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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中 ，地球是一 的 球，那是

了地球表面 分之 以上。水 就了生 ，

生 ，也不 地表 ， 地 球的

。那么，地球上的水是怎样分 的？ 、河、 、 ，

、 、 、 之 有 怎样的 ？ 地上一 动植物

所 的 水 究竟有多 ？



3

从人造 星 的地球照 ，地球的表面大

部分 水 盖（图 - - ）， 地 成一体的海

分 开。根据现代 结果，海 地表 面 的

。为了方 ，人们 全球海 分成了四个部分：

太平 、大 、 度 和 （图 - - ）。

中，最大的是太平 （图 - - ）。

地球上到 有多 水？ 什么地球 “水的 球”？水在地

球上有哪些 在 ？ 们之 有怎样的 ？

分

图1 1 1 的

图1 1 2 的 分

： 平方千

　 度 　大 　太平

图1 1 3 面 图

海 水 地球水 的 地球上水的 为 立方千 ，

分 在海 、 地和大气中。 中海 水 地球 水 的 （图

- - ）， 是海 水是 水，不能直 用和 ；在 下的水 中，有河

流、 、 等地表水， 有地下水、大气水等。这 不同形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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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水， 水在全球 水 中 。在这

中， 和永久 ，目前人们 以

用；地下 水 ， 中 层地下水 以

开发； 水和河流水 ，是人们的主要

用水 ； ， 、生物、 和永 等

有的水 ，而成 致 的重要“ ”大

气水 全球 水 的 。

海 中的水

地与 气的水

图1 1-4 水  
..

形图的步 ：

1. 计算出各 形的圆心角度数，例如： 水在全球总 水量中约

3 ，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其所 圆心角度数：x=3 整个圆的圆心

角度数360。

2. 用量角器量出各 形的圆心角度数。

3. 每一角度的量画应 此 接， 重 ，最后完成时，整个圆

应填满。

4. 为了 于观察，最好给每一 形 上不同的颜色，并标出它所

代表的 目名称和所 分比。

水是地球上一 生 得以生 的物质基础。 广 分 在地表，海 、

、河流、 、地下水、 水等 同构成了水圈， 是 而不 的圈

层，塑造着地表的形态，为生 动和人类发展提供着 。

的

海 不仅面 ，而且 ，全球海 水的平 度 为 。

据 ，如果 地球 成表面平 的 体球， 有高 ， 有 的

海 ， ，地球表面将 度的水层所 盖。

海 中 了大 的热，这 热 是从 来的

太阳光照在地球上，地球获得了 的能 。由于海 面 地球面 的

， 此获得了地球 的全部太阳能中的大部分。这 能 中的一部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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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 发，大部分 为热 在海 水里。地球是一个球体，在 近 的

之间的地区，阳光直 ， 太阳能 ，海 表面的水 高；在 近两极

的地区，阳光 得 ， 太阳能 ，海 表面的水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表 分

观察“ 表面 均温度按 度的分布示意图”（图1-1-5），

你会发现 表面 均温度与 度

的关系是： 区水温 ，

高 区水温 ，影响水温分

布的主导因素是 。这样，我

们可以推测， 表面水温 变

化的规律是： 水温 ，

水温 。 图1-1-5 表面

的分 示意图

-

度

资 料 卡资 料 卡

海水中 了大 的 。这 是从 来的

中

水中盐类物质的主要来

是：  石中的盐分逐渐被

水 、 解；  火山

发时， 发物质中的盐类物质 解

在 水中；  地河流每年 带

30多亿 盐类物质流入 中（图

1-1-6）。
图1 1-6 水 类物质的 示意图

通 人们 海水中 解 类物质的 为 度，一 用 表示。全

球海水的平 度是 。据 ， 如 这 从海水中提取出来，平 到

地上， ，整个 地 的 层所 盖。

海 的流动使海水里的各 类 得 ， 发 和 水 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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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致各 的 度有所区别。 地 ， 发 大于 水 ，海 表面的海

水 度 较高，反之 度 较 ，这 是地球上 和两极 近海水 度较

的 。 们以后 学到，海 的流动对海水 度 有重要的 。

位 于 西 亚 地 区 的 （ 图

1-1-7）是世界上盐度最大的 水

， 水盐度是一般 水盐度的

8倍～9倍， 水密度大，浮力也

大，所以人浮在水上不会下 。红

是世界上盐度最高的 ，盐度

过40 。 图1-1-7 的 结

色色的

海 水经过 发，一部分水 气流 到 地上 ，在一 下 结，

以 水形式 到地表，成为 地水。 地水分为 地 水和 地 水两大

类。 地 水主要 括地下 水和 水。 地 水 括 、地下 水、

水、 水、河水等。

江河 水 然 地球 水 的 ， 大部分为 水，容易

用，与人类的关系最为 。河水最主要的来 是大气 水， 水到 地面

以后， 了 发以 ，大部分经过地表由高 成 ，最后成河。

一部分 地下，形成地下水。世界上大 河流的水 主要是 水

充的。 国 部河流年 水 中有 的水来自 水。这 河流的 水

期 在 ， 水期 在 ，这是 为流域内 、 的 。

地上的 他水体，如 、 水、地下水， 是河水的水 ，对 河流

来 ，有时 们 是相 重要的水 。如： 国的 江、 河发 于 高

，高 上的 着气 的升高而 化，一年中最高气 出现在 ， 而

水 在 时最大。

最终 海 的河流 流河，最终 在内 的河流 内流河。 国的

河流大 于 流河， 以 - 河为界，分为 方、 方河流， 们有不

同的 点。 里 河是 国最 的内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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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

量 化 量 状况

水少，
短，流量较小

水集中 ，水位
变化较大

被较 ，含
量较大

寒冷，河
流结冰

水多，
长，流量较大

水集中 ，相对
均匀，水位变化较小

被较好，含
量较小

温和，河
流不结冰

在高 度和高 地区，气 ， 水

的主要形式是 。这 终年不 化，

经过 和重新结 ，成为 有 塑性的

。 在自 重 的 下， 着地

面由高 流动， 成为 （图

- - ）。 是 ， 是地表上 期

在 能自 流动的天然 体。大

海地区流动 形成 大的 ，进 海面时

成为海 上 的 ，给海 来 大的 。

地球 地面 的 ， 和永久 的 水 地

水 水 的

。 如

全部 化，海平面

将上升 ，地

球上 海平 的

大部分将 海水

，上海、 、

京、 等

国 大 市以及英

国等 十个地

的国家 将不

在（图 - - ）。

是地球上 水的主体， 为“ 地上 最大的 水 体水 ”。

水不仅成为一 大江大河的 （如 国的 江、 河等），而且 是

地区 的重要水 ， 别是在 水年 为重要。目前人类对

水 用， 着社 的发展，人类对 水 的需要不 ，

有的国家在 运 于海 中的 作为开发 水 的一 。

图1-1-   

解，
生大

天 ， 天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得

得

海平面上升而

图1-1-9 1 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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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表之下的水 为地下水。在

地下水中一 以上是 水。

地下水从 里来 大气 水 到地

表以后， 中一部分 到地下岩层和

的 里，形成地下水，这是地下水的

主要来 （图 - - ）。此 ，直 在

中 结的水 和地下 岩 动

形成的 态水， 是地下水的来 。

的

在水的世界中，大气水 地球上 水 的 十 分之一， 运动

，与人类关系极为 ，所以十分 人 目。大气水仅 眼是 不到的，

通过实验 示出来。

..

图1-1-10 水的  

地下水

下

水

中

材料与用具：烧瓶、铁 、酒精灯、石棉网、单 、直角导

管、烧 （500 mL）、蜡烛、冰、 头 、 片。

步骤：

1. 在烧瓶中加入水后（水中加入几

块 片， ），用带直角导管

的单 瓶 。加热烧瓶中的水，

观察。

2. 点燃蜡烛，用烧 ，观察。

3. 把冰放在 头 里，观察。如图

1-1-11所示。

记录：

1. 烧瓶中的水 时，导管 有 ，导管 附近的

空间能看到 。

2. 用烧 点燃的蜡烛，烧 上看到 然后 。

3. 放冰的 头 外面看到 。

讨论：你如何解释上面 录的现象？

图1-1-11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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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中的水 不 ， 时间、地点和气象 而 。水 主要 中在

地面最近的大气中。 、 、 、 是大气水在一 下的表现形式。

天上的 千 态， ，有的高 一 ，有的 不过 十

高。 们 时， 到这 的情景：在 下时， 到 ；到了

， 们 于 海中的 ， 在 们脚下。

是 形成的 是大气中水 结形成的。 气容 水 的 ，是

度而 化的。在一 度下 气中的水 的上 是一 的。如果水

再 ，或者 气上升，气 ， 气中容 不下的水 以 性较

的 、 为 结 ，在 的上面 结出 的水 或 ， 在 气

中形成 。 近地面的 气 程度时， 气中的水 结成 的

水 于 中，使能见度下 ，这 现象 为 ； 气 到 以下时，

近地面 气中所 的水 在地面物体上 结成 ， 。

气中的水 是从海 、 、地面等 地方 发而来的， 中海

最重要。通 ，海 上 （ 别是热 海 ） 的水 ， 地上 （ 别是内

） 的水 。水 结成 ，

层 来 ， 中的 水

大。终于， 气的 力 不

了水 的重 ，水 到地面，

形成 水。

大气 水按 形态， 以分为

体 水（如 ）和 体 水（如 、

等）两大类。地球上各个地区，

水 分 不 ，这是海

、大气运动、地形和 流等 素

的结果。 水过 和 水过

造成 。

从水的运动和 新 度来 ，自然界的各 水体之间是相 联系的， 们

有水 相 给的关系（图 - -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观察地球仪，体会地球上的 格局以及 和 地在地表总

面积中各自所 比例。

图1 1-1  的水 系的

地表 流

河流 下

水 气

水循
结

水

发 物

海

地下水

地下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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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滴在你 上的水滴来 你 上的 ，或 去年

河水流 ， 在 层中 ，也可能到 ， 在 中。

什么水滴 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 一再 现 ？这样的 动对地

人类 动有什么 ？

材料与用具： 器 、 子、小瓶、水、塑料纸、 、小石块。

步骤：

1. 在 器 中加入少量水， 满器 部即可。

2. 在小瓶中装入 子，将小瓶放入 器 。

3. 把塑料纸 在器 上，用 扎紧。

4. 把小石块 在塑料纸上， 于小瓶的正上方。

5. 在日光下 1小时后，观察器 和塑料纸

有什么变化（图1-2-1）。

讨论：实验 示了水的什么现象？在自然界

中，这种现象是怎样表现的？
图1-2-1 模 水  

2. 红 的含盐量为什么会比其他 的 水高？

3. 的 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它的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在哪里呢？

4. 水是从哪里来的？瓶装矿泉水是地下水吗？

5. 有一个小 子，全 人的生活用水都来自 边的一眼 。 中

有一个 子每天早 和 都要到那眼 去 水。他发现：一天中清

里的水要比 多，一年中 两 里的水要比 两 多。

试解释他观察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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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水、 地水和大气水在自然界中的生物和 生物之间不 地运动着、

化着， 们构成水的

循 ，时 发生在全球

内（图 - - ）。

按 发生领域，

水循 以分为海 间

水循 、海 水循 和

地水循 。海 上

发的水 大部分以 水

的形式 在海 里，构成海 水循 。 一部分 气流 到大 上 （ 水

），在适 的 下 结， 以 水的形式 到地表，地表水通过江

河流 大海，构成海 间水循 。一部分地表水 从 地表面或通过 物

作用重新 发， 到 中，在 中 结成为 水，构成 地水循 。这

是海 水、大气水与 地水之间相 化和相 依 的关系。 是这 相

化和相 依 的不 运动，完成了地球上水的循 。

水循 是个持 不 的过程。在这个循 过程中，水从地球表面的海

、河流、 、 和生物中 发到大气，而后 重新 地球表面。

是 动了水循 探 水循 的过程，不 发现，太阳是 动水循 的动

力之 。

图1-2-2 水 示意图

对

水是地表和地下 水的主要来 ，如果 有水循 ，地球上的 水 以

新。对于全球而 ，水的 持不 ，全球的 发和 水 持着相对

的平 。

水循 是通过大气中的水 和 地上的 流 而实现的。目前，人

类 动对全球大气的水 有 ，而对地表 流 ， 能在

局部地区 生一 。例如：修 大 水 、大 的 、大面 的

、 流域的 水、大面 的排 、过度抽取地下水等， 使水的

运动和 过程发生相 化，从而 地球上水循 的过程。 中有的起到

了 用水循 改 水的时 分 ，化 为 的作用；有的 给生 和生

来不 的后果。 此， 理 用水循 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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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地球上的水在不停地运动，但是绝大部分并没有直接 与水 环

过程。当前正在 与水 环的水量仅 全球水量的0.04 ， 与 环

的水量 加一小部分，就会使全球水资 量大为改观。地球上 与

环的不同水体， 环的周期相 。据测算，一年中大气水可

环41 ， 均9天完成一 ；生物水 环一 均需7天时间；土壤水

需280天； 泽水需5年； 水需17年；活动的地下水需300年；

水需3 100年；极地冰 需1万年；全球水 环一 均需2 800年。从

水资 的利用角度看，水体更新速度越快，水资 利用 越高，受

的水体 复越快。相反，水体更新周期越长，水资 可开发利用的

数量越受限 ，水体自净能力越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模 水分子，开 一 “ 水 环”的活动，说出水分子的

环途径和过程。

2. 水 环的几种类型之间是如何联系的？

3. 水 环是怎样更新地球上 水的？水 环还有什么意义？

从 的人类 ，到 的 科 ，小到个人的生 ， 到

的 ，人类的 水 相 。 前，世界 围 的 水

，我们该如何应对， 来的 水 在哪 ？

水不仅在生 起 和 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是人们社 生 中

不 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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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和 类的 明离

科学界较为 统的观点认为，地球上生 起 于 海 ， 们是一

生 在海 中的 生物（与 天的 和 在形态上 相 ）。在进化

过程中， 后 出现了 生物，最终繁 成如 地球的形形 的生

物。 一方面，最近十 年来， 国、 国、英国等国的一 科学家根据对

化学成分的分 ，提出海 不 生成的成分要求，而认为最初的

， 能是在内 由 发而形成的 结成的 水 里，开 发育

的。 论如何，“地球上的生 起 于水” 是科学界 的观点。

人由最初依 和采 持生 发展，到 立起 以 生 繁

的 ，这是人类 上的重大进步。这 经 后出现在世界上

地区， 不是所有这 地区的 能 前发展， 为在人类 得

之前， 力 已经逐渐 ， 了 期文 的发展。 有

供水 、 地 的地方 能使 下根来，而这 是在一 大河中下

形成的 平 所 的优 。 格里 河与 发 河流域、 河流

域、 度河与 河流域、 河与 江流域 是这 的地区。这 地区的 期

起初依 天然 ， 后 发展到 开河 ，兴修水 ，需要 部

作 能完成，而且水的分 在各部 间 平 分，这 作与

动这 地区的文 到 高的发展水平，成为世界文 的主要发 地。

类

前，人类社 对水 的 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水 取 所需的

水 。这部分水在 足人们生 和 生 （图 - - ）的需要后，

有所 ，质 有所 化，在 的地点 自然。 一类是取用水能（水

力发电）、发展水运、水 和水上 ，以及用于 持生态平 等。这

用不需要从水 水 ， 是需要使河流、 、河 持一 的水 、

流 和水质。

图1-3-1 生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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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中，人们对水的依 不 。 了 生 用水 ， 是 过，

家 用 中或 有从海上运 而来的 出 是 采用过 的方式

项目中， 欢 、 、 这 不开水的 。

在一个 发 的 市里， 用水 要 生 用水 高出 。

不知 ，课本、 、 球、 他等生 用 的生 过程 需要水。

以 生 为例， 是 ，然后是 ， 成 后 要经过 ，

后 成为 。 用水的地方 ，发电 、 等需要大 的

水来 ， 水 以循 使用。

：“有 在于水， 在

于 。” 国 方水 地的 成， 以高过

。一 所 的“ 天 ”，在 年

， 不 。而 年 方大 需要水

， 方水 需水 。在 法

足 作物生 所需 水的 地区， 成

为 生 的重要 （图 - -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世界电能的年产量约为4万亿 时，按照发 的 ，电力生产

能力每10年就要翻一 ，而且核电站的比例将不断提高。每生产1

时电，热电 水3 L，核电站 水6 L～7 L。因此，用于电力生产的

水量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

生产或加工一些工 品需要用水的数量也是不小的数字。

生 铁

需要用水（t） 5 25 130 250～500 1 500

图1-3-2 

然 以 地球是一个“水球”， 供人类 用的水 主要是 水

。 水在全球 水 中 ，而 较方 开发 用的 水 在 水

中不足 。 水 和水质 化，是 全人类面 的严 。

联 国 年《世界水 开发 》指出：全球目前 有 人 在

使用未经 化改 的 用水 ， 有 人未能使用得到改 的 生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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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相关部门，设计 并调查当地水资 状况，包括水的来 、

水的利用和水的去向等方面，然后对当地水资 状况作出简要 价。

国际上对缺水国家的认定标准是：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可更新

水 应量在每人每年1 700 以下，这个国家就会定期或经常处于少

水的状况；如果每人每年在1 000 以下，就会感到水紧缺。

中

我国 河的年径流量约为2.7万亿 m3， 世界第 位，但人均

有量很 ，因此被联合国认定为“水资 紧缺国家”。根据水利部于

2011年2月发布的数据，当前我国水资 短缺、水 重、水生态

化等 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1. 我国人均水资 量只有2 100 m3，仅为世界人均水 的28 。

2. 我国年 均缺水量 500多亿立方 ，有三分之二的 处于缺

水状况，有近3亿 人 水不 全。

3. 水资 利用方式比较 放， 田 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

0.50，世界先进水 则为0.70～0.80，有较大 。

4. 不少地方的水资 被过度开发，已经 过了水资 的 能

力，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 。例如，黄河流 开发利用程度

已经 到76 ， 河流 也 到了53 ， 河流 更是 过了100 ，

5. 水体 重，即使在根据国家规定明确需要加以保 的水

，水质 标 也仅为46 。2010年，我国约有38.6 的河 的水质

于三类水，三分之二的 处于 化状态。

有 人家中 有 全 的自来水； 年 有 人的 与供水

不足和 生 不 有关；全球有 过 的 水未得到 或 理。

如何解 水的供需 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 流，二是开

。所 流， 是在 用水方面 文章，例如家 用水的 ，生 用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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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从太空观察人类 的地球，它的外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白色的

云层和蓝色的 水。地球表层的水组成了地球上的水 。地球外面包

围着大气，也称作大气 。我们看到的云，就是飘浮在大气中的水

结物。在大气 的 部、

石 的表面和水 的大部分，

都有生命物质存在。地球上的

生物及其生活的空间总称为生

物 。 石 是 由 石 组 成

的，包括地壳的全部和上地

的上部， 约60 km～120 km。

自然环 包括 石 、水 、生物 和大气 （图1-3-3）。

这四个 层并不是 在地表，而是互相 透、互相联系、互相作

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交 ，形成一个具有层 结构和

动态特征的整体。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分别列举与你生活相关的工 、 和日常生活用水的事例。

2. 你认为取冰山水作为解 未来人类 水需 的方法可行吗？尝

试解释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图1-3-3 的

大

生
水

物

岩
石

圈

圈 圈

气

圈

水的 等。 ， 设水 程， 用水的分 等， 是解 用水 题

的主要 法。

所 开 ， 是在 水 方面 法。人们 以到 里 到新的水

目前 们经 使用的是 流域 水，例如 国 的 水 程， 是

用 江水解 方用水 的 题。 有 方法 一是海水 化。 然

价格 贵， 、科 等 的中 国家 于用水 ，已采用了

这个 ，中国 致力于这方面的 究。二是开发 。中 国家 将

极的 运 国内，然而，这个计 面 题需要解 ：例如，如何解

容易 化的 题， 给 来 此，解 水

题 有 的路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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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的 。 地球上的生物

所 的 ，也 了 各种宇宙 对地球的“

”。 了地球表面的 度 化， 来了 、 、 、

，对各种 现象 人类 动都 生了 重要的 。

具有怎样的结构 动方 ？ 成 动的能量从何

来？人类 动对 有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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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地球上的生物能够不 生 ，其中一个重要原 是地球上有

于生物 的 。这层 的 ， 地球的“ ”，

下 现象。 到 有多 ？ 人类 动有 怎样的 ？

大气是 在地球 的 气， 的 度 以从地面 上 到 千千

的高 。 层大气是由 洁 气、水 和 在大气中的 体 质三部分构成

的。 们分别有 作用

前面的学习中， 们已经认识到 洁 气中的主要组成成分有 气、 气

和二 化 等。 气是大气中 最 的成分， 素是任何有 体健 成

不开的 养物质， 物从 和 气中 ， 造 质，动物通过进

物或 他动物 取 质。大气中的 不仅是生物 持生 动所 需的

物质， 是 不开的物质； 电和 发生作用，或者 在 的

照 下， 形成 ， 能 太阳 中的大部分 ，使生物体

， 为地球生 的“ ”。二 化 在大气中 ， 作

用 不 ， 不仅是 物光 作用的重要 ， 能对地面起 作用。

水 和 体 质 ， 们 是天气 化中的重要 。 体

质 以 使 水 在 上面 结，水 结能够形成 ， 水 大到足够

大时， 以 等形式 到地表。

分

对

在16世纪以前，人们对于大气的认识主要停留在通过目测进行定

分

天有 高 设 一下，如果 热气球 中 ， 能上升到 高

着高度的升高， 有 不同的感 如果 上升， 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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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造 星的探 ，在   的高 ，地球大气的 度

已经与星 间的 度 近，这个高度 以大致地 作是地球大气的上

界。这 千千 的大气层，在不同高度有着不同的物理化学 和运动 。

科学家为了解开大气层的 ，根据气 直 化 的不同，将大气分成

层次（图 - - ）。

的对

地面的一层， 为对流层。 为地面是对流层大气的直 热 ，

所以，对流层的气 是 着高度的 而 的。一 来 ，高度 上升

 ，气 下 。由于上部 下部热， 气的对流运动 。

层在不同 度高度不同： 地区 热 ，对流 ，对流层高度 以

到 ；高 地区 热 ，对流层高度 ， 有 ；中

地区对流层高 。对流层是各层大气中最 的一层， 中了大

性观察的水 上。

1593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 学家 利 发明了气体温度计。

此后，一系列地面气象观测仪器被发明出来。例如，1643年，意大利

物理学家 里 利发明水银气 表；1662年，英国科学家雷 发明了

吸式自 量计；1667年，英国物理学家 发明了 式 速

器。这些仪器以及其他观测仪器的 发明和不断改进，使得对气

、气温、大气湿度、 速等实现了定量观测。

18世纪中 ，人们开始进行高空 测的尝试。1748年，英国的

尔 等人开始用 带温度表观测 空温度；1752年，美国科学家

兰 林利用 等研究雷 云中电的性质；1783年，法国的查理第

一 用氢气球 带温度、气 等自 气象仪器测量各个高度的温度和

气 等；1804年，法国科学家 - 热气球上升到7 km的高

空，对大气的温度、湿度和气 进行了研究。

1919年，法国人 第一 放无线电 空仪，极大地提高了人

类对高空大气的 测能力。20世纪40年代中期，气象火 测 进

一步把 测高度提高到100 km ；随后天气雷 也 入使用。

1960年4月，美国成功发射第一颗气象卫星，标 着人类对大气的

研究进入了大气 感的新阶段。1994年， 天飞机已能进入300 km高

空，研究太阳对地球大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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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 的四分之三和 全部的水 和

质， 们通过对流运动 上 ，

在上升过程中 着气 的 ，容易成

致 。 此，这层的天气 化 是最

大的， 天气现象发生在对流层。

与 类 的

从对流层 到 高度的

是平流层。这层 气中 有大

， 太阳 而使气 升

高，所以这层上部热下部 ，大气

，不易形成对流，以水平运动为主。

由于 质、水 极 ，平流层

有 现象，大气平 ，天气 ，

于高 。

近大气层的上部，气

。 着气球 过平流层 上 ，气

来 ，气球 直 。

从平流层 到  高度间的大气

层是高层大气。高层大气的 度 较 ，

最 部与星 间的 度 近。在

高度 内的大气， 和宇

宙 的作用，大气中 和 的分子 分解

为 子，大气 于电 态， 电 层。

电 层能够反 电 ，这 是为

们能够 到远方电 广 的 （图 - - ）。
图2-1-2 无 的 图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依据温度 直变化规律的不同，大气主要分为哪几层，各有什么特性？

2. 、雪、雷电等天气现象发生在哪层？飞机适合在哪层飞行？

3. 高层大气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是什么？

图2-1-1 的 分 示意图



21

大气中发生的一 现象和过程， 和太阳有关。太阳是一个 大而

热的气体球， 不 地以电 的形式 能 ， 为太阳 。

太阳 的主要 是 。 中 之间的部

分是由 、 、 、 、 、 、 等 组成的 见光部分， 据了太

阳 能 的一 。 中 光和 光 最 ， 光 （大于

）的部分 为 ， 眼 法 见。 中用于 持 物 的热

。 光和 光

（ 于 ）的部分 为 。如

过 不仅 能 眼 ， 致

。 的 用于 。

太阳 过大气时，经 了大气的

、反 和 作用，到 地面的太阳

了。大气对太阳 的 作用（图

- - ），使大气 有了能 。大气对太阳

的 有 性：对流层大气中的水 和

二 化 等，主要 较 的 ；平

流层大气中的 ， 较 的 。大气对 见光部分 ，

此，大部分 见光 以 过大气 到地表。大气中的 层和较大的

以反 见光，将 反 宇宙 间。 层 子一 ，反 作用 为

， 层 ， ，反 作用 。 天 时， 天的气 不

太高， 是这个 理。大气中的 和气体分子 有 作用，

日的 ， 习习， 成 的 。 的 ，

度在不 上 。 是如何 的？ 量 是如何 的？

动是否有 ？ 球性的 动对水 的 到什么 ？我

是 的 ， 的 动对 生了怎样的 ？

反

图2-2-1 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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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对流 同作用来 热对流层。

是能 通过电 形式直 的方式。自然界中的物体， 是以电

形式时 不 地 能 。太阳 的能 中在 见光部分，人们

太阳 为 。 然 们 不到这 ， 能以热 的形式感

到 的 在。 天，人在太阳光下感到 的， 是这个 理。

地表通过 和 的方式 热 给近地面的 气。地表 的能

中在 较 的 部分， 为 或 。

由于 气 热性差， 有近地面的 气能通过 来得到热 。一 近地

面的 气 度 高 的 气 度高。

对流层中热 的主要 方式是对流。 近地面大气 热时，分子运动

度 ，相 的分子之间 大， 气 ， 气上升，较重

的 气 下 ，形成对流循 ，热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 。

大气 地面 后 的同时， 热 。大气 是

，大部分 地面，方 与地面 相反，这 ，使地面 出的热 大部

分 在大气中。

的天 现 ， 是 较 的 光 的结果。

大气从太阳 里直 得到的能 到 地球大气上界的太阳 的

，大气的直 热 不是太阳，而是地面。 过大气的一部分太阳

到 地表，地表 太阳 的同

时， 以 的方式 能 。

地面 经过大气时， 全部（

） 大气中的水 和二 化 等

，使大气 ， 有极 部分 宇

宙 间。所以，地面是大气的主要直 热

。大气对地面 有 一 的 作

用，这个通过气体 大气热 的过程

“ ”（图 - - ）。

大气对太阳 的 作用， 了 天的气 ；大气的 作用

了地面 的热 ，使 间气 不 于太 。这两 作用 了一天之中

气 的 化，为生物的生 和人类 动提供了适 的 度 。

图2-2-2 的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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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 流是大气运动最简 的形式。

如图 - - 所示，地面 热 时， 有 气

的上升和下 运动。如果 热不 ，

设 地 热 ，近地面 气 上升， 度

； 地 热相对 ， 度较 ， 气 下

， 度相对较大。在高 是 的 地上

由于上升气流 ， 气 度 大，在这一水

平面上， 地的气 相 地区高，形成高 ；

地上 气由于 下 ， 气 度 ，在这一水平面上 地形成 。这

，高 气从气 高的 地 气 的 地流动。近地面 气如何流动 由

于 地高 气 ， 致在近地面这一水平面上， 地气 地区相对

，形成 ； 地高 由于有大 气 来， 地近地面气 相 地区升

高，形成高 。 此，近地面 气从 地流 地， 充 地上升的 气。这

由于地面 热不 而形成的 气 流， 为热力 流。 气由高 作水

平运动，形成了风。

由于太阳 对地球上各 度 热的不 ，造成高 度间热 的差

（图 - - ）。全球性有 的大气运动， 为大气 流。大气 流 热 从

一个地区 到 一个地区，使高、 度之间，海 之间的热 得到 ，

通过热 进了地球上的热 平 。

图2-2-4 面的 分

图2-2-3 成示意图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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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和 地 水和 子，海 间的热力性质差 。 天 地 海

升 ， 上 地 海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读图思 ：白天，在近地面相同高度的地方， 和 地上空的

气 有何不同？

在地面上空一定

高度的地方，哪

里气 高，哪里

气 ？夜 情

况有什么不同？

在近地面，

白天，较冷空气从 向 地 ，形成 （图2-2-5）；夜 ，

空气从 地向 流动，形成 （图2-2-6）。

..

材料与用具：两支温度计、一只100 的白 灯、两只烧 、水、 子。

步骤：

1. 在两个烧 中分别装满300 mL的水和 子，并排放 。

2. 把两支温度计分别 入水和 子中约0.5 m深处。

3. 把灯放在 水和 子上方约20 m处。

4. 测量并 录室温下水和 子的温度。

5. 打开白 灯，照射5分 、10分 、15分 后，测量并 录水和

子的温度。

6. 关 白 灯，测量并 录5分 、10分 、15分 后水和 子的

温度。

讨论：分析你所得到的数据，发现了什么现象？水和 子谁吸热

速度快？谁放热速度快？

图2-2-5 的 图2-2-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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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天， 和 地上空

哪里气温高？哪里气 高？

会怎样 ？如果是 ，

上空的气温、气 和 将会怎

样？在图2-2-7中试画出

两 不同的 向。 图2-2 7
（ ）（ ）

海

（ 月）

地

海

（ 月）

地

类 于海风和 风，在 大的区域内，例如 和 地区， ， 地

海 升 ， 大的海风 地从海 地（图 - - ）；而到 ，

地 得 一 ， 风 不 地由 地 海 （图 - - ）。

图2-2-9 和 示意图图2-2-8 和 示意图

这 大面 内 化而改 风 的风 风。 国 部地区

地 风区， 风， 风，是 的 风气 区。

风 时， 来 等 性天气，给 生 和人类 动 来 大

； 风 时， 热同期，对水 等作物的生 有 ， 如果 风

不 ， 来 。

从全球 来 ，大气在 热 的 和 热 的极地之间的运动， 作

全球风。由于太阳 在地表的分 不 和地球自 的 ，全球形成了 风

、 风 （ 中 风 ）和极地 风 等 对 的六个风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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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信 （trade ind），即 层大气内从 热带 向 道 大区 的

带， 球为 ， 球为 ， 带位 随 转 而 移

动。这种 的方向很少改变，它们年年如此， 定出现，很 信用，所

以人们给它起了个好 的名字——信 。古代国际间以 运经 ，

多借助于 信 而进入 易 ，所以也有人称信 为 易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地表的冷热不均是如何形成 的？

2. 19世纪早期，美国与英国的 易 来 ，通过 上运 木

、 草、 品等。向 的 程约 时3周，而向西的 程需要花

将近两倍的时间。你能用盛行 解释这一现象吗？

如 有 ，地球就 了 的“ ”。 有“ ”的

，地球 怎样？ 年这层“ ” 生 怎样的 化？还能 我们吗？

图2-2-10 、 和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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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改 地面 ， 起近地面大气中热 和水 的 化。例如，人 造

， 以使风 、气 、 度 大； 地区造 以 风 ， 海

地区造 以 海风 。相反， 致 ，水 。

人类 动排 大 有 物质，使大气 重。例如，大 排 类

物质 致的 层 ；大 排 性气体造成的 ；与大 化石

相关的全球 等 题， 不容 地 在了人类面前。这 内容 们将

在后面的学习中 展开探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大气对生物的重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果没有大气，地球可

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2. 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大气的温度？

们已经知 ，大气为地球上的生物生 提供了 。 ，大气提供给

生物生 需的 气、 气等气体； 次，大气对太阳 的 作用和对地

面的 作用，使地球“体 ”不 于 化太 ，得以 持使水以 态形态

在的 度，从而 适 生物的生 ；第三，大气 了生物 太阳的

有 。 ，大气 或 了宇宙 间的流星体对地球表面的 ；第

四，大气 水使得地球上的水循 不 ，水 得以再生，而水是一 生物得

以生 的物质基础。

大气对于人类 动来 ， 是关系 。 生 需要 度、水分

；有 的 址需要 风 素， 的 设不 在 区， 养

最 设在光照充足的 风地区。这 依 于人们对大气运动 的 。

自然界中的大气是由 大气经 一系 化 形成的。到了现在，

着自然 的 化及人类 动的 ，大气 然在发生 化。 中人类 动

对大气 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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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人类 以生 的水 已经有了 多

了 ，你 意到 的水 的 有一个 有属性吗？

那就是 们 有 定的 ，能够流动， 我们 们

流 。这种流动性可以 生力量，在 上 ，

在 地上 成 。 这些力量，万 能 在

面上 ， 能在 ， 这些力量还能

我们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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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都有 这种 ：在 或 上可以 ， 在

地或 上就 ，这是 什么 ？ 这个问题要从 力

说 。

用 起重物， 能够感 到 对 的 生的 下的力的作用（图

3-1-1）； 在地面上的人， 对地面 一个 下的力（图3-1-2）。这

直作用于物体表面的力 力。

图3-1-1 物对 图3-1-2 对 面

用 指使 按 书面， 不出书面有 化，如果用同 的力 按一

图 ， 地在书面上 出一个 。 能 出 力作用 果不同的

力的作用 果 以用 来描述。 （pressure）等于作用于物体

面 上的 力，用 式表示为：

力

力面

如果用F表示力，用S表示 力面 ，用P表示 ，

P= F
S

的国 是 （Pa）。

如果作用力相同， 力面 时 大， 力面 大时 。 们

所用的图 是通过 力的作用面 来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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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在寒冷的 ，很多小朋友都 在冰 的

河面或 面上进行冰上运动（图3-1-3）。 意

一定要在冰层 到 全 度时才能上去活动，而

且要 从管理人员的 。如果 自到无人管理

的冰面上 ，就可能会出现 。如果有人不

落入冰 里， 人员在 时，可以 取

哪些 自己 入水中？为什么？
图3-1-3 

1. 观察一下家里的 刀，想想为什么 刀用过一段时间就要在磨

刀石上磨几下？

2. 以下几种情况中，哪些是 大 强的？哪些是减小 强的？说

说其中的道理。

服时戴 、用锤子钉钉子、 加书包 带的 度、铁轨

设在 木上。

3. 找一把 ，量一量自己身体有关部位的 ， 算一下，你

站立时对地面产生的 强是俯 时对地面产生 强的多少倍。

4. 和同学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在 的积雪上或 里行 得自

如一些？

5. 在 边观察一下，看看小 和大 的 大小及数量有

什么不同？解释其中的原因。

下 于水， 的水 的力量 能量。水能

万 ，也能 ，这种力量 水的 是分不 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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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材料与用具：一只塑料保 袋、一只长的

子、一只大烧 、清水。

步骤：将保 袋 开，让袋中进入少量空气，

之后用 子 紧袋 。把密闭的保 袋逐渐 入

水中，观察水面之下和水面之上保 袋的变化。

讨论：你观察到了什么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什么？

中

图3-2-1 水

中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有一个 面开有几个 的长的圆 形筒，

先把 在 上，然后向筒内 加入自

来水。观察处于水的不同深度处的 的 出

情况，可以发现，深度越大， 处的 向

外 出得越明显（图3-2-2）。

分析与讨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水的深度 加时， 强 大还是减小？

图3-2-2 水的

水的 大 与 度有关，水 ，

大。而且科学 究已经 ，在相同 度上，水

各个方 的 相同。

水中的 是 生的 为 着

度的 而 大 们在图 - - 中水面之下

度为h的地方 一个 平面，平面之上的水 对 图3-2-3 水 生的

通过观察 们 发现水面之下的 逐渐 了（图 - - ）， 气 水

到水面上方的 里，这 水中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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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平面 力， 此 生 。如果 度 到h ，平面之上的水的

重力 ，对平面的 力 大， 此 之 大了。

对于 他 体， 内部的 是 着 度的 而 大。 不同的

体在相同 度 的 一

材料与用具：两根长玻璃管、 、自来水、酒精。

步骤：把两根长玻璃管的一 用 ， 地向两根管内

分别加入相同体积的自来水和酒精，然后 直玻璃管，观察两根玻璃

管 部 的 出程度。可以看到 。

通过这个 动， 体内部的 和 的 度有关。在 度相同的情

下， 体 度 大， 内部 大。

一 气球 水之后将 ， 气球的一 ，气球的 他部

形。如果在 过程中 在气球的 他部 ，能 感 到力的

作用。 将气球充 气体之后 ，重 上述过程， 到类 的现象。

世 初，法国 学家 通过对这 现象进 观察 结，得出了

： 在 流体上的 ，能够按照 来的大

各个方 。

生 中的 地方 体现了 的

用， 如 、用 水等。 是

运用 ，实现了力的 大。如图 - - 所

示，两个 相 通的、 面 大 不同的 体

，里面充 体， 面上有 ，在 上 力， 体 同 大

的 给大 。大 的面 大，得到的 力

大（F=PS）。这 ，在 上 的较 的 力

以 大 “ 大”。

的 用 广 ，从 动

（图 - - ），到 千 ， 有起重 的 、

远 的 ， 是需要 大作用力的

地方，大 有 的 。

图3-2-4 机原 图

图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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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由于水能 很大的 强，在工 生产中人

们设计了一种利用水 来加工大型金属工件或塑

料 品的设 ——水 机。

水 机的 点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能保持恒定

的 力、 声小、 小、工作条件好，缺点是

冲击力小。因此，它主要为重型机 造 、

空工 、 造 、塑料及有色金属加工 等

加工大型的、形状复杂的、精度要 高的部件。

1962年我国 造出了自己的万 水 机（图3-2-6）。

图3-2-6 水 机

1. 如图3-2-7所示，小立方体 浮在水里，A、B
是两个相对的 面，C、D分别是上下 面，比较一下

各个面所受 力的大小，并说明原因。

2. 如图3-2-8所示，A、B两个容器的高度和 面

积相同，里面都盛满了水，试 两个容器 面所受的水

的 力是否相等？为什么？

3. 你在 儿 时画过小 的图画吗？图3-2-9中是一

儿 小朋友的作品，你从物理角度看看，画中有没有不符合物理规律

的地方？

4 .  水 通 常

是上 下 的，想

想这是为什么？

5 .  不 同 水

下 时，都不能

过它的最大下

深 度 ， 这 是 为 什

么？你所知道的

水 最大下 深度是多少？请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图3-2-7

图3-2-9图3-2-8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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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的

材料与用具：不带 头的 射器。

如图3-3-1所示，将 射器的活 推到

，用 手食 射器的 射 ， 手

慢地向外拉活 ，感觉到越来越 （ 力

轻松），放开 手食 再尝试一下，感觉有

什么不同？产生两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你 一本 ，你能够 到 对 的 力 你

行 ， 上 的 你 重 。 之，你 对来 其

物 的 力 。

不 你 处何处，都 围， 是 下，你 不

到来 的 力。 能不能 生 力？我们怎么 能 证这一 ？

图3-3-1 的

生上述两 现象的 是大气 （简 大气 ）的 在。

的 时，大气 力 里 ，所以 以 动 。 开 指时，从

的两 的 力相 ，所以 能 地 动 了。

是

材料与用具：塑料矿泉水瓶、硬纸片、

质地密实的卫生纸、水、 子。

如图3-3-2所示，将硬纸片 在装满水的

矿泉水瓶 ，按 纸片，将瓶子 过来，看到

了什么现象？将卫生纸对折两 ，代 硬纸片

重做刚才的实验， 意观察发现，瓶 处卫生 图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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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这 是大气 在起作用。 过来以后，大气 对 的 上

的 力大于 中的水对 的 力，所以 大气 给 了。由于

生 水，所以 内水的 力逐渐 ， 此，在大气 的作用下，

面 子里面 。

如果 塑 泉水 的 部 一个 ， 用 指 上面的实

验， 到大气 的现象之后，再 的 指 开， 发现了

解

是 的

材料与用具：一支大试管、一支小试管、

水、 子。

如图3-3-3所示，将大试管内装满水，把一

支外径 小于大试管内径的小试管慢慢 入大试

管中。手 小试管，将大试管 ，放开手。你

看到什么现象？ 图3-3-3 

知 是 上 的 来这 是大气 的 是

水，里面是 气，大气 对 的 上的 力大于 所 的重力与水的

力之和，所以 大气 了上 。

大 的科学实验不仅 了大气 的 在，而且 大气 各个方

有。 能用别的 法 大气 的 在

纸 （被水 的面积逐渐 大 一直保持干 ），并 （

进 出）瓶 。在家里给 母 示一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和他们

一起讨论是什么 了纸片，瓶 处卫生纸为什么有变化。

通过实验 们已经 气中 在着大气 ， 是大气 到 有 大

材料与用具：两个 。

如图3-3-4，将两个 相对且紧 在一起，使 中的空气排

出。请两个同学分别拉 ，这两个同学 （能 不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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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意大 科学家 里 用

实验的方法 出了大气 值。图 - - 是

里 实验的示意图。

在 、一 的 里

水银，将 ，然后 在水银 中。

开 的 指时， 内水银面下 到一

程度 不再下 了，这时 内 水银面的

高度差 为 ； 时，

直高度差不 。 内水银面上方是 。 水银面上 到大气 力，

见是大气 力 持着 内 高的水银 。 是 大气

高水银 生的 相等。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1654年的一天， 国 的 们看到了一件令人既惊奇又

的事情：他们的 长 ·格里 把两个直径为30多 的空心

铜 球紧 在一起，先用 气机 出球内的空气，然后用两 向相

反的方向拉这两个 球。表 者一 又一 地把 分别加 在球的两

边， 动 子，每一 都在 命地拉着，直到球两边的 各 至8

时，球才被拉开。 们惊奇地 ：“是什么力量把它们 合得这么

紧呢 ”“没有什么，是空气。” 长这样回 。而如果把铜 球上的

门拧开，空气经 门进入球里，用手一拉球就分开了。这个实验证

明了大气 非常大。

图3-3-5 

图3-3-6 示意图

760mm

拉开。这说明大气 （很大 很小）。

图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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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17世纪以前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自然界不存在真空，即所 “自然

界 真空”。他们认为 水机之所以能把水 上来，是活 上升

后，水立即填满活 原来 据的空间，以 真空的形成的缘故。

在17世纪中 ，著名意大利物理学家 利 到一个奇特的事

实：一 水机最多只能把水 到10 m高，无论怎样改进 水机，

也不能把水 得更高。他想可能是因为“自然界 真空”是有限度

的，这个限度可以用水 的高度量出来。不久他 去世了。他的学生

里 利 研究这个现象。

里 利预想，如果用水银（水银的密度大约是水的14倍）代

水，水银升起的高度应该是水升起高度的1 14。于是他设计了用水银

检验这个预想的方 。1643年， 里 利与 利 的另一个学生共

同做了这个实验，结果证明了他的预想是正确的。在 里 利实验

中，玻璃管内的水银 是由大气 支持着的，管内水银面的上方就是

真空，可见自然界是可以存在真空的。 里 利实验不但 示了大气

的存在，而且测出了大气 的值。

通 等于 水银 高的大气 标准大气 ， 标准大

气 等于 ，这大致相 于质 为 的物体 在 的面

上 生的 ， 大象 时对地面的 要大。

大气 这 大，为 们的 有感 这是 为大气对

和 的 力相同， 方 相反，两个力相 了。

们 体 有 大气 ， 是 们体内 有 的

力 错，人体内 在 ， 为体内 和 界的大气 相等，

内、 力 相 了。

大气 的 气 计。如图 - - 所示是根据 里 实验

理 成的水银气 计， 结果准 ， 不易 ， 用于气象

或实验 。 用 成的 式气 计（图 - - ）、 用

力 感 成的 气 计（图 - - ） 广 用于 上或者

动中。

太阳系中有 星上 在大气层，例如， 星表面的大气

为地球表面大气 的 ， 星表面的大气 不到地球表面

图3-3-7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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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的 分之一。

图3-3-8 式 图3-3-9 

在通 情 下 们意识不到大气

的 在， 一直在 着 一个

的生 ，是 们生 中不 或 的

。图 - - 中所描 的生 现象，

是大气 们实现的。

1. 把手分别放在 部和 部，深 吸，细细

体会吸气和 气时 和 的变化，讨论一下

大气 是如何 我们实现 吸的。

2. 如图3-3-11所示， 者 液时，玻璃 瓶

的瓶 除了 着一根 液管外，还要 上一根排

气管，它的作用是让空气通过排气管的过滤网进

入瓶内，保持瓶内气 与大气 相同，药水才能

流出来。如果把玻璃瓶 成塑料袋，还要 排气

管吗？为什么？ 图3-3-11 

图3-3-10 的

由于大气 着海 高度的升高而 ，水的 点 着 的 而

， 此在高 上如果用 通的 不容易 熟。使用高 时， 内的

气 以大于 面的大气 ，水的 点升高，这 能 熟。

用气 计 以 不同高度 的大气 ，根据大气 高度 化的 理，

以 成 高 ，供 者使用。

1 把手分别放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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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里 利做了测量大气 实验的 息 到法国，引起了科学家们的

兴趣。 斯 推论，如果水银 是大气 支持的话，那么在 较

高的地方，水银 应该较短。1648年，他和朋友 多姆山山 从山脚到

山 设立了 干个观察站，每个站上都装了一个 里 利气 计，结果

发现从山脚到山 水银 高度逐步 ，证明 斯 的推论是正确的。

1. 留意观察一下，身边还

有哪些现象反 了大气 的存

在？大气 在其中是如何发

作用的？

2. 如图3-3-12所示，是

一种常见的活 式 水机的工

作原理图，其中 门a、 都是

只能向上开 的单向 门。使

用前需向圆筒内 一些水，

以保证 门的密 性。当向下 手 提起活 时， 门 关闭，

大气 使水推开 门 进入圆筒；提起手 下活 时， 门

关闭，水不能 下流就推开 门 进到 ；再向下

手 提起活 ，活 上面的水使 门 关闭，水被活 提起，从

出水管流出来，同时大气 又 使水推开 门 进入 。

3. 宇 员在太空中，为什么要穿上充有空气的宇 服？

图3-3-12 水机

a a
a

b b b

下 提起 再 下

， 的 球就能够 ， 在 道上的

不能 动 。 球 的原 不一样， 是 流动

生的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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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了 。与 相 ， 是

用 的 代 了 类的 动 。 的

为 生升力

时， 上下 气流动的 度不

同， 下面的 气 上面的 气流 ，

大， 生了 上的升力。如图 - -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的

材料与用具：薄纸两张。

用 两 只 手 各 一 张 薄 纸 的 上 ， 使 两 张 薄 纸 行 ， 离 约

5 m～7 m。先向两张薄纸中间 地 气，两张纸 。

说明：这个实验也可用两只 的气球代 薄纸。向两只气球中间

气，两只气球不但没被 开，反而互相靠近。

材料与用具：蜡烛、 、火柴。

取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 前，如图

3-4-1，向 里 气，烛 向  。

吸物

如图3-4-2所示，将 下，用手将

球按在 ，放手， 球就会 ；

从 管 向里 气，之后再放手， 球

就会 。

图3-4-1 

图3-4-2 的

图3-4-3 机 生示意图

以上现象中， 发生了 气的流动，物体 气流 高的区域运动或者

是 ，这 气中的 与 气流 有关， 气流 大， ，这

个 。对于水和 他流体， 适用。 能够

天， 是 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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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地铁站或者火 站的站 上都画有黄色 全线， 时要

站在黄色 全线以内，你知道这与空气流动有什么关系吗？

2. 来 时常常会 房 ，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气 和 之所以能 在水面不下 ，是 为 到了水的 力。

在水 的石 是 到水的 力

地 在 面， 一 动的 。 动上

的 彩 球， 人们的 。这些都是 流

生的 上的力实现的，我们 流 对处于其中的物 所 的 上

的力 力。

图3-5-1 图3-5-2 

中

材料与用具：一些石子、一只塑料袋、一 水。

步骤：将这些石子放入塑料袋中，用手提起塑

料袋试一试轻重；再把塑料袋放入水中（水要多一

些），会发现它 入水 。在水中提着塑料袋再试

一试，如图3-5-3，体验到袋子 （变轻 没变

轻），这说明它们 （受到 没受到）浮力。 图3-5-3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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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是在 年前由 学者 基 得发现

的，人们 “ 基 得 ”。用F 表示 在

体中的物体 到的 力，用G排表示 所排开的 部分 体

所 的重力， F G排。 着课程的 ， 们将进一步

学习这个 式的 体 用。

然物体在水中 到 力， 是为 有 物体

能 在水面，而有 物体 水 在水中 下

，为 用 造的 能 在水面上， 上 物 不 下 能 本来

水 的物体 在水面上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通过体验， 们 以知 水中的物体 到 力。物体在水中 到

的 力的大 和 素有关

按照图3-5-4所示，先称出

空气中石块的重力， 下测力计

的示数；再把石块 没到 水

的水里称一称， 下测力计的示

数，两 的示数之 就是石块所

受的浮力。再称出从 水 排到

小 中的水的重力。

将石块 成木块，再试试。

论：物体 没在水中所受到的浮力等于 中 出的水的重力。

用酒精或盐水代 水做上面的实验，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入液体中

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力。

图3-5-4 示意图

图3-5-5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材料与用具：木片、 、几个玻璃弹子或小石子。

步骤：将 成球，与木片、玻璃弹子一起放入水中， 观察

它们能否漂浮。

将 成 状，开 向上放入水中，观察它是漂浮还是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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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三个弹子放入 里，再

观察浮 情况。如图3-5-6。

论：当物体的密度大于水的

密度时，物体所受的浮力就小于物

体所受的重力，因此物体就会 到

水 。当物体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

时，物体就能够漂浮在水面之上。

改变物体的形状，可以改变排水量，从而改变浮力大小。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在 地上起 重物时可以使用 ，但是打 在深水中的

， 就 以发 作用了，这时可以 用浮筒打 的方法。

所 浮筒就是能浮在水面上的密闭大 筒。打 时，需要

先把 筒 满水，这样 筒就可以 到水 。之后把 筒和 到

一起，再用 机把空气 进 筒，排出 筒内的水，在浮力的作用

下， 筒就可以带着 浮出水面了。

“双 法”是 时期的

为了打 在河 的大铁牛而想出

的 法。他把一根大木头 在两只装

满 土的大 上，让人 到水 ，将

的一 铁牛，另一 连在大

木头上，把 紧（图3-5-7）。

然后，他 人把 上的 土逐渐

，随着 重的减轻，铁牛被慢慢拉

了出来。1996年11月12日开始的， 时70多天的“中山 ”打 ，也

用了“双 法”。这个 法正是 地利用了水的浮力作用。

图3-5-6 物体 水 的

和 子

水
子 中，

一起 在水面上

图3-5-7 铁

生 中有 改 物体 的现象， 如 在水中能够自如地上下 动，

是 整 体内的气 的大 ，改 自 所 到的 力实现的，而

水 是 改 自 重 实现 的。 ，通过改 体 度， 以 整

物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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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装眼药水的小塑料瓶和一

根铁钉，用 布把它们 在一起，在紧

靠铁钉的塑料瓶 上 几个小 ，在

瓶 接上 管，这就做成了 水 模

型。如图3-5-8。把模型放入水中，从

管里吸气，模型将怎样？向管里 气，模型将怎样？

图3-5-8 水 模型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于大气层中的所有物体 到了 气 力的作用， 不过由于 气的

度 ，所以通 们感 不到。科学 究已经 ，物体在 气中 到 力，

所 力的大 循 基 得 。

实验：空气的质量很小， 用和水同样的实验方法显然不

行，我们可以 用对照的方法。 先使空气中的两个物体处于相同的

状态，然后改变其中一个物体的体积，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观察物体

所受到的空气浮力的变化。

材料与用具：两只相同的大塑料瓶（其中一只带有自行 进气

）、气球、打气筒、细木 等。

步骤：

1. 向带有自行 进气 的大塑料瓶

中打气（约十几 ）后，将进气 关紧。

2. 将气球 在进气 上，用细线

系紧。

3. 将此瓶与另一塑料瓶分别 在

细木 的两 ，用细线 起后，调

，如图3-5-9所示。

图3-5-9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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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灯又 天灯，相 是由三国时期的 亮（ 亮的字是“

明”）发明的。当年， 亮被 围 于 阳，无法 出

。他算准 向， 成会飘浮的纸灯 ，系上 的信息放飞到 外，

其后果然 利 ，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 为 明灯。另一种说法则是

这种灯 的外形像 亮戴的 子，因而得名。

现代人放 明灯多为 福之用。 明灯带

着 老少 手写下的 福心 ， 升空，

如 星点 夜空， 是好看。

但是， 明灯升空后随 飘浮，极易影响

在机 附近上空起飞或者进 的 飞机，还

会引起火 ，所以放飞时要 意 全。

根据 基 得定律，空气对塑料瓶有浮力，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排

开空气的体积有关。请你预测，如果旋开进气 的螺母，使瓶中的空

气进入气球，随着气球体积的 大，会出现什么现象？

记录：带有气球的一 。

论：物体在空气中 （受到 不受）浮力，浮力的大小与

有关，物体的体积越 （大 小），受到的浮力越 （大 小）。

热气球、 、 能够 上天 ， 是借助了 气的 力。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图3-5-10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根据液体内部 强随深度的变化，结合图3-2-7解释浮力是怎

样产生的。

2. 完全 入液体中的物体，在液体内不同深度处所受的浮力相同

吗？你能通过实验验证一下吗？

3. 在游 池中 水和在 里 水感觉有什么不同？有机会尝试时

细心体验一下。

4. 说说为什么你自己 的气球飞不起来？放飞的气球一般充的是

氦气，你知道为什么吗？上网查一查氢气、氦气和空气的密度，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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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 ， 风 面， 风 ， 风 ，这 出了一年四 们对

风的不同的感 。风来自 里 对 们的生 生 极的

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区，由于地表 度不同， 致 气的 度出现差 。

度高的地区 气体 ， 度 ，逐渐 高 ，造成 的气

，这时 气 从气 高的 地区 气 的地区流动， 而形成了风。

着自 风而 时 感 到 力，一 成 风而 ，

时 感 到 ，这 气流动形成风之后 有了能 ，

生力 。

之前人们 用风的力 动风 水 、 面。 能够

远 ， 是借助了风的力 。在 、石 等 渐 的 天，人

们 造了风力发电 ， 风的力 动风 动发电 运 发电。风能是 以

再生的 洁能 。 国的风力 极为 ，风力发电前景广 。

图3-6-1 的

风 风力发电

知道 了，同时再查一查为什么不建议充氢气。

5. 根据浮力和液体体积及密度的关系可以 作用于测量液体密度

的密度计。你和同学一起查查资料， 明白原理之后，共同 作一个

简易密度计。

和风一 ，流动的水 有能 和力 。 发时 流 而过，

有排 海之 ，这 是水的力 的体现。李 的 “ 流直下三千 ”

是 出了 给人们的 。

水的能 是 能 。为了 用水力发电，人们 水 ，通过提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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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纸 做一个管子或用棉线 代 （也可用一段中间 空的

代）。

2. 在管子或 中 入一根 子

作 。

3. 在管子或 上割几条 ，

入自 的塑料 片（可用 料瓶

成）， 片数目可以自定。

4. 把水 放在打开的水 头下(或

由另一个同学用装水容器从高处 水

片上冲水)，你会发现水 转得很快。

水的能 。 水从高 下 时，

以 动水 发电 运 发电。

国的三 水电 大 高 ， 水

，水 里， 容

为 千 的水电 组，是世界上最大的

（ 容 ）水力发电 。

..
图3-6-2 水

架

图3-6-3 水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请利用各种途径查一查我国哪些地区适合开 力发电，以及我

国有多少 水电站。

2. 流动的水还有哪些应用？

3. 为什么说水和 都是 色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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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地球上的水主要分为海 水、 地水和大气水三部分， 们 同组成

水圈，在自然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水循 在海 水、 地水和大气水之间进 ，主要 有：海 水循

、 地水循 和海 间水循 。

水是生 之 ，人类文 与人类社 发展 不开水，解 水需求是

人们面 的主要课题。

地球上的大气由 洁 气、水 和 体 质组成， 们各自发 着不

代的作用。人们 大气分为对流层、平流层和高层大气等 层次。

太阳是大气的根本能 。热力 流是大气运动的基本形式， 广

在于 与高 之间、海 与 地之间、 市与 之间、 与 之间等

不同 度的 间。 风是 和 地区 的大气 流形式。

大气与人类 动关系 ，大气 着人类 动，人类的 动

在改 着大气的 。

等于作用于物体 面 上的 力，用 式表示为：P= F
S 。

水的 大 与 度有关，水 ， 大；而在同 度 ，水

各个方 的 相同。

体的 大 与 度有关，在相同 度 ， 体 度 大， 大。

： 在 流体上任一部分的 ，按照 来的大

各个方 。

气的 大气 （简 大气 ），大气 着海 高度的

而 。通 等于 水银 高的大气 标准大气 ， 标准大气

等于 。

流体中的 与流 有关，流 大， ，这个

。

基 得 ： 于流体中的物质 到 力作用， 力大 等于

物体所排开的流体的重 。

人们 以 用流动的水和 气所 有的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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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 表面由 组成， 地 。地 下面是什

么？ 有哪些 要种类？分别是怎样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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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重的 地，有丰富的物 ，是人类 以生

的地方。 个人 从 生 就 地结下了不 之 ，

也不能 我们 地分 。那么，你 的了 下的 地吗？

部

一 认为，地球在 年前

初步形成时，构成 的各类物质分

较为 。在地球逐渐 化

的过程中，内部 度不 升高，使

有的物质逐渐 态，在重

力作用下， 物质上 成为表层，

重物质下 成为内层，形成了地壳

（ ’ ）、地 与地 （图

- - ）。

地球的平 为 。作

为地球的表层，地壳 得 而 ，

主要由各 各 的岩石组成。 地地壳 ，平 度 为 ，最 的地方

；海 地壳 ，平 度 为 ，最 的地方 有 。地

壳的平 度 为 。

从地区上 ，高 高 地区地壳最 。地壳分 的 是“上 高，

下 ， 度 大”。地壳的质 全地球质 的 。地壳按

结构 分为大 地壳和海 地壳两 。

地球的中 部分主要是由 、 等物质组成的地 。 的 态，

内 态。地 与地壳之间是地 ， ，地 的上部（地下

） 在着一个由 性物质组成的 流层， 能是岩 的发

图4-1-1 的 结构

内地

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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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流层以上的部分由岩石组成，与地壳 岩石圈。

地壳 然不 ， 坚实，使岩 不致大 地 出地面，对自然地理

起着 作用，从而使地球上的各 生物获得了较为 的自然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组成地壳的 石通常由一种或几种矿物组成。地壳中有3 000多种

矿物，这些矿物是天然形成的无机物。矿物都是 体，有一定的化学

成分、一定的物理化学性质和 体结构。花 、石 、大理 是

我们较为熟悉的 石；石 、石英、云母是较为常见的矿物。

组成 石的矿物有二三十种，其中有四种很常见（图4-1-3）：

图4-1-3 组成 的常见 物

方解石石 石英

地壳物质由自然 在的 化学 素组成， 最 的 素是 ，

最 的 素是 （图 - - ）。一

或 素结 为 物，一 或 物

为岩石。

岩石和 物的 类 ， 观各 ，

性质 是千差 别。 是用石

成的，石 是最 的 物；

的 上 有 石， 石是最 的

物。 们的成分 是 ， 由于 们的

体结构差 而 致 度不同。 图4-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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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石：地壳中含量最大的一类矿物，常见于 、 积 和变

质 中。

石英：在大 地壳中的数量仅 于长石，也常见于各类 石中。

云母：是层状、具弹性的光 透明薄片，常见有 云母和白云母

两种。

方解石：是某些 积 和变质 的主要造 矿物。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在科学界中流 着这样一 话：上天容易入地 。从20世纪50年

代开始，人类在 宇宙 秘方面取得了 的成就，目前已经能够

测到 地球100多亿光年的宇宙空间。但是人类对自身 的地球的

测却不尽如人意。请通过多种途径查阅资料，了解人类对地球 测

的情况，并形成一 小论 。

人类 的进 我们 的生 都有 分 的 。

在 的 ，人们 或 成的各种

、 割或 。 日，各种各样的 是人类 不可 的

重要 。

如此 的岩石是 形成的 地质学家根据各 岩石的成 ，

们分成三大类：岩 岩、 岩和 质岩。

岩石一 形成，一 以 期 在。 年，科学家在 大 内发现

了 年前形成的岩石。

岩 岩 成岩。地下 的岩 ，是一 成分 的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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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有大 气体，内部 力十分 大。岩 在 大的内部 力作用下， 着地壳

部 ， 到地壳中或 出地表， 着 度和 力的 ，逐渐

形成岩石，这类岩石 岩 岩。岩 岩是地壳中 最 的岩石。在地壳内

形成的岩 岩， 度 ，有充分 结 ， 而 形成 体较大的

物。 出地表形成的岩 岩， ， 物结 十分 ，用

眼 以 认。

图4-2-1 几种

石的矿物结 程度、颗粒大小和矿物之间结合的形态等所反

出来的 石构成上的特点，称为结构。

组成 石的矿物集合体的大小、形状、排列和空间分布等特征，

称为构造。

见的岩 岩有 岩、 岩、流 岩（图 - - ）等。 国的一

如华 、 是主要由 岩构成的。

在地表的各 岩石，在各 力作用下，逐渐 成 石、 、

。这 物质经过 久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化学 化和改造，重新 结形

成的岩石， 岩（图 - - ）。由于组成 岩的 物质是一层层地

下来的，所以 能 地 出层次， 层理构造；有 岩中 能

到 生物的化石。 此， 有层理构造和 有化石是 岩的两个重要

。 岩在地壳中的体 仅 ， 分 面 地壳表面的 。

见的 岩有石 岩、 岩、 岩、 有 质岩（如 ）、 岩（如石

）等。

流 岩岩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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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几种 质

质

已经形成的岩石，由于地壳运动和岩 动的 ，在一 度、 力等

下，使 来岩石的成分、结构发生 化而形成一 新的岩石， 质岩

（图 - - ）。 见的 质岩有石 岩 质形成的大理岩， 岩、 岩 质形

成的 岩和 岩等。

质作用 以使有用 物 形成 。例如 国 ，最初是

，后来由于地壳 动发生 质，使 ，形成 。 的 化过

程 与 质作用有 关系。 在地壳中 到 度和 力的作用，化学成分

发生 化， 逐渐 为 。 进一步 质 以 为 。

图4-2-2 几种

岩岩 石 岩

岩大理岩 岩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目的：认识各种 石的构造特征。

材料与用具：花 、 、流 、 、砂 、石 、

大理 、 、片麻 等 石标本。

步骤：

1. 将上述 石标本按照其成因初步分类。

2. 观察不同 石的构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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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fos s i l）是保存在地层中

的古生物的 体、 物或 （图

4-2-4）。例如，地质 物 中 出

的 骨 是 体化石，古 鸟 和

古人类的烧土是 物化石， 石中

留的动物足 是 化石。

化 石 可 以 我 们 许 多 远 古 的

秘密。很多远古生物已经灭绝，小到

三 虫，大到 、 ，只有依靠化石，我们才知道它们曾经存

在。化石也给我们 述了生物进化的故事，例如从 到人的进化。化

石还为我们提 了 变迁的直接证据。

本

先通过地质调查，在可能存有化石的地层中 找化石。 集

时要用地质锤 石层面轻轻敲开，不要 打 ，以 打 化石。

找到化石后，着重 集完整的化石标本。 集时，化石周围不

、 离得太干净，以 化石 。 集后，需要 号、 录。由

于化石易 ， 带、运 时应当用棉花或 纸包 。

外实地调查是了解 石的产地、成分、特点和成因的最基本的

途径之一。

进行 外调查，应当做到五会：会观察，会 录，会描述，会

集标本，会画素描图或 照片。做 外 录要 意说明：在哪里，

有什么，它们有何特点，为什么有这些特点。

图4-2-4 化

讨论：

1. 分析 积 的层理特点。

2. 出 中的矿物结 现象。

3. 分析变质 中的片状构造特征，并 出它们与 、砂 的区别。

4. 里哪些建 物的原 料来 于 石？你能说出它们各属于

哪类 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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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家 石的种类及其对家 建设的影响。

步骤：

1. 集 石标本。

（1）步

 利用地形图确定标本 集点的位 ，并把 集点标 在地形图

上， 明序号。

 观察标本 集点附近的地形，并做 录。

 观察 层整体特征，确定 石种类和名称， 录它们的排列 序。

 集 石标本， 标签，并在标签上 明 集地点和层位。

（2） 意事

 意 全。

 意保 环 ，尽可能在 层 头不太显眼的地方 集标本，

数量要保持在最小限度。有些地区 集标本，应事先了解清楚。

 要尽可能 集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不同的各种标本。

 每一件标本都要 上标签（ 见下面的示例）。

例
类 ：
名称：
： 大
： 色，致密块状，有气 和 构造

 标本应是 石的新 表面，并 意适当保存 化面。

 标本大小一般为3 m 6 m 9 m，不小于3 m 4 m 6 m。

2. 讨论这些 石对家 的建设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和作用。

3. 请根据调查的目的和要 ， 调查计 ， 调查 录表格，

实 调查，看看与上面讨论中的推测是否一致，并 写调查 。

的

1. 出家 地图，在图上 明各个 石标本 集地。

2. 按各个 集地 出 石标本：把标本装入大小相同的纸 ，并

在标本上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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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三类岩石形成过程的学习， 们已经知 了三类岩石是 以相

化的，这 坚 的地壳 不是一成不 的，组成地壳的物质 于

不 的运动 化之中。新 代谢是宇宙中的永 ，概 能 。

地球内部的岩 在岩 动过程中上升或 出地表 ，形成了岩

岩。岩 岩经风化、 、 运、 等作用，形成了 岩。地壳表层形

成的这 岩石经构造运动的作用 或 到地下 ，经 质作用形成

质岩； 质岩 到高

作用以 时，

为岩 岩。上述运动 化过

程构成了地壳物质的循 过

程（图 - - ）。 经有过

这 的 法：在地壳里之所

以 发现 年以上的岩

石， 是地壳的 大部

分物质在这 时间里已经循

了一次或 次。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图4-2-5 物质 示意图

质岩

岩

海

物

岩

岩 岩

出
岩 岩

风化、 、 运和

1. 在老 的带领下尝试到 外 集 石标本，并根据 所学知

识，以及通过 相关 人员、上网查阅资料等，对所 集的标本

进行分类，逐步在 教室里建立起 石标本角。

2. 石在人类 明的发 中发 了重要的作用，请依照这个视角到

图书 或上网查阅资料，完成一 名为《 石与人类 明》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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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 ，在 的 去，你 下的 地，或 是

来，这 生了 的 山 ， 的

地面流 ， 的 日， 的 山

到了 的 经 了 的地质年 ，这

成了 ， 在 中 来， 地 于

成现在的面 。 是，在 的 来，这 是什么样

子 ？是 的 原的一 ，还是万 中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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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动 化， 是 的， 不是人类的 经 可

以 的。 是， 量地质学 古生物学方面的证 我们，这种

来不可 的 实在地球上的 多地方 生 。

资料1：我国地理工作者在 拉 山 察时，发现 石中含有

、 螺、 等 生物的化石。

资料2： 木 位于中国西 内 ， 太 2500 km，西

大西 6900 km， 冰 3400 km， 度 2200 km，有“地

球上离 最远的 ”之称。 古人员却在当地的 层中发现了大

量古地质年代的水生生物化石。如： 上有清 的 形图 ，大多

呈 色， 头、 眼、 骨、 、 甚至 都清 可辨，大的

化石长约40 m，小的长6 m～7 m。

讨论：请你解释以上两个地理现象产生的原因。

事实 ，大地一直 于运动 化之中。在 代这 化已经 人们所察

和认识。成 “ 海 ”所描 的 是地壳 动 起的海 。

如果 生 在 区或者 欢 ，或 经 意到，有 体 现出

的层 结构，有的岩层发生了 的 形 ， 有 体发生了

现象。这 现象 是地壳运动所 起的岩层的错 和 形， 们形成了 的

形态， 们 这 形态 的岩层 地质构造。地质构造是地壳运动的“足

”，通过地质构造 以 地壳 力 化的过程。 和 层是地质构造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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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

岩层 力发生 ， 的 性 有 到

，形成一系 ，这 构造 （图

- - ）。有的 造成 的“ ”，

大 的 形成 千 的 。

下面 们 动 的形成。

图5-1-1 发生 的

材料与用具： 、小刀。

步骤：

1. 取四五块不同颜色的条状 ，把它们 起来，就像组成

地壳的 层（图5-1-2）。

2. 用手 两 ，向中间推 ，则 发生波状 曲，

就像 层的褶皱。 部向上的 曲， 做 ； 部向下的 曲，

做向 （图5-1-3）。

图5-1-2 的 图5-1-3

“岩层” 部“岩层” 部

讨论：你能够根据 曲的形状，推测作用力的方向和

形状变化的过程吗？

岩层 力 ， 面有 的错 ，这

构造 层（图 - - ）。 层 以仅仅是

有相对 的 的 ， 以形成较 的

地或 地。 时间的地壳运动 致的岩石 一

， 千 年间地壳运动 的结果，

以使 层岩石上下 动 千 或 地表 动

千 。
图5-1-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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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用具： 、小刀。

步骤：

1. 取四五块颜色不同的条状 起来，用小刀把 切

分成三块。

2. 用手 两 ，向中间推 ，中间的 则向上移

动。上移的 就像地 构造——两条断层之间相对上升的地块

（图5-1-5）。

3. 用手 两 ，轻轻向两 拉开，中间的 则向下

动。下 的 就像地 构造——两条断层之间相对下 的地块

（图5-1-6）。

图5-1-5 的 的

的 成

图5-1-6 的 张

的 受 成

国的 、 是 层中的地 构造； 的 大 、 的

河 地和 的 河 地 是 层中的地 构造。

实 是科学 究中 的实 方法， 物、

现象 其 化 程相 的 ， 地实 究原 的性质 。

在科学 究中， 是在对原 的 分 的 下

这种方法，以 分 原 的 化 程 各种相 素。

根 具 方法， 实 可分 物 、数学 、 能

。 如，在 学 究中， 动物的生 程 人的生 程

学中 数 方法在 上 宇宙、 的 化， 中行

、 的 成以 上的各种物 程。

们动 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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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过 的 ， 形成山 ，向 形成山 。但

是， 的 部上 ， 层的 向上张开，易被 ；向 部受到

，质地致密、坚实， 于被

。这样 发生了 现象：

变成了山 ，而向 反而形成山

（图5-1-7）。我们在 外看到的

许多山 ，其实原来是向 构造。
图5-1-7 和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集断层和褶皱等地质构造的图片，在 里进行 示。

我们已经知道，地球表面分 、 。面对一 世界地

，你可 有 这样的 问： 地是怎样 的？ 万年来，地

球上 分 的 是否从来就是如 ？ 们 来 是什么样子？

百年来，这些问题一 科学家们， 们不 地 索， 多

不同的 说，这样的探索 到 也 有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早在1620年，英国学者弗 西斯· 根（F.Ba on，1561～1626）

就已经发现，在地球仪上， 美 同非 西 可以很完美地 接

在一起； 在 的美国人 （A.Snider-Pellegrini）在1858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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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开 ， 国地球物理学家 格 对大 两 的大 形 、地质

构造、 生物及现代生物进 了艰辛的 究。 年，他在《海 的起 》一

书中大 提出：两三 年前地球上 有一 联 ，后来在地球自 生的

力和 力的作用下开 分 ，终于 成 天海 分 的格局。这 是

大 。

所说的“科学 现”，是 经 探索、 究 在的

物或 。科学 现是人类对 现象 的 。在科学

上，有重 意义的 现象或 的 现 人 。一般说来，对

到的现象的 不能 科学 现， 有 对现象的探究，

合 的 ， 示了其中的 ， 能 之 科学 现。在这一

程中， 要 对 的分 整 ， 有一定 实根 的

科学 ，如 实 证 是 的，就 的科学 现。

1880年11月1日， 格纳（Alfred Lothar egener，1880～1930）

出生在 国 林 的一个 家庭。他很早就 想能去 极地区的格

兰 部 ，26 时 于实现了 想， 加一支 ，在格 兰

度过了两个寒冷的 。他是一个 学的人，曾经研究过天

、气象、地球物理、生物与古生物等。

1910年12月， 格纳在写给未 的信中提到：“ 在

诞 前 到 列所 的小 地图，我们两人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观察这张地图，都为之惊 。当时在我的 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

如果 细观察世界地图就可以发现： 美 和非 西 在很久以

前好像曾经连在一起，两 的边缘极为 合，我要 研究这个现

象。”从此 格纳 开始了对大 漂移的研究。通过 集资料和实地

察，他从古生物化石、地层构造等方面找到了一些大西 两 相同或相

版的书中也曾提及 美 与非 曾一度相连在一起。但他们的观点都

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 意。1908年，美国地质学家 （F.B.Ta lor）

在一 说中 从科学的意义上论述了大 漂移的观点，两年后又

发表了长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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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证据。两年以后， 格纳正式提出了“大 漂移 说”。

格纳的 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 议，许多学 认为它是

的，因为以前人们一直认为 大 、四大 是 定不变的。虽然

这个 说也获得了一些科学家的支持，但无论是 格纳本人还是他的

支持者都未能提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1930年4月，为了进一步

找大 漂移的证据， 格纳 领一支 国 进行了他一生中第四

格 兰 察，他们以格 兰 部西 为转运站，在 西

之间建造了一个冰 及气象研究站。这 的 察持 了 年时

间，在度过50 生日之后，他和一名向导一起由研究站穿越冰原前

西 ，途中不幸 。

格纳去世30多年后，受大 漂移 说的 发，20世纪60年代科

学家们相 提出了“ 张学说”和“ 块构造学说”，并迅速

全球，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认同。

科学 说是在已有的科学 基 上，对 的科学 实 的 探

性 。 成 说的 一 是 ， 是科学 根 有 的科学

实、已有的科学 ， 分 的 力 象力，对 物的本质

的 。 之 ， 要进行 证， 证是对 进

一 、 化 的 程， 各种方法 证 、 、

成 有 分 实根 、有一定 的 探性 。 说是科

学性 定性的 一，有了 实， 不 分 有了 性说 ， 不够

整 有了 ， 不 分 。科学 说在科学 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了 究的方 或探索的道 。 说在 成 ， 要 实 的 ，

实 的 不 ， 说有可能 成 科学 ，也

有可能 ，还有可能 成 的 说。

步骤：

1. 用一张 透明的 图纸，将地图（图5-2-1）上 、非 、

美 和 美 的大 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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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将 各 大 图 形 下

来， 成 立的 块。

3. 试着将这些 合在一起。

分 ：我们不仅可以用 纸

接的方法从 形态上找到大 漂

移的证据，还可以从地层和生物类

的分布找到证据，请你试试。 图

5-2-2、图5-2-3。

为了证明大 漂移 说， 格纳曾经提出，应该用深 中的大

边缘进行大 合，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20世纪

60年代，几位英国科学家 用计算机模 的方法研究了大西 两 大

合的情况，实现了 格纳的设想。通过以大 的边缘作为基准

来 ，他们提出在2亿年前，各大 曾经 合在一起，而且无论

用1 000 m还是2 000 m等深线 合的结果 别都不大。依据他们的研究

结果，人们对 变迁的 有了新的认识。

图5-2-3 、 非 和 的分

生图5-2-2 合 几种 的

图5-2-1

在 世 之初， 格 的“大 ” 一 了世界。

是，物理学家认为地球自 的“ 力”和“ 力”不能 动 ，

此，“大 ” 了。 大 的新 路， 发了地

球物理学家们的不 探 。 年， 国地质学家 （ ）提出“海

”，后来得到 海 探的验 ， 有力地 持了“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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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说认为：大 中 处的 是产生新地壳的地带，地

物质不断从大 中 的开 处 出， 冷 结，形成了新的大 地

壳，并把以前形成的地壳推向两边。这种过程不断进行，新的地壳不

断产生并且向外 张。当 张的大 地壳 到了大 地壳时， 俯冲

到大 地壳之下，被地 的高温逐渐熔化而 。这种地壳的水 运

动可以 到数 。正是 张，推动了与 相连的大 的漂

移。“ 张理论”为“大 漂移 说”作出了新的解释。

目前，一 认为全球的岩石圈是由六大 （图 - - ）和一 较 的

构成的。这六大

是： 、

、太平 、 度

、 极 、

（有人将 进

一步 分为 和

， 有人在此

基础上 一个

，从而 有八大

的 法）。六大

于不 的运动之中，

一 来 ， 内部地

壳 较 ， 与

的 界地 地壳的

动 较 ，这 地方

、地 动

繁。这 地解 了

世界上的两大 地

（图 - - ）：地

在此基础上， 年 年，法国科学家 （ ）和 国科学家

根（ ）、 （ ）等人提出了“ 构造学 ”。

图5-2-4 示意图

图5-2-5 分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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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 地 和 太平 地 的成 和分 。

与人类的 相 ， 的 动 度 ， 从地质 度来 是

的。例如， 的 部分和 目前 以 年大 的

度分 ，这使得大 海面 来 广。

然有相 的 据 持， “ 学 ” 是一 。进

世 后， 着新理论的出现和新方法的 用，地球科学 面 新的革 。

构造的简 式 ， 的 动论的观点、全球构造的观点和

学科 同 关的方法等将得到发 光大。

科学家发现，大 石，离大 中部的 越近， 石年

越轻；离 越远，年 越老。这就说明 是产生新的 石层的地

方，新 石层生成后不断向两 推移 张，并推动 块向两 移动。

1967～1977年，美国“格 · 者号”深 科学 察 程

46万km， 及全世界各大 ，共 429处，深 总进

19万m， 取样长度合计4.9万m，为 张学说提 了强有力的

证据。借助可下 几 深的深 水器，科学家们在 处看到

了 仍在像 一样从 深处 流出来的熔 ， 眼目 了

张的 观情景。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利用各种途径查阅资料，了解一下关于地壳的运动是否有人提出其

他观点？你认为这些观点的长处和不足是什么？请据此写成一 短 。

你知道吗，是丰富的物质 的能量 了我们生 的地球这个

的家 。人类世世 这些物质、能量的 ， 是， 能量

量的物质 进人类的生 ， 人类 有有 的

法 ，就 来 。这些 有 山 、地 、 流 ，生

，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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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于岩石圈 的 界 。地球内部

在着 热的岩 ，岩 在地球内部 大 力的作

用下， 着地壳的 或 地 ， 出地表，

形成景象 观的 发现象（图 - - ）。有

的 发时 ，大 热的气体和

从 出，形成高 的“ ”；而有

的 出气体 ， 出 热的 岩流。

在 发的或在 上经 发的 ， 为

（图 - - ）。有的 已经 了 个世

或 久， 或 在未来的 一天 然 地

发，例如， 于 的 图 是在 期

之后于 年 发的。 于 部的 法

在 年后于 年 月 和 月

两次 发， 出大 气体和 ，对

运 和气 造成一 。目前，全球 地上已

认的 大 有 ，海 有

。 发时形成的 岩流、 体 物以及 热气流 对人类生 构成

大 ， 此， 对 发作出 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家

已经在这方面 了大 作。

图5-3-1 示意图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火山位于意大利那不 斯 之 ， 1 277 m，是 大

唯一的活火山。 火山最著名的一 发发生在公元79年，当时

兰尼姆和 等 被毁灭。火山 出 色的 云， 热的火山 石 点

般落下，有 气体 入空气中。 只有四分之一的 幸 于 ，其

的不是被火山 ，就是被浓 息，或者被 的建 物 。至

，火山 总是 绕着 上升的 。山脚下 布着果 和葡萄 ，而

火山 则显得 和 。20世纪 火山发生了6 大规模的 发。

1991年6月9日， 了600多年的 律 纳图 火山突然

图5-3-2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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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成为20世纪最大的火山 发事件之一。 纳图 火山 发的

、 尘和火山 流使 的大量土地变成了 地， 流带 了整

个 。道 和 被火山 流 重 ，房 和公众设 在 的

重力下 。但是人们仍然 意回到 ，因为那里有 和

积成的 的土壤。对回到火山周围 的人们来说，火山 仍然是

有 的，因为每一 会形成火山 流， 流可以从高地

到 、房 和田地。 纳图 的火山 发使25万人 去了工作，

后来，附近的 斯 开始发 游 ，游 来观看火山 发的地

点， 游 又为本地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和可观的经 入。

对

火山 发虽然常常会造成 大的 ，但人类也可以利用火山的

发物和热能。火山 是极好的天然 料，含有 作物所需的多种

分。有的活火山地区的 ，尽管火山 发，仍然 在那里

，就是因为 不得离开 的土地。意大利人在著名的 火山

附近开了几家大型化工 ，利用火山 发的气体 造 酸、 水和硫

酸化合物； 度尼西亚人在火山 集硫 ；人们还利用地下的 大

热能发电，目前世界上已有几十 这样的热能发电站。

材料与用具：一块硬纸 、一只大硬纸 、一只大塑料烧 、

小 打、湿黄 、红色颜料、食醋、 。

步骤：

1. 用红色颜料把醋 成红色。

2. 将小 打放入一只烧 内，大约需要 。

3. 用硬纸 做一个长长的圆筒，正好能 在烧 外。

4. 在圆筒 上 三四个 。然后在圆筒周围塑上 。留出上

的开 ，并且 出通向小 的通道，如图5-3-3a。

5. 将硬纸 切成两 ，把 模型放入其中的一 里。然后

在上面 起 子，做成火山形状。确保“火山 ”和所有 面通道通

，如图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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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 色的醋液 入烧 。

讨论：请你观察“火山 ”发生的现象，并说出你看到的现象，

图5-3-3 。

图5-3-3 发的 模型

（ ） （ ） （ ）

的

地 （ ）是地壳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给人类 来

大 。 国 于世界两大地 上，是一个地 发的国家，了解地 有关

知识， 得如何 、 ，对 们来 有重要意义。

地 是地球表面的 动，是地球内能 的表现。 起地 的

， 大 地 由构造运动 起，此 发 起地 ， 、

、地面 、 石 、人类 动等 有 能 起地 。

地球内部发生 动的 ；地面上与 对的地方 中。地

发生时，人们通 感到上下 ， 着 感到前后 。

地 的大 通 用 级来表示。地 出的能 大， 级 高。 级

以下的地 人们一 感 不到， 级以上的地 人们 有 动的感 。 级以

上的地 造成不同程度的 ， 为 性地 。 年全世界发生的地

：这个模型虽然表现了 发的现象，但它的原理与真实的火

山 发存在很大 。在真实的火山 发中， 大的地下 力使大量

二氧化碳气体 解在 中，当 向地面时，随着 力的 ，

中 解的二氧化碳开始 出，形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气 ，

最 混合着 冲出火山 ，形成 性的火山 发。事实上，当你

把一瓶未打开的 水 摇动，然后突然打开， 水会 出瓶外，与

这个模型相比，其原理与火山 发的原理更加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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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卡资 料 卡

过 次，造成严重 的大地 为 次 次。

同一次地 在不同地区所造成的 程度是不同的。地 对地面的 和

程度用“地 度”表示。一次地 有一个 级， 在不同地区 有不

同的地 度。

分

3度：少数人有感，仪器能 录到。

4度～5度： 觉的人会惊 ， 灯 动。

6度：器 ，房 轻微 。

7度～8度：房 ，地面出现 。

9度～10度： 、水 ，房 ，地面 重。 

11度～12度：地表变形， 毁灭性 。

的

地 所造成的 以分为直 与次

生 两类。

地 所造成的直 有： 物与构

物的 ，如 、 、水 开 、

形等等；地面 ，如地面出现 、

、 水、 等； 体等自然物的 ，如

、 等；海 ，由海 地 起的 大海

上海 ，造成 海地区的 。此 ，在有

大地 中， 有地光 人 的现象。

地 的直 发生后， 发出次

生 ，有时 所造成的 和 直
图5-3-4 的 面

图5-3-5 物 图5-3-6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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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山是中国 方著名的工 ，人 密，该 的生产总值在

地 前约 整个中国的1 。1976年7月28日 3时42分， 山 突然

发生里 7.8 强 地 。 山 几乎被 为 ，地 面极为

。在这 地 中 24.2万多人，重 16.4万多人。

1999年9月21日 1时47分， 发生7.6 大地 ，

深度在地下10 km ，重 区在日月 地区。丰原、大 、 、

中兴新 、 和名间、 等 地区 到 性 ，大部

分地段被 为 地。整个 区 2 329人、 8 722人、 39人，

各种建 9 909 、 重 7 575 ，受 人 250万、 32万，

产 92亿美元。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 ，我国

四 的 、 等地发生8.0 强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性最强、波及

围最大的一 地 。此 地 重创约50

万km2的中国大地，造成69 227人 、

374 643人受 、17 923人 ；造成直接

经 约8 451亿元人 。为表 全国

各 人 对 同胞的深切 ，国 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

为全国 日，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 减 日。

我国地 带主要分布在 和福建 ，太行山 线和 地

区，青 高原和四 、云 西部， 、 和新 。我国是一个多

图5-3-7 2008

大。例如， 年 本关 大地 ，直 地 的 仅 ，

而地 时 了 。地 起的次生 主要有： ，由 后

起；水 ，由水 或 河 等 起； 气 ，由

物或 等 起； ，由 后生 的严重 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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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准 两块木 ，将四个相同的弹 分别 定在两块木 上下的

四个角上， 成一个简易的 动实验 。

2. 用积木、 具等 作成不同结构的建 物模型，放到 动

实验 上进行 动实验，如图5-3-8。

在 中 、

地 给人类 来的 是 大的， 是 的， 地 是一 自然现

象， 法 ，重要的是 、 作。地 构 地 的

， 通 民 得一 、 知识。

为了 能 地 来的 ，地 易发地区在 前 准 ，

这 括：

，对年久 修或不 要求的要进 修理， 在 中的人

。

、 中的 全 ，如 书架、 以及 他 较高的家

， 上的 ， 上的热水 等。

在 间 子里 一 能用于 的地方 子 下或者 内 等

不 有 下来 到的地方。

在家里或者 后 箱中准 一个专用 箱，里面 有： ，方

物和水， 的 物和 ， 、 和电 ，如何关 气、电

力系统和水 的书面 ，等等。

培 和使用 的培 。

地 的国家。经中国地 网测定， 至2010年12月20日，当年全世

界共发生136 5.0 及以上地 ，其中有26 发生在中国，其中 等

地发 数远高于其他地区。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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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 什么样的房子 性能比较好？它们有什么特点？

2. 你认为建 物的 设计应该着眼于哪种 度？

一 发生地 ， 们 国 专家认为： 时 近 ，

后 到 全地方，是 较 的 法。 体 主要有以下 点：

在 里的 民 时 在 、 子等坚 的家 下，或 在

开间 、有 的地方（如 生间等）。 体， 体重 ，用物

和 ，以 或 。

家 成 在用 用电时，要立 和 电， 、 电和发生

情。

在高层 里的人 不 使用电 ，不要 阳 ， 不 。

在上课的学生和 的 ， 在课 和 下，不要 和

自 开学 。

在 上的 人，不要 在电 、 、 及高大 物 近，要

开人流，不要 点 ， 为 气中 能有易 易 气体。 在 的

设法 在开 。 上 要 或 上 物 ，不要

于 出。

人 远 石 、化 、 气等易 有 的 或设 ， 情不 于下

风， 在上风有水 。要 意 和 石流， 到这 现象， 立

水平方 。

到地 时，图5-3-9中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

的？为什么？

（ ） （ ） （ ）

到地 时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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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9 发生 应

（ ）
（ ）

（ ）

（ ） （ ）
（ ）

资 料 卡资 料 卡

2012-04-11 18 43 12 8.2 尼 门 腊 部附近

2012-04-11 16 38 36 8.6 尼 门 腊 部附近

2011-03-11 13 46 21 9.0 日本本 附近

2010-02-27 14 34 16 8.8 利

2009-09-30 01 48 15 8.0 太 的 亚 地区

2008-05-12 14 28 04 8.0 中国四

2007-09-12 23 48 56 8.2 尼 门 腊 部

2007-09-12 11 10 19 8.6 尼 门 腊 部

2007-08-15 23 40 57 8.2 秘 近

2007-01-13 04 23 22 8.1 俄 斯

2006-11-15 11 14 11 8.0 俄 斯

2006-04-20 23 24 59 8.3 俄 斯西 利亚 部

2005-03-28 16 09 34 8.6 尼 门 腊 部

2004-12-26 00 58 51 8.9 尼 门 腊 部西 远

2004-12-23 14 59 04 8.0 大利亚的麦 里 以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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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 、岩体或

体在重力的作用下，

下 动的现象（图 - -

）。 上和

下的 、 物和 路，

造成人 。

石流是在 区的大

和石 ， 水 和 到流态后，在重力作用下 然 发，形成 着

的 有大 和石 的 流（图 - - ）。 石流 与 相 ，来

，在 时间内，流出 十 立方 的物质， 江河，

和 ， 、 、 路，对人民的生 、生 动以及

造成 大的 。

持 或 的大气 水、 天的 、地 、人类 动（修路、盖 、

等） 能造成 、 石流 。

形成的内在 素有岩体或 体的性质、内部结构及 表形态； 部

素有地下水 动、 、地 、人类 动等。

图5-3-10 与

（ ） 石流（ ）

图5-3-11 、 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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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预 石流的 包括 分 石流

的 区、 在 区或进行 石流

感度分区；加强水 、气象的预 工

作，特别是对小 围的局部 的预 。

在 石流易发区，当地 要随时 意

预 预 ，选好 线， 到时

手不及。发现有 石流 象，应立即观察

地形， 至 两 山 或向高地 （图

5-3-12）。 生时，要 一切影响 速度的物品。不要 在有

石和大量 积物的 山 下。不要停留在 地方，也不要 爬到

上 。

去山地 外游 时，要选择 整的高地作为 地，尽可能 开

河（ ）道 曲的 或地方 小、高度又 的 。切 在 道处

或 内的 处 建 。当 到长时间 或 时，应

石流的发生。

石流发生前的 象有：河流突然断流或水 突然加大，河水

中 有较多柴草、 ；深 或 内 来类似火 轰 或 雷般的声

； 深处突然变得 ，并有轻微 动感等。

图5-3-12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请结合你日常生活、学习的具体环 ，想一想如果发生地 自

己应如何做，然后形成一 小 。

2. 根据 所学习的内容，分析火山的利与 ，并给出你的理由。

3. 上网查阅资料， 集一下最近几年世界上所发生6 以上地

地区的分布情况，然后分析其中有无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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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动 成了 地 的基本 ， 化、

、 、 、成 力的 进一 了

化万千的地表 。 以来，人类 动 在 对地

表 的 ， 人类科学 的 ，这种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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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在学习地表 之前，我们 来学习如何 地 定地球上不同地

的 。

如 你 现了 某 上有一个 ，要 的

，怎样表 ？如 你 学 动 上的 表 ，在

一个由100 同学组成的方 中，你怎样 定 所在的 ？你 现上

问题的 性了吗？问题的实质在于：要 地 定 的 ，

要 在哪一行、哪一 就够了，相应行 的 就 地

了 所在的 。那么，如 你 要 定 在地球表面的 ，

该怎么 ？

和指出教材上 错 的 理相同，为了 地球上不同地点的 ，需

要借助由 形成的 格。经 （图 - - ） 是

依据这 的 理构 的。

和

地球 是地球的 。在地球 上， 两

极的 为经 ， 子 。

经 的作用是 一个地点在地球 方 上的

。 了 两极，地球上的任何一点 有一

的经 通过。所有的经 度相等，两 相对的经

组成一个经 圈。国 上 ， 通过英国 格 天文 址的 一

经 为起 经 ， 本初子 。为了区分 一 经 ，人们给经 标

了度 ，这 是经度。本初子 的经度 为 ，从 经 起，分别

和 ，各 分出 。从 经 到 是 经度，从 经

到 是 经度， 经 和 经 是重 的。

图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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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名

我国古代的 上标有子、 、 、 、 、 、 、未、 、

、 、 12个字，用来表示地面上的方向。其中子为 方， 为

方。由于经线连接 两极， 示 方向，所以经线又称子 线。

在地球仪上找到本初子 线，在本初子 线和 道的交点上，

道自西向 “环行”一周，观察 经度和西经度的数值变化规律，

录在下表中。

的数 化

的数 化

和

国 上习 用 经 和 经 组成的经

圈作为 分 、 两 球的界 。从 经

到 经 是 球；从 经

到 经 是 球；本初子 在 球，

经 在 球（图 - - ）。

和

在地球 上， 和与 平 的 圈，统

。 是最 的 。

的作用是 一个地点在地球 方 上的 。

了 两极，地球上的任何一点 有一 的

通过。为了区分 一 ，人们给 标 了度

，这 是 度（图 - - ）。 的 度是 ，从

到两极各分为 度。从 到 极（ ）

为 度，从 到 极（ ） 为 度。习

上， 以 的 球 球， 以 的 球

球。 之间的地区 地区，

之间的地区 中 地区， 到

两极点之间的地区 高 地区。

图6-1-2 分

图6-1-3 



82

表

在地球上， 着 度的不同， 和太阳高度 各不相同，从而 来气

的 差 ，形成了五 ， 热 、 、 、 和 。

在地球 上，经 和 织构成的 ， 经 。与之相对 ，地面上

两极之 的任何一点， 在一 的经 和一 的 的 点

上。于是，根据经 和 的度 ， 能 地表 这一点在地球上的 。

而 两极是所有经 的 点， 此 们的 然是 的。

请看图6-1-4，读出A、B、C、D点的

经 度位 。它们分别位于 球还是西

球？ 球还是 球？为什么？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经度与西经度有什么共同点，主要区别是什么？

2. 在地球仪上， 着0 经线从 极到 极， 度数怎样变化？

经线与 线在长度、形状、 示方向等方面有什么区别？

地表各种各样的 ， 地 。 一个地 的地 特 ，

要了 这个地 有哪些地 类 ，这些地 类 是怎样分 的。

，还要了 这个地 的地 特 。所 地 ，就是地表

的 。

图6-1-4

A B

C

D

地地形 分为 地、 、高 、平 和 地五 基本类 （图 - -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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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种

地 高

平 地

地是 有 立的 、 的 和 的 的高地，高度和起

化 大，海 在 以上，大 分 。

是地 起 不大、 度和 的高地，相对高度不 过 。

平 是 广平 、起 的地区，海 一 在 以下。

高 是海 较高、面 较大、 部起 较 、 较 的高地。 与平 的

区别是海 较高，一 在 以上；与 地的区别是 部地面起 较为和 。

地是 高、中间 的地区， 是 地或高 ，中间是平地或 。

海 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海 地形同 地地形一 ， 是高 起 、

的（图 - - ），有 的海 ，有 的海 与 ，有 的平

， 有 的大 中 ， 中 海 。

图6-2-2 示意图

大 架

大

海 平 海 海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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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形， 需要借助地形图。用等高 表示地面起 的形

态，是一 较准 的方法。 们 见的 地形图的 式 是分层设 地

形图， 是根据等高 的 理 的。

，等高 地形图和分层设 地形图是 的

近大 的 海区是大 海 自然 的地 ，地形平 ，水 一 不

过 ， 大 架。 里 ，地下 着 的石

和天然气等 。大 架 的 大 是大 ，水 从 到 千

，是大 的过 地 。 的地形 ， 分为 、海 、海

三 类 。 是 的主体部分，地 平 ，面 广大，一 水

。海 的 度一 在 之间，平 高度有 ，

千千 。有时海 出水面，形成 分 的 。海 是

的 地， 度 千千 ， 度 不足 ，水 一 过

。世界上最 的海 是太平 中的 里 海 ，水 。

海 的 度是 出来的 目前 用 探 来 。 探

发出能从海 反 来的 ，将 从发出到 所经过的时间 出来，

所得 据 以 ， 是 到 海 所用的时间。由于 的 度是已知的，

根据前面所得的 据 以 出海 的 度，进而画出海 的 。

表

材料与用具：木 、和木 大小相同的纸（第一张纸）、长 分

别是木 1 2的纸（第二张纸）、湿 、几条 线、直 、三角

、水 、小 、适量的水。

步骤：

1. 在木 上画上均匀的网格并标上字母和数字，如图6-2-3。

在第一张纸上 和木 上大小完全相同的网格。在第二张纸上

长 相当于木 网格1 2的网格。把两张纸保存好，以 以后使用。

2. 把木 放 ，在木 上 湿 ，我们把 当作山，如图

6-2-4。你能让这个 的一面是 ，一面是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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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直 和三角 在 的各个方向测量，分别在 直 离木

m、2 m、3 m……的地方扎 干小 ，如图6-2-5。

把 木 离相等的点用 线连接起来（图6-2-6）。

图6-2-3 有 的 图6-2-4 

从“山 ” 直向下看，你看到什么样的图形？你能把这

“山”画在第一张纸上吗？（提示：如果你 直向下看，小 是图

6-2-7 边的样子）

 图6-2-7 图 图 表

图

自然界里的山比这个 可大多了，因此 地图时要把实物

小后画在纸上。你能在第二张纸上画一个长和 是原来1 2的 吗？

通过上面的 动， 们 到，为了准 地表示地面的高 起 ， 需

要 各地点的高度。 任何一 地点的高度， 有适 的 起点，为

此，科学家 了海 和相对高度。地面 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 直 ，

海 （ ）， 对高度。地面 个地点高出 一个地点的 直

， 相对高度，从中 以 出地面的起 。高度以 作为计 。

而 的 度 与水平面的 ，用度 表示。

图6-2-5 图6-2-6 

，不要使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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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6-2-8中，A点 是多少 ？B点 是多少 ？A点对B点

的相对高度是多少 ？

图6-2-8 的

2. 用透明塑 片 一个圆 ，圆 上画有等高线（图6-2-9a）。

把圆 正放在 影仪上 影，再把它 影，得到两 一模一样的

图形（图6-2-9 ）。你能说出两 图中，哪一 是山 （正放）？哪

一 是 地（ ）吗？然后，看一看图6-2-10，说出哪 图表示山

，哪 图表示 地，为什么？

（ ）画有等高 的 （ ）未标等高 高度的

图6-2-9

（ ） （ ）

图6-2-10 有 的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目的：认识“ 头”这个地形区。

步骤：

1. 以下工作都需分组完成，每四个人组成一组，请在进行具体工作

前， 先通读 ，然后讨论如何分工，形成一致意见后，填写下表。

号 名

1

2

3

4

1 图6 2 8中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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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分工更加合理，我们应当：

（1）人人有事做，每个人都能发 特长；

（2）分工方 要最有利于提高效 ；

（3）“分工是 需的，但合作更重要。”

希 同学们在活动中认真体验这 话。

2. 请你 手 ， 设你的 是个地

形区，请在图6-2-11中找出下列地形（把结

果填在图中 线上）：

“山 ”、“山 ”、“山 ”、“

”、“ ”、“断 ”。

3. 一号同学把 放入 中，二号

同学在 中 直放一把直 并 好它，三号

同学 慢 中 水至1 m，四号同学用 在一号同学的 上画1 m

等高线，如图6-2-12。依 画出2 m、3 m等高线。

4. 一号同学从水中 出 ， 于 面，全组同学 细观察，

找规律。

讨论：

1. “山 ”与“山 ”的等高线有何不同？

2. “ ”、“ ”与“断 ”的等高线有何不同？（ 的

松紧程度不同，“山 ”的 不同）

3. “山 ”与“ 地”的等高线有何不同？（把 手 心向上，

五个手 向上 ，这样 会形成一个“ 地”）

图6-2-11 

图6-2-12 

地理事物按照一 的 学方法 ， 用不同的 号、 和文

在平面上， 是地图。构成地图的基本要素是方 、 例

和图例。

将一个区域内海 高度相等的各点 ，按一

例 ， 在平面上，以表示地表的高 起 ， 以

出 的等高 地形图，这 为等高 （

）。等高 地形图是科学性较 、实用价值较高的一

地形图，主要 是不够直观。

分 色

在等高 地形图上以一 次序的 、 的 化来

高海 （ ）

地

图6-2-1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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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地 的起 ， 以 成分层设 地形图。国 上通 的 法是：用

的 渐 过程表示 地上地 由 到高的 化，

表示平 ， 、 、 、 等 表示 地和高 ， 表示 、 ；

用由 到 的 化表示海水由 到 的 化（图 - - ）。这 地

形图的优点是 目， 有立体感； 点是不能 ，地 表示不够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感的原意是从 远的地方感知物体及其特征，现在主要 人

们利用飞机、人造卫星、 天飞机，使用 门的照相机、 像机或其

他 测仪器获取信息，来宏观地研究地球、 合 价地球环 、进行

自然资 调查与开发的特定 。根据所借助的 介加以区别， 感

大体上可以分为可见光 感、红外 感和微波 感。各种物体不

仅具有反射可见光、红外线和微波的能力，还具有自己 特的电磁波

发射能力，当 感器接受了这些辐射时，人们 可获得相应的 感图

像。例如，当你从电视中 看天气预 时，主持人身后那 色 丽

的卫星云图就是 感图像。目前 感 的主要应用有： 、林

和 资 的调查与 测；地质 和地 预 ； 资 察；

环 测；气象 测和预 ；现代 事和国 。真实、准确、形象的

感图像对于表现和研究地理事物正在发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

如，1998年我国长 流 发生特大 水时， 感照片成了水情分析、

预测和应对的重要依据，为最大限度地减少 作出了 大

。而国家在 定“西气

”等西部大开发的具体

时，也都以西部矿产、发

容量等方面的 感 测数

据作为 依据。

图6-2-14是 部

地区的 感图像，可用于当

地的开发规 。 部山林

密，呈 色； 色显示山

间水 ，水深且清；三亚

位于图像 中部，呈 色带状。
图6-2-1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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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种

国的地形类 ， 论成 是形态， 是 、 的。有高

的高 和 地， 有 的 地和 的平 ， 有 度 和的 。在

的 部和 部，有各 各 以流水作用为主的 和 地 ，在

的 有 的 景观，在 部 地和高 有别 风格的 地 ，在

部石 岩分 地区 有景 人的 地 。

国是一个 的国家。人们习 上 地、 以及 较 的高

区。 国 区的面 全国 面 的 以上。从 体上 ， 区发展

经 的优 是 ， 是开发 度大。

国的平 面 全国 面 的 ， 有 。 的平 地

、 、开发 久，是 国人 中、经 发 的地区。

国有 的海 国 和 的海 。 别值得指出的是， 国大

架面 广大， 括 海和 海全部、 海大部以及 海的一部分，有广 的开

发前景（见 二）。

状分

国的大河 江、 河 发 于 部 高 ， 流，最后分

别 海和 海。 国主要河流的流 大体上反 了 国 高 的地形

。 国地 自 ，大致 三级 分 。第一级 是 国 部的

高 ，平 海 过 ， 为“世界 ”。第二级

高 部和 部 展开，由一系 广的高 和 大的 地组成，平

海 。第三级 在 国 部，主要由 和平 组成，大

部分地区海 在 以下。由此 海 ，形成了近海大 架。

在老 的 导下，开 土地形调查， 作家 地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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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用主要有五 形式：风化作用、 作用、 运作用、 作用和

结成岩作用。

地表或 近地表的岩石在 度 化或水、大气、生物的 下发生

（ 、 解或改 化学成分）的作用， 风化作用（图 - - ）。 们在

到的已经 的岩石表面， 是风化作用的 物（风化壳）。岩石经过

风化形成了 的表层是 形成的第一步。

地球 的物质 能量 的地 动， 了 地 ，

成了地表 的“ ” 力 对其进行细 ， 成

了 丰富多彩、 多样的实 地表 。

对 表

图6-3-1 化 成的

风、流水、 、海 对岩石或风化壳进 ，使 们 解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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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水 流 现象 是 作用

的表现， 的 、风 （图

- - ） 是由 作用形成的。

风化、 的 物在风、流水、

、海 等的 动下从一地 到 一地

的作用 运作用。河水中 的

，大风 起的 ， 是 运作用的

表现。 运作用是地表 逐渐 平的重

要过程。

在 运过程中，如风、流水的流 ，或 化， 运的物质

下来，这 是 作用， 江三 和 高 是 作用的 物。

物经过 的地质作用，重新 成坚 的岩石，这 作用 结

成岩作用。

风化、 、 运、 、 结成岩是在大自然中发生的 过程， 们

所 的 ， 在这个过程的 一 上。在这个过程中担任主要 的

力是风、流水、 和海 。

由于流水与风是 地表形态的 力的两个主要方面， 们再对 们

一 了解。

地球表面的流水，能 地表的 和 石 到河里，水流 以对河 和

河 不 进 ，使河 和河 渐渐 和展 。到了河流的下 ，水流的

度 ， 所 的 石和 逐渐 下来，形成平 和河 三 。

国 海地区的 平 是由 而形成的。

水对岩石 有 作用， 的石 和千 的 是石 岩地区流

水 作用的 物（图 - - ）。

图6-3-3 水 的 物

图6-3-2 

（ ）石 岩（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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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大风。 风的时 ， 石，在 和 石

下，地表 着一 ，形成了各 的地形。风 能 和

到远 ， 千千 以 ，形成 大的 （图 - - ）和 广

大的 。在 国新 部的 大 中， 有这 的大 。

对 表

步骤：

1. 在一个水 内用 子或黄土 一 “山”。

2. 用一个盛水的烧 ，使水从山 流下。

讨论：流水在山 和山脚下有什么不同的作用？

对 表

步骤：

1. 用三四个大塑料袋，去 部，连成一个2 m～3 m长的直筒。

2. 将直筒 在电 上，在 前面的适当位 放一些 土。

3. 动电 ，观察 土颗粒分布的变化。

讨论：

1. 电 远近不同， 土颗粒的 细分布有什么规律？

2. 如何解释这种 土颗粒分布的规律？

图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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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与地表形态 相 ：地表形态 人类 动，

人类 动 在一 程度上改 地表形态。

在 代， 地 平 、水 充足、 通 的河流中下 地区，成为

人类 期的 动区域， 造 了人类 代文 ；而地球上 地 、气

、水 的高 、高 度地区， 的中 ，以及过于 热的热

地区，直到现在 然人 。

人类 动对地表形态的 是逐渐 大的。在 代，由于人类自 能力的

和对大自然的依 ，这 在 时间内 得 ， 期 的结

果 相 观了。

着生 力的发展和社 的进步，人类 动对地表形态的 发 。

例如， 国“三 生态 程”的 设 是人类改 地表形态、 的成

例。 是一个 海 地国家，有近一 地海 不到 。自 世 以来，

人民采用 海造地的方法，从大海获得近 的 地。 天的国

有 是在过 的海 、河 、 和 地上，经过修 、排 水开

出来的。 是，如果人类的 动 自然 ，任意改 地表形态，

生有 的后果。例如， 国 的 造 程 起了严重的后果。

人民 已 到 海造 来的 面 ，开 由“ 海造 ” “ 海”

。

前人们面 的全球性 题：生态 、 、 地 化等，

一不与不 理地改造地表形态相关。

为了 不 代人的发展， 不 后代人的发展， 不 自 的发

展， 不 人类的发展， 们 认识自然 ， 人地关系， “

极而 任的 民”。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中

我国学者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自1949年到本世纪初，在自然和

社会的 合作用下，中 大地水 发生了 大的变迁，其中最主要的

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伸。例如，黄河三角 1953年至1982年间造 1 100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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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举 一 小型 论会，了解人类活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

立人类活动应 自然规律的观念。

内容： 论“人类对地表形态的改变利大于 ”。

正方： 集人类改变地表形态后，改 了环 、 进了人类社会

发 的例子，以此证明人类应该 力去改变地表形态。

反方： 集人类改变地表形态后， 了环 、 碍了人类社会

发 的例子，以此证明人类应该 重自然，保持现有的地表形态。

到1994年，河 地区已是一个近6 000 km2的近代黄河三角 ，其中含

2 200 km2的现代黄河三角 ；长 三角 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数

十 方 的 地形成。

变化。例如，上 明 1950年的面积约为600 km2，现在已

经 到约1 200 km2。位于长 的 ，1958年以前仅是一

处 头的 ，如 已成为一个面积 49.2 km2的中型 。地处

西 的西中 和 ，经数十年的 积及盐田围 ，两

合为一 。

长。例如， 地 曾经干 多年，近年来由

于这里多年丰水，加之有效的环 理，已 复 面75 km2。另一方

面，更多的 或 小了。素有“ 之 ”美称的 ，20

世纪50年代有天然 1 052个，如 仅存83个。位于长 中游的

原，是我国 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面积 3万多 方 ，

现在已有80 的 面积 。新 的 斯 ，原有面积1 019 km2，

现在 面 了1 3以上。新 准 尔 地的 比 ，新中国成立之初

面积为1 070 km2，现在仅有500 km2。中外 名的 布 ，20世纪60年

代约有水面660 km2，如 已经干 见 。这些都对我们的环 保 和

可持 发 提出了 的 。

举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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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你能解释“水 石穿”的现象吗？

2. 从山前到山 地带，为什么 积物的颗粒由 变细？

3. 水土流 是当前一个较 重的环 。水土流 是怎样发生的？

是由哪些外力作用造成的？对减轻或 水土流 ，你有哪些建议？

4. 黄土高原“ 万 ”的地表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5. 请你想一想，在你周围的环 中，有哪些与地表形态有关的外

力作用表现形式？它们对地表形态有什么影响？ 

6. 你家 的地形有什么特点？目前人们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请

提出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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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内部 一 圈层结构，从 到内依次为地壳、地 和地 。

地壳是由各 各 的岩石组成的。岩石通 由一 或 物组成。

科学家按成 将岩石分为岩 岩、 岩和 质岩。岩 岩是地壳中

最 的岩石， 岩是地球表面分 最广的岩石。

三大类岩石 以相 化，组成地壳的物质 于不 的运动 化之中。

人们通 用经 在地图上 地理事物的 。

地表各 各 的形态 为地形。 地地形 分为 地、高 、平 、

和 地五 基本类 。海 地形 分为大 架、大 、海 、 、海

五 基本类 。

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形 ，主要从地形类 与地 。人们借

助地形图 究地表形态。用等高 表示地表高 起 的地图是等高 地形图。

用不同 表示地表高 起 的地图是分层设 地形图。

地壳一直 于运动 化之中， 有 海 这 的 过程， 有

地 和 发这 的 表现。地壳的 动通 使岩层 生 和

层。

科学家认为，全球岩石圈由六大 构成， 们是： 、

、太平 、 度 、 极 、 。六大 于不

的运动之中。

地球内部 在着 热的岩 ，岩 在地球内部 大 力的作用下，

着地壳的 或 地 ， 出地表，这 是 发。

地 是地球表面的 动，是地球内能 的表现。世界上 在着

两大 地 ：地中海- 地 和 太平 地 。

力对塑造地表形态起着重要作用，主要有五 形式：风化作用、

作用、 运作用、 作用和 结成岩作用。地表形态对人类的 动有较大

的 ，而人类的 动 在一 程度上改 着地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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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宇宙中 前 一已知 在生 的 球。地球上有

生 在 有生 程 化 的 、 地、

水 同组成了生物 。 是地球 万年 的结 ，

了千 百 的生 ，是所有生物的 同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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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从 对地 生 的探 。 是在 宇宙中，在人类

能够探 到的地球之 的地方，都还 有 现生 的 象，你知道

这是 什么吗？地球上的哪些地方有生物的生 ？

地球上 不是所有的地方 有生物的分 ，适 生物生 的地方 实

是表面 的一层， 最 在大 的 部，最高 大 在大气层 地面

的地方。这个 度 的圈层 是所有生物的家 生物圈。

得生物圈 ， 为生物圈的 了水圈的大部分、岩石圈

的表面和大气圈的 部。 实 上，如果 地球 作一个 果，生物圈是

果 要 的一层。 是在这 的一层里生 繁 着千 态的生 形式，

上 着 的生 事（图 - - ）。

表

图7-1-1 的生

而出的 物 水而出的海

的 后 然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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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 生物 所 的空间只相当于地球表面的一薄层，生物 以外的

地方为什么没有生物生存呢？你认为地球上有生物生存的地方有什么

特点？

2. 你 过小动物吗？你是如何照 它的？小动物的正常生活需

要哪些条件？

3. 你 过 吗？你为心 的 提 了哪些生长 需的条件呢？

4. 联系我们自己，想想人类的生存需要什么条件。

总小组讨论的结果，然后 括一下生物的生存需要哪些基本条件。

将全 同学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 定一块1 m2的 地，让组员

尽可能多地站立到 定的面积里。

比一比哪组站的人多，最多的组能站多少人？

想一想，我们的生活还需要什么条件？

本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为了进一步认识地球的生态 环，验证人

类科 手段在与世 绝的密 生物 中获得食物和空气的可能性，希

创造一个模 地球生态环 系统的奇 ，进而还设想在地球之外的

星球上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不 资， 2亿美元，经过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事实上， 物、动物等所有生物的生 需要 养物质、阳光、 气、

水、适 的 度和一 的生 间。 有生物圈能够为生物的生 提供适 的

，生物圈是所有生物 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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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2号”是一个 大的温室，在这个建 物内设有生活区、

作物区、热带 林区、 原区、 区、 泽区和 区。它完全

处于 闭状态，没有外界空气、食物和水的补充，是一个模 大自然

的人工生态系统。1991年9月26日，来自英国、法国、美国和比利时的

8名科学家进入“生物 2号”，成了 。除阳光和能 来自外

界之外， 食起 所需的一切均来自生物 内。 们在与世 绝的

生态环 中从事环保研究和科学实验， 生物 内生态环 变化过

程，期 创造一个“人间天 ”。

但是，这个美好的 灭了。这个“小地球”在运行一年多时

间后 到了意想不到的生态 ，氧气含量大 度下 ，昆虫大量

， 食 重减产，科学家们不得不提前 离。

实验 了，却向世人 示：在现有 条件下，人类还无法模

出一个类似地球一样的、可 人类生存的生态环 。地球仍是所有

生物唯一的家 ，人类应当 力保 它、珍 它。

图7-1-2 生物 2

天，地球生态 已 人类 动严重 ，面对严 的 形 ， 们

自 的 望， 自 的 为， 用人类的智 化 为 望。

7年的 和兴建，于1991年在亚利 那 部建起了一 地面积

约1.2万m2的 大“水 ”——“生物 2号”（图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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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 中、 地球上的 千 万化，

其中生 的生物也是千 百 。生物 其生 的 有 怎样 的

？

分

话 ， 不开水。生物 生 在一 的 中，不同的生物对

的要求 不一 。生物生 的 不仅指生物的生 地点，主要 是指 在于

、 生 的所有 素。

们 中 生物生 的各 素分为两大类： 生物 素（图

- - ）和生物 素。

2. 在月球、火星、金星、水星等星球上都没有发现生命的 象，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宇 员 宇宙飞 飞向太空时，需要 带 需的 持生命的

物质，你知道他们需要 带哪些物品吗？这些物品能给他们提 什么

助？

生物

的 部

的表面

的大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请填出生物 的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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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高 物
海 （ ）

不同海 高度 的分

度
对
生
物
分
布
的

与 生物 素相反，生物 素是指 生物生 的 他生物。

图7-2-1 生物分 的非生物

在不同 度 中的热 中的

太阳 的人参 的大

间 动的

中的

非生物 对

生物的

一片 田中种 了 ，请你设想一下并回 几个 ：

这片 田中还会有其他的 物吗？这 与其他的 ，以及

其他的 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这片 田中会有动物吗？如果有，请列举几例，并回 与这

些动物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光对生物分 的

对 物生 的

水
对
植
物
分
布
的

片 中种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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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 有一 生物能 他生物而 立生 。生物间的关系错

，有千 的联系，形成相 、相 依 的生 之 。各 生物个体

是此 中的一 ， 别的生物个体，同时 到 他生物的 。

同 生物的 内关系有两 表现形式： 内 助（图 - - ）和 内

（图 - - ）。

同 生物之间，

由于 物、

间或 等，

有时 发生

。例如，

类的 在

领 区后，如果发现同 的 他 进 自 的 区， 力 ，将

者 。在 中，相 的作物 之间 发生对阳光、水分和养 的

一 ， 内 对于生物体的生 繁 有 意义

不同生物之间，最 见的关系是 ，如 子 ；此 有 生、

生、 等等（图 - - ）。

图7-2-2 种 的 图7-2-3 种 的

图7-2-4 生物的种 关系

中的各 素，对生物体 是同时 同起作用的，而不是 、

立的。

们知 了 中的 生物 素与生物 素 对生物的生 生 ，

生物 是一 地 生物 对 有

子 地 是 和 的 生体

和 作物 养生在人体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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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对

中

（图7-2-5）有“ 之

”的美称。 热缺水。 和

别的动物不一样，它有高高的

大量的 ，当它又 又 的

时 ， 会慢慢分解，变成它需

要的 和水； 时不出 ，

只有体温 到46 才会出 ；

时一 能 下100多升的水，而每

天排出的 不到一升，这样可以保持体内的水分。因此 能长时间

干 。

中 被稀少，但是 人 却能够在干 的 中生长。 人

的 变成了 状，因此可 蒸 作用； 含 素，能进行光合

作用，能 水。另一种 物 的根非常长，是地上部分的好

几倍，深扎的根能够更有效地吸 地下水。

图7-2-5 

通过上述 以发现， 中的动物、 物 有适 的形态结

构和生理 。在前面的学习中， 们 认识到 适 水生生 的 点，了解

到 是如何适 中 的。在 期 化的过程中， 的自然界中的生

物适者生 ，不适者 ， 此， 的生物 表现出了在一 程度上对

的适 。

适 是 在的， 、 和 态（图 - - ）等现象， 是生

图7-2-6 应 的 型

的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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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物在进化过程中通过 和 期的自然 而逐渐形成的适 性 。这

适 性 了生物的生 ，有 于繁 后代。 适 是相对的，

改 时，生物 表现出对改 了的 的不适 。

生物通过自 的 为 动，不 地从

中获取 养物质，同时 将新 代谢

的 物排 到 中 ， 此，生物的生

动对 有 。例如，生物的生

动对气 有重要的 。 物的

作用 以 气的 度，

。所以，大面 不仅 致水

流 ， 致气 。

在生物与 的相 作用的 过程中， 在不 改 ，生物 在不

进化。生物与 的相 作用造 了 天 的生物圈。

图7-2-7 过 成的 化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我们在 花的过程中，经常要给花 水、 、松土以及 阳光，

天气冷了，我们还要把花放在 里，而且一般一个花 只 一 物，这

体现了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与上述 序相对应，分别是（  ）

 物质  空气  阳光  适 的温度  一定的生存

空间  水

A.  B. 

C.  D.  

2. 请将 两列中相关联的内容用线段连接在一起。

老  合作关系 

许多 在  关系 

田里的水 与杂草 食关系

3. 生活在寒带的雷鸟有着很好的保 色，当 天来 时会 上纯白色

的 装，与白雪 的环 然一体；一到 就 上 色的 毛，与

原 的色 很相近。然而，如果 虽到了，还 不下雪，已经一

身 装的雷鸟却反而很容易被天 发现。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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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图书 的书 是如何 的

知 级市 的 物是如何 的

邮 是 使 的 邮册有 理的 是按国别、按邮 的

主题， 是按面值排

在 生 中，人们为了方 ， 根据事物的相 和差 ， 事物分 别

类地整理，这个过程 分类。分类使 们对事物的认识 有 理，从而

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

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了 了 多 于微生物、动物 植物的知

，也 你还 、 、 或 去动物 、植物

，学习 了 了 多。 是，我们所 了 的 是生物 家

中 小的一 分。生物 是所有生物的家，要 地 究这些生物，

了 这些生物之 的 在 ，就 对 们进行分类。你 意 动物

、植物 中对生物的分类吗？你能说说 什么要这样分类吗？

从古 ，人们就 意到动植物有 多种类， 对 们进行分

类 了 量 。 到 ， 的生物种类还不 现， 实

生物 家 ，从 分类的 方法也在不 。

分

书

从 儿 开始，可能你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图书。现在你有多少

书呢？如果你想整理一下书 上的 书，使它们既整 美观又容易

查找、方 使用，你应该怎样放 它们呢？在放 前你一定对它们进

行了有效的分类。

1. 你将它们分成几类？各类 什么名字？包括哪些图书？

2. 你是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分类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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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 动中， 能体 分类过程了

图书分类 是分类的一个例子， 有 大的 意性，对同 的一 图书，

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完全 以 出不同的分类。科学上的分类方法

要严格得 ，在同一 究领域，分类通 有统一的 ，从而 以使不同的

究者对同 的事实得出相近的结论。

分

3. 这些标准又是依据什么原则来 定的？

4. 你能用图表表示这样的分类吗？

5. 与同学交流 书分类方法，你觉得谁的分类方法更好？为什么？

通过上面的 动 已经体 到了分类需要一 的方法， 如，分类需

要 目的，需要有一 的 ，需要 标准等。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分

选择4种或更多种 物，将它们区分开，并用一定的图表形式

简捷地写在 本上。

步骤：

1. 选择四种 物。

2. 观察四种 物后，确定一个共同的区分标准，将4种 物区分

成两类；然后在每一类中再确定一个第二 区分标准，再进行区分，

直到分开。

3. 将区分过程用图表或 字 录在 本上。

下面的实例将给你提示：图7-3-1是几种不同 物的 ，根据

的特征，可以将它们区分开来。

讨论：

1. 在对 物进行分类中，你选择了哪些分类标准？能否有更多的

分类标准？你认为在区分 物时所选择的分类标准应具有什么特征？

2. 如何才能把 中更多的 物种类科学、有效地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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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有

平

图7-3-1 种 物 分的

表

人们准 地区分了 物的 类之后， 有 要一 一 地重 这 区分

作。人们 将这个区分过程 下来，编 成 表，用 来 别和区分

物。 表是 们用来 别事物的一个 。

根据对图 - - 中四 物的区分过程 以编 一个 表：

1 片为单  ……………………………………………… 2

  2 为 行  ………………………………… 小麦

  2 为网状   …………………………………… 3

  3 缘  …………………………………………

  3 缘有  ……………………………………… 葡萄

1 片为复  …………………………………………

照上面的例子，将 观察的 物 作成一个简 的 表， ：从

上面的 表分 ，仅从 形 ， 与 的相 ， 是与 的相

科学上使用的 表 上例这 表 得 ， 用来区分 上

千 物，所以十分 大 。 是 的基本 理和使用方法，与上述的

表差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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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目前科学家已经描述了 不同的生物，而且 有 来 的生物

逐步发现。要了解生物之间的 在关系， 们 对 的生物物 进

分类。通 使用的分类方法采用生物之间各 不同的 ，如结构、 能、

为、 养、 等， 以生物进化的已知 为依据。

科学家们对生物分类所使用的 括：界、 、 、目、科、 、 。

于不同分类 中的生物是按照 们的 和进化关系来 排的。生物分类

的基本 是 。 与 之间 有一个 不同。

下面 们 用事例 生物的分类。

本

16世纪，我国明代的 药学家 时珍在他的著作《本草 目》中

依据 物的外形及用途将 物分为五部：草部、 部、 部、果部和

木部，并细分为山草、 草等30大类；动物也分为五部：即虫部、

部、介部、 部和 部；人单属一部，即人部。这是世界上较早的体

现了生物分类的著作。

分类

界 动物界 动物界 动物界

门 动物门 动物门 动物门

两

目 长目 长目 无 目

科 人科 科 科

属 人属 大 属 属

种 人 大 青

在这 分类 中，分类 ，所 的生物的 同 ， 关

系 近； 着分类 中所 的生物 类的 ，生物之间的 关系 得

来 远。从中 以 出，这 不同的分类 表现出了生物的分类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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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现代分类学的创始人林 （Carl von Linn , 1707～1778）是一位

出的科学家，他的研究领 及 物学、昆虫学、动物学、 学和矿

物学。1735年，林 出版了《自然系统》一书，为他成为 大的物种

定人 了道 。各种实物、标本和种子，从世界各地 到林 的

手中，让他来为新物种命名。林 根据 物花的 数目及着生情况

等形态特征， 标准进行分类。林 的工作使人们对生物分类的研

究前进了一大步。

由于世界各地 言的 ，同一种生物 有不同的名称，这给

生物学家之间的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麻 。林 根据观察，设计了一种

生物的命名系统， 双名法，即每种生物的名字都分为两部分，第一

部分是属名，第二部分为种名。属名和种名都是拉 ，这是由于林

时代拉 不再作为人们使用的流通 字，是“ ” 种，不会再

发生变化，因此以它命名物种不会引起 义。完整的学名用 体字

书写，属名的开头用大写，最后还要写上命名人。如： 的学名

是：Zea mays L.， Zea 表示属名，mays 表示种名，L. 表示命名人是林

。水 是在中国发现的，由我国 物学家 先 和 万 命名为：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属名) （种名） （命名人）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观察 内的动物， 录3～4种动物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并

一个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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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不同种类的生物各 一定的生 ，有

们 特的生 方 多生物之 在 或 、或

的 ，“ ， 在 ” 示的就是一种由 物

的生物 的 。各种生物 于 们的生

，这一 构成了生 。

生 有哪些不同的类 ？具有什么样的结构、要素

能？所有的生 都是 化的结 ，是地球生

生物 的有 组成 分，我们应该怎样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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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生物不 要生 ， 需要繁 后代，

如果不繁 后代，生物个体 后，这个生物物

。实 上， 一 生物类群 有一个最 的

界 ，如果个体 于这个界 ，这个物 将

逐步 。人们将

间内能自由 、繁

后 代 的 同 生 物 个

体 的 ， 为 群

（ ）。例如，

一 中的所有

是一个 群，生 在 地的所有大 是

一个 群，再如在实验 下人 养的果 群和 群等。

们 用 群 度， 群的出生 、 、 、 出 ，年 组成

和性别 例来描述 群的 。

图8-1-2 

图8-1-3 

在生物 中 在 各种类 的生

。生 是如何构成的 ，

不同类 的生 的构成是一样的

吗，具 是怎样构成的？ 对本

的学习，你 了 到，生 也具

有层次结构。如 1 1所示，生

的层次是从个 的。

个体 群 群
生态

系统

图8-1-1 生 系 的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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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松 （图8-1-4）多 息于高山和

密潮湿的白 林、松林和云 林地区。

每年的3～4月是松 发情期，这时它们常

5～7只 、 集 对。5～6月进入

期， 鸟在 附近活动，活动 围以 为

中心，直径在100 m～150 m之间。 鸟则

单 活动。6月中、下 雏鸟 出，随 鸟

到处游荡，并逐渐集成大 ，有时多 100

只。它们多活动在两山中间的 中取食。雏鸟生长迅速， 月

即能飞到3 m～4 m的高 上。

（图8-1-5）是地球上最

的社会性昆虫，它们的地理分布极为

，几乎 布除两极地区之外的所有

地和 。

你知道在 的家 中是如何分工

的吗？一 中数量最多的是没有生

能力、 不 工作一生的工 ，此外，有少数 门与 交 的

，还有几只 门产 的 —— 后。有些 还有更进一步的

分化，即除了不能生 的工 外，还有不能生 的 。 头大、

利， 门 保卫 的 。

图8-1-4 

图8-1-5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观察图8-1-6中的一组图片，然后分小组讨论：

1. 根据你的经验，这些生物生活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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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生 在 的区域。这 生物相 依 ，一 生物的

或 到 他生物的生 。 们 这 生 在同一区域和时间内，相

关联的不同的生物 群， 为生物群 （ ）， 简 群 。例

如：在一个 中所有的生物，一 中所有的生物。

图8-1-6

2. 在这些地方，单 一个或一种生物能够生存吗？

3. 生物生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生物所生活区 的气温、

量、阳光照射强度、土壤状况如何？

4. 你能否根据它们所需 的不同将它们分类？试说出分类

的结果。

5. 如果其中一种生物 了，会对这个区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其中一种生物大量 ，会对这个区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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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区域中的所有生物 与气 、 、阳光照 度，以及 的物

理、化学 性等 素有着 的关系。生物的生 、生 和繁 后代，

直 或间 地需要阳光、 气、水和适 的 度，以及一 的生 间。 们

上述的这 生物所依 的 ， 。 们 生物群 和 们生

的 统 为生态系统。

生物圈是地球表面全部生物以及与之发生相 作用的自然 的 。生

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这 ， 们 到：在一个自然区域内，同 生物个体构成 群；不同的生

物 群构成生物群 ；生物群 同 们所生 的 构成生态系统（图

- - ）。

图8-1-7 生 系 的组成   

（气 、 、阳光照

度以及 的物理、化学

性等）

生态系统

生物个体

生物群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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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不同的生 育了不同类 的生态系统，如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海 生态系统、 水生态系统、 地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等。不

同的生态系统在结构上有着不同 ， 们认识 的生态系统。

图8-1-11 水生 系图8-1-10 生 系

图8-1-8 生 系

生态系统分 在 和较 的地

区， 中动、 物 类繁 。目前全世界

面 地球 地面 的 。 在 持生

物圈 、改 生态 、涵养水 、 持水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地球之 ”之 。

海 生态系统中的海 生物极为 ，目

前发现的海 生物已 之 ， 中

以上的 类是 动物。海 在 全球气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海 中 着

的 。

图8-1-9 原生 系

生态系统分 在年 的

地区，动、 物 类较 生态系统 。

生态系统以 年生 本 物 优 ，在一望

的 上 着各 的 动物，

在 下面 分 着 生 的动物。

是 的重要基地。

水生态系统由河流、 和 等

水水域与 水生物组成，是生物圈中最

和最 生 的生态系统。 水是地球上极

有 的 ，由于分 不 和人类 动的

， 致全球 有 以上的国家面 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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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2 生 系 图8-1-13 生 系

地生态系统是在 水和过 下形成

的生态系统。 是一 的 地生态系

统，以 生 物 优 ，动物的 类 。

地 有 化水 、 的作用，有人

为“地球之 ”。

生态系统是人 形成的生态系统，以

作物为主体，动、 物 类相对较 。

生态系统 依 人力 持。

由于 不同，生物 类不同，地球上形成了 化的生态系统。在

的生态系统中， 了 的生物 类， 此， 生态系统是 们

的重要任务之一。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1977年，美国的一些研究人员在 美 2.5 km深处发现一个热

泉 ，这里的水温在300 以上。但是在如此高温高 的环 中 有硫

细 存在。 水中的硫酸盐在高温的作用下还原为硫化氢，硫细 可

利用氧化这些硫化物所获得的能（化能合成）来 定碳，即利用 水

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有机分子。现在人们已经在太 找到了十几

个这样的热泉 。这里的化能合成细 如硫细 、氢细 等很多，它

们主要分布在热泉 的周围。 其有趣的是，在热泉 外面还有多种

高等无 动物，如大 、环 动物、 、 等。有一种环 动

物，没有 ，也没有 化管，但它们体内有共生的化能合成细 ，显

然这些环 动物是靠这些细 获得有机 的。

这些现象很发人深思，第一，说明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还远

远不够，在生物 中还存在很多未被人类发现和认识的生物。第二，

光合作用 然重要，化能合成也不可轻视。在阳光照不到的深 ，利

用化学能合成有机物的细 和周围的生物构成一个复杂的食物 或食

物网，形成一个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都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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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 。第三，在 高温高 的环 中，细 能生存；热泉

外的部分，水温虽然下 ， 力则不变，一些高等无 动物

能生存，这些都打 了我们对生物的常规了解。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试着把下面的名 分为两组，并进一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温度、湿度、草、 量、阳光、青 、 虫、 。

2. 为什么说生物 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3. 你看到或 察过哪些类型的生态系统？请举出在这些生态系统

中的动、 物种类，并说出生态系统的特点。

4. 在 田生态系统中，人类起着重要的作用。请分析人类的作

用，并尝试就人类如何科学地调整好自己的行为，较长期地 生态

系统的 定提出对 。

们已经知 ，在一 地域内，生物与 所形成的统一的整体 生

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 生物 组成的。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有

物、动物、 、 等类群；生态系统中的 生物 括阳光、 度、水

分、 气、 等 素。

说有这样一个 ： ， 已现丰 的 象， 来一

粒。 了 动 实， 一 。

的 不进来了。 是 多 ， 了 重的 ， 成 以

前还要 。

你能 分 一下，这到 是怎么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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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中的 物， 以 用太阳能，通过光 作用 造有 物。 物

造的有 物不仅养 了自 ， 为动物的生 提供 物， 此， 物是生

态系统中的生 者（ ）。

了生 者，生态系统中的 他成 不能自 生 物。 如各 动物

直 或间 以 物为 ， 们是生态系统中的 者（ ）。 中，

直 以 物为 的生物 类，如 、 的 、 ， 们 初级

者；以 性动物为 的生物 类，如 等， 们 次级 者；

和 以次级 者为 的生物 类 三级 者，依次类 。

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物 生 物， 最终 。如果这 物

和生物 体 有从生态系统中 ，

起来。 物和生物 体进 分解 将

重新 中的生物 是分解者

（ ）。 和 是最主要的两

类分解者。

在生态系统中， 生物的物质和能 、

生 者、 者以及分解者 联系， 此

作用，构成一个整体（图 - - ）。

分解者

生 者

者

者

图8-2-1 生 、 和分

图8-2-2是生活在 田中的部

分生物，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请按照 食的 序用 头把它

们联系起来（ 头 向 食者）。

图8-2-2 的 分生物

生物之间，由于 与 的关系， 形成了 物 （ ）。 物

是从 物开 ，到 性动物，再到 性动物，再到大 性动

物。 们 物 第一 养级， 性动物 第二 养级， 性动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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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物 第三 养级，大 性动物 第四 养级。

事实上，在一个 生态系统中生 着的生物是 的，如图

- - ，画一画， 能有 物 们之间是 有联系

图8-2-3 生 系 的生物 关系

一个生态系统中， 有 物 ， 此 错 ，形成了 物

（ ）。生态系统 ， 中的 物 ， 此间的 物

。在 的过程中，上一个 养级的物质和能 进 下一个 养级。所

以，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 是 着 物 和 物 流动的。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生物 群的 过 或过 ， 系统

中 他生物的 。例如本 开 到的 民，本以为用 的

， 以 ， 是 到， 子 了 的 ，以及

的 等。他的人为 最终造成了生态系统的 。

1. 断对 ，并说明理由。

（1）在生态系统中，只有环 影响生物，生物不会影响环 。

（  ）

（2）在食物 中， 越高，说明这种生物越重要。（  ）

（3）食物 是生态系统中物质 环和能量流动的通道。（  ）



122

2. 请完成下表， 括生态系统的组成。

　　　　　　　　

　　　　　　　　

　　　　　　　　

　　　　　　　　

3. 下面是某生态系统中的几条食物 ：

      A. 色 物 虫

      B. 色 物 虫 小鸟

      C. 色 物

      D. 色 物 小鸟

试 写一个食物网，说明以上各生物之间的 食关系。

在生 中，一般来

说， ，其种 中个

的数量 。 各个

的生物数量 ，可以

一个 种 数量

1 。

什么生 中的各种

生物数量 在这种 ？
图8-3-1 种 金

1. 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能量最初从哪儿来？

2. 能量最初是如何进入生态系统的生物体内的？ 存在什么物质之中？

3. 能量以什么形式存在？通过什么途径在生物间 ？

1 生态系统中各种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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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系统中， 于不同 养级的生物 持生 动 需要能 。太阳

能是所有生物生 动的最初来 。生态系统的生 者通过光 作用将太阳能

在 们所 造的有 物中。 性动物以 物为 ， 性动物以

性动物为 ，大 性动物以 性动物为 。 着这 养 ，

物中的部分能 着有 物 到了 性动物体内， 性动物体内的部

分能 到了 性动物体内 动、 物 后的 体 分解者分

解， 有 物中的能 到 中。 见，能 是 着 物 依次

流动的。

下面以 生态系统为例，讨论这种能量 过程。在生态学

中， 用生物的有机物量表示能量。

图8-3-2 生 系 的 种 过程

20 kg的小

200 kg的浮游动物

2 kg的大

1 000 kg的浮游 物

据研究，浮游 物中的能量只有大约20 通过被 食 到浮游动

物中；从浮游动物转化为小型 类的效 约为10 ；从小型 类转化

为大型 类的效 约为10 。也就是说，1 000 kg浮游 物可以转化为

200 kg浮游动物，这些浮游动物只能转化为20 kg的小 ，再转化为大

则只有2 kg了；也就是说，大 对浮游 物的能量利用 只有0.2 。

讨论：在生态系统的能量 中，为什么 物中只有少部分能量

到下一 的动物体内？

事实上， 养层次 高，生物 以获得的能 。这是 为 一个

养级的生物， 能 一部分通过 以热的形式 到大气中，一部分以

体的形式 分解者 用， 有 的一部分 到下一 养级（

）。能 不 能 生， 不 ， 从一个物体 到

一个物体，或从一 形式 化为 他形式。能 着 物 时，逐级

，这 ， 到 物 的后 ，生物体的 ， 的能 ，

下面以 生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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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 形的生物体 与能 的 例关系。

在生态系统中，能 在各个 养级之间 流动、逐级 ， 是组成生

物体的物质是不 循 的。

组成生物体的各 物质来自 。 物从 中 这 物质构

成 物体，这 物质 着 物 ，生物体 后， 体经分解者分解，这

物质 到 中。 此，组成生物体的物质在生物与 之间

是循 ， 反 用的。

图8-3-3表示了碳在无机环

和生物 落之间的 环途径。观

察分析示意图，讨论有关 ：

1. 无机环 中的二氧化碳是

怎样进入到生物体的？

2. 与生产者相比， 者获

得含碳化合物的方式有何特点？

3. 生物体通过哪些生命活动

使碳回到无机环 中？

生

图8-3-3 示意图

实 上，组成生物体的 素， 不 进 着从 到生物群 ， 从

生物群 到 的循 过程，这 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

生物所需要的物质有时 进 了循 ，这 造成 。如果这

物质不易 分解， 造成在生物体内的 ， 生物的 体健 。

20世纪50年代，在 、亚 以及美 大 上经常使用一种 做

DDT的有机氯 虫剂 在 物上 虫，其中大部分药剂落到地面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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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进入空气中，下 时， 着地面的水

流 入 ，于是DDT进入到食物 （图

8-3-4）中。由于DDT极易 于 而不

于水，因此在动物体内，DDT很容易在

组 中积 起来。通过食物 ，这种 虫

剂一 一 地 集，其量甚至多到足以造成

食物 的肉食动物 或种 小。

等食 的鸟 了 集DDT的 ，由于

DDT影响钙的代 ，所产的 外壳很薄，

在 时， 常因经不起 身体的重量而

被 ，因而造成 数量减少。

讨论：你能否 出DDT通过食物

集的示意图，并说明为什么能够造成 生

物数量下 ？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将受到怎样的 ？请对在生态系统

中如何预 这种通过食物 集而引起 的事件提出几条 。

图8-3-4 的 示意图

物

动物

大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图8-3-5为某 地生态环

中生物间能量的 ：

（1） 物经哪一生理过程 定

太阳能？以什么形式 存太阳能？

（2）所有生物均将能量 至

一组生物，但该组生物在图中没有

表示，写出该种生物的名称，说明

其重要性，并将其表示在图中。

（3） 如 虫种 数量 加，

而 种 数量没有受影响，试提出一种可作解释的理由。

2. “一物 一物”、“ 里之 ，毁于 ”、“ 后 ”，

各说明了什么自然现象？又给了我们什么 示？

3. 调查学 周围一个生态系统，如一个池 、一片山 、一片

田……关 其中各种生物成分的生活状况，研究它们之间的食物关

太阳能

图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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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画出食物 图； 示生物各因素与环 因素之间的关系； 价生

态系统的 定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4. 分析自己一天中的食物，并写出食物主要来自哪种 物或动

物。将这些生物分类，看看它们之间有无关系，然后画出一张食物网

图，别 了画上人的位 ，并分析人在其中的作用。

现 的生 是经 化 成的。在 生 中，各

种生物之 、生物 无 之 都表现 了一定程度的 应。

，由于 、人 、 之 的 日 ， 生

到了前所 有的 。 在 的 程中 成的多样化的

生 人类的生 ，已经成 了 人类的 。

100多年前，位于亚利 那 科 拉多大 部边缘的 森林

是美国最美丽的森林之一，主要由松 、冷 和云 等 木构成，还

生长着多种草本 物，这片森林中大约生活着1 000只 。每年

天， 第 人 ，用于 作食物和 服。林中的美 、

等也靠 充 。

1906年，这个森林被列为国家 区，为了保 ， 在

林区内 ，但 许 人 以 为食的美 等肉食动

物。到1925年，这个森林中的大多数肉食动物被 了。 以惊

人的速度 ，森林中 的数量一度 到了10万只。人类保 的

目的实现了。

可是，这一情况并没有持 很久，由于 数量 加，不仅

100多年前 位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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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例子不 出，在一 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 之间、生物

各个 群之间，通过能 流动、物质循 和 ，使 们相 之间 到

和统一， 们将这一 态 为生态平 （ ）。生态系统

于平 态时，系统内各组成成分之间 持一 的 例关系，能 、物质的

与 出在较 时间内 于相等，结构和 能 于相对 态，在 到 来

时，能通过自 到初 的 态。

生态系统 到动态平 的最 态时， 能够自 和 持自 的

能， 能在 大程度上 和 来的 ， 持自 的 性。有

人 生态系统 为 ， 能 一 的 来 力， 力一 解

来的 态。 是生态系统的这 自 能是有 度的， 来

素，如 发、地 、 石流、人类修 大 程、排 有 物质、

大 、人为 或 生物等 过一 的 度的时 ，生态系统自

能本 到 。

森林几乎被 光，所有 能 到的 物的 也都被 光， 和

给 带来毁灭性的 。1925年后，森林中 的数量连 减

少。1930年， 数量减少到2.5万只。1942年，仅存8 000只，而且大

都身体 小，体质 。保 的计 到此 布 。

生态系统 及的内容极为 ， 以简要地 为如下 方面。

生态 的

一 生物 生 在一 的 中， 了 们 的生 ，

。生态系统中的 是 指生物（ 括人类）生 的 界 的 和。构成

这 的 素 以是有 的或 的，有生 的或 生 的， 能是自

然的或社 的。简而 之，生物的生 间 是生态系统的 。 作物和

等 物而 ，阳光、 度、 气、水分、 等，以及生 间中的各

各 的生物 同构成了 们的 。

， 是 生 ， 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 在的经

意义。 科学 发展的局 ，有 生物和自然 目前 未 人类所认识。

现在将 们 起来，等以后科学 发展了，再 究， 有 新的发

现， 以 地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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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有 ， 从大的方面 以 为 。一是 立各 类

的 区，将生物 地 同生 一起 起来。二是 。

为了 或 ，对 进 ， 物、 水、 等

物的排 ，或对 物（如 水、 气等）进 标排 。三是采用

， ，如进 生 的 化 理和 水 理等。四是

设生态 程，如 ，充分发 、 化 气的作用等；修

体系 程， 以 风 。

从以下几个关 入手，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并在小组内进行交流：

1. 我国的自然保 区。

2. 环 。

3. 生活 处理。

许多 物对工 排放的有 物质十分 感。例如，0.019 ppm 

SO2就能够引起云 的 ，而0.016 ppm SO2就能造成雪松的 。有

的 物受到 后， 子变黄、 片 落。松 、加 大 、合 、

等 物都可以作为检测大气 的 示 物。

生态 中的生

物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生 者， 们 用太阳能 水和二 化

成有 物，为生 有 体提供了 的 物。

天然 系着 们的生态 间，一直在 地为 们发 着 大的作

用。这 作用一 有 持水 ， 水 ， 地区与全球气 ， 、

或 自然或人为 的 ， 生物 性，等等。

国 地面 的 ， 中天然 不足 面 的

； 然 到国 面 的 ， 化 了一 。天然

的 已经给 国 来了严重的后果，如 水、 繁发生等。现在已经

到了不得不 国的天然 的时 了。

国一直 重 的 作， 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从以下几个关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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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 年的 。目前， 、天然 以及 化等

程 极地在 国大 内开展。 ， 盖 。不过这

的 化， 不意 着 们的 人 观， 为 中大部分 是

人 。

“ 色 ”是 大面积的人工 林，其构成 木种类单一，年

和高 接近；林木密集，但林下缺 中间的 木层和地表 被。

1. 对比均一的人工林和多样性的森林两张图（图8-4-1，图

8-4-2），谈谈为什么称均一的人工林为“ 色 ”？

2. 如果你所生活地区的人工林也存在“ 色 ”的 ，分析

造成此状况的主要原因，提出改变现状的对 。

生态 中的 物

大 动物 人们认为是“ ”，为 群， 以大

。通过前面的学习， 们已经知 大 动物在生态系统 物 中 有较

高的 养级， 们 ， 对 持生态系统中各生物 群的 起着重

要的作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利用各种途径 集资料，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森林面积

国土面积的变化情况，并把它 成曲线图。把你所得结果与同学交

流，看看有什么 ，并讨论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

图8-4-1 的 图8-4-2 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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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生物圈的 括大气圈的 部、岩石圈的表面、水圈的大部。

生物生 需要 养物质、阳光、 气、水、适 的 度和一 的生

间。生物圈为生物的生 提供了 需的 。

中 生物生 的各 素分为两大类： 生物 素和生物 素。

生物生 的 生物 素有光照、 度、水、 气、 等。

生物与 他生物的关系 以分为 内关系和 间关系。 内关系 括

内 助和 内 ； 间关系有 、 生、 生、 等。

一 生物 有与 生 相适 的形态结构和生 方式。生物

对 的适 性是 在的，生物与 是相 作用的。

生物分类所使用的 括：界、 、 、目、科、 、 。在这 分

类 中，分类 ，所 的生物的 同 ， 关系 近；

着分类 中所 的生物 类的 ，生物之间的 关系 得 来 远。

在一个自然区域内，能自由 、繁 后代的同 生物个体构成

群；相 关联的不同的生物 群构成生物群 ；生物群 同 们所生 的

构成生态系统。

生物圈是地球表面全部生物及与之发生相 作用的自然 的 。

是经过 期的 形成的。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在地球上，形成了 化的生态系统， 一 生态系统有着不同 。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括 生物的 和生物群 。生物群 中

的生物分别 着生 者、 者、分解者的 。

生物之间由于 与 的关系形成了 物 ，一个生态系统中 有

物 ， 此 错关联形成 物 。 物 和 物 构成了生态系统的 养结构。

生态系统各 成分之间最本质的联系是通过 养来实现的， 通过

物 生物与 生物、生 者与 者、 者与 者 成一个整体。

在生态系统中能 是 、逐级 的。 有部分能

到下一 养级的动物体内， 养级 高，生物 以获得的能 。

组成生物体的 素， 不 进 着从 到生物群 ， 从生物

群 到 的循 过程，这 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

生态 要从 、 大 性动物、 生 者等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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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你 到 的地 。地

的 一 是什么？人们怎么知道 地是一个球 ？日

， 地，你可 ， 们 我们有多 ，

什么能 ？地球上有 山 原， 河 ，万物生 ，

象万千，其 上是什么样子？

由地球 球组成的地 、由 其家 组成的

是我们 的 ，可能你还知道 河 。那么，

还有 的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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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已知道， 上去日

都围 地球 ， 如 不 人 ，

围 地球 的 有 球

1 1 。 学家 们 一个

来 ， 地 。

地球（ ）是 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生物的 同家 。 有

的， 、 的大气层， 度适 ，有 的 态水和能 ，有坚实的地壳

和 的内部分层，有 到 的自 和 ，为生物提供了 适的生

。到目前为 ， 有在太阳系的 他 星或 星上发现生 。有科学家

， 星在 化过程中 能有过 形式的生 ， 星的 星以及 星的

星上 能 在生 ， 这 未经 实。

久以前人们 一个 题： 们生 的大地究 是 形

最初人们认为大地是平的，后来发现， 在 的 上，人的 是

一个 ；由远方 近的 出 ，后 出 ；月 的时 ，月

地 部分的 是 形。根据这 一 据，人们 大地是一个

球体。 前 世 ， 学者 （ ， 前

前 ）相 地 和计 了地球 。 世 ， 哲 完成了 球

， 实了大地是一个球体这一 。

在现代，由于有了从人造 星和月球上 的地球照 ，地球是一个球

体这一结论获得了 的直 据。从太 中 ，地球是一 天 的球形天

体。

着科学 的发展，人们对地球的 来 。人们 出从地球

图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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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球中 的 （ ） 地球两极到地球中 的平 （极

） 。 们 了解到：地球的平 为 ，表面 为

。 地 ，地球是一个 出、两极 的 球体。

通过前面的学习 们已经知 地球上有海 有 地，依据 、形态及

面 的不同，人们 海 作了 致的 。人们 大 的 地 作大 ，

的 地 作 ， 地 海 的部分 作 ， 大 及 近的

起来 作 。地球表面 分为七大 ： 、 、 、 、

、大 和 极 （图 - - ）。海 分 成 部分，较大的部分

作 ，一 的 部分 作海， 地与 地之间 通海 的 水 作

海 。

太平

球 球

大
大

度

极 极

大
大

太
平

图9-1-2 、 的分

月球（ ）是地球 一的天然 星， 地球 。与太阳系

他 星的 星相 ，月球与地球的质 相差不太 ， 不 远。月球

地球 一 和自 一 的时间是相同的，为 ， 此 是以同

一面 着地球。月球本 不发光， 反 太阳光 发 。 着太阳、地球、月

球三者 的 化，在地球上 到月球 太阳照 的部分发生 期性的

化，这 是月相，月相 化的 期为 。

月球上 有 气， 是一个 、 有生 在的世界。 的表

面 度 天 高 ， - 。月球表面地形 ，主要

形态 分为 形 、月海、月 和 。月面上大部分地区极为 ， 世

，借助 月 在月球 两极 的 区发现了 观的水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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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 设永久性的月面基地 有重要意义。

年 月 ， 联发 “月球 号”探 ， 天后 到月球 面，

了第一 月球 面照 。 年 月 世界时 时 分， 有三 宇

的 国“ 号” 在月面着 ，实现了人类 月的 。从 年

到 年， 国 进 了 次“ ” 人 月 ， 中 次成 ，

有 天 上月球，在月面 计 时， 采 了岩石和

的 。

表

 环形山是月面上最容易辨识的特征，是大小不等的

状 ， 部 立着中 ，四周环 围绕，有的环 高 几

。满月时可以看到一些环形山（著名的如第 环形山、 白尼环形

山）周围存在着向四面八方散射开去的光亮条 ，称为辐射 。月面

上分布着数 万个环形山，直径 过1 km的有3万多个，最大的是

极附近的 利环形山，直径约300 km。较大的环形山常以科学家的名

字命名，除前面提到的，著名的还有 基 得、 密、开 、牛

顿等环形山，其中有四 分别用中国古代天 学家石 、张 、 冲

之、 的名字命名。

 近代天 学家把月面上的 区 称为“ ”或“ ”，

现在通称为“月 ”，其实那里并没有水，是月球上比较 的

原。月球正面的月 面积约 球表面积的1 3。已经命名的月 有20

多个，包括 、云 、湿 、 、丰 、冷 、酒 、 、

静 、 等，最大的称为 。

 比月 高的月面部分，看上去较明亮，是月面上最古老的

地形。月球正面的月 面积约 球表面积的2 3。

 多数位于月 边缘的月 部分，通常以地球山 名称命

名，如 尔 斯山 、亚 山 、 尔 山 、高加 山 、比

利牛斯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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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7月21日

世界时2时56分，美

国宇 员 姆斯特

在月球表面 下

了人类的第一个脚

（图9-1-3）。

他自 地说：“这

对一个人来说只是

一小步，却是人类

的一 大飞跃。”

宇 员 尔 林随

后也 上月面。

人在月球上的重量只有地球上的1 6。两位宇 员 跃前进，把

一块金属 立在月面上，上面写着：“公元1969年7月，地球人

来到月球，我们为和 而来。”他们使用 机取得了月 标

本， 了一些照片，也 集了一些月表 石标本，前后 时两个

小时。

飞上天空，一直是人类的 想。我国古代就有 月的故事。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火 。据较为流行的说法，第一个尝试用火 飞

上蓝天的，是一位名 万 的中国人。他在 子的四条 上各 上一

支火 ，自己 在 子上，点燃火 后，不幸一个跟 了下来。万

了，但是他被公认为人类 火 飞向太空的先 。为了纪念

他，国际天 学联合会把月球 面的一 环形山命名为万 。

1957年， 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

宇宙的新纪元。1961年， 联的宇宙飞 把宇 员加加林 上

（ ） 下 月 （ ）月面上人类的第一个脚

图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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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 实现了人类飞出地球的

想（图9-1-4）。加加林飞行了104分

，环绕地球一周后 全 回地面。

从1961年开始， 联和美国发射了

多个无人 的行星 测器，分别飞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行

星，对它们的自然环 作了初步的科学

测， 回了大量有科学价值的照片，并成功地在金星和火星上着 。

1969年，美国 先把宇 员 上了月

球。 联则在1986年建造了大型的“和

号”空间站（图9-1-5）。这个空间站在环

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了15年，来自多个国

家的许多科学家曾在此工作。2001年3月23

日，“和 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科

学家的命令下，分解成1 500多块 片，

全 落在太 中。现在新的国际空间站已经建造成功，并开始 科

研人员使用。

1981年4月21日，美国 比亚号 天飞机 ，开 了 天飞机

的时代。此后，“ 者号”、“发现号”、“亚特兰 斯号”、“

进号”先后 入使用。 天飞机（图9-1-8）是 于地面和近地轨道

之间的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器，具有容积大、可多人 、有效 荷

量大和可重复使用等特点，除可在地面和近地轨道之间运 人员和 物

之外，还能在太空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空间研究工作，在长 30年的

时间里对世界 天事 发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11年，现存的 天飞

机全部 。目前美国正在开发新一代 人 天系统，计 在2014年以

图9-1-4 

图9-1-5 和

图9-1-6 图9-1-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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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国自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之后,已先后发射了200多颗

科 学 实 验 卫 星 和 气 象 、 通 信 卫 星 （ 图

9-1-9），对地球周围的空间和地球表面

做了大量科学研究。

1992年1月，中国确定了 人 天工

程三步 方 ：（1）建立一个大系统，

把中国自己的 天员 上天，运行一段时

间， 全 回到地面；（2）建立一个空间实验室，为建立空间站作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图9-1-9 

1

后重 太空。

宇宙 行的道 充满了

和 。一些宇 员和火

家为此 出了自己的生命。

1970年，美国的“ 波 13号”

飞 在前 月球的途中发生故

障，3名宇 员被 在围绕月

球运转的轨道上，既不能在月

球 落，又 回不了地球，情

况十分 。最后，经过宇 员和地面人员几天的 力，才排除了故

障， 回地球。另一些宇 员却没有这么幸运：1986年1月28日，美国

的“ 者号” 天飞机在升空不久后 ；2003年2月1日，“

比亚号” 天飞机在 回地面时解体，两 天飞机上的14名宇 员

全部 。俄 斯也多 发生 天事故，大约100名 天科 人员和宇

员 出了 的生命。但是， 和 并不能 人类 宇宙

的脚步。

21世纪是人类对太阳系进行大规模 的世纪。人类将 火星

和其他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并在那些星球建立科研基地。美国、

俄 斯等发 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他们的计 。

图9-1-8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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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和 实验；（3）建立一个中国长期有人 的空间站，做

很多地面完不成的工程、 和科学实验。

1999年至2016年，中国 发射了11 “ ”系列宇宙飞 。

2003年10月16日，“ 5号”飞 成功地把我国第一位 天员 利

入太空。他在围绕地球飞行14 后，

利 回地面，共在太空停留了21小

时。我国成为 俄 斯和美国之后，第

三个完全依靠本国力量把人 入太空的

国家。此后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 6

号”和“ 7号” 人飞 。2012年，

“ 9号” 人飞 与空间实验室“天

1号”实现了成功对接（图9-1-10），

2016年10月，“ 11号” 人飞 与

“天 2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对接，为实

现建立空间站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2003年，中国 动月球 测计 ，2004年将其命名为“ 工

程”，分为“无人月球 测”“ 人 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个

阶段。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发射了绕月飞行

的“ 1号”和“ 2号” 测器。“ 1号”的主要 测目标

是：获取月球表面的三 立体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的含量和

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 测月壤 度和地球至月亮的空间环 。2009

年3月1日，“ 1号”完成使命，在 令下撞向月球预定地点。“

2号”的主要任 是获得更清 、更 细的月球表面影像数据和月

球极区表面数据，并进一步 测月球表面元素分布、月壤 度、地月

空间环 等。2011年6月9日，“ 2号”在完成绕月飞行的预定任

后， 向 地球150万 km的绕日轨道，与地球同步绕日飞行235天，

出色地完成了观察太阳的任 ，积 了大量对太阳的 测数据。2012

年4月15日，“ 2号”飞向更 远的太阳系空间 行小天体 测任

。此后，中国又分别于2013年12月和2018年12月发射了“ 3号”

和“ 4号” 测器。“ 4号”着 于月球 面 极的预选着

区，实现了人类 测器 月 着 ，它所释放的“ 2号” 视

器随即开始在月面 视 测。

“ 号”与“天 号”对

图

图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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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人们把月相变化的周期 做 月，它的长度大约是29.5 306日，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法就是 。 大月为30天，小月29天，为了

符合月相变化，通常是大小月交 排列，有时 则要出现两个大月相

连或两个小月相连的情形。 一年通常为354或355天，如果单纯使用

，经过18年就会与实际 相 年 。古代的 比 人和

人都曾经长期使用 ，信 斯兰教的 至 仍然 用 。

很多人将我国的 称为“ ”，实际是一种 会。我国

了月相变化与 ，是一种 阳合 。 代已经用大小月和连大

月来调整 ，用设 月的 法来 调 法与 。 后期产生

了四分 ，取回归年长度为365 日，并在19年中加入7个 月，也就

是说，在19年中有235个 月。此外，我国 特发明的二十四 气在

国时期已经 ，它实际上是一种特 的太阳 。

用双筒 远镜或小型天 远镜观察月面，在老 导下辨认

下列环形山和月 ：亚 山 、 白尼环形山、第 环形山、

、 、冷 、 、 、静 、丰 、酒 ，并把观察结果

标 在月面照片中。

月球 面（在地球上 不见）月面照
图9-1-11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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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材料与用具：观测图表（可自己设计或由老 提 统一的图

表）、铅 （或黄色 ）、日 、 表。

步骤：每天（从 初一至十五）在天 后面向 ，从西向 观

测， 意月球被照亮部分的大小和位 。

记录：将观测到的月相对应画在观测图表上，并在图 标上

日期、观测时间。

讨论：

1. 为什么从 初一至十五，月球被照亮的部分是从西边开始，

逐渐 大至圆月？

2. 月球每天升起的时间相同吗？通过观测你能推算出相 多长时

间吗？

1. 请根据月相变化图（图9-1-12），说出 、 、上 月、下

月时，太阳、地球、月球的相对位 ，月球被照亮的部分和对应的

日期。

2. 断图9-1-13中的月相是在 明时 的 月还是在黄 时

的 月，并说明理由。

下

上

望 地球

太

阳

光

图9-1-12 的 化 图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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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 ）是一个主要由 气组成的 热的气体球，内部不 进 着热

反 ，中 度高 ，表面 度 。太阳的光和

热对地球上的生物 关重要， 这 的 如果太 对人体有 ，

地球大气层 了大 的 。

日 ，古人 象

们都是围 地 地球 的， 由

成了地 说， 地球是宇宙的中 。

1 世 ， 日 说， 所有

都围 。1 世 以来的 学

进 我们知道， 是一 的 ，

是 的中 1，

。宇宙 有中 ， 人们

象的 多。

图9-2-2 系成 的

图9-2-1 系示意图

王星

水星
星

地球

星

星

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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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太阳 是一 十分 通的 星，在太阳系中 是 号的 然大物。

的 是地球的 ，体 是地球的 ，质 是地球的 ，是

星质 和的 。

太阳 地球 遥远， 地平 ，光在 中的 度

为 ，光从太阳到 地球，大 需要 分 。

太阳 层大气从内 分为三层：

光球层。 是 们所能 到的太阳的 表

层，在上面有时 出现 点， 为太阳 子（图

- - ）。 子是太阳光球上 度较 的区域，

度大 为 ，是由太阳内部的 力 起的

热气体的 大 。太阳 子通 成群出现， 动

期 为 年， 时 对地球的 生 ，

造成 天气，严重时 对各类电子 和电 造

成 。

球层。 由一层 度 的 气和 气组成，平时 不见，在

发生 全 时 现为一层 的 光。 全 发生时，用 眼 以

见 的 （图 - - ）， 们是从 球层中 发出来的。 球上 出

现 的 发现象， 为 。一个 的能 相 于

级 生的能 。 、 是太阳上的 动， 发时 造成地

球上 电通 中 ，使 天 和高 的 全 到 ，对人类的健

有 。

（图 - - ）。 是太阳最 层的大气，发出银 的光 ，在发

生 全 时 以 见。 而 热， 度 过 ， 间 展

千 。 持 地 发 子流， 为太阳风，能 整个太阳系。

图9-2-3 子

图9-2-4 的 图9-2-5 



144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

用小型天 远镜以

影法观测太阳 子。

意： 万不能用肉

眼、双筒 远镜或小型天

远镜直接观察太阳
太阳

目

光

天文

望远

图9-2-6 观 子

们 已知 ，地球和月球 是太阳系（ ）的成 。 ，太阳

系 有 成 们 有 的结构 们的地球在 中 于

太阳 ，太阳系中最 人 目的成 是 星，按照 太阳从近到远的

序， 们分别是水星（ ）、 星（ ）、地球、 星（ ）、

星（ ）、 星（ ）、天王星（ ）和海王星（ ）。

水星和 星 ，这 星 有 星（ ），有的 有光 。 星之

， 太阳运动的 有 星、 星、流星体和 星 物质。由太阳和

运动的天体构成的体系及 所 有的 间区域 是通 所 的太阳系， 的

直 大 是 光年。太阳的质 大，大 太阳系全部质 的 ，是太阳

系的中 天体。

古人最初认为天圆地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学者 拉斯

（P thagoras，约公元前580至前570之间～约公元前500）最先认识到

大地是球形的。他认为宇宙间最 洁的 西是火，火应该位于宇宙的

中心，称为“中心火”。地球、太阳、月亮和 星都围绕“中心火”

转动。后来，人们认识到“中心火”并不存在，他们看到日月和 星

每天从 方升起，西方落下，于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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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都围绕地球转动。这就是地心说（图9-2-7）。公元2世纪，希腊学

者 密（Ptolem ，约90～168）给出了一个相当精致的地心说体系，

成为此后一 多年中在西方 据统 地位的宇宙理论。16世纪初，波兰

天 学家 白尼通过精密的天 观测和 细的研究 ，发现地球并不

是宇宙的中心，认为地球和 星都围绕太阳转动，这就是日心说（图

9-2-8）。1543年，他在《天体运行论》中公布了这一学说。意大利学

者布 进一步发 了日心说，认为恒星都是 远的太阳，宇宙是无限

的，宇宙没有中心。日心说受到教会的反对，布 由于坚持自己的主

张而被教会处以火 。他 地面对 ， 称自己 为真理而 身。

图9-2-7 示意图 图9-2-8 示意图

文

早期的 远镜都是光学 远镜，是一种利用 透镜和 透镜观测

远物体的光学仪器。它主要有两种类型：折射 远镜是用透镜作物

镜的 远镜；反射 远镜是用 面反射镜作物镜的 远镜。

天 学 先是一门观测的科学， 远镜则是观测天体的重要工

具。没有 远镜的诞生和发 ，就没有现代天 学。现代天 远

镜是 集天体辐射并能确定辐射 方向的天 观测装 ，主要有光

学 远镜和射电 远镜两种。天 好者一般使用双筒 远镜（图

9-2-9）和小型光学 远镜（图9-2-10），天 研究机构则主要使用

大型光学 远镜（图9-2-11）和射电 远镜（图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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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荷兰眼镜 造 斯·利 希（Hans Lippershe ）发明了第

一部 远镜并 请了 利。1609年5月， 利 说了这件事，立即自

己 作了 远镜并 用于天 观测。他惊 地发现，轻 一样的银河

原来是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借助 远镜，他发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

金星的 变化、木星的四颗卫星以及土星的光环。根据观察，他确信

月亮并不像以 大多数天 学家和哲学家所 设的那样是光 和完美的

球体，而是极为 不 的。他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从而表明确实

存在着并不围绕地球运转的天体，有力地支持了 白尼的日心说。

物 光

星

目

平

架

图9-2-10 型 学 的 观和组成图9-2-9 

图9-2-12 体的无 的图9-2-11 型 学

星 太阳 的 不是 ，而是 。 星 星 动的

是 。 星的 是 的 ， 有的是 和 物 。

发现，任何两个物体之间 在一 相 的力，他 这 力

有 力，重力 是 有 力的一 表现。 星 的运动、 星 星的

运动， 是在 有 力 下进 的。人们能够依据 有 力， 地计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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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有哪些太阳活动会强 地影响地球？

2. 日食是由于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从而部分或全部

太阳光造成的。 太阳光的“ ”就是月球。月食是由于地

球运行到太阳和月球之间从而部分或全部 太阳光造成的。试

分辨图9-2-13中哪种情形可以产生月食，哪种情形可以产生日食。

星、 星和 星的运动 ，准 地 星和流星 的出现，给出人造

星、 和宇宙 的运 路 。

国天 学家开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曾是丹麦天

学家第 的助手。第 以观测精密著称于世，他的天 观测精度比

白尼高出20倍，但他反对 白尼的日心说。第 去世后，开

了老 的丰 天 知识和精密观测资料，但没有 从老 导的

地心说。开 坚信日心说是正确的，但也没有 从 白尼的“行

星轨道是正圆”的观点。开 老 第 的 ：一定要 重

观测事实。他 火星的运动轨道与正圆轨道不符的事实，运用自己

丰 的数学知识来分析老 留下的精确的观测资料， 于得出了行星

运动轨道是 圆的结论。

开 的一生充满了不幸。他 年体 多病，一只手 ，视力

， 生 病交加。社会没有给这位 大的科学家应有的 ，反

而使他 受磨 ，有关部门 他的 金 20多年。他的 和 子在

中 。然而，他并没有被 的命运 ，而是以惊人的 力为

人类作出了重大的 。最后开 于 取 的 途中。按照他

的 ，他的 上刻着自己写的一 ：“我 测天高，如 又量地

深。上天 我 ，大地 容我的 身。” 出的科学成就为开

的不幸人生 了几分 ，也为他在 上 起了不 的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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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卡资 料 卡

月

图9-2-13

3. 的 河曾发生日全食。 如当时你正好在月球上，看

到地球上的 河附近会是什么样子？

根据太阳系中 星的主要 ，天文学家 将 们分为两类：前四

为类地 星， 们较为 近太阳， 是 体星，体 较 而 度较大；后四

为类 星， 们 较为远 太阳，体 较大而 度较 。由于天王星和

海王星有 地方和 星与 星不同，所以有时类 星仅指 星和 星，天

王星和海王星 作一类。

按照 统的定义，行星通常 自身不发光，环绕着恒星的天体。

一般来说，行星的质量要足够大且近似于圆球状，自身不能像恒星那

样发生核聚变反应。按照这种理解，太阳系有 大行星，即前面提到

的8颗行星再加上比 星离太阳更远的 星。

随着一些具有 星大小的天体以及太阳系外的行星被不断发

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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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述定义显得不够明确。2006年8月 开的国际天 学联合会第

26 大会通过了行星的新定义，通 地说，行星应满足三个条件：

（1） 是围绕恒星运转的天体；（2）质量 足够大且近于球

体；（3）清空其轨道附近的近 天体。根据这一定义，太阳系中目前

已知的共有8颗行星。 星、 星以及20世纪后期发现的 、

则被归入一类新定义的天体“ 行星”。

水星、 星和 星与 们的地球相 ， 是 体星。

水星是太阳系中最 近太阳的一 星， 国

代 之为“ ”。从地球上 ， 有时于 出前

出现在 方天 ，有时于 后出现在 方天 ，

时 于太阳的光 中。水星 太阳运

一 需要 天，是太阳系中运动 度最 的

星，自 期 天，是 期的 。水星

有 的大气层，表面 了 形 ， 有

、平 、 、 地等地形（图 - - ）。 图9-3-1 水 表面

1973年11月，美国发射“水手10号” 测器，1974年3月 测器经

过水星，然后进入环绕太阳的公转轨道。此后其分别于1974年9月和

1975年3月两 经过水星， 了大量照片。2004年8月，美国又发射

了“信使号”水星 测器，2011年3月到 水星并进入12小时一周的绕

水星轨道。大量近 离 的水星照片表明，水星表面布满环形山，

处的火山 和 极 处都可能存在水冰。根据 测器的重力测

算，科学家们发现水星的内部构造可能十分 特，其中心是非常 大

的铁核，约 整个星球 径的85 ，周围是一层坚 的硫化铁，最外面

是硅酸盐构成的很薄的地 和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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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2 金

星（图 - - ）是 中 月 最 的

星， 着 光， 国 代 之为“太 星”。

有时在 前出现在 方天 ， 为“

”；有时在 后出现在 方天 ， 为“

”。 星是 地球最近的 星， 期

天。 星 的大气和 层所 ，在地球上

使用望远 不到 的表面， 层中充 电。

为了探 星，人类发 了 十个 星探 ，

们用 探 了 星的表面，有的 过大气层在 星表面着 ，获得了大

贵的照 和 他 。 们从中知 ， 星表面 盖着 的 ，地

相对平 ，到 见 起 的平 ， 有 地、 和高 的 ，以

及一 大的 ， 有 不 的 大的 石 。 科学家认为， 星

的 远 时代的地球， 的大气主要由 的二 化 组成，气 是

地球的 。 和二 化 形成 ，使 表面 度高 。由于

星自 ，从 星上 ，太阳是 升 的。

用 眼 ， 星是一 的星，这是由于 表面的 的 。由

于 ， 不 ， 国 代 为“ ”，在 方 是

的象 。 星 期 天，自 期 时 分 ，有两

星。 的地表 、 石 ， 有 的 态水体， 两极有 的极

（图 - - ），主要是由水形成的 和二 化 形成的 所组成， 时

， 时 大。 星有 的大气层， 度不到地球大气的 分之一，主要成

分是二 化 ， 次是 、 ， 有 的 、水 气和 ， 中，

年 有 发生，气 与地球的 极 近。 世 年代以来，人类 星发

了不 探 （图 - - ），有的 期 星 ，有的在 星表面着 ，

对 里的气 、 和岩石进 了 究。结果表 ， 星在远 时期 能 在

过大 的水， 且 能 在过、 如 然 能 在着 形态的生 。

图9-3-3 的 图9-3-4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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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镜发明以后，科学家看到火星不但 两极有白色的极 ，

而且整个火星表面似乎有 交 的 线。人们以为这些 线是“火

星人” 的运河，利用 极 上冰雪 化的水来 土地。有人还

推测火星的卫星是火星人发射的人造卫星。后来， 远镜的性能提高

了，特别是 测器 上火星后，人们 于认识到火星上根本不存在

“运河”，更不存在火星人。那些 线不过是火星的特 地貌。近年

来的 测结果表明，火星地表有被 的水流冲 而成的 水道、

古老的河 、冲积 原和 积 石层，并且发现了相对新的 。

可能是由地下突发的小股 水 出造成的。

星（图 - - ）和 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两

星， 们 是 由 气和 气组成的 大气

着的 体星，中 各有一个 体的 ， 是

千 的“海 ”。 星的“海 ”由 态

组成， 星的“海 ” 由 态 和 态

组成。

星是太阳系中体 最大的 星， 的直 是

地球的 ，体 相 于 个地球，质 是

地球的 。 是太阳系中自 最 的 星， 太阳 一 大 需

要 年，自 一 需不到 个 时。用望远 观察， 到 上面有一

地球 大的“大 ”。 是 星大气中的一个 风 ， 已经

在了 年。 星表面 有一 ， 们是 星大气在星体高 自 下出

现的现象。

星（图 - - ）是太阳系中最 的 星，用望远 以 到 有一个

的光 ，这是由石 、 和 组成的。实 上， 星、天王星和海王

星 有光 ， 不过 较 而已。 星是太阳系中的第二大 星， 太阳

一 年，自 期 有 个 时。 的 为岩石和水 ， 盖着

图9-3-5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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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他部分主要由 态和气态

的 和 组成。 星的 层大气 有

和 。 星的 度 水 ，是

星中 度最 的。

星和 星 有 的 星，现已

发现 星 星不 于 ， 星 星不

于 。 人激动的是， 们的一 大 星，例如 二、 三和

六，表面 有 层，有大气， 层下面 有 态的水。科学家 ，这

星上 能 在生 。

图9-3-6 和 的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1609年， 利 在 远镜中 意到了土星的光环，但看不清

楚。他就把自己的发现写成密 ，然后公布出来。开 意到了

利 的密 ，非常想知道密 里说的是什么。开 一直认为各行

星的卫星数目应该有一定规律。他想，地球有1颗卫星，木星有4颗卫

星，那么位于地球和木星之间的火星，很可能有两颗卫星。他推测

利 发现了火星的两颗卫星，密 说的可能就是这件事。开 每天

后就研究这些密 ， 于被他 成了一 话：“向你致 ，火

星的双生子。”他以为自己猜到了 利 的发现。过了不久， 利

解释了自己的密 ，开 猜得并不对。 天我们知道，木星的卫星

不是4颗，而是至少有63颗，开 推测的卫星分布规律并不存在。但

有一点他猜对了，火星的卫星的确是两颗。

1. 用天 远镜观测行星，画出行星的表面特征图。

2. 用天 远镜观测是否有行星像月球一样有圆缺变化的现象，

总结你的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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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星和海王星 们十分遥远，在地球上用 眼 不见 们。为了

究方 ，科学家 地球到太阳的平 作一个天文 。天王星到太阳

的 是 个天文 ，而海王星 太阳差不 是 个天文 。光从太阳

到海王星大 需要 个 时。 里 不是太阳系的 界。在海王星的 之

， 有 王星等较 的 星，以及大 气体、 和 他 物质。科学

究表 ，太阳系的直 大 一光年（光 一年的 ）， 是 光从太阳系

的一 到 一 大 需要一年的时间。

天王星的直 大 是地球的 ，质 大 是地球的 ， 期

年，自 期 个 时，与 星一 是自 。天王星主要是

由岩石与各 成分不同的水 物质所组成， 组成主要 素为 （ ），

次为 （ ）。 天文学家认为，天王星的结构 括三个层面：中 是相

对较 的岩石的 ， 不到天王星的 ； 的 面是由 构成的地 ；

最 面是 、 组成的大气层。

海王星的直 大 是地球的 ，质 大 是地球的 ， 期

年，自 期 个 时。 的结构和天王星相 ： 星 是一个质

大概不 过一个地球质 的由岩石和 构成的 体； 面是由不同 态的

（ 括水）构成的 ， 质 相 于 到 个地球质 ， 水、 、

和 他成分； 面是以 、 为主和 组成的大气层。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天 星在被发现是行星之前，已经被观测了很多 ，但都把它

当作恒星看 。1781年3月13日，英国 天 学家 · 尔

（ illiam Hers hel，1738～1822）用自己设计的 远镜观察到它，并

通过连 观测 意到了它的位 变化。他起初认为这是一颗彗星，后

来又说“它在接近圆形的轨道上移动，很像一颗行星”。1783年，法

国科学家拉 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 e，1749～1827）证实 尔

发现的是一颗行星， 尔本人随即也认可了这个事实。

此后，人们用万有引力定律预 天 星的位 时发现，天 星的

实际位 总是与理论计算得出的结果不符。这种现象使许多天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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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卡资 料 卡

非常 ：到 是观测有 ，还是万有引力定律 了？后来有人提

出，在天 星轨道之外，可能存在一颗未被发现的大行星，它的引力

使天 星的运行轨道出现了偏 。英国天 学家亚当斯（John Cou h 

Adams，1819～1892）从1841年开始研究这个 ，经过几年 力，

于1845年10月21日算出了这颗 秘行星的质量、轨道以及在天空中的

位 ，并将计算结果 给了英国格林尼 天 长埃里（Sir eorge 

B.Air ，1801～1892），请 他用天 的大型 远镜 找这颗行星，

但埃里把这些计算结果放在一边，过了 个月才想起过 此事，又由

于他委 的查找者手头的星图不完 ，观测工作没有得到结果。大约

与此同时，法国天 学家 （ . J. J. Le errier，1811～1877）也

在研究同一 ，并于1846年 8月31日整理出了计算结果，预 了那颗

未知行星的位 。他在向法国科学 提交研究 的同时，还给

一些国家的天 写了信，请 他们用天 远镜 助 找新行星。

根据他 出的位 ， 林天 的加 （J. . alle，1812～1910）于同

年9月23日观测到了这颗行星。后来人们把它命名为 星。

离 离
数目

水星 2 440 5 791 0.39 88 0

金星 6 052 10 820 0.72 225 0

地球 6 378 14 960 1.00 365 1

火星 3 397 22 794 1.52 687 2

木星 71 492 77 833 5.20 4 333 已知63 有

土星 60 268 142 940 9.56 10 760 已知62 有

天 星 25 559 287 099 19.3 30 685 已知27 有

星 24 746 450 430 30.2 60 190 已知13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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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 月 的国 天文联 第 大 上，根据新的 星 义，

王星 了作为九大 星一 的 格， 格为 星，同时 这一类

的天体 有 星、 、 。根据通 的观点， 星是太阳系中这

的天体： 们直 太阳运 ，由于自 重力作用 有球 形， 未大

到能 在近 上的 他 天体。

在 星中， 气最大的 然是 王星（ ，图 - - ）。 太阳

天文 ， 期 年，直 ，体 和质 太阳系中

星的 星 要 得 ， 是 获而进 星

的。目前，人们对 王星的组成 不了解，根据 质

和体 出的 度来 ， 能大部分是由岩石和

水 构成的。 王星是 有大气层，一直是人们 的

点。 仅 运 到近 点时 有一层 大气，

而 渐渐远 太阳时，表面 度 之下 ，大气层

能 结了。

一个 的 星是 星（ ，图

- - ）， 在 于 星和 星之间的 星 上，直

大 ， 的质 星 质 的近三分之

一（ ）。最近的观 示 表 现球 ，不同于

他较 且重力较 而 现不 形 的 星。

星的表面 能是各 水 和水 物（如 岩和

等）的 物，内部有岩石化的 和以 为主的地

，表面 能有在 态水海 下形成的海 。

（ ）于 年 国天文学家 里 （

）发现， 认为是 王星的 星， 一， 王星有

。 年 王星和 义为 星。 的直 过

，质 为 ，大 是 王星的一 ，由于 的体 与 王

星不 ， 王星- 的质 在这两个天体之 ， 此 王星与 是一

个 星系统。 的 度 ，大 是 ， 能 星的 质 星

如 五 表面 盖着水 。

年 的 一 星最初 为 （ ）， 式 后 为

星（ ， 里 ）。 于 年 国的一个 究 组 到， 于

图9-3-7 

图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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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年 认。 的 是个 的 ， 一 需要 年， 太

阳最近的 是 个天文 ，最远时为 个天文 。天文学家目前认为，

的直 ， 王星 大。 的大气 能由 和

组成，现在 太阳太远，大气 结成了 ； 运动到近 点时，表面

度将有所升高， 和 重新 成气态。 于 内部结构，现在 能

，有 能是 和岩石的 物，与 王星类 。

1766年， 国中学教 、天 好者提 斯（J.D.Ti t iu s，

1729～1796）根据一些已知的行星数据，发现已知的 大行星与太阳

的 离似乎有一定的规律性，他写道：“如果把太阳到土星的 离分

成100个单位，那么，水星到太阳的 离是 4，金星是 4+3=7；地球

是4+6=10；火星是4+12=16。但从火星到木星，这一十分准确的序列

出现间断。从火星 外，按说应是 4+24=28，可是在该处既无行

星也无卫星。 道造物主有意把这一位 空着？不，还是让我们信心

十足地作如下猜想：该位 是属于火星的一颗 未发现的卫星的，另

外，说不定木星也有几个绕它旋转但 仍未被 远镜发现的天体。

从这一情况不明的位 再 外是木星的领 ，4+48=52；土星则是 

4+96=100。这是一个多么令人 的关系 ”1772年， 林天

长波得（J. E. Bode，1747～1829）根据提 斯的发现进一步研究得到

一个经验公式D=（n+4） 10（天 单位）并正式公布了这一天 数学

规律，这就是著名的提 斯-波得定则。

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相信他们的观点。不久后，天 星被发现了，

人们惊奇地发现天 星也符合上述规律，于是开始 找n=24的行星。

发现接 而至，这里不是一颗行星，而是由成 上万小行星组成的小

行星带。下面是小行星、天 星、 星和 星发现后列出的表。

n 0 3 6 12 24 48 96

D（计算值） 0.4 0.7 1.0 1.6 2.8 5.2 10.0

D（观测值） 0.39 0.72 1.00 1.52 5.2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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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提 斯-波得定则，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相当于 2.8个天 单位

的区 里有一个空缺。于是，18世纪末有不少天 学家致力于在这个

区 找新行星（天 单位：地球到太阳的 离，约为1.5亿 km）。

1801年1月1日 ，意大利西西里 天 长 亚 （ .Pia i，

1746～1826）观测到一颗他从未见过的星，经过20多天的观测，他确

信这是一颗行星。1月24日， 亚 写信给波得 知这一发现。当时

通信要靠 ，波得 到信已是 3月20日。他认为 亚 发现的

正是人们长期以来 找的那颗行星，立即着手进行观测，但此时这

颗星已经 没在太阳的光 之中无法观测了。这时，青年数学家高斯

（C.F. auss，1777～1855）运用数学方法 细计算了这颗后来被定名

为 星的行星的星 表，预测了它再 出现的时间和位 。1801年

12月31日，人们在高斯预 的方位上重新找到了这颗星，后来发现它

是一颗直径只有 900多 的小行星。此后天 学家在火星与木星轨

道之间又发现了许多小行星，它们构成了一个小行星带。

n 0 3 6 12 24 48 96 192 384

D（计算值） 0.4 0.7 1.0 1.6 2.8 5.2 10.0 19.6 38.8

D（观测值） 0.39 0.72 1.00 1.52 2.2~3.6 5.2 9.56 19.3 30.2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说出经常 没在太阳光 中的行星名称，解释其原因。

2. 在太阳系的哪些行星上会看到太阳西升 落？为什么？

3. 科学家猜测，在火星上、在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上都可能存在生

命。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查阅有关资料，列举上述猜测的理由，并根

据你的理解做出说明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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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星 和 星 之间，有一个 星 ，大 由 星

组成。这 星实 上是一 大 不等的石 ，最大的直 有 ， 的

不到 。大的 星 有自 的 星。 大 星 为三类：

类 星最 见， 发 的石 ； 类 星 眼， 们

有 ；以 为主要成分的 星， 能 是 大天体的

部分。 星们分别 为智 星、 星等。 中有 千 星是

国天文学家发现的， 们分别 为中华、 、 之、 、李

、 师大等。

的成 ， 了 、 行 其 以 行 之 ，还有

小行 、 流 。 们是一些什么样的 ？有哪些特 ？行

都有 定的 道，这些小 在哪 ？这些 的小 我们有

什么 ？科学家 什么要 究 们？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在太阳系中，除了火星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

小行星带以外，20世纪以来还发现了其他几种类型的小行星。

19世纪末以来，天 学家发现有些小行星明显 出了 统的小行

星带的 围而十分接近地球轨道，有些甚至穿越地球 至金星轨道，

天 学家根据已经 的这些小行星的近日点 离和轨道 长径的数

值，把它们 分为三种类型，统称为近地小行星。

20世纪初， 先在木星轨道上发现了它的 随小行星，其后

发现其他行星如火星和 星也有自己的 随小行星，天 学家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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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小行星称为“特 小行星”。出人意料的是，2011年，美国天

学家证实，地球也拥有自己的特 小行星，名为2010TK7，直径大

约300 m。

天 学家还发现，在 星轨道之外、 离太阳大约50个天 单

位的区 ，存在着一个 大的小行星带，称为 小行星带（图

9-4-1），它由大量冰体组成，它们的直径可以 到几 甚至更

大。也是由于 带中小行星的发现，才最 导致 星从行星中

，并将它列入 小行星带。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小行星是一些在太阳系形成时所 留下来的

石 片，它们保留了一些太阳系形成初期的信息，从而可以进一步

了解太阳系的起 和 化。

一些含碳小行星上可能形成极为珍 的大块 石，那些以金属为

主要成分的小行星在小行星中大约 1 10，它们大多是 铁合金。有

些小行星可能含有更 重的金属，例如 、银和金。随着 天 的

发 ，太空 矿 将从 想成为现实。

近地小行星的发现，使小行星研究与地球 全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一些近地小行星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因而存在着这些小行星

与地球相撞的 。20世纪以来，在地球上许多地方发现了年代久远

的 大的 石 ，有些可能就是近地小行星撞击的结果。20世纪末以

来，已经有几颗小行星被预测存在数十年内与地球相撞的 ，为

此，一些天 学家正在 测和深入研究它们，同时也设想了应对

小行星撞击 的多种预 。

图9-4-1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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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在中国民间 “ 星”，是由 物质和 在

一起形成的“ 球”（图 - - ）。 近太阳时，由于阳光照 而 度升

高， 的表面逐渐 化，在 （通 ） 形成 的 发（ 与

发 ），在太阳 出的高能 电 子流的 力下， 中气体和

物质大 ，形成 太阳的 ，这 是 。

最有 的 星是 星（图 - - ）， 的出现 期 为 年， 上

经出现过 星的 贯 个天 的景象。 上次 的时间是

年，下次 为 年。

图9-4-2 个 图9-4-3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尔物理学 得主S. 拉 在《科学家》（1946）一 中

写道，1705年， 蒙·哈雷（E. Halle ，1656～1742）向 家学会作

了《彗星 要》的 。哈雷研究了从最早年代直至牛顿时代有

关彗星的各种 ，并根据牛顿定律对从1337年到1698年间作过 门

观察的24颗彗星进行了计算。正是在这 论 中，哈雷想到了这种可

能性，即彗星的运动轨 可能是极 的 圆而不是 物线。在后一种

情况下彗星来自无 远处，也将归 于无 远处。在前一种情况下，

彗星就是太阳系的成员了，经过漫长的 干年，它们将重新出现。正

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哈雷才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这样，如果出现一

颗新的彗星，可将它的轨 与已计算出的轨 相比较，我们就可能确

定它是否是曾出现过的彗星。哈雷还说，许多 象使他相信，1531年

的那颗彗星与1607年观察到的彗星，以及1682年他本人 自观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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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是同一颗彗星，他还认为大约在1456年看到的那颗彗星也就是这

同一颗彗星。随后他写道：“由此我很有信心地大胆预言，这颗彗星

将于1758年重新出现。”世界上最早 录哈雷彗星出现的是中国

《 》。《 · 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 月，……

有星 入于 。”从那 开始直到清 统二年（1910年），哈雷彗

星共出现31 ，中国 书都有 。西方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 录是

在公元66年，《后 书·天 》对这 哈雷彗星出现也有 。

上，对周 的时间一直不能确定，只知道大约发生在

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成书于西 时期的《 子》中

提到， 前有大彗星出现。现代科学表明，彗星的出现有一定

周期，著名的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 。根据我国天 学家的推算，

哈雷彗星曾经在公元前1057年出现，这就为确定 时间提 了

一条重要线 。后来又通过对月相、木星位 和大量 资料的

据， 家们确定 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资 料 卡资 料 卡
名

彗星：绕太阳一周为3.3年，是目前发现的周期最短的彗星。

1819年， 国天 学家 （J.F.En ke）精确计算了它的轨道并作出

1822年回归的预测，因而得名。它将于2013年再 回归，通过近日点

的时间是2013年11月21日。

斯特彗星：1975年发现，公转周期约为558 000年，是 型的长

周期彗星。它的彗 被形象地称为“ 形彗 ”，令人惊奇。

彗星：1996年1月30日，日本天 好者 在人 发

现了这颗彗星。它上一 出现的时间约为17 000年前，由于受行星引力

影响致其轨道改变，因此以后十万年内回归的机会很小。

尔- 彗星：1995年由美国两位 天 学家 · 尔

（Alan Hale）和汤 斯· （Thomas Bopp）各自 立地发现，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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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1日过近日点。它上一 出现可能在4 200年前，受木星引力影

响，它的轨道被 短，其公转周期 短至大约2 380年。 把它与哈雷

彗星放在同一轨道上， 尔- 彗星的光度比另一颗会亮上 倍。

关于 星的来 有 法，一 较为流 的 法是 们来自

（ 别是 期 星）， 有一 同 大的 法是， 们来自 为遥

远的 ，认为 是 太阳 到 天文 的一个 大 星“

”， 计 中的 星 过 千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彗星的彗 由非常稀薄的气体组成。彗 扫过地球不会产生任何

影响。但是，如果彗星的头部撞上地球，将会产生 重的后果。

1993年3月24日，美国天 学家和地质学家 金· 夫 和天

好者戴 ·列 发现一颗彗核已分 的彗

星，这就是被命名为“ -列 ”9号的彗

星，1994年，人类 眼目 了它撞击在木星上的

观景象。1994年7月16日，“ -列 ” 9

号彗星的第一块 片以每 60 km的速度撞到木

星大红 的 方，木星 约45 的地方，此

后彗星的其 20块 的彗核也先后撞击在同一

度，在130小时里放出了相当于20亿颗原子弹

的能量。

我国 金山天 准确预 了这 相撞。预

的撞击时间与实际发生的时间只 了3分 。
图9-4-4 

后 的

天气 的 ，如果 观察， 不时 到一 过 ， 能

已知 是流星。

着一 的流星和 星有 区别 们来自 里 在地上 有



163

资 料 卡资 料 卡

结果

流星（图 - - ）

是来自星 间的

、 、石 和

，进 大气层后与

气 发热、 而发

光。 中 大部分

在 气中 ，

在地面上成为 石（ 星）。 年大 有三千 重 大于  的 石

到地球上， 们大 是由岩石构成的，有 主要 和 ， 有的是由岩

石与 、 而成的。一 来 ， 石 大的 星 为 石（图 - - ），

大的 星 为 。

大的 石 地面时 形成 石 。

大的 石极为 见， 们 能是

改 了的 星或 星的 部， 们

地 地球、月球和 他 星。目前已

经在地球上发现了 石 ， 大

年代十分久远。例如， 的 国

格 石 （图 - - ）， 直

为  ，是 年前一 大

的 石 而形成的。月球和水星上的 形 ， 大 是 石造成的。

有 科学家认为，大 石对地球的 ， 能是造成 的 。

图9-4-6 1976

的

图9-4-5 

图9-4-7 

流星 是由相互联系的许多流星组成的，它们来自太空的同一地

方，是由地球运行时通过一 流星体而造成的，而这一 流星体

是由彗星 的尘埃形成的。通常对流星 （ ）有两种命名方式：

有的流星 用与它密切相关的彗星来命名，例如比拉彗星 解后形成

的流星 做“比拉流星 ”，由此产生的流星 就 做“比拉流星

”。也有的流星 用它在空中开始 发的那一点——辐射点所在的

星 或恒星来命名，例如“ 子 流星 ”。

每年出现的著名流星 有天 流星 （4月）、 瓶 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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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英 流星 （8月）、 流星 （10月）、 子 流

星 （11月）、双子 流星 （12月）等。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通常所说的小行星带在哪里？除了它以外，小行星还有哪些可

能的来 ？

2. 我们为什么要关 小行星、彗星和流星体？

3. 通过查阅图书 和上网，进一步了解关于小行星和彗星的知

识，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对象，写一 短 。

4. 进行一 流星 观测，完成一 观测 录。

银河系是由 星组成的星系， 们 眼所见的 星，

于银河系。 的 形 一个 的 ，直 光年，中 度 光

年。太阳系在 银河系中 大 光年的地方，以 的 度 银

河系中 ， 动一 大 需要 年。

宇宙中 在着 不 的 银河系这 的天体系统， 们通 由 上

星以及星 物质构成， 间

度为 千 十 光年，天文学

家 之为“星系”或“ 星系”。

的 大星 （ 星系，图

- - ）和大 哲 星 、 哲

星 （图 - - ） 是 银河系较近

的 个星系。在银河系

我们已经知道：地球 的 球 同组成了地 ，围

。 围 动的 构成了 ， 是 的

河 的成 。

图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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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光年的 内，已经发现了大 个星系，直 一 在 光年 ，天文

学家 之为“本星系群”。大 星系群组成星系 ，直 大 为 千 光年。

目前已发现上 个星系 ， 远 光年之 。目前已发现的 大部分较

的星系 于一个 大的 星系 ， 为“本 星系 ”，直 为

光年， 括银河系在内的本星系群 近本 星系 的 界。 远的星系

于 的 星系 ，这 星系 形 。

国 时代的《 子》中 ：“天地四方 宇， 来 宙。” 天

人们理解的宇宙（ ）是由 间、时间、物质和能 所构成的统一体，

星及 星所构成的系统（如地月系）、 星系（如太阳系）、星系（如银

河系）、星系群（如本星系群）、星系 、 星系 （如本 星系 ）代表

了宇宙结构的基本层次。借助最 进的观 ，已经能够观察到 地球

光年以 的天体。在这个 内的一 天体的 和， 为 星系。关于 星

系，有两 不同的理解。一 观点认为， 星系仅仅是将能观察的天体 在一

起，严格来 不能 为天体系统。 一 观点认为， 星系是一个 星系

高一级的天体层次， 的 度 能 于、等于或大于观 所及的宇宙部分。

关于银河系和宇宙的 内容， 们将在九年级下册进一步学习。

（ ）大 哲 星 （ ） 哲 星

图9-5-2

起初，人们认为大地是一个无限 的 面，上面 着 球形

的天空。《 书·天 》 ：“周 家云： 天圆如张 ，地方如

局。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之说。天 学 家认为，天圆地

方，实质上是天圆地 。其他古代 明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天圆地方

说代表了人类 明早期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可以看作人类认识宇宙的

第一个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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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们发现，有很多现象表明大地不是 的。于是，有人猜

测，大地是一个 大的球体，日月星 都围绕它转动。这就是地心

说。公元2世纪，希腊天 学家 密在前人积 的大量观测 料和理

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相当精致的地心说体系，是17世纪以前

西方最主要的宇宙理论，也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第二个里程 。

1543年，波兰天 学家 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提出，太阳是

宇宙的中心，地球和 星都围绕太阳转动，这就是日心说，是人类认

识宇宙的第三个里程 。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银河系是一个 大的天体

系统，还有人猜测在宇宙中存在许多类似于银河系的天体系统。到20

世纪初认识到太阳并不在银河系的中心，进而确立了科学的银河系

念，这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第四个里程 。

1916年， 因斯 提出 义相对论， 示了一个与以 根本不同

的时空观。1917年， 因斯 建立了第一个以 义相对论时空观为基

础、由他所提出的引力 方程的解导出的宇宙模型，开创了现代宇宙

学，这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第五个里程 。

1922年， 联科学家弗利 最先从相对论得出，宇宙是

的，或 动的（即 交 的）。随后，美国天 学家哈 （Ed in 

P. Hu le，1889～1953）发现银河系外存在星系，并进一步论证了宇

宙在不断 的观点，提出宇宙 的速 是一常数，被称为哈 常

数。1948年，美 俄 物理学家 夫等人提出大 模型，认为宇

宙起 于原始火球的核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 模型获得了

有力的观测证据，被科学界 接受。按照这一理论，宇宙起 于约

150亿年前的一 大 ，然后持 并逐渐 温，形成 天的宇

宙。大 模型的提出和完 ，这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第 个里程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关于银河系和更大的天体系统，你知道哪些重要事实？

2. 借助小型天 远镜观测 星系并作观测 录。

3.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 了哪些重要阶段，这些认识有什么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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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生 具有层次结构。生物 生

构成层次中的一个基本 ，本 也是具有层次结构

的，其基本构成 元是细胞。那么，细胞具有什么样的结构

能？从细胞 ，整个生物 是如何 层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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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在 年 ，你已经学习了 微 细胞， 了细胞的基本结

构。那么，你是否 这些问题：构成一个生物 的所有细胞是一样的

吗？细胞 一 、细胞 我们的 是什么 ？细胞 是怎样组

成生物 的？

不同种类的细胞不仅大小不同，而且形态各 。细胞的大小相

非常 。最大的是鸟的 细胞，如 鸟的 细胞的直径可以

到75 mm。最小的是一类细 ，

直径只有0.000 1  mm。人的红细

胞直径约为0.006 mm～0.01 mm，

物体中的大多数细胞直径约为

0.015 mm～0.065 mm。细胞的大

小与生物体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例如，大象和小象的个体相

很大，但组成它们的细胞的大小几

乎没有 别。它们身体大小的 别

主要是由细胞数量的多少造成的。

细胞的大小与细胞的功能有关。 

图10-1-1 各种 的 、 物

年， 国 物学家 （ ， ）和

国动物学家 （ ， ）在观察的基础上， 结 年

作，最 提出了“一 动、 物 是由 组成的； 是动、 物形态结构

和 能 动的基本 ”。这 是最 的 学 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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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学 表 了整个生物界在结构上是统一的。 学 的提出有力地

进了生物科学的发展。 格 将 为 世 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们已经知 ，各 （ ）、 质

（ ）和 （ ）等基本结构。 是不同的 程

度和 能 点是有差 的。 如 和 ， 们之间有 方面的区

别， 中最主要的是 的 物质 在 中， 的 物质 有

。下面以 为例学习 的基本结构和 能。

是 在 的一层 。

了对 有 作用 ， 以 物质的进出和 。

情 下，对 有用的物质能够通过 进 内， 内 生的

物 能通过 排到 ， 他物质 不能通过 。 的这一

性 为 通 性。 的 通 性对 持 的 生 动是不

的。 一 ， 的这个 性 了。

目的：观察 的选择通透现象，了解什么是选择通透性。

材料与用具：2个100 mL的烧 、2个大小适 的 、5 mL

的 粉液、5 mL葡萄糖 液、2条10 m长的线、 刀、 射器、 糖

试纸、 液（盛于 瓶内）、玻璃标 。

步骤：

1. 用 刀将 的一 开一小 ，排出里面的气体。用 射器

将5 mL 后冷却的 粉液 入 内，用线将 扎紧。 要时用流

水冲洗 ，以除去外表面上的 粉液。

2. 把装有 粉液的 放在盛有水的烧 A里（图10-1-2a）。加

入足够量的 液至水呈 黄色为 。

3. 用烧 B重复步 1和步 2，但在 中用葡萄糖 液代

粉液，并且在烧 B中的水里不加 液（图10-1-2 ）。

4. 约20分 后，观察烧 A中的 ， 录你所观察到的 里

及烧 中的液体发生的变化，这时 中液体的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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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5. 将 糖试纸放入

烧 B的水中 一下，

录试纸颜色的变化

（使用 糖试纸

前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讨论：通过上面的实

验你能大体描述一下什么

是选择通透性吗？

图10-1-2 

（ ）

（ 有

）

水
（ 有

）

水

（ ）

通过观察， 们体验到 是 通 性。事实上， 的 通 性

这要 得 。

质

以内、 以

的 物质 质，

的 生 动在这里进 。

在光学 下观察 ，

以 到 质是 的

物，而且在不 流动。 质

内 态的部分是基质，在基质中有 体（图 - - ）、 体（图 -

- ）、 等各 。

体 在于各 中。 以一 有 物为“ ”，通过 的生

物化学反 为 的生 动提供能 ， 此有人 体为 的“动力

间”。 体主要分 在 物的 中， 体中 有 素。

素能 光能，通过光 作用将光能 为化学能， 在 造的有 物中。

大 成熟的 物 里有一个或 个 ， 由一层 ，里面充

。 中 解有 物质， 以使水果 或 ，使

或 。 的 度， 着 物对水分的 。

图10-1-3 粒体 图10-1-4 体

目的：通过显微镜观察，认识 体的形态及其在细胞中的分

布，了解细胞质流动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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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用具：新 的 、显微镜、 玻片、 玻片、 管、

子、 。

步骤：

1. 在实验前几天，把 观察用的

放在光照充足、温暖的室温条件下 。

2. 用 子从 的新 上取一片

的小 ，将小 放在 玻片的水 中，

上 玻片。

3. 用 倍镜观察 片细胞。

4. 用高倍镜观察 片细胞。

（1）观察 体。 细观察 片细胞

内 体的形态和分布情况。 体一般

呈 色， 形。

（2） 图10-1-5观察细胞质流动。每个细胞中细胞质流动的

方向是否一致？观察时可用细胞质基质中 体的运动作为标 。

5. 图。用铅 画一个 片细胞，画出细胞内 体的形态和分

布情况，用 头 明观察到的细胞质流动方向。

6. 生物图：

（1） 生物图一定要根据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来画，不可 离看

到的真实情况， 着自己的想象或按照书上的模式图来画。

（2）先选定图在纸上的大体位 。一般应 偏向纸的 上方，

而把 上方留作 字， 下方留作写图 用。

（3）用硬而细的铅 （3H）轻轻 出看到的细胞结构的

线。 意：图的大小要适中。

（4）用铅 在图中不同部位点上不同疏密的小点儿。越 的地方

点子越密。

（5）图上的重要结构应 明它的名称。字应 在图外（一般在图

的 ）；用引线把字与所说明的结构连起来（应尽量使各条连线相

互 行）。图下应有图 。

意：实验完 ，应 回显微镜；洗净玻璃器具和解 用具，

放回原处；并 细洗手。虽然后面我们不会每 都提 你了，但请

， 是在实验室工作后都 这样做，使它成为自己的习 。

图10-1-5 质的 示

意图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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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6 

料 ：

为了检验细胞能否在没有细胞核的情况下生活，一位生物学家用

变形虫做了如下的实验（图10-1-6）。

生

生

讨论：

1. 你如何解释这 实验及其结果？

2. 分别对100个无核

片和100个有核 片的

存活情况进行观察，实验

的结果如 表所示，请你

根据表中的数据，对细胞

核的重要性作出解释。

料 ：

1996年7月5日，在英

国 出 生 了 一 只 称 为 “ 多

”的小 ，由于这只小

讨论：

1. 体的形态和分布与 体的功能有什么关系？

2. 活细胞的细胞质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这对于细胞完成生命活

动有什么意义？

核

在 内部有一个近 球形的结构， 。在 中 在着

（ ）， 是 的主要 物质。 和一 质结 在一

起， 用 性 对 进 时， 成较 的 ，所以 为

质。 分 时， 质 成在光学 下 观察到的 体。

个 存活数量 个

核

1 81

2 62

3 20

4 0

核

1 79

2 78

3 77

4 74

10 67

30 65

料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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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在这只小 诞生之后，科学家们发现，它的外形与提

细胞的母 A最为相似。试说明， “多 ”的实验说明了细胞

核具有什么功能？

图10-1-7 的 生

从 体内

取 ，

取出 中的

从 体内取出

未 的

有 和

质的

体 培养 天
“代理

” 子 内

在子 内发育

“ ” 生了

：在 程中 到 的方法，以对 物

分。在对细胞的 中，我们 去 细胞的 同特 之 ，还

意细胞的相 之处。 如，植物细胞、动物细胞 细胞的 同特

是都具有细胞 、细胞质 细胞 。 是，植物细胞 细胞有细胞

，动物细胞 有细胞 某些植物细胞具有 ，这是动物细胞

类所 有的 动物细胞在分 现中 。

同 ，一种生物的细胞，由于生 的 不同，所 成的 能不同，

们的 、结构也 不同。 如生 的细胞 具有 多的 粒 。

，我们能够了 物的一般性质 ，我们

还可以 物特有的性质，以 别于其 的 物。

是用 出来的，因此，我们把这只小 称为 。图

10-1-7就是这只 的 过程简要示意图。

上述 表 了 在 的生 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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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水又 又 ，但生活在 水中的带 没有像 水一样的

味，在 过程中加入食盐后， 肉又可以变 。请解释上述现象。

2. 构成生物体的细胞的基本结构包括 、 、 。

其中，能够保 细胞内部结构和 物质进出细胞的结构是 ；

细胞内的生命活动主要发生在 ；在生物体的 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的结构是 。动物细胞和 物细胞的主要 别是 。

3. 细胞没有细胞 能生存吗？ 

4. 给图10-1-8a中的 物 盐水，

过了30分 ， 物变成了图10-1-8 中

的样子。看图回 下列 ：

（1）给 物 盐水后， 物细胞

发生了什么变化？

（2）说说导致 物细胞发生变化

的原因。

（3）如果再给图10-1-8 中的 物

水，你预测 物会发生什么变化，并说明理由。

一粒小小的种子 成了 一个 细胞 成了一个

人，这些“ ”的 程是怎样 生的？我们可以 到，细胞一方面

在不 地 多，一方面 能都在不 地 化。是这样吗？

分

图10-1-8 物 水 后的对

（ ） （ ）

分 （ ） 是由一个 分 为两个 。分 能使

的 。 着 的 和体 大，生物体 表现出了生 。

分 时 是 内的物质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新的 ；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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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 分为两 ，各自 着一个新的 。于是，一个

成两个 。

大 分 着

体的 化。 分 之

前， 内的 体 一

；分 时， 内的

体平 分成两 ，分 到两个

新的 中。所以新形成的

内的 物质与 来

中的完全相同（图 - - ，

图 - - ）。

体

图10-2-1 物 的分 图10-2-2 物 的分

人们 以 根 为实验材 ，来观察 的分

过程。图 - - 是 根 的 示意图。 下部

而 的区域 是 分 最 的区域。图 -

- 是在 下 到的这一区域的部分 ，从图中

以 地 到 于不同的分 时期的情 。

图10-2-4 分 的 根图10-2-3 根 示意图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细胞的体积一般都比较小。不同生物同类型细胞的体积一般是相

近的，不依生物个体的大小而 大或 小。如人、牛、 、 、象的

细胞、 细胞的大小基本相同。因此，器 的大小主要 定于细胞

的数量，而与细胞的大小无关。细胞为什么这么小，与其生命活动有

什么 然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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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你的同 讨论，对细胞体积小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

预测。细胞体积小的原因是 。

2. 对下图3个 长不同的立方体的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并将计算

得到的数据填入下表。

长（ m） 表面积（ m ） 体积（ m3）
表面积 体积

（相对表面积）

1

2

3

a

3. 依据上表中的相关数据， 标曲线。（ 意选择适 的单

位长度）

表
面
积
／
体
积

︵
相
对
表
面
积
︶

体 （ ）

讨论：

1. 分析 标曲线，你能发现什么规律？

2. 你计算和分析的数据是支持还是反对你提出的预测？

3. 细胞这样的结构特点对于它完成功能有什么好处？

在一个 发育为一个生物体的开 ， 通过不 的

分 生新的 ，新 生的 在形态、结构上 相近， 中，一

持分 能力，而大部分 不再分 ，逐渐发育成为 有 能的

。大 有一 的“ ”， 的 将由新的 代 。 之，

生物体内 的生 、分 着严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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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性 是 较高的 病之一， 症就是一种 性 。人

为什么会 上 性 呢？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中细胞的生长和

分 受到 格的 。但由于某些因素的

影响，一些原本不再分 的细胞不受

地 分 ，并迅速生长，在人体的某些

部位 积起来，从而形成 。 性

与 性 的不同之处在于 性 细胞

会转移。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引起 性 的最 原因在于人体中的某些

基因发生突变，使细胞的分 过程 去了 。现在科学家们正

在 力 找“ ” 性 的 基因的方法，以 早日根除这一

人类 的大 。

图10-2-5 种

分

中

目的：观察不同组 中细胞 的形态和结构。

材料与用具： 肉组 的 久装片、 经组 的 久装片、显微镜。

步骤：

1. 取骨 （或心 、 ）的 久装片，先用 倍镜观察，

找到 型的细胞 。然后 高倍镜进一步观察细胞的形态和结构。

肉组 细胞 的简图。

2. 取 经组 的 久装片，完成与上面相同的观察和生物图

过程。

讨论：

1. 描述 经组 和 肉组 中的细胞 形态和结构。

2. 经组 和 肉组 中细胞的形态为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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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个成年人 体的 十 （经 用的 据为 ）

个， 有 不同的类 。这 是由一个 发育而来的。

分 形成的是一 形态、结构相 的 ，这 在发育过程中逐渐

不同方 发展， 为形态、

结构和 能不同的 ，这

化过程 为 的分

化。由 分化 生的，形

态相 、结构和 能相同的

构成的 群 组织

（ ）。在动物体中，

组织 以分为 ，如

组织、 经组织（图 -

- ）等。

上 组织 经组织

结 组织 组织

 图10-2-6 体 分化 成组 的示意图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分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多向分化 能细胞。在一定的

条件下，它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的器 组 。由于它可以再生出各种

组 器 和人体的 在功能，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眼球。

干细胞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年来，各国科学家不断加大

研究力度，在分离、 、定向 导和应用基础研究 多方面取得

突 性进 。不仅成功地 导了 干细胞的分化，更实现了将体

细胞转化为 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为人类 病的 现了

的前景。

科学家们希 利用干细胞可以 复分 、分化能力的这个特点，

目前还在 人类的白血病、糖 病、老年 症、重症 、

角 病、 金森 症等 病；甚至在人体外 导产生人体所需要的某

种器 ，以代 人体中发生病变的相应器 。

但是，目前关于干细胞的许多作用机 还没完全清楚，无论是成

体干细胞还是 干细胞的研究与 应用之间还 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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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人的第一个细胞是受精 细胞， 儿从母体的子 中生出来时

组成身体的细胞大约有1012个，一个成年人约有6 1013个细胞。一个

受精 细胞在形成生物体的过程中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细胞数目的

多？构成多细胞生物体的亿万个细胞只是简单 积在一起就构成一个

生物体了吗？这些细胞是怎样构成人体的呢？从一个受精 形成生物

体的过程中，细胞发生怎样的变化？

2. 简单描述细胞分 的过程，想一想这样的 序有什么意义？

3. 人体不同部位的细胞 别很大，但是，细胞核中都具有23对

色体，为什么？

人和 他高等动物体的 在分化后 形成不同的组织。一 认为，

组织、 经组织、结 组织、上 组织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组织（图 - - ）。

细胞分化 生组 ， 组 是怎样构成生物 的 ？

在 界中，有些生物是由 细胞构成的，这样的生物 细胞生

物， 如 、 一些生物 是由 多 、结构 能

不同的细胞， 一定的结构层次构成的， 如 动物 植物。

图10-3-1 和 物体的 组

经组织上 组织 组织 结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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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目的：识别 上可以发现的组 ，知道组 是如何形成器 的。

材料与用具： 刀、解 刀、 子、解 、吸水纸、 。

步骤：

1. 去 上的 ，吸去多 的水分。

2. 找到 。 通常位于 下，呈黄色。

3. 观察 肉， 肉附着在骨 上，呈粉红色的束状结构。

4. 观察韧带和 ，它们都是白色的有韧性的组 ，韧带将相

的骨 连接起来，而 将 肉与骨干连接起来。

的 主要是由上 组织构成的， 于 组织， 、 下

、 等 于结 组织，在 间 以发现 经组织。 这 ，不

同的组织按照一 的排 方式有 地结 在一起， 有一 的形态

的 能，这 构成了 （ ）。

再如 开 物，体内主要有起 作用的 组织；起 养 作

用和进 光 作用的 养组织（如果 和 ）；起运 作用的 组织（如

、 ）；起 作用的 组织（如 的表 ）； 有终生 持分 能

力，能 生新 的分生组织（主要 于根 、 等 ，图 - - ）。这

组织进一步构成 物体的根、 、 、 、果实、 子这六大 。

图10-3-2 物体的 组

分生组织组织 养组织 组织 组织

一 物通 由根、 、 、 和果实（果实中有 子）这 组成。

这 ， 物体的结构层次 以概括为：

组织 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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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 同完成一 或 生理 能的 个 按照一

的次序组 在一起 构成了系统（ ）。如人的

系统 是由 、 、 、气 、 气 、 等 组成

的（图 - - ）。这 此之间相 作， 同完成

能。动物体由 不同的系统构成，人体和高等动

物有 化系统、循 系统、运动系统、 系统、 系

统、 经系统、内分 系统、生 系统等八大系统。

各个系统在结构上 此联系， 能上 此 ，使人

体（或 他高等动物体）成为一个有 的整体。人体和

他高等动物体的结构层次是：

组织 系统 人体（或 他高等动物体）

生物体 有严整有序的层次结构，事实上生物个体 是生态系统这个 大

的体系中的一 。

通过电子 ， 们能观察到 中 的结构，如 体、高 基体

等。经过分 ， 的组成成分中主要 有 质、 、 类、 类、 、

水等。在 内部的 观层面上， 有层次结构， 能 整理出来

图10-3-3 体的

吸 和 吸系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将下列 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 序进行排列。

组 ； 大分子； 种 ； 细胞； 器 ； 生态系统；   

系统； 落

2. 从 里选择一种 物，说明它的结构层 。

3. 单细胞生物与多细胞生物相比较，哪一类更原始？哪一类更进

化？为什么？

4. 把下列各名 与它们相符合的内容用线段连接起来。

细胞 人的 上 细胞

组  果肉

器  一

系统 西 种子

生物体 、 、 等联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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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到整个地球，从动物、植物到细胞，从河流山川到

水滴尘埃，物质世界丰富多彩，所有的物质对象都处在一定的

结构层次之中。那么，组成这些对象的物质究竟是什么？有哪

些不同的种类？是否也有一定的结构层次？古人说：“一尺之

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根木棒，一块砖瓦，是可以无

穷无尽地分割下去，还是分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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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 硅表面的原子图像图11-1-2 48个铁原子的图像

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是千百年

来科学家、哲学家努力探索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证实，物质是由

特别微小的微粒构成的。你知道构成物质的基本微粒有哪些吗？这些微

粒还可以再分吗？

科学家经过不 探 而 实，分子、

子和 子是构成物质的三 基本 。

构成物质的 是在不 运动着。在远

能 到 ，水在 下的 发等 是

不 运动的结果。

间是有间 的。相同质 的同一

物质在 态、 态和气态时所 体 不同，

是 为 间的间 不同；一 物体的热 现象，是由于 间的间

热时 大， 时 而造成的。

极 ， 们 眼 不见。一 水（ 为 ）中大 有

个水分子。这是一个 大的 ，如果全 （ 人） 学生

一个分子，大 需要 年 能 完。通 用来进 化学实验的 ，

有 ， 中 有 以 计的 在进 “ 体表 ”。

在科学发 的 天，人们已经能够借助于 描 （ ），直

观察 在物质表面的排 （图 - - 、图 - - ）。

图11-1-1 蒸发水的微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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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科学 究表 ，有 物质是由分子（ ）构成的，如 气、

气、 气、水、二 化 （图 - - ）等。

分

图11-1-4 由分子构成的物质

由二 化 分子构成气由 分子构成

气

分子
水

水分子 二 化 分子

水由水分子构成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非常小，肉眼无

法看到，你能用什么方法来证明分子的存在？你认为生活中的哪些事

实或现象能够证明分子的存在？

生活中的事实或现象 如何证明分子的存在

生 中的 现象 了分子的 在，这 现象 体现了分子 有 的

一 性质。例如，由于构成水的 水分子的运动 致了水的 态 化。

将水 热到一 程度，水分子运动 ，分子间的间 大，水由 态 成

气态； 将水 到一 程度，水分子运动 ，分子间的间 ，水由

态 成 态。

此之 ， 是 发现了分子间 在着相 作用 的 后

，坚 的 体 ，这 现象 分子间 在着 力。分子间

在着 力， 体和 体 ，气体 到一 程度后 再

，这 事实 是分子之间 在 力的表现。

常生 中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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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5 由原子构成的物质

气由 子构成 石 由 子构成 由 子构成

子

气
石

子 子

分子是构成物质的一 基本 。 分子是 以再分

分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水在通电的条件下会发生分解，生成

氢气与氧气。研究发现，水通电时，构成水分子的氢原子和氧原子进

行了重新组合，每2个氢原

子结合成1个氢分子，每2个

氧原子结合成1个氧分子，

大量的氢分子和氧分子聚

集成了氢气和氧气。

讨论：

1. 你认为氢原子与氢分子、氧原子与氧分子之间各是什么关系？

2. 你认为二氧化碳分子与氧原子、碳原子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

3. 请你归纳总结原子与分子的关系。

究表 ，分子是由 子（ ）构成的。 子构成分子时，分子中 子

的 类、 和构成方式是 的， 而分子是 的。 个水分子是

由 个 子和 个 子构成； 个 分子由 个 子构成； 个 分子由 个

子构成。 n 是由 、 、 子构成的 而成的， 个

有 个 子、 个 子和 个 子。球 （ ）是由 个 子构

成的分子，形 一个足球。 和球 等是一类由 子构成的分子。

子不 能结 成分子， 能直 构成物质，例如 石、 气、石 和

各 等 是由 子构成的（图 - -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86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公元前5世纪，希腊学者曾推测：世间万物是

由各种极其微小、不可分割的微粒构成的，他们

称这些微粒为“原子”，意为“不可再分”的物

质。17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诞生，古代的原子论

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波义耳、牛顿等科学

家的工作都深受其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哲学

意义上的。直到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 

1766～1844，图11-1-6）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原子学说才成为

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科学理论。

1803年9月，道尔顿在古代原子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原子学

说，并于1808年正式发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切物质都由不能再分

割也不能毁灭的微粒所构成，这种微粒称为原子。原子的种类很多，

各种元素都有各自特有的原子。同一元素的原子性质完全相同，质量

相等；不同元素的原子性质不同，特别是质量不同。在构成一种化合

物时，各种元素的原子数目保持一定，而且保持着最简单的整数比。

他还设想所有元素的原子均为球形。

道尔顿原子学说与古代原子论的一个本质区别是强调了原子的质

量，他也是最早尝试测定相对原子质量的化学家。由于这个缘故，他

的学说虽然有很多不足，却能较好地与实验事实相符合。

由于创立原子学说，道尔顿被公认为近代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图11-1-6 道尔顿

的 子学 为化学家提供了一个有关物质构成 本质的基本

。 与此同时， 生了新的 题：物质是由 子构成的，一 子区别于

一 子的根本是 认为 子不 再分，的 是这 世 后

期，科学家开 认为， 子 能是由 的 构成的。现代科学发现 子是

一个 有 结构的 ， 已 了 的基本结构。

子是由 电 的 子 和 电 的 电子构成的， 子 电，

电子 电，两者所 的电 相等，电性相反，从 体上 子 现电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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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图11-1-7 原子核结构模型

子 于 子的中 ， 电子在 间作高 运动。 子 在 子

中所 的体 。 子 的 大 有 子 的十 分之一，在 子体

中所 的 例 有千 分之 ，而 的质 到整个 子质 的 以

上，电子的质 相对要 得 。

子 由质子（ ）和中子（ ）构成， 个质子 一个 电

，中子不 电，所以 子 电 。质子和中子极 ， 们 是

由 的 的 构成的。 的结构和性质 在探 和 究之中。

从公元前5世纪直到19世纪以前，人们对原子的面貌与性质的认

识，一直停留在蒙胧的猜测阶段。道尔顿的原子学说使得这种认识上

升到科学层面，但他依然认为原子是不可再分的，因而也就谈不到原

子的内部结构。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的短短16年间，人类实现了对

原子结构认识的飞跃。

1897年，英国科学家汤姆生（Joseph John Thomson, 1856～1940）

确认了所有原子都含有带负电荷的电子，表明原子内部结构比较复

杂，原子并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从1896年到1907年，汤姆生提出

并改进了自己的原子模型。他认为，原子是一个带正电荷的实体球，带

负电荷的电子散布在整个球体中，像是分散在果料面包里的葡萄干。

1911年，汤姆生的学生、出生在新西兰的英国科学家卢瑟福

（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通过实验使对原子结构的讨论获得

了令人信服的科学基础。卢瑟福用一束称为α粒子的微粒（带2个单位

的正电荷的氦原子核）轰击云母片、金箔等薄片时发现，大多数α粒

子能穿过薄片，而且不改变原来的前进方向，只有极少数的α粒子被

薄片撞了回来，也有少数虽没有被弹回来，但是偏离了很大的角度。

他根据这一事实推断，原子绝不是像铅球那样的实体球，它应该有一

个极小、很硬而且带有正电荷的核，带相等数量负电荷的电子绕核旋

转，而原子内部的大部分空间完全是空的。这个模型与太阳系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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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相似，人们称之为原子的“行星模型”。

原子的行星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验现象，但还存在一些理论

上的缺陷。1912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在卢瑟福领导的研究小组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工

作，认真研究了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第二年，玻尔借助诞生不久的量

子理论改进了卢瑟福的模型：当原子只有一个电子时，这个电子根据特定

的球形轨道运转；当原子有多个电子时，它们将分布在多个“球壳”中绕

核旋转，在某些情况下，电子能从一个球壳“跃迁”到另外的球壳。

当然，玻尔的原子结构模型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快就被后

来建立的量子力学的相关理论所取代。

资 料 卡资 料 卡

原子种类
原子核

核外电子数
质子数 中子数

氢 1 0 1
氦 2 2 2
碳 6 6 6
氧 8 8 8
氖 10 10 10
钠 11 12 11
硫 16 16 16
氯 17 18 17

1. 整个原子是依靠什么力量使它的成员——质子、中子和电子

“和睦相处”呢？

2. 构成原子的各种微粒的数量之间有什么关系？

3. 我们对原子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请用简单的话描述你所认识

的氧原子，并画出你想象的氧原子结构模型。

1 整个原子是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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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的 子和 子结构时， 用 子和分子的观点 观

察和分 物质时，实 上使用了以物质 为代表的 。 是宏观和

观的 ， 能用于解 们 世界的 现象。科学家通过 究构成

质的 子 能解 质 有的性质，通过 究构成化 物的 能解 化

物 有的性质。

对

子 ， 有一 的质 。不同的 子质 不同，如：一个 子

的质 是 - ，一个 子的质 是 - 。

从上面的 据 以 到，用 作 来描述一个 子的质 ， 值太 ，

书写、 不方 。为此，国 上用相对 子质 来表示 子的质 。

以一 子 质 的 作为标准（ - ）， 他 子的质

相 较所得的 值， 是这 子的相对 子质 。

这 子 为 ，一个 子中 有 个质子和 个中子。

资 料 卡资 料 卡

张青莲（1908~2006）教授长期从事同位素和相对

原子质量测定工作，是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原子量与同位素丰度委员会委员，在1991年、1993年

精确测定了铟、锑的相对原子质量，1995年精确测定

了铈和铕的相对原子质量，并被审定为取代旧值的新

标准。 图11-1-8 张青莲

的相对 子质

子 子的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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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卡资 料 卡
对

原子种类 相对原子质量 原子种类 相对原子质量

氢（H） 1 铝（Al） 27

碳（C） 12 硫（S） 32

氮（N） 14 氯（Cl） 35.5

氧（O） 16 铁（Fe） 56

钠（Na） 23 铜（Cu） 64

分子是由 子结 而成的， 们 以用相对分子质 表示分子质 的大

。相对分子质 等于构成分子的各 子的相对 子质 的 和。

子通 现电中性， 在一 化学反 中，为了 到 的结

构， 子 以 或得到一个或 个电子。 子 或得到电子之后成为 电

的 ，这 为 子（ ）。 子 电子后成为阳 子， 子得

到电子后成为 子。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请依据上表中氢、碳、氧相对原子质量的数据，计算氧（O2）、水

（H2O）、二氧化碳（CO2）分子的相对分子质量。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分

目的：通过观察实验，认识构成物质的微粒不同，物质的性质不

同；了解原子、分子和离子之间的转变关系。

材料与用具：酒精灯、火柴、玻璃片、小刀、燃烧匙、滤纸、金

属钠、一瓶氯气。

步骤：

1. 用小刀切取黄豆大小的一块金属钠，用滤纸吸干表面的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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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燃烧匙里。

2. 将燃烧匙在酒精灯上加热，直至金属钠开始熔化。

3. 立刻将燃烧匙伸进盛有氯气的集气瓶里，观察现象。

记录：

物质 外观描述 构成微粒 描述实验现象

钠

氯气

氯化钠（产物）

讨论：

1. 氯气和金属钠是由什么微粒构成的？氯化钠是由什么微粒构成

的？钠原子和氯原子是如何转变成钠离子和氯离子的？

2. 原子形成分子、原子转变成离子的过程属于物理变化还是化学

变化？尝试分析原子中的电子在化学变化中的重要性。

在 气中 ， 个 子 一个电子形成 电 的 子；

个 子得到一个电子形成 电 的 子。 有相反电 的 子和

子相 作用，构成了 化 。所以 子 是构成物质的一 。

由此 见，物质是由不同的 构成的。由于不同的 有不同的性

质，构成的物质 有不同的性质。大 的 子构成了 ，

有 光 ，能够 电；大 的 分子 成了 气， 气是 的气体。

大 的 子和 子构成了 化 ， 化 是 体， 有 。

到目前为 ， 们知 了 子、分子和 子 是构成物质的基本 。分

子是由 子构成的， 子是由 子得到或 电子形成的。在这 过程中发生

了化学 化， 子中的电子发生了相 作用，而 子 有 化。 此，电子

在化学 化中 有 的重要性。 子在化学 化中的表现是由电子 的。

图11-1-9  构成物质的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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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对构成物质的

的探 在不 地 ，取得

的 究结果能够逐渐 地解

物质的性质。从现在开 ，

们 要从宏观 观察物

质，了解物质的性质， 要从

观 分 物质的构成。

图11-1-10 氯化钠固体 图11-1-11 构成氯化钠的微粒

子

子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试从微粒的角度，解释水的三态变化和电解水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2. 水、金属铜、氧气、氯化钠、二氧化碳等物质分别是由什么

微粒构成的？

3. 原子是构成物质的一种微粒，以下关于原子的说法哪些是正

确的？

（1） 它们是最小的微粒

（2） 它们太小，肉眼无法看见

（3） 原子一定要形成分子或离子后，才能构成物质

（4） 原子比质子和电子都大

（5） 原子有一定的质量和体积

4. 请你根据自己的理解，用图示表示原子的构成。

5. 请你从分子、原子的角度来解释混合物与纯净物、化合物与单

质有什么不同？

6. 你知道物质、元素、分子、原子、离子之间分别具有怎样的

关系？请用图示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和其他同学进行交流。

在前面的学习中，你已经知道了科学分类的方法，能够对生物进

行基本的分类。你知道怎样对物质进行分类吗？你知道哪些物质的基本

类别？我们周围有哪些物质属于这些类别？各类物质一般具有怎样的性

质？对物质进行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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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物质世界是 繁 的，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经过了极为 的 程。

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由于有了较为科学的物质分类方

法，人们对物质的探 进程大大 。

1. 现在有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物质和实验室中常用的化学药品，请

你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说明分类的依据。

土壤、血液、葡萄酒、白酒、冰水、糖水、空气、氧气、铁、

铝、塑料、二氧化碳、蒸馏水、矿泉水、食醋、酱油。

按照你自己的分类标准，把分类结果填写在下面的方框中。

2. 根据物质的组成，你认为物质可以如何分类？请举例谈谈你对

混合物、纯净物、单质、化合物的认识。

从组成上 ， 以将物质分为 物和 物。科学 究 以

物为基本 究对象。根据物质的组成 素， 物 以分为 质和化 物。

1. 你认为什么样的物质是单质，什么样的物质是化合物？请列举

你熟悉的例子。

2. 分析你举出的单质和化合物的例子，尝试对它们进行分类，并

说出分类的依据。

对物质进 分类的方法 ，例如依据物质的 态 以将 分为气体、

体和 体。根据物质的组成对物质进 分类是一 重要的分类方法， 是化学

家对物质进 分类和 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1 你认为什么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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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是由一 素组成的 物，如 、 气、

、 、 气等。 们熟悉的 质中，主要分为 和 两大类。

化 物（ ）是由两 或两 以上的 素组成的 物，如水、

二 化 等。在由两 素组成的化 物中，如果 中一 素是 ，这 的

化 物 化物，如二 化 、水、四 化三 等。化 物主要有两大

类： 化 物和有 化 物。

目的：体会单质、化合物与混合物性质的不同。

材料与用具：铁粉、硫粉、稀盐酸、磁铁、玻璃棒、石棉网、试

管、火柴、酒精灯、纸片。

步骤：

1. 观察铁粉、硫粉的颜色以及受磁铁吸引的情况（图11-2-2）。

2. 在试管中分别放入少许铁粉和硫粉，各加5 mL稀盐酸，观察现象。

3. 将少许铁粉和硫粉混合均匀，观察颜色及其受磁铁吸引的情况

（图11-2-3）。

图11-2-1 根据物质的组成对物质进行分类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11-2-2 铁粉、硫粉受磁铁吸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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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3 铁粉和硫粉混合后受磁铁吸引的情况

颜色 受磁铁吸引情况 与稀盐酸是否反应

铁粉

硫粉

铁粉与硫粉的混合物 ——

4. 把铁粉和硫粉的混合物放在石棉网上，用灼热的玻璃棒迅速与

混合物接触，等混合物刚一红热，立即移开玻璃棒，观察反应过程中

的现象及生成物的颜色（图11-2-4）。

5. 用磁铁检验反应后的生成物（硫化亚铁）是否仍然具有磁性

（图11-2-5），并观察生成物能否与稀盐酸反应。

反应现象 生成物的颜色 受磁铁吸引情况 与稀盐酸是否反应

图11-2-5 硫粉和铁粉反应

的生成物受磁铁吸引的情况图11-2-4 硫粉和铁粉反应

讨论：

1. 化合物与组成它的元素的单质在性质上相同吗？有哪些现象可

以说明硫化亚铁是铁和硫反应产生的新物质？

2. 通过实验活动谈谈你对单质、化合物、混合物的特征的认识。

有 素在自然界中能以 质的形式 在， 大部分 质需要人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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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得到。要获得 较 的 质， 用一 的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

（ ）和 （图 - - ）是两类基本的 质。

材料与用具：铁钉、锌片、镁条、铝片、砂纸、锤子、电池、小

电珠、导线。

步骤：

1. 用砂纸打磨铁钉、锌片、镁条、铝片的表面，观察它们是否具

有光泽。

2. 试用锤子敲打铁钉、锌片、镁条、铝片，看看有什么变化。

3. 分别用铁钉、锌片、镁条、铝片连接电池和小电珠，测试它们

是否能导电。

讨论：

1. 你认为金属一般具有哪些物理性质？

2. 你怎样辨别金属和非金属？

图11-2-6 常见的金属和非金属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一 来 ， 较坚 ，有 光 ，能 电、 热， 有 性（ 以

成 ）和展性（ 以 成 ）。

在 生 、生 中有广 的 用，是 们较为熟悉的一类物质。而

对 有 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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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是我们最熟悉的非金属单质之一，但是你知道同样是由氧元

素组成的另一种非金属单质——臭氧吗？你了解其他非金属单质的特

点和用途吗？请查找关于臭氧、氮气、氢气、氯气以及硅和碳（图11-

2-7）等非金属单质的特点与主要用途的资料，并和同学进行交流。

气

图11-2-7 几种非金属

气、 气、 气、 、 等 于 质。 们通 不 有

质的性质， 以依据 的一 性质来初步 别 与 。

事实上， 与 之间在物理性质上 严格的区分界 。例如 造

的石 ，是由 素组成的 质， 能 电。 如 ， 的

展性 差，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金属单质是由金属元素组成的，非金属单质是由非金属元素组

成的。你知道哪些是金属元素，哪些是非金属元素？我们可以借助元

素周期表，来认识更多的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元素周期表是科学

家们根据元素的原子结构和性质，把元素科学有序地进行排列得到的

表。元素周期表上对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用不同的颜色做了区分。请

翻开书后附录三中的元素周期表，了解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在表中的

分布，并从中分别找出一种你不熟悉的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了解它

们对应的金属单质和非金属单质的颜色和状态。

素 期表是学习和 究化学的重要 。通过 素 期表， 们 以认

识 的 和 素，了解 素所 的类别， 能获得 素的 他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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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表

1869年以前，人们总共发现了63种元素。这些元素看起来互不相

关，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Д.И.Менделеев, 

1834～1907）在总结了大量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各元素及其性质进

行了系统的研究，按照各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由小到大，将当时已经

发现的元素排列成一张表格。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张元素周期表，也是

现代元素周期表的雏形。

门捷列夫不仅对元素性质呈现的周期性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还

大胆地预言了当时并未发现的一些元素，并在元素周期表中给这些元

素留出空位。这些预言很快就被不断发现的新元素所证实。元素周期

表及元素之间性质变化的内在规律，逐渐成为化学家研究元素及其化

合物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为了纪念门捷列夫的功绩，科学家们把元

素周期表中第101号元素命名为“钔”。

进入20世纪后，科学家们不仅新发现了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元

素，还利用加速器等各种实验手段，合成了一系列自然界中不存在的

新的人造元素，填补了元素周期表的空白。

有 态二 化 的石英 体 体

图11-2-8 常见的无机化合物

重要 。 素的 性质与 素在 期表中的 间有一 的 性，熟悉

素在 期表中的 ，能 地认识 素的性质。

化 物（图 - - ）主要 括 、 、 和 化物等，例如洁

中通 有的 ，在 上用 广 的 化 ，使 物 得有

有 的 化 ，探 时 使用的 ， 气 物中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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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二 化 ， 中 有的 化

等。

有 化 物（图 - - ）中 有

素， 能 有 、 、 等 他

素。有 化 物不仅 在于各 生

体中，现代社 生 中的 、 、 、

以及 生 中 要用到各 有

化 物，如天然气中的主要成分 ，

石 分 得到的 、 、 等重要 ， 中的主要成分 ， 中

的 等。 们 天 的 物中 有的 质、 类、 和 生素，使用

的塑 、 、 等各 材 ， 是有 化 物。

化 物的组成中一 不 素。 一 化 、二 化 、 、

等极 素的化 物，由于 们的组成和性质与 化 物 相

，科学家们通 们 化 物进 究。

有 化 物 类繁 ，性质各 ，目前人类发现的化 物中， 大

于有 化 物。不同的有 化 物相对分子质 以相差 大。

（ ）、 （ ， ）等有 化 物的相对分子质 ， 有

有 化 物的相对分子质 ，有 到 或 大，这 有

化 物 为有 高分子化 物，简 有 高分子。 质、 素、塑 、

成 、 成 等 于有 高分子。

图11-2-9 常见的有机化合物

1. 请列举你所知道的有机化合物，并说明它们存在于哪些地方。

2. 请选择两种你感兴趣的有机化合物，查找资料，了解它们的性

质和用途，并把它们介绍给其他同学。

3. 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的区别有哪些？谈谈你的认识。

通过对物质分类的学习， 们不 知 了物质分类的结果，而且认识到相

同类别的物质通 有相 的性质。这对于 们认识物质 有重要的意义。依

据各类物质 有的一 性质， 们不 以对 的物质进 区别和分类，

以对 生物质的性质进 。例如 是生 中 用广 的一 ，根据

于 的事实， 们 以 有 的一 性质，然后通过实验验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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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查看味精包装袋上的说明，了解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按物质

名称查看它含有哪些元素，属于哪类物质。

2. 你已经认识了一些物质，如水、镁条、蜡烛、空气、氧气等，

请尽可能多地写出你知道的物质的名称，标明所属的类别。

3. 有机化合物中都含有碳元素，那么，含有碳元素的物质都属于

有机化合物吗？为什么？

4. 你知道金属钠吗？请依据金属的一般性质预测金属钠可能具有

的性质，并通过查找资料证明你的预测。

5. 请谈谈对物质进行分类的意义。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

描述水，下列哪种方法能够最简

洁、清楚地描述水的组成？说说

你的理由，并与同学交流。

我们已经知道，有的物质由一种元素组成，有的物质由两种或两种

以上元素组成。那么应该如何表示物质的组成？表示物质组成的化学语

言是什么？

的性质，从而理解 在生 中的各 用。

图11-3-1 水的各种描述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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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们用实验的方法 了 物质所 的 素 类和 子个 ，

们 以用 素 号和 这 物质的组成表示出来，这 表示物质组成的

式子 化学式（图 - - ）。

化 子： 子 ：

水分子 个 子、 个 子

子

图11-3-2 物质的组成与化学式的关系示意图

资 料 卡资 料 卡

物质名称 元素种类 原子或离子个数比 化学式

水 H、O H∶O = 2∶1 H2O

氯化钠 Na、Cl Na∶Cl = 1∶1 NaCl

二氧化碳 C、O C∶O = 1∶2 CO2

化学式在宏观方面表示 物质及 组成 素，在 观方面表示 物质

的构成 （分子、 子或者 子）。

物的组成是 不 的，表示 物组成的化学式 有一个。

化学式是对物质组成情 的 实反 。例如二 化 由大 二 化 分子

而成，二 化 的组成 素是 和 ， 个二 化 分子由 个 子和 个

子构成，二 化 的化学式 是 。 由 子构成， 的

素 号“ ” 是 的化学式。 他 和 有气体的化学式 用 素 号

表示，例如 的化学式是 ， 的化学式是 。 化 是由大 的 子和

子构成的， 中 子与 子的个 是 ， 此 化 的化学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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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出下面的符号及数字所表示的含义。

       H,  H2,  2H,  2H2,  Mg2+ 

2. 你在生活中哪些地方见到过化学式？请列举两三个生活中化学

式应用的例子。

化学式是国 通用的表示物质组成的化学 ，熟悉化学式的书写

对于 理解和表 有关的科学内容十分重要。

质 、 、 、 等是由 子直 构成的， 们的化学式用相 的 素

号表示，如 用Fe表示， 用Cu表示， 用C表示， 用Si表示。 气体

质是由 子分子构成的， 们的化学式用在相 的 素 号 下 写上

来表示，如 气O2， 气N2。

化 物是由两 或两 以上 素组成的。实验表 ， 一 化 物 有

的组成， 形成化 物的 素有 的 子个 。例如，水分子中 子

与 子的个 为2 1；二 化 分子中 子与 子的个 为1 2。
化学家在 究了大 的化 物中不同 素 子 目 值关系的基础上， 结出

了体现这 关系的 值 素的化 价。在上述化 物中H为 1价，O为-2
价，C为 4价。

有一 物质，例如NaOH、CaCO3等， 们中的一 子 （如OH、

CO3）作为一个整体参 化学反 ，这 的 子 子 ， “根”。

书

图11-3-3 化学式CO2的意义

表示二 化

这 物质。

表示二 化 由

素和 素组成。

表示1个二

化 分子。

表示1个二 化 分

子由1个 子和2
个 子构成。

1 说出下面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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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卡资 料 卡

元素和原
子团的名

称

元素和原
子团的符

号
常见的化合价

元素和原
子团的名

称

元素和原
子团的符

号
常见的化合价

钾 K +1 氯 Cl -1、+1、+5、+7

钠 Na +1 溴 Br -1

银 Ag +1 氧 O -2

钙 Ca +2 硫 Ｓ -2、+4、+6

镁 Mg +2 碳 C +2、+4

钡 Ba +2 硅 Si +4

铜 Cu +1、+2 氮 N -3、+2、+4、+5

铁 Fe +2、+3 磷 P -3、+3、+5

铝 Al +3 氢氧根 OH -1

锰 Mn +2、+4、+6、+7 硝酸根 NO3 -1

锌 Zn +2 硫酸根 SO4 -2

氢 H +1 碳酸根 CO3 -2

氟 F -1 铵根 NH4 +1

根据上面的常见元素的化合价，你能总结出哪些规律？和同学比

一比，看谁归纳得既多又正确。

规律 例证

1

2

3

根据 素的化 价， 以 方 地写出化 物的化学式：

（ ）写化学式时， 价 素一 写在 ， 价 素一 写在 ，

子的 目用 写在 素 号的 下 。

子 有化 价，如 为- 价， 以用化学式来表示，如 根 表示

为 。

根据上面的常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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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化 物中， 素一 价， 素一 价；

在 化物中， 素一 价。

（ ）在化学式中，各 素的化 价的代 和等于 。

例题：已知 为 价， 为- 价，写出 的这 化物的化学式。

步骤：

（ ）写出组成 化物的 素 号及化 价： 。
（ ）根据化学式中各 素化 价的代 和等于 的 ， 化物

分子中 与 子的个 为 。

（ ）写出化学式： 。

（ ） 化学式， 各 素化 价的代 和等于 时，化学式 是

的。

怎样书写硫酸铜、氢氧化钙的化学式？

意的是，化学式 能表示实 在的物质的组成。物质的组成是通

过实验方法 的。化学式的书写 依据实验的结果，不能根据化 价

造， 意书写化学式。

们 写出一个简 化 物的化学式， 以对 进 了。简

化 物的中文 有以下 点 ：

（ ）两 素组成的化 物，一 “ 化 ”。如 化 （ ），

化 （ ）。

（ ）化学式中 素的 从 。

（ ）有时要 出化学式中各 素的 子个 ，例如 作四 化三 。

（ ） 有 子 的化 物，要根据 子 的 来 ，如 化

（ ）、 （ ）等。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1. 请你观察化学实验室中的化学药品，找出4种你认为常用的化

学药品，写出它们的名称和化学式，观察它们的颜色、状态并填入下

表中。

怎样书写硫酸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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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化学式， 以有 实 的 用。例如 人 在 究 的

时， 要知 中的 ，通过化学式 以计 组成物质的各 素

的质 ，计 物质中 素的质 分 。

例题：计 二 化 中 素和 素的质 。

解：二 化 的化学式是

素的质 素的质 （ ）

：m m 。

对 物来 ，组成这 物的各 素的质 在物质 质 中所

的质 分 是 的。 素的质 分 以直 从化学式求得。

化 体

-

构成 化 的

NaCl

化 的化学式

物质名称 颜色、状态 化学式

1

2

3

4

2. 氯化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物质，提起“氯化钠”，你能够想到哪

些内容？你能够从宏观、微观、符号三个视角谈谈对氯化钠的认识吗？

学习了化学式， 们 以用化学 号来表示物质。到目前为 ， 们已

经 以从宏观、 观、 号三个 认识物质。例如，提到 化 ， 们

知 是 的 体，由 素和 素组成， 是由 子和 子构成

的，化学式为 。

某元素的质量分数＝
该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原子个数

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
×100%



206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例题：计 化 素 中 素的质 分 。

解：

（ ）根据化学式计 素的相对分子质 。

的相对分子质 （ ）

（ ）计 素的质 分 。

素的质 分

： 素 中 素的质 分 是 。

在本篇的学习中， 们从宇宙的构成到生 体的构成，再到物质的构成，

经 了从大到 ，从宏观到 观的逐渐认识世界、认识物质的过程， 体 到

中的 和 下面 们再一起经 这个 的“ ”

我的第一站是大得不可思议的宇宙（直径1亿亿 km），那儿非常寒

冷，寂静无声，远处闪烁着点点亮光，好像是明亮的手电筒光束中飘摇

的雪花。这些点点亮光就是星系。宇宙大约由1000亿个星系组成，我们

的银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星系。我现在就向一个漩涡状的星系进发。

这个漩涡状星系就是银河系。之所以被命名为“银河系”，是因

为众多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就像一条明明灭灭流淌着的河一样。从

上面观察，螺旋状的支流从突起的中心向四周辐射，其中包含许多年

轻而闪亮的恒星。我们的太阳是银河系中一颗处于中年的恒星。

我快速地向闪烁着金色光芒的太阳系飞去。太阳系包括太阳、8颗

行星和它们的卫星、彗星、小行星，以及环绕太阳系的气体和尘埃。

我向着其中一个蓝白相间的美丽行星进发。

我来到了美丽的地球，它是太阳系里唯一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

我开始向下俯冲，高山像满是褶皱的毛毯，河流蜿蜒曲折，小鸟从我

身边飞过，我看到了小的房子，大面积的田地和不规则的森林。

我一下扎进了土壤，深色的土壤从四面八方向我拥来。它们潮湿

而温暖，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而清新的草木气息。

我感觉自己在变小，不断下坠，在我坠落的下方是一只披着甲壳的

昆虫，我前进的速度并没有因此减慢，我紧闭双眼穿越了一个坚韧的几

乎无法穿透的障碍物，然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漂浮在浓汤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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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进入了甲虫的体内，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排列在我的周

围。像这样的细胞在我们人体内有数十万亿个。在我们的世界，要想

看到这些细胞，需要使用50多万倍的显微镜来观察。身处这微小的结

构中，我发现周围有很多圆圆的细胞核，我向其中一个游去。

我一头扎进一个细胞核，眼前的景观让我惊奇。一个个双螺旋结

构，就像拧着的麻花，飘荡在我的周围，我真想看清楚一些，我爬上

了一个螺旋表面。

在我的脚下是大大小小的圆球，它们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在一

起。我定睛一看，这里有我曾经认识过的元素：碳元素、氧元素、氢

元素……它们组合在一起，我看着很陌生，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H2O。

水分子见到我，也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跟我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能在这里碰上，真是幸运。因为我们分子、原子的质量和体积都

很小，一般人看不见。但是你们人类的科学家很了不起，他们用扫描隧

道显微镜就看到了我们分子和原子的图像，甚至可以移动原子。有了这

些先进的仪器，就可以让人们真真切切地知道，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等

微小粒子构成的。（选自：《宇宙和原子的秘密》，[英]特雷弗·戴 尼

古拉·哈里斯著，张生珍译，明天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请根据化学式写出下列物质的名称。

    NO2  N2O  Na2SO4  MgCl2
2. 根据物质的名称写出下列物质的化学式，并计算其相对分子质量。

    五氧化二氮 氧化镁 氢氧化钙

3. 计算一氧化碳中碳元素和氧元素的质量比。

4. 人体缺钙易产生“骨质疏松症”。缺钙病人每天除从食物中获

得钙元素外，还需要从药物中补充钙元素。某种补钙药品中的有效成

分为葡萄糖酸钙[Ca(C6H11O7)2]。葡萄糖酸钙中钙元素的质量分数是多

少？[Ca(C6H11O7)2的相对分子质量为430，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5. 阅读家庭生活用品的标签，如矿泉水、洗涤剂、食品和药品等，

了解各种元素或物质在其中的质量分数，解释含义并大致了解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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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天文学家 地球和 的 星月球 作一个系统来 ， 地月系。

地球是一个 出、两极 的 球体，表面分 着七大 、四大 。地

球是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 同家 。到目前为 ， 有在太阳系的 他

星或 星上发现生 。月球表面地形 ，主要形态 分为 形 、月

海、月 和 。人类已经 上月球，采 了岩石和 ， 在月球上发

现了 观的水 。

太阳系由太阳、 星及 星、 星、 星、流星体和 星 物

质组成。太阳是一 通的 星，是太阳系的中 天体。 是一个主要由 气

组成的 热的气体球，内部不 进 着热 反 ，表面 在 子、 、

等 动，这 动能 人类的生 和健 。太阳系的 星，按 太阳由

近及远的次序分别是水星、 星、地球、 星、 星、 星、天王星和海王

星。在 星 和 星 之间，有一个 星 ，大 由 星组

成，在海王星 在着 一个 星 。 星是由 物质和

在一起形成的“ 球”。

宇宙是由 间、时间、物质和能 所构成的统一体， 星及 星所

构成的系统、 星系、星系、星系群、星系 、 星系 代表了宇宙结构的基

本层次。

是生物体结构和 能的基本 。所有的 是由 来已经

在的 生的。

有 通 性， 了对 有 作用 ， 能 物质

出 和 ； 质是 生 动进 的 所； 中 有

物质，在 的生 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生 是指 体 的 大。 分 致 目 。 是由

于 的生 和 的分 ， 致了生物体的生 。

分化是指由形态、结构和 能相同的 为形态、结构和

能不同的 的 化过程。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是： 组织 （系统） 生物体。

子、分子和 子 是构成物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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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分子是由 子构成的。

子 电子后，形成 电 的 ， 为阳 子； 子得到电子

后，形成 电 的 ， 为 子。

子结构：

子结构

子

电子（ 电 ）

质子（ 电 ）

中子（不 电）

  核电荷数＝质子数＝电子数
以一 子质 的 作为标准， 他 子的质 相 较所得

的 值， 是 子的相对 子质 。

在化 物化学式中各 素相对 子质 之和， 是 化 物的相对分

子质 。

用 素 号和一 的 来表示物质组成的式子 化学式。

依据化学式计 化 物中 素的质 分 ：

素的质 分

物质的简 分类：

物质

物

物

质

化 物

有 化 物
化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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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rade wind 风

pressure

fossil 化石

earth’s crust 地壳

altitude 海

contour line 等高

earthquake 地

biosphere 生物圈

ecosystem 生态系统

population 群

community 群

producer 生 者

consumer 者

decomposer 分解者

food chain 物

food web 物

ecological balance 生态平

moon 月球

earth 地球

solar system 太阳系

satellite 星

sun 太阳

comet 星

cell membrane

cytoplasm 质

cell nucleus

cell division 分

tissue 组织

organ  

system 系统

atom 子

molecule 分子

elementary substance 质

compound 化 物

neutron 中子

electron 电子

proton 质子

ion 子

metal

  

本书部分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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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科学（八年级上册）》是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
版）》编写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适于课程改革实验区八年级第一学期使用。

《科学》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根本目的，以学生终生学习和发展的需求为

基本着眼点。教材体现了自然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学生的认识发展过程编

排和组织内容，设计主题或专题，涵盖了生物、物理、化学、自然地理和天文等学科领

域，力图实现整体优化。编者期望在本套教材基础上开设的科学课程能够使学生在学习

科学知识的同时，激发对自然、对科学的热情，激发对学习科学、探究未知事物的兴趣，

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科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本套教材于2001年起在国内

部分实验区使用，本次根据《义务教育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作了全面修订。

本册教材的主题是“世界的基本构成层次”，依次介绍地球的构成层次、宇宙的构

成层次、生物体的构成层次和物质的构成层次，全面揭示物质世界构成的层次性，从而

不仅在科学知识和方法上概括了人类对物质世界认识的主要结果，而且勾画出现代科学

观点下的整个自然图景，将上述认识上升到哲学层次。这一册各篇章的基本设计和表述

方式坚持了本教材一贯的风格：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由简及繁、由直观到抽象，充分

尊重和借助学生的已有经验和认识能力，逐步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较为系统地学习科

学方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例如，关于宇宙的构成层次，不是采取严谨的学科体系，

从宇宙的整体结构出发，由整体到局部给出静态的、结论式的描述，而是完全相反，由

脚下的地球，到学生较为熟悉的地月系、容易理解的太阳系，再到相对遥远和抽象的银

河系、本星系群，直到目前人类观察到的整个宇宙，循序渐进，层层展开，不仅概括了

现代天文学关于宇宙构造层次的主要结果，而且展现了人类获得这一结果的认识过程。

本套教材由赵峥、刘洁民主编，刘健、胡久华、隋淑光任副主编。参与本套教材前

两版编写的主要作者有：赵峥、何立千、刘洁民、宋海泉、王能智、郭玉英、朱宏、刘

健、项华、吴月江、胡久华等。本次修订由邱菊担任本册主编，各章作者分别是：第一

章地球上的水，朱海燕；第二章地球上的大气，朱海燕；第三章流动的物质，邱菊；第

四章构成地壳的岩石，李京燕、隋淑光；第五章地壳的运动，隋淑光、李京燕；第六章

地表形态的塑造者，隋淑光、李京燕；第七章生物圈是所有生物的家，刘健；第八章生

态系统，刘健；第九章宇宙的构成层次，刘洁民；第十章生物体的构成层次，刘健；第

十一章物质的构成层次，胡久华。最后由刘洁民、隋淑光统稿。何立千、郭玉英对整套

教材的框架设计提供了主要意见。

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在此谨致谢忱。

欢迎广大师生来电来函指出教材的差错和不足，提出宝贵意见。电话：021-64319241。
电子邮箱：jcjy@seph.com.cn。通讯地址：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科学》编写组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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