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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四 ， 们会 到 的状态 有 天大

， 山 在 上 ，风 的城

会 地 在 上， 止在发射 上的

会 随着 的 地而 。在这 动，状态

变化之间，到 是什么在发 用？这就是 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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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们 天 在用 ，也时时 在 到 种不 的 ，那么 到

有什么特 ，又有 些 用 果呢？

： 、 拉 。

如图1-1-1 所示， 住 时，你会感受到来自 的 的

压迫。

如图1-1-1 所示，用 拉 拉 ， 　　　（变长/不

变），同时感受到 对你的 拉。

（ ） （ ）

图1-1-1 受 的

通过以上两 情 ， 感 到了力的 在。力是 能够 这

个 题 不 观 、思考一下。

观 图1-1-2中 个关于 的现象的图 。

讨论：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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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观 分 ， 不难发现，力的产生 不开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图 - - 中球 球时， 了 球对它的 ；图 - - 情 中

大 在 上 起 时， 到了 下的 ；图 - - 中 通

过 后 发气体， 了气体 它 前的 力作用，等等。 产生的力 有

“ ”、“ ”、“ ”、“ ”等不同特点， 是 于“作用”。力就是

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 ）

（ ）

（ ） （ ）

（ ）

（ ）

图1-1-2 的

图 - - 所 ，两个人

着 一前一后 在 面上，后

面的人用力 前面的人 出去，

同时 自 后 去了。这

在 前面人 力的同时，

自 到了前面人 的力的

作用。

通过前面的实践和观 能够发现，力 是 对出现的， 力者同时

是 力者， 力者 一 是 力者。 这一对力 作用力与 作用力。

（ ）（ ）

图1-1-3 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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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本书和 起一个 书本的书 ， 所用的力气是不同的， 此

力是有大 的。 量一个量的大 ，首先要规 这个量的单位。力的单位是

简 （ ） 。 起两个 所需要的力 为 ， 重运动 起 要

用 的力。

，力 有方 ， 图 - - 中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方 是相 的。

的拉 约0.001

成年 子 的拉 约800

的拉 约3 000

大型 拉 的 约30 000～40 000

内 车的 约200 000～300 000

从图 - - 以 出，物体 到力的作用，能够产生两方面的 ：一

是使物体的运动 态发生变化， ， 由 到运动，由 变 ；

用力将球 ，球由运动变为 ；进 球 球 ，球的运动方 发生改

变。二是使物体的 发生变化， ， 球 发生 变，图 - - 中 的

变。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实 以下过 ，并解释、说明你看到和感受到的现象：

用 压 子角、用 、穿上旱冰 之后去推

（ 地面光 的地方 行实 ）。

2. 游 动 比 时， 要在 中 几次 。每次 时，

动 都要用 用 ，你 这是为什么吗？

3. 到 板上，两 可能都会破 。 看，这是为什么？

4. 举例说明 的两种作用 果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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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和科学 究中有专 量力

大 的 ， 力计。图 - - 所

是 力计。 力计（

）是实验 用的 力计，这

主要 究 力计的使用。

不 大 的 用在 一 上，其 果通常是不 的。怎样

个 的大 ？又该怎样 呢？

图1-2-1 各种

力计 实验 用 力计

： 测 计、铁 台、 、 布。

步骤：1. 观 图1-2-2中 测 计的 度，并

回答下列问题：

（1） 测 计上 出的 的单位是什么？

（2） 测 计的 小分度是多少？量 是多大？

2. 用 把 测 计下的 轻轻地向下拉，看看

样 动。读出你所用的 的大小。

3. 在 测 计下 一个 ，然后 往 上

少许 皮 ，当 测 计的示数为1 时， 下 用

着 量一下，体验1 的物体有多重。然后，用

量一下《科学》 ， 计它重多少 。比比 计得比

较接近。 图1-2-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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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

为了 测 计测量准 ， 用时要 ：

（1）测量的 不能超过 测 计的量 。

（2） 用 要 查 是否对准 度线。

（3） 测 计的 线要沿着所测 的方向。

书

我们在学 过 中常会 到新的测量 。 到时 要阅读有

关它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记录在 上或 用说明 上。通过阅

读这些资料，我们可以 清测量 的单位、量 、 小分度和 点

等内 。这可以 我们 合适的 ，了解 的 密 度，正

记录数据， 样 ，等等。

（   1643~1727）出生在

格 林 的一个小 。 的 年生活

很不 ， 在 出生 就去世了， 在

三 时改 了。 的 年 少 的关 ，

而且从小体弱多 ， 是， 在学 上很

苦，非常喜欢读 和 动， 自 的风

车、风 、日 等都十分 。经过 苦的

， 于成为 上成 的学生，后来

了当时世界上 好的大学 大学。

大学 业的那一年，由于 ，23 的 回到乡下 居了一

年半。这 时间里， 的生活 对在 所研究的问题有了充分

的时间，基 育了 一生中 重要的科学发现，以后的 作

都是对这一时期研究 作的发展和完善。1687年，经过长期的推 与

， 的科学 著《自然 学的数学原理》问世。著名的

动三 ，就 括在其所 述的动 学原理中。 提出了万有

图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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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地球上物体所受的重 与地球和月球之间的 、太阳行

之间的 具有相同的 质。就此 了天上地下的物体都 同一

，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 的第一次 合。

在数学、 学、光学、热学、天 学等方面作出了许多重大

的发现。为了纪 ，科学界用 的名 作为 的单位的名称。

力的大 力的作用 。各力之间 了大 不同，是 在 方

面的不同

对

：一端 的 、长方形木 、门。

步骤：

1. 如图1-2-4 所示，用 拉 ， 发生什么现象？如图

1-2-4 所示，用 压 ， 又发生什么现象？

2. 将一个长方形木 直 在水平 面上，如图1-2-4 所示，用

沿水平方向推它的下部，木 会 样 动？用 推它的上部，

木 又会 样 动？

（ ） （ ） （ ）

图1-2-4

3. 将 分别 在门把 、门中间、门 上推门，什么情况下

易推开门？什么情况下推不开门？

一个力作用在物体上产生的 与它的大 、方 和作用点 有关系。力

的大 、方 和作用点 力的三要素，它 能够 力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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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

要表 一个力， 了用 它的三要

素 ， 以用一根 的 力的三要素

表 出来。图 - - 表 的是 到 力的

情 ， 的起点是 力的作用点， 的

表 力的方 ， 的 度表 力的大 ，

图用 表 ， 的 就表

的 力大 。这 表 力的方法 力的图 。

F

图1-2-5 的图示

： 用 的图示描述 。

： 度尺、 。

如图1-2-6所示，一只 用0.003 的

水平向 拉面 ，用一长方形表示面 ，

试用 的图示将 描述出来。

步骤：

1. 用长方形表示面 。 一条长为1 m

的线 ，以此表示0.001 。

2. 拉 的图示如图1-2-7。

事 ：用 度尺 作图。

图1-2-6

图1-2-7 用 的图示

在有 情 下， 需要了解力的作用点和方 。这

时 不需要 按照力的图 法去 力。 表 力的作用

点和方 的图 力的 意图。 图 - - ，它表 到

下的力。在以后的学习中， 有 要求 出力

的大 、方 和作用点， 以 出力的 意图。

图1-2-8 的示意图

1. 的作用 果与哪些因 有关？各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2. 用 的图示描述下列各 ： 

（1）用200 的 沿 直方向提水 。 

（2）用90 的 沿水平方向推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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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 ， 到 ，在不 度的 内 在着 之

间的相 用 。这些 的 现 不 ，产生的 也不一样。

们 认 种常 的 。

用过 力 的同学 有 的体 ，

有 时不 对 产生力的作用， ，

感到 力， 对 的作用力 大。 使

用 力 时， 体 到它的 改变 大，对

产生的力 大。 图 - - 所 ， 水运动 为

了能够 到足够的高度，就要使 。

， 的 上的力就 大。

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发生的 或体 的改变

作 变。 去 力后物体的 能够 原，这

变就 作 性 变。发生 性 变的物体要

原 ， 对与它 的物体产生力的作用， 这 力 作 力（

）。

力的表现 有 ，下面 来 一认识。

1. 

前面 用到了 力计， 为 能 力

图1-3-1 的

：研究 大小与形变之间的数量关系，了解 测 计的

原理。

： 、5个质量相同的 、直尺、铁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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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如图1-3-2所示，将 与直尺平

行 。

2. 记下 自然 长时的 位 。

3. 依次增加 下端 的 数

，记下 对应的直尺的示数。

4. 依次减少 下端 的 数

，记下 对应的直尺的示数。

5. 从数据中分析出 长量与

数 的数量关系。

0

1

2

3

4

5

讨论：

1. 的 与 数 是否成正比？ 

2. 作用在 上的拉 与 数 是否成正比？

通过探究过程， 以 出 量与 目之间 有正 关系，

进而 出 的 力与 量大 正 ，作用于 上的 力的大 与

量大 正 。 此 要在 的 度上标出相 的力的大 ，就

以 用来 量力了，这就是 力计的原理。

过 时， 就无法 到原 ， 此 是有 性 度

的。使用 或者 力计时，不能 出 性 度或者是 量 。

2. 

图 - - ，在水 面上放一个 。 有 进 非 的

观 ，就 以 到 和 面由于相互 ， 发生了 的 变。由于

发生 变， 对 面产生 下的 力， 这 在物体表面的力

图1-3-2 的 与 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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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面的 力。由于

面发生 变，对 产

生一个 上的 力，这就

是 面对 的 力。

图 - - 中， 力和

力 于物体表

面，它 是一对作用力和

作用力。

3. 

图 - - ，用一根 子提 物体， 子 发生

变，这时对物体产生的 力 为 力；物体同时 发

生 变，对 子 产生 力。

子对物体的 力 着 子指 子 的方 ，

物体对 子的 力 子指 物体。这两个力 于

子的方 ，它 是一对作用力和 作用力。

F
F

在 的 力作用
下， 面发生了 变

在 面的 力
作用下， 发
生了 变

图1-3-3 和 的 作用

图1-3-4 用

课间时 位同学去 ，大家一起使 上 ， 能 位同学 的高度

不同， 是最后 在地面上。图 - - 中所展 的各 现 ，各 物体最

终 到了地面。发生这 现 有 同的原

图1-3-5 观

地球对它 的一切物体 有 引作用，物体在地球的 引作用下， 被

地面。物体由于地球的 引而 到的力 重力（ ）。

地面上和地面 的一切物体 到重力作用，重力的大 和 素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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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表 ，重力 质量 正 ，它 的 值是  ，是个 值。

用G表 物体 到的重力，m表 物体的质量，g表 值  ，重力和质

量的关系 表 为：

用上 时要注意，质量的单位是千 时，计 出的重力的单位 是

。在 计 时，g的值 以  。

： 物体重 大小和哪些因 有关。

： 、 测 计、铁 台等。

步骤：

1. 照图1-3-6， 计实验方 ，准备实验 。

2. 在 测 计上依次 质量为100 、

200 、300 、400 、500 的 ，分别测出相应

的重 ，并 在下表中：

100

200

300

400

500

讨论：

1. 从实验数据中能 得出物体受到的重 和物体质量的关系吗？

2. 如果 出每次重 质量的比 ，你能 出重 大小的

因 吗？

图1-3-6 量 的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观 重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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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线、 。

步骤：

1. 一根 棉线，将其一端 ，用 沿不同方向拉 一端，观

棉线的方向和用 方向的关系。

2. 用这根 棉线把一个 起来，当 时（此时的

棉线是所 的重 线）， 棉线的方向如何？

论：

2中 重 线的方向是 直方向，重 的方向为　　　　。

实验表 ：重力的方 是 下的。

物体的各个部分 到地球的 引作用， 此为了 究 题方 ， 以

认为物体各部分 到的重力 中在一点，这个点就 物体的重 。

..

：学会一种 物体重 的方 。

步骤：

1. 如图1-3-7所示，用一

穿过薄木板上任 的A点，

把薄木板 起来。当薄木板

时，用 在薄木板上沿着 方向

一条线AB。

2. 将 在薄木板的 一

点D上，把薄木板 起来。当薄木板 时，用 在薄木板上沿着

方向 一条线DE。

3. AB和DE的交点C就是薄木板的重 。

讨论：

1. 上面 物体重 的 理是什么？

2. 你能 出两种 重 位 的方 吗？

3. 密度均 、形状 则的物体（如 球）的重 在哪 ？

图1-3-7 的

E

A A

B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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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 上 了一 的 ， 图

- - 所 ，O点表 这 的重 ，请 出这

所 重力的图 。

首先 这个力的大 。

m ，

g ，

G=mg 。

这 所 重力的图 图 - - 所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答 是不一样。这是由于在地球表面的不同位 ，g的数 是不同

的。在 处g的数 小，在两极处g的数 大。

表 表

月球表面及其 球表面应 是一样 在“重 ”的。我们已

经 ，地球上物体受到重 的根 原因是物体受到了地球的 作

用。 的万有 我们，任何物体之间都 在相 的

， 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的 成正比，与它们距 的平方成反

比。所以，其 球像地球一样，对它附近的物体也会产生 作

用，因此物体在其 球上也会受到“重 ”作用。由于不同 球的

半 和质量各不相同，它们对同一物体的 也不同。例如，同一位

在月球上受到的“重 ”只有在地球上所受重 的 分之一；

在火 一（火 的一个 ）上所受的“重 ”只有地球上所受重

的千分之一。

在月球和其 球上 行探测 作很不 易， 了要 服

氧气 等环境原因，还要 服不同重 的影响。例如，在地球上

1 m高的 ，在月球上一 就是6 m高。因此从事外太空探 作

的科学家 要 特 的探 能。

图1-3-8 受 的图示

G

O

O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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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 皮 上的 。

2. 用一只 一只 ，试着用 把

被 住的 出来。

3. 如图1-3-9所示，用 在 上用

压着 后 动。

..

图1-3-  

通过体验 发现，两个相互 的物体发生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

时，在 面上就 产生 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 的力，这 力就是

力（ ）。

由于一个物体在 一个物体表面上 动而产生的 力是 动 力

（ ）（图 - - ）；由于一个物体在 一个物体表面上

动而产生的 力是 动 力（ ）（图 - - ）；图

- - 中有 力（ ）发生。

力的大 有 特点

图1-3-10

（ ） 动 （ ） 动 （ ）

：探究 动 大小的因 。

： 测 计、带 子的

、沙子少许、几个不同质量的 。

如图1-3-11，用 测 计 住

，用 动。 图1-3-11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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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1. 在比较光 的 面上拉动 ， 量 速 动，记下

测 计的示数。

2. 在比较 的平面上， 用 测 计拉动 ， 量

速 动，记下 测 计的示数。

3. 在 上分别 50 、100 、500 的 ，同样在光 的

面上拉动 ，分别记下 测 计的示数。

1 光 面

2 有沙的 面

3 50 

4 100 

5 500 

讨论： 动 的大小与什么因 有关？

通过上面的探究活动 以知 ：在 力不变的情 下， 面

， 动 力 大， 面 光 ， 动 力 ；在 面相同的情

下， 动 力的大 与 力大 有关， 力 大， 动 力 大。

图 - - ， 着同 的箱子在同 的地面上 动和 动， 一 情

力

图1-3-12 与

下 后用 推着自行车走，感 动 大小；用 自行

车的两个 ，并推着自行车在同样的地面上 行。比较在哪种情况下

推车更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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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4 图1-3-13 

动 的

上有 ，

通过 注

和 的

表面，这 以大

大 。

动 的内 套

在转 上， 在

上，两 之间 有

光 的 球或 。机

转动时， 着内 转

动， 球或 在两 之

间 动， 就 了。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通过以上实践过程， 知 动 力 动 力 。

情 ， 将在高中 讨论。

与人 的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对于有 ，人 是设法 大

；对于有 ，人 是设法 。

上 有 凸不 的花 ，在 上 上 或 ， 机的

和 是为 大有 的 。

机 上的 转动部位通 有 动 （图 - - ）或 动 （图

- - ），则是为了 有 的 力。

在人体骨骼的活动 中，关节 内有 量

（图 - - ）， 以 关节面间的 ，使关

节运动 活。

关节

图1-3-15 

人类对 的 与利用有

的历史。金 （图1-3-16）是

及 的 ，也是世界 大奇 中

一 至今的实体。其中 金

是 及第四 的 ，建于

公元 2700年 。 高137.18 m（原

高146.6 m）， 部四 每 长230.38 m

（原长为230.77 m），是由约230万 平均重2.5 的 成的。当

时没有 和起重 ，人们是如何将 重的 到金 地并

成金 的，这 是个 。据 ，当时人们用沙 和 合

图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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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后 成高大的 坡， 将 大的 在 木上，在 坡上 上

水以减小 动 ，然后沿 坡将 推上去。据说，推动一

并 成金 共用了16年的时间。

1. 物体形变能产生 ，这个 叫 　　　　。拉 、压 都 于

　　　　。

2. 受到拉 或压 而产生　　　　，在一 围内拉 或压

大， 的形变量 大。根据这个 理，人们 计了一种 测

计，用 的 长量或压 量来表示　　　　或　　　　的大小。

3. 地面附近的物体由于地球 而受到的 叫　　　　，它的方

向总是　　　　。利用这个性质，建 人常用重 线来 查 是

否　　　　，还可用重 线来 查 面或 台是否　　　　。

4. 下列几种 各 于哪种 ？

（1）用 时， 与 之间的 。

（2）用 时， 与 之间的 。

（3）用 时， 与 之间的 。

5. 在室内地面上推动重的家具比推动轻的家具 ，为什么？

6. 图1-3-17是两 报 ，请你分析是什么 致了这些不 。

图1-3-17 

7. 发挥你的 象 ， 一 小 ，描述在没有 的世界中，

人们的生活会是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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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观 ， 不 ， 天的 不 天 ； 的足球，

不 它，它不 动起来。或 能 出 论：要使 的物体运动， 有

力作用于物体。 的这个 论 全正 。

来 一下运动的物体。球 上 动的足球， 有人 续 ，

它 下来； 动 子， 用力，它 上 下来。或

，要 物体的运动 有力作用于物体。 这是错误的 对于这个

题， 大的 学家 过类似的错误。

对“ 物体的运动需不需要力”这个 题，下面的 材 和实验 对

有 大的 发。

两千多年 ，一些 学 已经 到，物体的 动并不 要

来维 。 们 ，沿直线 动的物体，如果不受 ，将会 这样

动下去。大约100年后， 学家亚里 多 把事情 了。

强调观 的重要性， 又观 得不 ，结果从 的观 中得到

一个 的结论： 是地面上物体的“自然状态”或“自然 性”，

地面上的物体若要 动均要外 来维 。 将其称为“强迫 动”，

为 的作用一旦 失， 动 会 。亚里 多 是历史上一位 大的

学 ，有许多重要贡献， 在这个问题上 了 。这种 观 一

直 到16世纪的 利 时代。

利 到，将人们 的是

的 在。如图1-4-1， 用两个

面 实验，一个小球从 方 ，经过

一 平面后又 上 方 面。若小球

动， ，则小球不能到达出

发时的高度；若 可以 ，小球

就会到达相同的高度。 利 利用理 实 图1-4-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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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 行推断，若 去 面的 面，没有 ，小球将 到地

面时的速度，以 速在水平面一直 动下去。 是实 上 发现球 动

得 来 慢， 后 了下来。对此， 利 为这并不是它的“自然

性”，而是 作用的 。因而 利 得出结论：一个不受外

的物体将 它的 速 动状态。因此说 不是维 物体 动的原因。

由于 利 的 面实验一方面否 了 是维 动的原因的

， 一方面开创性地 用了理 实验的方 ，因而被誉为史上十

大 美丽的物理实验之一。

：研究 速度一 的小车在水平面上 动的距 与什么因 有关。

：小车、毛 、棉布、 、木板、 板。

步骤：

1. 将两 长条木板 接在一起，

一 为 面， 一 为水平面。将毛

平 在水平木板上，如图1-4-2。

2. 将小车从 面上端特 高度处

释 ，小车到达 面 端时具有一

的速度。

3. 观 小车的 动情况，当小车

下时，测出它在水平面上 动的距

，并 下表。

4. 将水平木板上的毛 依次改为

棉布、 、木板、 板，重复 2～3。

：

水 性

小车在水平面上 动的距 （ m）

讨论：

1. 通过比较各种情况下小车在水平面上 动的距 ，讨论是什么原

遵循 的思 ，动 一下这个实验。

图1-4-2 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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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致小车 下来。

2. 比较小车在水平面上受到 的各种情况可得出结论：

小，小车 动的距 　　　　　　　。

3. 水平面光 ， 小车在水平面上 动时不受 ，那

么你 为小车在水平面上能 动多 ？

从实验 到， 力 ， 在水 面上运动 。 无

法实现 全 有 的理 情 （实 上实验中 有空气 力）， 作

出的“ 有 力，球将永 下去”的 论是有 理的。

所 ，是在现有的 不到 定要 的 ，在

和 ，再 严 的 而 出的

。 要在 造 ， 的 动方 ，再

用 严 并得出 。 仅是 象 的活动 。

在 现 、 和 ，是一个严 的

。例如 利 的 面 ， “如果没有 ”的

，而得到“球 去”的科学 。

在前人 究的基础上 出了一 力学 律， 第一 律：一切

物体在 有 到 力作用的时候， 是 运动 态或 态。这

个规律 第一 律，通 性 律。

一切物体 有 运动或 态的性质， 物体的这

性质 为 性（ ）。无论物体是 ， 无论物体是 力，一切物

体在任何情 下

有 性。物体 性的

大 质量有关，

物体质量 大， 性

大。物体 性的

大 与 度无关。

性现

见（图 - - ）。
（ ） （ ）

图1-4-3 



23

. . .. . .

自 时， ，自 续前进；子 从 中 出

后， 不 到 力， 续前进； 的 突然 时，

的 体 前 ；突然 一 子中下方的 子， 子 出去，上方的

子 在正下方，这 是 性现 。

我们把地球以外和其 天体以外的 空间称作外层空间。在

地球的大气层100 m以上，大气非常稀薄，空气对 的

可以 不计了。在外层空间，我们可以很好地验 性 。当

向月球时，火 发动 把它向上推， 绕地球的

。在此 上 次 用火 发动 点火以 开环绕

地球的 ，开 向月球。接着 关闭发动 ， 性

将 行三天， 后到达月球。在这里， 就像是一个长距

行的 。（当然，实 上还是要 重 的影响。在地月距

的1/6处，重 变为地球表面的1%， 月 的第一 还是在减速

行，接着 性 行。在 将到达月球的 后一 旅 ，由于月

球重 的作用，将 加速 动）

图1 4 4 “ ” 图

调相 地月转 月球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利 （  ，1564～1642）是 大利天 学家和物理

学家， 率 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 体系的近代科



24

学。 有“近代物理学之 ”的美称。

利 在物理学上作出了很多贡献。 深

而系统地研究了 动，发现了 的等时性原理、

性原理，研 了温度计。1609年， 用自 的

天 镜 次对准天空， 的观测结果有 地

了 白 的日 说体系， 而推 了人类对

的 。

所 的《关于 密和 白 两大世界体系对话》， 调

，在 大利 学史上列为 学名著。由于 中表达了对 白 的日

说的 ，因此受到教会迫害，被 。在这种情况下，

然 将 的科研成果 成《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 明对

话 》。

利 年 失明，1642年 因寒热 在 中 开了人

世。一个世纪后， 利 的 被迁到家乡的大教 。时 300多

年， 教 于1980年 对 利 的压 是 的，并为 复

了名誉。

人们对 在物理科学上的 贡献和为了科学 一切的 无

比 。 的 上 着：“ ， 失明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

没有什么是 看不清的了。” 因 曾称 ：“ 利 的发现以

及 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 ，是人类 史上 大的成就之一，

而且 着物理学的 正开端。”

图1-4-5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请 交通 中为什么 车应 速行 ？ 在行 的

车里，为什么要系安全带？

2. 当人 在公共 车上时，如果 车 然 动，人的 体会 样

，为什么？

3.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 中，什么时候 要利用 性？什么时候

要 性带来的危害？请各举出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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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知 ，地球 的一切物体 到重力作用。 在 上不 下

来是 为它 到 的 力作用。

到重力和 力两个力的作用而 于

态。 在天花 上的电 于同 的

情 （图 - - ）。

放在水 面上的 水 ，在 到重

力的同时 到 面对它的 力， 水

在这两个力的作用下 于 态（图

- - ）。

一个物体在两个力作用下 或 运动， 就 这两个力相

互 或二力 。

说， 在 果 到 果 ， 是 果为什么会

， 而发现了 有引 定律。那么，当你在 果 到 果不

来时，是否也应该问 果为什么不 来呢？

F

G

N

G

图1-5-1 图1-5-2 水

二力 的 是 下面 通过实验来 究这个 题。

：研究二 平 的条件。

：薄 板（或 料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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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如图1-5-3所示， 一 薄 板（或

料板），在相对的两个顶点附近各

一小 并用 线系着，两根线的 一端

分别 过 的 各 两个50 的

，观 板在两个拉 作用下如何平

。 用薄 板（或 料板）是为了

重 可以 。

（1） 板能否 ？　　　　；它 时受到的两个拉 的大小

有什么关系？　　　　；两个拉 的方向有什么关系？　　　　。

（2）把 板 一下， 两个拉 不在一条直线上， 板能

吗？　　　　　　　　。

（3）将一端的 减少或增加一个， 板还能 平 吗？　　

　　　　　　。

论：二 平 的条件是：　　　　　　　　　　　　　　　。

图1-5-3 二 的

通过以上实验 到二力 的 是：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两个力大

相等，方 相 ，两个力作用在同一 上。

图 - - 中电 到的重力和 力是一对 力，在图 - - 中 水

到的重力和 力 是一对 力。

　一 质量为  的物体，体 是  ， 它 在水中， 开后它

能 不 ，它将上 是下

分 ：首先 的 究对 的 力情 （图 - - ）。

此时的物体 力F 和重力G物两个力的作用，

F G物，则这两个力 于二力 ，物体 在目前

位 ； F G物， 被 ，物体将上 ； F
G物， 被 ，物体将下 。这就是物体的

。

解：根据 基 律， 物体此时 到的 力，F G排水。

为物体 全 在水中，所以物体排开水的体 ，V排水 V物。

F G排水 m排水 g 水V排水 g 水V物 g

图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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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 到的重力G物 m物 g 。

为，F G物，所以物体不能 ，它将上 。

： 后物体不能 ，它将上 。

将二力 和 合起来， 以解 体或气体中的 力

题。

图 - - 所 ，放在水 面上的箱子， 以由两个力气 的人来

动， 以由一个力气 大的人来 动。 图 - - 所 ，一个水 以由两

个人 同提起， 以由一个人提起。 两个力的作用 用一个力来代

，这个力就 两个力的合力（ ）。

图1-5-5 图1-5-6 水

可 使 动状态发生变化，也可 使 的 状发生变化。

然而 种 动状态，其 情况 可 不 ，比如

止状态，其 情况可 是 平 ，也可 是不 何 用。因

用的 果来 ，可 用 用的等 代替 。合 ，就是为了

决问题而引 的。使用该方 可 化问题的 情况，还可 地

用 学规律 决生活生产 的问题。 学们 后 会这种等

代替方 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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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力作用在一个物体上， 求 它 的合力 两个力的方 不

在一 上的情 ，下面 究两个力的方 在一 上的

情 。

：研究在同一直线上的两个 的合 的大小和方向。

：一根 、两个 测 计、 的木板。

步骤：

1. 如图1-5-7所示，将 B端 ，A端与两个 测 计相 。

F

F
O

B A

O

F

图1-5-7 的 的 成

2. 用两个 测 计（ 和 ）对 的A端同时 加相同方向

且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两个 F1和F2， A端拉 到某一位 O点处

并 上记号；读出F1和F2的大小并将示数记录在下 的表格中。

3. 用一个 测 计对 A端 加 F，也 A端拉 到O
点处，读出F的大小，并将示数 下表。

4. 一个点O 作为 A端 到的位 ，重复上面2～3 。

5. 一个点O 作为 A端 到的位 ，重复上面2～3 。

6. 将上面2～5 中，作用于 A端的相同方向的两个 ，改

为相反方向且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两个 ，如图1-5-8所示，重复上面

2～5 。

F

O

O

B A

F F

图1-5-8 的 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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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力 同一 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方 相同，合力大 就是这两个力的大 之和，

方 与两个力方 相同； 这两个力的方 相

， 合力大 就是这两个力的大 之差，方

与这两个力中 大的力的方 相同。 物体

两个力的作用，而 于 态， 这两个

力的合力为 。图 - - 是力的合 意图。

F1 F2 F1 F2

A端
的位

O点 O 点 O 点 O点 O 点 O 点

F1

F2

F 

F的方向

结论：归纳上面的实验结果，可以得到　　　　　　　　　　。

F F F

F F - F

F

F

F

F

图1-5-  的示意图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达 奇（图1-5-10）（   ，

1452～1519）是欧洲 复 时期 为 出的人

物， 多 多 ，在 史上 下了许多 大的

作，其 下“ 娜丽 ”的

（图1-5-11）征服了

个世界。同时 对很多的

域都有 猎，现在有学

称 为“科学第一人”。

达 奇在光学、 、天 、地质与解 学等

方面的 人研究与预测， 超过 那个时代的

度。 用深 的观 、 的 了

图1-5-10 

图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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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天 学、物理学、生物学和 学等各个学科 域的 。 在论科学

和 时说“ 科学的 能高 ”。

学家 达 拉 （ ，约公元 580至570之

间～约公元 500），把世界统一为数，由 的长 与 之间的数

比关系，联 到 天体的 行也是如 般的和 ， 一 推论到

的 原是数。 次 用了“ ”（ m ）这个词，用以表

示 是和 与有 的。 将情感体验的 和头 里

清 的科学 数学如此奇 地结合在一起。

科学和 的不解之 ，正如 物理学家、 物理学

的 得 所说：“事实上如一个 的两面，科学和 源

于人类活动 高 的部分，都 着深 性、 性、 和 有

。”

1. 对于起重 重物的情况，请比较重物 、 速上升、 速

下降时，起重 对重物的拉 大小，并说明理由。

2. 一重300 的车在100 的水平拉 作用下，在水平地面上

速直线 动，则 车受到地面的 是　　　　　 。

3. 1783年，世界上第一个 气球由一位 国物理学家 成，这个

气球的体 是620 m3，请问这个气球在地面附近受到的 为多大？

若此气球总重 5 000 ， 开后它能 平 吗？（ 地面附近的空

气密度是1.29 /m3）

4. 电 动时，重600 的人受到电 的 为900 ， 受到

的合 为多大？此时电 中的人能 处于 速上升状态吗？ 

5. 一个质量为60 的人 在地面上， 所受的地面的

是多少？ 对地面的压 是多少？假 每只 接 地面的面 是

196 m2， 对地面的压强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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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常使用的 、 、 等 是

。在人类 期的 大发明、发现 ，正是对 、 的

，使得人类 一 动 出来。而 ，则是人

类在 造自然 用 的 。如 人类已发明了 种 样

而 的 ，如 、大 、 、 。这些 ，

无 多么 ， 着 素——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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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 、 2 1 1 等是 们生活 常

的一类 ，你能说出在使用 们的时候有什么 吗？

水机 开

观 图 - - ， 以发现，从 力和 上 ，它 的 同点是：

有一个“ ”，使用时 有一个 点； 到动力和 力作用。 开

，它在 度方 上 作一根 ；它的最前 着 盖的点是 点；人

对它 上的力是动力； 盖 对它的力是 力。

对上面这类 ， 以用一个理 化的 来 ， 。 一根

在力的作用下 能 着 点转动，这根 就 。 有五个要

素，它 分别是：

点： 着转动的点（图 - - 中的O点）。

动力：促使 转动的力（图 - - 中的F ）。

力： 转动的力（图 - - 中的F ）。

动力 ：从 点到动力作用 （动力所在的

）的 （图 - - 中的l ）。

力 ：从 点到 力作用 （ 力所在的

）的 （图 - - 中的l ）。

图2-1-1

F1

l1

l2

F2

O

图2-1-2 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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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你用过的 具或物件中，哪些 于 ？ 

2. 请你分别 出图2-1-1中四个 的 点、动 、动 、

、 ，并在图中 出。

在力的作用下， 于 或 转动 态， 就 于

态。 下 能 或者 时，动力、

动力 、 力、 力 这 要素之间有 的 量关系

：铁 台、 、测 计、 。

步骤：

1. 在没有测 计和 作用其上的情况下调节 两端的平

， 在水平位 平 。

2. 然后在 两 分别 上几个 ，并 水平位

平 。

3. 在 的一 上几个 ，然后用测 计向下拉 一

， 水平位 平 。 作中要 测 计 在 直方向以

其对 的 直于 。我们把测 计对 的 作为动 F1，

对 的 作为 F2。量出动 l1和 l2。将实验数据

下表中。

F1 l1 F2 l2

1

2

3

4

5

4. 改变 或 ， 几次实验。

1 在你用过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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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根据上面的实验数据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基 过：“ 一个 点和一根足够 的 ， 就能 动整个

地球。”为 基 此 为 知 力的 密。下面

来了解 力的原理。

在 用时有三 情 ：

动力 大于 力 （l l ）， 时动力 于 力（F F ）。这时用

的动力就 以 大的 力，这 是 力 。

动力 于 力 （l l ）， 时动力大于 力（F F ）。这

是 力 。

动力 等于 力 （l l ）， 时 力等于动力（F F ）。这

是等 ， 不 力 不 力。实验 中使用的天 就是等 。

所以，要 用 的力 起大 ，则动力 大， 、 角 就是

用这个原理 的。 力 然 ， 是动力作用点 动的 力

作用点 动的 大， 了力， 了 。 此 有时 需要 用 来

。 是 力 ，动力 于 力 ，用 大的力 能 起 ，

是使用 ， 要 动 的 ，就 以 从水 出水面。

这时 然 了力， 了 。

中

人体中有 骨， 中有 起着

作用， 然这 起 作用的骨不

能自动地 点转动， 到动力的作

用，这 动力来自 着在它上面的肌肉。

人的前 就是一个 的 （图

- - ）。它的 点在 关节。 二

肌 、 三 肌 时，前 上转，

引起 动作；而 三 肌 、 二

肌 时，前 下转，引起 动作。 以 出，前 是个 力 ，

是 二 肌 要 一点 就 以使 动 大的 。

图2-1-3 中的

三 肌

骨关节

骨

二 肌

骨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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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在我国 代就有许多 的应用。大约在3 000多年以 ，我

国人民就用 （图2-1-4），用 从 里 水（图2-1-5），还

有能 称量的天平和 等。1981年在长沙发 出土的一 国

时代的木 和 环 （图2-1-6），相当于现在的天平和 ， 得很

，大小 现在我们 实验用的差不多。木 的 长27 m。

中点 线提 ，距 两端各0.7 m处，用 线各系了一个直 为

4 m的 。 环 共有9个， 大的12. 5 ， 小的只有0.6 。从这

“天平”看，当时的称量已经相当 了。

图2-1-4 图 - -  图2-1-6 和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和理发 ，哪个是省 ，哪个是 ？为什

么它们被 成省 或 ？ 有什么好处？   

2. 如图2-1-7所示，已 平

，测得 测 计对 拉 的

与 对 拉 的 之比为7 3，

测 计读数是4.2 ，那么 多

重？（ 自重不计）

3. 如果由于 造 度的 ，天平

的两 不等，你有什么 用它

测量物体的质量？

图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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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在生活或生产中 见的

机械。 人 重物提到高 ，

用到 。 的基本用法有两 ：一

的 是 的， （图

- - ）； 一 的 以 物体

上下 动， 动 （图 - - ）。

你 2 2 1 那样的 吗？

的人可 地 到 的对 。

来， 是通 在 上 的。 在

生活、生产 有 多应用。 面 们来

的 种用 。

本

图2-2-1 

图2-2-2 种 用 （ ） （ ）

： 、 、 测 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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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如图2-2-3 所示，用 测 计提起 ，测出并记录 测

计的示数。

2. 如图2-2-3 所示，将 在 上作为 ，读出并记

录 测 计的示数。

3. 如图2-2-3 所示，将 的一端系在 上，

作为动 用，读出并记录 测 计的示数。

（ ） （ ） （ ）

图2-2-3 图

讨论：

1. 比较上面测得的数据， 用 、动 能否省 ？

2. 用 、动 ，哪种情况可以改变用 方向？

3. 如果分别用 、动 提升重物，是否省了距 （或 要

动更大的距 ）？     

总结上面讨论得到的结论：　　　　　　　　　　　　　　　。

同 的 ，为 用法不同所产生的

不同 实是变 的 ， 上的 一

以 是一个 （图 - - ）。图中标出

各自的 点、动力、动力 、 力和 力 。 发

现了

实质上是一个等 。动 实质上

是一个动力 为 力 两 的 力 。请 根据

的 原理解 为 使用 不 力、动

一 力。
图2-2-4 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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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阿基 得（公元 287～公元 212）出生在地中海西西里岛上的

拉 ， 拉 是 的 民城 。年轻的阿基 得曾在 及的亚

历山大科学院学 ，亚历山大科学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学院，建

于公元 300年 （相当于我国的 国时期）。这个科学院位于地中

海海 ， 有动物 、植物 、 、 作室和图 。阿基 得

在那里成长为 的科学家。后来阿基 得回到 乡，在数学和物理

学 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例如“ 原理”和“ ”。

有一句名 ：“给我一个 点，我能 动地球。”

拉 ，阿基 得与 拉 居民一起 加了 国的 。 利

用 和 计了 和 ，把 头 的

列中，以及 近城 的 上。 上的铁 则把 起，提

到半空并 、 。在阿基 得的 科学 面 ， 人损失

重。然而，围城三年后，由于有人 变 ， 人 城中。一

名 阿基 得家中，阿基 得正在沙 上 研究几何问

题， 说了一句“不要动我的 ”， 的利 就 了 的

。对于阿基 得的死， 的 人 的统 都感到

痛和 ， 深 阿基 得的 。“不要动我的 ”，这是阿基

得 下的 后一句名 。

力，又 改变用力的方 ， 和动

组合起来，变 一个 组， 以 容 地 到这个目的。请 动 组合一

个 组， 在使用中感 它的 作用，然后 规律。

： 、 、 、 测 计（量 为5 ）、 。

步骤：

1. 用 测 计称出一组 的重 大小，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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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把2个 组合起来，其中一个作为 ， 一个作

为动 ，组成一个 组。 照图2-2-5 ，将 组的上端 在

上，下端 上 ，用 测 计 住 的一端不动，读出此时

测 计的示数， 下表，与 重 的大

小 行比较，看看是否省 ；计 出拉 与重

的比 ， 下表。

3. 数一数此时 着动 的 子有几 ，

下表。

4. 个数不变，改变绕线方 ，

照图2-2-5 ，重复 2、3。

讨论：拉 与重 的比 和 着动 的

子的根数之间有什么关系？

（ ） （ ）

图2-2-5 

F

图2-2-6 

了 和 ， 面、 等 是 见的简单机械。 运 人 用 面

（图 - - ） 重物 上 ，与 将重物 上去相 ，重物 动的

了， 是力气 花了。

面的 用 广 。上 的 路修 路（图 - - ）是为了

容 和 全， 力的原 以用 面来解 。 实 是一 面，

通过实验不难发现，使用 组 以 力。在 和

子重力的情 下，有 子 着动 ，提起物体所用的

力就是物重的 分之一。

在图 - - 中， 担物重的是 着动 的 子，这

在动 框上的和最后从动 引出的 。而 过

的 子， 起改变用力的方 的作用。 此，图 - - 中提

起物体所用的力是物重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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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在机械 表、自 等机械中有着广 的 用（图 - - ），这

的大 和 各 ，起着不同的 动作用。

开后 到的

转 来转动

（ ） 面 （ ） 路 （ ） 基

图2-2-7 

， 用一 基 （图 - - ）的 ， 以从 水

地。

动 机械 表中的 自 中的

图2-2-8 

1. 观 生活和生产中一些常见的 单 ，它们各自有什么特

点？各用在什么场合？请分析其中的 理。 

2.  用 组可以省 ， 是 用它省距 吗？

3. 如图2-2-9所示，一根 子绕过 ，一端 在重物G上，

一端，分别用 F1、F2、F3拉起重物，则（　　）

. F1较大；  . F2较大；

. F3较大；  . 三个 一样大。

4. 图2-2-10中，当 测 计A的示数是5 时， 测 计B的

示数是　　 ， 和重物的总重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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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将小铁 在铁 上，用铁 。用 铁 过的部

位，感觉是否发热？

图2-2-  图2-2-10 

的高 有能量——动能，这种能量 能 化而来。高

的水也 有 种能量，这种能量通 水 化为 能。自然界 的能

量有多种 ， 们之间可 相 化。 面 们来了 学 相关

的能量—— 能。

图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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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感 到 的 度 高了，这 的内能

了。 在 的过程中有能量转化为内能。 在 前 有

能量， 为 在 前后 度变化了， 这 能量 度有关。这 由

于物体运动而 有的能量 动能（ ）。

物体的动能大 素有关

图2-3-2 的

：小车及 重、 面、小木 。

步骤：

（1）如图2-3-2 所示，两 相同的小车（其中一 加 重 质

量不同）从同样的高度同时 下分别 两个相同的木 ，比较木

动的距 。

：已 质量不同的小车在相同高度处 下后，具有相同速度。

可以观 到质量大的小车 下后， 木 动的距 　　　

（较大/较小/一样，以下空格同），说明小车 木 具有的动能

　　　；质量小的小车 下后， 木 动的距 　　　，说明小

车 木 具有的动能　　　。

（2）如图2-3-2 所示，两 相同的小车从不同的高度同时

下，比较木 动的距 。

可以观 到，从较高处 下的小车，抵达 面 端时具有的速度

　　　， 木 动的距 　　　，说明小车 木 具有的动能

　　　；从较低处 下的小车，抵达 面 端时具有的速度　　　，

木 动的距 　　　，说明小车 木 具有的动能　　　。

（ ）（ ）

论：物体动能大小的 因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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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 的原理就是用大 将水 在高 ， 水 过一 差时 动能，

动水 机发电。这 水在高 时 有 能量。这 由于物体位于高 而

有的能量 重力 能（ ）。 物体的重力

能由 素

物体的动能与物体的质量和 度有关。在 度一 的情 下，物体的质量

大，动能 大；在质量一 的情 下，物体的 度 大，动能 大。

在图2-3-2的实验中，小车在 面上向下 动过 中，小车的重

势能 化为动能。请根据 面对小车 下 面后所具有的动能的结

果判断小车的重 势能 哪些因 有关。

物体的重力 能与物体的质量和高度有关。在高度一 的情 下，物体的

质量 大，重力 能 大；在质量一 的情 下，物体的高度 高，重力 能

大。

时 ， 了能量（图 - - ）； 球 在 球的 间，

球 变 了能量（图 - - ）； 被 或 时 有能量。

图2-3-3 

（ ） （ ）

这 由于物体发生 性 变而 有的能量 性 能。重力 能和 性

能统 为 能。动能和 能又统 为机械能。

动能和 能 以相互转化。过 以 高的 度 ， 上

的一面，是将动能转化为重力 能；然后 由 的 一面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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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下，是将重力 能转化为动能（图 - - ）。机械能 能 的能

发生相互转化。 星在 大气 的时候，是将机械能转化为光能和内能（图

- - ）。

（ ）过 （ ） 星

图2-3-4

（     1814～1878）是一位 国 生，曾

随 。 在研究动物的 和体温时，对热和 动产生了 。

提出了能量不灭和 ， 出各种能量之间是可以相

的，它们的总量 不变。 发现了科学中 重要的 之一

能量 。 是当时人们不理解 的发现， 的关于能量

的论 被物理杂 压， 后发表在一 学杂 上，没有 起科

学界的 。 在家庭 遭不 的情况下，又遭到世人的 ，甚

至被 院。 令人 的是， 在 年 于看到了自己的

研究成果被 ，并得到了应有的 誉。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如图2-3-5所示，将小球在A点释 ，试分析小球沿光 动

过 中，其动能和势能的 化情况。

在顶点A时，小球的动能为　　　（ 大/ 小），势能为　　　

（ 大/ 小）；下 过 中　　　能 化为　　　能，到达 低点B
时动能　　　（ 大/ 小），势能　　　（ 大/ 小）； 沿

上升到达顶点C的过 中，　　　能 化为　　　能；在CDB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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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时，当 被 的 ，人

的能量 化为 的 能 被 后保

不动的 ， 然人还在用 ， 的

能量并 变 在 射出 ， 的

能 化为 的动能。那么上述 ，

为何有时有能量 ，有时 没有？
图2- -1 

人 认识到在力作用于物体而发生的能量转 过程中，发生的能量转

与两个 素有关：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物体在力的方 上运动的 ，

作用在物体上的力 大，或者物体在力的方 上运动的 ，所转化的

能量 。 此， 以 义一个新的物理量 功（ ），来表 能量转

化的 和量度。力对物体所 功的大 ，等于力和物体 力的方 上通过

的 的 。

功 力

　　　能 化为　　　能。

图2-3-5 球 与 的 化

D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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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W表 个力对物体 的功，s表 物

体 力的方 通过的 ，则

W=Fs
在国 单位 中，力的单位是 ， 的单位

是 ，功的单位是 ，它有一个专 的

（ ），简 （ ）。

是不是物体 到力的作用， 动一

，力就一 对物体 了功 图 - - 所 ，提

着重物水 时，重物 到一个 上的

力。它在水 方 上 动了一 ， 有 着 方 通过 ，

此 力 有对重物 功。

1　 图 - - 所 ， 起重机从

地面上 起一 的 材， 高了

，然后水 动 ，起重机的 力对 材

了 功 （g ）

解：在 高 的过程中，

F=G=mg
起重机的 力对 材 的功：

W=Fs
在水 动 的过程中， 材 有 起重机 力的方 （ 方 ）

动 ，起重机的 力对 材不 功。

所以，整个过程中起重机的 力对 材 了

的功。

2　 图 - - 所 ， 地上 人 用 和

提 重物。 人用 的 力将重为 的重物

起 高， 人的 力 了 功

解： 人的 力作用在 一 ，在重物提

高的过程中，这一 点在力的方 上 动了 ，所以

力 功：

  W=Fs

图2-4-3 

图2-4-4 用

图2-4-2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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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耳（ m    1818～1889）是 国一家啤酒 的

板， 然 没有受过正 的科学教育， 出于对科学的热 ，

业 从事科学研究。 发现了内能、电能、 能之间都可以相

化，各种能量的总和不变，不生不灭。由于 耳并非物理学家， 家

学会 发表 的论 ，因此， 耳的论 发表在小报上。 在

科学讨论会上只被 许作 的口头发 。当时 耳所用的 语不太

准 ， 在场的 年科学家开

了 的 作， 与会 到 耳

的重大发现。

为了测量 能与内能之间的 ，

耳 造了一台奇特的 （图2-4-5）。

当 在 上的两个重物 下时， 水

的 中的叶片 动起来。有一个

可以重新提起这两个重物。 耳测出两个

重物下 时所 的 （ 能的变化），

并且发现叶片的 动 水变热（内能增

加）。 把这个实验重复 了许多次， 于得出结论：一 量的 等

于一 量的内能。

耳和 各自独 地发现了能量 。

图2-4-5 的

图 - - 所 ，要将四个邮

到相同高度，人 邮 和 邮

功一 ， 用的时间 人

用的 ， 功 。在 高 运

材的时候，起重机用的时间显然

人用的时间 ， 功 。为

了 功的 ，人 引 功

（ ）的概念：单位时间内所 的功。
图2-4-6 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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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功 时间

用W表 功，t表 功所用的时间，P表 功 ，则

在国 单位 中，功 的单位是 特，简 （ ）。它是以

特（ ）的 命 的。

　　

程 上 用千 （ ）作功 的单位：

人 自行车的 率约70  小 车发动 率66 ～162 

载重 车发动 率55 ～88 

东风6型内 率约2 646 

拉车的 率（长时间）约450  

万 洋 率7 000 ～23 000 

体 料火 的 时 率约7 109 

是 上的小 ， 上 有 的主要性能，其中 括

的 率。下面是一台水 上的 的主要内 ：

型号：8 13 ：12.7 m

流量：270 m3/  上 空高度：5 m

率：11.3  速：24 /

率：17  率：83%

其中 率是 正常 作时的 出 率。 率是 要

的动 的 率。如果 率太小， 不能正常 作，如

果 率太大，动 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是一种浪 。所以

和 的动 时，都要 到它们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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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第一台比较成 和广为应用的 的发明 是 .麦

密 ， 也是 业的创 人之一。自 以来， 物都是

由人挥动 来完成，非常 苦， 时 ，生产 率很低。 业

命后，一些人 用 有 动的 叶片的 ， 挥动

的动作，来 农作物， 没有成 。后来麦 密 开 探 用

状或带 的 ， 东西的动作来 造 ， 得成 。

的 率很大，一天可以 10公顷以上的小麦，而人 一天只能

1公顷 ，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 率。 发明家 将其产

品开发得人人会用，还要 通的农民 得起，会维 。由于受

到小型农场的 ， 的 市场很小。当欧美的农业从小农经

济 变为资 主 大农业后， 就 用起来。麦 密 不仅

善于发明创造，也善于经 ， 地 用田间实验来与 的对

，并 极地为自己的产品 广 ，麦 密 的 公 很快成了

农业 业的龙头。

3　高 的大 用 水 水箱 水， 就能 水箱 ，

后水的质量为 ，这 水 功的功 是 （g ）

解：F=G=mg=
W=Fs=
这 水 的功 是：

P= W
t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某电 在 行时其 对 体的拉 为8 000 ，计 电 在上

升12 m的过 中 的拉 所 的 。

2. 某人的质量是60 ， 山极顶高1 545 m，此人 上 山极顶用

2 ， 此人 到 山极顶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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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断题

（1） 率 大， 出的能量就 多。

（2） 率 小， 就 少。

（3） 水 的 率 大， 的水 多。

当人们使用 时，有的是为了 ，有的是为了 ，有

的是为了 变用 的方 ，那么在使用这些 时，能不能 呢？

提 重物时，为了 力 以使用动 。 是，动 本 有重力，

在提 重物的同时 提 了 ， 此 所 的功 有全部用于提 重物。

上面过程中， 重物 能的 部分功是 需要的， 有用功。

能的 部分功是 用这 机械而不 不付出的 担， 为

功。有用功与 功之和 为 功。

W W有用 W
望有用功在 功中所 大 。物理学中用机械

（ ）来表 这个 ，用 η表 ， ：

η W有

W
中W有表 有用功，W 表 功。机械 η一 用 分 表 。

由于有用功 是 于 功，所以η 于 。

1 图 - - 所 ， 面

 ，高  ，物体的质量是  ，

面 上 物体，所用 力是   ，求

面的机械 。（g ）

解：将物体提 到  高 需要 功

（有用功）：

W有 Fs Gh      

力对物体 的功：

W Fs      

图2-5-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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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所以 面的机械 是：

η W有

W

一 情 下，起重机的机械 是 ， 组的机械 是

， 水机的机械 是 。

自然界 在着各种能量，这些能量可以从一个物体 到 一

个物体，也可以与其 能量相 化。人类和其 生物常常利用能量

的 和 化为其自 服务， 是能量的利用率不会达到100%。如

图2-5-2 所示，某人 用 提升重物， 的 率约是

90%，这说明 人拉 所 的能量，约有90% 化为重物增加的

能，其 10%的能量以内能或 能等其 形式浪 了。

如图2-5-2 所示，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仅仅将1% 的太阳能 化

为化学能 在植物体内，羊和大多数动物一样，仅能将植物化学能

的10% 化为自 的能量。

一般来 ，火 发电 （图2-5-2 ）的能量利用率不是很高，

在 料中的每100 能量约有30 被火 发电 化为电能，所以火

发电 的能量利用率约为30%。 料中70% 的能量被火 发电

以内能或其 能量形式浪 了。

（ ） （ ） （ ）

图2-5-2 量的 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用 从 中提水，有用 是　　， 外 是　　，若 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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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时需要 烧 来提 能量 动员在 比 时要

内 的能量 生 能 通 的 需 能 需要内

能 能量这个 对 们并不陌生，那么什么是能量？能量 现为 种

的 ， 种 的能可 相 化。当你对能量的 种 能量的

化有所认 时，自然会 会出能量的 了。

能量有 体的 ， 见的有内能（ ）、电能

（ ）、 能（ ）、光能（ ）、动能、

能、机械能（ ，动能和 能的合 ）、化学能（

）、生物能等等。

产生内能 电能的 运动的物体 有动能

图2-6-1 的 量

发出光能 电 中 着化学能 高 的水 有 能

里，从 里 时， 里带了一些水，有用 是　　， 外 是　　。

2. 用 组把720 的 物提高10 m，在这过 中 组 的有

用 是多少？若 组的 率是60%，那么在这过 中总 和 外

各是多少？

3. 如何提高 组的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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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是在转化着，它 以从一 转变为 一 。

在 过程中 了一系 的能量转化过程。首先是在 发动机的

中， 将化学能转化为内能；然后通过 中气体 对 功，将内能

转化为机械能， 的 动机 使 这部分机械能的大部分 为 的动能（有一

部分 又转变为内能）； ，则通过 动能又转化为内能。

地球上的各 能

大部分是由 阳的

能转化而来（图

- - ）。 阳

能使 大海、江

中的水 发到天空

中而 了 。

了大量的 能，

为它所 的水分

高 地面之上。 大

而下时， 中

所 的水的 能就转

变为动能。在

中，一部分能量 以

转变为电能。有 电

时，这 电能转化为

光能、 能和内能。

在 上的 水， 了一部分 能， 以用来 动发电机发电。

以 能量的转化时时 发生在 的 。

照 通讯 动机械 功 用

水力发电 热机 动机械 功 热
作为化 原

力发电

以 和 到大地 、
物 作为

阳能 用

使大地
变热

使水 化
被植物、

生物

到地球的

阳能 功

为

阳 空间

的 功 为

图2-6-2 的 化

观 图2-6-3中所示的各种情况，讨论所发生的能量 化的过 。

1. 图2-6-3 ： 从 中 出的过 。

能量的 化：　　　　　　　　    　　　　　　　　。

2. 图2-6-3 ：快速 出水面后，海 如何 动？　　　　　　。

能量的 化：动能  　　　　　　　　。

观 图2-6-3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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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来动 一个电能 机械能转化的能量转化 。

： 具电动 、电流表、电 和电 、 开

关、重物和 、 及用于 的 。

步骤：

1. 图2-6-4 所示安 。将

开关 到a位 ，此时电动 由电 供电，

电动 的 通过 结 把重物 起。

能量的 化：　　　　　　　　　　

　　　　　　　　　　。

2. 当重物上升到 高点时，将 开关 到b位 ，此时，

重物下降推动发电 （ 的电动 现在成了发电 ）发电，产生　

　　　　， 电流计的 　　　　　　　　。

能量的 化：　　　　　　　 　　　　　　　　。

a
b

图2-6-4 量 化

（ ） （ ） （ ） （ ）

图2-6-3 量的 化

3. 图2-6-3 ：点 气炉， 气 。

能量的 化：　　　　　　 　　　　　　和　　　　　　。

4. 图2-6-3 ：电 动。

能量的 化：　　　　　　　　 　　　　　　　　　。

热 以 内能从一个物体 一个物体。热 有一个重要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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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 有 界 的情 下，热量 能从高 物体 物体。 ，一

热开水放在 环境中， 热量 它 度 的空气，最后变 与

空气的 度一 。而相 的情 有 到过：一 与 空气 度一 的

水自动从 空气中 热量，最后变 开水。实 上，这 现 是不 能发生

的。自然界有一 重要规律， 热力学第二 律：在 有 界作用的情 下，

热量 能从高 物体 物体，不 能从 物体 高 物体。

， ， 箱 的 度是 下来的 这是 为 箱有

机。 机的作用就是一 界作用，这 界作用 箱内部（ 度

）的热量 到了 箱 部（ 度 高的地方）。 机的这 功能是以

电能为代价的。空调设 是同 的 理。

能量的转化 有一 的方 性，在上面 作的能量 转化 的情 中，

能量的转化是 的。而在 一 情 中，情 不一 ， ， 过程、

生热过程中能量的转化是不 的。

能量有不同 ，而 是 于转 或转化之中。能量从一个物体转 到

一个物体，或从一 转化为 。这 转 或转化通过两 来

实现：热 和 功。人类 认识到，能量在转 和转化过程中， 不能

空产生， 不 空 ， 量 不变。这个 论 能量 律（

为能量转化与 律）。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能量和物质一样，也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 到的东西。

业 命时期人类通过 得到的热，把水变成水 气， 造出

了 。联系到加 金 时 生热和 人 木 火，人们

到在 动和热之间， 乎 在着某种联系。

人们 以为，热是一种物质， 名叫热质。在用 具切

的时候， 会变热，人们以为那是 具划破了 ， 内部的

热质流了出来。人们看到， 的温度可以升得非常高，以至于有些

化了。这时，有一个叫伦 的人开 产生了 ， 内部

么能 如此多的热质 问 致 给出 一种解释。 觉得热可

能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 动。是 具用 切 时的 动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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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东西。 的观点得到了 国科学家戴维的 同。戴维当 表 ，

用 两 冰相 ， 后两 冰很快都 化了。戴维解释说，冰

中不可能含有那么多的热质。那是由于两 冰 而 化成的热 冰

化的 。 的表 得了一片 。戴维的 得这个实验产

生了 大的 会反响，许多人接受了热是一种 动的正 观点。后来

人们 到，戴维 冰 化的热并不完全来自冰 间的 。

用的 热不好也起了作用。 是戴维 的“热不是热质，而是

一种 动， 动 化成热”的观点是正 的。

人们早已在 动的研究中，产生了动能和势能的观 ，只不

过比较 。当 到热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 动，而且热与

动之间 在某种联系之后，能量的概 就 清 了。

在人们 到能量 之 ，有不少人试图 造 动 。这

种 不 要外界供给能量， 能不断地 。如果能 造出 动

有多好 我们可以不 要 、 油，不 要风 、水 、

人 和 ，不 要任何外加能量 就可以不 地 动。我们可以

几乎不花任何代 ， 造出各种产品。 是，所有 造 动 的尝试

都失 了。人们 明白，要 ， 不断地给它 能

量。 造 动 的失 ， 致了能量 的 生，能量

又称为热 学第一 ， 能量 的 动 后来被称为第一

类 动 。此后，又有一些人开 ，能不能不断地从大海中提

热量，全部用于推动 的 ？这种 不 能量 ，

代 只是 海水温度不断降低。这种从单一热源提 热量的 动 ，

称为第二类 动 。科学研究发现，这类 动 然不 能量

，也不可能 造出来，因为它 热 学第二 。至此，人们

到不可能 造出 动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什么是能量？你了解的能量形式有哪几种？

2. 什么是能量 ？

3. 举出一个能量形式发生 化的实例，并用它来说明能量 。

4. 能量 的方向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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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力是一个物体对 一个物体的作用。物体之间的作用 是相互的。

力对物体产生两方面的作用 ：使物体运动 态发生变化，或者使

物体的 或体 发生变化。

力的大 、方 和作用点 力的三要素。力的单位是 ，简

（ ）。

力计是 量力的大 的一 。

重力作用在物体的重 上，方 下，大 为G = mg。
分为 动 、 动 和 。 用 动 方 以

力。

面 ， 动 力 大； 面 光 ， 动 力 。

动 力的大 与 力大 有关， 力 大， 动 力 大。

第一 律（又 性 律）：一切物体在所 力为 时， 是

运动或 态。

物体 或 运动的 态 态。

无论物体 与 ， 无论物体 力与 ，物体 有 性。物体质

量 大， 性 大；物体 性的大 与 度无关。

物体 两个力的作用而 于 态 二力 ；二力 的

是：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两个力 大 相等，方 相 ，作用在同一

上。

两个力 同一 作用在同一物体上， 它 的方 相同，它 的

合力大 就是这两个力的大 之和，方 与两个力的方 相同； 这两个力

的方 相 ， 合力大 就是这两个力的大 之差，方 与这两个力中 大的

力的方 相同。

是一根能够 点转动的 。

的 是：动力 动力 力 力 ，或写 F l F l 。
动力 大于 力 的 是 力 ；动力 于 力 的 是

力 ；动力 等于 力 的 是等 ， 不 力 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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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实质上是一个等 ；动 实质上是一个动力 为 力 两

的 。

物体由于运动而 有的能量 动能。物体的动能与物体的质量和 度

有关，在 度一 的情 下，物体的质量 大，动能 大；在质量一 的情

下，物体的 度 大，动能 大。

物体由于位于高 而 有的能量 重力 能；由于 变而 有的能量

性 能。物体的重力 能与物体的质量和高度有关，在高度一 的情

下，物体的质量 大，重力 能 大；在质量一 的情 下，物体的高度

高，重力 能 大。

动能和 能统 为机械能。

功是不同于热 的能量转化 ， 以用来 量能量转化的 。

力对物体所 的功，等于力和物体 力的方 上通过的 的 ，

W=Fs。
单位时间内所 的功 功 ，P=W/t。功 是 功 的物理量。

W W有用 W 。

有用功与 功的 值 机械 ，用η表 ，η W有

W 。

能量的主要 有：机械能、内能、电能、 能、光能、化学能、生

物能等。

能量 是 于相互转化之中，正是能量使世界 了变化和活力。

热 以 内能从一个物体 一个物体。热 有一个重要

的特点， 有方 性：在 有 界 的情 下，热量 能从高 物体

物体。

不同 的能量 是 于转 或转化之中。能量从一个物体转 到 一

个物体，或从一 转化为 。这 转 或转化通过两 来实现：

热 和 功。能量在转 和转化过程中， 不能 空产生， 不 空 ，

量 不变。这个 论 能量 律（ 为能量转化与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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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空自 地 在水 地 在

上 大象在 里 。生 的 动使自然界显得

加生 然。

那么，你是否 ，

动 是怎样 动的？

动 动所需的动 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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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动员 ， 12 的成 了 110 的 界

，是一 界 、 国人 的 动员。然而因为 部

和 带 伤， 在 会 上被 ，留 多 。

成一 动需要 些 ？你有 伤后不能自 动的

吗？人 的 动 统 些部分 成的呢？

骨骼是人体的 架，由 骨（ ）通过骨 （ ）组 。按位

以将骨骼 分为： 骨、 骨和四 骨三部分（图 - - ）。

图3-1-1 示意图

骨（容 和 ）

面 骨（使 个人的面容各有特色）

（容 着
、 等重要 ）

骨 （ 着 部的 、
以 生殖 等）

上 骨

下 骨
四 骨

（上 骨，下 骨 ，

体的 部和 部，是人体的 ）

骨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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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骨、 骨和 骨

组 。 的 骨之间由 有 性的 间 相 。

然 不 ， 它 着 体 能 活运动。从

面 ， 发现 不是 的，而是 “ ”

（图 - - ）。 一 ， 的这 特点和人的 立

以 运动有 关系

的

骨中间 有一个 ，

骨上下相 ，中间就

一 （图 - - ）。

中容 着 。图3-1-2 观

（位于 中）

骨

间

图3-1-3 

组 人体骨骼的骨有 骨、 骨、 骨、不规则骨等 类

（图 - - ）。通过 的观 和思考， 以发现骨的

态和功能是相互适 的。

图3-1-4 的种类

骨

骨

骨

骨

不规则骨

骨

骨

骨

骨（ 骨）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照上面的几 图片，讨论下述问题：

1. 全 的 在哪里？ 体中哪些部位的 又小又多？

2. 观 图中各部位 的特点，举例说出 的 、大小、形

状、 结方式与它们的 能有什么关系。

3. 一 ，为什么我们可以自如地 、举 抬 。

人的一只 有27 ，一只 有26 。分布在 和 的 就有

照上面的几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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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 全 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个数 也许会 你感到 。其

实你只要 ，不 发现 在 体中的分布特点与 体 能之间

是相 适应的。

人的 非常 ，能 行复杂、 致的 作。比如， 的时

候， 快速地变 着 动的方向和速度； 的 能 造 密

的 ； 人的 甚至能在头发 上 和图 。 的这些

能与 部 列 的 和 密不可分。

的 作 然没有 那样复杂，

它 着全 的重量，又能 多种

动的 要，这些 能同样与 的结 是分

不开的。 部的 和 地组合在

一起 成 （图3-1-5）， 时只有

的内、外两 以及 后 着地，像

三 一样 。 还具有一 的

性，可以减轻直 行走和 动时对 的 。

图3-1-5 

骨与骨之间的 骨 。骨 有三 ：不活动 （图

- - ）、 活动 （图 - - ）和活动 （图 - - ）。

关节是活动 的 体 。

不同 的骨 ，使骨骼 能 体、 内 ，又适合运动。

图3-1-6 

图3-1-7 

图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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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间的 结方式与 的 结方式有什么不同？这种

结方式 具有什么特点？全 中还有什么部位的 结方式与

此相 ？

2. 关节的 结形式与其 两种 结形式 大的区别是什么？关节

主要分布在哪些部位？

关节一 由关节面、关节 、关节

三部分 （图 - - ）。关节面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相 骨的 面， 关

节 和关节 。关节 组 关节的两

骨 地联系起来。关节 是由关节面和

关节 同 的密 ， 面有起

作用的 。
图3-1-  图

关节

关节面

关节

..

： 关节的结 ，理解关节的 活性和 性。

：新鲜羊（或其 动物）的 关节、 、解 、

、 子。

步骤：

1. 羊的 关节，用 （或解 ） 去关节外面的多 组织。

2. 行方向切开关节 ， 出关节 。

3. 观 关节面，区分关节头和关节 。用 关节面的表面，

感觉　　　。关节面上的这一层物质叫 关节 。

4. 用 拉 关节 ，感觉　　　。用 关节 内表面，有

　　　的感觉，这是关节 分 的 。

5. 解 的各个关节， 别关节的各部分结 ， 观

上不同部位的关节是否都一样。

讨论：

1. 关节头和关节 是否直接接 ？从 的角度 一 ，这种结

1 间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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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一 简单机械部 的原理和关节的活动原理是一 的（图

- - ）， 能 出 的 子进 类

图3-1-10 与 的

特点有什么 ？

2. 关节头和关节 的形状有什么特点？关节头和关节 是 样

结起来的？

3. 一 ，关节如何实现其 性和 活性的统一？

4. 从自己 上 出至少5个关节， 一 ，各处的关节结 一样

吗？它们的 能是否相同？关节的结 与 能有什么关系？

骨 有一 重要的生理功能 。科学 究发现，骨的 过程是

在 骨 中进 的。人在 和 时期，不论是 骨 是 类 的骨，

中的骨 是 骨 ，它 能 不 地 出各 。大 从 开

， 骨骨 内的 骨 变为以 组织为主要 分的 骨 ， 去

功能。 在于 年人的 骨、不规则骨和 骨两 骨 质中的 骨 则终

生 有 功能。 人在 到 大量 或 时， 骨骨 中的

骨 以重新转化为 骨 ， 功能。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白 称 ，其 因 明 ，由于患 活期 ，死亡

率高，对人们的 造成 大 。 对白 的主要 是化

学 （ 称化 ）。 是， 植是根 白 的 的方 。

植是 把 从供 体内 植到受 体内。 切地

说，“ 植”应 叫 “造 干 植”（造 干 是人体

内所有 的“种子”， 中的红 、白 和 小板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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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验 的 能。

： 经- 、解 、 、

板、任 。

步骤：

1. 由 备 经- ， 在任 中约10

分 。

2. 如图3-1-11所示，在 板 下

一 木条， 板 。

3. 在 板 一 ，将 经-

在 板上， 和 经一端在

，并将 经拉直 在 上， 其 空不接

板。

4. 用 ，观 的反应。
图3-1-11 

- 示意图

是由它经过多次分化发育而来的）。 植后大约50 ～70 的白

患 可以长期生 。

有的 人一发现自己患了白 ， 着要 行 植，这是

一种 的看 ，只有在经 极 完全 解后（ 上无白 所

致的 状和体征， 象正常、 中白 5%），无感 ，

无其 严重的 后， 能 行 植。 植 组织 型和有

关实验，以 供 。

植的过 ：

1. 对白 患 行超大 量化 和 。主要 的是 大

度杀灭患 体内的白 ，全面 毁 人体内正常的造 能和

能， 不能 植 的 体 ，为新植 的 提

供生 空间。

2. 将正常人 献的与患 大 度 的造 干 白 患

体内， 白 患 复造 能和 能，达到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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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肌肉的 而 ，所以又 肌 。由于肌 的 和 ，肌

肉 能 运动和 功能。

肌肉分为骨骼肌、 肌和 肌三 类 ，它 以不同的运动方 在人体

内部起着不同的作用。骨骼肌的 能力 不能 久， 有“ 发力”（图

- - ）； 肌 能力 久（图 - - ）； 肌 能力 而

（图 - - ）。

5. 复自然状态后，用解 ，观 的反应。

6. 复自然状态后，用 经，观 的反应。

7. 复自然状态后，用 子轻 经，观 的反应。

论： 实验说明　　　　　　　　　　　　　　　　　　。

图3-1-12 

着在骨骼上，

时 动骨产生运动。

图3-1-13 

分 在 上，能引起

， 动 动。

图3-1-14 

主要分 在 和

上，能引起 的 动。

骨骼肌的 人的意识 ，所以又 意肌； 肌和 肌不 人的

意识 ，所以又 不 意肌。

骨骼肌 肌 和肌 两部分（图 - - ）。一

骨骼肌的两 是 色的肌 ，分别 着在相 的骨

上。中间部分为肌 ，主要由肌 。 肌

时，通过肌 动骨 关节运动。骨骼肌在意识

的 下 以引起各 的运动。

在人体内， 界 激引起的神经兴 使骨骼肌

， 动所 着的骨产生运动。 激 后，骨

骼肌 原。 图3-1-15 图

神经

组织

肌

肌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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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体验 二头 和 三头 的 与 ，理解 的

调 作。

步骤：

1. 在 上 方 二头 中间位 ， ，感受 二

头 状态变化并记录在下表中。然后 ，感受 二头 又有何变

化，也记录在下表中。

2. 在 上 后方 三头 处，同样 和 ，感受 三头

的状态变化，并记录在下表中。

讨论：

通过体验发现：当 二头 时， 三头 　　　；当 二头

时， 三头 　　　。根据这一结果，你是否发现了什么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事实上，人体的任何一个动作 不是由一

骨骼肌 立 的，而是 骨骼肌 调作用

的 。 ， 时要 一 肌肉使 指

； 时则是 一 肌肉 将 指 ，而

时 的肌肉则 于放 态。 这两

部分肌肉分别 肌 和 肌 。 有 肌

和 肌 相互 合， 能 特 的动作。
图3-1-16 的 作示意图

三 肌

二 肌

1. 的生理作用有　　　、　　　、　　　、　　　等。

2. 讨论人体 与直 行走相适应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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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系自己的 体，说出围成 的 及 的 结方式。这种

结方式与 的 能之间有何关系？

4. 查阅有关资料，讨论体育 与 少年 发育的关系。

5. 自 一个 单的 型， 、 时 和 的状态。

6. 为什么能 发达？请你 对自己的 体特征，为自己

一 合理的 计划。

无 动物产生运动的 与人有 大差别。人的运动系统由骨骼和肌肉

组 ，而 人的骨骼 在 和肌肉的下面，这 的骨骼 为内骨骼。无

动物体 有由内骨骼 的运动系统， 它 能通过 方 进

的运动。

动对动 的生 、发展和种 有重要的 。在对生活环

境的长期 应 ，动 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 动方 。

图3-2-4 

长、

图3-2-1 草

图3-2-3 水

图3-2-2 变

足



70

和 壳类动物 有 盖全部或部分 体的 骨

骼（图 - - ）。 骨骼从 面 着 体，肌肉 着

在 骨骼的内部。肌肉 时， 动足或 产生运动。

由于 的 骨骼不能 体一起 大， 而 有

现 。

是动物界 类最 的类 ，适 能力 ，分

广 。 的运动 对足、 对 ，有 、

、 等 的运动方 。

图3-2-6 的各种 和

图3-2-5 天 的

骨
骼

：观 各种形态的 了解它们的生活 性 它们的 动

。

讨论：

1. 你能分 出图3-2-6中是哪些 的 和 吗？

2. 它们各有什么 能？哪种 适于 行？哪种 适于 ？哪种

适于 ？哪种 适于 行？

3. 你能举例说明 的 和 与它的生活 性的关系吗？

无 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不 地发展着运动的能力。由原 的单 到

肌肉的出现， 到 骨骼的出现，无 动物的运动方 之 来 ，运

动能力 来 ， 了动物对环境的适 能力。

的足 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71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动物的体内 有以 为主要特 的内骨骼（图 - - ）。内骨骼在

动物的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图3-2-7 的 、 的 和 的

类的主要运动方 是 ，主要的运动 是 。 是由骨 着的

， 在肌肉的 动下 动。

：小金鱼、一 光 的 板、鱼 、 。

步骤：

1. 将鱼腹部 下 在 板上，观 鱼的 动，它能 利

吗？为什么？

2. 将鱼 有水的鱼 ，观 鱼是如何游动的。

3. 将鱼 出，在鱼 中加 一些 ， 鱼 中的水

不动时，将鱼轻轻 鱼 ，观 鱼游动时水的流动。

两 肌肉的 与 动 和 ，产生 前的 力 动。

一 ， 着 动的方 ， 的 则 有 体的作用。 一

， 的 体有 特 能有 地 力

类的主要运动方 是 。 ， 类有 适 于 的特

的主要 是 （ ，图 - - ）。 的 体被 ，

的 上整 排 着 的 。 大了 的面 ， 于 动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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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动空气进 ，一 有时

空气 过 的 时产生的 力，以

上 气 进 。 是一 力的 方 。

有 方 的 类一 有 大的 （图

- - ）。

动物是自然界最高等的动物。大

动物生活在 地上，它 的主要运动方 是 和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于 。

大 的 肌 发 ， 重量 到体重的 。 肌 着在高 的

骨（ 骨突）上。 在 时，主要 肌的 动 ， 动空气，产生

运动。

观 的骨骼（ 的骨骼）， 发现骨 ， 骨中空无骨 ，

中 了气体，这 的骨骼 而 （图 - - ）。 ，一 质量 为

的 ，骨骼质量 不到 ， 体重的 。

图3-2-8 的 图3-2-  的

骨突

：一 平 的薄 。

步骤：

1. 在 风中释 一 薄 ，观 它 到地上的过 。它有一

的 动方向吗？

2. 把这 成一只 或 的形状， 风释 。观

它的 动与薄 的 动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图3-2-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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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1 几种 的

观 图3-2-11，这些动物有不同的 动方式，它们的 动

各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与它们的 动方式有什么关系？

的海

的

的

的非

。 在对自然界各 环境的适 过程中， 动物发展出了 的运

动方 。

动物运动 度的 素 。一 来 ，动物的运动 度与动物的体

相关。 ， 于 的动物 有 的 ，而 动物 四

化。

了体 以 ，肌肉的 度和 度等 对运动 度有重要 。

， 于 的 部肌肉发 ， 力 ， 度 ， 相对体重

， 而 能 地 ， 的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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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

：各种常见动物、 尺、记录 。

步骤：（根据各地情况 1 ～2 活动）

1. 分别测量家 和 的 与体重，并计 它们的比 （ /体

重）， 一 ，这个比 与它们的 动方式有什么关系？（ ：展

时两 端之间的 度）

2. 比较兔子后 与 的长度， 一 这种长度差别与它的 动

方式有何关系。

3. 测量 和 的四 与体长，计 它们的比 ， 一 这种差别

与它们的 动速度之间有何关系。

1. 是动物界 大的家 ，这与它的 动能 有什么关系？

2. 鱼的 主要分布在　　　　， 的 主要分布在　　　，

的 主要分布在　　　　。

3. 观 一种鱼的体形、体色、体表等，你 为鱼有哪些与水

中生活相适应的特征？

4. 述 类适于 行生活的特点。

当你轻轻 的 ， 会

轻轻合 再如轻

的 ，你会 到 的 在

动

真的也会动吗？
图3-3-1 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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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时 机地 子 到土壤中， 出的 根 是 下的。 过

这是为 在 的植物，根 是 方 ，这又是为

：长出 根的 四 、 水 、大 。

步骤：

1. 在大 的 部 上几层

水 ，加少量水 水 湿润。

2. 在 水 的四个方向上各

一个小洞，种上 ，

的根 向 中 。

3. 将 ，几小时后，观 的 根有什么变化。

讨论：是什么原因 的根发生这样的变化？

： 种子、沙、清水、大 板两 、 一

、 子、 部破 的试 。

步骤：

1. 将 皮 成“ ” 形， 在两

中间，用 将两 ，

成“ ”形 。

2. 把沙倒 “ ”形 中，

种下 种子，在 外 上 。

3. 在 种子的 一端 一个 部破 的试 ，经常往试

内 少量清水。

4. 1 ～2 后， 开 ，看到 根大部分 　　　方向生

长，如图3-3-3。

讨论：

1. 根据根的这一特性， 农作物时应 什么？

2. 在 外 起什么作用？你能 计实验来 明你的观点吗？

图3-3-2 的 地 示意图

图3-3-3 的 水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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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过放在阳 上的 植物的生 情 观 ，就 发

现它 的 的生 有两个，一个是 上，一个是 光 生 。 知 这是

原 是不是所有的植物 有这 特性 下面的实验。

：验 具有向光生长的特性。

： 如图3-3-4，盆 植物 一 。

步骤：

1. 作一个长、 、高各为45 m的不

光的木 ，在一 中 上沿5 m处开一个

直 为10 m的 光 。在距 光 15 m处

一个30 m 、45 m长的 板，在 板和

木 的 面之间 有一个15 m高的空 （图

3-3-4）。

2. 在 板的后面 一盆高于15 m，低

于30 m的盆 植物 。

3. 将 在光线充 处， 光 向阳。

4. 我预 的结果是　　　　　　　　　　　　　　　　　　　。

5. 过十几天后观 ，结果是　　　　　　　　　　　　　　　。

讨论：

1. 在自然情况下，植物的 都是向上长的，你在实验中看到的结

果是什么？实验结果与你预 的是否一致？

2. 实验为什么 用植物 而不 成 植物？你能根据这一点

植物的向光性是由哪一部分 的吗？

3. 你能自己 外 计一个实验来说明 的 有向光性吗？试试

看，相 你能行

图3-3-4 

的 示意图

阳
光

同 ， 以用实验 根 有 足的地方生 的特性。根的

性生 以 作是植物对 界变化的一 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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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生 的特性是普遍 在的。 的这 特性 以使 到 的阳

光， 地进 光合作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早 在 1 8 8 0 年 ， 著 名 的 生 物 学 家 达 （ . . ，

1809～1882） 次 行了植物向光性实验。 为， 有向光性主要

是 的 端受光的结果。1910～1913年，丹麦人 森 森（  

） 一 实了 的向光性 实是由 端 的，并 为 端

向下 了某种物质。以后又有 利的科学家 耳（ ）、

科学家温特（ ） 了有关 的 端对下部生长影响的实验， 明

端 实向下 了某种物质，这种物质能 下部生长，而且这

种物质的产生不受光的影响， 光能影响其分布，所以温特 为这是

一种植物 ，并命名为生长 （ ）。这种生长 在植物体内含

量甚 ，直到1942年 在高等植物中 这种物质是 （ 称

），现已 明 是植物中 在的生长 。

为什么能向光 ？ 统的观点 为是生长 分布不均

起的： 顶端产生的生长 向下 时，单 光能改变生长 的分

布。 光一 分布的生长 较多， 生长得快；向光 分布的生

长 较少， 生长较慢。所以 向生长慢的一 ， 向着光源方

向生长。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一些科学家提出向光性的产生

是由于 物质如 、黄质 等在 的向光 分布较多 起的。

向光性产生的 理 在研究中。

科学研究表明：根的向地性实 上也是重 影响了生长 的分布

而产生的现象。

将一只 明 里 含 物质很少的沙土， 直种下

几 种子， 发 长出根后 行如下实验：在 的 约

5 m处 一只小滴 ，每天从滴 口处少量多次 水；在 的

相同距 处 少量花 。一 时间后，观 根的生长方向。

你预测 的根会向地生长、向水生长还是向 生长？实 的现象是

样的？请你查阅资料尝试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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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是 成的 ， 大的 成不

的 、 和 统， 不 的 能。这些 之间、

环境之间 应保 的状态。人 有一 的

来 这种 和稳定。其 ， 素 的

用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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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人体 经系统 式图（图4-1-1），

图 别 、 的位 ；描述 经和 经

的形态和分布位 ；尝试完成下面的概 图。

脑
干

小
脑

大
脑

神经系统

中 神经系统

神经

神经

神经

在 球比 常会 到这样的 在 烈

的 ， 动员 对方的 ， ，

上 在 并 动员高 球技的 时，你

是否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动员的 是怎

样如 地 成这一 动 的？

人 内的 分 ，其 统的

能 着 为主要的 用。

图4-1-1 图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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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由 神经和 神经组 的 神经系统 一 四通八 的

路，而由 和 组 的中 神经系统则位于 体的中 ，是 理的中

。 神经系统 时将 界环境和 体内部的变化 和 ，同时将中

神经系统对变化作出 的“命 ” 到 体 的 。这 ，神经系

统使 的 体各部分 一个统一 调的整体，使 对内 环境的变化作

出 时的 。

从 观的角度 ，组 神经系统的 与功能的基本单位是神经 ，又

神经 （ ）。

一个 的神经 由 体和突起两部分组 （图 - - ）。突起有两 ，

而分 的突起 突， 的突起 突。神经 的 体和 突 到 激能

产生兴 ， 将这 兴 由 突 到下一个神经 或肌肉、 体。 以 ，

神经 的基本功能就是： 激、产生兴 兴 。

神经 的 突和 突的 有 分 ，神经 之间 以建立 的

， 神经 （图 - - ）。

图4-1-3 示意图图4-1-2 图

体

突

突

神经

在中 神经系统内，神经 体 的部位 色 ， 为 质，

中 的 质、大 的 质。 质上分 着一个个专 理 生命活

动的功能区， 为神经中 。

突以 的 突 面 着 就 一 神经 。 神经

合 ， 面 着由 组织 的 ，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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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 为大 、 半球的 能是完全对称的。

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大 、 半球 能不对称的观点。直到

1981年以后，大 两半球的 能不对称这一事实， 被广 接受。

科学研究 为，大 、 半球 能有所分 ，也有一 的重 。

大 的 半球主 语 、阅读、 、概 、 计 等，而大 的

半球则主 形象 维、 能、空间 象 、创造和联 等。

在生活和学 中，人们比较 重 的语 、阅读、 、

计 能 的开发， 易 的形象 维、 能、空间 象

、创造和联 能 的开发。这对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

然大 、 半球的 能有分 ， 是大 能 将这些 能

合，形成一个完 能体。当两个 半球的 能相差太 时， 的

合 能不能有 地 行。很多 的高 能都是通过后天学 得到

的，我们应当平 地发展大 半球的 能。

是整个神经系统的 中 ，分为大 、

和 三个部分（图 - - ）。

大 分为 两个 球，它 之间通过神经

相 。大 的最 大 ，大 上

有 和 ，大大 了它的 面 。大

上分 着 各 生命活动的神经中 ，人的

理性活动、智力活动、自由运动、 、 以

感 等 大 的 。

位于 的后部，它的功能是调节 体运

动、 与 调性。 ， 动就

变 难。

下部 ，是大 与 间的上下通

路。 上有调节 、 、 等基本生命活

动的中 。

部

大

图4-1-4 中

示意图

（ 面）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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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是学习活动的基础。 年时期是神经系统发育最 的时期，

一 科学用 的方法：首先，大 需要足够的能量供 。 专 学

习的时候，大 高度兴 ，人体的 量相 于重体力劳动时的 量。

养 按时 的 习 ， 足的 类 养供 ，关注学习、生活

所的空气质量， 空气新 。 次，大 需要适 的 。一 中，

需要一 时间的 使人的 神和体力 到 ， 天 时

的 时间。

了 ， 以 用“ 活动”的方法，使大 到 。科学

究 ，在大 上有 不同的功能区，

主 着不同的功能（图 - - ）。 从事

一项活动时， 有相 的大 区域 于

作（兴 ） 态，而 区域则 于

（ ） 态。所以， 适 活动

内容， 学习、 等 排，就 以使大

的“ 作区”和“ 区”不 ，

从而 大 劳程度，提高学习 。
图4-1-5 的 区

（ 面）

感 区

区

区

运动区

区

区

（ 面）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与一般 相比， 经 在 能上有什么特征？与这种 能

相适应，在结 上有什么特点？

2. 经 维是由 经元哪部分结 成的？有什么 能？

3. 请根据大 皮层 能区划分的原理，解释为什么学校在

表时，常常要把数学、外语、体育等科 交 安 。

4. 你 为与学 和记 有关的因 有哪些？通过学 节内 ，

你将如何改 你的学 和学 方 ？

科学家们发现人 对 个“ ” 会 出一个相应的“ 应”，就

在平面 上会发生 射一样，所 ，通常 人 对 出的

应也 “ 射”。大量科学 说明 射是 的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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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体验 反 ， 了解什

么叫反 ，以及它有什么特征。  

步骤：

1. 同学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三人，

分别为受试 、测试 和 测试 。

2. 受试 在 子上，小 自然下 。

3. 测试 用 皮 以轻、中、重三种

不同的 度 受试 下 四头

带处（图4-2-1）。将受试 的反应记录

在表格中。

4. 在受试 小 上 重物（0.5 ～1 ），测试 重复

3，看看受试 还会不会产生 反 。

5. 测试 用 住受试 的小 ，测试 重复 3，

看看受试 还会不会产生 反 。

6. 三人 角色，重复上述活动并记录结果， 下面的表格。

轻轻

中等 度

重 度

讨论：

1. 当 下 带时， 动作的发生　　　（受/不受）

的 ；　　　（受/不受） 重的影响。

2. 轻 带时， 动作　　　（会/不会）发生。

3. 动作和 反应发生之间　　　（有/没有）一个 的时

间 后， 一 ，这说明了什么？

图4-2-1 示意图

四 肌

肌

四 肌

在 生活中注意观 ， 就 发现类似 的情 有 。

： 一个物体突然出现在眼前， 不自 地 眼； 的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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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的物体时， 上不自 地 来。 这 ，人体通过神经系统对

来自 界和自 内部的各 激发生的规律性的 ， 。它在人体对

内、 环境的适 方面有非 重要的意义。

在对 的体验中， 发现从 到 激到产生 然 ，

是有一个 的时间 后， 由此 激和 之间不是 转 的。而

，在 过程中，似 有经过大 的思考， 体就对 激作出了相

的 。到 活动是 的

为了 和 与反 活动相关的结 ，人们曾经用 过一

个实验。结果如下：

：动物是人类的 友，现在学校里已经不 这个实验了。

1. 用稀 腹部的皮肤， 下 会向 皮处 。这种反

叫 反 。

2. ， 。以同样方式 ， 依然能 行

反 。

3. 破坏 ， 不 行 反 活动。

讨论：根据上面的实验事实，你 为 　　　（是/不是/可能

是）完成 反 所 的结 ； 　　　（是/不是/可能是）完

成 反 所 的结 。

对“ ”和“ 果”之间关 的 分 是科学 常用到的

方 。比如 当 时，不一定会产生 果 是当 不

时， 果 一定不出现，这时， 们 “ 为 的 要 ”。 要 是

果出现的 不可 的 。在上面的资 ，被 了 的 不再出

现 射，那么， 们就可 就是 射 在的 要 。

科学家通过大量类似的实验， 经 实 是 着感 神经 神经

中 出神经 的。这 一个 的 就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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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示意图

出神经（将中 的兴

的神经 ）（将中 来的兴 转化为 的 ，

对环境的 激作出 ，来适 环境的变化）

感 （感 激，产生兴 ）

神经（将兴 中 的神经 ）

神经中 （位于 和 内，

、调节 活动的 ）

（ 面）

（
面
）

、 等， 是不用学习就 在的 活动。它不

期不用而 或 。同时，这 是有规律的，一 的 激就 引起相

的 ， 物的 激 引起 的分 ，而不 引起 起或 的

。这类 非 。

有一类 ， 一个人突然 到有人 自 的 ， 不自 地 过

去； 见一 或 到“ ”这个 ， 不自 地 出 水。这是一类通

过后天学习而 到的 为 的 。这类 。 使人

和动物能 地适 的生活环境， 是学习活动的基础。

是通过后天学习 来的，需要不 化， 则就 ，

。 ，根据 的原理，人 海 学 “ 水”， 学

“ ”。在 次 功地 动作之后， 师 是要 它 一 的“

”， 目的就是为了 化这 ，使动物 它 经学 的“ 能”。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国科学家 洛 在研究 的 化过 时，发现了条件反 现

象，并因此 得了1905年的 学和生理学 。

给 时， 的 会分 。这是一个非条件反 。

洛 发现，如果在给 的同时或 期给它一个与分 无

关的 ，例如 ，经过多次重复以后， 没有 ，只要

响起， 也会出现 时的反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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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你能举出几种人的非条件反 活动及它们对人生 的 吗？

2. 根据上面学 的反 的结 ，尝试解释几种反 活动发生的

过 ，并 出相关的反 示 图。

3. 请说出几种常见的条件反 现象，并试着推测它们是 样形成的。

人 种生 能 稳定地 ，这 素

种 的 合。在 期生长 增 生 统发

、成 等一 变化 ， 素 着 常重要的 用。

分 分

内分 （ ）和 、 、 等 体不同，它的分

物不是通过导 排出的，

而是 进 体中的

， 循环

到 全 。人体主要的

内分 有 体、

、 、性 等（图

- - ）。不同的内分

有不同的功能。内分

的分 物 激素。激素

在 中 量非 ，

对人体新 代谢、生 发

育和生殖等起着重要的调

节作用。
图4-3-1 主要 分 分 的

体（分 生 激素等 激素）

（分 激素）

（分 激素）

上 （分 上 素等）

（ 在 中，

分 素等）

（分 性激素）

（分 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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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部的 体是 人生 发育的“机关”，能分 激素， 中

的生 激素能促进 质合 和骨的生 ，促进全 的生 发育。 进

期， 体 发育，生 激素等的分 量 ，使人体出现第二次生

高 。

图4-3-3 “ ”图4-3-2 “ ”

观 图 - - ， 能 别出图中 的性别 图 - - ，是不是就

容 别 了

图4-3-4 图4-3-5 

年时生 激素分 不足， “

”（图 - - ）； 生 激素分 过 ，则

使骨骼过分生 ， 材过高， 上“ 人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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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1：科学家在研究 状 的 能时， 计了三个实验 ：

（1）破坏 的 状 ，发现 不能发育成 。

（2）对已破坏 状 的 加 状 ，发现 能 复

发育。

（3）对正常 加 状 ，发现 提 发育成 。

资料2：在人类 例中发现： 年时 状 能不全的患 长大后

小、智 低下、生 系统发育不完善。而 状 能 的患

表现为情 易 动， 量大 体 。

资料3：1889年，两位 国 生发现，当 的 被切 后，它就

会患糖 （ 中含有 糖）。

资料4： 学 观 发现：糖 患 体内 岛 含量低于正常

，而 中 糖 度 高。

资料5： 学研究发现： 岛 能降低糖 患 的 糖

度， 解糖 。

讨论：

1. 资料1中，对 状 的研究为什么 计了三个 ？

2. 资料1、2说明 状 有什么作用？

3. 岛 是由 体的哪个部位分 的？分析资料3、4、5， 岛

在体内起什么作用？

性激素 性激素和 性激素，它 主要是分别由 和 分 的。

性激素能促进生殖 的发育， 第二性 。 年时期，生殖 的功能

于 态，进 期后，生殖 发育，在性激素的作用下，第二

性 开 出现，性别的差 来 突出。 期发生的 变化就是由于

性激素的作用而产生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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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激素的合 需要 作原 。有 内

地区的土壤、 物、水中 ， 地 民体

内合 激素不足， 上“大 子 ”（图

- - ）。为了 激素不足而引起的

， 的 ，适 用海 、

等 的 。 激素分 过 ，

则 引起 机能 进（简 ）。 者

体代谢过于 ，出现 、 、情 激动

和眼球 突等 。

了 以分 化 之 ， 有一 一 分 的内分 ，

。 分 与 代谢等有关的激素， 中的 素能够促进 合

， 能 的分解 用，从而 的 度。 分 ，

素 时，人体 中的 将无法有 地转变 起来，而是

排出，这就是 。 对 者的 体 重， 为 世界

人类健 的 主要 之一。 极 和 。

图4-3-6 “ ”

糖 是由于体内 岛 或 岛 的作用被过分 等原因

而 起的一种 。其特征为 中 糖 度 常升高以及 糖。

糖过高时可出现 型的三多一少 状， 多 、多 、多 及体重

减轻，并且伴有 无 。随着 的 长，其代 可 致眼、

、 经、 及 等组织 的慢性 行性 变。若得不到及时

当的 ，则可发生 变、 变、 能 、 失

明、下 坏 等而成为致死致 的主要原因。

糖 已成为当今世界患 率 高的几种 之一。无论是发

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糖 的发 率都在 年增加。据世界糖

组织（ ）2009年公布的数据，当时 度是糖 患 人数 多的

国家，有5 080万，第二位是中国，有4 320万。其次是美国（2 680万

人）、 （960万人）、 西（760万人）、 国（750万人）、

基 （710万人）、日 （710万人）、 度 西亚（700万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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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680万人）。2011年11月14日是第五个“联合国糖 日”，据

当时统计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糖 患 人数 多的国家，

患 总数接近1亿，患 率高达9.7%。因此防 糖 已是一个迫在

的 任务。

岛 是 糖 的常用 ，正常人的 岛 每日分 量约为

30 （单位）～50 。以 ， 院 所用的 岛 多是从 、 等动

物 中提 备而成。1965年我国 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结

岛 ，为人 合成 白质开 了 路。

随着科 的 ，人 岛 的应用 增多。现在 上应用的

人 岛 是 生物 合成的，其结 、 能与人体分 的

岛 相 ，主要的生产方 有：（1）对动物 岛 的化学结 行

改， 之与人 岛 结 相同。（2） 重组 ：就是在实验室

一种特 类型的大 ， 将人的 岛 基因 植到这种

大 内，利用 增 速度快、数量 大的特点，在 代

过 中生产出人 岛 。这是 常用的合成人 岛 的方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和 于内分 还是外分 ？为什么？

2. 在体育比 中，有的 动 为了提高 动成 ，

性 ，这是 反国 比 的。请你分析：为什么有的 动 会

这种 行为？这样 有什么后果？为什么这是要受到 的？

3. 近年来，糖 的发 率 来 高，请你 一 查阅糖 的

有关资料。

4. 问你 的 友， 们中有患糖 的吗？如果有人患

糖 的话， 们正 什么 ？ 看，你能为 们

提供什么 和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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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骨骼和肌肉组 动物的运动系统。

骨骼对人体有 、 等功能， 骨 有 功能。

人体 的生理 适 于人体 立 。

骨 有三 ：不活动 、 活动 和活动 。关节是活

动 的 体 。

肌肉分为 肌、 肌和骨骼肌三 。

骨骼肌分肌 和肌 两部分，肌 着在骨上，肌 由大量肌

。

骨骼肌 有 到 激产生 的特性。

人体内的骨骼肌 是相互 调 作的， 一个动作 由 肌 和 肌

相互 作 。

体育 能促进骨的生 和骨骼肌的发育， 关节的 性和 活性。

人体不同部位的骨和骨骼肌各有特点，它 的 与功能是相适 的。

动物的运动系统 现由 等 高等进化的 ，运动能力的

了动物对环境的适 性。

有 骨骼，有发 的足和 ， 有 的运动方 。

动物出现了由内骨骼 的运动系统，运动方 ，广

地适 了 生活环境。

的 体特 适于 。 的 特点适于 。在对自然界各 环

境的适 过程中， 动物发展出了 的运动方 。

根在生 过程中表现出 地性、 水性、 性等特点。

的生 有 光性， 光生 是由 的。植物 光生 ，

以使植物 到 分的阳光， 于光合作用的进 。

神经系统对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起着调节作用。

是神经调节的基本方 。

是 活动的基本 ，它由感 、 神经、神经中 、

出神经、 五部分组 。

非 是不用学习、生来就有的 活动，在人体对内、 环境



92

本

的适 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是通过后天学习 到的一 ，使人和动物能 地

适 生活环境。

神经 又 神经 。它的功能是 激，产生 导兴 。

神经系统由中 神经系统和 神经系统组 。

和 中 神经系统。大 、 、 和 各有 重要的

功能。

神经系统从 和 发出，遍 全 各 。

感 能 界和 体内部的各 激。

大 内 有 、感 和运动等 重要的神经中 ，大 是人

类学习活动的物质基础。

主要由 类提供能量，同时需要大量的 。

大 需要适 的 。

兴趣和理解有 于 ， 需要 化。

生 、发育、生殖等生命活动是在激素与神经系统两 调节的 密

合下 的。

激素是由内分 分 的。

生 激素能促进全 的生 发育；性激素能促进生殖 的发育，

第二性 ； 激素能促进新 代谢，促进生 发育； 素能调节

的代谢，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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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一 ， ”， 多样化的 为 们

在自然界的 发展 定了 的 。 的 是怎

样的，这些 如何 地 成 的 ？高等 的种

怎样的 保 的成 ？ 用怎样的方 加

的 ，减 害对 的影响， 些 的技术已 在

生产方面得到应用？ 界多 多 ， 的

无 ， 们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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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人们常用 来象征 和 ，用果 来 成

和 获，用种 来 生 的 和 动。 、果 和种

后代有关， 们 是 的 。

： 花的基 结 ，理解花是 。

： 花、其 各种常见的花（从野外 或 切

花， 好 用单 花 的花）、 大镜、 子、解 、解 等。

步骤：

1. 一朵 花，观 花的外部形态， 别花 、 片、花 、 、

。 一 ，花 有什么作用？是不是所有的花都有美丽的花 ？

2. 用 子 片和花 ， 下 和 ，观 它们着生的位 。

3. 对照图5-1-1 别 的花 和花 ，用解 破花 ，

用 大镜观 其中的花粉。

图5-1-1 的

花

花

花

花

花
花

（内有花 ）

花

子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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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照图5-1-1观 花的 ，它有几 ？

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用解 将 基部的子房切

开，用 大镜观 子房以及子房中的 。

5. 解 并观 其 植物的花（图5-1-2），

观 它们是不是都有花 、 片、花 ，是否都

有 和 ，它们还有哪些独特的形态和结 。

一 ，这些结 可能有什么生理 能？

通过观 以 出，一 全的花通 花 、花 、 、花 、

和 等 。 的花 中有花 ， 的子 中有 ，它 对 植

物的繁殖有重要作用，是花中最主要的部分。 然，不是所有的花 所有

上 ， 一 花 中的 一部分或 部分 时，这 花就 为不

全花。

你 说过有的花或植物是有 之分的吗？在被子植物中， 大

多数植物的花是同时具有 和 的两性花，如 花。 是黄瓜等

植物的花则只有一种花 ，有的花只有 ，叫 花；有的花只有

，是可以结果的 花， 花与 花都是单性花。黄瓜的两种单性

花长在同一 植物体上，称作 同 。 树和大 等植物的两种单

图5-1-3 的类型

花

花
花

花

单生花 花是两性花 同 植物 的单性花 植物大 的单性花

图5-1-2 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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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花分别长在不同的植物体上，称作 ，只长有 花的植物体

是 ，只长有 花的植物体是 ，如图5-1-3。

花的花朵很大，每个花 只发育成一朵花。这样的花称作单生

花。 树和紫 等植物的花较小，它的一个花 能发育成一个由许多

小花组成的花 （图5-1-4）。花 对完成 过 、 种的

有重要 。 

图5-1-4 的

的 花

大 的 花 花的 花 的 花

的

花

花是由花 发育来的， 意过一个 上 的变化， 发现，有

在 天 展 一个新的 ，有 则 发育 为 的花。

科学 究发现，在植物生 到一

后， 产生一 物质。这 物质 导一

分化为花 （图 - - ）。花相 于一 的

，花 和 与 相似。在 花中

能 到由花 变 的过 态。注意观

花的各部分与花 的关系，就 发现它 与

在 上的着生 有着极为相 的地方。目 图5-1-5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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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前人 正在着 究植物体内 导花 分化的机 ，以 实现人 植物的

生 发育过程， 地为人类 务。

不同的植物开花的 节是不同的。在 家 的不同 节 ，各有 植物

开花 注意一下，不同的植物在一天中开花的时间 是有区别的。 认为

开花的环境 素主要有 能 设计一 实验来 实 的

花的各部分 后， 大 类就 展开 和花 开花。花中

的花 就 通过各 方 到 的 ， 过程。

开花后花 从 的花 出来， 到 的 上的过程就是 。

有的花的 在自然 态下一 来自本 花的花 ， ，就 作

自花 植物； 有 花的 于在不同花 之间 ，就 于 花

植物， 合花（图 - - ）。

图5-1-6 的

植物 花 的方 ，主要分为 和 两 。 花

， 花则 用 力 花 的 。这两 花在 态 等方面

能 到与 相适 的特点。

：

1. 了解自花 粉与 花 粉的花在结 上的特点。

2. 观 所能看到的花或花 ，了解花的形态结 与 粉方式

花 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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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适应关系。

： 花（或 花）、油 花（或 花、百合

花）、小麦花（或水 花）的 、 树的花 、 树的花 ，

实体显 镜或解 镜、解 、 子等。

步骤：

1. 观 花的结 ，了解花粉来源。 自花 粉与 花 粉的花

在结 上的区别：

（1）观 花或 的花， 花 的特点。根据花 与花 的

相对位 推测花 是否能显 。 与 的相对长 是 样的？花

粉 出后是否可以直接 在同一朵花 的 头上？

（2）观 或百合的花 与花 的相对位 。

2. 通过观 花与风 花，了解花的形态结 与 粉方式之间

的适应关系。

（1） 观 花的形态结 特征。你 它是 什么

粉的吗？依据是什么？

（2）解 、观 小麦的花。它 粉的 是什么？有哪些与 粉

相适应的形态结 特点？

讨论：

1. 粉方式主要有哪几类？

2. 花适于 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3. 风 花适于 粉的特点主要有哪些？

4. 观 所能看到的花或花 ，了解花的结 与 粉方式之间

的适应关系。

在 生产过程中，为了 自然 下 的不足，或为了育 的需

要， 要 植物进 人 ，这是一项重要的 。

：开花的 树、 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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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 花开花之 去 （去 ），并将花用 子 住。

2. 花 中的花粉。

3. 将 来的花粉用 毛 小 地 到去 后的 花 头上。

4. 人 粉结 后 要 用 子 住花。

讨论：如果不去 或人 粉后不用 住花朵，结果会

样 ？

花 在 上 以后，花 发 下 出花 ，花 从

的 进 。这时花 内 放出两个 子 ，分别与 内的

和 中 的极 合， 作用。由于在 内同时发生了两个

过程， 此 这 现 为 （图 - - ）。 是被子植物特有的

生命现 。

图5-1-7 受 的

后，新的生命在子 中 生了，

花 开 谢，花 、 ，以 、花

等 ， 有 的子 续发育， 大

实。 中，子 发育 ，而子

中的 发育 子。 的 实，

用的部分是中 ， 的壳内 的是 子

（图 - - ）。
图5-1-8 的

子 内

中

花

花

子

极

两个 子

花

一个 子与极
合

极

一个 子与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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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分

有的植物的花像 一样有许多 ，这些植物形成的果实叫

合果。 上的小 点就是由子房发育成的果实， 用的“果 ”

是由 的花 部分发育成的（图5-1-9）。 一 ，这样的果实都

有哪些 ？

有的果实是由许多小花 成的花 发育成的，如 。这样的果

实称作 花果（图5-1-9）。

有的植物（如 果）花的子房与花 长在一起，因此在发育成果

实的过 中，花 就 在子房外面一起发育，并变成果实的一部分。

将 果从中 位 切并观 ，可以看到，中 有一个像五角 状的

部分，并且在它附近有一个不太明显的 形分界线（图5-1-9）。这

就是由 果花中的子房发育成的果实部分。在这以外就是由花 发育

成的部分。 观 一下，还有哪些果实与 果相 ？

图5-1-  几种

的 合 的 花

花 的部分

子 的部分

子

有的果实成 后果皮干燥，称作干果，如 果、 果、 果、

果。有的果实成 后果皮是 质的，并且多 ，称作 果（图5-1-

10）， 括 果、 果、 果等。 观 你能见到的果实，并试着将

它们分类。

玉 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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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 子经过一 时间的发育，将 开 体开 立的生活。有

子 以依 自 本 的动力 开 体，有的则需要依 力、水力等 力以

动物来 。一 到适合的环境， 子就 发生 ， 一个新的植

物体。

子一 ， 机 “ ” 别 土 上 的 程。 实， 子

的 大 不开 实的 。

有的 实 被动物 用， 子 与动物的排 物一起被排出动物体 ，

同时由于动物的活动而被 到 体的地方；有的植物 实 被动物

起来， ： 的 实，这 实中的 子 有机 被 下来而生根发

； 有的植物 实 上有气 ，能够 水 ；有的植物 实 开的

力 子；有的植物 子 实上特 的 依 力“ ”

（图 - - ）。

的

子的

的

的

的

图5-1-10 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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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子适于 的各 特点是 期自然 的 。 子 力 以

到 的 ，这有 地 大了植物的分 区域， 了同一个区域内同 植

物的个体 量， 此 了生 来的 力。 子的 对于 年

生的植物 为重要。

子 有 于植物物 的 。 一个地区发生 导致

植物 ， 在 地方 有这 植物生 ，这个物 就不 。 子

开出生地 ，分 广 ，植物 的机 就 大。

子的 以 免 繁殖，从而 的发生 ，有

于植物的进化。

1. 花、果实、种子的主要生物学 是什么？

2. 花都能发育成果实吗？什么情况下花 后不会形成果实？

3. 花的 粉方式主要有哪些？花的形态结 特点与 粉方式之

间有什么相 适应的关系？

4. 受 作用发生在哪里？种子是由花的什么结 发育成的？果

皮是由花的什么结 发育来的？

5. 举例说明果实在种子 中的作用。

图5-1-11 种 的

大 的

着一 开

时，能将 子

到四面八方。

力 的 子 又

，这使 它 在 开 体

时能 在一 的高度，

到 。

和 的 实等

被在 的 经

过的动物的 经过

的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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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一 的 子为 能变 一 整的植物体 进 子的内

部去 开这个 密。

一 风 ，可能会有 多多 的种 被 到了空 ，

到山 上、 来年 天，在那里 了 的生活。成 的

生活在 的高高的 上 来， 水 ， 水 而去。如果

一 利， 年后也 已 在 的另一 长成了一 高大的

。 的种 是 生 期 极为重要和 的一环，通常被 是

生 生活的 。

：

1. 了解种子的一般结 。

2. 了解单子叶、 子叶植物种子的区别。

： 的 种子和 种子、稀 、滴 、 大

镜、 片、解 等。

步骤：

1. 观 种子的形态结 。

（1）对比 的 种子与 干种子，观 同（种子大小是

否有变化、种皮是否有变化 ）。

（2）用 压 种子， 观 种 部位的变化。 一 ，种

有什么作用？

（3）小 下种皮， 种皮的质地、特点， 一 种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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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种子去 种皮后的 体叫 。将 从种 相对的一 分

开，对照图5-2-1，用 大镜观 种子各部分的结 ， 它们的形

态、位 、 接方式等。 一 ，它们各自的 能是什么？

2. 观 种子的形态结

（1） 过的 种子，尝试 去外皮，可以看到外皮是不

易分开的两层结 ：果皮和种皮。

（2）将 种子沿中 开，在 面上滴一滴稀 ，发

现     ，被 成 色的部分是 ， 变 的部分是 。

（3）对照图5-2-2，用 大镜观 种子的结 。

讨论：

1. 和 种子共有的结 有哪些？你 为种子中 重要的部

分是什么？

图5-2-2 种 的

（ 在 内表面）

子

根

玉 子（ 面）

图5-2-1 种 的

根

子

子 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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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 或有 的 ， 出 一 特征的 ，在科学上

归 。归 是人类 出 发现、获得 的重要方 之一。 是，

归 无 保 一定正 ，还需要 一 。当 的 已有的

归 的“ ”发生 时，就有可能需要对“ ” 要的 。

在 上， 多重大的科学发现是 用归 的方 出的，归 大大

了科学的发展。

图5-2-3 的发 示意图

根

2. 和 种子在形态结 方面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3. 于单子叶植物， 于 子叶植物。你 “单子叶

植物”和“ 子叶植物”名称的来历吗？这两类植物在种子 造上的

区分 是什么？

4. 解 一些其 常见的种子，结合上面的观 ，试总结单子叶植

物与 子叶植物种子的结 特点。

子 有 和 ，有 子 有 。 子 、 、 和 根

四部分 。在 子 发的过程中， 将发育 新植物体的 和 ； 根则

发育 新植物体的根； 将 为 根和 的部位（ 图 - - ）。

由此 见， 是新植物体的 体，这正是一 子能变 一 整植物的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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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部分 分 中

类

7.8 1.2 77 8 172 1.5

准面粉 9.9 1.8 75 38 268 4.2

面 8.9 4.4 71 31 367 3.5

黄 36.8 18.4 25 367 571 11

23.8 0.5 59 80 360 6.8

花生 26.5 44.8 20 71 399 2.0

子 16.7 63.5 10 78 236 6.7

15.4 63.0 11 108 329 3.2

新的根和 未 之前， 子 发所需的养 能来自 子本 ，而子

和 正是 养物质的 。

子中 有 养物质 生活中所用的花生 、 、

、 等是用 子 提 的。高 的 、 是用 子作

原 的。 用 、 等 有不 是以 子为原 的。这 事实

子内 着 的养 。

不同 子 的养 在 大的差别。有的 子 有 的 ，有的

子 有 的 质，有的 子 有 的 。 是 子中主要 养

分的 类基本上 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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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测 种子活 的方 。

： 种子、红 水、解 、 。

步骤：

1. 随 至少50 已经 水变 的 种子。

2. 用解 沿中 将 种子 切成两半，完全 有5%红

水的 中 色5分 ～10分 。

3. 倒出红 水，用清水 种子直到不 色。观 着色情况，

活的 是不会着色的，

死亡的 会被 成红色

（可以 不同的小组分

别 用 年数不同的

种子 上述实验），如

图5-2-4。

4. 统计出有活 的

种子数 ，并计 出

组种子总数的百分率。

讨论：

1. 各组数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什么？

2. 影响种子活 的因 有　　　　 　　、　　 　　　　、　　

　　 　　等。

..

图5-2-4 种 的

有活力的 子 的 子

被

色的
有被

色的

有时， 子 之后 不能 出 。 子能不能 发， 于两方面

的 ：内部 和 部 。

子的一 标准是 ， 有 整健 的 。 为 的 子

有 足的 养 ， 整的 是发育 的基本 ，这是 子 发的内部

。 民在 前 要 子的活力，以 高的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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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通 要 适 的时间， 前要将土地 ， 子有 的

究，之后 要 土地 水。根据以上 经验， 认为 子 发需要

界

子从 到 全 活力所经 的时间就是 子的 命。不同植物 子

的 命是不同的。 在 大程度上 子的 命。 子的出

着 时间的 而 。有人进 过 ： 培作物 子的 命一

是 年 年， 过 年以上。热 植物 子的 命 一 ，这与植物的生

活环境有 关系。

大 子 有 现 。 子 的原 ，有的是 为

气和水的 ， 使 子 于 态，这 的 子 被 开

或 后 子就 以 发了。 子 在 分 ，或 度过 ，或 重

气等 下，一 不 发。 用这一原理 以有 地 子。有

的 子是 为 面有 子 发的 或物质而不 发， 、 、

等 的 就是 难突 的 。 这 素 或 时， 子就

以 发了。

为了 子 后能出 ，一 在 前要 子的发 。发

不高的 子最 不要 ，以免 。

1. 随 400 小麦种子， 种（ 等大 种子可以数量减半）。

2. 将种子分成4等份，分别 在4个 有纱布的 中，纱布应

湿润。把环境温度 在25℃～30℃下 行 。等到种子 发

出 后，统计发 情况：

出 率  100
供测种子总数（个）

时间内发 的种子数（个）

： 根、 形或 少其一 不 发 。

讨论：测 种子的发 率时，为什么要强调“随 ” 种子？

如果 门 大、 的种子来 实验好不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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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通过探究了解哪些外部条件是种子 发 的。

：一 量的水（因 1）、空气（因 2）和适宜的温度

（因 3）是种子 发所 的。

计方 ：

一组同学经过讨论， 计了如下的实验方 ：

1 2 3 4

水

水面高于种子

10 m，加几滴植

物油，形成油

水面没过

种子的

1/2

水面没过

种子的

1/2

无水

水面没

过种子

的1/2

温度 约25℃ 高于50℃ 低于4℃ 约25℃ 约25℃

们提出实验的预期1：因为 5比 1中种子的通气状况要

好，若 5中 的 发情况显著好于 1中的 种子，则可以

明因 2对种子 发是 不可少的。

你能否根据实验假 和实验 计 一 提出：

实验预期2：　　　　　　　　　　　　　　　　　　　　　　。

实验预期3：　　　　　　　　　　　　　　　　　　　　　　。

： 上表 计，分组安 好实验 。5天后，观 几种

不同 中种子的 发情况，并记录和分析原因。（表 ）

：

实验结果与实验预期1　　    （一致/不一致），　　    （ /推

）因 2；

实验结果与实验预期2　　    （一致/不一致），　　    （ /推

）因   ；

实验结果与实验预期3　　    （一致/不一致），　　    （ /推

）因   。

讨论：

1. 5在 个实验中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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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2-5 种 发

2. 实验 用水 种子至充分 ， 行实验，结果将会 样？

3. 你能不能 出更 的实验 计，达到同样的 果？

子在 发时需要同时 足一 的水分、适 的 度和空气这三个 部

，然而，不同植物 子的 发 是有所不同的。热 植物与 植物的

子 发时所需要的适 度就不同。水生植物与 生植物的 子 发时对 气

和水分的需求量 不一 。

子的内部和 部 合需求时， 子就 以 发了。

能观 到 子的 发过程

用木条或 料 作一个“ ”形 ， 两 大小相同的长方

形 在 中，两片 之间 少量 沙土。在沙土中种下第一

好的 种子。当第一 种子开 发长出 根时，在 种

下第二 好的 种子。依次类推，每当 一 种子有明显改变

时，就 种一 过的 种子， 后就会出现图5-2-5所示的结

果。处于各个 发 的 会同时展现在你的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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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还可以利用 有沙土的 明 种子 发实验 。只要沿

内 依次种下种子就可以了。

不要 记随时记录观 结果，作为你 行科学研究的 。

说不 你还会从中得到新的发现和 示

：

1. 其 种子的 发过 与 相同吗？你还可以 其 种子，

如 种子，观 它的 发情况。

2. 种子 发过 中都依次发生了哪些变化？单子叶植物种子与

子叶植物种子在 发过 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一 度过 期的健 的 子， 要有 足的 气，在适 的 度、

度环境中就 发 。首先是 的 根 发育 的根，

然后 ，与此同时 不 地 展开来，发育 的

。这时子 （或 ）中的养 由于大量 而 ，显 有 。在养

之前， 的根系 经 发育起来， 开 环境中的养 了。

1. 种子共有的结 是哪些？试举例说明。

2. 单子叶植物与 子叶植物有哪些不同？

3. 种子 发 具备哪些条件？

4. 的各部分分别发育成植物的哪些 ？

图5-2-6 种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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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几种

眼

的 养繁殖

不

不 根

海 的 养繁殖 的 养繁殖

大多 是 的 ——种 来

一代的。种 是 发 而成，因为需要 生 的 合，所

这样的生 方 为有 生 。 大多 高等 和动 有 生

的方 成 。在自然界，还有一些 不仅仅 有 生

，还可 需要 个 的个 就能 成 ，这使得

们能在 加 的环境 保 种的 ，这就是 的无

。

在自然界中，有不 植物的根、 、 有 生能力。 用植物 养

的 生能力 能繁殖新的植 ， 这 繁殖方 为 养繁殖。 为这

生殖过程不需要 ， 此 于无性繁殖。

养繁殖在自然界中是一 见现 ， 海 的 能产生不 根和不

， 新植 ； 的 以 生根， 新植 ； 上

发育 新的植 （图 -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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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 的植物（如 、月季等）、 。

步骤：

1. 如图5-3-2，从 树上 1年～2

年生带 的 条，去 多数叶片，只

和少量 叶。

2. 将 条下部 湿润的土 中，室

温下，将 条 在 处， 充土 水分，

观 条上 的变化并 好记录。

讨论：

1. 行 的 条为什么要去 多数叶片？

2. 为什么在 后的相当一 时间内要 阳光 晒？

..

图5-3-2 

由于 养繁殖方 、 ，产生的新植 又能 地 上一代的优

质， 此在 、 、 植物 培上被广 地 用。

养繁殖最 用的 是 ， 用的方法有 、 、 等。

是一 培育植物的 用繁殖方法。 以通过 植物的 、 、

根、 等 土中、 中，或 在水中，等到生根就 以 ，生 为

立的新植 。这 方法 相对简单，在 的 育 中 用 。

是 一个植物体的 或 ， 在 一个植物体上， 使它 在一

起， 为一个 整的植物体。 上去的部分 ，被 的植物体

。 用有经 价值或观 价值的植物作 ，用 生的、生命力

的植物作 。这 提高了新植 的适 性，又 了 的性 。

..

： 木（南瓜 ）、接 （西瓜 ）、 、 接

、 料 、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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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4所示的 的小 是黄

的人 种子。科学 作 利用组织 的

方 ， 出大量 状体（1 中能

产生10万个 状体）， 状体经过人 薄

（人 ） 得到的种子称为人 种

子。人 薄 含有多种 物质以及 生

、 和杀 等。由于人 种子的“ 状体”含有的是同一植物体

提供的 物质，因此 与供体完全相同。通过这种方 ，可以

步骤：

1. 、 的南瓜 。如图5-3-3，用

切去 的顶部，从切面顶端中 向下 一条深约

1 m～1.5 m的 。

2. 西瓜 顶端约3.5 m长的一 作为接

，接 应与 木的 相同， 上应 有

顶 和1片～2片叶。

3. 接 下端两面 ，长1 m ， 量切

平 。

4. 迅速将接 切面 木的 中，

调 ， 接 和 木的形成层密切 合。

5. 用 料 接口处， 接口 密结合。

6. 给 接好的植 适量 水， 上 料 ， 在温暖的地方

。 观 记录。

讨论：

1. 是不是任 两种植物都能 接在一起？为提高 活率，应

样 接 和 木？

2. 接成 的关 是什么？为什么 接 和 木的形成层

密结合？

图5-3-3 

着科学 的发展，人 创 了 的 养繁殖 ， 植物组织

培养。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图5-3-4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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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植物育 的方 发展，新兴的 出不 。人类 以根据自

的需求 合适的作物 本， 在人 的基础上 进 新 的培育，

培育出的新 就 以 用 养繁殖， 植物组织培养等方法，在 性

不发生改变的基础上进 大量的育 ，同时 了新 生产所需要

的时间和 。

植物组织培养是一 广 地 用于优 广方面的新 。简

单地 ，进 组织培养时，人 在无 的 下，将 了的植物体的 、

根 、 分 的组织（或 用花 ），放在人 的培养基上，

地 一 植物组织 一 ， 发育 整植物体， 图

- -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活植物组织 组织 出 生根

图5-3-5 示意图

利用 的资源，如因特网等查阅 哪些常见的植物在生产上

会用到 等 。

稀植物 大 ，达到 稀植物的 的。 ，人 种子多用

于名 、 奇花 、造林 木的人 植，用以 种 势。由

于这一 可以在 中完成植物的 化“生产”，因此能节约

动 ，降低成 ，提高单位空间的利用率（多层面向空中发展），

同时还能节约土地。此外，人 种子还可以用于改 和 育新品种的

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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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高等的动 ，人类是怎样 的， “ 月

”的 你 吗 其 动 又是怎样 的， 们的

生 如何获得保护，如何 代获得需要的 ？ 技术

到 能为 们 些什么， 们该怎样对 这一技术？ 们

动 的 界，一 来 生 界生生不 的

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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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学 度来说， 一个个 ，重 之重的使 就是 活 去并

后代。生 也是人类得 生生不 、 的重要保 。你了

人类的生 吗？你了 在 时所 的 吗？ 天的

就是 来的 ， 有了 了生 ， 能真正认 到

的 ，真正认 到生 的 高 。

发育 的人类个体开 有繁殖的能力。人有 两 不同的生殖

： （ ）和 子（ ）（图 - - ）。

图6-1-1 种

健 的 性生殖系统 有产生

子的能力。组 性生殖系统的

： 、 、 、 、

前 以 和 （图 - - ）。

是 性最主要的性 ，

各一个。 子首先在 中产生， 上

和前 分 的 为 。

前

图6-1-2 

球 ，是人体最大

的 ， 有 的

子 ， 似 ，

有 的 ， 以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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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一个 年 子 天产生 个 的 子。

性生殖系统主要 、 、子 、 和 （图 - - ）。

子

图6-1-3 示意图

是 性最主要的性 ， 各一个， 性在出生前 中就有

个 未发育的 ，这 大部分被分解和 化，进 期以后

有 个 ，大 天 天就有一个 发育 ， 从 的表

面 放出去，这个过程 排 。

排出的 将 进 的 ， 着 进 子 。

的 由 排出，进 后， 到 子，就 与 子

合， （ ）（图 - - ）， （ ）。

是新生命的开 。

图6-1-4 和 中 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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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的 动 子 。此时 开 分 ，

由一 组 的 。 天 天后， 到 子 ， 着 植 子 内

，这一过程 着 。

通常情况下，人一 只生一个 子，为什么有时候会生出

甚至三 ？

通常 一次只 一 ，并且由 交替 。 然情况

下，两 同时有 发育成 ，并且 出的 都受 了，

于是就有两个受 在子 中发育，形成两个 。这种 叫

， 们的性别可以不同，外 也并不非常相 。

还有一种 ，性别相同，外 几乎一 一样， 通常所说的

生。这种 来自同一个受 ，是由受 在分 过 中 然

分开的两部分分别发育而来的。这叫 同 。

1978年， 国 家 和 成 育了世界上第一个试

，被称为人类 学史上的奇 。试 是体外受

植等人 的 称，是 分别将

与 子 出后，在体外 （

中） 其受 ，并发育成约8个 的

后， 用 型试 ， 植回

体子 内发育的 （图6-1-5）。试

能有 地解 因 天发育不全

或 而造成的不 ，以及 子少

或 子活 不高造成的不 ，为千万个

家庭带来了 。现在，随着分子生物学

的发展，试 已发展到第三代，

不仅成 率大大提高，而且还能 行 着 的 断， 不

不育 不仅能喜得 子，而且能 生 育。

图6-1-5 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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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发 的各

时时
时

时

时

时

时
时

的发育从 的分 开 。在到 子 之前， 发育所需的 养

由 提供。 着 后， 在子 内 体的 养 续发育。此时，

开 分化 各 组织，由各 组织 各 、系统。 发

育到第二个月 （ ）， 初 人 ，从这时起到出生以前

（图 - - ）。

中

在子 内发育时，所需要的养

和 是通过 从 体 的。 有一

和 相 ， 养物质通过 进

体内，同时 的代谢 物由 到

， 由 体排出（图 - - ）。

图6-1-7 和

在 的9个多月里， 发育所 的一切 物质全要从

体 ， 的 物也要经过 的 出体外，因此

的很多 都增加了 作 。子 发生的生理变化更为显著。



122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时，子 从平时的0.05 达到 月时的1.25 ，子 的 量比

平时增加500多 。从一 小小的受 开 发育到重约3 ～3.5 的

， 在生理上的 是相当重的。在 期间，如果 供应

不 的话，往往会造成多种 ，如 、 质 化 、头

等。

人的 发育到第 就 经 ，此后从第 开 进 个体发育，然后

发育 的个体从 体子 经 产出，这个过程 分 （图 - - ）。

分

图6-1-8 分 的

出生的 立生活的能力，此时 的 开 分 。

以 养 ，这 。 是 最 的 养来 。

1. 性和 性的主要生 各是什么？它们各有什么 能？

2. 受 是在什么部位形成的？子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3. 人的 在发育过 中， 样 得 和 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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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 水 等，在有性生殖的过程中，生殖 的 合 就是

过程大 在体 。不同性别的个体 产生大量生殖 将它 放到

水中，这 生殖 自由 合， 的 能 活则进 下一 的发

育（图 - - ）。 有的 等动物则进 和植物类似的无性繁殖， 水 （图

- - ）。

动 的 界多 ， 了人 外的其 动 是如何 后代的？

科学技术发展 又对动 的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图6-2-2 水 的图6-2-1 水 的

性水 和 性水
分别 水中 放
子和

子和 在水
中 合

地上生活的动物 大 以有性生殖的方 繁殖后代。

是动物中的大类 。它 通 一生 一次， 过程在体内

（图 - - ）。大 的 一次能产下大量的 ，以 体的 量。有

将自 的 用特别的 起来（图 - - ）。 特 的是，有

进 生殖， 不经过 发育 正 的新个体（ 和

）。不 此， 在 体到 体的发育过程中 发生 态的变化

变态发育，体现了生物对环境的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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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图6-2-3 的交

类和 类 是在体内 的动物类 ，

通 它 产下有 壳的 ， 将它 或 在

内， 用 阳的热量或自 的体 进 化。不同

的 类 由不同性别的 本进 的 化， 性

将 放在自 的 上方，以在 的天气

度， 到 个月后 化 。

进化等级最高的 动物， 发育的过程在

体内 。用 育产下的 年后代是这一类 发

展 大的原 之一。

图6-2-5 的 化

原意是无性繁殖，所 的 动物就是不经过生殖 的 合过程而

由体 新的动物个体的过程。这个新的个体与提供体 的个体

有 全相同的 物质， 此 被认为是原来个体的 。

年，英国生物学家首次 了动物 。 用 年非 的

为主要材 了发育 全正 的个体。 年 月 ，英国

究所 世界上首 来 于 动物体 的 “ ” 世。

动物的 在 学、 、 和 等方面 有广 的 用

前 。



125

了在生物 方面的重大 破之外， 隆羊“多 ”的成 之

所以 动世界还因为大家 关 外两个问题：

1. 然 羊的体 可以被成 地 隆成一个新的个体，这是否

味着人类也有能 隆自己？

2. 是否应 行 隆人的实验？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公 ，对是否应 隆人的见解十分对 。有

人 为， 隆人是一 科学研究，那就有它自己的内在 ，应

许科学家 行研究。有的伦理学家 为， 隆人严重 反了人类的伦

理 ，是对 隆 的 用。不仅如此， 隆 动物的 还十

分不成 ， 形率、流产率、 年死亡率等都很高，因此应当

行人类的 隆。今天，世界各国 以及联合国都 隆人。中国

的态度是 生 性 隆人，并且不 成、不 许、不 、不

接受任何生 性 隆人的实验。

请你查阅相关的资料，就自己对 隆人的理解和同学 行交流。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就你的理解 与其 动物的生 相比，人类的生 有什么 势。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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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一 全的花通 花 、花 、 、花 、 和 等

。

开花后花 从 的花 出来， 到 的 上的过程就是

。植物 的方 。

花 在 上 以后，花 发 下 出花 ，花 从

的 进 。这时花 内 放出两个 子 ，分别与

内的 和 中 的极 合，这是 的过程。

后， 的子 续发育， 大 实，子 中的

发育 子。

子 有 和 ，有 子 有 ； 子 、 、 和

根四部分 。

子 发的过程中， 将发育 新植物体的 和 ； 根则发育

新植物体的根； 将 为 根和 的部位。

子在 发时需要同时 足一 的水分、适 的 度和空气 ，不

同植物 子的 发 是不同的。

大 绿色开花植物是以 子来繁殖下一代的。 子是由 发

育而 的， 为需要两性生殖 的 合，所以这 的生殖方 为有性生

殖。

用植物 养 的 生能力繁殖新的植 为 养繁殖。 养繁殖

于无性繁殖。

性的 和 性的 能分别产生用于繁殖的 子和 。 子

和 在 内 ， 在子 中着 发育。

人的 和 在子 中发育，依 和 从 体中 养。

人的 和 经过 天 发育 ，然后从 体子 经 产

出， 分 。

水生动物的 过程大 在体 。 生动物以体内 的有性生

殖方 繁殖后代。

动物就是不经过生殖 的 合过程而由体 新的动

物个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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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大气时 在 动和变化之 。太阳辐射是大气 动

变化的能量源 ，风、雨、 、 、 、 等 种天气现象则

是大气 动 能量变化的 果。天气变化 们的生活

相关。 ，为了 天气，人们不断 和 ，如

，短期天气 已 相当 了。天气变化对 们有 些影

响？为了 地 天气，需要 那些气象 ？天气的变

化有什么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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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 天气 吗？你 是怎样 出来的吗？对

天的天气 ，你会关注那些 ？天气的剧烈变化会给 们带来什

么影响？如何 灾害 天气对人们的 害 度？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你经历图7-1-1中这

些天气状况时有什么不同

感受？对你有什么影响？

这些影响中哪些是有利

的，哪些是不利的？

图7-1-1 几种天气

是天气 天气是指一个地方 时间 、 热、 等大气的

。天气是经 变化的， 天的天气同 天的天气 能不同， 能在 时

间内天气就有 大变化。此 ，在同一时间 ，不同地方的天气 有 大不

同。 ，有时 的一 正 着大 ，而 的 一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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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读图7-1-2，讨论以下内 ：

（ ）

（ ）
（ ）

（ ）

（ ）

图7-1-2 图中出现的是　　　天气，对公路交通造成很大影响，

有时高速公路会　　　　　　　　　　　　。

图7-1-2 图中 防人 为有 和 灭森林大火， 重要的是

预 了解　　　　　　　　　。

图7-1-2 图表示夏季麦 季节，如果 到　　　等天气，小麦的

成就会遭受损失。

图7-1-2 图中海 到　　　等天气，对 们来说，天气

预报和海浪预报是生死 关的大事。

图7-1-2 图中人们的穿戴与　　　天气有关，这种天气带来的危

害主要是　　　　　　　　　。

图7-1-2 天气 类 的

天气变化与 生活的关系非 密切， 以 在 、 、 、 各个

方面时 着 的生活方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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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气 人 的生活和生产 来 ， 以 去人 的生

命， 以 ， 以 等。 同时天气现 人

来 ， 能 一 体事

能 时对天气的变化作出准 的 ，人 就 以合理 排生产和生

活， 天气变化和气 能 的 。

是通过各 方 了解天气的变化情 ，来 天气。

：人 在 期观 实践活动中， 出一 天气变化的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下列天气 语你 说过吗？

“ 不出门， 行千里”：因为在中纬度地区，暴风雨常常

在大气 动的影响下由西往东迁 ，西 出现密布云层，预示着风雨

的来 。早 出现 ，正是东升的太阳照在西 云层的表现，预示天

气要下雨； 出现 ，则是西 天空无云， 日 红东 的云层，

预示云层将 东 ， 开 地，天气晴 。

“ 子低 家，天气一 要变化”：下雨以 的空气湿度

大，小 的 潮湿，不能高 ， 子为了 ，也 得很低。

对气压下降、温度升高、湿度增大等下雨的征 比较 感，为了

于被水淹，在下雨以 于 到高处或把 高。

你还 哪些天气 语？你能解释它们的含 吗？

气 作者 运用各 （图 - - ），

气 星，从地面到高空对大气的变化进 观 ，

用地图、图表和计 机来 理观 据， 通过

分 来 天气。

人 通过 天气 电

、广 、 、 机等 以 。

图7-1-3 气 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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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 内容 这 内容是用 的 号表 的 天气

图上的天气 号（图 - - ）

图7-1-4 天气 用天气

：北京某日的部分天气预报内

   中雨

   低气温21℃

   高气温30℃

你能根据所给天气预报内 ， 出其天气状况示 图吗？

天气 中， 了天气 ， 有 力、气 、 水概 、相对 度

等 。

是指 的来 ， 指从 方 来的 。 力表 的 ，

级 大， 力 。

气 表 大气的 热程度，最 气 和最高气 分别出现在 和 后。

水概 表 水 能性的大 ， 值 大，表 水 能性 大。相对

度表 了一 时间内空气中所 水 量与同 气 下 和水 量的 分 ，

一 来 ，水 ，相对 度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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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 放的天气 节目中， 以 通过气 星发 的 星

图（图 - - ），了解 天气分 变化的情 。

色表 区， 色

表 。

色表 海 。

绿色表 地。

图7-1-5 我国“风云 ”气 发 的 云图

1. 观 云图（图7-1-5）中我国不同地区的天气状况。图中

哪些区域为云雨天气，哪些地区是晴 天气？

2. 如果图上 头所 的云雨区不断向东 动，预计我国哪些地区

可能出现 雨天气？

气 星从高空 大地， 对 、 、 、 电等进

和 ，大大提高了人类 天气变化的能力。在 年 国 重

情发生过程中，气 星对 情变化 续 ，发 了重要的作用。 国自

年 月 功发 了第一 气 星 “ 一号”（图 - - ）后，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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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功发 了 “ ”系 气

星，它 在天气 、气候 、

自然 和环境 、科学 究等 个

领域 到了广 用，为 、

对气候变化 社 续发展等作出了

重要 。

图7-1-6 中国“风云 ”气

1. 许多动物对天气变化有反应，人们可以利用动物的反应预测

天气。下面几句话描述的是 、 、 、 、 等几种动物

在天气变化时的不同反应。你能说一说这几句话分别 的是哪种动物

吗？

（1）　　　 得低，出门带雨衣。

（2）　　　 家，将有雨下。

（3）　　　 命叫，天热气温高。

（4）　　　吐气 ，雨天将来到。

（5）　　　潮，下雨 。

2 . 根 据 “ 中 国 部 分 地

区 某 日 天 气 预 报 图 ” （ 图

7-1-7），试 出主要城市的

天气状况。

3. 有条件用计 上网

的同学，查 “中国气象在

线”（ . m . . ）等

气象网 ，学会利用因特网

得天气资料和气象 。

4. 通过多种 有

关我国发 的气象 的图片和资料，了解气象 对我国生产建

发挥的作用。

图7-1-7 中国 分地区 天气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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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到天气的热或 ，与气 的高 变化密切相关。前面提到，气

是指大气的 热程度。气 观 天通过 时 箱 度计上的 度

值来观 气 的变化。气 一 用 度（ ）表 。

为了 天气变化的规律并 出 ，人们在全球 了 多

气象 7 2 1 ，气象 者 天定时对天气的变化

。气象 主要 对气温、 水、气 、风等 种气象要素的

。你是否 这些气象 呢？

图7-2-1 气 观

..

：百叶 中的气温计。

步骤：

1. 每日在2时、8时、14时和20时观测4次气温并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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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一日内测得的不同时间气温 平均数， 得出 日平均气温。

2时 8时 14时 20时 日均温

气温

若将一个月内各日平均气温 平均数， 得出 月平均气温。还

可用类 方 出年平均气温。

讨论：一天中，何时气温较低？何时气温较高？

录

根据图7-2-2中的 ，完成下面表格。

气温
2时
4时
6时
8时
10时
12时
14时
16时
18时
20时
22时
24时
高温
低温

高温与 低温的差

气 在一天中高 的变化， 气

变化。一天中气 时间的变化 以用气

变化 图表 （图 - - ）。

图7-2-2 北京 气温 变化的 图

时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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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的 变化主要 阳高度和天气 的 。一天中，最高气 一

出现在正 过后（ 时），最 气 一 出现在 出前后。一天中最高气

与最 气 的差值， 气 差。此 ，在同一时间 不同地表 的

，气 的高 有差 。

通过前面的学习， 经知 ， 水 以有 、 、 等 。

是 水的主要 ，通 用 量 量 量，将 水 中 的 水全

部 量 中，从量 上 的 度 就是 量。 是 或 ，则要

将它 融化 水 进 量。 水量一 用 表 。

：大口 料水 （以直 20 m为宜）、 布、测量

尺、 等。

步骤：

1. 将大口 料水 的上半部 开，下半部的

直 部分作为雨量 的 水 ，上半部的 口部分

倒过来作为 （图7-2-3）。

2. 在 外 直 一条白 布，在白 布上 上

度（ 到 ），或把测量尺 直 在 的

。

3. 降雨 ，将自 的雨量 安 在观测场地上，并 雨量

住（可在 中 几 ），防 雨量 在风雨中被吹 。然后往

中加 清水至 低 度处。

4. 降雨后，通过雨量 的 度读出降雨量的数 。 读数时视

线要同水面平 ，读 水面 低点的 度。

讨论：以上 作的雨量 ， 水 与 的口 相同，所测降水

量为实 的降水量。 当降雨量比较小时，大口 的自 雨量 就不

易 测量出降水量的多少。若 你的雨量 在降水量小的情况

下，也能比较 地显示出降水量多少，应当 用什么方 ？若 水

的直 小为10 m， 的直 为20 m，测得的降水量在 水

上显示为10 mm，那么实 降水量应为多少 ？

图7-2-3 量

自然界的 水， 不能 全 足人类的需要。 着科学 的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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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通过人为方 过程。人 是根据不同 的物理特性，

合适时机，用 机、 中 、 （ 体 ）、 化 、

等物质，从而 中 有 性的 或人 ，使它

的水分， 大 ，促使 水或 水量。人 遵循相 的法

规来进 。

生活中，一 感 不到大气 对人体的 ，而 运动 为 对高

上的 气 ， 要 气 以 用。

气 的变化是 天气变化的重要 素之一。在地球上不同地点、不同时

间，气 是不一 的。等 分 图（图 - - ） 以 同一海 高度上不

同地点的气 分 情 。

：空 气压计。

在地图上，

同一时间气

值相同的点

起来的

等

高气 的

地区， 下

气 ，不

致 ，

为 天气

气 的

地区， 上

气 ，水

， 出

现 天气

图7-2-4 、 气压的分布

空 气 计是气 观 中 量气 的 用 之一。气 观 中 用

（ ）作为计量气 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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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 气 的

在，导致了空气的 动。

空气的水 动就 了

。一 气 （ ）使

用 标和 计（图

- - ） 量 和 力。

生活中， 以根

据 对 、 子、

等的 程度 和

力。 通 用八个方

位来表 （图 - - ）。

地面 力大 的 以参考 力等级表。

气 气 雨 气

早　　点 午　　点 　　点 早　　点 午　　点 　　点

 气

气温

E

W

S

N

计

标

图7-2-5 风 和风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 级）

图7-2-6 风 示意图

（图中 标上 一

代表 级 ， 代表 级

，三角 代表 级 ）

步骤：分别在晴 和 雨的天气中， 用空 气压计测量气压，

同时测量当时的气温，将测量数 记 下表。

讨论：

1. 同一天中，早 、中午、 时的气压有何变化？气压的变化

与气温的变化是否 在联系？

2. 晴 或 雨天气的气压有何不同？

表

风 风

0 1以下 无风 直上天

1 1～5 风轻 随风

2 6～11 轻风 面树叶响

3 12～19 小 动 红 展

4 20～28 干动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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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分小组用 观测一天中的气温、降水、气压情况；用 测方

观测风向、风 以及天气的 晴状况（每2小时一次），将观测结果

记录下来，并用天气 号表示出来。根据测量结果，各小组分析讨论

来天气的变化趋势，对第二天的天气作出预报。将各组的天气预报

与当地报 或电视台的天气预报 行对比，并与实 天气状况对比验

。看一看，哪个组的预报更准 。

7 1 人 的 有什么特 ？为

什么 用这种 特的 方 ？在 一地方，

气温在一天和一年 有高 变化 在不 的地

方，气温也有 大不 。

图7- -1 的

风 风

5 29～38 小树 水波现

6 39～49 大树动 举

7 50～61 全树动 行路

8 62～74 大风吹 小树

9 75～88 烈风 屋 片

10 89～102 狂风拔树又倒屋

11 103～117 暴风 过铁 毁

12 118以上 风狂暴陆少见

（续表）

：在特 情况下 在13 以上的风 等 ，其 毁 极大，在

陆地上 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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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中气 高 的变化， 气 年变化。气 在一年中 时间的变

化， 以用气 年变化 图表 。

..

表中

1 2 3 4

温 -4.7 -1.9 4.8 13.7 20.1 24.7

1 11 12

温 26.1 24.9 19.9 12.8 3.8 -2.7

一年中， 球 地气 最高在 月 （海

为 月 ），气 最 在 月 （海 为 月 ）。

球与 球相 。一年中最高月 气 与

最 月 气 的差， 气 年 差。气 年

差大， 地气 的年变化大。地球上不

同 度的地方，气 的年变化特点 不同（图

- - ）。

一 来 ， 度地区全年正 阳高度

大，一年中 变化 ，气 的年变化

；中、高 度地区，一年中正 阳高度和

变化 大，气 的年变化 大。

图7-3-3 气温的年变化

图7-3-2 气温年变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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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1. 五个城市中，气温年变化 小的是　　　， 地气温年较差约为

　　　℃；气温年变化 大的是　　　，气温年较差约为　　　℃。

2. 五个城市气温年较差由大到小 列的 是　　　　　　。

3. 五个城市中，夏季7月份气温 高的是 汉，约为　　　℃，

气温 低的是　　　，这两个城市7月份平均气温相差　　　℃。冬季

1月份气温 高的是　　　，气温 低的是　　　，这两个城市1月份

平均气温相差　　　℃。

图7-3-4 我国几 各 气温的变化

根据下面的气温年变化 线图（图7-3-4）回答问题。

分

由于 阳 在地球各 度分 不 ，世界各地的气 差别 大。 等

分 图， 以了解气 的水 分 情 。

气 变化的主要 素是 阳 。 阳 在一天和一年中 时间而

变化，导致气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

图 - - 中数 代表各地气象 测得的气温，将图中数 相等

的点 接成平 线， 可得到图中所示区域内各地的气温分布基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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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图7-3-6 世界年 气温分布图

等 是在地图上 气 相同的点 的 。在等 分 图上，等

值的高 ， 出不同地区的 热 。气 变化的方 一 与等

。等 密 的地区，气 地区差别大；等 疏的地区，气 地区

差别 。

根据下面的世界年平均气温分布图（图7-3-6），回答问题：

图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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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图中 出年平均气温在20℃以上的地区和0℃以下的地区，看

一看它们主要分布在哪个纬度地带。 

2. 世界气温分布由低纬度向高纬度有什么变化 ？变化的原因

是什么？

3. 同纬度地带的陆地和海洋气温相同吗？

气 的分 主要 度位 、海 位 等 素的 。一 来 ， 度

地区气 高，高 度地区气 ；而海 与 地 热情 的差 ，使同 度地

区海 与 地的气 不同，一 地气 高，海 气 ， 则相 。

此 ，在高原 地，气 海 高度的 高 ，大 高 ，气

下 。

国各地气 的分 有 大差 。以 为 ，从 国 月 气 分

图（图 - - ）上 以 出， 国气 由 ， 差 大。

江 部 ，一 天 地的 国 光；海 和 海 则是

无 、高 的热 。

图7-3-7 中国1 气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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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对

图7-3-8中的住房在建房 料和房屋结 上各有什么特点？这些

特点与当地的气温有什么关系？你能 举出一些 的事例，说明气

温对人们生产和生活有哪些影响吗？

我国的“热极”位于新疆维 自 区的吐鲁番，这里每年高于

40℃的 热天气平均为28天。1949年以 ，吐鲁番曾创下47.8℃的全国

高气温纪录。1975年7月13日，研究人 在吐鲁番民 场还曾观测

到高达49.6℃的气温。2008年8月3日，研究人 在吐鲁番盆地 部海

拔-150 m的观测点测到49.7℃的气温，创造了我国极端 高气温的新

纪录。

我国的“寒极”位于 龙江省北部的漠河。1969年2月13日在这里

测得-52.3℃的全国极端 低气温。这里也是我国冬季平均气温 低的

地方，1月份平均气温为-30.9℃。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气候 热地区的 民

在 高架 中， 透气，上

人，下 物或养 。

极 特人在 中 用

盖起 时 “ ”。图为

特人正在建 。

图7-3-8 气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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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炎热的夏季，中午 走在河 （或海 ）干燥的沙 上，沙

子是 的，而河（海）水是 的； 上 走在沙 上，沙子是

的，而水是温暖的。请你说一说，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同纬度地区，一般夏季陆地气温高，海洋气温低，冬季

则相反？为什么一般海拔高的地方比海拔低的地方气温低？

3. 说一说影响下列各地气温的主要因 是什么？

（1）位于我国 北端的 龙江漠河是我国的“寒极”。

（2） 海沿岸的北戴河成为夏季的 地。

（3） 高原与地处亚热带的我国东部纬度相当， 许多山

年 。

7 1 的 有什么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 ？

地 水量不仅 年不 ，一年 月、 季的 水量多 也不一样。

图7-4-1

通 用 水量 图来表 一个地方一年中 水的 节变化，用 水

图表 不同年 水的差 。

江 地区民 新 地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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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表中

..

1 2 3 4

水 3.0 7.4 8.6 19.4 33.1 77.8

1 11 12

水 192.5 212.3 57.0 24.0 6.6 2.6

图7-4-2 降水量变化 图

水量（ ）

根据下面的气温 线和降水量 状图回答问题。

图7-4-3 、 和 地各 气温、降水量图

1. 哪一处全年降水主要 中在夏季，雨热同期？



148

2. 哪一处夏季高温少雨，冬季温和多雨？

3. 哪一处全年温和，降水的季节分 比较均 ？

4. 如果一个地区降水的季节变化很大，会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

成什么影响？

：图中 为月份， 有两个，读图时从

读 各月份平均气温数 ，从 读 各月份平均降水量数

（单位为mm）。

世界各地 水的 节分 差 大。有的地方全年 水的 节分

，有的地方 水的 节变化 大。 水的 节变化大，容 或

（图 - - ），人 需要修建水 设 和 。

图7-4-4 地区的 季和 季

国大部分地区的 水年 变化 大， 需 作。

..

世界各地的 水量不同，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 。 水的空间分 通

用等 水量 图表 。

分

图7-4-5中数 代表各地气象 测得的降水量，将图中数 相等

的点 接成平 线， 可得到图中所示区域内各地的降水分布基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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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等 水量 是在地图上 水量相同的点 的 。同一 等 水量

上各地点的年 水量相等。

在等 水量 分 图上，等 水量 值的高 ， 出不同地区的年

水 。 水量变化的方 一 与等 水量 。等 水量 密 的地

区， 水地区差别大；等 水量 疏的地区， 水地区差别 。

根据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图7-4-6），回答问题：

图7-4-5 降水量 示意图

图7-4-6 世界年降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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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 水量的 ， 度位 、大气运动、 海 、地 等

素的 。从世界 水量分 来 ， 地区 水量 ，两极地区 水量 ；

大 水量 ，内 和 水量 ； 地区 海 水量 ，

内 水量 ； 地面 气 的迎 水量 ， 水量 。

读我国年降水量分布图（图7-4-7），尝试完成下面的问题：

图7-4-7 我国年降水量分布图

读我国年降水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地区的年降水量大多为多少 以上？极地地区的年降水

量一般在多少 以下？

2. 南北回归线附近大陆东部与大陆西部年降水量相同吗？哪里的

降水较多？

3. 温带地区沿海和内陆的年降水量有何不同？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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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国 海 水量 ， 内 水量 ，年 水量分 大致由

海地区 内 地区 。

我国年降水量 多的地点为台湾省东北部的火 ，这里的年平均降

水量为6557.8 mm，年降水量的 高 达8409 mm，是中国的“雨极”。

地处新疆吐鲁番盆地中的 是我国降水量 少的地方，年平

均降水量只有5.9 mm，是中国的“干极”。

对

1. 图7-4-8 和图7-4-8 中反映了我国南方和北方在农业土地利用

方式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 ？

2. 图中住房在 用建 料上有什么差别？在房屋形态上有什么

不同？造成这些差 的原因是什么？

3. 请你 举出一些事例，说明降水量的差 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

影响。

1. 你能 到年降水量在800 mm以上的湿润地区和年降水量在

200 mm以下的干旱地区吗？它们各分布在我国哪个地区？

2. 你能概括出我国年降水量的地区分布有什么特点吗？

3. 看一看，学校所在地的年降水量大致为多少 ？

（ ） 方的水 （ ） 土高原的（ ） 的（ ） 方的 地

图7-4-8 我国 和北 、 景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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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影响中国年降水量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 减少的主要因

是什么？为什么？

2. 读我国几个城市的降水量季节分 图，回答下列问题：

图7-4-  我国几 的降水量季 分 图

（1）五个城市的雨季主要 中在　　　季节，广 降水 多的月

份为　　　月份， 汉为　　　月份，北京为　　　月份。

（2）五个城市中，年降水量 多的两个城市是　　　和　　　，

年降水量 少的城市是　　　。

（3）由海口至哈 ，五个城市降水量多少的变化 是由　　

　到　　　，雨季长 的变化 为由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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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是一个地区长时间内气象要素和天气现象的平均或

统计状态，温度和湿度是其主要特征。气候是宝贵的自然资

源，而剧烈的天气变化则可能带来灾害。随着人类科学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也日趋明显，使地球气候逐渐发生变化，导致气候异常和气

象灾害的增加。如何保护地球大气环境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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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比如移居到另外

的地区，或者去国外留学，那么你就不仅需要关注那里短时间内的天气

变化，还需要关注那里的气候特征，例如，“这个地区是寒冷干燥，还

是炎热多雨？是四季分明，还是全年温度、湿度变化不大？”如何恰当

地描述一个地区的气候？是什么决定了该地区的气候特征？

气候（ ）通 指一个地区 年的天气 。一个地区的气候

一 是 而有规律的。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图8-1-1 北京的四季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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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组图片展示了北京的四季景色（图8-1-1）。你的家乡有

明显的四季变化吗？你能结合生活经验说说家乡各个季节的冷暖、干

湿状况吗？在不同年份的同一季节里，这些特点是在不断变化，还是

大致相同？

四 分 ： 促 大 ，气 不 ； 高 ，

大 和 ； ， 适 ， 为时 促； ，

。

1. 你生活的地区今天天气是什么状况？当地的气候是什么特点？

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别。

2. 请你判断：下列词语哪些是描述天气的，哪些是说明气候的？

（1）晴空万里，风和日丽。

（2）四季如春，温暖适宜。

（3）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4）冬冷夏热，夏秋多雨。

天气是指一个地方 时间内的大气现 变化，而气候则是 时间的大气

态。人 主要通过一个地区的气 和 水的 年 值来概 地的气候特 。

由于 度位 、海 分 、大气环 、地 、 等 素的差 ，世界各

地的气候千差 别。气 学家主要根据气 和 水两大要素将全球气候分为不

同的类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1. 下面的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图8-1-2）中给出了世界主要气

候类型，请查阅有关资料，概括它们的气候特征。

你生活的地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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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对图中所代表的几种气候类型各举一个实

例并说明理由。

图8-1-2 世界气候类型分布

（ ）热 气候 观（ ）热 原气候 观（ ）热 气候 观

（ ） 气候 观 （ ） 大 性气候 观 （ ） 气候 观

分 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气候类 ， 有不同的气 和 水特点， 不同

的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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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根据图8-1-3中提供的几种气候类型的气温和降水资料，

分析气温和降水特点，归纳出各气候类型的主要特征，并完成表格。

气候类型
热带雨林

气候
热带草原

气候
热带沙漠

气候
温带海洋
性气候

温带季风
气候

寒带冰原
气候

主要气候

特征

全年高

温，分明

显的干湿

季节

图8-1-3 世界几种气候类型的气温和降水量

讨论：你能结合世界气候类型分布图，尝试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气

候特征吗？

是 就了这 不同的气候类 从上面的学习过程中， 是 经

出 下 论：由于所 的地理 度和 海 不同、 不同的大气环 ，

之海 高度等 素的差 ，导致全球各地气 、 水等气 要素的分 有显

差 ，从而 了千差 别的气候。

气候 和 气候显 是 国气候的两个重要特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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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讨论：

1. 为什么我国会有这样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

2. 为什么季风气候又分为三种类型？

图8-1-4 我国的主要气候类型

国地域 ，从 到 年 气 有 大差 ，由 水分 变化

大， 之地 起 等 素的 ，使 国各地气候 。根据 国各

地气 和 水等要素的差别，将 国 分出五 主要气候类 。

由于 的气候， 了 的自然环境，使 国动植物

， 类繁 ； 使世界 大 作物和动植物 能在 国 到适 生 的

地方。

读我国的冬季风和夏季风图（图8-1-5），回答问题： 

1. 冬季，大陆比海洋降温　　（快/慢），大陆上形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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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压，海洋上气压较　　（高/低），风从　　（陆地/海洋）吹

向　　（陆地/海洋）。

2. 夏季，大陆比海洋升温　　（快/慢），大陆上形成　　（高/

低）气压，海洋上气压较　　（高/低），风从　　（陆地/海洋）吹

向　　（陆地/海洋）。

3. 冬季风来自　　　（海洋/内陆），气流性质为　　　　（寒

冷干燥/温暖湿润），在它影响下，我国冬季广大地区的气候特点是　

　　　　　。夏季风来自　　　（海洋/内陆），气流性质为　　　　

（寒冷干燥/温暖湿润），我国东部受到夏季风影响的地区，夏季气候

特点是　　　　　　　　。

4. 我国降水量分布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减少主要是由于受　　

　　　（夏季风/冬季风）影响的结果。

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 大 部， 世界最大的大

。由于海 和 地的热力差 ， ， 国 来自 和 一

的 ， 。 ， 国 部广大地区的是来自

和 度 的 ， 。这 在一年 节变化而 有规律

转 的 ， 。 国是世界上 的 区， 部 气候区面 广大。

由于 和 的 地和气 性质有 大差 ， 、 这两

的 ， 了 国 、 高 的 气候特 。

来自海 的 是 国 水的主要水 来 。通 ， 一 能到

图8-1-5 我国气压分布与冬、夏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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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 一 。这 以

以 的地区 显， 水量 ， 于 区；这 以 以

的地区， 难到 ， 水量 ， 于非 区（图 - - ）。

读我国季风区各地农业景观图（图8-1-7），讨论、回答以下问题：

1. 图中反映我国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农业生产特点的是　　　　　; 

反映我国温带季风气候区农业生产特点的是　　　　　　　　。你能

说出判断的依据吗？

2. 说一说，当地市场上销售的水果和农产品，哪些是当地生产

的，哪些不是？这些水果或农产品产地的分布与气候条件有何关系？

图8-1-6 我国的季风区和非季风区

（ ） 植水 （ ）（ ）玉 生产（ ）

图8-1-7 我国季风区各地农业景观图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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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世界上位于大陆西岸的南北回归线附近多为沙漠，如非洲的撒哈

拉沙漠、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沙漠、北美的亚利桑那沙漠和阿拉伯

半岛上的沙漠等。而我国位于北回归线附近的地区，由于受季风气候

的影响，不仅没有沙漠的出现，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农业耕作区。

竺可桢（1890～1974）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

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创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创建气象研究所，

组建早期的中国气象观测网，开展物候观测、高空探测及天气预报等

业务，对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

方面研究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从网上或从气象部门查阅学校所在地气温、降水、风向等方面

的气候资料，了解当地气候的特点。分析当地气候特点对生产和生活

有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一种重要

方式。许多旅游地的景观与气候（或气象）有密切联系。

（1）你能说出我国以下因气候（或气象）现象而闻名的旅游地的

名称吗？

“春城”：　　　；“冰城”：　　　；“雾都”：　　　。

（2）你能说出下列旅游地著名的气象景观吗？

黄山：　　　　　　　；吉林：　　　　　　　。

3. “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我

国哪种气候类型分布地区气温的变化特点？

气候高 期与 期一致，为 国 部地区 发展提供了有

。 ， 对热量要求 高的 作物， 水 、 等，在 国

的 植 同 度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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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是一 能为人 提供 用的光能、热量、水分与 能的 生

。

一个地区的气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是否相对稳定，决定着该地区获

得太阳辐射、热量、水分、空气、风能等资源的情况。这些资源取之不

尽而又不可替代，因而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气候资源。另一方面，一些剧烈的天气变化也会带来相应的气象

灾害。例如，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造成城市严

重内涝，在部分山区引发了泥石流，并导致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

么，人类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气候资源、防止或减轻气象灾害呢？

秋高气爽，去观赏香山红叶；春暖花开，邀上三五个好友去洛阳

看牡丹；严寒的冬季，吉林或许是个好去处，美丽的雾凇与你相伴。

炎热的夏季，还会有人喜欢去沙漠旅游，那空旷的感觉令生活在潮湿

地区的人们新奇不已。你喜欢旅游吗？以上所提到的旅游中蕴含了什

么气候资源？

图8-2-1

阳 丹 光

气候 不 人 来 的 趣， 用气候 能 。

、 光 、空气 、 水 等 的方 被 来 的人 。天气

秋高气爽 去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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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指 、 指 等内容，对人 合理 用气候 、 健 起到

了指导作用。人 的 、生产活动 需要对气候 有正 的 。

气候 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普遍性，气候 是普遍 在的；二是

值性，气候要素 有在一 值 内 有 价值， ： 在整个生

发育过程中需要 高的 度和 的 量，一 要求全年大于 的活动

（ 是指 一时 内 度 之和）为 ，年

照时 时以上，年 量 以上， 有这 的 ， 就

产；三是变化性，气候 有 大的变 ，光、热、 水等 有 期性和非

期性的变化。

究气候 以 ， 国 文 中有极为 的相关文

。 国 代提出的二 四节气，就是为了 时， 用 气候 而创

建的。

着人 ，生产的高 发展，气候 的不足 来 重。社

生产对气候 变化的 感性、依赖性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

显 。在经 建设和社 发展过程中，合理 用气候 ， 的社

、经 、生态 ， 之，则 经 ， 气候 ， 发气

候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新疆的哈密盆地是全国著名的瓜果之乡。哈密盆地地形低凹封闭，

深居亚欧大陆腹地，夏季炎热少雨，气温日较差和年较差很大。太阳光

照强烈，全年日照时数比我国东部同纬度地区多三分之一。独特的气候

为哈密著名的土特产，如哈密瓜、大枣、啤酒花、大麦以及棉花生产，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条件。 驰名中外的哈密瓜含糖量高，一般在

10%以上，高的可达21%，而且色香味俱佳，有“天下第一瓜”之称。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名

“日光城”拉萨。拉萨纬度低，海拔高，空气洁净稀薄，阳光强

烈，云量少，年平均日照时数达3 000小时，因此有“日光城”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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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有关气象灾害（如暴雨、洪水、干旱、台风、寒潮、沙尘

暴、龙卷风等）的录像或视频资料，结合自己的经历，描述某种气象

灾害发生时的情景，讨论气象灾害给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损失和

影响。

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有的气候 人，有的 不时出现 、 、

、 等 性天气， 人 的生产和生活 来 。

1. 水旱灾害

在世界和 国， 年 有不同程度的 水 发生，使国民经 和人

生命 产 大 。 国 部和 部地区是 和 的主要发生

地区，这和 的活动密切相关。 是最 重的自然 之一。 重

作物 产、人 水 难。

修建水 、 等 程，引水 和 域调水 程；植 ，

水土，改 生态环境； 用气 星对 、 水和 情进 和

等等， 是 水 的有 。

“火盆”吐鲁番。吐鲁番地处新疆吐鲁番盆地中，海拔高度在海

平面以下。这里夏季气温是我国 高的地方，气温高于40 ℃的极热日

子，每年平均有37.3天。

“雾凇城”吉林市。吉林市的雾凇号称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

一。冬季雾中大量过冷水滴在树木上迅速冻结，形成美丽的雾凇。

吉林雾凇平均每年出现20多天。

“ 雨 港 ” 基 隆 。 基 隆 位 于 台 湾 省 北 端 ， 这 里 年 降 雨 量 达

2 911 mm，年降雨日214天，特别是冬季，来自海上的湿润气流在山脉

迎风坡被迫抬升，月均降雨量达300 mm以上。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65

历史上，长江流域洪水灾害的重灾区有洞庭湖区，鄱阳湖区，荆

江、汉江中下游和皖北沿江一带。据史料记载，唐代至清代的1 300年

间，长江流域共发生洪灾223次。其中，唐代发生水灾16次，平均每18

年发生一次；宋代、元代共发生79次，平均每5.2年一次；明代和清代

发生128 次，平均每4.2年1次。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复旦大学等

多个单位于2009年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长江流域气候变化脆弱性与

适应性研究》显示，1900~2000年长江流域一共发生了27次洪水、9次

旱灾。1980年后长江流域旱灾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20世纪90年

代以来，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呈增加趋势。

在20世纪，长江发生了三次全流域性特大水灾：

1931年7月，长江出现全流域大洪水，受淹农田339.3万公顷，受灾

人口2 855万人，损毁房屋180万间，因灾死亡14.52万人。

1954年夏季，长江、淮河出现百年罕见的全流域大洪水。据不完

全统计，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有123

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 755万亩，受灾人口达1 888万人，死亡3.3万

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达100天，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位于

淮河流域的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淹没农田约5 000万亩，受灾人口达

2 000多万，安徽、江苏两省死亡1 930人。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

年的全流域型大洪水。根据湖北、江西、

湖南、安徽、浙江等省（区）的不完全统

计，受灾人口超过1亿人，受灾农作物达

1 000多万公顷，死亡1 800多人，倒塌房屋

430多万间，经济损失达1 500多亿元。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图8-2-2 长江抗洪救灾

2. 寒潮

， 力特别 大的 空气 时， 气 在 时内下

以上，最 气 到 以下，就发生了 。 经过时， 以 大 的

，出现大 、 等 天气，使 作物和 原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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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对 通运 和通 产生 。

3. 沙尘暴

国 方地区， 出现 天气。

的 天气导致 ，空气 ，水

能见度 到 之内， 为 。

来的 不 是 建 、使作物

产，而 大 去地表土壤，在 后，

的 土又 、 。

天气 繁发生的原 ， 方大部分地区 气候 、 大 素

， 与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导致植被 、水土 、土地 化 重有

关。 此， 生态环境、植 是 的重要 。

4. 台风

年 节， 国 海地区 的 （图 - - ）。

是 在热 海 上的热 ， 它的中 到 级或以上时 为

（图 - - ）。 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国家之一。 的

和特大 ， 以 、 、引发 水 、 和 ，对

所经过的地区 大的 （图 - - ）。 是， 一方面， 来的

以 解 情。

着科学 的发展，人 用气 星对 进 时准 的 ，

以有 地 的 。

图8-2-3 寒潮天气使草原遭受雪灾

图8-2-4 侵入我国的台风、寒潮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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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 的地质 时期，气候一 在着 的变化（图

- - ）。气候变 的自然原 有天文 素的 ， 有气 的 素在起作用。

有人为全球的气候变暖忧心忡忡，也

有人认为这符合自然界的正常变化规律。

地球真的“发烧”了吗？海平面上升后，

沿海地区会被淹没吗？北极熊无家可归了

吗？人们应该如何应对气候的变化呢？地

球的“保护伞”——臭氧层怎么会出现空

洞呢？强烈的太阳辐射会给人们带来什么

影响？ 图8-3-1 “发烧的地球”

图8-2-5 台风云图 图8-2-6 台风造成的灾害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调查当地主要的气象灾害有哪些，以及它们给人们的生产生活

带来了什么影响；讨论灾害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把危害降到 低，并

尝试提出防灾减灾具体建议。

2. 查阅资料，了解当地主要气候资源有哪些，及其给人们带来哪

些益处。请你对如何合理、充分地利用当地气候资源，提出一些切实

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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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千万年来，地球上的气候总是有冷有暖、有干有湿，或冷、暖、

干、湿交替，波浪起伏地变化着。这种在漫长年代中气候变化的总趋

势叫气候变迁。气候变迁的时间尺度，往往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

年，甚至更长。从地球历史来看，曾经发生过三次大冰川时期。大冰

川时期气候寒冷，在大冰川期间之间的间冰期气候较温和。

，全球气候 有变 的 。

观 表 ， 年来全球 气 上

了 。 自然原 ，人

类活动 是导致大气 的 素之一。

人类生产、生活所 的 物 ，使

大气中二 化 等气体大量 。二

化 等气体能够 地面热量，使

气 高， 了 ，导致全球

气候进一 变 （图 - - ）。

气候变 能 对全球环境产生极

大 ， 重的后 是将导致两极 融化，使海 面 高； 地区水

或 ， 量 ， 重；自然生态 到 ，动植物生 面

， 导致有 。人类对气候的 为人 关注的 题。

图8-3-3 二氧化碳的增温作用

时
期

初到
转

隋 宋 年以后
气候转

现

气

年

年

国到
初

气候 进
期

世 期将是与
到宋 度最 的时期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现
（ 年）

图8-3-2 3 000年以来中国气候呈冷暖周期交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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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科学家首次发现 极上空出现“ 空 ”。所 空

，就是 区。 着 生产和 生活中 类物质大量排放，

容 就 ，使大气中的 量 显 。在 两极上空 量

下 度最大。

水 的 续 对人 产生 经科学家 究：大气中的

，照 到地面的 就 ， 者就 ，人

地 到 内 、免 系统 和发育 等 的 。

无论是全球变 是 空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正在 发生着。科学

地认识这 现 ， 的解 ， 能指导人 作出合理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现在居住在距南极洲较近的智利南端海伦娜岬角的居民，已尝到

苦头，只要走出家门，就要在衣服遮不住的皮肤表面涂上防晒油，戴

上太阳眼镜，否则半小时后，皮肤就会被晒成鲜艳的粉红色，并伴有

痒痛；羊群则多患白内障，几乎全盲。据说那里的兔子全是瞎的，猎

人可以轻易地拎起兔子耳朵带回家去；河里捕到的野生鱼类也多是盲

鱼。推而广之，若臭氧层全部遭到破坏，太阳紫外线就会杀死所有陆

地生命，人类也将遭到“灭顶之灾”，地球将会成为无任何生命的不

毛之地。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森林是大自然的总调度室”，这句话说明了森林在自然生态

环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请你说一说，植树造林对于调节气候、改善

大气环境、抵御和减轻气象灾害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2. 查阅资料，了解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围

绕全球气候变化准备一期板报或组织开展小型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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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天气是一个地方 时间内 、 热、 等大气的 。天气变化

与人类生产和生活 相关。天气 主要 、 与 力、 水、气

等方面内容。

气 观 主要 气 、 水、气 、 等气 要素的观 。气 观

中使用气 计观 气 ，使用 度计和 量 观 度和 水量，使用气

计 量气 ，使用 计观 和 力。

气 图 以表 气 时间变化的特点。一天中最高气 与最

气 的差值， 气 差。一年中最高月 气 与最 月 气 的差

值， 气 年 差。气 的水 分 一 用等 分 图表 。气 的分

主要 度位 、海 位 等 素的 。

世界各地 水量 和 节分 差 大。 水量 图 以表 一

个地方一年中 水的 节变化情 。通 用等 水量 图表 水的空间分

。 度位 、大气运动、 海 、地 等是 水量的主要 素。 国

年 水量地区分 大致由 海 内 。

气候是一个地方 年的天气 ，一 变化 。 国气候

， 气候显 。 国 部地区 于 、 高 的

气候。以大兴 一 为

界，以 以 显的地区， 于 区；以 以 难到

的地区， 于非 区。

水 、 、 和 是 见的气 。气候变化有自然

原 ， 有人为 素。人类对气候的 为人 关注的 题。气候

是一 生 ， 有普遍性、 值性和变化性。

全球变 和 出现空 是 前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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