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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地生科学趣谈》是一本适合大、中学生和科学爱好者阅读，具有深厚趣味的科普读物。
这里选择了学生们在天文、地球和生命科学领域中若干感兴趣的“热点”和“趣点”问题，进行深入
浅出地介绍和科学论述。
共分为“天文篇”、“地球篇”和“生命篇”三部分，由75篇短文组成，分别阐述某一趣点或热点问
题。
每篇短文可以独立成篇，但编排时又考虑到它们的相互联系，将它们串连成若干相关主题。
　　短文标题引人入胜、文字简炼、图文并茂、资料新颖，力法语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读者可以
在宽松的氛围中既能增长见识，又能达到休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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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慧中，1938年8月生，江苏吴江人。
196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
上海同济大学地球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海洋地质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 为沉积学、古海洋学和古湖泊学。
　　自1998年至今，一直从事科普教学工作。
在同济大学和复兴、杨浦等高级中学先后开设了《地球科学概论》、《地球环境与资源》、《地球探
秘》、《谈天说地》、《宇宙中的地球》、《生物圈之谜》、《天地生科学趣谈》等科普性选修课程
，深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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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文篇1 见过三星堆古人的“望远镜”吗？
2 大气圈只给人类开两个“窗口”观天3 与月球“亲密接触”的前前后后4 探空的“天眼”，哈勃太空
望远镜5 人造天宫，阿尔法国际空间站6 如此进行探空，并非异想天开7 永远见不到“现在的”太阳8 
星光红移与宇宙爆炸9 我们正在宇宙的“微波海洋”中航行10 宇宙有“始”，也有“终”吗？
11 寻找“宇宙怪物”，反物质与暗物质12 恒星，为何会光彩夺目？
13 恒星，按死亡方式分类14 银河系，理想的生命盾牌15 太阳系，地球生命的摇篮16 太阳黑子又暗又
冷，何以望而生畏？
17 地球，太阳系的宠儿18 地球，山高水长、活力四射19 没有月球，地球将会怎样？
20 人类为何钟情月球？
21 火星，为何始终令人着迷？
地球篇1 奇妙的分子2 水，生命的“培养汤”和“保护伞”3 地球之水哪里来？
4 蓝色的“圈地运动”5 “下海”难，难在那里？
6 声波能把海底“看穿”7 卫星“眼”中的大海8 在高深莫测的深海“探囊取物”9 在别有洞天的“龙
宫”遨游10 深海并不平静11 冰，可以燃烧吗？
12 正在生长中的深海“活”矿床13 向大海要能源14 蓝色水球闹水荒15 明天的水，还能喝吗？
16 我们离开得地球“温室”吗？
17 未来的“气候难民”18 面对全球变暖，人类可以做些什么？
19 人算绕不过天算20 臭氧既臭又毒，何以对它关怀备至?21 苍天有“洞”谁之过?22 厄尔尼诺，并不吉
祥的“圣婴”23 “厄尔尼诺”下场，“娜尼诺”登台⋯⋯生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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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假定水分子不呈夹角分布，而是一条直线，那就不具电性，分子间粘合力明显下降，情况将会有
极大的改观。
经计算，此时水的沸点将特别低，估计在-65摄影度就会沸腾。
这样，地球上就决不会再有液态水圈存在，当然更谈不上有水的循环和地表流水的活动了。
　　几乎所有物质都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受热膨胀，遇冷收缩天经地义。
可是，惟独水是例外。
当将热水冷却时，分子运动减慢，相互靠拢.水的密度确实也逐渐增加，但当到达4℃时就出现了反常
现象，即随着温度继续冷却，水分子反而开始扩张。
在0℃时，水凝固成冰.水分子更加扩张，其体积比液态水增加了10％，这是因为冰的分子结构不象液
态水那样紧密，变得更加扩张和松散。
如果将注满水的塑料瓶放入冰箱冷冻，待整瓶水完全结冰时，就会因体积的增大而变得奇形怪状。
　　因此.液态水在任何温度下都比冰的密度大，冰块永远都在水面上漂浮。
我们决不能小看了这个特点胭为只有这样，在寒冷季节时，海洋、河流与湖泊先在水面上结冰，浮在
液态水之上（图2.2）。
然后冰层再向下延伸、加厚。
犹如厚棉被那样，水生生物可以“躲”在冰层下自由活动。
假如水也象其他液体那样，那么表面的冰层就会由于比较重而不断沉入水底，很快就会将整个水体冻
结起来。
此时的水生生物还能躲到哪里去？
不是都进入冰库了吗？
　　由于水的带电性.还会产生很强的活性，有利于分解其他物质，因此水的溶解能力极强，是地球上
最重要的天然“溶剂”。
可以这样说.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水就可以溶解几乎所有的地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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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本书为你解读了时下天文、地球和生命科学领域中的许多“热点”和“趣点”问题，例如：　　与月
球“亲密接触”的前前后后；永远看不到“现在的”太阳；宇宙有“始”，也有“终”吗？
冰，可以烯烧吗？
苍天有“洞”谁之过？
中国将漂移成真正的“中”国；世上真有“阴间”吗？
能“克隆”一个“地球生物圈”吗？
　　翻一翻，读一读，相信你能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开拓视野、增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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