地质学
家对我国大地构造的总结，被称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　　一、波浪状镶嵌构造说　　该学说
创始人是张伯声院士。
他是河南荥阳人。
生于1903年6月，1994年4月去世。
波浪状镶嵌构造说，是他创立的一种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理论学说，从地球自身的运动探讨了这一学
说的形成机制，赋予“地球四面体理论”以新的含义。
他指出，由于地球以收缩为主的脉动，使地表产生四个地壳波浪系统。
它们各自不停的传播及相互交积，形成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网。
该学说以地壳波浪运动三种基本形式（蚕行式、蛇行式和蠕行式）形象地说明地壳各大小板块的运动
是以水平方向传递为主，但“漂而不远，移而不乱”。
该学说的实践意义，在于它强调的地壳运动波浪性以及不同系统地壳波浪的交织。
这种交织，使地壳的不同部位显示出不同的地质特征，从而与之相应地发育着不同的矿产资源。
这个学说与地震也有关联。
　　二、地质力学　　该学说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创立的。
他从20世纪初在研究中国和东亚构造的基础上而创建的地质科学中的一门边缘学科。
李四光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是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
李四光说：“地质力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一条腿站在地质学方面，另一条腿站在力学方面”。
他主张用地质力学研究地壳现象、探索地壳运动和矿产分布规律，把各种构造形迹看作是地应力的结
果。
地壳的岩层、岩块中的褶皱、节理、断层等地质现象，称为构造形迹，其规模大小不一，大到地壳上
的山脉，小到矿物晶格位移和矿物定向排列所形成的片理等。
它们是地壳、岩体在应力作用下永久变形形成的足迹。
从中国大地构造轮廓看，有三条呈东西向山脉，形成横亘东西的巨型纬向构造体系，由北往南：阴山
一天山构造带、秦岭一昆仑构造带和南岭构造带。
纵向构造体系又称南北向构造体系，主要出现在四川西部和云南中部，其中以大雪山—戛贡山为主体
，称为川滇南北向构造带。
　　三、多旋回构造运动说　　该学说是黄汲清教授于1954年提出的，是在地槽发展单旋回学说基础
上的进一步发展。
单旋回，是德国地质学家史蒂勒提出的地槽褶皱带发展的模式。
1954年，黄汲清指出，地槽的发展不是单旋回，而是多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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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中生代以来，亚洲出现了三种不同构造格局：古亚洲型、太平洋型、特提斯喜马拉雅山型。
他认为板块运动是长期的、多旋回发展的，如澳大利亚塔斯满地槽，是由六个褶皱旋回组成，西南日
本地槽褶皱带向洋迁移运动明显，发生了五个褶皱旋回。
　　四、断块构造说　　该学说继承与发展了地质力学思想，吸取“地槽地台说”“板块说”合理部
分，在分析大量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基础上发展的。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文佑等创立。
该学说认为，地壳变形主要取决于力和介质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二者都是不均一的，应力的集中与
释放往往发生在介质的不均一处。
这个学说已在石油、铁矿、地震地质、水文工程等项实践中收到实践效果。
　　五、地洼说　　该学说由中南大学陈国达院士（1912—2004）倡导。
他认为自1859年以来，地质界传统理论是大陆地壳发展过程只有两个阶段：先出现活动区—地槽区，
后来变为“稳定”区—地台区。
1956年，陈氏指出，中生代中期以来，地壳演化进入新阶段，经受断裂作用和拱曲作用后所形成的狭
长形或长圆形的凹地或凸起，其大地构造性质既非地台区，也非地槽区，是一种新型活动区，是地台
区向活动区转化的产物。
其主要特征是区内出现地洼盆地，故称地洼区。
　　地球四极　　地球有最南极、最北极、最高极和最深极。
　　地球四极，互相对称，互为平衡。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南极和北极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公元前200年，古希腊地理学家观察星象时发现，天上的星星明显地分为两组：一组星全都能看见，且
有固定轨道绕北极星旋转；另一组星季节性地出现。
其分界线是由大熊星座划出的一个圆，在北纬66度34’处，古希腊人称这个圆为北极圈，且有陆地群
。
既然地球北半球存在陆地群，被称之为北极，要保持地球平衡，地球另一端也应该存在一片大陆。
古希腊人给“未知大陆”的定位是：比经度方向更远的纬度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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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世界，“天、地、人”相互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天在变，地在变，人类生存环境也在变。
全球变暖、南北极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干旱饥渴以及火山、地震、风暴⋯⋯灾害伴随着“人口爆炸
”性增长，使人类的家园——地球处于危难之中。
人们已发出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拯救地球。
 　　要拯救地球，保护地球，就必须善待地球。
因此，首先要了解宇宙，认识地球。
本书全面阐述宇宙、地球、人类相互依存关系，知识面广，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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