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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球系统(第3版)》与传统的地球科学教科书相比，不仅对地球系统的各个圈层（固体地球、大
气、海洋）进行了介绍，还讲述了各圈层之间以及它们与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学课本的内容
）。
《地球系统(第3版)》的第1章，全球变化，是对以上这些问题的概述——观测数据让我们确信全球环
境问题的存在，而地球历史上的事件反映出地球系统如何对压力作出响应。
《地球系统(第3版)》其余的篇幅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2－9章主要探讨地球是如何“运转”的。
这部分讲述了气候、海洋、大气环流以及元素再循环是活跃在地球表面的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
有这些过程中，生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10－14章带领读者重温地球的历史，重点强调了对未来具有警示作用的地球事件。
第15－19章关注的是地球系统的未来，提出了现代全球变化的问题，并结合前面两部分内容，探讨了
在其他行星上发现生命的可能性。
关键词：地球系统全球变化地球系统的演化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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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Lee
R.Kump，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
1981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地球物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于南佛罗里达大学获得海洋科学博士学位。
Kump博士是NASA天体生物研究所与宾州地球系统科学中心（ESSC）成员，加拿大远景研究所地球系
统演变项目主任助理，美国地质学会会员，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地球生物学”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科学”杂志的审稿编辑。
Kump博士于2000年获得美国地质学会突出服务奖，2008年与Michael
Mann合作编著了《恐怖的预测：了解全球变暖》（DK／，Pearson，2008）一书，此外他还在2009年
获得南佛罗里达大学“优秀校友”称号。
Kump博士的研究兴趣包括地球历史上极端事件（大灭绝、超温室时期、冰期）发生期间的环境和生
物变化、地质历史时期海洋与大气成分演变、水环境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自然环境中营养和痕量
元素变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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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全球变化
　导论
　短时间尺度的全球变化
　深入探讨：飓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强吗？

　深入探讨：南极臭氧洞的发现
　长时间尺度的全球变化　
第2章 雏菊世界：对系统的介绍
　系统的方法
　量化思考：正反馈循环的稳定性
　雏菊世界的气候系统
　有用的概念：图形和图形的绘制
　外部强迫：雏菊世界对不断增加的太阳光度的响应　
第3章 全球能量平衡：温室效应
　导论
　电磁辐射
　温度的度量
　黑体辐射
　行星能量平衡
　深入探讨：行星能量平衡
　大气的成分与结构
　量化思考：温室效应是如何起作用的：单层大气
　温室效应的物理成因
　云对大气辐射收支的影响
　气候模型简介
　气候的反馈过程　
第4章 大气环流系统
　全球循环子系统
　大气环流
　深入探讨：温度、压强和体积之间的关系——理想气体定律
　深入探讨：飓风(热带气旋)的工作原理
　全球温度和降雨的分布　
第5章 海洋环流
　风和表面环流
　深入探讨：涡度
　深入探讨：1982-1983年和1997一1998年的ENSO事件
　深海环流
　深入探讨：海洋的含盐量和地球的年龄
　有用的概念：同位素及其应用
　深入探讨：“c——一种放射性时钟　
第6章 冰冻圈
　导论
　河冰和湖冰，季节性积雪和永久冻土
　冰川与冰原
　量化思考：冰川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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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冰与气候　
第7章 固体地球环流：板块构造学说
　导论
　地球结构剖析
　深入探讨：地震仪的原理
　板块构造理论
　板块与板块边界
　深入探讨：大洋中脊喷出孔处的深海生命
　固体地球的生理学：板块构造运动的推动力是什么？

　深入探讨：地质样品的放射性年龄测定
　岩石圈的循环：岩石循环
　地球历史中的板块构造运动　
第8章 元素的循环：碳和营养元素循环
　碳循环的系统方法
　有用的概念：摩尔的概念
　短期有机碳循环
　深入探讨：氧含量最低区
　长期有机碳循环
　无机碳循环
　有用的概念：pH
　碳酸盐一硅酸盐地球化学循环
　深入探讨：化学风化的生物增强作用
　有机碳循环与无机碳循环之间的联系
　磷循环和氮循环　
第9章 聚焦生物圈：新陈代谢、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地球上的生命
　生物圈的构成
　⋯⋯
第10章 地球和生命起源
第11章 生命对大气的影响：大气中氧气和臭氧含量的上升
第12章 长时间尺度上的气候调节
第13章 地球历史时期的生物多样性
第14章 更新世冰期
第15章 全球变暖（一）近期和未来气候
第16章 全球变暖（二）影响、适应与减缓
第17章 臭氧损耗
第18章 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第19章 地球和类地行星的气候稳定性
附录A 单位和单位换算
附录B 温度换算
附录C 元素周期表
附录D 常用数据
专业术语表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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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球在太阳系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星，它显然是其中唯一支持生命存在的星球。
地球不仅能够支持生命存在，并且还张扬着生命。
生命参与几乎所有的地表过程，这是因为生命的一些基本特征使其具有这样的影响力性命以指数形式
增长。
种群增长率取决于特定时间内具有繁殖力的个体数量。
这个特点导致了指数增长的现象。
如果不加控制，第一代2个个体变成4个，第二代4个个体变成8个，第三代8个变16个，第四代16个变32
个。
尽管如此，在自然界，指数增长会由于资源的限制而被抑制。
生命需要能量。
光合作用生物利用太阳的能量，化学合成生物利用化学能，多数其他的生物利用的是储存在光合生物
和化学合成生物生产的物质中的化学能。
生命产生废物。
每个生命体都要进行新陈代谢；当进行新陈代谢时，它会产生废物。
一种生物的废物也许可被另一种生物所利用，并且它们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呼吸和分解作用排放
的cO：和cH是温室气体）。
生命是多种多样的。
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种多样的。
  植物和动物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种，表现行为也不同。
但是它们的多样性与微生物相比仅是中等水  平的。
微生物表现出的新陈代谢行为各种各样，对环境有极大的影响，并且使得它们在环境中占据  了比真
核生物更广阔的空间。
生命的所有这些特点使其能与地球上的自然过程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使地球成为一个适合生命居住的
星球。
为了更细致地研究生命的作用，下面我们根据新陈代谢的相似性（而非基因相似 性）并围绕能量在生
态系统的流动，对生命进行分类。
尽管生物可以根据分类学（根据物种、属、科等）进行分类，从地球系统的角度根据生物体获得能量
和新陈代谢的途径来进行分类却更加实用（表9-1）。
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见，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是：根据生物生长利用的能量来源，生物分为两类，即将
二氧化碳还原为有机碳的生物（初级生产者或自养生物）和需要有机物来进行生长的生物（消费者或
异养生物）。
自养生物包括植物、藻类和许多可进行光合作用（如，蓝藻菌、紫色和绿色的硫磺菌）或化学合成作
用的细菌（如，无色硫磺菌）。
这些自养生物利用无机碳源生产有机质，这个过程需要能量（也就是说，这些反应在自然界中不会自
发地进行）。
在光合作用的情况下，太阳提供了必要的能量。
在化学合成作用中，释放能量的无机化学反应（那些即使没有生物体参与也会发生的反应，因为它们
释放能量）经常需要氧气和还原性化合物（见第8章）的参与，是能量源。
化学合成作用是大洋中脊热液喷出孔群落进行初级生产的机制，这个机制存在于阳光无法投射到的海
洋深处（见第7章）。
自养生物生产的有机物质是能量的储存库，它将会进行非生物分解（无生物体的参与）将能量以热的
形式释放出来，但这个过程速度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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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传统的地球科学教科书相比，《地球系统(第3版)》不仅对地球系统的各个圈层（固体地球、大气、
海洋）进行了介绍，还讲述了各圈层之间以及这些圈层与生物体之闯的相互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全
球变化概述；，地球系统的演化和过程及生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地球历史及对未来具有警示作用的
地球事件，地球系统未来和现代全球变化问题，以及在其他行星上发现生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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