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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
回眸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科技的重大突破紧密相连。
三次科技革命，更是使人类文明发生了彻底改变。
我们不得不赞叹科技，它犹如魔法师手中的魔杖，使人类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将人类从头到脚都武装
起来。
望远镜的发明让人类视觉得到了延伸，使“千里眼”不再是神话故事中的虚拟人物；电话是人类听觉
的“顺风耳”，它让即使远隔重洋的亲人也能像就在面前一样述说家长里短；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
是人类脚步的延伸，日行千里、日行万里不再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计算机是人脑的延伸，当人的
智慧得到延伸的时候，人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更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
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科技的发展不但在物质上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在人类的意
识形态上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形成新的、更加科学的世界观。
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而这仅仅是人类世界观的一个变化，诸如此类的认识变化实在太多了。
    今天我们在全社会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的世界观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科学的世界观是最为基本的出发点。
如果没有正确的科学思想来指导行为，就难免会走弯路，所以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最根本的环节。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
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    我们说的科普是指采用读者比较容易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
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可以了解一定的科学知识，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于科技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来说，在全社会开展科普知识教育是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渠道
。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曾经在科技上长时间走在世界的前
列，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广大民众的科学意识比较单薄
。
所以在我国民众中开展广泛的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科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建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举办各种科技讲座等，但是相对来说，图
书出版无疑是所有科普活动中最为重要和易于实施的途径。
有关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发行工作，多年来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
的广泛支持。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科普事业进入法制化
的轨道。
为持续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科普活动，中国科协决定从2005年起，将每年9月第三周的公休日定为全国
科普日。
2003年以来，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送书下乡工程。
2009年2月，中国科协等单位五年内在全国城乡建千所科普图书室的活动举行了启动仪式。
2003年以来，由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
办的“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已经援建城乡社区图书室16．2万个，援建图
书5600万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科普图书，约3．5亿城乡居民从中受益，对广大社区居民的科技普
及起到了一定作用，提升广大社区居民的科技素质。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系统、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和掌握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
础知识，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中国社会出版社按照国家确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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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普知识标准，编辑出版了《探究式科普丛书》。
    该套丛书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科普系列读物，共100本，分为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物理科学、
现代科技4个系列。
与其他科普类图书相比，该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全面性，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通
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次这套丛书的丛书名也很有特色，“探究式科普丛
书”从题目上就满足了广大读者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注重探究性，让读者带着问题去了解科学、学习
科学，从而真正让阅读融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当中，让人们通过阅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我相信这套科普图书的出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广大读者对科普知识的全面需求，为读者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打下一定的基础。
    是为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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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地球的形成 关于地球的起源，从古到今，人们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如我国远古时代，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西方基督教的《圣经》里，也有上帝花了六天工夫创造世
界的叙述。
 我国古语说：“混沌既分，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最初宇宙是混混沌沌的，待混沌一分开，阳和阴、天和地也就分清楚了，轻清
的物质上浮变成蓝天，重浊的物质往下凝聚变成大地。
这种说法尽管提到了物质的上浮和下凝，但是它并没有说明混沌是怎样分开的，也没有解释地球和太
阳以及与其他行星的关系，因而，地球的起源问题并未说清楚。
 到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有关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他指出：太阳系是由一团弥漫在
太空中的物质微粒凝聚而成，通常这些物质微粒弥漫成云状，叫做“星云”。
同时，康德还认为，形成太阳系的物质微粒，最初分布在比今天太阳系大得多的空间范围里，这些微
粒在这个范围里飘浮。
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物质微粒互相吸引，密度大的微粒吸引附近密度小的微粒，逐步形成团块；较
大的团块又吸引较小的团块和微粒，成了中心团块〔又名引力中心〕；中心团块又不断吸引周围的微
粒和团块，变得越来越大，直至最后凝聚成太阳。
有些团块或微粒在向中心团块迁移的过程中，由于相互碰撞，产生偏移，它们并没有落入中心团块中
，而是在其引力的作用下，围绕中心团块旋转起来。
之后这些团块和微粒又各自形成小的引力中心，吸引四周的微粒，最后凝聚成行星。
一般而言，行星四周的微粒也有类似的凝聚过程。
按照康德的“星云说”，人们把地球的形成归结于“没有落到太阳中心的微粒凝聚作用”。
事实上，“星云说”是康德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一理论把太阳系的形成解释成为星云物质按其客观规
律运动发展的一个过程。
此后，另一位比康德晚几十年的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也提出了与之相似的观点，并且还用数学计算进
行了论证。
 尽管后来的许多科学家发现“星云说”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接受了这种假说
。
有趣的是，“星云说”可谓是到目前为止，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假说之一，许多科学家都从各方面不
断地完善了这种说法。
 众所周知，地球不仅是我们人类的共有家园，而且也是其他生物所共有的家园。
爱护地球，珍爱生命，要从认识地球的形成开始。
作为太阳系的一颗行星，地球的外部被气体包围着。
其实，在最初形成时，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火球。
随着温度的逐渐降低，这个火球较重的物质下沉到中心，形成地核；火球较轻的物质漂浮到地面，冷
却后形成了地壳。
大约在46亿年以前，地球的大小就已经和今天的地球相差不多了。
原始的地球上，既无大气，又无海洋。
在最初的数亿年间，由于原始地球的地壳较薄，加上小天体的不断撞击等原因，造成地球内熔液不断
上涌，因而，地震与火山喷发也就随处可见。
地球内部蕴藏着大量的气泡，在火山喷发过程中，从内部升起形成云状的大气。
这些云中充满了水蒸气，然后又通过降雨落回到地面，降水填满了洼地，注满了沟谷，最后积水形成
了原始的海洋。
到了距今25亿年至5亿年的元古代，地球上出现了大片相连的陆地，于是地球就形成了。
 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来解释，地球的起源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起源的呢7这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2.地球的年龄 我们知道，根据树干的年轮多少，我们可以判断树木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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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球上年龄最长的树木可达四五千年。
但是，相对而言，四五千年的时间与地球的年龄相比，就好似人生中的一秒，微不足道。
那么，地球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呢？
至今仍众说纷纭，各家不一。
现今，多数学者认为，地球已有46亿年的年龄，不过，也有人说是20亿年至30亿年或50亿年。
 人们是如何来测定地球年龄的呢？
一开始，人们利用海水中盐的浓度来推算地球的年龄。
即假设在海水中所有的盐都来源于陆地上的河流，如果计算出一年中世界上所有河流搬运到海里的盐
量，再从海洋中长年累月地蒸发后，达到现代海洋中盐分的浓度，推算其所需时间。
通常，这样推断的话，地球有一亿数千万年的年龄。
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讲，这种推算极不科学，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地球过去的河流分布、年降水量
、海陆分布和气候等情况，况且海洋中盐分的形成，也并不完全是陆地河流搬运的结果。
 另外，除海水中盐水的浓度推算外，科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来测定地球的年龄。
河流每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流入海洋，这些泥沙就在海洋中沉积下来形成沉积物，时间越长，沉积物
的厚度就越大。
世界上沉积物形成的最厚的沉积岩，有100千米厚。
沉积物要达到这样的厚度需要3～10亿年的时间，于是有人提出地球的年龄大概在10亿年左右。
不过这个数字仍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在有物质沉积之前，地球早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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