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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供受过基础教育的广大公众阅读的彩图版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它试图以当代科学的眼光，描
绘一幅关于自然世界和人造器物世界的长卷画面，让广大读者一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总体概貌。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科学与技术已高度发达，又高度结合。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生活，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以及公众对它的理解与掌握。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活力的知识信息系统，是一个门类众多、纵横交
织的文化知识体系，是一个能变成强大现实力量的人类知识宝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这个知识宝库中汲取力量的多寡强弱，取决于其广大成员对这个知识体系了
解与把握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随这个信息系统作知识更新的速度和程度。
　　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百科全书的编排，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
全书共分五卷：第一卷，宇宙；第二卷，地球；第三卷，生命；第四卷，人与智能；第五卷，器与技
术。
前四卷，分别描述当代科学对物质世界、地球系统、生命系统，以及人体系统的已有认识和相关的技
术成果。
最后一卷，则着重展示人类科学技术发明的主要产物与历程。
　　为了从实际对象人手，展开深入浅出的描述，各卷条目的选取均以人类探知的客观对象（自然对
象或人造对象）为标准，而不从纯理论的抽象概念的角度来选取条目。
每个条目的内容都以释文和示图两种方式展开，力求两者彼此呼应，图文并茂。
对条目的主题，力求进行跨学科、综合性和探索性的描述；对重要的理论概念，也注意进行必要的介
绍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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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自然界现有500万～1000万种生物，如果把已灭绝的物种计算在内，更是不计其数，而有科学记载
的只有150万种。
这么多种生物是从哪里来的?又将往何处去?它们彼此问有关系吗?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是：生物是进
化而来的。
从地球诞生后出现的原始生命开始，经过进化，衍生出千百万种生物。
换句话说，世间所有的生物，不管是现存的还是已灭绝的，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并且现存的生
物仍处于进化之中。
    进化说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也促使人们思考，生物为什么会进化和怎样进化?生物进化的动力和机
制是什么?在众多的进化学说中，1859年达尔文在其发表的《物种起源》中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理念成为当今最有影响的进化学说。
    进化证据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其证据来自化石、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等方面。
    化石是保存在岩层中的古生物遗骸或生活遗迹，可分成实体、模铸和生活遗迹三类。
琥珀中的整只昆虫、西伯利亚冰层中的猛犸象、恐龙的骨骼等都是实体。
岩石上留下的动植物外形的印痕，尽管没有一点物质残留，但翅脉叶纹纤毫毕露，肢体形态栩栩如生
，如同从模子里浇铸出来一样。
再就是古代动物的足印等。
现今仍然生存着的古代生物称活化石或孑遗化石，如水杉、红杉和银杏等。
    生物胚胎在发育中会发生一系列变化，不同种动物胚胎间的相似性远大于成体间的相似性；而且越
是早期的胚胎，彼此间越是相似。
人胚胎在早期不仅与其他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十分相似，而且与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的胚眙也十
分相似。
人早期胚眙就出现过鳃的结构。
随着胚胎发育的进行，’越到后期不同物种共有的性状越少，会出现各物种特有的性状。
这种个体发育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原始祖先的系统发育史，说明生物是从共同祖先那里分化而来的。
    比较不同种生物的染色体也可发现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人、大猩猩、黑猩猩和短尾猴的染色体数目和形态结构虽不尽相同，但人第7号染色体上的7个区段却
是与其他3种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
小麦属的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普通小麦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分别是14、28和42，但都是以7条染色体
为基本单位的二倍体、四倍体和六倍体。
    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都一样，而不同种生物有各自的基因组和基因。
但从细菌到脊椎动物，一直到包括人在内的哺乳动物的基因组中，都存在一些种间同源基因，这是一
类高度保守的、有着重要生物学功能的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在新种形成时都不会丢失，其核苷
酸序列和生物学功能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如果蝇基因中有三分之二是与人共有的，小鼠基因中99%与人相似。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构成基因和基因组的核苷酸也会发生改变。
分析比较种间同源基因核苷酸序列的变化，就可从置换演替的关系中推知物种出现的先后，描绘出生
物的种系发生。
核苷酸的改变反映在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上，导致种间同源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变化，同样也记录了生
物进化的轨迹。
    P8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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