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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自诞生以来，45亿年间一直受着自然界各种力量的蚀刻。
令人叹为观止的一片海域、一道瀑布、一个岩拱、一座山峰，在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甚而不同时代
的人心里引起同样震撼的时候，也留给人们许多疑惑。
当东非大裂谷畔发掘出人类最早的骨骼化石时，人们不禁会问：地球是如此辽阔而丰饶，人类为何要
“选中”非洲来开始生命的旅程呢？
是钟情于这里奔流不息的尼罗河，还是追忆骷髅海岸曾经繁华如织？
恐怖的百慕大三角区是无数飞机与船只的梦魇，而它的魔力究竟何在？
亚瑟王廷所在地甘美乐是虚无缥缈的国度，还是英雄神话的寄寓之所？
还有那四万个通向大海深处的诡谲石阶，究竟要把人类引往何处？
那令人神共悚的蓝洞内又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魔怪⋯⋯　　这些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事件与现象广泛
而真实地存在着，有些是人类认识能力和科学水平所不能完全解释的，而有些则是其真实面目被历史
所尘封，它们所散发的神秘魅力，困扰着科学家们，同时也像磁石般吸引着我们好奇的目光，并刺激
着我们探究其真相。
对种种未解之谜进行解析和破译的过程，不仅使我们窥见未知世界的神秘与深奥，也有助于我们了解
世界地理研究中的许多前沿课题；不仅能获得知识上的收益，也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愉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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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地理未解之谜》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与研究世界地理，编者在参考了大量地理文献、
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研究成果，从地球、地理现象、海洋、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
洲和南北极地区等方面入手，对近70个世界地理未解之谜进行全面剖析，深入开掘掩藏于神秘表象背
后的真实。
同时，《世界地理未解之谜》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视觉要
素的有机结合，将人们感兴趣的疑点与谜题全方位、立体地展现出来，引领读者进入精彩玄妙的未知
世界，使大家在享受阅读快感、学习地理知识的同时，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美享受和想象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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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地球篇地球是怎样诞生的？
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是谁驱使地球在运动？
大陆漂移说的争论追寻地球的年龄探索火山爆发的规律地震为何难以预测？
冰川是怎样形成的？
探寻沙漠的形成地理现象篇海洋是怎样形成的？
巨雹是怎样形成的？
龙卷风成因探秘在空中飘荡的幽灵神奇的极光“温室效应”的争议撒旦的诅咒——厄尔尼诺海市蜃楼
沙子会唱歌？
海洋篇深海海沟中的秘密怎样掌握海洋中的气候变化？
海火之谜最大的海底溶洞——巴哈马大蓝洞美丽的“海底玫瑰园”海底喷泉与海底“洞穴”巨人岛催
人长高之谜死海会“死”吗？
海上坟地——马尾藻海来去无踪的幽灵岛失落的大西洲“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魔鬼海域——百慕大
亚洲篇沙漠中的“魔鬼城”渤海古陆大平原可否再现？
富士火山觉醒在即？
土耳其的地下城市“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寻找伊甸园日本龙三角神农架之谜难识庐山真面目贝加
尔湖为什么会有海洋生物存在？
非洲篇撒哈拉绿洲是如何变成沙漠的？
神异巨制——沙漠岩画阿苏伊尔幽谷中的谜团东非大裂谷的未来骷髅海岸之谜欧洲篇踩在“火球”上
的冰岛神奇的麦田怪圈通向大海的四万个台阶世外桃源——甘美乐永生在岩画上的神牛英国“巨石阵
”到底有什么用处？
美洲篇塑造约塞密蒂谷的冰川通向远古时空隧道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五万年前的陨石坑守时的间歇泉神
奇的尼亚加拉瀑布沙漠为热带雨林“施肥”？
神奇的“黄泉大道”纳斯卡地画出自谁人之手？
的的喀喀湖——曾经的海洋？
神奇的双层湖大洋洲和南北极地区篇原始洞穴中的神秘手印“梦幻圣殿”——艾尔斯巨石世界上最大
的珊瑚礁南极冰层下的秘密神秘的“无雪干谷”神奇的南极威德尔海北极的飞碟基地附录1：其他世
界名胜简介附录2：世界主要自然与人文景观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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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篇　　地球是怎样诞生的？
　　地球是目前人类所知道的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也是目前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
她广袤丰沃的胸膛，哺育了千千万万的生灵，她巍峨挺拔的肩膀，承载着亘古绵长的历史重托。
人类在自身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对其所生存的星球从来就没停止过探索。
她的诞生就是一个神秘莫测的谜团，她的存在就是一幅撼人心魄的美丽传奇。
在浩渺的宇宙中，为何只有小小地球能适合人类居住？
地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对地球充满了好奇。
那时的人们认为大自然里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上天创造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
西方的“上帝创世说。
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人们都相信有一个超乎人力之上的上帝创造了一切。
然而，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远远不相信“上帝创世说”那样荒谬的
答案了。
　　在关于地球起源的各种理论中，较早就产生且比较普遍被人接受的是星云说。
科学家们认为在距今约5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后，太阳系星云收缩，形成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
约4亿年后，地球开始形成。
大概在46亿年前，发展成现在的大小和形状，其后可能再过了15亿年，地球上的环境才适宜早期的生
物生存。
　　另外，法国生物学家布丰在18世纪就创造了“彗星碰撞说”。
他认为彗星落到太阳上，把太阳打下一块碎片，碎片冷却以后形成了地球，即地球是由彗星碰撞太阳
所形成的。
这一学说打破了神学的禁锢，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
此后，其他科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布丰的学说，将地球形成原因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然而，1920年，英国天文学家阿瑟?斯坦莱?爱丁顿却指出，从太阳或其他恒星上分离下来的物质都很
热，以至于它们扩散到宇宙空间前还来不及冷却就消散掉了。
即使在某种未知的过程下凝聚成了行星，运行的轨道也不会像现在太阳系中的轨道那样有规律。
1936年，美国天文学家莱曼?斯皮特泽又证实了这一理论。
　　1944年，德国科学家卡尔?夫兰垂?克?冯?韦茨萨克对以往的“星云假说”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认
为是旋转的星云逐渐收缩形成了行星。
如果把星云中的电磁作用考虑进去，就可以解释角动量是以什么形式由太阳转移到行星上去的。
　　随着人们在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科学家们提出的有关地球起源的学说已多达十余种。
除以上两种外，主要还有以下一些学说：1.陨星说1755年，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了该学
说，他认为太阳系最初是一团由尘与气形成的冷云，并不停地旋转。
今天的天文学家利用现代望远镜，看到遥远星际间漂浮着暗黑的尘云，这种云看起来就像康德想象中
的太阳系旋转云。
　　2.双星说此学说认为行星都是由除太阳之外的另一颗恒星产生的。
假定太阳最先产生，还没有行星。
后来太空中有另一个星球从太阳附近掠过，把一块物质扯了出来。
掠过的星球继续飞行，而那些被扯出来的物质则凝聚成了太阳系的行星。
　　3.行星平面说该学说认为所有的行星都在一个平面上绕太阳转，原始的星云盘产生了太阳系。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水平的进步，人类对地球的形成的认识将越来越深入和趋向统一
。
我们有理由相信，揭开地球起源之谜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一直以来，人们力图探寻地球内部的奥秘。
18世纪，人们计算出地球的平均密度后发现：地球内部的平均密度为5.52克/厘米3，而地球表面岩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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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密度是2.67克/厘米3，两者相差1倍多。
这说明地球内部一定存在着重物质。
　　19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开始大规模地探索地球内部的奥秘。
地球物理学家通过地震仪测量发现，每当发生巨大地震时，受到强烈冲击的地下岩石会产生弹性震动
，并以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
这种弹性波就是地震波，地震波分为纵波（P波）和横波（S波）。
纵波可以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传播，且传播速度较快；横波只能通过固体传播，传播速度较慢。
由此可知，随着所通过物质的性质的变化，纵波和横波的传播速度也会发生变化。
　　1909年10月8日，萨格勒布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南斯拉夫的地震学家莫霍洛维奇经过研究发
现地震波在传到地面下33千米处发生了折射现象，于是他认为这个发生折射的地带正是地壳和地壳下
面物质的分界面。
1914年，在一次地震中，美国地震学家古登堡又发现在地表下面2900千米处，纵波的传播突然急剧变
慢，横波则完全消失了，这说明存在着另一个不同物质的分界面。
后来，人们为纪念他们，将以上两个不同的界面分别命名为“莫霍洛维奇不连续面”（莫霍面）和“
古登堡不连续面”（古登堡面）。
　　地球内部以莫霍面和古登堡面为分界，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圈层。
地壳是地球的最外层，指从地面到莫霍面之间很薄的一层固体外壳。
地壳主要由各种岩石组成，高低不平，平均厚度为17千米，大陆部分远比海洋部分厚，平均厚度为33
千米，高山、高原地区甚至厚达60～70千米，海洋地壳平均厚度仅有6千米。
　　地幔位于地壳和地核之间，是从莫霍面以下到古登堡面以上的一层固体物质。
这一层的主要成分是铁镁的硅酸盐类，其含量由上而下逐渐增加。
这一层分为上地幔和下地幔，深度为从地下5～70千米以下到地下2900千米以上，从莫霍面到1000千米
深处是上地幔，地下50～250千米是上地幔顶部，这里存在一个软流层，岩浆可能就是发源于此。
地下1000—2900千米深处是下地幔，其温度、压力和密度都比上地幔大，物质状态可能不再是固体，
而是可塑性固体。
　　地核是地球的中心部分，位于地球的最里层。
1936年，丹麦地质学家莱曼通过对地核中传播的地震波速度的测量，发现地核又可分为外核和内核两
部分。
外核在2900-5000千米深处，物质状态接近液体。
内核又叫“铁镍核心”，在5000千米以下深处，其温度、压力和密度更高了，物质成分近似于铁镍陨
石。
　　美国科学家做了大量的模拟试验后发现地核温度从内到外温度逐渐降低，地球中心的温度大约
是6880℃；内外核相交面的温度是6590℃，略低于地球中心；外核与地幔的相交面的温度更低，
是4780℃。
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地球内核的压力极大，每6.5平方厘米为2200万千克，是海平面的地球大气
压的330万倍。
　　近年来，借助大型计算机，研究人员从地面上3000个监测站收集到了大量的地震观察情报，并对
之进行了综合分析，描成一张总图，结果发现：地核表面布满“山头”和凹凸不平的地带，结构与海
洋相似，充满了低密度流体。
　　人们总希望亲眼看到地球内部的情形。
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欧的一个小城温迪施埃中巴赤，人们钻探出了一个直径22厘米、深14千米的
世界上最深的洞。
这个地区地理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的岩石有30千米厚，并向地表突出。
历史上古老的欧洲板块和非洲板块在这里相互碰撞，彼此推挤和啮合。
正是由于这种地理情况的存在，地质学家们打算用管状的、中空的特殊钻孔器旋出岩心，把这些岩心
提取上来，但这次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经过多次的失败，人们不得不暂时承认，肉眼不能直接看到地球内部的情景，只能通过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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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物质来了解地球内部的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质，或采用先前采用过的地震观测等间接方法来观测
地球内部。
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能够揭开地球内部的奥秘。
　　是谁驱使地球在运动？
　　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太阳落到地平面下面，天就黑了。
也有人认为，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嵌在天幕上，由于天幕不停地转动才引起太阳东升和西落。
现在，人们已经明白：每隔24小时经历的一次白天和黑夜是由于地球自转造成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地球如此永不停息地运动，在围绕地轴自转的同时，又在一个椭圆形远轨道上环
绕太阳公转，带来昼夜交替和季节变化，使人类及万物繁衍生息。
　　宇宙间的天体都在旋转，这是它们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但要真正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
地球和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地球自转和公转的产生与太阳系的形成密切相关。
　　天文学家认为，太阳系是由古代的原始星云形成的。
原始星云是非常稀薄的大片气体云，因受到某种扰动影响，再加上引力的作用而向中心收缩。
经过漫长的演化，中心部分物质的气温越来越高，密度也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可以引发热核反应的
程度，从而演变成了太阳。
太阳周围的残余气体，慢慢形成了一个旋转的盘状气体层，经过收缩、碰撞等复杂的过程，在气体层
中凝聚成固体颗粒、微行星、原始行星，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太阳系天体。
　　大家知道，如果要测量物体直线运动的快慢，应该用速度来表示，但是如何来衡量物体旋转的状
况呢？
有一种办法就是用“角动量”。
一个绕定点转动的物体，它的角动量就是质量乘以速度，再乘以该物体与定点的距离。
物理学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角动量守恒定律，就是说，一个转动的物体，只要不受外力作用，它的角
动量就不会因物体形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例如一个芭蕾舞演员，当他在旋转的时候突然把手臂收起来（质心与定点的距离变小），他的旋转速
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加快，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角动量不变。
这一定律在地球自转速度的产生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原始星云原本就带有角动量，在形成太阳系之后，它的角动量仍然不会损失，但已经发生了重新
分布，各个星体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都从原始星云中得到了各自的角动量。
由于角动量守恒，行星在收缩的过程中转速也将越来越快。
地球也是这样，它获得的角动量主要分配在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地月系的相互绕转以及地球的自转中
。
　　我们很容易产生错觉，常常以为地球的运动是匀速运动，否则每一日的长短也会改变。
物理学家牛顿就这样认为，他把宇宙天体的运动看成是上好发条的钟，认为它们的运行准确无误。
而实际上地球的运动也是在变化的，而且非常不稳定。
有人研究“古生物钟”时发现，地球的自转速度逐年变慢。
距今4.4亿年前的晚奥陶纪，地球公转一个周期需要412天；而到了4.2亿年前的中志留纪，每年只有400
天；到了3.7亿年前的中泥盆纪，一年为398天；到了1亿年前的晚石炭纪，每年大约是385天；到了65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每年是376天；而现在一年是365.25天。
科学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和太阳对地球潮汐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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