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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个浪漫的传说：传说中有个勇士救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公主送给勇士一本书作为回报，用此象
征知识和力量。
于是，每到这一天，这个国家的女人就会送给丈夫或男朋友一本书，男人们则回赠一枝玫瑰花。
正是由于这个传说带来的灵感，1995年世界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

　　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很难在每天的忙碌中抽出一些时间来静静品味书籍的馨香，慢
阅读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快餐式文化。
然而，读书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对人的一生都至关重要。
就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书籍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读书可以改变人，人可以改变世界。
”
　　《&lt;每天傍晚阅读课&gt;系列丛书：每天傍晚科学课·洞悉世界、了解自然的科学常识》倡导家
庭傍晚亲子阅读学习习惯，家庭在晚餐后共同阅读，抓住六点到八点的最佳记忆期，有利于知识记忆
的强化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同时也是促进亲子关系最好的契机。

　　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对世界万物都充满好奇，这是一个阅读的好时机，家长在
这个阶段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并帮助孩子培养起来阅读的习惯，将会使他们受益终身。
如果家长及时地给孩子们补充一些他们必备的且感兴趣的课外知识，相信孩子们是非常愿意接受的。
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环境中充斥着更多诱惑，例如他们很容易迷失在电视娱乐节目和网络游戏之中，很
多惨痛的教训让我们开始重视这种现象。
然而，家长们如果愿意每天从自己排得满满的时间表里挤出些时间来和孩子一起读读书，互相讨论自
己对书中某点的看法，放下身段，与孩子进行一次“亲子阅读”，那么我想，不仅孩子能感受到来自
家庭的温暖与言传身教，就是家长自己也会深深融入这样的温馨之中不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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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国，北京知名教育学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青少年的素质培养领域的研究，在多家知名媒体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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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辑  神秘的星空与大地太阳怎样为人类带来光明太阳每时每刻都发射出巨大的能量，给地球带来光
和热。
可是，地球所接收到的太阳能，仅仅只占太阳全部辐射能的约二十亿分之一。
从实践中可以知道：天空晴朗时，在与日光垂直的每平方厘米地球表面上，每分钟太阳能使近两克的
水升高1℃。
太阳每秒钟能发出5000万亿亿马力的动力！
如果在整个太阳表面覆盖一层13米厚的冰层，那么只需一分钟，这层冰就会完全融化掉。
在太阳上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原来太阳上含有极其丰富的氢，也有足够的温度，具备进行热核反应的条件。
在太阳中心2000万度的高温下，可以产生四个氢变化成一个氦的聚合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热核反应，
热核反应的过程释放出大量的光和热，氢弹的爆炸不也是这样吗？
根据计算，目前太阳上氢的贮藏量，还足够继续进行热核反应数千亿年，即使太阳上的氢全部变成氦
后，还会有其他种类的核反应继续发生，使太阳继续发光、发热！
宇宙究竟没有有边际宇宙真大，它包容万物，无穷无尽，而现代宇宙学理论却指出宇宙有限而无边，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太阳已经很大了，但是在银河系里有着千亿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银河系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像银河系一样庞大的星系。
借助于天文望远镜，我们目前所能观测到的宇宙大小至少超过100亿光年！
然而，我们观测到的宇宙还只是“真正宇宙”的一部分。
但如果我们把宇宙定义成物理上可以理解的时间和空间的总和，它却并非无限大。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知宇宙究竟包含多少物质，但它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肯定不是无限的。
但是这样一个有限的宇宙，我们却永远找不到它的尽头在哪里，宇宙没有边缘！
怎么理解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由于宇宙物质的引力作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已经证明，我们的三维立体世界在宇宙尺度上也是
和气球面一样是弯曲的，正因为时空的弯曲，如果我们有机会在宇宙中航行，也一样会遇到永远走不
到尽头的现象。
天上的星星究竟有多少晴朗的夜空中，满天星斗闪烁着，密密麻麻，多的简直数不清。
看见的星星当真数不清吗？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天空中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是可以数清的。
如果我们数完一个星座，再数一个星座，并且把每个星座里的星，按照它们的等级分别计数。
总共算起来，天空中肉眼可以看到的星共有6974颗。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可找到5000颗以上的星星，用现代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
的星星有10亿颗以上。
其实，天上星星的数量远远不止于此，有些星球距离地球太遥远了，即使用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也找不
到它们的踪影。
一些遥远的星系，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光斑，然而其中却包含着亿万个星球。
漂亮的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夜间，天空中不仅常常能见到单独的流星，有时也会见到整齐的“流星雨”
。
当天空出现流星雨时，几十条甚至几百条亮光划破天空，好像一场大雨似的。
出现流星雨的道理和流星一样。
不同的是：流星雨是地球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一个大群宇宙尘粒（流星群）所造成的一种现象。
这大群的尘粒（流星群）是怎样形成的呢？
太阳系里有着许多各种各样的小天体，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轨道和速度绕太阳运行。
这些小天体会发生碰撞，碰撞使得这些天体碎裂成一大群小块，或者在碰撞后很多小的碎块聚集成群
，它们沿着同一轨道运行，形成了流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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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流星群还和彗星有关系。
彗星在运行时，由于内部气体爆炸、太阳压力等的作用，或和流星体碰撞，而逐渐瓦解。
瓦解过程中抛出的尘粒逐渐脱离彗星，形成流星群。
星星为什么会闪烁夏天的晚上，繁星满天，抬头仰望天空，星星都在眨眼。
其实，星星根本没有眼睛，它们哪里会眨眼呢？
那么大概是我们自己眨了眼，错把星星当成在眨眼了？
不是，因为即使你瞪着眼睛瞧，它们仍在忽闪忽闪地动。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地球周围有大气层。
大气不是静止不动的，空气热了会上升，冷了又会下降，还有风在吹来吹去。
如果能够给空气的分子染上一些颜色，你就能看到五彩缤纷的空气正在上下翻腾。
星光在来到我们的眼睛以前，必须经过地球的好几层大气，大气是动荡不定的，各层大气的温度、密
度又各不相同，这样一来，光线的折射程度也不相同。
星光来到这里时，就会经过多次的折射，时而会聚，时而又分散。
正是这层动荡不定的大气，挡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在看星星的时候，总觉得星星在闪烁，就像在眨
眼睛。
月亮为什么有时圆有时弯我们看到的月亮，它的形状在一个月里天天发生变化，有时像个圆盘，有时
会缺一半，有时又像一把弯弯的镰刀。
月亮为什么会发生圆缺变化呢？
我们知道，月亮是围绕地球运行的一颗卫星，它既不发热，也不发光。
月亮圆缺的变化，是由于月亮绕着地球运动，它本身不发光而反射太阳光的结果。
在黑暗的宇宙空间里，月亮靠反射太阳光我们才能看到它。
同时，月亮在绕地球运动的过程中，它和太阳、地球的相对位置不断发生变化。
当它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候，月亮正对着地球的那一面，一点也照不到太阳光，这时，我们就看
不见它，这就是新月。
新月以后两三天，月亮沿着轨道慢慢地转过一个角度，它向着地球一面的边缘部分，逐渐被太阳光照
亮，于是我们在天空中就看到一钩弯弯的月牙了。
这以后，月亮继续绕着地球旋转，它向着地球的这一面，照到太阳光的部分一天比一天多，于是，弯
弯的月牙也就一天比一天“胖”了起来，到月中就成为了圆月。
天空为什么是蔚蓝色的在一场大雨过后，天空澄净得像一泓平静的湖水；雷鸣电闪过后，天空顿时异
常湛蓝，令人心旷神怡。
为什么晴朗的天空总是蔚蓝色的呢？
我们知道，地球表面包围着一层空气。
空气中含有许多微小的尘埃、冰晶、水滴等。
当太阳光（看上去是束白光，实际上它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等有色光线组成）通过空气
时（就仿佛在小实验中太阳光线穿过浮有泥沙的玻璃水缸一样），波长较长的红色光透射力最大（其
次是橙、黄色光），它能透过大气中的微粒射向地面。
波长较短的蓝、靛、紫等有色光，很容易被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向四面八方散射开来，使天空呈现出
蔚蓝色。
为什么有时天空会下有色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曾经下过有颜色的雨。
好奇怪啊！
难道天上的雨水被谁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了吗？
当然不是。
造成有颜色的雨，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落到法国那个小山城的红色雨，是大风干的“好事”。
大风把非洲北部沙漠地区大量微红色和赭石色的沙土吹到天空，混进有雨的云里，然后越过地中海，
落到了法国的那个小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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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特别“喜欢”干这种事。
强大的龙卷风，只要有足够的力量，什么东西都可能被它从地上卷到天空中去的。
东北伊春市五营下的黄色雨，是因为大量红松的黄色花粉被大风吹到了空中，和雨云混在一起，然后
又落下，就变成黄色雨了。
至于广西马山、上林地区的那场黑雨，则是附近森林刚刚发生过一场大火，大量的黑色灰烬随风飘向
天空，然后便落下了一阵黑色的雨。
还有些地方曾下过银币雨、鱼虾雨等，那也是风干的，把银币、鱼虾卷到天空，再掉了下来。
一年为什么要分四季大家都知道，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
春季气候温和，夏季炎热，秋季凉爽，冬季寒冷。
四季是怎样产生的呢？
造成四季和四季气候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太阳光照射地球的角度在一年之中有所变化。
你从地球仪上就可以看出来，地球仪中心的那根轴不是垂直的，而是倾斜的。
因此，太阳光直射的地方并不总是正好在赤道上，而是在赤道两侧来回变动。
太阳光直射的时候，这个地方温度高，就是夏季；冬季，太阳光照射过来最斜，温度也就最低；而在
春季和秋季里，太阳光照射过来不太直也不太斜，所以温度适中。
这样就分出季节来了。
就是在同一个春季、夏季、秋季、冬季里，每个月的气温也是不同的。
河流为什么总是弯弯曲曲的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不论长江、黄河，还是黑龙江、珠江，它们都
是弯弯曲曲的。
是什么力量让河流弯曲的呢？
河流之所以会弯弯曲曲，主要是因为两岸河水的流速不同造成的。
尽管河水在河流中静静地流淌着，但河流两岸却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比如，在河水的长期冲刷下，河流一边的岸被冲坍了；有的地方倒下一棵大树，使河水的流速放慢了
；有时在河流的某一段，突然有一条小支流汇入。
上述种种情况，都会使河流两岸的河水流速不一样。
河水流速大的一边，河岩受到的冲击力就大，发生坍塌的可能性也大，这样河流就有可能发生弯曲。
另外，河流两岸的土层结构也不尽相同，有的比较松软，有的比较坚硬。
时间一长，松软土层的河岸发生坍塌，河流就会变得弯弯曲曲。
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吗早晨，万里无云，空气清新，东方红霞吐艳，顷刻间，一轮红日，穿云破雾
，从东方云端中冉冉升起。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
太阳真的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吗？
太阳是恒星，它在空中的位置是不变的。
早晨，我们看到太阳在动，总是从东方升起来，实际上太阳并没有动，而是我们所在的地球在动。
这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给人们的错觉。
所以，人们总是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来”，那是从前人们不懂科学，对自然现象误解所留下来的习惯
用语。
雪花为什么是六角形的仔细地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美丽的雪花虽然千姿百态，但都是六角形的。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通常温度下，水蒸气遇冷时，水分子先“手拉手”地排起队来，结成的冰都是很小很小的六
方晶体。
当水汽继续凝结时，许多小六方晶体就结成六角形的雪花。
当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不同时，雪花就会形成不同的图案，有柱形，有星形，有枝形等等。
目前人们已经发现了两万多种雪花的图案，这些图案都是六角形的。
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我们大多是白天活动，晚上睡觉。
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之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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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时候，同时又是自西向东地自转。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自己由西向东自转一周为一天。
而当地球上某一个地方自转到对着太阳时，太阳光照射到地球的这一面，就是白天；转到背着太阳时
，照不到太阳光，就是黑夜了。
这样，地球不停地转呀转，白天、黑夜就不停地变换着。
夏天为什么常下雷阵雨夏天的午后或傍晚，常常使人感到异常闷热，一会儿突然雷声隆隆，电光闪闪
，大雨滂沱，天空像发了怒一样；可是，不久后，雷声远去，乌云消散。
雷阵雨为什么多发生在夏天呢？
雷阵雨是因为夏天的天气酷热，空气在局部地方出现强烈对流，使大量湿热空气猛烈地上升，造成积
雨云所形成的。
由于产生积雨云的强烈的热力对流，只有在夏季才易于出现，所以雷阵雨也常常在夏季出现。
又因为热力对流所造成的积雨云扰动很厉害，往往会发生闪电现象，而且其中上升气流时强时弱，一
块积雨云过去后，另一块积雨云又移过来，所以雨量时大时小，变化很大，又是一阵阵的，因此被人
们称为雷阵雨。
在大陆上，正午以后，空气温度最高，这时上升运动也最强，所以雷雨多数发生在午后至傍晚这段时
间里。
雷雨前天气为什么会闷热在下雷雨之前，我们大多会感觉天气闷热，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下雷雨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地面上要温度高，二是大气层里要湿度大。
地面上热了，靠近地面的空气、温度能升得很高，变得轻轻地浮向高空；但是仅仅是热而空气很干燥
的话，雷雨也不会发生的，只有当湿度大了，有潮湿的空气上升到了高空，才会形成积雨云。
天空里有了积雨云，就可能有雷雨发生。
大气里温度高了，湿度大了，这时候地面上的水不易蒸发，人身上的汗也不容易干，我们就会感到十
分闷热了。
冰雹为什么出现在夏天而不是冬天夏季空气的温度虽然很高，却会下冰雹；而在冬季，空气的温度很
低，反而不落冰雹，这是什么道理呢？
原来冰雹和雷雨同出一家，它们都来自积雨云，只是产生冰雹的积雨云升降气流特别强烈，这种积雨
云又被称为冰雹云。
产生冰雹的冰雹云大多出现在暖季，很少出现在冷季。
积雨云是空气强烈对流所造成的，它是空气很不稳定的产物。
而空气强烈不稳定，在阳光强烈的暖湿季节最容易发生，那时空气中含的水汽很多，而且低层大气又
易被太阳晒热的地面所烤热，形成下热上冷的很不稳定的空气柱，发生强烈对流，并发展为能产生冰
雹的积雨云。
其次，这种云中的上升气流很强，足以支持云中增大的冰雹块，所以能使云中冰雹随着气流的升降，
不断与沿途的雪花、小水滴等合并，形成具有透明与不透明交替层次的冰块，当它增大到一定程度，
上升的气流无法支持时，就降落到地面上来。
这就是暖季出现冰雹的道理。
“霜降”的霜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在农历的24节气中，有一个节气叫“霜降”。
霜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
其实，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后直接凝华成的固体晶粒。
由水蒸气变成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空气中要有足够的水蒸气；二是气温要在0 ℃以下。
早春或秋冬季节，白天，晴朗的阳光晒暖了大地，加快了水分的蒸发，使大气中包含了足够的水蒸气
。
夜间，由于天气晴朗，为大地向外散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结果使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相对过
剩。
凌晨气温最低，当温度降到0 ℃以下时，水蒸气便直接凝结到禾苗和草木上，这就形成了霜。
霜有时也会出现在铁器、石块、瓦片、地面上。
高山上的冰雪为什么总不化我国西部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些高山的一些山峰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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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覆盖着冰雪，像戴着一顶“白帽子”，即使到夏天也不消失。
山上的雪为什么总也不化呢？
这是因为高山上气温很低，天气很冷的缘故。
为什么高山上很冷呢？
因为山愈高，空气愈稀薄，太阳照射下来的热量越容易散失。
大致每升高100米，气温要降低0.6 ℃左右，因此到了一定高度，气温就会降到0 ℃以下，冰雪终年不
化。
在山顶上堆满冰雪以后，阳光照射到这里，由于冰雪表面反射阳光的作用强，一般能够反射50%-90%
的光热，大部分的热量被反射掉了，使这里气温降低，冰雪不易融化。
天为什么会下雨在地球上，不论什么地方，总是要下雨的。
只是有的地方雨水多，有的地方雨水少；有的地方常常下雨，有的地方却很少下雨。
天上这么多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天空中原来是没有水的，天空中的雨水是从地面上“搬运”上去的，然后再从天空中落下来。
地球上的江、河、湖、海有的是水，被太阳光晒热以后，一部分水变成了水汽。
这些水汽被热空气带到了天空。
由于天空中的温度比较低，水汽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为小水珠或小冰晶，组成了云。
因此，可以这么说，云是天上的“水库”。
当云里的小水珠或小冰晶积聚到足够多、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变成雨滴落到地面上来，这就是下雨了
。
雨后为什么会出彩虹夏天雨后，乌云飞散，太阳重新露头，在太阳对面的天空中，常常会出现半圆形
的彩虹。
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来，当太阳光通过三棱镜的时候，前进的方向就会发生偏折，而且把原来的白色光线分解成红、橙
、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光带。
可见，彩虹是由于阳光射到空气中的水滴里发生反射与折射而造成的。
在下雨时，或者在雨后，空气中充满着无数个小小的能偏折日光的棱镜——水滴。
当阳光经过水滴时，不仅改变了太阳光的方向，同时被分解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
如果角度适宜，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彩虹。
为什么天空中的彩虹有时宽，有时窄；有时色彩鲜艳，有时颜色暗淡呢？
原来这种现象是由空气中水滴的大小来决定的。
当空气中的水滴大，彩虹的色彩就鲜艳，彩带就窄；相反，当空气中的水滴小，彩虹的色彩就暗淡，
彩带就宽。
如果水滴像雾滴一样大时，则彩虹的色彩便淡成为白虹。
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冬天下雪的时候往往不是最冷的，等到雪过天晴了，天气反而会更冷。
这是为什么呢？
在寒潮来临前，一般是南方暖湿气流很活跃，因此，天气会有些转暖。
而水汽凝华为雪花，也要放出一定热量，这就使下雪前及下雪时的天气并不很冷。
在寒潮中心过境后，天气马上变得晴朗起来，由于天空失去了云层的屏障，地面上就向外发散大量的
热量，这时温度降得很低。
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发生融化，融化时要吸收大量的热量。
根据实验，1克0 ℃的冰，融解成0 ℃的水，要吸收334.4焦耳（80卡）的热量，所以大片积雪融化时被
吸收掉的热量是相当可观的。
因此人们就觉得天气冷一些了。
为什么夏天雨后有彩虹而冬天没有彩虹出现在雨后，但是为什么冬天的雨后很难看到彩虹的影子呢？
这是因为我国夏天常常下雷雨或阵雨，这些雨的范围不大，往往是这边天空下雨，那边天空仍闪耀着
强烈的阳光。
有的时候，雨过以后，天空中还飘浮着许多小水滴，当太阳通过这些小水滴时，经过反射、折射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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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天空中美丽的彩虹就出现了。
而我国的冬天，天气较为寒冷，空气干燥，下雨的机会很少，阵雨就更少，一般情况下是下雪，而下
雪时，空气中没有水滴，多是冰晶、雪花，这样是不会形成彩虹的。
所以冬天一般不会出现彩虹。
但当天空中具备了形成彩虹的条件时，也可能出现彩虹。
为什么天空中会有一条“银河”在晴朗无月的夜晚，银河像一条淡淡发光的白缎，跨越繁星密布的天
空，看上去好像是一条流过天空的大河，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还有的地方分成两股支流，而换
一个地方支流又汇合起来。
过去人们不知道银河究竟是什么东西，还真以为它是天上的一条河呢。
其实，辽阔的太空中，哪有什么大河。
我们所看到的银河，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星星组成的。
这些是离我们非常远，肉眼不可能分辨出的一颗颗星星。
拿望远镜观察银河，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一颗颗的恒星。
银河系里星星的数目简直太多了。
天文工作者用科学的办法统计了一下，银河系的恒星至少有1000多亿颗。
许多恒星，在宇宙中大致排列成一个扁扁的圆饼形状，从地球上看过去，就像看一个圆饼的侧面，于
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感到，无数的星星组成了一条亮带。
银河是斜躺在天上的，因此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看起来银河在时时改变它在天空的位置。
例如夏天的傍晚，银河是朝向北方；而到了冬天的夜里，银河又横过来变成东西方向了。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有时会见面有时候早上太阳早已出来，甚至已经越过树梢，可是月亮仍旧悬在天空
。
而有时候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月亮就早已经高高挂在天空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趣的现象呢？
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它不停在围绕地球旋转。
月亮每绕地球一周，每个月就有一次朔和一次望。
在从朔到望的这半个月里（就是农历的上半月），月亮位于太阳的东边，在日落以前就已出现在天空
。
也就是说，月亮在上半月，是日落以前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
从望到朔的半个月里（农历的下半月），月亮位于太阳的西边，在日出以后仍旧逗留于天空。
也就是说，下半月的月亮，是日出以后才落到地平线下面去的。
所以“日未落，月已山”的现象总是发生在夏历的上半月；而“日已出，月未落”的现象总是出现在
夏历的下半月。
地球多少岁了地球到底有多大年纪？
这是19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
现有的资料一般认为，自地球从星云中分离出来，开始聚集时算起，大约有60亿年的历史，这叫做地
球的天文年龄。
如果以地球形成原始地壳开始算起，大约有46亿年，这叫做地球的地质年龄。
地质年龄的推算，是人们根据岩石中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度测定出来的。
远在60多亿年以前，那时天空中还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在繁星点点的宇宙中，悬浮着一团巨大而
稀薄的尘埃和气体，人们把它叫做星云。
组成星云的物质微粒，有的地方比较密集，有的地方比较稀疏，由于引力的作用，密集而大的微粒，
逐渐靠近，形成了不断旋转的巨大“星云体”，它的中心部分逐渐收缩，形成了原始的太阳，在原始
太阳周围的稀疏微粒，因为星云的收缩，和微粒间相互碰撞和吸引，又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团
块，这些团块最后就形成了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地球。
地球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样的地球内部的构造就好像一个煮熟的鸡蛋，分为蛋壳、蛋清、蛋黄三部分。
它的内部大致可以分为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圈层。
从地面向下大约33千米以内，是各种各样的岩石，科学家把这一层称为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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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3千米到2900千米的地方，可能是一种近似于液体状态的岩浆物质，科学家把这一层称为地幔。
在2900千米以下，可能是固体物质，是地球的核心部分，科学家把它称为地核。
地球是一个由不同物质和不同状态的圈层组成的球体，这些圈层可以分为内部圈层和外部圈层。
内部圈层就是指地球内部的地壳、地幔和地核，外部圈层是指地球表面以外的圈层，可以分为大气圈
、水圈和生物圈。
月亮上为什么没有生命月亮是地球的卫星，那是一个死气沉沉、万籁俱寂的星球，那里有许多环形山
，到处积存着厚厚的尘土。
月亮向阳面的温度达到127 ℃，背阳面只有-183 ℃，是个没有水，没有空气，也没有生命的世界。
我们知道，生命的存在必须有空气、水和适当的温度，而月亮上既没有空气也没有水，温度也不适合
生物生存，所以月亮上不会有生命存在。
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飞船登上了月球，收集了那里的岩石和土壤，通过分析，没有发现生命存在的
迹象。
月亮上没有空气，也就不能靠空气传播声音了，那里是个没有声音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假如有人在
你耳朵旁边大声叫喊，任凭他喊得声嘶力竭，你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同时，强烈的阳光由于没有了空气的吸收、散射、反射，阳光照到的地方特别明亮，而阳光照射不到
的地方就会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有的亮有的暗天上的星星，有的暗有的亮。
亮的星星是不是比暗的星星发光能力强呢？
实际并非一定如此，决定星星亮度的除了它的发光能力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星星与我们距离的
远近。
一般来说，星星离我们越近，看上去就越亮。
我们看到的那些最亮的星星一般都定为1等星，正常视力的人用肉眼能够勉强看到的最暗的星星定为6
等星。
天空中的亮星，可能真的是颗发光能力很强的恒星，但也可能只是因为它离我们特别近，才显得很亮
。
相反，有些暗星也不一定真暗，尽管它们要通过望远镜才能观测到，但它们的发光能力可能极强，只
是由于距离我们太遥远，看起来就显得比较暗。
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我们乘船坐车，很容易觉察出车船在行进。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呢？
地球转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绕太阳公转，每秒钟要跑30公里。
地球自转时，在赤道上的速度每秒钟达456米，“坐地日行八万里，”一天要转上8万华里，跟车船的
速度比起来，真不知要快多少。
地球这艘航行在宇宙间的“大船”，在运行的轨道旁，如果也有像江河两岸那样的景致，我们就很容
易觉察出地球的转动了。
可是近处没有，只有远处的星星，这些参照物可以帮我们看出转动的行踪。
但星星距离我们实在太远了，在短时间里，比如说几分钟、几秒钟里，由于我们失去了可以对照的上
界事物，所以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
但不要忘记，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月亮、星星的东升西落，就是地球转动的结果。
地球为什么是扁球地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圆球。
如果站在人造卫星上去看，就能发现地球是一个南北间较短的扁球，赤道的半径比两极的半径长21公
里。
那么地球为什么是一个扁球呢？
由于地球在自转，地球上每部分都在做圆周运动。
这和汽车在转弯时，乘客也都在沿圆周运动一样。
经验告诉我们，汽车转弯时，乘客都有向远离圆心方向倾倒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于乘客受到惯性离
心力的作用，因而也都具有一种离开地轴向外跑的趋势。
人们经过实践证明，地球上各部分所受惯性离心力的大小，与它离开地轴的距离成正比，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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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地轴愈远的地方，所受的惯性离心力愈大。
赤道部分比两极部分距离地轴远得多，所以赤道部分所受到的惯性离心力也越大，就使得地球的两极
扁而赤道突出了。
地球为什么会绕轴自转地球同太阳系其他八大行星一样，在绕太阳公转的同时，也在绕着一根假想的
自转轴不停地转动，这就是地球的自转。
昼夜交替现象就是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的。
物理学上有一条很重要的“角动量守恒定律”是：一个转动的物体，如果不受外力矩的作用，它的角
动量就不会因物体形状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一个芭蕾舞演员，当他在旋转过程中突然把手臂收起来的时候（质心与定点的距离变小），他的
旋转速度就会加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角动量不变。
这一定律在地球自转的产生中起着重要作用。
地球所获得的角动量主要分配在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地月系统的相互绕转和地球的自转中，这就是地
球自转的由来。
但要真正分析地球和其他各大行星的公转运动和自转运动，还需要科学家们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为什么地球的自转有时快有时慢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地球均匀不变地绕着自转轴旋转，但地球的
自转运动不仅在一年中是不均匀的，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也是不均匀的。
在最近的2000年中，每过100年，一昼夜就要加长0.001秒。
而且，每过几十年，地球还会来一个“跳动”，有几年转得快，有几年又转得慢。
地球为什么会有这种“调皮行为”呢？
科学家发现：南极的巨大冰川正在慢慢融化，这就意味着南极大陆的冰块在减少，南极大陆的质量在
减轻。
正是地球质量的变化影响了地球的自转速度。
另外，月亮能引起地球上海水的涨落，这种涨落是和地球旋转的方向相反的，这样就使地球的自转速
度逐渐变慢。
每年冬天，风从海洋吹到大陆上，夏天，风又从大陆吹回海洋，大质量的空气，从一处移到另一处，
过一阵，又从另一处移回来，这就使地球的重心起了变化，结果旋转速度也就时快时慢。
地球自转速度还与海洋洋流、地壳板块运动、地核物质的重新分布等原因有关，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
响了地球的自转速度。
为什么没有南极星北极星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南天极附近也有类似的这么一颗南极星吗？
南天极位于南极星座内。
南极星座是个很暗的星座，多数是肉眼刚能看到的6等星。
有一颗星，按常理来说，它完全有可能赢得“南极星”的光荣称号，因为它离南天极的距离，与“小
熊”星离北天极的距离基本相当，都不足1°。
可惜的是这颗星很暗，亮度只有5.48星等，视力极佳的人也必须定睛细看，仔细辨认，才能把它找到
。
稍稍有点薄云和月亮，它就隐匿不见。
这样的一颗星，尽管其实际光度是太阳的7倍，却因其与我们有着120光年的距离，才使它的亮度如此
暗淡，而不足以被尊称为南极星。
南极星座里有没有别的亮些的星可以被称为南极星呢？
最亮的“南极”星的亮度与北极星比起来要逊色许多，更遗憾的是它离南天极足足有12.5°，这就很
难起到为人们指示南天极准确位置的作用。
为什么高原上也会有湖泊俗话说：“水往低处流。
”但是，在我国青藏高原上却有许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湖泊，总面积达3万平方千米，大约占我国
湖泊总面积的37%。
其中，最出名的叫纳木错（在藏语中，“错”即“湖泊”的意思），位于海拔4650米的高原上，长70
千米，宽30千米，是世界最高的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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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高原或高山上也会有湖泊呢？
高山湖泊是在地壳运动和冰川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大约在两三百万年前，山顶上有许多冰川，当它们从山顶上慢慢地向下滑行时，这些冰川刨出了又沉
又宽的山谷和一个个积水的洼地。
后来，全球气候变暖，冰川逐渐融化，冰川滑行时挟带的碎石堵塞了山谷，把洼地围了起来，融化的
冰水注入洼地，就形成了高山湖泊。
也有的高原湖泊是在火山爆发后形成的。
如吉林长白山顶上的天池，那儿原来是个火山口，后来火山停止喷发，火山口形成一片洼地，积满了
水，于是就形成了今天的高山湖泊。
南极的冰为什么比北极的多南极和北极都是地球上天气最冷的地方。
那里一年到头寒风呼啸，冰天雪地，是个银白色的世界。
南极和北极都位于地球的两极，纬度高低是一样的，太阳照射的时间长短和角度也是一样的，那么，
为什么南极的冰却比北极的多呢？
原来南极地区有一块很大的陆地，号称世界“第七大陆”，面积约1400万平方千米，陆地储热能力不
强，夏季获得的热量，很快就辐射掉了，所以冰多。
大陆冰川从高处向四面移动，在海边断裂成许多巨大的冰块，漂浮在大陆周围的海洋上，形成高大的
冰障和冰山。
北极地区由于北冰洋占去了很大面积，约1310万平方千米，水的热容量大，能够吸收较多的热量再慢
慢地发散出来，所以冰比南极少，而且绝大部分冰是积存在格陵兰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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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鼓励孩子读书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方式，它是家长送给孩子的一件终生享用的最佳礼物。
　　&mdash;&mdash;美国前第一夫人 芭芭拉&middot;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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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列丛书:每天傍晚科学课(双色印刷)》编辑推荐：《每天傍晚阅读课》系列丛书作为市场中的青少
年读物长销领域，经过大量的策划、调查、组稿、编审、包装工作，由知名教育专家 刘金国老师主编
，汇集众多优秀的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为读者奉献了市场中难得一见的具有系统性、科学性
和时尚性的优秀的青少年课外读物。
丛书从七个与青少年朋友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入手，采用故事、案例加评析的方式，内容朴实亲
切，写作手法通俗自然，能够让广大青少年朋友接受，同时更能吸引广大家长，而且六本分册相辅相
成，共同构建了一个青少年素质教育与能力塑造的整体方案。
《每天傍晚阅读课》系列丛书在写作、编辑、装帧过程中，完全以青少年朋友的独特立场出发，针对
特定的年龄结构，特定的思想意识，特定的时代背景，为青少年朋友量身制定了最为实用、科学、系
统的课外阅读知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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