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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A + OK « BEI (C. M. 3y6op) 同志 于 1955 48 
® {E1956 年 6 月 在 华东 师范 大 学 地 理 系 为 普通 自然 地 理 教师 
进修 班 所 开 普 通 自然 地 理 一 巢 的 苹 稿 。 为 了 供 外 校 参考 需要 , 现 

-由 我 们 将 其 整理 付 印 。 全 书包 括 “ 竺 论 ”"“ 地 理发 现 和 作为 一 门 科 
”学 的 地 理学 的 历史 的 主要 阶段 ” “地 球 物 理 状 驶 和 梳 述 ”陆地 地 

二 移 " “生物 圈 2“ 自 然 带 和 非 地 带 性 现象 "“ 地 理 环境 与 人 类 社会 ” 
局 七 章 。 课 程 中 “地 球 大 气 圈 和 气候 ”和 "地球 的 水 围 " 两 章 因 由 我 
系 教师 担任 计 授 , 故 缺 。 本 书 第 一 章 的 插图 是 由 我 们 选 净 插入 的 ， 
因此 未 能 技 竹 一 顺序 排 烈 。 PRCA RAR BS, a RR 
者 负 商 ;我 镁 希望 读者 将 发 现 的 错误 和 对 涌 广 的 意见 随时 来 夯 告 
知 ,以 便 今后 更 正 。 

华东 师范 大 学 地 理 系 
， 普通 自然 地 理 教研 组 怪 

1956 年 12 月 于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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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 FE .， 诊 
作为 一 站 科学 的 地 理学 ; 远 在 吉 代 就 产生 了 。 随 着 地 理学 的 发 

BB, ARISE PH TUL PU BAS, BARS OP TB 
前 改 变 。 目 前 多 少 已 为 大 家 所 公认 ， 地 理学 可 分 为 两 门 独立 的 科 
学 , 即 自然 地 理学 和 轻 济 地 理学 。 前 者 属于 自然 科学 ,后 者 改 于 入 
会 科学 。 > 28 
SNR “自然 地 理学 研究 的 对 象 是 地 理 环境 。 地 

REAR DAMA RMT, IPA: ACER 

pABUb He AAA BSAA HE AP RAAF REL, 
Ti EL Ab PPE TK BEAK WK Tk BAK 0S TI ABE 
WT CAA BA AILIR. RE, AA RE 
访 及 其 他 等 等 之 中 ;而 且 在 地 壳 中 也 大 量 地 存在 着 。 在 大 气 中 有 许 

多 立方 公里 的 水 :岩石 圈 的 极 小 微粒 成 灰 竺 状 飞 向 高 空 ; 井 为 气流 

白带 走 * 征 全 降 落 到 水 域 的 玫 面 ,并 与 水 体 相 混合 。 至 于 生物 (植物 
Alsi) AMZ A BM LB BORAT Be BS TL 
到 ;, 同时 也 生存 于 整个 水 围 之 中 。 因 此 ,从 这 里 即 可 观察 到 安 气 、 

水 岩石 圈 的 物质 和 生物 有 机 物 相互 兴 透 和 相互 作用 的 现象 。_ 

生物 的 主要 部 分 生存 于 近 地 面 空气 层 中 。 但 上 升 气 闵 可 将 一 

定数 量 的 微生物 带 至 高 空 ,至少 可 带 至 对 流 层 的 上 限 。 在 更 高 的 空 

fl, SURE LF RA AED FE. 

生物 生存 于 土壤 的 上 部 各 层 。 随 着 深度 的 增 大 ,岩石 图 中 生物 

a ee 

COKE) AYE (BB) 2S a 
HSS LAH SHH EB AK MRED EL, 

e 



MENT ALAA ACE BBS 2.5—-3 公 蛙 的 
HT. EEE IS A APTA HEA BE EVE 0 
此 外 ,生物 还 生活 在 海洋 .河流 .湖泊 等 水 体 中 , 即 永 围 中 。 
因此 ,生物 生存 于 对 流 层 和 水 围 的 范围 内 ， 士 壤 层 中 ， RH 

石 圈 的 上 部 各 层 中 。 
大 家 知道 , 在 曾 石 图 中 进行 着 地 质 构 造 过 程 . 火 了 作用 现象 ， 
发 生 着 地 震 。 这 些 过 程 影响 着 水 圈 及 整个 生物 分 布 的 广大 地 区 。 同 “ 
时 ,远古 各 地 千 时 代 符 物 所 生存 的 区 域 , 现 在 在 许多 情况 下 苦 堆 到 

” 茂 在 很 漆 的 地 方 。 具 物 生 活 的 痕迹 旭 久 各 种 化 石 的 形态 保存 了 下 
来 -因此 ,在 现代 生物 分 布 区 域 与 位 于 这 个 区 区 域 范围 之 外 的 地 壳 各 
层 之 间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联系 。 

所 有 这 些 见 解 都 使 我 们 可 以 襄 为 , 自然 地 理学 研究 的 对 象 一 
地 理 环境 , 系 由 地 过 .对流层 (大 气 围 下 部 ) 水 .土壤 层 、 植 物 和 动 
OF It wm S 

: 2] COIR BELT SR MRM BA Re 
合体 。 同 时 , 每 一 个 要 素 影 响 着 整个 烷 合 体 , 而 粽 合体 本 身 叉 影响 
着 组 成 它 的 每 一 个 要 素 。 生 物 界 在 地 理 环境 中 有 着 特别 瑟 大 的 作 
用 。 岩石 图 ,水 圈 和 大 气 图 在 他 们 的 生命 活动 的 影响 下 改变 着 。 地 
SAG ARE RUE AEE DEEL 
REM TIGR, WER LR RRA RELAY 
AGE MER. Ey ATE EE TK, EOP, 水 的 
HRA ZAHA, TEE, AA ASA Se 
Uk el A AE MSE SRAM AE. BR, LDR - 
改变 会 引起 整个 地 理 环境 的 改变 。 a 
从 另外 一 方面 求 看 ， 无 机 界 中 所 发 全 的 变化 会 在 生物 中 引 超 

一 定 的 反应 .大 家 都 知道 , 近 几 十 宇 来 极地 地 区 大 气 环 流 的 强度 有 
了 显著 的 增加 。 这 就 使 较 哈 的 气流 和 水 体 向 高 纺 度 的 流动 更 为 加 
强 。 千 果 在 北极 和 南极 区 域 出 现 了 天 气 变 暧 的 现象 . 冰 和 被 的 面积 各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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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WE GRRE AA TE AB Be Mh LA Bil BE ae EE OK 

HHL ERE MEA MME. 
FHI , HFS AH SE eR LPT, 

2 HH PEZ Ta L ZS EE, TG BEI PLT HK TER KK 
Beye Sek A BE. AR EH SE ES 
现 强烈 的 地 区 的 生物 ,不 得 不 适应 新 的 生存 条 件 , 或 者 是 死亡 。 

因此 ;地理 环境 是 一 个 巨大 的 自然 综合 体 , 其 中 部 分 影响 着 整 
体 ;而 整体 又 影响 着 粗 把 它 的 各 个 部 分 。 
自然 地 理学 就 从 事 着 对 这 个 互 大 粽 合体 的 研究 。 

。 在 地 球 地 理 环境 内 部 所 进行 的 相互 作用 的 各 个 过 程 中 ， 地 才 
得 自 赤 阳 的 能 超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太 阳 能 积聚 在 植物 体内 。 植 物 的 符 
理 过 程 是 在 太阳 的 光 和 热 的 影响 下 进行 的 。 而 植物 本 身 是 动物 的 
St). ET BRAM SEA FA TE. PADRE RE, 可 以 将 动物 界 

- BERK EAMBAAAD. © 
. ___ ”太阳 能 可 以 引起 气 轩 的 运行 ， 它 在 一 年 的 过 程 中 可 将 成 万 立 

— 坝 公里 的 水 通过 燕 发 和 气 团 的 移动 从 海洋 运 向 陆地 ， 并 将 更 多 的 

水 从 世界 夫 洋 的 一 个 区 域 带 至 另 一 个 区 域 。 
二 才 上 气候 的 各 种 复杂 性 ,归根 到 底 是 决定 于 热量 和 湿度 , 热 

力 及 水 份 平衡 -而 这 些 此 与 地 玫 得 自 太 阳 的 能 有 着 密切 的 联系 。 但 
影响 地 者 气候 复杂 性 的 还 有 其 他 一 些 因 素 ， 如 : 大 陆 与 大 洋 的 输 
廓 .地形 ,大陆 的 天 小 , 玉 及 大 陆 的 位 置 。 在 太阳 能 的 影响 下 产生 了 
河流 ,这 是 降水 的 转 果 。 各 种 水 流 , 从 最 小 的 滩 流 到 最 大 的 河流 ,都 
对 举 石 图 者 面 的 改变 起 着 瑟 大 的 作用 。 同 时 ， 风 、 风化 作用 及 其 他 
所 谢 外 力作 用 也 参与 了 这 一 作用 。 

除了 得 自 赤 阳 的 能 以 外 ， 地 球 内 部 的 能 也 在 地 还 环境 内 部 所 
进行 的 各 乞 过 程 中 起 着 重大 的 作用 。 旧 前 一 般 认 为 * 地 者 于 没有 任 
何 一 点 是 具有 固定 位 置 的 。 地 玫 上 任何 一 点 ,或 者 是 在 上 升 ,或 者 
是 在 下 沉 。 现 代 的 上 升 作用 在 最 后 一 次 入 铀 作用 、 即 阿尔 卑 斯 往 煞 

ne Ake 



{fe FAS TLAG He eK , HEFT A. LTS EE G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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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 JU lS SABRE Se ef SEC Is EA RA 
海岸 附近 ,几内亚 洲 及 其 他 地 方 海底 四 地 的 发 现 就 是 很 好 的 证 明 。 
这 二 情况 清楚 地 证 实 了 不 久 以 前 的 下 沉 情 况 。 可 以 完全 准确 地 确 
定 , 波 罗 的 海 结 晶 岩 地 盾 每 世纪 大 锡 可 上 升 革 米 。 除 了 地 壳 中 肯 慢 、 
芍 移动 以 外 ,在 地 震 时 还 可 观察 到 每 速 而 为 时 每 暂 的 运动 地 球 内 
部 所 放出 的 能 直接 影响 着 岩石 图, 因而 也 影响 着 地 理 环 境 , 因 为 地 . 
理 环境 的 各 个 要 素 是 彼此 相互 联系 的 。 a 

PAE , HSS I CDH ASHE AUER PS EDO RE, FE AUER BE oh BE ME 
行 的 各 个 重要 过 程 的 基础 。 ila fie a 在 地 理 环 境 条 件 下 ， 受 

到 变性 和 改造 。 - 

自然 综合 体 “ 地 理 环 境 的 各 个 部 分 是 各 不 相同 的 。 二 

为 各 种 复杂 性 不 等 的 自然 综合 体 。 例如 ,各 大 陆 及 大 洋 就 是 这 样 一 

RK SAM AREA, BHT REMMI 

f& op 4S SS UR FD 

及 在 Sg ae 这 些 
要 素 中 的 一 个 要 素 发 生变 化 就 会 在 其 他 要 素 和 整个 大 陆 中 引起 一 
定 程度 的 变化 。 

第 四 生前 衬 期 气候 的 改变 ,在 广大 区 域 让 司 起 了 冰川 作用 ;并 
导致 十 壤 复 盖 层 ̀ 植 物 的 改变 ,动物 界 等 等 的 变化 。 因 而 大 陆 的 自 
然 二 理 面 貌 整个 地 改变 本 。 
` 大洋 中 的 情况 也 是 这 样 。 大 洋 上 的 气候 、 SPRL AOE, 海岸 

轮廓 海底 地 形 和 生物 都 有 着 紧密 的 不 可 分 贡 的 联系 。 例 如 ,气候 
过 程 决定 着 玉 体 的 一 定 水 交 特 征 , 霸 反映 在 有 机 办 的 性 去 上 ,同时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反映 在 海底 地 形 及 大 洋 的 其 他 要 素 上 。 一 

在 各 大 洋 和 大 陆 中 存在 着 一 系 烈 较 小 的 自然 粽 合体。 在 陆地 
上 ,首先 可 以 十 分 明显 地 看 到 江原 , 亚 塞 带 针 时 林 、 温带 混交 林 、 森 

a 4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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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UL EREUE HEE RE BRR RI 
陆地 上 每 一 个 自然 综合 体 ,甚至 是 最 小 的 自然 综合 体 ; 都 是 一 

系列 要 素 的 攻 一 体 , 如 地 形 ,地 质 构 造 ̀  气 候 \ 水 .土壤 .植物 和 某 种 
程度 上 人 类 的 活动 其 中 最 简单 的 自然 综合 体 的 圣 征 ,在 于 其 各 个 
要 素 的 单一 性 《orHEOpoTEocT5): 有 着 同一 的 地 形 、 同 一 的 地 人 质 酸 

造 , 具 有 一 定 的 微 气候 , 井 发 展 着 同一 种 动 植物 社会 。 人 类 进行 改 
造 的 性 质 在 这 种 粽 合体 中 也 受到 了 限制 。 这 种 简单 综合 体 的 例子 

- 有 : 由 同一 碎 导 着 层 所 形成 的 部 流 的 谷 坡 ， 一 定 地 段 中 草原 场 沟 
(Barwa) 的 滩 底 , 小 的 草原 碟 形 盆地 等 等 。 

” 自然 地 理学 机 从 理论 的 观点 以 及 实际 利用 的 观点 求 研究 地 理 
环境 中 各 种 极 不 相同 的 自然 综合 体 。 

天 然 资源 及 其 利用 “对 天 然 穴 源 的 研究 ， 在 自然 地 理学 中 十 
:有 特殊 的 地 位 ;在 研究 气候 \ 水 , 土 直 , 植 物 及 动物 界 时 要 对 这 些 自 

然 综 合体 的 每 一 要 素 输 以 一 定 的 驾 济 评价 。 在 研究 地 质 构造 时 要 
注意 到 有 用 矿 冲 .同样 , 低 济 地 理学 也 要 根据 一 个 地 区 及 其 发 展 远 
景 的 轻 济 评价 来 对 天 然 雁 源 进行 研究 。 

人 们 在 自己 的 生产 活动 中 利用 着 自然 的 或 天 然 的 资源 例如 ， 
为 子 各 不 经 济 部 门 的 需要 而 开采 各 种 有 用 矿藏 ;为 了 徐 维 造 颖 工 

Me SEAR AUREL WT TARA HY BRS ED BE Hie FTE Bh BS 
BIR ATS eT LI SRL ORR SE 
ARASH SEEM RR LTE MRD PEER 
万 公 担 的 鱼 , 在 各 海洋 中 要 捕捉 成 千 上 万 的 海 兽 OO ER HB 
鸥 、 白 鲸 等 )。 所 有 这 一 切 无 疑 会 影响 到 自然 综合 体 的 性 质 。 这 种 影 
响 已 逐年 地 仿 来 念 显明 了 。 随 着 原子 能 的 发 现 , 人 类 对 自然 过 程 的 
影响 必 将 更 加 扩大 。 本 

在 各 种 不 同 让 会 经 济 制 度 下 对 自然 财富 的 利用 是 各 不 相同 
的 。 在 原始 社会 中 ,这 种 利用 大 都 具有 一 种 偶然 性 袖 。 后 来 人 们 还 
浙 开 始 认 韦 自 然 现 象 的 规律 性 ， 霸 为 了 自己 日 丛 十 长 的 需要 而 利 . 

e 5 e 



FAB BRA. (ARIA ALA VDL RES TE 

宇 无 计划 、 带 有 掠夺 性 的 ; 最 宝贵 的 天 然 套 源 遭 到 了 自发 性 地 毁 
Ro 特别 是 在 痪 本 主义 制度 下 , 对 自然 故 源 的 利用 更 具有 掠夺 性 ; 

FALSE VILA, ARBRE RARE, TEM Re 

计划 的 和 合理 的 。 并 正在 创造 条 件 以 恢复 和 保存 这 样 一 些 天 然 凑 
源 , 如 土壤 肥力 ,和 森林 、 狩 猎 动 物 及 其 他 等 。 

ASA LSND AER, 自然 地 理学 是 关于 地 理 环境 的 科学 。 
EES A ARES RRA, REST RLS REE 
下 和 社会 生产 活动 对 周围 自然 界 的 所 引起 的 变化 。 同 时 自然 地 理学 
是 从 发 展 过 程 中 来 研究 自然 烷 合 体 ， 卉 力求 预测 它们 在 未 来 的 发 

展 方向 后面 一 点 对 于 解决 改造 自然 的 问题 是 非常 重要 的 。 
BLS PE AINE 

AE, EPA RAE TEBE SREMEE RR 
ALS AE. RE EEOS ALE BR R 

象 的 发 展 规律 ,因而 对 理论 的 自然 科学 也 是 有 效 的 ”@ 。 因 此 ,自然 

科学 不 能 忽 观 唯物 论辩 证 法 的 规律 。 这 些 规 律 适用 于 一 切 科学 侦 一 
域 中 ,其 中 也 包括 自然 地 理学 ， ellipse oo 
唯一 正确 途径 。 | | 

辩证 法 的 基本 精神 如 下 所 壕 : = : 
(1) 客观 世界 彼 看 作 是 统一 的 有 机 的 整体 ， 其 中 一 翅 事 物 和 | 

ARENAS A MY 
(2) ELAR IE AL BLA AT HA MEE HE, 

不 断 地 革新 与 发 展 着 。 
(3) 发 展 彼 了 解 为 由 简单 到 复杂 、 由 低 般 到 高 圾 的 前 进 的 运 

动 ,由 量变 到 千 变 、 由 一 个 质 态 进入 到 另外 一 个 时 态 的 转变 。 ~ 
(4) 内 在 矛盾 被 了 解 为 发 展 过 程 的 源泉 与 动力 ， 而 旧 的 东西 

训 亡 着 的 东西 与 新 的 东西 、 产 生 着 的 东西 之 间 的 斗 等 是 发 展 过 程 

@ LS: FA PRSEREVE( PICARD, AE Man, 1955 年 ， 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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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实在 内 容 。 

BNR eT UE EN 
Filo 

Se) BARE Ao A AI TPR BE A, BIZ. “He. 

植物 等 等 相互 联系 和 相互 依存 的 实例 。 tie Ea 

MARRAK— APRA.  — | 

在 夏季 温和 ,冬季 酷 宕 的 条 件 下 ， 当 水 分 相当 充足 时 ， 在 耐克 

吏 针 叶林中 可 以 生长 一 定 种 的 植物 。 最 能 适应 这 种 环境 的 植物 是 

- 斜 叶 植物: 云 杉 、 冷 杉 : 西 伯 利 亚 松 、 落 叶 松 及 松 属 等 。 在 火灾 之 后 

《在 火灾 迹地 上 ) 通 常 首先 生长 的 是 欧洲 山 杨 和 梭 树 7 但 在 天 然 改 

“ 清 的 过 程 中 苞 们 就 被 在 其 复 盖 下 发 至 着 的 耐 阴性 针 叶 植物 一 一 云 
AE MORTAR AE RE SEAS EL PR FEAT A RICA HP UR 
SA THT EDR AE UE MTT Ze UE) A HERR 
PRA T 2s “C eS EIR), ML Sie BE a JE 
Blo 

ZEGRIBTINS RES, ZEST MPR Be ACL ES 
EME FASS ARR BRT" AE TR. I IETF LLP 
BBA Be a TYP SAR Bi) RAT 0 ORE a PDR Dy PR BEE 
成 的 酸 液 就 使 士 壤 受到 淋 深 。 在 土壤 剖面 的 最 上 层 ;除了 Sio, 以 
外 ;一切 物质 几乎 从 蕉 淋 失 ; 因而 形成 了 灰 化 士 所 特有 的 灰 化 层 。 
由 这 里 喜 可 看 到 存在 于 气候 ,植物 和 士 壤 之 间 的 密切 联系 。 

如 果 亚 寒带 针 叶 林 的 某 三 地 区 排水 不 良 ， 那 么 在 过 度 湿 润 的 
条 件 下 就 能 形成 沼泽 士 5 所 以 , 亚 寒 带 针 叶林中 的 沼泽 有 时 占 总 面 
积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 

Dn RFE LEH PAY DLR Sey A HE CLP RE A SE 
DHT ALE AAP Fa] 5 J) BE EA 5 UAE 
联系 。 

由 让 可 见 ，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自然 综合 体 的 各 个 不 同 要 素 都 是 处 
e 7 。 



eH EI Ate BK AY), ER 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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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个 自然 将 合体 部 是 不 断 变 化 着 和 发 展 着 的 。 这 可 以 内 水 

磺 地 形 区 域内 常 有 的 浅水 湖泊 的 例子 中 清楚 看 到 。 湖 泊 是 会 逐渐 

浴 汇 的。 在 湖泊 生命 的 第 一 阶段 中 ,湖泊 的 浴 浅 是 由 于 小 滩 . 河 流 

太 及 小 股 水 流 所 带 来 的 矿物 沉淀 物 在 湖底 沉积 所 造成 。 在 湖底 还 
沉积 有 有 机 物质 一 一 在 湖泊 水 体 中 自由 漂浮 的 动 植物 死 志 后 的 遗 

_ 体 。 在 澜 泊 沿 岸 地 带 蔓 生 着 水 生 植物 。 死 亡 的 植物 落 到 湖底 ,在 这 
里 由 于 氧气 不 足 它们 几乎 不 能 发 生 分 解 , 因 此 湖底 就 开始 碌 高 沿 
岸 补 物 还 渐 向 湖 心 伟 展 ,湖泊 面积 因而 类 小 。 最 后 湖泊 消失 ,并 在 
这 里 产生 了 长 有 喜 湿 性 植物 的 沼泽 。 这 个 例子 ,首先 证 明了 自然 烷 
Ath GDM RE, TR TSS, Wi BWA aL ea 
矿物 质 所 卉 塞 而 最 后 导致 湖泊 的 消失 及 沼泽 的 出 现 , 也 就 是 说 ,在 
这 里 我 们 看 到 了 由 输 慢 的 量变 转变 为 新 览 的 例子 。- 

自然 特 合 体 的 发 展 是 经过 对 立 面 的 斗 竺 , 猎 过 新 的 \ 发 展 着 的， 
东西 和 旧 的 、 桶 亡 着 的 东西 之 间 的 斗 等 来 实现 的 。 大 家 都 知道 , 欧 

漳 北 部 地 区 和 亚洲 大 部 分 地 区 在 第 四 乞 时 全 遭受 永州 作用 。 汪 矿 : 
地 形 正好 象 这 个 时 期 在 森林 地 带 的 纪念 碑 一 样 ， 在 许多 地 方 保存 
了 下 来。 这 是 过 去 的 遗物 ,是 旧 的 东西 。 目 前 在 这 些 怨 区 气 想 有 利 

“于 针 叶 林 及 混交 林 的 发 展 ,在 这 些 森 林 中 生活 着 无 数 的 森林 动 牺 。 

一 

在 森林 下 面 通 常 发 育 着 灰 化 士 。 这 些 地 区 水 分 相当 充足 。 有 着 无 数 
水 量 丰 富 的 河流 ,它们 切割 着 冰 矿 地 形 。 作 为 旧 的 遗物 的 冰 矿 地 形 . 

“就 还 渐 秆 现在 的 外 力作 用 所 改变 。 地 形 在 改变 着 ,同时 在 一 些 较 小 
药 地 段 内 微 气候 条 件 及 自然 综合 体 的 其 他 要 素 也 在 不 断 改变 着 。 

四 的 蔬 位 于 新 的 。 
上 壕 各 例证 明了 辩证 法 是 自然 地 理学 中 科学 裔 截 的 唯一 正确 

途径 。 尼 适用 于 一 巧 科学 癸 域 中 。 但 是 IRAE i ef — BEBE PY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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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自然 地 理学 的 研究 方法 “马克思 主 义 辩 证 法 是 自然 地 理学 的 
基本 研究 方法 。 但 是 在 专门 研究 中 同样 也 运用 着 一 些 特 殊 的 方法 : 
分 析 法 、 烷 合法、 历史 法 ,比较 法 .记述 法 及 其 他 等 等 。 

牙 析 法 自然界 的 一 切 现 象 和 过 程 都 是 相互 联系 和 相互 制 罗 
的 。 但 是 在 研究 某 一 现象 时 ,可 用 人 为 的 方法 将 其 分 为 粗 成 它 的 各 
企 部 分 3 晶 然 这 样 作 会 人 为 地 破坏 了 现存 的 相互 关联 和 相互 影响 ， 
但 是 我 们 可 以 通过 这 种 方法 来 了 解 蔷 现象 的 构造 和 结构 。 当 我 们 
玫 分 析 来 研究 自然 冰 合 体 时 ,就 可 分 析 租 成 它 的 每 一 要 素 。 在 任何 
一 不 自然 综合 体 中 〈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自然 综合 体 、 草原 自 然 综 合体 、 

_” 葵 漠 自然 综合 体 ) 都 将 逐次 研究 : 地 形 、 地 质 构 造 ̀  气 候 \ 水 、 士 壤 、 
植 丢 、 动 物 界 .研究 自然 现象 ( 即 指 自然 综合 体 ) 的 这 种 方法 叫做 分 
亲 法 。 这 秘方 法 使 我 们 能 够 了 解 每 一 现象 ( 粽 合体) 的 构造 和 特征 。 

一 禾 合 法 ， 自 然 界 酌 各 种 现象 是 相互 紧 痊 联 系 的 。 这 种 相互 联 
柔性 和 相互 制 狗 性 在 各 个 自然 棕 合 体 中 才 现 得 最 为 明显 。 揭 示 和 
必 现 自然 界 各 种 现象 ( 即 指 各 种 自然 综合 体 ) 中 的 相互 联系 和 相互 
影响 是 综合 法 的 实质 ;如 果 我 们 以 荒漠 类 型 的 自然 综合 体 为 例 ,并 
明和 综合 法 来 研究 它 , 就 会 发 现 一 方面 气候 与 水 ,土壤 .植被 、 动 物 界 
CHAS ASEM, SA BK AE EL RAS Bei 

PEMA, FERRET DORR 
PMMA, MEU RR A OR TERR IM ARR PE 
个 和 统一 的 整体 而 呈现 出 来 。 相 互联 系 和 相 站 影响 在 每 一 个 稼 合体 
AaB 可 观察 到 ,但 其 性 质 有 所 不 同 。 

分析 法 和 和 粽 合法 是 相辅相成 的 。 在 对 某 一 地 区 进行 自然 地 理 

特征 描 迹 时 ,十 种 力 法 同时 运用 。 在 普通 自然 进 理 学 中 包 运 用 分 析 
法 ,也 运用 粽 合法。 当 我 们 研究 “陆地 地 形 ”,“ 地 球 水 圈 ? 这 样 一 些 

秩 、 土 壤 及 其 他 等 。 换 句 话说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我 们 是 必 分 析 法 的 三 
法 来 对 待 自然 现象 的 。 但 当 我 们 研究 作为 有 机 物 和 无 机 物 的 和 统一 

e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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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法 ， 在 许多 情况 下 ， 为 了 天明 自然 粽 合体 的 特点 而 远 用 
着 历史 法 。 写 可 以 探求 每 一 自然 烷 合 体 在 相当 长 一 段 时 期 内 的 发 
展 。 当 我 们 从 历史 的 观点 来 研 宪 欧 调 北部 的 亚 塞 带 针 时 林 自 然 烷 
合体 时 ， 即 可 确定 , 扎 们 的 形成 在 地 质 意 义 上 来 计 是 为 时 不 久 的。 
在 第 四 可 初期 这 个 区 域 公 遭 受到 冰川 作用 。 那 时 根本 就 谈 不 上 任 
何 森 栋 植物 。 从 那个 时 期 起 ,在 这 里 保存 下 了 冰川 地 形 ,这 种 地 形 
被 现代 的 外 力作 用 所 改变 着 。 以 历史 观点 求 对 待 自然 符合 体 ; 就 可 
矿 看 出 它们 在 未 来 发 展 的 远景 ， 这 从 可 能 改造 的 观点 来 看 是 很 重 
要 的 。 借 助 于 历史 法 可 疏 天明 保存 在 现代 自然 综合 体 让 的 过 去 各 
时 代 的 遗迹 。 | “te 
比较 法 ”为 了 对 某 一 现象 的 认 埠 最 清楚 和 最 全 人 信服 ， 便 运 

用 比较 。 例 如 ,在 研究 某 一 海 时 ,我 们 便 将 它 的 面积 ̀ 深 度 \ 水 体 容 -- 

积 ,、 海 儿 价 值 等 等 与 其 他 海 进 行 比较 。 辕 果 这 个 海 就 得 到 了 上 比较 的 
BE SRT EA He BEES 
Ea CEH RMR NE Bie Be ee. 

SEES BES MREKARE BRAM FB 
PRET ANE OH A TE. ER SMA 
it SPAR IES AS. BAH, SREP 
容 丰富 的 文艺 性 的 描述 ,表现 自己 祖国 自 然 条 件 的 友 父 和 丰富 ， 或 
者 是 介 稻 外国 各 种 有 趣 的 地 理 特征 。 | 

FEMA SREP BAS eandeue sc | 
域 自然 地 理学 ”很 长 时 间 地 理学 合作 为 一 门 统 一 的 科学 惧 展 着 。 

_ 现在 地 理科 学 锥 分 为 两 大 分 支 :自然 地 理学 和 轻 济 地 理学 自然 地 
理学 从 事 着 各 和 自然 现象 和 过 程 的 研究 ,属于 自然 科学 。 帮 洲 地理 
学 是 和 社会 科学 , 它 从 事 着 社会 性 览 的 问题 的 研究 。 

自然 地 理学 研究 的 对 象 是 地 理 环 境 。 这 是 一 个 吾 大 的 科学 活 
. 动 的 场所 。 因 此 在 自然 地 理学 中 可 分 为 地 理 环境 整个 体系 的 烙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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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的 糙 构 及 发 展 的 规律 。 研 究 整个 地 理 环 境 , EMOTE MR IEE 
径 ; 久 及 其 粘 构 的 一 般 情 况 的 知识 部 门 ,叫做 普通 自然 地 理学 。 另 
外 一 门 自然 地 理学 研究 地 理 环 境 各 个 部 分 (大 洋 、 大 陆 、 区 域 等 ) 的 
粘 构 和 发 展 的 规律 ,这 站 自然 地 理学 叫 作 区 域 自然 地 理学 。 

当然 ,应 该 首先 了 解 整个 地 理 环 境 发 展 的 最 一 般 的 规律 ,因为 
”这些 规律 总 是 攻 某 种 形式 ,表现 在 地 理 环境 的 各 个 部 分 中 ;然后 再 
去 研究 地 理 环境 各 个 部 分 (大 陆 、 大 洋 , 自 然 地理 地 带 、 地 区 、 区 域 
等 ) 的 各 个 局 部 特征 。 因 此 , 先 研究 普通 自然 地 理学 ,而 后 转 而 研究 
区 域 自然 地 理学 是 合理 的 。 Pr ce _~ 
BIS EE Rms Am | A PRUE el Re 

具有 一 定 意义 。 人 类 和 社会 的 活动 是 在 这 样 或 者 那样 的 条 件 下 进行 . 
的 。 为 了 使 生产 活动 最 有 成 效 ,就 需要 了 解 各 种 自然 条 件 。 自 然 地 
理学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提供 了 关于 自然 条 件 的 一 般 知识 。 但 是 其 他 科 
Ans EE AES, PELE. TR 
HBT Th ae 4 REA RY RR ATE 
MAR AAAS EAM EG RI IEE TTF A 
CSE NOH hi, BP BL. A RIBAS ARO 
PEGE MR — HE FUR HE AT RE IRA. Pk — TEE 
PAP SEAS Mb Se He Hs BE ED 5 A Po A FE DS HEAT A 0 TET 
划 和 和 轻 营 生产 对 象 时 ,必须 考虑 到 自然 条 件 的 各 个 方面 ,自然 地 理 
学 则 对 一 定 区 域 提 供 这 样 的 一 般 自然 地 理 特 征 描述 。 自 然 地 理学 
提供 给 所 有 从 事 对 社会 福利 有 和 丛 的 劳动 的 专业 人 材 所 必须 的 知 
规 。 自 然 地 理学 的 普通 数 育 意义 是 大 家 所 公认 的 。 很 难 设想 ,一 个 
不 知道 自然 地 理 的 人 是 一 个 有 铭 养 的 人 。 

普通 自然 地 理学 是 将 来 研究 地 理 带 及 其 各 个 自然 综合 体 的 基 
珊 。 前 面 已 释 指 出 ;为 了 研究 地 理 环境 的 各 个 部 分 必须 预先 了 解 束 
个 这 个 环境 发 展 的 一 般 规律 ， 因 为 认识 这 些 一 般 规 律 就 能 护照 一 

elle 



定 体系 (一 定 顺 序 7 和 方向 来 研究 地 理 环 境 的 各 个 部 分 。 地 理 环 境 

的 各 个 部 分 , 那 属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是 独特 的 部 分 ,也 仍然 是 由 某 种 一 
般 发 展 规律 所 联系 起 来 的 统一 整体 的 一 部 分 。 

因为 在 普通 自然 地 理 呐 程 中 研究 着 地 理 环境 发 展 的 基本 规 
律 ， 所 以 这 就 为 研究 地 球 上 各 大 陆 和 大 洋 的 自然 地 理 打下 了 必要 
的 基础 。 而 各 个 区 域 的 自然 地 理 研 究 本 身 又 为 猎 济 地 理 的 研究 所 : 
必须 。 因 此 ,对 于 名 授 “ 地 理学 课程 的 中 学 ,普通 自然 地 理学 为 访 
章程 的 结构 提供 了 基础 。 所 以 普通 自然 地 理学 知识 的 讲授 要 先 于 
各 个 区 域 的 自然 地 理 和 轻 济 地 理 的 研究 。 但 同时 应 当 指 出 ;中 学 低 
年 级 的 学 生还 难于 理解 地 理 环 境 发 展 的 一 般 规 律 ， 甚 至 是 最 基本 、 
的 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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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地 理发 现 和 作为 一 门 科学 的 
地 理学 的 友 史 的 主要 阶段 

地 理发 现 和 作为 一 门 科学 的 地 理学 的 爱 展 史 引 期 的 基本 原则 

早 在 人 类 社会 发 展 的 最 初 阶段 ;就 已 猴 出 现 了 科学 的 萌芽 。 在 
奴隶 社会 中 产生 了 统一 的 .无 所 不 包 未 释 分 化 的 科学 。 在 这 个 科学 

”让 包 括 了 耕 学 的 见解 .关于 自然 界 的 知识 以 及 地 理 的 概念 那 时 还 
不 能 诸 到 科学 的 任何 分 工 和 分 类 。 各 门 科学 的 独立 区 分 是 后 来 才 
产生 的 。 希 腹 伟 大 的 哲学 家 往往 同时 也 是 自然 科学 家 和 地 理学 家 。 
一 般 对 二 理学 范 上 内 的 某 些 问 题 , 妍 究 的 较为 可 靠 。 

科学 是 在 人 类 生产 实践 活动 的 基础 上 产生 和 上 发展 的 。 由 于 广 
义 的 生产 的 需要 并 且 为 了 生产 而 产生 了 科学 。 然 而 古代 人 类 对 自 
然 现象 的 宗 数 式 的 。 在 许多 
情况 下 科学 知识 和 宗 数 混淆 在 一 起 ， 因 为 当时 对 许多 自然 更 象 还 
能 给 以 科学 的 解释 。 

击 于 吉 代 人 类 进行 生产 的 需要 ; 便 产 生 了 研究 自然 的 必要 性 。 
游牧 民族 和 农业 民族 ,需要 了 解 季节 ,需要 知道 播种 稻 站 割 的 时 间 
慌 及 收 放 性 瘟 的 时 期 ,因此 需要 研究 天 文学 的 一 些 问 题 。 但 是 天 文 
学 只 有 借助 于 数学 才能 发 展 ,因而 不 得 不 从 事 数学 的 研究 。 尼 罗 河 
滋 激 井 汇 没 了 流域 的 低 窄 地 区 ,这 时 就 破坏 了 田地 境界 。 在 每 一 次 
泛 洁 之 后 ; 便 不 得 不 重新 划分 尼罗河 谷地 的 田地 。 由 于 这 种 实际 需 
要 ,对 产 生 了 几何 学 的 萌芽 。 在 农业 发 展 的 某 一 阶段 (例如 埃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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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 也 发 展 起 来 了 。 航 海 也 同样 需要 发展 天 文学 和 力学 。 因 此 弗 。 
恩格斯 及 :“ 科 学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从 开始 起 便 是 由 生产 所 决定 的 2@ 。 

某 一 时 代 地 理 知 识 的 发 展 同样 也 决定 于 物质 财富 的 生产 方 
式 。 地 理 知 识 是 随 着 生产 的 发 展 , 主要 是 由 于 商业 的 发 展 、 军 事 远 
征 的 进行 .殖民 和 旅行 而 不 断 发展 和 扩大 。 而 商业 ,军事 远征 .新 领 

域 的 殖民 及 旅行 是 与 一 定 的 社会 克 济 制度 、 一 定 的 物 闭 慰 党 林产 
方式 相 联 系 的 。 

奴隶 社会 太 前 的 原始 公社 时 代 的 特点 ,是 生产 力 发 展 薄弱 、 人 
类 对 于 自然 界 的 一 定 依存 性 ， 以 及 由 此 而 造成 的 非常 狭窄 的 地 理 
视野 。 那 时 的 人 们 仅仅 知道 他 个 符 活 的 那个 地 方 。 

由 于 奴隶 社会 经 济 生活 发 展 的 局 限 性 和 航行 工具 的 局 限 性 ， 
人 们 不 可 能 为 了 实际 的 需要 (商业 和 移民 ) 而 在 广 间 的 大 洋 中 进行 
远航 ,航行 基本 上 只 能 在 沿岸 地 带 进行 。 因 此 古代 民族 所 了 解 的 世 
雾 是 很 有 限 的 。 特 济 是 对 于 地 中 海地 区 的 居民 来 吝 更 是 如 此 ，, 世 春 

一 方面 受到 欧 亚 之 间 各 海 的 限制 ， 另 一 方面 也 受到 欧 非 之 问 的 各 

海 以 及 靠近 这 个 海洋 附近 的 陆地 的 限制 。 act 
EMSRS BRE MAM BZ 知识 发 展 的 RBH 

PE, EBL ALARAR MD WR OEE: VIR 航 大 的 局 限 性 和 

LAS AAD 9 ey AT I ER o 

在 资本 主义 时 代 , 航 海 . 贸 易 . 工 业 都 空前 地 发 展 起 来 。 资产 阶 

OLESEN LV I ET ie NE A Eo “LET ROE A 
EAE ET 

关系 革命 化 , 便 不 能 生存 下 去 "@ oR, IT BALLS 

市 场 .高 业 .航运 以 及 随 上 交通 工具 都 获得 了 五 大 的 安 展 。 整个 地 

球 的 各 主要 部 分 此 为 人 们 所 了 解 了 。 但 是 ,证 多 大 陆 的 锥 部 兴 区 还 

@ 5+ Be: BSE, AHURA, 1955 年 ，149 页 (中文 )5 

@ Ke Bye RAI - Riad: I soa a» AK Ht oak, 1950 46,3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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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被 发 现 , 对 各 大 洋 水 体 也 很 少 研 完 。 
41917 年 社会 主义 革命 在 俄国 实现 以 后 ,新 的 社会 关系 确立 

“ 子 。 新 的 社会 经 济 关 系 为 地 理 知 巷 的 必 及 作为 科学 的 整个 地 理学 

的 发 展 创 造 了 空前 未 有 的 条 件 。 
在 俄国 太 及 远东 各 国 ( 中 国 、 印 度 ), 地 理学 贷 长 期 按照 自己 独 

特 的 道路 发 展 着 。 因 此 对 于 俄国 及 远东 各 国 地 理 知识 的 发 展 可 以 

进行 单独 的 关 过 。 

第 一 节 “ 在 原始 公社 制度 时 代 中 
AD UOTE 

“BABA Homo Sapiens) WAFER EDK, AML ME 
过 了 -~- 段 很 长 的 时 间 , 人 类 有 文字 可 查 的 历史 比 起 它 求 是 太 短 了 。 
这 种 类 型 的 人 生活 在 欧洲 和 亚洲 .例如 在 西欧 和 欧 、 在 西伯 利 亚 ， 
(局 尔 塔 )、 在 高 拉 尔 ( 楚 索 互 雅 河 )、 在 中 国 北部 都 可 以 找到 他 们 的 
it. > - 

ENGR ETRADSER, SMEARS hoe EDL 
RITA RTECS, HPA a RRC AT CURR 
ST ARC RT ALP LARA BSS BES FEET ARH RET 
SEM RSA PAR 5 BE — ENS I SAT LAN lb EF SE 
AMPS HE RE RBA SEAR MA, SUP LAP AER 
Bk ERA LA ASA ME RETA TA RE MODE 
时 ,我 们 就 会 确信 , AA ae S BC RAG: 如 出 
豚 . 册 谷 .河流 、 溯 泊 、 气 候 特 征 ,以 及 植物 和 动物 界 。 显然 ; 那 时 的 
地 理 知识 仅 局 限于 对 出 生地 的 认 规 。 超 过 这 个 范围 必 外 ,就 至 是 他 
们 所 不 了 解 的 地 方 ̀ 奇 怪 的 地 方 了 。 当 由 于 原始 交易 发 展 的 推动 而 
使 吉 代 大 民 各 部 沙 彼 此 接 佑 日 丛 频繁 的 时 候 ， 他 们 的 地 理 视野 也 
就 扩大 起 求 * 人 类 在 数 千 年 以来 ,一 代 传 一 代 地 还 渐 地 积累 了 关于 
地 球 的 知 吉 。 随 着 生产 力 的 发 展 ,对 周 园 自然 界 的 认识 过 程 也 就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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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RET o 

由 于 在 各 方面 一 一 音 牧 业 、 农 业 、 家 庭 手工 业 方面 生产 的 改 
进 , 人 类 劳动 力 能 生产 出 多 于 维持 劳动 力 所 必需 的 和 上 产品 .战俘 开 

始 被 变 为 奴隶 。 因 而 产生 了 度 治 阶级 和 奴隶 阶级 ， 形 成 了 奴隶 入 

会 。 * 

Se ”在 奴隶 制度 时 代 地 理 知 识 的 发 展 

古代 奴隶 制 国家 诞生 于 亚洲 和 非洲 的 最 大 河流 流域 (尼罗河 、 
Soy Be tir WET SS LAT. 印度 河 、 黄 河 ) 和 小 亚 殉 亚 、 亚 美 尼 亚 与 
伊朗 高 原 地 方 在 这 些 国家 中 广泛 地 使 用 着 奴隶 的 强 亿 劳动 ,这 些 
奴隶 是 在 掠夺 侵犯 和 军事 远征 中 拾 动 来 的 。 奴 隶 同 样 攻 是 买卖 的 
对 象 。 不 过 ,贸易 常常 与 抢劫 和 海盗 行为 相 烙 合 。 

一 古代 国 舟 一 一 亚 述 和 巴比伦 .埃及 、 腓 尼 基 、 

FER 印度 的 地 理 知 识 

巴 比 偷 及 亚 壕 的 地 理 知识 ”幼发拉底 河和 底格里斯 河 的 河 间 “ 
BE (BRAK DENA, HIRE EM 
ABH. SH MELE ARICA 4000 年 以 前 ,在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低 地 的 
于 部 沿海 地 区 即 已 居住 着 开化 的 苏 美 尔 人 ( 苏 马 连天 )。 全 们 建立 

了 城市 国家 , BAT HER LEA MERE, 制造 了 船只 。 
苏 美 尔 人 已 经 开始 使 用 文字 , 戈 然 ,这 是 一 种 极 复 素 而 又 极 不 万 便 
的 文字 。 但 是 这 种 女 字 全 一 度 在 前 亚 得 到 传播 ,并 存在 了 2500 军 
Zo | ig overs 

较 晚 一 些 时 候 ， 来 自 中 欧 的 亚 克 得 人 (起 源 于 塞 姆 族 ) 侵 占 了 

| 苏 美 尔 人 的 城市 ， 并 在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低 地 的 南部 建立 了 一 个 互 大 
的 巴 比 偷 强 国 (古巴 比 偷 王国 )o 。 在 底格里斯 河中 涂 稍 北 到 区 则 
有 一 个 比较 贫穷 的 .具有 巴比伦 文化 的 亚 述 国 。 这 南国 人 民 的 主要 
职业 是 畜牧 业 和 农业 (生产 粮食 、 油 类 、 束 子 )。 手 工业 和 商业 也 有 

ere 



BEAWE XL. BAT a He OE, AE 
oT HUI LPR, FUER eE eh ATA. AT 
8B, AU -SEN ESS LAU LOOK ERB) Ea aH 
区 和 黑海 的 荣誉 是 属于 亚 述 人 的 (公元 前 3000 年 末 )。 

， 巴 比 侩 人 对 地 球 有 着 各 种 各 样 极 莞 诞 的 概念 ， 这 些 概念 与 地 
球 其 实 的 形状 和 大 小 毫 无 共同 之 点 。 例 如, 他们 认为 地 球 是 一 个 互 
大 的 园 屋 顶 ,或 者 是 一 个 从 无 底 深 油 中 升 起 的 空心 山 底 朝 上 的 船 
及 其 他 等 等 。 j 

关于 太阳 ， 他 们 认为 它 在 夜间 向 北 方 山 后 隐藏 起 求 (这 种 意见 

在 中 世 和 可 时 又 重新 出 现 过 ) SRAM RRA SHAN 

地 区 的 平面 图 。 合 经 找 到 了 一 张大 概 是 基 尔 库 克 地 区 的 地 图 ,在 粘 

十 板 上 画 着 底格里斯 河 ， BMS tA IKEA RI 

(RAB IERT 2369—2314) HERS » an 

古 埃及 的 地 理 知 识 “另外 一 个 古老 的 文化 发 源 地 是 埃及 。 古 

埃及 的 领域 南部 起 自 尼罗河 第 一 瀑布 附近 ， 北 部 沿 著 河 河谷 一 直 

合 展 到 大 海 。 这 个 康 化 区 域 的 宽度 ,南面 共计 为 1 一 3 公里 ;北面 达 

.到 25 公里 ,这 里 已 发 育 着 典型 的 三 角 洲 。 尼 罗 河 谷地 的 东部 和 西 

部 均 容 高 原型 的 微微 隆起 的 沙漠 地 区 所 围绕 。 努 比 亚 沙 漠 高 原 从 

南 古 围 奉 着 古 埃 及 ， 利 比 亚 沙 漠 和 阿拉 伯 沙 漠 双 从 西方 和 东方 图 

” 鞠 着 它 。 但 是 这 些 沙 度 地 区 至 迟 在 公元 前 3000 年 即 被 埃及 人 征服 : 

过 。 

就 在 当时 , 努 比 亚 、 即位 于 第 一 瀑布 太 南 的 地 区 , CRABS 

— 

Bw HB A EBILEERT RTM RM, 男人 和 女人 ;大 和 群 的 后 羊 - 同 - 

时 ,这 些 所 请 爱好 和 和 盏 的 努 比 亚 人 “还 执行 着 警察 的 职权 , 因为 法 

”vv g 古巴 比 偷 王国 大 鸥 建立 于 公元 前 20 HIRES RHR. RAR RFE. 

Sefe GRE te ait BR Ai——Pig, ae “TPs KTR PEERS iM. 

Bo os Sk fi fie Fy BLE RA 9 EAR 32“5 AGRE 44°95’ )， 亦 即 现今- 

巴格达 稍 南 一 点 地 方 。 

e 1 了 + 



HE FRR DAR LAE LSE” — EINE) HUG LER 
及 的 土著 居民 。 仔 们 认为 ， RAS SE Be wR RR, FRE 

更 好 的 保护 舟 治 阶 航 的 利 丛 。 

埃及 人 全 发 现 了 和 征服 了 西奈 全 岛 ， 在 这 里 发 现 了 大 量 的 铀 - 
入 产地 和 作为 建筑 用 的 石料 ， 以 及 较 努 比 亚 丰 辣 更 为 珍贵 而 坚固 
欧 砂 岩 。 

还 在 古 王 国 ( 可 元 前 2500 多 年 前 ) 时 埃及 人 就 全 SEW a FX) 

船 沿 地 中 海 东 面 的 亚洲 海岸 航行 ， 并 从 黎巴嫩 运 来 造船 用 的 雪松 
木材 .同时 埃及 人 还 完成 了 沿 竹 海 海岸 向 东南 至 茵 得 的 远道 航行 。 - 

根据 埃及 人 的 材料 ， 当 时 的 莲 得 可 能 是 索 局 里 苦 什 岛 ， 也 可 能 是 

“幸福 ?的 阿拉 伯 ( 也 门 )。 这 个 车 花 是 根据 下 型 事实 得 出 的 。 当 时 全 
从 莲 得 地 方 往 埃及 泛 进 庙宇 进行 宗 攻 仪式 时 烧香 ( 神 香 ) 用 的 和 涂 
抹 尸 体 用 的 各 种 最 珍贵 的 香料 树脂 及 其 他 物 癌 。 

”埃及 人 确 知 , 努 比 垩 沙漠 以 南 是 黑人 居住 的 地 区 ,那里 有 很 多 
于 兽 和 珍贵 的 木材 。 还 在 纪元 前 2500 SMR, EER, 

就 已 与 这 些 热 带 地 区 发生 了 紧密 的 联系 。 第 一 瀑布 附近 地 区 的 州 

官 赫 尔 胡 夫 贵 族 用 屿 从 那里 运 求 了 神 香 .贵重 的 ( 黑 的 ) 树 , 光 毛 猎 
犬 的 皮 、 象 牙 . 跳 舞 的 矮人 及 其 他 “精制 品 ”。 

~ 拨 及 人 与 居住 在 利比亚 沙 度 的 各 部 落 进行 贸易 。 拨 及 人 很 器 
_ 重 这 些 部 落 的 性 冀 和 油料 ,因而 也 就 了 解 这 个 地 区 及 其 民族 他 个 
全 使 一 部 分 利比亚 部 洛 服 从 于 自己 的 舟 治 。 2 

根据 埃及 的 文献 记载 ,整个 欧 溯 大 陆 是 一 个 人 所 不 人 

从 那里 仅仅 来 了 一 些 海盗 。 

没有 任何 文学 考据 , 观 翅 及 人 全 航行 到 地 中 海 以 外 的 地 区 ;或 。 

洽 说 埃及 人 知道 他 们 的 大 海 ( 即 地 中 海 一 BES) PS EEE 

加。 

滩 及 人 自己 常常 把 自己 的 国家 认为 是 “尼罗河 的 恩赐 2， 但 是 
他 们 不 知道 这 条 河流 的 发 源 地 ， 甚 至 也 没有 提出 解决 这 个 问题 的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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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 区 

”楼 求 。 他 们 同样 也 不 能 侣 解 释 尼 罗 河 泛 激 的 原因 。 但 为 了 实际 需 
Bi, BAIN RORY He T AE A, HAI Te 

” 必需 的 太阳 历 。 = ar 

| BEER AMIE SNR PEA AS FH SNA TAROT I 

的 作用 。 腓 尼 基 是 一 个 位 于 地 中 海 东 岸 的 国家 ,已 呈 犹 长 的 带 状 延 
伸 于 地 中 海 和 黎巴嫩 山 赂 之 间 。 

在 这 个 国家 中 居住 着 计 腓 尼 基 荆 ( 或 布 匿 荆 ) 的 民族 。 这 种 屡 
Bl 4 (Ais BER W 

. 腓 尼 基 位 于 巴 比 偷 和 埃及 的 中 间 。 这 一 点 在 许多 方面 决定 了 
他 的 政治 、 友 济 和 文化 生活 。 在 政治 方面 他 不 是 隶属 于 这 一 个 国 
家 ,就 是 隶属 于 另外 一 个 国家 。 在 经 济 和 文化 方面 受 着 埃及 和 巴 比 
偷 的 双重 影响 。 腓 尼 基 在 其 强大 卷 国之 问 起 着 通商 中 介 人 的 作用 。 

由 于 这 种 双方 面 的 影响 , 大 狗 在 公元 前 2000 HI, WEE 
HEN AIRE RIG IC AO He IE CF T_T 
6 最 古老 的 拼 香 文字 体系 )。 世 界 上 传播 最 广 的 字母 ,如 希腊 和 求 源 
于 希腊 的 拉 于 ,斯 拉夫 .阿拉 伯 、 印 度 字 母 儿 及 其 他 字母 ,大 狗 都 是 
起 源 于 腓 尼 基 字母 。 腓 尼 基 的 中 介 贸 易 对 于 各 种 变形 的 腓 尼 基 字 - 
母 的 广泛 传播 ,起 了 重大 的 作用 。 从 很 早 开始 ;贸易 就 对 腓 尼 基 估 
有 着 特别 重大 的 意义 。 腓 尼 基 人 把 葡萄 酒 、 极 槛 油 、. 于 鱼 、 珍 贵 的 黎 
巴 嫩 才 松 , 从 腓 尼 基 过 赤 到 与 其 相 痢 的 各 国 。 

于 及 和 巴 比 偷 需要 人 金子 有 色 金 局 ( 特 别 是 铀 和 锡 )， 也 需要 大 
批 友 。 因 此 腓 尼 基 人 为 了 斐 得 这 些 商 品 和 支取 奴隶 , 便 日 签 向 更 
远 的 地 方 进 行 航 行 , 与 此 同时 他 们 便 完 成 了 巨大 的 地 理发 现 。 他 们 
造 了 许多 大 的 划船 ， 林村 人 AR 的 本 关 呈 
由 奴隶 担任 的 。 

腓 尼 基 人 还 在 纪元 前 20 世纪 时 就 在 塞浦路斯 岛 建立 宁 一 些 

殖民 地 ， 并 利用 塞浦路斯 岛 作 为 通 往 地 中 海中 部 和 西部 地 区 的 航 
”” 行 基地 。 一 些 历史 学 家 为 , 腓 尼 基 人 就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发 现 了 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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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 FE DIIL IGS T INAS TR. ALAS I HERE, 达到 了 
FLARE -E GG AOR HE, MEET ABE GP We HR HEB 
Be fiat HBS) WEE AEA RET TP Alind is FPR Fa EE, by in: 

PG ES HT das ES EA , AY BE PBST Fh Zs 

& ,但 未 殖民 于 鼓 岛 上 , PMR Be, BIEN 

北端 ,在 那里 建立 了 迎 太 基 城 ( 腓 尼 基 “ 新 域 ”>)。 腓 尼 基 天 沿 非洲 沿 

岩 从 迦 太 基 向 东南 方 和 西方 扩展 ， 在 这 些 海岸 地 区 建立 了 一 些 
殖民 地 。 他 个 在 地 中 海 西 部 必 现 了 阿 特 拉 斯 各 地 区 ， 欧 渊 西南 的 突 

出 部 分 一 一 比 利 牛 斯 中 岛 。 他 们 全 通过 直布罗陀 海峡 而 进入 大 洋 ， 
井 在 海峡 的 西部 入 日 附近 建筑 了 加 的 尔 (现在 的 加 前 斯 ) 和 了 本 革 其 | 
{EATEN FT AR) RS 多 

腓 尼 基 人 发 现 了 了 比 利 牛 斯 牢 岛 的 整个 西部 地 区 、 ATEN 

基地 区 ， ERT A 

港 地 区 。 

- 腓 尼 基 人 是 当时 出 色 的 航海 者 。 他 们 把 下 己 的 趣 租 借 给 其 他 

国家 ,而 自 己 旭 为 卷 国 服务 。 腓 尼 基 人 了 于 和 可 元 前 600 FRIZER HE 

及 法 老 奈 科 ( 公 元 前 610—594 EF) IRSA ERT ASEM. 

他 个 从 闻 海 出 发 ,在 秋季 到 来 时 即行 靠 岸 ,并 赫 种 主 地 ,等 竺 收割 。 

海员 们 在 第 三 年 经 过 直布罗陀 海峡 返回 了 家 少 。 古 代 最 俊 天 的 学 

者 希 罗 多 德 未 全 怀疑 过 这 次 旅行 的 进行 - 腓 尼 基 人 人 重 迹 训 道 : 当 他 

PUA Fa a SESE SEO Ze i HERES, AMAT, 即 在 北 

面 。 从 这 一 点 过 可 断定 他 们 确实 是 穿 注 了 亦 溢 和 到 法 了 责 全 于- 希 

罗 多 德 知 道 这 一 事实 ， secs ual 

在 苏联 历史 艾 献 中 ， 大 都 认为 腓 尼 礁 海员 确实 合 线 航 过 非洲 
大 陆 。 

各 元 前 6 HEAGAN 5 HEAR IAI A MERLE 
下 起 粮 也 一 个 海上 殖民 探险 队 。 这 个 探险 队 从 直布罗陀 海 凿 出 发 
沿 西非 海岸 到 达 了 佛 德 角 以 南 的 热带 地 区 。 同 时 在 养 洲 的 西北 海 

20 。 



ERE TA ETH 
-因此 ;贸易 、 航海 和 殖民 的 发 展 促进 了 腓 尼 共 人 的 许多 地 理发 

现 。 同 时 西方 民族 的 地 理 需 野 也 因而 显著 地 扩大 了 。 

古代 中 国 和 印度 的 地 理 知 缴 中 国人 和 印度 民族 全 在 东亚 和 

— RMT BAKMWBABL. 
‘8 

— 

$EMITA TSE, ZETRELAQ IAPR RE TE 

BESMIMBRZ——— hE, KRESS 

“ill EAR 0 

BARRIER IM 1400 2 BF TTL HE TR 
WO ESC a RASS HERI A He, BET BERR 

- 奔 向 低 的 平原 。 

. 

地 区 。 

见 千年 以 来 ， 还 远 在 古代 ; 中 国人 就 分 布 于 东亚 的 广大 地 区 
SAARI, ET. HME AE wR 
RS RELY, HA ER. 
远 在 乞 元 前 ， 中 国人 就 发 现 了 向 东 流入 太 奉 洋 的 各 大 河流 ， 

其 中 有 长 江 、 首 河 。 还 在 很 早 的 时 候 中 国人 即 已 深入 到 印度 支 缆 
PS ALM). MICH LRAT ARMAS 

在 黄河 以 北 中 国人 发现 了 黑龙 江 ， 仅 其 下 游 以 及 北部 各 支流 
例外 ,同时 还 发 现 了 自 南 流入 具 加 尔 湖 的 各 河流 。 为 中 国人 所 发 现 
的 地 区 傈 有 时 尼 塞 河 及 领 尔 齐 斯 河 的 上 游 ， 巴 尔 喀什 湖 及 罗布 泊 
《塔里木 登 地 ) 的 内 陆 非 排水 流域 -根据 史 书 所 载 ,一 般 认为 古代 中 
国 大 对 东亚 及 查 洲 中 部 地 形 的 基本 轮 万 知 道 的 很 群 粗 。 除 了 整个 
中 国 大 平原 (华东 平原 和 华北 平原 一 一 译 者 注 ) 以 外 ， 中 国人 还 志 
UAT AR RAIS, 东 士 尔 克 斯 坦 及 西 士 尔 克 斯 坦 的 一 部 分 ， 华 
北 及 华南 妊 山 腺 及 亚洲 中 部 高 原 地 带 。 中 国人 知道 井 且 很 好 地 名 
壕 了 井 米 尔 高 原 。 许 多 中 国名 称 都 在 地 图 上 保存 了 下 来 .例如 天 出 
CRIS IN HA MOBO RES 



ATA RARER, AE ORE, 
SACRA LUD ER A PMB 
GLARE, RIDE RIM AS, RET 
E55 (FE) 4000 AB) SAAS EERIE LL ZEA TERY 8 世 和 进行 
Fo PEPE EACLE HS RAH RE HT 
FASEEL ATK BH BEE RL TD » Sa RH DIL SEUSS, FH IL 

重新 修复 起 来 。 . ry, 

Dee Cove Se ee Mee 
T BREE HAE RIESE RSS. ATCT 
人 发 现 了 主要 的 日 本 岛 峡 : AMMA RHBMAN ROR. BB 
日 本 的 故 料 在 公元 最 初 几 世 乞 中 中 国 的 文化 及 文字 就 已 传播 至 且 
本 5 中 国人 还 发 现 了 琉球 群岛 ,海南 岛 . 还 在 李 元 前 3 HAS, EE 
就 出 现 了 中 国 的 移民 ,而 在 各 元 6 HAIN, GRRE MS 
EB ATE 1000 多 年 以 前 ,中 国人 便 航行 至 非 律 宪 群 岛 。 
CTCL, PROM PES SIE 

RIBBLE A—MoBH. RK, MAnARREB A - 
BR. RS 0 AAPA Hs GAB AG IL SHY ED Bi BS CBF BASEL” BAAS 
T RAMUS, FRE RE PMU PAE 
点 是 渭河 上 的 西安 ,这 是 中 国 最 固定 的 古老 国都 之 一 "道路 由 此 开 
始 起 初 向 西 越过 黄河 中 游 ) 而 后 沿 万 里 长 城 以 南 南山 山 赂 的 北 蒿 “ 

前 进 。 在 长 城 的 尽头 安西 城 ,道路 就 耸 叉 了 。 
一 条 路 稳 炉 向 西 越过 天 出 山 原 ， 并 向 南 沿 OANA SES 

而 后 抵达 巴尔 喀什 湖 附 近 的 草原 地 带 。 这 就 是 天 山北 路 (天 出 以 北 
的 道路 )。 在 各 元 前 两 世 杞 时 ,著名 的 旅行 家 张 割 带 兵 出 使 中 亚 及 
TAU PRL SOM RK, TERIA. 
施用 武力 一 方面 运用 外 交手 段 使 得 当地 的 部 落 便 袖 屈从 于 中 国 皇 
帝 的 和 统治。 而 这 些 倾 宙 本 身 也 听 意 与 中 国 建立 直接 的 通商 关系 并 : 

承 当 东亚 及 西亚 之 间 贸 易 的 中 介 人 。 张 害 从 巴尔 喀什 湖 附 近 草原 - 
° 22° 



t 

SUAS AAR We ME, SST 9 Ae TH, ce EL A AIRS 
UR, MBAS SELB RG KH BA 

sho AACE ER AP HE DG AO SESE A TARE NY St 
Hi FG WR Ba (BA BEL AB) o 

第 二 条 商道 沿 天 山 以 南 的 塔 里 床 谷地 前 进 ， 到 达 喀 什 噶 尔 克 
花 尔 苏 河 。 商 队 沿 此 河 漳 流 而 上 , 进 太 阿 菜 山 谷 ( 帕 米 尔 的 北部 边 

”入 ) 而 后 从 这 里 穿 过 山口 ,而 进入 费 尔 干 盆地 。 中 国人 把 这 条 路 叫 
作 天 出 南 路 (天 山 以 南 的 道路 )。 人 

PASE ea DT HSL HOSS AY PE CT ee AT) 上游 
4 MEAS fa TG RUE FEE ART . MASSE PSAP HH HSE ， 
Fe HEDGE PR LYS Mt Ae JEN RUE, “EA PES RB 
sega immice ts entenemanceil arate 
普 的 道路 即 由 此 开始 。 
FRAME, WEBER 
Die Be SULA ESSE TET SREB. RS Se wie tg SES wR J HEHE 

- CU Ae Es AAA A HE LL RBA WS SHE HL, SEE REE 
比较 好 走 的 。 公 元 初 印度 的 佛 数 传 烙 士 就 是 沿 着 北方 这 条 迁 回 的 、 
但 却 是 平坦 而 又 比较 安全 的 道路 到 达 中 国 的 。 从 中 国 到 印度 “ 朝 参 ， 
圣地 ?的 佛 数 巡礼 者 也 是 走 的 这 条 路 。 

印度 的 古代 文化 发 源 地 位 于 印度 河流 域 , 那里 在 和 元 前 3000 
定 前 全 居住 着 开化 的 达 罗 了 吡 葵 人 。 大 狗 在 纪元 前 2000 年 前 ,来 自 

。 伊朗 高 原 的 亚 利 安 族 侵入 了 印度 西北 部 。 达 罗 陛 茶 人 一 部 分 与 侵 
不 此 地 的 外 族人 混 居 在 一 起 ,一 部 分 则 退 居 到 东南 和 南部 地 区 ; 即 
恒 河 流域 , 德 于 高 原 和 印度 斯 坦 沿 海 低地 。 

交 明 的 “ 亚 利 安 人 ”的 国家 与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进行 着 陆 上 商 队 咒 
易 ( 和 经 过 伊朗 高 原 ) 和 海上 贸易 。 印 度 人 (可 能 是 南方 的 BE 
天 ,比较 擅长 于 航海 ) 在 各 元 前 几 世 筷 以 前 发 现 了 局 求 牢 岛 . 爪 吨 、 
苏门答腊 及 其 他 小 岛 。 亚 于 发 现 印 度 尼 西 亚 其 他 岛 峨 及 非 律 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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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的 荣誉 则 应 属于 局 求 亚 人 ,他 们 在 那里 全 是 印度 文化 的 传播 者 。 
不 迟 于 加 元 最 初 几 世 权 ， 印 度 的 佛 数 传 数 士 为 了 传 数 便 越 过 ， 

喜马拉雅 出 出 日 及 喀 喇 昆 傅 出 而 进入 亚洲 中 部 最 为 高 峻 且 双 难 太 
攀登 的 地 方 。 他 们 发 现 了 发 源 于 喜马拉雅 而 北 坡 的 赌 条 河流 ;印度 
河 及 其 最 大 支流 攻 竺 里 日 河 以 及 布 拉 马 普 特 拉 河 (雅鲁藏布江 )。 
在 这 里 他 们 建筑 了 许多 寺院 。 他 们 越过 了 西藏 及 柴 达 木 的 高 原水 
漠 。 佛 烙 传 数 士 们 从 孟加拉 茎 过 策 旬 热带 山地 森林 区 域 找到 了 通 
往 东方 的 道路 , 井上 发 现 了 印度 支那 件 岛 的 几 条 大 河 : 伊 洛 式 底 江 、 
医 尔 温江 、 湄 南河 以 及 过 去 中 国人 还 不 知道 的 湄公河 流域 的 那些 
部 分 。 ria ey ui 这 

由 于 印度 佛 烙 传 数 士 的 广泛 活动 ， 佛 数 和 印度 的 文化 便 在 亚 
ini ids nipeastl anlar aitostasi. 6 
TAUPE Re aR. ; 

CE RSE PRS LRP A Sa ROT, 

在 的 最 初 阶段 显然 是 孤立 地 或 几乎 是 孤立 地 发 展 着 。 这 时 的 地 理 
知 饥 仅 局 限于 不 大 区 域 的 知识 。 而 后 随 着 生产 力 及 精神 文化 的 发 

Ai 9 

了 巴 比 偷 同 印度 之 问 的 联系 。 手 工业 (特别 是 炎 和 碾 手工 业 )、 商 业 和 
航海 的 发 展 促进 了 地 理 秽 野 的 显著 扩大 。 宗 数 的 传播 (如 佛 数 ) 在 、 
这 一 方面 也 起 不 小 的 作用 。 宗 数 在 过 去 和 现在 都 对 现 固 产生 已 的 
社会 释 济 制度 、 对 珊 固 久 人 奴役 人 和 人 仙 创 人 为 基础 的 制度 起 着 
积极 的 作用 。 因 此 册 创 阶 般 对 宗 数 的 传播 感到 兴趣 。 大 家 都 知道 ， 
整个 鹏 来 ， 兴 煞 在 社会 的 发 展 中 ， 在 过 去 和 现在 都 起 着 反动 的 作 
用 ;但 在 个 别 具 体 情况 下 它 也 可 能 起 良好 的 作用 。 例 如 ; 佛 数 在 亚 
测 的 传播 个 促进 耶 地 理 知识 的 扩大 及 个 别 国家 之 间 ( 如 中 印 之 间 ) 
的 联系 。 

fee PSL siRNA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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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 TE Fe la ly SL AL SF PIE E E5 
‘il TA IR ZB i As 

= RM AMEE A syibreaniit 
1. GRBAC AU, aE 

饲 的 东 面 两 岸 和 受 牵 海 族 岛 ; URE RPE SD REESE ， 
南部 地 区 和 小 亚 条 亚 沿岸 地 带 的 希 腹 人 ,在 对 新 癸 域 的 殖民 中 、 在 
商业 六 易 及 航海 等 事业 中 表现 了 特别 互 大 的 积极 性 ,还 在 邦 元 前 ， 
希腊 人 就 从 其 古代 文化 发 源 地 向 东南 西北 四 方 扩展 。 造 成 这 种 大 

规 蔽 移民 的 原因 用 是 广 会 与 经 济 方面 的 ,尤其 是 生产 的 日 丛 发 展 。 

当时 商业 和 航海 业 达到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希 腹 天 做 春 源 的 局 限 性 , 同 、 

样 也 在 某 种 程度 上 促进 了 大 规模 的 扩张 。 希 腹 是 一 个 多 出 的 国家 ， 

EF MMA DARA ARDS EI EER, RIAL 

FRAT APH «ANETTA HOBIE 希腊 移民 的 城市 在 这 里 比较 迅 

速 地 发 展 了 起 来。 

希 腹 人 从 其 最 旱 的 居住 中 心 出 发 ,在 他 们 所 殖民 的 各 地 区 、 即 

在 西 矿 . 北 方 和 东北 方 完 成 了 地 理发 现 。 他 们 在 向 东 和 向 南 推进 的 ， 

上 时候， 基本 王 只 是 到 达 了 在 他 们 抵达 之 前 就 已 为 古代 开化 民族 所 
了 解 的 那些 地 区 。 然 而 这 种 推进 无 疑 是 扩大 了 他 们 的 地 理 视 野 。， 

从 荷 志 的 诗篇 “伊利 亚 特 ” 和 “奥德赛 "中 可 以 得 到 关于 希腊 人 
最 早 地 理 概 念 的 碍 料 。 这 些 赫 写成 于 纪元 前 8 一 7 ING, (Herb BT 
讲 的 事件 则 发 生 于 很 早 的 时 期 (大 钩 在 可 元 前 12 HEA) « 

在 这 些 诗 中 清楚 地 反映 出 荷 马 的 地 理 概 念 ， 他 在 地 理 方 面 的 
知识 是 模糊 的 和 定神 话 式 的 。 荷 马 所 熟悉 的 世界 ,只 是 局 限于 靠近 
爱 识 海 的 地 区 。 对 一 切 较 远 的 地 方 荷 启 只 是 部 分 地 了 解 ,至 于 更 远 
的 地 方 , 如 地 中 海 的 西 千 部 或 黑海 地 区 ,世界 对 他 说 来 则 完全 是 混 
乱 的 、 幻 想 的 或 者 是 完全 不 了 解 的 。 

在 昔 中 英雄 一 种 奇 的 希腊 国王 ( 伊 大 让 久 的 国王 ) 奥 德 vices 

e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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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WEAN BE HES Te PRI OWE EIR WIBSEAD i 
这 些 是 如 此 神奇 ,以 至 无 法 从 这 些 幻想 中 区 辩 出 其 实 的 东西 来 。 

Any BS & 4 

天 

局 对 小 亚 粗 查 沿 岸 地 带 ， 久 及 埃及 和 利比亚 了 解 得 十 分 洋 

不 了 解 武 器 和 工具 

和 粗 。 他 谈 到 过 生活 在 堵塞 俄 比 亚 地 方 以 外 的 线 人 ;但 无 论 对 亚 述 ， 

或 是 对 巴 比 偷 ,他 都 是 不 知道 的 。 很 据 赫 人 的 想象 ,在 北部 是 一 些 

不 知道 火 和 农业 以 及 不 会 作 食物 等 等 的 部 沙 
居住 的 地 方 ,也 就 是 人 个 所 不 了 解 的 地 方 。 

| 荷 启 仅 把 世界 分 为 东方 和 西方 ; 即 白 毒 国 和 黑夜 国 。 他 认为 此 
近东 方 的 广大 地 区 距 太阳 较 近 ,所 以 比较 热 ,而 位 于 西方 的 广大 地 

te Pet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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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l 

zat 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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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e st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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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ada 同时 把 整个 南方 都 归于 东方 ， 把 全 部 北方 烈 大 离 太 阳 较 

远 的 西方 .对 北 , 南 、 东 、 西 的 概念 ,是 以 风 的 名 字 来 玫 示 的 : 波 列 依 

(Bopeit) (4b RL) , HAF Hor) (FR), 若非 尔 (3adamp) (HEM AURIS 

AR (8BP) (FRR) 0 

人 

“Be ARPE (pewa-Oncan) ADU PAARI Wii. BY RSIEAE T MUTA 
与 河流 一 大 洋 不 同 的 东西 ， 可 能 是 内 部 的 地 中 海 。 在 大 地 之 上 有 
一 个 铜 制 的 天 和 ， 太 阳 即 沿 此 天 宕 运行 。 已 每 天 在 东方 的 洋 水 中 
升 起 ,而 后 沉没 于 西方 的 大 洋 中 。 

”他 认为 自然 界 的 一 切 现象 均 为 种 所 支配 。 宇 斯 是 最 大 的 种 ， 他 
入 称 为 “ 服 云 种 ”"“ 聚 云 种 ”及 “ 甸 神 ”他 发 出 雷电 井 陆 心 所 欲 地 淫 
遗风 ,风神 是 埃 奥 尔 (9oz)。 地 震 由 波 赛 瑟 所 掌握 * 荷 局 的 地 理 概念 
大 致 就 是 这 样 ,同时 这 也 就 是 古 希 隘 人 的 地 理 概念 ,因为 无 数 的 民 
关于 手 者 参加 了 睹 的 创作 ， 根据 演 些 时 就 可 以 旬 断 当时 人 们 的 地 
理 见解 。 

关于 各 个 造 远 地 区 的 虚幻 概念 ， ca ARLES 

而 逐渐 传播 开 求 。 
还 在 杞 元 前 1000 年 的 初时， 或 者 可 能 更 早 _ 些 , aR wer 

北方 (更 准确 些 广 是 向 东北 方 ) 推 进 了 。 希 腊 向 东北 方面 的 殖民 是 
由 海上 通过 赫 惑 斯 涛 海峡 ( 达 达 尼 尔 海 凡 )、 普 洛 莲 趟 得 (马尔 局 拉 
海 )j 色 雷 斯 博 斯 破 重 斯 海峡 ( 博 斯 普鲁士 海峡 )， 而 后 到 达 时 海 沼 
岸 。 | 

PF ASEM ILL RK i WR ARA(800—B80 
Wi) fA Ar Td ME CLA AAT AE TT ME. MA BAR lee 
SED TNAC BE A ADA EEA AN OAC AHA AE A 
—- BE Gi HE YB GA, JP ACH Ee EI IE 
ALA SR SR HE BAILA, — BAR SL HHP 
由 于 船只 不 能 承受 大 帆 的 压力 ， 所 以 只 能 装备 一 些 适 于 在 顺风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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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的 小 帆 。 nA EE AE, a E 
北极 星 是 航海 中 的 唯一 指南 。 ee 

FRA WOT By TY FS AT SE TG. LER PH 
人 的 第 一 个 印象 是 不 如 总 的 : HTT EAU UR, PERK, 
凉 烈 的 塞 洽 ， 这 一 切 现象 使 他 们 把 黑海 称谓 “不 好 客 海 "( 阿 克 辛 
海 )。 居 住 在 南岸 的 许多 民族 久 加 上 野蛮 人 的 恶名 A 
许多 来 自 希腊 的 移民 散居 于 读 海 雨 岩 ， 这 样 他 们 又 很 快 的 把 黑海 
Feb SEES” WORE) T , ILE MAE LATO 
MIE a haldaladialideceia 
沼泽 。 

至 退 从 息 元 前 8 HFA EDULE SUE REA, 即 已 
穿 过 

diet atienpaaneal ipa ceba ss) 90° 
OA (BZ GIT) ER ARS) Be GSA 
尔 河 ) 的 下 游 。 在 这 些 河流 的 河口 ,他 们 建立 了 伊 特 斯 , 蔡 拉 斯 及 奥 
力 维 亚 等 区 民 地 。 向 东 ; 他 们 沿 小 亚 壮 亚 黑 海 沿岸 前 进 , 在 这 里 他 
们 建立 了 许多 殖民 地 。 在 小 亚 竹 亚 的 北端 有 昔 奴 斌 , 访 秆 岛 的 东北 

OARS ABILENE RE LEB PAR HE 
WERBS Wi 0 CGEB EB). 5 Fed CAS FL RK SOI BB 

皮 几 温 得 。 ar | 
BAAR, RB ORME SSE SU 
DPS A SS aA (EBA) © 
“还 在 顿 河 河口 建立 了 殖民 地 退 辆 依 斯 ， 在 刻 赤 海峡 的 西岸 建立 了 
潘 提 卡 培 (现在 的 刻 庆 ) ， 在 海峡 的 东 岸 ( 塔 曼 秆 饲 ) 建 立 了 芳 那 哥 
.里 亚 。 苏 联 的 考古 学 家 在 黑海 沿岸 发 现 了 很 多 古代 希腊 人 的 在 城 
Je pS CRITI ERRATA. 在 这 
里 进行 发 掘 的 烙 果 发 现 了 潘 提 卡 培 附近 的 古城 废墟 ， 在 那里 很 好 
的 保存 了 梧 鱼 用 的 石 槽 ， PE SEIN OP DIR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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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 
可 能 ， 希 腹 人 在 某 些 特 殊 情 癌 下 俘 到 大 海 ( 指 黑海 一 一 译 者 ) 

中 航行 过 。 例 如 ;他们 全 在 黑海 最 狭窄 的 地 方 横渡 过 黑海 ,从 克 里 
EB BGT NS ARTY PK | 
发现 苏 联 欧洲 WA SIAC 之 间 的 南部 沿海 〈 指 黑 
海 一 请 者 ) 地 带 的 荣誉 也 同样 是 属于 希腊 人 的 。 他 们 当时 称 这 个 

地 方 为 西 徐 亚 。 当 时 有 几 条 商道 适 向 黑海 北部 沿岸 。 其 中 有 两 条 路 
著 特 别 重要 :一 条 路 由 第 强 斯 特 河 河口 开始 , 沿 该 河 到 达 维 斯 拉 河 
的 下 游 及 波罗的海 沿岸 ， 从 那里 他 们 可 以 得 到 古代 极为 珍贵 的 下 
斑 ; 另 一 条 路 由 顿 河 河口 开始 向 东北 方向 前 进 。 沿 着 这 条 道路 向 黑 

海 熙 来 毛皮 和 金子 ,希腊 人 从 当地 游 收 民 那 里 获得 兽 皮 及 奴隶 。 在 
黑海 北岸 殖民 地 琼 出 的 商品 中 ， 咸 鱼 及 粮食 起 着 主要 的 作用 。 此 ， 
外 ,从 其 他 殖民 地 (如 昔 奴 记 ) 还 过 出 建筑 木材 及 油脂 。 从 希腊 运往 
黑海 沿岸 殖民 地 的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商品 一 -手工 业 产品 ; 其 中 陶器 
占有 很 重要 的 地 位 。 

” 头 狗 在 乞 元 前 6 世 和 末 希腊 人 全 在 亚平宁 及 比 利 牛 斯 牢 岛 上 
建立 了 一 系 烈 的 殖民 地 。 在 西西 里 、 撒 丁 岛 . 科 西 嘉 等 岛 网 上 也 建 
立 了 许多 殖民 地 。 在 利 古 里 亚 海 的 沿岸 这 时 也 有 许多 希腊 的 ( 受 奥 
尼 亚 的 ) 殖 民 地 ， 其 中 包括 位 于 现在 局 赛 地 区 的 马赛 利 亚 ( 罗 尼 河 

. WOR). e Kite 

”和 元 前 825 48, AAG SANTA TI, MET T a EN 
直布罗陀 海 让 到 达 西 北欧 沿岸 的 远航 。 他 到 达 了 不 列 题 群岛 ， 因 
而 发 现 了 这 个 群岛 。 沿 欧洲 西岸 航行 过 的 腓 尼 基 人 可 能 没有 到 过 
这 些 地 塘 。 彼 泰 阿 斯 是 一 个 学 者 ,也 是 一 个 航海 家 。 他 在 自己 祖国 
合 利用 日 在 对 地 理 竺 度 作 了 很 准确 的 计算 。 在 旅行 期 间 他 对 夏季 
考 基 向 北 增加 和 太阳 的 高 度 进行 了 观察。 但 是 在 许多 问题 上 他 也 
作 了 错 款 的 业 论 。 彼 泰 阿 斯 沿 欧洲 西岸 向 北 推进 ， 烽 过 不 列 显 群 
fh, 到 达 了 一 个 鼻 巍 ，“ 训 岛 位 于 由 不 列 咕 向 北航 行 需要 大 天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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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达 的 地 方 ,并 靠近 冰 海 ”斯 特 拉 波 )。 彼 素 阿 斯 对 该 岛 未 输 以 特 
zen. Rete ae 认可 乓 区 全 
Ultima Thule (人 类 世界 尽头 的 都 尔 岛 )。 KP BMGT ， 

庆生 本 人才 
PERMA ABLES GAR IL BME Ls AAS IF 
Wh MARE TT CREME), ea POS 

”上 张 进行 了 揭露 , DP Eh MS ET 
PASTE BBA IE AD OAR BS» 

看 见 不 列 千岛 必 及 爱 尼 (爱尔兰 ) 岛 的 人 们 从 来 也 未 提 到 都 尔 岛 "。 
AUS i ft, SUS EH DEAS TIOGA A Pt BES AAR LE A 
ALTE HY WEA I TM RAR IG ES RAG EAT TIE 
WE. EY RRAGLALAANS 0. WMA R 
AAAS RSM ALATT, IBA EEA RIB 
TERA LALAA BATA BRAG IR, se ii SAP 
WL OARS UGS «AREAS AL HE ET ， 
EMAAR ROR ACHE ET . EAT WR 
iA AGERE Me LRM TEPER, MGB 
是 在 冰岛 ,最 后 又 认为 是 在 格陵兰 岛 的 西北 岸 。 直 到 目前 ,这 个 问 
题 对 于 地 理发 现 史 的 学 者 们 认 来 还 是 一 个 悬而未决 的 问题 。 

古代 希腊 人 便 深 入 东方 。 有 许多 希腊 入 全 在 东方 诸 国 (例如 为 

VEIT A) 36 SERS | 
A. 00-7 GSS ke Ba ED ik 

大 远征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扩展 。 弓 元 前 331 定 ， 亚历山大 在 美 罕 不 达 米 

查 低 地 的 北部 击溃 了 大 流 士 的 军队 ， 越过 了 伊朗 西部 的 山 奈 ( 苏 格 
IK)» 并 进军 到 里 海 必 南 的 地 区 ， 而 后 来 又 往 东 进军 至 巴克 

特 里 亚 ( 即 大 夏 一 一 羡 者 )( 阿 姆 河流 域 的 中 部 )， 但 彼 追 折 而 向 南 
行进 。 笨 而 他 到 达 了 兴 都 库 什 由 的 南 蓝 , 越 过 这 个 山系 而 进入 高 于 
水 ( 阿 姆 河 ) 和 莉 杀 水 ( 锡 尔 河 ) 谷 地 。 然 后 双重 新 越过 兴 都 库 什 出 ， 

e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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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TC RISO TAEAHE AFM ES DEALS o AEN REALE wie WH CIE 
APRA ORES EEA RM, AS 
则 取道 陆 上 向 西 前 进 ， 越 过 了 难以 通行 的 巴基斯坦 和 伊朗 的 南部 
由 地 地 区 。 在 这 次 远征 中 ,希腊 人 熟悉 了 亚洲 的 高 原 ̀ , 大山 和 巨 川 ， 

”因而 扩 炎 了 他 们 的 一 般 地 理 眼 界 。 然 而 在 亚历山大 军队 中 虽 有 学 、 

者 (地 理学 家 ) 参 加 ， 但 在 希腊 文献 中 我 们 却 没有 找到 对 亚历山大 ， 
远征 所 轻 过 的 地 区 的 寻 述 。 总 之 ,希腊 人 在 这 次 远征 中 所 到 过 的 地 
区 都 是 在 他 们 到 达 以 前 即 为 各 文明 民族 所 了 解 的 地 区 。 

希腊 人 全 到 过 位 于 北非 的 一 些 南方 国家 ;特别 是 埃及 。 在 许多 
EAE AE TRIMER TERA 
完成 任何 重大 的 地 理发 现 。 

因此 ， 吉 希腊 人 在 面 欧 沿 海 各 地 方太 及 黑海 涪 岸 完成 了 地 理 
“发现 。 他 们 从 其 原 姑 居 住地 向 东 和 南 的 扩张 ;没有 使 他 们 作出 什么 
地 理发 现 , 但 是 促进 了 他 们 地 理 视 野 的 扩大 。 

(2. GRR AMES BRE ASIEE 纪元 前 就 4 GH 

PRE EO AGL. (LE MISSES 
15 BG AAT DY RS HR AE PLC, FA PARE AG SE RC 
 pamibAiRAe RANE, TRIAL SLR Au FUSE CL NUINAY 
RE ROGA, RIEL BETA CORE) MUA BEE i 
ERK LBEZS i , REAM OPAL T SRE 
en een at 
地 的 统治 者 。 2 
堂 观察 世界 时 ,他 看 到 一 切 都 是 属于 罗 局 的; 0 

.而 集中 力量 把 少数 残余 的 国家 : 帕 提 亚 ( 安 息 )、 印度 .日耳曼 和 届 
佳 着 游 收 民族 的 阵 尔 马 狄 亚 芒 一 到 自己 手中 ， 那 么 罗 局 帝国 上 全 
的 太阳 是 永远 不 会 落 的 。” 在 纪元 初期 , 罗 忆 人 的 价 地 已 释 超 出 地 
中 海 四 周 土地 的 范围 他 们 的 借 地 扩张 到 了 北海 和 受 尔 苦海 沿岸 ， 
小 亚 竹 亚太 及 非洲 的 广大 颌 土 也 都 为 他 们 所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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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人 的 地 理发 现 宇 要 是 与 军事 远征 相 联系 的 。 在 亚洲 . 非 
浏 、 南 欧 和 西欧 隶属 于 罗马 人 的 便士 也 全 为 腓 尼 基 人 和 和希 脐 人 所 
了 解 。 罗 忆 人 对 于 这 些 地 方 只 不 过 是 把 从 希腊 大 那 里 得 来 的 或 者 
是 笨 承 来 的 地 理 知 识 加 以 扩 大 和 订正 而 已 。 但 对 中 欧 和 西欧 的 许 
多 区 域 的 发 现 则 应 归 之 于 罗 忆 人 。 这 些 发 现 与 其 为 反对 刀 尔 特 和 
HE RTE TA SHBG RANE BAT Pe 

罗马 人 在 纪元 前 2 HACE TULARE: 他 们 完成 了 对 
Wie AS JR HE . 
yal). 塔 格 河 ( 退 绝 河 )、 sevince gee 
河 ) PERRO. SE RA A A 
CT AAPA BG PS HR A OSE BP PE 了 南 地 中 海 的 高 魔 (现在 
的 法 国 ) 与 罗 尼 河流 域 , 侏 罗 由 和 中 央 高 地 的 地 理 。 ee 
不 迟 于 各 元 前 2 UAC 罗马 人 就 知道 了 中 部 和 北部 高 钼 的 各 

塞 精 河 及 介 于 德国 和 高 眶 之 间 的 蒸 茵 河流 
pi nerieniien ss: PBRAERAY - KT - MLA 
PLAGE ARTEMIS TERT BE AEG 
人 所 进行 的 许多 发 现 。 

朱 里 亚 。 + SLEDS PRES OCT CITT 
EA AE ATT BEI. BOR SN 2 ALPERT CHES 
MATCH PN BE os OH RL BR + WLW AEE HY LLB 
是 第 二 砍 发 现 不 列 题 ， 因 为 希腊 人 和 拉丁 的 作者 对 手 彼 素 阿 斯 的 
TE SE I AMR, eI 1 he A 
Pil ER Be’ T 0 BB AB ART AIO | 

FADE ARS (SEARBE) » ALIEN TE TPA 
Ay PB SLE FERC IC 1 世相 后 25 年 中 完成 的 ;如 塔 西 伦 所 

说, 这 时 不 型 题 为 阿 格 里 科 拉 所 征服 。 不 列 题 统治 者 阿 格 里 科 拉 第 
一 个 完成 了 环线 对 岛 的 航行 。 他 的 海员 们 观察 了 和 计算 了 奥 克 尼 

群岛 ;可 能 还 获得 了 有 关 误 得 苦 群 岛 的 某 些 材料 。 这 区 航行 可 以 衣 
° 32 。 \ 



yt ERED SE A OE, PE ea +S 
EAE AS Pa BS HIER Ae EY BE HG HEF 3K 0 ' 
FTC LEB, BG RSET Pv, 到 达 了 易 北 河 ， 

但 当 罗 忆 军 团 在 推托 堡 森 林 鹤 击溃 后 ,他 们 便 退 出 了 莱茵 河 。 罗 局 
人 与 日 耳 螺 人 的 经 常 接 俘 使 得 他 们 了 解 了 北 德 平 原 。 构 元 1 Hh. 
未 , 罗 局 从 已 绝 知 道 了 波罗的海 和 注 太 此 海 的 奥 得 河和 蕉 斯 拉 河 。 
罗 扎 商人 为 获得 贵重 的 琥珀 而 去 往 波 罗 的 海 沿岸 ， 因 而 使 罗 所 人 
得 到 了 关于 斯 拉夫 人 的 最 初 的 消息 。 | 

塔 西 伦 〈 和 多 元 环 世 各 末 到 2 Ue) HUT MTR A 
人 。 这 些 部 洲 此 时 居住 于 蕉 斯 拉 河 以 东 。 大 狗 是 来 自 罗 局 带 国 东部 
地 区 并 与 东欧 各 民族 进行 贸易 的 商人 带 来 了 关于 赫 罗 姆 河 〈 尼 四 
河 ) 及 拉 河 (伏尔加 河 ) 的 知识 显然, 克拉 夫 奇 . 托 勤 密 ( 和 元 2 世 
筷 ) 利 用 了 这 些 知 蕊 。 他 把 东欧 称 作 际 尔 局 狄 亚 。 同 时 东欧 稚 退 灿 
SIRT CIEL) A HB: ek Ai HG OA AE ME A STATS 拉 
河 是 亚洲 莉 尔 马 狄 亚 的 东部 界线 。 Te eee ee CELL 
拉 河 (伏尔加 河 ) 了 解 得 很 清楚 。 这 显然 是 由 于 这 两 条 河流 在 和 元 2 
世 克 时 便 为 著名 的 贸易 交通 线 的 糙 故 。 这 时 从 罗 扎 帝国 黑海 各 地 ， 
区 到 波罗的海 的 通商 票 道 不 是 沿 德 磊 伯 河 . 而 是 沿 顿 河 走 的 .对 于 
苏 尔 马 狄 亚 的 地 形 ,特别 是 亚洲 茵 尔 马 狄 亚 的 地 形 , 托 勤 密 知 道 得 
还 很 少 。 他 认为 在 伏尔加 河 雨 个 河源 以 北 是 由 东 向 西 延伸 的 北国 
族 山 。 托 勒 密 泪 清 了 关于 里 海 的 问题 。 他 认为 里 海 是 一 个 封闭 的 水 
域 ,而 不 是 前 人 所 韶 为 的 北大 洋 。 显 然 , 他 是 根据 已 有 的 关于 通过 
里 海 久 北 的 通商 道路 的 材料 而 得 出 的 结论 。 但 是 托 勤 密 仍然 认为 

阿 姆 河 和 锡 尔 河流 入 里 海 ， 提 且 名 为 介 于 印度 和 里 海 之 间 ， 有 连 炉 
不 断 的 水 路 直接 相通 。 

内 地 理 知 谢 的 意义 上 来 看 ,在 非洲 , 罗 忆 人 只 是 在 尼罗河 流域 
| 地 区 获得 了 某 些 成 就 .在 和 元 1 HAS EMT, APE TB ee 
亚 高 原 的 边缘 地 区 , 阿 特 巴 拉 河 子 青 尼 罗 河 。 他 们 全 经 沿 和 白 尼 罗 河 

es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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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Bei, FIST HL RAY. PAPE i SH Je Ba Ta Me, 
UPR RE BUREN REAL 
FRG * FS A BPE Rt a ee Se ER 
以 及 部 分 由 于 贸易 的 发 展 。 但 们 发 现 了 中 欧 、 比 利 牛 斯 牢 岛 和 不 现 

是 的 务 个 内 部 地 区 。 他 们 已 才 知 道 了 波罗的海 及 流入 喜 放 的 一 些 
天河 ,工具 有 关于 东欧 的 某 些 知 哉 。 

吉 希 腹 信 和 罗马 人 在 地 理发 现 史 和 郊 理 知识 的 安 展 中 起 了 重 
大 的 作用 。 这 不 使 仅 是 由 于 这 些 民族 所 完成 了 他 人 所 担负 的 那些 
A, ii GAZE FRR TERE EC RE 
Po AUPE A CAR AEP eho eee nahn CO BAS 
Ro | 

“SI 

= Se ReeERA /| 

SUHROSRAMERA coe he 
了 许多 当代 的 伟大 学 者 ， 他 们 对 地 理 知识 和 作为 科学 的 地 理学 的 
发 展 有 着 请 多 贡献 。 下 面 将 谈 到 其 中 一 些 最 著名 的 学 者 的 功绩 。 

His = 恩格斯 绍 经 这 样 地 叙述 了 希 腹 的 哲学 家 :“ 最 古 的 希腊 哲 ， 
”学 家 同时 也 是 自然 科学 家 ; 塔 利 斯 是 几何 学 家 ， 伍 规定 了 二 定 是 

365 天 ， 据 传说 他 合 预 言 过 一 次 

日 全 。 安 粹 西 曼 德 制造 过 日 鼻 、-- 
种 海陆 地 图 〈r8p 让 87pop) Az 
PRIME’ 。 
SrtA eA SLA 

著名 的 米利 都 学 派 中 的 “第 二 才 
子 ”; 大 锡 在 各 元 前 550 年 他 首次 
“至 于 把 地 球 画 在 平板 上 ”。 A 

图 2 海 卡 增 土 的 地 理 概念 。， 在 和 元 前 500 车 米 利 都 学 派 的 

@ Oe» AGI: HB IRREIECPCER), ARR MRE, 1955 46,151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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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 Bj AE Rh eH A Aw SEIT ALPE He oF A 
BLE TUPELO PS TH 
PS ARE DJ) Aa Bie, HER Ge FD Ta PD, TL 

| 和 堆 画 的 与 欧洲 一 样 2>@ 。 关 于 地 球 的 这 种 概念 ， 是 由 于 人 们 所 看 到 
的 地 平 线 是 一 种 园 形 威 而 产生 的 。 
3 人质 放 在 业 

= 大利 的 巴 门 尼 德 是 一 位 思想 家 ， 其 活动 在 和 元 前 500 EI FERALAS 
很 为 活跃 。 季 根据 球体 是 一 个 完美 的 形体 而 提出 了 球形 地 体 的 概 
so Wiss PEAR, BN PPAR AS IAAL GE HK PS 

_ CFIA KEREA LEM Eee EM 
PR SEMTRTAR, ADS ROE, TT 

(6), SERIE TA LAER PH EA HY HES By HAE PH JE 4 
PRA RRA TR AG AE, BE, HS, AS 
”和 南极 。 但 是 ,这 仍然 不 是 根据 大 地 球形 的 原则 ,而 是 出 自 他们 形 

而 上 学 前 思想 。 这 种 夭 理 与 很 久 以 后 的 气候 带 学 内 是 没有 任何 关 
系 的 。 因 为 不 仅 当时 ,就 是 在 很 久 以 后 (和 元 前 7 HE), 也 没有 任 
何 可 禾 的 材料 可 以 在 地 图 上 答 出 热带 和 极 转 。 

德 哎 克 里 特 和 希 罗 多 德 的 地 理 观点 ”古代 伟大 的 学 者 德 该 克 
蛙 特 和 希 罗 多 德 在 地 理 知识 和 地 理 概念 的 发 展 中 起 了 BA RTE 
2 

当 科学 仍然 是 级 一 而 未 分 化 的 时 期 ， 在 希腊 天 去 学 着 中 出 现 
TRAM ARIE BR, EMT AR EE 
AE (HIZSTC RI 470—360 42). 

: BE IE EAMES, Lene RET 
。 “时 整个 科学 中 各 方面 的 知识 ,其 中 也 包括 地 理 知 识 。 他 的 地 理 见 解 

达到 了 了 亚 里 士 多 德 以 前 时 期 ， 即 科学 仍然 是 统一 的 还 未 分 化 的 时 
期 有 关 地 球 知识 的 最 高 峰 。 

@ £FPFH,=3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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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BIS EST ERAT, MEM KA eS 

$8, FERRO AIRED, BIE SS BK RC 
《宇宙 学 “大气 现象 的 原因 "等 )。 
RARE ORATOR ESHOP (RABE 

SRE A SEAL ee PAIK FEE , BEA REI, 
DRAW AREER (Otsymena) RRP HRA). 

给 制 地 图 的 功劳 也 是 属于 他 的 。 
德 该 克 里 特 是 “ 希 腹 人 中 第 一 个 博学 多 乌 的 学 者 @ 。 

- SBR IMCL, (A 
WLS YE SBAE PICA 5 UL RRA A 
亚 确 亚 沿 岸 西南 部 著名 的 哈里 加 尔 精 苏 城 (靠近 米利 都 )。 希 罗 多 
德 全 游历 过 许多 地 方 。 仔 走 沁 了 整个 小 亚 硼 亚 沿 岸 ,到 过 希腊 的 各 
大城 市 ,也 访问 过 要 识 海 的 许多 岛 赋 。 他 赦 悉 了 南部 意大利 、 马 其 
颜色 雷 斯 的 各 个 地 方 及 黑海 北岸 西 徐 亚 人 居住 的 地 区 。 希 罗 多 德 
在 埃及 的 旅行 有 着 特别 互 大 的 成 果 : 他 对 这 个 地 区 作 了 贵 实 的 描 

Sito be 

入 们 不 了 解 的 志方 Bia Ae see 

: 西 徐 亚 的 自然 界 及 居 

住 在 苏联 欧 浏 部 分 南 

部 地 区 各 民族 的 生活 
和 风俗 习惯 作 了 十 分 、 

SA 正确 的 描 这 。 杠 据 他 
ee 的 记载 ， 几 乎 整个 西 

图 3 APSHA -和 人 徐 亚 地 区 都 是 没有 森 

林 的 ， 那 里 完全 没有 树木 。 平 原 地 方 有 着 肥沃 的 土壤 和 丰 人 能 的 牧 
场 。 这 些 地 方 的 气候 比 埃 拉 达 ( 和 希腊 ) 塞 痊 。 冬 季 严 塞 几 乎 要 延续 

八 个 月 。 黑 海 和 亚 速 海 及 整个 肯 米 里 博 斯 破 鲁 斯 (到 亦 海峡 ) 都 要 
© BRMBAMSK, i 4,120 页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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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精 浆 -居住 在 这 里 的 西 徐 亚 人 在 冰 上 行走 ,并 通过 海峡 到 达 对 岸 。 
希 罗 多 德 对 里 海 是 很 熟悉 的 :他 知道 里 海 是 一 个 封闭 的 水 域 。 

在 配 必 后 的 一 些 地 理学 家 ( 埃 拉 托 色 尼 、 斯 特 拉 波 、 邦 小 尼 阿 士 . 米 
拉 及 其 他 等 人 ) 都 把 里 海 韶 为 是 北大 洋 的 一 个 海 汶 。 直 到 各 元 前 2 
HRN SSSM RRP SERA. HESS 
BRU, ANG BAT SLE 
SSMS EE MAEM, LR 

OES ES, AWBRTERS PELE TAK, hPa 
BMA TAGE M GH. MARR 
WEARER, EMR ARMED 
AP WGIE HE BEETS DORE SEDN ATR A EP 
DAAGAMIE LRAT. FEST TR ees 
在 西 徐 亚 以 北 住 着 幸福 的 北国 人 ,， 即 居住 在 “ 波 烈 依 ( 北 风 ) 以 外 ”- 
《 北 风 范围 之 四 ， 即 在 最 北方 ) 的 人 。 和 希 罗 多 德 的 地 理 概念 大 致 如 
此 ;这 种 地 理 概 念 反映 了 当时 科学 发 展 的 水 平 。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地 理 观 点 ” 亚 里 寸 多 德 〈 和 可 元 前 384 一 322 2 年 ) 

是 吉 代 希腊 的 一 位 伟大 芹 学 家 和 自然 科学 家 。 在 他 的 许多 著作 中 
LAA iE aR, 例如 “气象 学 ",，“ 险 天 ”, EHR”, “SF 
更 ”;“ 论 植物 ”及 其 他 等 著作 。 

亚 里 士 多 德 训 无 保留 的 采用 了 闺 达 哥 拉 斯 学 派 之 徒 的 地 球 球 
形 髋 。 而 且 他 第 一 个 对 这 个 理论 提出 了 确 羡 的 证 据 : 

1. 月 便 时 投 在 月 面 上 的 地 影 是 园 形 的 , 因此 ， 地球 是 球形 或 
几乎 是 球形 。 

2. 当 我 们 从 北向 南 或 者 是 从 南 向 北 走动 时 ， 一 些 星体 消失 ， 
而 另外 的 一 些 星 体 出 现 , 这 个 现象 只 有 用 绝 形 的 地 面 才 能 解释 。 

亚 里 士 多 德 闪 为 ,印度 距 直布罗陀 海峡 地 区 是 不 远 的 。 他 用 非 
济 象 和 印度 象 的 相似 来 证 明 这 一 点 。 但 是 ,他 说 为 地 球 的 圆周 攀 为 
60000 2 8, 比 实际 圆周 要 长 定 倍 。 

«37 。 



HEEREL BRK EAE eB 1 AS STR TR, BEAL 

JEN) ASO EFA ASS 这 正 是 气候 带 存在 的 
原因 。 按 希 腹 散 气 柜 这 个 字 就 是 “ 倾 匀 ”"(“HaszroHeame") 的 意思 。 
 ” 垩 里 士 多 德 运 用 这 个 字 ， 显 然 与 我 们 目前 对 的 理解 是 相同 

的 。 在 他 以 前 气候 或 气候 带 的 概念 仅 具 有 地 理 绰 度 的 概念 。 
亚 里 士 多 德 所 提出 的 字 宙 体系 有 着 严密 的 久 地 球 为 中 心 的 特 ， 

性 , 即 地 球 位 于 宇宙 中 心 为 了 解释 向 运动 ,他 认为 太阳 , 月 亮 , 行 ' 
星 和 恒星 等 都 图 炒 着 地 球 旋转 。 他 引用 了 有 着 无 多 复杂 球体 的 体 

OR LB Se. 

埃 拉 托 色 尼 在 地 理学 SEPM AU HB 
书馆 主任 去 拉 托 色 尼 (各 元 前 275—195 ) 对 地 理学 的 发 展 作 了 很 . 
多 工作 。 他 第 一 个 使 用 了 “地 理学 ?这 个 名 称 ， 诚 然 ， 这 仅 只 是 对 地 

球 作 地 图 的 措 轮 -后 来 ;地 理学 "这 个 术 亚 才 有 了 “科学 记述 地 球 " 
”的 意义 。 

HPC EE MALE A, AUER Ie ai 4 
FER ESF 23°51 19.5". {LA Rix ES Ee 地 球 的 大 a 

ye : . 

堵 拉 托 色 尼 的 测量 是 用 在 亚 历 目 大城 济 定时 间 的 仪器 一- 圭 
表 来 进行 的 ,这 个 仪器 是 一 个 空心 牢 球 , 内 部 装 有 垂直 固定 于 中 心 “: 
切线 上 的 木 箱 。 这 个 本 全 投影 在 主 玫 内 部 侧面 上 。 根 据 立 影 的 长 得， 
即 可 决定 一 个 太阳 日 内 的 时 间 。 埃 拉 托 色 尼 根据 对 哉 影 的 测量 作 

a: 出 了 自己 的 计算 。 > 
| ”他 知道 ， 在 悉尼 夏至 那 一 天 的 

4 正午 ， 太 阳 直 射 最 深 的 井 底 。 这 就 
rae et | SRB ROR IEP EBB AE PIE 
本 KA LLY AB REE 

图 4 wren 色 尼 所 认为 的 与 悉尼 位 于 同一 子 和 
大 小 的 方法 。 冰 上 的 亚历山大 城 ， 在 同一 时 间 内 

e 3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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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EDL DLW RUE G JE PMMA IBGE BE, II 
HFG 6 EUS, le se HH A A Se Eh Ie LUA ee BB 
ERR AEF AB PE AEE BG WA RS BET RAE BR 

| HE ERR PE PIE 1/50 。 悉 尼 和 亚历山大 之 间 的 距离 是 
5000 埃及 的 斯 台地 亚 。 因 此 ,地 球 圈 周 等 于 5000X50=250000 斯 
省 地 亚 @ 。 后 来 ,他 为 了 使 这 个 数字 能 为 360. “ 除 尽 而 增加 了 2000 

CRU 252000 GHEE). 252000 157.5 Kk 1 个 斯 台地 亚 的 长 

~ BE) =89690 28. SRHTHE GS JEL BAR RS MEF SDR UR 
数值 的 。 其 所 以 是 偶然 的 ， 是 因为 那 时 的 仪器 非常 不 精确 ， 卉 且 
悉尼 和 亚 历 出 犬 之 间距 离 长 度 的 测定 也 是 很 粗略 的 ; 悉尼 和 亚 历 

在 大 并 不 位 于 同一 个 子午 线 , 同 时 悉尼 也 并 非 正 位 于 北 回归 著 上 ， 
-而 是 略为 靠 北 一 些 。 但 是 他 的 方法 是 完全 的 。 : 

Seti He Ga Jess — MH TBR RRR SCAG HSA GA 
必要 性 。 他 在 其 当时 已 知 世界 的 地 图 上 引用 八条 子午 线 和 同一 数 
目的 特 线 。 志 拉 托 色 尼 把 通过 亚 历 册 大城 一 - 罗 得 岛 的 一 条 著作 

”为 本 初子 午 线 。 但 是 ， 现在 我 们 都 知道 ， aia aah at Bl 

ae 

ee eee 

ERATE BB EREA , esol SET MATEO CL, BS 

”他 看 作 是 古代 “大 洋 论 ”的 代表 。 二 

] 
2 
3- 

斯 特 拉 波 的 著作 在 地 理学 发 展 中 的 意义 ”斯 特 拉 波 〈 各 元 前 
I 世 各 一 和 元 1 世 权 ) 在 各 元 工 世 和 ， 即 其 晚 全 完成 了 一 部 互 大 

”的 地 理 著作 。 这 部 著作 包括 17 管 , 名 为 “地 理学 "斯 特 拉 波 受过 优 
良 的 数 育 ,并 合作 过 多 次 的 旅行 。 据 他 谈 ， 他 全 从 亚美尼亚 到 达 了 

_ 意大利 ,从 依 克 辛 本 都 (黑海 (到 达 了 埃 塞 俄 庇 亚 。 

在 斯 特 拉 波 的 著作 中 ;自然 地 理学 所 占 的 比重 较 小 仅 占 整 个 

D “埃及 斯 音 地 亚 的 长 度 直到 现在 还 未 洁 全 确定 。 根 据 一 部 分 材料 一 个 斯 地 
亚 长 151.5 米 ,而 根据 另外 一 些 堵 料 则 为 185 米 。 因 此 地 球 图 周 之 长 或 者 是 

39000 公里 ,或 者 是 46000 公里 。 
e 39 e 



ee 1/7), ADB ARH RA AE A I AC 
HE VEBRIVSMSHB. : 

斯 特 拉 波 是 一 个 典型 的 区 域 志学 者 。 他 让 为， 地 理学 着 应 当 
“首先 确定 人 类 居住 的 整个 地 球 空间 (人 类 居住 区 域 ) 人 类 居住 区 - 
域 的 形状 ,自然 特性 及 其 对 整个 大 地 (整个 地 球 ) 的 关系 。 这 些 就 成 
为 地 理学 本 身 的 对 象 。 其 次 ,地 理学 者 还 要 报导 关于 陆地 和 海洋 各 
AAP WN SR” (=, 5 BH, 4 页 )。 

” ”者 特 拉 波 认为 ,整个 适 于 人 类 居住 的 世界 只 占 温 带 陆 地 的 坦 
他 也 承认 , 除 此 之 外 , 可 能 还 有 另外 一 个 适 于 人 类 居住 的 世界 ， i | 
EPR po (BR, MOLAR OTE ALLE TABS EL SIE 

按照 斯 特 拉 波 的 见解， 地 中 海 是 世界 的 中 心 。 意 大 利 、 希 腹 和 
小 亚 严 亚 是 他 谈 得 最 多 , 千 述 得 最 为 详 萌 的 地 方 。 为 了 使 这 些 地 方 
的 概念 更 为 清楚 起 见 ， 创 他 利用 了 其 他 作者 对 这 些 地 方 的 一 切 重 大 
LRT SSM GES. 

AGRE DER BE ES). CEE). HA 

SEA HSA AREA. RESTART URE AS, RDA BATT DL A 
和 伊 斯 特 河 以 北 开始 都 是 他 很 少 知道 或 是 完全 不 知道 的 地 方 。 易 

“北河 以 外 的 地 方 ,他 完全 不 知道 。 但 是 ,他 指出 了 在 欧洲 西 徐 亚 有 
下 烈 河流 : 替 拉 斯 (第 看 斯 特 河 ), 巴 勤 斯 芬 ( 德 震 泊 尔 河 ) 希 帕 尼 斯 
( 布 格 河 ) 和 退 黄 易 斯 (下 河 )。 他 指出 的 这 些 河流 的 流向 很 不 准确 。 
对 黑海 北部 的 海岸 线 ; 斯 特 拉 波 甚至 还 比 希 罗 多 德 了 解 得 少 。 他 对 

他 所 知道 的 亚 非 地 区 进行 了 描述 * 同 时 ,他 训 为 尼罗河 将 亚洲 和 利 
比 亚 ( 非 洲 ) 分 开 ,而 退 纳 易 斯 河 ( 下 河 ) 则 把 亚洲 和 欧洲 分 开 。 

斯 特 拉 波 虽然 是 一 位 地 理学 区 域 志 学 派 的 代 玫 ,但 是 ,普通 地 
理学 对 他 来 退 也 不 是 陌生 的 。 在 其 对 各 个 区 域 的 描述 中 ,他 提出 了 
很 多 自然 地 理学 的 一 般 癌 题 ， 这 表明 了 他 是 一 位 优秀 的 古代 自然 
地 理学 家 。 

“斯 特 拉 波 断言 ;每 一 个 物体 都 受 其 重心 所 吸引 。 因 此 ,地球 上 
e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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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 EET AKL FARE UR AS 9 ALTE AE MT TA BN 
FEE, AE OY, ABS Sd SIRI AEF el — By BE 
Mpekbk AAR IIT, HABE, BRE 
PAA HR. A, 假如 我 们 站 得 高 一 些 , 那 我 们 就 可 看 到 先 
“前 目 力 所 不 能 及 的 物体 。 斯 特 拉 波 第 一 个 把 这 种 通明 地 球 球形 的 

弟 明 引用 到 地 理 文献 中 。 
斯 特 拉 波 鞠 同 “大 洋 论 ”拥护 者 的 观点 ,因此 他 锡 为 ;大 西洋 和 

印度 洋 相互 接 过 着， 非洲 可 能 蕉 大海 所 包 国 。 他 把 陆地 想象 为 改 
大 洋 或 外 海 所 围 纵 的 一 个 巨大 的 岛 嗅 。 有 四 个 海 游 伸 入 陆地 内 部 : 
(L) Mew CUP) (斯 特 拉 波 认为 ， 里 海 与 大 洋 是 互相 连接 
的 )(2) 内 海 或 地 中 海 ; 本 都 (黑海 ) 是 这 个 内 海 的 东部 海湾 ;(3) 红 
HE (A) VEIT. ak eee ph PR? 

斯 特 拉 波 首先 省 意 到 陆地 ， 特 别 是 在 欧洲 的 水 平 切割 现象 
(Topusontaapnoe pacdqxreEeHHe)。 他 正确 地 评价 了 欧洲 比 其 他 各 浏 

在 这 一 方面 的 优越 性 .他 把 岛 几 划 分 为 大 陆 岛 和 大 洋 岛 ,他 研究 了 
陆地 的 升降 情况 ;水 的 破坏 作用 和 建设 作用 及 兰 角 测 的 形成 ;并 对 

。 气候 学 的 问题 进行 了 研究 。 
” -， 克 : 托 勒 密 的 著作 对 地 理学 的 意义 “ 托 勒 密 ( 权 元 90 宇 左 - 
右 一 168 年 ) 在 古代 许多 科学 俩 域 中 是 一 位 很 仿 大 的 权威 学 着 。 从 

= 构 元 120 年 起 他 就 居住 在 亚历山大 城 托 勒 密 必 自己 的 天 文学 互 著 
SEAR ICE” (Bermkoe TocTpOoeHHe acTpoHomaun ) ij 44- 

证 -全 在 这 个 著作 中 为 宇宙 的 地 球 中 心 体系 提供 了 论据 。 同 时 , 托 
勒 蜜 在 这 个 问题 上 运用 了 古代 许多 学 者 的 成 就 .根据 这 个 体系 ,位 
于 宇宙 中 忘 的 是 一 个 不 动 的 地 球 。 月 亮 , 行星 一 水星、 人 金星、 火 
JE ARSE AE, DRA ABE HS ER TG HET TRS 
AT HOWE, FEE ETRE MRR, KAR, 

RA BRE IG, HERE SI BM BR, 
He” FARMER tk RAED 16 HR,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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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 心 体系 所 代替 。 
托 勒 密 的 另外 一 篇 名 著 是 “地 理学 指南 ?(PyEOBOHcrB0 m0 Te0- 

rpaijam)。 他 和 给 这 门 科学 下 了 如 下 的 定义 :“ 地 理学 是 对 地 球 的 整 
个 已 知 部 分 以 及 一 切 与 它 ( 已 知 部 分 ) 有 关 的 事物 进行 线 的 描 准 ”。 
因而 托 勒 密 所 理解 的 地 理学 是 包括 制图 学 的 数理 地 理学 。 他 断 鞋 ， 
地 理学 提供 了 “在 一 幅 图 上 观察 整个 地 球 ” 的 可 能 性 。 除 此 之 证;, 托 
勒 密 双 分 出 了 一 站 “地 证 志 ”， 写 的 任务 是 详 组 地 描述 一 定 地 方 及 
ITA HOG HE | 

(EEE TY APPA BEB: (1) EE A 
BB BE MS iS HIE 9 EL ES Hl EERE 5 (2) BR 
ARR Be, ROR AS AS Se 
FEE 90° FAP 8 THAR LO, FEM 
WASH TAPE: 3 

SADE LRH Ty : A ESB BRE, IBC), FORD 
FEET ARN, fh O52 HEM ERTS 
大 陆 存在 的 意见 在 亚历山大 城 的 学 者 中 间 是 根深 蒂 固 的 。 托 勤 密 
在 其 地 图 上 画 着 一 英 从 南非 延伸 至 东亚 的 陆地 。 这 样 一 来 ;印度 洋 
就 变 成 一 个 四 面 闭塞 的 湖泊 ， 而 整个 北非 风 变 成 南大 陆 的 一 个 大 
“PET 

托 勤 密 是 大 陆 论 (KonTunenTaipnad TEOPUA ) AI —PLAC SS. uy 

RSE Hey 2 9 SLE AD Tit ES et eh, BE 
的 沙漠 或 者 是 不 能 通过 的 沼泽 。 Pa eh 

他 把 里 海 描述 成 一 个 封闭 的 水 域 。 在 这 里 可 能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反映 出 他 对 大 陆 论 的 信念 。 但 不 管 怎样 ,他 总 是 恢复 了 关于 里 海 
的 正确 概念 ,而 在 这 上 以 前 的 500 年 中 ,关于 里 海 的 概念 一 直 都 是 错 
BM. | | 

ERT AS IEMA LU, FORE EBA Sa eR : tn 
在 他 的 地 图 上 ,水 面 所 占 空 间 少 于 陆地 ;如 上 所 述 ,印度 洋 被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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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个 封闭 的 海 ; SE AY BE IGS he Be Bi 5 P= laf PE A aT Se HE 

Mint WARE FEM HD 3 DL RAL — A RUSE 

Ze P Hb , 1a BY ECS, FE BD i Ae HB A BL 

BR, SRR CBE BESET ETAT AD EF EE ASS iis 

FE OIAT Bi 1) SHEA. EL A SLE MAT AOA TS, CEM LA stead 

不 是 陆地 ,而 是 水 面 。 

-但 是 关于 存在 着 广 关 南 大 陆 的 意见 仍 然 条 镇 存在 。 对 南大 防 

的 榨 测 一 直 延 标 色 19 世 和 ,直到 俄国 的 航海 探险 家 只 灯 好 森 和 拉 
扎 列 夫 发 现 南极 天 陆 时 为 止 。 

因此 ， 古 代 学 者 确定 了 地 球 是 一 个 球体 或 差不多 是 一 个 球体 
《 巴 门 尼 德 、 亚 里 士 多 德 、 斯 特 拉 波 ) 和 大 概 地 测定 了 地 球 的 大 小 
CREE IE) > 他 们 拟定 了 一 个 字 雷 的 地 球 中 心 体 系 “〈《 亚 里 士 多 
德 . 托 惑 密 广 这 个 体系 只 有 到 16 Hea He A EMA PD 
体系 所 代 蔡 ;他 们 当时 话 稍 地 记述 了 地 中 海 附近 的 各 个 地 方 (项 罗 
多 德 、. 斯 特 拉 波 等 )， 发 明了 地 球 图 ， 货 定 了 科学 痊 制 地 图 的 基础 
《 安 炳 西 曼 德 ,米利 都 海 卡 塔 士 , 埃 拉 托 色 尼 、 托 勤 密 ); 同 时 还 提出 . 
了 许多 有 关 地 理 环境 和 人 类 诗 会 之 间 、 有 机 界 和 气候 条 件 之 问 的 

依存 关系 的 理论 开题 ( 德 议 克 里 特 等 )。 

oS 第 三 池 SE: Un} On BAT 

BRP HC SRS aa i 

Pere HAC A PIETER ELIA UNOS AIREY 

BY th 7A T AEH a at SCRE BE REALE, TBA CEE 
形成 以 后 不 久 . BEAR PEHB CIR TY WL PET REL SH ETO 

种 情形 渤 储 与 自给 自足 的 申 世 和 天 然 径 洲 相 适应 ， 因 为 这 种 经 济 
”可 久生 产 自己 所 需要 的 一 切 ,几乎 不 需要 任何 买卖 .远方 的 旅行 很 
少 了 ,因为 它 主要 是 与 贸易 相 联 系 着 的 。 地 理 和 视野 因而 缩小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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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LEK T ET RL RR, 
AGENT WOH. HBAS ATR AU RAT EERE HR 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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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LI, WAR KE. 地 球 大 小 及 其 他 等 等 ” 
“的 研究 ， 只 有 当 这 种 研究 甬 促 进 对 上 带 智 慧 的 崇拜 时 地 是 最 理想 

人 

的 ， 如 果 这 种 阴 宪 使 我 们 的 思想 离开 了 上 帝 而 趋向 一 些 更 为 低 航 

的 对 象 , 那 就 是 有 省 的 。 基 督 数 秆 妨碍 着 任何 对 自然 的 芙 正 客观 的 

三 完 。 他 们 认为 最 大 的 智慧 在 于 一 个 上 帝 创 造 了 字 宙 。 人 类 的 一 切 

智 莓 都 在 “圣经 > 中 得 到 关 明 :- 在 这 里 一 切 有 害 的 东西 都 受到 了 多 
责 , 而 一 切 有 俭 的 东西 划 保 存 了 下 求 。 

西欧 早期 中 世 和 的 地 理学 是 基督 数 思 想 和 证 中 时 代 思 想 @ 的 
混合 物 。 共 督 数 思想 是 必 圣 轰 的 肤浅 解 讼 为 根据 的 ,因此 又 恢 复 了 

最 初 那 种 原始 的 地 图 ,在 这 些 地 图 上 地 球 改 描 迷 成 一 个 中 间 为 “ 圣 
城 " 和 远东 有 天 国 的 平坦 的 园 盘 。 古典 著作 中 的 那些 和 根深蒂固 前 骂 
葵 又 堆 搬 了 出 来 :如 关于 北 风 (北国 ) 旗 出. 里海 “海湾 "及 西方 尼 罗 
河 的 概念 ， 关 于 造 远 地 区 各 奇异 民族 的 概念 以 及 关于 各 入 各 样 非 
自然 现象 的 概念 。 但 是 ,早期 中 世纪 地 理学 也 反映 了 天 代 的 某 些 成 
就 .许多 学 者 (特别 是 可 敬 的 具 达 ; 672 一 735 年 ) 认 为; 地球 是 球形 
的 。 并 不 是 所 有 中 世 和 时 期 的 地 图 都 是 原始 的 ， 例如， 在 右 航 海 国 
上 地 中 海 的 畏 廊 就 葵 画 得 非常 正确 。 

当 神 学 将 科学 变 为 自己 的 奴仆 久 后 ， ERASERS 
ARATE AEZE. PSE MA EE EGER TS . FE 
SEW BU 。 FDA MVEA) HO AP AEE T BW 

ang 0 - 印 第 考 清洗 夫 的 地 理 “ 概 念 ” 

考 斯 启 。 印 第 考 浦 洛 夫 (6 世纪 ) 在 其 作 商 人 时 全 游历 过 很 多 

FOP ais A AAT FART RES EME 

QO BRR MRIS EXto—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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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y 

(8G. (AL fb BAECS , ALBEE T EIS, ALAR 
BRE RPE HB LE AIC Bi Gn OI PR BE” WORIETE , “ST — ARH 

Ri SSI” BIG + AAS RE EE 
学 ?在 东欧 流 僵 甚 广 。 

| 在 这 个 著作 中 :; 他 否认 地 球 的 球形 , 而 断言 地 球 是 平坦 的 ; 子 
路 搬 痊 是 地 球 的 中 心 。 很 据 他 的 意见 ,地 球 是 一 个 长 方形 的 地 板 ， 
或 者 是 房屋 底 基 ;或 者 是 箱子 底板 。 圆 形 的 ( 宕 隆 状 的 ) 屋 顶 或 车 冤 

” 看 复 于 这 个 房屋 的 糯 训 之 上 。 天 使 从 车 宕 下 方 推动 着 各 个 星体 。 太 
， 骨 离 人 们 居住 的 地 球 是 很 近 的 ,在 大 小 方面 它 是 不 大 的 , 比 地 球 要 
MEL BERRA REACH DAI a io BEE Thi 
PSSA ERR LS), Pak, Bea NOES 

- ee eee BOIS ELIS) 0 

Hit nw hBRBA 

y < 

“图 5 - 考 济 马 的 地 理 概念。 
根据 考 斯 忆 … 印 第 考 浦 洛 夫 的 意见 ， 人 类 居住 的 陆地 成 长 广 

形 。 陆 地 的 长 度 比 其 宽度 大 两 倍 。 已 知 陆地 的 四 周 是 天 洋 而 大 洋 
的 四 周 则 是 外 部 陆 二 -在 那里 居住 着 洪水 以 前 的 人 娄 。 天 国 位 于 这 
个 外 都 陆地 的 东部 ,有 四 条 河流 从 这 里 轻 大 洋 下 面 流出 ,并 以 幼 发 

“ 拉 底 河 、 底 格 里 斯 河 . 尼 罗 河 和 恒 河 的 形式 呈现 于 人 类 居住 的 陆地 
荆 。 天 洋 有 四 个 海湾 : 罗 启 海 涉 ,阿拉伯 海 湾 . 波 斯 湾 和 里 海湾 。 考 
斯 局 。 印 第 考 浦 洛 夫 的 地 图 ,看 来 是 极端 原始 的 。 里 海湾 又 重新 代 
HET HH. 

Bae , Ze FAI Hs THAR ey De ak HRS as , ET TAB BAY 
CLLR ERIE HH RVR ; 



= Meat AME ee See 

| RPE, Be Ye eI AR, ZED RE 
JE EBLE NODS: (AE ES PE AE RK, PA 
那 维 亚 牢 岛 的 日 尔 曼 民 族 ) 仍 然 完 成 了 十 分 巨大 的 地 理发 现 。 

起 源 于 日 尔 曼 民 族 的 北方 野蛮 民族 还 在 多 元 初 几 世 和 思 时 就 居 
住 子 日 德 苦 全 岛 及 其 卷 近 的 岛 昨 上， 以 及 斯 境 的 那 维 亚 牢 饲 的 西 
岸 和 南岸 .这 些 北方 民族 在 西欧 改称 为 主 曼 人 ( 亦 即 北方 人 ) 而 东 
欧 各 民族 则 把 他 们 称 为 汽 利 亚 格 人 。- 

在 西欧 北部 这 些 地 区 的 农业 是 不 发 大 的 ， 谐 曼 人 主要 以 辫 牧 
业 、 捕 刍 业 以 及 海 兽 狩 独 业 为 生 。 为 了 寻 觉 刍 类 及 海 兽 ; 他 们 沿 北 
方 各 海 进行 远航 。 他 们 以 自己 的 从 产品 一 一 毛 皮 及 链 类 与 西欧 农 
业 国家 进行 交换 .有 时 他 们 也 从 事 奴 隶 贸 易 。 

证 曼 人 已 会 建造 适 于 远航 的 海 船 -恩格斯 指出 ; 诺 曙 人 当时 在 
航海 业 中 引起 了 整个 的 变革 :“ 他 们 的 船只 是 非常 精 实 而 坚固 的 海 
航 帆 船 ;有 着 据 创 的 外 形 , 主要 依靠 一 个 帆 ， 对 于 严守 北海 中 的 风 
暴 毫 不 县 惧 。 正 是 依靠 这 种 船 ……, 庄 螺 人 开始 一 方面 向 君 士 坦 丁 _ 
保 、 另 一 方面 向 美洲 进行 掠夺 侵 击 。 制 造 这 种 龙 以 横 滤 大 西洋 的 船 
只 在 航海 中 引起 了 整个 的 革命 ,同时 在 中 世 构 结束 以 前 ,在 欧洲 的 
所 有 海岸 地 区 都 已 制造 这 种 新 的 兴 麻 (龙骨 ) 海 船 了 。 BABI 
BETHEL ATEN, HIMEPTAB HR, ILPEKERE SRM 100 

ni, NET SAS AMIET A BHF —— PA 4 
Heo "@ 

EEE AW RB , se SUE WIGHE RLS 与 长 子 。 其他 小 的 

- 沁 子 就 不 得 不 去 从 事 海 上 狩猎 、 慷 易 和 当 海 盗 。 为 了 开始 经 营 ,这 
些小 儿子 从 富裕 的 家 庭 里 获得 海航 帆船 ， 工 从 自由 民 中 招募 一 些 : 

水 手 , 便 出 发 去 进行 海上 冒险 活动 。 他 们 在 海上 主要 是 扒 动 而 船 > 

@ 马克思 恩格斯 侍 集 ;二 郊 ; 第 二 纺 ; 518 页 。 _ 
‘ee 



FER ETE EATS SST A EN AAP i AS eM ATE TH ES AR. 

业 。 这 些 海 盗 的 首 倾 一 _ 诺 曼 人 头目 也 被 称 为 海王 。 
从 8 世 和 加 开始 ， 蓓 受 人 已 成 为 所 有 西欧 沿岸 各 国 的 一 种 极 大 - 

的 威胁 。 由 北部 日 尔 曼 直 到 南部 西班牙 沿岸 的 一 切 地 区 均 遭 受到 

他 们 的 踩 蹦 。 当 起 潮 时 他 们 的 小 船 队 就 窗 入 河口 ， 浏 流 直 上 ， 深入 

和 国内 部 。 他 们 出 甚 不意 地 进行 恤 击 ,情况 不 利 时 就 迅速 退却 .他 

们 踩 跨 了 整 块 的 地 区 。 用 现在 人 们 对 当时 情景 的 摘 迹 来 请 ines 

KFVEB BE , BB AMARA ZY T 0” 

谐 曼 人 从 斯 霸 地 那 维 亚 件 岛 出 发 向 各 个 不 同方 向 航行 。 

在 他 们 商 东 沿 着 波罗的海 推进 时 ,, 他 们 进入 了 里 加 湾 及 芬 苦 

汶 。 沿 着 斯 拉夫 人 所 熟知 的 各 河道 ， 谐 曼 人 ( 珠 利 亚 格 人 ) 到 达 了 

票 海 ,并 楼 纺 向 拜占庭 航行 。 

ee LCRA ARETE TS Sle A ELE SRA 

9 Tih#c ) » 

在 西北 方向 ,他们 第 一 个 横 波 过 大 西洋 发现 了 冰岛 和 格 陵 苦 

fis, 并 在 这 两 岛 上 建立 了 殖民 地 , 同时 还 到 达 了 北美 的 东北 海岸 。 
“但 们 在 大 不 烈 题 岛 的 北部 及 东部 许 海 岸 、 萌 岛 以 及 冰岛 的 东 
部 定居 下 来， 井 两 次 侵占 英吉 利 (9 世相 后 补 叶 及 11 Hw) 
BARBARA (LORENA EAR Ae 
OP ELI WERE LE BD 3K 

WUC Wel ee ae 
Fi BAGS Sh 05 LRA ED a SAE: SB Ze 
PGR TA RE ACAI EH, ABATE FTE I ie | 救 救 我 

们 吧 ! 上 帝 , 从 诗 曼 人 的 暴行 下 救 救命 吧 !?。 
整个 可 以 说 ， 讲 曼 人 生活 的 社会 轰 济 条 件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促进 

了 他 们 地 理 知 访 的 扩大 和 地 理发 现 的 进行 

eATe 



BP wEAORAMEEE ARO EER 

ia Se NBG BE Hi US HH BE a BRK eB 当 挪 

BUR — FENN DL RE ° 哈 尔 法 盖 尔 美发 的 ) 国王 政权 下 面 以 后 加 ， 

这 些 无 法 无 天 的 海盗 就 带 着 家 庭 离 开 了 自己 的 故 岁 。 这 时 丰 一 个 
BERG MBEA (HSH, 867 年 ) REAP 
— PI BIA SHE , RIS SHEDS 5 OK OKIE) » TL YK JN 
RMR AM RAARK (AW 13,000 平方 公里 )。 £2870 
48, G-RFLAADENA, MARSTON E— TE 
‘Hi, F874 ERE LEY TOPE, 后 来 便 拉夫 成 为 填 “ 
克 雅 维 克 城 《现今 冰 岛国 都 7)o944 HES RRA 

独立 的 共和 国 。 冰 岛 的 移民 大 攀 还 在 15 HERE BIT 0 BEER 

BRLAOGAA. . 

BEBE BIE CEE) 上 所 记载 ， 在 冰岛 以 西 有 -- 鞭 很 大 的 

”陆地 ,还 在 920 IRA LUSH RAI 
陵 戎 岛 的 最 后 发 现 是 与 块 立 克 。 累 匿 伊 的 名 字 分 不 开 的 。 诸 立 克 ， 
BEF (Bex se ¢ HIS) TART AAEM BRIAR. TR 

SESE TH DAR A FI Ok AS» 1 ZEEE a A RL AE, RSI 

FEK 983 4, 他 带 着 不 多 的 随从 由 让 马 向 西 航行 ， 企图 在 那里 发 

现 更 大 的 陆地 。 RATT ime 5000 公里 之 后 他 发 现 了 一 个 阴沉 的 、 

为 冰川 所 复 善 的 地 方 。 经 过 长 久 的 探寻 之 后 ,在 这 个 新 发 现 地 方 的 

西南 岸 迷 于 发 现 了 一 块 长 着 新 鲜 称 草 的 平原 。 拨 立 克 。 昧 匿 伊 把 
这 个 平原 叫做 格陵兰 ( 烁 色 地 ) (参看 图 6)。 后 来 这 个 名 称 锌 扩大 
用 于 鸥 85 双 的 地 方 为 冰 所 复 盖 的 整个 岛 赋 。 、 

， 几 年 以 后 , 埃 立 克 返 回 租 国 ,得 到 赦 允 ,招募 了 许多 殖民 者 ; 井 
带 合 整个 小 稻 队 向 格陵兰 前 进 。 一 部 分 海 船 在 航 途 中 遇难 ,但 最 后 、 
还 是 有 500 人 到 达 了 格陵兰 的 西岸 。 移 民 们 在 这 里 主要 从 事 捕 县 

@ ”挪威 在 860 一 874 年 代 的 内 战 后 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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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AUEP ER 
eae RR Bedi ye PRESET ESE ARE OE A. 
KK AK YA i He AAT EE Re TROL 

” “多 天 航行 后 ,这 些 海员 们 最 后 看 到 了 一 个 森林 密布 的 丘陵 地 方 。 他 
(PDT Hid AL, MES 10 天 前 航程 才 到 达 了 格 陵 凑 。 t. 

HP PERO A AUT EH RB RA TS, te 
He BEN LPR A AR, AH AIRES IE. HY 1000 年 时 ， 
SOK REPL AN GT, GRE MOUS RT 
PRAWN BENE AM, Abe he aS 
(Fi HB) IX HUY WY BE: ASS BMS GAC HE RA PAL AT LR 
JR HARB SLT EEK ESE, ARSE PMT HS IE 
iS SMe) MMOS BASS MLA TH PE 
葡萄 的 地 万 的 海岸 ;他称 这 个 地 方 为 芬兰 德 ( 酒 地 )。 在 几 年 的 过 程 
中 ,格陵兰 的 殖民 省 都 全 航行 到 这 些 新 发 现 的 地 方 ,他 们 甚至 与 当 
地 土著 居民 进行 贸易 ,但 是 他 个 未 能 建立 固定 的 村 落 ,现在 几乎 所 
有 的 历史 学 家 都 认为 菜 夫 所 发 现 的 地 方 就 是 北美 的 东北 沿岸 地 

| KAA ASE HU BRT TCH 相反 地 ,他 全 把 这 些 
新 发 现 的 陆地 列 入 欧洲 地 区 。 

ATH eC rte ae ERAARM2.* 
部 分 殖民 者 死亡 了 ;其余 一 部 分 ， 或 者 四 处 漂泊 ， Bes dr 
基 靡 人 素 居 在 一 起 。 了 

因此 ， 诺 曼 人 改 现 了 冰岛 、 格 暴 苦 和 北美 的 东北 沿岸 地 区 ( 拉 
布 拉 多 及 帮 芬 兰 沿 岸 地 区 )。 这 些 瑟 大 地 理发 现 的 完成 与 庄 曼 人 的 
APES MLE LU RE, PRN RE AH 
紧密 的 联系 。 

; 五 ， 支 装 的 旅行 

从 很 早 的 时 候 起 ,在 中 国 和 印度 之 间 就 发 展 着 相互 的 联系 .这 
e 49 « 



种 相互 联系 基本 上 是 通过 雨 个 方面 产生 的 : 通过 中 国 早已 著名 的 
AAG DAM 2500 年 前 即 已 产生 于 印度 的 佛 数 的 传播 -大 葛 还 在 
公元 前 几 世 可 ,就 已 存在 着 这 种 联系 了 。 这 时 已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发 展 

着 陆 上 的 联系 ,大 概 同 样 也 发 展 海上 的 贸易 。 、 
EEK SLES EA SEW. TES 

TE 15 年 之 久 〈629 一 645 42). AEH ERR RA UN BU 

“PSEA T EVE. TE RAT RUE. RE, 
灼 而 越过 各 大 山系 到 达 了 印度 。- 他 返回 的 道路 通过 了 塔 克 拉 启 二 

- 沙漠 的 南 和 缘 。 玄 上 装 的 书 (* 大 唐 西 域 记 ”) 是 极 有 趣味 的 他 氢 述 了 许 
多 冒险 故事 和 他 所 战胜 的 那些 危险 。 他 在 印度 的 旅行 逼 及 公国; 到 ， 
KEE) GUMBO TT BR, MMR MB 
在 印度 一 个 著名 的 最 高 学 府 ( 那 烟 陀 寺 ) 滤 过 了 许多 年 。 支 上 村 在 这 
里 得 到 了 法 师 的 称号 , 井 作 过 这 个 最 高 学 府 的 副 校 长 "印度 人 民 对 
知识 的 热 妥 使 他 感到 惊奇 . 关 认 印度 人 民 , Be: ER ee, 志 一 ， 
HHA. THEBES FLARE MBDA, HE BA 
A RRM.” © | 

Se EEK, WHORE T REM AURIS 
宗 数 和 政治 上 的 联系 的 扩大 。 oe 

~ PRMGAHIS Re ATER 4 

在 7 和 8 ACT, i —- MA—- PARAM HAR, Sse T 
JOH HAL. HPP ERE OME A: TAGES , SERA ARTS, GF 
遍 高 原 和 士 尔 克 斯 坦 , 亚美尼亚 高 地 , RMD, Be 
东部 沿岸 地 区 ，, 埃及 以 及 非洲 的 整个 地 中 海 沿岸 地 区 。 在 711 年 , ” 司 
阿拉 伯 人 便 穿 过 了 直布罗陀 海峡 ， 卉 在 几 个 月 中 征服 了 几乎 整个 
比 利 牛 斯 牢 岛 。 这 样 一 来 ;阿拉伯 人 就 夺 得 了 从 西欧 到 东方 和 印度 
的 巨大 通商 道路 的 主要 阵地 ,这 些 通 商道 路 起 自 地 中 海 ,中 轻 苏 伊 

@ 页。 尼 赫 答 :印度 的 发 现 , 世 界 知 裁 出 版 社 ,1956 年 ,2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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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中 亚 、 GoGo AE RE GL BUA ART eH a EEE 
pe 长 

在 8 世 各 中 叶 ,， 他们 发 现 了 科 摩 罗 和 群岛 ， 并 风 其 占 便 。 欧 9 世 
”各 时 (不 晚 于 9 世纪 );, 他 们 发 现 了 局 达 加 斯 加 驴 , 并 与 当地 居民 建 

，” 立 了 实 易 关系 。 更 晚 一 些 时 期 ,他 们 在 非洲 海岸 的 莫 三 鼻 答 小 岛 上 
设立 了 海外 贸易 代理 站 。 这 里 是 阿拉 伯 人 在 非洲 最 南 的 地 方 。 
-阿拉 伯 人 完成 了 去 往 印度 、 基 至 去 往 中 国 的 航行 正如 局 可 学 

、 罗 所 报导 的 那样 ,阿拉 伯 人 的 海 船 是 不 好 的 ,这 种 船 是 用 椰子 娠 的 - 
SFR RHE DBT ft JR TERS RETRO. PISA eA 
业 中 不 合 使 用 铁 。 SEMM AAR EMEP ET, ea 
从 巴士 拉 《 与 南亚 和 东亚 进行 贸易 的 最 重要 的 阿拉 倡 港口 ) 出 发 ， 
沿 伊 刘海 岸 通 常 仅 能 航行 至 和 尔 木 斯 炭 。 在 和 尔 本 斯 峡 附 近 的 一 
企 港 潜 , 阿 拉 伯 商 大 就 把 自己 的 货物 移 装 至 中 国 帆船 上 ,或 中 国 大 
fy bse. 

FE EER An Ae ARTO LH ES RET. BARA Bt 
SLA BRAG , PORES BUNT MEH. Ze IM 
S00, EA CRE EWU TE STATA ig RIA 
ERE, 然后 向 尼 科 巴 群岛 和 麻 大 甲 海峡 航行 。 在 9 TART, 
国 和 前 亚 的 贸易 极为 繁 茉 。 例 如 ， 下 面 这 种 情况 就 可 以 就 明 这 一 
点 : 根据 阿拉 伯 的 中 料 ， 当 时 仅 在 激 浦 一 个 地 方 就 居住 着 大 鞠 - 
120,000 信奉 伊斯兰 数 的 外 国人 (来 自 阿拉 伯 和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 。 

当时 从 前 亚 各 地 区 和 埃及 罗 出 的 货物 是 比较 东 的 ， 但 是 从 东 
大. 特别 是 失 印 度 和 东南 亚 却 壤 出 了 大 批 的 货物 。 印 度 " 货 品 中 最 
主要 的 有 贵重 的 布匹 ,象牙 ,宝石 和 珍珠 ,各 种 香料 (种 香 ， 龙 省 香 
等 ), 特 别 是 胡椒 香料 ,生姜 ,小 曹 营 , 肉 昔 营 ;丁香 和 肉桂 。 

中 世 各 的 欧洲 贵族 ， 需 要 和 翌 这 种 富 于 刺激 性 的 届 味 品 帮 在 食 
物 中 , TER— PSSA A DRADER, 以便“ 在 他 们 张口 饮酒 时 能 从 
伍 个 口 里 喷 出 象 失火 时 一 样 的 热气 "为 了 刺激 食欲 ， 不 仅 用 各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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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 PU OSL BL SK , Fe] SH ALE AO SEE BY 
ITN SHS MS a, Be a VR ASHE 

LEIS, BASEL AL MEI SO Le OA ES BL 
bik Fs EE FES BE Mas Bl SR a a Ts AES BG We 
KPEMHAALRELMETHAES, MSRM EMA 

AMBER | = 
对 外 贸易 的 发 展 和 阿拉 伯 人 对 广大 颌 域 的 征服 ， 地 在 阿拉 伯 

人 的 地 理学 中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反应 。 商 人 的 远航 帮助 了 和 促进 了 旅 
行家 们 深入 迁 远 的 亚 非 各 地 区 。 

”通过 阿拉 伯 的 地 理学 家 ,西欧 人 才 知 道 了 南亚 。 阿拉 佑 地 理学 

REM AALS RB’ wy, APRS TT eA EE 
$b, 居住 在 这 些 海岸 的 民族 , UR BIRR BPE 

AE PERRI HAF WER BREST BES. HPT IRIE 
POM, Ra SEH Asn. ALIA RS AP 

| SEPA, RRS AKI. EAA 
AAT LAE ESS BS TEN AREA 
POA 2 BES HAT RAED ERR» ESE A RL 10 世 

程 的 马 苏 第 最 为 著名 。 由 于 他 力图 亲自 了 解 各 个 地 方 的 名 胜 及 其 
居民 的 风俗 习惯 ,他 全 访问 了 东非 ,印度 :中 国 和 爪哇 。 他 从 东 到 西 
BTR PMS ER ,考察 了 伊拉克 和 和 撤 利 亚 ; 此 外 他 还 草 间 巴 格 
达 和 巴士 拉 的 学 者 .商人 和 旅行 家 必 补充 自己 的 地 理 知 愤 。 

局 苏 第 对 印度 和 中 国 知道 得 很 清楚 。 他 在 描述 印度 时 首先 指 
册 当 时 所 有 学 者 认为 印度 是 文明 的 故 岁 尤其 是 他 指出 ;所 虱 阿 拉 
伯 数 字 和 计数 法 本 身 , 都 是 从 印度 借用 来 的 。 

BRB BA 9 中 国 是 一 个 好 地 方 , 那 里 有 和 良田 美 士 , 江 渠 绝 横 ， me 

“APSE DERDBR” GS— NMEA BRA RE—KIR 
BE) A ft LEI PR APOE ZEST HB DT EG) ,而 
这 种 市 场 却 正好 是 前 亚 ,. 中 亚 和 北非 最 显著 的 特征 ,在 这 里 的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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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中 商业 极为 繁荣 。 

局 其 第 对 襄 加 案 作 了 宝贵 的 并 述 。 他 强调 指出 了 高 加 案 地 区 

荆 言 及 民族 的 复杂 情形 。 他 谣 道 :只 有 一 个 万 能 的 上 帝 才 能 对 出 

这 个 山区 中 所 有 民族 的 名 字 来 "。 当 时 这 里 至 少 可 以 分 出 诗 各 种 不 ~ 
同 征 言 和 方言 的 72 种 民族 。 
局 苏 第 对 块 及 作 了 美丽 的 描述 。 
局 苏 第 之 同时 代 人 伊 本 “ 海 卡尔 在 10 ASEM OE A 

” 描述 了 一 切 伊斯兰 数 的 地 区 。 他 对 基督 数 徒 居住 的 地 方 采取 轻视 ~ 
的 态度 ;他 解释 道 :“ 对 智慧 和 伊斯兰 数 政 府 的 爱戴 ,使 我 饶 不 能 先 ”- 

揭 基 督 数 德 y 甚至 也 不 能 刀 迹 他 们 。 

伟大 的 阿拉 伯 地 理学 家 伊 本 巴 图 塔 是 一 切 时 代 和 -_ 切 民族 
的 晤 催 大 的 旅行 家 之 一 ,他 于 14 世 种 初 诞生 于 丹 吉 尔 。 他 游历 过 
PAR, 中 亚 和 东亚 各 地 , 穿 过 了 小 亚 笨 亚 和 北非 , 也 到 过 黑海 沿岸 

” 伊 本 . 巴 图 塔 之 所 以 能 进行 多 次 的 远道 旅行 ， 是 由 于 他 座 历 
HON SEAR EAB BHO ailaitias 他 都 可 以 

seue 
Seen axe 

< 

rer Ho oyfalis 



SAFE, EBA ARR MAB, LT PRA — EB 

一 一 一 

”在 阿拉 伯 人 或 伊斯兰 数 徒 商人 那里 居住 下 来 。 

阿拉 伯 的 地 理学 因 一 系列 原因 而 具有 一 定 的 意义 。 阿 拉 伯 人 
未 仅 在 当时 对 各 个 地 区 作 了 美丽 的 记述 ， 同 时 驰 保 存 了 古代 作者 
的 一 部 分 著作 ,而 这 些 著 作 当时 在 西欧 是 不 为 人 个 所 重视 的 。 兆 其 
是 他 们 全 将 托 勤 密 的 地 理学 , 情 成 了 阿拉 伯 文 :阿拉 伯 信 在 天 文学 
中 有 着 显著 的 成 就 .无论 如 何 是 大 大 地 超过 了 希腊 人 .阿拉伯 人 天 
SOUR RERKEE LES RAURMMATA RR. MRE YS 
a yen FBZ EAH, Ot BREE) HT 
WAS 8 TED, SERA RAO , PR AV EAT BAL 
SADT HE Ha EE PORE ES. PARR ER, PAE 
Hehe HEIR EIT 17°2—3e, 

3 

| 
4 BUSS HKG 

在 13 世 和 可 时 可 古人 出 现 于 世界 舞台 。 仁 们 占 僻 了 广大 地 区 。 
还 在 13 世 罗 的 前 件 叶 ,蒙古 人 就 已 远 远 侵入 欧洲 。 在 13 世 和 后 全 
叶 便 们 的 颌 地 已 包括 有 :整个 中 国 、 朝 鲜 . 中 亚 及 十 耳 克 斯 坦 、 南 丁 

” 槛 吉 人 在 其 所 占 倾 的 地 区 进行 了 可 怕 的 破坏 。 因 而 西欧 有 元 
力 的 集团 就 很 自然 地 产生 了 一 种 希望 ， 想 要 知道 这 些 可 怕 的 偿 略 
SEVER AA. US, 蒙古 人 对 宗 数 的 问题 是 极 不 关 居 的 ,他 
们 万 许 一 切 南 人 ,不论 他 们 的 宗 铬 信仰 如 何 , 此 可 在 其 领地 上 进行 

′ 慷 易 。 他 们 甚至 尤 许 基督 徒 和 佛 数 徒 建筑 记 宇 和 教堂 ,而 同样 也 万 
PUT EEE ETH IF | | 9 

TLR MRE A A-SI 
iH GEM OL UE AS, BSE SSE ARADO i See 
(ES HMR EE @ (1245—1247 42) AY TY Ee (12538—1256 年 儿 参 

GAS) LEE A FEE ORT OP LE EL RR 0 TE FEA Bh BG 

© 法 国 人 将 他 称 为 相 期 嘉宾 一 一 强 者 。 ag 
5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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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谢 和 林 ( 位 于 现在 蒙 吉 人 民 共 和 国之 北 的 蒙古 人 的 大 本 营 ) 的 长 期 
BRATS PEE Me TETRA DE AS Os TA 
中 部 自然 界 的 材料 ,以 及 关于 各 个 民族 (特别 是 蒙古 人 )、 他 们 的 生 
活 和 风俗 习惯 的 材料 。 同 时 加 尔 皮 尼 在 蒙古 大 汗 的 大 本 营 中 逮 到 
了 俄国 的 大 使 团 , 其 中 有 俄国 公 每 雅 罗 斯 拉夫 。 弗 谢 沃 洛 维 奇 。 

在 马 可 地 罗 的 书 中 对 亚洲 各 地 方 它们 的 自然 界 , 居住 在 这 些 | 

Hy WS RL, WG Ue AEE TE BE ES 
#2 1255 42, A RUE A Je a CE THK) ° BAG 

斐 阿 (局 特 斐 依 ), ED We Soe nT RR ae AT Ed 
的 旅行 -14 ENG ALLEY T tk Y 
学 罗氏 兄 第 两 人 双重 新 去 往 东 方 ， 这 坎 还 带 有 死去 妻子 的 尼 可 拉 
的 泡子 马 可 地 罗 同 行 。 马 可 地 罗 人 篆 在 亚洲 各 地 作 过 长 期 的 旅行 ,在 
他 返 回 故 少 以 大， 记述 了 他 自己 的 旅行 和 二 位 老 李 有 罗 的 旅行 。 

一 这 几 位 过 罗 反 威尼斯 商人 在 地 中 海 的 最 东 岸 ( 阿 克 拉 ) 开 始 了 

自己 的 第 三 其 亚 济 旅行。 他们 由 亚 历 山 太 勤 达 淤 出 发 向 小 亚 交 亚 

中 都 前进, 而 后 由 此 去 往 亚 美 尼 亚 。 地 罗 兵 三 人 从 亚美尼亚 高 原 折 

面 向 南 行走 ,着 治 夸 格 里 斯 河 河谷 到 玉 巴 格 达 。 然后 顺 流 而 下 ， i 

SESE EEC SRE PCa, POSER ERE, HES AN SO aE 

BY EPICS ANAS MEL TPZ Hy ERT” 
| BB ARSE FG An AT APE BUGS TAR OR EP PR 

Ba PA APTS SSR An Arc ARS AS PE EY SE, PLE 

FO FEE SESS HE METG A FO A AT HE , a TH A, 通过 

人 但 这 时 “已 改 破 坏 的 

gas 

AT RMAUY BE EB ATA (WLR ) BIE , 到 达 了 帕 米 尔 的 南部 地 

区 ， ats +x ER 0 HET PKR aA A ) 5 TAT FE 

FR HO ae HH As FB HE A BI 5 PE Uh HEY 

@ 就 在 现在 , 巴 寸 拉 地 区 还 是 久 海 训 善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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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M, 火光 也 不 象 其 他 地 方 那 祥 亮 , 颜色 也 变 了 ， st 
BA” GB 50 8) : 

$3 JULIE IA BAK A Bac A SFU AP 
SST DR EY AML APL YES SAE a HL SFU VD BB RAT HE, WRIST PR IE 
STH, MAW Ue A UGA TA PO ELS) PR AT 
访问 了 罗 普 城 (罗布 城 )。 此 城 目前 已 不 存在 , 它 的 位 置 大 概 离 罗布 
WAAR ¢: 家 

他 们 从 罗 营 起 行 至 肃 州 ( 汪 苏 5)( 芭 今 之 酒泉 主 者 )， He 
| HERAT HEREIN) BRED) > Hawt Ge 
iriecuneras ane wenn 
Si ils EE AYP OR ATK, HEAR TAS SER AER 
RABIN ATES A : ; 

Da, SERS ARRAS iain 
PIER A BAL TEL TEE Bit SR LR EE 

See Pi, MIMS ZI )e 6 7 he 
ig y= BB Hee Ay" He DLS A EET oh LE 

~-—~> £EP RL Ae 

一 一 BEF HB 
609 0 699 1200RB 7 

E17 ABRAHAM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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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尽 的 财富 ,巨大 的 商业 城市 极 好 的 道路 和 桥梁 , (HAZ a 
可 渤 的 华丽 宫廷 及 其 狩 猎 。 西 欧 的 许多 航海 家 ,其 中 包括 哥伦布 都 

欧 想 寻找 这 些 美妙 的 “ 卡 塔 依 *@ 城市 。， 
为 大 汗 服务 多 年 以 后 ,地 罗 拱 一 chmcaiiibaaisaianasi 

斯 人 乘 中 国 商船 从 海上 去 往 巴 士 拉 。 
探险 队 从 赛 桐 (现在 的 泉州 ) 港 出 发 ; 经 过 了 中 国 南海 (清海 )。 

局 可 李 罗 报导 了 关于 这 个 海中 星罗棋布 、 犹如 迷 富 似 的 岛 赋 和 有 
关 季 风 的 情况 。 
显然 ,所 彰 达 些 星罗棋布 的 岛屿 就 是 指 印 度 尼 西亚 而 三 大 
旅程 穿 过 了 马六甲 海峡 而 进入 印度 洋 。 旅 行家 们 轻 和 木 斯 峡 

到 达 了 巴士 拉 。 
BUSH ARTHAS KSA BIT, TA 

时 也 对 非 州 各 地 区 、 北 亚 和 东欧 作 了 报导 。 但 是 这 些 消息 往往 是 不 

符合 实际 情况 的 。 

中 可 地 罗 第 一 个 把 具有 尚文 化 的 中 国 介 引 答对 欧洲 人 ， 他 
的“ 书 "在 15 一 16 世 各 的 地 理 大 发 现 中 中 起 了 重大 的 作用 。 这 本 书 
全 是 优秀 地 理学 家 和 地 理 天 发 现时 代 各 探险 队 贷 导 者 的 参 : 考 书 。 
当时 (14 世 和 可) 糯 制 亚洲 地 图 也 全 利用 这 本 着 。 

八 _ 阿 法 物 西 “ 尼 枯 丁 三 海流 礼 @ 

人 俄 

译 者 注 ) 商 从 阿 法 栅 西 。 尼 基 丁 在 

1466—1472 E561 J 迫不得已 的 印度 旅行 

| 在 巧 世相 后 年 叶 ,有 一 个 商 队 沿 伏尔加 河 下 行 去 往 里 海 附近 

@ “BUFR? (“Karait”): B+ KARR IC HB AY“ ee ee 即 来 源 于 此 

学 一 一 冰 者 。 

@ ”这里 所 指 的 三 海 即 里 海 “ 印 度 海 2( 即 印度 洋 ， 当 时 称 为 印度 海 ) 和 黑海 -一 

So ) 

e 57 « 



HOEK , [PEATE + JERE Te 55 PABA DF ERR AT aT A 
BARE T Beer ER A A BE oe, HERI — ZS 
Bi: ELT MARRIES BMT ABILARET A, 

其 中 也 包括 尼姑 丁 , 依 靠 存 留 下 来 的 船只 到 达 了 里 海 西岸 ,这 时 有 
一 只 船 又 被 风暴 吹 走 了 , 仅 另 一 只 船 到 达 了 捷 汞 宾 特 。 

尼 基 于 的 许多 商品 都 是 在 故乡 借债 购买 的 ， 因 此 没有 乌 就 无 
法 返回 家 泌 。 他 试图 以 去 外 地 克 商 而 发 财 致 富 的 方法 来 解决 这 个 
问题 。 尼 基 丁 出 发 去 到 伊朗 , 然后 通过 和 和 尔 木 斯 到 达 印 度 。 他 进行 
Fi ANAS AS, HEME ERY Ab BS WO Hy HE Ba, 

As Aa Sets HE He HR STF BE PRE AT IR AT HA 
进行 了 记述 。- > 

印度 多 雨 的 夏天 ， 使 这 位 南 人 旅行 家 感到 非 党 不依 快 ”四 个 
At, 4 Be EERE KATE” 0 

EET MEAT SPR, REAWRAKTS 
Hg K ASE ET SR. 

EET CBHI SMHS. HRS, wT 
香料 和 象 。 

在 归途 中 ， 尼 基 于 的 船 可 能 是 到 达 了 案 启 里 兰 咎 岛 ,然后 从 这 
里 驶 向 和 汞 木 斯 。 旅 行家 从 和 和 尔 木 斯 出 发 , 友 过 很 长 的 路 程 到 达 了 ， 
特 拉 布 松 , 然 后 从 海 Fa FET HERE HAS HE)» 后 来 的 首 
路 即 沿 德 天 伯 河 行进 。 

尼 基 于 在 外 国 逼 留 多 年 之 后 , 于 1472 年 返回 故乡 。 他 对 自己 
的 旅行 灶 果 感到 失望 ， 因 为 据 他 说 , 在 印度 “没有 运往 俄罗斯 士 凶 
的 货物 % 但 是 尼 基 本 是 对 中 世 杞 印度 进行 芙 实 记 壕 的 第 一 个 欧洲 
人 。 在 葡萄 牙 人 发现" 印度 以 前 30 年 ， 他 自己 骨 着 危险 完成 了 从 
欧 漳 到 印度 的 旅行 

站 仙 的 手稿 康宁 中 。 Fe AAS RII 
@ Sc TREAT OE’, 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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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士 地 …… 5 虽然 俄罗斯 土地 的 贵族 不 好 ， 但 在 这 个 此 界 上 没有 一 

个 国家 可 以 和 她 相 比 。 PB? SAR RR YT 
HS EAE HS” 

Bok, JOSE T OF BRT RSE MOL” ae BO bes 
$F ENE IEM, SRA ENKEI 
本 著作 。 
|. 因此， 在 天 然 炙 济 和 轻 济 相当 分 散 的 条 件 下 的 早期 中 世 思 时 

-一 在 中 
国 、 印 度 及 其 他 各 国 为 佛 攻 ,在 阿拉 伯 各 地 为 伊斯兰 煞 )。 这 一 点 也 
在 科学 的 发 展 中 得 到 了 反映 。 例 如 , 在 欧洲 , 和 神学 旭 将 科学 变 成 了 
自己 的 奴仆 神学 者 企图 使 地 理 概念 符合 于 圣经 ( 考 斯 忆 。 印 第 关 
WIR Fe) ABLE, PELLET UL ABT Hat Be BE 
添 渐 促 进 着 地 理 知 识 的 扩大 和 地 理发 现 的 进行 。 龙 骨 帆 船 的 发 明 
在 中 世 和 的 航海 业 中 引起 了 芙 正 的 革命 。 诺 曼 人 乘 着 这 种 类 型 的 
船只 在 大 西洋 的 北部 地 区 完成 了 巨大 的 地 理发 现 。 航 海 、. 商 业 和 手 
工业 的 发 展 促进 了 欧洲 外 及 亚洲 各 地 区 之 间 的 交待 。: 

由 于 早已 著名 的 中 国 秋 粹 品 贸易 的 发 展 和 佛 铬 自 印度 向 东 
垩 ,亚洲 中 部 及 东南 亚 的 传播 ,中 国 和 印度 之 问 联系 得 到 了 长 期 的 
发 展 。 商 人 和 佛教 徒 完成 了 远道 的 旅行 ,因而 促进 了 地 理 知识 的 扩 
大 。 

最 后 ,在 中 世 各 人 进 行 了 由 欧洲 到 东亚 和 南亚 的 旅行 (局 可 字 
罗 、 阿 ， 尼 基 丁 )。 在 欧洲 出 现 了 对 中 国 和 印度 的 记 灵 。 

第 四 闻 ”封建 主义 解体 和 早期 套 本 主义 
时 代 的 地 理发 现 

一 ， 地 理 大 发 现 的 社会 释 济 和 政治 前 提 条 件 

在 具有 天 然 经 济 、 轻 济 和 政治 分 散 性 的 封建 社会 的 内 部 ,逐渐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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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Aa MARE MASE AMT AI. ERT SEAT 

i Aiba EAT RA RAM Sor eT hi Bee RS 

WE RATS SI LF La hae Te a Claes Sa 

noe, 因此 劳动 效率 日 丛 提 高 。 

新 地 区 的 发 现 , 特 别 是 美 沛 到 及 通 往 印度 的 航路 的 发 现 , 更 加 

大 大 地 促进 珍 详 易 , 工 业 和 航海 的 发 展 。 

在 14 一 15 世 和 时 ,香料 (胡椒 .上 竺 姜 、 肉 桂 、 丁香 ); 贵 重 的 布匹 、 

象牙 及 其 他 奢侈 品 的 国外 贸易 ,得 到 了 较 大 的 发 展 。 在 这 方面 香 
料 、 RePLELRINREAS Rep Hore ER eee 15 Hh, bE 
AGATEARMBARWE MU, HIRE TAR ESS 
BAA CI RT SEMMLSEG BURBS BE. 
PLEA WES, RAT He, REDE 

SEF AUSF Py ORGAN BE. of FBLA SHAE, HE 
行 有 利 的 贸易 ,和 并 占据 这 些 出 产 与 黄金 同等 趴 重 的 香料 的 国家 。 

15 PEACHY, ZEA SI TAN De BEATE we Ta oe Bae ERP A 

的 极 有 利 的 条 件 。 

7615 eR, 炎 ; RB MMS HELE, 阿拉 从 

APUG TY LEAIEES. SEEM 718 HEA S 

始 , 直 到 1492 FEV HAA A AB HS Be LEAP kay Be BE 

为 止 。 are 
Lez SUA ASL , RP EF BE) BRASIL. fib 

ILE 5 BAN IPL 5 ROIS ATE aT AAA 

这 样 一 些 活动 。 

会 

在 同 阿拉 伯 人 的 战 委 和 结束 以 后 ， 恨 惰 的 小 贵族 们 就 “没有 工 ， 
PEP APT , 因而 也 就 没有 足够 的 资财 来 维持 生活 。 现 在 他 们 对 于 
国家 完全 是 有 客 而 无 丛 的 。 这 时 必须 为 西班牙 和 葡萄 牙 的 贵族 们 

的 积蓄 能 力 寻 找 册 路】 而 对 王侯 和 贵族 所 能 行 得 通 的 出 路 就 是 海 
e 60 - 



4 外 探险 。 

贵族 个 幻想 在 海外 获得 倾 地 ， 也 更 想得到 中 国 和 印度 的 黄金 

及 各 种 珍 足 之 物 。 大 多 数 西班牙 贵族 都 是 “债台高筑 ”, 衔 萄 政和 中 族 

们 的 情 襄 也 是 这 样 。 

15 世 办 , 在 西班牙 正如 同 在 其 他 欧 测 国 家 一 样 ,按照 恩格斯 的 
人 

增加 -其 至 即使 贵族 没有 金 镜 ( 货 币 ) 也 行 不 通 。 但 是 ， 因 为 贵族 委 

。 步 有 基 至 完 从 没有 什么 可 以 出 卖 的 ， 而 现在 就 是 勒索 也 不 是 那样 

容易 了 ， 所 以 他 们 不 得 不 向 城市 高 利 货 者 去 借债 ……。 在 15 BA 

的 未 期 金钱 从 内 部 瑟 解 和 破坏 封建 主义 的 程度 ， 明 显 地 者 现 在 对 

黄金 的 狂热 欲望 中 。 当 时 黄金 已 经 入 治 了 整个 西欧 黄金 成 为 那样 

党 有 魔力 的 蛮 语 , 写 驱 使 西班牙 人 滤 过 大 西洋 ; 责 金 一 一 这 就 是 白 , 
天 一 登 七 新 发 现 的 海岸 所 首先 要 求 的 东西 "70 。- -一 

当时 ,大 个 发 财 致富 的 欲望 是 与 宗 铬 的 宣 目 信仰 相 辕 合 的 ,这 
种 宗 数 的 宣 目 信仰 玫 现 在 基督 数 数 人 
-的 许多 世 克 的 斗 竺 中。 为 了 在 新 发 现 地 区 的 士 著 居民 中 传播 天 主 
Bes 借 侣 和 传 数 士 与 发 现 者 和 侵略 者 一 道 被 派 往 海外 各 地 。 但 是 ， 
倩 数 十 们 也 并 未 忘记 获取 利润 ,用 最 恰当 的 话 来 评 , 当 时 西班牙 人 
AVG ENE ELSE TER, DG Re” eT EE 
各 地 。 2 

| 除 其 他 原因 必 外 ， 突 出 于 大 西洋 地 区 的 西班牙 和 三 菊 牙 的 地 
理 位置 ,也 同样 是 海外 探险 所 必须 的 航海 业 发 展 的 积极 因素 。 

二 15 世 各 后 侍 叶 葡萄 牙 人 沿 非 济 西 岸 的 地 理发 现 
13 世 和 中 时， 阿拉 伯 大 在 葡萄 牙 南 部 地 区 的 最 后 一 个 俩 地 . 

(Ha Ac Im ARMED 陷落 了。 因此 这 里 对 阿拉 伯 人 的 驱逐 比 在 西班牙 结 : 

© RGM: 论 封 建 主义 的 解体 及 次 本 主义 的 发 展 。 融 恩 全 集 ( 俄 区 版 ),16 B> 
4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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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 CUBANA , BHF MATE IL BSI T BAB BE 13 
所 加 后 牢 期， 葡萄 政 的 商船 就 已 沿 比 利 牛 斯 定 龟 的 西岸 航行 。 在 
15 世 加 的 前 牛 期 ,商船 便 驶 抵 弗 苦 德 里 亚 ( 安 特 卫 普 ) 沿 岸 , 而 在 
这 同一 世 克 的 后 件 期 葡萄 牙 人 就 已 沿 非洲 西北 海岸 芍 行 了 。 

航海 家 亨利 在 葡萄 牙 航 海 业 的 发 展 中 起 了 重大 的 作用 。 在 从 
1415 年 到 1460 年 的 45 年 的 过 程 中 , MS OBR S A SiR 

了 大 批 探 测 非 洲 西岸 的 探险 队 。 在 这 些 航 行 期 中 , 售 培 养 出 了 大 批 
葡萄 牙 航 海 人 才 。 由 于 航海 家 亨利 所 倾 导 的 各 次 航行 , 便 对 非洲 西 
部 沿岸 从 直布罗陀 海峡 到 葡 属 几内亚 长 达 3,500 公 里 的 地 区 进行 

了 探测 。 在 航海 期 中 葡萄 下 人 从 事 着 坚 卖 奴隶 的 贸易 。 他 们 在 非洲 
沿岸 追捕 黑人 3 把 黑人 捕获 以 后 就 运往 里 斯 本 出 售 * 他 何 利 用 着地 
AR MAE A 

LRERE AMT ERAT BRIS GER RMAK 
MEE) MESRE ANAS OR ART BEARS. 

在 航海 家 亨利 选 世 以 后 (1460 2), RIFT ARES 

HERE. 
1487 42, EL/RBHESE + KEELER TSE MAMA. WBSLT 

非洲 的 南端 去 沿 非洲 东 岸 航行 了 某 些 路 程 。 这 种 航行 在 这 些 疫 信 
的 海员 看 求 是 没有 止境 的 ,因而 他 们 便 请 求 返 回 租 国 。 狄 亚 十 不 得 
不 同意 这 种 请 求 。 据 传 夫 狄 亚 士 把 伟 向 海中 很 远 的 一 个 海 邮 对 “ 暴 
风雨 ”> 角 ， 因 为 在 这 里 狄 亚 士 的 船只 珊 到 了 猛烈 的 暴风 两 。 但 葡萄 
牙 国 王 却 把 这 个 角 改 名 为 好 望 角 , 因为 经过 此 角 以 后 ,就 有 希望 发 
现 秘 过 非洲 通 往 印 度 的 道路 @ 。 
很 长 时 间 , 好 望 角 锥 计 为 是 非洲 的 最 南端 ,但 是 后 来 才 确 定 了 

非洲 的 最 南端 是 位 于 该 角 向 南 鹊 去" OPER gH, BD 
为 仿 之 阿古 拉 斯 角 一 一 泽 者 )。 | ! 

葡萄 牙 政 府 很 长 时 期 都 没有 下 定 决 心 来 完成 狄 亚 士 的 发 现 。 
@ ”也 存在 着 这 样 的 意见 , 屡 为 好 望 角 一 名 条 狭 亚 士 自 已 取 的 5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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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BLE Ra REESE EE SHER ESE HES, TLL 

长 时 期 都 未 能 派出 从 葡萄 牙 到 印度 的 探险 队 。 只 是 哥 偷 布 在 西方 

的 发 现 ;, 才 促使 葡萄 牙 人 和 组 裕 了 环线 非洲 去 往 印 度 的 探险 队 。 

ame 

= WHAM 

-在 地 理 大 发现 时 代 利 ， 最 著名 的 事件 是 哥 偷 布 发 现 新 大 ， 
陆 一 一 美洲 , 虽然 哥伦布 本 人 认为 他 发 现 了 亚洲 大 陆 的 东部 边缘 。 

租 是 伟大 航海 家 的 这 种 误解 井 不 能 抹杀 他 这 一 事业 的 催 大 意义 。 

关于 赫 里 斯 托 弗 尔 。 哥 偷 布 生平 事迹 的 材料 保存 下 来 的 很 

”， 少 。 但 完全 肯定 地 知道 ， 他 生 于 15 世 构 中 时 热那亚 地 区 或 其 附 

”和 近 。 他 本 大 自称 是 热那亚 人 。 我 们 未 全 找到 过 一 张 关于 这 位 伟大 

发 现 者 的 肖 和 象 。 现 在 登载 于 介 帮 其 活动 的 各 种 书籍 上 的 依 象 , 很 

可 能 是 在 他 去 逝 玫 十 年 以 后 画 的 。 
大 个 都 不 知道 灰 里 斯 托 弗 尔 。 哥 偷 布 俏 在 什么 地 厂 学 习 过 和 

BIZ. (AB, ICM ASM RSH, HAMELT AS 

的 知识 。 

在 去 美洲 海岸 航行 开始 前 ,哥伦布 无 疑 是 一 个 有 友 验 的 水 手 。 
仔 合 是 一 个 优秀 的 船长 .天 文学 家 和 和 借 港 人 ,这 一 点 保证 了 他 航行 
HTH 0 | 

哥 偷 布 在 1474 年 时 便 向 当时 著名 的 意大利 (hE aE) 天 文 
SER ALMA RE HAM]! + HOLT Fah TS PELE “AN 
FE” ( SIAR he SEES MEARE. BR 
偷 布 在 那 时 全 把 自己 想 通过 大 西洋 从 海 略 到 印度 去 的 意图 告 狼 了 
TEMES | 

FOIE BSE TS DIAL TG 5 AB EK AL A ET 

a7 5 TLS. FE eda, MAE 

DUBE AEE AE — A HG A) BS OF At eT EO Te ALA T SL 

路 更 得 的 道路 。 他 在 另外 的 一 封 信 中 写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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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 : | : 
“按照 我 的 地 图 所 表示 的 情况 以 及 在 地 球 仪 上 表示 得 更 为 旺 

- 显 的 情况 看 来 ,我 认为 您 从 东 向 西 航行 的 计划 ;是 一 个 有 价值 的 和 

人 大 的 计划 。 

根据 托 斯 坎 埋 里 的 意见 ， nA SEW BE WIST BEST 

B(HA)——BtRS. BUNRA » ERUKRSESAFMSR 

bya p}——Z BIRO JES, JbEb4 4,500—5,000 BB. 这 是 一 个 

”“ 极 大 的 错 谈 ， Ti EINEM T AW RR o BESS EVA DA BE 

2 BiB AFA 20,000 多 公里 (180”)。 

因此 ， 棚 据 地 球 球体 的 概念 忌 及 认为 从 西欧 rears 

ARE AG WREEMESRALMES, Fenn PRTI 

成 了 一 个 通过 大 西洋 从 海上 去 往 当 时 说 为 富有 黄金 、 珍 珠 、 香料 的 

” 东亚 地 区 的 航行 计划 。 

还 在 1d thé 70 年 代 初 期 ， 薪 里 斯 托 剖 尔 。 。 哥 俐 布 就 从 意 大 

利 移 居 到 葡萄 牙 。 因 此 ;他 首先 把 自己 的 计划 提供 狂 葡萄 政 政府 。 

SIEGES, 葡萄 牙 拒绝 了 哥伦布 的 计划 , 但是， 葡萄 下 国王 

茹 严 定 秘密 利用 他 的 计划 。 癣 萄 牙 国王 派 造 了 一 只 海 船 又 佛 德 角 

- 群 龟 向 西 航行 ,意欲 发 现 哥 偷 布 所 区 想到 达 的 地 方 ,但 是 病 萄 牙 海 

SMTA Mee ER. WHT BEER PLA hi 

Hi) RESALE RT ETERS 

保留 下 极 大 的 权利 和 特权 。 

CESK SUB ESR FET, 在 这 里 估 疝 

HE (RBA HCE ALLA ET  ， , 

计划 。 

经 过 长 时 期 拖延 后 ;在 1492 全 这 个 计划 稚 接 受 了 a 这 个 如 划 

-所 以 丢 采 灿 ,1487 年 狄 亚 士 对 非洲 南端 的 发 现 和 从 南方 BEB BS 

过 非 洲 航行 到 印度 的 可 能 性 的 确定 ;起 了 很 大 的 促进 作用 。 而 这 条 

省 路 当时 是 被 葡萄 牙 所 控制 的 。 西 班 牙 必须 寻找 另外 一 条 航路 = 

人 



AE TA] BEF SE 4 wR, RISE He + SAT RR 。 克 里 
SEB = EE) BELA DT ewe EEE He 
陆地 上 的 常任 海军 上 将 .大 总 管 和 总 督 ;在 他 死 后 海军 上 将 的 职位 

。 应 传输 其 炎 承 人 。 女 王 只 能 从 哥伦布 所 提出 的 候选 人 中 任命 各 个 
BARS. “UPR, RA, SR, SHOR DID 
Wh, 凡 可 久 发 现 ， 可 以 买 到 , 可 以 交换 取得 的 , 或 在 海军 上 将 权力 
内 可 以 获得 的 ”， 哥 偷 布 都 有 权 取 得 十 分 之 一 的 利润 (扣除 开销 不 

计 )。 他 或 者 他 的 全 权 代理 人 镍 任命 为 解决 他 所 发 现 的 地 方 同 西 班 
牙 进行 慷 易 中 发 生 的 等 执 间 题 的 唯一 公 断 人 。 

但 是 ， 各 偷 布 这 些 广泛 的 权利 猎 常 由 于 西班牙 国王 的 利 丛 而 

和 遭 到 破坏 ， 而 他 所 发 现 的 “一 切 士 地 上 的 大 总 管 和 总 督 ? 本 人 也 受 
到 歧视 。 

哥伦布 所 管辖 的 是 有 璀 只 Pkt. AEP 
次 探险 的 品 松 兄 弟 的 大 部 分 资金 装备 了 第 三 只 船 。 这 些 船上 的 船 

遇 都 是 从 由 于 对 陛下 不 蕉 而 被 利 处 一 年 苦 役 的 人 中 强 征 来 的 ， 一 
”部 分 风电 刑事 犯 来 充任 。 

哥 和 丛 布 自己 所 和 柔 的 一 只 海 船 叫 " 圣 玛 利 亚 ” 号 ， 它 是 不 适 于 进 

行 地 理发 现 的 ,其 排水 量 消 不 足 100 吨 (船长 狗 20 AR, FE 6 公信 

左右 )。 第 二 条 船 是 “ 品 塔 ?号 ,船长 是 马尔 金 “ 品 松 , 船 的 大 小 与 第 

一 条 船 大 致 相同 。 最 小 的 是 第 三 eine 雅 号 (幼儿 号 ) 排 水量 

人 40 EI i SB RC» A 
SESE FAR AS a HST A AE BA 在 1492 年 8 月 3 日 

PRC Be TE PS Ae Ta PE YY ERS PER) 1 De, TARE AAT HI 
利 地 到 达 了 该 群岛 在 1492 年 9 月 6 日 离开 了 加 和 纳 利 群岛 ， 杀 取 

。， 正 西 的 航线 ,向 条 未 经 历 过 的 大 洋 水 面前 进 。 
在 航行 初期 , 盘 队 前 进 其 检 , 但 是 后 来 伙 队 进入 了 北 赤 道 洋流 

地 带 ,顺风 带 着 船只 以 很 大 的 速度 向 西 疾驰 .许多 海员 都 意志 姐 去 ， 

类 这 和 埋怨 自己 不 幸 的 命运 。 后 来 船 稻 进 入 了 局 昆 藻 海 地 区 , 井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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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SES 7 BADE eK BLE. FAR es AEA 

BREA T fa MH FETA CRASS Be HE 791 Fe) DEI o 2H UR - 

fe as BY 

KL ANSE EA ERR ARERR. ea 

害怕 发 生 暴动 ,因而 便 在 10 月 7 HERE LICR 
后 , 乱 向 西南 方向 航行 。 沿 着 这 个 方向 他 们 又 葡 杆 航行 了 三 天 ,但 ， 
也 未 发 现 陆地 。 船 员 们 开始 丽 耐 不 入 了 。10 A 11 ABBR, ABBA 
迎面 坎 到 了 完整 的 树木 , 章 装 和 其 他 效 明 陆地 离 此 

不 远 的 物体 -这 

时 哥伦布 宣 布 ; 认 第 一 个 看 到 陆地 , 订 就 受到 焉 管 。 ee: 

SATE RL BIN , Bre Te Sy hh LT SALWAR IE, 但 是 直到 10 

月 22 日 晚上 两 点 钾 “ 品 塔 "号 的 船员 才 从 棍 杆 上 发 现 了 陆地 。 海 船 
ia 
BS. ADEs BRK Dt Se A J) ie sD Ss ee a EE 

SERRA SUES) WAN DA i, BA, ART 

Fe HE IGS 0 ERI BRE JE AR, BESS | 

DHEA 岛 上 居民 赤身 裸体 ， 他 们 的 鼻子 上 带 有 金 质 的 装饰 

品 。1492 年 10 月 12 日 这 二 天 ， BBE ER 为 是 发 现 美洲 的 日 期 。 

这 个 西班牙 小 稻 队 在 巴哈马 群岛 中 航行 了 两 周 ， 于 10 月 28 

日 到 达 了 一 个 大 饥 ( 古 巴 饲 )。 

FEIKT BE, RARER T EBRCER). oe. Se oe 

b apa Bs T mo AES. Ze He a eB AE 

‘eH ACEARAT, AANA SERA 

然 。 他 证 为 ， 他 到 达 了 亚洲 大 陆 的 东 岸 。 

在 古巴 岛 的 东 端 ， 哥 偷 布 看 到 了 某 一 新 岛 周 的 高 岸 。 西 班 牙 
KER SIRH WKS LIAS SUA, AMY RA 

斯 班 洛 拉 ( 或 译 小 西班牙 一 一 译 者 )( 西 班 牙 岛 )， ake Sy BORE 

HEHE o | het a Pe 
,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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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E EROS EPIC SB BR 民有 金 
WH BMEARKMSS. FEET AIH T “RSE”. 

海军 上 将 自己 听信 传 访 , 训 为 离 斯 班 洛 拉 岛 不 远 之 处 有 一 黄金 岛 。 

但 是 在 圣诞 节 这 一 天 (12 月 25 A) AMET, HBAS 
蒜 航 行 。 还 在 较 早 的 时 候 ， 另 一 只 由 马尔 金 . GER PPAR STEAD 
“Rie” Spee TY (GE EEA IMT). Alt, “oF 
Aa FS ARI TREK ERIE 40 吨 的 小 海 船 。 

哥 偷 布 决定 蔬 一 部 分 船员 留 在 斯 班 洛 控 岛 。 伍 命 合用 破 船 的 

碎片 来 建筑 堡 墅 ， 井 武装 灸 大 炮 和 供给 一 年 用 的 物 春 。 这 个 保 蜡 ， 
补 称 为 纳 维 打 特 (圣诞 节 )。 保 时 中 自愿 地 留 下 了 和 个 西班牙 人 。 

”和 们 希望 在 岛 上 找到 金子 ,并 成 为 士 著 居 民 的 主人 .同时 哥伦布 又 
决定 带 什 其 余 一 部 分 船员 乘 “ 宁 雅号 海 船 返 回 西班牙 。 

1493 年 工 月 初 , 哥伦布 离开 了 “圣诞 节 ” 堡 量 ， 井 在 航行 两 天 
ZS BEIT “RE SS. 经 过 横渡 大 西洋 的 艰苦 航行 之 后 , 这 
Fa Fe SAAS GT DE EEE 

SS As SEA ik» AU A Hs RT AH 
这 些 陆地 就 是 印度 或 中 国 和 日 本 。 他 带 回来 了 少量 的 黄金 和 几 个 

“ 竹 种 人 凡 从 那 时 起 便 把 这 种 人 叫 作 印 第 安 人 。 哥 伦 布 的 第 一 次 探 - 
险 至 此 即 告 千 束 ， 其 烙 果 是 发 现 了 美洲 。 

国王 非 狄 南 和 女王 伊 莎 白 拉 输 予 了 哥伦布 极 大 的 药 誉 。 他 们 
庄严 地 履行 了 1492 年 许 攀 给 哥伦布 的 一 切 权 利和 特权 。 西 班 牙 政 
府 立 刻 装 备 了 一 只 包括 17 条 海 船 的 新 的 十 大 探险 队 ,在 这 些 船上 
载 去 子 几 百 个 为 在 新 士 地 上 妓 得 幸福 的 稳 人 ,以 至 党 便 的 贵族 。 

哥 偷 布 的 第 二 次 探险 在 1493 定 秋 天 由 加 的 斯 出 发 。 在 加 和 葬 利 

群岛 上 ,探险 队 除 了 携带 其 他 各 种 物品 外 , 还 携带 了 大 量 的 狗 , 这 
些 狗 是 专门 串 业 用 来 猎 取 人 (印第安 人 ”) 的 。 由 于 第 二 次 探险 哥 
偷 布 发 更 了 蒜 系 列岛 几 : 多 米 尼 加 . 瓜 德 罗 普 、 波 多 黎 各 、 政 买 加 及 
其 他 等 岛 昨 。 在 第 三 次 (1498 一 1500 年 ) 和 第 四 次 (1502 一 150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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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Bee HA BE AAs SLT Ty I RB JS, A BHI) , 
同时 还 发 现 了 中 美的 海岸 (由 洪都拉斯 到 巴拿马)。 

在 四 次 探险 中 的 每 一 次 ,哥伦布 都 完成 了 重要 的 地 理发 现 。 他 
发 现 了 许多 岛 贱 和 中 类 大 陆 的 海岸 , 可 是 直到 他 和 逝世 为 止 ; 他 仍然 

PEMA TLR AC IR WEEE ABLE ES EMA 
REALM IEE 

在 哥 丛 布 时 代 ， 西 班 牙 从 其 新 的 殖民 地 那里 所 获得 的 利润 是 
很 少 的 .只 是 在 秘鲁 及 墨西哥 被 征服 后 ,金钱 才 象 瑟 流 般 地 流入 西 
SEF SIN Ais SEPM T ABT HF (1529-1681) , BEAR T 
ir aes 15385) o ; 

205 5 i He Ta “A” ES RR ae ee 
的 历 中 竹 台 上 又 轴 现 了 亚 美 利 可 + MARA, A 
生 于 意大利 的 佛 罗 偷 莫 。 

无 绛 地， 他 个 间 新 大 陆 的 海岸 进行 过 革 些 航行 。 但 是 亚 美 利 
哥 ， 维 斯 浦 奇 却 未 全 组 织 过 一 个 探险 队 ， 也 不 是 任何 一 个 探险 队 
的 侨 导 人 。 甚 至 对 于 他 在 向 新 大 陆 航 行 时 所 执行 的 职务 是 什么 ;我 
们 也 不 知道 。 一 些 历史 学 家 事 为 他 是 卓越 的 探险 家 ,而 另外 一 些 人 

则 认为 他 仅 是 一 个 道 地 的 实业 家 一 一 商人 。 

亚 美 利 哥 ， 蕉 斯 浦 奇 的 荣誉 是 舍 他 寄 与 一 些 权威 人 士 的 信件 
得 来 的 ,而 在 这 些 信件 中 有 着 许多 荡 诞 之 识 RARE aE MET 
Wir Ease T shi (1497.1499. 1501 J 1503 4B) 0 但 

比 令 迹 这 些 航 行 的 信件 更 为 可 靠 的 材料 却 一 点 也 没有 。 
就 这 些 信件 求 看 ;如 果 他 扶正 进行 过 航行 ,那么 要 数 第 三 次 最 

为 出 色 。1500 4, 开 往 印度 去 的 考 伯 莱 尔 的 稻 队 ， PRAIA 
einai SEAR FAR 为 这 个 新 发 现 的 地 方 是 一 
筷 昨 ,可 以 把 它 用 来 作为 向 印度 航行 的 船只 停泊 基地 .为 了 在 大 
SS 了 发 现 ,葡萄 牙 人 派出 了 一 个 探险 
BA (1501—1502 定 ). 稚 斯 浦 奇 也 参加 了 这 个 探险 队 。 根 据 条 斯 浦 奇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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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s BRIA SERN T NRE. 5° EACH 35 "的 南美 沿岸 地 带 。 
ART He Ae ABE A I, BE AE A ET 

— RAMEE EMEA AMT REE 

RRA BH El FSS AA Td aS a AAP ST PD” 
BE CARE MERI ZF URE , PER DA SEE TT te en % WS Bite He AB eda 
FRA BGK AK, APR AEE GE. CU EA EEL AH , RESE 33 

4 

天 的 航行 ,到 达 了 佛 德 角 以 南 的 非洲 几内亚 湾 沿 岸 -于 是 维 斯 清 奇 
就 把 这 种 在 合 人 莫 测 的 情况 下 所 进行 的 南极 水 面 上 的 第 一 次 航行 
的 便 导 归 之 于 已 。 

”在 他 信件 中 的 说 言 是 如 此 之 多 ， 以 致使 人 们 产生 这 样 的 疑 间 : 
他 是 中 的 到 过 南美 洲 的 东 涯 呢 ， ee ace 
”所 发 表 的 亚 美 利 哥 。 ce po EOE SNP 

KVAR TH LEG th HS EK EBT — EAR. 

1507 4, ZEKE T Rea “HESS? — 

Prom PAA Ra SSR Sr » METAPHASE TER Ar OS Be PA Bh AR 

SE Ve ETS HT. RTI AR BEM ha HEH: 欧洲 、 亚 

DH. SED. Tia EE : 

“fA SEALER IS JL MWS PED BET IE T $e EL ph ERICA - - ME 
Ie A HAT SA | RAR SES, EEA FS LA 
ABS Ik OE RAT IX NEAR. TSR RPI 

| PNA BS EE Hey BB SEA I” LE, PTA RES KR RA 

TASS A BF ot ath» BE SS AE LR, ATE. 

Bee PDH BS 5 lr A 

最 初 只 是 把 新 世界 的 南部 大陆 ， 即 南美 洲 叫 做 亚 美 利 加 。 但 
| 是 ， 后 来 著名 的 制图 学 家 麦 卡 托 却 把 新 世界 的 南北 大 陆 都 称 为 亚 

“ 美 利 加 人 妃 538 年 和 1541 年 的 地 图 )。 从 16 tha EMIS, PEFR 

洋 西 边 的 两 个 大 陆 最 后 被 确定 称 为 亚 美 利 加 。 

虽然 亚 美 利 哥 ， 维 斯 浦 奇 享有 很 大 的 荣誉 ， 但 是 这 位 无 数 信 

e 69 e 



御 的 作者 在 冠 久 其 名 的 大 陆 的 发 更 中 的 作用 ,现在 还 未 肯定 。 而 哥 

答 布 的 功劳 , 则 十 分 明显 ,但 他 的 名 字 却 未 能 象 亚 美 利 哥 。 准 斯 浦 
奇 那 样 在 地 图 上 卖 现 出 来 * 

这 各 不公 的 现 条 ， 全 引起 了 许多 历 下 学 这 和 生理 学 守 下 
HWE 

Pl AAEEDAUALPRNU TE 
当 哥 偷 布 第 一 次 航行 归 国 井 带 回 他 发现 了 他 所 训 为 的 印度 或 

中 国 及 日 本 的 新 陆地 和 岛 巍 的 消息 的 时 候 ， 葡 萄 牙 人 感到 极 天 的 
SDE. HAZE 1454 年 , 葡萄 牙 就 从 罗 局 煞 皇 那里 得 到 了 占领 从 巴 哈 
ZR ESPACE, TALS DS) 向 东 和 向 南 直到 印度 的 
一 名 共 发 现 的 土地 的 权利 ; 因此 葡 荷 牙 人 8 为 西班牙 人 破坏 了 他 
们 的 权利 。 

LPH PMOMELMLAT HB, KREG Be 
通过 划 定 西班牙 和 葡萄 牙 的 势力 范围 的 方法 而 得 到 局 部 解决 。 在 
1494 年 ,根据 数 皇 决定 而 签订 的 西班牙 一 一 葡 桨 牙 条 狗 , 将 通过 佛 
ASU 370 里 加 @ MRE TA TSE 

ROD TE DUR BF EE, CDE SEE 
管辖 。 

这 样 一 来 ， 葡 萄 牙 就 得 到 了 开拓 新 士 地 和 进行 丑 易 的 广 天 僻 

士 。 但 是 这 个 癸 士 只 是 确定 在 纸 上 的 ， 必 须 在 实际 上 予以 贡 国 才 
行为 了 巩固 自己 在 东 印 度 的 “权利 ”， 交 茶 牙 于 1497 年 装备 了 一 - 

支 盘 队 。 一 位 年 轻 的 海员 珠 斯 哥 。 达 。 伤 马 和 被 任命 指挥 该 惩 队 。 租 
队 的 任务 在 于 探寻 由 癣 萄 牙 出 发 绕 过 非洲 去 印度 的 海上 航路 。 

此 时 葡萄牙 大 对 非洲 西岸 直到 其 南端 已 很 了 解 。 当 时 著名 的 
航海 家 天 尔 法 洛 麦 。 狄 亚 士 依 劝 告 这 个 盘 队 离 非洲 海岸 远 一 些 航 ”。 

47, 3G LEE 

@ 罗马 的 1 里 加 等 于 593 公 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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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 PARA A SADA FF 1497 年 夏天 由 里 斯 本 港口 出 

_ 忠 , 沼 着 弄 往 佛 德 角 群 岛 的 航线 前 进 。 而 后 匠 斯 哥 。 达 。 人 马 就 离 

开 非 洲 海岸 偏向 一 边 航 行 ;大 狗 经 过 了 离 南 美 海岸 不 远 的 海面 。 当 
他 穿 过 南 回归 烤 之 后 ,就 转 而 回 到 非洲 西岸 。 

在 南非 沿岸 葡萄 牙 人 粘 座 了 埠 登 托 特 人 《南非 之 一 民族 一 一 
— BD EFM, 葡萄 牙 人 报导 说 ;“ 他 们 的 皮肤 是 褐色 或 汇 黑 色 
的 , 靠 海豹、 航 鱼 和 券 羊 的 肉 以 及 植物 的 很 为 全， 他们 一 点 也 不 知 

” 道 葡 萄 牙 人 所 要 寻找 的 那些 香料 ， 但 是 他 们 非常 涡 望 得 到 海员 们 
分 给 他 们 的 那些 小 鼓 , itl) DA Be GAER” « 

孔 斯 哥 。 达 。 伽 马 沿 着 沙漠 海岸 级 组 向 南 推进 ， 到 达 了 非洲 
的 南端 , 共 辣 过 蔽 地 。 葡 萄 牙 人 所 郝 悉 的 地 方 就 到 此 为 下。 后 来 的 

本 北 行 TH, HTH HT, AULA 

慢 。 elt eae 

gs Sega al Pri eiGEe en 

PASAT OAM, MLA SLA 
SiR th AEIB A XSL He AIL, TA Wb EH A 
HOPS A EI BR 

PRG, BIE « 5s + nS BIRT LEE, eek Be AIT 
| SRE MEAEM EA. 

| AER PRIK CBRE EE 100 公里 )， 当 地 的 阿拉 伯 银 长 以 友好 态 
度 对 竺 葡萄 牙 人 ， 井 提供 给 他 们 一 个 有 轰隆 的 儒 港 人 ， 瑟 斯 哥 。 
25 + 伽 马 就 千 这 个 饥 港 人 向 东北 航行 到 了 印度 沿岸 。 由 于 吹 着 顺 
风 , 因 此 海 船 在 23 天 内 就 顺利 地 横渡 过 了 印度 洋 。 但 由 于 侨 港 人 
采取 的 航线 过 于 偏 北 ， 盘 队 未 能 到 达 预 计 的 卡 利 库 特 域 〈 科 日 科 
德 )， 而 到 达 了 远离 芒 城 的 北面 。 盘 队 沿 马 拉巴 海岸 向 南航 行 3 天 
以 后 ,于 1498 42 54 20 AHAB. , 

A AUER Na OH ty, CA HP ASE BS NEE, 
但 是 质量 不 好 。 从 东方 来 的 货物 都 运往 此 地 : IA SBS IEE, BA 

« 71 « 
™ ~ 

7 



GRE RBRTSE ARREARS Alt, RRAWIEBA LE 

国人 和 丹麦 人 都 便 航 行 至 此 二。 二 ae 
五 斯 哥 。 达 ， 徊 马 将 自己 的 船只 载 满 香 料及 其 他 贵重 商品 

(宝石 .和 革 、 珠 宝 ) 之 后 ,便于 同年 、 Bl 1498 年 秋天 ; dae RE. 

PEs [EIT OARS ET OAD VESEY BE FETE SAFER IK 

RATT RS BRS ERE, TS RRNA IEA 
Fel FA LAT. 1499 FBLA, BOE + 3K + Uy Havana e SY Yi 

的 里 斯 本 。、 eee a 
BT + K+ TSMR ERT ACMES, RAT 

AUP AED ES ARE ne Se 
的 定期 航行 ,直到 苏伊士 运河 开 羡 时 为 止 。 

在 通 往 印 度 的 航路 发 现 之 后 ， 葡萄 牙 便 将 极其 有 利 的 东亚 和 | 

南亚 各 地 的 贸易 抢夺 到 了 自己 手中 。 同 时 在 很 长 时 间 内 葡萄 牙 都 . 

成 了 最 大 的 海上 强国 。- 

五 ”第 一 次 环球 航行 

_ 在 地 理 大 疼 现 时 代 中 ， 除 了 著名 的 航海 IRE 
尔 。 哥伦布 和 二 斯 哥 。 达 .。 伽 马 的 名 字 外 ， CIOL AR RE AW 
Be BML PUES SH. a 
ms - SAA ART RAE BE he) HAF 1480 4, 

他 全 是 葡萄 牙 的 贵族 ， 参 加 过 葡萄 牙 人 对 东 印 度 和 局 来 牢 饲 的 征 
服 (1506 一 1511 年 )， 可 能 也 参与 过 对 摩 庆 加 群岛 的 探测 。 后 来 他 . 

参加 了 葡萄 牙 对 北非 的 远征 。 回 国 后 ;他 要 求 瑚 萄 牙 国 王 略 微 提 升 
AEA, (AEE T 4 MRM FE DES, DB 
HST T AA TREATS RB, BR, 他 是 一 个 十 
分 果敢 的 人 。 

麦 哲 偷 向 西班牙 的 “印度 协会 "( 这 个 协会 营 管 < 印 庆 ? 的 一 切 
事务 ) 提出 了 二 个 取道 西方 经 过 位 于 “ 圣 十 字 架 地 考 忆 南美 )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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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A SRY AE BE) EG ASATAT A, ORTE, ZUR 
Ij jE BO IR SE 0S ERR PT BY BE 

“ 政 。 当 时 西方 的 航行 是 不 会 使 葡萄 牙 人 发 生 怀疑 的 。 
“显然 ,麦哲伦 便 满怀 信心 地 坚持 着 自己 的 计划 , 因为 最 后 西 班 

政 国 王 查理 一 世 殉 于 与 这 位 富有 进取 心 的 葡萄 牙 人 签 书 了 协定 ， 
答应 在 事业 成 功 后 输 与 麦 哲 偷 及 其 楼 承 人 在 新 发 现 十 地 上 以 很 大 
的 权利 和 特权 。 

西班牙 国王 命 全 以 国库 的 公 丈 来 装备 五 只 发 备 完 善 的 海 船 ， 
“ 工 供 熔 探险 队 两 年 所 必需 的 物资 。 但 {BARTS BG WORE BA, RPE TF 

偷 的 海 船 似乎 都 是 一 些 “ 陈 旧 的 和 破烂 的 ” 船 。 
麦哲伦 预先 声明 说 ,他 不 准备 进入 葡萄 牙 的 “范围 "以 内 ,因为 

他 知道 ， 如 果 一 旦 落 到 葡萄 牙 人 的 手中 ， 将 是 什么 命运 在 等 待 着 
他 。 在 给 他 的 命 全 中 写 道 , 他 不 应 当 侵入 “神圣 葡萄 牙 国 玉 半 下 的 
范围 内 ?而 只 能 在 “分 春 线 "之 外 的 我 方 范围 内 进行 活动 , 亦 即 在 西 
班 牙 所 管辖 的 价 域 内 进行 活动 。 

1519489 A208, Se Se Wt REL PHO C8 

的 排水 量 为 60 到 130 Mi) eR HH , ROAARE IS Feo 
西海 岸 航行 。 

“ERAN, ANN ITO Aah Le Di 
SPA LY CORT AS BE «Bild y HREBA #2 — PAR AYES J JES RE OR SE 
fs LAT GAH Ie] GO AE, ERT MRT ELA 
慢 地 回答 省 “你 的 职责 是 白天 按照 我 的 旗帜, 晚间 根据 我 的 灯 来 航 

“。 当 卡尔 塔 灰 灿 后 来 提出 要 与 霉 哲 偷 共同 指挥 探险 队 时 ， 他 立 
Mb. 尽管 如 此 ， 和 it 

| 展 成 了 公开 的 暴动 。 
在 到 达 南美 东 端 以 后 , 稻 队 便 沿 南美 海岸 向 南航 行 -1520 年 4 

月 工 日 , 麦 哲 偷 决定 在 南 粹 49* 的 圣 求 利安 港 过 科 。 当 时 他 知道 许 
多 西班牙 军官 的 那 种 情 嵌 ,因此 他 便 芝 四 只 船 开 入港 内 停泊 ,而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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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的 船 为 了 建 民 起 见 旭 抛 钳 于 港 浴 通 向 大 洋 的 出 口 处 。 后 来 ; 当 那 

些 对 他 抱 有 敌对 情 竺 的 西班牙 军官 掀起 暴动 的 时 候 ， 就 由 于 他 占 

据 有 利 的 位 置 而 能 够 锁 压 了 这 些 暴动 者 。 

才 哲 偷 严 厉 地 处 理 了 那 坚 暴动 的 船长 : 一 个 船长 ( 克 索 士 达 ) 
筱 处 死刑 ， 另 一 个 (卡尔 塔 蒜 黄 ) 与 参加 暴动 的 囊 仇 们 一 起 稚 逐 到 

海岸 上 , 初 先 丢 打 死 的 第 三 个 船 县 ( 敏 多 西 ), 则 对 其 尸体 处 以 四 列 
之 刑 。 但 是 暴动 的 其 他 参加 者 得 到 了 款 驶 。 

在 他 们 过 冬 的 地 方 售 来 了 一 ' 些 高 个 子 土 信 。 西 班 牙 人 把 仔 们 
叫做 巴 塔 哥 尼 亚 人 (Pata 一 一 兽 脚 ， Patogon 一 一 兽 脚 的 ; 当地 

居民 在 自己 脚 上 包 着 兽 皮 ， 因 而 好 象 野兽 的 脚掌 一 样 o )。 巴 塔 哥 
尼 亚 一 名 在 现今 的 地 图 上 仍然 保存 着。 tea 

5 月 里 ， 稻 队 所 派出 进行 探测 航行 的 一 只 船 在 圣 求 利安 港 以 ， 
南 被 打 坏 了 。 Pi 

1520 年 8 月 , 码 过 长 期 停泊 后 ， 这 支 只 剩 下 四 条 船 的 盘 队 天 

始 向 南方 前 进 。 麦 普 偷 打算 向 南航 行 至 南 稼 75“， 以 探寻 由 大 西 ， 

洋 通 向 “ 南 ” 海 ( 即 太平 洋 ) 的 海峡 。 但 是 生 队 远 在 较 北 的 地 方便 进 

入 了 一 个 海峡 ,虽然 他 们 在 起 初 并 不 了 解 这 是 海峡 还 是 海湾 。 沟 过 ，， 
38 天 的 航行 以 后 ， 秀 队 才 走 出 了 海峡 和 岛 昨 交错 的 危险 地 区 而 进 
和 太平洋 。 在 探测 从 大 西洋 至 太平 洋 的 通路 的 过 程 中 ,有 一 只 船 私 

自 逃 跑 了 。 因 此 现在 盘 队 中 只 剩 下 三 只 船 了 。 

cuabbhconacntoann, an 
无 人 居住 的 地 方 ， TRIBE RAR, BRK, 
光 ， TAA RIE AL 
SEH EPA BD KS} — FRAP) 0 

“ASHE IDGHE A ACRE WOU DUG, SEPT A a ADA Soe PSE 
岸 向 北航 行 。 历 史学 家 们 通常 现 为 麦哲伦 在 到 达 南 粮 308° DUB, 
就 把 航线 改变 为 西北 西 了 。 同 时 也 有 人 推测 说 , 才 敬 偷 与 南美 海岸 

@ M..C. 波 德 绩 尔 斯 基 : se PR, BT AYRE, 1954 年 ,2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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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 

平行 向 北方 推进 到 南 入 12" ,而 后 才 折 向 西北 , 穿 过 赤道 ， 并 在 北 
SEER Ab 7 Bo ERAS AT Tad DEAT AT 
KEEN RRTRE, LEE AES WLIO 
面 上 航行 ,所 以 航程 异常 艰苦 。 

探险 队 参 加 者 意大利 人 皮 加 菲 塔 售 对 至 体 人 员 所 遭遇 的 痛苦 
作 了 生动 的 描述 : 

“1520 4211 F238 A REM Tee, ait 

“太平 "的 广 闫 大海， 我 们 在 太平 海 ( 即 太平 洋 一 一 况 者 ) 中 航行 
3 个 月 另 200K, 完全 没有 新 鲜 的 食物 。 CO 

ARAL A, MRAM LH AGRA A EB ROAR 
PAAR TE AAA ROK, TRB, RAVE 
DIE Hill Fe AA ABE AC A RT AE Be, BAPE TS SBE 
Fe 0 HSE BFIR RAGED, Ce SI AT IE UE | 
币 才能 买 到 一 只 的 精美 荣 肴 。 最 大 的 不 幸 , 是 我 们 陷入 了 疾病 ， 在 
病 中 牙 床 古 得 这 样 厉 害 ,以 至 将 上 下 政 都 吕 盖 住 了 。 患 这 种 病 ( 坏 
血 病 ) 的 人 ,不 能 吃 任何 食物 。 
“在 航行 期 中 , 死 了 19 个 船员 ,许多 人 患 了 重病 。 在 整整 3 个 月 
另 20 天 中 ,探险 队 未 全 过 到 “任何 小 的 风暴 ,所 以 ,人 们 称 此 海 为 
KPH. Fike 

— EBEVEACR REY S10 His GBBT HT 
#21521 4 3 AG, RA RGR EMA Ze, BAT RB 

HAIR I — AEA WOR EAE (WEEE I OE). EPPA 
一 些 新 鲜 的 水 和 粮食 , AEST ALA BLE, ESS REA AER, 
井 将 他 个 所 能 得 到 的 一 切 东 西 全部 优 走 。 因 此 ,该 群岛 从 称 之 为 次 
WERE . 

Fe TE Ka AHS FAH I DATAT, ES LO KC, 他 们 到 达 了 一 
ABE My AEG JS HR TEES, (UP OSL ESTB IR HED 

© GDA HILT RSG APB ERT LA 
ea。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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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F 1521 年 4 月 27. 日 与 掩护 西班牙 人 退却 的 7 个 同伴 一 起 
死 于 马 吉 顿 岛 。 皮 加 非 塔 售 写 道 :“ 已 经 个 在 地 下 的 海军 上 将 ;为 了 
能 看 见 我 们 是 否 安全 ,而 把 头 转 向 我 们 这 边 。 我 们 无 束 而 忠诚 的 价 “| 
宕 ,我 们 的 光明 ,我 们 的 快乐 ,就 这 样 地 与 我 们 永别 了 .1  - 

ZG GS LACIRE RMR SME SAT 
BA MADRS S ZEAL S SM, 2S 11 月初 地 
SESE T MEE bE —— AAT BH, HTS RS 
TTS ALK MF. SR Bb BE 
4 SA AS CT (“HES ARG” SHEAR AE 
EADIE wre lo 12 SESE SE nT HE 

未 能 与 该 船 同行 ， nian sire ee ) 
HAM -RAEAUTER, PS RCL AR ETAME 
烧毁 , ASAE BURCH, TIFT. GE 

bTREREHGFEAE YD, KNEE ESA BE 
过 印度 洋 的 南部 ;以 各 开 葡萄 牙 船 只 通常 航行 的 道路 。 他 平安 的 线 ” 
过 了 好 望 角 。 只 是 由 于 极端 需要 才 被 迫 进 入 了 佛 德 角 有 群岛, 在 这 里 
登 岸 的 海员 立 齐 就 彼 葡 萄 牙 人 逮捕 了 a@ 。 ' | 

4 

a . = ee 

′ ， 最 后 ,于 1522 年 9 Ap, “MES ARR” SIAM AR IL 

/。” 口 , 井 开 进 敬重 卡 港 淤 ,完成 了 第 一 区 环 球 旅行 。 | 
AR jOHIEE CA RGA AT , RON ES AE EI 

群岛 采取 向 东 的 航线 通过 太平 洋 而 到 达 西 班 牙 ， 但 未 成 功 。 便 从 ， 

15224 4 月 到 10 月 在 大 洋 中 破浪 航行 ， 并 发 现 了 几 个 岛 咱 。 在 损 
RPA BUG SC RE EE EE ES, FR A A 

BEE. TENE FIA SE SS 特 里 尼 达 号 的 大 部 分 船员 都 死去 

了 , 仅 剩 下 4 人 在 多 年 久 后 返回 了 福 国 。 | 
BE, EPS ARAM TT ER, ALR 17 个 
@ BEIGE RR IRMA MIELE 人 ,有 些 历史 学 家 则 况 为 是 18 人 。 ， 

ea 7T6。 ; 



船员 返回 了 祖国 @ 。 人 
大 西洋 和 太平 洋 之 间 海 峡 的 发 现 和 克 太 平 洋 到 亚洲 各 地 的 省 

次 航行 ,在 地 理学 中 引起 了 其 正 的 变革 。 考 哲 偷 航行 烙 果 ; 诈 明 了 
存在 着 一 个 入 一 的 世界 大 洋 , 并 确定 了 地 表 上 占 优势 的 不 是 陆地 ， 
而 是 大 洋 。 这 完全 是 首 灵 的 环球 航行 。 考 哲 偷 找到 了 通 往 香料 群岛 
的 西方 道路 /他 完成 了 哥伦布 所 未 完成 的 事业 。 他 的 航行 计划 和 这 
个 计划 的 实现 都 比 哥 偷 布 很 斯 哥 。 达 。 伽 马 的 航行 具有 更 为 巨 
大 的 规模 。 作 为 一 位 海员 ,地 理学 家 和 探险 人 家 的 麦 哲 偷 是 一 位 仿 大 
的 人 物 : 可 能 ， 这 是 任何 时 代 和 一 切 民族 的 航海 家 中 最 人 大 的 一 位 
航海 家 、 A 

SEERA TERE OREN: 
“他 具有 天 赋 的 一 切 美德 。 他 在 最 困难 的 时 候 永 远 显示 出 坚忍 

不 拔 的 精神 。 在 海上 ,他 如 为 自己 应 比 其 他 船员 忍受 更 尺 的 痛苦 。 

他 比 礁 都 精通 航海 图 知识 , 完 至 掌握 了 航海 的 技术 , 共 且 他 用 自己 
的 环球 旅行 证 明了 这 一 点 ， 在 他 以 前 任何 人 都 不 全 敢于 进行 这 种 
航行 ”。 

的 俯 大 地 理发 现 , 在 地 理学 的 概念 中 引起 了 芙 正 的 变革 。 由 于 这 些 
伟大 航行 的 结果 , 便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的 大 陆 和 大 洋 , 并 且 十 分 肯定 地 
确定 了 地 者 上 占 优势 的 是 水 , 而 不 是 陆地 。* 这 些 发 现 不 仅 对 科学 、 
同时 对 西欧 各 国 种 济 的 发 展 (航海 业 ， 商业 和 工业 的 发 展 ) 也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关于 这 一 点 卡尔 。 局 克 思 和 弗 。 有 恩格斯 售 写 道 : 
“美洲 及 环 粒 非 洲 航 路 底 发 现 , 答 兴 起 着 的 查 产 阶 般 开辟 了 新 

的 活动 场所 。 东 印度 和 中 国 的 市 场 ,美洲 的 殖民 化 ,对 殖民 地 的 贸 
易 ， 交换 工具 久 及 一 般 商 品 的 增加 , 给 予 了 商业 ,航海 业 和 工业 一 

加 ”只 开 尔 所 用 的 是 另外 一 个 数学: 根据 他 的 材 迎 “ 灯 多 利 亚 ” 号 上 有 18 人 返回 ， 

大 鹊 有 一 马 来 亚 人 与 他 个 同行 。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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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 通 往 印度 的 西北 及 东北 通路 的 探寻 

从 15 世 程 来 开始 ,工商 业 在 英国 、 荷兰 等 国家 中 开始 大 大 发 

展 起 来 。 在 域 市 中 出 现 了 无 数 的 手工 工场 ， A: I) TE ORT 3 HE 

Aste RAYE ik im Bete Es . fa) FIL FF BY TRAN RB BEELER 

开始 渗入 农村 。 在 英国 有 大 批 从 田地 上 祯 赶 走 的 农民 流 天 城市 ,并 
成 为 手工 工厂 的 工人 。 在 农村 中 开始 日 签 广泛 地 运用 着 尾 佣 劳动 。 
水 在 16 HAREM, WE eS OR, “EA 

A IAAL LIL EDIE USL 2) LIAS, 
| SCL AGT LE, ALE TT AEA OB 

ie eA A RF ris ELDEST EE WOU BORE 
当时 香料 及 其 他 食品 杂货 的 贸易 是 极 富 诱惑 力 的 。 
| feiss TES RELAPSE HL AS PR 
FMAM, SHLAA, MMSE Rs BAAR TEAR 
到 。 此 外 , 通 往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中 国 及 美 济 的 最 有 利 的 通商 道路 
均 已 操 黎 于 西班牙 及 和 葡萄牙 信之 手 。 

因此 ， 这 时 在 发 展 海外 贸易 事业 中 对 于 英国 及 罕 斋 最 理想 的 | 
目的 就 是 在 高 引 度 地 方 寻找 通 往 印度 和 中 国 的 航路 ;一 方面 是 沿 

@ ”马克思 恩格斯 让 选 ( 丽 父 集 ), 第 一 具 ， 外 国 艾 书籍 出 版 局 ,莫斯科 ,9 一 10 页 © 
(中 妇 )o 

@ Bye AeA 1953 年 ,人 民 出 版 社 , 第 一 丢 ,948 一 949 页 (中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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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地 区 不 受 西班牙 及 葡萄 牙 管 辖 ,可 自由 航行 

。 纳 国 人 及 荷兰 人 在 海上 的 进取 心 同样 也 表现 在 16 HAL 
后 来 海盗 活动 的 猩 狂 方 面 。 英 国 的 海盗 们 抢劫 了 在 美洲 及 西班牙 
沿岸 的 西班牙 城市 和 少 村 。 对 于 这 些 声势 浩大 的 海盗 们 最 威 兴趣 
的 职业 是 层 击 西班牙 的 “ 银 稻 ">， 这 些 “ 银 租 满 载 着 由 美洲 向 西 班 
牙 运 适 的 从 矿 地 中 开采 的 银子 。 英 国 国王 们 , 特别 是 伊 丽 落 白 , 了 
地 鼓励 这 种 旨 在 反对 西班牙 的 海盗 行为 ， 因 为 他 们 本 身 可 以 从 中 
BAW ,无论 如 何 可 以 得 到 一 定 的 利润。 但 是 ,一 旦 这 些 
英国 海盗 落 太 西班牙 之 手 ;英国 国王 们 便 完 至 背弃 他 们 而 不 管 了 。 
佛 偷 西 斯 ， 德 菜 克 (1545 一 1595 人 年 ) 就 是 这 些 闻 名 的 英国 海盗 中 间 

的 一 个 , 当 他 从 西班牙 人 手中 逃 出 之 后 ,被 迫 进 行 了 秋 麦 哲 偷 之 后 
的 第 净 次 环球 旅行 。 他 由 大 西洋 穿 过 介 于 火 地 岛 及 南极 洲 之 问 的 
一 个 海峡 而 进入 了 太 在 洋 。 为 了 和 念 他 ， 在 现在 的 地 图 上 这 个 海 
BRERA SHE FE 

后 来 德 菜 克 合 被 提升 为 海军 上 将 。 
“这 时 ， 西 班 牙 和 葡萄 牙 一 直 是 紧 紧 地 保护 着 他 们 通 往 中 南美 

， 芒 及 环 粒 非洲 通 往 印度 及 中 国 的 航路 。 所 以 当 西 班 牙 及 葡萄 牙 还 
是 军事 威力 巨大 的 海上 强国 时 ， 英 国 及 荷兰 就 只 能 探寻 通 往 印度 
及 中 国 的 新 的 航路 。 这 些 道路 就 是 到 印度 及 中 国 的 东北 及 西北 通 
路 。 by : 

“1, 西北 通路 的 探寻 
关于 1492 年 哥 偷 布 发 现 西 印度 的 惊人 航行 的 消息 所 给 予 英 

国 商人 ( 沁 其 是 布 利 斯 托 尔 的 商人 ?的 印象 ,如 果 不 是 十 分 惊人 的 ， 
那 无 论 如 何 也 是 非常 强烈 的 。 当 时 布 利 斯 托 尔 是 西 英格兰 的 主要 
海港 。 布 利 斯 托 尔 商人 对 于 发 展 海外 贸易 较 其 他 商人 更 感 兴趣 ,他 
们 便 棚 右 了 一 个 在 高 烷 度 地 万 沿 西方 向 中 国 海岸 重 航 行 的 探险 ， 
队 , 工 派 狗 界 。 卡 波 特 来 俩 导 这 个 探险 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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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 « EUS OBIE + 卡 波 特 ) 是 热那亚 人 ,于 1490 年 移居 
英国 , 卉 定居 于 布 利 斯 托 尔 。 他 的 三 个 儿子 中 以 谢 巴 斯 丁 作为 一 位 
出 色 的 航海 家 而 著名 。 
在 锡 输 . 卡 波 特 李 领 下 ,由 一 虐 有 18 个 船员 的 小 船 所 租 成 的 

探险 队 于 1497 年 5 月 由 布 利 斯 托 尔 出 发 航行 探险 队 从 南边 粒 过 
爱尔兰 ,一 直 沿 北 和 纺 59" 忆 北向 西 航行 。 同 年 , 即 1497 年 ， 卡 波 特 

gid 

ey, 

EP, 离 所 发 现 陆地 不 ae eee 

ANTE IX RAE A OS Bl EE IT HET TIS T AZAs ， 

BES AN Aig ATE AR GATE it BBS Pat PE 2 PE 

分 ， 因此 又 于 次 鱼 . 即 1498 年 棚 碑 了 第 二 次 探险 。 

BARE Pee ey ee eee 

SADR AL 8 0 。 卡 波 特 靶 任 命 为 探险 队 队 基 。 大 欧 在 途中 李 浙 
世 了 ,而 由 其 次 子 计 巴士 耳 。 卡 波 特 租 征 进行 航行 \ 氛 阶 队 到 达 了 
“ 硬 地 ”( 大 陆 ) 的 沿岸 ,并 沿 蔷 陆地 粮 秆 向 西南 航行 。 在 长 满 针 叶 林 
及 落叶 松林 的 沿岸 地 区 ,航海 者 们 有 时 到 一 些 宅 兽 皮 的 人 。 这 就 
de 

确定 。 

卡 波 特 父 子 的 第 二 次 航行 在 英国 怜 认为 是 失败 的 ， 因 为 人 们 

说 为 ,这 些 新 的 陆地 不 可 能 是 中 国 或 印度 。 

Fai an escmc:—ae nee 

SG ULIGT + VEE ARISE a AT, TH RR EE 
SRP AREA ASSES TO YTS HEW, BEES T 08 
I. (BILE ARBRE OR 

2 AF AY HE HE BSS SE kT, ABLAZE 16 HEAC304E 
ACPEELA EAR HEND oH ZE5X ET TT BORSA 

rere 

热 苑 ， 卡尔 提 于 也 同 英国 人 一 梓 , 企 图 径 海 路 到 过 中 国 ;他 从 
q 



海港 圣 马 罗 起 航 (在 布 烈 塔 尼 后 岛 的 北岸 ) » RIA 40 天 的 时 间 到 达 
了 竹 芬 硅 。 之 后 他 研究 了 介 于 炸 芬 苦 岛 和 拉 布 拉 达 牢 岛 之 间 的 具 
尔 岛 峡 * 在 航 径 该 海峡 时 ,卡尔 提 子 研 究 了 拉 布 拉 达 沿岸 地 带 。 稍 
后 他 到 达 了 肌 德 华 太子 岛 , 而 后 又 到 达 了 安 提 科斯 提 岛 。 他 在 这 里 
车 束 了 全 的 第 一 次 航行 ,探险 队 于 1534 年 9 ARAB. 
卡尔 提 陡 在 1535 年 第 二 次 旅行 时 发 现 了 圣 罗 棱 士 河 ， 

河 漳 流 而 上 航行 至 王 山 (Mont 了 oyal 一 一 现在 的 蒙特 利 尔 )。 圣 

楼 士 河 的 沿 河 地 带 ， 答 予 法 国人 以 良好 的 印象 。 他 们 isnt | 

AR ESCA ALAPT HOA BS » 3 BARAK , BRAS aa — Fr 5 2 ls BAT 

高 大 树木 "。 

KAREN 1541 年 的 第 三 砍 旅 行 , 未 便 提 供 任何 新 颖 而 有 价值 

\ AHL Eo 

LGA SP, AEE a AER Fk, RoE IM 
DEAL AAT ASEM TSE ARR BIR AN” EAM 
用 西北 通路 要 比 东 北 通路 便利 得 多 ， 因 为 英国 人 可 以 完 公 控制 这 
条 航路 。 当时 ,有 一 些 著 名 的 航 ; 家 参加 了 西北 通路 的 探寻 oO 

在 这 个 时 期 中 ， 局 尔 金 ./ 绅 罗 比 瑟 全 被 派出 寻找 通 往 中 国 的 
” 西北 通路 或 海 蚁 。 他 的 两 条 船 在 1576 年 7 月 从 泰晤士 河口 出 发 航 

行 , 轻 过 设 德 南 群 龟 附 近 ， 并 稚 过 了 格 陵 冰 的 南部 。 在 7 ARES 

A, (ih EEN T “— IHG Ba AS BE”, 后 来 闻 知 道 这 是 列 索 留 旬 (型 索 

里 盛名) 岛 帮 北 的 一 个 小 岛 。 

8 月 , 弗 罗 上 比 瑟 到 达 了 他 基期 所 Lp Sk 14 PEC SF SEI > REI 

CUS AULA OS , “PENH 3G FEN SBE «ARO, TI PE 

方 问 的 陆地 是 亚洲 ， 工 且 这 块 陆地 在 这 里 与 位 于 左手 方向 并 与 亚 

WEEMS” 但 事实 F, 弗 罗 比 瑟 只 不 过 是 到 达 了 巴 
芬兰 附近 一 个 现 名 弗 罗 比 瑟 的 小 海 淤 。 弗 罗 比 瑟 的 第 二 次 (1577 

年 ) 和 第 三 次 (1578 年 ) 旅 行 未 能 提供 革 些 重要 的 成果 。 

狗 翰 。 戴 维 斯 对 格陵兰 与 北美 群岛 之 间 的 通路 进行 了 探寻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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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完成 了 三 次 旅行 (1585.1586 和 158742). 

FETE —RKRIAT FC 1585 年 ) , 戴 维 斯 到 达 了 格陵兰 西岸 并 进入 

昆布 苦 湾 。 在 他 看 来 ,这 个 海湾 似乎 是 “很 方便 的 出 口 和 通路 ; 完 硅 
没有 阻碍 航行 的 涯 冰 ………”。 他 错误 的 希望 着 ， 这 条 “通路 "可 能 就 

eee 

RAR LC IRI TAHT SIA T HABLA 66°33", 而 

EBX HiT PH BABA T ACE 72°10 MHF. (LAF SeM 

六 ,使 他 个 能 向 更 北 的 地 区 推进 。 在 最 后 一 次 航行 中 ， 当 海 船 返回 

南方 时 ,大 概 还 到 达 了 哈 德 孙 的 入 口 处 ,因为 海 船 可 能 靠近 了 却 
得 利 角 。 
REE AT ini io > 

二 图 上 是 以 他 的 名 字 来 命名 的 。 
SF on i AH TE ASL A I ET Ao 
1605 年 ,他 在 为 荷兰 人 服务 时 ,进行 了 去 往 北美 沿岸 的 航行 .7 

月 初 , 哈 德 孙 就 已 航行 到 庄 法 斯 科 蒂 亚 海 岸 附近 ,他 在 这 里 遇 到 了 
法 国人 的 捕 急 船 队 , 而 且 他 自己 也 捕 效 了 大 量 的 钱 鱼 。 然 后 , 哈 德 
孙 就 向 南 推 进 ， 并 沿海 岸 航行 到 现在 的 ACR BLAH Aba 85° 
AL") EVIE PUSS LETS TT He FETE Sh a 
上 ;大 和 狗 到 达 了 现在 亚 尔 巴 尼 城 的 所 在 地 。 但 是 , 在 这 次 航行 中 全 
未 能 找到 通路 就 返回 了 。 
次 年 , 即 1610 年 ; 哈 德 孙 再 次 向 北美 海岸 航行 ， 顺便 到 达 了 格 

陵 兰 的 东南 沿岸 ,而 后 进入 了 久 其 名 字 命 名 的 海湾 。 但 是 , ARE 
在 他 太 前 ;, 弗 罗 比 泰和 戴 维 斯 就 人 到 过 哈 德 了 森 峡 的 欠 日 处 ;而 卓 尔 “ 

+ 威 穆 特 在 1602 HAH BATES. 

总 之 , 哈 德 孙 宅 过 了 以 其 名 字 命 名 的 海峡 ,而 后 又 进入 了 仍然 
是 太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的 大 海湾, 井 沿 此 海 兴 东 岸 航行 至 其 南端 ,他 在 
那里 渡 过 冬天 。 船 员 们 轻 受 了 很 大 的 苦难 , 因而 最 后 发 生 了 暴动 
暴动 者 们 把 哈 德 孙 和 忠实 于 他 的 一 些 人 从 大 船上 赶 到 小 船上 。 这 

s-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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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 : : 
“探险 队 沿 格 陵 苦 西海 岸 航行 。 当 拜 洛 特 在 7 A Basse 

\ Ly 

RAE REIT IH SS MoT, FEA So TG BA A A OB Ta 
Fl, FESR ST AAT 3 

: EFUB TAI — RAL KRE-BBE, MARE TH 
通道 。 当时 一 些 将 名 人 士 全 棚 稚 了 一 个 股份 公司 , ME RS HA 
通路 的 伦敦 商人 公司 >。 

似乎 由 于 哈 德 东 最 后 一 次 航行 而 显露 出 的 这 些 可 能 性 ， 无 脸 

如 何 还 应 加 久 实 现 ,因而 根据 这 个 目的 又 派 遗 了 一 柔 列 的 探险 队 。 
其 中 必 拜 洛 特 和 巴 芬 的 探险 队 具 有 重大 的 意义 。 

“ 偷 教 商人 公司 ?所 装备 的 拜 洛 特 同 借 航 手 威廉 。 巴 芬 的 探险 ， 
BR, 于 1615 定 第 一 次 从 泰晤士 河口 出 发 。5 月 底 这 个 探险 队 进入 
了 哈 德 孙 蚁 。 探 险 队 探测 了 南 扫 桑 普 教 岛 改 北 的 通路 PEPE 
FHA, KK GRESHAM, 是 没有 通路 的 
征兆 , 因而 探险 队 即 行 返 航 , 井 于 9 月 抵达 英国 。、 

巴 芬 认为 ,这 个 航路 不 应 穿 过 哈 德 孙 海 炭 , 而 应 在 其 他 地 方 去 
探寻 。 这 个 意见 对 商人 公司 来 股 ; 是 他 们 和 组 织 1616 年 的 探险 队 的 

决定 因素 。 拜 洛 特 仍 被 任命 为 探险 队 队 长 ; 巴 芬 为 颌 航 员 及 历史 学 

时 ,他 知道 了 ; 不 能 再 稳 檀 向 前 航行 。 在 这 同一 月 里 他 发 现 了 忠 斯 
峡 和 苦 加 斯 德尔 族 , 但 是 这 些 海峡 均 为 浑 冰 所 阻塞 ,不 能 通行 。 而 
“后 旅行 人 
[a] BEE, BA TSE AR : 
BRB REC, (EBLE AURIS TE 

ERE ORM ER EAM ABR RE OER ML 
间 的 广 寅 海湾 都 称 作 他 的 名 字 。 
ea 

` 西 部 和 南岸 的 大 部 地 区 进行 了 考察 ， 并 进入 了 位 于 哈 德 孙 涡 以 北 

的 一 个 海 议 。 这 个 海 洲 现在 就 呈 作 福克斯 训 。 此 外 ,他 还 画 了 一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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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通路 探寻 地 区 图 。 
这 时 ， 与 福克斯 同时 而 且 大 攀 在 同一 地 区 进行 过 航行 的 钴 姆 ， 

士 作出 了 一 个 结论 ， 这 个 结论 货 是 许多 次 探险 的 一 定 总 续 。 李 训 
为 ,如 果 人 们 所 预测 的 通路 存在 的 话 ; 那 么 它 应 当 在 北 短 60° 以 北 ， 
但 是 “最 可 能 的 是 这 条 通路 根本 就 不 存在 ”这 种 带 有 怀疑 性 的 车 

| POLSKA RUM ERE BEML MRR MER. 
“对 西北 通路 的 进一步 探测 ,主要 与 1670 年 获得 国王 证 件 的 哈 

德尔 湾 公 司 的 活动 有 关 。 这 个 公司 是 为 了 进行 贸易 ,特别 是 毛皮 贸 
易 和 解决 西北 通路 问题 而 创立 的 。 还 在 18 HALA, 这 个 公司 
REE TILE LIRA, (EARP aE HRS 
HM TAA ESLER RUTTER ES) RE TBA, 
fil Bo FEL SAS Fy SSA ZENG GN EK LT 
SRY TS LAG a AAR. (BL, IER OK + BS 
Dx RRA WOBB RE , “SEL A HS GS RG PRISE SA RE: 

AO, FRPEAR ACRE LE MEGS ML BRIT A” (1950 年 ; 269 ， 

页 )。 这 个 公司 为 扩大 自己 的 劳力 范围 而 日 丛 向 更 远 交 西方 派 遗 自 ， 
已 的 代理 人 ,这 些 代理 人 在 那里 建立 了 据点 ,并 带 来 了 重要 的 地 理 
消息 。 

HBA + 局 更 些 人 完成 了 险 德 孙 浒 以 西 地 区 的 著名 旅行 
他 全 从 大 奴 潮 沿 着 以 其 名 字 命 名 的 河流 航 生 AF FE 北冰洋 “〈 鲍 福海) 
(1789 年 )， 而 后 (1792 一 1793) 又 完成 了 从 亚 大 巴 斯 哮 泣 到 北美 西 

部 温 岸 (太平 洋 的 金 潜 , 位 于 温 得 华 岛 稍 北 一 些 地 方 ) 的 旅行 这 坎 
旅行 主要 是 沿 太 平河 、 PRT, eK IT ESRD ,而 后 向 西 
大 概 沿 弗 菜 喝 河 支 流 一 一 布 累 瓜 得 尔 河 前 进 ， 通 过 沿岸 看 腺 的 分 “ 
KE FEAT PY PALI A TSS ABE | | 

FG SE Se ae ARPT BDI SPAT A 741 

年 ) SOBEATIT FADE AC OR TS, (STG REEL 
们 。 色 印 第 安 人 向 他 亿 述 了 < 于 俄罗斯 人 的 情形 。 
eR4e ， 



18—19 tite Ay 4s SS AE RAR RIG RD. TELE 

LSPS OI, ROM + BED FE PRO PEBRBA (1845—1847 42) Ze 

| FAIA th MEP HRT. TPT A RI Tt 
救助 探险 队 , 3 LEP BK AEST ALIENS WOES WR ATA, (ELAS 

| PERERA TAO. RE RUE SG ELA T HB 
苦 克 林 探 险 队 的 263. (RHE 1903 一 1905 年 P“' ae HA 一 
“ 伊 乱 ” 号 海 船 第 一 个 通过 了 从 巴 芬 湾 ( 海 ) 到 白人 海峡 的 西北 通 
路 。 他 的 路 线 是 通过 巴 芬兰 以 北 、 布 剔 亚 牢 岛 必 西 ， 焰 而 向 西 沿 天 
陆 沿岸 航行 。 阿 孟 全 在 航行 期 中 合 浏 定 了 北 磁极 的 位 置 ( 北 篇 70"， 
50'， HERE 85 "30 )。 他 这 灵 航 行 所 追求 的 不 是 郊游 的 利 从 ,而 是 族 
行 的 兴趣 。 

与 寻 技 西北 通路 有 关 的 许多 地 理 改 现 都 被 记 载 于 地 图 中 a 

我 们 从 东 向 西 阅 著 北 美 群岛 的 地 图 时 ， 我 们 同时 也 就 熟 习 了 地 理 

发 现 的 历史 。 HEME RIAN WARE DPE RIN PB. FE 
且 这 些 发 现 的 进行 了 首先 是 在 东部 地 区 ;而 后 才 及 于 西部 地 区 。 

2. 东北 通路 的 探寻 

15 世 狂 末 ,俄罗斯 人 对 环 粒 欧 测 北部 的 海水 已 有 很 好 的 了 解 ， 

他 们 为 了 少儿 的 目的 而 远 远 深入 北方 。 格 利 高 里 。 伊 斯 托 马 的 航 

行 就 永明 了 这 一 点 。 在 1496 年 , 伊 斯 托 马 以 大 使 的 身份 从 莫斯科 

派 往 丹麦 王国 。 他 的 滋 路 是 从 北 德 维 纳 河 河口 出 发 ;取道 海上 沿 可 

拉 人 年 饭 海 岸 前 进 。 他 轻 圣 诺 斯 角 航 行 至 特 隆 汉 ( 德 偷 的 英 一 至 者 ); 

从 这 里 由 陆路 乘 雪 氛 到 达 摆 尔 根 ,而 后 到 达 丹 麦 。 

当 他 们 在 巴 偷 支 海 第 一 次 看 到 英国 和 荷 MAGNE IS, ADOT 

SEARLS T RE IOS ey US RE EZ EA 

沿岸 的 波 摩尔 大 @ fat Be OMT Heh A, 巴 罗 、 巴 偷 支 的 
陈述 龙 其 证实 了 这 一 点 。 他 们 未 必 有 某 种 必要 来 夸大 波 靡 尔 人 在 
发 展 北方 航海 事业 中 的 功 和 续 。 

@ 波 麻 尔 人 :十 时 生活 在 自 海 及 巴 偷 支 海滩 岸 的 俄罗斯 居民 ~ 一 浊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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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DE T MARTE OES, EEK 得 不 返航 归 国 。  : = 

很 可 能 ,在 16 LAE REA HARE Pe) ， 
- PEL MME TS RA RTS MERBERE RES 

PPR EL RB Ac RRA A | EE TL 
LA ZE 17 HK 25 aa - 
司 爹 角 。 : 

17 世 罗 时 ,英国 人 全 积极 参加 了 东北 通路 的 探寻 。1553 45 
10 日 , 有 一 支 由 三 条 船 钥 成 的 钦 险 隐 从 伦敦 的 素 晤 士 河 出 发 前 往 
探寻 通 向 中 国 的 东北 通路 。 惠 罗 比 和 张 西 勤 尔 被 派 为 探险 队 的 岳 

“ 导 考 。 当 时 和 鹤 认 为 是 高 纬度 地 区 航行 问题 方面 的 权威 的 谢 巴 斯 丁 。. 
卡 波 特 ,由 亲自 为 这 个 探险 队 写 了 航行 指南 。 

艇 队 通 过 北海 沿 挪威 海岸 向 北航 行 。 海 船 在 挪威 的 北部 海岸 
岩 近 被 风暴 打 翻 了 。 后 来 仅 剩 下 张 西 勤 尔 一 只 船 ,大 致 竹 米 沿海 岸 
向 前 航行 ,到 达 了 握 海 , 在 8 月 进入 北 德 维 灿 河 河口 ; 并 从 这 里 到 
达 了 茧 斯 科 ; 他 在 莫斯科 受到 伊 万 第 四 ( 伊 万 雷 帝 ) 的 般 勤 招待 , 同 

和 时 伊 万 第 四 还 同意 与 英国 建立 丑 易 关系 * 丈 年 ) 轩 1554 oo 
| RAT MB 

在 1554 秆 的 同一 年 , MIRAE ATT CTE 
定 岛 的 东北 海岸 ) 发 现 了 处 于 停泊 中 的 韦 罗 比 的 两 只 英国 船 ,船上 

” 有 冻 死 了 的 尸体 。 根 据 其 中 一 个 探险 队 队 上 员 的 遗 吧 , 可 以 认为 大 部 
PRB 15541 ABH. a 
«DUR, 在 1556 年 4 月 , WN A 
”任务 的 斯 蒂 芬 。 巴 ( 斯 杰 固 。 巴 罗 ) 从 泰晤士 河 河口 出发 开始 了 
狂 立 的 航行 。 他 在 五 月 底 即 已 到 达 了 北角 ; 从 这 几 开始 沿海 岸 航 
行 ,在 可 拉 河 河口 附近 遇见 了 俄罗斯 渔 民 :- 波 靡 尔 人 ,并 与 他 们 
一 起 炎 闵 向 东航 行 。 在 7 AEA Eh" .但 因 

\ 

书法 便 对 俄罗斯 海 船 的 高 度 航 海 质 量 和 俄罗斯 波 麻 尔 人 优良 

”图 “当时 人 们 认为 伐 加 亦 高 是 一 个 群 高 一 一 泽 者 。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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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航海 技术 作 了 很 好 的 说 明 。 那 时 俄罗斯 人 已 能 自由 航行 于 新 
Sho 海岸 附近 和 喀 拉 海中 ; 巴 灶 从 他 们 那里 获得 了 关于 灿 炳 次 人 
GREE RESREBREEZE RED ASA 
Sn. AVE, LAA RAT PRA TRAE MF 
E16 HERES RR + Ease LA B®) zed 
完成 了 著名 的 航行 。 他 在 1594 年 参加 了 扬 。 林 士 科 敦 的 探险 队 ， 
读 探 险 队 的 目的 在 于 深入 北海 和 发 现 中 国 。 探 险 队 在 6 月 底 从 荷 
苦海 岸 出 发 , 径 过 一 个 月 航行 后 看 见 了 新 地 。 巴 偷 支 沿 新 地 机 岸 向 
北航 行 , 工 在 7 月 未 到 达 了 新 地 的 最 北端 。 当 时 再 向 前 航行 是 困难 
的 ,同时 船员 也 不 原意 再 稳 炉 向 前 航行 。 因 此 巴 偷 支 便 决 定向 伐 加 
赤 岛 航行 ， 以 便 能 遇 到 其 他 的 船只 。 8 月 中 旬 各 海 船 相 会 在 一 起 
了 。 林 士 科教 便 向 伐 加 赤 以 东航 行 不 大 一 段 距 离 而 进入 了 喀 拉 海 ， i 

， BRATS WAS AMEE PEE A 
似乎 还 到 达 了 亚洲 的 北端 。9 月 探险 队 返 回 了 阿姆斯特丹 。 

关于 巴 答 支 所 参加 的 北极 地 区 的 第 一 次 探险 的 富有 希望 的 叙 * 
壕 , 合 促使 荷兰 凡 会 想 积 了 第 二 次 的 探险 (1595 年 ), 但 在 这 探 险 
结束 时 ,并 未 获得 任何 显著 的 成 果 。 

巴 偷 支 在 北极 海水 的 第 三 次 航行 中 〈 他 仍然 是 主要 倾 航 人 )， 
PAT EAM AE. | 
探险 队 于 1596 年 5 月 10 日 从 阿姆斯特丹 出 发 ， 采 取 了 比 从 

前 更 西 的 航线 , 才 过 一 月 以 后 发 现 了 能 岛 。 后 来 很 快 又 看 到 了 新 的 

陆地 ,这 就 是 斯 匹 次 培根 群岛 的 南部 。 但 是 荷兰 人 这 为 他 们 到 达 了 
格陵兰 ,然后 各 船 再 次 返回 熊 岛 s 巴 偷 支 从 这 里 乘 一 只 海 船 向 新 地 
航行 , 芝 条 船 在 7 月 17 日 到 达 新 地 以 后 ,就 沿 其 西岸 航行 ,从 北面 

” 入 过 了 北 岛 ,并 齐 始 对 该 岛 东 海岸 进行 探测 。 巴 偷 支 打算 从 东边 和 三 
过 新 地 而 到 达 伐 加 亦 岛 ,但 是 未 能 成 功 。 当 时 他 又 重新 返回 北方 ， 

但 是 已 不 能 迅速 前 进 ， 而 必须 停 下 来 过 冬 了 。 探险 队 的 参加 者 在 

_ © 新 地 即 新 地 群岛 一 刘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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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 #6 A180, 过冬 者 们 AM pe te 行 航 

行 .在 开交 航行 的 一 个 星期 以 后 ,早已 有 病 的 威 灵 。 巴 偷 支 就 死去 

+ APA ERIE T EAE DUS, 到 达 了 新 地 的 南端 , 他 

Pigs BERIT RBA HEE E IA ED PRAT RR 

当时 之 所 以 需要 这 种 草 是 因为 荷兰 人 患 了 坏 血 病 。 这 种 草 的 利用 

是 如 此 显 落 和 而 迅速 地 帮助 了 我 们 ， 上 太 至 使 我 们 自己 都 感到 惊奇 '。 

DUS ARS iis eT, AF 8 ART as T ac 

的 第 二 只 船 。1597 牢 1 月 ,他 们 到 达 了 阿姆斯特丹 。 ¥ 

| STR MEALREN MAD KM aH T o 

只 有 A-.5. 诺 敦 瑟 德 在 1878 年 经 过 一 个 冬天 通过 东北 通路 从 

大 西洋 航行 到 了 太平 洋 。1932 年 , 柔 * 西 伯 利 亚 可 夫 ” 号 破冰 船 的 

苏 维 寺 探 除 队 第 一 关 在 历史 上 于 一 个 航行 期 中 通过 了 东北 通路 。 

因此 ,西北 和 东北 适 路 的 探寻 是 在 19 世纪 75 年 代 一 20 世 如 

初 、 即 在 这 十 条 航路 已 具有 与 地 理 大 发 现时 代 完 全 不 同 的 另外 一 

种 意义 的 时 期 中 获得 成 功 的 。 但 是 为 探寻 这 雨 条 通路 而 装备 的 天 

数 探 险 队 便 提 供 了 关于 北极 各 地 的 极 有 价值 的 状 料 。 现 在 通过 欧 

西北 岸 的 北 话 航 路 对 苏联 有 着 互 大 的 经 济 意 义 。 这 条 航路 已 被 天 

冬 , 才 且 是 联系 苏联 北部 和 东部 地 区 的 正规 海上 航线 * 沿 北美 北 中 

的 道路 意义 旭 很 小 ， 因 为 在 地 球 的 这 一 区 域 中 从 大 西洋 至 太平 洋 

的 海上 航路 是 经 过 巴拿马 运河 ;而 不 是 径 过 北美 北岸 的 。 

七 澳洲 的 发 更 和 塔斯曼 的 航行 

很 早 以 前 在 吉 代 学 者 中 就 有 了 存在 着 “南方 陆地 "的 信念 。 克 

Aer + 托 惑 密 全 把 这 个 地 方 作为 记 接 南非 同 东 南亚 的 陆地 画 在 

地 图 上 。 托 勤 密 的 这 个 盘 惟 在 中 世 和 元 末 期 又 再 灵 复 兴起 麦 东信 

对 火 地 岛 的 发 现 以 及 儿 得 士 探险 队 对 新 几内亚 的 发 现 ， 似 乎 更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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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 子 有 这 样 一 个 大 陆 存 在 的 意见 ， 因 为 在 最 初 人 们 把 火 地 岛 和 新 
九 内 亚都 当 作 是 未 知 的 南大 陋 的 生 岛 。 这 个 大 陆 被 称 为 澳大利亚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 其 字 意 为 :未知 的 南方 陆地 ”) 

这 时 西班牙 已 完全 征服 了 秘鲁 ， 并 开始 对 当地 的 套 源 和 居民 
PETRIE TARRY ROE, REE RY 
动 方 。 印 第 安 人 不 能 忍受 这 种 艰苦 前 劳动 ,而 成 百 成 千 的 死亡 了 。 

_” 漏 佳 在 秘鲁 的 西班牙 人 ,区 想 着 新 的 、 能 持久 醒 劳 的 、 体 力 健壮 的 
奴隶 ;他 们 希望 能 在 南大 陆 找到 这 样 的 奴隶 。 此 外 , 他 们 也 预想 那 
“里 有 很 多 金子 。 所 有 这 些 都 是 促使 西班牙 人 竹 雄 去 往 未 知 南方 陆 - 
地 的 探险 队 必 及 寻找 通 往 该 陆地 的 道路 。 那 时 一 些 著名 的 地 理学 
健 也 确信 这 个 南方 陆地 的 存在 。 例 如 , 麦 卡 托 不 仅 把 南方 陆地 画 在 
地 图 上 ;而 且 宣称 议 : 为 了 与 北 生 球 相应 的 陆 块 达到 均衡 , 这 个 陆 
芯 的 存在 是 完全 必要 的 。 但 主要 的 原因 还 是 涡 望 从 那里 获得 刀 未 
和 黄金 。 ne cies | | 5} ee 
IC HAS EM RR 17 A, HT RSM, ER 

南方 陆地 ,全 从 秘鲁 装备 了 许多 探险 队 。1605 年 ,由 出 生 为 葡萄 政 
。“ 太 的 贵 罗 斯 所 奉 全 的 一 支 探险 队 从 秘 重 的 卡拉 伐 ( 考 老 ) 港 出 发 向 
上 西 进入 了 太平 洋 。 贵 罗斯 从 前 就 货 在 太平 洋 作 过 远道 的 航行 。 历 史 
学 家 把 贵 罗 斯 描写 成 一 个 伪 君 子 和 假 好 人 ， 但 同时 却 双 是 一 个 有 
| ” 释 驹 的 海上 只 。 贵 罗斯 力图 到 达 早 已 为 西班牙 人 所 了 解 的 所 罗 门 群 
高 。 他 向 西 航行 轰 过 太平 洋 ， 在 南 入 20° 发 现 了 所 谓 “ 低 群岛 % 泡 一 
«MARS ORARS) Ad b+ Bae. CUS GBEIT IL 

AK FFE T SLEYTR 0 JAMIE BHI 
群岛 审 的 一 个 大 岛 之 后 ,全 就 断定 他 已 发 现 了 新 大 陆 。 他 自以为是 
一 位 伟大 的 发 现 者 (仿佛 是 第 二 个 哥伦布 )， 并 乘 一 只 船 返 回 西方 
去 报告 自己 的 发 现 。 这 时 他 大 的 有 意 对 自己 盘 队 留 在 新 替 布 里 底 
群岛 的 两 只 船 的 命运 , 置 之 不 管 他 想 机 报告 “伟大 发 现 ? 砷 由 此 取 ” 
得 一 定 物质 利 丛 的 显 望 , 葛 强 烈 到 如 此 地 步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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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 他 全 到 过 墨西哥 ,而 后 又 到 过 西班牙 。 烃 过 长 期 拖延 区 后 ,他 烙 
于 钥 织 了 一 个 探险 队 ; 但 是 1614 HERE A 己 新 发 现 陆地 的 路 进 
中 ; 便 因 病逝 世 了 。 

Lat, BALD DT NEMO — SUOMI 
巨大 的 发 现 。 这 个 人 就 是 托 烈 斯 (也 出 生 于 葡萄 牙 ) PE 
后 ;, 托 烈 斯 查 明 了 贵 罗 斯 发 现 的 不 是 一 个 大 陆 , 乃 是 一 个 群岛 ; 耐 
且 是 相当 小 的 一 个 群岛 而 后 托 列 斯 楼 炉 向 西 航行 ,并 深 新 几内亚 

南岸 前 进 , 穿 过 了 一 个 现 珊 礁 装 生 的 危险 的 海峡 ,这 个 海 莱 把 新 几 
”内 亚 同 澳洲 隔 开 。 后 来 这 个 海峡 就 以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而 蕉 称 为 托 现 
斯 峡 。 这 是 一 个 瑟 天 的 地 理发 现 ,因为 从 前 关于 这 个 海峡 的 存在 训 
无 所 知 ， 并 且 也 不 知道 新 几内亚 向 南方 延伸 有 多 远 。 甚 至 也 不 知 
道 : 新 几内亚 是 不 了 解 的 南大 陆 的 一 部 分 ,还 是 一 个 独立 的 岛 赋 ， 
托 烈 新 泪 清 了 这 些 间 题 ,但 是 发 现 痪 洲 的 全 誉 却 不 局 于 他 。 

1606 年 ， 因为 荷 属 东 印度 公司 服务 而 进行 过 航行 的 荷兰 船长 - 

姜 斯 荣 ( 同 样 也 以 名 字 姜 花 著 名 ) ， 大 锡 在 托 烈 斯 航行 的 前 元 周 或 
前 几 个 月 ;到 达 了 澳洲 的 北岸 ,他 沿 卡 奔 塔 利 淤 东 兰 航行 , 而 后 返 
回 。 这 时 他 训 为 ， 他 所 发 现 的 井 在 后 来 丢人 得 称 作 省 洲 的 陆地 是 与 
新 几内亚 联 在 一 起 的 。 这 

164242 TH {Aix 。 ire 

BR, MATTE KGET BE ED MA SHI lt 
Sh FRESE ATG. HEY AU: UME SEH 
地 ?的 一 部 分 ,同时 还 要 研 完 新 几内亚 的 北岸 并 确定 新 几内亚 是 否 
为 一 岛 是 ( 托 列 新 的 发 现 个 被 西班牙 当局 作为 秘密 而 未 公布 )。 在 
他 的 任务 中 水 包括 探寻 通 往 南 个 球 南部 地 区 的 智利 的 航路 《入 过 
FAIA). 

SERRA RTE BRR Babee em 
SH © GE ~ RDI) , FE He 0 ed PH TS NR 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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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9° ROME TT ZS, WET WYN SL Ps Hh fl EI BB HT he 
“陆地 , Se TRATES VEE, ARC — ie ET OB 
SUS ETLG). MRM AAT, HORA T bith, RTT 
CHR A ) AMBP i Be FE PS A ERAT, RES TF Be Te a 

SM DIK, TEA EE, CURRIE AS ARAL EAT BE 
惫 的 北端 ;并 由 此 采取 东北 航线 前 进 。 他 把 新 西 苦 认 作 是 南方 陆地 : 
的 一 部 分 .他 于 1643 年 1 月 抵达 东 加 群岛 , 工 由 此 折 癌 西方 航行 

MRSA S SVT GERMS FIP ERE 新 几内亚 的 
部 分 。 在 沿 新 见 内 垩 北岸 航行 时 ,他 完成 了 许多 重要 的 发 现 。 他 在 
爪哇 岛 西 部 烙 束 了 自己 的 第 一 次 航行 。 | 

IAAL EIST LIEK WATS BEY 3 SL IBA RTH TI 
FF A PTA PRE — JA (BEAR LB LR: (POT EOE 
RT RAAB MERA AN IBA. SPANO RET 
AMFERS THE URATRESE BAT ZT WEBB” A — BB EMITS 

- 期 中 全 发 现 了 一 些 大 的 岛 咱 和 许多 小 岛 。 他 把 自己 发 现 的 和 结果 都 
画 在 一 些 精确 的 地 图 上 。 同 时 塔斯曼 也 作 了 许多 错误 的 论断 :他 将 

”他 所 发 现 的 新 西戎 姜 作 是 南大 陆 的 一 部 分 根据 他 的 意见 ,新 几 内 
。 亚 和 澳大利亚 是 一 个 整体 。 ~ 

— 

两 第 后 ; 即 1644 42, 塔斯曼 试图 发 现 由 新 几内亚 去 往 南 方 的 
航路 ;并 查 明 新 几内亚 对 于 澳洲 及 塔 斯 扎 尼 亚 已 发 现 部 分 的 位 置 ， 

。 但 是 未 能 解决 这 些 问 题 。 

因此 ， 直 于 17 世 李 前 补 叶 许多 探险 队 在 南 个 球 的 活动 的 精 果 ， 

不 仅 发 现 了 澳大利亚 洲 ， 同 时 也 肯 宇 地 证 实 了 这 个 陆 块 的 面积 不 

” 很 大 。 此 外 ， BRET Er MS JES OT BA AND FE ATL PS BARS 

Fi HE HAIER 0 | 
#617 tke, EL TF MER LE PR 

AAS BRS UME CBS Je TEs “Me” 
(1650 年 ) 一 书 就 是 无 数 探险 队 所 获得 的 地 理 材 料 的 著名 总 车。 这 

e Q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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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YI TELA BREE 

| A 161 THREES RA SORTER 

在 16 TEAC BOL, GA ERA BRB 
THe GT AS DP A Oh EB, BEE TE BO 
IRE Hi ER eHE SP ie I FS Fes Ek Pe 

FEVERS BET IT Mh, ARS Ar AR. 

叶 尔 马 克 的 远征 开始 于 1581 42 ARAL ALE A FS eA 
AERAIA 840 A. RRS TS ER HET (BS 

SD) EG Rid ba RRA RRS BURA ME 
MDE ARMA AS SM, Bh FE 

ORSIR, ARSED A EES CHE a 4 AURA 
Ti (AAR A PET Ra. “RAPT” IEA 

Ys 3 
EM SEEM RZ, BER A 

”广大 区 域 的 殖民 有 了 可 能 。 俄 罗斯 人 以 “惊人 的 速度 "向 东 推 进 ; 穿 = 
过 西 值 利 亚 向 太平 洋 沿 岸 推进 。 还 不 到 60 年 的 时 间 ， — a4 

BST AB aR WRB et A | 

(6 16 WON 17 HL EPIL, MLB RT RS CRNA 

ERMA) ALI ae Semaenpoxonen) 在 北 亚 完成 了 许多 出 色 . 

的 地 理发 现 。 这 些 发 现 是 在 他 们 追寻 那 种 与 黄金 等 值 的 毛皮 一 一 
“ 软 货 ”的 时 期 中 完成 的 。 

狩猎 者 和 土地 开拓 者 们 往往 是 出 生计 : 比方 ( 北 德 维 纳 河流 域 ， 

折 海 沿岸 地 方 )、 CIT ARs MI A. 这些 人 不 能 忍受 帝 车 的 农 
奴 制度 ,因而 便 去 往 严 赛 的 西伯 利 亚 坟 求 摆 腹 这 种 奴役 。 

， 此 外 , 还 便 向 西伯 利 亚 派 去 了 一 些 包括 军 官 和 官吏 的 军队 。 一 
关于 狩猎 者 和 士 地 开拓 者 们 向 东 推 进 的 悉 速 情形 ， 可 以 根据 

各 个 据点 一 一 “ 木 案 ” 建 立 的 时 间 来 加 以 断定 ， 在 这 些 “ 木 寨 ” 的 拆 
e 92 e 



在 地 后 求 建立 了 许多 西伯 利 亚 的 城市 。 
， 在 叶 尔 马 克 远 征 以 后 不 入， 在 西西 伯 利 亚 便 建立 了 一 系列 的 

城市 。 例 如 在 1587 年 建立 了 托 波 尔 斯 克 城 。 在 17 ACH 35 年 中 
覆 国 人 建立 了 下 列 城 市 : 托 木 斯 克 (1604 年 ) ;位 于 下 通古斯 卡 河 河 
昌 对 面 叶 尼 塞 河上 的 十 和 鲁 汗 斯 克 (1607 年 ), 叶 尼 塞 斯 克 (1619 年 )， 

MEER FE (16324F) . 

还 在 1620 年 俄国 人 就 已 深 久 甚 拿 河流 域 及 威 吕 河 。 此 后 经 过 
刀 年 (至 少时 于 1630 42) ,狩猎 者 品 达 从 士 鲁 汗 斯 克 沿 下 通古斯 卡 

-， 河 湖 流 而 上 到 达 其 上 认 ， 而 后 越过 分 水 帧 抵达 基 连 加 河 河口 以 下 

的 勒 拿 河 。 后 来 他 又 沿 安 加 拉 河 及 叶 尼 塞 河 返回 土 鲁 汗 斯 克 。 勤 拿 
河 河 口 发 现 于 1635 = SILA 时 雅 精 河 河口 亦 被 发 现 。 

狩猎 者 和 士 地 开拓 者 向 东 推 进 是 沿 各 河流 乘 小 船 一 一 独 柳 小 
fn 进行 的 。 这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合 使 他 们 易于 向 前 推进 ,不 过 决 不 能 
过 分 夸大 这 一 因素 。 

去 往 东 西伯 利 亚 的 最 通行 的 道路 有 : 在 北方 一 一 从 曼 卡 谢 雅 
到 士 鲁 洗 斯 克 ， 而 后 治 下 通古斯 卡 河 到 达 威 吕 河 及 勤 拿 河 ; 在 南 
方 一 一 从 叶 尼 塞 斯 克 治 BAM BIER BEAST Eilts 

SRS BEA FE K Ve He Ko 

AMM PRE MLE, AREA AMR 
TEAS: AT + HEMET CEE 1639 EDIT Be 

河口 附近 的 鄂 霍 次 克海 沿岸 ;也 西 里 。 波 雅 尔 可 夫 在 欧洲 人 中 第 
一 个 进行 了 沿 阿穆尔 河 及 鄂 堆 次 克海 的 航行 ; 米 哈 依 尔 。 斯 塔 都 
部 到达 了 西伯 利 亚 东 北 内 部 地 区 ;哈巴 罗 夫 棚 积 了 当时 去 往 阿 称 
尔 河 流域 的 巨 大 探险 队 ; 阿 特 拉 索 夫 提 供 了 关于 堪 察 加 件 岛 自然 
姓 和 居民 的 最 宝贵 的 资料 (1697 一 1699 42) 谢 苗 。 杰 日 温 夫 完成 

了 著名 的 地 理发 现 。 

回 “ 独 桥 小 船 (Kos) 一 一 一 种 不 大 的 里 桥 船 , 乘 此 船只 能 在 顺风 时 航行 。 这 各 般 
Af 8 & 18 一 19 He, HK 4—At HK: MAKIN 8 W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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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在 1637 年 ， 在 马 雅 河 及 阿尔 丹 河 汇合 处 就 已 建立 本 过 冬 ， 

站 ,在 坪 年 以 后 (1639 年 ) 哥 茵 克 伊 万 。 英 斯 克 维 津 售 带 颌 31 个 军 

、 役 人 员 沿 启 雅 河 测 流 琢 上 航行 “至 大 海 一 洋 "(Mope-ogmaa)。 李 何 

“PST, BST GBT OE RR ER a 

Jou DTG AGH, AUPE ELBE TEE Me @ 在 最 后 几 和 苗 

rhs 8 METEORITES BE Bs SST HB 

ae EIN. EERE ULI Oa 

EME, BURGE MEVEZE 1648 SEEM, WT BR. 

海 沿岸 通古斯 人 那里 得 来 的 有 关 阿 称 尔 河 的 最 初 的 知识 。 

LEM TREES. ORATOR 

HEMET CHEE Se OPERA, ECS PRIR DA Ha DEE > VETER FT 

eS, 队员 有 190 SA. SEER Ee ET AE ve, 

IT SRT MT SAT UR” WK TRA a— EE 

ROMS 5 ANAT A REL, STATA 

Ft. ALT AGWL AU Pe EL. TERT 3 年 (1643 一 1649 

4B), :一 ae | 

波 雅 尔 可 夫 于 1643 427 月 45 A ee, PT 

顺 流 而 下 ,很 快 到 达 了 阿尔 丹 河 的 河 日 。 然 后 波 雅 尔 可 去 的 队伍 从 

-这 里 沿 阿尔 丹 河 及 其 支流 湖 波 而 上 ;到 达 了 斯 塔 讲 沃 依 山 原 * 队 全 

越过 训 出 攻 后 ,到 达 了 泽 雅 河流 域 , 哥 了 攻克 们 在 这 里 看 见 了 达 局 尔 
天 这 

; 3 ‘ s 

以 后 的 道路 是 沿 阿穆尔 河 顺 流 而 下 波 雅 尔 可 夫 在 阿穆尔 河 、 

地 区 了 解 了 一 些 民族 ( 求 契 尔 人 、 吉 里 雅克 大 等 ) 玉 及 他 们 的 生活 

方式 和 职业 。- 

当 波 雅 尔 可 夫 向 阿穆尔 河 河口 前 进 时 ， 他 的 队伍 中 已 只 剩 下 

团 “ 过 冬 站 (3zxop5e) 一 一 适 于 过 冬 的 居留 地 ; 雅 划 克 (多 caEg) 一 一 西伯 利 亚 冬 

-长 族 以 实物 (毛皮 ) 向 沙皇 国 康 缴 纳 之 页 税 ; 雅 材 克 监 收 疗 ( 郧 CarHOe 9HMO- 

a5e) 一 一 为 收集 和 保管 敖 蓝 友 ( 毛 上 友 ) 而 克 立 之 过 冬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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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 BBART. 1644 FEBS TA eB Kay 
LADERA GEE P= A AS AT SG BEIT, faves as 
BET PEE EEA eS ey 过 冬 以 后 , 波 雅 
尔 可 夫 便 于 1646 年 越过 出 内, 向 马 雅 河 前 进 , 卉 同 33 个 守 TAR A Eh 
ERAT BE TAT BT Ax PEAY BE Hh Se TT SK I Fe Ho He 
在 3 年 远征 时 间 中 ,队伍 丧失 了 100 个 人 。 这 些 无 所 月 惧 的 人 

们 沿 着 陌 坐 的 河 可 访 和 赛 渝 的 鄂 霍 艾 克海 所 进行 的 英勇 的 远征 受到 
TOMB SWE AE AAT A OL RANE FEEL 
i ASABE TA TT 48H 8g 8, 

SEE RTH AE BS A BE NBR ENE AAT 6 
ARLE, eI He ie 。 “ SGA S Sema T RAR RAE. 

BF 1627 Se PLE BS yar Ye oy Pitt Be Bl) AS PH AGS ARYA HAE >* 
SEO iS il RAAT SS RCM CURB 达 吉 日 加 河 。 
ERS MS os aaa ie Rika, ie 一 
Ba SS RIT AL TI TB ii] o 

16484=, C. 杰 leita: 一 支 由 .6 nhbheannaed 
PRS YES MATEO MER, EEL, See MZ 
REMBOKIKT FEE LET IRA. 26 1648 410 1 BUS, 
2S SSF BE BPH AEE, SSC em A aT 
口 以 南 的 地 方 ,可 能 是 在 奥 留 托 尔 角 地 区 ( 北 悉 60 度 以 下 )。 后 来 
MS ERS wa 25 人 棚 成 的 队伍 到 达 了 阿 熏 德 尔 河 河口 ,他 在 这 
FEW TAI, FH AS LER, BI 1649 年 夏天 队伍 中 
BAR. 12 个 活着 的 人 了 。 杰 日 温 夫 及 其 伙伴 们 在 夏天 建 洁 了 一 
条 独 找 小 船 ?并 沿 阿 业 德尔 河 向 上 游 航行 。 他 们 于 次 年 春天 (1650 
年 ) 在 阿 畏 德尔 遇见 了 士 地 开拓 者 谢 昔 。 局 托 尔 的 队伍 ,这 支队 伍 
是 从 下 科 雷 旭 斯 克 来 到 此 地 的 。 

在 留 居 阿 划 德 尔 的 时 期 中 ， 杰 日 温 夫 全 给 制 了 这 条 河流 的 地 
图 ,并 对 这 个 边区 的 自然 界 作 了 简短 的 、 但 是 详尽 的 记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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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 MER, ook DEAS MMB 

Ep Pe AY SLE Ve BEE TE AS AE OO CEE 

He FEE J A CBSE ICAI Bie A BR NT EF 

RBA BRS, eNNe 似 

SPAR BI A Be SENET | 

2 IERIE eM, WTAE AEX, 在 1898 

Jes Gr Hee ITCH ATE 8 IR AR”) 28 ts BRA 

@F 1648 se ne FYFE CO A EE REN TEMA, . 

EMM - KARMA AT, HEA EPEAT RRM 

册 中 。 | 3 

1649 42, 时 罗 非 依 。 巴 肃 洛 维 奇 “ WEL EE et 

EMME, HAD MALIBE 177 人 ， 装备 了 一 支 去 往 达 高 里 雅 

(在 阿穆尔 河上 上 ) 的 探险 队 。 哈 巴 罗 夫 是 一 个 出 身 于 饥 斯 兵 加 县 的 | 

RR, RAST 20 年 商业 活动 后 ， (7 HEAL PSU. 7 

FMR 0 

Sele Taakah ashe Hie PTET RELA 哈巴 

罗 夫 斯 克 城 和 叶 罗 茵 依 。 巴 甫 洛 维 奇 车 站 (在 阿穆尔 省 的 西部 ) 陨 

BAYT Rahn OMe Seay. 

SE AR IA Bh Re I I EST Se 的 # BE 

1696 425 TEE TES TA RM OE AE NN BRS BA > 

JORIS TA 10 TRA BBA TUR ME, 其 目的 在 于 

查 明 : “可 否 征服 二 块 土地 使 之 归 局 于 俄罗斯 强国 "。 显 然 ， 他 到 达 

了 注入 鄂 霍 次 克海 的 几 格 尔 订 ， 也 就 是 说 ,他 差不多 已 深入 到 御 马 

的 中 部 。 

那 时 阿 黄 德尔 木 寨 的 “ 倾 地 主管 人 "是 五 十 人 长 、 出 身 于 高 斯 

丘 加 的 农民 弗 拉 基 米尔 。 阿 特 拉 索 夫 , 全 是 一 一 个 受 攻 青 很 少 、 但 特 

有 才干 的 观察 家 和 探测 家 。 

ss piay ise ktm ab A CHBALOSNT RTH 察 加 的 i
f s Ye 

ae O06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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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他 便装 备 了 一 支 由 100 个 军 役 人 员 和 200 犹 卡 吉尔 人 及 柯 王 
”雅克 人 粗 成 的 队伍 ,出 发 向 霸 察 加 进行 远征 (1697 一 1699 车 )。. 

因此 , 阿 特 摘 索 夫 并 不 是 第 一 个 深信 堪 察 加 区 域 的 俄罗斯 人 ， 

但 是 他 的 著名 泛 征 却 第 一 个 输 地 理学 带 来 了 关于 这 个 地 方 的 一 定 

| SBR. 0. 具 尔 格 认为 ， “HE 17 Wha an 18 htc 67, BRA AT ARA AE 

SRAROREMAATEREUTARRER ERR 
内 容 丰 富 的 报告 ” 人 

， 阿 特 拉 索 夫 几 乎 走 逼 了 整个 霸 察 加 西部 沿海 地 区 。 无 论 如 何 ， 
EM DAMS EAT WE SVE, AME EOL Ri) fia - 
ARATE, SHAT HT PK HB RE 
WA OUP Ra. 

BR RPLSAR E ve EE BS AR es AP REA Sg SH J ER 

RSENS, GAMENET TOW AWS BR” BE 
REMC DN ABTA T PRE EE, ROLE RUHR TE 
Bi AIRY, FADE A LAE ASCE RL HE REE TS 
FRM. UR ME. thti— Pee se 
iil EAST SPRAME TT T aise: “RRA TLR BRE 

- Oncorhynbhus tschawytscha——C. 组 波 夫 ) 从 海中 进入 河 里 AAP 

FES » GEIR PG EA EK EE, TE 5K ET EA 

中 。 芳 且 在 这 些 河 荡 的 两 岸 还 有 法 貂 ̀  狐 狸 、 ATE SSET EHR SENT 

BATE.” 

PDAS HE Ae AE NS Ds HL FLASH De SAE TP A BT 
RYTRLC BLU EAE AEA (C. II. 克拉 森 宁 尼 科 夫 、B. 

TL AE BR, I. 0. 上 尔格) 易于 确定 他 所 列举 的 动 植物 区 系 代 玫 
前 正确 学 名 。 | - 

阿 特 拉 索 夫 生 动 地 描述 ee KA 0 

@ J.C. RAH: HRMMRAMACMRM, IHN 1946 年 ， 

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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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阿 特 拉 索 夫 在 堪 赛 施 伊 恰 河 上 旅行 时 ， 知 道 了 在 壕 察 达 大 
TB AMER. EMER EARRM—+T BARA, SUE. 

ES Se Hl EE AE URE) RA, AIK 
SEALE ME PERG, 船 在 海中 漂流 了 太 个 月 ; Were 
es : 2%) DG - 
MMH. GET AAA EI, AF 1708 年 为 彼得 大 帝 
MAO 。 他 是 到 达 俄国 的 第 一 个 旦 本 人 。 Ai erat 己 的 航行 HE 
RA AE T RA RS EE 

”此 外 ， 阿 特 拉 索 夫 在 俄罗斯 人 中 第 一 个 提供 了 关于 千 饲 群 饥 
的 某 些 知识 。 

因此 ,在 16 世纪末 及 17 the ALR ARIAT OA a ee 

征 时 起 (1581 一 1584 4), 还 不 到 60 年 的 时 间 ; 俄 罗斯 人 即 已 从 饲 
拉 尔 出 肪 穿 过 整个 亚洲 而 到 达 了 其 东部 边 炮 。 北 枉 的 发 现 , 从 根本 

图 9 16—18 世 克 余 罗 斯 人 在 北 亚 的 地 理发 现 和 探测 3 

@ J.C. AaB: HRM RAMA SHS, 莫斯科 一 列宁 格 勒 , 1946 年 ，60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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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改变 了 关于 整个 这 个 大陆 的 地 理 概念 。 此 后 在 地 图 上 就 出 现 了 
西伯 利 亚 和 现在 苏联 远东 便 域 的 输 廓 。16 一 17 世 克 土地 开拓 者 种 
Span ee RRR AL 
地 理 天 发 现 。 

“Hu 18H SAAR AL ERED ALTER MERE BSR 

RE RAT RE AL Ht HH BI ABP PS, ABEL 
Bt nt 3s fi PA ID ASHE RE MO RBS, AEE, STE 18 世 各 前 牛 叶 就 已 
Sy PTA IR AEAN AG HELL KBE AC AH LT A ， 
国家 探险 队 。 跟 随 派 往 东 方 .北美 海岸 的 国家 探险 队 之 后 ,还 去 了 
一 些 商人 和 狩 独 者 。 他 何 定 居于 北美 沿岸 及 海岸 附近 的 岛 赋 上 ,在 
这 里 他 们 大 多 数 靠 痔 猎 毛 皮 兽 和 海 兽 为 生 。 

1。 自 仿 和 课 利 可 夫 的 堪 察 加 探险 as 
第 一 次 境 察 加 探险 (1725 一 1730 42) ARPES a ng 1B BE 
而 竹 友 的 。 探 险 队 的 正式 什 导 人 是 威 吐 士 。 白 全 ,但 是 和 白 全 的 助手 
A. VA. 奇 利 可 夫 在 租 和 探险 队 和 进行 航行 行 中 起 了 缠 常 重大 的 作用 。 

在 彼得 大 希 所 号 的 指 介 中 指出 ， 海 上 探险 队 应 当 在 航海 家 位 : 
所 不 了 解 的 西伯 利 亚 东 北岸 和 北美 之 间 的 太平 洋 地 区 进行 考察 。 
探险 队 的 主要 企 务 之 一 是 彻底 解决 亚 美 之 间 是 否 有 海峡 存在 的 阿 
A, TBR IX TERR RE RRM. ABA RA 
的 利 丛 。 这 

探险 队 柔 上 在 鄂 震 艾 克 建 造 的 海 船 到 达 了 堪 寨 加 西岸 。 然 后 
从 陆 上 跨 过 堪 察 加 牢 饲 ,并 到 达 堪 察 加 河 河 口 ,在 这 里 建造 了 一 只 
主要 的 探险 海 船 * 圣 加 夫 利 依 尔 ” 号 。 B. 白 合 同 其 助手 A. 奇 利 可 : 
夫 和 M. 施 潘 具 尔 格 于 1728 4 6 月 13 日 从 进 察 加 河 河口 乘 此 舱 
出 安 航 行 。 伍 粒 航 过 境 察 加 的 东 岸 , 楚 科 次 克 的 南岸 和 录 岸 : 发 现 
了 荃 罗 楼 士 马 。 当 和 白 售 在 楚 科 次 克海 中 到 达 稼 度 67°18" 的 地 务工 
看 到 陆地 不 再 向 北 伸展 之 后 ， 他 便 认 为 关于 亚 美 之 间 存 在 着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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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eS RR, AEE : 

A. WU. 奇 利 可 夫 全 坚决 反对 这 样 来 解决 问题 。 他 认为 ,只 有 到 

ia 

的 , 奇 利 可 夫 认 为 可 以 (如 果 需 要 的 话 ) 在 楚 克 次 克 件 岛 地 区 过 冬 

eR BA Ee} SORT IUD ACE th SERIE AI UA ERR 

ERASE). 1728491 AeA eee 

河 河口 。 一 一 

AS SSUNRUEROTRRSOS BCR: 但 自 合 及 其 同 tp 于 

1728 年 的 航行 了 中 在 这 里 衣 未 看 到 美洲 海岸 ;也 未 看 到 亚洲 海岸 。 

在 霸 察 放生 岛 渡 过 条 天 并 经 过 对 美洲 海岸 的 短期 的 不 获 成 功 

的 探寻 之 后 ,“ 圣 加 夫 利 焦 尔 ”号 海 船 于 1729 RST REX 

克 。 在 彼得 堡 方面 看 求 ,探险 队 的 成 就 是 不 能 分 人 满意 的 : 

Yr, MRE T I RR Se RK 

BED BES PRIE AMR DHE A ELE AC A PE 

42250, TRIAS HORST REZ 

问题 。 能 与 日 本 建立 关系 也 有 着 重大 的 意义 。 俄 罗斯 一 方面 向 东 

坊 护 展 自己 的 势力 ， 但 同时 又 尽力 使 自己 与 已 沟 建 立 了 外 交 关 系 

AUTRES AZO MET. BONA EK 

ARCEMIS, ADE S OIG TURAL AHR 

有 关 的 政治 任务 。 

“ 派 住 东方 -美洲 和 日 本 去 的 探险 的 任务 本 身 二 是 具有 政 

治 性 质 的 。 他 们 必须 解决 俄国 在 东方 的 国界 及 其 安 至 的 问题 2 。 

在 形式 上 几乎 所 有 的 队伍 均 由 自 合 候 导 , 但 实际 上 ,大 北方 探 

险 队 的 工作 是 由 海军 总 部 、 特 别 是 总 部 部 长 ,海军 上 将 互 ' 中. 哥 洛 

文 来 癸 导 的 。 
这 个 规模 巨大 的 探险 工作 同 其 准备 工作 和 事先 研究 材料 的 工 

作 一 起 ,从 1733 4E— TRI 1743 定 。 

@ A.B. 时 非 莫 夫 - DAE ASTER” OA OUR, 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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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E BSR UENO, AERIAL BLE 
“自命 的 第 一 助手 ， 施 洁具 尔格 为 第 二 助手 。 白 全 和 奇 利 可 夫 泰 命 
在 娜 霍 赤 克 或 堪 察 加 建造 两 只 海 船 ， 而 后 出 发 去 考察 预测 的 美洲 
海岸 ,其 目的 在 于 了 解 〗“ 那 里 有 什么 民族 , 那个 地 方 叶 什 分 名 字 ， 
以及 那些 海岸 是 否 医 正 是 美 测 的 海岸 “: 施 潘 具 尔格 泰 命 乘 三 只 船 
LAUT ERE Mane AA HRASARARUKREKRo 

仅 到 1740 4 6 AA A LA EL" 
AN SELMER” SED BIGRR TK. TARO 月 海 船 进入 大 海 ，- 
TRB ARMA 〈 在 霸 察 加 西岸 大 河 下 认 一 一 冯 者 ) ,然后 由 
DEBE A ES, HEE BE TAK, 1741 年 6 月 4 日 , 海 船 在 : 
白 合 和 奇 利 可 夫 的 指挥 下 从 阿 五 琴 湾 开 和 从 海中， 采取 东南 航线 前 : 
dt BEARS, 奇 利 可 夫 指 挥 下 的 “ 圣 巴 维尔 ”号 ; 在 前 面 航 
行 。 6 月 20 日 两 船 在 风暴 之 后 彼此 失掉 了 联系 ; 这 件 事 大 构 发 生 : 
PRE EE 49° Rb. | 

Bor Ixy 
. a? 

, : ann 
~. 2 7k 

==») — augers 

一 个 toa at = ful eannaen mean 

E10 AS—ZAl AARP EE. 

BANC GM PERSE AT AEA er 

SB LFA ABE Ais LA OD POLAT 2 A AEB AHAB 16" 以 后 ,他 
a] AS, Th a BRS RAC AAT OT AG A“ BRE SE 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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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地 方 看 见 了 一 座高 出 和 丈 年 积 雪 的 山 哈 。 这 个 币 就 是 阿拉 斯 加 的 - 
圣 伊 来 亚 出 。 轻 过 几 天 向 海岸 的 绪 慢 推进 发 后 ， 到 达 了 卡 雅 克 岛 
(位 手 北 篇 60" , 西 经 144" 附 近 一 一 怪 者 )。 同 白 全 一 道 进行 旅行 的 
自然 科学 家 斯 捷 烈 尔 便 登 上 艾 岛 ， 在 这 里 对 自然 界 进 行 了 许多 有 - 
价值 的 观察 。 他 在 一 天 的 时 间 内 记载 了 160 种 植物 。 LMA 

Beat Wee ts soe 
FNP UREA ZEIT YOR Sena: 科 的 亚 克 

龟 西 南 的 图 蛇 马 (或 筷 卡 茶 克 马 ) 每 马 金 群岛 ( 以 埋葬 于 此 的 海员 

每 马 金 而 得 名 )( 位 于 北 引 55" , 西 经 160" 一 一 汉 者 )、 阿 特 哈 龟 Ce 

#252° , 西 经 174" 一 一 到 着 )、 乞 斯 卡 岛 〈 北 和 继 52?， IRFELTBS 

A) RFC wa 

“在 9 月 和 10 月 里 ， 航海 者 们 便 坦 到 猛烈 暴风 的 购 击 。11 月 4 
日 他 们 看 到 了 陆地 ;并 被 追 在 这 里 湾 过 了 冬天 因为 “ 圣 彼 得 ” 号 单 ”- 
甲板 双 榜 帆船 已 不 能 再 条 续航 行 了 。 旅 行家 们 很 喜欢 这 甘 新 的 陆 
地 ,并 且 最 初 训 为 ,他 们 到 达 了 塔 赛 加 ， 但 很 快 就 发 现 了 这 是 一 个 
318,26 BRERAATE. 

JG HET ie EAE A GNA A RRIETTSERERG HIS AUREL 

He aes T ACARI HET, EER PTE EM) DL A 

的 许多 天 海牛 的 生活 状况 。 船 长 白 合 由 于 患 坏 血 病 及 气候 严 几 的 ， 
‘RF 1741 军功 月 8 日 逝世 于 此 。 

其 他 活着 的 船员 于 次 宇 、 即 1742 年 的 夏天 用 船 的 破片 建 廷 了 
一 只 小 帆船 ,并 乘 此 船 到 达 了 征 得 罗 巴 夫 洛 夫 斯 克 港 湾 。 白 合 “ 圣 
彼得 ”号 船 的 77 个 船员 中 ,返回 霸 察 加 的 仅 有 46 人 ;其 他 的 31 人 
由 于 在 航行 期 中 和 在 岛 上 过 冬 时 患 坏 血 病 而 死去 。 

乘 “ 圣 巴 维尔 ”号 的 奇 利 可 夫 的 航行 也 是 在 很 艰苦 的 条 件 下 进 
行 的 ,但 完全 具有 另外 一 种 性 质 。 在 两 船 彼此 失去 联系 以 后 ,他 就 
圭 而 向 东航 行 ,并 于 7 月 15 日 在 综 度 55?38' 处 发 现 了 陆地 。 这 就 

是 分 布 于 阿拉 斯 加 东南 岸 附近 的 许多 岛 赋 之 一 的 阿 得 金 格 顿 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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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 RAPA KREBLAIMIE HE. MATER EA 
RAPHE AMEMT 10 个 猎头 ,而 是 10 天 。 

EVAL PA ALA AT RES AIL CG AY 
Fe, PASAT (arn LE. TPL). 10 月 9 HI Aba ESHER” SE 
AT REE CAA EG. BRK EE Min” SA LAG 
70 个 船员 中 有 49 ABET HOS he 

:6 人 5 紫外 在 美洲 海岸 附近 有 49 估 下沙 不 明 。 
了 在 1739 一 1742 4, M. 施 潘 上 只 尔格 及 其 随从 人 员 对 位 于 HE 

加 以 南 的 地 区 进行 了 探测 。 施 潘 具 尔 格 队伍 中 的 航海 者 们 把 千岛 
群岛 和 日 本 的 一 部 分 地 方 给 入 了 地 图 中 ， 第 一 个 找到 了 从 北方 去 
往日 本 的 道路 。 

应 当 指 出 , ;虽然 太平 洋 北部 地 区 两 个 探险 队 的 正式 队长 都 是 
自命 ， 但 作为 航海 家 和 学 者 的 奇 利 可 夫 的 作用 却 比 探险 队 队 长 要 

” 头 得 多 5 当时 4: B. 罗 蒙 讲 索 夫 就 代 指 出 :“……. 在 穿 过 堪 察 加 的 ， 
美洲 探险 中 未 全 提 到 音 利 可 夫 , 而 他 正 是 一 个 主要 信物, 他 航行 得 
最 远 ,因而 更 值得 我 们 的 华 敬 ”。 苏 龙 埃 考察 家 全 不 止 一 次 地 强 届 
指出 了 奇 利 可 夫 在 探测 太平 洋 北部 地 区 中 的 互 大 作用 。 因 此 通常 
BAMBI EME GARRERERM. in 

| REM SME PEAS, BARRIS” 
Bl KPA A. WL. 奇 利 可 夫 探 险 。 

因此 ,由 于 白 合 和 奇 利 可 夫 探险 的 烙 果 ,在 北 和 508" 和 60" 之 
间 的 美洲 西北 海岸 .阿留 申 群岛 和 白 合 岛 即 稚 发 现 了 ,同时 还 对 鄂 
堵 次 克海 海岸 . 堪 察 加 、 千 岛 群 岛 及 日 本 的 部 分 地 区 进行 了 测 葵 。 
| 美 于 白 全 和 奇 利 可 夫 的 最 后 一 次 探险 ， 便 被 工 C、 具 尔格 评 

葵 为 汉 具 有 最 重要 意义 的 地 理 功 续 "。 了 解 太平 洋 北部 地 区 航行 条 
件 的 一 位 美国 船长 E. 伯 尔 托 里 弗 货 对 这 次 探险 鲜花 道 :“ 白 合 和 
奇 利 可 夫 的 旅行 是 一 次 具有 重大 意义 的 事件 。 这 两 位 航海 家 以 惊 
人 的 斩 竹 为 代价 和 在 面 对 着 难以 形容 的 困难 情况 下 越过 了 太平 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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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FRET SINAC. LEA SER T AE TE 
SKE, TEAL We Re SBE: 
DL fh MASE BMA ”. 

2. KALA | 
天 北方 探险 队 在 10 年 的 过 程 中 (1733 1743 fe) RH 

考察 亚洲 北部 海岸 的 工作 。 这 个 探险 队 ,就 其 在 务 . 包 括 区 域 的 范 
- 围 和 成 果 来 六 , 都 是 世界 地 理科 学 史上 独一无二 的 。 这 个 最 天 的 禾 
罗斯 探险 队 系 由 许多 埋 狐 的 海上 与 陆 上 分 队 钥 成 ， 它 个 在 俄罗斯 
LRAT OS AI CREA EE 
勇 至 的 精神 来 进行 的 * 探 险 队 的 工作 是 由 海军 总 部 (部 长 海军 上 将 
H. ®. 哥 洛 文 ) 俩 导 的 。 
pp merey errr 全 生生 

险 队 专 cid lenmiaiianaipmesieibtnamibtdec cr 0 
Ais. 

”参加 探险 队 工作 的 有 哈里 唐 。 拉 普 底 夫 和 德 米 特 里 焦 ， 4 
ERRBMA, C. 车 留 司 金 ，B. wea, C. BBR, 1 阿 弗 
增 及 其 但 等 人 。 

探险 队 的 第 一 分 队 ( 海 军 上 有 尉 0. BERTIE, ML. LARS, 
A. SHEA, U. 苏 霍金 及 0. BHR) 进行 着 由 北 德 维 炳 河 河 
口 (阿尔 汉 格 尔 斯 克 ) 至 哪 毕 河 ( 具 麻 索 夫 ) 一 带 的 考察 工作 。 由 于 
这 一 分 队 的 工作 , 伐 加 亦 南 岸 地 区 、 喀 拉 海 南岸 的 一 部 分 以 及 雅 计 
REBEOMAT UE. ; 

趣 初 探险 队 未 能 从 北方 绕 过 雅 马 尔 牛 岛 。 未 获 成 荔 的 主要 原 
因 在 于 工作 的 初期 分 队 队 长 0. 称 拉 弗 也 夫 认 为 独 PPLE 
适 于 航行 的 。 在 1737 年 新 任 分 队 队 长 0. BBR LAE 

拉 托 夫 乘 专 门 建 迁 的 小 帆船 沿 分 开 白 饲 与 雅 局 尔 牢 饲 的 海峡 航行 

@ FAB J.C. 贝尔 格 所 车“ 俄罗斯 地 理发 现 史 概 葵 ?， RAAT D> 

1949 42,15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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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了 生 岛 的 北部 海岸 在 现在 的 地 图 上 这 个 海峡 就 咱 作 局 雷 根 峡 。 
“和 苍 阮 的 小 帆船 进入 了 鄂 音 湾 ， 在 10 月 初 抵 达 具 度 索 夫 ; 并 在 这 里 

”小 过 条 天 。 马 雷 根 在 这 里 将 指挥 权 交 与 斯 康 拉 托 夫 后 ,就 返回 彼得 
堡 去 报告 工作 ， 更 晚 一 些 时 候 斯 库 拉 托 夫 带 便 两 只 小 帆船 回 到 了 
阿 汉 格 尔 斯 克 。 
第 一 分 队 在 1737 一 1739 年 的 过 程 中 对 由 阿 尔 汉 格 尔 斯 克 至 

鄂 毕 河 的 海岸 进行 了 记载 ,同时 还 进行 了 气象 和 水 文 观测 , 收 策 了 
关于 所 到 北方 各 地 区 动 植物 的 材料 。 

在 阿 弗 二 这 颌 下 的 第 二 分 队 ( 海 军 上 尉 区 sR An WAS 
DUP) SRT FA sath es BREE VAL TAT aA LAT, ACT SET HT Ae SE 
& SES IH ek, BAT Ht eRe O (1734—1738 年 )。 

BABA SPER OEM AEA OO BRO EM ET REPO 
R, HUET AIKEN 

在 领航 员 D. KARAT MBHA Es EI RTT 
(17884), 2M EAA MARCI DS , BRET GE Dh BS OS HE 
We, He eas Th MD RHEME TT BETES. ch 区 斯 捷 尔 列 果 夫 颌 导 

， 欧 这 个 分 队 的 陆 上 探险 队 完 成 了 将 迪克 孙 岛 亚 斯 杰 尔 列 果 夫 角 
(〈 北 篇 75"20') 一 段 海岸 欠 入 地 图 的 工作 。 <= 

Pee ue aN BRAK Fe cs,” 5S Ah MATT DL es EEE 
-和布 工 作 。 在 1735 一 1737 年 ,海军 上 和 尉 B. ME ATK rh EK a 

行 至 哈 坦 加 淤 , 稳 而 航行 亚 普 隆 奇 谢 夫 角 。 在 奥 列 温 克 河 河口 过 冬 
时 ，B. 普 隆 奇 谢 夫 逝世 了 ， 不 久 太 后 他 的 妻子 王 丽 亚 。 普 隆 奇 谢 
娃 一 一 大 北方 探险 队 唯 一 的 女 队 员 也 逝世 了 。 

后 来 海军 上 尉 哈里 唐 。 拉 普 底 夫 乘 同一 海 船 抵达 了 法 德 杰 亚 

角 (1739 年 )。 

“， 扇 分 队 后 来 的 工作 几乎 完全 是 在 陆地 上 进行 的 。 在 陆 上 探险 
的 时 期 ,分 队 全 不 止 一 次 地 横断 台 麦 尔 牛 岛 , 井 记述 了 它 的 整个 北 
都 地 区 GLA C. 车 留 司 金 乘 犬 拉 雪 出 到 达 了 亚洲 的 最 北端 -一 

s。 105。 



Od 

以 他 的 名 字 命 名 的 海 角 ,并 给 制 了 访 海 角 的 地 图 。 

第 四 分 队 的 其 他 勇敢 的 队员 们 的 名 字 也 记载 在 地 图 上 了 5 吾 
BREE ELRELAERAMABE, BERES RIB 
AHEM — MEA ELRRMERAMAS, RAP 
D—-TPRAVUGRESRABAUL A. BRA RI EM 
BERL OEE. BERERMEBEMBERE 
岛 东北 海岸 上 的 一 个 海 角 都 以 哈 里 唐 。 拉 普 底 去 的 名 字 来 命名。 

PROD SELB SR GP ix BCE” LA eh ST DR 
HEAT ICE HEAD LAE IES, DAR LI 工 . are 
t. LEHR RE. LIS Bho 河口 过 第 二 不 冬天 时 
(1735 一 1736 年 ) ,由 于 坏 血渍 而 死去 了 很 多 船员 ,其 中 也 包括 分 队 - 

” 队长 .后 来 海 军 _B 寺 德 米 特 里 依 。 拉 普 底 夫 蕉 任命 为 新 的 分 队 苦 。 
他 乘 同 一 小 帆船 从 雅 康 次 克 出 发 ， 沿 勤 拿 河 向 下 航行 (1735 军 ) 玛 
其 河口 处 ， 然 后 向 东 沿海 岸 向 奥 莫 洛 依 河 河口 航行 ， 粮 过 圣 诗 斯 、 
角 @ ;进入 了 英 过 吉 卡 河 河口 ,从 前 测 地 学 家 WL. 肯 家 可 威 依依 根 
据 他 的 命 分 对 训 河 作 过 妖 秋 的 记载 .以 后 (1740 芋 ) 区 拉 普 底 夫 又 
LPNS ERT TEPER SO, HE 
FLEAS Fy ALT, (AE Ih PRB E OSE BRK SEE TT 

分 队 在 1741 ARK ILA ALAS A ETA T PA ie 
KHER IS PE RT CEB EAT TBE. BI OK 
ASL + HORE ERA BET OSETIA OBIE HR BR 

“的 海岸 地 区 ,并 将 其 给 入 地 图 ,同时 也 记 迹 了 从 阿 业 德尔 河床 案 到 
其 河 昌 一段 的 地 区 ,但 是 耸 队 未 能 从 海上 由 北 访 洋 航行 圣 太 平 洋 。 
PULTE HRB Hg URAC RM ERR, , 

BK, SFADMBAE MAM IR LORS BU + br 

© id B BRAT FALRT1°, HHE120°—_K | 
@ BAAR LT ALHTSB° > RRE140° 7 0 

@ KERR A fz FAL , RH160°-—_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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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普 底 夫 的 名 字 来 命名 。 同 时 为 了 和 纪念 航 海 家 德 米 特 里 依 ，。 。 拉 普 底 
ARN EB 拉 普 底 夫 管 兄弟 二 人， 便 将 北冰洋 中 北 地 群岛 和 新 

TAA PUREE Ma MASE SEL TE EAT 4 

FACH PROM 9 BALL LA REDD AT 

Ror, WYEPEAU GE eR TB AR OO IR a 

- 和 角 的 北冰洋 沿岸 地 带 的 地 图 ,并 对 其 进行 了 考察 。 探 险 队 收 策 了 关 : 

子 北 方 落 海 及 沿海 地 区 自然 界 太 及 居住 在 北方 海岸 各 民族 的 生活 

及 风俗 习惯 的 各 种 极 不 和 同 的 材料 。 许 多大 北方 探险 队 的 英勇 参 
AeA I LATA SS AICTE I 
SEE Ae SITE EE TEE AER LE WL + HAE REED , 
ER 到 后 生 二 

3. 自 令 - 奇 利 可 夫 如 除 后 在 太 下 泽 北 如 和 北美 的 发 现 与 扣 
a 

4b ar A) AY PC See Be Pe Rae a Se Has BAS, 全 

癌 人 们 述 访 了 太平 洋 北 部 新 发 现 饭 昨 二 的 毛皮 晤 源 。 因 此 ， 在 白 

兮 一 奇 利 可 夫 的 政府 探险 队 航 行 辕 束 以 后 不 久 就 有 人 竹 徐 了 一 些 

秋 人 的 狩猎 探险 以， 在 他 们 探险 的 过 程 中 全 进行 了 重 桔 的 地 理发 
现 。 这 些 狩 猎 探 险 通 常 都 由 商人 来 便 导 。 他 们 自己 车 成 一 些 不 大 的 

团体 (公司 ) ,并 用 公共 的 春 金 来 装备 船只 。 这 种 航行 所 需 的 船 大 都 

是 双 覆 船 ,而 且 是 在 进 察 加 河 下 游 或 鄂 霍 次 克 建 造 的 。 怎 只 船上 船 

— BMA BH 40 人 到 70 人 不 等 (“ 船 务 人 员 ”)。 他 们 工作 的 报酬 ,或 

是 一 定 的 薪金 ,或 是 “ 猎 获 物 的 一 牢 ”。 

当时 建造 和 装备 船只 的 价值 极为 昂 车 ， 因为 建造 每 只 船 所 必 

需 的 东西 都 是 从 很 远 的 地 三 释 过 难 走 的 道路 泛 来 的 。 

WIAD A eS + PLR te 
© WE 3 LAR A MITE FEA DEK ZE17 4842 —17 444F BAF IRF AP is EW 

后 来 617 全 一 1746 年 ) ,他 们 又 再 次 在 那里 从 事 狩 猎 , 井 第 一 次 登 上 
”了 与 其 相 卷 的 麦 德 内 依 岛 ( 钢 岛 ), 因 而 也 发 现 了 敲 岛 @ 。 当 他 向 东 

- * 107° 



| UTS, MLE ET 2 ET), (RABE 
PSE > PRAM CE 1744 年 带 着 大 批 贵 重 的 毛皮 自 第 

REE PARK AFT J 1, 200 支 海 猩 皮 和 4,000 支 北 极 狐 皮 。 

兴趣 。 如 > 

在 自命 一 奇 利 可 夫 探险 后 网 20 年 的 过 程 中 ; 狩 猿 业已 到 及 所 
有 阿留 申 群岛 ,同时 狩猎 岩 们 已 开始 对 北美 沿岸 地 区 进行 开发 。 

| SAGER. MAGA A 可 夫 探险 的 参加 者 米 哈 依 

IGE SES CRP BRAT Ez | 

尔 。 绩 沃 德 奇 可 夫 以 狩猎 为 目的 完成 了 白 仿 岛 和 近 阿 留 利 群岛 “ 
艺 阿 加 图 , 阿 图 及 谢 米奇 岛 ) 区 域 的 航行 (1745 一 1746 年 )。 虽 然 纳 沃 
德 奇 可 夫 在 卡拉 根 岛 附近 受到 风暴 恤 击 而 遇难 ,但 他 散 于 胶 险 ,在 
卡拉 根 龟 上 渡 过 冬天 ,于 1747 FRAT I, ibe 了 820 只 海 

_ 猩 皮 。 他 给 制 了 近 阿 留 申 群岛 的 地 图 。 
铬 猿 者 安 德 烈 扬 。 托 尔 斯 提 赫 在 阿留 目 群 岛 的 西部 族 岛 上 进 

行 了 将 近 三 年 (1749 一 1752 芋 ) 的 狩猎 以 后 , 带 着 许多 儿 获 物 返 回 。 

后 求 (1762 一 1764 件 ) 他 记述 了 和 苓 当地 狩猎 者 用 HL ARB BER 
REHM HRE PRA SMe» 

ORRIN YE - Hee EMP O T 
827M SRW eS WEY’ RG (1759—176242), “IPED 
SHAS RAMS RS ATES LES LE, eae 
得 的 4,000 A AAACN AEE SIT eI. HN 
HORE RR BOM A THRE. STKE + RM SRK 
BIA T Page es FE BEST 1762 git C. BRB, 

19494 1598). 

@ H.H. TELE TS $B 3 OE EI AT AMAR 0 HOE Be BH 5 HUEL AA TB ( EC)» FAH 

识 出 版 入 ,1956 年 ;69 页 。 

Ogl. C. BAH: 17 OR TY AP AY, 1909 BB 
ASHER” aX RB, 19354F, 1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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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俄罗斯 人 征服 和 探测 美洲 西北 部 地 区 的 事业 中 ， TRL AB 
属 美洲 的 创始 人 T.U. SB BA(L. UW. SRB) 起 了 很 大 的 作 : 
用 。 为 了 在 亚洲 东北 部 、 太 平 洋 北部 诗 岛 玫 及 阿拉 斯 加 各 地 区 进行 

_ 大 规模 的 狩 独 活动 ， 他 联合 许多 小 商人 和 粗 成 了 一 个 巨大 的 商人 公 . 
司 。 这 个 公司 直到 售 时 霍 夫 逝世 以 后 ， 在 1798 年 才 堆 改称 为 俄 半 
Ba. fr AR FHL AES BRM BOTH Ts A SA 
上 旅行 ‘\ 

(SRR PME SANE A RR ICHAT REL CATS 
342) FED BIS SOP SATA SHOTS» Ti 
BLGHTAOMEES, HRT HEM RRR 
(178442) , GEG Ze 20 HME PEAS COREE 
PEACE HE) AS PoE 01 785—17864F, AEP Deo RS De Ae HE 

PEMENC TL AY SIR Fay 他 货 派 遣 几 个 支队 乘 兽 皮 小 划船 控 

PUB AMA AL HE EE 
BLA RBS EIR REE A AH. BLS 

(1790—18184F), iT UT. UW. & BAPTA. LEB 
ARE LEGA MER, RPE RO RT RE 
SRA NITTEL'S » Ti ASG — Ph PRB. ZEL 791 —1 795 PRE Je 

划船 疆 航 过 科 的 亚 克 岛 ,而 后 沿 可 和 黄 依 年 岛 的 海岸 航行 ,记述 了 楚 
加 庆 洲 (威廉 太子 湾 ) 和 考察 了 直到 西 特 加 岛 的 ( 现 名 巴 拉 庄 夫 岛 ) 
阿拉 斯 加 淤 的 北部 和 东部 海岸 。 巴 拉 诺 夫 在 这 个 岛 上 建立 了 俄国 

的 发 防 市 针 \1799 年 ), 而 后 (1804 年 ) 双 在 那里 建立 了 新 阿尔 汉 烙 

尔 斯 克 堡 墅 ， 大 把 美洲 的 俄罗斯 村 锁 的 行政 管理 中 心 从 科 的 亚 克 
BEDE 

LW LIMA RAE EA, ee Se IR Tes LA PRY 
的 探险 队 。 在 美洲 的 俄罗斯 人 常常 苦于 粮 售 缺乏， 尤其 是 面包 不 
ROL, TERRA SF 1812 AVE 于 A. 库 斯 可 夫 ( 巴 _ 
拉 谐 夫 的 助手 ) 从 新 阿尔 汉 格 尔 斯 克 去 往 加 里 钵 尼 亚 。 在 加 里 福 尼 

ss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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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U FT ee BA Se 1 YEA Ae Th BR 
TEA AEP RS EH EET NBER BR DEN DAB 
Fc iB ARS HDL 8 A 
‘PRLSEL VO EB HE GT AS RS LAT 

eS ULL TMP PRA HE BE MIE HALOS IER 
YS RIL LEH HEIL HS OS I_L HHA 1916425 
21H, S28 (SLRK, ALEK) MEEWAT RES, HES 
住 着 400 RPO AH RPE. RBA ES 
WR EBT eb. (KASAM eee (MRE 
人 ) 俄 罗斯 人 放弃 了 在 夏威夷 岛 上 的 倾 地 。( 正 C. 具 尔 格 1949;16 

页 )- 同 样 也 便 派 商业 探险 队 去 往 中 国 的 南部 。 “~ 

JDK, loth, L.A. eee ee aE BH 
TTA RL ARTE SEMA, EME 
LSA AGT BE HA BEA SESE TT (EMS R184 

2 一 1844 年 ) 

俄国 在 太平 洋 北 部 的 纸 济 利 丛 , 早 在 18 WORE 
”政治 利 俭 紧 密 的 结 合 在 一 起 。 在 地 理 上 可 以 碍 明 亚 洲 和 美洲 是 裕 
-海峡 隔 开 的 。 但 是 在 帮 济 上 俄国 政府 的 和 私人 的 探险 却 把 亚洲 和 、 
美洲 违 接 在 一 起 子 ， 也 就 是 说 俄国 商人 和 狩 独 者 对 毛皮 痪 和 海 兽 
的 追求 , 井 不 局 限于 亚洲 ， 而 是 远 远 地 深 入 东方 ,深入 到 太平 洋 的 
北部 各 海 和 北美 的 西北 地 区 。 历 史学 家 A.B. PSE eS 
了 这 秋思 想 , 他 说 道 :“ 如 果 地 理学 家 在 回答 彼得 于 17191725 4 
所 提出 的 美洲 和 亚洲 是 否 连 接 在 二 起 的 问题 而 自然 是 给 以 否定 答 _ 
复 的 话 ， 粥 么 完 研 俄国 同 美洲 交往 关系 的 历史 学 家 在 回答 这 一 并 
题 时 就 一 定 会 说 : 大 到 狂想 的 丰 中 庆 关 洲 同 或 到 有 已 堪 接 起 来 
Ore es 

4. 18 世 各 俄国 地 理学 的 发 民 

@ A.B. 叶 非 莫 夫 :俄罗斯 人 在 太平 详 上 的 探险 史 , 莫 斯 科 ,1948 年 ;208 真 。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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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aANNE RARE RER ROR 

| ERIM yf — ERAN (科学 院 小 队 ) 也 在 西伯 利 亚 进 行 着 科 
学 关 察 工作 ,这 个 学 震 小 粗 的 活动 由 自然 科学 家 巧 格 麦 林 ( 老 格 

BAK) AIG ABR 工 . 米 烈 尔 便 导 。 | 
LP. &. 米 列 尔 (1705 一 1786 年 ) 就 其 所 从 事 的 专业 来 计 是 -个 

阮 史 学 家 ， 但 是 他 全 收集 了 有 关 西 伯 利 亚 历 史 及 地 理 方面 的 极 宝 

贵 的 材料 。 兆 其 是 他 在 雅 唐 次 克 的 档案 中 发 现 了 证 明 谢 划 。 杰 日 
退 夫 在 1648 年 从 科 雷 马 河 河口 向 阿 贡 德尔 航行 的 原始 手稿 和 申请 
书 。 他 对 这 些 文件 给予 了 正确 的 评价 。 米 烈 尔 研究 了 西伯 利 亚 各 民 
族 ( 布 利 亚 特 人 .通古斯 人 及 其 他 民族 ) 的 生活 方式 和 风 众 习惯 。 

琵 . 工 . 老 格 麦 林 (1709 一 1755 年 ) 收 和 集 了 西伯 利 亚 的 植物 标本 ， 
他 将 这 些 植物 标本 加 以 整理 写 了 一 本 猎 奥 的 著作 “Flora Sibiria” 
CB ARTE RK”) Aa A HE BARES BS 

界 作 了 美丽 的 描述 。 

这 个 学 者 小 和 组 在 北方 和 东方 以 及 议 察 加 、 鄂 雹 次 克 及 雅 库 次 
克 工作 的 各 海 船上 都 有 自己 的 代表 。 

_ 在 科学 院 小 队 的 工作 人 员 中 还 有 DT. ER RAR RR 
- 科学 院 院士 的 C. IL. Hee FIST. 

卓越 的 俄罗斯 旅行 家 和 学 者 0. WL. 克拉 森 宁 尼 可 夫 在 其 “ 进 
察 加 地 方 记 ?一 书 中 第 一 个 对 堪 察 加 的 自然 界 、. 居 民 状 况 和 民族 的 
风 众 习惯 作 了 出 色 的 描述 。 在 这 本 名 著作 中 提供 了 关于 找 察 加 和 - 

BABA OM DEAS EH EURKF TERS. 
拉 斯 加 和 阿留 申 群 岛 的 自然 办 的 详细 材料 。 

+ ， 辐 时 克拉 森 宁 尼 可 夫 在 其 对 自然 界 的 记 述 中 自 始 至 欧 都 对 有 
关 开 发 和 殖民 于 霸 察 加 的 可 能 性 的 问题 给 予 了 最 大 的 注意 。M. Be 

wears ken 0. Ul. 克拉 森 宁 尼 可 夫 都 认为 地 理学 应 瑟 为 租 国 的 
利 丛 服务 ,应 该 帮 助人 类 开发 士 地 ;征服 自然 界 的 自然 力 。 

0. 工 .克拉 森 宁 尼 可 夫 十 分 正确 地 知道 ， 只 有 尊 虑 到 各 个 地 方 
el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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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 的 差异 情况 ， 才能 正确 对 待 利 用 广大 区 域 (如 堪 察 加 ) 自然 
条 件 的 冰 题 。 | 

x Ea ARIE AGHA SAL SG SGT SEBR ORR, 8 T BERS 
Fee ARTE AT AY , CRE EAR BG HS EE PB 
ESE — SEE HB , FETT AE'F JE RAE ET FS Is Re 

HORA A HEUER: AAU A @ WA CRAE, Se 
。 提 察 加 的 征服 史 。 对 有 关 “ 俄 罗斯 关税 城堡 "的 软 况 也 各 以 报导 。 克 
拉 森 宁 尼 可 夫 详 的 记载 了 堪 寨 达 人 的 生活 习惯 ,他 们 的 住宅 \ 服 
装 , 食 物 、 交 通 、 职 业 、 战 十 .节日 宴会 . 仪式 . 疾病 及 其 医疗 方法 、 
HBL BO) KARATE DH Ho < 
ILC. ie nie, “HERES ak — 1H SS EE 
HUSK, SRE EAE GRAAA MEE 

4 PES 18 HEACAGHUEB AEDS , BRP] 决 READE ， 
3), Mee 8 RURAL A RT TEAR, SE 

Ps EE, SP TORE 

首先 应 当 指出 ，M. B. 罗 蒙 议 索 夫 对 各 种 自然 现象 ,因而 也 对 
地 理 方 面 的 各 种 现象 , 些 持 有 唯物 主义 的 观点 , 亦 即 从 实际 出发 来 
研究 各 种 现象 .在 他 的 著作 中 ,神话 和 唯心 论 是 没有 地 位 的 。 

M. B. 罗 蒙 诗 索 夫 的 地 理 观点 ,很 完整 的 反映 在 他 的 % 论 地 层 ” 
(1763 和 芋 ) 一 文中 。 他 第 一 个 在 科学 中 应 用 了 现实 议 原 理 亦 即 用 类 

仙人 te 
是 在 19 HAH BORD Im LIE ANTE » B SEER MEP 
穿着 发 展 的 思想 。 根 据 他 的 意见 ,地 球 二 
3 AUIE BRIBES , side ieiataliiiataeianiinaiadl 4 
EZ AGAE A 

BRB RRA PEBAR TUE AI TBR 0 spi sharin 

REDS G ZS AR PT IE RRO o a la 

@ 康 里 尔 ASE BAF FB) A 

e1i2¢ = 



,为 气候 是 随时 间 而 变化 的 。 他 同样 也 最 先 指出 了 ,在 出 地 地 区 也 可 
”观察 到 存在 于 热带 和 极地 之 问 的 同一 种 气候 地 带 性 。 

从 1758 年 到 1765 年 , 罗 蒙 庄 索 夫 俩 导 了 俄国 地 理 局 ,和 并 为 俄 

BARR ET HS LE, EP RRA ES Ti 
_ WIT 9 幅 新 地 图 。 ， 

他 拟定 了 通过 北冰洋 航行 的 第 一 个 计划 。 但 是 ,这 种 思想 只 是 
在 苏维埃 时 代 才 得 以 实现 。 

1769_1774 年 的 各 个 俄国 科学 院 探险 队 在 俊国 地 理学 的 发 展 
中 起 了 重大 的 作用 。 当 时 一 些 优秀 的 学 着 都 参加 了 探险 队 的 工作 ， 
如 开 0. 帕 汞 拉 斯 、C. 工 . ROMA). U. ABR RE. 
Ui. Wi. 列 别 兴 、 歼 . 盖 奥 尔 吉 、B. ©. 租 耶 夫 、H. TL. 案 科 洛 夫 等 。 在 
各 科学 院 探险 队 工作 的 时 期 中 ， 全 收集 子 需 在 后 求 整理 了 有 关 西 
伯 利 亚 、 俄 国 欧洲 部 分 和 高 加 案 各 个 不 同 地 区 考古 学 .人 种 学 、 动 
肠 学 .植物 学 、 地 理学 等 方面 的 许多 极 宝贵 的 材料 。 

在 科学 院 探险 队 震 加 者 们 的 许多 著作 中 ， 以 群 胡 记述 俄国 许 
”多 地 区 的 自然 界 为 基础 ， 提 出 了 关于 自然 界 各 种 现象 相互 作用 的 
卓越 思想 。 尤 其 是 着 重 指出 了 气候 、 植 狗 和 动物 界 之 间 的 相互 联 

Ko (CU. U. 烈 别 兴 )。 后 来 俄罗斯 地 理学 震 将 这 些 思 想 加 以 发 展 而 
创立 了 关于 自然 带 (地 理 带 ) 的 学 鹏 。 

探险 队 的 参加 者 们 根据 对 广大 地 区 的 研究 ， 合 作 过 个 别 区 域 
EMA RAK (B.D. 租 耶 夫 )。 这 些 尝试 不 单 是 为 了 记 壕 的 广 
便 , 同 时 也 与 更 好 发 展 国内 各 地 区 径 济 的 可 能 性 有 关 。 

PRET EMBER, HELE MSE FAA MSR 
ETL, F 1745 年 出 版 了 科学 院 地 图 集 ， 这 便 形 成 了 研究 俄国 
的 一 个 时 代 。 这 是 俄国 地 理科 学 史 中 最 重要 的 日 子 之 一 。 这 时 俄国 
地 理学 已 经 走 在 西欧 各 国 地 理学 的 最 前 面 。 

18 AR 
地 区 北冰洋 攻 海 、 太 平 洋 北部 及 其 各 海 的 巨大 工作 的 基础 上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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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 加 这 一 巨大 工作 的 有 和 送 腊 者 和 土地 开拓 者 ， nas TAR» IC 

SE KN AME 

第 五 节 Ee ZK UAB ABER 
地 理发 现 与 地 理学 的 状况 

18 世 和 时 ,资本 主义 生产 方式 已 在 当时 许多 先进 的 国家 〈 英 
国 、 荷 苦 、 法 国 ) 中 确立 起 来 .资本 主义 坐 产 也 以 某 种 形式 在 德国 、 
美国 ,俄国 及 其 他 国家 发 展 着 。 离 先进 资本 主义 国家 极 远 的 地 区 和 
国家 也 截 吸 收 到 套 本 主义 生产 范围 内 .殖民 希 国 建立 了 。 形 成 了 统 
一 的 世界 痉 济 .商业 和 航海 业 达 到 了 大 规模 的 发 展 ;因而 为 地 理发 
现 和 地 理学 的 发 展 钊 造 了 先决 条 件 . 在 19 HER ARAM 20 Hee, 
本 主义 的 最 后 阶段 一 一 帝国 主义 阶段 到 来 了 。 这 时 最 大 的 资本 主 
义 国 家 对 地 球 上 整个 颌 域 的 瓜分 已 经 完毕 。 

在 18 tha, Bt 有 人 类 居 住 的 大 陆 和 所 有 天 洋 已 被 必 
现 。 从 18 世 和 开始 ,探测 家 们 的 往 管 力 都 集中 到 精确 确定 已 知 大 

” 陆 的 沿岸 地 区 ,研究 大 洋 . 人 类 居住 的 大 陆 的 内 部 地 区 以 及 探测 极 
-地 区 域 ,而 后 者 则 导致 南极 大 陆 的 发 现 。 

在 这 一 时 期 中 ， 除了 莫 正 科学 的 研究 外 ,庸俗 地 理 输 物 主 也 得 
BUT — AEA, ORR A ALR FFAS 
学 一 一 与 科学 豪 无 共同 之 点 的 伪 科学 。 

一 18 世纪 后 华 叶 与 19 世 雹 前 尘 叶 的 大 规模 的 环球 航行 

在 18' 到 19 世 克 ,为 了 探寻 新 的 海上 航路 (西北 和 东北 通路 )、 
大 洋 内 部 未 释 探 测 的 新 地 方 必 及 为 了 开发 海洋 的 自然 财富 ， 天 其. 
是 发 展 捕 钱 业 ,人 们 对 海洋 的 探测 答 予 了 很 大 的 注意 。- 

1, 詹 姆 士 。 科 克 的 环球 探 除 (1768 一 1780 芋 ) 
DAE 18 世 可 著名 的 航海 家 之 一 。 便 完 丰 了 三 坎 出 色 的 航 

行 ,其 目的 在 于 发 现 南大 陆 及 西北 航路 。 虽 然 所 提出 的 任务 井 未完， 
°114¢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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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BLE A HE ABI CLK REI LR ERT SER. : 
在 第 一 次 航行 期 中 (1768 一 1771 年 )， 科 克 的 实际 的 具体 目的 

就 是 发 现 南大 陆 和 使 新 发 现 地 区 归属 于 不 列 是 帝国。 如 果 不 能 发 
现 这 个 犬 陆 ; 那 么 至 少 应 当 尽 可 能 探测 新 西 苦海 岸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科 克 的 航路 粒 过 合 恩 角 到 达 和 社会 群岛 ,他 在 该 岛 上 由 1769 年 

4 月 住 到 7 月 ， 进 行 也 对 金星 通过 太阳 面 的 整个 运行 过 程 的 观测 
《这 是 航行 专 的 有 目的 )。 此 后 科 克 就 开始 执行 自己 的 基本 任 务 。 
他 向 南航 行 至 新 西 苦 岛 〈 他 认为 训 岛 即 是 天 们 所 不 知道 的 南方 陆 
Hh) ,而 后 循 反 时 对方 向 给 过 北 岛 后 来 又 循 顺 时 针 方 向 绕 过 南 岛 ， 
WIE EEL WBS. PTR RRS 
地 图 上 。 这 样 一 来 , 科 克 不 仅 穿 过 了 分 开 新 西 苦 岛 的 海峡 ;而 且 也 
第 一 次 刚 其 给 入 地 图 中 。 这 个 海峡 现在 被 称 做 科 克 峡 。 

后 来 的 航行 一 直 沿 澳洲 东 岸 前 进 ,直达 其 北端 一 - 揭 克 角 。 他 
-宣布 省 测 东 岸 的 整个 地 国 为 英国 的 领地 。 炎 而 科 克 又 带 倾 自己 的 

船只 越过 托 烈 斯 站 , 职 抵 爪 哇 岛 ,然后 横 滤 印 度 洋 , 粒 过 好 望 角 ， 忱 
1771 年 7 月 返回 英国 。 _- 

科 克 第 一 坎 航行 的 主要 成 就 是 :确定 了 新 西 苦 的 岛 峡 位 置 ;而 
BEMMSREME ROE AMM MD. BPR PEM 
TULSA HAM MWB RAAT 
ARASH, ERAN T PRBAMTEER TF 

HR AE EH RRA 
科 克 率 倾 两 只 eee 1772 年 7 月 从 普 利 落 斯 出 

发 。 第 一 次 探寻 南大 陆 的 试航 是 由 南非 向 南 进行 的 ; 科 克 越过 了 南 
极 圈 , 抵 达 南 和 纺 67"15', (AAAI A, PMR TG 

- 猎 。 后 来 对 南大 陆 的 几 次 探寻 是 在 新 西戎 龟 久 东 的 地 方 进行 的 ,但 
也 未 得 到 任何 车 果 。 在 新 西戎 岛 以 南 科 克 到 达 了 大 狗 糙 度 71*10! 
和 轻 度 格林 威 治 以 西 106*54' 的 地 方 。 他 的 海 船代 靠近 了 南极 的 澶 
冰 。 关 于 这 一 点 他 佛 写 道 :“ 接 近 这 些 肖 冰 之 后 ,我 们 听 到 了 企 篇 的 

Fa e115¢ 



FH ABE AS Sk LB) 5 Hoty BE BES RE De BE SS 
| SAT ARE 部 很 少见 到 。 所 有 这 些 都 使 我 认为 ,这 个 陆 二 应 在 
RWG". BSA, RE RM RHE 
BB), S-KOOGHAMMAM TARE. SBE 
BK SBT LIAM EA OE RS 
深入 到 较 我 所 去 过 的 更 南 的 地 方 。 可 能 存在 于 南方 的 陆地 将 永远 
REBATE’ @ 。 但 是 这 个 害 告 鹤 后 来 在 南 全 球 高 强度 地 方 _ 
所 进行 的 探测 加 以 否定 7。 

ROK, 著 名 航海 家 科 克 在 新 西戎 以 南 也 未 能 发 现 南大 
陆 @ 。 科 克 从 新 西戎 地 区 向 东航 行 横 滤 太 平 洋 , BK SB, 
BRAT HRBE SO ,而 后 又 横渡 大 西洋 的 南部 ,抵达 鲍 惠 特 
岛 (非洲 以 南 ), 仔 从 前 货 在 这 里 进行 过 探寻 南大 陆 的 第 一 次 试航 。 
而 后 即 由 此 返 国 ( 矢 看 图 12)。 Yo ier 

PRE RAPED, FLARE ER RS TE 
就 大 大 地 短小 了 。 此 外 , 科 克 还 对 太平 洋 的 许多 小 岛 进行 了 有 价值 

_ 的 观察 ,探测 与 发 现 。 元 其 是 他 全 对 新 薪 布 里 底 人 名、 新 路 里 多 下 
亚 岛 的 东北 岸 进行 了 探测 
- Bese 1776—178048) 的 目的 ， CF REMAAM 

Fy HG Hs ATTA: PROD A AES A 
ARDS LALOR WRAEAS OH 
庄 他 去 探测 东北 通路 。 

科 克 :于 4776 年 7 月 由 普 里 苦 斯 出 发 航行 ; 蔚 过 非洲 南端 后 ,他 
了 解 了 在 他 到 来 以 前 不 久 为 法 国人 所 发 现 的 刻 尔 圭 陵 岛 ， 而 后 抵 
达 新 西 苦 ， 访 问 了 大 赫 的 岛 ， 再 次 发 现 了 夏 威 克 群岛 @ ， 而 后 于 

@ I. 科 克 :去 往 南 极 和 环 徐 全 球 的 航行 ,19438 年 ( 俄 式 版 );434 真 。 

@ 第 一 个 报导 南极 大 陆 存 在 的 是 只 林 好 和 森 和 过 扎 列 夫 的 代 ee Bet fal 

是 1819 一 1821 年 。 

© “人 倍 把 南 乔 治 亚 高 的 发 现 归 之 于 亚 。 灯 斯 浦 奇 (150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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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BS 8 AURAL SET ECR LP EE CO HO” 
角 地 区 。 科 克 沿 距离 海岸 不 远 的 海面 航行 ， 稳 棱 探 测 北 美 沿岸 地 
区 ,直到 大 陆 的 最 北端 一 威尔士 太子 角 s 此 后 又 用 一 些 时 间 研 究 
了 折合 海峡 及 楚 科 次 克海 。 

根据 这 次 航行 Sannin tir cope“ eK RITE 
AR REBUT MET HEE HG Ao ETE BEE” PR 

| MAGERLEIN DAL RTH, TPE LSE 
DH EE. ABER A EET SPE. 

后 来 科 克 的 两 只 船 返 回 夏威夷 群岛 过 冬 ， 这 时 科 克 发 现 了 夏 
威 夷 群岛 中 最 大 的 一 个 岛 是 一 一 夏威夷 岛 ， 这 个 岛 在 他 向 北航 行 
千 拭 未 发 现 就 在 这 个 岛 上 科 克 彼 士 人 所 打 死 (1779 年 )。 

科 克 死 后 探险 队 的 工作 由 船长 克拉 克 颌 导 ， 他 全 驶 往 堪 察 加 
年 岛 ,向 北 直 抵 北 综 70” 35’. 探险 队 后 来 经 印度 洋 回国 。 因 此 , 科 克 

药 最 后 一 次 航行 未 能 解决 西北 通路 的 问题 
BiG EGR, BF 下 科 的 卓 直 航行， 在 南极 海面 上 和 太平 洋 . 

中 全 完成 了 某 些 发 现 , 查 明了 新 西关 的 岛 峡 位 置 ,对 太平 洋 中 一 系 
列岛 赋 ( 新 赫 布 里 底 岛 ，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饲 等 等 ) 以 及 北美 的 西北 海 
岸 和 澳洲 的 东 岸 进行 了 探测 。 科 克 在 南极 海面 上 的 航行 大 大 籍 小 
了 还 可 能 萎 续 进行 巨大 地 理发 现 的 地 区 。 

2 俄罗斯 人 环球 航行 的 社会 径 济 和 政治 前 担 条 件 及 其 路 线 
还 在 18 世 构 的 后 牢 叶 ,俄罗斯 的 狩猎 者 和 移民 即 已 在 北美 西 

”北部 定居 下 来。 他 们 在 这 里 成 功 地 糙 取 着 贵重 的 毛皮 兽 和 海 兽 。 但 
是 美洲 俄国 移民 的 粮食 和 商品 供给 以 及 俄 美 公司 造船 所 用 的 器 
材 ,在 鄂 霍 次 克 、 科 的 亚 克 及 阿 宁 格 灿 克 岛 都 极为 缺乏 。 所 有 一 切 、 
必需 品 都 须要 用 运 货 马车 穿 过 整个 西伯 利 亚 地 区 运 来 ， 为 此 就 须 ， 

”要 成 千 匹 忆 力 。 运 过 时 间 长 达 一 年 ,甚或 更 久 。 这 样 的 供 输 ,十 分 郧 

四 权威 爽 群岛 的 发 现 是 16 世 邦 后 咎 叶 一 些 不 知 名 的 西 班 革 航海 家 所 完成 的 ( 

MER)» 



” 司 的 利润 日 俭 增 长 ， 国 家 的 活动 家 们 也 开始 对 该 公司 的 洛 动 注意 

AbD ES AH I, TPP 

为 迅速 而 便宜 。 
Lb, 当时 在 美洲 西北 沿海 地 区 的 俄国 颌 地 改 防 力量 很 弱 , 而 : 

丰富 的 毛皮 狩猎 业 对 象 双 吸引 英国 人 、 西 班 牙 人 及 北美 人 《<“ 巴 斯 
GEKA”) 来 到 这 个 地 区 。 外 国人 企图 把 俄罗斯 大 自 美 测 及 阿 轰 
HGP Iss UVES, RRP 
PELEA EI BAA DRE, 大 量 抢购 毛皮 。 为 了 制止 这 种 情况 ,就 必 一 
须 有 了 筷 国 军 稻 开 到 俄 局 美 洲 来 , 那 怕 是 暂时 来 到 此 地 也 好 。 猴 美 公 

起 来 。 
AT BOARS LMM, RRR TARE 

ACMPRE. ELTA PHO, REAM CHA THES 

十 次 的 环球 航行 和 在 太平 洋 北部 停泊 的 和 环球 航行 。 进 行 环 球 航 . 
行 的 稻 队 是 由 波罗的海 出 发 ,给 航 至 球 丽 后 返回 波罗的海 ; 稀 航 后 

球 的 稻 队 ,由 波罗的海 出 发 ; 抵达 远东 ; 而 后 或 者 是 在 那里 长 期 停 
留 下 来 ,或 者 是 由 原 路 返回 波罗的海 。 
一 部 分 船只 ， PEP, CARER Be 

因 角 ;而 后 双 沙 太平 洋 向 北航 行 ,直抵 俄国 海岸 * 在 归途 中 ,这些 船 ” 
HUE VER EE, GENES fy, PORTE PEE ADE Be. RUM. 
AF, WAS LERESL A RE Ha AU AE He GW RE 
SRP, EARS, BS, Ta Ae 

SHS BS, RPP HE. KR ee A 
ip ection 与 前 一 航路 相 比 , BBE EAN 

- 仅 罗 斯 人 的 第 一 次 环球 航行 
ERNIE 了 完成 于 1803 一 1806 42, HE MILIC 

航行 的 船 船 是 : 由 探险 队 队 长 工 . 下 . 克 重 华西 特 恩 所 指挥 的 “希望 
号 艇 和 由 J0. ©. 2: Se” Se. AEF 1803 427 
A 26 中 下 克 琉 施 塔 得 出 发 ， 穿 过 大 西洋 ,而 后 线 过 合 思 角 抵达 夏 

*。 1138。 



BAR GS, BE AALAND RR MAT 5 He TS UE ATE 
HEME A AIT, CLARET SR RSRAS HA  H 
SH A BEAT TAGES Ti Je AL ES A TA PA DLT, RES Be 

”航行 后 到 达 了 长 崎 。 在 这 里 ,以 A. UL. FAR RK 
即 开始 执行 国家 的 重要 委托 一 一 与 日 本 建立 外 交 关 系 。 这 乃 是 探 
险 队 特有 的 目的 。 但 是 俄国 大 使 与 日 本 当局 的 高 读 未 获 圆 满 千 果 。 
当时 日 本 奉行 着 闭关 自 守 、 护 也 杭 一 封建 国家 的 原则 。 日 本 断然 拒 
狠 与 俄国 建立 外 交 与 贸易 关系 。 
后 求 克 香 合 西 特惠 从 长 峙 出 发 完成 了 沿 日 本 西海 岸 由 南 向 北 

的 航行 。 他 对 日 本 群岛 的 西岸 及 西北 海岸 进行 了 记载 , 发现 了 许多 
海 角 及 活 洲 ,并 把 它们 给 入 图 中 。 克 各 便 西 特 恩 用 很 多 时 间 研 究 工 
souk T BEA ES OR EH) 的 沿岸 地 区 , 但 因 不 利 的 冰冻 
条 件 使 他 不 能 完成 对 节 哈 连 岛 北 和 部 的 记述 工作 。 

纸 过 南 周 的 时 间 ， 当 克 重 等 西 特 恩 在 堪 察 加 彼 德 罗 巴 夫 洛 夫 
PERE BASSAI DNF DUG, ABIL TB Ua ROE PE 
GENRE NEAT T PRD. MURTY AKASH A OO He. 
等 西 特 恩 得 出 了 正确 的 结论 ， 即 在 该 海 湾 最 南端 的 某 处 一 定 有 一 
天 河流 大, 但 因 海水 太 洲 使 他 无 法 航行 至 彼 处 。 
1 ”同时 他 也 象 当时 其 他 著名 的 航海 家 一 样 ， 错 误 地 认为 茵 哈 连 
BEALS ,而 不 是 一 个 岛 赋 。 
而 后 , 克 备 等 西 特 恩 再 次 返回 堪 察 加 ， 修理 船只 和 补充 所 咒 物 

资 , 工 开始 向 广州 航行 ,在 那里 他 将 与 功 . ©. 李 乡 斯 基 相 会 
22 GISELE BBE Es MINES EAS (18044 6 YUSEF M5 

EB RATE. SAPULS ZER} ABE HS EB EE 
WERBHA HAAR ROE. HUM Lz SA * 
LR, BARD » 

， 李 乡 斯 基 离开 夏威夷 群岛 以 后 , RM BR’ Sema 
克 岛 航行 ,那里 的 人 们 早 就 有 望 着 他 们 的 来 临 。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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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eae sHmene ((escs anaes 
| 图 11 俄罗斯 人 的 第 一 次 环球 航行 é 

李 乡 斯 基 在 太平 洋 上 的 俄国 贷 地 中 对 科 的 亚 克 岛 、 西 特 加 岛 
SSR ETT Bl 

eee eee Ee : 
15 LEAT EP HE BUI BRT FEN ERG 9 RSENS CAS 26° 
174°) BAMA SSeS SM / 

克 重 舍 西 特 恩 在 省 门 停泊 处 会 到 了 地 乡 斯 基 。 他 们 在 广州 顺 

公 
2 

利 地 完成 了 俄 美 公司 的 使 命 ,高 价 出 售 了 毛皮 井 收购 了 中 国 商 品 。 二 

然后 , 俄国 艇 角 便 横渡 中 国 南 海 , AES SE ARM AR ES 
过 好 望 角 , 返 抵 克 环 施 塔 得 (1806 年 8 A). 

se aa aie geekeeat ts 14 ie eae 

io — LM, HI ADE, HA TOE 、 
中 。 在 日 本 群岛 , 攻 哈 连 岛 和 手 岛 群岛 地 区 进行 了 芮 正 的 探测 。 克 
和 鲁 便 西 特 央 和 李 乡 斯 基 便 对 海水 、 洋 流 以 及 不 同 海洋 地 区 的 泪 潮 . 
退潮 进行 了 研究 ,同时 沿途 还 搜 和 了 一 些 气候 春 料 这 些 观 测 便 为 
一 站 新 的 科学 一 -海洋 学 货 定 了 基础 。 

4, .&. 册 林 好 森 和 M. 0. 过 札 列 夫 在 南极 地 方 的 环球 航行 
SPAS BIR 

2120°¢ 
‘ > 



”南极 大陆 的 发 现 是 19 世 乞 前 25 ACHR Pe Yee 
件 。 这 一 改 现 是 ©. ©. 具 林 好 森 和 M. I. 拉 札 列 夫 的 俄罗斯 探险 
“共和 完 成 的 (1819 一 1821 年 )。 

西欧 航海 索 们 合 不 止 一 浆 地 献 图 几 现 南大 陆 ， 但 没有 一 个 人 

胜利 地 解决 了 这 一 任务 。 科 克 (1772 一 1775 年 ) 表 进行 过 南大 陆 的 

: 探寻 工作 。 他 的 航行 总 结 报 告 证 明 ; 首先 他 否认 发 现 南极 大 陆 的 可 
能 性 ， 其 次 他 断言 位 于 南极 圈 必 内 的 地 球 的 广大 地 区 对 于 人 类 是 

没有 答 处 的 。 这 一 错误 意见 被 为 探寻 南大 陆 和 研究 南极 各 海航 行 
”条 件 而 装备 的 乘 “ 东 方 ” 号 及 “和 在 ”号 两 船 的 俄罗斯 科学 探险 队 上 夭 
工作 所 推翻 了 。“ 东 方 ” 号 的 稻 长 和 探险 队 的 队长 是 ©. O. 上 只 林 好 

RANA SAGE MIL 拉 札 列 夫 。 Ee 
: «SF Py PRR AEA 1819 427 4 A ea eS 

Be MEW MATISSE STU ARER SAT ATEAPS HEL. FR 

险 队 从 这 里 向 南航 行 至 南 乔治 亚 岛 ， 而 后 又 航 4 TE Ma ME 
岛 。 

1820 = 1 A 16. (28 日 ), 当 探险 队 到 达 南 竺 69?"22 DUG ie 

HERA PEE ay FA RAC Git , HEVE T BLE PRES RD EMER 
FRE Fa BK Witt LAY 101 Tia PPA a PAE, AE 
— FHA FETE AAG (i ae BE VS EH) 

1820 年 3 月 底 , PRORDAMSARDA BUSS T 29 Fe Th PEALE EE 

(RBH). EKA, SRBEEDK ZULU DUR AA BR 
HT TT, SHE) RAR SME. 

1820 4 10 AJ, PAAR 74 Fe ONE DR, MER ZE FS RE ft 

行 。 在 南 乔治 亚 地 区 , HEA RE, PEI FER T HE 

南极 洲 的 航行 , 也 就 是 完成 了 高 综 度 的 环球 航行 。 探 险 队 从 这 里 、 
即 南 乔治 亚 龟 地 区 向 北航 行 ; 于 1821 年 7 月 24 日 返回 克 琅 施 塔 : 

得 。 
具 林 季 森 一 拉 札 列 夫 摊 险 队 在 璀 年 的 航行 期 中 在 南极 海面 上 

-~ 工 21。 



SRT FSSA ME RA EKER WEBRE EF ERA 
LL SE 9 EL, HEB T 1 ROR i — Ts NN A ae, HAS 
地 方 对 南极 浏 海 岸 的 特征 进行 了 记载 ,确定 了 南极 的 大概 范 围 。 此 
外 ， 探 险 队 还 发 现 了 29 PSII, TEAR 
拉 菲 尔 塞 岛 等 )。 其 中 有 两 个 岛 噬 位 于 南极 转让 。、 

_ 探险 队 以 自己 的 工作 为 芙 正 科学 研究 南极 地 方 货 定 了 基础 ， 
控 险 队 在 整个 航行 期 中 佛 对 气温 ,气压 \ 风 、 SE, 雨量 大气 的 透明 
度 和 风暴 现象 进行 了 系统 的 观察 。 探 险 队 的 海洋 学 工作 ;特别 是 对 

澶 冰 的 观察 工作 ,具有 很 大 的 价值 .这些 观 察 从 是 具 林 好 森 确 定 南 
极 泛 冰 分 布 界线 的 根据 ， 卉 使 他 能 够 制定 出 第 一 个 南极 附近 区 域 
浑 冰 分 类 法 (第 一 个 北 牢 球 极地 附近 区 域 浮 冰 分 类 法 是 伟大 的 学 
4M. B. 罗 蒙 讲 索 夫 所 制定 的 )。 二 - 

安 现 从 格 斋 汉 地 向 南美 延伸 的 海 近 的 荣誉 ， 也 是 属于 具 林 好 
森 一 拉 札 列 夫 探险 队 的 。 

深 险 队 在 温带 和 热带 海洋 的 航行 期 中 ， 完 成 了 许多 有 关 海洋 

学 以 及 与 其 他 相近 的 科学 俩 域内 的 重大 发现 。 和 
探险 队 的 人 文学 考察 ,对 欧洲 .美洲 和 澳洲 景 大 港口 的 商业 状 

况 的 观察 ， 以 及 关于 在 南极 海水 中 稻 答 和 半 猎 最 珍贵 海上 动物 的 可 
能 性 的 结论 ;都 是 极 有 价值 的 。 

俄罗斯 航海 家 在 南极 完成 了 卓越 的 发 更 。 因 此 苏联 有 权利 参 
-加 解决 南极 的 问题 没有 苏联 参加 而 想 解 决 南 极 秩序 问题 的 任何 ”- 
企图 ,都 是 找 不 到 任何 根据 的 南极 区 域 的 问题 首先 应 当 由 那些 具 
有 参与 解决 这 一 问题 的 历史 权力 的 国家 来 解决 >@ 

Fa Wg RES EERO A As EH TE BE a ATP EE | 
DL BIE LEM EA TS EARS OEE BS EB AE, 9 18 he 
及 19 世 各 前 牢 叶 环球 航行 的 重要 成 就 。 而 最 著名 的 事件 旭 是 南极 

@ 1949 年 2 月 10 日 苏联 地 理学 会 全 会 决议 。 引 用 A J. OC. RARER : 

斯 人 在 南极 的 发 现 及 现在 人 个 对 南极 的 兴趣 ”一式 (1949 年 版 Jo 

122。 



= 140 

Co) 永 着 察 区 二 

184043 年 瑟 斯 的 版 行 一 一 1907-09 $F) FE HY NGI AT 8 , ------ 

se BRO TS 站 机 /一 一 18139-/82/ 年 中 中 内 林 好 春 和 MT 拉 杞 列 夫 的 航行 ，- 一 一 /772-73 年 科 克 的 航行 ， 
RE Cee nem ，… … KAMER, OO 冰川 一 一 1347-1948 年 苏联 * 光 茶 写 ” 捅 骸 险 航行 区 过 一 -一 …823 年 威 德尔 的 航行， 

1910-12 年 斯 科 特 的 陆 行路 销 , 一 一 190-12 ENT ASSN TTR, revere 920-32 PpQ arises Me 

12 ”南极 地 方 的 地 理发 现 和 探测 。 





洲 的 发 现 。 

= 19 世 筷 和 20 世纪 彻 各 大 陆 的 地 理 探测 及 地 理学 的 发 展 

在 19 世 各 ,特别 是 在 19 HAE PEM, 货 对 人 类 居住 大 陆 ola 
BRE DREAT TA, 同时 也 完成 了 重要 的 地 理发 现 。 某 些 地 理学 家 
韶 为 , 19 世 和 是 “大 陆 内 部 地 理 大 发 现世 逢 ”(9: 穆 尔 札 耶 夫 ,1953: 

年)。 在 这 些 探测 的 过 程 出 现 了 许多 卓越 的 旅行 家 和 学 者 : 如 A. YE 
Pea. He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基 、 立 温 斯 教 及 其 他 许多 人 。 

由 于 对 自然 界 各 个 个 别 方 面 进行 研究 而 积累 的 大 量 实际 材 
料 , 使 人 们 能 够 在 19 世纪 作出 一 定 的 概括 和 确定 自然 界 各 现象 问 : 
的 某 些 相互 联系 。A. 洪 保 德 的 工作 在 这 方面 表现 得 最 为 突出 。 

1, A. 洪 保 德 的 地 理 研究 
卓越 的 德国 自然 科学 家 A. 洪 保 德 (1769 一 1859) 的 科学 活 

开始 于 18 世 各 未 , 在 19 世纪 时 他 的 创造 活动 玫 现 得 最 为 活跃 
A. 洪 保 德 对 发 展 自然 地 理学 的 事业 作 了 很 大 的 贡献 ,他 是 一 傅 著 : 
名 的 旅行 家 和 地 理学 家 。 他 与 法 国 植物 学 9. 邦 勃 苦 一 起 在 南美 和 : 

北美 进行 相 亚 年 的 旅行 (1799 一 1804 件 )。 洪 保德信 到 过 委内瑞拉 、 
哥 偷 比 亚 、 智 利 . 秘 和 镶 . 巴 西 .古巴 .墨西哥 和 美国 。 在 这 次 旅行 时 期 . 

中 合 收 策 了 大 量 的 材料 , 仅 整理 这 些 材料 , 浴 保 德 和 法 国 一 些 地 理 . 

学 家 即 化 费 了 20 年 的 时 间 。 

* 1829 48, 他 在 俄国 完成 了 经 过 中 要 

泰 的 旅行 ,在 归途 中 信 考察 了 里 海 。 

货 定 作为 一 门 科学 的 自 然 地 理学 和 科学 地 方志 的 一 般 原 理 的 : 

”功劳 应 归 之 于 A. 洪 保 德 。 他 是 植物 地 理学 . 地 球 物理 学 .水 文学 、 

气候 学 的 创始 人 之 一 。 涝 保 德 是 一 个 自发 的 唯物 主义 者 ,他 正确 地 ， 

指出 了 自然 界 中 各 个 现象 和 对 象 间 的 因果 关系 。 这 位 伟大 的 地 理 ， 
学 家 认为 自然 办 是 处 在 运动 和 变化 中 的 " 他 让 为， 自然 界 是 “永远 

地 增长 着 的 东西 ， 永 远 处 于 改变 和 发 展 中 的 东西 ”, 应 当 用 历史 的 : 

© 123 ¢ 



__ RAEN PARR ee 
- 为 了 如 截 现 在 就 必须 知道 过 去 。 S 

洪 保 德 对 气候 现象 输 予 了 很 大 的 注意 ; 他 借助 于 气象 要 素 的 
平均 数值 来 说 明 气 候 ， 他 创造 了 用 等 温 厂 将 换算 为 海 平 面 高 度 的 
平均 温度 和 入 图 中 的 方法 。 洪 保 德 对 海洋 性 气候 和 大 陆 性 气 想 作 
了 十 分 妖 组 的 描述 ， 夫 指出 了 大 陆 西 部 边 炮 和 东部 边缘 气 候 的 差 
异 。 因 此 , 洪 保 德 为 气候 学 贷 定 了 基础 。 

URERER EAR SMM HORROR, BETA 
sh Mok A RE A AEE T 
HE T7 Se SAD Ts A, SK LEAT TPE ET 
AMPS, HAT WSS UREA eB 
DAVY Sh Ze Cent il ba A He eT TS Ae ， 

LAS Po AA RRA RAS URI TE 并 试图 把 科学 
变 成 人 民 的 财富 。 

- 洪 保 德 是 19 世 生 地 理学 家 中 的 最 大 权威 。 ~ 
TX BERESX ABER A aie 中 的 卓越 学 者 的 最 重要 功 生 的 和 

a 
2 亚 消 内 部 地 区 的 探测 和 发 现 
在 19 世 筷 初 以 前 ; 人们 对 于 亚洲 中 部 及 中 亚 的 大 都 地 区 是 订 

了 解 的 ;对 西伯 利 亚 的 许多 地 区 研究 得 也 很 少 。19 世 和 友和 20 The 
ae， a 
WS ke ; 

19 Hic 50—60 年 代 的 探测 和 发 现在 19 世相 50--60 年 代 

中 进行 了 对 天 吊 (I. TD. 谢 苗 庄 夫 一 天 山 斯 基 )、 IK ART SEAL, 
(A. SERB SRL) HK IR CH. A. 谢 维 尔 佐 夫 )、 西 藏 南部 地 区 (精英 一 
SEH AGED. FRET, 便 得 到 了 一 些 可靠 的 科学 知 、 
哉 ， 这 些 知 规 在 许多 情况 下 货 在 关于 这 些 地 方 自然 界 的 概念 中 引 
起 了 里 正 的 变革 。 

e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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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 A, HR BI Se HO PR BU RR Hs, UL. UL aA FE LOPE 
占有 显著 的 地 位 。 他 在 欧洲 人 中 第 一 个 于 1856 一 1857 年 深入 到 神 
秘 的 天 山 。 他 的 探测 从 根本 上 改变 了 关于 亚洲 内 部 地 等 构造 的 概 
Bo | : : | fa 

当时 大 多 数 的 学 者 都 竟 成 洪 保 德 的 意见 ， 鹃 为 中 亚 和 亚洲 中 
BAU A UNS WE OL. OL. 谢 苗 谐 夫 在 天 山 并 未 发 现 
火山 -他 以 自己 亲身 的 探测 推翻 了 潜 保 德 的 错 避 假 议 。 

Ti. IT. 谢 苗 庄 夫 到 达 了 了 汗 腾 格 里 山 烙 兰 查 明了 天 出 上 冰川 分 
布 很 广 ;而 伊 斯 色 克 一 库 尔 河 与 楚 河 并 未 联 精 在 一 起 ,可 是 过 去 便 
将 楚 河 认 作 是 这 个 渊 泊 的 水 源 。 在 他 以 前 ,从 求 也 没有 人 能 够 想象 
到 在 被 类 热 沙漠 所 园 烧 着 的 山系 中 会 有 冰川 作用 存在 。 

工 . 工 . 谢 苗 讲 夫 的 功 续 ,还 在 于 他 的 研究 是 综合 研究 自然 界 的 
第 一 个 实际 的 范例 ， 在 研究 极其 复杂 的 自然 界 时 他 郑 虑 到 了 自然 
界 的 各 个 要 素 一 一 气候 ̀ 地 形 \ 动 植 牺 以 及 改变 它们 的 人 类 活动 一 
之 间 的 有 规律 的 联系 和 相互 的 依存 性 。 他 不 仅 提出 了 天 山北 部 的 
委 直 带 , 而 且 还 指出 了 实际 利用 它们 的 途径 。 

1845 年 , 俄国 创立 了 地 理学 会 ,该 学 会 的 候 导 人 在 40 多 年 中 

(1873 一 1914 年 ) 一 直 都 是 工 . U1. 谢 苗 讲 夫 一 天 山 斯 基 。 在 他 的 和 
极 协助 下 全 装备 了 普尔 热 承 尔 斯 基 ; 波 丹 宁 、 彼 夫 卓 夫 及 其 他 的 探 
Boks nae : 

A. TI. 费 德 钦 科 便 访问 了 位 于 天 山南 部 的 山地 地 区 (1869 年 )。 
他 查 明 了 帖 米尔 一 阿 菜 册 自然界 的 基本 特征 。H. A. BEAR HE, 
MB. PAT HLIEA, B. ©. 鄂 山 草 的 探险 队 (1878 年 ) 第 一 个 到 达 了 

咎 米尔 ; 查 明 了 帕 米 尔 是 一 个 独立 的 出 区 一 一 亚洲 的 “ 扎 大 山 精 ”。 

二 A. 谢 条 尔 佐 夫 关 明 了 所 到 地 区 山 豚 的 基本 特征 。 这 在 有 关 帕 米 

- ” 尔 的 概念 中 合 引 起 了 新 的 转变 。 - 六 
著名 的 学 者 工 , A. 克 罗 泡 特 金 全 于 1863 一 1866 年 在 阿 称 尔 

启 流 工 和 东西 们 利 亚 进 行 过 探测 ， 在 东西 但 利 亚 他 发 现 了 帕 托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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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Me. Ve SS RE Ze 8 AL ES a SO 
沉积 物 的 研究 ,于 1871 RET TORI 这 个 理论 全 

、 他 获得 了 世界 的 荣誉 ti 一 > 
在 H. M. 普尔 热 忒 尔 斯 基 的 著名 旅行 前 不 久 ， 印 度 人 畏 英 一 

辛 格 于 1865 一 1866 年 在 亚洲 中 部 地 区 完成 了 重要 的 发 现 : 他 人 委 顺 
利 地 到 达 尼泊尔 , 才 同 商 队 一 起 到 达 了 (1866 年 工 月 ) 拉 萨 。 后 来 他 
Mehr SM SEA SH (GE A A eV) KE 

ES MET TEBE, MET T EK 1,900 多 公里 (从 
Jn 82 ABZ DLE, An DBE YS TEAS ley TG BR A 
GET WS ALS eS ELT (EAL 
ZED) 0 MBE SEHK Et I AK AO AES T BL, 因而 使 他 确 

CET 838 TF AM EARS ST RE KURA 0. 

后 来 ,于 1874—1875 EWES ER Mb A Se PS 

PE PO AS AP ALAS AE PLA Lat STAR THE MBS BAT 
BSH ER HE AN ARTIN) « HEWASC HE A ea HB, FERRARI REIT 
FE TEETH PASE HET TL, AT 
SWAMI He, NERA T ZEA bs ena Diab tea SIA 
41 REDE BB AU RO BES AL — BO 
2H). 

H. M.2e4RAGZ 尔 斯 基 的 探测 和 发 现 - 学 者 和 旅行 家 互 . Me 
普尔 热 承 尔 斯 基 的 活动 在 亚洲 中 部 的 探测 和 发 现 中 形成 了 整整 一 
个 时 代 。 

“ 尼 可 接 效 。 米 哈 依 洛 维 奇 . 普尔 1A ae oetem 
—O) REPS BRT — th BERR LE ZA® o 
REA I.E. 只 开 尔 未 必 对 俄罗斯 人 抱 有 好 感 ， 但 关于 普尔 : 
ARS RES: RMR PAPAL, BIB Re 
蕊 尔 斯 基 , ERA SRR BY. (hea 1871 年 

@ i. C. BRB: RP HRS Ris» RP) HB, 19494, 329 F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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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AST IEF 1888 年 的 旅行 ,彻底 地 改变 了 亚洲 中 部 

的 地 图 -他 的 活动 需要 特别 加 以 研究 , 帮 且 可 以 把 他 的 活动 视 为 这 
个 地 区 整个 探测 史 中 的 转折 点 "@ 

H. M. 普尔 热 承 尔 斯 基 从 1867 一 1888 4F FF AS TR 
将 近 11 年 的 五 次 五 大 探险 。 在 这 一 时 期 韦 他 走 过 了 33,268 公里 
的 路 程 , 其 中 有 32,551 公里 是 四 次 亚洲 中 部 旅行 走 过 的 。 

高 苏 里 的 旅行 (1867 一 1869 年 ) 是 He M. 普尔 热 承 尔 斯 基 的 第 
一 次 大 规模 的 旅行 。 这 次 旅行 对 这 位 旅行 家 和 学 者 的 力量 和 才干 
货 是 一 个 郑 喇 与 检查 。 饲 苏 重 边区 成 为 他 的 生活 中 的 第 一 个 和 重 
要 的 阶段 ,此 后 在 他 的 面前 便 展开 了 亚 测 中 部 神秘 的 辽 关 地 区 。 

由 于 饲 苏 里 旅 行 的 业 果 ， 普 尔 热 轧 尔 斯 基 提供 了 有 关 现 在 称 
为 苏联 远东 地 区 的 最 初 的 详 盘 而 可 靠 的 材料 。 他 的 “ 饲 苏 里 边 区 旅 
` 行 记 ” 一 书 对 地 理学 家 褒 来 是 一 个 距 正 的 启示 。 | 

Fa AMES ME BEAT HAT, Le PAN AN 

的 秘密 。 ， 
蒙 吉 旅行 或 第 一 次 亚洲 中 部 旅行 , JE ae BR BS mh 8 (1870— 

1878 42) BHA ZI i BER 12,000 公里 ) 来 看 ， 都 是 最 大 的 
“一刀 旅行 。 探 险 队 的 道路 由 碍 古 与 东西 伯 利 亚 交 界 处 的 恰 克 图 到 
过 高 尔 加 (现在 的 ewes), Ti a e-K ARF GRR NARA. OR 

后 , 普 BEI IFIED EH bop sir see wy CAR LLG). See RS Ty 
CjHISSHE NIT) SETA AC ATE, BUS T SAMSTAG Le, HEAT RE 
ASVTRACHS Ue AP Ks ARAVA PAST RK EK se 
中 部 ,而 后 返回 恰 克 图 。 

在 罗布 泊 旅 行 了 或 第 二 灵 亚 洲 中 部 旅行 期 中 ，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基 
在 从 伊 宁 向 罗布 泊 行 进 时 宅 过 了 喀什 蜡 尔 (塔里木 贫 地 一 一 羡 者 )，， 
BAT BAe Gilt. 

BK DE HIE T SACI FP hie 15 (1878—1 8804E) HY Re 
@ WW. 具 开 尔 :地 理发 现 及 探测 史 , 莫 斯 科 ，1950 年 ,388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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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 ERMINE EE, 

Fe Ess Ny RE SS HT HIE Ls AR RACER ) 0 He DA 5 B38 St IRE 

RWI GE WE AA BB 

ee — ie DG REHEAT EB AT, SEAT PRU 

Sp FS LH BAD fx Se Ly eS EAS a Se EL PE BEAT 0 FESS 

HATH HB (1883—1885 42), HAR ADE he oe 

aye Book lt fede ily ia ete aL (SLE RRB 

\ FE) 
H. M. 3£5R REITER RS BTR Bo 

尔 热 孔泉 斯 基 把 研究 自然 界 看 作 是 自己 的 主要 任务 。 探 测 家 最 咸 

康 趣 的 是 下 草 凡 部分: 地形、 水 文 、 气 候 、 植 物 和 动物 界 。 也 . M. 普 

ies ATP IESG AT AR, SAE 

BT SAYS EWE 

Hg IE HEA RAD, Shir SIU iz 

阿 菜 出 、 RS eRe ATO I ET SERPS ARES» 由 于 在 亚 

溯 中 部 旅行 的 结果 ， 互 . 玉 - 普尔 热 互 尔 斯 基 确定 了 戈壁 沙漠 不 是 

一 个 隆起 的 或 者 是 突起 的 地 方 。 恰恰 相反 ,根据 其 对 周围 攻 山 的 关 . 

系 看 来 ， 蕊 非常 象 一 个 底部 不 平 的 大 碗 ,这 个 沙漠 多 千 是 石 质 和 珀 

AUE, 沙 质 沙 谍 极 少 。 同 时 也 查 明了 西藏 高 原 北部 界线 
的 位 置 实 

际 上 较 普 尔 热 孔 尔 斯 基 旅 行 以 前 人 们 所 想象 的 还 要 向 北 移 300 公 

BB, RAH EB Ly BRAG se IAA ZR, ,因此 伟大 的 德国 地 理 

学 家 潜 保 德 在 理论 上 训 为 亚洲 中 部 的 出 及 相 互 交 错 成 格子 状 的 看 

法 是 极端 错误 的 。 

eRe SEE PET HIGRT Be ATM. 他 发 

现 了 一 些 最 高 的 出 肽 :布尔 汗 一 布 达 出 、 洪 保 德 山 、 eR AR LY aE Ae 

Ay. $6 RAB Rell. 莫斯科 出 、 柴 达 木 山 等 在 他 的 报告 中 对 

Ha OA BWIA LK. Til Bie ABs EAE AT TEA SE 

在 探险 工作 条 件 下 所 进行 的 十 分 精确 的 、 系 和 统 的 气象 观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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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ESE EA UML Bs LE US SL Oe A LRP MEAT 
HSE, ALAS ME A AA HAAS URES EO 

EME IR ATR RIED, BE AB ASHE LPS OPE 
在 这 位 旅行 家 的 探测 期 中 合 从 亚洲 中 部 带 回 了 植物 标本 15,000 一 
16,000 UF, #9 1,700 种 。 BEL CEM AB Ke SAAR a 
4 Abhi ty ILD Ai EE. As hE AE ASE. ZEA DAB SE HOD 
本 中 有 七 个 新 属 ，218 个 新 种 。 

RRR EH GMA. het BE 
度 技巧 .以 勇敢 大 胆 著名 的 极其 酷爱 打 猎 的 猎人 。 在 他 的 各 次 探险 
中 都 合 有 粗 禾 地 和 坚持 不 懈 地 搜集 着 动物 标本 ， 主 要 为 哺乳 类 动 
物 和 饲 类 的 标本 。 带 回来 的 野 关 \ 饲 类 及 其 他 各 种 动物 计 有 数 千 余 
只 。 在 这 个 数量 廉 大 的 动物 标本 中 有 几 十 个 过 去 科学 上 所 不 了 解 
的 新 种 。 他 便 发 现 井 捕获 了 野 恪 陇 及 野马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基 局 )。 这 
是 19 世 可 后 定时 动物 学 中 的 互 大 事件 。 此 外 这 位 旅行 家 还 作 了 各 
种 动物 生活 及 其 生活 条 件 的 观察 记载 。 

这 就 是 对 作为 一 位 旅行 家 和 学 填 的 BM. 普尔 热 也 尔 斯 基 所 
完成 的 巨大 工作 的 主要 成 果 的 简 述 。 

他 在 第 五 次 亚洲 中 部 旅行 出 发 前 突然 逝世 ， 死 后 被 坦 苦 于 喀 
拉 可 尔 , 印 现今 的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克 城 , 访 城 位 于 伊 斯 色 克 一 库 尔 潮 
的 陡 岸 上 。 pis 人 

T. 互 . 波 丹 宁 和 M. B. 彼 夫 卓 夫 的 探测 和 发 现 ”在 19 世 和 
Jaen, DP. 也. 波 丹 宁 和 M. B. 彼 夫 卓 夫 的 探险 队 便 在 亚洲 中 部 的 
广大 区 域内 进行 了 工作 。 | aN 

M. B. Pee HVAT ESS TENE i CTU An. 蒙古 及 中 国 “ 
AGH. HAP LE HAT ORR 4S BMT EFT BIH WO UR, HD. 
DT BRAGS AA 

M. B. 彼 夫 车夫 在 其 第 一 次 旅行 期 中 (1876 4E) 便 由 北向 南 穿 

过 了 准噶尔 。 他 与 商 队 一 起 ,由 刘 桑 出 发 到 达 了 位 于 大 部 天 山北 芒 
es。 129 。 



的 一 个 中 国 小 城市 十 成 ( 即 奇 台 一 3S) 
在 第 一 次 探险 中 (1878 一 1379 年 ) ,他 越 泪 阿尔泰 证 (阿尔 素 哥 

功 克 锁 )， 到 达 了 科 布 多 ; MSH Bale — PSE HE FG PETE WO 
商 队 到 达 了 库 库 霍 托 (呼和浩特 )。 回 来 的 道路 猎 过 卡尔 干 ( 张 家 
口 )、 饲 尔 加 (和 饲 兰 巴 托 ) ,而 后 抵达 科 什 和 阿 加 奇 在 这 次 旅行 的 报告 
中 提供 了 有 关 所 到 地 区 的 气候 、 植 物 界 、 动 物 界 及 居民 状况 的 半 
料 。 

部 探险 ,但 不 替 于 出 上 发 前 力 逝 世 。 后 来 这 砍 探险 (1889-_ 1890 军 ) 即 
由 当时 著名 的 蒙古 及 中 国 探测 家 彼 夫 卓 夫 率 俩 。 在 这 个 规模 互 大 ， 

的 探险 队 的 成 员 中 还 有 地 质 学 家 波 格 丹 谐 维 奇 及 过 去 普尔 热 基 尔 
斯 基 的 同伴 一 一 工 . K. BRA BU. 罗 波 罗 夫 斯 基 。 

探险 队 由 喀 拉 可 尔 出 发 穿 过 喀什 噶 尔 ,和 铀 而 抵达 昆 命 山 攻 。 这 
时 IT, HK 郑 葡 洛 夫 合 到 难以 通行 的 西藏 高 原 西 北边 粽 地 区 进行 旅 
行 。 回 来 的 道路 经 过 罗布 泊 西 部 ,东部 天 出 ,而 后 到 达 兽 又 。 在 探 
险 期 中 他 们 进行 了 将 近 8,000 公里 长 的 路 线 测 量 ， 卉 且 搜 和 货 了 地 
HY RBA KARINE HS EK ARAN. 
候 观 测 都 总 烙 在 他 的 “喀什 噶 尔 的 气候 ”这 一 名 著 中 ， 他 的 人 文学 
观察 对 现代 人 文学 有 着 很 态 的 价值 。 此 外 在 他 的 报告 中 还 对 喀什 
嘲 尔 地 区 的 农业 状况 作 了 赂 竹 的 记 济 ， 1ST oR = 2 
Cl Be GH tS Seo 

mgt ise peru 

CEF= LNG a REARS ASL IEC. 
1538 RRR A BS RMA eT. 互 . 波 丹 宁 

4, FETS ABB HET T SORT. A MIR A RIE 
的 旅行 具有 “对 不 了 解 地 区 进行 初步 科学 探测 ”的 性 质 ， ABS T. B. 
波 丹 宁 及 M. B. 禾 夫 卓 夫 的 探测 工作 则 主要 是 对 各 地 区 进行 更 深 
入 的 和 更 仔 半 的 研究 。 彼 夫 卓 夫 和 波 丹 宁 的 探测 往往 包括 着 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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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面积 @ 。 
T. H. 波 丹 宁 的 探险 活动 机 续 了 30 多 年 之 久 (1863-1899 年 )。 

在 这 段 时 期 中 他 进行 了 包括 蒙古 及 华北 (RSME) HEE, 

西藏 东部 边缘 ,华南 及 东部 天 山 附 近 地 区 的 多 次 旅行 。 波 丹 宁 最 远 
的 二 次 旅行 是 赴 四 川 的 旅行 
了 再 波 丹 宁 辐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基 和 彼 夫 卓 夫 一 样 , 对 亚洲 内 部 
地 区 的 科学 地 理学 作 了 重大 的 贡献 。 由 于 他 的 旅行 ,科学 便 获得 了 

关于 蒙古 北部 .东部 及 中 部 ,关乎 西藏 东部 边区 必 及 其 附近 地 区 的 
最 时 的、 可 靠 而 话 租 的 资料 。 波 丹 宁 提供 了 关于 居住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各 个 民 族 、 他 们 的 生活 状况 、 习 惯 .民间 文学 .风俗 等 方面 的 宝贵 将 
料 。 工 . He 波 丹 宁 全 收集 了 完整 的 植物 标本 。 有 许多 种 及 一 个 属 的 、 
植物 普 称 作 他 的 名 字 。 1 isha Adlai 他 本 人 及 其 | 

rea etl 
Me fe EE IE. 波 丹 字 和 彼 夫 卓 夫 旅 行 玉 前 ,关于 亚洲 中 
En 
% 因为 当时 在 该 区 域 的 地 图 上 有 着 许多 “空白 点 ”他们 以 自己 的 
活动 创立 了 亚洲 中 部 “地 理 面貌 ”的 基础 ， 后 来 各 种 不 同 专业 的 着 
察 家 们 就 在 这 个 基础 上 进一步 查 明 一 些 硼 节 问题 ， 当 然 有 时 也 查 
明 一 些 极 重要 的 问题 。 

“在 19 世 可 后 定时 亚洲 内 部 地 区 的 地 理发 现 和 探测 史 中 ， HM.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基 、T, A. 波 丹 字 和 M- B. 彼 夫 卓 夫 这 三 位 旅行 家 的 
名 字 占 有 光荣 的 地 位 。 / 

TL K. 科 花 洛 夫 的 探测 和 爱 现在 19 HA 80 eH LEE 
的 旅行 家 和 学 者 工 . K. 科 花 洛 夫 (1863 一 1935 年 ) 在 普尔 热 珠 尔 斯 

基 的 探险 队 中 开始 了 自己 的 活动 。 他 大 加 了 普尔 热 孔 尔 斯 基 最 后 

一 灵 、 即 第 四 欢 亚洲 中 部 探险 (1883 一 1885 年 )， 后 来 又 在 别 夫 齐 
夫 (1889 一 1899 年 ) 及 罗 波 罗 夫 斯 基 (1893 一 1895 年 ) 的 探险 队 中 工 

@ M. B. 和 披 夫 卓 夫 :喀什 路 尔 及 昆 傅 山 的 旅行 ，1949 年 ; 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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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过 。 
在 1899 一 1900 年 ,在 I. K. 科 式 洛 夫 倾 导 下 全 进行 了 蒙古 及 

西藏 东南 地 区 ( 喀 姆 ?的 大 规模 探险 活动 。 
探险 队 研 究 了 蒙古 阿尔 泰山 区 的 自然 界 ， 探 测 了 戈壁 中 部 及 ， 

西藏 一 喀 姆 内 部 地 区 。 科 兹 洛 夫 在 柴 达 木 盆地 建立 了 一 个 气象 站 ， 
该 站 全 工作 了 15 个 月 之 久 。 | 

LETRA AEM SE, PRAT BARS eS 
| AK BA LT RIL LS 

探险 队 搜 筑 了 极为 丰富 的 地 质 标 本 (1;200 种 矿物 岩石 )， 
25,000 分 植物 标本 ,其 中 有 600 个 新 种 。 SV OANA 2H » 西藏 

动物 界 的 各 种 代表 千 余 只 
这 灵 旅 行 的 成 果 异 党 FFE, A RET OR 

FERS Be PY REA @ 的 探险 期 中 (1907190942) ; Hania kse 

RT RE AB, COREA CBD ka 2k MPR ， 
现 了 哈 拉 一 霍 托 城 (“ 黑 城 ”>) 的 废墟 。 这 些 盛 墟 此 为 流沙 所 掩埋 。 
在 发 掘 期 中 ,他 们 从 废墟 及 泥 沙 下 面 发 现 了 棉 鞭 品 的 碎片 . 石 

器 破片 .武器 \ 太 及 图 画 和 两 千 多 本 唐 古 特 人 及 中 国人 的 书籍 。 这 
些 书 籍 售 诉 学 震 们 过 去 贷 一 度 繁 某 的 一 个 城市 的 生活 ,揭示 了 亚 
洲 中 部 及 1 一 13 世 各 时 居住 在 这 个 地 方 的 民族 的 历史 。 

险 拉 一 霍 托 城 是 消失 了 的 唐 古 特 人 国家 西 政 (10 13 世 和 ?的 

BRAG DZ— 

在 1226 年 , WOE RRA a TT ATR. LRA 

A HLAMAREAMERMEBRET 9 
这 个 上 发 现 对 历史 科学 有 着 巨大 的 意义 。 
在 这 均 旅 行 期 中 售 完 成 了 阿 姆 多 内 部 地 区 一 一 产 库 诺尔 以 南 、 

西藏 东北 部 的 山地 地 区 一 一 的 且 大 探测 工作 。 探 测 烙 果 得 到 了 有 ， 
© 阿 姆 多 在 俄 净 中 为 甘肃 西南 部 及 青海 省 东部 之 总 称 一 一 软 者 。 

° 132° ;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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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阿 姆 多 自然 界 及 居民 的 重要 资料 。 
Tl. K. 科 花 洛 赤 赴 蒙 古 北 部 和 中 部 的 最 后 一 次 探险 完成 于 

1923 一 1926 年 。 在 蒙古 北部 肯特 山 肪 地 区 ,探险 队 发 现 了 一 些 匈 奴 

”人 的 吾 莫 。 发 气 这 些 墙 墓 时 所 发 现 的 物品 帮助 人 们 了 解 了 2000 年 
太 前 居住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匈奴 人 的 历史 、 轻 济 及 文化 状况 。 
此 外 , 反 险 队 在 杭 妥 出 区 还 发 现 了 成 吉 思 汗 世 家 区 代 的 租 填 

和 进行 了 其 他 一 些 珍贵 的 考古 发 现 。 | | 
在 查 洲 中 部 地 区 的 旅行 期 中 ，B. A. PEM ICET 40,000 

公里 以 上 的 路 程 。 他 完成 了 一 系列 地 理学 及 考古 学 的 发 现 . 他 所 收 
集 的 数 万 份 哺乳 类 、 饲 类 、 昆 虫 、 鱼 类 等 动物 标本 成 为 苏联 科学 院 
博物 迄 中 值得 慧 傲 的 陈列 品 。 onde 

19 HACIA 20 HACER BIR | RAEI EAR 
家 B. A. MBM KF 1892—1894 年 在 亚 测 中 部 地 区 进行 了 旅 

BERGA, IB, URE). Lew 
Wn Ie He ML (LOEB LJ i a), RADI, LL A RIE 
在 建筑 兰州 一 阿拉 木 图 铁路 的 各 地 区 。 

B.A. vb) ee Fe Hes ATH PERN RIT — SE RGA 
$f HoT Se 1 REINER) 0 

B. A. $9) $430 RURT HBF Els EELS AWARE IE 
门 研究 了 黄土 沉积 及 黄 士 成 因 问题 。 后 求 他 提出 了 黄土 风 成 的 假 ， 

ite aa ‘ 
从 1895 年 到 1908 年 ,斯 文海 定 完成 了 三 次 亚洲 中 部 的 旅行 

他 探测 了 塔里木 谷地 及 西藏 。 他 在 塔克拉玛干 沙 谍 完 成 了 重要 的 
着 古 发 现 (发 现 了 一 些 为 沙 度 所 流 没 的 “ 死 城 ")。 全 所 进行 的 互 天 
地 形 测 输 工作 使 我 们 能 够 确定 ， 自 普尔 热 也 尔 斯 基 旅行 后 罗布 泊 

LENORE ANE INT 了 于 了 巨大 
的 探测 工作 .尤其 是 他 全 和 烛 制 了 雅 鲁 茂 布 江 以 北 地 区 的 地 图 ,而 诚 
地 区 过 去 欧洲 人 从 未 到 过 。 由 于 这 一 工作 的 糙 果 , 雅 重 蔬 布 江 以 北 

el383。 



AF FEAR I RS Se BD RE PKS AGS T DEAE BAH 

区 方面 的 问题 。 斯 交 源 定 在 亚洲 中 部 地 区 的 研究 工作 中 留 下 了 光 

辉 的 遗产 。 

由 于 19 thea 20 in RTA ERA RSC 

SSR KEMP HK REA EEA RR GRE 
Mii eh EAE SE) TA. eT He 
SEMEL DT BES PERUSE PRP DA IRS T UR RE, 
明了 许多 地 区 地 质 构 造 的 特点 ,提供 了 有 关 动 植物 界 的 丰富 资料 。 

此 外 ,还 获得 了 有 关 当地 居民 拓 况 及 其 职业 的 一 定 知 埠 ， 进行 了 一 
些 具有 重大 意义 的 考古 发 现 。 

3。 非 测 和 澳 测 内 部 地 区 的 探测 和 发 现 
直到 19 世 和 中 叶 , 非 洲 和 澳 淹 内 部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还 未 径 过 考 

察 。 为 了 了 解 这 些 地 区 全 派出 了 一 些 探险 队 。 在 19 HS EPP IR 
往 非 洲 和 澳洲 内 部 各 地 区 的 探险 队 的 数目 增加 得 特别 孔 速 。 、 

从 19 EAE 70 ERE, SAIL PE IRE PE ORS 
_ 此 同时 , SUR PS So Hh BO PED AC BR EE BR HAT PRUE 
之 后 ,还 去 了 一 些 传 数 士 和 商人 。 

欧 测 各 国力 图 在 非洲 夺取 尽 可 能 多 的 十 地 ,而 且 在 19 HARA 
非洲 就 已 发 各 个 最 大 强国 所 瓜分 了 。 欧 洲 各 国之 间 的 觉 委 货 不 目 
一 坎 地 引起 了 冲突 (例如 ,1896 年 法 国人 同 英国 人 在 东部 苏丹 的 
粉 等 )。 而 澳洲 则 休 部 为 英国 人 所 占 便 。 欧 洲 的 文明 传播 者 碎 火 和 、 
剑 亿 使 那些 原始 的 部 落 必 服 于 “高 等 种 族 ” 的 代表 者 。 桔 果 塔 斯 局 
尼 亚 的 土著 居民 人 至 部 死亡 ， 澳 洲 的 土著 居民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也 处 在 
被 消灭 中 。 就 在 今天 ,现代 的 殖民 者 在 非洲 许多 地 方 对 土著 居民 还 
实行 着 这 种 种 族 歧视 的 政策 (例如 ,在 南非 联邦 )。 

在 非 浏 的 探测 和 发 现 ”在 19 世 和 后 定期 的 许多 非洲 旅行 
探测 家 中 , 上 以 立 温 斯 教 和 和 史 坦 利 最 为 著名 。 : 

mu 

英 人 达 维 德 ， 立 温 斯 教 (1813 一 1873 年 ) 是 一 个 在 放 多 方 面 都 ， 

*1346 



极为 出 色 的 信物。 便于 1840 年 到 达 了 南非 他 从 1849 SLIT 
己 的 非洲 旅行 ,一 直 番 秆 到 他 逝世 (1873 年 4 月 30 日 为止 , 其 中 ， 
仅 有 某 些 短期 的 停顿 。 

立 温 斯 敦 是 一 个 传 数 士 , 他 认为 (至 少 是 在 其 进行 探测 的 初 
期 ), 对 他 喜来 “保证 传 数 工 作 的 成 功 是 进行 地 理发 现 的 目的 ”。 
，，” 立 温 斯 敦 在 其 第 三 次 旅行 中 (1849 一 1873 年 ), 全 穿 过 卡拉 哈 

里 目地 ,完成 了 欧洲 人 中 第 一 个 从 西向 东 横 断 南非 的 旅行 ,探测 了 
东非 的 湖泊 地 区 ,其 主要 目的 在 于 探寻 尼罗河 河源 ,此 外 还 若 罕 了 
三 比 西 河和 进行 了 许多 在 地 理 方 面 极 有 价值 的 其 他 工作 。 

1849 年 夏 , 立 温 斯 敦 从 南 向 北 通过 了 卡拉 哈里 四 地 ,者 于 作 月 

-发现 了 尼 加 米 湖 ， 当 地 居民 用 篇 笔划 着 小 船 在 湖上 航行 。 两 年 后 、 
即 在 1851 42, 他 上 发现 了 三 比 西河 的 上 游 ， 因而 对 葡萄 牙 人 的 地 图 
作 了 重要 的 修正 。 

在 后 来 几 定 中 , 立 温 斯 吉 完 成 了 更 为 重大 的 地 理发 现 。 立 温 斯 
教 沿 三 比 西河 的 主要 水 源 朔 流 而 上 ,而 后 由 陆 上 行径 刚 时 河 流域 ， 

到 达 非 洲 西岸 的 罗 安 达 。 克 过 短期 休息 之 后 ,他 又 重新 返回 三 比 西 
河 ， 韩 发现 了 名 为 维多利亚 的 课 布 G 。 后 求 则 完全 沿 读 河 顺 流 而 
下 ,于 1856 年 5 月 到 达 了 非洲 东 岸 输 里 马 尼 附 近 地 区 ， 完成 了 横 

断 非 洲 大 陆 南部 的 旅行 。 这 坎 旅行 的 成 果 是 ,他 上 发现 了 人 个 完 全 不 
了 解 的 地 区 。 ps a 

| NORIO, FSA RBA IEA BER 
个 沙漠 。 直 到 现在 在 许多 地 图 上 还 错误 地 将 卡拉 哈里 凹 地 称 作 沙 

© 读 。 立 温 斯 教 在 谈 到 他 所 完成 的 发 现时 品 道 :“ 就 在 我 1852 一 1856 
年 由 大 洋 到 大 洋 穿 过 大 陆 南 部 热带 地 区 的 旅行 过 程 中 ， 我 发 现 了 
整个 注 个 地 区 实际 上 都 得 到 了 良好 的 江浙 ;这 里 有 森林 密 茂 , 士 境 
最 为 肥沃 的 广大 区 域 以 及 一 些 美丽 的 青草 谷地 ， 而 在 这 些 谷地 中 

@ ”当地 居民 将 秦 多 利 亚 瀑布 称 为 “ 鸣 烟 ”; 狭 容 河 谷中 的 河水 在 那里 从 高 狗 120 
ERMA LWT Pe 

01856 



生活 着 很 多 居民 ;同时 我 还 发 现 了 一 个 世界 上 有 名 的 瀑布 @ 根据 

这 些 情况 便 能 天明 非洲 自然 车 构 的 特征 。 非 浏 是 一 个 隆起 的 高 原 ， 
中 部 略微 低下 , 两边 有 裂 纤 , 河流 即 沿 此 裂 竹 流 向 大 海 >。 由 此 看 
来 ， 这 位 旅行 家 对 非洲 南部 地 区 地 表 烙 构 的 一 般 特 征 了 解 得 十 分 
正确 号 :2 

1858 年 , 立 温 斯 敦 开始 了 自己 去 往 三 比 西河 及 尼 亚 节 湖 地 区 
的 下 一 次 旅行 ,这 次 旅行 寿 续 耻 几 年 的 时 间 。 关 于 旅行 的 目的 他 全 
这 样 写 道 :“ 我 们 的 目的 不 是 变 发 现 什 么 神话 舰 的 奇迹 , 而 是 要 了 

解 气候 ,天 然 次 源 、 地 方 性 疾病 @、 土 人 以 及 他 们 对 其 他 地 方 的 关 

在 这 灵 旅 行 ch ORL Ein EMRE 边 的 的 尼 ie, 

Ui a2 T JE TSE WAS Sa ME be (PRE 14°25" , AERE 85"30')。 关 于 尼 亚 

EE WAH EK HOSECORERE, 这 位 探测 家 裔 道 : “EG Pa 7 
Tie ATTA FAS RAT” 5 Be PO A TE EE TS 

的 其 实 位 置 。 ” 

立 温 期 教 最 后 一 大 旅行 的 主要 目的 ， 大 构 是 探 时 尼罗河 的 水 ， 

深 , 这 次 旅行 一 直 秋 蒜 到 其 远 世 时 为 止 (1867 一 18783 4). 

他 从 非洲 东海 岸 治 罗 南 局 河谷 地 向 尼 亚 藤 湖 前 进 ， 粮 过 此 湖 “ 

南端 ， i FE AB 
54 bo 

zabenieabint: 以 后 ,在 1867 4 10 peti 确定 了 

EMI, 并 襄 明 训 湖 为 排水 湖 。 根 据 从 当地 居民 中 收集 的 材料 ， 

源 于 艇 卫 阿 罗湖 而 为 刚果 河上 论 的 卡 美 命 河 又 流入 盘 卫 阿 罗 潮 。 
TERE FAME, KAP ABA FS beak 

Ko 但 对 于 发 源 于 这 些 湖泊 的 水 流 ,属于 刚果 河流 域 或 是 尼罗河 流 

@ “这 里 所 指 的 是 三 比 西河 上 的 维多利亚 瀑布 。 
@Q 立 温 斯 敦 原来 是 学 医 的 (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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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R A, 18 ATER : 

此 后 ， 立 温 斯 教 便 向 北 前 进 ， 去 往 坦 噶 尼 喀 湖 。 有 5 年 时 间 
人 们 不 知 其 示 信 ， 因 此 人 派 遗 了 几 个 探险 队 求 寻找 这 位 旅行 家 。 

1817 年 , 被 派 来 寻找 立 温 斯 敦 的 史 坦 利 在 坦 噶 尼 喀 湖 ( 饥 日 日 )@ 

遇见 了 他 。 

他 们 一 起 完成 了 坦 和 ， pach hid 注 

AGW, 但 是 这 里 没有 任何 可 水 源 。 

| 
厄 尔 法 念 

1614 

rere 
-—' R 

== 完 接 侯 敦 从 从 !822.24,18252"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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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非洲 内 部 的 探测 和 发 现 。 a i tee Nike ae 
® BAAKTEERA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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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 IR BESO ETI T Sete HHS, ASAE ie DD 
WIRE ABLE SMAI. Me eB WE, (Be 1873 4 4 A 
30 日 他 就 逝世 了 。 | 
BRIDE IRE BES 但 是 由 于 他 的 放 

行 ,非洲 的 地 图 就 完全 改变 了 。 立 温 斯 教 是 探测 非洲 的 最 亿 大 欧 人 
物 之 一 。 他 在 整个 一 生 中 都 与 当时 在 非洲 极为 盛行 的 奴隶 贸易 进 
行 斗 等 。 立 温 斯 敦 售 是 查 受 黑人 受 戴 的 少数 旅行 探测 家 之 一 ,他 人 
生活 在 黑人 之 中 ;他 远 世 的 恶 耗 使 黑人 极为 莫 伤 。 立 温 斯 敦 的 尸体 
被 黑人 运往 桑 输 巴尔 ,并 由 此 转运 回 伦敦。 

| {BLE Ys FEF ABS HSE OA Bh — HE 
Bi a, i ORE A 
EASE REIRM LEAR, 0. 更 坦 利 同样 也 在 非洲 内 

部 各 地 进行 了 探测 工作 。 为 了 宣传 的 目的 ， 他 在 1871 PBI 
$19 AT HR HY SARIN BC. | 

在 1874 一 1877 42, SERRA Se SRA” Be MBC 
日 电讯 报 ” 的 春 金 探测 了 非洲 的 许多 地 区 。 在 探寻 尼罗河 南部 各 河 ， 
Da A AY SE CLR 152 人 的 强大 武装 部 队 的 瑟 大 探险 队 ,， 5 
成 了 环 烧 维多利亚 湖 的 航行 。 同 时 他 还 观察 了 每 一 个 小 淹 液 和 小 
滩 ， 探测 了 该 湖 的 北岸 以 及 位 于 稚 多 利 亚 湖 与 对 特 华 特 润 之 间 的 
地 区 。 
BRIG DAG GE REA BRM AMES 

范围 ， 也 就 是 探测 尼罗河 南部 各 水 源 和 解决 斯 比 克 @ FP 

尼 安 撒 是 一 个 湖泊 ， 抑 或 如 立 温 斯 
敦 、 蒲 尔 顿 及 其 他 等 人 所 报导 那样 ， 是 由 五 个 湖泊 所 租 成 。 现 在 并 

@ “斯 比 克 还 在 1857 一 1859 年 去 往 尼 亚 陡 湖 探险 的 时 期 中 就 已 发 现 厅 多 利 亚 
” 潮 , 但 他 与 其 队 旦 狂 尔 顿 一样 未 能 到 达 尼 亚 藤 湖 。 后 来 ,在 1860 二 1863 年 ,其 
比 克 和 格 囊 特 到 达 了 灯 多 利 亚 湖 ; 斯 比 克 缆 过 了 斌 湖西 岸 ;并 确信 尼罗河 发 
WIS AML ARM POE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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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 eM, FE EURTAIEDNA BEA PVT DL eT Ae AE 
水 源 的 最 主要 水 流 的 整个 荣誉 都 是 属于 斯 比 克 的 。 我 还 应 BE, 
他 比 任何 一 个 批 币 其 理论 的 人 都 更 好 地 了 解 他 所 到 地 区 的 地 理 状 
Ut, Svenae 人 2 

现在 人 们 把 自 西方 注入 维多利亚 湖 的 短促 的 、 但 水 量 极 富 的 
卡 格拉 河 认 作 尼 罗 河 之 主要 水 源 。 这 条 河 是 史 坦 利 发 现 的 。 自 维 多 : 
利 刘 湖 流出 的 水 流 轻 过 基 阿 加 湖 @ 流入 亚 尔 伯 特 湖 。 
还 在 1872 年 ; 史 坦 利 就 完成 了 沿 坦 噶 尼 喀 湖北 部 湖岸 线 的 航 ， 

行 。 在 1876 年 6 一 7 月 他 沿 谱 湖 东 岸 航行 至 其 南端 ,进入 其 南岸 的 
所 有 湖 潜 ,而 后 结束 航行 于 湖泊 西岸 。 因 此 , 整个 说 来 史 坦 利 完成 
TRS BWR 

ft $41 Fi pln TAOS Je HB Le SA Ug AE ETT (PSR HE, AE 
沿 紫 河 旅行 至 大 洋 。 吏 坦 利 从 桑 给 巴尔 起 程 后,* 轻 过 999 FRAY Hk 
行 ,于 1877 年 8 月 9 日 抵达 波 局 ( 在 刚果 河 河口 )。 soe 

Jae, IDA ARE Le AU BE AR A ER EM 

it Ss LAA RE COME Ce RTA IRE TIE. RAYE 
_ JEON RENE Ze RUDE AS 1884 年 ) 和 统治 下 的 “刚果 自 由 国 ”。 

1884 年 ， 史 坦 利 开始 了 自己 的 最 后 一 次 旅行 。 他 穿 过 了 刚果 
河流 域 的 森林 ,发现 了 钻 文 佐 利 山 汇 @ ,考察 了 直到 妥 特 华 特 湖 的 
谢幕 利 基 河 的 水 流 ， 同 时 他 还 同 他 在 亚 尔 伯 特 地 区 会 见 的 爱 明 巴 
夏 一 起 旅行 至 东海 岸 。 

因此 , 史 坦 利 全 两 次 横断 非洲 大 陆 。 
当 我 们 把 史 坦 利 描述 为 非洲 内 部 地 区 的 一 位 著名 旅行 家 的 同 

时 ,也 不 应 忘记 他 的 另外 二 方面 : 史 坦 利 是 一 个 典型 的 殖民 者 和 帝 
国志 义 在 非洲 的 代理 人 ， 对 黑人 部 洲 的 锋 安 自 大 和 残酷 无 情 万 基 
他 的 最 大 特点 。 

@ MMM FES EMSA, 
@ mre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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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T OUR 0 45 LE ESP AT DH we I 

. ae 

SEF HUS HIS BO HEAT , DRRIC EA BERR 
BED ASL. FEA RB (BEI FT 1822—1824 EMAL 

RST ROA Sir PVA ORE Be, RS EP, HE ea DE a De 
FJERRZS, SRS A SDE FH o 在 1827 一 1828 年 ， SETA A i 

ABATE A RH. | 
1869—1874 42, 德国 旅行 家 古 斯 塔 夫 。 He A PRINT SE 

| PALE SB AO ACEH DK fil a Hh HE 4 eB) TEE 
PAY HOSS ab A ea ERI FRE, 抵达 尼罗河 谷地 ， 而 后 
MOA MATE BATHE. 

RERMMTRA EZ iT 19 世 各 的 非洲 探测 ,并 对 这 大 
”人 陆 的 研究 作出 了 页 献 。 他 们 之 中 放 BABB AR (1840—1892 车 ) 最 为 
著名 。 他 完成 了 两 次 非 洲 旅行 (1875 一 1878 人 年 和 1879 一 1887 牟 )。 革 
凯 尔 穿 过 了 位 于 东海 上 的 苏 亚 金港 和 尼罗河 大 河曲 之 闫 的 地 区 ， 
亚 特 巴 拉 城 即位 于 蕊 河曲 上 。 他 便 旅 行 至 尼罗河 上 游 ,探测 了 尼 罗 
河 及 刚 里 河 之 间 的 河 问 地 区 ( 尼 西 亚 一 尼 亚 姆 地 区 )， 而 后 在 非洲 
东 岸 的 桑 输 巴尔 结束 了 自己 的 旅行 。 茉 凯 系 的 功劳 在 于 他 彻底 地 
WT SCRA BEETLES, MOS 
HATES ° ABM PENT FB BET Je Bh 

PLATA — OR AMEE TY BES, HELA OESE T ie ee ee 
居民 的 生活 和 风俗 习惯 。 他 单身 进行 旅行 , HEEIT LAM ER. 

由 于 19 HAG SEILE 19 世 各 后 定期 在 非洲 大 陆 所 进行 的 各 - 
次 旅行 的 结果 ,这 一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自然 界 的 基本 特征 被 了 解 了 ;并 

获得 了 有 关 这 些 地 区 居民 的 知识 。 
在 澳 浏 的 探测 和 发 现 在 .18 世 和 加 末 一 19 世 和 志 初 ， 大 们 已 

(1798 年 ) 进 行 了 考察 。 他 与 弗 林 特 斯 一 起 (1798 一 1799 年 ) 和 个 给 航 

塔 斯 马 尼 亚 一 周 , 确 定 了 它 是 一 个 岛 几 , 且 有 一 海峡 将 其 与 大 陆 隔 

升 。 这 个 海峡 就 被 称 作 巴 斯 蚁 5 后 来 由 于 对 大 澳大利亚 洲 东 部 海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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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omme ob AK, ia 31800—1802 fe), 整个 天 陆 海 岸 的 探测 

即 告 烙 束 。 稍 迟 一 些 ， 弗 林 特 斯 在 1808 4252 nk T eRe PS 
航行 ， TEA OUEFRRAGDTIET HARRELL 奔 塔 利 洲 TRA 
开 尔 , 1954 年 ;488 Bo. 

1788 年 英国 大 在 现在 的 雪梨 城 (悉尼 ) 地 区 建立 了 一 个 苦 役 
村 鱼 二 一 藻 克 孙 港 。 从 这 时 期 起 , 欧 调 殖民 者 就 开始 了 对 澳洲 的 开 
发 和 研究 。 但 是 探测 大 陆 的 工作 在 初期 进行 得 非常 缓慢 .不 过 当 在 

WA FRE PVE RTS, RMI LRT ERM 

”的 时 候 ; 这 就 促使 人 们 在 19 Hh_L PM See TPE eR 
墨 累 河 -一 - 达 合 河 流域 的 各 个 平原 。 

了 . 斯 塔 特 (1828 一 1830 年 ) 全 在 本 村 河 的 中 游 和 下 游 进 行 

探测 -后 来 (1844_1846 RN 
” 浏 中 部 各 地 的 旅行 。 他 的 路 线 是 沿 墨 累 河 和 达 合 河 前 进 , 而 后 向 丁 
北 轻 弗 罗 姆 湖 旁 去 往 埃 尔 湖 攻 北 的 地 区 。 他 在 顺利 的 旅行 期 中 几 
乎 到 达 了 澳洲 的 地 理 中 心 。 

埃 尔 (1839 一 1841 42) PERI T PAST LL RMA, 访 间 
_ 过 托 命 斯 淹 , 而 后 沿 大 澳大利亚 游 海岸 向 西 到 达 了 亚 尔 巴 尼 。 他 走 ， 
过 了 沙漠 区 域 , 井 证 明 这 里 没有 一 条 大 河 是 注入 大 澳大利亚 淤 的 。 

在 此 同时 (1844 一 1845 年 ) ,旅行 家 DK RIES BTA 

了 大 陆 的 东北 边 烷 和 北部 边 称 地 区 。 他 的 旅途 从 摩尔 教 地 区 出 发 
沿 着 流向 大 致 与 澳洲 东 岸 相 平 行 的 各 河谷 地 的 方向 前 进 。 他 向 西 
北 行走 ;到 达 了 米 契 尔 河 @ ;以 后 的 路 线 是 沿 卡 讲 塔 利 湾 南 岸 去 往 
维多利亚 港 。 求 区 哈 尔 特 在 这 砍 旅行 中 ,找到 了 从 大 陆 东 岸 去 往 北 
方 的 道路 ,并 发 现 了 许多 有 利于 农业 的 地 区 。 

在 较 长 时 期 中 ， 欧 洲 人 对 澳洲 内 部 的 广大 沙漠 地 区 是 很 少 了 
解 或 完 公 不 了 解 的 。 缺 水 .酷热 .多 刺 的 灌木 装 ， 对 于 最 初 的 探测 
家 们 造成 了 完 休 不 可 克服 的 困难 ， 以 至 使 他 们 中 间 某 些 人 到 失 了 

© KBAR fk FEAF IR, HOGER 16° FRM 148* 处 一 译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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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 
1860 42 JE. 斯 徒 亚 特 进 行 了 多 炊 的 旅行 ， 这 些 旅 行 的 目的 在 

于 从 南 向 北 继 断 大 陆 。 最 后 他 欧 于 衣 够 内 阿 得 曙 德 出 发 通过 了 二 
尔 湖 以 西 的 地 方 ,发 现 了 局 克 顿 尼 尔 了 出 乓 和 许多 比较 小 的 河流 。 他 
通过 稠密 的 灌木 六 林 之 后 ,进入 了 大 陆 的 北部 地 区 ; 并 到达 了 达尔 
文 港 附近 的 海岸 。 关 于 他 所 完成 的 断 澳 测 的 旅行 他 便 写 道 :六 因 
此 ……: .. 我 成 功 地 达到 了 我 们 探险 队 所 承受 的 伟大 目的 ， 整 个 队伍 
公然 无 羡 的 归来 ,就 是 我 们 成 功 的 最 鲜明 的 证 明 ”@@ 

退 白 澳洲 的 事实 天明 了 ， 在 经 过 足 亿 准备 和 条 取 必 要 预防 措 
施 的 条 件 下 是 可 以 通过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的 。 后 来 (1872 4), ABI 
斯 徒 亚 特 所 走 过 的 道路 ， 架 设 了 一 条 比 贯 大 陆 的 亚 得 雷 德 一 一 达 
尔 文 港 电报 路 线 。 ““， - 

电报 线 的 架 发 ,促进 了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的 探测 和 开发 。 
为 了 探寻 适 于 明 殖 的 区 域 ， 对 澳洲 西 部 沙漠 地 区 也 进行 了 考 

察 。 人 们 便 沿 三 个 故 向 穿 过 电报 路 线 ( 亚 得 雷 德 一 一 达尔 文 ) BK 
“路 西岸 之 间 的 地 区 (1872 一 1875 42): MISHEARD REA LF 

Dae EEO Eh LRA), ARM RA a BI EPR 
RUNDE AC PEW) REE (Ue TERE), A GA ESA 
(BeARIE) , SAREE ATA Le DU A TH Ua BE 
BERRA EAS » AER MEHAT IS MN PAE T — eT HS 
的 不 大 的 地 段 。 : 

ROR, BA EN PERL, FoR 
100 4A AGH, PER SPR ey 9 he, PE 
FLEE LR BIPM T IR 

H. 米 克 镶 哈 一 马克 莱 在 新 几内亚 的 探测 ”还 在 16 HAC, Bi 
SLPS Ba EDEL Bea A BEA, ELEY 19 ACEP PHA IL 
PEA ABMS. EE Pe Ko PRUE REF 19 世 和 50 年 代 。 

@ TI. 具 开 尔 ;1950 年 ,5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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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向 澳洲 和 新 几内亚 海岸 的 航行 及 澳洲 内 陆 的 旅行 。 
英国 ,德国 和 荷兰 的 探测 家 个 都 参加 了 这 一 工作 。 

。 在 这 些 探测 家 中 站 有 完全 特殊 地 位 的 ， 是 学 者 一 旅行 家 和 人 
Rise Nay 也 H. 米 克 处 哈 一 马克 蒸 (1876 一 1888 年 )。 

~ 从 1871 年 直到 1883 年 , 米 克 卡 哈 一 马克 莱 信 三 度 游 历 了 新 几 
内 亚 的 东北 海岸 (1L817 一 1872 年 ;1876 一 1877 宇 ;1883 年 ). 他 同样 也 

游历 了 新 几内亚 的 西南 海岸 和 东南 海岸 .他 全 对 巴布亚 人 (新 让 内 

亚 士 人 ) 的 生活 ,风俗 、 习惯 \ 性 情 等 方面 进行 了 极 重要 的 人 区 学 观 
es 1 43 。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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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 
ABM, FS YES eae EE CPTI PUBS ZACH EE) AOE A ASRS 
SB, LEA ERATE. ALINE. PSMA 
(FE PRE RLEACA. WEE A RRAK, mA 
DU PRYOR IESE PR EK WoL RE ROE AEA USERRA IK ， 

男子 ,特别 是 在 节日 , PAC MRL eR. AB 
很 少 涂 色 装 饰 。 男 人 ,往往 也 有 女人 ,在 身上 烙 出 烙 痕 以 文身 。 

巴布亚 人 所 佳 的 村 落 不 很 大 ， 他 们 居住 在 用 竹子 或 本 头 措 成 
WAS A EB. | 

”大 死 了 久 后 就 埋 在 他 居住 过 的 那个 小 房子 的 土地 上 。 
马克 菜 海 岸 的 巴布亚 人 的 语言 学 起 来 并 不 困难 。 米 克 庆 哈 三 

马克 菜 在 巴布亚 人 中 居住 以 后 不 久 很 快 就 学 会 了 巴布亚 丁 ， 因 而 
使 他 能 同 畦 近 村 落 的 居民 进行 惕 谈 。 为 了 能 就 话 必须 学 会 340 个 、 
字 。 当 时 学 会 这 种 语言 是 很 必要 的 ,多 因为 他 是 长 时 期 生活 在 巴布亚 
入 中 的 欧洲 人 之 一 。 <= 

ZEEE ARIS — FS EE MT SRLS 

“无 疑 地 ， 互 . FORGE Lv — By 9a Be — fir 5 AR J 

Hh RIGATE OTS ORES — 15 EY RUE, EPA I 
| PT Ti AA 2S EPA fa LE A 
人 一 样 的 人 ;同时 也 在 于 他 对 以 于 利 为 目的 而 进入 热带 的 欧洲 人 
常 对 土 人 所 进行 的 其 旷 和 钙 压 手段 的 极度 局 急 ?@ 。 
我 们 认为 ， 互 . Hoke IS — 且 克 菜 不 仅 是 一 位 学 者 和 旅行 

BL ak MRR ASH Ca — IE A , 
护 者 和 朋友 ;为 落后 和 稚 压 迫 民 族 征 取 自由 和 自决 权 的 战士 。 
总 千 上 述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在 19 世 各 ;特别 在 这 一 世纪 的 后 牢 斯， 

一 系列 人 类 居住 的 灵 陆 ; 亦 芭 亚 浏 、. 非 洲 和 澳 浏 太 及 其 卷 近 各 高 想 
”加 工 0. 县 尔 阅 :俄罗斯 地 理发 现 史 概 葵 ,1949 年 ,2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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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 和 20 世纪 彻 极地 区 域 的 探测 

在 了 9 世 乞 的 最 后 25 件 和 20 世 各 初 ,人 们 开始 对 极地 地 区 产 
”人 些 了 尖 厚 的 兴趣 。 这 时 对 地 球 上 比较 容易 到 达 的 地 区 基本 上 都 已 

- 孝 了 解 ， 面 极地 区 域 则 因 自 然 条 件 极 为 不 利 面 很 少 有 旅行 家 去 到 
。 财 里 。 要 在 这 些 地 区 进行 探测 就 需要 特殊 的 准备 工作 。 涯 其 是 为 了 
Pee RRRS ERS TRE TAARARE GAH DNE? 
MEAS BE, Til ESC BE AR LA ETO SE OEE BL 
A ROA EAM 
AE APE Wa Meh Ht BEF ERTS SE, 
个 探险 队 就 能 获得 最 大 的 成 功 。 es | 

”在 极地 区 域 的 发 现 和 探测 不 仅 追 求 着 科学 目的 ， 同 时 也 追求 
-着 实际 的 目的 。 特 别 是 在 高 综 度 的 探险 ， 在 许多 | HP ele 

FEUD Bee A AE TY CSA ETAT 
关 的 。 
<. AEA RR BE | 
在 19 世 各 的 最 后 25 年 和 9 0 世 鬼 初 , 在 北极 地 方 进行 了 重要 

的 探 浏 和 完成 了 十 分 著名 的 发 现 。 阿 多 尔 弗 。 艾 利克 + EE 
就 是 出 色 的 极地 航海 家 之 一 。 他 在 1876 年 , 乘 捕 和 鲸 船 从 挪威 海岸 
( 德 瑟 索 ) 出 发 航行 到 达 了 叶 尼 塞 河口 既 过 两 年 后 ,他 开始 进行 沿 
欧 亚 大陆 北 岸 的 著名 航行 。 在 1878 —1879 “ALTE BLN” SRSA 

” 埃 国 " 勤 拿 "号 办 船 一 起 第 一 个 从 火 西洋 还 直 航 行 至 太平 洋 COPE 
便 停泊 过 冬 )。 这 个 探险 队 是 用 瑞典 王 奥斯卡 尔 第 二 ;瑞典 夫人 过 
克 孙 和 俄国 黄金 商人 西伯 利 亚 可 夫 的 压 金 装备 起 来 的 。 这 次 航行 ， 
在 探寻 东北 通路 达 300 多 年 之 后 第 一 次 证明 了 沿 欧 亚 大 陆 北岸 进 
行 航海 的 可 能 性 。 

_ 另 一 位 著名 的 北 宇 球 高 绰 度 的 极地 探测 家 是 弗 里 乔 夫 + 南 森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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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人 )。 
看 到 19 HAC, 格 蝇 苦 的 内 部 地 区 还 未 被 旅行 家 何 探访 过 。 

这 是 一 些 人 们 所 不 了 解 的 地 区 。t888 年 ， 南 森 乘 滑雪 板 自 东 疝 西 
穿 过 了 格陵兰 。 他 从 格陵兰 东海 岸 北 纺 64"30 HE RBA T 
海岸 郭 德 哈 白 。 因 此 ， 南 森 穿 过 了 格陵兰 的 南部 地 区 。 全 在 十分 困 
le AEB , BERETS TSE OEE RAT, SORBET 
Hie EO ABS GRITS ETS 

CUR BRRAT DMEF MAARMBIORM. HAH 
于 北极 的 材料 便 证明 新 西伯 利 亚 群 岛 区 域 的 泛 冰 漂 向 烙 陵 兰 和 斯 
匹 次 培根 之 并 的 大 西洋 海面 。 因 此 南 森 推 想 这些 漂 浮 的 冰 志 必然 
流 轻 极点。 他 便利 用 这 些 泽 下 作为 深 叉 北极 内 部 的 特殊 交通 工具 。 

1893 年 , 南 森 乘 上 为 极地 探测 而 专 问 建造 的 “ 弗 茸 姆 "号 (前 
- 进 ? 号 ) 海 船 , 沿 欧 亚 大 陆 北 岸 航 行 至 新 西伯 利 亚 群 岛 。 在 新 西 值 利 
TERS Dat, AOE SA ek LDU “Se BMS PE 
iO UKGRAPEI TY AGRE 85*57'。 但 还 未 到 大 这 里 以 前 南 森 即 已 得 出 精 
论 , 即 海 船 淋 流 所 经 过 的 地 方 离 北 极 从 有 很 大 距离 ,因而 他 介 试 图 
徒步 到 达 极 地 。 遗 居 的 是 冰冻 条 件 异常 不 利 ,所 久 探 测 家 仅 能 到 达 
Abe 86?12'。1896 年 ， 南 森 回 到 了 法 戎 士 攀 瑟 天 地 ， 他 在 这 里 肖 到 - 

| TRHUBREMBHD. 

1896 4428 A, OTe See er eer 

中 该 船 的 指挥 者 是 船长 斯 维 德 鲁 普 ， 他 与 南 森 一 起 对 极地 中 部 地 
- 区 的 自然 界 进 行 T THE. eee 

| 南 森 在 1893—1896 Se ESL RH IG AM 守 完 虑 

PY IS RMIT 了 是 整个 北极 探测 史 中 最 著名 和 最 有 价值 的 探测 之 一 。 Si 

JRE AS BEA PEK AE ET ALR OD AS BE SOR 

测 。 
还 在 南 森 横断 格陵兰 以 前 的 几 年 中 ， 美 国人 罗 伯 尔 特 “ 彼 利 ， 

就 会 研 究 了 这 个 为 冰 所 复 盖 的 地 区 。 从 1886 IPRA, ALTER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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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TAS HCEE SEH RIPEDL 1802 4 JA EI GEE SURI 
Tie SA 2 fe A Hp TE AT 了 最 为 著名 。 后 来 ， 在 1900 年 

， ”他 到 达 了 格 姐 苦 岛 的 最 北端 ; HAGEL T HRB ET Sma {A 
“是 ,他 想到 达 北 航 的 企图 却 未 获 成 功 。 
ee 1909 42, 当 彼 利 在 北部 进 和 eT HBA MLE, 但 
- FESS TAM. MERE A CHARON RE: RAE 

最 后 的 一 个 赌注 ! 或 者 是 我 战胜 它 ; 或 者 是 我 永远 向 它 届 服 ”。 

3 彼 利 去 往 北 极地 区 的 旅行 和 “ 弗 苦 姆 ”号 的 漂流 ， 对 北极 中 郁 
地 区 提供 了 很 有 价值 的 窒 料 。 尤其 是 直到 彼 利和 南 森 欧 探 险 之 前 

“还 存在 着 一 种 不 正确 的 意见 ,认为 在 极点 附近 伟 展 着 无 冰 的 大 海 ， 
“而 得 根据 这 种 意见 还 提出 了 穿 过 北冰洋 的 各 种 航行 计划 。 这 两 位 、 
伟大 的 极地 探测 家 在 中 部 北极 的 工作 ,完全 浊 清 了 这 一 问题 。 

卓越 的 挪威 极地 旅行 家 罗 雅 尔 * + ES (1872-1928 年 ) 介 
在 北极 地 区 完成 了 许多 探险 。 

在 20 世 乞 的 最 初 几 年 中 , 阿 孟 人 缘 对 发 现 西北 通路 的 间 题 进 
行 了 研究 .在 1903-1906 年 ,他 与 六 个 同伴 一 起 乘 渔 独 型 小 船 “ 园 阿 ” 
号 第 一 个 由 海上 从 东 向 西 自 格陵兰 出 发 酌 过 巴 芬 湾 到达 了 阿拉 

斯 加 ,和 并 同 三 个 过 冬 者 一 起 考察 了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中 的 几 个 岛 嗅 。 
他 在 这 均 航 行 中 发 现 了 北 定 球 的 筑 极 ( 北 篇 70"30', 西 释 95°30") 

在 1914 一 1920 年 ; MEG SHINEE wR mS 
没 欧 亚 火 陆 北岸 从 挪威 航行 到 了 和 白 仿 海峡 。1926 年 , ES 
了 乘 “ 挪 威 "号 飞艇 的 第 一 次 横断 北极 的 飞 航 .飞艇 于 5 月 于 日 从 

二 斯 匹 次 培根 起 飞 , 穿 过 北极 上 上空 ;于 二 月 14 日 到 达 了 阿拉 加 斯 ( 巴 
” 罗 角 7) 并 在 那里 降落 。 

阿 孟 全 在 完成 各 次 著名 旅行 时 ， 井 未 对 其 多 次 探险 的 科学 观 
” 测 进 行 整理 :这 个 工作 是 由 其 他 一 些 学 者 、 如 南 森 等 人 完成 的 。 
在 19 世 乞 最 后 25 年 和 20 世 思 初 ;在 北极 地 方 进行 过 探测 的 - 
探险 队 提 供 了 许多 和 资料， 这 些 资 料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洒 清 了 有 关 从 前 

。14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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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们 所 永 了 部 的 北航 各 部 分 自然 界 的 问题 。 
2. ER RLA ME MMS SA 12) 
HF AUPE ZE ULAL SSG PERM EE HG BR HE A 

(1819—1821 年 ) 的 结果 ， 南极 洲 已 发 发 现 ， 其 边 系 部 分 也 得 到 了 “ 

某 些 探测 。 

在 1838 一 1843 fee, SHH) PERE FREE FF 

VE, HSER PebeA— waa, SRR eS ;法 国 探 

_ 险 队 一 一 由 雨 只 船 租 成 ,为 稳 斑 。 旭 外 尔 所 俩 导 ;英国 探险 队 一 
乘 传统 称 为 “ 泰 罗 尔 ”和 “ 拷 利 布 斯 ”号 的 两 只 海 船 ， 由 詹 姆 二 。 肌 
斯 李 全 所 有 这 三 支 探险 队 SRE | 

_ FAP ERAGAR » RAR IE BALI Se RRA BAREIS EAE 
oe te 
BRAT HH 
fA T Fe oh _LA@ a Beh Us DHPEBRBR OME © 

WME Ie) BEAT VS AR , SH SE Be CLAS SO 7 

地 ;英国 探险 队 ( 罗 斯 ) 一 一 维多利亚 地 。 

英国 探险 队 最 为 成 功 : 探险 际 除 了 多 皮 现 了 一 个 峰 机 高 运 45000 

多 公 尺 表面 地 一 一 位 于 新 西 苦 以 南 的 维多利亚 地 区 外， 还 发 现 了 

一， 一 个 深切 入 大 陆 的 大 海湾; 后 求 这 个 海湾 改称 作 罗斯 海 。， 
罗斯 海 禾 除 入 海中 的 直立 大 冰 辟 所 隔断 。 这 个 冰 避 现在 叫 作 

” “罗斯 天 冰 整 ” , 它 长 狗 800 公里 ,高 达 10 KEE 702K. 
罗斯 必 现 了 为 冰雪 所 复 盖 、 但 不 时 喷 出 烟 壳 和 火 册 灰 的 活 火 

上 “所 利 布 斯 " 利 死 火 目 “ 素 罗 尔 "”。 他 合 到 达 了 在 伍 太 前 任何 人 未 
个 到 过 的 更 远 的 南部 地 区 ( 达 78*9'30")。 ae 
_ 19 TMa REL, PARAM RE EI TRS EAR. 
ER SHEL BIKE. PES PUL ES EG 
裤 的 探险 几乎 全 部 陷于 停顿 。 所 以 实 业 家 和 探险 家 们 便 开 始 奔 鹿 
北 牢 球 的 北极 计 海 。 

e。 14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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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9 HERE 90 ARIK, HIPtEP BREE 
PE We $6 Bic SER AD y DIB OE wa Be GH PE HH 
队 双 开始 去 往 南极 地 方 , ABE PAT PRON EMT, 

在 帝国 主义 时 代 ， 作 为 各 种 原料 财富 的 最 丰富 的 来 源 地 及 取 
-得 最 大 利润 的 潜在 源泉 的 南极 济 ; 引 起 了 帝国 主义 的 很 大 注意 . 因 
此 会 有 许多 探险 队 改 派 往 南 极地 区 ， 在 这 里 我 们 仅 就 其 中 用 个 

二 ”重要 的 均一 谈 。 - 
1868 一 1900 年 , 在 挪威 自然 科学 家 波 吉 格 里 芬 克 倾 导 下 在 高 

极 的 亚 达 尔 角 ( 维 多 利 亚 地 ) 建 立 了 第 一 个 过 冬 营地 。 由 于 翅 常 的 

一 定位 观测 ， 便 收集 了 关于 气候 、 :岩石 及 植物 方面 的 许多 重要 资料 ， 
第 一 交 了 解 了 南极 洲 各 季 有 异常 严 塞 的 气候 条 件 ， 这 时 大 风 几 乎 永 

“不 停息 ; 其 风力 达到 吝 风 的 强度 , 而 气温 则 降低 至 雳 下 50 一 60*0。 
在 20 世 和 杞 前 50 年代 中 ,英国 德国. 法国、 瑞典 的 探险 队 在 南 
极地 区 进行 了 几 年 工作 。 这 些 探 险 队 的 工作 烙 果 大 大 促进 了 对 南 
极 天 陆地 理 铸 况 的 了 解 。 特 别 是 英国 的 罗 伯 尔 特 ' 斯 科 特 (1900- 一 

” 1904) 探 险 队 售 乘 “ 狄 斯 科 威 里 ”"(“ 发 现 ”) 号 海 船 进行 了 工作 。 斯 科 
特 确定 了 声 利 布 斯 由 及 泰 罗 东 下 的 饲 昨 位 置 ， 发 现 了 妥 德 华 七 世 
地 。 斯 科 特 同 其 伍 旅 行家 ( 沙 克 勤 登 及 威 尔 速 ) 一 起 乘 雪 援 完成 了 
到 达 南 综 82"17' 的 旅行 , 攻 后 又 深入 大 陆 高 原 内 部 很 远 的 地 沪 。 这 
华工 作 查 明 了 南极 大 陆 某 些 内 部 地 区 的 自然 界 。 但 是 到 达 南 磁极 
和 南 地 理 极 的 务 任 ， 并 未 解决 s 

在 1909 年 , BARRA Ze ea aS > PHS. Toe DB 

REAVER LIT + EAR BUIAT CePA BAST AR. (IRE 72°25" 
和 东经 155*16')。 沙 克勤 登 还 进行 了 到 达 南 地 理 极 的 勇敢 尝试 ,但 
是 仅仅 到 达 了 南 综 88"28'。 因 为 探险 队 租 梭 不 够 好 (粮食 和 运输 工 
ARE, RES MEL. | 

1910—1912 年 ， 斯 科 特 双 进 行 了 去 往 南极 的 靳 的 尝试 。 他 人 
按照 沙 克勤 登 走 过 的 路 线 前 进 ( 大 狗 沿 着 西 经 170" 的 子午 线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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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道路 并 不 是 最 得 的。 斯 科 特 与 其 同伴 克服 了 很 天 的 困难 丈 于 - 

在 1912 年 1 月 18 日 到 达 了 南极 ， 但 是 还 在 1911 #12 A148,” 
亦 即 天 狗 在 他 们 到 达 南 极 前 一 个 多 月 ， 挪 威 人 罗 雅 尔 。 阿 孟 全 的 一 
探险 队 就 已 到 过 这 里 子 。 在 归途 中 ;斯 科 特 和 他 的 四 个 同和 健在 距离 

燃料 和 粮食 仓 产 仅 有 19 BB oh SE FOL ARTE 
斯 科 特 探 险 队 届 难 的 主要 原因 如 下 所 了 述 。 斯 科 特 探险 队 负 发 

RIA, (EAP BETES SERENE RSE EE TY 

PRE APSARA EMERMK. BORED 
一 守 路 程 就 死 掉 了 ， 因 而 探险 队 队 员 们 不 得 不 自己 来 拖 这 些 装 载 
得 很 重 的 雪 手 。 此 外 ， 他 们 所 选择 的 过 冬 营 地 的 地 点 是 不 适 志 的 ， 
(探险 队 的 营地 与 罗斯 冰 壁 相隔 49 公里 的 岸 冰 地 区 ), 所 选择 的 去 . 
往 南 航 的 路 线 也 不 很 恰当 。 但 是 所 有 这 些 缺 点 和 错误 些 改 挪威 人 
阿 孟 全 所 估计 到 了 。 

i GMMR BIER + 阿 孟 全 ,与 其 说 他 是 一 位 学 着; 不 一 
如 议 他 是 一 个 新 记录 的 创造 者。1910 年 ， MEE E RMR 

AC Lh Ee, ot ESA A SRR SEA 
轻 到 达 北 极 的 消息 之 后 ， 他 就 改变 了 自己 的 计划 。 他 决定 不 去 北 

_ 极 , 而 改 向 南方 ,向 南极 地 方 前 进 , 目 的 在 于 抵达 南极 。 
- 1911 年 1 月 ， 阿 孟 全 与 其 同 件 个 到 达 了 航 淤 (在 罗斯 冰 壁 的” 
东部 )5 探 险 队 装备 很 好 。 (Fl IEE A RMR 在 
去 往 家 地 旅行 之 前 他 全 沿途 建造 了 许 允 粮仓 。 ~ 

1911 210 月 20 A, MEGA BL 
eg TT (RBH RS 162° RTE), 在 1 1911 年 12 A414 SEP. wn 

早 一 个 月 到 达 了 南极 。 
。 阿 孟 全 离开 极地 时 告 有 十 七 只 狗 , 拉 着 两 个 雪 手 ;他 佰 的 萎 食 

还 很 多 ， 在 路 上 不 仅 不 须要 减少 每 天 的 口粮 5 相反 地 而 还 可 以 增 
mm. 191241 25 A, 探险 队 很 顺利 地 回 到 了 自己 的 过 冬 营 地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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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示 合 是 最 著名 的 极地 放生 了 家 之 一 。 他 发 现 了 南极 ,通过 了 西 
-北航 路 和 东北 航路 ,并 季 飞 艇 先 成 了 横断 北极 的 飞 航 。 

19 HAAN 0 世 各 初 所 装备 的 去 往 南 核 的 各 个 探险 队 ， 提 UE 
THEA RHPA ERR HE 

- 因此 ,在 2 0 世 和 初 整个 地 球 地 理 的 基本 特征 已 经 得 到 了 并 
- FA AEX, 各 个 人 类 居住 大 陆 的 内 部 地 区 已 猎 得 到 了 考察 , 还 
发 惕 了 南北 极点 ， 获 得 了 有 关 北 极地 方 和 南极 地 方 内 部 地 区 的 最 

初 的 芙 实 的 赛 料 。 
和 近 几 十 年 来 , 特别 是 在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战 改 后, 帝国 主义 国家 ， 

- 首先 是 美国 ,对 北极 地 区 和 南极 地 区 发 条 了 极 省 厚 的 兴趣 。 美 国 为 

“了 了 军事 战略 的 目的 ， 在 第 二 灵 世 界 大 战 后 便 派 遗 了 大 批 的 各 种 探 

” 险 隐 去 往 北 冰 洋 ,格陵兰 地 区 和 自分 海 。 

各 装 本 主义 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挪威 等 国 ) 对 南极 地 区 也 

很 感 兴趣 ， 本 FE FA ARO LT 

_ EMRE A Pe RAS. 

南极洲 是 一 个 无 人 居住 的 地 区 ， NTR RRO ILE 

HR, HE MAS HR. ETA ABA AE AD HR 

Fa LDA ZK A hi IT PR EE, 同时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气象 观测 地 区 ， 这 些 气 条 观测 可 以 为 南 个 球 高 入 度 的 广大 区 

域 作出 天 气 预 报 。 

美国 侵略 和 集 HASSE BUN PEE TE HE UR RET aR 

”武装 力量 和 建立 军事 基地 的 场地 。 此 外 ， 他 们 让 为, 这 个 地 区 是 试 

艇 原子 武器 和 人 氨 武 器 的 好 地 方 。 

1946 一 1947 年 柏 德 所 颌 导 的 美国 南极 探险 队 即 带 有 近 i i 

事 的 性 质 。 儿 乎 各 个 兵种 都 参加 了 这 个 探险 队 的 工作 。 美 国力 图 侵 

占 整 个 南极 浏 。 关 于 南极 洲 的 利用 和 管理 问题 现在 告示 得 到 解决 一 

这 个 问题 必需 根据 正义 和 历史 权利 来 解决 。 苏 联 不 能 承认 没有 他 

参加 而 通过 的 有 关 南 极 浏 秩序 的 任何 决定 。 

* 1T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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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19 世 引 后 侍 叶 和 20 世纪 初 地 理学 发 展 的 特征 

在 19 世 和 志 后 牢 叶 及 2 0 世 志 初 ， 整 个 地 球 地 理 的 基本 特征 已 
”得 到 了 关 明 。 在 许多 世 罗 中 所 积累 的 大 量 实际 材料 对 于 失 理 论 方 
面 及 实 中 方面 来 概括 和 总 烙 地 理学 据 供 了 广泛 的 可 和 外 性 。 这 时 在 
地 理学 理论 基础 的 发 展 中 出 现 了 南 个 派别 。 与 地 理学 中 自 上 发 的 瞧 
物 主义 学 派 存 在 的 同时 ;也 发 展 着 唯心 主 义学 派 ;这 种 唯心 主义 学 - 
派 与 庸俗 地 理学 观点 及 地 称 收 治学 观点 相互 剂 入 在 一 起 。 这 第 二 
个 仿 科学 学 派 即 在 现在 还 为 春 产 阶级 地 理学 大 力 地 宣传 着 。 对 于 
地 理学 发 展 中 芙 正 科学 学 派 具 有 重 厂 意 义 的 是 关于 自然 带 的 学 
脏 。 伟 大 的 俄罗斯 土壤 学 家 和 地 理学 家 B. B. 滋 库 恰 耶 夫 在 19 世 和 
< 提出 了 一 些 成 为 现代 自然 地 理学 发 展 基础 的 思想 。 (AR COR 
地 理 ) 带 学 说 的 创始 者 。 ， 

ASE A ALLB RO AGEHIT ARR 但 是 : 

1h — NEE THREAR( BARE PPM. SUBIR - 
指出 ,对 自然 界 一 一 它 的 能 力 、 ARSE. BRT k—_ MR 
在 19 世 和 可 时 便 大 大 向 前 发 展 了 一 步 。 但 是 “过 去 还 主要 是 研究 个 
别 的 物体 = 一 矿物 、 岩 石 、 植 物 和 动物 一 一 和 个 别 现象 ;个 别 自然 
力 一 一 火 ( 火 下 作用 ) ,水 . 士 地 * 空气 * 可 是 , ERM 
朋 一 下 ， 就 在 这 时 科学 仍然 是 达到 了 尺 估 的 成 就 " 宇 。 B. B. 道 产 恰 ” - 

节 夫 与 此 相反 ; 亢 为 必须 建立 一 状 新 的 科学 ,这 站 新 的 科学 变 硼 老 、 
那些 存在 于 自然 界 各 种 能 力 、 胸 体 和 现象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历史 上 
的 和 永远 有 规律 的 联系 以 及 有 规律 的 相互 作用 。 

-当然 ,我 们 不 能 尽 在 B. BSE IAL AMA GAAS 8 
RRSVERZMMER, ALA MACAA AMAR 

® BBR MAKI, 1049 4, 486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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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个 提出 子 士 填 这 一 要 素 。 他 认为 ， “土壤 及 底 二 是 一面 铺子, 是 介 

RFT Yak eh RRO RE 
TL) LK (Fs Hl HD Sh AH AE Be He GE ELT 
在 现在 正在 作用 着 的 成 士 因 子 之 间 和 综合 的 十 分 紧密 的 永恒 的 相 
互 作用 之 鲜明 而 又 完全 芙 实 的 反映 ， 也 可 以 褒 是 其 直接 的 a 

re @ o 

bei 
_ 论 议 ， 在 其 他 与 十 壤 相 互 有 关 的 自然 要 素 的 发 展 中 也 同样 才 现 了 
地 带 性 。 最 后 他 便 提 出 了 自然 带 。 
一 B. B. 道 唐 恰 耶 夫 全 在 北 秆 球 分 出 了 下 烈 自然 带 : (1) 航 北 带 

( 冻 原 带 )(2) 北 方 森林 带 ,(3) 森 宁 草 原 带 ,(4) 草 原 带 ,(5) 沙 漠 草 
| 原 带 (干草 原 带 )，(6) 干 操 带 沙 诬 带 ) 和 7) 亚热带 及 热带 森林 
Mio B. B. 道 库 恰 耶 夫 指出 ， 每 一 个 自然 带 (地 理 带 ) 不 单单 是 气 
杷 、 母 岩 、 地 形 , 士 培植 物 ,动物 界 和 其 他 自然 要 素 的 某 种 有 规律 的 
相互 作用 的 地 区 ,而 且 也 是 历史 的 形成 牺 , 因此 必须 从 历史 上 j 从 
其 变化 和 发 展 的 观点 来 考察 这 种 形成 物 。 所 以 道 库 恰 耶 夫 所 提出 
的 地 带 是 自然 一 一 历史 带 。 

Deeper ts cee cart) ee cr mame 
WSBT. AE HYD ASH TY BRE ERS HEE 18. 
98—1899 4) EH AR RS RE FIT Stk. 

二 Ba.B 道 库 恰 耶 夫 的 卓越 思想 全 丢 苏 蕉 埃 地 理学 家 们 〈 工 0. 具 
_ 尔格 ) 加 太 研 究 。 补充 关 明 了 一 些 地 带 。 革 命 前 俄罗斯 唯物 主义 地 

RAPID RR We RAAT TG RIE 
的 基础 。 

@ B.B Soe BAER, 1949 4F, 486 Ro 

@ ([#,48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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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关节 ”苏联 的 地 理 探测 ,发 现 和 十 理学 
虽然 革命 前 俄罗斯 探险 家 的 成 就 非常 瑟 大 ， 但 是 到 十 月 香 会 

主义 革命 时 在 俄国 的 地 图 上 仍然 有 着 许多 “ 袜 白 点 号 北极 地 方 的 

许多 岛 几 和 海洋 还 有 待 探测 家 去 进行 探测 在 国内 ; 龙 其 是 在 东西 

-从 利 查 和 中 亚 ， AAT AMA. REAR, 
ST EE RM PEA HOE A ARATE, 李 开 始 了 对 

苏联 颁 域 进行 有 计划 的 和 人 至 面 兹 研究 。 

在 苏维埃 时 代 ， 在 苏联 便 完成 了 重要 的 地 理发 现 ; 而 地 理学 在 区 

ARMA ORATE AIRE. 
et 

= ACRE A Fs if HORROR 

在 苏联 北极 区 域 和 在 南 梳 区 域内 全 进行 了 极 重要 的 探测 和 上 

现 。 当 苏维埃 政权 在 苏联 北方 建立 以 后 不 A, 就 开始 了 苏联 北极 各 

Hh RPL SRE LIE 

AES MCREL OLS ROALD AG SIT GE 
展 。 北 方 各 地 区 为 了 能 得 到 进一步 的 发 展 ) 首先 需要 变通 工具 ; 西 ， 

伯 利 亚 的 大 部 分 河流 虽然 有 很 长 一 段 距离 可 以 通航 ， 但 是 这 些 河 

流 都 是 自 南 向 北 流 的 。 西 伯 利 亚 犬 铁道 售 是 西伯 利 亚 横 贯 东 西 的 

-唯一 交通 道路 。 可 是 西伯 利 亚 在 北方 与 北冰洋 相 毗 连 ，, 许 多 水 量 在 ， 
富 的 河流 均 流 入 蔷 大 洋 。 当 时 开辟 沿 西伯 利 亚 北 岸 的 航路 一 一 就 
是 意味 着 要 建立 一 条 横贯 东西 的 新 道路 ， 一 条 为 提高 居住 于 西 值 . 
利 亚 北 部 地 区 各 发 族 的 文化 和 物 览 趣 利 所 追 切 需 要 的 道路 。 

， 为 了 解决 这 一 任务 ,在 苏维埃 时 代 便 进行 了 广泛 的 探测 工作 。 

在 北冰洋 各 海岸 和 各 岛 几 上 建立 了 无 线 电 训 和 地 球 物 理 观 测 并 ， 

装置 了 航标 和 灯塔 ;对 沿岸 地 区 进行 了 测量 工 重 新 绘制 了 海 图 。 

在 南极 区 域 的 探测 工作 是 随 着 捕 能 业 的 发 展 而 进行 的 。 

1. 在 北冰洋 边 夭 庄 海 的 探测 和 发 现 | 

es。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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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还 在 苏维埃 政权 的 最 初 几 年 就 已 开始 了 对 北极 嘲 海 的 探测 ， 
(BDL 30 年 代 时 期 所 得 到 的 发 展 为 最 大 。-1930 年 在 0. 10. 施 密 特 
领导 下 的 探险 队 乘 “. 谢 道 夫 ” 号 破冰 船 在 喀 拉 海 上 发现 了 维 塞 

. 饲 5 伊 茵 钦 科 岛 和 沃 罗 宁 高 。 其 中 维 塞 岛 的 位 置 还 在 发 现 它 以 前 6 
”年 就 札 截 著名 的 苏联 北极 探测 家 B. 10. 维 春 根据 海 船 漂流 的 特征 

 ABBIT. . | oe | 
还 在 1913 一 1914 42, FR“ AEE Ae” AAR TTR” SEA AK ICHE 
BBA ESAT ACH SCPE DNIBA GASH DDE STL WS te HA IS 
岸 概 路 地 和 维 大 图 中 。 北 地 群岛 的 分 布 及 其 特征 乃 是 由 北极 研究 折 
探险 队 于 1930 一 1932 年 查 明 的 。 探 险 队 由 以 工 A, fat 可 RA 

的 四 个 极地 探测 者 租 成 。 
”探测 烙 果 查 明了 , 北 地 系 由 五 个 大 岛 (十 月 革命 岛 、 fe inthe 

BS. AHAES. OEM RS RMERE) B-AARRE 
hs PY ES MLR. CT. A. BU PRE BA RO Tat Be BE A 
PAL WEE T ACE 5 STE Ae a HS I UR He A 
动物 界 ， 霸 关 明了 北 地 周转 各 海 冰冻 状况 的 性 里 。 
天 鹊 与 此 同时 ;在 喀 拉 海上 发 现 了 中 央 执 委 会 消息 岛 ， 北航 研 

宪 所 饲 ,高 水 可 夫 岛 及 其 他 等 岛 昨 (1982 一 1935 年 )。 5. 

: 由 于 对 北极 的 各 方面 的 多 次 探测 ， 在 20 世纪 30 年 代 法 戎 士 
PUES BG Ahh SHIRE, RERES RAMEN 
ABEL BOA DAK, WNT LEAL LAD EAT TKI RAT 

2, 北方 航路 的 探测 和 开展 
在 30 年 代 初 ,关于 不 可 能 实际 利用 北方 航路 的 消极 精 论 之 钳 

胶 已 十 分 明显 了 。 为 了 能 在 冰 中 顺利 航行 开始 运用 着 各 种 科学 和 

FEAR DAS TEKS EK RR US» Ba 

| PELE IL ESE ,北极 各 海通 航 开始 成 为 可 能 ,而 苏联 的 海 
员 们 则 水 宇 念 丛 顺 利 地 突破 着 严 宕 的 北极 自然 界 所 造成 的 阶 碍 。: 

_ 最 后 , 获 于 提出 了 这 样 一 个 任务 :在 一 个 航行 期 中 完成 适 过 北方 航 
‘ * 155° 



三 

路 的 全 程 航行 ， FS RIED Sea LS ee MT AEE 
在 1932 42 MLR T SSR A AUST A” SK SRB 

队 。 这 个 探险 队 第 一 次 在 航海 史上 于 一 个 航行 期 中 自 西向 东 宅 过 
了 整个 北方 航路 。 当 时 0. 10. 施 密 特 是 探险 队 的 队长 ，B: 10. Weve 
REREAD HME, B.D 沃 罗 宁 指挥 “西伯 利 亚 可 夫 ” 号 破冰 
i. ‘aes 

《西伯利亚 可 夫 ? 号 破冰 翰 于 1932 年 7 月 28 日 由 阿尔 汉 烙 尔 
斯 克 出 发 ;下 过 局 托 奇 金沙 尔 海 玻 到 达 喀 折 海 。 西 值 利 亚 可 夫 ? 号 、 
在 迪克 和 孙 港 停泊 后 ， GAMER, ACT 、 
口 ); 秋 而 离开 海岸 不 远 向 东航 行 。 在 楚 科 次 克海 海岸 附近 “西伯 惠 
亚 可 夫 ” 号 遇 到 了 由 新 地 群岛 到 折合 海峡 的 整个 路 途中 最 厚 的 冰 。 
船 在 这 里 受到 许多 损伤 -船上 推进 器 刘 的 顶端 改 折 断 子 ;因此 船 失 

_ 掉 推进 器 后 便 不 能 在 冰 中 独立 运行 ， 面 完全 依靠 风力 与 洋流 来 航 、 
行船 一 会 九 漂 至 自信 海峡 , 一 会 儿 又 淋 至 楚 科 坎 克海 。 待 一 些 冰 
甘 鹤 排 开 以 后 ， 在 “西伯 利 亚 可 天? HKG LEE TL 
7 EA RW, SURED ABE DP LE BB BY 8 OK KT FEE 
FRET A ANB TR” SUK CSS LEW Es TB 
夫 洛 夫 斯 克 。 整 个 航程 花 了 十 月 零 五 天 的 时 间 。 

aE, WY 1933 年， 非 破 让 船 " 千 贸 斯 金 "号 合 沿 北方 航路 进行 
了 第 一 次 试航 。 探 险 队 仍 由 0. 10. 施 密 特 倾 导 。“ 车 留 斯 金 " 号 海 船 
由 烈 字 格 勤 出 发 往 过 斯 堪 的 那 维 亚 全 岛 ， 抵达 穆 尔 曼 斯 克 。 该 船 

+ OATES ESP St SFE AP SeUd ix HE, MERRIE RE W@ 、 桑 尼 科 夫 
WE@ » Ti Fes a FRB Fe N30 IP) ZR IDLAT o 

“在 拉 营 帖 夫 海 及 东西 伯 利 亚 海 的 西部 ， 航 行 ae ee 
碍 -但 在 楚 科 克 次 海 沿岸 附近 , 仍 与 去 罕 一 样 ,出 更 了 很 厚 的 冰 层 。 

© MARIAM TREE BS MEL 
加 AAARLTRACHGNS FH AR AMEMR REE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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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学。 
当时 “ 计 留 斯 金 " 号 海 船代 遭 到 多 次 损伤 ， 最 后 欧 于 因 冰 块 的 

ii 要， FEF 1934 4 12 月 13 晶 15 #50 分 沉 入 海中 ， 
eva EAL 68°18" , # BEE 172°51'. 

a glauca ial 
BU. RES 

FAC dA ARSE CY EL 

角 @ 的 一 个 村 落 。 

1934 年 ; BETK WS ae BL” LTE Mie 了 期 中 通过 北方 

航路 欧 航 行 任务 .破冰 船 必须 自 东 向 西 穿 过 此 航路 。 指 挥 访 船 的 是 

船长 HTM. 尼 笠 拉 耶 夫 ,探险 队 科学 工作 方面 的 负责 人 是 B. IO 和 维 、 
_ 塞 。 

~ Mae pean? ae 1934 42 6 28 ARIF TWA Fev BE DAY 

PEMA ET HR IIB LEASE. TE ee 
WBE HE a CA BT OTE). 

-破冰 船 在 穿 过 德 米 特 里 依 。 科普 帖 夫 海峡 处 ， 突 然 才 更 了 -- 
ALBEE, LCP GEES Ip a WE 

PEGE TABS » “SEARS.” SWE TERE (ae FRACS EB 
96 aaa tee ah 围困 中 解救 出 
来 。 
Ac AN” EL AS VE TAVEIE, LCTBYL MIS FEBY IL LENE A 7 

PE, TELA Xt FBO, AL ORF 9 月 20 日 
SEB IK BITTE 0 二 

“AREY A 的 航行 与 前 两 支 苏 联 探 险 队 不 同 之 处 ， 不 仅 在 于 

“ 论 是 自 东 向 西 穿 过 了 此 航路 ; 而且 也 在 于 它 是 第 二 次 在 一 个 航行 

| 翔 中 通过 北方 航路 而 未 出 任何 事故 的 航行 。 

还 在 1935 年 就 开始 了 实际 开拓 北方 航路 全 程 的 工作 。 现 在 每 ， 

@ AKANE GH ic FAG 68" 西 经 176" 一 一 将 者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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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LAIN BA “Jy Ph a BEA 
-在 苏 蕉 堵 国 家 建立 的 头 20 Eth, eRRT WIR, 
WL YY PLA AEH A UPR GROPP. A 
TPS FALH AER EE PIE DK UTR SBA TA 
DERE (AE FALMER LK TAPAS AR 

- 据 在 北极 苏联 部 分 的 南部 地 区 所 作 的 观察 而 得 出 的 。 关 于 证 部 北 : 

裤 的 材料 是 没有 的 。 可 是 通过 这 条 航路 的 各 海 一 一 喀 拉 海 \ 拉 普 帖 、 
夫 海 .东西 伯 利 亚 海 和 楚 科 次 克海 都 是 向 北 做 开 着 5 因而 在 这 些 海 
中 所 形成 的 滔 冰 就 毫 无 阻碍 十 漂 向 北极 水 域 , 反 过 来 ;北航 水 域 的 
浮 冰 也 是 自由 无 阻 地 进入 这 些 海 中 。 此 外 ,这 些 推论 也 涉及 到 与 浮 
冰 状 况 有 紧密 联系 的 大 气 环流 现象 及 其 他 一 些 地 球 物 理 学 的 间 
i, RACER MK AAPOR AERA ELE Sm. 
ARATE UIRU A 05. DL, ABE Leh BB A Be EAT HR 
物理 观测 。 -cs 

3. “JCA BER RISR ARAM SR” SB 
ATEPRALREAAS RR, Se TEAR. 

7 区 自然 现象 的 科学 站 。 1937 #5 A 21H, M. B. RAB RAR. 
飞机 把 “北极 ”地球 物 理 观测 站 降落 到 北极 极点 附近 〈 北 入 89°29" 

AGRE 78°) 的 一 个 冰原 上， 这 个 科学 站 的 成 员 有 > 科学 基站 长 

H.W. eee, 水 生物 学 家 和 水 文学 家 TL. Il. Hr ARK, FER 
AINA EL 区. Se BRAT IRE O. T. HGR SEK 
PMRIL A MSBRT AS. ERROR a at 
kN RE (LIK SB 
所 在 的 那个 冰原 开始 移动 了 一 一 起 初 很 慢 ， 而 后 就 还 速 的 漂 向 格 

- 陵 戎 和 斯 匹 灵 培根 之 间 的 莓 凡 , 币 而 又 漆 向 格陵兰 海 。 
1938 年 2 月 19 日 ;“ 北 极 ” 科 学 站 轻 过 274 SRM aS 

达 了 北 纺 70"54 ANDERE 19"48 的 地 万， FESS “RS JR” EK 

和 " 称 尔 曼 人 ”号 小 艇 开 近 了 这 个 科学 站 ， 井 接 回 了 这 些 过 冬 者 。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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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 本 水 生物 、 天文 和 地 磁 的 
观察 

这 个 漂流 站 的 探测 工作 的 意义 是 非 党 巨大 的 。 漂 流 站 的 抱 测 
“ 苦果 推 赤 了 名 为 中 部 北极 的 冰 是 一 片 密集 冰 群 的 这 样 一 种 根深 芒 
TAMAS, BEAT AR ARE MAEVE BRACE 4000 ARDLE), 

NA PE TRE PEI, Phe TPE eA 
”水 下 成 深 成 流 ( 深 达 200 ZR ELE) ABE BEDE DB EA 
菠 站 第 一 次 研究 了 深 200 公 尺 的 表层 海水 在 风力 影响 下 的 运动 ; 

-提供 了 关于 极点 附近 区 域 大 气 环流 的 完全 新 颖 的 材料 。 在 极点 附 
近 很 深 的 水 中 人 发 现 了 洗 游 生物 .小 的 水 母 ; 极 地 工作 者 在 这 里 也 

“看 见 了 小 所 .海豹 ,而 且 在 极地 工作 者 营地 附近 还 出 现 了 一 只 母 能 ” 
”和 两 只 能 仔 。 这 太 狗 是 在 距离 最 近 的 陆地 一 一 格 陵 诗 700 公里 处 

内 到 的 。 所 得 到 的 资料 ,打破 了 那 种 关于 中 部 北极 地 区 生物 极为 侦 
. 乏 的 陈旧 概念 < 漂流 站 对 极点 附近 地 区 的 磁 场 进 行 了 首次 观测 。 对 
Tk RST FF OA BAAR AEA EE Mo 

eee, Ze“D BES’ “号 海 角 的 漂流 中 也 收 策 了 许多 有 超 | 的 
资料 。 = 

-. 119387 es 在 北极 区 域 的 航行 售 是 非常 艰难 的 。 iF PAIL 

_ RAIN IK AY Joh HRT BER” SUE BAEK 
PENTA bt. “TEARS EDL EE ET ES 
«BR, 因 时 间 拖 延 过 久 , 而 不 能 楼 期 返回 海港 。 谢 道夫 号 同 另外 

/ “两 只 破冰 翰 一 起 被 冰 阻 塞 于 北 综 75"21、 东 经 182"15 处 @ 。 于 是 - 

“一 1 从 这 里 就 开始 了 谭 流 ,最 初 向 北 , 而 后 向 东 , 最 后 又 向 西 。 在 1988 年 = 
BR, AGAR CWE SAG BARS) Ok ARIE 

He 4A“T. ee 当时 有 15 个 志 

We ANAS K. 0. ELBE eS BA 
@ k. 0. 巴 季 诬 :“ 工 . 谢 道 夫 ? 号 的 漂流 ， RIMMER BI, RMF, 1953 

年 ， 460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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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42 8 月 99 8, “T. A” BHT HE BAe 

3 —— L&E 86°39'5" FREE 47°55’ .ESKLLA, BARBS 

RUT SRE CRRA BE, “OPT” 7S BUI T ALR 85° 
55')o Jae T. AER” Ss A Ie DH UR, EA TBH ~ 
1940 年 1 月 18 日 ;正当 极 夜 最 长 的 时 候 ， 主 力 破 永 坦 " 葛 “斯 大 

林 ” 号 (在 M. TL. 别 洛 高 索 夫 指 挥 下 ) 职 近 了 位 于 北 入 80746:. 东 各 
2"30' 的 条 . oe ids EWERIK HA SRG HE SIE 9 

IS 行 了 各 种 观测 : 天 文学 、 地 磁 学 、 气象 学 、- 
TRICE ciate hand 

| 在 至 部 观测 中 ， 碎 有关 证 部 北极 记 原 运行 的 新 笠 灶 允 于 科学 
最 为 重要 。 cee ‘ 

当 上 比较“ 弗 苦 姆 号 (1893 一 1895 年 ) 和 “T. 谢 道夫 号 (1937 一 ” 
1940 年 ) 的 漂流 时 ， 就 可 以 确定 ,在 芒 雨 船 进行 漂流 之 问 的 一 段 时 、 

期 内 ,中 部 北极 泽 冰 运行 的 平均 速度 几乎 二 加 了 一 倍 ;而 盛行 风 的 
平 速度 却 只 均 加 了 三 分 之 一 显然 , PEER, 在 很 大 ， 

程度 上 是 由 于 帮 常 性 洋流 速度 二 加 所 引起 的 。“ 拭 . 谢 道夫 ” 号 的 观 

测 赴 明了 引起 北极 天 气 变 暖 的 原因 是 由 于 大 气 和 水 的 循环 普 副 夫 

强 的 称 故 。 

AER ETE POIRIER, BERS 

道 :“ 在 T. BPE’ 号 和 DW SERRATE, 、 

TB 号 所 记录 的 平均 气温 要 比 “ 弗 苦 姆 :号 所 记录 的 平均 气 
温 高 4. 工 度 。 在 冬季 ;从 9 月 到 2 月 ,这 种 气温 差 达到 了 .5 度 。 re 

FFM SE, BER UIAEIE P 43.6 度 ， 而 在 “SBA #2 

TEBE PG a SBI P 56 度 。 4 

在 “ 弗 兰 姆 :号 球 流 时 , 犬 西洋 底层 水 温 不 超过 1. 13, 而 在 eee 

| Peo IB , Ee KABA 1.8. e | 

teens 在 “ 弗 苦 姆 ”号 的 漂流 期 中 ， 水 面 冰 冻 的 最 大 厚度 为 3 7 到 

尺 ， 而 在 我 从 麻 流 的 时 期 中 ， 大 狗 在 此 同一 区 域 水 面 访 并 的 最 大 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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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L5 BRS 。 
与 从 前 存在 的 意见 相反 : eee ee 

ACER TE AL , Cet AR A ED BLY ER, FAS Ae 
PAVE MEAS HN ARH LATE (AR CL, ZAC ATES tL 

BB Fag MGL_Ee FU WT Tie 2 I 2G 

REAP TA PE UD RAST FFARR AK a 及 其 他 科学 部 站 的 

许多 宝贵 材料 。 
4. 健 大 卫 国 战 等 后 北极 区 域 的 探测 和 发 现 ， 
在 伟大 卫 国 战 竺 结束 以 后 ,全 进行 了 大 规模 的 科学 探测 工作 。 

“2 号 北极 "科学 站 (1950 年 4 月 一 1951 宇 4 月 ) 便 在 胡 苦 格 尔 岛 
矿 北 的 地 区 ( 北 综 76*02' 和 经 166°30' -ALHESI° 45’ FIDE KE162°20') 

- 作 了 极 重要 的 发 现 和 探测 。 后 求 在 中 部 北极 又 有 几 个 科学 站 在 漂 

 - 流 的 浑 冰 上 进行 工作 。 有 两 个 科学 站 是 1954 年 4 月 租 成 的 “3 号 

北航” 麻 流 站 在 北 稳 86*00' 和 西 经 175"45' 处 登 上 澶 冰 ,“4 号 北极 
Ge ZEALHE 75°48’ APG RE 175°25' 处 开始 床 流 。 

-1948 4, FEAR IK ARP EB ELS FRED a UEP a 

BIT ris HIE 2500—3000 ARASH CHEE ETAL 
HARES MACH MATH SCE A OK IES EN | 

ie BE We. Zev ATA SHE 4 1500—1600 ARLES 

i ER DMEBREI BBE. AT RARE IR 

HERA M. B. BERK, Lo 
HH. 

KA, PET BRERA ERM 从 有 其 他 一 些 海山 成 某 些 为 度 
与 罗 莹 车 索 夫 海风 相 痢 接 。 因 此 中 部 北航 系 由 二 些 海盆 所 和 粗 成 .位 
于 罗 蒙 庄 索 夫 海 凯 以 西 的 海盆 是 最 广 和 最 深 的 一 个。 这 个 海 谷 的 
WAVE 5220 RNR, BRERA BAH — 7 ie 

@ H.C. PLE Be: “TMS? BAO “3 WBE AB AK Hy 1953 年 ,465. - 

F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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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F IRKE 160* 和 西 经 90°X2 NY 85 RRL ARGH Ty IEE 
_ 度 达 4000 公 尺 ， 第 三 个 深 达 3820 DRAG SEA ie FER 
海 和 地 而 海 以 北 的 地 区 ， 这 个 海 全 以 一 深水 海 呈 所 龟 福 海 的 海 多 
“连接 在 一 起 。 

:在 teed ae ETT RIAA tt BE BEAR sate | 
80° ,这 就 是 说 比 从 前 人 个 所 推 想 的 几乎 还 要 向 北 600 公里 。 

现 已 确定 ， 这 里 的 大 陆 坡 的 倾 匀 度 比 从 前 人 们 所 襄 为 的 还 要 
大 ;有 的 地 方 达到 18"( 拉 普 帖 夫 海 以 北 地 区 )。 “ge : 
RE, CALE ee 

FMB LEE BET LASTER, DORA AAI 
STROMAL. - 
BURL WR abet BAP PRR — PRM pe ae 
KkRAKEEE OMAR IE RATA. AMS Bk 
APES SME TRS. BEEBE 
RIT LEER EUS’ MBAR PRAM, BRR 
28 X 32 公 里 。 这 些 漂洗 的 冰岛 是 从 加 拿 大 群岛 地 区 漂 来 的 。 

ALARA RIPKEN A READ 
Bee. “2 SAAT 
条 运行 的 。 

北冰洋 西 都 订 度 较 小 而 年 除 不 大 的 ( 币 年 和 三 企 ) 兆 冰 形 成 于 
ACRE HE 并 通过 大 洋 的 中 部 漂 向 格陵兰 海 。 TEE 
READE [Fy Hes Be Bed THF 0 

| SI ACE RT BRS. weve Te 

位 乎 全 经 见 到 的 “未 知 的 陆地 ?的 秘密 。 这 些 未 知 的 陆地 不 是 别 的 ，- 
正 是 一 些 瑟 大 的 漂洗 的 岛 赋 ( 即 漂浮 的 大 冰 块 一 一 泽 者 )-y 

中 部 北极 的 动物 愉 较 从 前 人 们 所 想象 的 还 要 丰富 得 多 。 浑 游 
动物 最 多 。 在 漂 浑 的 冰 块 上 也 可 见 到 这 样 一 些 动物 ， 如 白熊、 车 自 
能 余 食 为 生 的 北极 狐 EIB ES SENS A HE) 0 

。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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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EP MAR CH RAM A, KA APART SK 

- AAPA ABE SRA EE 
FB RAE, A BO EEE MERE 

BEATE EL IE MRA. FPL BRP hs HE 
REX, TF DL LSP — ZB TRIE [aj ARAL ISAC PERG 

”和 磁极 (在 加 拿 大 群岛 )。 
这 就 是 苏 雁 埃 学 者 们 在 北极 探测 的 主要 成 果 。 

与 研究 太平 洋 地 带 深海 侦 地 有 关 的 最 靳 的 苏 稚 埃 海 洋 学 工 _ 
作 ; 也 获得 了 许多 重要 的 成 果 。 尤 其 是 在 袁 察 加 一 一 千岛 海盆 中 便 、 
发 更 了 最 大 的 深度 (10,000 ZAR). 

5. - 随 海 上 澳 儿 业 而 进行 的 探测 
随 着 海 猎 业 和 捕 鲸 业 的 发 展 也 进行 着 -下定 的 科学 探测 工作 。 
苏联 在 远东 的 捕 鲸 业 仅 仅 开始 于 1933 年 “阿留 申 人 ”号 捕 鲸 

稻 队 建立 以 后 ,现在 这 个 租 队 的 基地 是 千岛 群岛 。 
从 1946 年 起 ,“ 光 荣 > 号 捕 鲸 租 队 每 年 都 去 往 南 极 各 海 从事 海 

猎 业 。 这 个 般 队 是 由 一 只 排水 量 锡 为 30,00 吨 的 “光荣 "号 基地 稻 
_ 和 巧 :只 (500 吨 左右 ) 高 速 而 灵活 的 小 海 船 一 一 “ 捕 鱼 人 ”一 一 所 租 

a “JERR” SSBB AP AEA SG A LT 
sei 
ee et er ee eT 

| EA 10 月 初 从 这 里 出 发 到 南极 区 域 ,5 ARE. HERI 
-隐隐 长 是 极地 瞬 长 . B. ML. 沃 洛 宁 , “光荣 " 号 的 稻 长 是 A. HL ge 
雅 尼 过 ,从 第 二 次 远征 起 ， AOA AGB SER” OME A. H.. 
se 8 He BH, 

在 “光荣 ”号 盘 队 远征 南极 各 海 的 时 期 中 ， 过 去 和 现在 都 进行 
着 各 种 科学 观 测 。 特 别 是 进行 着 水 文 和 气象 的 科学 观测 区 及 水 妇 
状况 和 大 气 钛 况 的 研究 。: 关 于 航 刍 的 食料 太 及 了 解 引 起 航 群 在 辽 
关 的 南极 海水 中 移动 的 原因 的 阅 题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 es。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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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I, PPR LM EET 
和 研究。 许多 各 种 不 同 专业 的 探险 队 对 广大 地 区 进行 了 考察 工作 。 由 
于 研究 东西 伯 利 亚 、 中 亚 和 苏联 其 他 部 分 的 山地 地 区 全 完成 了 特 
别 巨大 的 工作 。 

在 西伯 利 杰 的 东北 部 区 0. B. SP RILISE ba Bh F 1906 年 发 
。” 现 了 从 前 所 不 知道 的 山 柔 - 契 尔 斯 基 击 厌 。 荡 个 山 骤 得 名 于 地 

BA BR UW M. RIFE, 他 在 革命 前 全 研究 过 东西 伯 利 亚 的 彰 
多 地 区 ,而 特别 是 雅 绩 一 科 雷 局 边 区 ,后 来 这 位 探测 家 即 先世 于 此 
(1892 件 )。0. B. 奥 勃 鲁 契 夫 在 1929 一 1930 件 笨 午 进行 自己 的 探 
测 考 察 工 作 。 由 于 多 军工 作 的 结果 便 查 明了 和 维 痪 提 斯 克 下 厌 上 以 东 
广大 区 域 地 卖 的 精 构 。0. B, 奥 布 鲁 契 夫 全 对 契 尔 斯 基山 厥 的 位 置 
作 了 如 下 的 描述 : i 

“$2 RIPE UR “5 RAIS Ls BRS SBOE EIA ALDI 
eG REA, HBR IS IS SUR, 然后 拆 而 向 东 , 宅 

- 过 英 过 责 卡 河 ,到 达 科 雷 马 河 , 在 此 又 重新 沿 南北 方向 伟 展 , 通过 “、 
xie PE ee 

 ZF’o Pe 
ee eee ee ee 

JER SS iy RTA Ds BRT IS SL RS EB: 
FFE ies JR CER TM) ADAIR 亚 康 高 原 (在 西 面 总 

、 由 于 0. B, 负 和 得 契 天 考察 队 的 工作 ; 便 确定 了 科 雷 牛山 芭 或 
HPT LR VORRER, APES ARIA RATA ES RDA ATE 
卡 给 尔 高 原 和 阿拉 塞 依 高 原 。 ae 

最 近 几 年 来 41939 一 1946 年 )， 在 科 雷 局 一 英 过 再 卡 边区 全 发 
现 了 一 些 现代 冰 媳 作用 的 地 区 ,在 松 塔 尔 一 哈 雅 塔 四 原 ( 在 英 过 喜 

@ 6. B. MYGRA HE Bist, 169 页。 | 
es 164° : 



Raa, SUAS ES FG aA EE) UE BS TT BR FT 
See WO UHE HE. ZEAE IG Seah EB YK JN BBC 200 个 

在 革命 前 东西 伯 利 亚 的 地 图 上 ， 通 常 是 简略 地 夯 着 一 条 巨大 
的 由 腺 ,这 个 山 有 从 外 具 加 地 区 一 直 售 展 至 楚 科 次 克 牢 岛 REA 
HARPS TE UK LL REIT LR. SLE ES TL RR 
PENT SPE SE RS ATE MR SPEEA UK. RA 、 

Jes WR RE RIE LR. BEE ROB MR 楚 科 次 
ER CP AP AEs HR) LU BR AS Ro 

| FSI RSG, SHOOTER REGIE 
KMBAET 5 

: Feta Ht) SEG FONE GREE RA OSB HE 
APIA Dat T RPI Ba, EE ele 
ERAN RUT LRT — LG AWA MBSA 

OM. B。 特 拉 讲 夫 对 阿尔 素 冰 川 作 用 所 进行 的 考察 使 我 人 能 大 
概 确 定 冰川 作用 的 面积 (600 PHBE) IN ABI ET ZL SS 
781%, | 
在 苏维埃 时 期 售 在 帖 米 尔 高 原 进行 了 互 大 的 探测 工作 。 这 些 

”工作 还 在 1924 年 就 开始 了 (( 也 . L 科 热 退 夫 斯 基 ); 从 1928 年 起 
便 大 规模 地 进行 着 。 帕 米尔 高 出 探险 队 就 在 这 一 年 开始 了 工作 ; 卉 
进行 了 放下 几 族 面 的 研究 :自然 地 理 、 地 球 物理 、 气象 、 HE. Bh, 
植物 及 其 他 。 

苏联 科学 院 塔吉克 粽 合 探险 队 ， 以 及 后 来 的 “ 塔 埋 HER 
5.” FERPA MAL T1928 年 由 米尔 探险 队 的 工作 。 | 

FPR ATEESL, ZERKIR EIT — Te OBL 
WDE, LT SAR Ty A ML, SAI PRE (7495 公 尽 ), 为 苏 
Sin Ble. 

对 天 四 的 探测 消灭 了 和 纳 价 河上 游 的 “空白 点 "。 1943 年 在 天 出 
。 165 。 



中 部 发 现 了 苏联 第 二 高 峰 一 一 胜利 峰 (7439 公 尺 )。 
”为 了 祥 究 天 然 套 源 ,在 苏维埃 时 代 也 售 在 乌拉尔 、 BR, 可 

HEB CA, H. RPS )REAT TF BFE 重要 的 考察 工作 。 

存 苏 蕉 埃 时 代 , 苏 联 颁 域 得 到 了 全 面 的 研究 。 

三 ”苏维埃 地 理学 的 几 点 总 苦 及 其 发 展 远 景 

在 海上 和 陆 上 所 进行 的 多 区 的 和 各 种 不 同性 里 的 考察 工作 恩 ，、 
地 理 粽 合 提供 了 大 章 的 资料 ， 这 些 都 具体 迎 反 映 在 关于 苏联 海陆 
便士 的 烷 合 地 理 著作 中 。 在 这 些 考察 的 基础 上 全 进行 了 郑 虑 到 地 ， 

Ae Me ASE By ws 往 特征 的 公国 综合 的 自然 历史 (和 目 sitet ais ; 

ERS OT Ho 

| HELA, ch xaaeine LI eh F 2 AR 

DE XI A HE A ET EEE 

在 苏维埃 时 代 自 然 带 学 说 得 到 了 进一步 的 发 展 江 0. Behe 

发 展 子 和 加 深 了 B. 道 库 恰 耶 夫 关于 自然 带 的 思想 , 货 定 了 地 理 景 、 

观 学 藤 的 基础 。 后 来 景 观 学 主要 是 在 各 大 学 中 心 、 ALTE 

AURIS HR. HA. RK, AT. EER RIA 

著作 在 最 观 学 的 发 展 中 起 了 重大 的 作用 。 
同时 ，A. A。 格 利 高 里 耶 夫 在 研究 地 理 环境 方面 作出 了 一 定 

的 成 绩 。 格 利 高 里 耶 夫 的 功劳 ;在 于 他 将 地 理 物理 学 及 地 球 化 学 的 
方法 运用 于 自然 地 理学 中 和 利用 了 这 些 科学 的 材料 。 他 完全 正确 
地 强项 了 自然 地 理学 研究 自然 过 程 的 必要 性 ， 这 是 揭示 自然 地 理 - 

规律 的 基础 。A. A. 格 利 高 里 耶 夫 的 著作 的 价值 , 在 于 他 在 按 自 然 
带 研 究 弛 理 环 境 时 已 开始 运用 数量 标示 《CEommxeaTaeamme IOEai3ar- 

fen), 

在 何 一 门 科 学 ， 都 是 在 人 类 生产 实 中 活动 的 贡 上 改 展 起 来 

的 。 对 于 地 理学 襄 求 , 亦 是 如 此 。 因 此 ,在 探讨 理论 问题 ̀  研 究 方 法 

责 题 的 同时 ， 在 苏 准 埃 地 理学 面前 也 提出 了 与 国家 经 济 及 文化 建 
° 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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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ES. 而 且 后 者 是 地 理学 的 主要 任务 。 
1955 年 8 月 在 责 斯 科 召 开 的 苏联 地 理学 会 第 二 艾 代表 大 会 , 

对 苏 亲 埃 地 理学 发 展现 阶段 的 基本 任务 , 作 了 如 下 的 并 述 。 

更 阶段 最 重要 的 任务 ， 是 进一步 大 力 开展 综合 性 的 地 理 届 查 
硫 兴 和 烷 制 地 图 的 工作 ， 目 的 在 于 灶 合 全国 各 地 区 经济 的 开发 和 
大 规模 的 新 建设 以 查 明天 然 春 源 和 生产 力 的 发 展 。 其 中 关于 苏联 _ 
农业 发 展 的 地 理工 作 具 有 特 别 重大 的 意义 * 龙 其 注意 下 列 几 点 :OO 
辐 殷 苏联 各 个 不 同 地 带 、 地 区 .区 域 以 及 个 别 俱 型 信条 农庄 和 国营 
RBM ARAN OWA RMA 
Sh Se hb Xs OMAR E+ Ih WIA OM hl 4 PERI. 
这 里 应 当 指 出 两 个 重要 问题 。 第 一 ， 地 理 研 究 应 与 天 会 主义 
社会 帮 济 活动 的 实际 糙 合 起 来 ， 为 此 就 必须 对 地 理 环 境 进 行 应 有 
的 分 析 。 第 二 ， 只 有 当 自 然 地 理 与 烃 济 地 理 研 究 之 间 具 有 深 的 . 

相互 联系 的 时 候 ; 地 理工 作 的 改正 综合 性 才 有 可 能 | 
.在 自然 地 理学 癸 域 中 最 重要 的 任务 ， 是 大 力 开 展 关 于 有 目的 

地 改造 自然 条 件 的 科学 研究 工作 ， 恬 便 为 了 社会 主义 国民 经 济 的 
利 丛 而 从 面 利用 国内 各 地 区 的 自然 大 源 。 同 时 应 当 特 别 注意 提高 
农业 区 域 的 生产 率 ,减轻 和 消除 沼 课 化 、 RR, RAE 
帮 嘎 的 自 伏 过 程 的 影响 。 在 进行 这 些 工作 时 ,必须 广泛 运用 现代 自 
然 过 程 数 量 研 究 法 。 _ 
REALAGE SE: 研究 生产 的 地 理 

配 早 : 劳 动 的 区 域 (地 理 ) 分 工 和 轻 济 区 形成 的 规律 ;对 自然 条 伯 与 
_ 自然 春 源 作出 轻 济 评价 ; 在 综合 研究 部 四 一 一 工业 、 农 业 、 eRe 

一 一 及 区 域 的 基础 上 ,将 部 门 和 区 地 的 地 理 配置 的 硫 究 结合 起 来 ，、 
三 究 人 口 地 理 。 

糯 写 全 苏 及 其 各 地 区 自然 地 理 和 友 洲 地 理 的 科学 巨著 ， 粳 写 

整套 有 价值 的 外 国 地 理 著作 ,首先 是 人 民 民 主 国家 的 地 理 著 作 , 也 
-是 苏联 地 理学 家 共同 的 重要 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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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这 “地球 物理 状况 构 述 

= 地 球 的 形状 和 大 小 ，  - 
对 于 地 球 的 形状 和 大 小 ;有 许多 学 科 在 进行 研 罕 (如 地 球形 状 

学 )。 在 这 里 ,我 们 只 研究 与 这 个 大 闫 题 有 关 的 一 些 最 一 般 的 问题 。 
地 球 的 形状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因为 形状 与 内 容 , 亦 即 与 地 球 的 ， 

构造 ， 与 在 其 中 进行 的 各 个 过 程 以 及 与 地 球 发 生 和 发 展 的 历史 音 
是 紧密 联系 的 。 

所 谓 地 球 的 形状 ,自然 应 理解 为 "地球 固态 部 分 的 自然 卖 面 的 
形状 >G@-。 人 得 是 这 个 玫 面 极其 复杂 , 因 紫 ,必须 提出 较为 简单 的 ( 较 
为 平坦 的 ) 卖 面 ,也 就 是 以 一 定 方式 延伸 、 穿 过 大 陆 井 且 未 光 海 潮 、 
风力 等 扰动 过 的 大 洋 玫 而 。 在 研究 地 球 的 自然 才 面 (或 地 形 ) 时 , 忆 

” 须 计 算 焉 离 这 个 “海平 面 "的 高 度 。 但 是 ,在 制图 学 及 大 地 测量 学 实 
际 工 作 中 , 划 运 用 着 较为 简单 的 顶 球 形体 。 

一 “对 地 球形 状 和 大 小 的 襄 识 的 发 展 

关于 地 球 及 其 形状 .大 小 的 现代 概念 ,是 在 科学 长 期 发 展业 果 
.的 基础 上 形成 的 。 同 时 ,这 些 观点 的 正确 性 在 过 去 发 及 现在 都 不 断 
受到 实际 情况 及 实践 的 检验 。 在 地 球 的 概念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一 切 莹 
性 的 东西 渐 层 扼 奔 ， 而 一 切 芙 正 正 确 的 东西 旭 为 人 们 所 接受 并 使 
之 更 为 精确 。 

还 在 很 时 的 时 候 ， 人 们 就 对 地 球形 脆 和 大 小 的 问题 安生 了 兴 “ 
© B. A. HERES H EEE, (PEA) O56 年 ,69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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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各 元 前 8 一 7 HEALDLAT, eaAGIRA EDRHUERE— A IRS 
微微 凸 出 的 圆 盘 -同时 ;河流 一 大 洋 从 四 面 环 往 着 陆地 。 

关于 地 球 的 这 种 概念 当 反 映 在 地 图 上 。 璧 如 ,关于 米利 都 海 卡 
搭 士 (纪元 前 548 一 480 芋 ) 的 地 图 ;项 罗 多 德 便 这样 描 述 道 :“ 大 洋 
从 四 周 环 粒 着 陆地 ;地 球 象 圆规 画 的 一 样 税 ,而 亚洲 则 和 共 画 的 与 欧 

RSPR. 古代 民族 ;其 中 也 包括 古 希 腊 人 ,通常 都 认为 ,地 球 的 形 
“ 默 ; 就 是 他 们 所 看 到 的 形 获 ;也 就 是 一 个 平坦 的 圆 艇 。 几 乎 所 有 十 
人 民族 都 竺 有 对 地 于 的 这 各 见解 这 是 因为 人 们 所 在 到 的 地 下 

是 一 种 圆 形 线 的 穆 故 。、 

有 地 球 球 体 的 概念 : 

地 球 球体 的 概念 是 对 地 球 站 识 发 展 的 第 二 步 。 

最 宦 的 地 球 球体 概念 的 提出 ,并 不 是 根据 对 自然 的 实际 观测 ， 

语 是 从 质 象 的 葵 断 出 发 的 。 大 要 是 巴 门 尼 德 ( 构 元 前 5 世纪 初 ) 第 

过 个 提 骨 了 关于 地 球 球体 的 假发 。 他 的 程 据 是 ?球体 是 一 种 完整 的 

图 形 ;因而 地 球 应 训 是 一 个 球体 。 书 四 尼 德 及 其 追随 者 们 ;否认 

“ 然 现 象 是 客观 的 现实 ， 而 襄 为 那 是 人 个 的 看 法 。 关 于 毕 达 司 拉 斯 

”及 巴 阿 尼 德 的 追随 者 二 一 毕 达 哥 拉 斯 学 派 之 徒 ， 亚 里 士 多 德 这 样 

写 道 :“ 舍 们 不 是 寻求 各 种 现象 的 根据 和 原因 ,而 是 强制 地 使 各 种 

现象 适 谷 于 自己 的 某 些 学 悦 和 意见 ， 并 企图 以 创造 宇宙 的 参加 者 

FY) Ta Hot HBL” @ 

但 是 ， 柚 里 土 多 德 ( 权 元 前 384 一 322 ) 不 仅 已 经 完 人 至 接受 了 地 

球 球体 学 说 ,而 且 堤 出 了 证 明 这 个 学 访 的 正确 性 的 硝 羡 证 据 。 亚 里 

2 Bir Bh HO ERER IL Ae EVAR HA SS 月 鲁 时 ,地 影 

加 4. 6. 季 特 划 尔 :“ 吉 代 地 理学 史 ? 序 言 , 见 “地 理发 现 及 地 理学 更 事 广 集 ”， 
上 海 新 知 敲 出 版 入 出 版 ,1956 年 ;17 FEC HPA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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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 。 由 此 可 见地 天 形 状 是 球形 的 ,因为 只 有 球体 才能 投射 出 于 

. 形 的 影子 来 。 

亚 里 士 多 德 这 样 叙 述 了 地 球 球体 的 第 二 个 证 明 : 当 此 外 ;我们 、 
对 星体 的 观测 不 仅 恋 明了 地 球 是 圆 的 ,而 县 也 告诉 我 们 :地 球体 积 
FAK. Bb, 即 或 是 我 们 向 北 或 向 南 作 不 大 的 移动 ,都 会 使 我 

们 的 往 野 发 从 显著 的 变化 ,原来 位 于 天 项 的 星体 位 置 改 变 了 ,而 且 
如 果 我 们 向 南 行走 时 看 见 的 是 某 些 星体 ， 那 么 向 北 行走 时 所 看 则 
的 旭 是 另外 一 些 星体 。 璧 如 ， 在 埃及 和 塞浦路斯 岛 附近 看 见 的 旺 
体 ,在 较 北 的 地 区 就 看 不 到 了 。 但 是 ,也 有 这 样 一 些 星 座 , 它们 在 北 

方 可 以 永远 看 到 ,而 在 上 述 地 点 (埃及 及 塞浦路斯 岛 ) 则 有 时 升 起 ， 
有 时 降落 。 所 有 这 一 切 ; FORD EERIE, ii REBT oh 
球 并 不 大 "@ 。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学 生 过 卡尔 薪 利 用 一 个 很 条 曲 的 方法 进行 了 对 
地 球 的 测量 。 当 时 识 为 ， 阿 斯 征 和 位 于 达 达 尼 泵 海峡 附近 的 李 西 天 

pis (Jmenmaxns) 处 于 同一 子午 线 上 ， 而 实际 上 茂 两 点 之 间 在 径 
-“ 度 上 要 差 有 好 几 度 。 后 求全 计算 再 在 同一 时 间 内 位 于 这 两 地 上 空 

的 一 定 星球 的 天 项 距 之 间 之 差 为 子午 线 图 之 1115。 两 地 之 间 的 距 
"FH 80,000 Ia MURS AWE, 地球 圆周 之 长 当然 应 为 20;000xd15 

= 300,000 斯 台地 亚 aes 47000 BE), RRR RAT 

很 多 @ o 

PGR ELBERT RENAME, ST 

PY HE BO HBSR LA) ELS BE . BRE (OE PRE 252000 HE , 

@ 亚 里 十 多 德 : 论 天 ,第 二 答 ( 引 自 ML OC. 波 德 纺 尔 斯 基 所 入 之 “古代 地 理学 ?> 

1953 48, 69 页 )。 2 7 
@” 汤姆 逐 : 古 地 理学 ,1953 年 , 224 页 * 包 洛 文 着 ; 普通 自然 地 理 ,1952 年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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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e Beh TE AGTEK) SEM TAP TCRE I , RIA LH — tk 
在 离开 它们 时 就 还 渐 演 失 , 面 靠近 时 则 还 渐 出 现 。 斯 特 拉 波 与 道 : 

《< 航海 考 可 清楚 的 观察 到 纸 形 的 海面 , AFI, 人 们 就 不 
二 成 的 三 尖 坟 要 二 下 看 到 比 观察 者 
很 畏 略 高 的 同一 灯火 ,虽然 它们 之 问 相距 很 远 。 同 样 ， 若 使 我 们 的 
UREA LE, BRAM ALLA SIR DAE Mh.” © 

这 些 个 别 观察 所 得 的 现象 ,只 能 说 明 地 球 表 面目 起 的 情形 。 但 
”是 ,在 地 球 各 个 不 同 地 方 对 这 些 现象 所 进行 的 观察 , 襄 明 了 我 们 所 
和 研究 的 物体 确实 是 一 个 接近 于 球形 的 物体 。 

“， 击 代 的 学 者 还 引用 了 如 下 的 地 球 球形 的 姓 据 : sasdpcine 
Bw. 

| He SNSE 20 ey ILIA PR (15191621) Sen T OARGLAT 了 以 后 ， 地 

球 球体 观 就 最 后 习 确 定 下 来 。 但 是 ,严格 议 来 ,环球 航行 只 能 证明 ， 
二 球 凸 起 的 形状 。 因 为 当地 球 不 是 一 球体 而 是 某 种 接近 于 球状 的 
形体 时 ,同样 也 可 以 进行 环球 航行 。 
-所 有 上 流 普 明 都 指出 了 地 球 是 一 个 琼 体 。 

3。 地 球 是 一 同 转 枉 球体 
:天狗 一 直到 17 HRY, 人们 还 以 上 壕 恋 明 为 根据 , 部 为 地 

球 是 一 正 圆 球 体 ,但 后 求 却 发 现 了 一 些 事实 ;这 些 宫 实 使 人 们 不 得 
不 对 这 各 论 断 的 正确 性 发 生 人 怀疑 。 这 些 事 实 是 根据 对 子午 线 每 度 
弧 长 的 测量 以 及 观察 甸 摆 由 中 等到 低 纺 的 变化 而 得 出 的 。 

“27 世 思 时 ， 全 经 发 明了 一 种 十 分 精确 的 测量 地 方 距离 的 方 
法 ， BAA A Das Hf fo HF(Cueaanye)). 1670 年 ,法 国 全 

@ 斯 待 拉 波 :地 理学 ,第 一 管 ,820( 引 自 M Oo RATE AE IT ARSC MR AG 

地 理学 "，1953 年 , 143 A )o (FER “HEHE RB eS RR” — BCR 

OI, 新 知识 出 版 社 ,1956 年 ;40 一 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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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来 (1672 48), RAARAM ARID (EM EB 
得 慢 。 直 于 自 巴黎 带 往 开 云 的 名 开始 变 慢 ， 因 此, 为 了 使 秒 摆 记 秒 ， 
准确 ,就 必须 使 秒 摆 给 每 24 毫米 。 大 家 都 知道 ， 择 的 摆动 周期 决定 

于 下 面 这 一 公式 ; 
= @e 

-~ 

tn 2 eed : -二 

EVES AERA eee OLS 因为 摆 

长 是 不 变 的 。 重 力 减 小 可 能 由 责 个 原因 所 引起 :1) 与 重力 作用 方向 

相反 的 离心 力 ;2) 吸 引力 的 减 小 .两 物 体 之 间 引 力 的 大 小 与 览 量 的 

乘积 成 正比 ,而 与 两 物体 中 心 之 问 的 距离 的 平方 成 反比 。 在 这 里 ， 

质量 大 小 是 没有 改变 的 ,仍然 是 地 球 和 同一 钾 摆 。 同 时 Bb 

“加 大 也 不 致 于 使 甸 摆 减 慢 到 如 此 程度 。 所 下 由 此 便 可 得 由 千 薪 :可 

地 球 中 心 与 摆 中 心 之 间 的 焉 离 在 赤道 附近 是 大 于 巴黎 的 。 
上 述 事实 永 明了 地 球 两 极 是 局 平 的 一些 学 崖 ( 惠 更 斯 .牛顿 ) 

根据 理论 的 推测 也 得 出 了 这 样 的 精 论 .他们 认为 ;地球 在 离 忆 力 的 “ 
影响 下 应 防具 有 精 球形 肌 ， 因 为 当地 球 自转 时 宙 心 力 对 天 道 的 作 

FRAP OE. ; 
~ Sy TRG RUE HE RR Ua ES RL, DAB 18 ABO 

AERP T PEA WPA ELS: 一 队 派 往 拉 
HE DEL IE) , DARE BR OPER EE) REL T RSE 
带子 午 线 每 度 之 长 较 极 地 和 统 度 子午 线 每 度 之 长 为 短 。 由 此 二 可 得 
出 结论 :地 球 雨 极 是 局 平 的 。 

但 是 地 球 十 极 局 平 并 不 十 分 显著。 根据 已 用 材料 作出 的 四 区 
认为 :地 球形 状 是 与 正 球 形体 差别 不 大 的 回转 构 球 体 。 回 转 购 球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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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地 球 是 一 个 地 球体 SES SS 深 

| 19 HERR ZEA Pe EFF SL EA Dy IRIE: 地 球 的 
ROPERS. in, PROSE ESE GIL 
EAB ECA BASS AIL LENE FB LIAS FB RAE 
HEBD) OAR L. Ask AMES ACRE IE LA 
— has Ti HL, BERMOTEAR EES UL 5 EUSA TERE 
ADEE GeO HERERO ART SEE PRUE LEAR OR (ELLE SRR EN 
具有 更 为 复 素 的 形状 地 球体 的 形状 与 这 一 复杂 的 形状 较为 近似 。 

雪 地 球体 ”一 辞 , 按 希 腹 字 的 原意 洲 “地 球 的 形状 ”。 但 是 ,在 实 
际 上 作为 一 种 形体 ( 兄 何 形体 ) 的 地 球体 与 地 球 的 自然 者 面 工 不 相 : 

同 ,不 过 这 些 差别 并 不 显著 。 7 
RATER CE FHA Dy AD ARG. ORE 
RAMI BS, BKM EERE ERD 

BENG. aah Be ER 
AREER REALE ) LD AIS IBZ , AER 

的 方向 将 与 具有 同 地 球 相 应 天 小 和 方向 的 构 球体 的 法 线 的 方向 重 、 
谷 。 但 是 在 实际 上 ,从 垂 线 提 不 与 酉 球体 的 法 线 相 符合 (图 17)。 可 - 

”及 发 想 出 这 样 一 个 才 面 ,其 俩 
垂 线 就 是 法 线 , PRAMS AS 
面 称 为 水 准 面 。 这 种 水 准 面 可 
-政府 册 很 多 。 其 中 之 一 与 水 体 
处 于 完 公 平衡 状态 时 的 大 洋 表 

Z: bs oy 

a 
FA 17 Wh 5] aR Sh ERE HH AY 

面相 符合 8 SPT KLADE: 、 作用 和 地 球 水 准 面 剖面 图 。 
水 平 的 ， 也 就 是 裔 其 中 任何 一 一 .一 .一 . 地 球 水 准 面 (地 球形 体 ); 

了 一 一 正 儿 何 形 体 ( 构 球体 ATE 
点 的 法 线 都 与 铬 垂 KE 相 重合 。 REF I5 

ni itakuem Me, BE GI HERE FF Why 5 
. Saeed abigtamees doe Oils OAMECVK— HI 

| WA, BERR LARS KE); OMHEKAT W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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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垂 线 成 直角 相交 ， 那 么 就 会 得 到 一 个 六 合 的 表面 地 球体 的 
Ps 而 它 所 构成 的 几何 形体 即 为 地 球体 。 a 

因为 地 球体 的 外 形 决定 手 与 重力 方向 丰 符 合 的 锥 垂 萎 的 方 
痢 ， 而 重力 的 方向 基本 上 是 受 地 球 内 部 分 布 不 均 的 物 览 的 引力 所 
决定 的 ;所 以 ,地 球体 的 几何 图 形 非常 复杂 。 地 球体 的 表面 是 一 个 
“没有 间断 的 闭合 的 表面 ,没有 折 曲 和 棱角 。- 

目前 对 整个 地 球 表面 进行 地 球体 外 形 的 研究 俏 在 焰 续 中 ， 但 
AEE BOOTIE MIRE AECL MRR II 

FETA MO A EAL PUT A 
; So A TE 8 AHR SS ARSENE de> A Ag 
ERMA TE ANTE & SAE BORED: HER SE 7 eS LIE 
AS UAE BES BARBER IAD, ZEW JE RB 
FUATEIRE, HER (ATH LFA NOSE, 而 在 花 美 : 亚洲 和 印 
度 洋 , 划 低 于 顶 球 体 玫 面 。 但 是 ,在 任何 地 方 ;地 球体 的 表面 都 是 是 
起 的 -在 赤道 ,地 球体 与 业 球 体 的 最 大 偏差 达 十 125 公 斥 和 一 140 公 

尺 。 赤 道 的 最 长 个 轴 在 东 帮 15° ,最 得 个 轴 在 东经 105"@- 

二 ， 地 球形 状 和 大 小 的 测定 方法 

”对 地 球形 状 及 大 小 的 研究 ,直至 今天 仍 在 克 续 进行 * 目 前 这 一 
ESSERE THERE EE EE | 

- PIER EB. 
“KAM U RM E ET E RAD 

i, URHPRAKG RANE MERE 
HEAGK DEMERS EER OR BE 5 

~ 

 @® B.A HRY R(Hasapos): Wiles, 1954, 443 Ro 

也 .4. 查 卡 托 夫 (3aKar05): 高 等 测量 学 数 程 >1953 年 ,10 Ro 

@ B.o. BRAM: SER AY PIED SEE HEAR), 1957 年 ;38 其 (能 文 原 未 

1953 年 出 版 )。 a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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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 地 球 外 形 的 重力 测量 法 是 以 测定 与 运用 物体 重力 强度 为 
“基础 的 ,这 种 重力 强度 表现 为 重力 所 赋 与 蔽 物 体 的 加 速度 这 种 方 
法 可 与 天 文 一 大 地 测量 法 相 灶 合 起 来 运用 ， 在 两 种 方法 同时 井 用 
时 ,效果 最 好 。 ee a 

= RURKMESSMRS 、 

Ha -F PERRIER RM, AIR BOPP, Hl 
Hl, Sete AH BA Se HS AR 59 
-球形 体 )。- 
不 久 以 前 ,在 苏联 告 采 用 闭 白 塞 尔 本 球体 的 大 小 @ ,但 后 来 发 - 

Bh, ER AA ABE RRR SCTE AER EI 
_ CPE MRS RAR RSE ARE. PAUL, YA PRMABR A ESE BB 
METH. EO. HRA S PET BAL 
SAE :地 球体 的 图 形 是 个 三 轴 体 ,也 就 是 说 , 不 仅 存在 着 极地 局 
率 ;而 且 也 有 赤道 扎 率 。 与 白 塞 尔 的 顶 球 体 相 比较 ,新 柚 圆 体 的 长 
BHT 848 AR TSERES th SHALE HS 2 212 AR, 

. ”而 地 球 赤 道 的 马 率 则 等 于 1:30,000。 

各 子午 线 具 有 不 同 的 长 度 和 不 同 的 局 率 数值 。 最 sich 
- $RAETERS 15°, 局 达 为 1:295.5。* 最 得 的 一 条 子午 线 在 格林 威 治 

PRIRFE 105° ,其 局 率 为 1:301.1@ © 

因为 地 球 赤 浇 转 与 正 圆 相差 很 小 ,所 区 ,对 于 大 地 测量 和 答 图 
工作 运用 两 轴 地 球 柱 圆 体 较 为 合适 :为 此 目的 ,从 1946 年 起 ,在 苏 
ER IAT FeRAM OS EAN: 

REGREMEAED) Hh a—6,378,2450R 

1 _@ BER RK p18 =6,377,297ARsb = 6,356;079 公 尺 ; 

ee oa z ; 
@ 伊 达 托 夫 :苏联 大 地 测 悬 学 者 关于 测定 地 球形 状 和 大 小 的 研究 ， 苏 联 科 学 院 

aR, YUFE RF ,1953 年 第 3 期 第 5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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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H b—6,356,863AR 

ie EHR aR) 一 外 一 2 一 1:298.8 

在 历史 上 所 有 关于 地 球 椭圆 体 六 小 的 著名 结论 中 ， Ave DLR 

KAZE ar AIRS. PRK SS — ABU 

ATS EE TDS FAP HERR EE as oA EL 确定 了 

地 球体 图 形 与 地 球 栅 球 体 图 形 的 差别 
计算 得 出 : St RAR (A AE I BR 510,000,000 28 

方 公里 @ ,其 体积 旭 略 大 于 1,000,000,000,000 EAB « 

-四 地 球形 状 和 大 小 的 地 理 意义 i 

SHORE AMOI EIR REBT, ARE 
HOR PRAGUE RI RBIE BOR RET (LEME 
AE HOPE AS EARS FY DMS Se RR AK AER ALE PE ZEROSEB, TE 
RAAB. Ia, SRE TERA 
时 ,这 些 差别 即 可 略 去 不 识 

1 地 球形 状 的 地 理 意 区 
”由 于 地 球 是 球形 的 ， pro CL et Se mis 

要 现象 。 s 
ob BASRA 

照射 。 因 此 ,在 任何 时 刻 , SOR Fy [ey BEA AE 
地 球 上 一 面 是 岛 天 ,那么 , 相反 的 三 面 就 必然 是 黑夜 , BRE ” 
乃 是 地 球 为 球形 的 结果 (当然 ， 这 种 现象 不 仅 可 以 在 球体 上 观察 
到 ,而 且 在 其 他 几何 形体 上 也 可 以 观察 到 )。 背 阳 一 面 十 玫 的 热量 
平衡 和 同时 间 内 向 阳 一 面 地 者 的 热量 下 衡 有 所 不 同 。 这 种 情况 反 ， 
喘 在 地 理 外 壳 内 所 进行 的 许多 过 程 中 :大 气 围 中 所 进行 的 过 程 , 水 =- 恒 

@ 510,100,984 平方 公里 。 ~ 

加 1,083,319,780,000 立方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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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 WIE PLETE KPH EB 
| DABS ERATE SRA, IFLA , BRAY AL SAR SE AR RE 

Wy AS GFE. PACA TE RE ERE EL EP Be 
FPR WS ACA He 5 HFS AS JE BEATA] 4 HE Ca 0° 90°) 
因此 ;地 表 各 处 增 温 强度 不 同 。 这 就 引起 热力 分 布 不 均 的 现象 ,其 
粘 果 也 就 对 气候 条 件 以 及 地 理 人 外 壳 中 进行 的 一 切 作用 的 进程 发 生 
极 大 的 影响 。 ay 

2. 地 球 大 小 的 地 理 意 义 “ 
。 地 球 无论 在 体积 上 和 在 质量 上 (5.98X10? 公吨 ) 都 是 -五 大 
的 物体 。 地 球 庶 巨 大 贤 量 决定 着 重 为 强度。 如 果 没 有 重力 存在 ,地 
球 上 节理 外 壳 中 的 任何 过 程 均 不 能 进行 。 由 于 地 球 具有 巨大 的 和 
Bk, EF ELL RR . 

fo MIURA APES, HUE 8] REACT I, SRR Le NT 
Fel KHALI A 

EB AHUSMERMASE WH BA BR CAY 2 510,000, 000 # A 
里 ) 的 这 一 事实 ， 对 于 地 理 现象 的 发 展 具 有 很 大 的 意义 。 地 球 自然 : 
表面 是 不 平坦 的 ,因此 ; 旋 比 正 几 何 形体 (球形 体 ) 竟 雪 面 要 大 。 自 

然 地 理学 研究 包括 着 大 气 圈 下 层 . 岩 石 圈 上 层 \ 水 圈 以 及 动 植物 有 
。 机体 的 外 壳 中 所 上 发 生 的 一 切 现 和 象 和 过 程 - 换 名 话说, 自然 地 理学 研 - 

帘 对 象 的 大 小 决定 于 地 球 的 大 小 -同时 ， WERK A EA AAR 
”活动 也 有 一 定 的 影响 。 

第 二 节 “地球 运动 简 述 

一 ”地 球 的 自转 

-地 球 粒 地 轴 自 西向 东 旋 转 , 旋转 一 周 所 需 的 时 间 是 23 时 56 分 
4 秒 ( 恒 姨 日 )。 我 们 在 日 常生 活 中 都 以 太阳 日 作为 时 间 人 昔 位。 太阳 

天 炉 两 次 通过 ( 坑 动 ) 某 一 子午 线 平 面 所 需 时 间 的 长 度 (或 两 个 上 
e17TTe 



ROSE BANGIN BAS 1) #29 SALSA FS » PS RR ER DEES 
ES), LL, EAA PS , JT ALFA 
JAK TH OSL ASAI SES. PCE ASS AB AB 
PH Sc LS eS 4 oh, ORR AAR BRA 
等 于 平均 太阳 日 时 间 长 度 的 总 合 。 
”有 几 个 证 据 可 以 碍 明 地 球 自转 。 
落体 东 仿 是 地 球 自转 的 分 人 信服 的 兽 据 。 根 据 物 还 学 定律 ， ‘+ 

物 从 高 处 落下 时 必 沿 丛 垂 萎 方 向 ， 但 是 ， 在 所 进行 的 许多 均 实 驹 
中 ,落体 却 始 区 向 东 偶 料 。 同 时 也 观察 到 ,高 度 越 大 , 旭 偏 妊 越 大 。 
这 是 因为 当地 球 旋转 时 ,物体 在 高 处 运动 较 地 面 运动 速度 大 。 离 地 
面 一 定 高 度 的 落体 ( 图 18) 的 运动 ,按照 屋 性 定律 始 浆 保持 其 开关 
锋 落 时 自 西向 东 运 行 的 速度 。 因 此 ; ‘Supt BIEN , BM SF 
垂 线 方向 以 东 。 

地 球 自 畏 的 另 一 姓 据 是 摆动 摆 
HE, BER 
FER TIAA SETA TIP F he 
PS UREP ICE BU TT 4 HE Oe BE 
的 @ 。 在 摆 的 下 面 放 着 一 个 鹿 有 庆 
RMA, LWA R SH 
UWE RMT PME Ai Bt 
[E) DAO RES. ZELLER 
止 状 态 时 的 皖 锤 。 如 使 鼓 皖 由 北向 
南 沿 子午 线 方 向 运动 ,那么 , 帮 过 一 
CNM CUS, Bene 
就 与 在 空间 上 占有 一 固定 位 置 的 摆 

图 18 洲 体 东 候 。 动 摆 的 军 面 发 生 相 对 移动 。 但 在 观 

QD LWTRALEMPERMAVSZAGR TEER RRUE HERA SB 

BR: B50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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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Y WELDER LEER ED, | 
PEARSE PBT in HEB ZG 

Tr] FERRE, Vit AG EON SEF 15°. HRA , RA BK ， 

WUD TES, 在 赤道 同 子午 线 方向 一 致 的 摆动 摆 的 平面 与 
子午 线 的 相对 位 置 没有 什么 变化 。 

”和 已 知 地方 的 综 度 为 p， wae Ee (ay pth ce 
Pg F545 I SEF 15°Sin 9。 

oes! ts la tga oe 自 圭 的确 羡 放 ”- 

据 。 

JES, 还 有 许多 证 明 地 球 自转 的 间接 旺 据 。 

大 家 都 知道 ,地球 两 极 局 在 ,而 两 极 局 平 , 只 有 在 离心 力 的 参 
与 下 示 能 产生 ; 可 是 ,离心 力 本 身 双 只 有 在 物体 旋转 时 才能 形成 。 

SOPRA RMT BS. TAIRA TT BES 
| ELAR RENE, I ETA Ty TH ERE: PSE AEE AT RAS 

Ft, 为 了 解释 天 体 (恒星 、 太 阳 ) 在 一 画 夜 中 的 视 运 动 现象 ， 
我 们 假定 地 球 自 转机 比 假定 天 体 粮 地 球 旋转 容易 理解 得 允 。 否 则 ， 

< 各 星体 环 烧 红 球 运动 的 速度 就 必须 超过 光速 (300;000 公 里 / 秒 )。 
所 有 这 些 玉 直 都 证 明了 地 球 自转 。 5 

二 ， 地球 自转 的 地 理 意义 

由 于 地 球 自转 就 产 符 了 影响 地 理 外 壳 中 记 进 行 了 的 各 个 作用 的 

“进程 的 许多 后 果 。 现 在 ， 我 们 来 研究 其 中 一 些 最 重要 的 问题 。 

1. 地 球 的 球形 引起 信 夜 的 存在 。 而 地 球 自转 则 决定 着 画 夜 

的 交替 :这 种 交替 的 进行 十 外 迅速 ,因而 对 地 理 外 壳 中 所 进行 的 各 
:种 过 程 非常 重要 。 由 于 书 夜 时 间 短 暂 ,地 球 向 阳 一 面 的 增 热 和 背 阳 

一 面 的 变 准 才 不 致 于 达到 由 于 过 度 炎热 和 过度 塞 冷 而 使 一 切 生物 

死亡 的 地 步 。 < 

如 果 地 球 只 有 公转 而 没有 具 赫 ,这 时 也 会 发 生 慢 夜 的 交替 。 可 

* 179 



HE, HES TAA UR Py BEDE RHO AE BE EEE A BEG 5 Ze — A I 
只 有 一 个 自作 和 一 个 黑夜 。 在 这 种 条 件 于 ,地 理 外 壳 中 所 发 生 的 各 
个 过 程 将 具有 另外 一 种 性 览 。 地 球 向 阳 一 守 的 过 度 十 热 和 背 阳 一 
牢 的 极度 变 沦 ,就 将 在 大 气 圈 中 、 水 圈 中 、 地壳 的 表面 部 分 以 及 和 

物 有 机 界 中 造成 许多 与 现在 状 襄 不同 的 驮 点 。 paar 
地 球 自 孝 在 整个 地 理 外 壳 的 各 种 过 程 中 ， 克 其 是 在 植物 和 动 ，、 

物 的 生活 中 ,造成 一 种 特殊 的 葛 律 。 地 球 自转 决定 着 一 画 夜 内 各 气 
和 象 要 素 的 一 定 变化 。 画 夜 交替 的 速度 对 大 部 分 植物 都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 我 们 只 要 想 一 想 ,植物 只 有 在 白天 有 光 的 时 候 才 能 借助 光合 
作用 在 烁 色 的 叶子 内 制造 有 机 有 物质 ,就 足以 了 解 这 一 点 了 
.2。 地球 自转 的 另 一 后 果 , 是 在 地 玫 任 何 一 地 点 任何 运动 着 的 : 

物体 都 要 与 其 最 初 运动 的 方向 发 生 仿 向。 沿 水 平 竹 向 运动 的 物体 ，、 

在 北 件 球 仿 右 ,在 南 秆 球 仿 左 这 个 偏向 系 指 面 对 物 体 运 动 方向 的 
观测 者 而 言 。 

BONN SHAME ROM, BOERS 
物体 都 具有 惯性 , 亦 即 力图 保持 其 原来 的 运动 速度 和 方向 。 

-地球 旋转 时 ;地面 所 有 各 点 的 角速度 完 公 相等 ;但 线 速 度 剧 随 
和 绰 度 而 变化 如果 北半球 的 物体 自 北向 南 运 动 , 那 末 它 便 由 各 点 运 

_ 动 线 速 度 较 小 的 综 度 移 至 各 点 线 速度 较 大 的 乱 庆 。 由 于 物体 因 惯 
住 而 为 图 保持 其 原来 自转 的 臣 速 度 ,所 以 此 时 物体 偏 右 ( 仿 西 )* 如 
果 物 体 在 北 牢 球 从 南 向 北 运动 ,那么 , 它 便 是 从 自转 线 速 度 较 大 的 : 
EE ARE ESO, BEAR RB 仿 ( 仿 
东 )。 fac 

运动 的 物体 不 仅 力图 保持 其 运动 速度 ， 而 且 也 力图 保持 其 运 
动 的 方向 ,所 以 , 当 物 体 沿 烷 线 运动 时 ; 它 在 北 秆 球 也 同样 偏向 右 。 

- 当 物 体 在 北 定 球 从 东 向 西 运动 时 ,已 向 北 仿 , 而 从 西向 东 运 动 时 风 
向 南 仿 , 也 就 是 谣 在 这 两 种 情况 下 物体 都 偏向 右 。 

GER, 运动 着 的 物体 偏向 左 。 
¢180¢ 



RPE SETA ea Se MOTT Geb RB a Re BD. 
3. FASE, ER LARTER 

AACA, MAC BEA R ，， 
过 地 球 中 心 的 想象 地 轴 , ERAS HB BOE ERR AEM 

ORE RR AEE, 
地 表 上 任何 一 点 的 位 置 ,由 三 个 座 标 即 可 完 至 确定 : REE RE 

度 和 攀 对 高 度 ( 即 海拔 高 度 )。 

| J OGRE, ESS MESA AONE SR RER SEB 
HOSE 45 , he EIA AEE , ALAN A PA RH, 0° (赤道 ) 到 90。 

《地 极 )。 因 此 便 有 南北 入 之 你 。 | 
地 理 轻 度 是 本 初子 午 线 平面 与 该 点 子午 线 平面 之 问 的 夹 角 。 

通常 都 条 用 通过 格林 威 治 天 文 台 (在 偷 敦 东部) 的 那 条 子午 线 为 本 
初子 午 线 。 本 初子 午 线 以 东 为 东经 ,以 西 为 西 经 (从 0" 到 180°). 

J 

EE 地球 的 公转 

除了 自转 太 外 地 球 还 以 每 秒 移 30 公里 (更 准确 些 是 每 秒 29 .5 

公里 ) 的 违 度 围 和 柚 太阳 运动 。 地 球 太 太 阳 运 动 的 道路 呈 构 圆 形 , 称 

图 19 地球 园 绕 太阳 旋转 。 
(地 球 借 人 季度 略 有 将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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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轨道 (图 19). HSE AEF 934,000,000 iE, MERA AEH, 
即 在 365 天 5 时 48 分 46 P PUGS, RMN 
度 化 为 整数 计算 则 为 365 KE 6 小 时 ( 侍 略 年 )， 即 在 一 秆 的 时 间 
Se LMT 114148. 

还 在 公元 前 46 年 代 , FEM ° 凯撒 采用 了 所 虱 儒 略 历 ， 按照 这 

E cach wep 365 天 。 每 四 年 在 2 月 里 要 加 上 一 天 ,因此 

多 消除 了 4 年 中 所 发 生 的 差 数 。 这 一 年 是 366 天 半年) 
caus 11 1B. EP RBH ARS, BE, ME 

128 SEER MSS —K, PRES 384 年 旭 为 3 天 。 国 此 , RES 

世 各 以 后 ,就 开始 发 现 了 春季 的 其 正 开 端 与 太阳 历 不 一 致 的 情形 。 
为 了 消除 到 16 HAG EMTS HEL HEROS 10 天 的 误差 ， 根 据 罗 忆 
数 皇 格 里 高 里 用 世 的 命 全 ， 便 用 新 历 即 格 里 历代 替 了 太阳 历 。 

下 面 是 癸 略 历 改 变 的 情况 : - 
1, 在 1582 年 , #4010 月 5 日 直接 算 作 10 月 15 A, 以 此 更 

正 了 在 这 放 前 所 积 轴 的 10 KM. 
2. EK, TRB, PREV 400 年 去 掉 3 天 不 算 。 
苏联 在 1918 年 2 月 工 日 即 采用 了 新 历 把 2 月 寺 日 直接 自作 

om cE = ee 
hE bk BS SY OEE BR LER Be GE 
些 星体 的 所 谓 “ 观 差 " 运 动 (插图 20)。 HEAR LAE A RIL 
道 的 雨 个 不 同 地 点 3, 和 3. 来 观察 。 星 时 ,就 看 到 这 个 星球 与 更 远 
的 开 星 处 于 两 个 不 同 的 方向 。 恒 星 的 宫 差 数值 不 犬 。 这 种 现象 直 
到 1838 HA RH» | 

沿 着 构 圆 运动 ,所 以 ,日 地 距离 
-~ 在 一 年 中 有 周期 性 的 变化 。 在 

1 月 ， 地 球 在 加 道上 距离 太 阶 
B20 ASCE ELA — A, ROBT A A, 

e182 

| 因为 地 球 不 是 沿 着 圆 而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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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BSAATE) 147,000,000 公里 ,而 在 7 A, MSTA Not, we 
就 增加 到 152,000,000 AE, 3k AHMAR RISE 150,000, 
000 AE ESSE AT DIRS, 即 四 季 的 交替 井 不 是 由 于 太阳 
距 地 球 时 近 时 远 所 造成 ， 而 是 由 于 另外 的 一 个 原因 。 
”地 球 在 围 线 太 阳 运 动 时 实际 上 永远 保持 着 自转 珊 与 轨道 面 的 

” 相对 位 置 。 想 象 地 轴 永 远 倾 伴 于 地 球 轨 道 面 , 形 成 网 66*30' 的 角 
本 言 之 ,地 轴 在 玖 道上 运行 时 , 始 移 是 相互 平行 的 。， 

四 BEERS 公转 的 地 理 意义 

地球 入 太 阳 施 屿 和 地 与 黄道 相交 所 形成 的 66"30' 夹 角 ; 引 — 

“ 超 了 四 季 的 更 替 。 为 了 了 解 这 个 问题 ,我们 可 贿 看 卡 烈 斯 尼克 所 著 
“普通 地 理学 原理 ?图 19,20;21 ,22。 

上 于 地 轴 向 就 间 面 显著 倾 硅 和 地 球 向 日 运动 ， 一 全 中 各 和 综 度 
(赤道 除外 ) 上 画 夜 长短 就 有 着 显著 的 变化 。 画 长 和 夜 长 之 差 尾 6 月 
22 有 日 (夏至 日 ) 左 右 和 12 月 22 日 (冬至 日 ) 状 吉 最 大 。 夏 至 日 ( 6 月 
22 8 ) 北 御 球 白 画 最 长 ,黑夜 最 每 ,冬至 日 (12 月 22 日 ) 恰 好 相反 ， 

白 考 最短, 黑夜 最 长 。 
在 南 牢 球 旭 看 到 相反 的 情况 : 12 月 22 HAASE, 厕 6 

月 22 日 左右 白 画 最 得 。 春 天 ,在 春分 时 ( 3 月 21 日 左右 ) 和 秋天 ， 
在 秋分 时 ( 9 月 83 HA), RRA, 因此 这 一 天 各 

| 街 度 画 长 和 夜 长 相等 。 
6 月 22 日 , 北极 面向 太阳 (图 21)。 正午 太阳 光 粮 直射 北 回归 

92 (23°30'). ASE FAM 
光线 的 晨 民 线 把 地 球 划分 成 为 
Ae EER DI BEER) HD id Ha ERR 
最 天 的 雨 部 分 。 北 御 球 的 任何 
一 个 篇 线 大 部 分 都 位 于 光亮 部 

) @, MR (66°30°) WIPE ”图 21 地 球 在 6 月 22 日 的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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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光亮 部 分 。 因 此 ,从 赤道 向 北 ,各 处 画 长 于 夜 ,而 由 北极 圈 到 极地 
的 地 区 内 太阳 则 永远 不 降 至 地 平 线 下 。 在 南 秆 球 情况 旭 相 反 。 

, 这 时 , 北 定 球 太阳 辐射 时 间 很 其: 亏 长 而 夜 得。 大 地 来 不 及 沦 
© 却 : 此 外 ,太阳 光 的 叉 射 角 也 增 大 , 亦 即 辐射 强度 加 强 。 翅 射 的 加 强 

”上 太 及 日 照 时 间 的 增长 , 便 造 成 了 热量 的 正平 衡 ( 正 差 一 一 译 者 )。 夏 
至 (6 月 22 日 ) 是 北 牢 球 天 文 上 夏季 的 开始 ;而 此 时 在 南 牢 球 正 是 

冬季 的 开始 。 

12 月 22 日 在 北半球 所 见 到 的 旭 完 全 是 另外 的 一 种 情形 (图 

22)。 这 时 北极 转 到 背 太阳 的 一 面 。 太 阳光 线 只 直射 到 南 回归 线 ( 南 

ae se #223°30' )o REEL ERR 
ST TTT MEARAD FH MAE ， 

AME. ER BARS 
MEA MWESRAAM. AE 
球 日 光 入 射 角 处 处 减少 。 辐 身 
强度 的 伸 弱 和 日 照 时 间 的 减 

图 22 地 球 在 12 月 22 日 的 位 置 。 少 ， 造 成 了 热量 的 鱼 平 衡 《 和 鱼 

差 一 一 既 者 )。 在 北 牢 球 , 12 月 22 NARS 

球 则 是 天 文 上 夏季 的 开始 。 

在 春分 日 ( 3 月 21 日 ) 和 秋分 日 ( 9 A230), BES 
极 ,平分 地 球 的 每 一 桩 线 。 这 一 天 在 整个 地 球 上 画 夜 相等 。 

KERMIT OBS, RAFAL RS 

带 太 阳 才 可 能 位 于 正 天 顶 ; 在 回归 线 上 每 年 有 一 次 ， 而 在 回归 线 间 

的 其 他 地 方 每 年 有 责 欢 。 

地 球 的 向 径 ( 即 连接 地 球 和 太阳 中 心 的 直 和 线 ) 在 公 塌 时 于 相等 

”的 时 间 内 所 扫 过 的 面积 必 相等 。 因为 地 球 吉 省 为 一 椭圆 形 ， KPA fit 

PULP RZ, RDI SHER EE Ak ESIC EMS SE as BI BE 

BK PALER, 地 球 距 太阳 最 近 的 是 Az, UES HERTS a 

ISTE. Alb APRA EH BEES IPERS 
21846 : ‘ 



\ SEA 7 KA 14 bY). IES EERE EES AE 

BRI LOR TRA EMR AUC, AN 
PARSER RE ar ees, {ALE ae Ee EB 
是 不 大 的 。 一 年 中 热量 的 收入 比较 平均 ,因此 ;实际 上 没有 按 温 度 
特征 来 划分 一 年 四 季 , 而 通常 是 欣 湿 度 特 征 来 进行 划分 的 。 

”位 于 极地 和 极 图 之 问 的 地 玫 有 永 画 和 永 夜 的 时 期 : BEAT A 
一 个 画 夜 (在 极 图) 延 炉 到 个 年 (在 两 极 ) 之 久 。 在 两 极 , 由 于 长 期 和 
完全 没有 太阳 酸 射 ,冬季 的 严 塞 造 成 了 极 低 的 温度 。 在 这 些 地 区 在 
1 件 中 暖 季 可 看 到 整 尾 夜 的 辐射 , 但 日 光 与 地 表 所 成 的 角度 很 小 ， 
而 且 日 光 通过 很 厚 的 天气 层 ， 受到 了 很 大 的 吸收 和 散射 。 因 此 ,在 
暖 季 的 极地 地 区 地 表 增 温 较 小 。 

在 极 图 和 回归 著 之 间 , 每 日 均 可 见 到 日 出 和 日 没 。 亏 长 和 夜 长 
永远 都 少 于 一 个 画 夜 。 这 里 一 年 中 春 、 夏 、 秋 ,条 四 季 分 明 。 由 于 夏 
季 太 阳 高 度 最 大 而 冬季 最 小 ,所 以 ,一 年 中 温度 变化 极为 显著 。 - 

由 辐射 的 年 变化 而 产生 的 温度 年 变化 ， 在 地 壳 生 活 中 就 引起 
了 季节 更 圭 的 现象 ， 这 种 现 杀 在 下 球 的 家 图 和 回归 芒 之 间 均 现 
得 最 为 明显 。 

av 

io ee BAR 在 地 表 和 地 球 内 部 的 变化 

重力 及 其 在 地 才 的 变化 

ned By ice WNL Ja 5 "ENP ES 
成 正比 ;而 与 它们 之 间距 离 的 平方 成 反比 。 
根据 这 个 定律 ， 位 于 地 才 的 一 个 物体 的 质量 即 受到 地 球 整个 、 

质量 的 吸引 ,其 吸引 力 为 F。 同 时 作用 于 芯 物 体 的 条 有 见 心 力 P， 
坊 力 是 由 于 地 球 烧 地 轴 旋 转 而 产生 的 ， 其 作用 方向 与 自转 牢 径 方 
向 一 致 。 此 两 力 之 合力; 对 做 重力 (图 23)。 

当 和 质量 为 M 的 物体 在 地 表 沿 轰 线 石 向 发 生 移动 时 ， 无 论 是 离 - 
* 185 ¢ 



| Don SBIR TRRBERACREE, Bike, — Inala 
之 改变 。 

现在 ,我 们 来 研究 这 些 力 变化 的 原因 。 大 家 都 知道 ,很 据 力学 
原理 ,离心 力 决 定 于 物体 的 改 量 (M) REM ERR 

pth PRI. 
BLE Bh Mt FR 

[i] SBD , WERE RW, A 
Bb PLA 。 但 当 物 体 向 

“ 北 移动 时 ， 则 牢 径 及 及 离心 力 了 此 
还 渐 减 小 。 如 果 质 量 为 M 的 物体 沿 
竺 转向 东 或 向 西 移动 ， 旭 守 径 已 不 

图 23 重力 g 是 引力 F pas 、 ats Any ay ZETA 7 PAE FP 

22 一 一 地 球 的 自转 二; 度 及 及 地 球 旋转 角速度 只 的 数值 阁 

ise es EL 40, ii HARE, BL, Bb 
PE aA OB DASE Ia KR , (Ao EEE, BD 

18 ZEDRSE » Boy 7 SE ESR Re TH Is Be 1/289. 4E 

‘AB FS ty Fa INS EGE 

现在 ,我 们 来 研究 地 球 整个 质量 对 质量 为 M 的 物体 的 吸引 力 。 
BEAM, 及 Ma 的 两 个 物体 之 问 的 距离 为 T, 那么 ,根据 万 有 
引力 定律 ,这 两 个 物体 之 间 的 引力 卫 可 用 下 列 公 式 玫 示 : 

MaM， F=K.= 

在 这 个 公式 中 , KR, HZ HK ae MAT OS 

准确 的 实验 得 出 ,为 6.670x10-sCGS。 

现 已 确定 ， BRE Eo oa 

层 租 成 的 球体 对 于 质量 为 M 的 物体 的 引力 卫 , 可 由 下 述 公式 求 出 ， 

B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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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Yr’ p.! 

Be HMA EROAE MT 为 : Je SHEER 的 距离 ; 同 
时 引力 巴 的 作用 方向 朝向 球 心 。 

大 家 知道 ;地球 的 形状 近似 球形 ， eet; eae 
BALD URAL. PARE, dO TRS MOREL 
CBEAMLNIA 176) » HUEESRR ES] a3 OR ARE PHAR 
得 到 更 为 精确 的 数值 , 则 须 给 以 订正 。 

we 

在 实际 上 ， 由 于 下 迹 雨 个 原因 地 关上 各 处 所 受 地 球 的 引力 并 
不 是 相同 的 。 第 一 ,大 家 都 知道 ,地 球 并 不 是 一 个 球体 ,而 是 一 个 十 
极 局 平 的 物体 , 因此 ,由 两 极 到 蛮 道 引力 必然 会 逐渐 减 小 ( 因 了 夫 
天 ); 第 二 ,在 地 表 上 那些 附近 有 上 比较 致密 重 岩 地 区 ,引力 较 大 。 

此 ,一 定 质量 的 物体 所 受 的 离心 力 由 两 极 向 亦 潜水 渐 垣 大 。 
而 同一 改 量 的 物体 所 受 的 引力 一 般 旭 由 两 极 向 亦 道 逐渐 减少 。 这 
就 引起 了 重力 的 变化 。 一 物体 重力 的 最 大 值 在 两 极 ， 景 小 值 在 赤 
道 。 沿 子午 线 方 向 由 两 极 到 赤道 重力 逐渐 减 小 ,而 沿 粹 线 方 向 蔽 物 
体 的 重力 为 一 常数 。 侍 量 为 1 什 克 的 物体 由 两 极 到 赤道 移动 ,其 重 
HIRES 5.3 HE. 

目前 ,在 计算 重力 加 速度 时 ,这 用 着 各 种 仪器 。 具 有 固定 长 度 
的 摆 是 最 基本 的 仅 器 ,利用 这 种 摆 , 主 要 是 为 了 根据 对 择 动 于 期 的 
测定 来 确定 两 点 之 问 的 重力 加 速度 g 的 变化 。 摆 的 摆动 定律 可 由 
下 面 这 一 著名 的 公式 来 表示 。 

T= 2 /T 

在 这 个 公式 中 ,了 表示 摆 振 动 的 全 周 期 ; | eR EN RHE 

长 ;g 是 重力 加 速度 。 如 果 在 雨点 所 浏 定 的 摆动 周期 为 T, 及 Ts, 
AU A ATR 7 sR RE g: 及 Sp 的 比值 可 用 下 述 平 衡 三 程式 表示 : 

T,’:T,’=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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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 种 测定 称 为 相对 测定 。 
无 论 在 陆地 上 面 或 是 在 海洋 地区， 都 可 以 进行 重力 加 速度 的 

测定 。 
为 了 对 重力 进行 相对 测定 ,还 可 利用 一 称 重 力 计 , 蕊 仪器 的 使 

用 原理 ,就 是 在 地 玫 不 同 地 点 对 同一 重 物 进行 准确 的 释 量 。 已 的 辕 
构 很 简单 ; 即 是 使 重量 或 作用 于 重 物 的 重力 与 具有 环形 强 伐 的 弹 
力 (M. 0. RP RIN HH) RS MARAE RRS. ， 

二 ”重力 随 海拔 高 度 和 向 地 球 中 心 方向 的 变化 、 

重力 随 海拔 高 度 的 变化 而 变化 。 众 所 周知 ,在 地 表 上 一 力 加 速 
Eg. 可 用 地 球 对 单位 质量 物体 的 引力 才 示 。 

a-Ke i are —4/3KnR8 

FESPA, MRR HERR, RASA HURRAPIG , ie 表示 地 
RPL E MRA ERR TMZ LR 
Wt 5 HOR BZ NS AR EAA EMR. KR 

， 会 引起 引力 减 小 。 | : 
Jn RARAPY Les DUE HERR EET ORB (24) ,那么 ， 

在 计算 引力 加 速度 时 ， 就 必须 略 去 位 于 观测 点 所 在 图 层 以 上 的 区 
层 不 计 ， 因 为 这 一 图 层 对 读 点 的 引力 总 值 等 于 雳 。 因 此 ， 关 于 在 
深度 为 R 处 或 在 牢 径 为 Y 的 圈 层 上 的 引力 加 速度 可 用 下 列 平 衡 方 

tA: 
4 3 

r Yr’ 

Ue bh MSs PIES v WO HOR PA St oD 
; 的 地 球 内 部 的 球体 的 质量 。 

aos xmas) ，， 在 分 析 这 一 下 式 时 , 我们 看 到 : 半径 ( 薄 
BAe 小 于 地 球 牢 径 ( 及 )， 但 是 ,密度 (8) 则 较 地 球 

©1886 



7BIGRE RAK (gco)。 因 此 ， 在 一 定 深度 上 引力 加 速度 将 增 大 。 

刊 用 上 述 方法 可 测定 引力 加 速度 ,但 关于 重力 加 速度 , 则 必 肌 

”考虑 到 地 球 自转 的 离心 力 。 
离心 力 加 速度 随 着 单位 质量 物体 施 转 圆周 牢 径 的 减 小 而 减 
小 。 因 此 ,离心 力 加 速度 随 深度 二 大 
而 减 小 ， 相 反 地 却 又 随 海 拔高 度 的 
境 大 而 二 大。 除 极地 离心 力 加 速度 
”等于零 外 ， 这 一 点 对 地 玫 上 任何 地 
FMB E IG. 

因此 ， 假 如 在 到 达 一 定 深 度 以 
前 引力 加 速度 逐渐 坪 加 ， 而 离心 力 
加 速度 涿 渐 减 小 ,那么 ,这 两 个 加 速 
度 的 合力 一 一 重力 加 速度 到 达 该 深 
BE SLB IPAS SE Hn. 

CR 3 深度 “1000 公里 - 现在 已 经 知道 ， 最 大 重力 加 速 is SARI 

度 , 或 简称 最 大 重力 在 地 核 的 上 界 ， 度 随 深度 的 变化 。 

即 大 胸 深 达 2900 公里 的 地 方 。 在 这 一 深度 以 下 ， 重力 即 随 深度 而 

每 剧 下 降 (图 25)。 

= 重力 寞 党 及 其 原因 

在 上 述 论 断 中 ， 我 们 此 假设 地 球 是 一 由 物 览 埋 一 的 同心 圈 层 

狙 成 的 球体 .而 实际 上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则 是 另外 一 种 情况 。 这 就 是 

«Bt, FEA RAMA AE HA. 

SESS tes Se UES? IC RT ERA EE BE 

T FEB — FO SE AB 5 EMER AE — SRF FS 

TERM IEA Haze Ih F OL RADE AR EA AR ZR | J FEE STE 

的 方向 发 生变 化 。 同 样 ,由 于 地 玫 下 面 有 重 的 物质 存在 ,也 会 引起 

给 到 线 位 置 的 变化 但 在 许多 铺 况 下 ,所 观察 到 的 由 于 山体 影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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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FG FH Git SEE HSE ig FARE a SF BS, Re 
SIPC E HY SXRD HEE Rh 
可 由 地 壳 构 造 的 特征 来 解释 。 
在 通过 由 大 陆 驾 沿岸 地 玫 到 大 洋 的 章 面 上 ， 重 方 赤 间 的 变化 

是 十 分 有 意义 的 〈 图 26。) 

SRDS HE, TERR ， 

BA, TERRE HEIL AB eb 

WHA RA. MMR 

正 变 异 便 逐渐 减 小 ， 达 到 

图 26 SaLAR RO ieimante LEE AER, i, Mast anes Ata, 
并 在 距 海岸 200 公里 的 大 洋 中 变 得 最 小 。 此 后 ， 异 常 双 随 进入 大 
洋 距 离 之 二 加 而 重新 增 大 ， 井 接近 于 雳 值 。 在 通过 大 陆 至 大 洋 的 
襄 面 上 ;重力 变异 过 程 证 明 着 海陆 地 区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构 造 的 特征 。 
大 洋 中 含有 大 量 轻 的 物质 , 即 密度 略 大 于 1 的 赂 水 .这 种 情况 似乎 

-应 芒 造 戌 很 大 的 重力 负 异 常 。 但 是 ,实际 上 ;在 大洋 中 重力 异常 。 值 
却 接近 于 雾 。 这 显然 证 明了 地 球 内 部 ,在 大 洋 下 面 ; 有 重 崇 存在 ,这 、 
些 重 岩 抵消 了 水 圈 览 量 的 差额 。 

因此 , Dat, 重力 异常 决定 于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不 同 密 谨 的 物 时 
分 布 的 状况 。 

四 ”在 研究 地 球 上 如 各 层 时 重力 异常 的 应 用 

在 测定 地 球形 状 及 探测 有 用 矿 蔬 时 ， 都 利用 重力 及 重力 下 党 
测定 。 这 些 春 料 同样 也 可 以 用 来 研究 地 球 外 转 各 层 的 可 造 。 例 如 ， ， 
重力 及 重力 异常 的 测定 东明 着 地 壳 均 衔 就 ,根据 这 一 假 就 ,由 鼓 轻 
的 物质 (砂锅 ) 所 构成 的 陆 块 是 漂浮 在 比较 重 而 坚硬 的 物质 ( 荔 镁 ) 
之 上 的 。 这 些 较 重 的 物 里 在 大 洋 底部 距离 地 玫 硫 近 , 而 在 大 陆 下 面 
Si] BE BS Hh Fe 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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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利用 重力 测定 材料 对 地 质 构 洁 的 研究 

_ 对 地 表 重 力 的 研究 ,可 以 提供 某 些 有 关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梯 造 的 
概念 。 研 究 了 重力 值 在 考察 ,地 区 的 分 布 ,就 可 以 得 出 关于 引起 观 
测 所 得 重力 变化 的 物 实 的 分 布 密度 形状 和 大 小 的 精 论 。 对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的 这 种 研究 方法 称 为 重力 测定 法 。 利 用 重力 测定 方法 可 以 
划分 地 质 构 造 各 不 相同 的 地 区 认同 时 也 可 以 确定 出 最 新 沉积 物 复 
盖 地 区 的 主要 构造 方向 。 

人 ， 分 析 重 力 变异 ， 还 可 以 币 断 陆 台 区 域 地 壳 构 造 的 稍 小 部 分 。、 
AL Me 阿尔 汉 格 斯 大 在 研究 俄 风 斯 陆 吝 陆 基 构造 时 全 对 照 地 痪 学 
“材料 成 功 地 运用 了 重力 异常 。 区 

重力 测定 法 是 运用 最 广 的 勘探 油田 及 天 然 气体 矿床 的 地 球 物 
理学 方法 之 一 。 BEANECHSB LE BAUD LEG ET 
RvR Wh BSE 

HERE RIC ENGR) BIE A ER 
HSCS OCU A Mi Ne RIC OH 
SEEM =e BOSE APIS HL LE WE Da Se HD ATLL HAL FY DGB HZ 
AMMARU MA) SMA KCLSRAVEAEHKE, ME 
个 之 问 的 目地 中 则 正 异常 较 小 ,甚至 是 负 弄 常 。 | 

JPEG Hh ch EATS FE ACH RS. ERE 
河 河口 地 区 自 北向 南 伸 层 的 正 异常 地 带 所 切 制 碟 十 企 。 在 坊 地 带 
以 西 和 以 东 , 所 观察 到 的 都 是 负 异 常 。 正 异常 产生 的 原因 ;一 般 人 
都 认为 是 在 松软 的 第 四 纪 沉 积 物 之 下 有 古老 兰 体 向 北 Sih JE 0 
fi ARIE BET BU EELS Jen NEG UES TEA 
UST BD SK — fie ILA SBE NT AE AY WHER DU 
影响 , 因为 油田 都 是 与 一 定 的 岩层 有 关 的 。 
”大 家 也 都 知道 ,油田 通常 位 于 晶 宕 和 背 儿 隆起 处 。 辟 如 ,在 里 
海 低地 即 可 观察 到 这 一 点 。 盐 宕 是 一 种 特殊 的 大 构造 关 型 ,这 种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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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的 密度 几乎 在 很 深 的 地 方 都 是 一 样 的 ， 同 时 与 周围 岩石 的 密度 

有 显著 的 区 别 。 因 此 ,在 地 形 上 没有 表现 出 求 的 克 过 可 由 重力 探测 

发 现 。 同 样 ,在 胡 探 其 他 有 用 矿藏 如 铁 矿 等 时 ,也 运用 着 重力 探测 
法 。 ; : 1 

第 四 节 ， 地 球 的 窗 度 

关上 明 关 于 地 球 物质 密度 的 分 布 闫 题 ， 可 以 更 清楚 地 了 解 地 球 
构造 和 发 展 的 特点 。 但 是 ,目前 科学 仅仅 具有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物质 窗 
度 的 具体 材料 。 对 不 同 深度 的 物 质 的 密度 则 是 根据 间接 材料 用 理 
葵 方 法 来 确定 的 。 

地 壳 ， 亦 即 地 球 最 才 面 的 固体 部 分 的 下 部 各 度 ， 是 生火 成 

CERCA HERS. ZERCBS) URAC BSR. AS. ARS 

及 其 他 岩石 ) DRA OH ic REL. BATA, ABBR 
ABE ERR TEES YE HESS , TER RAIS A 
LAS BANE ID. ABER, A ZEB Fe PS EE ARE, MUSES 
ROS ne eR. A, TEPER He EH 
PREM T AeA 

地 壳 中 各 种 岩石 的 密度 

e. #2 me | ee 
si ele «aie el/e «|e B 
岩 | 2.6-2.7 | i mie | 2.4-2.7 | 机 | | 1.9 

us | 2.62.8 | AMA | 2.7 | 自 到 | 1.8 一 2.6. 

ai ea 2.4 | Z 
* 

PMO ER HS voy REHEAT ET 
粘 果 , 如 下 表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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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过 中 各 种 尝 石 的 平均 密度 

在 i B/E) 

- 

Hb Ae BBA _L EA EB IS SEF 27 —2..8 克 / 厘米 : 。 地 壳 - 

FORA ET ae HOMER 8.0 3H / WE o, | 

紫外 现在 还 算 出 了 整个 地 壳 有 物质 的 平均 密 度 - 这 种 计算 是 用 

各 种 方法 来 进行 的 。 对 两 物体 因 引 力 的 研究 ,是 确定 地 球 平均 密度 
的 准确 方法 之 一 。 

大 家 都 知道 ， 引 力 与 相互 吸引 着 的 雨 物体 的 性 量 上 及 MA 的 滋 

积 成 正比 ， 而 与 两 个 物体 中 心 的 距离 及 的 盏 方 成 肥 比 。 因 此 ,地 球 

对 和 质量 为 世 物 体 的 引力 BSAA AAAs: 

F— mM 

Aik R 
K RAF GS RCD is Be), eee ; 

地 球 的 质量 , R 为 地 球 的 平均 御 径 。 

如 果 以 物体 的 质量 M 除 茂 力 之 值 ， 就 可 得 到 引力 加 速度 的 公 

Ro ~ 

on, kM ak vase tld: aR? Ben Wu K+ 8cp « 4cR 

及 - oe 3 

FA SEEG RH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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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67x 10-* CGS = Soa a patie 

一 般 采 用 的 地 球 人 年 径 等 和 于 : 

已 =6.378,388x10s 厘 米 

-- 楼 而 求 出 重力 加 速度 ,算出 地 球 自转 的 离心 力 加 溃 度 的 影响 ，” 
就 可 得 出 引力 加 速度 (g:)。 重 力 加 速度 可 用 仪器 求 出 。 蛮 道 附近 的 
重力 加 速度 等 于 978.049 厘米 / 秘 ” 而 后 便 可 计算 出 地 球 平均 密 
度 。 这 时 得 出 的 地 球 平均 密度 等 于 5.5168 Fe | 厘米 *。 

这 样 ， 关 于 地 球 地 壳 上 部 各 层 密度 值 和 整个 地 球 的 平均 密度 
都 是 已 知 ,因而 就 可 通过 一 定 方法 来 确定 地 球 内 部 各 层 的 密度 路 
ESR Sm LLEGBe, BNFS HS — eae, 地 球 中 心 各 部 分 的 密度 应 

大 于 地 球 的 平均 密度 。 
如 果 候 起 地 球 内 部 的 密度 仅 随 外 部 压力 而 变化 ,也 就 是 广 , 仅 

随 我 们 计算 其 密度 的 各 力 位 置 的 深度 而 变化 ， 那 么 密度 在 地 球 于 

层 为 2 .9 克 / 厘 米 : ,在 地 球 中 心 即 将 增 至 全 ,2 Fe] 厘米 ? 。 OE 

度 是 逐渐 二 大 的 ,而 这 显然 与 实际 情况 不 相符 合 

地 震 学 资料 告诉 我 们 ， 在 地 球 内 郑 地 震波 速度 的 变化 中 环 少 

可 分 出 两 个 断裂 面 : 在 地 壳 的 下 限 〈 狗 30 一 80 公里) AHR 

2900 公 里 的 深 处 * 诈 明 得 知 , 地 球 内 部 地 震波 速度 的 变化 与 物 凌 密 

度 变化 有 关 。 因 此 ,在 解决 密度 沿 地 球 宇 径 分 布 驮 况 的 问题 时 ,就 
需要 把 地 球 看 作 是 一 个 由 下 列 三 部 分 粗 成 的 球体 : 即 地 壹 (一 般 到 
50 公里 的 深度 ) ， 地 球 外 壳 ( 到 2900 公里 的 深度 ) 和 地 核 (从 2900 
公里 深度 到 地 球 中 心 )。 在 最 近 几 年 内 ,通过 地 震 测 定 又 发 现 了 地 
核 内 部 的 中 心 核 ( 犬 移 从 .5000 一 5120 公里 的 深度 到 地 球 中 心 )。 

利用 地 壳 密 度 的 直接 观测 套 料 和 地 震 学 状 料 ， 使 我 们 对 地 球 
内 部 物质 密度 的 分 布 状况 已 获得 了 一 定 的 了 解 。 地 壳 大 陆 部 分 上 
层 的 密度 测定 为 2.7 克 / 厘米 * 。 地 壳 大 洋 部 分 上 层 的 密度 测定 为 
3.0 一 3.1 克 /厘米 ?。 根 据 地 震 学 资料 ; 在 30 一 40 公里 的 深度 有 着 

忒 分 上 近似 郁 机 岩 和 次 岩 的 胸 实 相当 哩 一 的 围 层 。 这 一 层 密度 的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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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值 估计 为 3.2--3.3 | EDK. MT 
”向 地 球 中 心 方向 ， 物 质 密 度 开 始 极为 迅 
HIE, 而 后 逐渐 缓慢 ,直到 2900 B 

| 里 深 处 。 在 这 一 深度 ， 可 观察 到 密度 从 
5.68- 克 /厘米 "到 9.43 克 / 厘米 " 的 急剧 

变化。 从 2900 公里 到 5120 公里 的 深 处 ， 
物质 密度 水 渐 从 9.43 Fe / BOK? MEY Re FAR 

11.54 se], METERED 8T 
BRAS EM, SE) 16.8 克 /) OK, REMI 
SRETE-SIORR MKT STE 27 PSE T Pe ERO 

SFE EUR BA Ai MR ee, He UR AE 
材料 和 理论 上 的 推测 来 求 得 解决 。 所 以 ;我 们 关于 地 球 内 部 密度 
布 的 知 戴 ,并 不 是 十 分 正确 的 。 SERRE | 

Sh WARNED 

压力 在 研究 地 球 内 部 物质 状况 时 具有 十 分 重大 的 意义 。 压 力 
随 深度 二 大 。 如 暴 我 们 假设 任何 旁 压力 些 不 存在 ,上 层 对 其 下 邵 的 
压力 等 于 它 本 身 的 全 部 重量 ,那么 ,就 可 以 计算 出 任何 一 个 深度 上 
的 压力 为 此 ,必须 知道 密度 及 重力 沿 地 球 富 径 的 分 布 。 作 用 于 单 
位 面积 土 的 压力 ,可 用 下 壕 公 式 者 示 : 

P=h-dn-2h pm 

”在 这 个 公式 中 ， h 为 所 研究 面 的 深度 。 
Bn yb 高 度 的 柱 体 内 物质 的 平均 密度 。 
Ba a hh 高 度 的 柱 体内 物质 的 平均 重力 加 速度 。 

。 计算 压力 时 ， 必 须 着 虑 到 重力 加 速度 沿 全 径 的 变化 及 物质 密 
度 治 件 径 的 变化 。 压 力 的 计算 因 对 地 球 内 部 物质 密度 分 布 的 各 种 
不 同 假 届 而 有 所 变化 ,但 在 各 个 不 同 深度 压力 值 大 致 是 不 变 的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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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EAR OCs . A, £6 

地 球 的 上 部 各 层 , 即 在 地 壳 内 部 ,压力 有 很 大 的 变化 一 般 谣 来 ;在 ” 
同一 深度 上 ,大 陆 上 的 压力 较 海 底 的 压力 大 。 但 是 可 能 在 地 球 下 部 
各 层 ,这 种 区 别 即 行 消失 。 - 

RUE SROs TEE ATCO AR ABV BK 
VENEER. | | 

SEERA EBAS EE 73 

深 EAB) | 压力 (大 气压 ) | 深 BAB) | E AAS) 

soo - | 296 10 | 4e00 | 2260-100 

~ 4600 | 592 200 4800 | 2768. 600e= 

2400 |-1088 700 | 5600 | 2061 100 

s200 | 1677 80 | esm | 3059 700 

地 球 内 部 压力 的 分 布 ， 如 右 图 
所 示 。 

由 此 可 见 ， 在 地 球 内 部 压力 境 
大 到 十 分 巨大 的 数值 。 这 种 压力 不 
仅 可 引起 物 览 状态 的 改变 ， 而 且 会 

研究 地 球 内 部 构造 时 必须 注意 这 一 深度 ”于 公里 “ 
和 情 襄 。 3 图 28 MERA ADA 

is sane - 
HoRR L Wi EPH LWKARARAP Whe 

AKAM BF — EH AAR, Ti SA ee REY Haze 
时 ,地 表 就 逐渐 冷却 。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观察 到 温度 的 日 变 及 年 变温 
度 日 变 几 乎 在 1 公 尺 深 处 即 已 觉察 不 出 了 ,但 是 ,年 变 在 具有 酷暑 
严 条 的 地 区 却 可 渗入 深 达 30 ARES 40 公 尺 的 地 方 。 在 具有 
‘ ©196¢ "as 



强度 季节 变化 的 圈 层 的 下 部 ,是 恒温 层 或 中 温 层 。 蔽 层 所 在 深度 因 
气候 条 件 而 有 所 不 同 , 但 其 温度 大 狗 等 于 训 地 年 平均 温度 。 

同时 ， 为 大 家 所 熟知 的 温泉 、 间 歇 泉 以 及 火山 喷发 存在 的 事 ， 
| 实 , 都 证 明 地 球 内 部 有 很 高 的 温度 。 象 那些 高 达 1100*C 一 1300"C 

的 熔岩 温度 就 可 认为 是 目前 已 知 的 地 内 最 高 温度 。 例 如 ,在 活 火 出. 
兢 火 口 地 区 ， 政 兰 均 热 到 这 样 的 程度 ( 维 苏 威 .斯 东 博 里 、 基 拉 章 强 
等 火山 )。 

2 在 地 球 恒温 层 以 下 深 处 ,通常 发 现 温度 表 渐 二 高 的 现象 在 和 
- 道 .矿井 、 氏 孔 中 所 进行 的 对 温度 的 直接 测定 ,使 我 们 得 到 了 关于 
BRAHAM (Loorepunseckas crymers) 的 克 料 ,也 就 是 温度 二 

。 PSFELG 1 度 沿 铬 垂 线 方 向 所 需 深入 地 球 内 部 的 距离 。 根 据 在 地 球 
下 各 个 不 同 地 区 所 进行 的 测定 ,地 热 增 温 航 平均 是 33 公 尺 ， 而 地 
PATH YB BS (Teorepuuueckuti TpaquenT) , PEN HERA BBVR EBL 100 

公 尺 时 温度 的 变化 ,是 3"C。 但 是 ,根据 在 深 达 移 5 公里 的 不 同 的 一 ， 
锐 间 中 所 进行 的 测定 ， 光 时 发 现 地 热 夫 温 般 与 其 平均 值 有 很 大 的 

- 仿 差 。 地 热 增 温 般 数值 的 这 种 变化 与 岩石 的 导热 率 ,距离 火 出 源 地 
之 远近 放 及 其 他 一 些 原因 有 关 。 地 热 增 温 级 变化 的 数值 可 由 几 公 
尺 达 到 1 工 百 公 尺 ,甚至 更 大 。 同 时 ,还 发 现 地热 坪 温 级 是 随 深度 而 
FRAG, VE, 温度 的 增加 逐渐 缓慢 。 可 能 在 离 地 玫 一 定 距离 内 温 
度 的 增加 根本 停止 ， 而 后 直到 地 球 中 心 均 处 于 等 温 (或 近似 等 温 ) 
条 件 下 。 
目前 ,型 球 物 理学 者 认为 , 地 球 内 部 有 高 温存 在 , 是 直 于 放射 
性 和 驳 装 明 变 时 放出 高 热 以 及 部 分 由 于 在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重力 影响 下 
重 压力 向 地 球 中 心 逐 潭 二 大 所 致 。 

虽然 为 量 邓 多， 但 在 岩石 中 分 布 甚 广 。 en 
行 着 自发 的 原子 分 解 ;并 放出 大 量 热能 。 - 
9 的 许多 材料 可 得 出 如 下 粘 论 ， 就 是 在 地 球 上 

是 单位 体积 中 放射 性 物质 的 含量 较 地 球 内 部 单位 体积 中 的 含量 要 、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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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岩 石 在 地 者 猎 常 可 以 见 到 。 但 们 和合 猎 一 度 被 燃 化 过 。 现 已 
证 明 ; 在 地 球 内 部 压力 达到 很 大 的 数值 。 同 时 也 知道 ; BA EI 
大 ,燃点 温度 亦 将 志高。 因此 ,上 者 所 迹 燃 点 温度 在 地 球 内 部 必 兰 
增高 。 如 去 武 崖 熔点 温度 在 深 达 100 公里 处 可 雯 至 1400°, LS 

sa HH 1600°C 等 。 rio 

地 者 上 许多 现象 ,如 火山 作用 及 造 晶 作用， a eR 

部 热量 的 分 布 是 不 平均 的 。 地 球 物理 学 者 认为 ,在 大 洋 底 部 及 大 陆 
以 下 一 定 范围 内 的 同一 深度 上 ， 可 观察 到 两 地 讨 力 及 温度 之 章 哆 
差 值 。 其 中 温差 达 100"C ,甚至 更 大 。 
也 许 ， 只 是 在 深 达 60 一 70 公里 、 即 深 达 崖 闭关 燃点 温度 处 的 

地 球 上 部 各 层 , 才 可 观察 到 温度 的 显著 增加 。 但 是 , 在 这 里 必须 指 
— 

HE DA 5 DOERR ADEE, SRM RT HERP AB TR PT Ee 
杜 料 作出 的 。 而 对 更 深 处 温度 的 逢 断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上 则 是 根据 假说 
来 进行 的 。 

“at, — EO PI HL FS A 其 至 完全 和 终 断 。 a 

©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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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到 1000 公里 处 温度 即 会 增高 到 30000"C 5 但 这 是 不 符合 实际 
情况 的 ， 因 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NR AWE ISMN UE: 

“站 时 地 球 就 不 再 会 是 一 个 行星 ， 而 是 一 
MAB 
hs ere ee 
MMR, HARP 
HAR IS, TEHR ERR DEAN GUA 
系数 值 将 较 上 层 的 导热 系数 值 二 大 数 ee 

NE ee, CURR, ARAM ， 洒 生 全 
度 是 均匀 的 。 由 此 可 得 出 烙 论 ,在 深度 大 ”图 29 SHERPA 

的 地 方 温度 增长 极为 缓慢 。 可 和 E 在 地 球 中 心 部 分 温度 不 变 或 搂 
/ 近 不 变 。 地 球 物理 学 者 们 认为 ， 地 球 中 心 部 分 温度 未 必 能 超过 
2000" 一 3000*C。 地 内 温度 的 分 布 如 图 29 所 示 。 

总 揪 上 十 可 知 ， 位 于 恒温 层 以 上 一 层 的 温度 随 天 气 及 气 WA 
| PTA, 729, BOUT WA BAVE IEEE, #93 1400° 0 ,而 后 
其 6 一 70 公 里 深 趟 温度 向 中 心境 其 速度 渐进 , 欧 达 2000" 一 3000。 
eX ; \. ar 

* 

RA “地球 内 部 的 构造 

关于 地 内 有 物 时 密度 的 分 布 ̀  地 球 内 部 压力 和 温度 的 套 料 ,使 我 
向 在 一 定 程度 土 能 够 推断 地 球 的 构造 。 但 是 ,这 些 材料 都 具有 假定 

性 质 。 因 边 它 们 是 根据 革 些 假设 而 不 是 根据 直接 观测 所 得 出 的 。 我 
个 能 够 进行 直接 观测 的 只 有 地 壳 上 部 锡 到 5 公里 深 的 不 大 一 部 
Feo Ht MH Pe VT Ze A DEE BESS FETA 10 公里 、 有 时 甚至 为 更 

” 深 处 的 地 球 构 造 的 概念 。 但 这 仅仅 是 地 球 最 上 部 的 各 层 。 
对 地 球 中 心 的 研究 是 利用 地 球 物理 学 的 方法 、 首 先是 地 震 测 - 

定 法 素 进 行 的 ， 依 靠 这 种 法 学 者 们 可 以 得 到 关于 地 球 内 部 本 造 
W— AB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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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 确定 地 球 内 部 本 造 的 地 大 测定 法 的 概念 

Sh ee BH) 定 法 是 对 地 球 深 处 不 能 He FEE BY 的 部 分 的 构造 进 

行 研究 的 基本 方法 。 所 计 地 震 测定 法 就 是 研究 由 于 地 震 所 引起 的 
弹性 振动 一 一 地 震波 在 地 球 内 部 传播 的 道路 及 速度 。 有 些 地 震 的 

BR, IBC ERT TARA LSE RR. 
BL LCR AMR TBS: Ke 

Be BEDE Hee VE HEU (P) AIRS, MR RR CS 
HEAD). KERB. ESHA EE 
Ai Xo SHUR, BAA AURA RAS, MRT 
后 。 横 波 (s) 只 能 穿 过 固体 介质 。 这 种 波 与 物体 具有 在 体积 不 变 下 
抵抗 形变 的 性 能 有 关 。 MURS Ts SS AA 
振动 方向 与 波动 传播 方向 相 垂直 。 表面 波 ( 工 ) 是 在 固体 、 液体 或 者 
气体 介质 的 边界 上 形成 的 。 其 强度 随 深度 增加 而 迅速 减 小 。 记 的 伟 
播 速 度 较 横 波 传播 速度 水 要 小 。 

所 有 这 些 波 此 由 震源 通过 不 同 途径 发 射出 来 .有 FADE, Ze SE 
POM A LOR RLS SM MA. HE 
ASL EUE, SHIM EH. BNR RARE 
RAPA AAS Ob BER PRM EMU, SRE 
波 。 

- 如 果 地 球 是 单一 的 , 井 由 各 处 均 保持 其 本 身 特性 的 物质 硼 成 ， 
那么 地 震波 传播 的 速度 到 处 都 会 相等 ; 且 其 传播 路 著 为 一 直线 。 但 
是 ,观测 告诉 我 们 , 波 到 达 远 处 地 震 训 的 时 间 要 比 假设 地 球 为 一 单 
一 物质 构成 体 时 波 到 达 时 间 为 早 , HAAR, RE, 
由 此 可 见 ,到 达 距 离 较 远 的 地 震 训 的 波 传播 速度 较 快 。 由 于 地 球 者 
面 是 弧 形 的 ,到 达 距 离 需 源 较 远 的 地 震 丰 的 波 ,必然 通过 地 球 内 部 
深 处 .这 就 使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如 下 千 论 , 即 地 震波 传播 速度 随 深度 而 
增加 ,因而 也 就 及 明 了 物质 物理 特性 的 变化 。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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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EL, SORE MSN TER HLS Rt CA 
BRKT), SRA SRS, mDER MSI — 
FF o , : 。 ~~ 

6 BALE, RAMP MARY AB Hh FEU OE. RAPE 
发 , WE EMER IER CRAG (A 30). WT FRM 
BK RMB, 20 与 可 之 间 的 圈 层 中 波 速 不 变 ， eT BCU 
以 下 ) 波 速 也 不 变 ， 但 其 值 关于 上 层 。 由 多 震源 向 地 表 放 射出 直射 半 uy 
(1,2), 0 5UZHM EM EMA (3,4) BARRO, 6)。 折 射 

ida iatatotal ABBE ARR, 2) AR, AERTS 

| matt fe RUA HE 
FRAG BZ 

WR, TBE | 

A RCCEM sy 地球 内 部 某 图 层 波束 飞跃 增加 时 闻 反 
些 点 。 各 射线 (5;6) 相 ， 管线 的 途径 图 。 

瓦 世间 的 差别 公 在 于 处 在 忌 层 面 以 下 的 射线 部分 ， 而 在 上 居 的 身 
PEA LP ESA» , 7 AE Bae 

aR eh ea TD Wy hc BR 
S588 BE HEFT SH FP ( U ) 所 处 的 深度 。 
PRAWN ZR EIE CK, ALES 

渐 随 深度 增加 ， WIZE BASE 81) CHEB). 弹性 振动 伟 
播 速度 随 深度 的 增长 使 继 波 及 横 波 (射线 ) 的 途径 发 生 曲 折 。 射 线 
途径 成 为 一 凸 面 朝向 地 心 的 曲线 形状 。 因 此 ，- 射 线 首 先 向 深 处 傅 

“ 播 ,而 后 重新 返 抵 玫 面 , 在 这 里 它 往 往 还 更 受 到 反射 , 并 重新 进入 

邱 球 内 部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射线 号 是 界面 的 切线 。 另 外 一 条 射线 遭 到 
-折射 ,而 在 点 3 处 出 加 于 地 表 。 一 些 射线 (4) 在 点 2 附近 出 露 于 地 

#e3 而 与 界面 近 于 垂直 的 射线 则 在 较 远 处 、 了 即 在 点 5 或 点 6 <i 

Fue. BERRA K Af RSE TLS FE HK 介 于 2 及 

“201。 



: - 点 之 间 ， 不 可 能 有 任何 一 条 来 自 震 
源 的 射线 到 达 地 才 。 这 里 即 形成 一 

hi Uy Wir ya 

4 a 

个 特殊 的 地 震 阴影 区 。 许 多 地 震 音 
的 套 料 使 我 们 能 够 确定 地 球 内 部 的 
波 速 如 何 随 深度 的 改变 而 变化 着 ， 

图 31 SSRIS PB, BE AY DI WAVES As GER 
DAROBEEEES ERB Ro 

PUB LEER A GEM I, ER 
同 深度 中 绛 波及 横 波 波 速 的 分 布 状 况 。 关 于 地 球 内 部 地 震波 速 的 、 
最 新 资料 如 下 去 所 示 。 

不 同 深度 震波 傅 播 速度 才 ( 根 据 也 ©. BEGG 的 资料) 
e | (BEB) | 

mam E(B B) . 2 Fee 
Bed a ee es Ht 7K oe | eR 疲 

er 3.2 
5 ano(D 3.7 

Sia > | CHEESE 
30—80@ (F) Gene 4.3 | 有 

900 11.3 6.3 
| Nese; sia) 

1800 | 12.5 6.8 2s : 
2900(_E) 13.6 7.3 a - 

T 航 界面 
2900( 下 ) 8.0 一 - et ve r 
5000 - : 10.8 一 一 | 

on | [aan 
5200 238.6 -一 一- 一 

6370 11.3 一 一 

© AAAI HAM BI ti FARE a 
© “LS? BCE REPRE ER 

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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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ER. SELENE LEA 

7 

~ 

在 32 图 中 清楚 地 告诉 我 们 关 
FHT VE ATT MER POD Th 

(SE NHB DD) BS 
面 学 者 的 著作 中 所 采用 的 。 

因此 ， 地 震 测定 次 父 料 告诉 我 们 ， 

“在 下 列 各 深度 可 观察 到 地 震波 速 的 病员 
剧变 化 : 30 一 80 公里 ，2700 公里 ys He PARES ) 流 

及 5000 公里 左右 。 此 外 在 1200 公 速 在 地 球 内 部 的 分 布 。 

六 人 

ie PERT Ae! RIDERS 

fem shIERY 30—80 公里 的 深 处 ， 发 现 弹性 波 传播 速度 飞跃 

猎 加 的 情况 。 波 速 的 这 种 飞跃 增加 的 ， 睛 视 ( 一 般 震 界面 ) 发 现 于 不 

同 地 点 的 不同 深度 : 它 被 称 为 “ 莫 霍 洛 维 奇 基 界 面 ", 这 是 以 发 现 这 
一 飞 的 地 震 学 家 的 名 字 来 命名 的 。 黄 夫 洛 维 吞 基 界 面 ,在 欧洲 证， 
SER, HBF 30 BEASVE NE, Til Ze es WS A a LL 

玉 面 , 则 下 降 到 40 一 80 公里 的 深 处 。 位 于 莫 霍 洛 维 奇 基 界 面 以 上 
的 地 球 上 层 ， 在 山地 下 面 比 在 平原 下 面 所 具 厚 诬 较 大 。 这 一 层 通常 
称 为 地 壳 
earn 根据 地 质 观 测 , 在 地 球 上 层 显然 

”是 太 酸 性 岩石 为 主 的 。 因 此 ,上 层 叫做 花岗岩 层 。 地 壳 下 层 ， 部 分 

ee er LLB AR 

| PEMA , WLP ATS OE A (ERB). 

在 欧 浏 ， = aN 15 公里 , URES BH 
18 公里 。 在 高 加 案 和 中 亚 , 花 周 岩 层 的 厚度 , 为 25 一 85， 玄武 岩层 
的 厚度 为 15 一 25 公里 。 

根据 地 震 学 春 料 ;在 太 盏 洋 的 引 部 ， 花岗岩 层 完 休 没有， 而 去 

) 武 兰 层 也 不 超过 15 公里 。 兴 山 人 至 系 基 性 岩 和 完全 没有 酸性 岩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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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也 同样 证 实 了 这 盖 点 。 有 人 推测 ,在 大 西洋 及 印度 洋 的 一 定 地 
区 内 (如 在 最 深 的 海盆 里 ) 也 没有 花岗岩 层 。 am 

AEH EAHA EE DLP OS ERAS”. ZEER 
Hp F930 BP, Hb RD LEE EAE SS BRE 
FEAR MAK PEDERI. HE, FER 
为 350 一 450 公里 的 地 雳 双 观 察 到 地 震波 速度 特别 迅速 的 变化 ;, 正 
是 在 这 一 深度 可 看 到 深 震 源 地 震 的 最 大 频 李 。 这 些 套 料 故 明 ,可 能 
在 400 公里 左右 的 深 处 物质 的 物理 特性 有 所 变化 。 

RIZE 900 一 1000 公里 的 深 处 ,速度 的 增加 又 组 慢 起 来 这 可 

ESE Fy AMA ERS RU SE ER SER 
MIMAWM 1000 公里 到 2900 公里 的 深度 处 ， 地 震波 的 速度 

又 十 分 平稳 的 增加 起 来 。 因 此 ， 在 这 一 段 深度 内 ， 地 球 内 部 的 物质 
， 糙 构 变化 很 小 ;很 可 能 还 是 处 在 非 晶 质 状态 中 的 。 但 是 ,一 些 学 者 全 
指出 ,在 1200,1700—1900,21G0—2400 公里 的 漆 处 ,还 有 一 些 丞 明 
显 的 二 胡 界 面 存在 。 但 最 近 人 们 对 这 个 异 面 的 存在 又 发 生 了 怀疑 。 
”在 中 间 层 和 地 核 的 交办 处 ， 亦 即 在 2900 公里 的 深度 , 观察 到 

继 波 速度 答 剧 减 小 .这 里 是 一 般 地 震 界面 。 至 于 横 波 , 字 在 29000 公 、 
里 及 下 的 深度 ,就 不 再 传播 了 。 这 训 明 ,地 球 中 心 部 份 物 时 的 状 天 
已 不 是 固体 状态 了 。 一 般 部 为 HRS SASS A 然 

Til, 必须 指出 ， 在 地 核 中 几 百 万 个 大 气压 的 压力 下 的 “ 驳 赛 液体 状 
_ 态 2 的 概念 是 具有 假设 性 质 的 ,因为 在 实验 室 的 条 余下 不 可 能 提供 ， 
这 样 天 的 压力 ,因而 所 就 不 能 研究 在 这 样 大 气压 下 物质 的 物理 特 
性 。 只 能 假 习 ,在 2900 公里 以 下 的 深 处 地 球 中 央 部 份 的 物质 处 在 . 
一 种 特殊 基 态 ,这 种 特殊 上 状 态 在 地 震波 的 传播 情况 方面 类似 液体 。 

在 地 球 该 心 部 份 , 继 波 速度 随 深度 而 增加 ,但 和 中 间 层 相 比 已 
MRS T. 

根据 最 近 的 资料 ,在 靠近 5000 公里 的 深 处 ， 双重 新 观察 到 地 
震 波 速度 减 小 的 情况 ;, 稻 而 又 很 快 的 二 大 到 某 一 数值 ;而 此 后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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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态 的 。 Ses 

IB AB» aA Hs BE Ae TE SH ACR TS 

GEISER ALT A BE LP AE, MATA Lo 
Sic PERLE RAM AS UAL, ZEST PERL 1300 2 
里 的 球形 的 “内 核 "地 震 学 者 们 推测 ,内 核 中 的 物质 是 处 于 固体 状 

有 根据 优 襄 ， 不 仅 英 霍 洛 灼 奇 时 界面 ， 就 是 深度 较 大 的 震 界 
i, eee 而 是 具有 某 种 复杂 的 起 伏 。 

关于 地 球 物 质 的 化 学 成 份 问题 ,现在 你 无 一 臻 的 意见 。 根 据 一 
种 假 悦 认为 ,地 球 是 由 各 种 不 同 的 圈 层 或 地 图 所 租 成 ,而 这 些 圈 层 ， 
的 产生 即 因 化 学 成 份 不 同 所 和 致 ,同时 ,最 重 的 化 学 元 素 祭 中 在 中 心 
部 分 , 志 轻 的 元 素 则 策 中 在 外 国 部 分 。 

- 另 一 种 急 届 认为 ， 在 地 球 整 个 体积 内 的 物质 都 具有 固定 的 化 

作用 下 还 渐 改 变 着 。 
THEOREM AL, ARO 

Ph Es — FRE HE FEI FH Wy BE BS A EAE HE 
Ze Mas ste] Say ATS, HR HK ch SAE 
成 : 即 地 壳 , 中 间 层 和 地 核 。 ” 

在 地 壳 的 上 部 主要 为 酸性 岩石 (花岗岩 层 )， 在 地 壳 的 下 部 出 
主要 为 基 性 盎 石 (玄武 问 层 )。 地 壳 的 物 里 处 于 晶 质 状态 中 。 地 壳 
厚度 一 般 是 30-60 公里 ,有 些 地 广 可 能 达到 80 ee 

。 地 党 的 厚度 比 大 陆 下 面 地 壳 的 厚度 小 。 可 能 在 太平 洋 的 中 心 部 分 
。 和 大 西洋 及 印度 洋 的 某 些 地 区 没有 花岗岩 层 。 

地 球 中 间 层 厚 狸 2900 公里 。 中 间 层 的 物质 是 固体 的 , 但 具有 
可 塑性 .可 能 在 深 达 400 一 900 公里 的 范围 内 中 间 层 物质 的 物理 性 
BRAT EL ED ERM BME, WHE AE, 亦 即 
物质 已 成 非 晶 质 状态 。 | 

“就 地 震波 传播 情况 看 来 , 地 核 是 具有 液体 性 质 的 * 当 从 中 间 层 

向 地 核 过 渡 时 ( 2900 公里 )， 有 物 暑 的 物理 性 质 发 生 显著 的 变化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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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高 压 和 1 高 温 作用 下 原子 车 福 的 变化 是 物质 物理 性 览 变 化 的 原 

因 。 最 近 获 得 的 地 震 辟 料 ,使 我 们 衣 EAS HEIST Ze HUB a 

直径 为 1300 公里 的 球形 的 “内 核 ae Habibi: Hig'cec 
a hae 

5c FUSE PH AHERN SAE, RE DUELS RIBS, 因此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关于 地 球 构造 的 概念 可 能 存 所 改变 。 

= HEEL Shae RISE 

© 地 者 , 即 地 球 最 上 层 的 固体 部 分 ， 根据 地 震 材料 看 来 , “ERE 
”到 处 均 具 有 同一 厚度 的 圈 层 。 相 反 地 ， 其 构造 却 极为 复杂 ; 如 上 所 

Sit, HOO EER AMI PBA, 而 在 洋 底下 面 减 小 。 在 大 
平 洋 的 中 部 ,也 可 能 在 其 他 大 洋 的 革 些 地 区 ; 地 更 可 能 只 是 直 唱 一 
的 去 武 崔 层 所 构成 。 

除了 氧 玉 外 ,地壳 俏 含有 大 量 的 砂 (Si) 和 铝 (AB; 因此 , “ERE 
称 作 到 铝 层 。 在 地 壳 下 部 的 物质 ,同样 除了 氧 必 外 ,还 有 大 量 的 砂 ，， 

, 但 铝 为 镁 (Mg) 所 代替, 因此 ;该 层 喔 作 砂 镁 层 。 砂 镁 层 的 特征 在 于 
"Es BEAT WY a Bo Hehe TEL A BE YB ORR He — TE 

{8 OLR EE ey BEE B3 oe 
可 以 及 ,地 壳 一 般 是 处 于 均衡 状态 的 。 根 据 阿 基 米 德 定律 YE 

体 所 排 开 其 所 泛 太 物质 的 重量 ,等 于 它 本 身 重量 。 因 此 ， 在 地 壳 于 
ay EE HY HE ER A Ht 区 排出 更 多 的 地 壳 下 部 物质 ， Ff AREY 7 

AULA AVE. WAS SX AY EL OY PE EIS 
地 者 均衡 六 完全 与 重力 材料 相符 。 地 才 上 的 重力 测定 告诉 我 

们 ;地表 超 伏 所 和 给予 重 力 的 影响 ,并 不 是 当地 壳 在 水 平方 向 密 关 不 
变 且 其 底部 为 水 平时 它 所 应 答 予 的 影响 。 现 已 确定 ， 山 体 下 面 千 
BATE EE TABS ASH, MEE Pt Ae 

He) EU SPE OE Tk EOE AES, ZEEE 
JU SPAELABSE (EE, WEEE PLE ATE AP RB H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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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mw 全 

一 般 只 是 表现 在 整个 地 壳 或 一 些 规 模 瓦 大 的 地 区 (大 陆 , 大 洋 )。 而 - 

在 研究 规模 较 小 的 地 区 时 ， 可 看 到 与 均衡 状态 有 相当 显著 的 从 关 
现象 (重力 变异 )。 在 陆 台 区 域 这 些 偏差 不 很 显著 ,但 在 山区 和 球迷 
OS Pet RE, AZAR AM BA 达到 200 这 
fh )-o RS , SUR WS REY EAE 5 BE DAR HE A HEAL T 
USBI OTM EO BAT MR, 反而 ith Fes Be: 
来 情况 也 是 这 样 。 

最 深 震 源 的 分 布 状 况 对 于 逢 断 地 球 上 部 所 上 发生 的 一 些 过 程 提 
供 了 补充 材料 。 观 测 告诉 我 们 ， 最 深 的 震源 所 处 的 地 层 ， 是 在 太 -- 
平 洋 西北 边 称 还 渐 沉陷 入 大 陆 下 部 的 那 一 地 蛙 ， 震 源 位 于 请 动 层 
《Coi egorpeHtg) ,这 一 屋 开始 于 大 洋 底部 , 距 海 岸 不 远 ; 并 向 下 ， 
(Bt fh AUN Acie, 其 最 深 的 地 方 深 达 500 多 公里 。 震 源深 度 从 
.大洋 深 水 守 地 向 大 陆 方向 还 渐 增 加。 大 狗 深 源 地 震 震 源 位 置 的 特 
征 未 仅 可 以 诈 明 地 壳 构 造 的 特征 ,还 可 诈 明 深 达 700 一 800 从 里 的 
更 深 的 地 壳 久 下 围 层 的 构造 特征 。 深 震源 可 能 是 位 于 这 样 一 个 层 - 
次 , 即 物质 沿 读 层 从 大 陆 向 大 洋 方 面 移 动 ， 而 地 壳 放下 的 物质 划 沿 
着 该 层 从 洋 底 向 大 陆 移动 。 A 

由 此 看 来 ， 地 球 
二 层 部 分 的 构造 目前 T ro 

A DLE 729 ERR ue — 
释 的 。 同 时 ERIE TMT Wy se 

源 所 处 的 深度 可 能 发 | 

生 着 物质 沿 水 平方 向 ”RE 
的 移动 。 图 33 地 这 下 部 物质 在 大 洋 底 部 及 大 陆 下 面 的 分 布 图 

第 作 节 “地球 的 向 性 
栅 力 现象 系 由 中 国人 在 远古 时 代 最 先 发 现 。 也 正 是 中 国人 为 

了 实际 的 目的 而 第 一 次 在 历史 上 利用 了 这 个 发 现 。 关 于 这 方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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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一 

不 同 的 记载 , 但 是 , 无 论 如 何在 2200 年 久 前 中 国人 就 已 经 了 解 磁 

=>. 

SAME HA FE St PAL I LS I Xyan Tlays—T— 
KERB), 

FE BY it — LER , 关于 磁力 的 知识 才 开始 始 为 欧 渊 人 所 了 解 。 

当 哥 偷 布 由 欧 渊 向 美洲 进行 了 第 一 均 航 行 时 ， FAAS Ave 

BRAM A LAO REE, BL 5 AES RAIA, Ue 

BE, ADE, RBA T BE 8 0 HERE Ma Th LI 8 A, J 
ig Ste [el TEAL FEL AGAR BAIR GIL MF HRA 

TRH SE ME BEET RTA, RUA REM BAP 

PACA BB | BEST 5 EI lt HBT A SH BE , 

在 地 者 所 观察 到 的 磁力 现象 ， 使 我 们 可 以 抬 地球 看 作 是 一 个 

ASAT EMERMERE A BRM LERCER EM, 
MEEMER 停 地 变化 着 。 下 面 所 也 j 用 的 表 就 证 明了 这 一 点 1 

根据 观测 千 果 诗 算 出 来 的 各 个 不 同 thiea eee r 

时 期 @ 1600 1700 1770 1829 1900 1922 1950 
suf 78°42" 75°51 66°" 78°21") "68° “ae eee. 

$2HE 59°00 68°48’ 104° 93°56’ 96°37’ 96° ~~ 96° 
S2HF 81°16’ 77°12’ —— 72°40’ -—— 72°25’ 70° 
#EbE 169°80’ 155°15’ —— 150°45’ —— 184°00 150° 

WRI bse) Looe 

南极 

对 地 磋 的 研究 是 借助 磁 人 对 来 进行 的 ， 同 时 在 研究 中 可 区 分 出 
磁 仿 角 , 磁 借 角 和 磁力 强度 (地 球 磁场 强度 )。 

磁极 与 地 理 极 不 相 一 致 , 因此 ， 通过 磁极 的 磁 子 午 线 也 就 与 地 
理子 午 缕 不 相 一 致 ,而 与 子午 线 构 成 一 定 角度 , ROP. Be 
处 所 指 的 碳 子 午 线 是 地 球 玫 面 与 自由 量 挂 的 磁 人 外 轴 所 在 的 和 直面 

@ B.M. BRAVE: RS, AIF, 1958 年 ,80 Bo 

加 “这 里 的 “时 期 ? 6s Poca ee 通常 采用 草 年 的 年 中 时 间 > 品 7 月 1 工 日 零 时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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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d 
~ 

« ” 

. 齐 本 

相交 而 成 的 线 。 磁 子午 线 是 不 规则 的 曲线 。 
人 

的 变化 可 从 0。 到 180°. 
We $S_E TE A $8 TA] SASS IRS 5 MAB Se AA RAE BS 

_ ADL EES RE CE), BV SEE 
BE, ATES AE 1L. ZE 1950 年 , FORE IER RRS. EM 

Je TTT SD HET ACIE TE BASIE, 而 后 转向 东北 , 通过 新 西 佑 
RURAL Di ae HS ES LAR, ROO SP USA A ED 
牢 球 , 无 偏 线 通过 南美 和 北美 。 这 条 线 把 地 表 划 分 为 两 大 区 域 : 东 : 
仿 角 区 域 和 西 仿 角 区 域 。 西 债 角 区 域 包括 几乎 整个 大 西洋 和 印度 ， 
溢 、 西 欧 的 一 部 分 . 非洲 以 及 南美 和 北美 的 东部 。 东 偏 角 区 域 包括 
杰 平 洋 、 东 欧 、 亚 非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北 美和 南美 的 西部 。 在 南北 牢 球 
WRB ML RD. 

Ei TEMG SL Hh 5 kA ME EPG PR TT 
$y WEN PEAS BEAL, FL TR SE_ES 0" 到 磁极 的 90"。 因 此 ,在 
地 玲 上 的 磁 针 位 置 不 仅 在 水 平面 上 有 变化 ， 而 且 在 垂直 面 上 也 有 
变化 。 Ss a 7 
= | Wass ARABS A A AE, BHA 

CRT Wa 75 AU IG Ob, OBE EH SATE 
大 未 数值 失去 平衡 状态 的 磁 针 的 摆动 ,使 我 们 能 够 确定 磁力 的 比 

” 志 数 值 ,同时 在 克 针 长 度 不 变 的 精 况 下 , 磁 人 针 的 摆动 速度 念 大 则 磁 
场 强度 但 大 。 由 观测 得 知 ,地 玫 各 个 不 同 地 点 的 礁 力 强度 是 不 相同 - 
的 ,一般 谢 来 ,是 随和 引 度 而 二 加 的 。 地 表 上 磁力 强度 相同 各 点 的 联 

$% WMS IE. % . 
Set Ha TE EE —— i ta 8 Sf Aue AR Re be, "EF 

AE ZE NE CHEM AE LE) AIOE Mo FERRER A PATA Oy TE 
行 的 长 期 观测 告诉 我 们 , HEAR TOS ENOL 
时 间 上 的 周期 性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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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MM STE, 

| MAR LUE EEE, RIVA. A Te 

一 十 HH 二 上 二 一 
os Ail ils ale WIZE 0 
7S PLO E> MOI 

ie St 太阳 日 期 间 内 有 所 变化 这 一 

3 个 变化 的 特 目 在 于 宅 们 随地 
-2 

“3 BA 方 时 而 变化 。 在 图 34 rR 

. Ene AMEE 示 着 祖 据 巴 甫 洛 夫 观象台 所 

Aol Bowker SSI eS 
项 之 日 AE AS @ f z ‘ a 

HES ASRS, Babee SF 
(5D 曲线 ) BRIAR Ge, BRRAM ERA I 
开始 向 相反 方向 移动 , 并 于 UNA RA, Take 
新 返回 至 原始 位 置 。 

其 他 地 磁 要 项 中 ,也 人 篆 观察 到 类 似 的 周期 性 变化 。 
观测 证 明 , 地 碳 票 项 的 日 变 并 不 是 固定 不 变 的 ,而 是 天 天 不 断 

变化 着 的 。 其 中 主要 的 是 变动 振幅 有 所 改变 。 在 一 年 中 ; 这 种 振幅 
“有 很 大 变化 。 在 下 开 中 烈 册 了 巴 甫 洛 夫 观测 台所 观察 到 的 苗 中 不 | 

同 季节 磁 仿 角 日 变 最 大 值 与 最 小 值 间 之 差 。 

= | RRA SBME ， 
a 41 

| # : 7.9 
i 夏 12.0’ 

@ B.M. Bee: 地 磁 学 ,1953 年 ,182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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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a Bs TF, — Fee RADA 98 92 1 SBE 

PEI A OAT LB Te 
TOE, Sem EH Aa Se HBS 了 的 各 种 过 程 

Se Sh Me ESI Em UME, 2 HTS an 
AS 2: WA AP IL HO BE 4B IS (SBE, BRD 
WO BAER FBR IP Ee 
BBE PAS BARRE KREME 

BS oe a 
ey eee se a, I 长 期 磁 变 (每 年 ) 

1560 和 出 人 
1580 #10.98° + 4 
1600 + 10.18° 一 2.4 

1800 =24.07° —4.3 _ 
1820 —24.09° —0.06 
1840 一 23.22。 -+2.3 

1900 | 一 25。 +6.4 

电 上 述 材 料 中 可 看 出 , 磁 偏 角 在 1580 年 大 到 将 近 十 11" ,而 后 

开始 减 小 ,到 1820 年 一 直 减 小 ,直到 最 小 值 一 24, 芒 数值 保持 子 几 

宇 ; 和 做 后 又 开始 增 大 ,并 一直 征 燥 到 现在 。 
地 球 物理 学 者 认为 ， 获 得 有 关 地 丰 要 项 变化 的 可 靠 材料 的 其 

间 还 很 得 ,因此 ,还 不 能 最 后 确定 甚 期 变 的 周期 性 规律 。 
”一般 人 推测 ， 地 球 内 部 所 进行 的 过 程 是 长 期 磁 变 的 原因 。 但 

是 ,对 于 这 些 过 程 的 性 质 ; 消 无 任何 确切 的 认 戳 。 
除了 地 磁 要 项 的 周期 性 变化 外 ,还 可 观察 到 非 周 期 性 的 变化 。 

和 由于 这 种 不 规则 的 变化 , 扎 们 便 惟 称 为 磁 扰 乱 , 而 在 强度 很 大 时 则 
@ B. M. 杨 诗 夫 斯 其 :地 磁 学 ;1953 年 ,14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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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 HE EMR RS ERR 

15. SUE AES , HEELS ER Uh BETO EA SBR BH es PR 

状态 ,并 开始 迅速 地 左右 摆动 。 

还 在 18 HERE, JUPBREL SEALER AL SALE, 极光 党 

与 磁 暴 同时 出 现 。 但 是 ,直到 现在 这 两 种 现象 之 间 的 正确 关系 仍 未 ” 

地 球 物理 学 者 确定 ， 磁 力 的 活跃 现象 与 北极 光 出 现 的 周期 为 一 

11 年 ; 散 周 期 与 太阳 黑子 的 11 TS AB, AG. EE. 
乱 及 太阳 隶 子 的 出 现 是 相互 关联 的 。 在 极地 和 纬度 ， 亦 即 在 极光 区 
RI BS, 
ae MRSA eS I 
Fuse Ey SH GURL) SEH 

= Hees 及 磁力 探 可 %& 

fede Lib IA 同 而 有 所 变化 . 适 常 ,这 些 变 化 束 

个 都 具有 同样 的 单一 性 丑 ， 但 对 于 某 些 往往 是 十 分 广 关 的 邢 区 出 
.可 观察 到 地 磁 要 项 变化 的 另 一 独特 性 里 。 这 种 与 地 磁 要 项 在 地 琢 
上 一 般 有 规律 的 分 布 不 同 的 反常 现象 ,叫做 地 磁 异 常 * 地 磁 异 常 是 
这 样 的 一 个 地 区 ， 在 那里 地 丰 要 项 变化 的 性 质 与 其 痢 近 地 区 的 变 
化 有 所 不 同 。 其 中 可 分 为 区 域 异 常 及 局 部 (地 方 性 ) 异 常 。 ” ” 

地 区 异常 包括 互 大 的 空间 人 最 为 强烈 的 而 且 形 状 最 为 规则 的 
” 是 东亚 大 陆 异 常 。 它 包括 整个 亚洲 及 欧洲 的 一 部 分 。 非 油 西 部 异常 - 
较 小 。 包 括 非 浏 大 陆 及 大 西洋 的 一 部 分 。 在 地 球 上 其 他 地 区 ;如 
在 北美 也 特有 十 分 清楚 的 巨大 异常 *- 对 于 地 区 异常 产生 及 存在 的 
原因 ,现在 研究 得 还 很 不 够 。 但 是 ， 它 们 可 能 是 受 异常 地 区 的 某 种 
峙 石 的 碳化 程度 所 控制 的 。 

当地 砚 异 常 包括 的 地 区 较为 有 限时 ， 则 称 届 局 部 (地 方 性 ) 异 
常 。 地 质 构 造 特 征 ,， 如 有 磁性 的 内 石 的 存在 ， 乃 是 造成 这 种 变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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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这 种 变异 的 例子 有 康 尔 斯 克 的 地 磋 异 党 , 克 里 沃 罗 格 的 变异 

及 其 他 地 方 的 异常 。 

_ 庆 尔 斯 克 地 砚 异 常 的 强度 极 大 。 异 常 由 两 个 长 网 250 公里 和 
FR 3 公里 的 地 带 相 成 ,走向 整个 裔 来 是 西北 方向 。 击 个 地 带 之 间 
. 的 距离 为 60 公里 左右 。 在 整个 异常 地 区 地 磁 要 项 变化 达到 磁 偏 角 

360°. BiG FH 90°, Wid PE: eH A PSA WT BH = 

3 倍 @。 

地 壳 圭 层 的 磁化 程度 各 不 相同 的 岩石 决定 着 各 种 地 磁 异 常 。 、 
” 蒂 个 规律 在 目前 可 认为 是 最 后 被 肯 定 了 的 。 它 对 我 们 研究 地 壳 上 
层 的 地 质 构 造 提供 了 可 能 性 ， 而 且 也 鹤 用 来 探测 各 种 不 同 的 有 用 

矿藏 。 根 据 地 丰 要 项 的 变化 求 研究 地 壳 上 层 地 质 构 造 及 探 浏 有 用 

”矿藏 的 方法 , 叫做 磁力 测定 法 。 例 如 ， NAA EBLE AAR, 

BS. A ih RE HR. 
DPR BAR BRE, MEOH OE 
DROW ae DL ARB LSE ARE EE ER 

a | Sag 
DrPH AES, EWE TE Ae Se HF TE 

SITE , SHS LA LSE ZS, EE a FE 
Sr, 即 在 180—200 ARVERLA SAULT, REGED BE - 

BCE MILE. 192342, APH AEDES MORRIE 

180 BRMVELA— PAL 40—50% 的 互 大 铁 质 石英 层 @ 

PRAT LAO AMOEBA DT. Boe 

fH A. A. 罗 卡 切 夫 提出 和 为 他 所 研究 。 航空 磁力 测量 是 沿 长 度 通 

常 不 少 于 10 一 30 公里 的 路 线 来 进行 的 ， 各 路 线 之 间 的 便 离 为 
200—500 公 尺 。 路 线 的 密 谨 决定 于 制图 的 话 秋 程 度 。 

最 后 应 当 指 出 ， 对 地 磁 的 研究 可 使 我 们 关 明 一 系列 地 磁 训 项 

@ B.Y. 披 里 施 列 卓 夫 : 地 球 物理 学 ， 莫斯科 ,1946 年 ， 234 页 。 

@ B.M. BRK: HEY. 1958 年 ;276 Ho 

e218 。 



4 i (Hae) AY Te]_E AE ALAR 说 在 为 了 地 览 学 ,大 地 测量 学 

及 航海 学 TERETE ARR EI, KARA RR 
个 规律 。 ——_ , a 

_ MRE ng: a A 
PKS LP AW OA ME 8882 BR), BA 
面 ， 最 深 的 外 地 出 深 达 11 DNB CIS FURR AAA 10863 公 尺 )。 
因此 ,地 球 固体 部 分 开 面 的 相对 高 度 达 20 公里 左右 同时 ,地 球 固 

。 体 表面 的 最 低 部 分 充满 着 世界 大 洋 的 看 水 。 ~ as 

一 地 球 上 陆地 和 水 面 的 牙 布 

地 球 球形 体 玫 面 的 面积 核 整数 计 等 于 510,000, 000 方 公里 ， 
其 中 有 361,000,000 万 平方 公里 是 海洋 ， 149,000,000 方 公里 是 . 
陆地 。 因 此 ,海洋 占据 地 表 的 70.8 熏 ,而 陆地 只 占有 29.2%. ary 
话 训 ,世界 大 洋 的 面积 几乎 超过 陆地 面积 2.5 倍 (更 正确 些 是 2.4 
悦 )。 地 表 上 陆 海 的 分 布 具 有 极 不 均匀 的 特征 。 在 北 守 球 ,海洋 占 总 
WARM 60.772, MARR 39.3% te ER, 海洋 面积 达 总 面积 

的 80.9%, ,而 陆地 19. 1%. 

dn LAER AE TDM i PSA 
水 御 球 ， 使 陆地 最 大 面积 集中 在 陆 

全球, 那么 ,即使 这 样 ; BERR AGRE 

大 (52.7 和 5)。 这 个 陆 件 球 的 极点 将 
在 法 国 的 南 特 的 附近 。 在 水 定 球 中 

BATREMHR NS AR 
Sane acd ds 90.5 7%. XPERIA, aR 

E13 UR 6S, PSEA RL 
e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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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 De BES NG KWL KE BRIG HPT BB WT 
| 35 图 表明 了 陆地 和 海洋 沿 综 度 分 布 的 状况 。 

.北极 区 域 人 为 水 所 占据 "格陵兰 的 北端 向 北 伸 展 最 远 (的 达 北 
sh 84° )o Alok, ZEAE 84° 以 北 ， 水 面 是 连 炉 不 斯 的 。 在 北 和 毕 60° BY 

70" 之 间 册 相反 ,陆地 几乎 形成 连 和 纺 不 断 的 环 状 在 北 继 65”， 半 部 

和 亚洲 面积 最 寅 ; 仅 有 共计 寅 欧 91 DEBTOR EMA PEE 
”这 雨 洲 分 开 。 在 欧洲 和 美洲 之 间 ， 虽然 有 很 大 地 区 为 水 面 所 占据 
{AE SEPM ERM BMH AS Sm KE RH IS 
在 这 里 ， EAA IFAC REE AAT PENSE AE. ZEALRE 60° 以 南 ， 
Gils $4 Tal AB SHA Ds AB: , SRG EIS BRS OSE STE) 0 
FRI LE HARE 56° (2 A $4) , Fe HOBRAB AB BUTE. FEAR 9 个 

烷 度 的 范围 内 (在 合 恩 角 与 格 苦 汉 地 之 间 )， 大 洋 呈 连续 的 带 状 包 
” 国 痢 地 球 。 大 狗 从 南 稼 65"” 起 ,又 重 儿 出现 了 占据 南极 附近 广大 地 

区 的 陆地 。 如 果 说 ,在 北极 有 着 广 间 的 海洋 ， 那么 在 南极 则 有 着 在 
面积 上 及 高 度 上 都 是 十 分 巨大 的 南极 大陆。 
PAPER AA BREE, TOL, 在 很 早 以 前 ， 各 大 陆 之 间 

就 发 生 了 植物 和 动物 的 交换 。 因 此 ， 北美 . 亚洲 和 欧洲 的 植物 和 动 
蚁 都 具有 相似 的 形态 .同时 ,， 地球 上 水 面 和 陆地 分 布 的 特征 ， 也 影 
路 着 现代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特别 是 气候 。 具 有 不 同 热 容量 的 陆地 和 
冰 面 的 室 间 交替 ,决定 了 北 牢 球 大 气 过 程 的 易 变 性 和 多 样 性 ,从 而 
也 就 形成 了 由 强烈 的 大 陆 性 到 海洋 性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气候 条 件 。 相 

、 反 地 ,在 南 征 球 ， ee eee ee 一 的 海洋 性 

气候 条 件 。 
因此 ,地 球 上 的 水 画 在 面积 上 超过 陆地 锡 3.4 倍 。 同 时 ,主要 . 

的 陆 块 基本 上 笔 中 于 北 牢 球 。 在 北 竺 60" 至 70* 之 间 ， 可 看 到 陆地 
。 面积 伸展 最 广 的 情况 -同时 ,北极 附近 的 广大 地 区 以 及 大 锡 在 南 适 

56* 一 65* 之 于 的 南 牢 球 的 广 阅 地带; 则 完 至 为 水 面 所 占据 。 所 以 ， 

地 球 上 水 面 和 陆地 的 分 布 是 极 不 均匀 的 。 
> 22156. 



on. iss Pied i ila ag 

EDA He BENS CBA, TH AC — NE — Be FAS TA 
Hh AMAT OE to BRO RR, Beh 
的 陆 甘 旭 成 为 岛 贱 。 因 为 通常 把 四 周 或 几乎 是 四 周 为 海 所 包围 的 
五 大陆 块 听 做 大 陆 ; 所 以 欧洲 和 亚洲 形成 一 个 欧 亚 天 陆 。 有 些 天 陆 
“彼此 是 相互 联接 的 (如 欧 亚 大 陆 同 非洲 相连 ,北美 同 南美 相 过 ) 一 
般 将 海岸 线 作为 大 陆 的 界线 由 于 一 些 大 陆 彼此 这 搂 在 二 起 ,所 以 
它们 之 间 的 界线 是 假定 的 (例如 ; 沿 苏伊士 运河 划 定 的 界线 和 沿 巴 
Se GS LE OE) ste 

SBR E PebA HO SLE RHEE SRE, TS EEA 
界 大 洋 底部 联接 起 来 的 大 陆 坡 。 海 下 深度 平均 达 200 公 尺 (有 些 地 
REX 500 SBR) MAM EMEA MS Fb ME : 

大 陆 

[ARS es |e R (BHR) | ， 最 大 高 (公民 ) 
欧 亚 大 陆 (欧洲 和 亚洲 ) | 50.74. | 8882 ok 

{25 9 mM | 202 | 6010 : 

| 北美 、， 洲 | 20.0 | 6187 

| aw 3 wm | tre | 7035 

澳 Mol” 7.6 | 2284 

南 极 大 陆 : | 14.0 | 456000 - a | 

| 陆地 总 面积 | 199. Lape 

各 大 陆 面 积 的 整数 等 于 189,100, 000FBE, Tie Bini 

积 则 为 9,900,000 FAH. ahead 149,000,000 FA 

里 ,其 平均 高 度 为 825 AR. 

在 和 大陆 的 位 置 、 坦 廓 、 AID, MLR 
a 

2 216 « 



烈 的 特点 。 ae 
ARP ERAS eli a a EE: meee 

-亚洲 gdh REALE 77°44’ , 
“北美 yA BR =E AE 71°50" 
BUH Ie) de fi BEB i 71°10" 

但 是 ,在 南方 , SAMS EUR AE ELE IL. TH SEI 
BB GATE 56°), FEO CE HE AL PH 34°51’, WINK IE 
FFE 89°10’. 

| 本 六 
相似 , 亦 即 南北 美 东 岸 和 欧 非 西岸 相似 。 沿 大 西洋 底部 伸展 着 

锅 在 平面 图 上 也 具有 与 大 洋 海岸 线 相似 的 翰 廓 。 Hig unas 
范围 较 小 地 区 的 相似 情况 。 REFER HEAD BORREGO BD 
应 属于 此 类 。 

Sb WAG IEA. ACIS, 南美 以 及 在 较 小 程度 上 的 澳洲 这 样 
一 些 陆 块 ,其 宽 间 部 分 均 朝 向 北方 ;而 狭窄 部 分 则 朝向 南方 。 同 时 ， 
一 些 大 陆 (南美 和 北美 ) 的 狂 客 的 南端 均 向 东 弯 曲 。 ea 

LR AR ATER TT SERRE. TOE 
SERGE DIRAR AM EI. TER SERS em 
洲 东 边 (千岛 群岛 .日 本 群岛 和 非 律 宾 群 岛 ) 以 及 北美 以 东 ( 安 的 现 
eG WM) BS. : 
YA A EL Bb et Fh — AB ESET AAS A IR 

PRR HMO SOISTE A . UE). (ARR, 直到 现在 我 们 的 
知识 水 平 还 不 可 能 使 我 们 有 足够 的 把 握 来 作出 这 样 的 烙 论 。 

除了 地 球 陆地 的 水 平 切 岸 特征 以 外 ， 还 存在 着 陆地 的 垂直 切 

苦 | 特 征 。 
”陆地 地 形 系 由 下 列 基 本 要素 组成 ,如 塞 地 :低地 、 高 地 、 Ee 

高 原 、 了 山系 、 山 腺 等 等 。 各 基本 地 形 机 素 在 陆地 上 的 分 布 中 , 可 观察 
到 某 些 规律 几乎 每 一 大 陆 均 可 分 出 三 个 带 :中 部 平原 (或 低地 ) 带 

e217。 



RIE EHO TY. RAE SEM SOP 
SH EB AE AG ALS Ma EA PE ALS INR, RE 
SOLOS HG MRC SES RAE GR). EAS 
FF SRE th LE SRA IT AG HER HS SAH BS 
bh AEP TG | 
PPE, ZEW, 隆 超 的 高 地 基本 上 也 濒临 大 陆 的 东部 及 西部， 

HEAPS A SE A OME PO 
{AOR REALE MA 

因此 ; 在 陆地 上 ， 在 和 大陆 的 边 稼 部 分 可 观察 到 隆起 的 情形 ， 
而 在 其 中 部 则 可 观察 到 下 陷 的 情形 。 
ee ee 和 二 

的 .地 表 各 个 地 段 均 处 于 上 升 或 下 陷 的 状态 中 。 关 于 陆 块 治水 平方 ”- 

向 的 运动 的 事实 现在 还 很 少 . 但 是 ,如 果 以 为 地 球 内 部 所 进行 的 一 
切 过 程 仅 只 是 引起 地 表 某 些 地 段 的 垂直 移动 ， 那 将 是 沼 人 感到 奇 
PEM. BAR, 与 地 壳 某 些 地 段 发生 垂 直 运 动 的 同时 ;也 发 符 着 这 些 
地 段 的 水 平 运动 ;可 能 这 些 运动 包括 着 大 揭 陆 块 和 洋 底 。 例 如 ， 半 

层 的 憩 煞 就 很 好 地 永明 了 这 一 点 .但 是, 现在 还 不 了 解 ， 是 整个 大 
义 遭 受 水 平移 动 , 还 是 这 种 运动 仅 才 现 于 比较 局 部 的 地 殿中 。 

” 稼 上 所 壕 可 知 ,陆地 (大 陆 和 岛 赋 ) 的 平均 高 度 为 825 ARK 
_ 葛 占 地 球 玫 面 的 29.2 筷 。 在 各 大 陆 的 分 布 和 翰 廓 方面 芍 及 其 地 者 

千 构 方面 , 均 可 观察 到 一 定 的 特点 。 但 站 憾 的 是 ,到 目前 为 上 消 ; 还 不 

能 解释 这 些 特 点 产生 的 原因 。 所 贸 ,我 们 只 能 局 限于 对 这 些 事实 的 

确定 。 i ae 

3 三 世界 大 洋 

当 我 们 在 第 一 次 仔 帮 观察 地 球 玫 面 时 就 发 现 : ERMA 
为 一 个 连 业 不 断 的 水 面 ,而 大 小 不 同 的 陆 块 即位 于 其 中 。 因 此， 可 

认为 ,存在 着 一 个 包围 地 球 的 入 一 的 世界 大 洋 ,而 陆地 各 部 分 邦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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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 没有 联系 。 a 
:虽然 世界 大 洋 是 统一 的 ， 伍 是 疡 可 将 其 分 为 几 不 单独 的 大洋 。 

-在 划分 单独 的 大 洋 时 ,人 们 注意 到 下 烈 特征 : Ser, PEG 
海岸 线 的 翰 廓 ,海底 地 形 ; 洋流 及 火气 环流 的 独立 系统 , TI 
修 的 水 平分 布 和 垂直 分 布 特征 帮 及 其 他 特征 * 换 言 之 ,大 洋 的 划分 
是 委 据 大 陆 海 岸 线 的 特征 久 及 世界 大 洋 各 个 部 分 的 水 文 特征 和 大 
和 气 环 流 的 特征 来 进行 的 。 

根据 这 些 特 征 ;, 可 将 世界 大 洋 分 为 四 个 大 洋 : 太 平 洋 .大 西洋 、 
印度 洋 和 北冰洋 。 这 些 大 洋 的 界线 就 是 大 陆 的 海岸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大洋 的 界线 是 通过 成 列岛 昨 划 定 的 ,( 例 如 ,通过 局 来 群岛 的 丁 
部 和 南部 边缘 )。 有 时 通过 海 巾 来 确定 大 洋 的 界线 ,例如 ,大 西洋 的 
北 界 即 适 过 分 开 大 西洋 和 挪威 海 .格陵兰 海 、 巴 芬 源 的 海 党。 在 个 
测 凶 区 ,大 洋 的 界线 是 假定 的 , 例如 , 在 非洲 久 南 天 西洋 和 印度 洋 
之 间 的 界线 通常 被 假定 为 通过 合 恩 角 的 一 条 子午 线 。 

我 们 所 划分 的 四 个 大 洋 本 身 的 各 个 部 分 也 不 是 一 样 的 。 一 般 
将 某 一 头 漳 中 具有 一 定 水 文 特征 的 ,较为 独特 的 部 分 称 作 海 -同时 ， 

海 可 分 为 地 中 海 和 边 栋 海 . 地 中 海 双 分 为 陆 问 海 (地 中 海 型 ) 和 陆 
两 海 ( 自 海 型 ) 。 边 稼 海 共 一 系 烈 岛 赋 将 其 与 大 洋 分 开 ( 白 合 海 型 ) 。 

5 +O. 

BR(BABRZE) 最 大 深度 ( 公 斥 ) 

_ 1795679 105863 

475917 7,450 « 

AFR HR 561,000 

| | 
| | 
| 93,368 pee Miata 

| | 
| | 

| | 
@ HRA TRAM 1788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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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ATE — LEP ESE - 
接 整 数 计 ， 世 界 大 洋 面积 为 8361,000,000 FAB, 4H 

1;370,000;,000 立 无 公里 @ ,而 平均 深度 鹊 为 8800 BR. 

WEEN IETS RAE, ZA RAR 
REA TS RH. EMA RASTA. UL, 
WELT RRNA AEA EAS BB EAE, TS 
Alii SEAS S EAB hae 

#8 EBB in, AAR HAAS HOR AMS 70.876, 3e7P 
GUE IE Bt 3800 公 尺 。 大 洋 底部 车 构 的 特点 在 于 , REDRD 
分 最 深 , 而 中 部 地 区 为 海 帧 。 2h eae 

am 

四 海中 起 伏 曲线 @ 

pe 以 横 轴 玫 示 高 记 和 深度 的 栖 
ee 4 

a ERAS RUE HS, D 30 199 150 200 256 $29 350 490 456 5008 

egeh ig "—— HBASTHL ALATA TT ANSE HES 
图 36 epee TRAE. 于 地 过 最 大 起 全 的 显明 概 % 

fr,» BPEL FY LEG HE , ic AM WE CED O 公 尺 到 用 2500 公民 深度 
的 地 区 ) 是 属于 大 陆 的 。 高 库 地 区 和 深水 海 调 起 着 次 要 的 作用 - 陆 

关于 地 球 固体 部 分 地 形 的 一 般 图 式 可 用 和 统 言 方法 求 得 ， 读 广 
hn | an EWE AM ie 

ae . 和 深度 在 地 图 上 所 占 的 面 
上 积 。 这 些 和 统计 材料 也 可 答 成 
a PAREN REC 36), 
ay "Seb RUE An 1 BE, 
25 

~ Ee 2° 6 

四 WD. B. ENF HH BREESE, DIS HERY, 1958 年 ,14 页 。 : 
© £-HAE WAP LAM, A, RAR, WEBER 是 

TCE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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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 上 的 高 谍 大 都 在 小 于 1000 公 尺 区 下 ， 而 大 洋 的 深度 大 部 分 是 

3000 ARS 6000 A. 大 洋 底部 和 陆地 表面 形成 为 地 过 表面 十 
企 高 度 极 不 相同 的 水 平面 。 、 

总 括 上 流 ,我 们 可 以 苍 , 在 地 球 固体 部 分 的 表面 可 分 出 两 个 最 
大 的 地 形 要 素 一 火 洋 四 地 (平均 深度 为 3800 BR AIK (ARIS 
HEY 825 公 尺 )。 因 此 , 呈 独 特 的 瑟 大 高 原形 状 的 大 陆 高 出 于 世 
界 犬 洋 底部 平均 达 4,625 公 尺 。 地 球 固体 部 分 地 形 的 次 要 部 分 是 
通常 位 于 犬 陆 附近 的 深水 海 测 以 及 通常 位 于 大 陆 边 缘 部 分 的 高 出 
地 区 -同时 , 陆 棚 和 陆 坡 则 应 属于 大 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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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陆 地 地 形 - 

”第 一 节 RAE 

一 ”陆地 地 形 是 地 壳 . 大 气 圈 及 水 .有 机 物 与 
无 机 物 之 问 积极 相互 作用 的 卖 面 

陆地 地 形 是 地 老 、 大 气 围 与 水 积极 相互 作用 的 玫 面 。 由 于 到 
球 内 力 的 作用 地 壳 遭 受 运 动 ， 这 种 运动 才 现 在 陆地 一 些 地 段 的 上 
升 及 另 一 些 地 段 的 下 沉 。 同 时 ， 在 大 气 圈 及 水 圈 中 进行 的 各 种 过 
程 又 放风 、 流 水 、 冰 诈 及 其 他 等 作用 的 形式 输 予 地 壳 玫 面 必 积极 
的 影响 。 在 地 壳 表 面 上 所 进行 的 各 种 物理 与 化 学 过 程 的 作用 下 ， 
器 石 的 破坏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与 大 气 圈 及 水 圈 有 关 。 所 有 这 些 由 ， 
于 太阴 能 及 地 心 吸力 所 造成 的 外 力 的 作用 都 引起 地 形 的 重大 变 
化 。 

紫外， 陆地 地 形 的 形成 叉 由 于 有 机 物 与 地 壳 玫 面 的 相互 作用 
过 程 而 复杂 化 。 有 机 胸 一 方面 对 某 些 岩石 发 生 破坏 性 的 影响 , 另 一 
疙 面 双 参 与 新 的 岩石 的 形成 。 在 有 机 物 的 参与 下 地 才 上 坚固 的 岩 
石 变 成 芍 松岩 石 。 有 机 有 物 的 遣散 聚 入 在 一 起 又 促成 了 新 的 岩石 的 
形成 。 所 有 这 一 切 都 必然 反映 在 陆地 地 形 的 形成 上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植物 阻碍 着 新 的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 例 如 ,植物 以 其 根部 固 籍 河 
Re 人 soiiwes = 
;整个 褒 来 ;有机物 对 陆地 地 形 发 育 有 着 互 大 的 影响 。 陆 地 地 形 

ph oP icp 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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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 各 种 地 形 的 概念 

在 太 究 地 球 者 面 时 ,首先 可 划分 这 样 几 种 地 形 形 态 : 即 大 陆 高 
地 及 大 洋 凹 地 。 在 研究 陆地 地 形 时 看 到 , 倚 可 划 轴 寺 大 的 地 形 形 态 、 
和 较 小 的 地 形 形 态 。 在 描述 陆地 地 形 时 ,有 时 运用 着 下 烈 术 语 :大 
地 形 〈 瑟 大 的 地 形 形 态 ) 中 地 形 〈 中 等 规模 的 地 形 形 态 ) 及 小 地 形 - 
《高 度 差 不 大 的 小 规模 的 地 形 )。 这 里 主要 是 指 高 度 差 由 于 没有 明 
显 的 界限 , 区 别 这 些 概念 是 比较 困难 的 。 山 原 , 高 地 可 认为 是 大 地 
形 形 态 ; 赤 低 的 高 地 ,河谷 ,峡谷 可 认为 是 中 地 形 形 态 , 密 地 (sana 
ma 和 小 四 地 (mpowomma)、 谷 坡 上 的 不 大 的 起 伏 等 苦 可 认为 是 小 
地 形 形 态 。 在 研究 高 度 差 不 大 的 平原 地 形 时 轻 常 利用 小 地 形 这 一 

“ 术 且 。 例 如 ,在 平原 地 区 的 草原 条 件 下 故常 看 到 一 些小 地 形 ;其 形 
STIR FEML (crema BrammHa)， 窒 地 底部 仅 低 于 周围 平原 地 区 

见 十 公分 。 同 时 对 于 因 人 类 生产 活动 所 造成 的 不 大 的 地 形 形 态 也 
运用 着 小 地 形 的 概念 。 例 如 ;在 用 安 具 耕种 农田 时 ，, 常 造成 一 种 特 

殊 的 小 地 形 ;, 赫 地 小 地 形 。 FEAT BRA AKA ZB 

_-E 有 着 巨大 的 意义 。 

_ RNR, MRI, EI 

56 Ee He EA he CLK, 裔 地 (B03BHIITeHHOCTE) ， 隆 起 

ng ATG Hae EE Hh , (HE Ha(mempecens), <8 

me as 

三 ”关于 陆地 地 形 发 展 的 概念 - 

整个 地 球 地 形 ， 以 及 陆地 地 形 都 是 狼 常 而 普 逼 的 处 在 发 展 和 
”运动 的 状态 中 。 在 地 形 中 长 时 期 进行 着 不 甚 显著 的 数量 上 的 变化 ， 
这 些 量变 最 交 会 导致 质变 。 例如 ， 引 地 的 破坏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 变 为 惟 平 原 。 妇 艺 复兴 时 期 的 学 者 十 分 肯定 地 提出 子 关于 地 形 发 

展 的 思想 。 但 是 陆地 地 形 发 展 的 基本 原理 是 由 健 大 的 自然 科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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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pe 诺 案 夫 所 确立 的 。 Mu LE PAUL: 
1, 地 球 玫 面 的 形状 是 起 内 力 及 人 外力 之 间 相 互 斗 等 及 冲突 的 
苦果 而 形成 的 ; 外 力 一 一 疾风 、 雨 .河流 、 海 水 , 冰 j 及 其 他 等 ? 邢 球 
内 力 一 一 地 震 , 缓 锰 的 升降 运动 ; 

2. AEH HAM RRR RENTER 
人 消 有 大 规模 地 形 的 形成 。 

3. 地 者 的 形状 必须 从 它们 的 发 展 中 来 认 恰 。、 
多 察 讲 索 夫 所 提出 的 观点 直到 今天 仍 是 研究 地 天 形态 科学 的 

中 心思 想 。 | 
WM: RHRRW > GREUPRAASHMEBRBT EME “ 

Bit 在 和 多 了 形成 防 地 地 形 的 基本 过 程 及 地 者 形 态 的 基本 类 型 后 
我 们 将 对 它们 的 观点 进行 分 析 。 oe E 

A ee 72 RAL 

PEMA BARATS OSE. BUELL AB 
的 生产 活动 。 因 此 研究 陆地 地 形 及 其 发 展 的 途径 和 性 赛 不 \ 仅 具有 有 
理论 上 的 ,同时 还 具有 实际 的 及 国民 经济 上 的 意义 。 太 究 地 形 ,对 
下 列 实 际 问 题 有 着 直接 的 关系 : OE Ce a 建设 道 
路 ,发 展 农 业 、 制 图 等 。 

晰 面 治 度 (公里 ) 

科 彼 特 达 格 
eho 

外 办 加 和 尔 区 
高 拉 尔 、 
阿尔 大 
oh & fom & 

FF FM 
Hl 42m RES RA eT Kee ~ 

+224 
2 

自 加 尔 附 近 地 区 - 



~S 

SA ZEA SRIG OE FED RSE LEE 
天 家 都 知道 ,在 岩浆 源 地 (如 岩 基 )a@ PSH , HEE LI IE 

些 带 (同心 图 ) ,其 中 含有 各 种 矿物 。 如 在 外 部 各 圈 层 中 含有 镑 、 秒 、 
砷 、 矿 泉 及 其 他 等 ， 在 中 部 圈 层 中 有 金 ， 底 部 有 铁 矿 及 其 他 (如 

图 1)。 因 而 在 探矿 时 必须 了 解 岩 效 源 地 出 露 的 程度 如 何 。 换 句 话 
RPA WE REL RHE REMAN 
BLE BRO GRA). A. ERT SOME AT RS “ 
TE RF HIRE EL, TERRE. Bin, 

ET MEAT KREMER, Ba Bebo 
FAKE MELA DAR. BRK RBM 
床 有 尼 科 波 尔 及 奇 阿 图 拉 矿 床 。 这 里 应 恋 指 出 ,在 海底 坡度 不 大 的 
MAW RAE BA, WIAD GEE RE EN HG 
A ALE SET BAD REP RBG — PR AY. RRR 
揭 研 完 即 与 研究 矿床 所 在 地 区 的 地 形 发 展 史 有 关 。 

为 了 研 宪 证 积 矿床 ( 金 、 销 等 冲积 矿床 , ) 就 必须 修 析 下 列 地 形 
问题 ,如 风化 作用 ， 旭 创作 用 ,河流 作用 及 与 准 平原 形成 有 关 的 问 
iS :… - 

留 于 含 金 岩石 风化 作用 结果 ,合金 砂粒 苓 解 腹 出 来 。 由 于 并 状 
锌 创 ; 久 及 在 重力 作用 下 ,这些 金 砂粒 与 其 他 碎 翌 物 时 一 起 彼 带 亚 
河中 。 河 流 将 自 两 岸 进 入 其 中 的 物质 按 大 小 及 比重 予以 分 异 选择 。 
舍 金 砂粒 与 其 他 重 的 矿物 一 起 沉积 在 河谷 的 一 定 地 方 。 金 砂 冲 积 
矿 常 与 现代 河谷 .古代 河谷 及 现在 没有 孙 流 的 河谷 有 关 。 在 含 金 矿 
地 区 ,为 了 探寻 金 矿 ,无 答对 现代 河谷 抑或 古代 河谷 此 应 进行 群 确 

的 地 形 研究 。 
-应 该 指出 ,在 建筑 永久 性 工程 如 坦 寺 时 ,必须 郑 虑 到 地 形 发 展 

的 性 质 与 考 向 ,同时 应 预见 到 这 些 工程 对 地 形 发 展 进程 的 作用 。 例 
in, BAM RE (伏尔加 、 黄河 ) 上 建立 坦 志 时 就 必须 考虑 到 在 锅 

O AUST SIL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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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 区 地 形 发 展 的 性 质 与 方向 。 同 时 建筑 回 水 工程 及 建立 水 分 下 

相交 换 的 水 庆 都 破坏 了 河流 的 自然 水 文 状 况 及 其 作用 。 由 于 建筑 

BIG 引起 的 河流 水 位 的 变化 ,如 地 方 侵蚀 基 面 的 变化 ,一 定 会 反 
PETE BME TR AOL. SPA ee RR 
AY Hh ZS AE IIR 

SAELWaide , PEALMEN Ob TMA EH eA TE BL 
BI 2255 BESk, PP RRA ASD Dy A DB 
7 SUSTAIN EAR, SLA tan ALAS Tr IGA LUT 
能 减弱 或 停止 。 

经 验 告诉 我 们 ,为 了 制图 也 需要 研究 证 地 形 。 在 地 图 上 描 输 地 形 
CASE eg 

RL SBT LARBAME RUE 

ahs . 
. 人 a 

第 二 节 ， 陆 地 地 形变 化 的 力学 基础 一- 

一 ”外 球 内 力 、 生 物化 学 力 及 宅 个 在 地 形变 化 中 的 作用 

-在 初次 观察 陆地 地 形 时 ， 我 们 就 会 看 见 其 构造 的 复杂 人 性。 例 
如 ， 我 们 可 以 区 分 出 : 最 高 点 高 达 海平 面 8,000 公 尺 久 上 的 让 体 
(珠穆朗玛 峰 一 8,882 公 尺 ) ， 高 度 不 超过 200A RMB AE 
平原 ,底部 低 于 海平 面 以 下 数 百 公 尺 的 崖 地 ( 旺 重 番 盆 地 一 位 了 

892 BRR 
一 系列 其 他 地 形 。 同 时 ,大 家 都 知道 ,地 玫 各 种 形态 (无 论 大 小) 都 
是 不 断 发 展 着 的 。 因 此 就 产生 一 个 问题 :那些 力 能 的 来 源 是 地 卖 地 
形 尤 其 是 陆地 地 形 发 展 的 基础 ?这 种 来 源 有 三 :(1) 内 力 (地 球 内 部 
的 力 能 )，(2) 外 力 (通过 风 、 流 水 ,海水 拍 岸 浪 , 运动 的 六 州 等 作用 
FEBS VY TIES DEAS EOS AE 4 HE KHER Td) 0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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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物化 学 能 (有 机 物 在 物质 交换 过 程 中 对 地 表 形 态 的 作用 )。 

每 一 种 力 能 的 具体 表现 如 下 。 | 

1. AD IPERS BAB. 引起 地 球 上 部 各 图 时 用 

竺 移动 ， 办 此 岩层 产 状 发 生变 化 并 形成 各 种 不 同 地 质 构 造 ( 祝 饥 上 

地 野地 需 等 )。 同 时 内 力 还 引起 地 玫 的 垂直 移动 。 这 时 可 能 千 — 

MOT. ASB) AE EE TE, 

以 及 地 震 。 此 外 ,内 力 可 以 引起 火 出 喷发。 陆地 广大 地 区 位 于 海平 

面 以 上 很 大 高 度 这 一 事实 本 身 即 与 内 力作 用 有 瘟 接 关系 。 但 是 内 

力作 用 直入 者 现 在 正 地 形 的 形成 上 全， 而 且 街 才 现 在 负 地 形 的 形成 
Bek; | ony : 村 

-假如 ;陆地 某 一 地 段 上 升 速度 大 于 其 潭 受 破坏 的 速度 ,这 时 高 
ERATE, RIE ne LE HOES 

AoE REL PUL, TA Ey NOSE BE AES 
沉 作 用 相抵 消 ,于 是 高 度 不 断 减低 而 形成 窄 地 。 例 如 ,这 一 情况 常 
常 在 出 前 地 区 就 可 观察 到 。 ea 

2. HbA SAM LMA. HA A 

与 渝 却 同 随 之 而 来 的 岩石 的 破坏 、 风 的 作用 、 地 面 水 及 地 下 水 的 活 
动 .冰川 活动 等 用 乎 悦 处 都 可 看 到 外 力 的 活动 。 Xk — TH SALE 

Hh DEI BAYS IBIBO, SE FA 
Mme aise. MR. RE BA ee 
未, 同时 旧地 地 形 4IoHIDEeHEe perseda) (ange He 30 ti 3 WE UL. 

物质 所 卉 塞 ,因而 构成 新 的 地 形 。 

这 种 隆起 ,如 山脉 在 任何 自然 带 中 都 遭受 着 破坏 。 这 表现 在 岩 

石 因 温度 变化 而 和 遭受 破坏 上 ， 表 现在 无 数 水 流 的 河床 对 量 汇 的 切 

割 作用 以 及 冰川 活动 上 等 等 。 在 破坏 过 程 中 水 芒 贝 下 大 地 区 冲 走 
各 种 碎 导 物质 ,由 粘土 微 粒 直到 互 大 内 块 。 这 些 物质 策 聚 在 地 形 区 
窄 地 区 ,通常 山坡 即 掩 没 于 其 本 身 破坏 碎 习 物 质 之 下 。 

了 如 果 在 地 表 上 有 窒 地 存在 ,水 流 即 流向 芒 密 地 , 芽 带 求 各 种 碎 
° 227 © 



yh, CMA. | TS 

因此 ;在 外 力作 用 下 ;一 方面 隆起 地 形 不 断 唱 受 破坏 ， 另 一 广 

面 , 窄 地 地 形 不 断 丢 卉 塞 。 烙 果 就 造成 地 卖 的 平 夷 状 癌 。 如 果 在 一 
相当 长 时 期 内 没有 地 球 内 力 的 作用 ， 那 和 地 才 必 然 纹 前 平 至 准 平 

原 的 状态 
ere 生物 (有 机 物质 ) 对 陆地 地 形 的 形成 有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在 陆地 玫 面 及 地 壳 的 最 上 层 可 观察 到 各 种 不 同 生物 的 
十 分 互 大 的 聚集 。 它 们 的 活动 一 方面 会 引 超 一 定 地 形 《【 如 隆起 地 
形 ) 的 破坏 , 另 一 方面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与 死亡 又 促进 新 地 形 的 形成 。 

在 生物 的 生命 活动 过 程 中 ， 在 有 机 网 览 及 地 壳 上 层 部 分 之 间 . 

存在 着 一 定 的 物质 交换 。 生 物 首 先 以 其 分 泌 物 对 凯 露 于 陆地 豆 面 

的 岩石 友 生 化 学 作用 ;这 就 促进 了 兰 石 的 破坏 及 地 形 的 变化 。 

同时 年 物 在 潮 泊 、 沙 泽 等 地 的 发 育 和 死亡 又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促 ， 

进 了 陆地 上 水 域 (aoroax) AVHRR RIE RAIL, EE 
的 消灭 。 有 机 牺 里 在 陆 上 水 域 中 的 堆积 最 后 又 导致 石 迪 层 泥炭 、、 
广 殖 泥 等 的 形成 。 有 宙 物 和 货 与 自 其 他 方面 带 来 的 矿物 复 充 蹇 了 陆 

地 上 的 余地 地 形 。 这 样 ,生物 化 学 要 素 在 其 作用 的 方向 上 SANE 

HAW) SL SN BB EET 

4, 内力 与 外 力作 四 的 硼 互 关系 ”存在 着 这 样 一 种 意见 ， aE 

DORIS LRG + ZED HE DIET a Ps Dy OF RS ENE 

Dae I EAE STE ARE RAS — ERMA: ABA, nt 
察 陆地 地 形 发 展 的 历史 前 途 时 ， 那 就 必须 承 说 外 力作 用 与 内 力作 

用 在 它们 的 数量 玫 现 上 具有 同等 重要 的 意义 。 关 于 这 一 点 有 着 对 - 

> 梨 创 过 程 数 量 效果 的 初步 的 统计 。 例 如 全 计算 出 , 剑 合 过 程 平均 每 
一 千年 要 使 地 者 降低 大 葛 为 8 厘米 的 数值 。 在 这 种 剑 创 情况 下 , 现 
代 地 形 如 没有 内 力作 用 ,将 在 一 个 很 短 的 期 间 欠 被 季 平 (大 狗 为 一 
千 三 百 万 年 )。 陆 地 地 形 的 旭 全 过 程 及 碎 屠 沉积 物 的 堆积 过 程 是 相 
互 关联 的 。 碎 层 沉 积 物 的 巨大 容量 与 被 闽 鲁 的 地 形 的 容量 相等 。 

.228。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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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 5 HEB ZEROS LANE. STR 、 
OI ES AD OIE ET, RE — ART WH FORE BE it 
Pa FE fey ply HOLE TT Le ASRS I, FERRE ZB J Hh BE 
Hi EBL A> 5 EN HE HK PT SY PL Hi Hl HEA, SE 
PAE SRE TE. MF LTE MIA LE 
LPR AVATAR. 

FIRE, DBR HE, 外力 与 内 力 要 素 的 相互 作用 在 一 个 相当 长 的 
时 间 内 (不 下 于 22 一 25 亿 年 ) 一 直 稳 续 进 行 着 。 

_ 根据 上 述 ， 我 们 可 以 认为 ， 现 代 地 形 是 外 力作 用 以 及 与 其 具 
有 同等 程度 意义 的 内 力作 用 所 构成 的 @ ， 这 两 种 作用 在 数量 上 在 
某 一 具 休 时间 内 是 不 平衡 的 ， 但 在 一 个 很 长 的 时 间 内 则 具有 同一 
数值 。 

mm 

= 举 石 的 物理 一 机 械 性 质 及 地 质 
结构 在 地 形 发 展 中 的 意义 

_- :yaghespacaelameiaeteelteiaigipliahat 
CEP RG 5 ES ee — REE 

«ERM. ASO RRA SERRE AEE saree 
.天 理解 的 。 

窗 露 于 地 者 的 岩石 对 外 力作 用 尽 来 具有 各 种 不 同 程度 的 稳定 
性 。 如 坚硬 的 岩浆 岩 ( 花 岗 岩 .办 长 岩 、 去 武 岩 等 ) 对 于 流水 ,流动 的 
冰 等 的 机 械 作用 就 有 着 很 大 的 稳定 性 。 沉 积 岩 (页 岩 , 砂 , 矶 岩 等 ) 
稳定 性 较 小 。 但 是 磊 至 最 坚硬 的 兰 装 兰 及 变质 岩 由 于 温度 的 急剧 
变化 也 会 被 破坏 。 尝 石 的 破坏 与 其 物理 一 机 械 特 性 有 关 (单一 性 
[或 译 同 质 人 性 ] , 热 容量 ,节理 ,颜色 等 )。 如 较 脆 的 岩石 ,即使 很 坚硬 
也 很 容易 碎 裂 。 反 之 , 由 化 维 质 的 或 是 延伸 性 很 大 的 排列 次 序 素 乱 
的 矿物 所 柳 成 的 粘 潘 性 岩石 却 具有 免 于 碎 裂 的 巨大 抗力 〈 如 革 些 

@ KK. ARK, 地形 学 基本 问题 ,莫斯科 1948 年 1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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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kes) o BOMBER RAMA LF AYRE SE PENG 意义 。 如 花 

聘 岩 块 遭受 一 定 程度 破坏 后 即 不 会 再 分 裂 汶 更 未 的 碎 块 ， 面 直接 、 
成 为 配 石 。 这 是 由 于 由 具有 各 种 膨 月 系数 的 矿物 (石英 、 BAS 
母 } 所 构成 的 花岗岩 本 身 烙 构 所 造成 的 。 深 公关 对 注 区 器 的 受热 
与 渝 却 速度 快 。 直 于 温度 的 剧变 , 深 色 涯 通常 较 洲 色 团 易 于 章 受 破 
Kk. HULA, Baye 机械 特 性 影响 着 外 力作 用 的 强度 ;办 
而 所 就 影响 着 地 形 的 发 展 。 
此 外 ;地质 结 构 ( 往 伐 , 等 地 ;断层 ,地 最 等 ) 对 二 形 发 展 匠 有 着 互 

大 的 影响 。 最 重要 的 地 瑶 要 素 的 走向 在 许多 情况 下 决定 于 地 质 千 
构 (地 野地 邢 等 ) 的 走向 但 远 非 所 有 地 质 结 购 苦 可 在 地 形 上 上 得 接 反 
We HIS (BP RSE HES LR, FEISS EH) FAA RE 
AO PIF : PAS RES SE SEEMED, A 
TES CRA SRK, MRE A SIE BOT IE Ho 
”应 该 指出 ,与 地 形 发 展 的 同时 ,地质 TRH ZEA. HEAR 
AEM. RB ee ERE-ERELARR 
ES FREE REL. Be, ESAT URS 
SEN TTR HS a A IE Ld A BR, FRI IH) © A 
Srhe-5 th CM ABER, ABRREE LVR. BRE RE 
2, CEASE, PR RMR, 路 宕 这 样 一 些 地 质 精 酸 都 在 
HAST Bz BE ; 

Mi Lai, BITS Hee, BND HSI a Oh 
一 而 不 断 发 展 着 。 同 时 ， 可 能 外 力作 用 在 数量 上 与 内 力作 用 是 等 什 
的 。 此 外 ,构成 陆地 表面 形状 的 岩石 的 物理 一 LH 
five (Pith Sub wae) AM ba EM. 地质 - 
SHAWL AGAR RE CEM MITER 
AE: EL) TG ELA HA Si DEH AN As Sr Be TET H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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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风化 作用 及 由 于 风化 作用 
所 造成 的 地 形 形 态 
一 各 种 风化 作用 

s 

” fie 2 BE BE ASE TRE BRR i OE CAE 
GRRE EEE MRE AA BTR, HRS BA 
互 天 变化 。 在 新 的 物理 与 化 学 条 件 下 ,它们 将 遭受 到 破坏 与 风化 。 
黄 中 有 三 种 风化 作用 : 物理 风化 作用 ， 化 学 风化 作用 及 生物 凤 化 
作用 。 eae 

1, MERU ER WPM, MP EMRE 
~ ADDER APE FARE LENT By TA Bs BOR RTE, 3 
RE Py TBE ASSES. SCS ET HEAL, BB, TEM 
表 的 物理 条 件 中 伍 稳 定 。 同 时 随 着 物质 的 碎 化 程度 物理 风化 作用 
过 程 还 渐变 绥 。 在 发 展 的 一 定 阶段 上 ,这 一 过 程 变 得 非常 缓慢 , 甚 、 
至 在 实际 上 可 能 停止 。 碎 化 程度 决定 于 物质 本 身 的 人 性质 ,也 决定 于 - 
风化 作用 要 素 的 强度 。 Pas ; 

物理 风化 作用 的 主要 要 素 是 岩石 温度 的 剧变 必 及 与 它 有 关 的 
畦 石 体积 的 不 均匀 的 变化 .物理 风化 作用 也 决定 于 岩石 特性 . 频 于 

。 闭 厂 导热 率 小 ， 岩 石上 层 在 太阳 光照 射 下 要 上 比 其 下 层 的 二 热 快 的 
多 。 上 层 逐 渐 加 热 , 膨 胜 , 但 同时 又 受到 崇 层 本 身 与 岩石 其 他 部 分 ， 

内 聚 力 的 阻力 ,因而 就 形成 一 系列 与 岩石 圾 面相 平行 的 硼 小 裂 阶 。 
夜晚 ,岩石 上 层 的 冷却 及 收 短 要 比 其 下 层 剧烈 的 多 ,和 结果 就 形成 一 

系列 与 岩石 表面 相 垂直 的 维和 维 状 的 裂 孙 。 这 样 ， 岩 石 类 层 就 充满 
着 相互 交错 的 裂隙 ， 使 岩石 分 型 为 各 种 不 同 大 小 的 碎 块 。 这 些 碎 

/ 卖 在 重力 及 大 气 营 力 的 作用 下 发 生 移 动 ， 这 时 新 的 岩层 就 出 露 于 
he. 

温度 变化 的 振幅 仿 大 ,温度 升降 变化 的 速度 念 快 ,岩石 也 就 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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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破裂 .因此 温度 的 日 变 会 造成 岩石 很 剧烈 的 破 裕 ， 而 温度 的 季 闻 
BR He et ay TA Ae FS BS 

塞 冻 风化 作用 是 物理 风化 作用 的 一 种 变种 > 

孔 在 温度 常 在 0"( 水 的 冰点 ) 以 下 地 区 的 作用 尤为 瑟 天 。 水 在 容 隙 
BRAG RIK, WRAL BAD) RBA EE, CRBS 25 
ALANS SAREE. Sek + RII 
到 6,000 任 克 /平方 厘米 。 

易 理 风化 作用 在 很 大 程度 二 决定 于 气候 条 件 ， 节 在 温度 于 得 
时 间 内 变化 剧烈 的 地 区 进行 得 最 为 强烈 .例如 ,在 幕 漠 和 宇 荒 站 地. 
区 ， 在 高 的 山 原 地 区 等 地 就 具有 这 种 条 件 。 罕 冻 凤 化 作用 在 温度 
RE OC 左右 的 地 区 , 如 三 两极 地 区 和 高 山地 区 进行 得 最 为 局 
Fi : | 
2. HABRULTER HPS, ERMA REPS 

FARE . ELE RR ARIE AL, IE DEORE AEE 
下 可 转变 为 稳定 的 矿物 。 于 

水 、 氧 及 二 氧化 厂 是 化 学 风化 作用 的 最 活跃 的 要 素 。 
水 是 洲 痢 此 外 ,水 能 与 无 水 矿物 化 合 ,而 使 其 成 为 舍 水 矿物 。 

“WTB” (FeO。) 在 地 玫 条 件 下 即 成 为 宰 铁 矿 (2Fe,0,-3H.0), 
无 水 硫酸 钙 (CaSO,) 变 成 石膏 (CaSO,.2H;O)。- 

氧 决 完 着 乞 化 反应 的 广泛 发 展 。 这 些 反 应 的 进行 或 是 通过 上 
气 申 的 游离 氧 ,或 是 通过 溶解 于 水 中 的 氧 。 

一 氧化 碳 在 化 学 风化 作用 中 天 现在 雨 个 方面 :一 方面 ， a 
- 洪 同 起 着 溶解 作用 (水 中 CO, 2, KAR BRB) TK, ES 
所 化 碳 的 作用 下 发 本 碳 酸 虽 化 作用 ， 亦 即 促成 碳酸 路 类 形成 的 各 
个 分 解 作用 过 程 的 总 和 。 此 外 ， 二 条 化 碳 对 碳酸 磨 发 年 作用 ， 使 
难以 溶解 的 看 酸 槛 类 变 成 易于 溶解 的 重 碳酸 茧 。 如 CaCO, 十 CO。 
十 HO= Ca(HCO,),。 碳 酸 氨 钙 比 CaCO,。 易于 溶解 到 30 倍 。 

化 学 风化 作用 主要 是 在 岩石 各 者 层 部 分 进行 。 因 此 ,一 定 质 量 
2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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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E SAFO BEIN I Be, (LSE RUE ER BE RS 
BAA FT 5 | RS Sy BES BF 9 Dy EE AE RE 
Me: 2 

HAE VEE IB SACRA CAE EN PEE RA SE Pt 
$F DES BZ , TEMG PLR RHE BE AD LL BA 
MALIA URE DUCE ROA, CEE PRA ARE 
SE SUR EEE F CAE BRUCE BEST SSE ENE, CEASE ER EE 
a BD iy BB ALE FN 2, TH EWE BU DUE RUE BE 
ERMC GERB—KALSI0., He 

Ai—Na,Al,Si,0,,, $542 —CaAl,Si,O,, RICE) WML 
BA, SEAR REE RUICE  WEREBIETCH, 'E 
TREES TRB AL Pe oN. AE Be AS 8a EBS (SiO, AGMA IE 
典 。 这 时 长 石 转化 为 各 种 不 同 的 粘土 状 的 化 合 物 ， 县 后 成 为 高 内 十 
(H,Al 29i,0.- H,O 或 全 Os,2SiO: ,2H5O)。 

高 周二 粕 而 双 分 解 为 氧化 铝 的 水 化 物 ( 锅 各 士 矿 ) 及 蛋 自 石 
_H,AI,Si,O,- -H,O=AlI,0,;-nH,0+S8i0,-nH,O 

“在 热带 及 副热带 地 区 的 湿热 气候 条 件 下 ， 铝 和 铁 的 砍 酸 坷 类 
的 化 学 风化 作用 进行 得 较为 迅速 ,很 快 就 成 为 硬 和 红壤 , 亦 即 成 为 氧 
化 铝 和 和 氧化 铁 的 水 化 物 。 在 热带 与 副热带 湿润 地 区 ,往往 在 这 些 化 
学 风 枇 作用 产物 上 发 育 着 士 壤 。 在 温带 地 区 粘 十 物 览 分 布 很 广 。 

3. 生物 风化 作用 ”生物 风化 作用 就 是 与 动 汗 物 生 命 活动 及 
其 分 解 物质 的 作用 有 关 的 岩石 风化 作用 。 生 物 在 其 生命 活动 过 程 
Fak HA, 而 另 一 方面 也 分 泌 册 一定 的 物质 (如 有 机 
酸 )。 在 生物 风化 作用 过 程 中 起 作用 最 天 的 是 分 泌 有 机 酸 的 植物 及 
在 岩石 中 完成 许多 复杂 化 学 反应 的 微生物 。 当 生物 尸体 腐 烟 时 ; 它 ， 
便 提 供 某 种 可 溶解 的 腐植 酸 ,这 种 腐植 酸 对 岩石 起 着 破坏 作用 。 除 
化 学 作用 外 ,生物 对 岩石 也 可 和 葵 久 机 械 上 的 作用 。 例 如 ;在 树 根 的 
作用 下 着 石 会 产生 裂隙 。 这 一 压力 显然 是 很 大 的 。 根 据 这 一 点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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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学 者 就 没有 把 生物 所 化 作用 划分 为 一 种 单独 的 风化 作用 。 但 是 
这 种 意见 是 不 正确 的 ， 因 为 化 学 与 物理 风化 作用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与 
生物 有 关 , 是 具有 其 独特 的 特征 。 此 外 , 与 有 机 体 生命 活动 有 美的 
特殊 生物 化 学 过 程 对 岩石 也 起 着 破坏 性 的 影响 。: 

和 华 物 风化 作用 在 气候 湿 油 而 温暖 的 地 区 进行 得 最 为 强烈 。 药 
漠 的 过 分 干燥 ,以 及 高 纺 度 地 区 的 低温 此 不 利于 生物 风化 作用 。 但 
是 就 是 在 两 极地 区 ;夏季 在 岩石 中 还 是 可 以 发 育 地 衣 玉 条 菌 。 

在 地 表 上 各 种 风化 作 必 (物理 风化 作用 、 化 学 风化 作用 ̀ 符 物 
风化 作用 ) 都 是 同时 进行 的 。 在 这 几 种 风化 作用 之 问 有 着 一 定 的 相 

”五 达 系 。 例 如 ,物理 风化 作用 的 发 展 就 促进 了 化 学 风化 作用 ;因为 
团 石 与 外 界 的 接 俘 面 扩 天 了 。 同 时 各 种 风化 作用 的 性 时 与 强度 双 
与 气候 条 件 有 关 。 而 且 在 地 才 一 定 地 区 内 太一 种 风化 作用 为 主 ;在 
另 一 地 区 则 玉 另 一 种 风化 作用 为 主 。 

二 ， 风 作 作 用 造成 的 地 形 形 态 

由 于 地 表 上 风化 作用 的 和 结果 造成 了 特殊 的 地 形 形 态 。 这 些 形 
态 同样 也 决定 于 风化 岩石 的 性 质 。 在 由 岩 兹 岩 (花岗岩 ,办 长 兰 , 适 
炮 岩 ,去 武 岩 ) 租 成 的 由 地 和 高 由 地 区 形成 如 下 一 些 地 玲 才 态 ， 如 

| HOR RETE. WEIL. SHITE PATE 
2 5 UY RA Pe FS ALE AC FT 

HWE SUFLESHADRSL. AMER A em 
PARRA, ESSE ERE LE. HEE MRI 
(An BS Et) Bs A Ee, EB RAZ IG 

WAL Aha Awe”. PALA MEE BOL ilh, SER Re, 
中 西伯 利 亚 都 有 ,显然 在 中 国 山地 地 区 及 地 球 上 其 仔 地 区 也 有 。 从 
复 盖 着 高 地 顶部 的 这 种 “ 石 海 "中 ， 有 和 给 慢 移动 的 石 流 呈 各 个 狭长 
的 带 状 沿 着 陡 壁 流向 山谷 及 高 地 底部 ,这 就 是 通常 所 称 的 “石河 ”。 
"去 武 岩 在 物理 风化 作用 中 人 常 分 裂 为 大楼 形 的 垂直 节理 ， 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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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R WTA RE. CES A A EE Be SOTA ME A So, PS BS OT FF 
SISA te. HERE KAMER ORD Se 
HER PTB , CM Ey TI HE FRE TD SA IS EG ET AL 
PSL. AE Si OE BE A BHU FAB Be HA Ss FHT 

Sx APIS IH. 
| eo 2 SS ALOE ENE RSTRNT 
REITER | FAT A“ RS BOIS” (pynnusiti pe- 

abep) 是 由 许多 匆 状 , 塔 状 , WR SIESTA, 它们 之 
间 只 有 非常 小 的 裂 际 。 在 这 种 地 形 的 形成 中 物理 风化 作用 起 着 ， 
主要 作用 。 

在 石灰 岩 地 区 ,主要 由 于 物理 风化 作用 ,可 构成 下 天 的 塔 状 地 
形 及 陡峭 的 出 峰 (如 在 奥地利 阿尔 插 斯 出)。 

在 砂岩 、 量 色 兰 ， 及 其 他 相关 伏 的 水 平 产 状 的 岩石 安 表 地 区 ， 
有 很 多 地 为 笛 于 风化 作用 而 形成 桌 状 的 陡坡 。 

在 气候 潮湿 而 暖和 的 地 区 ， icine anche Nkeieaee, 

的 形成 ， 或 是 在 风化 层 的 厚度 (深度 ) 方 面 都 达到 最 大 的 发 展 ,在 碎 
情 风 化 产物 集聚 地 区 发 育 着 坡度 低 绥 的 柔和 的 地 形 。 

在 研究 成 化 作用 所 构成 的 地 形 时 ,应 读 指 出 , 谷 有 其 他 一 些 外 
力作 用 (如 风 ; 流 水 等 作用 ) 部 分 地 参与 了 这 些 地 形 的 形成 ,但 这 些 
EAA AR | 

BUC ZEB ITE ED, ASA RE Be Sw 

外 力 要 素 所 造成 的 地 表 形 态 。 风 化 作用 在 各 个 地 方 (或 几乎 在 各 个 
地 方 ) 都 提供 着 碎 居 物质 ， 这 些 碎 层 物 质 成 为 其 他 外 力作 用 ( 风 及 
流 永 等 的 作用 ) 的 对 象 风 化 作用 的 这 一 辅助 作用 在 陆地 地 形 形 成 
中 有 车 特别 重大 的 意义 .风化 作用 的 产物 愉 各 种 外 力作 用 所 移动 ， 
在 搬运 过 程 中 御 研 麻 , 而 后 沉积 在 低地 地 区 ,而 且 它们 往往 是 分 异 
沉积 。 5 

LOR, BRUCE ee Te Ph BEATER C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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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AR IK [BD EAK WEAK, SAK, PERSIA) oF 5 A UGS, ES 
种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中 都 反映 出 形成 这 些 地 形 的 岩石 的 特性 * 此 外 ， 
风化 作用 在 作为 供 葵 其 他 外 力作 用 ( 风 及 流水 等 作用 ) 碎 情 物 质 的 
来 源 方 面 ,对 陆地 地 形 形 成 也 起 着 非常 吾 大 的 作用 。 风 化 作用 最 后 

还 促进 着 整个 陆地 的 平 夷 。 ‘ 

‘Pm ”流水 侵 估 及 流水 堆积 地 形 形 太 及 
形成 它们 的 各 种 过 程 

一 流水 作用 

1. 流水 作用 的 种 类 ”流水 以 各 种 租 小 水 流 , 草 时 水 流 及 河流 
的 形态 对 地 表 进 行 着 十 耸 瑟 大 的 工作 。 这 其 中 包括 有 三 种 :(1) 破 
坏 作 用 。(2) 冲 积 物 的 搬运 作用 。(3) 冲 积 物 的 堆积 作用 。 

破坏 作用 “流水 的 破坏 作用 在 一 定 平面 上 (如 山坡 上 ) 可 以 表 
现 为 片 状 冲刷 ,也 可 表现 为 线 状 冲 鲁 。 ee 

片 状 冲刷 ， 在 片 状 冲刷 时 ， 流 水 比较 均匀 地 冲刷 着 整个 而 坡 
表面 上 的 表层 朴 松 岩石 及 土壤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沿 册 玻 才 面 流动 的 
流水 没有 形成 一 连 夸 的 水 流 , 而 分 为 许多 水 流 。 片 状 冲 刷 的 作用 在 
可 耕种 的 山坡 上 表现 得 最 为 强烈 ， 在 这 里 土壤 的 上 层 渐渐 愉 硼 小 
的 水 流 所 冲 走 。 在 耕地 上 的 强烈 冲刷 可 转变 为 线 状 冲印 , 在线 状 冲 
人 鲁 时 在 耕地 上 可 以 造成 小 槽 ,小 塞 地 ,甚至 形成 冲 沟 。 为 了 与 耕地 

_ 片 状 冲刷 进行 斗 稚 ,可 以 治 垂直 于 坡 面 的 方向 进行 耕种 ,并 沿 同一 
磊 向 种 植木 林带 和 在 山坡 上 种 植 牧草 。 

rt ih CHER SEAL SEARS RRARMH fl BLERAI MAE REAR 
RAE AR HEIEROTERS CAN (porrpuna), MAY. A). ERC ARIE 
60 FEE WR HP A Bie RS PAG EH 325 a OAT LH Be — A EE 
Fi. DUBUE SER EF BO EEE AS Ly Ta a8 
BBE Ak Be SB BY 6 TE AE Dt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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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此外， SAE FR UEDA ATE EO 27 ERIE 3 
TRAE ER ARIE IRAE PECANS 3b ER AS MTR 
fd HIE. 
冲积 物 的 搬运 作用 “流水 搬运 着 处 于 溶解 状态 中 的 物质 ， 搬 

运 着 处 在 巧 澶 状态 中 的 ， 因 岩石 及 土壤 和 遭 受 冲刷 及 冲 便 而 生成 的 
微 直 牺 质 ,以 及 各 种 较 大 的 碎 翌 胸 质 (河床 冲 仇 及 谷 坡 冲 失物 贤 )。 
较 天 的 碎 习 物质 秆 水 流 在 其 底部 搬运 着 。 因 此 ,除了 水 流 以 外 ;还 
有 水 流 底 部 的 碎 习 物 贤 流 ;处 在 悬浮 状 态 中 的 微小 颗粒 流 以 及 化 

学 溶解 物质 流 和 在 运动 。 

冲积 物 的 沉积 或 堆积 HK LEILA HF AWB HORE 
中 消耗 着 一 定数 量 的 能 量 。 如 果 因 为 草 种 原因 水 流 能 量 减 小 , 则 必 
然 有 一 定数 量 的 物质 不 能 为 水 流 所 粕 棱 搬 运 ， 这 时 就 发 生 冲积 物 
的 堆积 作用 。 水 流 首先 将 较 大 的 碎 悄 物质 堆积 下 来 ,而 后 当 流 速 稳 
鞭 减 小 时 旭 堆 积 下 较 小 的 物 览 。 大 家 都 知道 , 沿 水 流 底 部 的 牵引 物 
质 的 重量 与 水 流 流 速 的 六 次 塘 成 正比 - 换 句 话 襄 ,即使 流速 略微 减 
小 也 可 引起 冲积 物质 的 堆积 。 流 水 将 固体 冲积 物 搬 泛 到 一 定 距 离 
后 便 将 它们 沉积 下 来 。 因 而 可 造成 堆积 地 形 。. 

BE Se EAE LHL MO iH 
物质 沉积 下 来 。 Va 

2. IKGES BRERIMOAHASER KBE EE — apie ah, ABE 
FEMI BALA FRIAR: 

Dis mv’ 

亦 即 动能 与 水 量 及 流速 平方 成 正比 。 流 速决 定 于 河床 坡度 。 由 此 公 

式 可 得 出 ,水 量 及 流速 总 大 ,水 流 可 能 作 的 功 也 念 大 。 

水 流 可 以 作 各 种 功 。 但 水 流 的 各 种 功 归根 灶 底 此 决定 于 它 的 

动能 (了 ) 及 为 克服 妨碍 水 流动 的 各 种 阻力 (河床 阻力 、 冲 积 物 的 搬 
运 ) 所 必需 的 能 量 ( 工 ) 之 间 的 比例 关系 。 这 里 大 致 可 能 有 三 种 情况 : 

°2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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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力 在 数量 上 大 于 为 克服 河床 及 冲积 物 搬运 的 阻力 所 必 
需 的 能 量 (P> 工 )。 这 时 水 流 可 以 侵蚀 一 -加深 及 改变 河床 。 

(2) 活力 与 为 壳 服 河床 及 冲积 物质 搬运 的 阻力 所 必需 的 能 量 
相等 (了 =- 工 )。 这 时 基本 上 只 有 冲积 物质 的 搬运 作用 。 

(3) 如 果 动 能 只 能 克服 河床 的 阻力 ， 而 不 能 搬运 水 流 中 所 夹 
带 的 一 切 冲 积 物 。 这 时 便 发 生 冲积 物 的 堆积 现象 ,因而 形成 堆积 地 | 
形 形 态 。 | . 

AAC Bie EY SE EAE FAS A SLL a MEHL 
7) MR Be. ZE_LUEZK RRA BE 
切 和 扩大 河床 本 身 ( 亦 即 侵蚀 ) 0 LEMP WEI BEM OX , JL PAR HERI 
部 动能 都 消耗 在 克服 河床 的 阻力 及 冲积 物 (各 种 碎 层 物质) 的 搬运 
上 。 在 下 游 ; 水 流 流入 出 前 平原 地 区 ,河床 坡度 惫 剧 减 小 ;流速 也 减 
小 , 烙 果 动能 也 随 之 减 小 。 因 此 ;这 时 各 种 碎 屑 物质 和 醒 堆 积 下 来 并 
形成 冲积 骏 ( 特 殊 的 堆积 地 形 )。 几 乎 在 所 有 出 态 的 耻 蓄 地 区 些 可 
BEM RE. IHRE KE EMRE BS 

BORE, AK BEBE T EET EAS CE Fi) CE, WSS AE Ry 
BREE FOB DUE, Fa Ss TS OE A HE 
积 ) 下 来 。 侵 鲁 与 堆积 是 水 流 一 种 作用 的 两 个 方面 。 而 偿 僵 地 形 形 
态 及 堆积 地 形 形 态 就 是 水 流 活动 这 两 方面 的 反映 ， 有 物质 的 搬运 是 
介 于 侵蚀 与 堆积 之 间 ， 介 于 侵蚀 地 形 与 堆积 地 形 形 态 之 问 的 连 系 
Ras, | “tge' ag aae 

: \ 

二 ”水流 的 侵蚀 

1 水 流 侵 扔 活动 的 垂直 空间 范围 “地表 水 流 的 侵 侯 活动 是 
局 限 在 一 定 的 空间 范围 内 的 。 假 届 有 一 由 同一 岩石 稻 成 的 山坡， 
它 的 者 面 平滑 地 下 降 至 水 域 (海洋 、 湖 泊 等 ) 的 水 准 面 上 (如 图 2 )。 
水 域 的 水 准 面 实际 上 就 是 沿 坡 面 流向 水 域 的 水 流 可 能 下 切 的 下 
界 。 至 于 每 一 水 流 侵蚀 活动 的 上 界 则 决定 于 水 流动 龙 与 妨碍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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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 ily ie eo a SESE ab OR ze. A 
It, 2KGR REVERT BRK. KBE 
Giga ie 9 SOLA aR WL BE 
遭受 冲 鲁 的 阻力 的 那 一 点 即 为 水 流 侵 

图 2? fe Rh EVE O fig EE. 

SRK GG FHKE RICE, BK ET 
BY Be BE LDC HE Til . HAAS B B , GE ARCHER AK Deh AEF 
界 。 中 

对 于 流入 海洋 ， 湖 泊 的 河流 侵蚀 基准 面 实际 上 就 是 这 些 水 域 ， 
的 水 准 面 ;对 于 河流 的 支流 途 鲁 基准 面 就 是 主流 在 支流 流入 处 的 
水 准 面 ; 对 于 消失 在 山 蓄 旁 平原 上 的 暂时 水 流 的 侵蚀 基准 面 就 是 
出前 检 原 的 水 准 面 。 河 床 中 造成 惫 潍 的 坚硬 岩石 的 出 露 就 是 河流 
上 段 的 草 时 侵 鳃 基 面 。 大 洋 水 准 面 是 最 低 的 陆地 侵蚀 基准 面 。 

2. 下 蚀 与 便便 ”水 流下 切 地 表 时 ;进行 着 一 定 的 工作 ， 其 中 . 
有 下 刍 及 便便 .水流 沿 深 切 本 身 河 床 方向 的 作用 叶 作 下 鲁 。 表 现 为 

Mp fil Va] As Wa OS ABE, DL RT ed FES ae EA PE th. 

PRAVA OIF fil Be Bl ft , HAS A PPS AS SESE TE] PE AY , PT a HE 

定 孙 流 的 各 个 不 同 地 段 上 久 及 在 水 流 河谷 发 展 的 不 同 阶 段 上 ,下 
侯 与 侧 便 之 间 的 比例 有 所 变化 。 

“在 水 流 的 每 一 具体 地 段 上 ， 当 水 流动 龙 大 于 为 克 限 河床 及 冲 
积 物 搬运 的 阻力 所 需 之 能 时 就 发 生 侵 鲁 作用。 下 蚀 的 强度 决定 于 
水 流 流量 及 其 流速 , 井 决 定 于 水 流 流 轻 地 区 岩石 的 硬度 。 在 松软 岩 
石 ( 沙 、 洪 泥 ) 地 区 水 流 的 河床 比较 易于 下 切 ， 但 在 花岗岩 , 片 麻 兰 
等 硬 岩 地 区 下 切 作用 则 非常 缓慢 。 由 于 河床 加 深 , 坡 度 减 小 ,因而 

流速 减 小 ;动能 也 随 之 减 小 。 最 后 就 减 绥 了 下 钱 , 甚 至 使 它 停 止 。 由 
此 可 见 , 河 床 坡 度 限 制 着 水 流 的 下 急 。 

与 下 人 刍 的 同时 还 存在 着 水 流 的 便便。 但 是 ,在 水 流下 切 其 本 身 
河床 的 时 期 ,便便 往往 处 于 次 要 地 位 ,水 流 的 能 量 往往 全 部 消耗 在 

"239。 
se. 

/ 



破坏 本 身 河床 及 搬运 其 得 自 上 游 和 谷 坡 的 大 量 石 块 物质 上 。 可 是 ， 
即使 在 水 流 深 切 其 河床 时 期 ， 在 河床 的 平面 图 上 也 仍然 有 着 各 种 
不 同 的 弯 昌 。 当 水 流 在 实际 上 已 停止 深切 河床 时 这 些 弯 曲 表现 得 
更 为 明显 , 侧 鲁 主要 表现 在 河床 的 这 些 弯 曲 地 方 (转弯 处 )。 

任何 一 股 水 流 些 尽力 保持 其 在 转弯 前 所 具有 的 运行 方向 ， 因 
此 水 流 在 离 局 力 的 作用 下 流向 四 进 的 河 
ii, MN KHREWKS FRIES 
的 水 分 子 流动 的 速度 大 (如 图 3) HE, 
表层 水 分 子 的 离心 力也 就 天 于 底层 水 分 
子 的 离心 力 。 因 而 在 凹 岸上 的 水 位 高 于 
目 岸 的 水 位 。 水 分 子 在 重力 作用 下 沿 四 
岸 的 便 匀 面 下 降 至 河 底 ， 而 后 在 河流 底 
层 由 四 岸 流向 凸 岸 。. 这 样 ,水 分 子 运 行 的 
BRR ERIE EEE 
状 的 流动 。 这 种 流动 引起 止 岸 强烈 的 冲 oR ae 

F J Al3 FETA SARE 
PRSUPUC, DLR RSE ye Ze (一 一 ) 及 底层 (一 --) 

沉积 。 在 便便 的 作用 下 河曲 不 断 变化 ， al ik 机 
EMME RA TUES ROT AT . Si Gee 
WB Vl toy YD He AS DEH Ac TT TAT AR He JE ESE EAE. HE 
些 学 者 认为 ,壮年 河谷 的 宽度 与 河床 寅 度 之 比 为 18:1。 但 是 ;甚至 
在 水 流 已 友 形 成 非常 宽广 的 河谷 以 后 ,便便 也 不 会 停止 ;这 时 便便 
主要 只 表现 为 移动 河床 及 对 其 本 身 沉 积 物 的 再 行 冲 创 。 

3. 济源 侵 损 及 河 沫 恤 夺 ”除了 垂直 侵 凶 及 侧 方 侵 亿 以 外 , 傈 
有 溯源 侵 侯 (或 倒 便 )。 所 谓 济源 倒 钱 , 即 水 流向 上 游 地 表 进 行 的 侵 
fil Py 

ZEA BEE Fe L WEBS PIE FEEDER ZEA 
BE J BE OT RS EE FA. TBE 7k 
HAO NEAR , BET BER A — Se Het Be HAR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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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Aaa PP beam eee TAD Ae a 
PIR TT SEIS a Bik, $I ri Ya _ Lee HE PT ID TB 
UE fw BR Ee EPL, BESS , BE 3h DL SE OH HP 
REE REI, AC HG BEAR BG DAD RE AK TE 
PIS 4 Hy VE wh, TR UNAS ALE TG ELE 

| ATK BRAY BS Bh DI Bay 
| teense 

Wt RIREM iA Ze HE FA 

着 。 同 时 ,太平 溢 一 面 山 坡 上 的 水 
Bete LR. WEBB Ze 
地 球 上 其 他 地 区 也 可 以 观察 到 。 
例如 ， 皮 湿 加 河 过 去 与 库 洛 依 河 
全 是 一 条 河 ， 和 已 全 通过 库 洛 依 河 

\ 图 4 皮 温 加 河 丢 北 德 维 HE AR FE GEM SS. ALES 

ci ih a te MEANT MI — SR EE RR ie BM 
UEIC A045 Thi WEEE NEUE MMT OS Bie, WD BE FO LTS 
Fe Te EL maT vO Ya ak SEC SA AL ETD CRE EE OTA Fe 
部 分 就 成 为 一 条 独立 的 河流 一 一 即 现在 的 康 洛 依 河 。( 如 图 4) 

WERE An TAS Le PSE, JG CEE AR UE BSE TT 
(p. Mepr) Fi M— A RES T 

AREA 8 A ee ht — JB 
baa Byrax ) 4) R225 HS. Cin 

5)» 

上述 事例 可 使 我 们 得 出 千 
论 ， 测 源 侵蚀 最 后 可 以 引起 河 
流 移 的 重新 分 布 ， 引 起 分 水 器 

地 区 及 分 水 壬 的 变化 。 图 5 将 要 发 生 的 多 瑙 河上 游 被 尼 
MMB, ze AIS WYO) Be BLS ti Ye] ES pH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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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表现 在 一 定 的 垂直 室 间 范围 内 ， 同 时 陆地 侵 刍 的 最 低 基 面 归根 
到 底 是 大 洋 的 水 准 面 ， 侵 鲁 可 分 为 种 :垂直 侵蚀 , 侧 方 侵 全 及 测 

源 侵 他 。 水 流 的 全 便 活动 表现 为 陆地 隆起 遭受 切割 及 侵蚀 相 地 形 
的 形成 。 在 一 定 条 件 王 水 流 的 侵蚀 活动 可 以 引起 山地 隆起 遭受 冲 

负 并 转移 变 为 准 平原 。 

三 “河流 的 纵 剖 面 及 其 形成 

在 水 流 继 剖面 的 形成 过 程 中 可 看 到 以 下 几 个 阶段 。 
LARNER ROAM USE ia 

流动 不 久 的 水 流 , 在 某 些 地 方 对 地 表 进 行 下 切 , 而 在 某 些 地 区 则 以 
冲 鲁 生 成 物 充 塞 低 窄 地 区 (如 图 6). SE LIKE th LBA, 

二 ' 次 剖面 形成 
BY JL4 REE 

ete] FEM RARE 
J 地 区 的 况 积 

Aé6 Wirth RHA. . 

4 —- ERG KER HO Ak EE By EE TG KBE 
eR EPA ABET FO, FLU EB 
— ph EE 4 He, ESR BRIG RR T ARDEA ARSE BE OBSTET 6 SP PIE EE 
Ho XZ EL HO, MEM KARE EE 
HE LBEHEIE T Cin LEB) o zk be Zee BE Be bE He HOMES PD, BE 
PERAK DEMEFA I ZB BSIE, ZEUK INE SETS ZB a ak Bie 
面 大 致 就 是 这 样 形成 的 。 

在 山地 地 区 水 流 给 淹 面 的 形成 有 些 不 同 。 沿 山坡 开始 流动 的 
水 流 对 士 壤 进行 冲 便 ,造成 河床 水流 秋 而 对 河床 两 壁 及 河床 底部 
EAT Wp tk, BEAK He Dt Oh Ah py EVRA EP eS 

ATH AAC Bie TF DUAR, DBC LEAK TH L_ ETA A RG TT HE ESE 、 
HEOLS , AK BANA ESA AE els FS aE EP TT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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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AAT Bl EE WEIS Un PE ATR ADR 
可 以 大 大 前 弱 水 流 的 深 吉 作用 ， 辣 时 在 河流 中 讲 部 分 深切 作用 者 
现 的 最 强烈。 1 

2. aU 影响 河流 粥 前 面 形成 的 ,有 一 系列 要 ， 
_ 素 :一 方面 有 河流 水 量 , 流速 ， 另 一 方面 沧 有 河床 对 冲 便 作用 的 阻 
力 ,冲积 物 的 性 质 友 数 量 。 

河床 班 受 冲 全 可 分 为 雨 个 阶段 :汛期 及 低 水 位 时 期 。 
汛期 进行 的 性 里 是 形成 河床 坡度 的 重要 要 素 。 通 常 由 河源 到 

PA, TARR eR I. JER ERE EH 
AS, HERTHA PKA REE A. SIG HEMT PK 

汛期 水 位 降低 ;因为 河流 下 游 由 
于 水 量 丰 富 、 河 谷 加 寅 ,因而 汛期 
洪水 伸展 面积 扩大 (如 图 7)。， 

-根据 互 ,开局 卡 维 耶 夫 (Ma- 
KKaBeeB) YEH, WAKES BE 

图 7 “的 击 大 ， 在 河流 上 游 会 引起 地 方 

性 的 回 水 现象 ,汛期 时 这 里 的 流速 较为 缓慢 。 同 时 在 这 里 河床 的 冲 

fii VE FB BEA | 

在 中 性 地 带 ,由 于 比 降 较 大 , BREE AE, 而 在 河口 
附近 地 带 , 由 于 水 瀛 扩展 水 面 比 降 在 汛期 时 更 为 增 大 ;因而 水 流 具 
EAA EN ETA HATED. 这 就 是 在 春 汛 时 期 河床 形 
成 的 概况 。 

在 枯水期 , 亦 即 低 水 位 时 期 可 观察 到 另 一 种 情况 。 水 面 比 降 在 
于 游 委 剧 二 大 ;因为 水 流 不 再 有 春季 时 的 回 水 现象 ,因而 河床 受到 
强烈 囊 仇 。 在 中 性 地 带 比 降 仍 与 从 前 一 样 ,但 是 来 自 上 游 的 冲 仔 移 
早 使 如 亿 作用 碱 弱 。 实 际 上 河流 的 这 些 部 从 都 可 以 直接 搬运 冲积 
物质 。 在 下 游 比 降 每 剧 减 低 , 冲 刍 停 止 , 冲 积 物 开始 大 量 沉 积 。 

总 的 说 来 ,对 于 河流 丝 剖 面 发 育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不 在 河流 上 游 ， 
© 243 « 



TD ZE MP UE, ET BR 2 Wk ER SEM BAD fe 
况 下 ,下 切 作用 开始 的 地 区 是 汛期 洪水 扩展 的 地 区 ， # Hak bite 
SCE BLE ERESERE KM 
>” WR RED AA OE, RD RRR RS 

EY, EP RA RAE eR 
被 分 为 许多 具有 不 同 河床 作用 (pycr0BHe mporeccst) 方向 的 地 段 。 

在 坚硬 的 难 太 冲 蚀 的 岩石 ， 宦 易于 和 遭 受 冲 分 的 岩石 所 替代 的 

地 方 ,在 河床 上 即 形成 梯 坡 (或 许多 梯 坡 )。 河 床上 直立 的 或 是 接近 

直立 的 梯 坡 即 形成 误 布 。 巨 大 的 瀑布 有 尼亚加拉 河上 的 尼亚加拉 
瀑布 ( 48 公 尺 ) ,三 比 西河 上 的 维多利亚 瀑布 ( 狗 120 公 尺 )。 巴 拉 

那 河 支流 伊 瓜 苏 河 (P. Hryacy) 上 的 伊 瓜 苏 瀑 布 (70 BR), BE 
亚 那 波 塔 罗 河 (P. IIofropo) 上 的 开 斯 特 尔 瀑布 (Kaiterep)( 240 公 
尽 )。 如 果 在 河床 上 的 这 些 梯 坡 坡度 较为 缓和 , HUE RHE 

在 梯 坡 上 下 地 区 ,河流 可 能 形成 这 样 的 比 降 , 即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河床 不 再 深 吉 ， 但 在 梯 坡地 区 河流 下 切 ， 因 此 梯 坡 水 渐 向 上 游 后 

退 , 亦 即 开始 溯源 侵 俩 。 

通常 ,河流 悉 剖 面 不 是 完整 的 几何 曲 缠 。 已 可 能 有 四 进 、 西 起 

或 不 连 炉 的 线形 特性 。 
3. 河流 平衡 剖面 ”水 流 (河流 ) ME RAM BR 

衡 剖 面 的 形成 。 所 铀 平衡 章 面 ， 就 是 在 剖面 上 的 每 一 地 段 在 河流 
“Sab” (ait Be eB) 与 阻力 (冲积 物 的 数量 及 性 质 ， 河 床 的 阻力 ) 
之 问 形 成 一 定 的 平衡 在 平衡 剖面 形成 了 的 地 段 ,河流 下 切 作用 停 
TE, 水 流 所 形成 的 比 降 使 河床 上 不 再 发 生 底 土 (rpyat) 的 冲 便 , 自 
谷 坡 或 由 支流 带 入 河中 的 物质 些 沿 水 流 流 向 下 游 。 这 种 平衡 是 带 
有 很 大 的 假定 性 的 。 因 为 河流 在 其 整个 河 身上 永远 不 可 能 同时 达 
到 平衡 。 实 际 上 , 轻 常 都 存在 着 引起 河床 坡 庆 发 生变 化 的 要 素 。 

因而 随 着 具体 条 件 的 不 同 ， 河 流 平 衡 章 面 的 性 质 便 不 断 发 符 
变化 。 流 量 向 下 涛 逐渐 增加 的 水 流 在 同一 性 千 岩 石上 所 形成 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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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衡 齐 面具 有 四面 向 上 的 籁 变 的 曲线 形 
状 向 上 游 曲 线 曲 度 增 大 ， 在 相当 的 高 
ELE ARE PRES 在 河口 附近 
地 区 井 线 接近 于 水 平 线 *〈 如 图 8) 水 

ma ao ， 流 的 这 种 平衡 齐 面 可 以 称 作 理想 的 平 
A. Mn 5. 代 盆 基 面 ” 。 衡 剖 面 ,因为 在 实际 上 ,平衡 剖面 是 在 

与 上 述 条 件 截 然 不 同 的 情况 下 形成 的 (复杂 的 地 质 构 造 , 水 流 流量 
不 均 与 的 变化 及 它 个 随时 间 及 流向 变化 的 各 种 性 壬 等 )。 

在 许多 情况 下 ,下 游 河流 底部 下 切 很 深 。 这 一 情况 可 在 法 国 、 
英国 ,苏联 的 许多 河流 ( 顿 河 , 乌拉 河 , 伏尔加 河 , 锡 尔 河 , 阿 姆 河 ) 
中 看 到 。 罗 尼 河 的 河床 在 距 河 口 以 上 65 公里 的 地 方 已 低 于 海平 
面 , 而 加 降 河 河口 以 上 180 公里 的 地 方 即 低 于 海平 面 。 伏 尔 加 河 下 
游 的 底部 低 于 海平 面 64 公 尺 , 亦 即 低 于 里 海 海平 面 36 AIR. 

伏尔加 河 河床 下 切 很 深 的 现象 有 以 下 原因 : 在 伏尔加 河 的 下 
游 ,由 于 河谷 加 寅 汛期 水 浪 扩 展 , 因 而 在 特殊 地 区 水 浪 造 成 很 大 的 
比 降 及 流速 ,这 时 就 产生 强烈 的 河床 冲 鲁 作用 。 

同时 淋 有 一 些 河流 , 们 的 继 前 面 虽然 成 为 平衡 剖面 ,但 其 形 
状 不 是 四 进 的 而 是 凸 起 的 。 如 在 卡 累 利 阿 的 一 些 河流 , 写 位 虽 然 流 
速 很 大 ,但 流 经 一 些 非常 坚硬 的 岩石 ,因而 无 法 使 其 遭受 破坏 。 

SF Lik, MIR, 平 衔 剖 面 不 符合 于 某 一 数学 曲线 ， 虽 然 
往往 尤其 是 在 温带 气候 条 件 下 河流 的 粕 剖面 相似 于 一 条 平滑 的 四 
进 的 曲线 ; 盏 衡 章 面 的 基本 特性 ,是 保证 剖面 上 每 一 点 水 流 冲 侧 力 
与 组 成 河床 的 岩石 和 冲积 物 对 冲 馆 作用 的 阻力 之 间 的 平衡 。 影 响 
再 衡 的 要 素 , 如 流量 , BREE, 冲积 物 的 数量 及 冲积 物 的 大 小 等 按照 
各 种 不 同 规律 ,在 整个 流 眉 上 可 能 有 所 变化 ,因而 在 河流 上 不 同 地 
点 形成 它们 各 种 不 同 的 结合 s 由 此 可 见 ,平衡 剖面 可 能 有 不 均匀 的 
(OLE BE, 可 能 具有 阶梯 的 ,不 连 炉 的 , 止 进 的 , 凸 起 的 等 形状 @ 。 

@ Ke 天。 马尔 可 夫 ,地 形 学 的 基本 问题 ,莫斯科 ， 1948.170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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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bE ATH — BETTE TEA YEE La BRAGA, A 
Sy HES BIDS in 5 ASTER KLEE 
5 Et 6: 

4. 河流 平衡 剖面 发 生变 化 的 某 些 可 能 情况 如 果 河流 已 形 
成 了 平衡 剖面 ， 则 这 一 平衡 剖面 可 能 由 于 一 系列 的 原因 而 发 生变 ， 
化 。 下 面 将 雯 到 平衡 剖面 发 生变 化 的 某 些 情 况 。 

人 他 基 面 降低 可 能 引起 平衡 齐 面 改变 。 当 全 凶 基 面 降低 时 可 
能 有 三 种 情况 产生 : 

(1) ERIE EME, (eek FASTING SITE 
Ce BABY BE, ESE OL TS SAR DE Te BLE EAS 
不 会 发 生变 化 。 

(2) 当 侵 创 基 面 下 降 时 出 露 的 地 玫 借 作废 很 小 ， 以 至 于 高 出 
河流 平衡 剖面 之 上 ( 赫 珠 偷 海 海 退 后 的 里 海 低地 )。 这 时 河流 实际 
上 将 产生 回 水 现象 ,发 生 堆积 作用 ， 而 不 可 能 加 深 河 床 ， 上 认 地 段 

将 发 生 改 变 , 必 便 适合 于 新 的 下 游 地 段 的 小 的 倾 笠 度 。 
(3) 如 果 在 侵 鲁 基 面 下 降 时 出 露 的 地 表 坡 度 很 陆 ， 这 时 侵 僵 

BEATS ER HRT I] WEEE, Op RUE TT BD Aho 
ERIE ORME AS EIT, eh EWEN EE RRP 
格 的 限制 ,此 距离 决定 于 回 水 高 度 , 河流 比 降 及 流速 (以 及 深度 )。 
在 回 水 现象 出 现 的 欧 点 以 上 地 区 ， 二 放 和 二 
作用 等 于 雾 。 
2 HE SUN SBA ANTE — MERA LT 会 

引起 侵蚀 作用 的 加 强 ， 也 可 引起 上 升 地 段 上 部 地 区 堆积 作用 的 暂 
时 加 强 。 某 一 地 段 的 下 沉 , 会 引起 碎 屑 物质 的 堆积 。 | 

7A (ly fH TAG FY PL Tel Be KS OCS, PEE ESE Tt 
eA FE He, , Dg LESS AEE, B Ak BEB ARAB GC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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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Warn] 构 

其 产 状 性 览 ， 对 河谷 的 形成 也 给 予 一 定 的 影响 。 谷 坡 

, BUEN 

谷 的 上 部 与 li ° 

更 确切 些 

行 下 切 作 用 的 类 aR ， (Eu 

谷 。 河 谷 是 一 个 伸展 很 长 ， 
点 在 于 由 河床 一 端 到 另 一 端 

能 横 穿 而 过 ,而 只 能 汇 为 
谷 是 由 外 力 因 素 ( 特 别 是 水 流 的 侵 刍 一 # 

cil 

3X F 

等 征 ， 
i} 

其 特 

硬 的 地 层 上 进 
河谷 称 为 几 谷 (如 图 .9) 

形态 ， 

活动 ) 的 相互 作用 而 形成 的 。 无 疑 ， 

根据 形态 

常 贬 谷 整 个 底部 都 被 河流 占据 .类 谷 

河谷 及 其 形态 类 型 和 特征 

种 x J 一 
下 

? 

D 

四 

AS 

— SE Sh 

一 个 意 的 中 空 形 ; 

可 分 出 下 烈 几 种 河谷 类 》 

河谷 的 形态 类 型 
一 

河流 沿 地 表 流 动 而 形成 其 本 身 的 

大 部 分 是 弯曲 的 中 空地 形 

主要 由 于 河流 在 非常 坚硬 

1. 

SEG 

成 非常 狭窄 的 河谷 

有 一 -总 的 倾斜 度 , 井 且 当 它 们 相遇 时 不 可 

作用 ) 及 内 力 要 素 (构造 
谷 的 岩石 及 
与 分 水 叭 出 坡 有 一 明显 的 分 界 绪 

YE 
7a 

底部 几乎 具有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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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瀑布 的 景谷 图 9 



Fe AY Ze SK HR, Pe LS) 

SUA BEND , (A ETE RY EEA A IRA AE 
ph OS PUSHER EY I EAE A. EE. 

PAG ET ER TUR HES 5 EDK ED PFGE DOR EE URE 

HEME, RSE RAPER ST RMR 
水 分 的 兰 层 上 , BAS Fe Bate UE A KK EAT RK PRS 

BEAR WERE. WMD AER LAA V+ 

MER ECLA EMAAR BME, Ie EDGE BOR 
OA DE WA NE EEE Se IB BRK HE OR ZIRE ALM B 

拉 多 河 ， 中 亚 ( 皮 昂 杰 河 ， Tie ei vs A , ) RAMA PDE , FH 

HAE) 

在 河流 下 切 不 很 深 的 地 区 许多 河谷 呈 V 字形 .由 于 河流 对 从 
坡 的 冲 鲁 , 太 及 片 状 冲 刷 和 其 他 作用 , V 字形 河谷 可 转变 为 U 

形 河谷 。U 字形 河谷 在 其 进一步 发 展 时 ， 由 于 长 期 的 侧 志 侵蚀 作 

用 的 千 果 便 天 大 加 寅 , 且 具 有 平坦 的 或 近 于 平坦 的 底部 。 这 种 河谷 
的 横断 面 有 着 止 字形 , 因而 这 种 形状 的 河谷 昔 被 称 为 四 字形 河谷 。 

这 样 ,河谷 的 基本 形态 类 型 就 有 : WE, 峡谷 , 不 深 的 V 字形 

We, U 字形 及 也 字形 河谷 。 这 几 种 河谷 类 型 基本 上 昔 决 定 于 河 
AL HE EL | 

(2. 河谷 两 坡 及 河 问 地 区 不 对 称 性 ”许多 河流 河谷 两 坡 是 不 

对 称 的 :一 坡 高 而 陡 峻 , 另 一 坡 低 而 平 组 。 有 时 这 种 不 对 称 精 构 也 

表现 在 河 间 地 区 。 在 不 同 条 件 下 的 河谷 的 不 对 称 性 是 不 同 的 。 对 于 
河谷 及 河 问 地 区 的 不 对 称 性 有 几 种 解释 。 我 们 在 于 面 菊 获 玫 种 主 

要 的 解释 。 
由 于 地 球 自 炉 ， 沿 地 交 泛 动 的 任 亲 物 体 ， 无 区 基 运动 方向 如 

- 何 ,在 北 定 球 普 向 右 偏 ;在 南 牢 球 此 向 左 偏 。 具 尔 及 巴 宾 (BaGzm) 
将 此 原理 应 用 于 河流 ， 根 据 具 尔 一 巴 宾 定 律 在 北 守 球 的 一 切 河流 ， 

应 不 断 将 其 河床 向 右 坡 方向 推进 (与 流向 无 关 )， 向 右 坡 冲 便 ， 霸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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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 RANG HE TEP RRA, EME Hh, EMER EL 
A 2) 3 2 BES TS Ta BEY POE ARR, (AT Bg Yo 
和 谷 不 对 称 性 的 原因 时 必须 予以 考虑 事实 上 ,在 北 定 球 的 许多 河谷 
此 有 着 陡 峻 的 右 坡 及 平 绥 的 左 坡 (伏尔加 河 ， 鄂 毕 河 , BUR ATT 
等 )。 

A. 工 , 巴 甫 洛 夫 对 于 河谷 两 坡 的 不 对 称 性 的 形成 给 以 另 一 种 
解释 。 根 据 巴 甫 洛 夫 的 意见 ,河谷 两 坡 的 不 对 称 性 可 能 是 由 淮 层 的 
领 匀 所 造成 的 .如果 俐 和 的 含有 洪水 的 含水 岩层 受到 河谷 切割 ,在 
岩层 向 其 倾 对 的 那 一 谷 坡 上 , 则 将 有 许多 泉水 出 露 , 井 对 岩层 进行 
冲 凶 ;造成 场 落 现象 .这 一 谷 坡 最 后 就 成 为 陡坡 。 相 对 的 那 一 谷 坡 ， 

| REARS AIR AK. ERENT By SE HERG 
低 绥 的 科 坡 。 在 二 定 条 件 下 A 工 , 巴 甫 洛 夫 对 河谷 两 坡 不 对 称 性 
形成 的 解释 可 能 是 完全 适用 的 。 

根据 &A, 包 尔 卓 夫 的 观察 ,河谷 的 陡 峻 ,每 促 ,直立 的 谷 坡 是 与 
鼓 地 方 总 的 坡度 相反 的 谷 坡 ; 长 的 平 级 的 谷 坡 是 与 地 方 基 本 倾 笠 
度 一 致 的 谷 坡 。 分 水 党 接近 于 陡 凡 的 谷 起， 而 距离 平缓 的 谷 坡 较 
远 。 因 而 在 河 问 地 区 也 可 观察 到 坡度 不 对 称 的 情况 。 

他 对 这 一 现象 输 予 了 如 下 解释 (图 10). (REA ABI AS 
不 大 的 者 面 ,其 上 有 一 河流 沿 着 这 一 癸 笠 面 流动 ,由 这 ~ 主 流 又 向 
ASE HOPE MEA ONS, 它们 沿 着 与 主流 垂直 的 方向 对 倾斜 的 
地 表 进 行 切割 :很 显然 ,每 一 次 生 河谷 的 两 坡 从 一 开始 就 处 在 不 同 
的 形成 条 件 下 : 与 地 方 总 的 倾 儿 方 向 相反 的 谷 坡 (ed, e’d’, cd’) 

ba ai ae 

AB 一 主流 水 位 “CD 一 原始 次 地 表面 abed，a'b'e'd',abvewG' .次 成 河谷 

图 10 谷 坡 不 对 称 性 的 形成 (根据 售 ' 售 ̀ 包 尔 卓 夫 的 意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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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到 前 降 水 量 要 比 对 面 坡 上 少 得 多 。 这 里 具有 短促 的 ,瞬时 曾 ， 
(ASUS, 它们 所 造成 的 破坏 ， 虽 然 次 数 不 允 ;但 却 十 分 乔 
目 , 因 而 基 崔 出 露 很 明显 。 在 对 面 坡 上 (ab, a'b' al 风力 冲 伍 条 件 在 
柄 上 截然 不 同 ;这 里 可 能 发 展 较 长 的 水 流 , 这 些 水 流 自 较为 广 半 
的 流域 上 聚集 水 分 ， 带 到 河谷 中 的 水 量 及 碎 层 物 质 昔 比 对 面 坡 上 
短暂 的 水 流 所 带 来 的 多 。 因 此 就 形成 长 的 平缓 的 谷 坡 ， 而 分 水 党 
FE ALA MEARE , LS AULT AO EAB BRIE. ERE, 
ii Hb KERALA A PE BEE TT 
较 接 近 陡 上 峻 及 得 促 谷 坡地 区 的 坡 面 长 而 平 绥 的 多 。 
此 外 , 自 平 绥 儿 坡 上 流下 的 水 以 其 压力 ,以 及 被 流水 带 至 河谷 

的 碎 层 物质 , 苦 使 河流 推 向 彼岸 ,这 同样 也 引起 陡 岸 的 冲印 帮 用 。 
HA Lit, 应 蔷 指出 ,河谷 的 不 对 称 仁 具 有 很 多 原因 。 在 每 一 

具体 情况 下 对 河谷 的 不 对 称 性 可 能 有 特殊 的 解 秋 * 同 时 必须 指出 ， 
地 球 自转 仿 向 力 猎 常 都 起 着 作用 ， 但 并 不 是 在 所 有 情况 下 都 决定 
着 河谷 的 不 对 称 性 。 

五 ” 河 漫 潍 . 三 角 洲 及 河谷 阶地 

由 于 河流 的 侵蚀 一 堆积 作用 形成 河谷 ,河谷 通常 除 河床 外 , 脊 
划分 有 河 漫 湾 及 阶地 ;而 在 河口 地 区 划 形 成 三 角 浏 。 

河谷 中 在 枯水期 兴 有 水 流 的 部 分 调 之 河床 。 但 即使 在 枯水期 ， 
河中 水 位 也 发 生 一 定 的 变化 ,因此 河床 的 愉 线 也 有 所 灾 化 。 此 外 河 
床位 置 由 于 河流 的 侵 估 一 堆积 活动 ， 尤其 是 由 于 便 方 侵蚀 ,也 会 和 
MLR» 

. 382 Aa ARUN A RE . 
oa HIG 
CI SWE, TEU A , 它们 向 两 旁 扩 
-大 ,同时 向 下 游 推移 。 Wi GET Se He BAH Hy Be 
而 过 ,并 还 渐 转变 为 刀 形 湖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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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漫 潍 不 是 一 理想 的 平原 ,已 可 划分 为 : (1) 河 漫 潍 楼 近 河床 
| 葬 最 高 的 都 分 ,靠近 现 有 河床 ;〈2) 河 漫 潍 中 部 较为 狭 宕 及 平坦 的 
部 分 及 (3) 河 温浴 最 低 的 靠近 阶地 的 部 分 ， 外 形 类 似 沼 泽 化 的 容 
th, HITS BRE 
VEL MMe Cn 

11). 河 漫 潍 上 的 这 些 起 伏 2 
是 由 于 下 列 原 因 形 成 的 。 在 IT PRE 

PRN Talk een TaD A Bi a TT VE 2S Tk BH Eb HL 
_ RENO FS, EEA, ATR AR 
2K PAR A EAA He RE be 51 A FE UTE, pa 
MEIER PRM Ry, MERE MIT 
RODANEKR)D AM PR ehe Ee ose SREY 

二 大 而 减 小 。 如 在 黄 洛 加 (xoxrora,) 河 河谷 在 汛期 后 在 距 河流 -12 一 

QODS CH K itp BU LIE Ze 6 厘米 左右 ,而 在 距 河 流 90 公 尺 地 区 为 
7 毫米 左右 。 在 距离 河流 更 远 的 地 方 冲积 层 更 薄 ， 上 以 致 于 入 掩盖 

-的 树 上 的 落叶 的 个 别 叶 太 也 可 看 岂 。 
因此 ;冲积 物 主要 是 在 河 漫 潍 上 离 河床 较 近 的 地 区 沉积 ,因而 

访 地 区 高 度 较 大 ,形成 由 河流 到 谷 坡 底 部 的 一 个 总 的 倾 匀 面 。 
2, 三 角 渊 ”在 河口 地 区 ,由 于 河流 沉积 碎 层 物 质 ( 砂 ̀ 碟 石 软 

泥 ) 通 常 形成 冲积 平原 。 这 种 平原 时 作 三 角 洲 。 碎 屠 物 里 的 沉积 是 
由 于 河流 与 海水 接 印 时 流 圳 减 低 所 形成 的 此 外 ,河水 与 海水 混合 
可 引起 腰 体 颗粒 凝 灶 及 沉积 (cerrmtaararrmt)。 这 样 ,在 河口 地 区 就 
.发 生 冲 积 物 的 堆积 作用 。 同 时 河口 地 段 经 常 遭 受 着 一 定 的 构造 运 
动 ( 上 升 或 下 降 )。 于 是 ,在 河口 地 区 就 进行 着 冲积 物 的 堆积 过 程 及 
PEN. : 

由 于 冲积 物 的 堆积 作用 最 初 在 河口 地 区 往往 形成 水 下 三 角 
PA, 水 下 三 角 洲 可 认为 是 三 角 演 蚁 一 种 类 型 。 在 其 进一步 发 展 中 
可 能 有 南 种 基本 情况 ; (1) 如 果 在 河口 地 区 发 生 上 升 或 是 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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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PIUMED, MERE ABS PIER, Bk ERS eS 
A He, ESE Tk = Ps 〈2) 如 果 在 河口 地 区 发 
和 坐 下 沉 作 用 ,而 它 又 不 能 为 堆积 作用 所 抵消 , 旭 水 下 三 角 洲 不 断 下 

沉 ,甚至 河谷 下 洲 地 区 也 秘 掩 没 ;这 时 造成 三 角 港 鄂 蔡 河口 , 卉 共 
ws)... RES. : 

DERE, TERE A ERR OEE, TE A) HOTT Be, FY CFE 
- 宇 角 浏 :水 上 三 角 测 及 水 下 三 角 济 。 

根据 外 类 坦 刻 可 划分 为 几 各 水 上 三 角 测 ; SACRA eA 

角 状 的 三 角 测 (尼罗河 三 角 洲 ), 具 有 许多 分 支 的 属 形 三 角 测 ( 蔓 拿 
= 749M), ARE TE IA BA Se ASHER AK (aomaer— 
Hag) 三 角 济 (密西西比 河 )。 

本 达到 巨大 水 起 的 河流 的 干 裹 三角洲， 可 部 为 是 二 利于 六 出 
的 单独 类 型 。 这 种 三 角 济 径 常 可 在 莞 漠 与 中 莞 漠 地 带 的 山 枇 基部 
看 到 。 干 燥 三 角 测 是 冲积 雏 , 在 其 上 河流 分 为 无 数 水 流 ,水 分 消耗 

于 燕 发 或 丢 底 士 吸收 ,最 后 河流 消失 (如 称 尔 加 布 河 , 德 钴 河 ， RB 
河 等 )。 | 

3. MSM MT wR T Be BME, i ae 

TW PEREAT UI Ak, HUT ERY kk TS , BE AETR A A RE 

Bo MAM WEE LUE LAO. BARRE, 
河流 可 能 构成 新 的 河 漫 潍 ， 进 一 步 切 蚀 又 可 使 它 成 为 河 漫 潍 上 的 
阶地 。 由 于 一 系列 的 这 种 连结 作用 的 糙 果 ， 就 可 能 造成 一 系 烈 的 
“WA Br, "EA se 8 OB ae BY ATES Cn 12.) 

@ 关于 各 天 河 河口 地 区 的 下 沉 Yl 482k /F), AMPH: ByI—0—3.5, Ey 

yey. (p. TepeF) 一 3.5， 库 班 河 一 3.5 (Aids 10-A+> SRM Meme- 

PHROB])， 2e M+ M+ pa Sen] (fim ( Cumarnos)(1951), 伏尔加 河 一 2.0， 午 

$AVJ—20.0, GI —1.5 HBR, 1949), HEMI —3.0 (HE 

Hee2 eT), 里 昂 一 10.0 (AEF EA FL, 1947), Pea PEIe—20.0 (AREF 

FRIEZR, 1936) 0 LIMBS] AUB MB PERRIS IR, HURR 
局 1952 46,128 Roldit hy Me aya HR RAE 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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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初 在 横断 面 上 ， 阶 
SS Weer ee aes 地 有 着 近 于 水 平 的 者 
EEC 面 ， 但 一 部 分 由 于 冲 

刷 作 用 ， 一 部 分 由 于 
疏松 牺 质 的 堆积 作 

用 ， 在 阶地 的 后 部 千 
成 某 些 向 河谷 便 八 的 

iii. 
图 12 wt AS Ur 3 每 一 阶地 的 形成 

都 告诉 我 们 在 一 个 相当 长 时 间 之 后 的 垂直 侵蚀 的 复活 现象 ， 而 在 
” 此 以 前 主要 是 侧 广 侵 角 ， 河 流 基 本 上 已 构成 平衡 剖面 。 阶 地 形成 
最 二 般 的 原因 是 构造 运动 , 侥 创 基 面 下 降 , 气 候 变 化 等 。 

由 于 构造 运动 的 性 质 ; 河 谷 阶地 可 能 发 生 弯 曲 , 与 下 游 或 是 与 
上 游 断 裂 ,并 且 在 某 种 情况 下 可 能 和 遭 受 下 沉 , 低 于 河流 水 位 , 甚至 
WERE EMR | 

六 “河谷 基本 成 因 类 型 的 概念 

河谷 基本 上 是 由 于 河流 的 侵 鲁 一 堆积 作用 而 形成 的 〈 主 要 是 
由 于 侯 全 作用)， 但 构造 运动 ,构造 精 构 及 其 他 要 素 ( 如 岩石 特性 ) 
WENMBR SAE bei EME. 

因此 河谷 可 区 分 为 下 烈 几 种 : 
(一 ) 构造 及 构造 运动 对 河谷 的 生成 与 发 展 影响 Bay 的 地 区 

的 河谷 ;这些 地 区 通常 是 那些 具有 水 平 或 近 于 水 平 产 状 的 帝 积 岩 
层 的 平原 地 区 ;许多 学 者 将 这 种 河谷 通称 作 侵蚀 河谷 。 

(=) 构造 千 权 及 构造 运动 对 河谷 生 成 与 RBM BA 
的 地 区 的 河谷 ,这 种 河谷 通称 作 构 车 河 谷 。 

* “( 三 ) 此 外 , 还 有 一 种 作为 单独 河谷 类 型 的 是 横断 谷 , BY 

出 腺 或 某 一 巨大 高 地 的 河谷 地 段 , 访 河谷 与 地 千 烙 构 无 关 。 
2 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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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RETEREP RARE, FELT 
的 平原 地 区 的 侵 鲁 河谷 ,由 于 河 漫 涨 的 发 展 , 往往 特别 寅 广 , 在 河 
BME LAURA ACE HM EMRE) HE Se 
的 宽度 相 比 ), 谷 坡 常 是 不 对 称 的 。 河 谷 的 方向 并 不 取决 于 构造 机- 
素 ( 如 几乎 整个 鄂 华 河 河谷 )。 

在 构造 辕 构 表现 明显 和 构造 运动 活跃 的 地 区 形成 各 种 特殊 的 

河谷， 其 中 首先 分 为 继 向 个 (河谷 方向 与 构造 结构 走向 一 致 ] 及 横 

向 谷 ( 横 穿 构造 结构 的 河谷 )。 后 者 是 侵 鲁 河谷 。 
河谷 方向 与 构造 线 一 致 的 河谷 , 亦 即 继 向 谷 炙 之 构造 河谷 。 其 

中 有 : OM, 在 断裂 带 中 形成 的 河谷 ， RE, Ma 
es 

LE SLELE EERO. SIAM RNTTEEE 
尔 一 美 因 兹 地 段 的 莱茵 河 河谷 。 在 阿尔 泰 ， 天 山 等 地 区 也 有 与 
相 类 似 的 河谷 。 

河谷 的 个 别 地 艘 可 能 形成 于 构造 断 列 地带。 这 种 河谷 往往 比 
位 于 断裂 带 以 外 的 河谷 部 分 宽广 的 多 。 这 种 河谷 可 在 裂隙 构造 发 . 
Fuh AEB | 

VN SHER WE TEAERA LMR. PAE 
UXLFEAS RE, POP EERE BF SAE. 
MBA RT ANU. SAA Tl ee Se Re 
BGA, EBD). | | 

; 二 
平 级 谷 坡 常 与 坚硬 的 难以 破坏 的 岩层 (石灰 岩 、 砂 岩 等 ) 弄 面 是 一 

和 致 的 。 在 陡峭 谷 焉 上 ,往往 暴露 出 松 歌 岩 层 的 顶部 ( 克 里 米 击 的 北 . 
部 )。 
”横断 谷 ， 亦 即 横 穿 山脉 或 某 一 互 大 高 地 的 河谷 地 段 是 一 特殊 : 

的 河谷 类 型 。 它 与 构造 结构 走向 无 关 。 这 种 河谷 的 成 因 各 不 相同 。 
某 些 横 断 谷 是 由 于 河流 湖 源 侵 创 并 切断 山坡 而 形成 的 。 在 一 定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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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 件 下 河流 可 切断 出 腺 ?出 现在 相 背 的 出 坡 上 ,这 时 如 其 水 位 低 于 党 
相 背 出 坡 流动 的 另 一 河流 的 水 位 时 ;已 就 可 能 改 夺 该 河 的 上 游 。 

横断 谷 可 能 是 先 成 谷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河流 在 彼 其 所 切 穿 的 山 
” 汰 产生 以 前 即 已 形成 了 。 先 成 谷 呈 有 在 如 下 条 件 下 才能 形成, 即 在 
河流 经 过 地 区 发 生 和 缓慢 的 出 肽 上升 作 用 ， 河 流 能 以 加 深 本 身 的 河 
天 ; 至 少 河流 加 深 河床 速度 能 与 山 拆 上 升 速 度 相等 。 这 种 解释 贷 适 
FRAP BR Se EG HOHE IL AT EE TAS). DEE 
Bea rd Dee SUSUR A Use ane eee SUL SE aoe a, Aer 
AEE AR TAL, ARV EIA ) LE DG BEE I POW nk we ALI J th SS 
而 狭 窗 的 链 形 。 起 初 它们 沿 着 古 准 平原 流动 ， 可 能 已 经 成 为 十 分 
WAALS POT BE, (AE EE BT SM LS, OL Rai 

来 的 侵 亿 活跃， 就 造成 了 河流 深切 河床 ， 因 而 古老 的 河曲 得 到 了 
ARE, 58 : 

个 别 横 断 谷 是 遗传 谷 ,它们 是 在 下 述 条 件 下 形成 的 。 假 设 有 一 
原始 地 痪 构造 复杂 的 地 区 ,下 沉 至 海 下 面 以 下 ,其 上 地 势 凸 中 不 平 
地 区 英 为 海 相 沉积 物 所 卉 塞 。 当 这 一 地 区 上 升 后 ,河流 根据 新 形成 
.的 坡 面 对 这 一 地 区 进行 切割 。 河 流 不 断 下 切 ， 切 穿 了 牙 松 的 沉积 
岩 , 稳 而 , 沪 了 保持 原来 方向 , 它 可 能 对 由 硬 岩 组 成 的 埋藏 出 棠 进 
行 下 切 。 这 种 下 切 的 畏 果 就 形成 了 狭窄 的 遗传 谷 。 

横断 谷 也 可 能 由 于 喀斯特 丛 道 顶部 声 落 ， 及 因 超 塞 湖水 分 充 
浴 坦 防 被 切 穿 而 造成 。 

这 样 ,根据 成 因 即 可 区 分 出 许多 类 型 的 河谷 ,但 是 虽然 马 进 行 
过 许 多 次 的 党 试 ,现在 告 未 确 赤 一 个 公认 的 河谷 分 类 法 。 

二 

1。 冲 漠 的 类 型 及 其 发 展 ” 冲 沟 是 一 种 由 暂时 水 流 ER 特 
殊 的 负 地 形 形 态 。 冲 沟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得 到 发 展 。 其 中 ;地方 坡 度 , 降 
水 性 质 , 岩 五 性 质 ， 植 彼 性 质 及 密度 等 要 素 ， 对 冲 沟 发 展 鞋 有 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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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影响 。 

BY Ha Be BE (1 —2°) 让 及 极 大 的 地 方 坡度 (#3 90°) AC 
APF REMRE. RP MRR AE — aR, Pee 
的 发 展 最 为 有 利 , 阵 性 降雨 促进 着 冲 讲 的 发 展 ,这 时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有 大 量 的 降雨 ， 省 能 形成 很 强大 的 暂时 水 流 。 积 雪 委 局 的 融化 ”. 
DEAE, RRM BREA 
TK 0 es a 

ih (Sh DOES RP, RE eA se 
区 冲 兆 易 于 形成 :如 在 粘土 ， MEL (cyramnon), EH  , HRI 

SE AE FSS MA, : 
- 壁 的 特性 。 

冲 光 的 发 展 与 植 筱 的 性 质 及 密度 有 很 大 的 依存 关系 。 江 木 及 
AAEM RE. HERB RM AA EM 
EMT A MRS RRS, Tele SE OO 
Bess MEE EME). 

EA DA BAIL IE AS PT FEAR (1) are 

(Ganka) (ae A RE OA EE AE Uk SI EE 
RSE, SORE th 一 堆积 作用 已 经 停止 甩 这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保守 性 的 负 屯 形 ; 〈2) 现 代 冲 迎 冲 兴 , 它 们 上 由于 互 天 的 汇集 
水 流 经 常 的 破坏 作用 而 不 断 产生 和 发 展 着 。 现 代 冲 伍 冲 沟 又 可 分 
为 :( 一 ) 通 过 场 治 底部 的 底 冲 游 ; (=) TA, BRIE Ae 

谷 的 冲 兆 ; (=) AMG (contwna) 顶部 ( 亦 即 小 场 滞 的 顶部 ， 以 及 
大功 法 两 侧 支 谷 的 上 游 部 分 的 冲 沟 )。( 四 ) 在 聚 水 区 出 玻 上 形成 且 
AIC AMES ATE HINES RPSL AL Ze ek 
地 的 较为 平 级 的 坡 壁 上 看 到 。 

沿 冲 兴 流 动 的 暂时 水 流 不 断 深切 冲 流 。 在 下 切 过 程 中 ,在 冲 沟 
ABT AEH GE SKE FEHR OK. ASCE KSEE Ct, BCA 

以 造成 永久 性 的 小 滩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冲 沟 即 转变 为 河谷 。 许 多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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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及 其 河谷 就 是 这 样 形成 的 。 

2。 冲 江 对 各 个 国民 轻 济 部门 所 带 来 的 危害 ”在 适宜 的 条 件 : 
下 , 冲 沟 增 长 非常 迅速 ， 这 时 冲 沟 是 这 样 发 展 的 : (1) 由 于 漳 源 侵 : 
创 冲 沟 上 游 伸 长 ; (2) 通 过 在 主 冲 沟 或 冲 沟 克 AO LUD BOR RR 
多 的 年 青 、 深 上 凤 而 短促 的 冲 沟 的 形成 而 不 断 扩 大 冲 治 地 区 的 面积 ; 

(3) 通 过 冲 沟 的 加 寅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冲 江 的 二 长 速度 达到 一 年 25 

BR. : 
FPA ES, JIRA HE HR RB SRK SER 
SEERA we SRA. US PRE A AMOK, - 
这 往往 对 耕地 不 利 。 冲 沟 的 形成 引起 土壤 冲 失 ， 土 壤 中 肥料 铃 淋 - 
洗 , 耕 地 \、 荣 园 及 牧场 晶 渍 化 , 才 带 来 许多 来 自 冲 沟 的 冲积 物 。 同 时 
当 冲 治 与 河流 汇集 时 ,也 可 能 引起 某 些 河流 的 洪 塞 。 

冲 沟 的 无 限制 的 发 展 , 会 形成 称 作 崎 晤 地 ( 劣 地 ) 的 地 形 形 态 ， 
这 种 地 形 形 态 ， 是 一 种 由 许多 暂时 水 流 构 成 的 负 地 形 及 界 于 其 中 
的 丘陵 地 所 粗 成 的 整个 兢 带 。 这 种 地 形 形 态 , 在 南达科他 洲 和 内 布 ”. 

BDO GEIL RAE FSH FR 
MPT AE, Ue} A RE PRB AMIS, AR 

取 着 一 系列 旨 在 防止 它们 发 展 的 措施 。 
3。 与 冲 江 生 成 及 其 他 有 害 的 侵 怨 一 玲 积 作用 地 形 形 态 的 半 

等 ， 研 究 了 对 冲 沟 发 展 最 适宜 的 条 件 之 后 ， 就 可 以 对 冲 沟 的 生成 
太 玉 其 他 有 害 于 国民 经济 的 侵 鱼 一 一 堆积 作用 所 造成 的 地 形 进 行 
斗 十 。 这 一 斗 等 进行 的 方向 ， 主 亦 在 于 调节 还 流 及 利用 植被 的 特 

- 性。 同时 应 指出 , 广大 地 区 的 逐 流 负 节 , 是 久 小 的 聚 水 地 区 (如 帮 
答 的 聚 水 区 ) 上 的 还 波导 节 为 基础 的 。 | 

aT Hal ERLISTE RN IE, A - 
滞 水 流 , BRM. SUL HEMSLEY NCPR EE, AKA 4k 
BOM SE GE, ach See BY Pe PR ERT 与 水 
流 流 线 相 垂直 , 亦 即 沿 等 高 线 方 向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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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ABR AP EMSRS, FILS ee 
KGET ik, BAM RER RMN ee E , I ZEHET O 
沿 谷 坡 上 发育 的 冲 沟 地 区 植 林 ， 而 后 在 从 雨 倒 汇 入 河谷 及 于 谷 的 冲 
流 地 区 ,最 后 才 在 沿 协 光 底部 发 育 的 冲 滩 地 区 植 宁 @ 。 但 是 根据 具 

体 条 御 , 也 可 和 采用 另 一 种 冲 沟 地 区 的 植 林 次 序 。 
由 此 可 内, 要 有 成 效 的 与 有 害 的 侵蚀 一 堆积 地 形 形 态 ,如 冲 灌 

的 形成 进行 斗 等 ， 必 须 首先 对 这 些 作用 以 及 它 个 所 造成 的 郊 形 形 - 
态 进 行 话 炎 的 研究 。 研 究 冲 沟 的 生成 与 发 展 的 条 件 有 着 一 定 的 实 
REX. . Be ASS 

第 五 节 “喀斯特 地 形 形 态 

一 ”喀斯特 及 其 发 育 条 件 

HARTA ARE GSE ARE Gm 
fsb Ty Ot AA APR IIE AS BAKSHI, , BR ES (eR AS 
现象 )。 

这 个 名 称 ， 得 自 亿 灿 阿 尔 摆 斯 由 地 (在 的 里 亚 斯 特 东 北 ) 的 石 
灰 岩 高 原 喀斯特 。 那 里 的 喀斯特 现象 才 现 得 特别 清楚 = 同样 也 是 在 
这 个 地 方 喀斯特 现象 第 = 次 得 到 了 比较 详 区 的 研究 a 

喀斯特 现象 是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发 生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 喀 斯 特 现 象 
的 产生 必须 要 有 可 溶解 的 和 透水 的 岩石 、 以 及 一 定数 量 的 雨水 和 
雪 水 存在 。 喀 斯 特 化 岩石 较 洲 水 面 为 高 的 位 置 、 发 育 喀 斯 特 现象 的 ， 
地 者 性 质 及 其 他 条 件 也 同样 对 喀斯特 现象 的 发 育 发 生 影响 。 

在 所 有 聊 斯 特 化 岩石 中 以 石灰 崔 的 作用 最 大 ， 因 为 这 种 岩石 
ASEH FARE. SMA EM BEE 
2 Hoy EPG APRA IE, FES EE RS OH, PBB 
BES. WARM AE AA EE RRA LARA 

D CoMe RRMMERR, MIB UY, RIL ARAL, 1955, 206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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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MRe hy, AMAR ESCE TIRE eS 
PR HRA GME LORS EEE TIME ILE A 
不 透水 的 。 停 沾 的 (不 流动 的 ) 水 很 快 就 会 成 为 包 和 溶液 它 的 溶解 

作用 也 将 停止 。 
要 使 喀斯特 现象 得 到 顺利 的 发 育 ， 由 可 溶解 的 和 透水 岩石 所 

租 成 的 区 域 地 表 应 当 是 平坦 的 、 坡 度 很 小 的 ， 以 便 水 可 以 比较 组 、 

慢 地 流动 和 滩 大 有 裂 笑 中 。 同 时 这 个 区 域 的 地 玫 也 人 放大 大 高 出 于 潜 
水 面 。 

喀斯特 现象 在 可 溶解 和 透水 岩石 中 的 发 育 ,上 自 地 表 开 始 ,下 
玛 少 可 达 位 于 不 透水 层 上 的 潜水 面 。 自 地 表 到 潜水 面 的 这 些 岩 石 
的 厚度 (岩层 ) 合 大， 喀斯特 过 程 发 育 的 可 能 性 也 就 意 大 。 因 此 喀 
斯 特 现象 在 由 可 溶解 和 透水 岩石 所 租 成 且 其 位 置 很 高 的 地 方 ( 较 
BM AR WES RARE. 

Ze APIA UE Hh KE EEE ik) 

BEAT AS TRG TSS ES. TELS PUL PP BE ASS SE AS 
TEIEAS 03k FPR PEE 

Poe 二 ”喀斯特 地 形 形 态 

在 喀斯特 地 区 ， 雨 水 玉 雪 薄 一 部 分 成 各 种 不 同 大 小 的 水 流 沿 
地 玲 流动, 一 部 分 则 沿 可 溶解 岩石 的 裂 纺 向 下 流动 。 依 据 喀斯特 过 

程 发 育 的 程度 ,水 流 的 性 览 就 有 所 不 同 ,因而 也 发 育 着 不 同 的 地 形 
形态 。 Sena 2 | 

洲 沟 MIRA KAISEKIC RAPA, FT RRA 

Pr Rs AR SS BY IG AS FG KAR K BRA PS OR, 
FER LS LIE, VEE LAE BIN—AR BRA, Revert 

MMAR BSI, eT RIB 
的 着 状 或 凸 坦 (pepip ) MIF HEE. IRR 
沟 ( 见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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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FEVSTE MITE ROR , TKR EE Hit, 
ee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但 溶 沟 存 在 于 冲 蚀 

力量 很 微弱 而 坡度 组 和 的 地 表 上 的 情 

况 ， 以 及 溶 沟 在 化 学 成 分 很 纯 的 岩石 
CBRE BS) LIE OL, BRET RS 
CAME) FRAME TER HS BRM. KAISER, Ha 
PK PRBU RAM EAAR ME De MST. 

YOURE NILE LILA MLN, RHEE ERA, IA 
EELS, BIL HICAS, SRR MERRIE 

SERNA ZY by HOA EER AL. AE ERB 
YRGehh (kappoBnre Noma), - : 

喀斯特 深 斗 (KapcT0BHe Bopomku) ， 才 水 和 雨水 的 一 部 分 ,是 

沿 可 溶解 岩石 的 裂 入 流失 的 。 这 时 水 便 对 裂隙 四 璧 答对 化 学 和 机 
BUEN, HWS A. MRBR OTK, WEARSLES 
AMEE A, AZAR) 0 BEAT EBS PS RES 
石 中 冲洗 出 来 的 粘土 所 羡 住 。 这 时 ; AKIRA BHT 
在 某 些 时 间 内 停顿 下 来 ; 水 在 一 定时 间 内 在 过 去 所 形成 的 低下 地 

方 积 著 起 来 ,并 对 四 地 的 四 壁 输 予 化 学 作用 ;因此 最 后 便 形 成 漏斗 
IRS Eh — IFAS. TERRA Hh K , BUR ERE Lama) 
CHASE, HY BER ASZURSUE SEE , He LSE AHO BUR 
NE LEAS LEST BE OY KITS OTEK 0 

此 外 ,地洞 顶棚 的 下 场 也 可 能 形成 溶 斗 。 在 可 溶解 岩石 上 面 理 
幼 有 不 可 溶解 岩石 的 地 方 , 溶 斗 常常 是 通过 这 种 方式 形成 的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场 陷 往往 只 是 发 生 于 不 可 溶解 岩石 的 岩层 上 (例如 , Ze 
第 四 绝 冰 川 作用 地 区 复 盖 着 基 兴 的 冰川 沉积 物 上 )。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 在 溶 斗 的 四 壁 上 观察 不 到 层 理 破坏 的 任何 
痕迹 。 洲 斗 的 底部 往往 是 平坦 的 ,几乎 是 水 平 的 ; 深 斗 底部 层 理 的 

正常 状态 通常 没有 得 到 破坏 ， 所 有 这 些 情况 都 臣 明 了 大 多 数 游 斗 
° 260 « : . 



PAS fib RPA 
; 在 大 小 方面 (一 部 分 也 在 形态 方面 )， 洲 斗 是 极 不 相同 的 :由 小 - 

而 浅 的 坑 密 直到 深 达 数 百 公 尺 的 凹 地 。 同 时 在 喀斯特 地 区 , 溶 斗 苏 
布 的 密度 也 很 不 相同 。 在 一 种 情况 下 ,在 一 个 平方 公里 的 面积 上 仅 
仅 坎 到 一 些 音 独 的 洲 斗 ,而 在 另 一 种 情况 下 ,它们 却 象 麻 班 一 样 地 

布 满 了 地 者 。 - 
在 大 的 溶 斗 底部 ,常常 复 盖 着 褐色 的 、 征 黄 的 或 在 温暖 的 地 

” 方 ) 儿 色 的 粘 士 物 质 (terra-rossa)。 这 种 物质 是 由 于 石灰 岩 分 解 
而 得 来 的 ,是 石灰 岩 中 不 溶解 的 残留 物 。 这 种 不 溶解 的 残留 物 , 同 
时 地 得 受 到 化 学 风化 作用 。 这 种 风化 作用 ,在 水 分 充足 时 在 较为 温 

星 的 地 方 比 塞 疮 的 地 三 进行 得 更 为 强烈 。 溶 斗 的 底部 常常 长 满 杂 
草 ,在 四 壁 上 则 可 见 到 灌木 和 乔 本 。 
喀斯特 盆地 和 坡 立 从 (KapcToBHe8 BIHarEHH a Noma) 沙洲 和 

溶 斗 ,是 喀斯特 地 形 中 分 布 最 广 同 时 也 是 初级 的 形态 。 溶 斗 的 发 育 
可 以 导致 新 的 轿 斯 特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 深 斗 的 分 布 往往 是 杂乱 的 ， 
但 有 时 它们 是 沿 着 裂 颖 或 构造 线 分 布 的 。 在 发 育 的 过 程 中 , 卷 近 的 

一 些 溶 斗 由 于 逐渐 扩大 ,可 能 彼此 合并 , 因而 形成 一 些 面 积 更 大 的 
四 地 。 这 时， 一 方面 发 生 着 各 洲 斗 之 关 地 区 的 降低 ,而 另 一 方面 从 
各 方面 带 来 的 风化 物质 则 使 叫 地 本 身 卉 塞 起来. 这些 过 程 , 最 后 就 
会 使 地 形 平 夷 。 由 许多 傈 保 有 自己 单独 存在 时 的 一 部 分 遗迹 的 洲 
斗 汇 泰 而 成 的 大 四 地 叫做 喀斯特 盆地 (在 巴尔 于 EE SE 
[yaaz])。 广 冰 的 ,其 中 未 名 存 有 溶 斗 单 独 存在 时 的 遗迹 的 封闭 四 
地 ,叫做 坡 立 谷 。 坡 立 谷 常常 是 一 些 具有 沿 岩 层 走向 或 断层 线 方 向 

“ 伟 展 的 长 轴 的 风 圆 形 目 地。 坡 立 谷 的 长 轴 ， 一 般 要 超过 横 轴 好 几 
倍 。 坡 立 谷 有 着 平坦 的 底部 , 且 经 常 或 定期 地 有 水 流 流 径 其 中 。 
立 谷 的 面积 ;可 能 达到 几 十 个 平方 公里 。 在 坡 立 谷 范围 内 ， 可 能 
布 着 永久 的 或 霹 时 的 湖泊 。 

BAR ASS YS MLE AEE. , FE Th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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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和 风化 生成 物质 。 此 外 ,在 坡 立 谷中 还 有 水 。 由 于 这 个 原因 , 坡 立 
谷 即 成 为 喀斯特 地 区 开拓 最 好 的 地 方 。 在 瑟 大 的 溶 斗 、. 龙 其 是 坡 立 

- 谷 的 底部 有 茶园 .果园 ;甚至 还 有 农田 。 | 
在 巴尔 干 牢 岛 、 法 国 的 侏 罗 山 、 克 里 米 及 其 他 地 区 坡 立 谷 很 著 

各 总 去 
天 然 坚 井 和 游 洞 “ 除 子 上 壕 地 形 形 态 以 外 ， 喀 斯 特地 区 人 特 

ARREST AAI | 
A (石灰岩 、. 岩 看 等 ) 7 AAS RTE 

立 或 近 于 直立 的 不 大 的 目地 ,叫做 路 斯 特 井 。 如 果 在 喀斯特 地 区 形 、 
成 较 深 的 ,有 时 深 过 几 百 公 尺 的 有 开口 的 容 坑 ,那么 这 种 形成 物 就 
叫做 天 然 侍 并 。 它 们 的 生成 ， 主 要 是 由 于 水 的 溶解 作用 。 在 某 些 情 
癌 下 ;由 于 地 洞 顶棚 的 塌陷 也 同样 可 以 导致 深 的 ,表面 开 日 的 天 然 
INTER. 

在 除 斯 特 纯 区 ， 由 于 地 下 水 的 活动 而 形成 一 些 有 时 达到 很 大 
规律 的 地 下 容 洞 (rorseMHEIe TozocTID、 洲 洞 。 溶洞 是 由 一 些 石 走 

请 (Tazzrepef)、 寅 大 的 “石屋 (saz)”、 狭 窗 的 树枝 状 的 通道 和 坑 井 

RAL. 溶洞 按照 其 大 小 和 形状 . 泉 华 状 生 成 物 等 而 有 所 不 同 。 最 
大 的 溶洞 形成 于 石灰 岩 及 白云 兰 地 区 。 最 大 的 溶洞 是 玛 蒙 洲 洞 (在 
美国 肯 塔 塞 州 ); 它 是 由 一 系列 具有 各 种 不 同 泉 华 形态 的 天 石 量 和 . 

ARE PRS AOE EIR STARR. eh PE HSN BY 
A 200 一 250 公 尺 里 。 苏 联 的 溶洞 位 于 克 里 

OK IMR. KS tts CELE RY). PI 
员 加 尔 及 其 他 地 区 内 。 

根据 溶洞 的 形状 ;溶洞 可 分 为 几 种 类 型 。 
其 中 我 们 要 研究 三 种 类 型 。 

CEA PIETY SHAE ARIST. ee soap 
B\NER. SAAMI EIK( A 14). £ VIP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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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UIE ET BEY SEAT AS 

ARNE AWA, FMR BIER HRI TE. ROR GE 

RIE IRE TR RRA EE Bs TAH BE 
ESTATES ZS HEME AY , SORT GIR RE (ES 

— ie acme pera seams: 2doapaeal 

=F Hh FST EG) , TASER ERY DU eS 
Bees Aas OEE 

第 二 种 类 型 的 深 调 同样 也 具有 袋 状 ， 但 
这 种 溶 调 封 六 的 一 端 朝 上 而 洞口 彰 下 。 这 种 

” 洲 洞 可 以 称 为 温 洞 ;它们 没有 长 年 的 冰 。 在 夏 

agi Gee Ke ees HEA HF ESI 
Ligier pagpsng BS Seek, (HERR BAA GE 

中 的 流动 。 ELF REBECA IS). 

第 三 种 类 型 的 溶洞 有 两 个 出 口 。 在 冬天 , 当 洞 内 空气 比 洞 外 宅 : 

气温 暖 时 , 洞 内 窗 气 上 升 并 和 经 过 洲 洞 的 上 口 流出 ,而 尼 的 位 置 则 为 

VA FORA IAA SH, KAAS HUE YD 

WR (A 16,2). BAAS, KEMBLA PI ES 
ABM. 24E PE, SHEE STA ER Ie 

REI FO, EMRE RSI LOB Abe 
HST PEST BE CRI 16, 0) 0 SC Die REI TM PSE Be HD 

的 时 使。 在 这 称 深 洞 中 其 至 在 夏天 一 定 条 件 下 水 也 可 能 成 固 相 保 
存 着 ( 昆 古 尔 溶洞 )。 

a. FRASER 6. BREESE 
ERSTE. ANSE PSI A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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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EUV, FT REO A 1e2_ LURE Bh AE 
为 复杂 的 类 型 。 

因此 ,在 喀斯特 地 区 发 育 着 特殊 的 地 形 形 态 。 其 中 某 些 地 形 形 
态 , 自 其 形成 开始 就 在 地 表 上 发 育 着 , 而 另 一 些 地 形 形 态 ; 最 初 即 
形成 于 一 定 的 深 处 ,在 以 后 发 展 过 程 中 则 可 能 出 露 于 地 玫 。 

三 ”喀斯特 地 区 的 水 文 特征 及 河谷 

在 喀斯特 地 区 ,除了 水 对 岩石 的 化 学 作用 外 (这 是 一 定 地 形 形 
态 形成 的 原因 ), 还 可 观察 到 在 特殊 条 件 下 水 流 的 侵 全 堆积 作用 。 

在 喀斯特 地 区 ,雨水 和 委 水 的 主要 部 分 都 层 洲 斗 , 天 然 坚 井 所 、 
明 收 工 沿 妥 和 煌 流向 深 处 。 因 此 在 喀斯特 地 区 ， 很 少 看 到 河流 及 河 
谷 。 河 流 及 河谷 稀少 是 只 斯 特地 区 的 特征 之 一 。- 只 有 发 源 于 防水 

(和 实际 上 不 透水 ) 岩石 地 区 的 水 量 特别 丰富 的 河流 ， 当 它们 能 够 
深切 其 河床 至 潜水 面 或 至 少 非常 接近 于 潜水 面 、 以 和 致 河流 可 以 得 
到 多 于 沿 地 下 水 道 流 走 的 一 定 水 量 时 ， 才 可 能 在 喀斯特 区 域 保 存 

下 来 。 “5 ; ‘ 

ERS EA PREF RBS. RAT 
BEROTKUR, SERVE UNEE IR RY (HE Fee ae FP Be) A eS 

FIR BERS FETE IE RS BK. APIA VT 
cinched altima 

域 流动 。 

另 一 些 河流 , 当 其 愉 不 潜水 岩石 地 区 流 太 只 持 地 区 时 ,河水 
便 消失 于 裂 笑 和 落水 洞 (Togopa) (漏斗 状 小 孔 ) 中 。 通 常 河流 都 消 
失 在 坡 立 谷 的 扎 隙 申 。 

喀斯特 地 区 河流 侵蚀 堆积 作用 的 特点 也 表现 在 河谷 的 性 
Bk. | 

BaF a> He ea Mall A Bs Be Hit A BIE, PSOE 
-区 河流 的 河谷 则 类 似 于 峡谷 或 贬 谷 。 地 下 水 流 顶 部 的 场 陷 , 也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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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有 助 于 这 种 河谷 的 形成 。 

消失 于 裂 稳 和 孔 阶 引 的 河流 的 河谷 在 下 游 突然 图 止 ， 同 时 河 
谷 的 未 端 可 能 具有 各 种 不 同 的 性 质 。 在 一 些 情况 下 ,河谷 两 坡 向 下 
游 逐 渐 靠 近 , 河 谷 区 止 于 环形 的 峡谷 中 ,那里 有 一 些 很 深 的 裂 颖 或 

洞穴 。 在 另 一 些 人 情况 下 , 河流 在 流 经 裂 狂 时 河水 还 渐 消 失 。 这 种 河 
流 的 河谷 没有 显 落 的 间断 而 转变 为 千 ( 死 (tepraag]) 谷 , 尼 的 底 部 

充满 了 碟 石 。 在 讯 期 时 , 干 谷 的 某 一 段 常常 为 水 充满 .在 唾 斯 特 河 
流 中 可 观察 到 落水 洞 沿 水 流 上 移 的 趋势 ， 因 此 整个 正常 的 地 表 河 
谷 在 很 大 一 段 距离 上 变 成 了 于 谷 ， 同 时 水 的 地 玫 循 环 被 地 下 循环 

— FRE. 
De yp ON EA A ATA Ze BENG SHAS “FT BE AL, 而 一 

个 水 流 的 河谷 可 能 由 各 个 有 水 流 的 河谷 地 段 及 干 ( 死 ) 谷 及 宣 谷 
楼 成 。 | 

ETB YS, BAC IGT A a KIL BE RRR, ET 
殊 性 质 。 而 水 文 特 征 本 身 又 是 与 喀斯特 地 形 形 态 有 关 的 。 

” 四 喀斯特 地 形 的 发 育 

在 由 可 洲 解 和 透水 岩石 租 成 的 地 区 ， 在 地 形 发 育 初期 阶段 形 
RSD Ir UE ALTE AS (PAE. PSL. EASE). DEIR HERE 

QUE , BUREAU SET 0 WEEE OSES, HB ITEM 
AE MIAO ABET, Ts HET BLE SHOD 

随 着 喀斯特 过 程 的 进一步 发 展 便 发 生 着 地 表 的 破坏 及 下 降 。 
桐 时 在 可 洲 解 岩石 岩层 中 的 地 下 通道 不 断 增加 。 因 此 在 地 表 和 地 
下 都 进行 着 岩石 的 破坏 过 程 。 这 时 潜水 面 的 位 置 , 较 发 育 的 最 初 阶 
BEEBE TI. 

这 时 产生 新 的 地 形 形 态 。 在 某 些 大 的 溶洞 上 面 发 符 着 顶棚 的 
下 志 现 象 , 烙 果 便 形成 深 的 、 在 地 表 上 有 开口 的 天 然 怪 井 , 河流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已 被 洲 水 洞 所 吸 于 。 在 从 前 正常 的 河谷 地 方 出 现 了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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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ES} ae 8B EK HAM RRS 
BPS LHD FEZ RS 0 — BP VES EH ENE AE, VEST TE 
RT REAR Rt GEIL FASE) 0 和 
在 最 后 阶段 ,喀斯特 地 形 形 态 就 更 加 拓 去 了 自己 的 国定 形状 。 

“地 表 的 许多 地 方 几乎 都 降低 至 潜水 面 。 深 斗 更 加 起 于 平坦 ,喀斯特 
贫 地 和 坡 立 谷 变 得 更 加 宽广 和 更 多 。 在 地 天 上 , 兆 其 是 在 卉 形 低 呵 
的 地 方 积聚 了 意 来 仿 多 的 风化 产物 。 在 许多 地 方 水 的 地 下 垂直 循 
环 被 地 表 的 水 平 循环 所 代替 。 这 种 情况 的 产生 ,是 由 于 坡 立 谷 加 深 
至 潜水 面 以 及 溶洞 河流 上 部 顶棚 下 志和 地 面 河谷 形成 的 精 果 ， 在 : 
这 种 地 面 河谷 的 某 些 地 方 还 有 天 然 桥 。 儿 乎 在 潜水 未 位 上 流动 的 
河流 比 降 很 小 ,因此 水 流 绥 慢 而 晃 是 曲折 。 这 些 河流 最 后 使 喀斯特 
地 区 地 表 完 对 平 夷 ,使 其 达到 准 平原 状态 。 

这 就 是 吵 斯 特区 域 发 展 的 一 般 图 式 ， 这 种 图 式 常 彼 构造 运动 
和 湾 水 面 的 变化 所 破坏 。 同 桩 也 可 必 区 分 出 深 喀斯特 、. 即 潜水 埋藏 

很 深 的 喀斯特 ;以 及 潜水 埋藏 离 地 表 不 深 的 小 喀斯特 。 
”在 地 球 上 的 许多 地 方 都 存在 着 喀斯特 区 域 。 喀 斯 特 石灰 岩 高 
原 是 最 著名 的 喀斯特 地 区 。 喀 斯 特 现象 在 伊 斯 的 利 亚 定 岛 . 巴 尔 干 
年 岛 的 许多 地 区 、 小 亚 租 亚 、 法 国 的 科斯 高 原 都 玫 现 得 很 显著 。 在 
苏联 喀斯特 地 形 表现 在 克 里 米 ( 克 里 米 山 符 ) .高 加 索 ( 尤 其 是 在 北 
MR). GAA SIMS A), 以 及 苏联 欧洲 都 分 的 许多 地 区 、 东 - 
西伯 利 亚 及 中 亚 。 4) & 

第 关节 ”冰川 地 形 形 态 

”一 ”第 四 各 冰川 及 其 特征 和 基 布 

1, 有关 现 代 和 十 第 四 和 辑 孙 川 作 用 阶 眉 的 一 般 役 念 在 现代 

时 期 ,冰川 占据 地 表 上 1,500 万 平方 公里 的 地 区 。 现 代 冰 川 可 分 为 

WTBRAM: AR Vile Dk Ji) A Ly BGK) oA Balt ik J i ks ss BG PS sy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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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大 陆 的 厚 冰 壳 。 各 种 山地 冰川 占据 着 相当 有 限 的 山地 ;同时 山地 
OR SUSHI DS Be LHe THB BY 

最 天 的 大 陆 型 冰川 复 盖 车 南极 大 陆 ( 葛 1 800 万 平方 公里 )。 
另外 一 个 整 块 的 冰 盾 复 盖 在 格 陵 盏 -E(\ 鹊 200 万 平方 公里 )。 在 许 

多 北极 地 区 岛 几 上 部 有 着 这 种 类 型 的 冰川 。 
虽然 现代 大 陆 冰 川 已 达到 很 大 规模 ， 但 在 地 球 历 史上 倚 有 过 

- 久 川 复 盖 着 较 现 在 规模 更 大 的 平原 及 出 地 地 区 的 时 期 特别 是 现 
在 已 确定 了 的 第 四 各 冰期 。 这 一 时 期 开始 于 65 HELLA, 而且 在 
元 万 年 以 前 方才 车 束 。 那 时 ,高 综 度 及 中 树 度 的 广大 区 域 革 为 冰 后 
所 复 盖 ( 欧 有 3;800 万 平方 公里 ); 整 个 地 球 的 气候 是 比较 塞 洽 的 ， 
因而 引起 了 广大 地 区 的 冰 咱 作用。 在 高 六 度 及 一 部 分 中 综 度 的 许 
多 地 区 内 ,甚至 在 低 平原 上 都 可 观察 到 固体 降水 的 正平 衡 。 但 就 在 
此 同时 ， 在 地 球 琢 面 从 可 区 分 出 降水 量 较 小 的 大 陆 性 气候 的 广大 
地 区 ,及 降水 量 很 大 的 海洋 性 气候 地 区 。 在 高 稼 度 及 中 粮 度 地 区 ， 
在 冰期 时 气候 条 件 的 差异 反映 在 冰川 的 分 布 上 。 | 
SURI LE ARSE A MA. FE 
EES BI. AREA AER-S A 
AMRESUE, F-BRREREARESTN EME. 

但 是 所 有 现存 的 假发 ,只 能 很 好 地 谣 明 一 些 事 实 , 却 不 能 解释 另 一 

些 也 很 重要 的 事实 。 现 在 还 没有 一 个 公认 的 关于 气候 在 各 个 地 入 

时 期 发 生变 化 的 假设 。 对 于 第 四 李冰 期 同样 如 此 。 

Te A . 克 罗 泡 特 金 是 关于 冰期 的 现代 学 说 的 创始 人 。1873 年 他 

在 对 俄罗斯 地 理学 会 所 作 的 报告 中 , 谈 到 他 在 瑞典 ,芬兰 和 西伯 利 

亚 的 观察 成 果 。 根 据 他 自己 的 亲身 观察 和 文献 资料 ,他 全 光 浑 地 葵 

诞 孙 川 复 盖 在 殉 洲 ,西伯利亚 及 北美 地 区 广泛 分 布 的 原因 。 瑞 典 

教授 多 烈 里 (Topexr5 ) 于 1875 年 根据 对 格陵兰 、 冰 岛 和 斯 匹 次 培根 

。 现代 冰川 复 盖 的 研究 ， 得 出 了 过 去 在 瑞典 和 挪威 公有 整 片 冰川 分 
布 的 车 沦 。 而 后 他 在 北欧 和 中 欧 进行 考察 ,在 那里 同样 发 现 了 冰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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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 第 四 种 孙 川 的 特征 及 其 从 布 “第 四 乞 冰 川 作用 之 后 ,得 
址 留 下 了 很 多 的 痕迹 ,根据 这 些 遗 迹 , 可 以 有 充分 根据 确定 冰川 作 ， - 
用 各 阶段 的 范围 ,频率 及 时 间 , 必 及 它们 对 地 玫 和 地 才 上 动 慎 物 界 
的 影响 。 oe | | 

SS DOA UK IEE dF UKE EET ao ae 
断 , 即 在 第 四 各 冰川 时 期 , 售 不 止 一 次 的 发 从 过 冰期 与 增 沪 瞬 和 的 
间 冰 期 的 交替 。 eis 

例如, A“。 彭 克 及 三 。 布 留 克 逮 尔 (6pmgaep)(“ 冰 期 的 阿尔 摆 
斯 ") 贷 断定 在 阿尔 捍 -一 一 一 = oe 
斯 地 区 存在 着 与 间 六 

期 相互 交替 的 四 砍 六 

川 作 用 。 阿 尔 插 斯 冰 

川 作 用 被 称 为 : BE 

(G), 民 德 (M), 里 斯 ” 
pm ae 

(R), 及 武 本 (W)。 民 
CR ee 

德 及 里 斯 冰川 作用 的 人 AR ~ 

RACERS B WR SS BKK + —> 风向“ we WE 

Be ee EW BEB Ok 图 17， 欧 洲 武 木 水 州 作用 图 。 

层 发 育 得 特别 厚 (图 17 )。 ‘ete £ 

KE BORE BH ACh RAB RASA UK IE 
FAAS ef BAS ESSE UK IED, PCH MBER S 
阿尔 睾 斯 冰川 作用 相符 合 , FR REE SSCP ae AIEOK IVE 
鱼 于 这 个 原因 ， 俄 罗斯 平原 的 冰川 作用 具有 特殊 名 称 。 屁 们 丢 称 
作 : 李 幸 汶 ( 最 十 老 的 ), 德 者 泊 尔 (最 天 的 )， 及 天 尔 戴 ( 最 后 的 ) 冰 
州 作 用 。 

@ “第 四 各 沉积 物 研究 和 地 质 测 给 的 方法 指南 。 全 苏 科学 考察 地 质 研 究 所 , 第 一 
册 ，, 莫 斯 科 。T954,12 一 13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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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O LEE VC UKEMI RP, ERS BOE 
OR RRABE T UIE REESE 2k, DRED DO -S PA UK ILE: 
相互 交替 的 。 

在 第 四 杯 时 期 ,在 面积 及 厚度 上 ( 冰 层 厚 达 南 公 里 , 惹 至 更 厚 ) 
最 大 的 冰川 复 盖 是 在 极地 附近 悉 度 和 中 和 纺 地 区 。 大 陆 冰 复 盖 着 北 
欧 ,东欧 人 俄罗斯) 平原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西西 伯 利 亚 和 中 西伯 利 亚 的 
北部 地 区 及 北美 的 北部 。 在 欧洲 冰川 复 盖 沿 德 右 泊 河 降 至 北 各 
48"45', 在 北美 沿 密西西比 河 河谷 大 狗 可 降 至 北 入 37"。 即 使 在 现 
代 , 冰 放 仍 然 复 盖 着 南极 大陆 和 格陵兰 。 第 四 可 冰川 的 遗迹 ， 可 在 
许 允 山区 发 现 ， 如 非 测 ( 乞 力 马 札 罗 出 及 性 尼 亚 出 等 )、 从 赤道 起 
的 安第斯 山 、 澳 济南 部 、 新 西 苦 等 地 。 在 现代 消 有 冰川 的 耳 区 中 ,在 

RST TTT Taw | 

Gass as 
BY pe es eh Ur ae 

x 
» At ts 

7 

< 图 18 A. RWRA—-AAIMF ROAR. 
《 引 自 苏联 中 学 致 师 用 地 图 册 2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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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定 球 的 广大 平原 地 区 于 第 四 各 时 为 冰川 所 复 盖 ， 这 些 冰 川 

由 一 定 的 冰川 作用 中 心 向 四 方 流动 ， 在 冰川 作用 中 让 积累 着 大 量 
的 固 体 降 永 。 在 欧 亚 大 陆 , 这 些 冰 川 作 用 中 心 是 位 于 斯 乾 的 那 维 亚 
PES PH; Ae Te HR ACH ALE HE RBM IKI 
YE FAAP OD TS ASB Jes eB, Se Se Hb Ah Ih a. Hk 

客运 动 的 阻碍 。 例 如 ,中 俄罗斯 乒 陵 就 是 这 种 阻碍 。 
冰川 作用 各 阶段 的 界线 ”在 欧洲 最 后 一 次 冰川 作用 的 遗迹 保 

存 的 最 为 明显 。 因 此 最 后 一 次 冰川 分 布 界 威 较 易 确定 5 欧洲 最 后 二 

图 18 5. 苏联 最 大 一 次 冰川 作用 的 界 萎 。 
( 引 自 苏联 中 学 数 师 用 地 图 册 102 BR) % 



PUK) ETH LAA HEARERS ES. OR 德国 北部 及 波兰 北 
部。 冰川 南 界 通过 明 斯 克 以 南 Sr PIT DLA TB a A 
” 击 伊 万 庄 夫 城 向 东北 延伸 到 提 晕 山 讶 〈 图 18 A. B.)。 在 俄罗斯 平 
原 上 已 被 称 作 瑟 尔 戴 冰 用 。 

较 古 老 的 最 大 的 冰川 作用 遗迹 保存 的 不 太 明显 ;其 南部 界线 
是 按 漂 碟 分 布 来 确定 的 。 在 西欧 写 由 茉 茵 河 河口 向 中 德 由 压延 舍 ， 
而 后 通过 克拉 科 夫 城 . 尔 沃 夫 城 . 日 托 米尔 城 , 克 烈 明 楚 格 城 ,从 北 
部 在 都 拉 地 区 米 过 中 俄罗斯 丘陵 ， 而 后 延 瑟 河 右岸 延伸 直到 麦 德 
维 巡 察 河 河口 , 稳 而 向 上 直至 苏 拉 河 河口 , 基 治 夫 城 莫 洛 托 夫 城 ; 
AFA 58—59°, 其 南部 边 糙 越过 高 拉 尔 。 由 此 可 见 ， 冰 层 未 
龙 复 盖 让 俄罗斯 及 估 尔 加 河 附近 丘陵 ， 仅 仅 占据 了 德 磊 泊 河 及 臭 
卡 河 一 顿 河 低地 ， 构 成 两 个 大 的 尖端 向 南 的 冰 天 一 一 德 短 泊 河 及 

_” 椭 河 。 因 此， 冰川 前 的 地 荧 , 对 冰川 人 用 南部 边界 的 输 廓 输 予 很 大 
-- 的 影响 。 | 

BPS ase Ht 
的 最 古 的 永州 作用 界 
8) APRN 
保存 不 多 ， 不 能 予以 
正确 确定 。 最 古 的 冰 
川 作 用 阶段 遗迹 的 存 
在 是 根据 对 过 去 的 李 
UR (现在 的 契 卡 
py) 附近 的 奥 卡 河 
地 区 ; Ab eB UE A Ana. 3 \ =A 

< 德 二 区 的 疏松 的 第 四 > = 

teed ple 有 Ps 而 确定 的 。 苏 联 学 者 
” 图 1 北美 的 冰川 作用 。 将 俄罗斯 平原 地 区 的 

es 27T1。 



JEEP HU JIE ER BLOKE = 
ACTH (A PURE AMO TK EB RE eT OE 

过 额 尔 齐 斯 河 ;五 赫 河 河口 以 上 的 鄂 毕 河 ,而 后 伸 向 中 通古斯 卡 河 
河口 以 上 的 叶 尼 塞 河 。 由 此 ， 访 界线 可 能 从 这 里 转向 东北 孝 向 , 因 
Teh AAS TES 
HOWAR, RARE 
BRA ARI 
IK By HE 

在 北美 最 大 的 冰 
IME, IDRAET TZ 
整个 加 拿 大 ; 五 类 湖 以 
地区， 阿 帕 拉 契 山北 

部 ， FES pte 
-本 与 落 机 山 之 间 的 平 
原 好 区 向 南 扩 展 ， -大 图 20 北极 附近 第 四 纪 冰 川 的 分 布 。 

欧 到 达 北 往 37"。( 密西西比 河 河 谷 )( 图 19)。 这 里 冰期 前 的 地 势 ， 
对 冰川 分 布 也 葵 予 一 定 影响 (图 20)。 3 

第 四 各 冰川 作用 的 分 布 同样 才 明 了 ， 位 于 同一 六 度 范围 的 地 
区 ,在 冰期 时 ,在 许多 情况 下 ,有 着 各 种 不 同 的 气候 条 件 。 如 果 在 欧 
浏 在 一 定 地 区 内 积聚 着 大 量 的 固体 降水 ， 且 第 四 思 冰 川 作 用 分 布 
在 广大 平原 地 区 ,那么 在 东西 伯 利 亚 的 气候 条 件 , 则 只 能 引起 固体 
降水 在 出 区 中 的 积聚 ,因而 也 只 能 形成 四 地 冰川 。 

3。 了 玉川 作用 对 陆地 地 形 形 成 的 关 接 影响 “冰川 作用 ,对 冰川 
以 外 地区 也 给 予 一 定 影响 。 在 冰川 作用 以 外 地 区 ,进行 着 与 冰 复 盖 
地 区 不 同 的 外 力 过 程 , 这 里 也 表现 出 整个 大 地 的 痊 却 现象 。 

由 于 厌 量 水 分 圣 固体 状 禁 甸 在 大 陆 上 ， 大 洋 水 位 在 水 期 时 即 

行 降低 (根据 O- A+ 雅 可 夫 列 琴 的 意见 可 降低 到 130 一 150 AR), 
这 无 论 对 于 陆地 轮廓 、 或 是 对 海底 畦 近 部 分 的 动 植物 界 苦 给 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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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 TRE, EMA HE AT FS BWR, ne RE 
GPRS PT AFIS, KM SAM MERI, TALI, 波 
Bie RARE, DT ACC A Me IAC 
量 的 大 陆 冰 。 

SDK RAIS Je EIR, PTA ACA HH 
. 生 海 侵 。 

大 洋 水 位 的 变化 ， SERRE BEA 堆积 过 程 的 进行 
永川 作用 可 能 避 起 河流 中 水 分 的 减少 ， 因 而 降低 河流 的 使 

:与 搬运 能 力 , 增强 冲积 物 的 记 积 作用 , 上游 及 中 游 的 河床 因而 被 冲 

Pn A ICH. EMI, 河流 水 量 二 加 , 在 一 定 地 段 境 加 了 它们 
ROGER, 原先 沉积 的 冲积 层 适 切 穿 ,因而 形成 阶地 。 但 这 里 也 
.应 考虑 到 ,构造 运动 对 阶地 的 形成 也 葵 予 一 定 影响 。 
- 由 此 可 见 ,第 四 各 冰川 作用 不 仅 通过 流动 的 冰川 物质 ,给 予 陆 
”把 地 形 以 重大 影响 ;而 且 也 通过 作为 最 低 侵蚀 基 面 的 大 洋 水 位 变 
化 及 通过 对 陆地 水 流 的 侵 亿 一 堆积 活动 的 影响 等 给 予 问 接 影 响 。 

二 ”大陆 孙 川 作用 地 区 及 冰川 附近 地 区 的 形态 

ZS GK KIER DARBY, BEI HAS 
Dh, SPM A HEH: (1) A RE UK JN SRI VE FB DK JSS 
BD My RS i) Be RA E99 EGE PEF) © 2) i ST 
运作 用 。(3) 稚 搬运 物质 的 堆积 作用 。 

根据 第 四 大 的 大陆 冰 朋 作用 可 划分 为 三 种 类 型 的 地 形 : 
1.。 永川 搬运 区 的 地 形 ,这 里 主要 表现 着 冰川 的 刨 煞 作用 。 

_ 2。 冰川 沉 积 朴 松 碎 屠 物 质地 区 的 堆积 冰川 地 形 。 
3 冰川 必 外 地 区 由 沪 动 的 永川 水 所 造成 的 地 形 。 
1. 由 末 川 蚀 钢 作用 所 造成 的 地 形 形 态 “冰川 的 刨 人 鲁 作用 ,在 

冰 骨 中 心 及 其 附近 地 区 (斯 堪 的 那 维 亚 牢 岛 , PLE, Bhan 
累 利 阿 ) 表 现 的 最 为 剧烈 。 但 是 在 这 里 的 某 些 地 区 也 可 看 到 冰川 堆 

本 ©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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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 BAGSLUE, FORE DK JIE BUEN IBA, 居 首 位 的 还 
fll] RAPE Fo 

由 冰 诈 中 心 向 四 面 流动 的 冰 体 ， 对 它们 所 流 经 地 区 的 基 涯 进 
行 磨 创 与 研磨 。 冰 川 的 作用 , 由 于 在 其 底部 的 碎 导 兰 石 与 冰冻 精 在 
一 起 而 加 强 , 并 于 运动 时 在 岩石 上 造成 捧 痕 ( 磨 痕 与 荣 痕 )。 

得 受 冰川 平 夷 作用 和 磨 创 作用 的 硬 岩 悬崖 成 为 所 谓 的 波 灼 式 
悬崖 ; 它 朝向 冰川 运行 方向 的 一 坡 是 平 绥 的 ， 而 且 研 麻 的 较 为 光 
滑 ,其 相 背 一 坡 旭 很 陡峭 且 不 平坦 , A. TESA 
Key SSR BEDE AND Boba kJ LEE ws AS 
BoA eA BS Ce PT 
tH — fea eDR pg Hh TG 2K ph ero EIB | 

HEB KLEE EP ES ART CHEAT SEE URE 
和 研磨 作用 :在 冰川 搬运 地 区 的 许多 湖泊 ,往往 位 于 基本 上 是 构造 
生成 的 登 地 地 区 ( 芬 苦 , 卡 累 利 阿 , 科 拉 定 岛 等 的 湖 酒 。) 

在 坡度 较 大 地 区 ,冰川 流 也 参与 着 槽 状 谷 (如 在 斯 坟 的 那 维 亚 
定 志 上 ) 的 形成 。 它 们 对 那些 在 某 些 情况 下 由 于 构造 断裂 所 形成 的 
河谷 进行 着 镍 创 及 加 深 作用 。 现 在 这 些 冰川 谷 在 某 些 地 方 为 海水 
VETS , 成 为 特殊 的 虹 汗 。 

出 此 可 昂 ; 在 冰川 搬运 地 区 ,由 于 人 刨 急 作用 所 形成 的 分 布 最 广 
STE TS DCA ES HE AOU)» HEA DB CI 
谷 等 。 

2。 堆积 玉川 地 形 形 态 “ 六 川 的 堆积 作用 ,主要 玫 现 在 位 于 冰 

川 搬运 地 区 久 外 的 冰川 边缘 地 区 。 在 由 冰川 沉积 物 所 榴 歹 的 所 有 
HAGA HA: 冰 矿 平原 冰 奢 丘陵 (在 很 多 情况 下 形成 丘陵 状 冰 
Bee HAIG) , wie be, WEIS 这 里 还 可 iad he RK wee, 不 过 这 种 看 法 

应 有 某 些 保 留 。 
一 冰 夸 平 原 在 过 去 大 陆 型 冰川 作用 地 区 占有 广大 空间 。 它 们 是 

由 于 冰川 后 退 期 间 冰 融化 时 基底 冰 厂 沉积 所 形成 的 。 在 冰川 后 进 
°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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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S BRK EMU AKA RPR RARE, A 

GABE BINS IRDA 5 PAVEIEE rE DK BA BE 
JOM, HAAPRAMEMR GM. EMRE RBA 

” 袜 矿 平原 地 形 的 地 区 ,小 湖泊 与 沼泽 分 布 很 广 。 
丘陵 状 冰 厂 地 形 安生 于 冰川 的 边 称 地 带 。 在 水 的 下 层 向 边 各 

地 带 移动 的 底 矿 和 内 奢 由 于 研磨 作 用 而 出 露 于 表面 ， 挤 入 裂隙 中 
将 其 卉 塞 起 来 。 随 着 冰 的 融化 冰 矿 牺 导 出 露 于 外 面 , 构成 台 座 鸭 、 
柱状 . 壁 状 等 各 种 各 样 的 不 大 的 高 地 。 当 冰 融 解 后 ， 所 有 冰 矿 物 即 
落 于 冰川 底部 , 井 形成 各 种 各 样 的 丘陵 ,在 这 些 丘陵 之 间 有 和 被 水 充 
满 且 变 为 湖泊 的 宅地 , 精 果 便 形成 乒 陵 状 永 奢 地 形 。 
:在 许多 地 方 丘陵 状 冰 厂 地 形 从 内 部 与 炮 冰 厂 塘 相 连接 。 但 在 

许多 情况 下 这 种 类 型 的 水 矿 地 形 构成 冰川 沉积 物 地 区 的 边 稳 
部 分 。 | a) 

AEF — AK II) PEF SH ERK TA, ZE 
西部 开始 于 丹麦 , ALS RUE, ERE MERE ASRS AD Ti 
RW MARKIE, MACH Eh, Be Re 
4, BULA Bt a RE hd A SE Ee BK 

个 地 带 总 长 度 为 2;800 AH, 5 ABB 60 公里 。 

BE “DRAIN RAKE, FIR KAS 

HOTS PA ZB OS MEAN Te CENT ECL ALU), ZE0K II 
RRs ASEM IEIR HOMEY. MSR the k BY BK 
MAREE AS. EM TEL, 2 REE 2b 
Ey, BAT AST A EE BT LA 0 BS RE SRA OG BFE RK 
地 形 ， 但 是 这 种 地 形 一 般 是 发 育 在 这 些 丘 塘 的 内 侧 。 在 冰川 边缘 
位 置 固 定时 形成 的 区 矿 坊 叫做 堆积 欧 奢 塘 (HacHImarre EoHeqHoMO- 
peHHHe rpaqst)( 21), | 

BET HERE BASIE LIYE, S26 FY FF Fe ye ASE (anopanre nOHeq- 

HOMOPCHHEIC TPATH ) . 3X PAS HEE FH Fk JI HRT PE Bi Tt 

es。 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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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REET Ry) EMT BA. ERE 

Hf FC Wa PE HET RUS OSE TS, EB 
| PECK A ROP, FETE RAPE a EE 
MARDHREF EMMA. RRR ASR 
物 、 编 状 土 . 基 岩 , 久 及 冰川 作用 早期 阶段 的 冰 用 沉积 物 。 ” 

在 现代 冰川 作用 地 区 ， 例 如 在 斯 匹 次 培根 可 观察 到 压力 移 矿 
塘 的 形成 情况 。- 冰 的 边缘 挤 压 着 位 于 其 前 面 的 岩石 。 同 时 冰 缘 脸 
大 ,可 能 形成 高 达 100 到 200 ARMM. HPD, HA 
被 挤 压 成 与 冰川 边 入 相 平行 的 坦 。 在 某 些 冰 川 屯 区， 这 各 平 行 的 
坦 , 在 宽 工 公里 的 地 区 可 达 30 个 。 冰 用 所 产生 的 压力 ;是 通过 压 廊 
地 带 而 表现 出 来 的 ,因此 在 已 经 形成 的 埋 的 前 边 双 产 竺 新 的 提 。 同 
时 较 老 的 坦 不 断 坪 大 ,可 达 50-60 BR. el wee 

Jas SRV JN) BES BY 5 SEES "Es ESHER SE Bs Ta OK BE TE RH TO 
FW BASILE 

RHE RUMEUE DIRERA-BE SABRE - 

= 一 一 全 . a were 

6t42R8-Baea8 ooo + 68 
(2) 及 六 水 平 厚 

(3) ik AER 

21 VR 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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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 MEM, IL BT LUE MERE ARE 
次 冰川 后 退 各 阶段 的 有 关 冰 咱 的 界线 标志 @ 。 

- BBE RRR, 自 德 国 延 伸 至 波兰 ,而 后 又 伸 
”和 克 苏 联 西部 。 它 的 一 部 分 玫 现 在 白俄罗斯 的 波 列 谢 以 北 。 五 尔 戴 冰 
矿 坊 主要 是 丘陵 状 冰 奔 地 形 。 
鼓 丘 “在 浆 矿 雯 内 可 观察 到 一 些 沿 冰川 运动 方向 伸展 的 小 

丘 。 这 些 具有 一 定 方向 的 小 乒 狼 称 作 鼓 丘 。 
每 一 个 鼓 丘 内 部 此 有 由 羊 背 石 形状 的 岩石 ， 大 的 漂 矶 或 者 其 

至 是 层 状 的 碎 矶 石和 窗 粗 成 的 核 。 核 位 于 鼓 丘 的 中 部 或 后 部 ,有 时 
ZEBKRb AMA. 在 形态 上 , 鼓 丘 是 一 高 度 常 在 10 到 100 
公 尺 的 乒 陵 。 丘 陵 长 度 由 几 百 公 尺 到 几 千 公 尺 ,其 中 革 些 丘陵 有 着 
METH, BAER ERT AE 10—20 倍 。 

ou inal . 关于 鼓 丘 的 成 因 有 
HHA. WIRE 
(Xer6ox) 所 提 的 假设 是 
最 接近 实际 情况 骨 。 显 
然 ， 鼓 丘 是 冰川 双重 作 
用 一 一 链 创 和 沉积 的 结 
果 ， 羊 背 石 状 的 核 是 冰 
川 在 其 运动 涂 中 对 其 所 

et 

Q 

: 7 LDL ° 
7 SLL D> 

. SEs Fa ETF EE fk TT FE Be 

pects are Be 的 。 位 于 鼓 丘 尾部 后 端 

vk Bi BRE BY Uk fag AE ZE OK JI BEA 
图 22 Beatie aaa ON, FOU SRRBE  - 

石 麻 掠 搬运 能 力 丧 失 而 沿 着 冰川 运动 方向 堆积 下 全。 当 冰 川 开 始 

后 退 时 ,其 搬运 作用 减低 不 能 穿越 障碍 物 ; 便 在 其 前 端 即 鼓 丘 的 

@ FeV OLA MIT AN Sb BS AS RE OSD SE SRM RGA » 第 一 

MF 1954 4F,146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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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头 部 将 冰 厂 堆积 下 来 。 如 冰 厂 物 袖 为 数 很 多 则 鼓 丘 核 全 部 为 冰 矿 
es EER TA BAM, GRAS hes 
岩 及 砂 租 成 。 在 芒 核 附近 形成 鼓 乓 。( 图 22) 

哉 丘 在 瑞典 分 布 很 广 ,特别 是 在 波 的 尼 亚 湾 沿岸 。 
在 第 四 弓 冰 川 作 用 复 盖 地 区 ， 可 看 到 在 冰川 水 参与 下 在 冰川 

边缘 弛 带 构 成 的 地 形 形 态 。 这 种 地 形 形 态 是 蛇 丘 和 冰 厂 乓 。 
” 蛇 丘 ” 驶 丘 是 一 坦 形 高 地 ,有 时 具有 很 狭 窗 的 竺 部 它们 类 似 

于 索 曲 的 铁路 坦 。 蛇 丘 长 度 可 由 0.5 到 250 公 里 ,其 底 基 的 宽度 可 

由 几 十 公 尺 到 350 一 400 尽 ， 距 周围 地 者 的 高 度 可 达 50 BR, te 

别 情况 下 可 达 80 一 90 公 尺 ;坡度 为 10" 一 30。。 具有 平坦 奉 部 及 再 
- 绥 丘 坡 的 蛇 丘 占 大 多 数 。 

在 平面 图 上 , 蛇 丘 好 象 河流 ;往往 在 主 蛇 丘 旁 又 连 有 侧 蛇 丘 。 

根据 它 何 的 构造 可 分 为 : 
(1) PEMSA RE IE (rareqaagoBite 035)， 由 砂 、 确 石 、 碎 矶 石 及 

EERE es EARS EM PULA WEE - 
@) WE (cmemanune osm), ZIP ERR. Bk 

EE A TRS» TR AEE OK BR 
(3) 挤 压 te Fe (Buryannennsio- osH) 基 本 上 是 由 冰川 由 其 底部 

挤 出 的 物资 组成 ;通常 这 种 受到 强烈 排挤 的 沉积 物 是 由 漂 厂 壤土 、 
BUHL EE DRYER 

es FFT EE ERE PBS: ZEAE CF Ae BF BT A FE), 
高 原 ( 挪 威 ), 平原 (瑞典 ; 芬兰 , 苏联 西北 部 ) “EAP Be NEES 
( 科 拉 什 岛 ) 分 布 着 ,分 布 在 过 去 冰川 期 高 于 海平 面 的 地 区 ,及 低 于 
海平 面 的 ;冰川 消失 于 水 中 的 地 区 。 

在 瑞典 和 芬 昔 蛇 丘 的 方向 与 冰川 运行 方向 一 致 ， 这 也 谜 明了 
屁 们 是 生成 于 活动 冰 中 的 。 在 较 南 的 地 区 ( 伊 尔 明 容 地 等 ) WE AS 
方向 不 与 冰川 运行 方向 相 重合 , 这 头 明 了 记 们 是 形成 于 死 冰 中 的 。 

名 活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形成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 存 有 几 种 有 关 解 释 它 
e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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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BES ELE RE. 
ARIES FW WH (neabropan rmroresa)( 捷 一 盖 尔 ) 蛇 丘 是 由 

羔 川 下 的 水 流 在 冰 退 时 所 沉积 的 三 角 漳 雏 汇 合 而 成 。 当 这 种 水 流 
沿 冰 下 水 道 流动 时 , 它 具 有 液体 静 压 力 ; 因而 吸取 大 量 沙 、 碟 石和 

漂 碟 5 当 水 流 由 冰川 下 出 露 于 地 者 时 ,水 流失 去 了 液体 静 压 力 霸 

a | 2 kn 

Q, $ 10 ZRE-BS 

图 23 7S EARS RHE 

OK EM Oy EES NHRC BUR PUK JIIBE OK JIS 
aE, 与 此 同时 水 滤 出 口 也 后 退 。 最 后 一 均 冰 期 冰川 边 矶 的 后 - 
退 , 可 能 是 以 一 年 后 退 50 到 300 公 尺 的 速度 进行 的 。 这 样 就 形成 
了 放射 状 蛇 丘 (瑞典 , 芬 苗 )( 图 23)。 

河床 假说 (PyczroBpagf runoresa) (高 里 斯 特 (Torpcr) 1876 年 ; 

B + x78 pe (Tannep), 1984 年) 是 通过 冰 水 沉积 物 在 冰川 上 水 流 的 
开 广 河床 中 的 沉积 来 解释 蛇 丘 生成 的 这 些 河床 在 某 些 地 方 深切 ， 
可 达 冰 川 底部 。 同 时 这 种 河床 昔 形 成 于 死 的 不 动 冰 玫 面 上 。 冰 融化 
后 河床 冲积 物 即 沉积 在 过 去 冰川 河床 上 ,这 也 促使 了 蛇 丘 的 形成 。 

根据 冰 下 水 道 假 训 CTyaersaag rimroresa) 蛇 丘 形成 于 冰 下 水 
道 ,因为 冰 水 冲积 物 在 其 中 的 沉积 而 形成 积聚 在 冰 下 水 道中 的 冲 
积 物 质 ; 当 冰川 融化 时 , 由 冰 下 呈 蛇 丘 状 出 露 。 

根据 具体 条 件 , 所 有 这 些 假 说 都 可 用 来 解释 蛇 丘 的 生成 。 
KBE ORR EAA, WHEAT ERE 

BARA (ys1). EMARAWRIRL, PRB Gm ks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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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PRPRLARHUR Ee L-SeROMKe 
3-RRORHE ARR SER 6—-AG 

呈 水 平 层 状 分 布 (图 24); 在 各 层 内 部 ; 正 的 ,对 的 ; 交错 和 类 灭 层 
理 卖 现 很 清楚 。 上 特殊 的 是 大 多 数 冰 厂 丘 卖 面 都 复 有 由 漂 碟 砂 质 琅 
“EAS 0.5 到 2 AREAS RA SEA AGRA 

» RK ERS DRA He , BBR. 

TK CREDA te LB AB SLR. UK 

AREAS EAILARA1l00OBR. KREME UE RAKE - 

地 形 。 : | 
TER AUER EMEA Ba. EM 

广泛 地 分 布 在 北美 及 德国 的 许多 地 方 ， 人 们 货 对 妥 东 苦 和 苏格兰 
的 冰 厂 丘 进行 过 描述 。 在 苏联 的 许多 地 区 ( 卡 累 利 阿 地 峡 ; 卡 累 利 

阿 , 阿 尔 汉 格 尔 斯 克 省 ,加 里 宁 和 党, 普 斯 科 夫 省 , 诺 夫 哥 罗 德 省 ,斯 认 

林 斯 克 省 , 科 密 苏维埃 社会 主义 自治 共和 国 , DR Bb em, at 
准 亚 和 立陶宛 ) ,都 可 观察 到 冰 奢 丘 。 

关于 冰 厂 丘 成 因 的 各 个 假说 都 是 出 于 理论 推测 的 ,因为 收 也 
未 便 观 察 过 现代 冰 州 附近 冰 矿 丘 的 形成 。 但 是 所 有 的 帮 究 着 都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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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AE 5 HIKE OTE 
ZEEE UKREG St RAE SE EAA BR, 

” EBA aa , Okie HE EA EP SRE eA Te — RA FE 

冰 下 水 流 的 活动 是 在 冰川 不 断 消退 的 情形 下 进行 的 ， 那 时 便 可 能 
形成 迪 丘 。 如 果 冰 川 消退 有 时 停止 , 那 时 自 冰 下 带 来 的 物 儒 就 会 将 
孔隙 的 出 口 阻塞 住 ?水 流出 口 旭 移 向 旁边 形成 新 的 三 角 测 。 这 种 过 
程 多 次 重复 千 果 便 产生 了 冰 磺 乓 。 

显然 ,冰川 边 罗 地 区 的 矿物 沉积 物 ,在 停 汪 水 中 , 有 充分 可 能 
堆积 起 来 , 它 个 积聚 在 冰川 目地 , 久 及 洞 实 和 空洞 中 , 当 冰 川 融 化 
BP ETE RIK BEE» : 
EPHEMERAL FS AWA 

POPEDK PEED BURR Hh BAAR Md RAK Ph RS BE HG ( Daa ) 
FRARPERISEIG IN. EU Sg sale ALES HER SE (esos 
Gyserca ) yk fig br 89 Ae Ko 

BL APB, Hak JNM BU FATE wees MIA DRAB IR, FE BAR 
TACHI Bk HAAS BAS ESI OK IA Ok OS TA Tm 
T Uk JI PRES He IG AS —— BEE AK Eo 

3. AMPS a AAAAK RT ULE, 
“多 川 融 冰 的 活动 ;可 造成 冰 水 沉积 砂 质 平原 和 冰川 水 流 河 谷 。 

冰 水 沉积 砂 里 平原 或 冰 水 沉积 局 形 地 (sammg) dk Bi ZK BA Dk 
川 下 面 吐 冰 下 河流 和 小 滩 治 冰川 边 称 流 动 ,如 有 米 厂 存在 , 冰 下 河 
BSE HER, FLEA MRL BRUKER 

dn RACK INATE RUT EJ, ABZ BERL) ak ERB BD 

Fi SEE ANA BEAE EA EAS BS EEA RY A VE DH LU 
AAT SHE ZEAL HP BLE TEAK 3 Bh Teh BR SE 4 TS FD JR, 
THES AREA I. Ja AAA —LEMp AA SE NS BIC A 

ASA, TIRADE RUKIA TES KART AS 
Boer Ee. RMA ei, EP Ber aa F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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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水 沉积 砂 质 平原 在 冰川 附近 厚度 最 大 ， 这 里 沉积 着 最 大 的 
Se, MMU BARRE). BET BRD BM kK 
SEUNE RL AUR, Le Bek eA ha kK We 
See a : 
EM RET MARD RRM EER EMS 

次 冰川 作用 有 关 , AGS AIEO.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属于 冰 水 沉积 砂 摘 平原 的 有 下 烈 二 区: BER 

SM, YAR ME Hb, BE YD aL Ee eh, ADT A Hh, MEGS ASE ER AR 
-低地 等 。 Sal ee ; 天 

冰川 水 流 的 古河 谷 ， 在 有 些 地 方 冰 水 汇聚 成 吾 大 的 水 流 ， 这 
些 水 流 在 一 些 情况 下 与 冰 硼 边 罗平 行 流动 ， 而 在 另 一 些 情况 下 则 
在 冰川 的 旁 侧 流 动 。 在 中 欧 北 部 平原 ( 荷 请 、 北 德 和 北部 波兰 ) 可 观 。 
察 到 这 种 冰川 水 流 河 谷 。 同 时 水 流 是 向 西 流动 的 。 

因此 ; 由 于 第 四 各 大陆 冰川 作用 , 便 在 冰川 搬运 区 域 ， DK HE 
积 区 域 ， 太 及 冰川 范围 太 外 冰 融 水 流 活 动 区域 形 成 了 特殊 的 地 玫 
形态 。 所 有 这 些 自 第 四 权 冰川 作用 时 期 保存 下 来 的 地 形 形 态 AE 
受到 现代 地 形 过 程 的 改变 。 

= 山地 冰川 形态 

山地 冰川 形成 条 件 冰川 并 不 是 形成 于 所 有 的 而 地 地 区 中 ， 
而 只 是 形成 于 雪线 以 上 的 山区 中 。 ASR, wee ee, A 
无 任何 物 所 造 盖 的 地 区 大 气 固体 降水 收 支 在 衡 的 才 面 。 在 雪线 以 
上 降雪 量 要 比 可 能 蒸发 和 融化 的 才 多 ?也 就 是 哼 这 里 具有 正 的 固 
体 降水 的 平均 年 平衡 而 雪线 以 下 ,在 一 年 中 ,融雪 可 能 多 于 降雪 ， 
也 就 是 寻 这 里 可 观察 到 负 的 固体 降水 平均 年 平衡 。 因 此 万 年 雪 的 
堆积 ,只 有 在 雪线 以 上 才 有 可 能 。 和 雪线 高 度 随 气候 条 件 而 改变 ;与 
此 同时 出 地 冰川 形 成 的 可 能 性 也 发 生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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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 He HEARD EWE , I SABE 09 IE ash AS 
~ 4, Web, SURES). BE AMIGA PBUR ME, MERIT RIAN 
208 WY HERES DS DKS hupH) , Td JS PASE DRAIK(Hupnonwiit nen} 

| PERT ORE BEE MOEA TK Yk (TrendepHmiit zn), 40K 
”达到 一 定 厚度 时 ,已 便 在 重力 和 上 层 冰 的 压力 影响 下 , 必 及 由 于 其 
本 身 的 可 塑 性 而 开始 向 下 移动 一 - 沿 着 山坡 或 河谷 底部 移动 。 这 
时 便 形 成 冰川 。 同 时 冰 可 能 下 降 至 雪线 以 下 很 远 的 地 方 。 位 于 雪线 

”上 太 上 的 那 一 部 分 冰川 是 冰川 补 答 区 〈 位 于 大 气 固体 降水 的 正平 衡 
地 带 )。 位 于 雪线 以 下 的 冰川 的 另 一 部 分 出 为 雪 和 六 的 消失 区 (位 
于 大 气 降水 的 负 平衡 地 带 )。 

看 地 六 诈 同 大 陆 冰 川 一样 进行 着 破坏 作用 ， 它 搬运 着 各 种 各 
” 样 的 碎 习 物 丑 并 将 这 些 物质 沉积 (堆积 ) 下 求 。 同 时 还 形成 一 定 的 
地 形 形 态 。 在 许多 山地 区 这 种 形态 ;从 第 四 各 冰期 起 就 一 直 保存 下 
来 ,在 出 区 第 四 冰川 具有 较 现代 冰川 更 为 互 大 的 规模 。 

和 堆 和 六 的 破坏 作用 ， 表 现在 某 些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和 地 形 形 态 
的 外 形 刻 划 上 人。 由 于 雪 和 冰 的 共同 作用 ,形成 冰 斗 及 围 谷 这 样 一 些 
中 容 地 形 形 态 。 已 们 在 所 有 遭受 第 四 克 冰 川 作用 的 山地 地 区 (阿尔 
亩 斯 高加索; 阿尔 素 , 中 亚 和 亚洲 中 部 山系 等 ) 普 可 观察 到 。 

水 斗 或 冰 轩 椅 (KKpeczoBHE3) 形 成 于 山坡 地 区 ， 它 们 三 面 惟 高 

. 押 下 大 的 兰 壁 呈 定 圆 形 环线 ,朝向 科 坡 总 坡 向 的 一 坡 是 开 做 着 。 冰 
斗 底部 平坦 或 四 进 , 略 向 前 倾 。 在 上 有 冰 斗 悬垂 的 河谷 广 部 , 冰 斗 
常 断裂 为 陡 摊 的 梯 坡 。 

积聚 在 山坡 上 任何 一 个 原始 四 地 上 的 雪 ; 是 冰 斗 形成 的 基础 ， 
因为 在 雪 下 进行 着 特别 剧烈 的 塞 冻 风化 作用 ， 雪 斑 促进 它 所 在 地 
区 的 岩石 的 破坏 ,使 破坏 加 寅 加 深 。 积 聚 在 凹 地 中 的 雪 逐 渐 转 变 为 
冰 零 和 冰 ， 在 重力 作用 下 ,冰雪 (或 冰 ) 离 开 余 地 ,最 后 即 促 成 冰 斗 
的 形成 。 

雪线 所 在 高 度 是 冰 斗 发 育 的 最 好 的 条 件 ， 在 这 里 塞 冻 风化 作 
。283，。 



荐 进行 的 最 为 剧烈 。 冰 斗 可 分 为 自 第 四 纪 冰 期 保存 下 来 的 , 且 位 于 
BURST MANE KAD RAG EERE UGH. 

DJIA ZEAE ERP UKSE , (EPR Uk ES 
| BEAM BURA REDE ID A EEE, OFA. 同时 其 底部 
平缓 的 转变 为 河谷 底部 。 

在 雨 个 相 背山 坡 上 不 断 增长 的 水 斗 及 围 谷 可 能 连结 在 一 起 。 
在 三 四 个 冰 斗 或 围 谷 相交 的 地 方形 成 具有 特殊 塔 形 或 轿 形 的 冰 斗 
六 残 遗 地 。 这 种 生成 物 改 称 作 角 峰 .它们 在 第 四 志和 现代 出 地 冰川 
地 区 可 常 观察 到 。 | : " 

沿 河床 运动 的 冰川 ， 携 带 着 
REM AERA BK ARH 

BE D0 , EAB Es (EI IKE a 
A AAA Ne ( 侧 太 和 MM tp cia 

Phe). DUN ABBAS (Ata) Rik 图 25 VRIES 

PAS CCE IR okie) 冰 厂 〈 如 图 25 )。 

冰川 对 它 所 沿 之 运动 的 表面 ， 适 过 冰川 及 江 竺 于 其 中 的 析 有 

物质 给 玉 破 坏 作用 。 

“Ua JASE EARLS EF BITS BSS US 

河谷 由 于 其 中 冰 州 的 直接 机 械 作用 而 成 为 底部 平坦 和 谷 坡 陡 内 的 

槽 状 谷 。 这 种 类 型 的 永 川 谷 叫 作 六 月 槽 。 主 冰川 槽 的 克 部 往往 较 其 

侧 砂 文 流 冰 川 槽 的 底部 低 的 多 ， 在 倒 方 支流 冰 月 槽 的 口 端 形成 高 

达 几 十 甚至 几 百 公 尺 的 梯 坡 。 因 而 这 种 侧 广 冰川 谷 是 巧 谷 。 

冰川 将 冰 奔 物质 携带 到 其 尾部 ,在 那里 将 它们 沉积 下 来 ;形成 
堆积 地 形 形 态 ; 效 冰 厂 塘 , 冰 矿 丘 等 等 。 
ADEM AAR EOE, AUTEM 

ENF OKBERS HEL DK DHE RR RAK, ES 
Dk JRE — AR ERS OSE MTD SOK JIS 
MERE BAA BU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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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G3E In EA AGU ERB BLE" PLE 4 PDT 
2 , LLL DRESS EE KT). UL AT Bh TE we 
ZR LA MOI , Thi LEH BU OB PT EG PRI o 

FAP UK ARB WATKIN, ETRE Ae BRP 
BERL ALS FP EMER ABR BDRM ER. 
“Fok. ZEA HE HY OD Hh ER DROERIL EE TB SM Pe 
是 您 来 登 小 的 物质 。 由 于 许多 冰川 融化 水 流 的 堆积 作用 形成 了 不 
大 的 通常 是 与 禾 冰 奢 坊 外 部 边 炉 相 连 烙 的 冰 月 砂 质 沉积 地 。 

这 样 ， 就 形成 了 直 舌 形 地 -过 满 着 沉积 不 均匀 的 冰 奢 物质 

a 一 一 由 于 基底 冰 矿 沉积 而 形成 的 孙 舌 地 区 丘 状 地 形 ; 
6 ——K HS 
B—V{KKWMPAERME. 

图 26 vk Jil wwe Re eH ee A 

i (ABSA Bh Be 5 A 1 PEL ERTS HK) , RES Oe 
ZY AU A Hit LK AS DK JN BOK JIBS EE PET AS SK “i A 

体 ( 如 图 26). 

第 七 节 ”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一 “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形成 条 件 

风 的 作用 可 分 为 破坏 作用 、 松 散 物质 的 搬运 作用 以 及 这 些 物 - 
质 的 沉积 作用 。 风 的 作用 与 任何 一 定 的 水 平面 无 关 ( 例 如 ,流水 的 

侵 便 基 面 )。 风 可 以 向 上 向 下 作用 , 除 极 少 例外 以 外 , 它 的 作用 不 是 
呈 线 状 的 ,而 是 片 状 的 。 

由 于 风 的 作用 而 形成 特殊 的 地 形 形 态 ， 这 种 地 形 形 态 称 为 风 ， 
成 地 形 形 态 。 要 使 风 造 成 一 定 的 地 形 形 态 ,需要 ~- 系列 的 条 件 。 风 
不 仅 应 有 很 高 的 频率 〈 亦 即 在 一 定时 间 内 有 相当 充分 的 总 作用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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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 ,还 应 有 一 定 方向 上 的 足够 的 风力 。 风 的 地 形 形 成 作用 的 基本 
条 件 之 一 是 松散 物质 的 存在 ， 井 且 这 些 松散 物质 未 稚 植 物 所 固 精 
Ri EMRE, ROTO ey Aree 
SORE EN. BEM RETA RUNS SYA AGA. HK 
8 HAAS OT BE BL FPG EF PT AT TOO — 
200 方 尽 甚至 更 大 的 地 形 形 态 

在 束 个 陆地 表面 上 的 各 个 自然 带 中 情 可 在 到 某 种 程度 上 风 的 
活动 的 这 些 条 件 ; 同时 在 冰川 复 盖 地 区 反 的 作用 才 更 在 积 雯 地形“ 
形态 的 形成 上 而 不 是 陆地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上 。 这 秘 关 似 的 屯 形 形 
态 , 也 可 在 年 中 沦 季 形成 于 积 雪 复 盖 的 地 区 ;下 面 只 谈 由 于 风 的 作 
用 所 造成 的 基本 陆地 地 形 形 态 
机 tk, WELLER 

Zing EE ETE IH HERE TCE BRASS ey  , ARB 
形成 密集 的 丢 复 ， 很 大 地 区 没有 植被 。 在 落 江 地 区 也 具有 这 些 条 
件 。 在 御 荡 江 .草原 、 热 带 草原 .森林 及 其 他 地 带 中 条 件 较 为 不 利 。 
Fal sf Ze HE YE ES I EES ZEEE, ER 
河岸 地 区 某 些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上 , 亦 即 在 有 海水 .湖水 及 河水 沉积 
的 沙 早 积聚 的 地 区 的 某 些 地 形 形 态 形成 上 。 

二 ”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类 型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 亦 即 由 风 所 造成 的 地 形 形 态 ) 中 可 分 为 由 风 的 _ 
丢 坏 作 用 形成 的 地 形 形 态 太 和 由 松散 物质 (Us BRE) 的 堆积 形成 
的 地 形 形 态 

WY DLR me sa FLOWRATE Ae ty Be, 等 于 最 后 由 
于 反 的 建设 作用 而 沉积 的 物质 数量 。 但 是 在 地 者 上 显然 是 以 堆积 

_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为 主 。 玛 于 风 的 破坏 作用 则 很 少 造成 表现 明显 的 地 
形 形 态 。 这 里 应 访 指 出 ,通常 在 堆积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的 向 风 面 看 到 的 
是 风 的 破坏 作用 ， 而 在 其 背风 面 看 到 的 则 是 风 的 堆积 作用 。 由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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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IS, ZENE LTA ch URINE SME 
”” 准 积 风 成 地 形 形 态 要 少 得 多 。 
1, 风 的 破坏 作用 造成 的 地 形 形 态 ” 风 的 破坏 作用 表现 在 十 
AFH. HIER SSS ULAR By EE Fe (cory Ba- 
”He)、 nk foe CounyBanme) KOK BE(pasveranne) 等 作用 于 岩石 。 这 一 

大 用 调 之 吹 鲁 作用。 此 外 ， 风 通过 红 所 搬运 的 物质 也 形成 一 定 的 
玻 证 。 这 种 破坏 作用 著 彰 之 磨 优 作用 。 事 实 上 吹 他 与 磨 他 往往 是 
并 存 的 ,要 将 它们 单独 分 开 实际 上 不 可 能 。 

PALO A HT UST i, | 
BEES WEE AG ASEM CHEMIE) , HORA SE. 

. EXIM BAI RWS hh Re 
JT AEA EE EPO ER TO, ORE 
EVEN. IPM AER, ARE PE REM 
ATE SF SU ALA LE EM eS ERE 
的 促进 作用 ， 同 时 也 受到 决定 风流 及 和 组 小 风流 方向 和 强度 的 地 方 

Fa avy IRS UA HO eH EB WN Ho 
BUA BARE AS SRS WE SE REE I 

药 沟 槽 。 沟 覃 被 春 状 高 地 分 隔 开 。 浇 槽 可 达 一 公 尺 深 这 种 地 形 

”形态 形成 于 粘土 质 岩 石 ( 亚 洲 中 部 )、 石灰 岩 (利比亚 沙 洪 ) 及 其 他 

着 石 中 。 

人 在 亚洲 中 部 规模 较 大 的 这 称 地 形 彼 称 作 雅 达 地 形 . FES HOI 

是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平行 了 的 壕 状 地 或 为 深切 地 表 的 沟 醒 之 间 的 春 地 。 

Se fer BE ADGA 6 AR, MTR RE 9 ARE 35 一 40 公 尺 。 

Free PY Pe EJ Ea ER ST. RAE EE 

离 地 表 很 大 的 高 度 上 。 因 此 沙 对 高 而 陡 网 的 内 上 崖 的 麻 便 与 麻 鲁 作 

用 只 能 达到 一 定 高 度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磨 急 作 用 促进 风化 产物 自 岩 . 

汰 者 面 的 底部 迅速 离 去 ， 这 就 促进 了 在 这 些 地 方 它们 迅速 的 遭受 

RA. AMBRARKA, WIPRO B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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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Pe | 

2. HERAORLRUIAS BTS AERO RST Rte 
UTED FPR HE. SSI Wa. 海水 、 冰 水 沉积 

wd. UR RAMSAR RRR. eb ese wae 

DRA EE EE RAGE SIMA. TEE 
HULA RVR LKR. ERMA 

2p 3 1 th EX URIS BABIES 在 其 他 地 理 带 中 ,往往 在 海岸 .湖岸 
及 河岸 戎 可 见 到 这 种 沙 。 

在 基本 的 沙 质 积聚 地 形 中 可 分 为 沙丘 、 新 月 形 沙丘 Sata > 
(TDHIOBH6 MeCKkH), 草 沙 fe COyrpuctste 0 RR (ayaepate 

TeCKH), 

eee eT ee re 
Ry TELS > BE IE we SF EG Ty ZS, PP ae DE 

导致 沙丘 形成 的 沙 的 积聚 ,是 通过 各 种 不 同方 式 进行 的 。 
风 可 引起 沙 沿 平 坦 表 面 滑动 ; 只 是 较为 猛烈 的 疾风 地 可 能 将 : 

沙 粒 哲 高 至 空中 的 一 定 高 度 上 。 在 风 哆 行 途中 所 光 到 的 各 种 障碍 
物 和 地 形 起 伏 些 影响 着 风 的 作用 ， 同 时 还 可 分 出 运动 着 的 内 气 无 
法 通过 的 密 窗 药 障碍 物 以 及 泛 动 着 的 窑 气 仅 需 减低 速度 即 可 通过 的 
不 连 炉 的 障碍 物 (植物 装 )。- 
”如果 密集 阶 碍 驳 不 很 高 ， 那 时 在 障碍 物 的 向 风 面 和 背风 面 普 、 

会 有 沙 的 堆积 。 在 障碍 物 前 后 沙 的 堆积 术 是 与 障碍 物 紧 接 在 过 起 
的 ,而 其 中 隔 有 袜 的 地 区 一 一 由 空气 温 动 所 造成 的 风 鲁 槽 .障碍 物 
前 后 所 堆积 的 沙里 物质 的 数量 关系 决定 于 沙 的 数量 和 风力 。 如 沙 
粒 小 而 风力 强 , 沙 的 主要 部 分 堆积 在 背风 面 。 如 沙 粒 大 而 风力 小 于 

沙 主要 堆积 在 迎风 面 ( 即 障碍 斩 前 )。 这 时 面向 障碍 物 的 一 坡 陡 内， 
HIVE MBBS | 
NRE, TREAD eH eB 

PRM Le, MDI RMAF . HE RABI —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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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S 3) Os ENE 9 HS 

时 ;一 部 分 物质 就 越过 隐 碍 物 , HIE HAE TY Tt HERA FE. UD HE 
达到 障碍 物 高 度 时 ,空气 浊 动 即行 停止 , RUA RU ELE To 

aE EET 沙 堆 即 变 成 沙丘 或 
新 月 形 沙丘 。 

如 果 障 碍 物 是 不 过 可 的 ,例如 是 一 个 分 枝 茂密 的 植物 六 ,这 时 
空气 流 在 通过 访 障 碍 物 时 ,速度 减 慢 ， 

Wie 井 引 起 沙 的 堆积 。 这 时 沙 在 植物 装 的 
各 分 枝 中 以 及 其 后 面 堆积 超 来， 形成 
Te eA Ae i Ae — EEE 
27 )o ; 

图 27 某 些 学 者 车 为 , 带 着 沙 粒 的 风 ， 往 

往 突然 下 沉 , 将 其 携带 物 留 在 当地 , 在 地 表 上 形成 不 大 的 沙 堆 , 这 
种 沙 堆 就 成 为 某 种 隐 碍 物 , 促 进 沙 的 进一步 堆积 。 

大 多 数学 者 认为 单独 的 沙丘 是 由 密集 隐 碍 物 (各 种 不 同 对 象 ) 
前 端 形 成 的 小 乒 状 胚 鹏 沙 堆 或 是 由 不 连 炉 障碍 物 后 面 的 沙嘴 一 一 
丘 卫 状 胚 及 沙 堆 产 生 的 。 当 沙丘 是 肪 增长 到 其 本 身 能 成 为 运动 沙 
的 障碍 物 时 ,该 胚 肪 即 开始 成 为 沙丘 。 

沙丘 的 南 坡 是 不 对 称 的 : 迎风 的 缓坡 坡 刻 为 5 到 12 度 ( 有 时 
在 荡 漠 的 新 月 形 沙 丘 群 {BapxaHare yenn) 中 坡度 可 达到 20 度 )。 

背风 坡 较 陡 ,坡度 为 30 一 35 BE 5 ake REEF BS hy Tl WOES E 79 FE 

WB Ze HE dl Aa FE PEE, AE HEE EATS (BY 
AWE hy) ERS BS , CELI SIG A RE 

达 100—120 公 尺 ,在 波罗的海 海岸 长 达 .50 一 100 BR. | 
Be Aisa) HE EE CS OH ROU Ee ESE US LAB, 

RE ABA SRN RAD AEA 0 PB EERE BE JL ASS iB 
可 达 15 一 30 AR. WARRIRYS Fe Ese , 海岸 ,湖岸 及 河 

谷地 区 看 到 。 
ES HAR TRA A RR G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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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e ide HIRATA ane EE) “EAP ZEN IBAA , BRR 
HIRO TEEPE RUM. BID RRS AE 

| RARE BH HE LS CR, BEATA SEB FE 
BE LE 7 EEG re a) , De EEG EL, PRI BATS sic Be 

Ko SHARD ERE RMR 

- 

FZBIT MAM ERE RITE, BEE 
10-12 公 尺 ,长 度 由 几 十 公 尺 到 几 百 

BR. RALPH ABW EAB 

花 在 平面 ， 或 是 在 剖面 上 此 具有 平滑 
的 弯曲 形状 。 新 月 形 沙丘 群 的 高 度 介 ， 
于 4 一 5 公 尺 到 10 一 15 BR, 但 28 两 个 新 月 形 沙丘 群 ( 库 宁 )。 

轻 常 变化 (如 图 28 ) 。 

在 平面 图 上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好 象 是 几 个 合并 的 新 月 形 沙丘 ,但 
在 实际 上 ,新 月 形 沙丘 与 新 月 形 沙丘 群 是 具有 不 同 成 因 的 生成 物 。 

i TEED ERE REBT STE» DK FTE) Bee 
的 边缘 地 带 的 。 

新 月 形 沙丘 具 和 两 角 朝 向 风向 的 企 月 形 。 新 月 形 沙丘 的 特点 “ 

是 具有 两 个 不 对 称 的 妊 坡 一 一 平缓 和 凸 出 的 迎风 坡 ， 陡 峻 和 四 进 

的 背风 坡 。 在 两 个 斜坡 交 灾 护 处 形成 ”个 强 形 的 关节 国宝 Ds 新 

月 形 沙丘 的 高 度 各 有 不 同 , 通常 在 1 到 10 - 

is ARZH. B-H- 奥 布 鲁 契 夫 指 出 ， 

FEMS EEF (AAA) FE, ARK 

PE ANS DLS PT ABU ea 
100—200 AR {BEN te Ze wc it Pt AIG 

沙丘 也 很 罕见 ， 因 为 它 需 要 在 一 系列 条 件 ”图 29 Mad. 
下 三 可 形成 :水 平和 坚实 的 地 表 ( 凶 裂 地 , 砂 确 平原 ) , 沙 量 不 太 多 ， 
长 时 间 内 表现 很 好 的 盛行 风向 。 新 月 形 沙丘 是 在 风沙 流转 村 着 不 

动 的 沙 斑 〈IgrHEo ITecE03) 运动 的 情况 下 产生 的 。 这 种 不 运动 的 沙 
e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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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是 在 地 劳 低 密 处 或 在 障碍 物 保 护 下 形成 ， 可 存在 几 小 时 到 几 天 
时 间 。 

| 新 月 形 沙丘 对 大 于 20" 一 25” 仿 角 以 上 的 风向 变化 反映 得 非 
常 迅 速 。 

新 月 形 沙丘 和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具有 许多 不 同 的 特征 。 
“新 月 形 沙丘 易于 移动 ， 而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很 少 移动 或 不 移动 ; 

新 月 形 沙丘 有 角 ; 而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却 没有 , 假如 有 和 角 ， 那么 也 与 新 
月 形 沙丘 相反 ， 对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并 不 起 很 大 作用 ,新 月 形 沙丘 在 风 
向 转变 时 迅速 地 加 久 改 变 且 改变 其 方向 ， 而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完 人 至 相 
反 , 轻 常 改变 的 非常 缓慢 等 。”( 库 字 ,， 1980 年 ) 

塘 岗 沙 在 莫 诬 中 分 布 非常 广泛 。 与 新 月 形 沙丘 群 相反 , 塘 岗 游 、 
沿 盛 行 风向 伸展 ,也 即 丝 向 沙 堆 。 其 特点 在 于 不 分 为 陡 峻 购 背 风 坡 
AIRE AS AE ERS EEE LEER 

PTR ARG ZAIN, ACME T_L AA Hh AE eA 
替 的 波浪 形状 。 有 时 在 该 基本 形态 上 似乎 还 附 有 横 的 不 对 称 的 波 
浪 状 和 寄生 的 新 月 形 沙丘 状 等 第 二 航 的 小 的 形态 。 在 它 体 的 大 小 
和 形态 的 租 小 部 分 目 可 看 到 很 大 的 差异 。 
HEUTE RR SE. EPI RPE OR 

小 流动 的 沙 中 。 根 据 B+ A HSS MESS TE HL, HERO MERE ED 
FEMS ASO ALK OR ERROR ZB BEE HJR. SCRE 
流 把 沙 从 低 处 歇 起 , HE NCS eh SE SRS had MOREY BAL iy tid BB , “GHAR 

EADS AM 58 Bd > GS A eR id PA 
风 的 频 李 。 

在 中 亚 芝 漠 〈 克 花 尔 库 姆 ， 卡 拉 库 姆 》 塘 岗 沙 的 相对 高 度 在 
10 一 20 公 尺 之 间 , 有 时 高 达 25 一 40 公 尺 。 雯 岗 沙 问 的 距离 经 常 达 
到 60 一 80 公 尽 ,有 时 可 达 2 一 3 ZOE. EWN HEVE AT “ote At 
高 度 在 12 一 30 公 尺 的 塘 岗 沙 延伸 到 数 百 公里 。 北 非 的 雯 岗 沙 占据 
着 很 犬 的 空间 , 它们 的 高 度 可 达 200 一 300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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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L He ASAE SOD HOI LY et — TRA 
规则 , HAIGH PEMA ERCP IE), 高 达 6 8 公 尺 
的 沙 堆 广泛 地 分 布 于 中 亚 荡 漠 中 。 & 

草 沙丘 的 形成 乃 是 新 月 形 沙丘 群 部 分 被 植物 所 SS 
先锋 植物 ， 使 沙子 固 千 ， 把 新 月 形 沙丘 群 分 为 一 些 不 能 移动 的 地 
段 ,这 些 地 段 即 转变 成 乒 陇 。 它 个 之 间 的 地 区 有 时 可 以 移动 ,但 最 
后 也 裕 植 物 固 千 。 千 果 新 月 形 沙丘 就 变 成 一 些 不 移动 的 沙 堆 。 

群集 沙 的 形成 是 直 于 严 有 一 定 粘土 质 混 合 物 的 沙 ， 在 中 亚 和 
亚洲 中 部 的 莞 次 和 宝 葛 漠 地 区 的 个 别 灌木 或 植物 闭 林 的 喧 护 下 堆 
积 的 粘 果 。 和 群集 沙 通 常 形 成 于 植物 在 光 秃 的 不 太 厚 的 沙 地 地 区 成 
群 分 布 的 地 方 。 不 然 的 话 , 植 物 就 可 能 被 沙 所 插 理 。 移 动 终 慢 时 沙 

， 子 将 慢 慢 地 卉 充 在 灌木 译 枝 和 董 之 问 ,植物 有 时 间 秋 转生 长 ,仍然 
生存 , 便 固 烙 住 堆积 物 。 沙 堆 逐 渐 地 增 大 , 沙 的 堆积 有 一 定 界限 (大 
致 高 达 2 一 6 公 尺 )。 在 掩 没 时 沙子 的 湿润 层 上 界 略 微 升 高 ,但 低 于 

DERE GR MEP HREPASRE, tome ns 9 
木 开 始 枯 凌 ,群集 沙 即 和 惟 风 所 消灭 。 

由 此 可 见 , 沙 丘 ( 其 中 也 包括 新 月 形 沙丘 群 ), MABE, Ol 
及 塘 岗 沙 , 草 沙 乓 和 群集 沙 乃 是 分 布 最 广 的 沙 堆 积 地 形 。 

= wy 

WEAR WBS. EAR Ee, BRS 
Shit FEEL EFS Ww Wh K , EEE Hp BS SHEE 
HETIL SIE) pS RHE S ART HE 
FE a HN ELT 2 
BSS PY ERE. 

feat SHUM, ee 
的 。 与 人 类 活动 有 关 的 许多 情况 都 促进 着 流沙 的 形成 ,如 无 限制 地 
同时 收 放 大 量 性 瘟 ;, 这 些 性 音 可 吃 光 、 BERAT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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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 AI EAA FOALS WE ASHER DUD DERE OK ROE 
Bi AMIE SL 0S HB Ss HBL (HEA WE AS) AREA FE IK 
加 ,因为 地 鼠 是 成 大 群 的 住 在 一 起 , CERES, 吃 穿 了 植被 

”个别 地 段 ， 因 而 破坏 了 植被 的 完整 性 (如 跳 自 专门 吃 包茎 ,因此 村 
WELT)» : 

SRELMEBA, Zee 4° HE WUATAES S UE AAT A ALE 
FA LAHSA A. ERY He EH ET AR PS, 
BHK— Ro HSU Yo TEU AT A RY 
贿 加 。 MA EME th EAL EW ER EAR IL 
BY, BOUL A RBM Ue. ROBB Ma - 
fh} ELE AM RR ET RE RMR 
Se, AME bes). 55 TR HUE MEU EAR A 
FAV VSM PHD , Pa Re BA. HEP ES Hie ES CPLA SED TL 
ROBE, AST RET A RR AR 
Fad Ea BUTCH, ST HE eT PS ES LH SE 
LXER A REAR HG FEE) HI Bo 

Fl Hy GS 2: LHW WB LI H I 0 

”第 作 节 ”海岸 形态 及 其 发 展 

一 海岸 形成 过 程 

所 刘海 岸 或 沿岸 就 是 陆地 与 海洋 帮 常 相互 作用 的 地 区 。 同 时 
还 可 区 分 出 介 于 陆地 和 海面 或 湖面 之 问 的 界线 ， 训 界 线 通 常 称 作 
Kee (Beperopax annus), 这 一 界线 的 位 置 不 是 固定 不 变 的 。 海 
岸 线 是 周期 性 地 时 而 向 陆地 推进 ,时 而 向 海洋 推进 。 尤 其 在 潮汐 剧 
烈 的 海洋 沿岸 地 区 ,这 种 移动 现象 表现 更 显著 。 这 种 移动 的 最 头 值 
在 水 平方 向 可 超过 IAB, BMA TAB 15 公 尺 左右 。 海 岸 

(或 沿岸 地 方 ) 是 一 均 海 岸 厂 移动 范围 带 更 为 寅 关 的 地 带 ， 因 为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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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与 海洋 的 相互 作用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可 越 出 这 一 范围 。 
岸 是 起 海 (或 湖 ) 的 作用 与 构造 运动 的 相互 作用 而 形成 的 。 无 

疑 地 ,海岸 的 地 质 构 造 (岩石 性 质 及 其 产 状 ), 以 及 海 开始 作用 前 的 
地 形 原始 形态 ,在 这 里 也 有 着 颇 为 重要 的 意义 。 

1. 海 的 作用 力 “ 海 的 作用 主要 是 决定 于 其 水 体 的 各 种 运动 : 
波浪 ,洋流 , 淫 潮 与 落 潮 。 在 风 的 直接 作用 下 造成 的 波浪 ,进行 着 特 
别 瑟 大 的 工作 。 当 波浪 运动 时 ,每 一 个 水 分 子 都 沿 着 一 个 垂直 平面 
运动 ; 沿 着 运动 力 的 方向 向 上 ,而 后 沿 相反 方向 向 下 ;同时 水 分 子 所 
帮 过 的 路 径 为 一 周 形 或 构 轩 形 。 随 着 深度 增 大 ;水 分 子 运 行 的 途径 
BDA RAS ALIGN, BCE eo FER 
BERTH RARE FR BB Lo MMA AE 
实 了 ,在 150 ASR HER AL AT REIE RU BE Dy BE HH DERE (ueowana 
p05). FAITE 200 公 尺 深 处 , BEARER RENEE KE MVE MAM 
BUR. ue 

当 波 浪 向 深度 迅速 减 小 的 海岸 移 进 时 ， 波 浪 的 底部 起 于 麻 据 
作用 而 运动 速度 减低 。 灶 果 波浪 就 成 为 不 对 称 的 ,向 前 端 倾 对 并 发 

_ 生 跌落 现象 .这 一 现象 , 称 为 拍 岸 浪 。 如 果 海 底 十 分 平 焰 ,向 海岸 还 
渐 逢 高 , 则 波浪 跌落 的 现象 发 生 于 距 海 岸 一 定 距离 的 地 方 。 这 时 改 
变 了 的 波浪 太一 定 的 方式 向 海岸 运行 。 如 果 海 岸 高 癌 于 海水 上 , 海 
岸 附近 海水 深度 很 大 , 那 时 拍 岸 浪 就 直接 对 岸本 身 进行 作用 。 关 于 
陡 晴 海岸 附近 拍 岸 浪 力量 可 以 下 例 鹏 明 : 1892 年 在 黑海 ( 莲 蒂 ) 由 
于 海浪 的 冲击 ,五 个 重量 各 达 20 吨 左右 的 石 块 发 生 移 动 ; 1890 4 
冬季 在 讲 沃 罗 西 斯 克 重 量 各 达 40 吨 , 侧 方 面积 为 4 PA 
个 大 石 块 被 冲 走 了 。 用 仪器 进行 的 测量 告诉 我 们 ,在 黑海 的 宽 做 海 
岸 地 区 波浪 冲击 力 达 到 平方 公 尺 7 吨 。 在 大 洋 中 , 蔽 力 达到 工 平 ， 
BAR 30 Mité EF 38 Mi. | 

WERT HE BE a A EI , SEB Ek oh ae LEE ot 
Se, RAS OAR ERD WO RIE R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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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Y SE So wl EF ab ae HE PED AY BEATS. FIG, 
”含有 CO, BMPS HE ASTER RE AURA DUE EF 
MBER FA IG Ray EE, TEBE MIS — 2 TRESS NAA PK. 

 PEMEAT TE ASE BE, EP EP EE. Pe 

TE FASE Fh 9s (BE BS A) Mini A EES , ae j 

EMU EK 

el 与 小 潮 可 改变 海洋 水 位 ， 因而 扩大 着 拍 岸 浪 在 垂直 方向 

对 海岸 的 作用 地 带 。 此 外 ,在 狭窄 的 海峡 ,河谷 的 河口 地 带 ;以 及 深 

深 堪 入 陆地 上 且 逐 渐变 窄 的 海湾 ,这 种 现象 可 引起 有 时 访 向 陆地 ( 涨 

潮 ), 有 时 流向 海岸 的 洋流 ( 落 潮 ); 这 样 ,它们 就 可 能 对 海底 及 海岸 
底 士 输 予 侵蚀 作用 , 井 搬 运 坚 硬 的 物质 ,而 后 这 些 物质 在 一 定 距离 ， 
上 双重 新 沉积 下 来。 肖 潮 与 落 潮 对 海湾 和 袖 广 的 河口 位 乎 是 进行 
着 清扫 作用 (Banreranp)。 4 

总 的 如 来 ; 海 的 作用 可 分 为 : 破坏 作用 ,冲积 物质 的 搬运 及 其 
堆积 作用 。 其 中 在 较为 轰 常 的 风 的 作用 下 造成 的 前 进 波 ,起 着 特别 
— .洋流 ,涨潮 与 洲 潮 的 作用 较 小 。 

2. 海 触 ” 海 岸 遭 受 海水 的 破坏 与 冲 蚀 作用 被 称 作 海 他 。 海 洋 
的 破坏 作用 ,往往 者 现在 高 而 陡峭 的 海岸 上 。 当 拍 岸 浪 向 贿 岸 进行 
冲击 时 ,其 本 身 就 给 予 海岸 以 机 械 作 用 , 疹 久 其 从 不 深 的 海底 所 蓝 
得 的 各 种 坚 字 碎 导 物 质 ( 沙 、 碟 石 等 ) 不 断 对 则 岸 进行 冲击 。 这 种 机 
械 作 用 是 抽 海 岸 的 岩石 进行 的 ， 而 岩石 的 硬度 在 很 大 程度 上 被 风 
化 作用 减弱 。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在 峭 岸 的 下 部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能 形成 
YEG <(yrayOxenne ) Be ig fi fd (BomnonpuOoitnas ania), cP RE 

BGA AK AL Hit LW ESP AK OE. PAE HES RE EK BIE ne Wa 
地 形 音 位 区 : (1) 3G HE) (Beperosott o6priss, kanph); (2)28 

VE EIGER, ARAM T AK 05 A Ci fle Hh) (Beperonas 
HIa70topMa ) ( 如 图 30 )。 

波浪 的 破坏 作用 策 中 于 意 岸 的 下 元 ， 这 里 有 时 可 看 到 海 鲁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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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IA pe 
是 在 十 分 坚硬 的 岩石 
地 区 形成 的 ， 同 时 在 
没有 涨潮 现象 的 地 区 
RR. TEER 

”图 30 BERRA a 
发 展 很 大 的 条 件 下 ， 工 .一 经 党 是 干 的 部 分 ” 工 .一 周期 性 

FH ERE { & HZAWE. Il. BBRKBAWE. 

FEES VP Gav ASE Rey BE NBG, CEMA A a He T_T 
Jib BSR, EA ZENE  _L  ARS  BEOE E o"E 
(MEW SEPE Aa ELE, LA A TAR» Be EU 
Pi BE 675 UG Die A oh SEA SE A 

HEH EVR OME—De He DT ERED ig We by ia SL, wa PI 
fit SES RFR TE A Ho DET DOT 9 FST A 
WAS 5 ME ELBE ASB IY 7k AR UP lB ey CI BPS 
“SENG SS Fe IEE AG RET 22. FETE RUPE BE He BE ZK 
3 Ha BS H_f: , BE ey YAE AE SE Me 25 HE IE eA , PRT EBD 
AB SAU fh HB — 5 WE BE , DIB A LEE LE A 
能 到 达 悬 岸 的 底部 ,这 时 海 仇 帮 地 即 不 再 向 寅 发 展 。 

如 果 海 岸 原来 就 平 直 , 具有 同一 高 度 和 同一 地 质 构 造 , 则 在 淖 
受 海 创作 用 时 ,海岸 后 退 较 均匀 ,保持 其 原来 的 直线 和 完整 形状 。 
如 海岸 具有 不 同 构造 ( 祝 级 带 海岸 ) , 划 沿岸 高 低地 段 相互 交错 , 则 
海 他 作用 在 能 岩 地 区 形成 海 潜 , 硬 岩 出 露地 区 形成 邮 角 在 海岸 低 
下 地 区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下 ) 亦 可 形成 海湾 。 海 仔 汶 的 形状 具有 向 
海 开 做 的 圆 绝 形 。 当 海 急 台 地 达到 一 定 寅 度 , 海 凶 作用 开始 接近 其 

最 大 限度 的 时 候 ,海鱼 台地 即 很 快 地 逻 止 于 海湾 深 处 。 分 隔 海 淤 的 
52 ASS a FL, TT A SET PPR 
Sie FZ 5 AST D953 Be 5 BEE A 
4510) ST HE EOE RADAR, HIS ARDY lt th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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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的 破坏 作用 也 天 现 在 低 海 岸 。 在 低 海岸 拍 岸 滨 的 破坏 力 
表现 的 井 不 经 常 ,只 是 在 由 海 吹 向 陆地 的 风 很 强烈 时 才 有 所 表现 。 

3. 沿岸 地 区 海洋 的 堆积 作用 ”沿岸 地 区 海洋 的 堆积 ,建设 作 
用 基本 上 是 与 水 体 通 过 波浪 的 运动 有 关 ， 这 种 堆积 作用 表现 在 沿 
FAUT OAR bo RESET EES AE RD ID. 
以 及 河流 和 小 滩 自 陆 上 带 来 的 冲积 物质 ， 普 沉积 在 海蚀 台地 的 水 
上 与 水 下 地 区 。 

由 于 碎 层 牺 摘 的 堆积 作用 , 便 形 成 海信 首 地 水 下 部 分 的 下 称 。 
在 高 于 低 水 位 或 只 有 在 最 猛 殉 的 暴风 雨 时 才 为 水 所 渡 没 的 海蚀 吝 
地 的 那 一 部 分 , 轻 常 可 看 到 由 矶 石 、 沙 所 和 组 成 的 高 达 1 一 3 公 尺 的 
岸 担 (BeperoBrre pars) 。 问 地 的 这 一 部 分 叫 作 海 潍 。 

HEEL VE WOME RE ESS dn PRES. TDR 
PEGS ASHE EAS VE NR , 达到 一 定 界限 后 即 迅 速 停顿 下 来 。 而 后 水 在 
重力 作用 下 自 绥 坡 上 流下 ,造成 回流 , 并 与 下 一 -前进 波 (Hacrymam- 
Mast B0zHa) 相 迎 。 显然 ,在 十 分 吨 峻 的 岸 坡 上 ,四 流速 度 大 于 前 进 

波 速度 , 则 以 冲 人 蚀 作 用 为 主 , 相 反 的 在 平 粗 的 岸 坡 上 则 以 沉积 作用 | 
' ees Py BE SE BR As RB ES AE BH EEO 
在 前 进 波 最 大 一 次 飞 下 才能 到 达 的 海蚀 台地 的 最 上 部 ， 水 分 迅速 
地 被 疏松 碎 层 物质 所 吸收 。 因 此 回流 不 是 开始 于 水 在 前 进 运 动 中 
能 以 到 达 的 那 一 界线 ,而 是 开始 于 较 这 一 界线 为 低 的 某 地。 上 改 生 吸 
水 作用 地 带 的 宽度 决 定 于 海岸 的 倾 匀 度 ， 波动 力 ， 碎 导 物质 的 性 质 
和 数量 。 由 拍 岸 浪 携 带 而 来 的 栈 松 物质 可 以 在 这 个 没有 回流 的 地 
带 中 沉积 下 来 。 因 此 可 以 形成 由 沙 、 碟 石 及 漂 矶 所 粗 成 的 坊 岗 ,这 
种 坊 岗 通常 称 作 岸 担 。 往 往 拍 岸 浪 念 强 ,上 岸 担 意 大 。 

Ea FMT SZ Oh TTT AOE EL, AR ERS A 
地 水 下 部 分 的 下 界 附 近 , 因 此 海蚀 台 地 水 下 部 分 逐渐 各 海外 伸展 。 

除了 向 前 向 后 运动 外 ， 海 潍 的 疏松 物质 傣 可 根据 波 的 方向 沿 
海岸 方向 作 前 进 的 运动 。 自 海洋 向 海岸 线 前 进 的 波浪 , 井 不 至 是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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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 52 A, "EAPAAE- SEMEL Bg EE. SECRRVETE, SEES 
BE, i — RE FG EE AEE, HS i LS, Het 
BE LBA YE AU ZUG Oe UE LY HG Be BE tL Es, SHEA 
a, HEE LAB A 
《如 图 31 )。 每 一 个 后 来 的 前 进 
DEAR BAS 3 Ti] — py Si ESS TA — 
路 程 。 精 果 每 一 个 疏松 沉积 物 “一 
AUC S TOBIN FR ah 

Bo ABR AE AR 31 ERS Pe eRe i 
包括 了 海 潍 的 水 上 部 分 ， 同 时 移动 (根据 BA- EUS ORE 0 

包括 了 海蚀 台 地 的 水 下 部 分 ， 因 为 它 是 处 在 波浪 运动 影响 范围 内 
a: ) | 

aaee “ 

在 那些 由 于 任何 原因 沿岸 波浪 搬运 能 力 减 弱 的 地 区 ;就 引起 | 
海洋 冲积 物 的 堆积 作用 。 这 一 现象 可 在 海 潍 前 的 邮 角 处 看 到 。 通 带 
由 人 向 海外 的 海岸 止 出 部 分 开始 形成 狭 而 低 的 冲积 陆地 地 带 一 一 

- 沙嘴 。 最 初 它 具有 水 下 境 岗 的 外 貌 ,后 来 就 成 为 水 上 塘 岗 。 
“1 水 嘴 通 常 具 有 不 对 称 的 构造 。 朝 向 大 海 的 一 面 ,在 拍 岸 浪 的 作 
用 下 有 着 得 而 陡 风 的 于 坡 ( 狗 为 15% 一 20"); 朝向 陆地 的 一 坡 , By 

长 而 平缓 沙嘴 高 度 可 由 一 公 尺 到 几 公 尺 ,长 度 可 达 用 十 公里 。 沙 
嘴 往 往 形成 于 各 海洋 (如 黑海 , 亚 速 海 .波罗的海 、 堪 察 加 西岸 及 其 
他 地 区 ) 的 低 岸 地 区 。 

如 果 沙 嘴 沿 横 穿 海湾 太 口 的 方向 伸展 ， 则 可 将 海湾 至 部 封闭 
超 来 。 这 种 几乎 或 至 部 将 海湾 或 其 他 沿岸 小 地 区 与 海洋 隔离 的 水 
嘴 通 常 称 作 沙 洲 , 而 被 隔 离 的 海洋 部 分 就 称 作 汶 谷 (aman) Bele 
湖 (rarya) ,通常 沙洲 是 呈 绝 形 向 海 洲 方 向 四 进 的 。 

大 锡 岸 担 和 沙 测 也 可 能 通过 其 他 方式 形成 。 如 果 近 海岸 地 区 
HETE(RES , 由 于 波浪 的 作用 最 初 形成 狭窄 的 水 下 埋 , 而 后 访 坦 在 拍 

岸 贸 影响 下 即 可 能 在 海 淤 出 口 前 端 呈 沙 洲 状 从 水 下 出 露 ， 而 在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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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它们 以 水 下 岸 坦 的 形状 发 育 着 ， 而 后 在 沿岸 波浪 搬运 力 的 作用 
下 秋 续 发 育 , 才 进而 转变 为 水 上 沙洲 。 

被 沙洲 与 海洋 隔 开 的 演 湖 ， 可 以 喜 侠 的 靶 求 自 陆地 和 海洋 的 
冲积 物 所 虎 塞 流向 沪 湖 的 河流 可 带 来 冲积 物质 ,由 于 冲积 物质 的 
沉积 可 能 形成 海湾 三 角 洲 。 自 海洋 吹 来 的 风 ( 海 风 ) 能 馅 将 干 沙 自 
沙洲 表面 吹 起 并 将 其 填塞 于 浅水 注 湖 中; 有 时 有 沙丘 从 沙洲 方向 
向 注 湖 推进 。- 

由 此 可 见 ， 由 于 海水 在 沿岸 地 带 的 堆积 作用 而 造 碟 新 的 陆地 
地 段 一 一 沙嘴 .沙洲 ,同时 部 分 又 由 于 海水 堆积 作用 而 发 生 着 演 湖 . 
的 闫 塞 * 这 些 地 段 有 时 禾 海 水 流 没 * 海 江上 的 海水 堆积 作用 可 能 造 
成 岸 捍 。 

A, Fi ENT 海 他 站 地 在 其 向 WORE 
的 同时 ,其 重 直 着 面 也 逐渐 形成 * 由 于 海水 的 侵 印 一 堆积 作用 便 还 
渐 形 成 了 水 下 海鱼 台地 底部 的 平衡 剖面 ， 在 齐 面 上 通常 具有 杖 松 
的 沉积 物质 。 在 每 一 点 上 平 衔 着 面 的 价 角 都 使 得 其 底部 不 再 受到 
波浪 运动 的 冲 角 和 沉积 作用 ,并 且 也 不 再 发 生 厅 小 物质 的 搬运 ; 确 
切 些 枫 这 些 过 程 都 有 停止 的 趋向 。 ” - 

， 当 波浪 沿 便 科 的 底部 向 海岸 线 运 动 时 ， 在 深度 玉 渐 减低 的 条 
件 下 ， 波 浪 即 成 为 不 对 称 的 。 波 浪 前 坡 由 于 与 海底 的 放 据 而 较 后 
坡 陡 贿 。 水 分 子 向 海岸 线 前 进 及 离开 海岸 矿 后 退 的 运动 速度 此 有 
所 不 同 。 水 向 海岸 矿 方 向 运动 的 速度 大 于 离开 海岸 线 运 动 的 速度 。 
这 影响 着 冲积 物 沿 倾 匀 底部 的 移动 。 同 时 重力 的 分 力也 影响 着 冲 
积 移 的 每 一 质点 。 

在 深度 很 大 ,底部 坡度 很 大 的 条 件 下 ,水 分 子 向 海岸 线 和 殖 开 
海岸 线 的 运动 速度 可 能 相等 ;在 重力 的 分 力作 用 下 ,冲积 物 硼 粒 将 
沿 底部 向 下 方 运 动 , 亦 即 向 离开 海岸 线 的 方向 移动 在 接近 海岸 矿 
地 区 ,水 向 海岸 线 的 运动 速度 较 之 离开 海岸 张 的 运动 速度 大 ;如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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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 HEE ESTE SEE A EE PRED E 
FAAS LE Zeki BME WY DL BS EOE, BD ZESE PE 
度 上 ,在 底部 一 定 的 对 坡 及 一 定数 量 的 质点 条 件 下 ;这 些 质点 无 花 
是 向 上 或 向 下 此 不 发 生 运 动 。 在 更 接近 海岸 矿 的 地 区 ;海水 向 海岸 
萎 的 运动 速度 超过 相反 方向 的 运动 速度 很 多 ,以 和 天 于 质 贞 可 向 海 
POT MEME. SS a IN 

fe7RAR A Fk, ERE 5 MN FS 
BE TE wR cea Bie HS a Dy MY PE 

ee FE fk — HEB FRE SIE lM A 
HH, AA TES  CoumMonn) , ADLER MRE, eR P UC. FR 
hy Hy eS HS (A 32 )。 这 一 平 rer << 

| SMALE RBEMEH eK Co 

Cocpequenne) -5HETEA. “ER 

能 在 波动 力 不 变 的 情况 下 形 上 
成 :而 在 实际 上 ,波动 力 是 经常 

图 32 ”水 下 海蚀 寺 地 底部 平衡 前 面 的 

变化 的 。 每 一 具有 一 定 力 的 相 CR RBS LIER 
当 长 的 波动 作用 些 有 形成 一 定 Het Fe 

| ARPA Aig, LORE, HE Ah uh p28 GENT, BER BL 
岸 许 多 典型 的 平衡 剖面 的 烷 合 表现 。 

自然 平衡 剖面 的 形成 往往 由 于 构造 运动 而 复杂 化 了 。 

= BRIM ES 

\ 由 于 海洋 的 侵蚀 堆积 作用 ，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形成 以 下 地 形 形 
态 , 如 海 侯 堆 积 平原 ,海蚀 阶地 。 海 的 作用 也 促进 三 角 洲 平原 及 其 
他 形态 的 形成 。 网 

如 果 海 洋 的 僵 鲁 堆 积 作 用 是 在 陆地 不 断 下 沉 的 情 襄 下 进行 ， 
则 可 能 形成 巨大 的 海 鲁 堆积 平原 。 后 来 由 于 海面 下 降 或 陆地 上 升 ， 
这 种 平原 可 能 自 海面 下 出 露 。 海 全 堆积 平原 可 在 里 海 . 黑 海 . 白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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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 部 观察 到 .在 陆地 上 也 可 看 到 这 种 平原 。 衫 据 玉 ,K, 局 尔 科 夫 的 
意见 ， 目 前 对 海 便 堆积 表面 的 意义 可 能 是 估计 不 足 的 。- 诲 鲁 堆 积 
表 面 无 疑 是 占据 着 陆地 上 不 小 的 面积 。 但 在 许多 情况 下 限于 现代 

Sanh 7k ZB, 从 难以 将 准 平 原 与 海 仓 堆 积 平原 区 别 开 来 。 
由 于 拍 岸 浪 的 作用 ， 在 某 些 海岸 上 ， 特 别 是 是 册 高 迪 的 海岸 

上 ,可 形成 傅 向 海洋 一 方 的 较为 宽 间 的 平台 地 区 。 平 育 寅 广 , 可 由 
| 数 公 尺 到 工 . 5 一 2 公里 。 如 平台 向 觉 发 展 很 大 就 可 称 壮 沿岸 (海岸 、 

湖岸 ) 阶 地 。 如 平台 寅 度 不 大 , 旭 稚 称 为 凹 口 (sapy6ga)。 阶 弛 昔 通 
ARES, AUN LEER REA ae 
AAW MOREE TREE BATS EE 

”一 时 期 个 形成 于 海面 高 度 上 ,后 求全 发 生 了 海面 下 降 或 陆地 上 升 。 
斯 堪 的 那 维 亚 什 饲 的 挪威 沿岸 ,以 及 阿尔 及 利 亚 沿 岸 ; 克 里 米 

沿岸 ,高 加 索 黑 海 沿 岸 及 其 他 地 区 ;都 发 育 着 沿岸 四 口 和 阶地 。 
在 一 定 情况 下 海 的 作用 促进 三 角 济 平 原 的 形成 十 面 已 经 就 
Sh, PURSE KEY, 可 被 沙洲 将 其 与 大 海 分 开 。 

这 种 被 隔离 的 注 湖 可 能 公 部 被 河流 〈 或 数 条 河流 ) 的 沉积 物 所 充 
SE, Ae ERE ALI = PAB J HE ESF) eas, Bzrmmoame- 
Hitg)。 后 来 三 角 济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 可 能 越 出 为 沙洲 所 环绕 的 
5 image a ace 
BUIYTAA FeLbTA). 

< = 海岸 基本 类 型 

海岸 性 质 决 定 于 一 系列 的 因素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因素 有 下 烈 几 
种 :最 新 的 构造 运动 ,构造 特征 , 租 成 沿岸 地 带 的 岩石 成 分 沿岸 地 

| 段 的 地 形 , 攻 及 海 的 作用 的 强度 .方向 和 延 苇 时 间 。 
根据 在 各 地 都 进行 着 由 造 运动 (上 升 ;下 沉 ) 的 这 一 情况 ,可 将 

所 有 海岸 分 为 雨 类 : 在 陆地 下 沉 时 所 形成 的 海岸 及 在 海底 上 升 时 
或 在 相对 宁 部 的 延 炉 阶 段 形成 的 海岸 。 这 里 应 指出 ,在 实际 上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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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R SMA, LIEBRARM. 
1, 在 陆地 下 沉 时 所 形成 的 海岸 ”这 一 类 海岸 包括 — A 

娠 类 型 达尔 局 坦 亚 型 ,里 亚 斯 型 , 峡 洲 型 ,断崖 型 , 溺 谷 型 等 。 
达尔 局 坦 亚 型 海岸 “达尔 马 坦 亚 型 海岸 是 一 继 海 岸 〈《 亦 即 海 

岸 线 方向 与 构造 结构 的 方向 一 致 )。 这 种 类 型 的 海岸 ,是 在 入 煞 陆 
SA PUTER, ZEEE SHE 
方向 平行 .同时 ,地 瑶 要 素 的 方向 与 构造 辕 构 的 方向 一 致 。 陆 地 下 
沉 时 ;海水 侵入 山地 地 形 区 的 所 有 低 财 地 区 ,淹没 秽 谷 并 使 其 成 为 
海峡 , 这 些 海 峡 风 某 些 出 豚 与 海岸 人 和 开 ， PATH ORB RR. 

- 受到 强烈 切割 的 性 质 。 这 种 海岸 及 沿海 地 带 的 所 有 竹 成 都 分 -一 饲 - 
碘 、 中 岛 . 海 峡 与 海湾 ,此 沿海 岸 总 的 走向 方向 伸展 着 ;而 这 个 方向 - 
又 与 构造 精 构 短 向 一 致 。 这 些 海峡 与 海光 都 很 深 且 便于 通航 5 如 果 - 
于 地 下 沉 缓 慢 或 完全 停止 , 则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海水 作用 可 以 改变 
沿岸 的 情况 .这 时 会 生成 沙 螨 与 沙洲 ;这 些 沙 歌 与 沙洲 将 海 澄 与 海 

分 开 , 并 将 它们 转变 为 沪 湖 或 沿岸 湖泊 。 乌 峡 将 适 过 水 咽 与 大 陆 岩 
连 千 起 来, 海岸 线 即 将 发 生变 化 。 

5 SPM SC 
WAIT: A 

里 亚 斯 型 海岸 当 海水 沿 着 与 海岸 牌 直 或 科 交 的 山谷 侵 玉 陆 
地 时 , 即 形成 里 亚 斯 型 海岸 。 这 类 海岸 可 能 是 横 海岸 ( 亦 即 三 造 结 
构 与 海岸 成 直角 相交 ) 或 中 性 海岸 , 即 海岸 米 与 崖 造 精 构 方向 无 一 

定 依存 关系 5 在 西班牙 的 西北 部 由 于 在 花岗岩 及 业 晶 岩 岩 层 中 发 
育 的 横 谷 流 没 而 形成 的 槐 形 海湾 对 作 里 亚 斯 。 由 此 “里 亚 斯 型 海 - 
岸 ? 即 通用 于 所 有 具有 类 似 形态 的 海岸 -这 种 海岸 受到 十 分 强烈 的 
切割 作用 ,有 许多 岛 昨 、 邮 角 和 悬崖 。 但 是 这 些 海岸 的 海 游 往往 是 
很 好 的 天 然 港 湾 ( 海 参 威 , 塞 五 斯 托 波 尔 )。 在 典型 的 里 亚 斯 海岸 上 
冲积 生成 物质 发 育 很 弱 , 但 是 这 类 海岸 ,在 后 来 的 发 育 阶段 上 具有 
沙嘴 和 沙洲 。 革 些 被 隔离 开 的 演 湖 至 部 为 冲积 物 所 卉 塞 而 转变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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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ae PAE CA UE EPG TEE) 
在 西班牙 西北 部 ,爱尔兰 的 西南 部 ,， HAUS, 中 国 东南 

部 及 其 他 地 区 都 具有 典型 的 里 亚 斯 海岸 。 
，” 峡 洲 型 海岸 ，” 峡 小型 海岸 是 受到 极 强烈 切割 的 高 央 的 峡 淤 海 
岸 。 峡 洲 型 海岸 是 位 于 具有 高 峻 (有 时 达 1,000 一 1;,200 公 尺 ) 峭 岸 
的 长 而 弯曲 深谷 中 的 海 洲 。 峡 湾 深 度 可 达 几 百 公 尺 ( 索 格 涅 炭 湾 在 
1,200 公 尺 以 上 )。 峡 沾 底 部 地 形 往往 是 各 个 窄 地 及 位 于 其 关 的 水 

下 海 贵 相互 交错 的 地 方 。 这 种 海 财 有 时 将 峡 淤 与 犬 洋 分 隔 开 :往往 
BSB WAS WTAE, OTS AES BRA 
HR Bie He WR SX HEE (YS LAT SAE ARE GERDA oa 
形成 于 构造 断裂 地 区 ， 在 这 些 地 区 全 发 育 着 河谷 ， 后 来 又 被 冰川 
予 必 改变， 永川 使 这 些 河 谷 具 有 了 冰川 谷 (冰川 槽 谷 ) 的 特征 。 相 
卷 的 峡 湾 ,如 被 狭窄 的 海峡 联 精 起 来 ,往往 使 陆地 的 个 量 地 段 与 大 
陆 分 开 , 因 而 将 陆地 变 成 岛 巍 。 

上 蚁 湾 型 海岸 旦 在 具有 深 永 用 谷 的 陆地 下 沉 时 形成 的 。 可 能 , 海 
面 上 升 也 起 有 作用 。 海 水 深入 河谷 因而 形成 峡 湾 后 来 陆地 的 上 升 
不 能 与 从 前 陆地 的 下 沉 相 抵消 ;, 千 果 河 谷 即 成 为 水 下 的 一 部 分 .在 一 
WD He EAB SAR A IE 

Wok pT Hig EEA Te SOK JE, TRESS He a 

Bo ZEALP PRIOR TAY RAAT SAGE 49 BE, CETERA 
41 EME MBE. MM, HM aR, BHAT AE 
UKM ADEM WPCA IAL, HAASE FAI , Beh A 
$55 eT PS UH gE dn SH JS 397 TB PS OTP 
一 类 型 海岸 。 
断 岸 型 海岸 ”断崖 型 海岸 与 峡 洲 型 海岸 一 样 ， 都 是 第 四 可 大 

陆 冰 川 地 区 所 特有 的 海岸 。 它 是 一 牢 帘 海 水 所 渡 没 的 羊 额 石 地 形 。 
泽 些 岛 山 可 能 具有 其 他 成 因 ( 鼓 丘 , 蛇 丘 等 )。 断 崖 型 海岸 的 特征 在 
于 具有 极为 粗 小 而 复杂 的 切割 形状 。 受 到 形状 不 规则 的 海湾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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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V GEE, EAB EROS wR, , PERIZ aL EN 
4 ATK EB IKE BSB , EAE T ETE 4 22 ALI (waoc) 38 
PEM LG ELE ERURTIA By PES RE SIS S 
T ROP IEAS HITE oT IT HET EIT EDR, ESE A A 

ia TBR 
在 共 戎 及 瑞典 南部 发 青 着 最 蝎 型 的 断崖 型 海岸 TRAGER 

— HAP, SEAN RE EB 9 A TS 
SFU: BCU LATERM AMM ORS 

7K7B 2 Ens EE OE (Barna) IER BA” 
| ARERR MEE LEABURRM, Aw 
水 及 海水 沉积 , 溺 谷 的 河口 部 分 为 沙嘴 及 沙洲 所 封 表 , 往 往 只 留 下 

-一 狭窄 的 通道 (水 道 Tammpxo)。 在 圭 于 的 溺 谷 中 故 分 淡 度 往往 可 能 
增 大 , 海 曾 下降。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 伸 向 海中 的 海岸 地 段 遭 受 海 的 
切割 作用 , ARMA, 而 在 止 进 地 段 上 冲积 物 旭 沉积 下 求 , 形 成 海 
HE. ABER BK. 

ZS RS A KBAR RRM RE 
WLR ARHOSE REA DORE HEROSE IRIS, Sb ea PT 

Fe FS 0 EP ea FR DE SH TTR» ER A 
形成 中 ， 可 能 某 些 地 块 的 下 沉 较 另 一 些 地 块 的 上 升 有 着 更 为 互 大 
的 意义 。 

SASL ORIE NEGF HELEN 
海岸 ,北美 的 北海 岸 。 

2. ZW L FRI PREM ROU 在 地 区 
“上 升 或 在 相对 宁静 的 延 毯 阶段 中 形成 较为 平 直 的 海岸 。 演 湖 海岸 
PB FD | 

WOME: “RK La, Zee REY HG ARE REND BIS 
HOVER FARE EEE ES, TE eI 

HA, UG. WHS RAK RS 
= 304 



ih RABKIN. TEBORDE A DiS aE 
DURATUWEH RA MSS sh TSE. HEAR 

PETG RAH, HASHES SE. SORE IT AE 
多 岸 提 的 低 的 海岸 平原 。 这 些 岸 坦 告 诉 我 们 过 去 海岸 所 处 的 位 置 ， 
OREM REMERE. AHN TBAT ER ZEN 
Be IE BEAT LE SANZ LI HE 

WIS LATTE. Ze VED WORE Rs BE, a ELSE EE, 
— RB RA ee TB RE 

"SIDE ER Ese LAH, 但 是 还 存在 着 一 些 分 布 

ee 4 i 
” 

ae SRR ROE SF 

: 1 高烧“ 四面 为 改 水 所 环 米 的 不 很 大 的 陆地 称 作 岛 赋 。 现 在 

这 一 定义 还 不 足以 清楚 地 谣 明 大 陆 与 岛 巍 之 间 的 差别 。 如 比较 大 
陆 与 龟 昨 的 天 小 则 可 区 别 它 们 。- 最 小 的 大 陆 ( 澳 州 ) 在 面积 上 大 于 

— BAM BIR BR) BE. 

GPR SMH RA TT NE IBUR DaRe KU RAMS o 

AMS AMBLUVESSAMAA—PEK, MEAT 

受 下 沉 的 大 陆 个 别 部 分 为 海水 流 没 而 双 与 天 陆 分 开 的 〈 即 成 为 岛 “ 
向 ) 陆 地 地 段 。 在 天 多 数 情况 下 ,大 陆 岛 的 基部 都 与 大 陆 本 体 相 连 ， 

_ 因 为 大 陆 岛 的 基部 位 于 大 陆 恋 潍 上 CORBET BE Me eR 
地 区 ) 或 在 大陆 坡 土 。 大 陆 岛 就 其 地 质 构造 的 性 质 来 说 与 犬 陆 相 
A : = 

大 陆 岛 通常 分 为 沿岸 岛 ,大 陆 湾 潍 饲 及 大 陆 坡 岛 。 

UY ES CELE Sebi HEB, BAP SAME ERA 

大 弯曲 相 象 的 形状 。 挪 威 、 SR GRA), 达尔 局 坦 亚 、 智 利 等 沿 
涯 的 龟 巍 就 属 此 类 。 

大 陆 湾 潍 岛 与 大 陆 海 岸 线 的 关系 不 太 紧密 ; 它们 单独 的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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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S. BULK GWE ACR EMER Be 
MEW AM, FS , 北 地 群岛 新 西伯 利 亚 群 岛 ;包括 爱尔兰 在 
AMATI HS ER, MTR BSE. | 

Abide SEF IRE HT CHI 200 FJ 2,500 BR). 在 天 陆 

坡 遭 受 构造 断裂 而 分 型 的 情况 下 ,个别 岛 峨 或 息 群 即 被 深 达 2,500 

公 尺 以 上 的 深海 涡 所 分 隔 开 。 这 种 大 陆 坡 岛 昨 的 例子 有 : 猪 陵 苦 ， 
“局 达 加 斯 加 ,局 来 亚 群 岛 中 的 岛 嗅 ， 日 本 , Ae, OMT SS, 科 
HES LYE REARS RES SM, ac. 

AUS KUSGEA AEDES RMBM. 
PSE TIE A EIB RAE: SPE TOE KAS 
ME AEF RADE RIO Eo EFT AT BB 4 hg KL 
SPS KA SO BBE AR I KI 

在 所 有 海洋 中 此 可 看 到 火山 岛 。 龙 其 在 太平 洋 中 最 多 。 大 部 分 
阿留 申 群 岛 及 千岛 群岛 的 龟 几 此 属 火 出 岛 * 小 笠原 群岛 ,马里 亚 簿 
2G WEARS ERDAS, RRS, SERRE (Tyoai), , 同 
RS LOPES BOT BA TK RES IK 

| liae CUI MIR ROS ice NesresieIRE PE 4,166 BR, 

其 底部 的 深度 达 4,600 BR), URW, HERE 

群岛 ,许多 小 的 小 器 他 群岛 , 伊 斯 特 岛 等 也 都 局 于 火 卫 总 。 
”大 西洋 中 最 著名 的 火山 岛 有 : 杨 迈 因 岛 , 亚 速 岛 , 马 德 拉 饲 , 涯 

CERES, SPUN, LES (Toycy) RARER 
(Tpuctan—ja—KyHBs) , FiME RS (Bype) es, 地 中 海中 有 : Ue Es » Ya 

#972 ES BES B (Cantopmn), : 

Eft Be 142 + Ik — 28 WO -4ofpe ite & (eprexen), BEE 

(Kpose) ,阿姆斯特丹 岛 , 圣 保 尔 岛 (CeH-man5) 等 5 
PES KEhHAFAKA ERMA, ERT 、 

HAR ZI GRAM, FIL FER, EREBS SRM 
BASED RE MRE, 由 于 新 的 生物 生活 在 已 死亡 的 条 物 骨 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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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TE Ae, REE Ain Se DIES FTI 
| FAB Eh RMR MIE Pie. FATE DPR 

” EEF 20 Mk, SRR SAMAR EMA. Ht 
”温度 和 光 的 严格 要 求 不 尤 许 现 瑚 生活 于 超过 40 一 60 公 尺 深度 的 “ 
地 方 。 现 瑚 只 能 把 其 构造 物 建造 到 海面 以 下 。 河 流 带 来 淡水 和 混 演 

”的 水 ,因此 迎 着 河口 处 就 没有 现 珊 群体 在 生长 着 并 树 科 灌 木 装 海 
岸 的 海湾 中 , 也 没有 再 现 群 体 ， 因 为 在 水 分 不 流动 的 海湾 中 ,氧气 - 
不 充足 。 因 此 现 瑚 构造 物 在 面向 大 洋 的 一 面 比 其 相 背 一 面 均 长 的 
RE: 在 向 大 洋 一 面 由 波浪 和 拍 岸 浪 引 起 运动 的 水 不 断 地 与 空气 
进行 交换 ,能 馆 舍 很 多 的 氧气 。 由 于 对 居住 地 的 这 种 要 求 , 现 瑚 不 
能 生活 于 两 极 , 也 不 能 符 活 于 暧 洋流 (例如 RR SNA 
西 哥 洲 咀 流 ) 不 能 流入 的 温带 。 它 个 主要 是 在 热带 和 副热带 地 区 发 
晨 着 。 在 这 里 可 发 现 班 瑚 构造 物 。 
虽然 再 瑚 发 至 的 王 直 分 布 范围 非常 朋 限 ， 但 在 许多 情况 下 更 

SN Soe TT OSE 同时 其 厚度 可 远 远 超过 .60 AR ER 
利 斯 群岛 的 佛 绩 佛 梯 环 兢 超 过 300 公 尺 )。 显 然 ,这 些 情况 必须 用 
业 莲 升降 运动 (上 升 和 下 沉 ) 或 大 洋 水 位 变动 来 解释 。 

如 果 大 洋 水 位 不 变 , 而 海洋 底 发 生变 动 , 秋 么 在 洋 底 缓慢 下 沉 
药 情况 下 ; 现 瑚 构造 物 便 故 续 向 上 十 长 ,其 厚度 将 不 断 二 加。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下 沉 应 当 十 分 狼 
太 快 会 将 现 瑚 带 到 现 瑚 不 能 生存 的 很 深 的 地 万。 当 海 底 上 升 时 ,再 
瑚 构造 物 可 出 露 海面 ， 这 时 依靠 现 瑞 发育 的 现 瑚 构造 物 的 进一步 
BME IE : 

在 海底 不 变动 而 大 洋 水 位 变动 的 条 件 下 也 会 得 到 RY) AS 

果 。 

; 现 瑚 构造 物 分 为 三 种 基本 类 型 : EME . SERENE CORR IMT 

B). T° ASSET BEM SLAY EPI He ET AA HB 

解释 (图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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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第 一 个 阶段 , 沿 岛 咱 的 海岸 (尤其 on at 
EUG) 产生 成 环 状 包围 海岸 且 与 海 Ae eS 
岸 紧 密 相 连 的 再现 构造 物 ; 这 就 是 岸 、 Con 
RE » siting 
EAE, GUM EG 

WiGeATASMBRA: 其 外 面 因 Bye a ~S 

ZHAI, AMARA. 
果 ，, 再 瑚 环 确 便 与 海岸 分 开 , 而 在 两 者 之 

间 呈 现 一 个 水 带 。 这 种 现 现 克 就 称 为 保 
礁 。 堡 磋 往 往 是 一 种 浅 潍 或 成 垣 状 微 微 
露出 于 水 面 。 

”最 后 ,在 第 三 个 阶段 , MEMES - 
AK PIS EE ERSTE BO 
MBin, Ania AB WHR 33 SHBREAIES th. 

RRR EWR GK 45 度 ) TD NS — a Be A EAS 
Be. EMO: 直径 可 由 几 十 公 尺 到 30 公 里 ,甚至 达 
OOH, DIMMERS HEM 100 AR. SANT 
+5 Fi FEA 0.5 公里 。 

根据 麦 勤 依 (Meppet) 的 意见 ， 假 如 在 某 些 地 区 形成 了 面积 很 
大 的 更 瑚 机 造物, 那么 它 欧 于 将 变 成 环 状 再 现 确 ; 因为 在 其 中 心 部 
分 再 瑚 由 于 缺乏 食物 将 死亡 。 构 造物 将 沿 四 周 坪 长 ,中 心 部 分 将 狼 
BA HST RW STA SERA EPEAT 
JEM AM ERI T ARM. ie 
FUEL RAL. PERE E, DIME 通常 都 不 
FPN ILL AS, TD RESD. SEA BHAT ZK AL 
BE RI RAE EMT. : 3 

“主要 的 现 瑚 构造 物 位 于 北 绰 28 BE RUA ME 28 度 之 间 的 地 带 。 
大 其 在 太平 洋 中 再 瑚 可 造物 特别 多 ， 它 们 在 这 里 常常 分 布 于 从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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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向 东南 延伸 的 水 下 高 地 上 (加 罗 林 群岛 ， 局 胡 尔 群岛 ， 马 贵 斯 群 
-和 岛 ;, 叫 摩 图 群岛 , 陆 床 亚 群 岛 , 图 部 爱 群 岛 , 吉 尔 具 特 LUEHITE0epT] 

群岛 ,二 利 斯 群岛 及 其 他 许多 岛 几 )。 在 澳洲 东北 海岸 附近 伸展 着 
一 个 长 多 2,500 公 里 @ 的 最 大 的 堡 确 。 这 里 演 湖 的 宽度 达 40 一 50 

公里 ,有 时 甚至 达 180 公 里 ,其 深度 达 100 AR. AAS TE 
度 有 几 十 公里 。 在 中 国 东南 海岸 附近 也 有 现 瑚 构造 物 。 

在 大 西洋 (巴哈马 群岛 . 百 募 大 群岛 )、 红海 \ 印 度 洋 (马尔 代 夫 

群岛 . 嫩 喀 代 夫 群岛 , 恰 戈 斯 群 电 等 ) 都 有 现 瑚 馈 。 

2.。 侍 饥 “中 岛 是 陆地 伸 向 海 或 湖 中 的 一 部 分 。 根 据 富 岛 的 
wm FR BY 4h Be EE An sst-F BS COrunennBiurnenan u mpHune- 

~ HEBIIHECH) g 

AMEE S eb RS AMA. KE 
PRT: EE PE BG AE AES PES BY 

PiiE EA CURA SHEE EE. EE 
BA RIA PB BK, Ef BEI He OK, (HOF et 

其 他 千岛 。 

OBIS MARAE RARE BA. BEARDS NI 
MERE OE 0 

3。 陆 地 的 切割 度 “ 只 有 把 中 岛 和 岛 赋 所 占据 的 面积 与 整个 
大 陆 面 和 钦 加 以 比较 , 才 可 得 出 关于 陆地 切割 度 的 最 鲜明 的 概念 , 亦 

EDFA hilt OT HSE BF A SHES 

FRI FES EDT PE HE AY SSE BA, BRD CS AE AY SB 

SHRM 35% ) 具 有 最 大 的 切割 度 ， 其 次 是 北美 (和 约 2525)、 亚 浏 

《外 247%) . 痪 洲 ( 1992) .非洲 ( 狗 2.19)、 FRSECH 1.1%). 

为 了 确定 陆地 海岸 线 的 发 展 程度 运用 着 许多 方法 ， 如 把 海岸 

BHR EL) SSRAH AP), 即 与 同 该 大 陆 同 面积 的 圆 之 圆周 

 @ Bs A SLAY: IR eB SOHNE RR 195 年 , 99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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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REAM eR (Tet i ERMAN OR. HR 

5X Phat 北美 的 海岸 线 发 展 程度 最 大 ( 葛 1 4,9), SERA GH a 

Da 5 DUH AU tis Se: ea Be Wiehe Be RECA] HY 121.6) 0 Die LE 

aaa ALE AR ET I BR : 

BIA ACURA 

— RAARPRESHNRA 

RAR EE BF HRP EMAL, ECE 
EDT, Soka ERA (LEE) 
持 男 体 钛 态 。 永 久 冻 结 的 上 限 ( 或 上 界 ), 对 每 一 点 来 说 都 决定 于 许 
和 年 中 卖 十 最 大 融 解 的 深度 。 永 久 冻 车 的 下 限 ( 或 下 界 ) 将 永久 并 
SENT RES LED A 

Fe tH o 

JALIL AA UR LIPS VR OTN Be 
2/8 JE (mommocrs mepaxors) Jk A TERE we JL FS 600 ZS 
RAAB GEAR EHE SE) o 

位 于 永久 冻 精 发 上 的 底 土 (CTP7yHT) 层 每 年 夏季 融 解 ， poe Be! 

i RRR VEREMRLRETHS AR CURA, Ie 
EMA, RBUPEESE). EVP EE LE EEE 1.5 
SH2BR AMLLMIBLLZAR ARR HHO.38 08a oi | 

AIMS TEAMS 3s Wi LBS 20% 的 广大 地 区 内 看 到 。 在 北 宇 
球 它 分 布 于 西伯 利 亚 北 部 地 区 加拿大 ,阿拉 斯 攻 以 及 许多 北极 地 
ig GIRL AE ET a i RCE a, 
FEAEF i ZG YEE CHAR, Bil Ax RASH ) 0 ie 

AD TRERERED HORE, PR-ABHS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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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IATR. TERR A A RE 
SGT Shs EBERLE GG OSA BAD TIRE 
PERL 40 公里 的 地 方 , ZEALHE 66° A BRT CAR HB 

Jee As Hs AA FH HB, SS BRA, FE PEAR 60° 穿 过 时 
尼 塞 河 , 而 后 该 春 线 沿 叶 尼 塞 河 右岸 向 南 惫 转 , 痉 过 克拉 斯 谐 雅 尔 
-斯克 的 东部 ,进入 蒙古 及 中 国 东北 境 丙 ， Sexe eae 
HE A DRIES PY » TTT RTL TEA, PBS 
林 由 并 穿 过 堪 察 加 的 西北 部 :在 这 二 互 大 地 区 内 ,在 西伯 利 亚 的 北 
部 为 一 连 苇 的 永久 冻 烙 地 区 ,南部 是 具有 融 士 岛 的 永久 冻 车 地 区 ， 

-最 后 在 永久 冻 车 的 南 办 附近 是 位 于 融 士 之 关 的 永 冻 土 曲 。-- 

许多 学 者 认为 ， 现 代 的 永久 冻结 是 冰期 的 死 巡 物 CORED). 

关于 这 一 点 有 如 下 证 明 : 〈1) 在 永 冻 士 中 发 现 完整 的 第 加 可 动物 

RGR, RARE, BAL PRs 这 一 点 证 明了 京 久 
冻 精 的 全 代 长 入 。(2) 互 大 的 化 石 冰 层 揭 存在, 瞬 明 了 了 永久 冻 精 自 
冰 戎 玉 来 一 直 存 在 着 。 

同时 ;现代 气候 不 仅 促 进 了 永久 冻 千 的 保存 ,而 且 在 某 些 地 区 
促进 陛 们 迅速 的 形成 *。 例 如 ,在 伯 帮 拉 河 三 角 洲 的 各 个 马 昨 的 纺 

年 冲积 物 上 、\ 在 产 金 地 区 淘金 工作 的 庆 石 场 上 都 发 现 了 永久 冻 糙 。 

因此 ;大 部 分 永久 冻 精 大 槐 都 是 过 去 仆 留 的 。 在 个 别 地 区 也 有 在 现 . 

代 和 气候 条 件 下 形成 的 永久 冻结 。 

二 ”在 系 久 杰 结 条 件 下 形成 的 地 形 形 态 
在 永久 冻 糙 条 件 下 形成 特殊 的 地 形 形 态 : 地 且 冰 丘 ( 冰 水 岩 舟 

BY Rik ke <Byrphi c MEHHepaT5EHHMH agpom»), PTR 4RIE A 

BM —HEGAMEIGIE AS 9 TADS FEA A RE SR PEP OE HEE 
及 喀斯特 作用 过 程 , 较 之 没有 永久 冻 车 的 地 区 有 很 大 的 变化 。 因 此 : 

在 永久 冻 车 条 件 下 的 侵 包 堆积 地 形 形 态 和 喀斯特 地 形 形 态 ， 便 具 
有 其 自己 的 特征 。 

< > rm- a 



a FAISER OURS 5, ACKE_ LMR AEBS 

HES RAP ZA SX EK GEA IK TE SE 
FE TD LAE Be AK SAP ES, OER FS Jy 0 
BRE RB IR OK EE OZ, PIB RAO BEATE OK Ee, TSE OH 7K EDK IE 
PU BBE , HAE KI KK A ERA EMRE 

Bey 2 i, — ASA K ie ESE FA BR 
i 8, AKO RA SEKI, SRK EK 
tk) 7 TE JL 十 宇 的 过 程 中 发 展 起 来 的 ， 其 高 度 达 30 一 40 YR , FES 

底部 的 横断 面 上 宽度 可 达 150 一 200 AR. 7eNh POE. BS 

SPE RBI LRA BVO, ATENEO 
”加 沿岸 地 ? Ms Ae EATERS 

在 具有 并 十 的 冻 原 带 ， LEVER 发 育 的 地 方形 成 较 小 的 小 丘 

《Byrop), 高 狗 1 公 尺 ， 其 直径 长 狗 2 一 3 AR KD EE ER 
冻 原 中 典型 的 租 成 部 分 。 许 多 作者 把 这 种 小 丘 的 形成 认为 是 水 并 
车 时 基于 (cyOorpar) FRE MRK 0 Heb AOSTA 

BLD” BK FIG SX PR EE TE MR EK ETE Ao. 
EAR Ue te RSL BIER EI, Swe EE A 

直径 10 一 20 公分 到 2 一 3 公 尺 长 的 光 秃 精 土质 块 班 所 租 成 。 这 些 
块 斑 分 布 在 被 植物 复 盖 的 冻 原 中 ;或 者 仅 在 其 边 炮 部 分 有 植物 。 在 
PEE CAKE EM AGE a BSE AB 
据 苏 卡 乔 夫 (Cygagep) 的 意见 ;这 些 块 斑 是 由 于 溶化 证 (aaya) 喷 
发 而 形成 的 。 在 冻 原 南部 在 并 车 时 不 断 扩 大 的 游 化 土 (液体 的 矿物 
质 ) 引 起 小 丘 的 形成 , MTEC, 由 于 融化 层 厚度 减 小 溶化 土 的 
效用 减 小 ;因而 小 乓 的 规模 适 小 ， eRe Ash ERB RI 
VA LASS RCH Fe a ATi pe A eB SH aT FR 
SHOR AEE ; 

关于 粘 士 质 块 斑 生 成 的 问题 ,也 存在 着 另外 一 些 观点 但 是 现 
.在 还 没有 确立 大 家 所 公 吕 的 关于 粘土 质 块 斑 生 成 的 理 葵 。 

。312。 



FARE KMRL, CIE R— BEAR UR RIBAS ASHI 
WA — talaia-+ (mpoBaabubie Boponkm) Al4y Hi lA] Kay He 

(Brmamaaa)。 这 种 形态 称 为 热力 喀斯特 形态 。 森 林 的 砍伐 , 士 壤 的 开 
基 和 森林 火灾 都 促进 着 士 壤 变 暖和 永 浆 士 中 冰 的 融化 。 由 于 冰 的 
禹 化 而 产生 的 水 较 冰 的 体积 小 ,因此 士 壤 上 部 各 层 即行 下 场 ,形成 
漏斗 和 四 地 (直径 由 工 公 尺 到 几 公 尺 )。 这 些 凹 地 常常 转变 为 沼泽 

| AUB. VET AES, ICA HIE RRS. OT 
Wie Sei eo TT AS He EN ARES FEAL HE IH IE 
分 布 。 Pee Te | 

AD) UEEACER BATT AFIT RA IER oA A ORE 
ATO TaD a RBS EL, ICN HE BL 
河 的 底部 在 一 定 深度 上 蕉 永久 冻 精 所 固 烙 着 ， 因 而 侧 方 使 蚀 得 到 
子 很 大 的 发 展 。 这 就 造成 一 些 与 河谷 中 水 流水 量 不 相称 的 寅 河谷 。 

在 石灰 岩 分 布 的 地 区 ， 永 久 冻 转 的 存在 和 漫长 的 冷 季 阻 碍 着 
喀斯特 过 程 的 发 育 ， FRIIS ae ee BH MS 3+ DUE 

的 四 壁 固 千 了 起 来 。 

CABREL RIN, FURL MANIE 
AC-ERAS PAB AKA AVES REP ht, Hepes MH Ee 

FBR. MRR, EKA RE IEE RAS 
一 一 、 

由 此 可 见 , 在 永久 冻 烙 地 区 发 育 着 特殊 的 地 且 冰 丘 地 形 形 夸 、 
热力 喀斯特 形态 ( 深 斗 及 止 地) 特殊 的 侵蚀 和 泥 波形 态 ,以 及 冻 原 
的 特殊 微 地 形 。 

/ 

- -第 十 节 ”关于 陆地 地 形 形 态 分 类 的 概念 

关于 陆地 地 形 形 态 接 形 态 及 成 因 蛙 征 分 类 的 概念 “在 研 完 陆 
地 地 形 时 产生 了 对 各 种 各 样 形 态 进行 分 类 的 迫切 需要 。 否 则 研究 
就 可 能 没有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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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陆地 地 形 形 态 的 分 类 可 从 不 同 观 点 出 发 来 进行 ， 例 如 根 

据 形 态 (根据 外 殊 ) 和 根据 成 因 ( 或 根据 生成 原因 )。 根 据 不 同 目的 ， 
可 久 采 用 第 一 种 分 类 法 ,也 可 以 采用 第 二 秋 分 类 法 。 

根据 形态 特征 的 分 类 法 ， 是 护照 外 貌 的 相同 点 来 组 合 各 种 形 

态 的 。 但 是 ,外 散 相 同 的 形态 在 其 成 因 \ 内 部 (十 计 ) 构 造 及 其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方向 上 可 能 是 极 不 相同 的 。 这 就 是 形态 分 类 法 的 主要 缺 
oe | | ee 

完 从 按照 形态 分 类 法 ， 地 天 形态 可 划分 为 两 大 租 : BR, 
其 特点 在 于 芯 区 域内 棚 卷 各 点 的 高 度 彼此 差别 不 大 ; 〈2) HAE 

城 ( 山 地 地 区 和 丘陵 地 区 )， 这 里 在 很 得 的 距离 内 即 可 区 外出 规模 

甚大 的 正 形态 和 和 负 形 态 。 在 这 两 大 粗 范 围 内 还 可 按 外 部 特征 外出 

BASE PREIS Blan, MIR Ae EL, Ba, WR, WK, WO 
《Harop5e) 等 等 。 

成 因 分 类 法 ， 也 就 是 根据 地 形 形 态 产生 的 原因 进行 俱 类 的 方 

法 , 较 之 形态 分 类 法 有 很 多 的 优点 。 根 据 成 因 分 类 法 ,可 以 确定 某 
一 地 区 地 形 进一步 发 展 的 途 征 。 这 一 点 对 于 国民 友 济 的 许多 部 站 

都 具有 一 定 的 实际 价值 .同时 应 当 指出 ,在 对 地 形 形 态 进行 成 因 分 
,类 时 也 考虑 到 形态 ， 但 对 任何 地 形 形 态 都 是 根据 其 发 从 和 上 发展 来 

-研究 的 。 在 根据 成 因 特 征求 研究 出 系 时 ,可 区 从 出 : 构 迁 山 . 火 下 和 

侵 鲁 看。 在 根据 碟 因 特征 来 研究 平原 时 ， 可 区 分 出 : 由 于 海 退 出 露 
AUB REZB IE , HER RRA (Ankymy1aTuBEBIe WI HAChITHEIe) , 

JE BR, 由 于 外 力作 用 在 出 系 地 区 造成 的 残余 平原 。 -一 
地 形 形 碟 作用 (TeoxoptioroTgdgecKEHe IpoHeccHy7 Aye AS PEANZE 

地 带 性 ”陆地 地 形 形 态 ， 是 由 于 一 系列 地 形 形 成 作用 在 地 玫 上 的 

活动 而 造成 的 。 同 时 在 一 部 分 地 形 形 成 作用 的 活动 中 可 观察 到 一 
定 的 地 带 性 ,而 在 另 一 地 形 形 成 作用 的 洗 动 中 则 看 不 到 这 二 点 。 

大 家 都 知道 ， 内 力作 用 在 陆地 地 者 的 各 个 地 方才 现 为 隆起 和 

下 沉 ， 但 是 它们 的 方向 和 强度 在 各 个 地 方 此 不 相同 。 在 有 些 情况 
ed314。 



Fs BRAGG STAN Ee Bw eA GE — i ES 
的 一 定 地 带 。 但 是 这 些 有 时 是 十 分 宽广 的 地 带 , 与 地 理 (或 自然 ) 带 

毫 无 共同 点 已 们 可 能 与 地 理 带 相交 成 任何 角度 。 同 时 在 陆地 表面 
上 ;还 可 发 现 构 造 活动 强 度 极 弱 的 广大 区 域 ,这 些 区 域 的 位 置 同样 
邮 与 地 理 地 带 性 不 相符 合 。 各 种 岩石 的 分 布 也 不 符合 于 这 种 地 玫 
性 ;岩石 的 性 质 对 于 地 形 形 态 的 形成 有 着 极 大 的 影响 。 
与 此 同时 ,在 外 力 因素 的 活动 中 可 观察 到 一 定 的 地 带 性 ,因为 

外力 活 动 往往 与 气候 和 其 他 自然 地 理 条 件 有 关 。 因 此 风化 作用 ( 物 
理 风 化 作用 及 化 学 风化 作用 ) 符 发 于 地 理 带 。 
“” 侵 鲁 堆积 作用 与 自然 地 理 条 件 有 关 ; 也 就 是 脱 在 地 方 坡度 相 
同时 ;它们 的 活动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决定 于 地 理 带 。 大 家 都 知道 , 河流 
的 输 水 能 力 及 其 状况 ， 决 定 于 气候 及 其 他 自然 地 理 条件 〈 地 质 构 
造 , 士 壤 植被 ,地 形 及 共 他 等 条 件 )。 因 此 沙漠 中 水 流 的 侵 全 堆积 作 
用 不 同 于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或 浆 原 中 水 流 的 侵 便 堆积 作用 ， 而 热带 森 
林带 的 水 流 作 用 也 将 大 天 不 同 于 其 他 地 带 水 流 的 作用 。 3 

AVE FE He WHE. SVT ALK I He FD AEH EE DL Bp RE 

度 的 平原 地 区 ,而 平原 上 的 现代 冰川 作用 仅仅 分 布 在 极地 地 区 。 
-而 现 瑚 构成 体 的 烙 入 主要 限于 热带 及 副热带 区 域 。v 
在 只 斯 特 化 岩石 地 区 路 斯 特地 形 形 态 形成 的 方式 ， 在 各 个 外 

然 带 各 不 相同 。 在 冻 原 中 ,那里 的 水 在 一 年 中 大 部 分 时 间 内 苦 处 于 
固体 状态 ;路 斯 特 过 程 进行 绥 慢 。 喀 斯 特 过 程 在 降水 量 相当 大 而 又 

。 无 罕 季 的 地 区 进行 得 最 为 强烈 。 
在 海 的 侵蚀 堆积 作用 中 ,同样 也 可 以 发 现 一 定 的 地 带 性 。 海 的 
活动 ， 在 一 种 条 件 下 ， 是 在 海水 冻 辕 并 生成 岸 冰 的 海岸 附近 进行 
的 ， 而 在 另 一 种 条 件 下 则 是 在 海水 不 冻 精 的 海岸 附近 进行 的 。 此 

外 ;还 有 一 系列 影响 着 海 的 偿 蚀 堆积 作用 的 其 他 因素 ,这 些 因素 都 
受 地 理 带 的 制 网 。 海 的 拍 岸 让 作用 在 某 种 程度 上 章 受 风化 作用 的 
器 石 ,而 风化 作用 本 身 在 各 个 自然 带 的 进行 是 各 不 相同 的 。 海 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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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岩石 的 化 学 作用 以 其 温度 为 转移 ， 而 温度 整个 是 随 着 地 理 带 而 变 ” ， 
化 的 。 所 有 这 些 都 证 明了 在 海 的 侵 创 堆积 作用 中 可 观察 到 一 定 的 - 
地 带 性 。 | eee 

在 分 析 陆 地 地 形 形 态 和 对 其 进行 分 类 时 ， 必 须 考虑 到 地 带 性 
的 和 非 地 带 性 的 地 形 形 成 作用 。 oe 
«LSAT MS) SLAM AT Re 
地 形 形 态 惟 改变 了 ,而 同时 双 造 成 另 一 些 地 形 形 态 。 

古代 一 些 民族 在 他 们 的 倾 杰 埋 莫 的 地 方 建立 一 些 幕 乓 。 西 徐 、 
亚 人 所 建立 的 这 种 幕 丘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南部 的 草原 二 区 常常 可 以 
见 到 。 泡 们 是 一 些 通常 高 狗 6 一 12 ARR P REL OA 
时 这 些 士 堆 具 有 蕉 头 圈 雏 体 的 形状 。 可 能 ,这 种 士 堆 人 用 来 作 守望 
BK, BPR ROME ARES, Spee 
PEE OBS es EE (St IS eH BK 147 BR), BAR 
国 的 万 里 长 城 及 其 他 等 。 ee 

在 建设 各 种 工程 的 过 程 中 ， 人 们 在 地 玫 上 也 造成 了 某 种 起 伏 
不 再 的 地 形 ， 如 在 锁 路 、 开 羡 运 河和 进行 其 他 工程 时 ,在 地 玫 上 造 
成 了 四 楼 和 士 堆 等 。 在 一 定 深 处 开采 矿藏 . 煤 、 昌 时 造成 一 些 互 大 、 
的 空洞 (矿井 ,坑道 和 整个 的 地 下 室 )。 后 来 , 在 这 些 地 下 坑道 的 上 
部 的 岩层 可 能 发 生 下 场 现 象 并 形成 负 地 形 形 态 。 | 

“人 个 在 战 等 情况 下 对 地 形 有 着 很 大 的 改变 ， 造 成 这 样 一 些 形 
态 , 如 战壕, 反 坦克 壕 、 由 于 炮 强 爆 炸 而 形成 的 互 大 弹 坑 及 其 他 等 。 
玉 有 人 类 造成 的 地 形 形 态 都 遭受 到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的 改变 。 

此 外 ,人 们 在 改变 土壤 粮 被 和 水 流 的 性 质 时 , 取 对 地 形 输 攻 间 
接 的 影响 。 人 们 在 开 且 广大 地 区 时 ,破坏 着 天 然 植 丢 ;因而 在 坡度 

-很 大 的 地 方 常常 强 起 强烈 的 ,但 是 为 时 短暂 的 水 流 和 冲 沟 的 发 育 。 
在 莞 漠 和 牢 莞 漠 地 区 不 适当 的 收 帮 牲畜 可 使 植被 遭 到 残 路 ” 生 草 
士 层 受到 破坏 ,因而 促进 了 流沙 的 形成 。 在 修筑 二 路 时 往往 造成 车 
Fi, SPP HEAL TETE 4 RPE PRT AER EL, 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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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L, JRA AT ah, 在 一 些 情况 下 了 会 直接 导致 
ee a ae Ia Se ees 

HOMIE EH TET AS TE oR A BEES) 

第 [一 节 ， 平 原 及 其 拨 形 态 和 成 因 的 分 类 
下 . 

一 ”平原 及 其 形态 类 型 

不 大 的 焉 离 内 高 度 变化 极 小 的 广大 地 区 * 通 常 称 为 平原 。 平 
原 的 才 面 在 视线 范围 内 是 平坦 的 或 微 呈 波状 的 。 平 原 可 能 是 低地 ， 
也 就 是 高 度 不 超过 海平 面 以 上 200 公 尺 的 地 区 ) 也 可 能 是 位 于 高 
出 海平 面 200 公 尺 以 上 的 高 原 (mraro)。 同 时 人 们 把 高 的 高 原 称 作 
台地 (Imrocgoropse)。 从 形态 学 观点 出 发 通常 把 平原 分 为 三 种 类 

FS: (AER Hansonnsce ) MRA AMV ARA 
(GREE 10 蜂 以 下 。 基 至 更 大 的 平原 称 为 倾 糙 平原 。 同 时 ,下 

于 海底 上 升 而 形成 的 和 与 较为 古老 的 陆地 相连 的 借 匀 平原 同样 也 
称 作 海 岸 平原 。 里 海 低地 就 可 以 作为 海岸 价 匀 平原 的 例子 。 

四 状 平原 是 四 周 向 平原 中 部 便 匀 的 平原 。 四 状 平原 主要 位 于 
干燥 气候 条 件 下 的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是 内 陆 逐 流 区 。 从 边 炮 较 高 的 部 
分 流 来 的 水 都 聚积 在 中 部 低 凹 的 部 分 ,成 为 湖泊 , 并 在 这 里 通过 蒸 

发 而 消失 。 属 于 这 类 平原 的 有 : 包括 威海 在 内 的 都 苦 低 地 , 包括 罗 

布 泊 湖 的 塔 里 本 盆地 ,以 及 撤 哈 拉 的 许多 地 区 。 可 能 , 整个 具有 了 町 

地 性 质 的 西西 伯 利 亚 低地 的 中 部 和 南部 二 区， 也 应 属于 这 一 类 型 
的 平原 。 

波状 平原 的 特征 是 地 表 无 固定 的 倾 匀 方向。 因此 ,所 造成 的 非 - 

了 常平 坦 的 四 地 就 成 沪 积 水 的 地 三 并 形成 湖泊 ， 沼 涅 及 连接 写 个 的 - 

回炉 的 水 流 罗 。 例 如 :苏联 ,德国 和 波 苦 的 冰 奢 地 区 ，, 西 西伯利亚 的 

东南 部 《具有 上 组 丘 状 地 形 CrpHBFCcTHE pezr5eg] 的 巴 拉 宾 草原 和 库 

隆 达 草原 )。 因 此 ,平原 是 一 个 纯粹 的 形态 学 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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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还 运用 着 点 状 地 区 的 概念 , 访 概 念 往往 不 与 平原 的 概念 
相符 合 。 构 造 特征 是 区 分 点 状 地 区 的 基础 ;所 儿 卓 状 十 区 ,就 是 指 
上 部 沉积 岩层 产 状 较 为 水 平 的 地 玫 地 段 。 在 沉积 岩层 以 下 较 深 的 
地 方 ;通常 是 禧 敏 的 和 常 遭 变质 的 底 基 。 桌 状 地 区 在 裂隙 错 动 或 向 
深 侵 馆 切 制 的 影响 下 可 能 具有 遭受 强烈 切割 的 地 形 ， 甚 至 是 山地 
地 形 ;, 这 种 地 形 已 与 蔡 原 的 概念 不 大 符合 ,但 仍 是 桌 状 地 区 。 例 如 
利比亚 高 愿 . 岛 斯 秋 尔 特 高 原 。 这 些 桌 状 地 区 整个 说 来 仍 具 有 平原 
性 质 在 桌 状 地 区 的 边 殉 部 分 ,往往 由 于 侵 角 切 制作 用 而 形成 一 些 
孤立 的 桌 状 出 ,平原 性 质 齐 到 破坏 。 

高 斯 秋 尔 特 高 原 的 整个 地 卖 是 由 茵 尔 局 特 (上 中 新 舟 下 部 ) 的 
水 季 产 状 的 问 石 (与 泥 灰 兰 和 页 兰 相 交 PEM BIRD rR. 这 些 

岩石 位 于 挤 压 成 太 急 的 古 第 三 志和 中 生 代 的 岩石 二 。 高 斯 秋 尔 特 
高 原 四 周 此 为 断崖 或 哺 辟 高 原 的 卖 面 大 体 上 是 一 个 单一 的 平原 。 
FAS RRA a A 

= FRHRARD 

7S Jai Hh DB ARETE , 18 HE _E WY ABS hE 
BAH et 7S Jee I | 7 RAZR ORR 
UZ JR RE ZB JR PJ ZB I 

原 姑 平 原 是 当 海 退 时 由 水 下 出 圳 的 海底 ， 由 于 沉积 物 的 堆积 
而 造成 的 平坦 地 段 - 海 退 通 常 决定 于 构造 运动 。 原 始 平原 的 表面 由 
水 平 的 或 略微 倾 匀 的 (在 海岸 平原 ) 海 相 沉积 物 短 成 ， 有 时 可 看 到 
宕 形 和 声 形 构造 .通常 原 始 平原 距 周 围 海 面 并 不 很 高 。 里 海 低地 可 
攻 作 为 这 种 年 幼 平 原 的 例子 ,里 海 低地 的 表面 几乎 未 欠 河 流 切割 。 
在 较 古 老 的 地 庄 时 期 中 ,从 海 下 出 露 的 平原 ,在 许多 情况 下 全 被 后 
来 的 许多 过 程 输 以 根 本 的 改变 。 例 如 ,东欧 北部 和 西西 伯 利 亚 平 原 

一 革 去 便 从 海面 下 出 露 ， 但 后 来 在 这 个 地 区 由 于 相 焰 发 生 的 许多 过 
程 而 莲 成 了 冲积 平原 、 冰 水 沉积 在 原 、 冰 矿 平 原 及 其 他 平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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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 平原 是 由 于 河流 的 堆积 活动 造成 的 。 同 时 这 些 平 原 都 形 
藉 于 河流 的 河口 部 分 ,或 谷地 的 上 部 各 段 。 由 于 河流 在 其 下 游 的 堆 
积 活动 ,在 许多 情况 下 造成 了 宽广 的 三 角 测 平原 。 有 时 可 使 利 积 物 
卉 蹇 海湾 并 形成 低地 〈 里 昂 低地 、 偷 巴 底 低地 . 库 拉 一 阿拉 克 辛 低 
$b) BTS HW RIS TS TS Je 

Sa REET S NST = PUNE I. Ze FB JR 
Hy DRY He AD AR Ee By SEDAN CHE HE GB OHS Se BE “ 
HAYA FEDER ARIE EERE, JUS T BARE ZK TAC SBS ae 
DUBAI. “ aad 

PR= Ay UNS JRL, USA ATS ATT Re BRP eB 
FBR AMM AAZB SAS BACHE I hh ET Be SBA BU 
Fe FATAL ) AE FE 0 

ZED EAE ZS RSE, PP Ae 
AY He (EEN AB ART) ERLE BY. XARA 
Fp ARB IR HLH A Bs I LHC 

(BO UARZB RE a BG T Sk Jk DTP OBA BU TOR 
所 形成 的 : WAR LK DAR, 在 一 个 地 方 停留 了 很 长 时 间 ， 
那么 融 化 的 冰川 就 长 时 期 的 搬运 着 碎 层 物 质 ( 主 要 是 砂 )， 井 把 它 
沉积 于 地 势 平 级 的 低 窄 地 区 ,造成 冰 水 沉积 沙 质 平原 。 在 东欧 平原 
和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境内 ， 由 于 第 四 和 冰 川 作 用 而 造成 广 关 的 冰 水 
MURR BIE ERE). TERI, 西西 伯 利 

” 垩 最 后 一 次 冰川 冰 奢 沉积 卉 内 的 毕 较 不 大 的 冰 水 沉积 WRB 
大 狗 在 北 和 六 60° 到 62。 之 问 的 地 带 有 部 分 被 保存 下 来 的 冰 水 沉积 

Uy EB J. ce eal 3 
DAAC UU BRU De a LE SEO SAK J 

DEH LZ UENO JARS EE BR ee CR 
yA) ,并 将 其 沉积 下 求 呈 冲积 雏 状 。 井 合 的 冲积 雏形 成 了 倾斜 的 
炙 水 沉积 平原 。 这 种 倾 笠 的 冰 水 沉积 沙 质 平原 可 在 阿尔 捍 斯 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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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B AE (GEE LRRD . ACA AB UAE CHERETAT ORE 
ERR WBE), ICA LAT 
WZ EA RU ROWHIES . SAMAR PW ies ba A 

流 SA At FE RR MTN IT 在 大 多 数 情况 下 湖 成 
平原 是 不 大 的 : 
‘thease AOR ae 
LET ROHR FUORI? AaB, 7 USE Ly RF 
AK TESS, EPA USE Ly RTT BW VET TBAB WOOK BET 8 we 
TAN RAR A PEL AA DOA A 
上 都 影响 着 这 个 平原 的 性 质 。 

eee ee eee Cr 
US Hh FCB STG hI EN , HES T RIE BS 
伏 不 平地 区 ,构成 一 巨大 的 熔岩 高 原 。 类 似 的 烽 因 高原 在 各 种 不 同 
的 海拔 高 度 处 都 有 。 例如 ,北美 的 哥 偷 比 亚 高 原 4350;000 平方 公 

里 ), 德 干 高 原 西 北部 的 有 虹 色 内 高 原 ( 800,000 平方 公里 ) he 

燃 嵌 复 盖 层 , 锡 雹 特 阿 林 豚 的 北部 ,亚美尼亚 出 原 的 许多 地 区 及 、 

其 他 等 。 | 
a FREE Oh HE BRE SRBRTE RT RLS HOHE RL HERR 

| FRY. LEAS ROT LEM Ble EMANATE TELE 
ABT A. ERT MEI LISL, RET aE hl UAE 、 
PA. edn P aI LIN AB I AR, IBSEN 
表层 和 海 相 沉积 物 所 粗 成 的 沿岸 平原 。 最 后 这 些 沉 积 物 可 被 冲 刷 
掉 , 那 时 将 露出 为 海蚀 作用 所 造成 的 考 面 ; 根据 K + K + Bax Bt 

“ 夫 的 意见 ， 显 然 一 般 对 海蚀 一 堆积 表面 的 意义 估计 是 不 是 的 。 这 
一 表面 无 疑 是 占据 着 不 小 的 陆地 面积 。 

证 坦 或 近 于 平坦 的 地 区 甚至 可 能 主要 由 于 侵 凶 过程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是 侵 创 堆积 过 程 ) 而 形成 于 锥 切割 的 山区 。 这 里 同时 也 参与 
着 其 他 外 力作 用 (例如 ,风化 作用 )。 这 种 准 平原 类 型 的 平原 是 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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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E BV Be ERGY BR SE ee RG ola Has BT AL HE A 
T AAR HEZR AY A AIG EHR LASHED AS. WAR, 
BHF hey Pie S Ly AHI AF SE Aw A RDB RES OS HY, HE 
FEE HEE WP IEE, RUSH TR, WK RR , 
Afb SH, 9 el TG 2 BPSK BPE Hg 

下 在 出 原 的 内 部 地 区 ,气候 较为 干燥 的 条 件 下 ,一 方面 进行 着 强 
” 烈 的 出 原 的 物理 风化 作用 ， 另 一 方面 在 地 形 低 塞 地 区 堆积 着 岩石 
破坏 物质 ,这 种 物质 由 于 缺乏 地 玫 逐 流 而 不 能 从 此 处 向 远 处 搬运 。 
和 结果 有 时 就 造成 了 称 铺 山 间 高原 (HaropHEre ITrar0) AY)” fal AA | 

平坦 的 地 区 。 在 西藏 . 帕 米 尔 、 伊 朗 高 原 和 其 他 地 区 就 有 着 这 种 高 
(RBI). 
ZELMA RIE, 外 方 过 程 衣 车 互 大 的 

_ 意义。 但 内 力 过 程 也 起 着 很 显著 的 作用 (尤其 是 构造 运动 ) ,内 力 过 
程 可 以 根本 改变 着 外 力 过 程 的 性 时 。 于 升 很 高 的 准 平原 者 面 可 得 
SHES. 已 下 沉 的 海鱼 一 堆积 平原 可 能 隆起 ， 并 可 遭受 侵蚀 
切割 。 海 创 一 堆积 平原 ， 准 平原 类 型 的 平原 及 其 他 成 因 平 原 的 形 
成 过 程 ,通常 由 于 构造 运动 而 复杂 化 。 

” 第 十 二 节 ” 山 及 其 按 形 态 和 成 因 特 征 的 分 类 

= RAB SERS 
a 

ee ee a es ee 这 些 概念 需要 进 

一 步 予 以 正确 。 例 如 ,属于 这 类 概念 的 有 :出 (ropa)》 山 有 扰 (xpe6er)， 
拓 区 (TopHag crpana) , jl jz (Haropbe ) 3 

出 是 地 表 上 窗 实 的 高 地 ， HE 孤立 
”地 七 联 于 平原 上 ,- 且 与 四 周平 原 的 交 交界 处 是 在 地 瑶 表 面 上 表现 饼 

明 的 转折 地 (meperox) 或 形似 封闭 曲线 的 山 蓄 。 山 的 最 大 形态 特征 ， 
在 于 它 是 孤立 存在 着 井 为 平原 地 区 所 转 往 。 在 自然 界 中 ,往往 很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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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的 高 地 称 作 下 ,而 相对 高 度 小 于 200 RAS HARE 

所 乡 出 原 , 是 高 度 较 大 的 呈 线 状 延 伸 的 山地 隆起 ;至 少 在 长 的 
” 坪 侧 有 平行 的 深谷 。 通 常 沿 出 及 癌 立 着 一 些 被 低地 一 一 鞍 部 所 隔 : 
开 的 单独 的 山峰 。 许 多 高 度 、 长 度 很 大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延 秆 着 旦 被 
豆 大 的 壕 部 或 横断 谷 分 隔 成 几 段 的 山 腺 只 做 出 带 (ropEag Her), 

在 一 个 出 区 范围 内 许多 RAS 整个 RA BH SK (ropuaa 
cuctema) (AES WA. Ae PH RBS). FH SRS 
A, URLS GTM S LRA -SoRae 
fil ae EE FATTY 山脉 和 单独 出 的 比较 Re ee 
Be Sees AN RAS LAE aD: DR WOK Ae, HESS J ge A 
等 地 。 

二 山区 的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在 出 区 中 进行 着 强烈 地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 无 论 内 力作 用 和 人 外力 
作用 进行 得 都 很 强烈 。 ie om i : | 

无 疑 的 ,构造 ,岩石 性 质 和 最 新 的 构造 运动 都 影响 着 山地 地 形 
的 形成 。 在 其 状 精 构 广 泛 发 育 的 山区 中 个 别 的 山 汇 和 出 豚 往 往 是 
Hit ,而 间 于 其 中 的 寅 谷 旭 是 地 开 ( 阿 尔 泰 ,天 山 等 )。 在 福 狼 而 柔 
中 构造 在 地 形 中 的 作用 表现 得 不 大 明显 。 在 这 里 ,大 狗 只 是 在 差 党 
年 青 的 山 卉 地 区 中 山 貌 形态 才 与 构造 相符 合 ， 也 就 是 襄 山 原 是 背 
SER MLAS MHA. ERS PF, 构造 形态 遭 到 了 
非常 强烈 的 破坏 ， 已 沟 找 不 到 构造 形态 与 现代 地 形 较为 符合 的 现 - 

象 : 例 如 ,在 由 某 些 坚硬 和 易于 遭受 破坏 的 沉积 岩层 相互 交错 的 折 
Be S Al AR AARNE HIE BERR: 在 向 任 烙 构 地 区 形成 出 
乳 ; 而 在 背 科 车 构 地 区 则 形成 相当 深 的 河谷 。 

由 于 外 力作 用 对 地 搓 烙 构 进 行 作 用 的 结 果 ， 便 形成 较为 复杂 
的 地 形 。 如 果 参 与 裤 铀 形成 的 有 一 些 同 易于 章 受 破坏 的 岩层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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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G BL — Pk AR LB ABS Ak HE HE 
HAIG IES BOT Ho 
© ASAT RR ASIA SEE Re RRA Oe AED IE 
(ib FA Te LEE LSTA TED. ESTOS 
E—4E 0] AEA ILA, it FE EAT DIB LEK 
HHA HK ells Kp PIT ELLE. ADO Ae 
ae th BUT , DBRS Fle Es ES TA, BRET 

4 eh Xd He Be BN HSK BEE ASD, LIMEHRASF ER - 
et, Hh ES TSE SPA. PRET 
PH BX BY BE ADS LCS Ik CE A Pa PIM HPT) BD 
BE, ZEW EPA MES NR A RZ - 

Zell PATI Ve BRET RARER 2, TAD BE LL HE 
kh AAR Ee. WO SET MMSE, 
SEM EN BA RSHAM BSE, REPRE oN 
易于 失去 这 种 能 。 这 就 是 引起 强烈 物理 风化 作用 的 岩石 表面 温度 

” 互 大 的 日 寺 差 的 原因 。 风 化 产物 很 快 就 会 离开 其 形成 源 地 。 近 种 
源 地 就 是 山崖 . 瞻 崖 。 物 理 凤 化 作用 的 产物 (通常 为 粗大 的 碎 悄 物 
Bi): ABA 坡度 BEY 地 区 ， 形 成 坡 BR AHE (0ocHitrE)、 冲 积 堆 : 

(poceams)“ 石 海 " 和 成 狭窄 带 状 下 滑 至 谷底 的 “ 石 流 ”。 
在 重力 影响 下 ， 在 山区 中 有 时 有 大 量 的 岩石 离开 原 处 并 向 下 

崩 著 ,形成 出 崩 (ropEart o6pax)。 同 时 和 间 下 崩落 的 物质 堆 击 碎 成 为 
各 灰 不 同 大 小 的 块 状 和 碎 层 物质 ,往往 满 布 在 很 大 的 地 区 内 ,这 种 
地 区 常常 是 一 片 石 块 杂 乱 堆 积 的 地 方 《 克 里 米 阿 虞 普 金 公园 守 的 
“FUE”. WRG ty FEHB PR ARES LU TS 

BERT ABE RRNA) i 32 (uaarmna ), ZEA SE LL_L BERD Ey De 
HOW He, PABA RET RAW. Seok WA Eze, AHS 

; SEA HK AK OE BE ARH C08. HRmag-RKyxr5)。 

流水 在 山区 进行 着 巨大 的 工作 。 山 上 的 降水 量 往往 比 附近 在 
° 323 e ， 



| BOR, (Bee OE — eG BE BT Se GRAS) 
高 度 又 开始 减少 液体 的 大 气 降水 成 硼 小 水 流失 下 政商 下 流动 , 冲 
别 着 罗 小 的 物质 。 王 流 从 陡坡 上 惫 流 而 下 ,相互 汇合 并 形成 寺 大 的 
时 水 流 。 每 一 个 这 样 的 水 流 ,在 沿 坡 面 流动 时 ,造成 较 深 的 河 模 ， 

”这 种 河 槽 往往 欧 止 于 山 琨 附近 或 互 大 河谷 底部 ;形成 冲积 堆 , 在 每 
“次 大 雨 后 泥 石 水 流 都 沉积 下 粗大 的 碎 屏 物 实 。 这 样 的 冲积 堆 常 常 
受到 河谷 中 主要 河流 的 冲 创 ， 这 种 冲 估 物质 即 呈 泥 状 或 辜 石 状 沿 
水 流 冲 走 。 

Sb RAE ER LO NP 
而 减少 了 石 块 间 的 摩擦 井 促使 岩石 沿 坡 面 绥 慢 向 下 滑动 。 物 里 体 
积 的 改变 也 可 以 引起 碎 导 物质 的 慢 移动 ; 在 于 燥 地 区 这 是 出 于 
温度 变化 所 引起 ; 在 塞 渝 地 区 是 由 于 水 在 疏松 沉积 物 孔 隙 中 冻 精 
和 融 解 时 体积 发 生变 化 所 引起 。 在 这 些 作用 以 及 重力 影响 下 ,风化 
壳 就 级 馒 地 、 但 不 断 地 下 请 至 谷底 。 

贡 区 中 的 河流 河床 坡度 特大 ;因而 它们 进行 著 巨大 的 工作 ;这 
种 工作 基本 上 在 于 加 寅 和 深切 河床 ,搬运 冲积 物 实 。 
在 高 是 于 和 雪线 以 上 的 山区 中 ， 运 动 的 冰 夫 冰 肌 冰 的 活动 对 于 

出 区 地 形 的 齐鲁 有 着 重大 的 作用 。 由 于 这 种 活动 的 精 果 便 造 成 了 
六 斗 和 冰川 围 谷 、 冰 川 谷 ( 覃 谷 )、 角 峰 等 一 类 地 形 形 大 。 此 外 ;在 万 
御 积 雪 地 区 水 进行 着 剧烈 的 塞 冻 风 化 作用 ; 这 同样 也 影响 着 地 形 
的 外 形 列 划 。 

-由 区 的 外 力 因 素 之 一 是 雪 骨 ， ANI UM. pp tev a 
be LAA SCM HDR, MATE AEM EER 
AADC: DO FSORML AEE BRAT DUB AS RPI SB 
BUIRAS FEA BUR, SEI, AEE Pe EME BR, 
BARS. Fa BORN EY AK A SE 
4B BRS EIA EIA o 

Ik AB. eSB E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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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 ERAT Le 如 为 ， 目地 地 区 是 内 外 力作 用 进行 了 强 鸡 

的 地 区 一 
_ 

= WushAOEDAHE(Pacezenene rop) 

EPTFE LAO ERY, 125 Rd DTT. EE 

RGAE PABRE 1 ks HIT As OA BB) A BB 
及 河谷 在 平面 图 上 的 分 布 性 质 )。 垂 直 切 制 和 水 平 切 制 的 原因 是 相 

| 局 的 。 山 地 的 切割 往往 一 部 分 决定 于 构造 及 构造 运 动 ,一 部 分 决定 
” 于 因 水 流 及 冰 的 活动 而 造成 的 向 深 侵 乌 切割 作用 。 垂 直 切 割 往往 
在 具有 块 状 精 构 的 地 区 (阿尔 泰 ,天 山 ) 玫 现 得 最 为 明显 ;在 这 里 大 

EAE RAD IC ABE, RPE a EP 
Soe Ly Ha Hb BK ABN 7k SHS BE fk EAS Bb Tk EAE , 
有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在 山区 乎 相对 高 度 在 较 每 距离 内 可 能 达到 很 大 

的 数值 (3 公里 甚至 更 大 )， 这 是 垂直 切割 的 标志 。 

目地 的 垂直 切割 和 水 平 切割 并 存 的 情况 ， 歼 可 使 理 地 分 成 各 ， 

ee 47 (shine Bel REET 

的 分 布 ) 类 型 。 这 里 可 以 分 出 三 种 基本 的 切割 类 型 :放射 或 辐射 状 切 

割 (JBge00pa3H0e nin pamrdagpH06 Da&CdIeHeHHe)， 列 毛 状 或 横向 切 

“| (Ilepucroe nim IOHepeqEoe pacdqreHeHre) 和 移 格 状 切 5 (PereT 一 

qaToe - paculeHeHHe ) , 

ZENG SAARI, TEA Acted AIA TRIAL 
BOF TA AS Ly RIE BIG, OHS AO. RACER 
PAHO MIRA, HEE eS, WR AVE any 
355 PLLA BIRD Ta 1 DR HH EK SG MELL AT. H 
状 切 割 的 例子 有 : 天 山 的 汉 脆 格 里 山 汇 ， 阿 尔 泰 山 的 塔 森 一 波 格 
达 一 奥 拉 山 汇 (Ta6Hm-Borra-0xraj 及 其 附近 的 山 腺 = 

歼 毛 状 或 横向 切 制 是 分 布 最 广 的 切割 类 型 。 在 山地 的 这 种 切 : 
©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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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x. 

PIES DL DY WEA FELD kB LG FAL, 5 BE Ok 
RICE th. RBH Na eRe OS RD 
FF, Mewes We RAT Ae MHS RR SEF 
$8 HE BBY PALE EGE SEBEL Rd — LL BER 
加 成 束 状 分 布 的 几 个 支 腺 :例如 有 : AE WF Wd RTECS “ER > 

克 斯 坦 出 原 , 塞 拉夫 又 出 原 等 。 
CEC ME AROS, Jeo LADS RAR RUNES 5 

iA: SRS ANE TTR LIE LEE» ROR IE RP HE 

ZENE NRE REE ERA BROWS ES 
ATS AG EL SEL He DHA EBS SEI ERE SE ， 

4 BE RAN . HESK FL KP AI RAL AE BMH ae, 
两 便 为 河谷 。 格 子 状 印 淹 的 例子 有 南 岛 拉 尔 出 、 中 痢 天 下。 

分 支 交 (Bapramaa) 出 带 一 一 山 带 旦 局 形 或 束 状 ， 且 往往 具有 

支 腺 的 分 布 , 被 时 SAS BY ISIE SRL A LE 
Sp lt ADLER RNG EREBD (OnoneHocTs ) A LIBS. HK As— 
Dy Arc BS BS LU AS CPT SE LL IR, Ee FETAL IR, PEST ASR RS ESE 
ARRANCAR ESF RES 西部 末端 又 EAR BEAN 新 的 分 

支 ); 丁 部 天 山 等 形成 巨大 的 分 支 。 
在 许多 册 区 让 同样 也 可 观察 到 山 忠 的 哈 行 羽 分 布 ;在 这 各 情 

UEP Ly BRATS RS AE 1 RE ae EE AG 
和 任何 一 个 山地 地 区 都 遭 到 一 定 方 式 的 切割 。 垂 直 与 水 平 切割 

的 程度 ,决定 于 内 外 力 因 素 , 构造 和 和 组 成 该 地 区 岩石 的 性 质 ， 及 地 
方 发 展 的 历史 。 

四 ， 山 地 的 形态 类 型 

根据 形态 特征 ， 可 分 出 三 种 类 型 的 山地 地 形 : 高 山地 形 Gs 
: 贡 和 中 高 出 (中 出) 和 低 出 ( 矮 出)。 这 些 类 型 主要 是 根据 其 主要 形 
- 态 ,而 不 是 根据 相对 或 绝对 高 度 来 划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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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 SEE 5) AT WR TIE IT 
PES HS DR, STE Pe aR, DL EAE ok 
委 冰 及 冰 的 刻 估 作用 的 苦果 .河谷 常常 下 切 很 深 契 对 高 度 一 般 和 
超过 2;000 公 尺 。 

中 高 出 的 特征 是 其 外 形 ， ere tt 山 佐 输 廊 柔和 。 这 
-种 山 的 耳 坡 ， 在 下 部 及 中 部 一 般 较 陡峭 ， 但 接近 峰 顶 部 分 则 较 平 
秦 ， 且 还 渐 具有 滩 轩 形状 。 因 此 ， 中 高 山 山 有 的 山 奉 部 分 具有 分 
裂 为 一 些 和 形 出 峰 的 漂 园 等 形 。 中 高 出 的 契 对 高 度 锡 为 1;000 一 
1,500 公 尺 左右 ;有 时 或 高 或 低 。 

有 时 还 从 出 低 出 ( 矮 山 或 小 出 )。 Seer eER RNAI 
eA W TEAK AAG Uy REF HP WL Fe ES BALE» 

g ”五 山地 的 成 因 类 型 
= - My 

根据 成 因 特 征 , 通 常 可 分 出 三 种 基本 类 型 的 出 地 : LS HE 

FA OK LL Fe Bk Lo 

1, Bie PRAT SMR AD 

3 Fs 5) eo Hb ET SS Be yA ES BY He TF IB) I BD PS 

$e, Wie WT 2 EAE As (opos HANBUTOD) EMSS SY COA FS 30) 

构造 出 可 分 为 : 

(1) #2 kil) (cuaaguraarire ropa), FAC A) AN SIRE, (3 ) 许 多 

FER I 5 

(2) PORTER VEL (rope ema ae rogpoBoB) ， 主要 由 伏 队 

FEES Bri 

(3) RAK (TasGoBwe ropst) , 1 Fa IT BR we 

(4) Pe ees sik ot Bly (ckaaqyaro—Babpacosure Toph ); 一 

(5) FABRE Ly (ckaayyaro—ranbopsre TOpHI) st 

Fa BEEP PYRE ST TE Re aL AS Se BR SP 

5S ERLE N PIX P RR MRS FAIRER TAM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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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复杂 化 了 :由 于 外 力作 用 ,对 由 各 种 不 同 硬度 的 岩层 所 形成 的 昔 
PREMERA, PELE EMR RRA RI. Mor 
FBR Seas FE Uc MaaTBamraag) 中 部 的 曼 格 什 拉克 

再 就 是 这 种 出 的 一 例 。 在 地 里 上 , 曼 格 什 拉克 出 是 一 个 宽大 30 
里 、 长 达 200 公里 的 复杂 背 匀 。 芯 背 圣 系 由 具有 各 秘 不 同 硬度 和 

、 稳 定 度 的 三 鸽 刀 、 侏 罗 筷 和 和 白垩 各 的 岩石 所 租 成 。 曼 和 烙 什 拉克 下 

的 现代 下 腥 ， 是 由 钥 成 背 公 的 岩石 遭受 外 力作 用 强烈 破坏 而 形成 
的 。 读 山 是 由 自 西北 西向 东南 东方 向 延伸 的 中 部 主 出 咯 卡 拉 套 (X- 
Kapbaroy) 和 自 东 北 及 西南 线 过 南山 的 不 太 高 的 北 阿 克 套 和 南 阿 丙 
套 山 兰 所 钥 成 。 卡 拉 套 出 贮 是 一 个 由 于 剑 怨 作用 而 出 露 的 ;由 变 
位 的 三 到 各 岩石 (砂岩 、 变 质 的 泥 里 页 兽 . 石 灰 岩 ) 所 竹 成 的 背 科 内 
核 。 北 阿 克 套 和 南 阿 克 套 是 由 上 和 白垩 和 构 的 坚硬 的 石灰 岩层 所 租 
成 。 这 两 个 山中 是 惟 破 坏 的 背 人 对 过 部 的 残留 物 ， 具 有 音 匀 山 硝 形 
状 * 在 卡拉 套 及 阿 克 套 之 间 有 一 宽广 的 低地 带 , 喜 地 带 正 是 微 章 破 
坏 的 侏 罗 纪 及 下 中 自 琶 的 岩石 发 育 地 区 。- sx 

位 于 南达科他 济 EPL ARE 附近 的 布 烈 斯 克 。 赫 尔 斯 地 其 
(3 ig ) (Baeck Xuac)(Yepustx XOIMOB) 也 具有 类 似 的 性 质 。 

由 许多 者 煞 狂 成 的 山 ” 由 一 个 单一 的 背 对 每 部 所 钥 成 的 由， 
极 少见 到 。 轻 常 看 到 的 是 由 许多 禾 狼 组 成 的 出 ;在 这 些 出 中 虽然 有 
ER RAMEE AREAL. 往 货 大 臻 具有 同一 高 度 , 都 
是 由 层 状 沉积 岩 租 成 。 同 时 福 煞 的 构造 非常 简单 : 直 的 , BE 
的 或 微微 倒转 ,但 不 是 伏 区 的 。 通 常 在 其 中 背 匀 乱 和 向 儿 醒 有 规则 
的 交替 着 。 这 种 出 区 的 例子 有 : 法 国 瑞士 的 侏 罗 山 ， 科 彼 特 达 和 格 出 
豚 , 高 加 索 达 吉 斯 坦 的 东北 部 及 其 他 出 区。 在 造 定 作用 后 期 所 形成 
的 这 一 类 的 比较 年 功 的 山 腺 中 ， 轻 常 还 看 到 地 形 与 地 质 构 造 直接 、 
相符 合 的 情况 : 背 侍 禾 煞 成 为 出 厌 和 山 带 , EP ES a Bt 
槽 相符 合 。 但 甚至 在 幼年 下 原 中 构 淮 结构 也 逐 淅 受到 外 力作 用 的 
破坏 。 如 在 下 豚 中 外 力作 用 (风化 作用 、 侵 急 溃 刷 及 其 他 等 ) 的 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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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pa eT 8e— 0 EINE SEE EE ee ee 
UE BRIG ART APT Db PES. YL SE A Hb IE 

Be. Res ee 
在 遭受 剧烈 破坏 的 这 种 山 腺 中 ; 在 地 形 的 形成 中 粗 成 祝 狱 的 

“ 问 石 的 相对 硬度 有 着 决定 的 意义 . 山 肽 出 比较 坚硬 的 岩层 租 成 ,而 
MATE REFORM AEP ES 
RHE KARMANN, IRE | 

HOFER, TEP CURES REET B— EL. RNR 
REARS 1 CITES (PEMA AD) ZEIEATIE TG) BPS 
ERB. PBK PIER (nogpepnytoe wpsg0) (PSE) aE MSE 
FEA, BHR, 最 后 消失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TREN PEER 
SUED. (RAMAN ET SS IA Ee “| 

~ Bo ATA BI LL BUA eS Bh ES Sc PO SHE 
PhD ALAG_L AL (ep Opomennsre) AIMHERR BAY IE US , LENT A IF | 

出 北部 的 许多 地 区 中 保存 了 下 来 ， 这 里 第 三 可 的 沉积 物 彼 掩 盖 于 | 
vfs As FOIE SHE AE OR ETS «SK BPE ER A TEP PD PT Je SIDE 
HEALS TER S Hh ARAEDRIAT , PURE T Be od 
a 

Bem Lah Wer as SAL MESO RS 
HIER, ARES RCL HR. POLE 
”遭受 断层 断裂 开 的 桌 状 地 区 。 在 呈 水 平 或 近 于 水 平 产 状 的 上 部 沉 
积 岩 野 之 下 ,于 块 状 由 中 通常 有 入 煞 的 ; 划 大 部 分 章 受 剧烈 变质 的 
古老 底 基 。 不 仅 如 此 , AAA SE ABS A. (TREE 
_spmepatatle  eee iti tial i 
DIES SRBAR LY BIE 0 

往 狼 一 一 逆 断 层 册 “所谓 袍 然 一 -- 送 断层 山 ， 就 是 入 绩 直 于 
铀 一 时 期 的 和 后 来 的 逆 断 屋 和 道 拖 断 屋 而 大 大 的 复杂 化 了 的 出 
K. AXP SHA ARMS. MBM, 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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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 eh ee eee 
-他 等 邦 用 于 这 类 中。 

FEWER EET, BRENT BC MS 
RGA DEAE I ZEAE SHOE SE GSU Mab AA 
Bt, LMA a FA | 

S55 SLA i Rs — PO Se 
所 特有 的 。 这 里 逆 扼 断层 面向 南 价 匀 , 物质 向 北 运 动 , 这 些 都 反映 
Zin AR Hb RAB) ,向 北 的 纸 状 弯曲 上 。 

BUM ULE BMH Ee EA 
区 。 个 别 地 块 的 特征 是 地 质 构 造 复杂 , ERGASESRMS ES 

ip AE LUA Hs HE TS EIR LY FT hE AR 
EPEAT FUE A  , ZEP REL LBE 
FMEA, EBA ET EEA, 
EMMZMAMEMER, Tame Qa 
层 将 它们 分 割 成 个 别 地 块 ， 其 中 保留 着 原 “图 34 eh Ve Lah mae 

eAOPEME In 84). ARMA ET SIAN 
i Ka A aS FR EA, A Te 
te | : eae 

构造 山区 的 地 形 发 育 HPLC RT 
可 能 是 不 变 的 。 记 的 地 形 发 育 ， 决 定 于 内 力 和 外 力作 用 的 对 比 关 
pipelines iaieanapiecieinitiiie 

FTA LIHAT WEB, Bein feb — eS LAER 
Ft) (A EGS EF HESS ETHER HOWE) , IBD AGE 
EM LAR AWGN LI REA ABI LES BE PT 
(FAAS, BBL be AOR HT ABER IE LF oe EL» 
外 力作 用 的 强度 是 随 出 的 高 度 增加 而 增 大 的 。 而 且 内 力作 用 在 任 : 

何 时 期 中 都 不 是 固定 和 不 变 的 因素 ,相反 地 ,对 最 新 的 构造 运动 的 
。330。 



研究 证 明了 ,内 力作 用 具有 波动 性 质 : 在 某 一 短暂 时 期 内 某 一 定价 
域 的 上 升 速度 整个 是 增加 的 ,而 后 双 减 级 ; 随 着 时 间 的 进展 甚至 可 
攻 转 为 下 沉 。 在 任何 情况 下 未 必 能 断定 , 在 地 球 上 有 这 样 地 区 到 
在 地 壳 整 个 历史 时 期 中 都 是 表现 着 一 个 固定 广 向 (上 升 或 下 降 ) 的 
构造 运动 。 past ‘ 

当地 区 的 上 升 必 展 ， HFS A ABT BR IE, FEA DA _ 

COPTER ASR PEMA RH ODE) 超 于 前 者 ， 

这 时 就 开始 了 下 降 发 展 。 意 立 于 对 流 层 上 层 的 山 厄 的 峰 部 遭 到 特 
别 迅 速 的 破坏 。 部 分 惟 推 积 子 此 的 碎 翌 物 时 所 保护 的 比较 低 的 出、 
际 部 分 破坏 的 较 慢 : 灶 果 胡 对 高 度 和 相对 高 度 减低 , 山坡 变 得 较为 
平 级 ,在 山坡 风化 产物 堆积 的 时 间 伍 长 。 因 此 ; 梨 蚀 强度 就 汲 渐 减 

能。 高 的 由 还 渐 降 到 了 和 雪线 必 下 ， 峰 顶 不 再 十 分 尖 创 而 亦 具 有 泽 
园 形 。 在 后 来 长 时 期 的 剑 便 作用 下 , 山 可 能 改 破 坏 , 创 平 到 儿 乎 接 

近 于 达到 平衡 剖面 的 河谷 底部 的 高 记 。 志 于 这 些 河 流 的 摆 萝 就 造 
成 了 准 盏 原 (IHodTE DaBHHH& 一 IeHeiIeH)。 在 出 区 所 造成 的 准 平 原 

Lb, BURARSME MMR TRE AM EMER. HE 
MES LCM E RE. MRE 
AAS RMSE FER ARS. ZR RI ER. 

_ AR PRE LR Be EIN SERS ORB Fe AE RETR 
的 地 段 。 
淮 平 原 类 面 ,后 求 可 以 被 构造 断裂 分 裂 记 各 单个 部 分 (地 块 )。， 

分 异 构造 运动 可 以 造成 往 希 块 状 古 。 但 这 种 出 在 本 质 上 不 同 于 原 
来 由 于 遭受 破坏 而 形成 准 平原 的 山 。 

-阿尔 泰 出 的 用 青史 就 可 作 一 例 .从 下 志 留 乞 未 到 石炭 村 ， 在 阿 
尔 素 出 整个 地 区 都 进行 着 入 希 形 成 作用 ， 这 种 入 煞 作用 一 般 是 从 
-东北 向 西南 逐 渐 推 展 的 .同时 禧 锋 中 往往 贯穿 着 侵入 兰 。 在 华 力 西 
PE AES Jes ION AB) DEAE Bd DS SEE ARE PEE BS 
FL AHERR RPE, BENT CAN ELE ER E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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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矿 源 地 的 各 种 岩石 的 途 久 体 即 与 这 种 断口 有 关 。 
阿尔 泰山 在 整个 中 生 代 时 期 ,都 是 一 个 遭受 破水 的 山区 ,地形 

是 下 降 发 展 的 -可 能 ,这 个 下 区 在 第 三 杞 开 姑 就 已 成 为 涂 平 原 或 近 
于 准 平原 的 状态 。 在 阿尔 乍 斯 祝 钥 期 〈 第 三 权 示 和 可 能 在 第 四 和 
初 ) 阿 尔 泰 的 均 夷 面 形 成 了 一 系列 的 非常 巨大 的 平 组 的 西 起 福 煞 ， 
EMMA BAAN, FSH T WY, RT aA. 
MAREE RRM PE, Hees ABER TE. BMD 
LEM TTOR A? PR. FE WA EMA, 局 尔 可 一 
库 尔 [Mapsa-Eyz5]) 占 据 着 。 第 四 所 冰川 作用 ， 水 前 优 锰 一 堆积 
活动 ,风化 作用 及 其 他 一 些 外 力 要 素 , 对 阿尔 泰 地 形 最 后 的 人 外形 
划 上 给予 决定 性 的 影响 。 | 

2. 堆积 而 (火山 ) APA URS RMT — HH a 
正 地 形 形 态 ,它们 往往 达到 很 大 的 规模 。 火 一 堆积 生成 物 , AZ 
现 为 单独 的 出 或 丘陵 ,但 往往 是 成 群 或 成 排 地 分 布 着 ;形成 淡出 十 
PAAR EAS BATA , 这 些 生 成 物 达到 很 大 的 高 度 ， 亦 即 成 
为 一 些 单 独 的 出 或 出 群 -根据 形态 特征 ,并 精 合 成 因 可 分 为 几 种 堆 
积 火 盏 生成 物 类 型 。 

堆积 火山 生成 蚁 的 外 部 输 廊 、 大 小 及 形状 决定 于 喷 出 物 里 的 
特征 ( 酸 修 或 基 性 岩 兹 ,各 种 火 成 碎 习 物 质 )， 火 出 活动 的 性 质 、 强 
度 玉 延 种 时 间 ; 构 成 火山 基部 地 区 的 原始 地 形 以 及 外 力 要 素 。 

SRST IK PSR, AEE A BORA Sz BU AE 
| BAe EPR REDE RES, EIB I 
KA EP EVE IY SH ET PSS, Ra DU eK 
“Unb DERE HE $4 ESE _L HE ABR, TE me SRI LR 
wiv, SMS PA, TPE EDEN (35°) EARS BATE 

CF , 这 种 火山 坐 成 物 没有 火 口 , LD. EPA RES BO 
100 一 200 BR, EMRE A 400 公 尺 。 罕 状 火 出 的 例子 有 法 

国 奥 佛 尼 出 的 某 些 火山 ,亚美尼亚 山 原 的 兰 多 火山 ( 阿 哈 尔 卡 拉 基 
“332。 



下 

城 附近 的 套 善 塔 浦 (CTaymmaayan) 粗 面 罕 休 及 局 达 达 浦 <《Mararan) 
湖 专 的 局 达 大 浦 火 山 , 阿 留 申 群岛 上 的 博 戈 斯 洛 夫 岛 ;也 是 这 种 容 
EU, ER ra HAO SEL BMA 5248 Fa} (Mon—Meae) p10 
fg GHB Je (Maprmnnn) RICHES HEA — PRR” 
STE Ae ROEM, CGS EK UA 

SEH y BW TR SE, HEE RE SSK I EA eS J 
HAAR ARIE HW, ACTEM IN IEA A TA Se 
eS 

JEWRIC TAs BS EBD A EIS I eK, 
AUSEMER UE RUE REAL. EEKRAMR EME 
FPL EMRE OE, FREES RH SE 
WET. JEPOK SR RB AOTEARS 其 坡度 往往 十 分 平 
绥 , 不 超过 6" 一 8*。 冰 岛 和 夏威夷 群岛 的 无 数 火 山 就 属于 这 种 类 
型 .夏威夷 群 龟 中 面积 最 大 的 夏威夷 岛 就 是 一 些 合并 的 火 出 ( 蒙 那 
FE), eA A PY LEE). ABD PRY KU IA 4,168 AR EL 

BRM LA BIE 1,247 BRMWREBRAWOS KO 
PUREE AIS DUH SL. ZR EE ES (ER 
(eG) SETAC, ARIE IE Mh A eS GAGA REK Io 

eae iy PE RAK SE | TLE CEH LR 
y= He VAR He uly EK LLY ER Be Ea ECU PIG HE BR A we 
OTR 5A REF EI), BORA “* 
Bic LW AL, AEE EIB Ath RAK PE a 
HHA Hy ME LAOREET 
度 往往 达到 35°—40°. EAS BULB AER EB 
FM ARK UAL RKO ARRAS LB 
松 喷 出 物 稻 成 的 火山 雏 ， 往往 规模 不 大 ， 高度 不 超过 200—300 公 
尽 。 在 埃 得 绩 坡 及 夫 烈 格 列 ( 那 波 利 以 西 ) 地 区 此 可 看 到 堆积 铁 。 

BORA RESID, SOLARA Ue 
*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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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AWCBKID. SAK URE A RR 
Sch BB OK EK WRK AE) RR. Bie BEE 
BERR, AMOR. BRK Meee EEE - 
M4, LIDGE RRB. EMM EET 30°—35° 
SAK AARP AE, ED BR A, EL. 
Zit PRENRMAGRS BIRR PARE - 
FB He ABs BR YK a ERE ES. IR. A 

DRAMAS HE, MAB RAK 全 
日 本 的 富士 出 、 堪 察 加 上 的 克 留 契 夫 火山 、 克 罗 诺 菊 火 山 等 即 

是 层 暑 淡出 的 个 别 例子 。 
KA EE JURE, TUE PEN BR ALE 

积 过 程 的 相互 对 比 关 系 ， 另 一 方面 也 决定 于 外 力 过 程 的 性质 和 强 
度 。 在 一 定时 期 内 ,构造 过 程 和 火山 堆积 过 程 的 作用 蒋 外 力 过 程 的 
破坏 作用 大 。 但 是 这 有 一 定 限 庆 , 在 达到 读 限 度 太 后， 外 为 过 程 就 

开始 居于 主导 十 位 。 火 卫 匆 由 于 风化 作用 , 雪 、 冰 及 流水 的 作用 等 
可 以 唱 受 破坏 。 这 时 火 出 出 坡 上 还 渐 布 满 度 硅 和 溃 兴 ; Pe 

| 顶部 向 基部 呈 放 射 状 分 布 着 。 由 于 外 力 过 程 ,特别 是 估 鲁 过 程 的 作 
FH, 火 下 匆 逐 渐 稚 破坏 ,这 种 破坏 的 车 果 最 后 可 能 造成 准 盏 原 :在 
这 种 情 癌 下 放射 状 水 系 就 成 为 过 去 火山 隆起 (火山 ) 药 标志 。 

3。 优 希 山 “如果 地 表 上 由 水 平 或 近 于 水 平 岩 层 炸 成 的 十 分 
FRAN BH ERAGE HOS, PAT 
是 平坦 的 地 区 ， BEATA NEA. EA ee. 

例如 , FAR EA se SL A 

we Ae A A BER KS OS A 在 山坡 上 竺 入 
SF he a 

单 面 山 就 类 似 于 侵蚀 出 ,在 音 am 10030 Sar | 
AUN AAP REA ee EME. Bee 
VLR SARMERAAMHE. AMTRAK 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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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 PSE Hh 5 EB) EF EET sh EE RACK 

FASE 200 公 尺 ?的 不 对 称 的 小 出 。 单 面 出 的 顶部 由 硬 岩 (往往 是 

石灰 兰 ) 租 成 。 平 绥 的 一 坡 与 岩层 倾向 一 至 在 陡 疹 高 峻 的 一 坡 上 . 

少 兰 层 头 部 出 露 . 在 许多 地 方 , 音 面 山形 成 于 具有 单 斜 岩层 的 出 前 

地 区 。 在 克 里 米 出 豚 主 要 出 判 以 北 ， Arey On KE KA, 巴黎 谷 

Ss Be SAS 5 BG LA: A 4 

Py en eee see te 

Ve FAS BD FY HHS Ae» AB fk WL EE EFT A MEF ESS A A 

比 关系 下 ， 亦 即 是 处 于 地 形 下 降 发 展 情况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 准 平 原 是 : 

侵蚀 出 下 降 发 展 的 最 后 精 果 。 

-第 二 三节” We Me ROMER W。 彩 到 关于 陆地 

地 形 发 展 的 观点 及 其 闲 价 

WM: 戴 维 斯 及 内 。 彭 克 提 出 的 观点 对 于 了 研究 陆地 地 形 存 - 

着 互 大 的 理论 意义 。 这 些 观 点 有 其 优点 和 缺点 。 43 

— W-M: Sitio 

在 研究 地 形 中 , W-M- 戴 维 斯 券 虑 到 了 较 多 的 因素 。 主 要 区 
素 有 三 :过 程 ,阶段 (年 龄 ) 及 构造 。 根 据 戴 稚 斯 的 意见 ,在 陆地 鹏 形 

”发 展 中 ,可 看 到 一 定 的 轮 迎 。 一 定 陆地 表面 发 展 的 地 理 (地 形 ) 输 浊 
-开始 于 它 突 热 的 上 升 * 过 程 是 上 述 三 因素 中 的 主导 因素 。 这 由 戴 稚 

。 斯 根据 主导 过 程 来 划分 各 种 地 理 翰 过 的 事实 即 可 明显 看 出 。 根 据 
这 一 点 而 区 分 几 种 地 形 发 展 输 过 : 侵 俩 翰 迎 、 荡 漠 翰 迎 .冰川 输 凶 、 

海蚀 坦 凶 ,从 这 里 可 表现 出 戴 维 斯 对 待 分 析 地 形 发 展 的 广泛 程度 。 

突然 上 升 的 陆地 玲 面 ,在 地 理 输 迎 释 过 一 定 的 发 展 阶段 。 同 时 
可 分 为 三 个 输 迎 阶段 (地 形 演化 阶段 ) :幼年 期 .半年 期 ,老年 期 在 
幼年 期 阶段 中 , 地形 的 特征 在 于 相对 高 度 很 大 ,外 形 尖 此 。 在 半年 

期 ， 相对 高 度 大 大 减 小 , 地 形 的 形状 更 趋 和 输 \ 平 请 。 最 后 在 老年 
° 335。 



30, UIE A SED AW.» 
在 分 析 地 形 发 展 中 ; 戴 稚 斯 考虑 到 了 地 质 构 造 ,但 是 考虑 的 委 

片面 ;这 在 下 面 将 楼 谈 到 。 
关 检 基 学 头 的 主要 优 友 在 于 其 方 法 。 这 种 坟 汪 可 昨 呈 二 寺 的 

(Jaaxmaqecfzii) 方 法 。 戴 维 斯 完 人 至 是 从 发 展 中 来 理解 地 故 形 态 的 
存在 的 。 戴 维 斯 本 人 将 这 种 方法 称谓 地 玫 的 解说 描述 法 。 

全 及 其 同事 们 拟 制 了 用 迷 合 图 式 〈Bxog-mEarpaama) fang He 

形 的 方法 烷 合 图 式 是 地 形 及 地 质 酸 造 的 符合 , 因而 为 我 们 提供 了 
地 形成 因 的 概念 。 
RAPER SEER AAs SORA. TRAN RE 

WLP 
在 地 形 发 展 中 ， 戴 儿 斯 郑 坊 到 了 地 实生 造 ,但 全 将 地 导语 造 看 

作 是 静止 的 ,看 作 是 外 力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进行 活动 的 材料 ;没有 对 构 - 
造 精 权 的 发 展 进行 分 析 。 戴 维 斯 腕 离 枯 造 千 央 来 研究 屯 壳 的 上 升 。 
戴 维 斯 认为 上 升 速度 非常 迅速 ， 以 致 不 需要 考虑 上 升 时 期 外 力 要 
素 的 作用 , 间 为 这 时 外 力 要 素 的 作用 是 不 存在 的 .由 此 就 可 得 出 结 
论 : 地 过 上升 (升降 ) 过 程 与 闽 鲁 SAR TEN TM LAR SBI, 而 
不 是 同时 地 和 相互 联系 地 进行 着 ;因此 这 不 能 认为 是 正确 的 .但 是 
应 耶 紫 出 ,当时 大 地 构造 学 的 状况 ,使 其 很 难 与 地 形 学 束 季 起 来 。 

第 二 个 缺点 在 于 地 理 ( 地 形 ) 输 浊 ( 幼 年 期 一 苦 年 期 一 老年 期 ) 
各 阶段 的 交替 与 实际 的 地 形 演化 阶段 顺序 不 相符 合 。 地 形 的 幼年 
期 是 由 陆地 裘 面 上 升 所 引起 的 输 角 的 开始 ， 然 后 就 是 地 形 的 下 降 
发 展 ， 由 山地 发 展 成 准 平原 。 而 关于 地 形 在 其 本 身上 升 过 程 中 的 
发 展 ， 亦 即 地 形 的 上 升 发 展 (由 准 下 原 到 出 地 ) 戴 维 斯 未 能 予以 说 
明 。 但 是 根据 戴 肉 斯 关于 构成 一 个 胡 一 发 展 输 负 的 上 升 发 展 及 后 
来 的 下 降 发 展 过 程 的 见解 ,地 形 有 两 次 准 平原 外 貌 ; 两 天 中 等 切 制 
VE EE HO OAS LEE. ETL, eb Ug “eheR” 
SOTERA I SAE DR EAE HOT He A WR. PL SEIT 

* 336 « 



MORSE. Blin, Rule sre” ee ROA 
“AE” HOWE TE I She WE ELI» 这 样 一 来 ， 戴 维 斯 所 
葡 定 的 输 迎 阶段， 就 泊 有 提供 有 关 地 形 发 展 方向 的 概念 。 如 果 对 
一定 地 区 地 形 年 龄 进行 了 一 系列 速 炉 的 确定 ， 并 了 解 了 地 形 外 貌 

如 何 与 年 龄 相应 地 发 生 改 变 ， 这 样 就 可 以 获得 有 关 实际 上 地 形 发 
展 方向 及 地 形 演化 的 概念 。 

SHEER HO (地 形 ) Be, 是 各 种 现象 的 封闭 的 循环 (hh 
| 4) SM 24). a 2) LRM 

ated 

的 。 

发 展 阶段 。 但 是 在 实际 上 地 形 是 不 断 发 展 的 ， 其 外 貌 是 不 会 重复 

SPO SET TR RII FORAGE Uk IRE EE 
GAT) BEE PE — tS — EL, LR TE eH 
用 的 场所 不 了 解 。 实际 上 各 地 形 形 成 过 程 (各 种 输 通 ) 的 场所 是 一 
个 甘于 另 一 个 之 上 的 。 | ss 

= W- ews 

FERMENT OUE, Ws BE EE A Re RB ERK. 

8412 FH Fe RRAB UE Pili Hh IEE = PSE -S Oh aS Ea 
结果 。 在 (1) 外 力 过 程 (2) 内 力 过 程 和 (3) 陆 地 地 形 三 要 素 之 间 有 着 
密 雪 的 联系 。 彭 克 学 愉 的 主要 精 种 如 下 : 适 过 对 可 以 考察 的 地 玫 形 
态 和 外 力 过 程 的 太守 而 使 构造 运动 再 现 。 如 果 戴 难 斯 在 研究 地 形 
发 展 时 合作 为 地 划分 出 两 个 阶段 : 地 区 上 升 和 后 来 上 升 地 段 遭 受 
HAL IBZ. Ws Fs WEBS NEA ER, DRE. 

EMIZE BRI AETHER E 
PAT DWRRA ERAN. Ht 对 作 坡 形状 的 研 

究 , 是 使 一 地 区 形态 发 展 各 个 启 部 革 洁 果 再 现 的 途径 。 

在 回 河 流 倾 斜 的 谷 坡 上 侵蚀 一 剑 鲁 过 程 展 中 可 能 有 三 种 情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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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由 于 地 区 上 升 ， WES A H 
LM ESE, AAD LEA SR < 
作用 平衡 5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就 造成 芷 站 坡 。 平 意 坡 

2. 地 区 上 升 缓慢 , 河流 下 切 作用 微弱 ; 但 : 
-是 只 要 作 坡 倾角 未 达到 最 小 限度 亦 即 访 地 区 未 - 
ROMER AN, UE Ly AMS 
破坏 。 这 时 就 产生 地形 的 下 降 发 展 , 亦 即 地 形 不 
斯 降低 ; 旭 迎 作用 超过 上 升 作用 ;这 时 便 形成 最 
后 与 流入 主流 的 水 流 的 平衡 剖面 相应 的 四 坡 。 i 

3. 地 区 上 升 较 快 ,河流 进行 着 强烈 的 下 切 上 二 生 和 不同 性 
作用 ;斜坡 上 物质 遭受 破坏 不 太 剧 烈 。 整 个 说 来 RH HRS 

上 升 作用 超过 闽 印 作用 。 精 果 便 产生 地 形 的 上 升 发 展 , 亦 即 高 度 不 
WEARS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形成 凸 坡 ( 如 图 35)。 ce 

W ¥YRRET Put MRA SKEET UREA 

HR BE Fh hy —- 3B Dil BB He (Crynenb ), x Le pR EA IS RES SSI 
ANB AEE Be, We Ee RW 
梯 地 ”, TERLER, Rea“ He” (Topaag xecrauna), 为 这 

一 和 柔 烈 梯 地 属于 山地 地 形 ,而 不 属于 出 枇 地 形 。 
出 桩 梯 地 的 形成 与 古 * 豆 克 关于 对 坡 发 展 的 观点 是 一 致 的 。 实 

人 际 上 ;如 果 在 山区 中 竹 上 升 发 展 阶段 之 后 上 升 作用 绥 慢 ,并 开始 了 

地 形 下 隆 发 展 , 这 时 在 陡 睛 的 地 形 下 就 可 能 产生 平坦 的 地 形 , 近 似 
于 平原 地 形 ( 所 性 闽 合 面 )。 如 果 上 升 作用 重新 加 快 ,这 时 在 山区 色 
入 部 分 平坦 地 形 以 下 又 可 能 再 次 产生 陡 崩 地 形 等 等 。 最 后 就 可 能 
形成 由 许多 梯 坡 竹 成 的 出 歼 梯 地 ,这 些 梯 坡 的 存在 ,决定 于 地 方 环 、 
鲁 基 面 的 影响 。 eh ii : 

J, MBS, W + 彭 克 正确 地 处 理 了 计算 地 形 芋 版 的 阅 
题 ,也 就 是 从 历 员 地 质 观 点 出 发 。 例 如 ,在 许 算 地 形 苗 龄 时 ,他 利用 
了 对 比 沉积 物 的 方法 。 这 种 方法 的 实质 根据 如 下 : 即 山 地 刘 全 和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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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Ete IHN E— MAL AT 
ERAS CEM WAR ME PS NI A AI Ae UA EM BH 
POLL Hep fk A ae Py Fc Pe Bp PE A eT, SA 3S 

联 的 。 ag. 
Pho Wei 35 Es a OR Hey DE AGL A LL EAT PS ZS Bet 

SE kB BF BBS SL, 
FAG SSAA A. — SERA (P+ A- Hi be ME (Bypater) KK + K+ Ky 
尔 可 夫 ) RPMPHALM EMRE HT he. CRBS 

78), WE HAAS BER RE IGG EA © EFI RE SSOP Ak, 冲 鲁 生 

BD BOK bit Dei EAA Ss a GE He, FE HARE » POL AK Zh 0 在 新 第 

| SRC, 山地 高 度 境 大 ， 破坏 物质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而 但 丛 粗 大 。 这 - 

样 , 南 塔吉克 的 新 第 三 杞 地 层 即 与 西 帕 米尔 地 形 有 所 关联 。 这 个 地 -， 
屋 的 垂直 变化 记录 下 了 ;新 第 三 可 西 帕 米 尔 出 地 的 上 升 发 展 过 程 。 

-此 外 ，, 彭 克 是 大 福 狼 概念 的 创始 人 之 一 ,他 对 大 裤 煞 在 地 表 形 : 
态 形成 中 的 意义 估计 很 高 。 在 现代 的 大 地 构造 学 观点 中 与 此 类 似 : 
的 见解 得 到 了 广泛 的 运用 。 

这 就 是 W. 彭 克 学 驶 的 优点 。 
在 双 , 彭 克 学 说 中 ;, 除 上 述 优点 外 也 有 一 些 严重 的 缺点 。 

观 . 彭 克 只 是 分 析 了 侵蚀 一 全 蚀 过 程 , 只 是 一 个 轮 凶 一 侵蚀 轮 : 
凶 。 在 其 视野 中 没有 包括 : 海 怨 、 荒 诺 过 程 及 冰川 过 程 。 因 而 风 * 彭 
村 
Reser Ake wx 2 : 
ANF? A TET, W . EE ET — AOA 

梯 地 ”。 根 据 凤 , 彭 克 的 意见 , LA BLE PRIA RN: 
FE LISS FE IG CAS PE (ARBRE) ,在 震 休 的 坡 上 形成 梯 坡 。 查 对 于 
许多 山地 来 党， 这 个 图 式 可 能 与 实际 不 相符 合 (阿尔 卑 斯 .中 亚 许 
pK). SEM AED ATURNOE, We BiEMHyS LAWN 

SAFE We He CRE) BH. TES be 如果 上 升 速度 均匀 ,和 和 组 ,山地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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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是 不 可 能 形成 的 。 由 此 可 见 W， 彭 克 的 见解 较为 抽象 ， 他 不 能 用 
表 自 己 这 种 分 析 的 实际 运用 。 

其 次 应 指出 ， 可 能 过 条 状 隆起 ( 呈 大 福 煞 状 ) 在 自然 界 中 往往 

被 构造 断裂 及 断层 复杂 化 了 。 陆 地 被 分 裂 碟 沿 裂 际 分 借 错 动 的 地 
Be, We BH RX th LR TES FLA. : 

TBE PY FL, SEW M RRMEIE RW 5s — TS 

新 我 们 ， 这 些 观 点 有 其 优点 也 有 些 缺 点 。 同 时 无 论 其 中 那 一 种 观 

RA, EPR, 都 不 能 回答 研究 地 形 的 科学 所 提出 的 任务 ， 但 

-其 各 个 优点 是 值得 注意 的 。 

-第 十 四 节 大 陆 侠 造 的 基本 特征 

一 ”大 陆 构造 的 特点 

在 这 里 我 们 将 研究 各 大 陆 粮 造 的 特征 .但 应 指出 ;每 一 大陆 都 
具有 一 定 的 特点 ,同时 在 车 构 方 面 与 租 成 洋 底 的 型 壳 部 分 类 似 。 例 
如 ， 陆 吝 区 和 地 模 区 在 大 陆地 区 和 作为 洋 底 的 地 珊 区 起 都 可 昂 
Blo 。 地 壳 中 各 种 不 同类 型 和 规模 的 地 质 糙 构 ， 可 能 无 论 在 大 陆 、 

范围 内 和 大 洋 范围 内 都 可 观察 到 。 地 质 糙 购 系 由 张力 和 压力 、 重 
力 、 均 衡 作 用 所 造成 。 由 于 挤 压 力 和 张力 产生 矫 锋 构造 ,构造 有 裂 焰 
:和 各 种 不 同 规模 的 断裂 

这 些 作用 的 来 源 ， 关 用 与 岩 北 多 里 的 运动 以 及 地 壳 物 实 和 地 
壳 下 部 物质 的 放射 性 星 变 有 关 。 放 射 性 暖 变 与 物质 的 物理 化 学 变 
化 有 关 ; 根 据 许 多 地 质 学 家 的 意见 ,这 种 变化 反映 在 地 壳 的 垂直 运 
动 中 。 无 论 酸 性 或 基 性 侵入 体 ;在 一 定 程度 上 都 具有 放射 性 。 

作为 构造 作用 分 力 之 一 的 重力 ， 无 疑 对 地 壳 运 动 过 程 输 予 一 
FEV Mo : 

均衡 运动 ( 开 8ocTaTE9ecKH6 [Buxenus) FEHR BRP 

@ 这 种 观点 并 未 得 到 公 嗣 ,但 可 能 是 运用 最 广 的 观点 。 
.340。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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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BA EN oS He ERE RY WE PA 
eF AMG, BREF BOLE EP FABRA BS 

EB. ARERR, ORS PMR. 地 形 的 隆起 
和 下 沉 ， 可 直 地 壳 各 个 部 分 具有 不 同 重量 来 解释 。 同 时 地 老 的 窗 
度 ， 无 论 在 垂直 方向 或 在 水 平方 向 由 于 租 成 地 壳 岩 石 的 性 质 不 

- 洞 ,都 有 着 很 大 的 变化 。 ig 
A+ We Si RWG RITE BS GE b (Bupanznpanne) 4 

趋 劳 。 他 完 公 正确 地 指出 ,由 于 地 壳 中 具有 地 壳 均 衡 不 能 克服 的 凝 
聚 力 (Cara cHeIIeHER) ,所 以 不 是 帮 常 都 能 达到 均衡 。 

EBA RAE) WT SAS HERES 
FRAZER Dee, ZEAE ANA Par a PFE Ee DC 

PRT SE FAB) EEE, PEE HOR ERIC ORE EEA 
SA Ze BS Mase Beh RE 

DURE, “HASTE LRA Hh AG 79 Et SBI 
BRB” @ o PAE Us ABR BE HERG BH PED ik — BF 
PE HAE EMME, - 

“所 请 地 槽 区 域 即 地 过 上 运动 剧烈 并 且 多 样 化 的 地 段 。 通 常 所 
丑 造 陆运 动 的 垂直 升降 运动 ， 在 这 些 地 区 有 着 相对 地 很 大 的 速度 
-和 振幅 ;整个 地 区 的 上 升 和 下 沉 , 使 地 区 碎 裂 成 具有 极端 不 同 速 度 “ 
且 有 时 具有 不 同方 向 的 运动 着 的 各 个 地 块 。 各 个 地 段 运 动 的 这 些 
差异 ， 就 使 地 槽 区 域 分 裂 成 一 系列 的 凹 地 (Bmarraa) (HEY) 和 高 
起 的 地 块 (大 背 料 )， 因 而 决定 着 为 地 槽 区 域 所 特有 的 高 低 十 分 悬 
We HOPI AS aT As «| RET ARH A Ee AP SS BH, TS 
SE SOA IL ABE OE AE HEI HA IT aE ET 
SDR INR CE AERIS UKE. oF OE 
+A BPR HWE AULT AGF Ze, FERRE: PERE ZK FRE fit Lh 
TERED, UU HOHE RR, ABNETT OE HIRE, PERSE NT HERR 

© KK BRPK BEAM RMR, 19484, 115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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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厚 的 沉积 岩层 @ 。 
另 一 烙 构 体 的 特征 如 下 : veo 
“Fe litt GEIR, Fei EEE PE BER FPS 

Finis BY AR Fa Hat SE ES ANGI, 因此 ,这 个 地 区 基本 上 特有 宁 
BMI. EM AME MERE HT EU RMARARARM - 
VOTER. RRA ART GERM RS DE _ 
HPS ANE A a, EAP Ebi a AEE LP 
的 深 处 。 陆 台 上 的 火 册 作用 通常 进行 的 很 微弱 ,只 是 在 陆 吝 发 展 的 
特殊 时 期 地 有 大 规模 的 表现 @ ” BMRA Pa, we 
者 位 于 深 处 ; 苦 被 年 龄 较 晚 的 水 再 或 近 于 水 平 的 沉积 岩层 所 复 盖 。 
ACER EMH LEMAR SEH, RE 
台 的 特有 现象 。 
陆 台 和 地 槽 区 域 不 是 什么 固定 的 和 不 变 的 。 每 个 地 千 时 代 都 - 

有 着 这 些 地 壳 基 本 构造 要 素 的 特殊 分 布 。 地 槽 区 域 在 遭受 福 绒 和 
侵入 以 后 常常 失去 它 所 固有 的 不 稳定 性 而 转变 成 陆 训 类 型 的 构 
造 。 关 于 现代 地 槽 区 域 ， 它 的 分 布 和 人 性质 的 半 题 脊 无 统一 的 意见 。 
PSS Zw ERAT: 阿尔 汉 格 尔 斯 基 , B.A. 彼 特 洛 含 
夫 斯 基 等 人 ) 的 意见 ,新 生 代 山体 构造 (TopHEHIe co00p7yeHEH) RA 

的 地 区 属于 地 槽 区 域 . 哆 如 , 沿 着 欧洲 南部 而 后 向 东 延 伟 到 印度 支 
那 的 欧 亚 大 陆 山 带 就 是 处 在 普 逼 上 升 阶段 中 的 地 槽 区 域 。 显 然 ,可 
以 把 沿 着 亚洲 东部 边 称 伸展 及 包括 着 卉 察 加 、 千 岛 群岛 和 日 本 群 
岛 ̀ . 鄂 夫 欧 克海 和 日 本 海 在 内 的 地 带 看 作 是 现代 地 槽 区域 的 一 例 。 
这 个 地 带 悉 而 向 南 向 马 求 群岛 方向 延伸 。 

对 测 高 图 (TzmeoxeT7prqecEagf EapTa) (see USS he A ae 

色 图 ) 和 构造 图 进行 比较 ,可 使 我 们 作出 下 列 千 论 。 地 球 上 最 高 的 

@ A-d- 阿尔 汉 格 尔 斯 基 ; 苏联 的 地 质 和 结构 和 地 质 史 ， Fil THER, 1947 年 > 

45 一 46 页 。 
@ 同上 书 ,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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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RAESEE RS FORT A RCRA CAPRA ZEAE LMR 
sR RE CRRA RO 
BE 5 HO De 2 RAI 

” AAPETT A, 2onh eAOWE BES CIE, 存在 一 定 的 关 
ATRESIA 

= 大 陆地 形 发 育 的 一 般 特 征 

/内 力作 用 对 地 形 的 改变 ， 主 要 是 通过 地 者 的 上 升 和 下 沉 而 进 
行 的 。 这 些 运 动 就 是 升降 运动 和 沿 幅 线 方 向 的 运动 * 地 表 上 地 壳 的 
升降 泛 勒 与 外 力作 用 相抵 仍 ， 外 力作 用 对 由 内 力作 用 所 造成 的 起 
伏 不 平 的 地 形 具 有 平 责 作用 。 由 于 地 形 遭 受 外 力 平 夷 作用 指 精 果 ， 
就 造成 具有 一 定 高 度 位 置 的 一 定 的 地 形 形 态 ( 海 健一 堆积 在 原 , 侵 
全 准 鞭 原 等 地 形 形 态 )。 同 时 每 一 种 具有 特殊 表现 的 外 力作 用 ( 海 
鲁 二 堆积 作用 ,水 流 的 侵 便 一 堆积 作用 ， sash iano a 
作用 ) | SBPD IE RUSE PK IES 

每 一 种 占 优势 的 外 力作 用 ， 本 国庆 
后 就 形成 特殊 的 天 面 。K .KK， Hy RAYA R'E AAR HE (ypoBeHHasi 

-MOBEPXHOCTB), BY HES ZK HE (reomopoxormueckas YPOBEHB), 他 

共 划 人 甸 了 四 个 地 瑶 水 准 面 : 

A) 海 仔 一 堆积 水 准 面 ( 海 健一 HERE BORNE) 

(2) Se il Ta ASE REZ J 2k HE ERD 

BS) SARE , SEEMS UCD Ai as ER HIE IE AS 3 

(4) abl ihok He CUTA SST AS ZK YET), 3 HEAT ISIE 

Bika 2 A AE FA «WE es Fi ES HS 2, $7 HE i AL 

EATER HER FETGAS _., ERWFE RE 

PLE Pre aS PB auc He FG : 

CL) FEF PAG 7K RBS Te FE A ST Bh — HET ZB ik 

(2) FWA AMEMR H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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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雪线 附近 的 特殊 地 形 形 态 ( 冰 斗 、 角 峰 及 其 他 )， 
(4) 由 进行 强烈 的 外 力作 用 (首先 是 风化 作用 ) 所 造成 的 山顶 

RH. WRN ARRON” 
“实际 上 释 常 进行 着 地 壳 的 垂直 升降 运动 ， 因 而 就 引起 丢 某 种 

外 力作 用 所 形成 的 地 形 类 型 空间 位 置 的 改变 。 对 地 瑶 水 准 面 地 形 
的 研究 ,使 人 们 能 确定 它 的 变形 。 归 根 千 底 , 这 一 点 就 可 使 人 们 对 
整个 地 球 范围 内 个 别 内 力 和 个 别 外 力作 朋 的 相 下 作用 进行 分 析 。， 
对 地 貌 水准 面 的 研究 在 这 种 意义 上 来 竟 ， 就 能 促使 我 们 断定 最 新 
的 构造 运动 。 | 

1 

/ 三， 地球 表面 地 形 的 从 级 (czymear) 和 海陆 起 伏 曲 缕 
/ 

‘ 

关于 地 球 硬 壳 部 分 地 形 的 一 般 图 式 ， 可 用 梳 计 方法 求 得 ， 其 
法 为 在 图 上 测量 最 典型 的 各 硫 高 度 和 深度 所 占 的 面积 。 这 些 和 统计 

材料 也 可 以 答 成 所 刘海 陆 起 伏 曲 入 (如 图 36)。 Ss ea RB 
phere ns pliers 
海陆 起 伏 曲 缠 , 描 出 了 地 壳 玫 面 烷 合 的 剖面 图 ,提供 了 关于 地 

壳 互 大 起 伏 的 鲜明 概念 。 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大 陆 涂 淮 和 大 陆 坡 ( 即 
从 0 公 尺 到 2,500 公 尺 左右 深度 的 地 区 ) 属 于 大 陆 。 高 山地 区 和 

深水 海 调 起 着 次 要 作用 。 在 陆地 上 高 度 大 部 分 兰 小 于 1,0008R, 
而 在 大 洋 中 深度 大 部 是 3,000 公 尺 一 6,000 公 尺 。 大 洋 底部 和 陆 
地 表面 形成 地 壳 表 面 两 个 高 度 极 不 相同 的 水 平面 。 

总 括 上 壕 , 我 们 可 以 说 ,地 球 硬 壳 部 分 表面 ， 可 分 为 十 个 最 大 

的 地 形 要 素 一 一 大 洋 凹 地 (平均 深度 为 3,800 BAR) 和 大 陆 (平均 
高 度 为 875 公 尺 )。 因 此 ， 呈 独特 的 巨大 洗 地 状 的 大 陆 平均 高 出 于 
世界 大 洋 底部 达 4;675 公 尺 ,地 球 硬 壳 部 分 地 形 的 次 要 部 分 ,是 通 
常 位 于 大 陆 附 近 的 深水 海 测 ， 以 及 通常 位 于 大 陆 边 称 部 分 的 高 看， 
地 区 。 至 于 大 陆 汛 潍 和 大 陆 坡 普 应 属于 大 陆 。 如 进一步 仔 租 地 研究 

大 陆地 形 时 ,人 可 分 出 一 个 鹊 占 3,000 万 平方 公里 (或 地 球面 积 的 

se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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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a 
ee 6 平面 

(C+ Be RFS e se) 
图 36 PERM. 

6%) Wes WOZP IH i, 
整个 说 来 ,比较 平坦 的 空间 : 海底 (- 5.750 公 尺 以 下 ) ,陆地 上 

不 高 的 平原 和 卫 棚 (由 十 1;000 公 尺 到 一 200 公 尺 ) 和 高 的 均 夷 面 

(1;000 公 尺 久 上 ) 的 面积 占 在 地 形 的 大 部 分 。 这 些 等 级 各 占 地 球 
ELI RWS 55.7%, 26.3%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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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2 B 

第 一 节 -生物 图 的 一 般 知 蕉 

f - 

一 生物圈 的 概念 

生物 圈 的 本 意 ; 是 指 生 命 的 圈 层 或 外 壳 。 生 物 图 学 说 的 创始 人 
是 B ,五 .维尔 业 攻 基 。 他 研究 了 关于 符 物 轿 的 基本 原理 首开 明了 
ATA BARE. B+ UL + 维尔 精 茨 基 认 为 生物 圈 是 进 
行 着 生命 过 程 的 地 球 的 上 层 外 壳 。 在 生物 圈 中 有 两 种 物 导 : 无 机 物 
UDR EERE A , RIGA upoe BeIrecTB0)。 生 物 圈 包 括 整 
个 水 围 ,岩石 圈 上 部 各 层 和 大 气 围 下 部 各 层 ( 主 要 为 对 涨 层 )。 

AL, AAS Ay ALA Caso 0DTaHE3ND) 一 一 植物 

HIDEO BHAT. LEAs ER eH TM 
DAKE .岩石 团 上 部 各 层 及 天气 转 下 部 各 层 。 

和 国 和 是 一 个 所 大 的 地 天 化学 只 家 的 人 人 最 
强大 的 地 球 化 学 力 。 
“生命 是 蛋白 体 的 存在 形式 。 这 种 存在 的 形式 ) 实 蛙 上 就 是 这 

些 蛋 白 体 的 化 学 成 分 的 不 断 自我 更 新 "@ 。 生 命 过 程 的 实质 ,在 于 
生物 体 不 断 的 和 同时 的 合成 和 分 解 .同化 和 异化 。 生 物 ( 蛋 自 ) 体 利 
用 着 周围 环境 的 物质 和 条 件 并 使 它们 成 为 自己 的 粗 成 部 分 〈 使 其 
与 本 身 相 同 ); 这 种 过 程 叫做 同化 过 程 。 但 与 同化 过 程 的 同时 也 发 
生 着 生物 体质 点 的 分 解 过 程 ,它们 的 解体 过 程 , 即 异 化 过 程 。 在 这 ， 

® DD, RAAT: ALAR -P ACR), SEAR, 10958 年 94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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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种 过 程 的 一 中 进行 着 生物 体 的 自我 更 新 ， 随 着 这 两 种 过 程 的 
停止 ,生物 体 即 行 死亡 。 | 

一 切 生 物 有 机 体 的 特征 ， 是 通过 新 陈 代 寻 的 方式 来 进行 它们 
与 周围 环境 的 不 断 的 相互 作用 。 有 机 体 不 断 地 将 外 界 的 一 定 物 摘 
吸收 到 自己 体内 ， 同 时 也 不 断 地 将 自己 体内 的 其 他 物质 分 泌 到 周 
围 环境 中 。 植 物 在 进行 营养 作用 时 ,从 土壤 中 吸取 嘱 溶 液 和 水 ,从 
众 气 中 吸取 二 和 所 化 碳 气 ;同时 植物 在 进行 呼吸 时 ,又 从 空气 中 明 取 

和 氧 而 放出 二 所 化 碳 气 。 动 物 有 机 体 同样 也 从 周围 环境 中 吸取 食物 、 
水 及 氧 等 一 定 的 物质 ， 并 分 泌 出 自己 生命 活动 的 产物 一 一 二 氧化 

RTF RHF 

在 同 外 界 环 境 的 不 断 相 互 作 用 中 ， 有 机 体 改 变 着 外 部 环境 的 

化 学 成 分 。 同 时 ,有 机 体 自 周 园 环 境 中 所 吸收 的 物质 被 其 体内 的 帮 

胞 所 同化 ,成 为 活 质 的 租 成 部 分 ,因而 也 在 某 种 程度 上 改变 着 有 机 

体 本身 。 由 于 同 外 界 环 境 的 相互 作用 ， 有 机 体 本 身 便 不 断 地 改变 

着 ,同时 也 改变 着 周围 的 环境 。 

随同 地 球 上 最 初 的 极 简单 的 生物 的 出 现 ， 就 产生 了 有 机 体 通 

过 新 陈 代谢 同 周 围 环 境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联系 。 

所 有 这 些 见 解 ,使 我 们 可 以 认为 ,将 生物 体 ( 有 机 体 ) 同 周 园 环 

AIH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所 谓 生 物 圈 不 仅 应 理解 为 生活 在 地 球 

主 的 各 种 有 机 体 的 总 合 ,同时 还 应 理解 为 围 绪 着 生物 的 环境 ,也 就 

是 整个 水 圈 、 岩 石 圈 上 部 各 层 , 大 气 圈 的 下 部 各 层 。 

和 睹 物 有 机 体 ;在 新 陈 代谢 过 程 中 , 同 周转 环境 的 相互 关系 ， he 

本 区 别 于 各 种 非 生物 体 的 这 样 一 些 相 互 关 系 : 环境 对 非 生物 体 的 

作用 可 以 引起 它们 的 破坏 .分 解 ,而 生物 体 只 有 在 与 环境 的 相互 作 

用 ,物质 交换 的 条 件 下 才 有 可 能 存在 。 关 于 这 一 方面 李 森 科 院 士 写 

道 :…… 有 机 体 和 外 界 环境 的 相互 关系 与 非 生 物体 和 同一 环境 的 

相互 关系 具有 原则 上 的 区 别 。 主 要 的 区 别 在 于 非 生 物体 和 周围 环 

境 的 相互 作用 ,不 是 它们 保存 下 来 的 条 件 ， 相 反 地 ; 却 是 促使 它们 
*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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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 的 条 件 。 相 反 地 ， 如 果 生 物 有 机 体 腊 离开 已 所 需要 的 外 办 环 
境 条 件 , 它 就 不 能 再 成 为 有 机 体 , 生 物 就 不 能 再 成 为 生物 了 5 生物 
与 周围 环境 及 不 断 新 陈 代谢 作用 的 条 件 具 有 不 可 甸 制 的 联系 ”@ 。 
从 新 陈 代谢 中 产生 了 作为 其 必然 后 果 的 有 视 体 的 二 切 其 全 的 生命 
特性 :感应 性 ,运动 性 .生长 繁殖, 发育 . 址 传 性 .变异 性 因此 有 本 
体 所 同化 的 和 用 来 可 成 自己 本 体 的 环境 条 件 的 改变 ) 会 引起 新 陈 ， 
代谢 的 改变 、 活 里 的 烙 构 和 成 外 的 改变 、 它 的 特性 和 壬 的 改变 ̀  它 
的 遗传 性 的 改变 。 这 个 和 结论 对 于 笠 会 主义 农业 实践 、 医学 及 其 他 科 
学 部 门 , 有 着 巨大 的 理论 的 实际 的 和 实用 的 意义 。 | 

二 有机体 适 应 环境 中 各 自然 条 件 的 范 轩 

及 有 机 体 分 布 的 空间 范围 

地 球 上 生命 的 自然 CMR He, 因 些 活 质 分 布 很 广 。 当 然 ; 
在 生命 分 布 的 边 特 地 区 内 《在 较 高 的 大 气 围 各 层 中 和 兰 石 圈 中 相 
当 深 的 地 方 ) 仅 能 见 到 生物 的 一 些 稀有 的 代 玫 ; 

铬 色 植物 在 生物 围 中 分 布 的 范围 比较 有 限 ; 因 为 对 季 它 们 的 
生存 ,需要 太阳 放射 能 和 基 袖 ,这 种 基质 是 它们 的 一 定 支 桂 拓 向 省 

们 提供 次 村 的 矿物 和 质 。 所 以 它们 仅仅 分 布 在 岩石 圈 和 水 圈 的 玫 面 
DIB AR ARE BE AISA 200—400 AR WLI BREDA ET 
BEE ARH HOUR EE 0 BBA PT DI Sey A FW LA ES 
PEC WS BOT EIS PBA EB EMMA BE 5 JF 
Ath TEM PERSE RARE PALF AAI EMT 
DL BI Aa DAR. 3 

SAP ADE J AON A LAE Sh ER PRE 
i HN TO Dt 140° CHAE TE TOE 
PERSP FY Cth 180°C AUN EE, Ti AE DU aah S eee 

回 “ 工 . 世 . 李 森 科 : 农业 生物 学 (中 文 版 )， 新 农 出 版 得 ，1952 4, 
(RPK we RE RR— ae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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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o fn Fi WO FOF Hee PR aR Hs ( FE—258 °C) BY DIARIES 
10 小 时 ,在 液体 空气 中 (在 一 190°C) FY DARE E ARTA ILA 

Arie, AE VA ANAT FTE PIRBSE 8,000 个 大 气压 而 不 受 损害 ,酵母 则 
WY LEE 8,000 个 天 气压 5 同时 , 某 些 有 机 体 的 种 子 和 狗 子 可 久生 

ELPA ELMAN LPR Ee 
Bw RIMS , MY EMBED A Ae , 便 可 以 复活 
BREAERO >  “， \ | 

WRF ELA 1°—2° C Bab AD Aaa Bi 在 95° C AY BA A Fe 

a EH , 84h EF 80° —82°C By, WT BOWER MER 

BpE DS , NSE EAI TREN (—9° C MEE MIE, (LEAK 
Fee WAT CURE -—15° C R—17° C 的 严寒 ;而 在 经 过 培育 以 后 ,其 
焉 可 到 抵抗 二 20” C 和 一 25”C 的 严 塞 。 苏 联 南部 干燥 地 区 极 高 的 
温度 同 料 也 对 水 壳 发生 有 害 的 影响 。 当 温度 为 38" 一 40" C 时 ， 在 
冬小麦 中 可 观察 到 引起 植物 死亡 的 气孔 公 部 张 开 (麻痹 ) 的 现象， 
这 种 现象 如 稳 粮 :15 一 25 小 时 冬小麦 即 可 死亡 ， 如 焰 炉 10 一 17 小 

BY Fe NZ BVT FE 0 

“二 类 部 分 最 简单 的 动物 只 能 在 温度 不 超过 各" 一 50"C 时 第 存 ， 
但 是 它们 能 够 括 抗 长 期 的 冰 浆 。 节 足 动物 一 一 晴 , 绑 蛛 ,昆虫 一 般 在 
热度 达 85" 一 48"C 时 即 可 死亡 ,而 在 温度 低 于 10° C RE PRR 
为 了 不 活跃 上 优 硬 2 状态 。 飞 煌 的 幼 晶 只 有 在 温度 为 228C 到 8389"C 

时 式 能 行走 ;温度 高 出 和 低 于 这 个 界 半 都 会 使 这 些 幼虫 死亡 。 
eh tin Bho CASE AIM FL IE Sy By) AT RAR TEED 

We EAM BEE RACE 8 Bilin , HEI BLS SOE HT 
$6 40° C2, MET VES 33° C 时 它们 就 会 死亡 。 许 多 动物 在 

答 种 不 同 变 化 的 温度 条 件 和 湿 记 条件 下 ， 有 具有 各 种 不 同 适 应 生存 
的 能 力 。 

生物 围 的 界线 决定 于 能 以 枣 受 环境 中 一切 可 能 的 自然 条 
@ “A+ He AWE: MERLE, AE 2, 1934 年 , 274 页 注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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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一 最 高 温和 最 低温 ， 最 高 压力 和 最 低压 力 、 最 大 湿度 和 最 小 浊 
度 等 一 一 的 生物 。 

地 球 上 生命 分 布 的 (最 可 能 的 ) LILA CEERI Ry 
晨 可 以 吸收 能 够 杀 死 最 稳定 的 孢子 即 杀 死活 质 的 太阳 紫外 线 。 但 ， 
是 在 平流 层 中 在 22,000 公 尺 的 高 度 信纸 发 现 了 多 种 不 同 翘 菌 和 
霉菌 @ 。 这 一 点 提供 了 关于 生物 圈 上 界 的 概念 。 

Hy AXE ZEB OK PHB ACE A RE. FEO 
PLANTS OK SEPE ESE, PRR ZEVETA 128 公 尺 处 的 地 下 水 域 中 
RAT thy eM UB ARK 2.5 一 3 BB, 即 有 石油 存在 
的 地 方 ,在 这 里 生活 着 一 种 特殊 的 菌 群 。 大概 ,在 距离 地 表 3 一 3;5 
公里 以 下 的 地 方 , 由 于 特殊 的 热力 条 件 生物 已 克 不 能 生 厦 。 但 是 当 

氏 孔 深度 超过 3--3.5 DS, At HT REFER 
的 深 处 有 机 体 在 大 洋 底部 岩石 圈 中 分 布 的 深度 还 不 够 了 解 。 

= ” 活 质 及 其 分 布 特征 、 

维尔 攻 蒋 基 认 为 ， 活 质 是 生活 在 生物 转 中 的 一 切 有 机 体 的 总 

和。 在 自然 界 中 有 两 种 基本 的 生物 : 植物 和 动物 。 根据 各 个 不 同 

学 者 的 材料 ,动物 种 的 数目 鸥 为 1;000,000 到 1,500,000 my 

种 的 数目 则 接近 500,000 区 1,000 种 。 

现在 条 不 能 指出 活 实 重量 的 精确 数字 。 但 是 也 全 确定 了 一 个 

VER. HER LEME BAMBBWA 0X10" Mi, H+ A> BRAM 

基 引 用 了 下 列 数 字 : DAM BREA 10” 吨 ， 动 物体 的 总 重 

量 为 10” 吨 @ 。 

活 质 的 重量 可 与 地 壳 上 部 各 层 兰 石 的 重量 进行 比较 。 B-U- 

ME AR SRA JA — Ba — AEST TBP. ZE 19 HEAD, FEL 

海上 空 信纸 观察 到 蝗虫 自 非洲 向 阿拉 伯 的 大 规模 迁移 。 蝗 群 达 到 

 @ He A+ BAM: WPS. BR heat, 1951 4F, 5 Re 

® MEB,3H.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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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立 方 公里 ,甚至 更 大 。 这 一 蝗 有 群 的 重量 为 4.4x107 吨 。 对 于 这 
种 类 似 的 现象 昆虫 学 专家 井 不 感到 任何 奇怪 。 在 复杂 而 又 极为 万 
天 的 生物 界面 前 ， 蝗 群 只 不 过 是 一 件 微不足道 的 和 瞬间 即 逝 的 事 
实 。 存 在 着 更 为 无 穷 巨大 而 雄 傣 的 现象 , CATED HEH 
断 的 再 瑚 和 石灰 质 藻 类 构造 .大洋 泛 游 生物 的 生命 薄 层 .局 尾 藻 海 
中 的 浑 游 藻 类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的 亚 寒 带 针 叶 林 、 南 美 及 非洲 的 执 
带 森 林 一 都 是 这 类 现象 的 例子 。 但 是 ,这 只 不 过 是 无 数 同类 现象 
的 个 别 事实 。 活 质 的 这 种 重量 可 以 与 许多 岩石 的 重量 相 比较 ”"@ 。 

在 坐 物 圈 中 ,有 机 界 的 积聚 物 同 岩 石 、. 液 体 水 和 气 团 在 不 根据 
它们 的 重量 ,而 根据 芒 重 量 所 占 体积 的 性 质 时 ， 更 可 以 进行 比较 。 
虽然 活 硅 的 重量 和 体积 同情 性 物质 (岩石 ,水 空气) 的 重量 和 体积 
比较 起 来 很 小 ;但 在 生物 所 固有 的 不 断 运 动 的 情况 下 ,生物 集中 和 
单独 分 散 的 作用 会 增加 到 最 大 的 限度 。 活 质 的 各 部 分 一 一 各 种 有 
机 体 一 一 往往 是 比较 自由 的 ,常常 是 分 离 的 和 雾 散 的 。 它 们 可 以 散 

布 在 广大 的 空间 内 ， 但 同时 ,从 地 球 化 学 的 观点 来 看 , 蕊 全 仍然 是 
一 个 六 一 的 生成 物 , 与 惰性 物质 有 显著 的 差别 。 | 

FUE, RRB SSL, TL LE AS BY BP TE BIS 
HREAECRRELRARRMMK, HARES EMSRS 
MoE 
RRM i BRR A UATE. AA AUK 

分 布 。 | 
7 eA VAT EP A 27 PERL A AE 5 AL A 

| Fy PEA PUR IEE , Ho BOS SS LE TI HEA) EET 
一 定 的 物质 交换 。 动 物 沿 着 这 个 基质 和 在 其 内 部 运动 着 。 有 机 体 主 
要 生活 在 岩石 圈 的 上 部 各 层 , 其 厚度 为 几 十 公分 ， 很 少 为 几 公 尺 。 
一 般 即 在 土壤 层 中 。 在 这 一 层 中 包括 植物 主要 的 地 下 部 分 并 暂时 
BRE 7 HEALTH 9/10 的 昆虫 ,它们 基本 上 处 在 幼虫 阶段 ， 同 时 还 

© B-- MRR, G1, 1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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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iP HP th ee RT ARE RS CS . 3B HY 

AB SUK TES A ad FOIE Ta 0 但 是 是 好 可 以 据 入 岩石 圈 玖 松岩 层 中 

FES 公 尺 的 地 方 , 茶 些 跑 贞 类 动物 (如 土 柚 和 鼠 ) 则 可 掘 到 5 一 6 公 

Ro RRM HS. MAIL TARE, RAD BDA ED 

才能 达到 。 在 特殊 情况 下 ,在 100 多 公 斥 深 处 的 地 下 积 水 面 地 中 可 

芒 发 现 鱼 类 ( 丈 银 )。 个 别 种 类 的 秋元 在 3 公里 左右 深 处 可 以 见 到 。 

信 们 在 欠 孔 时 可 将 组 菌 带 双 更 深 的 地 方 。 

在 大 气 围 中 活 质 集中 在 其 最 低 各 层 中 , 即 在 与 岩石 图 交界 , 厚 - 
度 由 几 公 分 到 几 十 公 尺 的 空气 层 中 。 温 带 森 林 ( 亚 热带 针 叶 林 、 混 
交 林 、 关 时 林 ) 平 均 高 出 土壤 5 一 20 公 尺 ,仅仅 少数 乔 林 高 达 30 公 
尽 。 热 带 的 森林 要 高 得 多 一 一 可 达 40 一 50 公 尺 ， 个 别 的 乔 未 高 达 
50 公 尺 ,其 到 更 高 。 最 高 的 乔木 是 核 树 和 村 杉 的 某 些 种 ; EMR 
度 可 达 155 BR ERE LEBANESE LAB. AERA 
PMLA AEN [ER 60% BPA 75% Ph LBD ， 
都 能 飞翔 ,可 是 为 了 休息 和 繁殖 它们 必须 依靠 陆地 和 水 。 

岛 类 向 上 可 以 高 飞 达 几 千 公 尺 ， 但 是 通常 它们 改行 的 高 度 不 
超过 兄 百 公 尺 ;甚至 它们 很 少 能 在 1,000 公 尺 的 高 度 进行 飞翔 。 几 
平 各 种 最 能 飞行 的 昆虫 二 般 只 能 在 不 高 出 20 BRAG 
各 层 中 飞行 。 高 出 这 个 界线 ,昆虫 及 其 他 一 些小 的 有 机 体 ; 一 般 就 
不 是 自动 的 靠 双 图 的 工作 飞行 ,而 是 被 动 地 镍 气流 携带 而 行 . 在 20 

, £5,000 公 尺 的 大 气 层 中 ,可 以 昂 到 蝴蝶 、 小 的 管 蝇 .长 长 的 疾 蛛 区 

正 的 小 贬 蛛 、 幼 正 \ 师 及 其 他 小 的 有 符 命 的 个 体 。 耻 子 , 狂 蓝 及 其 他 
微生物 分 布 得 更 高 ,直达 22,000 BR WS tes BE AAA ies HH 
RPT PAE. KE PMI ACER RRA 

SYS ERE BY SAU AS DR BA) SE SR oh 
AHBZENITL% A BB PCE 9 A FETE TSE PK EB, LS 
RANA [BBS BELA OD ARTY EEE 
hE A Pk ee “KAR RAE S EM SZ MARKE 

* 352 。 . 

; 

: 



| PADRAAZ. 
| SUB LIRVRIK 200 AREAMAKE, (H-MRAILTAR 

URES. A By Se ah HR BE BAD. Sa sy 

ARSE — EE ED LURE BR HER OLD 
(WEAK AUREL, LADY MK AU FL BY 

eS EEL RH LPM 10-15 公 尺 的 水 层 。 
在 提 海 底层 中 多 条 胞 动物 一 ABI WISI. WED BK 
体 旧 及 鱼 类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在 有 些 地 方 ,这 种 动物 群 达到 很 大 的 | 
发 展 * 大 海底 层 水 膜 的 下 部 , 系 由 无 数 各 种 各 样 气 士 动物 掘 翻 过 的 
海底 软 泥 和 棚 成 ,这 里 通常 生活 着 大 量 的 音 确 胞 动物 及 厌 气 笨 菌 。 

因此 ,在 生物 圈 的 垂直 断面 上 、 在 它 的 各 个 不 同 部 分 中 ， 可 以 
1 区 分 出 活 质 大 量 积聚 的 地 区 及 活 质 处 于 极 分 散 状 态 的 地 区 。 在 这 

两 个 极端 地 区 之 间 存 在 着 一 系列 还 渐 过 滤 的 空间 。 有 机 体 在 生物 
图 范围 内 普 骏 地 分 布 着 。 这 就 是 惕 ,到 处 都 进行 着 生物 与 情 性 物质 
之 间 的 物质 交换 。 但 是 这 种 物质 交换 具有 各 种 各 样 的 性 质 和 强度 ， 
+ op eaigetalagiama Ay 

第 二 节 生物 有 机 体 的 地 球 化 学 蕙 义 

| SEAN SAE 

1. SHARE 活 质 在 生物 围 范围 内 到 处 分 布 着 。 同 
时 在 现代 符 物 圈 中 占据 着 广大 的 空间 。 但 是 生物 圈 在 其 发 展 的 时 
期 阶段 、. 即 地 质 史 上 的 早期 阶段 ,是 具有 另外 一 种 极 小 的 体积 和 另 

“外 一 种 重量 的 。 活 里 ;在 它们 还 没有 占据 生物 图 现 有 的 范围 时 , 尼 们 
在 容 间 的 分 布 是 日 丛 不 断 扩大 的 。 在 历史 发 展 上 ， 活 质 在 空间 的 扩 
大 是 其 特性 之 一 。 有 机 体 在 空间 的 扩大 决定 于 环境 的 条 件 和 它们 
在 这 些 条 件 下 发 育 的 能 力 。* 有 机 体 在 空间 扩大 时 ,会 遇 到 一 些 与 从 
前 根本 不 同 的 环境 条 件 ;只 有 当 它 们 自己 有 着 相应 改变 时 ,它们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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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S MAE PREM RR. Ath, CoRR LA 
PEER LT AME ES EM AS Se AE. 

关于 这 一 方面 B . U + Meme: 
“在 地 质 时 期 内 活 质 缓慢 地 适应 着 ,一 一 努力 并 且 往 往 是 成 功 

地 克服 着 自己 扩大 的 障碍 ,同时 自己 世相 应 地 改变 着 的 

”生命 在 水 图 、 冉 石 圈 上 部 各 层 和 大 气 圈 下 部 各 层 的 普 欢 分布 
是 下 壕 两 种 现象 的 和 结果 : (I) 活 质 各 个 “不 可 分 的 ?成 俱 一 有机体 

的 运动 ;这 是 自主 的 运动 ， 有 机 体 本 来 的 圣 性 ， (2 生命 的 最 这 和 

,的 秘密 :有 机 体 的 繁殖 及 活 质 时 体 的 更 新 g 。 

当 我 个 头骨 活 时 的 地 球 化 学 作用 时 ， 首先 应 当 注意 这 几 方 面 ， 
如 活 质 的 异常 多 样 性 ,它们 的 繁殖 能 力 及 化 学 活性 ; 
2. 活 里 的 多 样 性 ”在 比较 活 质 同情 性 物质 时 ; 活 质 的 多 样 性 

就 变 得 十 分 明显 。 每 一 种 动物 和 植物 都 符合 于 一 种 特殊 的 同 种 活 
和 里 。 有 记载 的 有 机 体 (植物 和 动物 ) 种 类 的 总 数 鹊 为 500;000 。 具 
有 一 定 化 学 成 分 和 化 学 活性 的 同 种 活 质 也 县 有 这 样 的 数量 ; 同时 

应 当 承认 ， 我 们 所 知道 的 还 仅仅 是 存在 于 自然 界 中 的 同 种 活 质 的 
某 些 部 分 。 情 性 物质 则 大 大 不 同 于 种 类 繁多 的 活 质 。B' 瑟 * 蕉 尔 黄 
菊 基 认为 ,所 有 无 机 的 惰性 物质 的 种 类 不 超过 6,000 种 @ 。 
属于 各 个 不 同 种 、 属 、 族 等 的 有 机 体 的 某 种 数量 的 站 人 > TEM ， 

异种 的 活 质 。 

直 一 秆 乔木 粗 成 的 森林 ,用 术科 植物 或 其 他 植物 生长 地 :水 下 
的 藻类 森林 、 旺 即 汪 潍 及 其 他 几乎 只 有 一 种 有 机 体 此 活 的 淡 潍 、 移 
动 的 同 种 动物 群 , 都 是 同 种 活 质 的 例子 。 另 一 方面 ,上 共有 各 企 不 同 

PRA RAPS ROME e-PRO. 大 河中 ( 亚 启 孙 
、 河 .长 江 , 鄂 毕 河 等 ) 的 竺 命 大 上 集团、 各 种 各 料 的 动 植物 群落 ;都 向 

加 “3B. 瑟 . 厅 尔 炳 欧 基 选集 , 爸 1，1954 年 , 181 页 。 
® i _E3, 1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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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 人 提供 了 无 数 关于 异种 活 质 积聚 物 的 例子 。 
3. 活 质 的 繁殖 能 力 “” 活 和 质 的 特征 之 一 ， 是 它 的 巨大 繁殖 能 

力 。 大 家 都 知道 ; 情 性 自然 界 是 不 具备 这 秋 能 力 的 ,有机体 的 生殖 ， 
与 租 成 有 机 体 的 一 定 复杂 化 合 物 的 符 成 有 关 。 这 些 化 合 物 的 合成 ， 
是 太 我 们 实 厂 室 和 企业 所 难以 想象 的 速度 进行 着 。 在 生生 物 中 可 

- 观察 到 最 为 迅速 的 繁殖 。B . + 维尔 攻 欧 基 对 这 种 现象 给 予 如 下 
的 解释 。 每 一 种 有 机 体 都 依 先 它 与 周围 环境 之 间 的 物质 交换 而 发 
展 着 。 这 种 交换 是 通过 有 机 体 的 表面 来 完成 的 。 

“由 和 任何 一 定 质量 的 物质 租 成 的 许多 微小 物体 的 奏 面 ,永远 大 
于 由 同一 曲 量 的 物质 租 成 的 形状 相同 的 一 个 巨大 物体 的 表面 。 活 
BAB RR AU, FEAR LT i 
RA. HB EMPTOR EE ED AEE TELE’ 。 
eGR, AUK BU), HEIL A Pie A Ee 
-表面 人 意 天 ,因而 新 陈 代谢 的 过 程 进行 得 登 强烈 ， 有 机 体 发 育 、 生长 
和 繁殖 的 进行 也 和合 强 烈 

这 一 论断 具有 极为 概括 的 性 质 , 但 整个 对 于 活 质 衣 求 ,这 个 论 
断 还 应 当 认 为 是 主 确 的 。 
“SIRI CLEL LL.D SNAIL RRRRSOA. 
— EY EEFED ZI EDA 5 WSR EA ARE FB , REPT DUE 

8 天 内 产生 出 体积 与 地 球 相等 的 活 质 质 体 ,如 果 再 释 过 一 小 时 ,已 
就 可 以 超过 这 个 重量 一 们 。 

普通 的 小 线 毛 由 (Parniisechyn dx: 5 年 的 过 程 中 ， 所 产 和 此 的 

原生 质 的 体积 , 可 以 超过 地 球体 积 104 们 多 。 

Mf] (Bacterium coli 一 一 大 甩 菌 一 一 既 者 ) 在 4 个 千 画 夜中 

可 丰产 生 10° 个 后 代 。 这 些 后代 可 以 将 大 洋 十 满 ， 而 这 一 活 质 的 
重量 显然 超过 了 大 洋 的 重量 。 

ALTA EAS PS ED TERE 
@ B+H- HARM, W 1» 1954 5 1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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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 it S_: SSA 4-45 HL EE Bi Se ta HIS At 
$47 3,000—3,500 年 的 时 间 @ 。 

但 是 ,实际 上 可 供 有 机 体 自由 无 阻 的 发 育 的 条 件 是 不 存在 的 。 
有 机 体 各 个 种 的 发 育 都 受到 空间 二 及 时 间 上 的 限制 。 在 实际 中 可 

观察 到 活 质 发 育 的 突 发 现象 。 这 种 现象 ,在 气候 \ 水 妇 及 生物 过 程 

图 37 “北极 各 海 浮游 生物 发 青 中 的 生物 季节 。 

的 季节 性 才 现 鲜明 的 高 综 度 海洋 中 ， 表 现 得 万 为 清楚 。 在 北极 各 
海中 ,生命 常常 以 很 大 的 强度 突然 发 生 , 但 时 间 极为 短暂 , 有 时 总 
共 只 有 几 个 星期 。 对 于 泛 游 植物 只 要 生长 的 可 能 性 一 经 出 现 ， 它 
BRA Se Bb eH RE BUTE PEW Ak (BR 
着 ) BRETT EAMES (A 387) (在 
SLMEA, 211 页 )。 | 

在 砂 藻 类 浮游 植物 中 ， 可 观察 到 虽然 为 时 短暂 但 特别 急剧 的 
发 育 。 在 亚 得 里 亚 海 中 ,有 时 发 生 砂 藻类 的 大 规模 的 突然 繁殖 。 这 
些 砂 落 类 的 生殖 如 此 迅速 ,以 致 不 能 恢复 溶解 于 海水 中 的 砂 的 平 
衡 。 精 果 便 形成 缺少 二 氧化 砂 的 砂 藻 类 砍 攻 的 集聚 在 海水 才 层 ， 
形成 一 个 厚 达 几 公 尽 的 砂 藻 层 。 轻 过 几 天 这 样 的 繁殖 以 后 , 砂 落 便 
下 沉 到 海底 ,成 为 爵 冻 状 的 物质 ,这 种 物质 很 快 就 会 彼 其 他 有 机 体 
所 吃 掉 或 分 解 。 如 果 这 些 砍 藻 未 被 至 部 吃 掉 和 分 解 ,这 时 便 可 以 形 

© B-U- Me Atv SRIMIR, 1, 1954 4, 185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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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特殊 的 矿 体 。 
生命 的 又 起 或 突 发 ,不 仅 可 以 在 海洋 中 观察 到 ,而 且 也 可 以 在 

“陆地 上 观察 到 ;例如 这 类 的 例子 有 湖泊 、 河 流 、 沼 泽 、 水 塘 的 “ 开 
花 ”, 这 时 水 域 的 表面 在 短 时 期 内 即 满 布 着 无 数 的 有 机 体 ， 形 成 几 
Fi ALAA Me 

生命 的 这 些 突 发 现象 是 得 期 的 。 有 机 体 的 发 育 有 一 定 的 界限 ， 
BAR ELAR: 〈1) 周 围 非 生物 环境 的 可 能 性 ，(2) 
有 机 体 各 个 类 群 之 间 、 各 个 种 之 间 以 及 同一 种 的 各 个 个 体 之 间 的 
MRK, (3) 人 类 社会 对 周转 自然 环境 的 影响 。 

4。 活 里 的 化 学 活性 “大概 生 物 圈 是 地 球 上 化 学 过 程 才 现 得 
最 为 鲜明 的 一 部 分 。 这 是 因为 地 者 是 宇宙 热能 的 吸收 器 , 间 时 也 因 
为 这 里 集聚 着 气体 和 液体 物质 ， 这 些 物 实 在 生物 围 的 热力 作用 条 
件 下 发 符 最 大 的 化 学 变化 ， 在 情 性 物质 及 活 质 中 都 进行 着 化 学 过 
程 。 但 是 活 质 的 化 学 活性 大 大 不 同 于 情 性 物质 的 化 学 活性 。 同 活 质 
有 关 的 化 学 变化 的 强度 , 比 惰性 物质 中 所 进行 的 化 学 过 程 的 强度 ， 
要 大 得 不 可 比拟 。 

活 质 本 身 是 个 咎 括 整 个 生物 图 的 特殊 的 五 天 实验 讼 ， 这 里 
“各 种 极 不 相同 的 物质 (气体 、 含 有 各 种 化 学 元 素 的 溶液 ) 不 断 发 生 
着 改变 s 改 变 了 的 太阳 放射 能 ,是 这 些 化 学 变化 的 力 能 基础 。 活 质 
儿 常 地 、 不 可 光 止 地 ,直接 或 间接 地 摄取 着 太阳 的 放射 能 并 将 它 转 

” 变 为 其 他 各 种 能 。 糙 色 植 物 对 太阳 放射 能 的 这 种 摄取 ;在 地 球 化 学 

ERA AA eo 

有 机 体 通 过 呼吸 和 营养 作用 ,从 周围 环境 取得 化 学 元 素 , 同 时 

又 将 其 还 给 周围 环境 。 在 生物 圈 存 在 的 漫长 历史 过 程 中 ,这 一 现象 

使 得 犬 气 回 、 水 的 帮 分 状况 及 岩石 圈 的 成 分 ,发 生 了 一 定 的 化 学 变 “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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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机体 在 生物 国 各 种 气体 形成 中 的 作用 

AAEM AEA B+ Uh + 维尔 纳 茨 基 认 为 ,在 地 球 各 种 气 
体 与 活 质 之 问 存在 着 紧密 的 成 因 上 的 联系 。 儿 乎 有 机 体 的 一 切 物 
质 都 是 由 气体 钥 成 的 同时 ,后 来 在 有 机 体 死 后 广 烂 时 ， 或 在 其 生 

” 活 过 程 中 , 双 放 出 了 同一 的 气体 : 
0,;-CO,, N;, HzO, NE H,S, Co,, SO,, Hy GH, co, 

CHOH, cso, NO... F 

活 实 的 整个 重量 锡 为 010" mts SEH ALL ae sh > 
球 的 气体 产生 .有 机 体 进 行 着 巨大 的 工作 ;引起 延 苦 数 十 亿 年 之 久 
的 气体 循环 。 就 地 球 大 气 转 的 主要 租 成 部 分 一 一 氧 ` 氮 及 二 和 氧化 碳 

而 论 ， 地 球 大 气 转 是 生命 的 创造 物 @ 。 

在 了 解 诬 离 氧 的 历史 时 ， 可 以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对 符 命 现象 的 字 
HEUER. 

成 气体 状态 的 和 更 大 一 部 分 沙 解 于 水 的 呈 O, 分子 的 游离 氧 ， 
在 地 玫 一 切 化 学 反应 中 起 着 特殊 的 作用 。 游 离 氧 改变 着 一 氧化 
着 一 一 大 量 的 化 合 物 , 它 不 断 地 加 入 到 这 种 或 那 种 化 合 物 中 。 

生物 圈 中 游离 氧 的 数量 很 大 。 这 个 数量 的 近似 值 为 Dxlos 
吨 (这 里 的 D; 狗 为 1.5, 且 大 鸥 不 大 于 3)。 

昌 然 生物 圈 中 的 氧化 反应 很 多 ， 但 是 游离 氧 的 数量 仍然 不 变 

PNP ER a EPH TS Fr le 
$ | 
显然 ,应 当 存 在 着 相反 的 过 程 ,应 当 进 行 78 NS 
离 氧 的 过 程 ,以 代替 参与 各 个 稳定 化 合 物 中 的 氧 。 

Kith, LRAGWAE SMA PT ,游离 氧 的 放出 是 与 放射 性 
坚 变 过 程 .紫外 射线 对 气体 的 分 解 过 程 及 变质 作用 有 关 。 所 有 这 些 
过 程 都 在 生物 转发 内 和 生物 回 久 外 一 定 程度 地 进行 着 ， 但 它们 不 

@ B-U- i /RRAE MI, B 1, 1954, 180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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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 PERRI Se 
”二 在 生物 圈 中 ,进行 5 着 唯一 大 规模 的 放出 游离 氧 的 反应 作用 。 这 
-种 反应 作用 进行 于 植物 有 叶 烁 素 的 竹 胞 中 。 这 种 作用 称 为 光合 作 

翔 ， 由 于 这 种 作用 的 精 果 便 放 出 与 彼 其 所 吸收 的 二 氧化 碳 气 同体 
RAR. 3 

eA EE AA, BY FA Bl Gy PSK A SEAR: } 
6H,O0+6C0, =C,H,,.0,+60,. 

MARRS Ai: LEE SALA, EMI RE 
BFK ks: BE ORES, IR EDA KA MEER 。 

FER HERE Me LR AEA, RETA A AY 
、“ 帮 用 ,因为 那里 往往 生长 着 能 以 进行 光合 作用 的 大量 植物 。 

上 壕 见 解 使 我 们 可 以 断定 ， 对 流 层 的 游离 氧 和 溶解 于 表 晨 天 

然 水 中 的 氧 , 是 生命 的 创造 物 。 实际 上 光合 作用 是 生物 圈 中 游离 所 
的 唯一 来源 。 于 

植物 在 光合 作用 过 程 中 ， 利用 着 和 分 解 着 大 量 的 水 。 elt} 地 
球 上 整个 水 体 已 经 通过 这 种 光合 作用 过 程 许多 次 。 

睹 物 圈 中 二 氧化 碳 的 存在 ,是 与 动 植物 的 生命 活动 有 关 的 。 
在 对 流 层 中 莉 含 有 体积 为 0.03 允 的 二 氧化 碳 (C9,)。 植 物 从 这 

”个 总 数 中 吸取 二 氧化 碳 ,并 在 光合 作用 过 程 中 将 其 同化 。 根 据 对 植 
胸 体 的 一 般 增 长 率 和 植物 体内 碳 的 百分比 的 大 略 计算 ， 地 球 上 的 
-植物 每 年 约 洽 耗 对 流 层 中 二 氧化 碳 总 量 的 2 一 3927 鞭 各 对 值 的 为 

13x10? 吨 (130 亿 吨 )@ 。 如 果 对 流 层 中 三 氧化 碳 的 总 量 不 能 恢复 ， 

.那么 经 过 几 十 年 后 , 它 就 会 被 植物 消耗 尽 。 但 事实 上 并 未 见 到 对 流 
层 中 三 氧化 碳 减 少 的 现象 -已 的 数量 仍然 是 一 个 比较 固定 的 数值 。 
一 除了 二 和 氧化 碳 的 消耗 (支出 ) 以 外 ,主要 依靠 一 切 有 机 体 (植物 

异动 物 ) 的 呼吸 作用 还 放出 (收入 ) 二 和 氧化 碳 气 。 此 外 ;由 于 酸 酵 、 府 

@ -编者 对 B. 互 . 雁 尔 绩 蒋 基 选 集 的 附注 , 选集 第 1 AB, 1954 年 ， 366 Ro 

包工 . 字 . 列 斯 加 弗 特 自然 科学 研究 所 :植物 学 ,莫斯科 ，1954 年 , 18 He 

es。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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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45 RIE ORK, UL AAR LR BEAGLE 
BMRA FX WAR, BT ORAREMOSIR 

因此 ,上 济 理 由 便 我 们 可 以 训 为 ,二 氧化 矶 是 符合 的 创造 物 。 
所 有 的 高 等 植物 和 移 大 多 数 的 微生物 都 不 能 利用 火气 中 的 - 

氮 ; 它 们 只 能 从 士 壤 中 吸取 固定 氮 。 但 是 存在 着 吸取 大 气 中 分 子 态 
氮 和 增加 土壤 中 氮 的 储量 的 土壤 硼 菌 。 

这 些 厅 菌 分 为 雨 类 : 〈1) 士 壤 中 自生 的 嫌 气 儿 菌 和 好 气 彩 菌 ，， 
和 (2) 生 于 豆 科 植物 根 上 的 根瘤 菌 。 

在 工 克 十 壤 中 可 含 100 万 个 嫌 气 性 固氮 条 菌 和 10 万 个 好 气 
性 固 氨 硼 菌 -这些 固氮 厅 菌 在 植物 的 一 个 生长 期 内 在 每 公 不 土壤 
中 可 以 产生 20-25 公斤 的 气 ， 如 果 施 以 专门 的 硝 菌 肥料 ,在 每 公 

项 土壤 中 即 可 产 符 100 公斤 和 更 多 的 氮 。 
此 狼 在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在 工 克 土 壤 中 可 含 100 万 个 根瘤 苗 。 由 

于 三 叶 草根 上 根瘤 菌 的 发 育 ,在 1 公顷 士 壤 四 ,于 一 个 生长 期 内 可 
RIK 160-180 公斤 的 大 气 氮 @ 。 

“一般 说 来 ,每 年 通过 这 种 方式 从 大 气 围 中 吸取 着 大 量 的 氮 。 如 
果 只 是 进行 这 种 过 程 , 那 么 大 气 中 的 氮 的 数量 将 会 减少 ,最 后 这 种 
气体 必 将 在 大 气 圈 中 消失 。 但 是 并 未 发 现 这 种 现象 ;因为 同时 还 存 
在 着 相反 的 过 程 。 

进入 有 机 化 合 物 中 的 氮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而 遭受 态 化 作用 ， + 
FETC ANE OBA PF 289 TARA AS, SR UE 
ARABS. BAAN S| ALE h OR LE oe 
还 原 为 庆 离 氮 的 过 程 。 同 时 在 嫌 气 性 条 件 下 放出 用 以 氧化 有 机 物 
丑 和 获得 立 要 能 量 的 氧 。 这 个 过 程 可 用 下 烈 平衡 方程 式 才 示 : 

5C cHi20.+24KNO,, = 2AKHCO, + bitibicies 12N, t + 18H, Q 

十 X 大 卡 。 

反 确 化 作用 过 程 ， 在 通气 不 良 的 、 FERGIE sR 

@ J-T- + Bop as: ES ( PR), EAA ih hkitk, 1954 年 ， 112 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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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湿 油 的 土壤 中 可 以 引起 气 的 显著 损失 @ 。 除 了 这 个 过 程 以 外 ,还 
存在 着 从 士 培 中 放出 氢 的 其 他 过 程 。 

上 济 一 切 情况 使 我 们 可 以 认为 ,大 气 圈 中 的 主要 气体 一 一 氧 、 
氮 和 一 氧化 矶 的 主要 部 修 , 都 与 有 机 体 的 符 活 过 程 有 关 , 亦 即 这 些 
气体 是 具有 生物 成 因 的 。- 

三 化 学 元 素 在 有 机 体 中 MRR BE 

FERS: APA LR CEC MPR AE LAT, 首先 应 了 解 

TEE SBS EAE AD «VS GSS TBE Se I A 
HAMPER AHIR. EMEA LR EMEA PIC 
素 的 平均 合 量 。 

ARE A+ T+ 维 讲 格 拉 多 考 的 意见 ， 活 里 中 化 学 元 素 的 平均 全 
量 所 占 活 重 的 多 可 用 下 声 玫 示 。 

° BS x 10'—10-*) 

O—70 N—3 x 10-7 S—5 x 107 

C—18 Si—2x 107 Na—2x 10-2’ 

H—10.5 — Mg—4 x 107? C]—2310- 

Ca—5 x 107" P—7x 107 Fe—1 x 10-7 

K—8 x 107? 

微量 元 素 (n x 10-*—10-*) 

Al—5 x 10-° Zn—5 x 10-*— Pb—b5 x 10-5 

Ba—8 x 107% Rb—5 x 107* Sn—(5 x 107°) 

Sr—2x 10-9 Cu—2% 10-8 As—3x 10-5 
Mn—1~ 107° V—n x 107 Co—2 x 107° 

B—1 x 107° Cr—n x 107“ Li—1xi0-° 

Tr—n x 10- Br—1.5 x 107“ Mo—1x 10-5 | 

Ti—8 x 10-* Ge—n x 10-* Y—1x10-° 

@ 工 。T。 威 林 斯 基 : 土壤 学 (中 女 版 ) 高 等 数 育 出 版 社 ) 1954 年 , 1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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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x 107 Ni—5 x 10-° Cs 一 级 1 又 10-= 

超 微量 元 素 (<10-) 
Se—<107° Hg—n x 1077 

| U—<10° Ra—n x 107” 

ULSk, HEA BUA BSE RH — Fe AIA TOR. 
TED IETS BIS (LAE RA BE HE ERAS, READ 

SOREN R B95 FL, RCI REI RSH 
物 的 主要 部 分 。 

有 机 体内 所 含 的 水 在 活 庄 中 其 有 很 大 重量 。 生 物 有 机 体 中 水 
”的 数量 还 不 能 认为 已 得 到 准确 的 确定 * 大 锡 , 水 分 含量 的 限度 鹊 在 
6 一 99 和 9 之 间 。 在 活 质 重 量 中 氧 、 碳 及 氨 原 子 在 重量 上 共 占 活 质 的 
98.5%. 

在 这 里 应 当 指 出 ,在 活 时 中 还 可 观察 到 矶 的 江 度 很 大 18 和 5) ‘ 
ZEA BN BR LIRR EAA Bell oP PPAF 
吏 到 这 一 情况 的 意义 。 | a 

KS EWES EE BES — CBIR 2B LR 
所 含有 的 少量 元 素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例 如 ,着 椎 动物 甲状 腺 的 正常 
活动 就 需要 碘 ， 蛇 的 毒素 的 生成 需要 锌 ， 坎 体 动物 在 呼吸 时 需要 
铜 ;证明 得 知 ,植物 需要 钻 、 钥 、 确 等 元 素 @ 。 

个 别 种 动 植物 是 一 定 化 学 元 素 的 集中 器 。 在 这 些 种 类 的 动 植 
物 中 ， AEA SRE he 
的 好 几 倍 。 

在 某 些 种 有 机 体 中 所 含 下 列 化 学 元 素 的 数量 ， 超 过 生物 有 机 
体重 量 的 109 。 这 些 化 学 元 素 有 :Ca、Al、Ee\Si.Mg、Ba、S Sr 在 

某 些 有 机 体 中 Mn,K,Na,Cl, Zn, P, Br.J 及 其 他 等 元 素 的 含量 
为 生物 有 机 体重 量 的 1 9 到 10% 。 

Te 
@ B-H-MRMREGR, S1, 19544, 198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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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 和 省 在 地 表 物 质 中 处 于 分 散 的 状态 。 在 水 土 溶液 (Borae _ 

36MHE6 pacTB0D) 中 集中 着 一 定数 量 的 磺 和 省 。 在 坐 物 有 机 体 中 
全 

= BBS AAR MAR . é 

ATLA HP PURPA SD WS MEE ITAA AOR 
Bit, SOBA SE 7k Ay AE 1,000 倍 。 当 这 些 有 机 体 死 亡 后 它们 的 
腐 导 便 沉 入 海底 。 

ACF UBER NET, Ae CAS Ao CREATE 
— 质 水 遭受 挤 压 , 碘 就 转 和 这些 水 体 中 ,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这 些 水 体 就 转 
变 沪 磺 省 层 间 水 。 溴 被 某 些 海 生 有 机 体 所 积聚 着 ,在 这 些 有 机 体 死 
去 忌 后 , 它 同 样 也 转 和 海水 中 ,尤其 是 转 久 海水 的 天 然 克 水 中 。 

”，， 医 质 中 砂 素 (Si) 的 平均 含量 为 2x 10-:95, 而 海水 中 为 5.0x 
10-*98。 KARA A ASAE FAS EEK PHM PE 
TRIP FRAGA DUAR IH BH AE BEAT LIRA ASCE 
FEM 1 % FI 10%, WHEES. 

许多 这 种 有 机 体 分 布 极 广 且 在 地 表 活 质 中 占有 很 大 的 EB 
在 现在 大 洋 底部 几 十 万 平 故 公 里 的 面积 上 ,都 彼 砂 疗 类 ,放射 虫 类 

Pa ot ie es oe 
在 未 域 (Bomroix ) 中 存在 着 某 种 平衡 现象 : 如 果 天 然 水 体 富有 

厂 素 ,这 就 推动 着 在 自己 发 育 中 需要 砂 素 的 有 机 体 的 急剧 发 育 。 这 

各 过程 进行 得 如 此 强烈 ,以 致使 天 然 水 洲 液 中 砂 素 的 省 度 减 低 , 因 
而 也 使 需要 天 量 砂 素 的 有 机 体 生存 的 可 能 性 减 小 。 

砂 里 岩 类 ,或 者 是 生物 岩 , 或 者 是 火成岩 。 
一 般 在 活 质 中 含有 数量 不 大 的 僵 (Mn) (1x 10-*9)。 但 是 也 

存在 着 含 钰 厂 寺 丰富 的 有 机 体 。 有 些 有 机 体 可 含有 达 工 妇 的 鳃 (如 
Zostera Marina [大 叶 菠 ], 某 些 地 衣 和 某 些 其 菌 )。 租 菌 的 含 锰 量 
3K. AK, Crenothrix, leptothrix 菌落 在 形成 淡水 中 锰 质 沉积 
物 时 起 有 重大 的 作用 。 与 上 述 组 菌 相近 似 的 其 他 细菌 ,在 海洋 及 淹 
浙 的 成 水 中 岂 起 着 同一 的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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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RABE AA RS ER TCR 
PUA. lin, HAKKAR. PAM AR e B10 
15% HEE SWISS XESS EE ae eA DD a _ 
大 多 数 植 物 和 动物 只 含有 交 十 分 之 一 和 几 百 分 之 一 的 这 种 元 素 。 

在 地 奏 上 广泛 地 分 布 着 许多 体内 合 钙 百分比 很 大 的 有 机 体 。 可 能 ， 
JUPAS BRR FRA AB SR I 

ARAL ALARA ERT. 
EE MESES HE — 2A LAE YE EE LE PL. 

REE. BUA — BASED EME PEE A 
SEAGATE EMT SUE MP TR PE, EBD 

TCHR AN. REEL PDD EER BAS 
Beas 5 | : 

; (LEA-ZUBA, FERRARA MLSE Rae Ty 
Bin, PIES MT ALE LSE ARSE PR — A 

hy, TEAL RA LENS TARA , ZEB On an ASAPH 
a BE BY GL, 7 ARE BREE A CE) EE 

不 同 于 其 他 类 型 的 自然 综合 体 (景观 ) 的 化 学 成 分 以及 整个 地 理 环 

境 或 生物 句 的 成 分 .同时 这 种 差异 ,在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景观 或 自然 
粽 合体 的 生物 有 机 体 的 化 学 成 分 上 表现 得 万 为 明显 汪 ARAL 
随时 间 的 推移 而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改变 着 自然 综合 体 的 一 种 特殊 的 地 
球 化 学 机 可 。 因 此 同样 也 必须 考虑 到 蔷 具 体 区 域 发 展 的 历史 ,这 个 

区 域 中 有 机 体 发 展 的 历史 。 
大概， 在 任何 情况 下 荡 漠 路 士 的 生物 有 机 体 都 比较 富有 A. 

Abs 草原 的 生物 有 机 体 富有 征 , ASR BRE EA 

带 的 有 机 体 一 般 都 缺乏 钙 , 但 在 许多 情况 下 却 含有 较 多 的 铝 = 沼 泽 
的 有 机 体 常 富有 詹 和 鳅 。 

考察 每 一 具体 区 域 的 地 球 化 学 特征 ， 使 我 们 能 够 为 了 国民 释 - 

游 的 需要 而 更 合理 地 利用 这 个 区 域 。 
。 364。 ; 



四 “与 有 机 物 生命 活动 有 关 的 有 机 岩 的 形成 

在 温 长 的 地 质 历 史 中 ， 在 一定 的 有 机 体内 都 有 着 某 种 化 学 元 
素 的 省 集 ; 另 一 方面 ，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在 活 质 和 周围 环境 之 间 也 产 
竺 着 化 学 元 素 的 迁移 现象 。 在 这 种 迁移 中 起 作用 最 大 的 有 两 种 元 
3 —(C) G5 (Ca) 一 - 在 重量 上 是 活 里 最 重要 的 租 成 部 分 。 
最 重要 的 有 机 岩 的 形成 即 与 碳 , 钙 由 活 质 向 周围 环境 的 迁移 有 关 。 

| ALR MRR VLE ; 
“iG ASML EE EMR Plt, OB 

RAF AMBRE EP ARMOR, A 
某 些 少 量 的 二 氧化 碳 气 还 给 周围 环境 。 因 此, BY SESE BE 
性 现象 。 同 时 一 部 分 CO. 原子 参与 了 轻 常 的 物质 交换 ; 另 一 部 分 
原子 则 参与 了 含 碳 有 机 矿物 。 这 种 有 机 合 碳 矿 的 主要 类 别 是 碳酸 
Fi DR (G5) HE VERE. ih HUES, 
MEH NT RIA | 

[1 eR 
a | 

ake] 
BE AY, , REE POST BR LAE 

- | CO. Al, EEA RIS LEMS 
LIGIER? 

碳酸 俩 ,石油 、 煤 ,泥炭 、 油 页 岩 的 化 合 物 还 在 有 机 体 中 就 产生 : 
了 5s 所 有 这 些 生成 物 , 归 根 结 底 此 产生 于 活 质 。 

每 年 自生 命 循环 中 放出 的 配 数量 不 大 ， 但 在 地 和 导 时 期 中 积聚 
起 来 的 碳 数量 则 很 大 ,' 尼 们 都 储藏 在 有 机 岩 类 中 ,如 石灰 岩 、 煤 、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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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th RSE. 

在 生物 转 届 对 于 外 的 含 硬化 合 牺 的 生 易 生成 提供 TOR 

件 ， HARA BP BURA BULA 能 够 腊 离 循环 : 

CO, [3S 活 

Ensen (CaCO,), 这 主要 发 生 在 海 

HE}, 因 池 那里 有 着 活 质 的 主要 部 分 。 

可 以 认为 ,在 漫长 的 地 质 时 期 中 ， 在 海洋 中 一 直 存 在 荐 无 数 入 

作为 钙 素 集中 器 的 有 机 人体。 这些 有 机 体 一 一 软体 动物 、 腕 足 动 物 、 

环 皮 动物 、 再 瑚 、 藻 类 、 海 百合 、 根 足 压 、 簿 菌 等 ， 自 元 古代 开始 ,在 

其 死亡 后 即 留 下 大 量 碳酸 区 形 态 的 钙 及 碟 。 一 部 分 硬 酸 咖 又 重新 

BMRA AP, BAD ICRA OLR I BB 

MBREMMRHEAR-MOPA, FERRO RBED RRB 
BORA. AZRRORAE A BRM RAKE, brs 

FUR SMRAE AMES, DYTUSSNEAP. EA 

海 相 有 机 涯 类 中 石灰 岩 分 布 最 广 ， 它 是 所 有 有 机 闭 的 基本 租 成 部 

分 。 在 其 构造 中 可 以 十 分 清楚 地 看 到 具 壳 、 骨 散 及 微小 动 植物 的 

BER. 
fo RL (tn Be cy WO 

石 。 煤 是 在 巨大 压力 且 无 氧 参 与 的 条 件 下 由 植物 遗体 形成 的 。 可 

aE, HSER LER 聚积 在 广 关 泥炭 沼泽 中 的 泥 关 以 及 高 等 植物 得 

体 的 积聚 物 所 形成 。 煤 的 世界 总 储量 揭 为 8x102 吨 。 

煤 可 分 为 下 列 几 种 : 
1。 褐 煤 一 一 呈 褐色 或 棕色 , 含 碳 量 锡 为 6025; ER PETE 

可 以 很 清楚 地 看 到 其 态 代 生成 的 痕 揭 ; / 

2. WEBEL, SBR 60—75%3 

3。 石 炭 一 一 日 用 煤 , 黑 色 ， 无 光泽 或 有 脂肪 光泽 ， 质地 松 脆 ， 

BRE 75% RIK 95% 

4. 无 烟煤 是 黑色 发 光 的 物质 ， REZ A UG SIDR, B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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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97%. 

派 痰 是 有 机 兰 类 的 一 种 , 它 是 因 空 所 不足、. 过 分 湿 油 而 未 储 部 
分 解 的 沼泽 植物 忌 避 形 成 的 岩石 。 目 前 根据 泥 关中 主要 的 植物 种 
类 可 分 出 水 苗 : 水 草 . 蓝 草 、 木 本 植物 等 几 种 泥炭 。 

”地 球 历史 上 最 初 的 泥炭 田 的 形成 ， 开 始 于 陆地 上 植物 繁茂 时 
期 ?区 从 混 盆 和 未 期 开始 , 且 自 石炭 纪 以 来 分 布 特别 广泛 。 

根据 Us M , 古 布 金 院士 的 意见 ,石油 形成 于 所 有 地 质 时 代 的 
沉积 兰 中 。“ 已 正 是 产生 于 存在 着 便于 沈 湖 、 沿 岸 或 湖泊 性 沉积 的 
有 利 条 件 下 ， 这 些 条 件 促 进 着 后 求 形 成 石油 的 有 机 物质 的 积聚 ”。 
形成 石油 的 母体 是 有 机 化 合 物 ， 这 些 化 合 物 是 在 化 学 方面 和 生物 
化 学 方面 都 是 比较 稳定 的 动 植物 有 机 体 分 解 的 产物 。 所 有 这 些 残 
祭 有 灿 化 谷物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 都 包含 在 由 于 蛋白 质 分 解 而 形成 的 
物质 中 。 

在 元 素 成 分 上 石油 平 光 含有 移 8595 的 矶 ,12 一 1395 的 氨 和 2 一 

_ 39 的 其 他 元 素 一 一 主要 是 破 、 氧 、 氮 。 

石油 的 工业 储量 为 200 {LE (2 x 10” 吨 )a@ 。 
石 酒 矿床 及 天 然 气体 矿床 在 山 前 撩 陷 地 、 山 带 下 沉 地 带 及 陆 

音 地 区 的 广 天 构造 加 地 中 均 可 见 到 。 形 成 于 沉积 岩 中 的 天 然 气体 
和 石油 并 不 是 静止 不 动 的 ; 扎 们 可 以 在 沉积 岩层 中 运动 着 :天 然 气 
体 通过 扩散 运动 ,石油 通过 水 中 泽 起 作用 和 扩散 运动 。 最 后 石油 和 

煤气 便 集 聚 在 难于 渗透 的 沉积 物 所 复 盖 的 渗透 良好 的 岩层 的 最 高 
部 分 , 艺 就 是 御 聚 在 背 科 和 散 宕 一 类 的 构造 结构 中 。 

在 淡水 和 威 水 水 域 的 底部 ,在 现代 沉积 着 生物 坎 泥 ( 抱 球 虫 款 
泥 、 砂 落 坎 泥 及 其 他 等 )。 类 似 的 过 程 在 过 去 各 个 地 和 质 时 代 中 也 全 
机 
BORED» 

OER VER th BER RR, Se I 
@ BARAK Hike ER RI 1940 年 , 6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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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 OM, SRA TIA MGSO 
HY 20%. >. 

Bie IEA SILLA LAS, BORE ATE RAB HE ET 
PEREBER RTT RE RIM, ZAERO 
SUAVE AIRE AA BAB 20%, 

BOR ESR TE RC ARE, Zee E 
常 混杂 有 -2095 的 石灰 里 具 壳 

-在 淡水 oA WA AE SE ACHE BTCA VECO 
VE”)  REWESu Hl i VER Dy. IR 7 As REA LOA 

| Rhee RIG GER) AR IRAE, BULA REA ih 

形成 的 一 个 阶段 。 | “ 
Auk, HPA HME, DRAMA ILA 

类 ;如 石灰 岩 , 煤 ,泥炭 ,石油 ̀  有 机 款 泥 及 其 他 岩 类 等 。 

五 “可 燃 性 矿 臧 是 有 效 六 阳 能 短 变 为 

BEER IK nA SAS 

Fy PEW I —— A th LEVER WREST LRA. 
SALT EE ERM A EH 

ZETA CILLA BRED PTE ERED, TERE Wy 
燃烧 (氧化 ) 时 可 放出 一 定 的 热量 。 太 阳 能 是 这 种 能 的 来 源 。 

活 质 的 形成 首先 与 光合 作用 有 关 。 光 合作 用 是 在 叶 炉 素 参 加 
下 依靠 太阳 光 能 在 将 叶 中 所 进行 的 一 种 氧化 还 宏 反 应 。 三 氧化 碳 
闻 水 相互 作用 ;结果 在 乡 叶 内 合成 可 溶解 的 糖 类 (CuHis9。)， 井 将 
氧 排 向 周转 环境 中 。 这 个 过 程 的 进行 需要 674 eI BB 

过 程 一 般 可 用 下 现 方 程式 简单 表示 出 来 : 

6CO,+6H,0 +674 eich H..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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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ZEW AT DUR ER Fo a, ZK EAE PA 
CEA UATE RBCS AIAGE. SCA DUE RI eS 

天 示 出 来 : 
~  OC,H,,0,+60,—6CO, +6H,0 +674 K-E 

A Dr Bi HIE 05 BE LT Fy — RNA 
有 机 物质 生存 的 动物 和 某 些 植物 。 
KRIS CCS AM RBH, HMRI 

”存在 地 球 内 部 的 石油 、 煤 ,泥炭 、 油 页 岩 等 等 矿藏 中 。 可 燃 性 矿藏 的 
RAMA AMR GLE, Leif Sib CP A ETH. 

7 AULA E ARERR RELEASE HER 

在 陆地 表面 ,共同 地 和 同时 地 进行 着 十 种 过 程 ,在 这 两 种 过 程 
的 影响 下 ; 蝇 石 转变 为 士 壤 .这 就 是 风化 作用 过 程 和 成 士 作用 过 As 
有 机 体积 极地 参加 了 这 两 种 过 程 。 

1. 有 机 体 在 岩石 风化 作用 中 的 作用 岩石 风化 作用 的 主要 
-因素 ， 是 在 生活 于 岩石 中 的 有 机 体 影响 下 在 岩石 中 所 进行 的 生物 
过 程 和 生物 化 学 过 程 , 久 及 地 表 的 热力 条 件 , 大 气 水 和 同样 具有 上 生 
有 物 成 因 的 气体 一 CO: 及 0,。 的 作用 。 所 有 这 些 因素 都 共同 地 和 同 
时 地 作用 于 岩石 。 同 时 有 机 条 及 其 生命 活动 的 产物 的 作 用 天 现在 

” 闭 石 矿物 的 机 械 破 坏 和 化 学 变化 中 。 存 在 着 这 样 一 种 意见 , 即 讽 为 
在 有 机 体 参 与 下 的 这 种 风化 作用 ,是 风化 作用 的 基本 形式 ,并 且 在 
成 主 作 用 中 永远 进行 着 这 种 风化 作用 。 

引起 闭 石 分 解 的 首先 是 微生物 ， 兆 其 是 箱 菌 一 一 化 能 合成 组 
fi (Xemocuntermn) , 而 特别 是 在 坐 命 活动 过 程 中 可 以 生成 强烈 的 

无 机 ( 确 ) 酸 的 硝化 普 菌 。 
氨 稚 氧化 为 硝酸 的 生物 化 学 过 程 称 作 确 化 作用 。 这 个 过 程 志 

两 个 连续 的 过 程 榴 成 : 
CG) RRA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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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H, +30, =2HNO, +2H,0+172 大 卡 热能 

(2) HARARE Be (Li AB 
2HNO, +O, =2HNO,-+26 eeeh$e 

REED, MERA T Ww CO, AA PLE ROAM PERT ER Wy we 
RHE AMBME. KEELE EME, CRP 
$5 Wy ES KAA ED Ry eS A ej (Cuamzarane Oaxtepun), 

UU 2B RM RABE TE FA. BEB RRP 

ROR A Bis HRT) HBA (Diatomeae) 在 
风化 过 程 中 所 起 作用 尤其 巨大 。 

地 衣 类 对 团 石 进行 极为 互 大 的 破坏 作用 ， 同 时 这 种 作用 与 它 
们 修 沁 的 二 和 氧化 夏 及 特殊 的 弛 衣 酸 〈JIEiraiiHEEOBag EECczoTa) 有 

关 - 由 于 参加 惧 菌 棚 成 的 菌 杰 滩 入 岩石 微小 孔隙 的 精 果 ;地表 不 仅 
答 于 岩石 改 化 学 破坏 作用 ;同时 还 给予 岩石 一 部 分 机 械 破 坏 作 用 。 

SHORES MCRL AT ARE AIA Ra ae ay 

所 保留 大 量 水 分 @ 。 

B.B. 波 雷 蒋 夫 指出 , 一 切 植物 在 其 灰分 中 都 含有 一 定数 量 的 
氧化 铝 及 二 氧化 砂 。 但 是 在 大 多 数 的 土壤 中 都 没有 发 现 游离 的 氧 
化 铝 的 化 合 物 ， 因 此 这 些 化 合 物 ， 应 当 是 在 植物 遗体 矿 化 时 形成 
MAY, 在 植物 遗体 矿 化 时 所 形成 的 氧化 铝 , 在 主 壤 中 与 二 氧化 
秒 进 行 相 互 作用 ;并 形成 各 种 不 同 的 粘 士 里 矿物 。 因 此 士 壤 中 的 很 

-大 部 分 粘 士 览 矿 牺 应 该 看 作 是 生物 的 产物 。 1 
A UUATAARE-A A RUE MEES IS. EME SI 

AeA RR BEES FKEPMLEBARE, BASSE 
第 活着 无 数 微生物 的 浅薄 的 风化 物质 处 壳 。 根 据 在 中 部 天 山高 达 
4,200 多 公 尺 的 .已 无 显著 生命 特征 的 地 方 的 调查 证 明 ， 在 光 秃 兰 
石 的 表皮 中 包含 着 各 种 的 微生物 ， 其 数量 如 以 克 庆 算 可 达 100 万 

- 克 。 这 些微 生物 是 岩石 风化 作用 中 的 积极 因子 @ 。 
所 有 这 些 见 解 都 可 以 使 我 们 认为 ， 有 机 体 是 地 者 上 各 处 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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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 作用 的 主要 参加 者 之 一 。 
2. 有 机 体 在 成 士 作用 中 的 作用 ”在 陆地 表面 上 成 士 作 用 过 : 

程 与 岩石 风化 作用 共同 地 和 同时 地 进行 着 。 
地 球 上 具有 肥力 特性 的 、 即 能 够 生产 植物 收获 物 的 陆地 疏松 

MF BURRS 。“ 士 壤 和 士 壤 肥力 的 概念 是 不 可 分 的 。 肥 力 是 
”土壤 的 重要 特性 、 质 的 特征 , 且 不 依 其 数量 表现 程度 为 转移 "@ 。 

土壤 是 由 于 有 机 体 生命 活动 的 灶 果 而 形成 的 。 植 物 有 机 体 的 
生活 与 士 壤 有 着 最 紧密 的 联系 ;没有 土壤 写 们 就 无 法 生存 ,因为 士 
境 供 纵 所 们 水 分 和 养料 . ZEAE 9 A EE He 

， 莫 生活 在 土壤 中 和 士 培 表面 。 土 培 中 微生物 一 一 租 菌 、 帮 线 菌 类 
(RA MERE BED RES. LESH 
FR E—BUKD RR ARAKD IMS ES BIR 
ROE RT A, LE LR ANE AE 
Bhp RNAS HEB) oo —— Beh AOA HR te AR sh 
Wii PLB. ALAR, SERA WARTS Be A BL EE 
的 生物 过 程 ， 这 些 过 程 决定 着 士 壤 的 肥力 一 一 也 就 是 士 壤 的 重要 
特 隆 .土壤 的 质 的 特征 。 肥 力 可 把 士 壤 和 无 肥力 的 母 岩 区 别 开 来 。 
土壤 肛 力 表现 在 土壤 能 够 将 构成 有 机 物质 所 必须 的 水 和 养料 同时 

“和 一 起 供 葵 植物 。 
在 反 化 过 程 中 ,在 岩石 中 逐渐 地 发 生 着 和 发 展 着 下 述 特 性 ,如 

Bie EMER, Be, 也 就 是 形成 决定 土壤 对 水 的 关系 的 
各 个 特性 。 | 

© FAVE ee, HPA LRA te BDO, BEAT ESE 
成 有 机 物质 所 必须 的 养料 元 素 积聚 在 可 吸收 化 合 物 中 的 过 程 。 

@ 拭 .T. 威 林 斯 基 : 土 壤 学 (中 女 肠 ), 高 等 数 育 出 版 社 ， 1954 年 , 上册 ,90 页。 
@Q A+M- QR MERE EHR, 地 理 出 版 社 ， 1955 年 ,61 页。 
@ “五 .T. 威 林 斯 基 : 土 滤 学 (中 文 版 ) 高 等 至 育 出 版 入 ，1954 年 , 1 页。 
四 B-A-RRE+ER, 21, HIKER, 1950 年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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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e Ye Bee TE HAR te AE IL RIE EER TRA 
TEJA AOR IY ES IE, FE ETE ATA: 
Oy. PE 7 Hh EAE RL SAE, Be 
RMB Sse Rv ze (Haxummne ammaiinnnn), Hyae WA bls: 
Bi EA WE, DU ah BR SS SLEEP SE A 4 PY OE 
He RAW HS BEA PUBS TE EY EB AEA DB 
HARA BAT WD, i BR A-BAT lB) oH 
HOC AY IRAPWOPE PERTH, HB Ae IRA A SHE MEE SEH 
Fal Wada] SRE, He He PCS EAE TORE HS EA DPE 
FERGAL. TEMA MIRAE BE 5 (22.10%), RC18.00%) 
MOB 45.7%), EE PEE AOS (10.90%), & 
58 (14.6776 ) ANB (3.6176). bel LEMAR AY es Se BE Bit. 
钙 、 钙 及 其 他 等 物质 ,但 在 花岗岩 中 这 些 物质 的 含量 则 较 少 。 

当地 去 死亡 及 其 遗体 矿 化 久 后 ， 灰 分 的 化 学 元 素 便 进 式 十 末 
中 。 同 时 合 和 磷 腊 离 有 机 体 站 体 最 快 。 而 后 养料 元 素 又 重新 为 活 奢 
Pres. ~ 

因此 ;, eH PH 29 As AS SURO SESE, Ze SL BR HD 
FATES TEM CR, 25 SUIS). TET ADE CRE, I 
样 也 在 其 他 情况 下 ) ABS FBS Oh EEE CE RAR 
ASEM. PERE , Eb TCS ERR EMA ， 

FAL, ABEAR SEHR AED AE JB TD FE $0 ERD 
的 化 学 元 素 是 通过 地 衣 体 内 产生 的 ”@ 。 

这 一 点 普 明 了 ,有 机 体 对 于 岩石 转变 为 土壤 时 , 羞 石 表层 化 学 
“成 分 的 改变 起 着 特别 巨大 的 作用 。 同时 十 壤 上 部 各 层 往往 遭 到 帮 

常 的 级 慢 的 冲刷 和 冲 迎 。 最 后 组 成 各 上 部 士 层 的 物 装 常 被 搬运 至 

很 远 的 距离 HEIR AEE WI PIR PK, EME STI 

积 岩 的 形成 。 因 此 ,许多 沉积 岩 的 重要 特征 还 在 成 士 作用 过 程 中 或 

@ 4A-. 世 "和 披 列 尔 曼 :景观 地 球 化 学 概 葵 ,地 理 出 版 社 ， 1955 年 ， 55 Ro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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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E RT. 
由 此 可 见 ， 有 机 体 在 成 士 过 程 中 的 作用 是 极为 五大 的 。 士 壤 和 

土壤 肥力 的 形成 ,是 生活 于 土壤 中 的 有 机 体 生命 活动 的 辕 果 。 
” 3.。 土壤 是 自然 界 中 活 质 及 非 活 质 之 问 的 联系 环节 土壤 是 

由 于 无 数 有 机 体 生 命 活动 的 结果 而 形成 的 。 构 成 士 壤 的 物质 ,都 是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全 轻 通过 有 机 体 的 。 

”在 士 壤 中 进行 着 有 机 体 ( 地 球 活 览 的 某 些 部 分 ) 生 活 和 生殖 所 

必须 的 元 素 的 牺 聚 和 保存 。 这 些 元 素 一 一 碳 . 氢 .植物 养料 的 灰分 
“元 素 一 一 基本 上 呈 有 机 化 合 物 (腐殖质 ) 的 形态 储 革 在 土壤 中 ， 在 
这 些 有 机 化 合 物 中 省 集 着 和 包含 着 生物 能 以 吸收 的 太阳 光 能 。 此 - 

“一 外 ,在 土壤 中 还 含有 作为 有 机 体 生 存 的 必要 条 件 的 水 ,以 及 在 士 壤 
生活 串 和 生活 于 其 中 的 有 机 体 的 生活 中 起 有 极 大 作用 的 空气 。 

在 符 活 于 土壤 中 的 有 机 体 同 周围 环境 之 间 进 行 着 强烈 的 物质 
交换 。 士 壤 的 形成 和 发 育 就 是 这 种 交换 的 结果 划 依 这 种 交换 为 转 
移 。 直 于 大 气 芽 和 生活 于 土壤 中 的 有 机 体 之 间 的 物质 交换 ;在 有 机 
体 中 靠 京 着 碳 ( 借 助 于 太阳 光 能 ) 和 和气 。 由 于 岩石 圈 和 十 中 有 机 体 
之 间 的 物质 交换 ,在 寸 壤 中 和 集聚 着 养料 的 灰分 元 素 。 在 土壤 和 水 圈 
之 间 也 存在 着 一 定 的 物质 交换 ， 由 于 这 种 交换 一 般 访 来 就 发 生 了 
植物 养料 元 素 的 某 种 贫乏 现象 .可 溶解 的 物质 ,从 王 壤 中 被 带 向 河 
许 , 更 远 则 筱 带 疝 海洋 。 这 些 物 质 参 与 了 沉积 岩 的 形成 。 

整个 可 以 说 , 土壤 是 生命 的 产物 , 同时 它 具 有 一 定 的 肥力 ,是 

生命 发 育 的 条 件 。 土 壤 是 活 质 及 非 活 质 之 间 的 联系 环节 。 

“第 三 节 ， 生 物 有 机 体 及 其 特征 和 相互 关系 

一 “有 机 体 修 为 自 养 有 机 体 和 他 养 有 机 体 

严 生 活 在 生物 围 的 有 机 体 ， 按 其 同化 从 周 园 环 境 中 取得 的 物质 
HOA, HY FAK: ALE (RIE) AP HLA SES 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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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 同化 直接 从 无 机 界 了 到 得 生活 所 必需 的 一 切 物 览 兰 将 其 可 
成 自己 体内 有 机 物质 的 有 机 体 都 称 作 自 养 有 机 体 (Anrozpodune 
opranusMst) 〈(ABT700 一 一 自己 , ?50%e 一 一 食物 )。 属 于 这 种 有 机 体 
的 有 含 叶 称 素 的 植物 ， 以 及 依靠 无 机 化 合 物 氧化 的 能 而 符 存 的 一 
些 植物 。 罗 色 植 物 具 有 同化 二 氧化 碳 ,水 、. 某 些 无 机 晤 类 ̀ 光 和 热 并 - 
制造 复杂 的 有 机 物质 一 一 碳水 化 合 物 和 有 蛋白质 的 能 力 ， 在 条 胞 的 
AG LEP, WBA DAVE BBP BT Ae hee 
ATL Arts TR PR MERLE). NAGS TESS 
SAA BPE REG SER, VSI BR ae BG EA BD ESM 

RT RGN, HBB CCAIR 6 
杂 的 有 机 物质 的 组 菌 , 也 属于 自 养 有 机 体 。 为 此 ,它们 不 仅 利用 太 
阳光 能 ,同时 也 利用 着 在 无 机 化 合 物 氧化 时 所 获得 的 能 (氧化 化 学 
反应 能 )。 有 机 化 合 物 合成 的 这 种 方式 称 作 化 学 (能 ) 合 成 作用 (xe- 
MOCHETCS)® 。 例 如 ,在 硫化 氨 ` 所 .氧化 亚 铁 等 氧化 时 , 邯 可 放出 一 
定数 量 的 化 学 能 。 

HAAN BS US BB AR: 
2NH. 十 30:=2HNO: 十 2H2O 十 172 大 卡 热 能 。 

另外 一 种 (硝酸 ) 帮 菌 把 亚 确 酸 氧 成 为 确 酸 ; F 
2HNO,+ 0, =2HNO,+ 26K-RABED 

“BATRA LAT RH AGRE, BRA CAME Bee 
BATRA BOM TAA TA ER 
Herp — +. 

ie AN PATE Dit (Li A RA 1 RR 
2H,S +O, =2H,0+ 28+ 126-4; 

25+ 2H,0+-30, = 2H,SO,-+-251%-#. 

GRAN BAA As LEAK IP AS BE EZR KIC 

@ “化 学 合成 作用 现象 是 俄罗斯 徽 生物 学 家 C- He Hes he hee ae ( Banorpane 

cxuit, CoH )H4¢ 2 64(188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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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BRETT Aa FEE RAC BALA KIS Se Ee, Pl n= 

AFeCO, +-6H,O +0, =4Fe(OH),+4C0, 十 29 大 卡 。 

铁 翘 菌 象 硫 条 菌 一 样 ， 是 几 种 在 结构 和 生命 活动 方面 彼此 都 

具有 显著 差 弄 的 微生物 。 某 些 铁 秋 菌 同样 也 具有 氧化 锰 帮 的 能 力 。 

AM A i TARR ANIA SE 

Fe EERE EAA TBE A ACT RIK: 

2H, +0, =2H,0+187K-K. 

eA. SERN GA BHAA BA A FA ESA LAE eS rk 

的 能 来 合成 有 机 化 合 物 。 PE ES I UTR EE 

i Bk RA 

化 能 合成 作用 不 同 于 光合 作用 的 地 方 ， 在 于 在 化 能 合成 作用 

和 时 只 是 把 生物 围 范围 内 的 能 加 以 重新 分 配 ， 将 它 从 无 机 化 合 物 瑟 
变 成 有 机 化 合 移 ; 而 不 是 象 光 合作 用 时 要 从 外 部 进入 太阳 光 能 .大 
概 , 在 地 球 上 生命 发 育 的 过 程 中 ,化 能 合成 作用 先 于 光合 作用 。 所 

性 紫色 硫 玫 菌 能 够 进行 化 能 合成 作用 ,同时 也 能 进行 光合 作用 。 

凡是 不 能 同化 直接 从 无 机 界 取 得 的 物质 、 而 依靠 自 养 有 机 体 

从 无 机 田 合 成 的 有 机 化 合 物 为 生 的 有 机 体 ， 都 称 作 他 养 有 机 体 

《LerepoTpobaEHe6 0DTaHH3MH) (erepoc 一 一 其 他 的 ;3 Tpode 一 -一 食 

物 )。 ; al 

TAD, URMSRATRROD ESA SAA AD 

属于 他 养 有 机 体 。 一 般 襄 来 , 非 食 肉 动物 主要 是 以 植物 物质 为 生 ， 

而 伪 内 动物 则 以 非 食肉 动物 为 生 。 同 时 在 动物 有 机 体 中 有 着 无 数 

的 寄生 生物 (动物 和 植物 有 机 体 )。 久 现成 的 有 机 物质 为 生 的 芙 菌 ， 

”也 属于 他 养 有 机 体 。 这 些 其 效 中 的 一 部 分 是 寄生 菌 , 另 一 部 分 是 腐 

年 南 。 同 样 地 ,粗大 在 大 多 数 情 襄 下 或 者 是 寄生 菌 , 或 者 是 腐生 菌 。 

% 

杀菌 到 处 大 量 地 分 布 着 ,把 大 量 的 有 机 物质 分 解 成 矿物 部 分 ;, 因 而” 

在 自然 失物 质 循 环 中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此 外 ,还 可 见 到 一 种 植物 ， 他 们 是 混合 营养 有 机 体 , 也 就 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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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同化 取 自 无 机 界 的 物质 ， 同 时 也 能 靠 现成 有 机 物质 为 生 的 有 机 

体 。 但 这 各 有机体 比较 少 。 因 此 整个 褒 来 可 以 认为 , 符 物 轿 的 所 有 

有 机 体 可 分 为 两 类 : 自 养 有 机 体 和 他 养 有 机 体 。 

二 “有机体 的 繁殖 

每 一 个 单独 的 有 机 体 坐 存 的 时 间 是 极为 有 限 的 。 因 此 生物 有 
机 体 ， 在 整个 地 质 时 代 引 的 存在 ， 只 是 由 于 有 机 体 的 繁殖 才 有 可 
龙 。 如 前 所 迹 ;, 有 机 体 具有 特殊 的 繁殖 能 力 。 繁 殖 能 力 是 活 质 的 主 
至 特 征 闪 一。 生殖 是 通过 有 机 体 生殖 基本 上 与 亲本 相似 的 后 代 的 
方式 进行 的 。 

在 自然 界 中 ， 存 在 着 大 量 各 种 各 样 类 型 的 植物 有 机 体 和 动物 
有 机 体 , 它 们 能 够 适应 寒带 、 温 带 及 热带 地 方 ; 陆 地 ;淡水 及 咸 水 水 

域 中 的 各 种 极 不 相同 的 生活 条 件 。 根 据 生 活 条 件 的 多 样 性 及 发 展 
历史 ,各 种 不 同 的 植物 和 动物 有 机 体 的 繁殖 过 程 ,是 通过 各 种 不 同 

方式 , 卉 借助 由 于 长 期 发 展 的 烙 果 ,而 在 它们 本 身 形 成 的 各 种 不 局 
适应 能 力 来 进行 的 。 在 动 植物 所 有 各 种 不 同形 式 的 繁殖 中 , 存在 着 
两 种 基本 的 繁殖 方式 :无 性 繁殖 和 有 性 繁殖 。 在 这 两 种 情况 下 ,每 
殖 的 外 形 ， 都 是 从 有 机 体 分 出 由 一 个 壮 胞 或 一 租 痢 胞 所 钥 成 的 一 
.部 分 ， 这 一 部 分 在 适当 的 条 件 下 ， 即 发 育成 一 个 新 的 独立 的 有 
机 体 。 

在 无 性 繁殖 时 ,只 有 一 个 亲本 有 机 体 参 与 后 代 的 航 殖 。 在 植物 
- 界 中 通常 有 两 种 无 性 繁殖 形态 : 〈1) 借助 手 称 作 驳 子 的 专门 狂 胞 
的 繁殖 ，(2) 营 养 繁殖 一 一 借助 于 各 种 不 同 营 养 器 官 的 繁殖 , 这 些 
营养 器 官 在 离开 母 本 植株 时 即 已 达到 一 定 的 发 育 程度 。 

低 等 植物 有 机 体 一 一 藻类 、 地 衣 类 、 贞 菌 类 ̀  群 类 及 餐 类 植物 
常 依靠 孢子 繁殖 。 

营养 繁殖 ,在 从 秋 菌 到 高 等 有 花 植物 的 植物 界 的 一 切 类 型 中 ， 
尼 可 昂 到 ;只 是 人 针 时 植物 例外 ,在 它们 中 间 很 少 看 到 营养 繁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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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 SA AENE SB Yy — BAM LBs AAR) AI 
WAM Sh WEG BD. HE SID. FCEE Uae , RIE BE EE Hh PSE) 

BM SEY TAL ATA AT Bi SE HALT A HR 
3 Se FB SF SAFE 

通过 enter eS AS TG SB BE Bk aK EB 

及 其 他 等 。 

出 芽 繁 殖 不 同 于 分 裂 繁殖 的 地 方 ， 在 于 有 SLUR BI BA rE . 

SE FA A>. FEZK AR. FEZ AAS (Mopexue IOTHIH ) 及 其 他 动物 中 

可 观察 到 出 芽 繁 殖 。 

在 有 性 繁殖 时 ,每 一 个 后 代 ， 都 是 由 两 个 结合 的 性 彰 胞 (配子 》 

| HER UE eT WS, EH ATT ER eR 
由 两 个 不 同 的 亲本 有 机 体 一 一 父 本 及 母 本 有 机 体 产 生 。 有 性 繁殖 
万 式 较 之 无 性 繁殖 方式 无 疑 是 比较 复杂 的 ， 因 为 在 进行 有 性 繁殖 
时 ;往往 必须 有 两 个 个 体 参加 ; 必须 有 专门 的 性 烽 胞 产生 及 它们 在 
受精 作用 过 程 中 的 辕 合 。 但 是 极 大 部 分 最 完善 的 植物 和 动物 ;都 是 
通过 有 性 方式 繁殖 的 。 这 一 点 就 证 明了 有 性 繁殖 方式 较 无 性 繁殖 
方式 具有 某 种 特殊 重要 的 生物 意义 和 优点 。 这 一 优点 在 于 ,在 有 性 

”繁殖 时 ,由 两 个 灯 本 的 性 得 胞 发 至 而 成 的 后 代 ,从 其 亲本 中 得 到 了 

ww 

各 种 不 同 的 遗传 特性 。 因 此 这 种 后 代 的 遗传 性 , 较 通 过 无 性 繁殖 方 
式 由 一 个 亲本 而 产生 的 有 机 体 的 遗传 性 ,更 为 复杂 而 丰富 .有 机 体 
由 十 个 亲本 得 到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遗 傅 性 ， 使 喜 有 机 体 较 无 性 后 代 具 
有 更 为 强 羡 的 符 活 能 力 、 更 有 可 能 生存 在 较为 复杂 而 易 变 的 条 
件 下 。 

三 ， 有 机 体 的 徐 布 及 其 对 地 表 新 的 生存 空间 的 征服 

前 面 已 纸 谈 过 5 有 机 体 在 生物 圈 范 围 内 普 逼 地 分 布 着 ;同时 在 

生物 图 的 一 定 地 段 内 , 可 观察 到 有 机 体 的 茶 种 集中 现象 尤其 是 这 

一 点 可 在 陆地 表面 .土壤 层 及 水 域 上 部 各 层 等 地 方 观察 到 。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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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PUR ZEAL PATS, EMBO SE 
BEA RMA, TBAT ADE Oe PLA BE 
春 在 的 ,但 是 有 机 体 所 有 种 的 总 体 是 占有 整个 生物 图 的 。 

各 个 单独 的 种 在 整个 生物 围 中 和 局 部 地 者 于 分 布 的 鼻 限 ;不 

是 某 种 停 涂 不 动 或 是 永远 不 变 的 东西 植物 和 动物 的 一 人 种 . 属 或 
类 群 的 天 然 分 布 区 域 (分 布 区 ) 依 一 系 烈 原因 而 发 生 改 变 ; 其 中 二 
部 分 原因 与 种 发 青 的 历史 条 件 (与 过 去 各 时 代 生 态 条 件 申 的 发 育 ) 
有 有关, 另 一 部 分 原因 与 现存 的 生态 条 件 有 关 。 在 不 适 于 生活 要 求 的 
地 方 , 动 植物 不 能 生存 。 一 个 种 的 分 布 区 域 ,同样 也 与 读 种 的 特征 、, 
天 其 是 与 它 自 己 在 已 经 改变 了 的 生物 环境 中 改变 的 能 力 有 关 。 如 
果 种 仅 固守 其 原 有 形态 ,那么 它们 “ 退 早 会 离开 生命 舞 间 的 2@ -此 
外 ,人 类 对 于 各 个 种 的 分 布 ;也 给 予 瑟 大 的 影响 。 

有 机 体 在 地 者 上 的 迁移 ,是 通过 各 种 方式 进行 的 .大 部 从 动笔 
具有 自动 迁移 的 能 力 , HARE EIR AMES HEA LEB 
动迁 移 。 
1。 植物 的 传播 “植物 利用 各 种 不 同 的 外 界 因素 进行 传播 。 这 

些 因素 有 陆地 上 的 流水 ,洋流 . 风 、 动 物 和 人 类 。 但 是 有 些 植物 ,不 
站 顾 外 界 因素 而 通过 植物 本 身 爆 出 生子 的 方法 借助 于 根 鞋 及 生 
根 的 枝条 的 移动 ,也 可 迁移 到 很 远 的 空间 。 

动物 在 传播 种 子 及 果实 方面 ,起 着 重要 的 作用 。 许 多 植物 的 种 
子 和 果实 ， 具 有 侈 、 刺 及 其 他 一 些 能 够 附着 在 动物 身上 的 适应 能 
蕴 , 且 能 为 动物 带 到 很 远 的 地 方 。 哺 乳 类 动物 ,尤其 是 有 中 类 ,特别 
有 助 了 于 牛 劳 的 传播 ， 因 为 在 牛 荔 的 种 子 和 果实 上 长 满 了 能 够 附着 
在 动物 的 毛 上 、 甚 至 皮 上 的 的 刺 。 

BURR, 镀 动 物 ( 尤 其 是 饲 类 ) 食 用 , 种 子 就 这 样 得 到 传播 。 
大 概 , 生 长 在 大 洋 各 岛 赋 上 的 大 多 数 树 木 ; 至 少 最 初 都 是 由 食 果 饲 
类 带 到 那里 去 的 这些 岛 以 果肉 为 食 , 而 果 “ 核 ? 则 可 通过 它们 的 肠 

四 T. 工 . 李 森 科 : 农 业 生物 学 ， 1948 年 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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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而 不 失去 萌发 的 能 力 。 洋 流 在 植物 迁移 中 也 起 着 一 定 的 作用 。 
种 子 常 常 具有 特殊 的 肉 览 附属 物 ,食用 这 种 附属 物 的 动物 、 存 

PLR (antl 195) FT EP 
-有 时 动物 储备 着 作为 它们 食物 的 各 种 坚果 。 这 时 一 部 分 坚果 . 
即 可 得 到 传播 ,例如 ;松鼠 可 以 传播 西洋 棱 子 、 橡 实 及 其 他 种 子 。 典 
型 的 亚 寒 带 针 叶 林 筷 类 一 一 棒 岛 一 一 储备 着 雪松 坚果 ， 因 而 是 西 

从 利 亚 松 的 主要 传播 者 之 一 。 松 儿 对 于 柑 树 起 着 同样 的 作用 ,已 能 
够 带 走 橡 实 ， 将 其 埋藏 在 持 椿 的 树 皮 里 面 ， 隐 藏 在 若 花 中 及 其 他 . 
地 方 。 

人 个 自 党 地 和 不 自觉 地 影响 着 植物 和 动物 的 分 布 。 人 们 对 植 
物 的 传播 方法 ,是 极为 多 种 多 样 的 : 借助 装载 货物 、 谷 类 及 种 用 材 
料 等 的 运 坊 《铁路 .航运 等 )。 战 等 及 与 其 有 关 的 人 们 的 移动 和 运 
输 , 在 这 一 方面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 

”大 们 不 自觉 地 传播 着 许多 素 草 植物 。 其 中 包括 : 牛 劳 (Arctiuim 
”appa)》、 矢 车 菊 〈Cezitaurea cyanus), #y@% (Atriplex has- 

tata), 42% (Bromus secalinus) , Saiihichsciaiats canadensis) 

及 其 他 许多 草 类 。 
很 旱 必 前 ， 草 地 径 营 者 就 已 自觉 地 利用 着 将 许多 禾 本 科 植 物 

及 其 他 植物 补 秋 到 天 然 草 地 的 草 层 中 以 提高 其 质量 的 方法 :人们 
培植 着 少 士 植物 群 中 所 缺乏 的 新 的 乔木 树种 。 同 时 人 们 创造 了 新 
药品 种 和 种 但 是 新 种 的 形成 、 尤其 是 栽培 种 的 形成 ,可 以 是 人 类. 
自沉 活动 的 精 果 ,也 可 以 是 不 自沉 活动 的 烙 果 。 

“2. 动物 的 迁移 “动物 与 植物 比较 起 来 ,在 地 表 的 迁移 方面 具 

_ 有 一 定 的 积极 性 。 许 多 动物 可 以 沿 坚硬 基质 移动 ( 走 和 跳 )、 可 以 飞 
翔 . 肖 游 。 同 一 种 动物 的 迁移 可 分 为 几 种 类 型 :种 在 分 布 区 内 的 周 . 

期 性 迁移 .大群 迁 移 、 一 般 迁 移 、 偶 然 迁移 方式 。 
一 定 种 动物 的 周期 性 迁移 “在 自然 界 的 许多 种 动物 中 ， 可 观 : 

察 到 周期 性 的 迁移 。 哺 乳 类 \ 饲 类 ,所 类 沿 水 平方 向 及 垂 掉 方向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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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沿 垂直 方向 的 迁移 ,可 在 出 区 及 深水 水 域 中 此 到 。 例 如 ,秋天 ;, 当 
出 上 降 堆 和 温度 下 降 到 一 定 界限 时 ,下 地 野山 羊 、 蒜 羊 . 野 猪 . 填 马 
PAN PS, DASE AST STRESS. 
MALLE aH, LABELS shy — BW 
猩 、. 和 雪豹 也 开始 离开 高 原 。 

所 有 海洋 中 的 浮游 生物 有 机 体 大 规模 地 进行 着 垂直 迁移 。 这 
些 迁 移 大 部 分 都 具有 孝 夜 的 性 里 , 且 与 太阳 的 光照 有 关 。 每 晚 有 元 
亿 吨 浮游 生物 有 机 体 , 从 海洋 较 深 各 水 层 中 澶 向 较 上 各 水 层 中 ;但 
当 旭 日 初 照 时 , 记 们 又 重新 下 沉 到 深水 层 中 @。 ， 

澶 游 甲 壳 网 动物 迁移 的 振幅 最 犬 。 天 西洋 的 小 型 洗 游 甲壳 动 

ty Calanus finmarchicus 白 书 (6 一 18 小 时 ) 生 活 在 深度 为 350 一 

.450 公 尺 的 海水 中 ,夜晚 旭 生 活 在 10 一 20 公 尺 深 的 海水 中 。 - 
DLP A ZEW, AES ERMA. 
Lb, SOURS. HEAR RRI HED 

Wy , BAERS ANS ZEB BERET EBS PE 
在 上 部 各 水 层 中 。 这 秘 迁 移 主要 与 繁殖 及 获取 食物 有 关 。 

可 久 作 为 水 平 周期 性 迁移 的 例子 的 有 各 种 海 生动 物 的 迁移 ， 
尤其 是 因 繁 殖 、 肥 育 及 过 冬 的 需要 坝 引 起 的 鱼 类 的 迁移 ,区 及 篇 类 
的 飞 迁 。 许 多 动物 在 年 中 一 定 季节 里 ,从 海洋 开车 部 分 定期 移 向 海 
岸 。 北 方 鲁 《Claupea harenqus) 在 生活 过 程 中 在 性 未 成 就 以 前 会 
LAB AE H. Homarus 每 尼 亚 目 动物 ̀ . 十 是 亚 目 动物 (Natan- ~ 

tia) 夏季 进行 向 海岸 的 定期 迁移 ,而 冬季 则 下 这 至 很 深 的 地 方 。 普 
seu (Grangon Grangon ) 在 离 海岸 很 远 的 海水 中 过 允 和 产 孵 ， 

MBM REAM RET, MGT. MRA 
(Paralithodes kamtschatica) 在 深 达 100 一 300 公 尺 的 水 中 过 

冬 。 春 天 , 随 着 沿岸 海水 变 暧 , 针 便 成 很 大 的 蟹 群 游 向 海岸 在 那里 
@ .31.A- 仁 凯 厅 奇 : 苏 联 各 海 及 其 动 植物 区 条;1951, 63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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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和 肥育 。 eee 
37K (Oncorhynchus §§)——ANSis fA ACHE. RAE (On- 

- corhynchus hisutsch) ,Oncorhynchus masu, Oncorthynchus 

-nerka 和 Oncorhynchus tschauytscha 几乎 整个 一 生 都 生活 在 

海中。 它 个 一 生 中 到 河 里 产 思 一 次 , 产 卵 后 即行 死亡 。 

许多 鳍 脚 类 动物 ,在 迁移 中 可 以 走 过 几 千 公 里 的 路 程 。 北 冰 洋 

ROBE (Histriophoca groenlandica) 整个 夏季 主要 都 在 

洗 冰 地 区 生活 ;, 旋 们 在 绪 里 得 到 了 很 大 的 肥 青 。 深 秋 时 海豹 才 和 集聚 
为 三 大 群 二 克 芬 兰 、 召 美 因 及 白 海 海 脐 群 转向 南方 。 每 一 群 计 有 
数 十 万 头 , 基 至 几 百 万 头 。 而 后 他 们 在 这 里 进行 繁殖 。 

每 年 有 大 和 群 高 类 在 夏季 飞 向 北方 地 区 ,尤其 是 在 冻 原 营 集 。 例 

MBAR BOA 许多 守则 KE .85. 88 (Cy-gnus) 及 其 他 等 。 

动物 的 周期 性 迁移 有 着 广泛 的 分 布 ， 但 是 这 种 迁移 是 在 一 定 

区 域 范围 内 进行 的 。 有 时 仅 有 个 别 个 体 或 类 群 可 以 超出 某 一 一 定 

区 域 范 园 。 这 种 黎 有 的 情况 可 引起 种 的 迁移 。 ie Toe 

REALE ”在 动物 惫 出 繁殖 的 年 分 由 ， 个 体 的 数量 二 加 得 特 

别 迅 速 ， 这 时 即 可 发 生 动 物 离 开 原 产地 的 大 群 迁移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食物 不 够 ;可 能 是 主要 的 原因 。 同 时 ,大 量 繁 殖 是 鼓 为 优良 的 环 

境 条 件 的 猪 果 ， 面 且 往往 略 后 于 这 些 优良 的 环境 条 件 。 

ALR IB. 局 类 ( 沙 移 及 么 局 )、 以 及 蝗虫 中 间 大 群 迁移 现 

象 , 才 现 得 特别 显著 。 

“ 旅 鼠 ;或 北 磊 旅 鼠 ,在 它们 繁殖 到 相当 巨 天 数量 的 年 耸 中 ， 就 

”会 很 快 瑟 整 群 兄 开 原 地 ,仅仅 留 下 很 少 的 个 体 ,它们 开始 沿 同一 方 

AFG Sy WEES EPS TRAIT. SKS POT ERR HE 

KR AAR AM SRE ENMAABKARARAHEE, ARE 

TiS FR BASE Te] — Fz Tey BE . Un Re Fa ET BSE, BZ, 3 BE HT 

BEM BE CEPA A Se Bt > EK RSE ERS 

| @ 于.A. 波 布 林 斯 基 : 动 物 地 理学 ; 歼 育 出 版 宙 ， 1951 47, 87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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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浪 涛 之 中 。 一 般 说 来, TEAS ARDEA ARBRE Ie FEB 
物 是 十 分 典型 的 现象 。 i. 

松鼠 也 是 这 样 ， 在 大 群 迁移 时 全 们 会 游 过 河流 及 大 湖 ， 穿 过 
“光村 、 基 至 城市 ， 远 远 深 入 到 冻 原 或 草原 地 带 ， 甚 至 活 庆 于 大 海 
nD 、 潮 

栖 居 在 哈萨克 斯 坦 草原 的 沙 复 ， 在 某 些 年 代 里 也 有 大 群 飞 迁 
的 现象 ,它们 朝 一 个 方向 可 以 一 直 飞 到 欧洲 最 西部 分 (到 大 西洋 汕 
ATA) , 朝 另 一 方向 可 以 飞 到 中 国 的 东部 。 
- PALL, 蝗虫 售 自 北非 .前 亚 及 中 亚 , 前 高 加 索 地 区 进行 过 
长 途 的 迁移 ， 数 量 极 多 ， 几 公里 长 的 天 空 都 好 象 被 高 云 呀 满 了 一 

现在 知道 ,进行 成 群 迁移 的 还 有 下 列 动 物 , 如 草原 旅 鼠 .田鼠 、 
AF Bt EES RB. RIES. 

某 些 动物 的 大 群 迁移 ,有 时 可 以 远 远 超出 其 分 布 区 范围 ,这 在 
很 多 情况 下 可 使 它们 的 分 布地 区 扩 火 。 但 是 ,通常 动物 的 大 群 迁移 、 
都 使 它们 到 达 了 不 符合 于 它们 生存 要 求 的 地 方 。 因 此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动物 就 会 死亡 ,而 迁移 就 不 可 能 使 分 布 区 扩大 。 
一 般 迁 移 ， 对 许多 种 动物 的 观察 告诉 我 们 ， 动 物 的 迁移 是 很 

组 慢 的 。 但 同时 ;动物 种 仍然 可 以 占有 地 考 上 和合 来 僵 新 的 空间 。 
例如 ， 很 早 以 前 就 生活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的 南部 及 中 部 地 区 的 

ik FE, BIFLPZE 100 年 中 (1825 一 1936), 向 北 和 向 东 扩 大 了 它们 的 
分 布 区 。 衫 据 计算 , 欧 殉 每 年 平均 有 网 以 6 公里 的 速度 向 北方 移动 ， 
但 是 移动 的 速度 井 不 均匀 ， 在 某 些 年 分 中 甚至 还 有 某 些 后 退 的 现 
SEMA CH Eh, EM Stes BAR 

FT | | 
西伯 利 亚 山 自 叶 尼 塞 河 向 西 的 迁移 ,也 具有 这 种 渐进 的 性 质 。 : 
在 许多 饥 类 ( 柳 移 . 员 入 . 灰 山 单 ). 东 前 高 加 索 草原 的 小 黄 鼠 、 

卡 曙 利 阿 的 移 用 中 间 也 存在 着 这 种 迁移 的 规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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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逐 年 不 断 增多 ， 那 么 当 它 们 将 其 所 占据 的 分 布 区 范围 内 生存 的 
一 切 可 能 性 用 尽 以 后 ,它们 就 必然 会 扩大 其 分 布 区 域 的 范围 ,也 就 
是 开始 向 地 者 上 新 的 地 区 迁移 。 但 在 迁移 中 ， 它 会 遇 到 各 种 隐 碍 -= 

例如 ,对 于 平原 上 的 栖 居 者 这 种 障碍 物 是 山 , 对 于 喜 湿 性 动物 是 王 
燥 气 候 ,对 于 陆 栖 动物 是 大 河 , 对 于 淡水 动物 则 是 咸 水 等 等 。 这 种 

障碍 物 ; 也 可 能 由 植物 或 其 他 动物 造成 。 在 中 亚 所 有 荡 漠 地 区 都 全 
居 着 范 青 科 甲 虫 ;而 费 尔 于 盆地 则 例外 ,因为 这 里 没有 作为 这 种 甲 

”下 的 食物 的 柯 诺 路 易 阿 蒙 木 (Ammodendron Conollyi)。 在 中 非 

Hy eo KASH BWR (Glossina morsitans), 它们 在 咬 刺 其 他 
动物 时 可 将 二 种 特殊 的 纵 毛 SE th (HryTaKoBaa Tpamanocome ) Ge 

RGED OME © WFREBRB 5. AGRE CARE HE 
5) Bet 70), EPIRA sh PEM POLE, MLA 

BRA Ai AH BEB SALE RE 0 LEM FENG RIG 3S Bh HE ah 
不 能 造成 疾病 ,因此 和 天 蝇 不 能 成 为 它们 的 障碍 。 
在 各 种 植物 的 迁移 中 , 也 可 遇 到 许多 降 碍 : 气候 .土壤 一 底 土 

及 机 戌 的 障碍 物 ( 海 、 洋 . 山 带 等 )， 以 及 由 动 植物 生物 有 机 体 而 造 
成 的 障碍 。 

作为 一 定 种 植物 迁移 的 障碍 的 ,还 有 其 他 植物 种 类 ;以 及 植物 

群落 ,后 者 可 以 造成 特殊 的 条 件 ,不 尤 许 其 他 生存 条 件 下 的 植物 沙 
~- 久 其 中 。 例 如 ,在 俄罗斯 平原 上 ,广大 的 森林 就 是 某 些 草原 植物 疝 
北方 迁移 的 障碍 ; 森林 的 稀疏 或 砍伐 可 为 草原 植物 向 北 扩 展开 辟 
道路 。 某 些 动物 (如 传粉 者 ) 的 缺乏 ,也 是 许多 植物 迁移 的 障碍 。 

在 迁移 过 程 中 ;在 征服 地 者 上 新 的 生存 空间 过 程 中 ,种 的 个 体 
进入 了 新 的 ,与 以 前 完全 不 同 的 生活 环境 。 这 些 个 体 必 须 在 很 大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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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上 适应 新 的 生活 环境 ,自己 作 相 应 的 改变 SEPA, 
“如 同 在 犬 群 迁移 中 所 狠 常 发 生 的 那样 在 这 种 情 襄 下 ?所 处 条 件 最 
为 有 利 的 是 那些 具有 很 大 可 塑性 的 种 类 ， 也 就 是 具有 在 改变 了 的 
符 活 条 件 下 改变 自己 的 能 力 的 种 类 。 如 果 一 些 种 固守 其 原 有 形态 、 
失去 了 在 改变 了 的 周 园 生 活 环境 中 改变 自己 的 能 力 ， 那 么 它们 就 
不 能 扩大 其 分 布 区 域 ， 相反 地 , 这 个 区 域 在 某 种 程度 上 还 会 短小 ; 
其 至 这 些 种 后 来 还 会 离开 生父 的 画 音 。 许 多 生活 于 过 去 地 质 时 期 、… 
但 现在 已 经 罗 种 的 动 植物 古生物 遗体 ,就 证 明了 这 一 点 。 

—— as 

四 “有 机 体 之 问 的 相互 关系 

有 机 体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是 极为 复杂 而 且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这 蛙 

可 以 发 现 各 种 不 同形 式 的 斗 等 与 互助 。 

等 取 生 存 的 种 间 斗 等 ,是 自然 界 中 分 布 最 广泛 的 现象 .在 这 一 

斗 等 中 ， 某 些 种 对 于 其 他 种 卖 现 了 很 大 的 侵略 性 (例如 :食肉 类 动 
物 . 寄 生物 )。 在 另 一 情况 下 , 斗 竺 具有 间接 的 性 质 , 才 现在 生活 条 
件 的 竞 等 上 (例如 为 TR) SONA 

洋 中 和 陆地 上 。 

大 家 都 知道 ,在 海洋 的 上 部 各 层 ,发 青 戎 天 量 被 动 漂浮 的 植物 、 

有 机 体 ( 洗 游 植物 )。 这 主要 是 各 种 不 同 的 绅 类。 在 巴 偷 支 海 工 平 方 

公里 的 水 面 下 一 年 平均 可 以 产生 湿 重 为 5000 SUMMA. 

此 外 ， 在 海水 及 海底 底 士 中 生活 着 大 量具 有 巨大 生物 化 学 能 的 右 

菌 。 例 如 ,就 在 同一 巴 偷 支 涯 中 ， 在 厚 达 1 厘米 面积 为 工 平 方 公 尺 

的 底 土 的 上 层 即 含有 将 近 20 克 的 确 菌 。 在 里 海北 部 1 立方 公 尺 的 

海水 中 含有 50 一 250 BR MAMBO. 

海洋 中 所 有 浮 庆 植物 和 和 菌 ， 是 海洋 中 所 有 其 他 生物 大 以 夺 

存 的 食物 来 源 。 

@ JI.A. 仁 凯 厅 奇 : 苏 联 各 海 及 其 动 植物 区 系 ,1951 年 ,142 Ro 

@ 同上 韦 ,1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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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BEML AD, EMERABE LRA 
FU HORE BF Shy GARE by BY T0—90%), HEI BD 
ATE Bh AD Bh MAW FLSA DUAR» 
HERE EE Shy Se ER DDD 
en 
后 一 环 是 大 鱼 、 大 的 软体 动物 及 甲壳 灶 动 物 、 大 多 数 海洋 哺乳 类 
动物 。 Gt 

ZEMEES , SXLERMIAGERORT CES RAPS 
的 斗 竺 。 这 一 点 可 从 一 些 实例 中 得 到 证明 。 

” “ 瑟 大 的 海 生动 物 所 需要 的 有 机 体 的 数量 非常 多 。 一 个 大 鳝 包 
的 蝎子 ,可 以 容 灿 60,000 多 个 小 的 甲壳 网 动物 。 一 个 大 的 须 和 鲸 的 胃 

所 舍 食 物 ; 重 量 可 达 几 吨 , 而 每 公斤 食 
DEAT ERR AM ILA D SE ei 
动物 "7@ 。 因 此 ;在 许多 情况 下 ， 在 作 
Sy FD A HLA SIR GER: ey ALTE 
Ay WU LAE LES — BT ER PK 

HK. Blin, TERME IEE , fy 44114 Be 

E53 (EIR F BAS (Cala- 
| 25,5 areas nus finmarchicus) 之 问 就 存在 着 直 

ee macmost HEHE IER AMET 38). 
数量 发 展 的 对 此 关系 。 在 整个 陆地 上 非 食肉 类 动物 依 集 

定 物 界 而 玲 存 。 一 般 散 来 ， 非 食肉 类 动物 又 是 食 内 类 动物 的 食物 
来 源 。 同 时 ，. 种 间 斗 等 ， 也 与 海洋 中 的 自然 现象 一 祥 具 有 侵略 的 
HERE : 

LFEPA MARAE , TMS IE LB 
HER, PAH RE RR A ES BAG D) 

WOE RMU. TRS , PCG RE, TERE AER Se eee 
@ D+ A+ BLES RAM RISER, 1951 年 ;149 He 

六 二 这 Cc 

i 

C.hidharcnicus— oh Fey s 

es gee 

e & BRS S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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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 ow Vv Ww 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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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动物 贫乏 的 年 代 相 _ 
SS 上 本 eae ike, MARES A ICU 

ANG AA AG 
Ss eS 汉 

. 
Ba 255 SY a 

: ANZA WALLOON. 兰芝 
= 孜 . 

Zi >) Ab AF FEA gal? ed 2 29-29 ot ey 5 3: a ae -29 3 30 - Bi toate ) (SIMA BRARORFRK 

种 直接 的 依存 关系 
(如 图 39). 图 39 北极 狐 数 量 对 于 旅 和 数量 的 供 存 关系 。 

种 问 斗 等 的 这 种 侵略 性 质 在 寄 符 物 与 其 寄主 之 问 也 可 观察 
到 。 

寄生 现象 分 布 异常 广泛 。 在 动物 及 植物 中 此 可 看 到 。 
往往 等 取 生 存 的 种 关 斗 等 具有 间接 性 里 ， 尖 本 上 表现 在 为 了 

生活 条 件 ,尤其 是 食物 的 觉 等 上 。 例 如 ,在 冻 原 及 森林 冻 原 中 可 看 
到 北极 狐 与 狐 之 间 为 等 取 食物 的 斗 等 。 同 时 在 现在 的 冻 原 中 胜利 

总 是 高 于 北极 狐 的 ， 因 为 北极 狐 在 极 北 地 区 更 能 适应 坐 存 ;》 相反 
的 ,在 较 南 的 地 区 狐 则 是 胜利 者 @ 。 3 

在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带 中 , 当 森 林 轻 过 砍 传 和 火灾 后 ,喜光 植物 村 
Ft DEH RAWAM PERS RM. fede 
AEP RIUERMEMASE. Bt tH SEW CMA 
GAR, WA +SEE AME PEELE 
fh( SHS) KREME. | | 

Aas, ASHE, CSM, RES 、 
SPE — LEEK , 即 双方 都 可 从 中 获得 不 同 程度 的 利 丛 。 

Blin, ZED PAR che LE A BB A I 

瘤 。 邦 菌 成 为 根 翻 忠 的 寄生 物 ,但 同时 簿 菌 叉 从 空气 中 获取 游离 氢 
卉 以 舍 氨 化 合 物 的 形式 将 其 供 输 豆 科 植 物 。 = 

EAS SABE Lh AOARLEMOY. EF 
-  @ He A- dea AMIE: Shwe, BOT Mh, 1951 年 ,42 页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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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 BNL , (AE Sp GH ER, PRP HL TR 
SEBO. LE ERE BEKO DS. BHA eA 
AMSA, PAT AY NL FES «ARE LEHI HO LS Ze 
物 有 很 天 的 为 害 。 例 如 在 Acacia (A WB) Ae A ET LL 
栖 居 在 泳 它们 预先 穿 适 的 空 刺 中 。 这 些 刺 位 于 叶 基 上 。 曦 的 食物 就 
是 处 在 树叶 末端 的 富有 有 蛋白质 的 特殊 的 卵 形 及 梨 形 小 体 。 因 此 在 
Acacia 属 各 个 种 及 某 些 赔 之 间 的 联系 ,具有 共生 关系 的 性 质 。 。 

可 以 作为 动物 界 中 共 符 的 例子 的 有 生活 在 地 BEM ABR ， 

《Bupasgurus) 及 Sagartia parasitica( 糙 海 莹 的 一 种 ) 之 问 的 相互 

关系 。 寄 居 绥 为 了 保护 其 柔软 的 腹 皮 , 便 将 它 藏 在 空 的 甲壳 中 , 拭 
在 运行 时 拖 着 这 个 甲壳 前 进 , 同时 也 将 坐 生 在 该 甲壳 上 的 Sagar- 
tia parasitica 一 道 带 走 。 这 就 使 Sagartia parasitica(《 成 坐 状 ) 

便于 运动 ,而 寄居 蟹 也 可 以 得 到 一 部 分 由 ER parasitica 的 

刺 器 管 所 麻 兽 的 捕获 物 。 
在 许多 十 分 巨大 的 有 机 体 上 及 其 体内 ， 有 时 生活 着 许多 各 种 
PMA Ith AAS. IN, 在 有 机 体内 也 生活 着 能 
输 携 带 者 (寄主 ) 带 来 丛 处 的 微生物 。 例 如 ,存在 着 这 样 一 些微 生物 ， 
他 们 对 病原 微生物 给 予 毁 灭 性 的 影响 。 有 些微 生 物 可 促进 寄主 有 
PL AER SEGUE. Bilin ESE YE AE CIsoptera) MBA ZNSE 
FMAM S oh EPR EEG FG, EP EE 
TC, NAS LOA EN AAA RASS BAD 

四 此, 秘 间 的 相互 关系 本 身 包 含羞 斗 等 及 互助 。 

斗 竺 及 互助 在 一 个 种 的 各 个 个 体 之 间 也 可 看 到 ， 但 是 这 些 现 
和 象 与 种 间 相 互 关系 中 的 斗 等 和 互助 比 吉 起 来 ， 在 质 上 是 具有 截然 
不 同 的 性 质 的 。 

为 了 保证 种 的 繁荣 , 粗 成 种 的 各 个 体 , 都 力图 尽 可 能 大 量 地 生 
殖 后 代 。 这 样 做 之 所 以 必须 , 是 因为 当 生 殖 不 足 时 , 所 有 后 代 可 能 

” 租 于 种 间 斗 等 和 非 生 物 界 的 不 利 条 件 而 遭 到 消灭 。 生 物 意 是 容易 .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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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K, PHM RK. 有 栅 体 的 这 一 特性 是 一 种 特殊 的 适 
应 。 后 代 的 繁多 ,使 种 即使 在 其 中 大 部 分 已 被 消灭 的 条 件 下 (由 于 

种 间 斗 等 及 不 利 的 自然 因素 的 影响 ) 仍 有 足够 数量 的 个 体 往 续 进 
行 生殖 。 但 是 当 种 问 斗 等 及 自然 因素 的 不 良 影响 再 于 某 称 原 因而 

减弱 时 ， 训 种 的 个 体 在 一 定 地 方 的 数量 可 能 多 于 可 供 它 们 符 存 的 

“ 效 料 的 数量 ， 这 就 会 造成 委 取 生存 的 直接 的 种 内 斗 等 。 对 于 动物 

议 来 ， 除 此 以 外 ， 还 可 司 起 类群 迁移 。 由 此 可 见 ， 在 通常 条 件 下 ， 
， 作 为 积极 因素 的 高 额 繁殖 ， 在 另 一 条 件 下 就 会 成 为 完 圣 相反 的 情 

日 是 高 额 繁殖 的 消极 意义 ,具有 相对 的 性 

GSAS RAMS TAME RAE BER 
PADI PERE TO ED STH ERT» REP RR STE 

亡 的 现象 。 3 
TE TERED Feit 在 动物 或 是 在 植物 中 加 都 可 看 到 种 内 斗 

a 

根据 试验 证 明 ， 在 用 天窗 高 度 春播 大 国 作 胸 及 芯 麻 作 欧 时 (在 
100 平方 厘米 面积 上 播种 1;000 颗 橡 腰 草 种 子 或 100 AR 2B EF 

一 砚 的 种 子 )， 帘 中 所 有 中 间 的 植物 都 死亡 了 ， 而 在 边 续 定 物 审 则 发 

生 稀 朴 现象 @ 。 因 此 栽培 区 成 为 环形 。 在 种 植 密度 较 水 时 ,中 部 村 
物 虽 有 父 存 ,但 较 边 缘 植 物 的 发 育 要 差 的 多 @ 。 

在 雄 康 .海狗 ` 野 猪 及 其 他 许多 动物 之 间 进 行 着 瑟 酷 的 阅 符 。 
种 内 斗 等 往往 具有 隐藏 的 人 性质 。 例 如 , 它 可 以 表现 在 寻 复 食 牺 

方面 。 的 
在 一 定 种 的 各 个 个 体 之 问 同样 也 可 观察 到 互助 的 现象 。 例 如 

在 自然 环境 中 ,在 松林 的 生长 中 ,可 看 到 江 密 的 幼苗 在 开始 时 是 有 
。 贡 于 幼小 松树 个 体 生长 的 * 相 当 茂密 的 声音 ,能 很 好 地 抵抗 环 境 的 

@ 了 T.B. 普 拉 特 纤夫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讨论 中 的 几 个 哲学 问题 (参看 “关于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问题 的 讨 花 并 中 文 ], 第 7 集 , 科 学 出 版 社 /1955 年 ;77 一 78 页 )o. 

© “植物 学 杂志 ”1954 年 , 4 期 ,515 一 54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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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利 因素 ( 杂 草 .害虫 等 )。 而 后 , 随 着 植物 所 必须 的 营养 面积 的 扩 
大 ;在 各 个 个 体 之 阐 就 可 能 发 生 了 矛盾 ,在 种 内 斗 竺 的 影响 下 便 发 生 

” 某 一 部 分 个 体 的 凋落 现象 , 亦 即 植株 稀疏 现象 。 
种 内 (以 及 种 间 ) 植 物 在 性 质 上 各 不 相同 的 相互 影响 ， 往 往 同 

时 玲 现 出 来 。 例 如 ,如 果 在 森林 的 乔木 中 进行 着 互相 为 等 取 阳 光 、 
GD. AAAS, 那么 他 们 同时 在 与 草本 植物 、 与 风 倒 现象 的 
斗 等 中 ,在 形成 一 定 微 气候 条 件 等 情况 中 ,彼此 又 相互 帮助 。 因 此， 
完全 否定 种 内 斗 竺 或 种 内 的 互助 都 是 没有 任何 根据 的 @ 。 

我 们 知道 有 着 许多 成 瑟 大 群体 等 生活 的 动物 的 例子 ( 野 放 群 、 
JER RIOR: SR BT BEE WER) 0 DOS 
RAM MEEK RA KK. EERE. KLE IP ABAD 

一 了 ,生物 的 一 定 密度 不 会 引起 一 定 种 的 各 个 个 体 的 互相 消灭 ;相反 
地 ,一 定 害 度 会 促进 它 人 的 铝 存 ,使 它们 不 致 遭 到 其 他 种 的 压制 性 
影响 或 消灭 .这 时 种 内 各 个 体 之 问 的 斗 符 ,在 种 问 斗 竺 面前 是 居于 
次 要 地 位 的 。 

由 此 可 见 , 无 论 在 种 问 关系 或 是 在 种 内 关系 上 ;上 苦 可 观察 到 斗 - 
竺 与 互助 的 现象 。 但 是 种 间 关 系 的 性 质 , 在 质 上 区 别 于 种 内 关系 。 
种 内 关系 的 方向 ,在 于 保证 种 的 存在 及 繁 莱 。 革 些 学 者 认为 由 于 一 - 
个 秘 的 各 个 个 体 的 不 断 厅 交 而 产生 的 哉 坤 各 个 个 体 之 间 的 联系 
是 秘 肉 关系 的 主要 特征 。 由 于 不 断 的 杂交 ;任何 个 体 或 群体 的 适应 - 

q HEARSE HE FEARVET Te HEEB A)» PEFR BIA HR, 
FBS. 
AE MEST, MAAS BHT 生物 界 发 展 的 基 
硼 。 根 据 有 机 体形 态 与 其 生活 条 件 统 一 的 规律 , 一般 咒 为 ， 在 研究 

”生物 界 的 发 展 时 ; 记 考 虑 到 有 机 体 的 历史 的 和 个 体 的 发 展 , 孔 们 的 
得 传 性 和 变异 性 。 

@@_T.B. 普 摘 托 讲 夫 :物种 与 物种 形成 讨 花 中 的 儿 个 哲学 问题 (参看 “关于 物种 
与 物 神 形成 问题 的 讨论 区 [中 妇 ], 第 7 集 ; 科 学 出 版 社 )1955 4E, 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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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物 群落 及 其 与 周围 环境 的 相互 联系 

所 有 生物 有 机 体 ， 都 通过 新 陈 代谢 与 周围 环境 不 断 吕 相 互 作 
用 着 。 每 一 个 有 机 体 ， 都 与 周围 环境 有 着 十 分 紧密 的 联系 , 以 致使 
有 机 体 和 周围 构成 一 个 整体 。 同 时 有 机 体 与 周 园 环 境 的 联系 可 分 ， 
为 十 种 :与 非 生物 办 的 联系 和 与 生物 界 的 联系 ;* 亦 即 与 其 他 有 机 体 
的 联系 。 在 生物 圈 中 , 非 生物 界 的 条 件 是 非常 复杂 的 。 大 家 都 知道 ， 
气候 、 士 壤 、. 地 形 ,水 文 特 征 等 在 地 表 上 变化 的 范围 很 大 ,这 些 要 素 
对 符 物 有 机 体 给 予 强 烈 的 影响 ， 但 有 机 体 本 身 在 一 定 程度 上 也 影 ， 
哆 着 它们 。 同 时 ,一 部 分 有 机 体 适 应 于 非 生 物 界 的 一 些 条 件 ; 而 另 
一 部 分 有 机 体 旭 适应 另 一 些 条件 等 等 。 此 外 ,在 各 个 有 机 体 之 间 也 
存在 着 一 定 的 相互 联系 。 这 一 联系 ,可 依 具 体 条 件 而 发 年 改变 。 

在 研究 生物 群落 时 ,只 考察 有 机 体 之 问 的 联系 。 这 种 联系 是 复 
素 的 而 且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这 种 联系 的 基础 ;是 有 机 体 维 持 生 命 和 生 
殖 后 代 的 可 能 性 同时 关于 获取 食物 方面 的 联系 具有 重要 指 意 义 。 
例如 ,植物 是 许多 动物 一 -昆虫 .软体 虫 . 蜗 牛 \ 吐 此 目 、 锅 类 、 食 草 
类 等 的 食物 。 因 此 ,许多 动物 的 分 布 与 繁殖 ,往往 与 一 定植 物 的 存 
在 和 这 些 植 物 的 数量 有 关 。 已 们 以 这 些 植物 为 食 , 或 者 在 其 上 寻找 
其 他 动物 为 食 ,所 以 ,许多 种 动物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生活 在 具有 一 定 
粳 被 类 型 的 地 区 : 在 冻 原 一 北方 鹿 及 旅 鼠 类 ， CES AE. 
SER IRS, ERR BAA, SM BD, O48, 
fev it—mgys (Gazella subgutturosa)、 砂 士 鼠 亚 科 、 跳 鼠 科 

(Dipodidae), 而 食肉 类 动物 所 生活 的 地 方 ， 正 是 它们 能 够 碑 得 
作为 它们 食物 的 有 关 动 物 生 活 的 那些 地 方 。 例 如 ,猎豹 (Acino- 
nyx) AAEHAPENESS AVE EPS, ES ASE 

IAT SX LEER ATL CAB, HL 5 Bs ee LMR EIR ANE AB 
是 彼此 孤立 的 ,而 是 处 在 一 定 的 结合 之 中 、 处 在 往往 由 各 个 不 同 种 
芍 大 量 个 体 钥 成 的 一 定 的 生物 社会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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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居住 在 坐 存 条 件 比 较 相 同 的 一 定 生境 地 段 上 的 动 植物 的 总 
体 , 称 做 生物 群落 。 生 物 群 落 是 天 然 地 或 是 在 人 类 活动 影响 下 形成 
的 。 参 与 任何 一 个 生物 群落 的 有 机 体 彼此 久 直 防 的 或 间接 的 制 狗 
关系 构成 一 个 六 一 的 整体 。 

陆 上 和 海中 的 生物 群落 底数 量 很 大 ,而 且 极其 复杂 。 这 就 是 各 
种 不 同 的 森林 ,草原 .荒漠 及 其 他 等 生物 群落 。 

生物 群 蓝 在 种 类 成 分 上 具有 一 定 的 稳定 性 。 例 如 , 象 惧 花 云 核 
林 这 类 生物 群落 的 种 类 成 分 即 特有 一 定 的 植物 : 云 杉 、 欧 洲 越 橘 、 

越 棋 、 舞 箱 草 、 其 他 一 些 草 类 和 各 种 不 同 的 芙 殉 ,同时 还 具有 一 定 
MER. BAKE. MH RAS. ALE RABE 
ASHE Hb As Fe ZEAE PK TE ASR FP , BU ERE 
很 大 .非常 温 的 灰 化 土 等 条 件 下 。 

符 物 群落 虽然 在 其 种 类 成 分 上 具有 相对 的 稳定 性 ， 但 在 其 本 
性 上 仍 可 发 从 变异 和 变化 ,因为 与 其 有 密切 联系 的 环境 ( 亦 即 生物 
群落 生活 地 眉 的 非 生 物 界 ) 经 常 发 生变 化 。 大 家 都 知道 , 非 生 物 界 

的 各 页 素 ,如 气候 .土壤 、` 地 形 等 也 是 不 断 变化 和 不 断 发 展 的 。 这 在 
生物 群落 中 可 坟 引 起 一 定 的 变化 。 在 第 四 杞 时 在 地 内 上 发 生 了 非 
常 重要 的 气 忌 变化 ;这 不 能 不 反映 在 土壤 、 地 形 的 发 展 上 , 因而 也 
不 能 不 反映 在 生物 群落 的 发 展 上 。 ae 

此 外 ,每 一 种 生物 有 机 体 , 由 于 生物 群落 中 有 机 体 之 间 的 相互 

” 联系 而 不 断 发 展 着 和 日 趋 完善 。 这 样 ,相互 关系 本 身 也 在 一 定 程度 - 

上 发 生变 化 。 
” 当 条 件 改变 时 ,一 个 生物 群落 可 被 另 一 个 所 代替 。 土 壤 湿 度 的 

增 大 ,如 达到 沼泽 化 时 ,就 会 使 芙 苏 云 杉 林 被 水 斑 云 杉林 所 代替 。 在 
现代 温带 森林 带 中 沼泽 的 进一步 发 展 ， 就 使 水 苏 云 杉林 被 水 玉 云 
杉 沼泽 所 代替 ， 后 者 具有 能 够 生活 在 这 些 已 经 改变 了 的 条 件 下 的 

”一定 种 类 成 分 的 动 植物 有 机 体 (水 花 、 位 嗓 踢 ,名 虎 . 桑 悬 钩子 等 ) 。 
在 森 宁 生物 群落 的 种 类 成 分 中 , TE eo BE GE.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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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B). cgmimbicinrativics eh. sagt 
有 害 的 昆虫 。 

生物 群 药 中 有 有 机体 之 关 的 深 囊 的 相互 作用 。 和 与 其 有 密切 关 
系 的 种 类 成 分 及 结 梳 的 相对 稳定 性 告诉 我 们 ;生物 群落 不 是 有 机 
体 的 偶然 的 结合 ,而 是 自然 界 中 有 规律 的 现象 * 这 些 深刻 而 复杂 的 
相互 联系 ,是 在 漫长 的 时 期 中 水 渐 形 成 的 。 

第 四 节 “陆地 与 海洋 有 机 体 的 国民 和 经 济 营 义 及 
人 类 在 生物 圈 中 所 引起 的 变化 

= Hi) 5) AM CEE ROH PBL 

ie ERE MS, Te ARATE Pape BME 
用 .一 些 有 机 体 是 有 丛 的 , 另 一 些 是 有 害 的 ;最 后 第 三 午 划 是 中 性 的 。 

陆地 上 所 有 的 有 丛 植 物 可 分 为 野生 粳 物 及 栽培 植物 。 
-在 国 长 元 济 中 为 了 各 种 不 同 需要 而 利用 着 野生 植物 ;乔木 植 

向 提供 建筑 及 帮工 用 材 ; 镍 用 来 加 固 矿井 和 用 于 各 种 不 同 技术 需 
要 上 ， 如 造 匈 ̀ 工 业 用 酒精 、 人 造 纵 维 等 。 许 多 植物 慎 利 用 来 治 病 _ 

GEE BASS), AER eR Blin, + 
AER TTA BRE), FARA EMSA CS BAHL 
物 , 某 些 地 衣 等 )。 

为 了 国民 各 济 需要 ,人 们 利用 着 从 种 关 型 的 植被 ; 森林 ， 湿 草 
BFR ARR SES. 

Be OAS HP AR ANI PN IN 
AB, MAL DMPA RAE IE : 

Ze RAYE UE AS EK RH A AED 
对 于 它们 的 利用 ,有 四 个 基本 方面 , 即 农业 ,技术 ,食物 及 医学 。 

在 欧洲 沿岸 地 区 ,自古 代 开始 , 人 们 即 以 二 的, 生 的 太 及 粉 未 
的 形式 利用 各 种 不 同 藻类 、 尹 攻 ; 褐 藻 及 红 沙 来 蚀 养 家 冀 ( 牛 ,入 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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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E) o PALA EE Be Ee IA # 
海藻 是 获取 苏打 、 AN, URSA ROB eT 

石花 从 等 ) 的 原料 。 所 有 这 些 物质 ,在 各 个 不 同 国民 交 济 部 门 中 ,都 
有 所 利用 。 
”各 攻 、 褐 薄 及 红 蔬 彼 人 类 用 来 作为 食物 。 将近 60 种 各 种 不 同 

的 海藻 被 亚洲、 美洲 及 西欧 民族 用 求 作为 食物 。 同 时 ， 对 海 络 的 利 
用 可 疏 是 从 的 、 获 的 和 于 的 ,同时 也 可 以 作成 蔬 粉 。 对 藻类 营养 特 : 
性 的 研究 说 明 , 营 中 蛋白 质 及 脂肪 的 含量 较 少 。 

-在 现代 医学 中 利用 着 海 阁 。 在 医治 胃病 ,斯 科 夫 拉 病 , 突 眼 性 :- 
甲状 腺 胜 病 及 甲状 卫 胜 病 时 , 苦 运 用 着 未 轻 精 制 的 生 落 及 于 省 。 从 

-车 类 中 可 获取 许多 在 医学 上 具有 一 定 意义 的 物质 。 例 如 ,EoppareH、 
石花 菜 及 ar 在 医治 各 种 不 同 甩 病 、 ca 呼吸 器 BEM 
科 夫 拉 等 病 时 都 有 所 利用 。 
根据 利用 的 性 质 , 栽 培 杆 物 可 分 为 四 类 :食用 作物 ， 蚀 料 作物 ， 

技术 作物 以 及 用 作 莉 材 和 恢复 健康 的 植物 。 
:属于 食用 作物 的 有 : SAPO. OK. BBR. BERK 

BEBE. BRS, 45 Fh BED BET 蛋 豆 、 茶 豆 、 

RES) HAM OSS. TREE AEA. BORE FS as 
等 ); 酒 料 作物 (亚麻 .大 麻 *- 耐 日 蓝 、 芥菜 、 棉花 等 )， 合 糖 作 物 ( 十 
藤 、 甜 菜瓜 类 作物 (西瓜 、 甜 瓜 等 ), 提 供 各 种 饮料 的 植物 : DR On 
BERL AT ATS AGE) RAAT ARR SL IAG AT SHLD 
Wl BAKA 
FRED VAG RE KGET. Jee aR: SO RR, tiie 

BE, fl TREE. RABARME IMAM LAS FRIED, 
BEA HE. RAs BASVMAE OME 

BARE ACTA PSE EE OAS BO BED FB 

BEARD 2 EASE BEM —AR ET he. 大 麻 、 黄 麻 等 。 在 
技术 作物 中 还 包括 有 提供 橡 腰 ( 橡 皮 树 、 模 腰 草 等 ), 各 种 油 类 (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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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ERT, oprenombHad Kameaua [一 种 1383, Wh NE 于 [cadsa08 

epeao] .蔷薇 、 蒜 衣 草 等 )、 轿 料及 树脂 等 的 各 种 植物 。 

许多 植物 被 用 来 作为 莉 材 (如 鼠 尾 草 )， 以 及 供 居 民 地 区 积 健 
FUSER HL AR. TE HL BA, BABE. 
BBE) « 

AT Rite tease. 

-由 此 可 见 , 陆 地 及 海洋 植物 ， 在 国民 纸 济 中 起 着 五 大 的 作用 。 
其 中 包括 野生 植物 ,同时 也 包括 栽培 植物 。 人 

‘Shy te RAYE, WIE BAY EMBER RR ， 
ET My CAS ER LEB BAMIN, MERAY © 
HL DI ft SB ey Ea A 0 ERK ARH I (63%) VEE 
ROA 40% S—2S, AREY 5%. Al aGE RR ak AGT Ae 
fy SERS 9/10 EAR, SEK ME 10 
EA. UMEDA, OPA, BSR 
资源 求解 释 更 为 妥当 。 在 世界 捕 鱼 业 中 j 钰 科 及 组 科 具 有 最 重大 
前 意义 。 它 们 合 在 一 起 ,超过 世界 捕 殷 量 的 一 全 驻 上 上 。 EMER 
世界 捕 刍 业 占 首要 地 位 的 是 太平 洋 后 (沙丁鱼 )(Sardiaella mela- 

~ nostica) RATS PESPA AE THE FP LE Gadus 
aeglefinus 为 主 ,在 能 科 中 以 太平 洋 钥 ( 北 饼 , 大 王 哈 印 ; Oncorh- 
ynchus tschawytscha, Oncorhynchus nerka 等 ) 为 主 。 5X EE HH 

_ 类 ;特别 是 前 5 种 所 构成 世界 渔业 的 基础 @ 。 根据 B .了 . 波 哥 罗 夫 、 
的 意见 ,在 海洋 中 每 年 捕获 22,000 WAL EMM. an 

EHS AL FLIES) ATHY AE SAO RR 
2 Je ees (Daren RUT), fie fs Jee DR Ou ( Cepzitt BRUT ) 5 AB: $k AS i. TH 

Shag. ENGSE), RE (49%, HR Otaria jubata) mH RK), 
ARS HER AH) RAE AER) 

AA AGERE AEA UEE , DURE 
@ 1 A- RHE: RAW AIK, 1951 年 154 一 155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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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AH CR, DA MLA 3 33 INR, Bik 160 吨 。 这 相当 于 35 只 

象 或 450 头 牡 牛 的 重量 。 这 种 航 的 心 腑 重 达 600 一 700 公斤 ;天 重 3 

吨 。 筷 的 体力 大 多 等 于 1,700 局 力 。 油 脂 层 厚 达 50 厘米 , 重 达 50 Ith 
左右 @ 这些 数字 都 是 指 大 鲸鱼 而 言 , 但 在 蚤 鱼 目 中 也 可 看 到 一 些 
“小 的 "动物 ,如 长 达 1 一 2 二 8 公 尺 的 海豚 。 

许多 鲸鱼 可 以 提供 脂肪 、 肉 ( 制 饶 头 )、 皮 、 骨 头 ( 制 肥料 )。 扶 香 
EEE EAE Bey yg FR Th) ATE 
ETAT LEE EEA RHA UR Ee ER BIS aS 

BE, ABE EMME ESA , BKM RRA A 0 
FESR EHD 5 TS WG. ohh Re Be AA HT DLS 
出 550 万 公 担 太 上 上 的 和 鲸 油 ; 4¢— Rta ft FY DUE 7 000 22 eH 

\` 底 @ 。 现 在 捕 航 总 量 中 80 儿 的 鲸 馆 是 从 南极 水 域 中 捕 得 的 。 
HEC BAS HERES Lt REAR TAB Boi 
SEV HAART. 

生活 在 太平 洋 北 部 的 海狗 具有 很 珍贵 的 皮毛 。 海 独 的 皮毛 更 
为 珍贵 。 这 种 皮毛 较 所 有 其 他 皮毛 都 贵重 。 

现在 无 春 椎 动物 的 狩 儿 业 正在 不 断 发 展 着 。 -各 种 不 同 的 无 着 
He abt th As en ELM), MANS Gem A, Homarus[ 十 

| 2A 2— Bh) eR (Natantial, LUM MM AWE MK 
体 动物 ), 于 食 (十 足 亚 目 动物 及 沙 咀 [ 海 参 之 一 种 ])， 以 及 作成 饶 
Sk ETE RICA AEB, MK ASI) AER ME 
动物 提供 质量 很 高 的 营养 物质 。 在 捕获 的 1,200 AHN HE 
大 物 中; 有 有 65 多 以上 是 软体 动物 ;30 多 左右 是 甲壳 罗 动 物 @ .此 外 ， 
还 采集 着 制作 各 种 装饰 品 的 红 再 瑚 和 主要 用 于 洗 潜 的 沐浴 海 稿 。 

许多 海 生动 物 威 苏 着 人 们 的 健康 , 花 至 生命 。 某 些 水 母 及 管 水 

@ B-T. 波 哥 罗 夫 : 海 中 的 生命 , 1950 年 ，144 页 。 

” 加 了 BT: 波 哥 罗 夫 : 海 详 动物 界 及 其 贺 济 意义 ,1952 年 , 51 页 。 

图 仁 凯 维 奇 :苏联 各 海 及 其 动 植物 区 系 ，1951 年 ，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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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可 引起 强烈 的 伤害 , HA Ba METS ee EH AL) 
用 它 的 刺 造 成 严重 的 刺 伤 * 在 暖 海中 某 些 演 鱼 威胁 着 人 个 的 生命 。 
此 外 , 羡 本 类 动 物 及 羡 石 类 动物 (KaateferoqH5) 特 别 具 有 有 有害 的 影 
咬 ;, 他 们 破坏 水 下 的 木料 和 石料 建筑 物 。 某 些 有 机 体 成 瑟 大 的 群体 
枉 居 在 输 船 及 水 利 建筑 物 的 水 下 部 分 ,给 国 民 和 经 济 造成 很 大 损害 。 

AA AMET LMS, TASS, 育 用 动物 、 a 
Lhe PED. 

入 们 独 捕 一 些 阁 儿 双 忽 是 为 了 歼 得 志 ， 另 _- 些 动物 是 为 了 内 
和 皮 , 第 三 种 动物 是 为 了 获取 制作 莉 剂 的 物 和 车 。 二 

LEN ML PREZ AMER ACB. Oh. BB. 
WEAR. SH. ORS. HPL RAM MEK 晤 - 
HM REM — BE RS SE. 
HES, ASAE ROBE). BB RE eS BE 
用 , 直 于 施行 风土 刷 化 它们 的 分 布 区 已 经 有 了 显著 的 扩大 。 

aT BAS EIS A SBE. WE RE 
Hi 0 PEARSE SCH BETS BR FER BH Be» BENGE EN Do 

” 头 数 惫 剧 减 少 。 多 
主要 为 了 获得 用 作 痢 材 的 庵 坦 而 锚 捕 着 梅花 鹿 。 同 时 也 在 专 . 

四 的 养 庆 场 饲养 着 这 种 动物 。 人 们 为 了 获取 用 作 香 料 (可 作为 保持 : 
香水 香味 的 材料 ) 及 制作 莉 材 的 廊 香 而 猴 捕 麻 。 

BR CEH ORS EB, WE. 松 移 , BR. mE IS. 
KE BE, EMH AMA. 

| 淡水 刍 类 有 着 很 天 的 海 独 价 值 , 其 中 有 : Rutilus (mete — 
属 )、 狗 刍 、rinus rutilus ( 鲤 科 中 淡水 小 刍 ) BRA. MOM. BA 
056. FEHB FT 1th Paw We AA 28 (Bs. BE. Lucioperca lucioperca: 
[一 种 鲜 鱼 ]、 Cyprinus Cultratus (@82— tt). 8S). ‘EAA 

SARAH TREND EER ShORe 
Ze iL PH SA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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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eA wit, WAR PRU Te AOR BE LALLA SIE a 
的 动物 。 这 些 动 物 有 栽培 植物 的 播 粉 者 (如 九 花 蜂 、 =H 
SEALED MI ARKBRERMR HSK HARB 

草 种 子 而 不 伤害 栽培 植物 的 昆虫 ;幼虫 寄生 在 害虫 身上 的 昆虫 ( 例 
如 姬 蜂 [Haesmaa]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昆虫 等 。 

_“ 帮 济 上 有 害 的 动物 是 那些 以 栽培 或 野生 有 签 植 物 为 食 的 和 捕 

_ 食 或 严重 伤害 家 畜 、 狩 独 动物 或 一 般 有 丛 动 物 的 动物 种 类 。 属 于 有 
Dw Me TERA PABA SERBIA 
PEAR AILBE VG Fh — ALAR 5 HR LE RS I 5 RA BS 
EGE EAR LSE AK AE) RMR, RSE 

他 等 动物 。 

有 一 些 动物 饶 无 从 处 又 无 害处 ， 同时 也 没有 告 猎 价值 .但 同时 

害 拇 丛 是 相对 的 概念 。 归 根 轩 区 ,任何 一 种 动物 都 可 人 带 来 害处 和 丛 

处 。 将 它 归属 于 那 一 类 的 问题 主要 取决 于 其 中 以 何 为 主 。 欧 更 具有 
狩猎 意义 (提供 肉 及 皮 ), 但 在 某 些 地 方 会 造成 一 定 的 灾害 ,它们 可 
DLW He Bs FLA AOL BE oA BART CLG PEE Be (IAS LR 
tee BAM. TRI CREM CHEE BO 
BAS MATURES AIR AR SOEUE BPE SLA STL ESA 
AB ZEA TESS FS EE BE RE), EPS DIRS He 
iy, RAVE RAG BRICK. MELA AAD Hh AEP 
(HECEARM DD AW ENUR REELS RIOR, MVE 

AB AREA ERS RG IA R OKA MAE, ABD MD, TERE 

UB Ae SU BE MAE BE 物 。 但 在 某 些 地 方 ; SEMIS RS 9 

1, “ES APY Bl BABA HE, GMPCS DB DTS OTT SE 

等 ,在 成 年 阶段 旭 可 吞食 包子 及 幼 急 。 

所 有 这 些 例 子 ， 都 灵 明 了 在 我 们 评价 某 一 种 野生 动物 的 意义 

中 有 人 答 和 -有 害 概念 的 相对 性 。 

蚀 养 动物 在 国民 淘 济 中 有 着 巨大 的 意义 ， 在 但 养 动物 中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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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许多 哺乳 类 动物 .许多 饲 类 、 某 些 鱼 类 , 尤其 是 蚀 养 鲁 、 金 鱼 , 以 

RMD, MRE HERES, AAAS IE. 
Fe Gi BSE ESE Y RRR MAR TAS. WG FL 2S By BER 

MS 03. EES RI SS. IB. BEER MAS 

提供 很 好 的 肉 、 玖 毛 和 和 蛋 。 

| Hi PL AY Sa, , Bide ETE Sr ALK, A BARE RG 

MS 生活 在 自然 条 件 中 的 动 植物 有 机 体 ; UR RB, 

SERA FIN RR he he 

内 引起 的 变化 

人 类 和 社会 烃 常 地 而 且 规 模 日 俭 扩大 地 在 生物 圈 中 引起 变化 。 
同时 人 类 的 作用 影响 到 自然 界 的 活 质 及 非 活 质 。 活 质 中 所 引起 的 
变化 ,在 符 物 图 中 的 反映 最 明显 ， 因为 活 质 具有 有 异常 豆 大 的 地 球 化 
学 活性 及 复杂 性 。 

由 于 iF SACS, PACA MCE TSR BOHR BE 
EM HORS, A APR FEE SE TRA REP, FETE EK AMR IES 
Yb PHAM TEBE. SEP BRTKIR Eb Sth ERED 
PAT J ALS LEE LEAT EPA ARE 
Fe EAU 2 ALF RAN Ao HE HEE EET A Ao ZE 
PK SPAS Sy Tad AE JR WS NU BEL BG TRA 
泽 的 水 排 干 ,使 其 成 为 各 种 农业 用 地 上 但 相反 地 , 有 时 在 大 类 的 影 
响 下 ;例如 长 期 放 收 性 音 ， 双 促使 着 森林 和 混 草 原 的 沼泽 化 。 由 此 
可 见 , 人 个 使 地 球 上 天 然 植 彼 发 生 了 重大 的 改变 。 此 外 ,人们 在 许 
多 世 乞 中 又 创造 了 栽培 植 愧 群 。 大 们 将 1,500 多 种 的 植物 (野生 植 
物 除外 ) 培 植 成 为 栽培 植物 。 栽 培植 物 所 占 面 积 鸥 为 95;000 万 公 
项 ( 芭 占 整个 陆地 面积 的 了 多 左右 )@ BALE, 陆地 上 上 已 很 少 有 植被 
未 受到 人 类 任何 程度 或 形式 的 影响 的 地 段 ; 应 芒 指 出 , 随 著 生产 力 

@ 0.B. 卡 列 斯 尼克 :普通 地 理学 原理 , 数 育 出 版 社 ) 1955 4F (RACH), 4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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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I Re eT HENS A AME AIOE, A TE lt 
Dike Hs BY AE Seb BBE FAA VS Gn, ABE A Ga AS THT SR AT 

人 类 在 农业 实践 中 改变 着 土壤 复 盖 及 其 所 有 的 动 植 物 有 机 

“ 体 ,在 种 植 着 栽培 植物 的 地 区 ( 锡 占 陆地 面积 725) ,人们 给 予 十 于 

一 

复 善 以 直接 的 积极 的 影响 。 此 外 ,如 收场 、 冻 原 、 莞 漠 及 阿尔 插 斯 草 
名 等 地 的 收场 的 土壤 复 盖 , 以 及 砍伐 森林 地 区 的 士 壤 复 盖 , 都 也 受 
到 了 人 们 的 间接 影响 。 可 能 还 存在 着 人 类 对 土壤 复 盖 的 其 他 一 些 
间接 影响 ,例如 ,通过 河流 、 湖 泊 水 文 动态 的 改变 等 。 

狩 儿 上 业 、 海 上 狩 儿 业 及 捕 色 业 的 发 展 在 动物 界 中 引起 一 定 的 
变化 。 例 如 ,在 最 近 2,000 年 来 ,地 球 上 种 及 亚 种 的 数目 已 缀 减少 了 ， 

712 个 ;并且 其 中 一 补 是 在 最 近 50 年 中 消失 的 , 许多 狩猎 种 的 个 体 

答 剧 减少 了 ( 黑 用 、 海 狸 、 海 锋 、 航 及 其 他 等 )。 由 于 对 太平 洋 能 (大 
Sen A. ALK, On. nerka, On. tschawytscha) 采用 护 夺 性 的 捕 、 

RAH: MES BRM AAA. MERRIE, JP eh 
生活 在 自然 条 件 下 的 动物 黏 了 予 了 十 分 巨大 的 影响 。 在 社会 主义 久 
前 的 社会 径 济 制度 下 ， 这 种 影响 具有 对 珍贵 疗 猎 动物 的 自发 的 掠 
夺 性 捕杀 的 性 质 。 只 有 在 社会 主义 入 会 条 件 下 对 天 然 财 富 的 利用 、 
Joh MORGAN, FERRE Ry RO RA 
点 有 计划 地 和 合理 地 进行 着 。 

为 了 满足 各 种 需要 ， 人 们 包养 著 大 量 的 饲养 动物 ,这 些 动物 同 
栽培 植物 一 样 ,都 是 生物 圈 的 粗 成 部 分 。 

人 类 在 动 植物 界 中 必 及 士 壤 复 盖 中 所 引起 的 变化 也 反映 在 气 
候 、 士 壤 、 植 被 ,水文 动 态 、. 地形 ,动物 界 之 间 的 相互 关系 上 ,但 整个 

议 来 ;这 些 变化 是 反映 在 生物 圈 内 所 进行 的 各 个 过 程 中 ,尤其 是 在 

生物 界 和 非 生 物 界 之 间 的 物质 交换 过 程 中 。 因 此 人 类 的 这 种 活动 
具有 一 定 的 地 球 化 学 意义 。 

在 人 类 工业 活动 洒 程 电 ,造成 了 这 样 一 些 大量 的 游离 登 局, 如 
$8. KIS. CE MRK MHS SB, UR. Ah,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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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DRE DBC HH AYA Bey Eh EG SS ETE RA 
FUT MRE OREM SS IEA Ft OS 
与 着 地 球 化 学 过 程 。 

随 着 生产 力 的 不 断 发 展 . 圣 别 是 原子 能 的 利用 ,天 类 的 生产 活 。 
动 在 各 部 困 中 的 地 球 化 学 作用 和 将 日 丛 增 长 。 这 种 活动 会 日 丛 广 泛 
而 深入 地 影响 到 生物 圈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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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H Bee AM EAA 

SA ”地 理 环境 的 地 带 性 和 非 地 带 性 
在 研究 地 理 环境 时 我 们 要 接 钴 到 地 带 性 和 非 地 带 性 的 现象。 
这 些 概念 必须 和 给予 一 定 的 训 明 。 所 诗 地 带 性 就 是 陆地 与 海洋 的 自 
然 带 整个 沿 等 线 方 向 ( 自 西 向 东 ) 成 一 定 宽度 的 带 状 排列 。 同 时 在 、 
每 一 自然 带 的 各 个 租 成 要 素 一 气候 , 底 土 、 土壤 , 植被 与 动物 界 

”之 间 都 存在 着 特殊 的 有 规律 的 联系 。 每 一 自然 带 本 身 包 括 有 一 系 
列 要 似 的 自然 综合 体 类 型 ;而 且 每 一 个 自然 综合 体 类 型 在 其 各 个 
租 成 成 分 之 间 都 特有 一 定 的 相互 联系 。 在 地 理 环境 中 任何 与 各 度 
地 带 性 的 仿 差 现象 ,都 应 看 作 是 非 地 带 性 的 才 现 。， 

伟大 的 俄罗斯 士 壤 学 震 和 地 理学 者 B. B. 道 康 恰 耶 夫 发 现 了 
地 和 带 性 的 世界 规律 。 他 在 1898 年 写 道 ,* 由 于 地 球 离 太 阳 所 处 的 一 
定位 置 ,由 于 地 球 的 自转 公转 及 其 球形 ; 使 气候 , 植物 及 动物 在 地 
居 上 的 分 布 , 些 按 照 一 定 严密 的 顺序 由 北向 南 有 规律 地 排列 着 , 因 
而 将 地 球 分 为 若干 可 一 一 极地 带 ,温带 .亚热带 .赤道 带 等 。 PEAR A 
土 因 子 的 分 布 从 属于 一 定 的 规律 , 即 成 带 状 分 布 着 ,那么 它们 的 辕 : 

| 果 一 一 土壤 在 地 才 上 也 应 成 一 定 带 状 ,与 稼 圈 多 少 相 平行 ( 仅 有 某 
些 仿 差 ) 地 分 布 着 >@ 。 就 在 那 时 B. B: 道 库 恰 耶 夫 提出 了 自己 的 
第 一 个 自然 带 分 类 法 。 轻 过 修正 以 后 , 他 在 1900 军 划分 了 下 烈 各 
个 地 带 : 极 北 带 ( 冻 原 带 ) .北方 木 林带、 森林 草原 带 、 草 原 带 .于 燥 
草原 带 、 干 燥 带 ( 总 度 带 ) 和 亚热带 @ .同时 (1898 年 ) B. B. 道 库 恰 
耶 夫 指 出 “水平 土 壤 带 (因而 也 是 自然 历史 @ 带 ) 的 最 象 是 一 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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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如 果 恰 当 的 话 ， TL TBE, 但 是 这 二 者 都 具有 在 地 
球 各 部 分 高 出 大 洋 水 平面 不 超过 300 公 尺 左右 的 时 候 才 可 能 表现 
为 理想 的 形状 ”@ 。 但 在 实际 上 地 球 上 有 许多 由 地 ,大 陆 受 到 海 、 海 
洲 、 湖 泊 、 河 流 等 的 极 复杂 的 切割 , 这 些 都 在 气候 分 布 中 引起 一 定 
的 变化 。 所 有 这 些 都 对 植物 和 动物 有 机 体 的 地 理 分 布 糙 了 予 相 应 的 
il}. Ae B. B. 道 库 恰 耶 夫 认为 水平 土壤 和 自然 历史 带 的 理想 

的 完整 性 , 应 在 这 里 或 那里 发 生 比 较 重 大 的 仿 差 和 破坏 ”。 这些 全 
差 和 破坏 是 另 一 种 规律 性 如 皇 直 地 带 性 的 玫 现 @ 。 由 此 可 见 ,B. B. 
道 康 恰 耶 夫 确立 了 地 带 性 的 世界 规律 , 但 同时 并 未 否认 筷 的 对 立 
物 一 - 非 地 带 性 ， 而 相反 地 是 强 负 指 出 了 常常 丢人 全 所 忽略 的 自 
然 界 的 这 一 特征 。 

地 带 性 基本 上 凑 定 于 地 球 的 球形 ， 它 的 特 狂 和 可 德 地 带 性 得 
到 表现 的 较 大 面积 ， 久 及 决定 于 地 球 距 太阳 一 -引起 地 带 性 现象 
的 源泉 一 一 的 一 定位 置 。 由 于 太阳 辐射 能 在 地 球 表面 的 带 状 分 布 ， 
AAT BK EDS AE LB Ah ED) 
ATR EE AHA, RL, TRA, OR, 海水 于 部 各 
Eat) 2 BBE TEAR ROS UR ES SR TE RAST 
Vie FA RUC RSL ES HBR, BIS EA HO Bl ARR A 
,起 球 化 学 特征 同样 也 具有 地带 性 。 

地 带 性 在 地 形 完全 平坦 、 陆 地 位 置 与 某 一 猎 粮 平面 相对 称 久 
及 水 体 对 同一 径 线 分 布 均匀 而 对 称 的 条 件 下 玫 现 得 最 为 理想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由 西向 东 伸 展 的 地 带 便 成 完整 的 带 状 自 北向 南 互 和 
更 替 。 但 是 就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也 会 因 洋流 的 各 种 不 同 影 响 而 产生 各 ， 

B- Bs se SHB: BA, 地 理 出 版 社 ,19 和 8 年 , 22 Be 
同上 韦 ， 38 一 39 页 。 

ED BAS 

B- Bese BERR: cs POORER, OER 1948 年 ， 16 Ro 

辐 上 着 ，16 一 17 Ro 四 电 提 日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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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 东部 不 同 于 西部 的 现象 各 地 带 的 中 部 具有 自己 的 特征 ,这 些 
人 etn ned dr al 
ie ae 

但 是 ; os NAS SOAR SER Ae EITC ICAL LAL 
的 地 带 性 时 ， 应 当 指 出 ; 地 带 性 主要 表现 在 地 球 的 自然 表面 上 ( 陆 
地 和 水 的 六 画 ) 及 其 附近 地 广 。 无 论 如 何 地 带 性 不 会 表现 在 大 洋 中 

深度 很 天 的 十 方 。 这 于 各 大 洋 有 机 坎 泥 分 布 中 的 一 些 地 带 性 特征 ， 
则 是 受 洋 面 上 地 带 性 现象 所 决定 的 。 大 洋 底部 有 机 软 泥 的 地 带 
性 一 这 仅仅 是 大 洋 上 部 各 水 层 的 中 实地 带 性 的 特殊 的 影子”。 
地 带 性 不 会 表现 在 对 流 野 的 各 高 层 中 及 岩石 团 内 很 深 的 地 方 , 在 
岩石 圈 的 深 处 没有 温度 的 季节 性 变化 , 同时 也 未 受到 永久 冻结 一 
类 因素 的 影响 。 地 带 性 现象 由 地 球 自 然 才 面 的 较 薄 的 一 层 向 上 ( 即 
向 对 流 野 的 各 高 层 ) 和 向 下 ( 即 向 大 洋 底部 各 层 及 岩石 圈 的 各 深层 ) 
逐渐 减弱 。 因 此 , 地带 性 远 远 不 是 天 现在 整个 地 理 环 境 中 的 。 前 面 
已 经 指出 ,甚至 在 理想 条 件 下 已 也 不 可 能 表现 于 整个 地 理 环境 中 。 

此 外 ;地 带 性 在 时 间 上 是 不 断 发 展 的 。 在 地 球 上 生命 鱼 现 以 前 
洗 全 存在 着 另外 二 种 地 带 性 。 这 是 仅仅 包括 无 机 物 和 自然 现象 在 
内 的 萌芽 状态 的 地 带 性 。 随 着 生命 的 出 现 , 地 带 性 的 差异 便 不 断 十 
长 根据 许多 学 者 的 意见 ,个 别 地 带 出 现 较 晚 。 例 如 , 莞 漠 带 和 牢 莫 
漠 带 仅仅 形成 于 第 三 ; 森林 草原 带 及 草原 带 形成 于 第 三 和 未 ,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玫 及 冻 珠 带 形成 于 第 四 构 后 牢 期 。 地 带 一 旦 产生 ,他 便 
不 断 发 展 ; 沿 地 未 移动 井 改 变 自己 的 位 置 。 无疑 地 ,地 球 上 总 的 气 

| ocen=ahppnqmataltineee naipenieinniclanaat 
的 一 定 移动 。 

地 理 环境 的 地 带 性 是 地 理 环境 的 特性 ， 这 种 特性 就 是 在 太阳 
辐射 的 参与 下 也 是 作为 地 球 的 现象 而 产生 和 不 断 发 展 的 。 

与 地 带 性 出 现 的 同时 ， 在 地 理 环境 中 的 各 个 地 方 也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表现 出 非 地 带 性 , 即 与 地 带 性 站 接 对 立 的 现象 。 地 壳 具 有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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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 由 于 这 些 特性 便 形 成 了 大 洋 釜 地 及 大 陆 高 地 ;这些 生 成 物 本 
身 便 是 非 地 带 性 的 。 其 次 ,在 陆地 上 及 海洋 底部 普 副 地 和 不断 地 者 
现 出 达到 很 大 数值 的 构造 运动 (上 升 和 下 沉 )。 构 造 泛 动 首先 就 是 
每 一 个 具体 地 质 时 期 中 陆地 和 海洋 底部 地 形 极 不 平坦 的 原因 。 同 
时 ,无 花 构 造 运动 或 是 由 尼 所 引起 的 地 形 的 互 太 起 伏 , 本 身 又 是 非 
地 带 性 的 现象 。 构 造 运动 是 地 体内 部 所 发 生 的 深层 过 程 在 地 壳 中 
的 表现 。 这 些 过 程 常常 在 地 理 环境 的 范围 以 外 进行 着 ; 尼 们 的 裘 现 ， 

有 具有 非 地 带 性 。 

HMB ABR Blin, RIL RF TERY BE 
SB SR IGG GE LE HOA TEM , ADI SB EH SAE AJ 
PE EMA BRE EER RT. PE 
SESE AIA I, PATTER Bh ABO EE LTR 

” 非 地 带 性 的 因素 。 同 时 应 当 指出 , 互 类 的 山地 隆起 ,不 仅 在 其 形成 
”地 区 引起 非 地 带 性 现象 , :同时 也 可 能 关 接 地 影响 到 卷 近 的 平原 地 

区 。 这 一 点 可 从 南北 美 各 山体 影响 郑 近 平原 自然 带 的 例子 中 看 到 。 
在 这 里 ;尤其 是 在 北美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非 地 带 性 因素 的 影响 是 如 此 
之 大 ,以 致使 地 带 性 特征 似乎 消失, 退 居 于 次 要 地 位 "应 当 通 ;亚洲 
的 南部 也 是 这 样 , 那 里 的 平原 区 域 间接 地 章 受 到 山体 的 一 定 影响 。 

此 外 ， 地 理 环境 的 地 带 性 又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因 洋流 及 大 气 环流 
”的 特征 而 复杂 化 了 。 例 如 , 暖 洋流 的 存在 及 北 牢 球 各 大 陆 东 南海 崖 

~ ae 

HEHE RUE TA EES RON RS OT 
FEAR Fes SS. SEER PTS BB) «ZEA Di PBT RE A HEE RAR, 
(A 72H HIE FEHR LEME OF ， 
RT bMS (Ho ra PES LX , on BL JE RS ABP HK ) a HEE TAR BRK 
似 的 现象 在 南 定 球 亚热带 地 区 也 可 见 到 。 

海岸 的 翰 廓 及 其 性 质 ; 对 洋流 的 方向 有 一 定 的 影响 ,因而 也 间 
接地 影响 到 地 带 性 。 

由 此 可 见 ， 地 理 环境 特有 在 其 内 部 形成 为 矛盾 的 统一 的 地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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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AMSA Step IB AGATE DY, UDR EPH ey He 
HSU Se PA I BG Eo RPE RE Hk A AUR A, FE LER 
对 摧 度 较 小 的 大 陆 上 的 十 分 广 半 的 平原 地 区 号 及 大 济 的 各 者 层 。 

而 地 理 绪 境 的 非 地 带 性 ， 则 决定 于 陆地 及 水 域 范围 内 地 壳 表面 的 

起 伏 情况 、 洋流 利 大 气 环流 的 某 些 特 征 ， 以 及 部 分 地 决定 于 海岸 翰 

WR hit His BAR 0 

第 二 节 eS aR 
EMBER PRIS TAPE (ZEAE AER AE), 清楚 地 
FOS Wy HOE SRE — YE RIEHR—— UK. A. 植被 、 某 些 沉 积 物 
(MAPA RIA) SHAE Fat kW Ee BK Re 
合体 的 自然 带 。 a 
> ERR NA ESR EAH 

- 地 球 气 候 的 地 带 性 | 

根据 B. II, 阿里 索 夫 的 意见 可 分 出 下 列 地 球 综 度 气候 带 (地 
带 ): 

. WAY, 
,过 滋 季 风 ( 副 亦 道 ) 带 ， 
热带 ， 

. 副热带 ， 
温带 ， 

. 副 北极 带 (在 南 牢 球 为 副 南极 带 )， 
,北极 带 (在 南 牢 球 为 南极 带 )。 | | 
LE We AEH EEL PS Dp HE ts BEE RI. 

之 间 的 差异 主要 由 于 下 垫 面 的 影响 而 产生 。 但 是 在 赤道 带 以 及 可 
能 在 极地 附近 各 带 这 些 差异 是 非常 微小 的 。 此 外 ;在 每 -~ 个 带 中 双 
分 出 大 陆 西 岸 气候 及 大 陆 东 岸 气候 。 很 显然 ,在 大 陆 性 气候 和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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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0 AVR AER 

1 UR iz AE SER AC A EU 
HEMMER LDS 

1. FAR ”在 这 一 带 中 , 即 “ 无 风 带 ”中 ， BIE EMPIRE 
fs Ae Aste EE FD, WRT = TAM ETRE BAY 
A PALS 2S eS BE ICU FI He, 3 FE ERE ES, 
AE LETRA KL, Le — a EAT Pa A CH 
性 气候 与 海洋 性 气候 之 间 的 重大 差异 。 
赤道 带 气候 在 全 年 过 程 中 都 具有 充足 的 阳光 、 热 和 水 分 -赤道 

气 团 由 于 强烈 受热 而 获得 的 热量 被 消耗 于 蒸发 上 。 因 此 空气 的 温 
度 不 太 高 ;气温 很 少 超过 30" 一 35" ,月 平均 温度 在 25° 至 28" 之 间 。 

。 温度 的 年 变 较 小 ,年 较 差 小 于 日 较 差 夜间 最 低温 度 甚至 在 晴朗 天 
气 也 很 少 低 于 20°. 空气 湿度 很 大 。 基 至 在 比较 于 旱 的 季节 大 陆 上 
空空 气 的 湿度 仍 为 70 和 2 左右。 年 降水 量 达 3000 毫米 。 在 亦 道 气候 
QAR HEA. 

EA TSE UR ee RSE, BE EMTS 
GREGG. RRRG MARAE RIC eT 

2. KEEN RS .本 带 特有 气 团 的 季节 更 替 现 象 。 夏 
SHE AA A UL ALE RRA LAT, Ze dt PRR 
为 西南 季 反 ,在 南半球 成 为 西北 季风 。 冬 季 在 赤道 季风 带 太 热带 气 ， 
团 占 优势 ; 它 在 北 牢 球 成 东北 季风 、 在 南 千 球 成 东南 季风 吹 向 蛮 
道 。 实 质 上 条 季 季 风 就 是 东 向 的 信 风 。 大 陆 上 空 的 冬季 季风 (信友 ) 

* 406.¢ 



or, :; see 
和 柔 由 王 燥 的 热带 大 陆 气 团 的 气流 形成 ， 训 气 流 的 一 部 分 也 占据 着 

大 陆 的 西岸 。 厌 洋 上 空 的 冬季 季风 已 经 是 比较 潮湿 的 热带 海洋 气 

团 的 气 流 ,这 个 气流 的 一 部 分 也 占据 着 大 陆 的 东 岸 。 因 此 , TE 

分 出 大 陆 性 及 海洋 性 气候 类 型 ， 以 及 近似 大 陆 性 气候 的 大 陆 西 涯 
气候 类 型 和 近似 赤道 气候 的 东 岸 气候 类 型 。 

夏季 ,由 于 赤道 气 团 的 到 来 便 形 成 了 亦 道 带 所 具有 的 那 种 天 
fe oem 云 量 二 大 ,下 降 对 流 雨 ， 温度 有 某 些 减低 ,温度 日 较 
差 夭 小 -由 于 与 赤道 气 团 停留 子 坊 地 有 关 的 雨季 的 长 得 ,由 于 空气 
的 垂直 厚度 及 其 水 汽 含量 以 及 由 于 地 形 条 件 ， 降 水 量 有 很 大 的 变 
化 。 ne 

, tebe, EBL, 大 陆 西部 及 中 部 地 区 异常 干燥 , 干燥 的 
。 热带 大 陆 气 团 向 这 些 地 区 移动 .降水 在 大 陆 东 岸 也 答 剧 焉 少 ,但 这 
| 里 窄 气 的 湿度 仍然 很 高 ,这 时 温度 日 较 差 境 大 。 多 无 云天 气 。 

人 皇 降 水 量 在 各 大 陆 内 部 的 平原 地 区 非洲、 印度 内 部 ) DB 
过 1000 一 1500 毫米 ,同时 距离 赤道 仿 远 ,降水 量 仍 小 但 在 面 迎 潮 
SG DR PEL He ALL See OG SAL, BS AG HE LL PRI HH HE) 
降水 量 则 达 '6000 一 10000 毫米 ,甚至 更 多 。 

在 赤道 季风 带 ， 在 大 陆 内 部 及 其 地 形 平坦 的 西岸 主要 为 热带 
草原 ,在 东 岸 旭光 赤道 雨林 ;在 年 中 干旱 季节 同样 也 有 无 叶 森 林 。 

3. 热带 ”南北 牢 球 的 热带 向 赤道 一 面 的 界限 为 热带 甸 的 夏 
季 位 置 , 向 温带 一 面 的 界限 为 极 锋 的 冬季 位 置 。 在 这 一 带 中 形成 热 
带 气 团 , 琢 气 团 一 诱 面 成 信 风 由 副热带 高 压 移 向 赤道 , 另 一 以 面 成 
西风 移 向 温带 热带 气 团 为 至 年 的 主要 气 团 ,已 由 赤道 气 团 和 温带 
气 团 所 形成 。 | 

在 热带 可 分 出 四 个 主要 的 气候 类 型 :(1) 热 带 大 陆 性 气候 ,(2) ， 

热带 海洋 性 气候 ,(3) 大 洋 反 气旋 东 缘 气候 ,(4) 大 洋 反 气旋 西 缚 气 

WE 0 . 

(1) 热带 大 陆 性 气候 的 特征 是 极度 干燥 , Vik BE A ZEA KR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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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35°) oY EAE BR GK20° VF ASE. BEARS ， 
个 地 球 上 最 高 的 数值 ( 几 近 60") 。 降 水 极 少 , HAAR EES 
Ee LER EB BEALE TT RE HO 
澳洲 两 部 地 区 及 其 他 地 方 )。 

(2) 热带 海洋 性 气候 不 同 于 热带 大 陆 性 气候 的 地 方 ; eae 
HK REL LISA, BAK PRUE. AA 

SN BF IEE o 往往 产生 于 赤道 附近 地 区 的 热带 气 
_ 旋 ( 莱 风 ) 是 热带 海洋 性 气候 类 型 特有 的 现象 。 

(3) FER AER AR 0 5K it ARTY 
Sh ASA Tale De HERESY 3X HB HY FH BY SU TH, SPDT APTA 
凝结 高 度 以 下 。 虽 然 空 气 湿度 较 高 ;但 几乎 没有 降水 -时 常 有 雾 多 
Ee, WEERERK(S). 天气 常 常 睛 朗 而 不 炎热 ,上 且 有 和 克 。 Bl 
或 有 热带 气旋 经 过 , 卉 带 求 暴雨 。 在 这 种 气候 条 件 下 形成 营 漠 ( 阿 
HESS Fa LR JES RO HD BSR AAC HEAD 

DOT EE). | 
(4) AER ATER AE. ee UE 

ASE AOA ARE LSI PRA ESAS I HE 
HAMAS. REELH AM UREA , 形成 大 量 降水 。 天 
气 的 性 质 与 赤道 天 气 的 性 质 相 似 ， 但 条 季 由 于 温带 气 团 的 侵入 可 
Ra 回归 厂 附 近 的 年 平均 温度 为 24" ,年 较 差 

从 件 降水 很 多 ( 达 1000 一 2000 毫米 )， 但 夏季 降水 多 于 冬季 。 

这 里 生长 着 热带 森林 ,热带 草原 或 于 草原 。 属 于 这 种 气候 的 地 区 的 
,有 南 莫 三 鼻 给 , 胸 苦 士 到 马达加斯加, 驰 拉 圭 . 巴 拉 那 河流 域 西部 。 

4. 副热带 “副热带 占有 热带 及 温带 之 间 的 中 间 位 置 。 夏 季 副 

热带 的 盛行 气 团 是 热带 气 团 , 冬 季 为 极地 气 团 。 在 这 一 气候 带 中 每 
年 降雪 ,但 在 低地 不 能 形成 积 办 复 盖 层 。 本 带 的 界线 决定 于 冬夏 极 
锋 的 位 置 。 

与 热带 一 样 , 在 副热带 中 也 可 分 出 四 种 气候 类 型 : (1) 副 热带 
s 4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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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陆 性 气候 ;(2) 副 热带 海洋 性 气候 ;,(3) 副 热带 西岸 (“ 地 中 海 ”) 气 
BE, ARNO (BER) 气候。 二 
= 1) ABE RAY. AREA LUE HY HEE LE see HS 
EZ, JE RAT PIA RAR REPRE 
BA BBG RAT RIOR, EIS EHS 80°, BRERA. 
PAAR HA I PR BANG SE TT, RETR DAL Ag Fe A 
EAE o FIA AL BR ARAL AERA Ii EB 
地 区 温度 甚至 可 以 下 降 至 一 15"。 特 有 这 种 气候 类 型 的 地 区 有 小 亚 
MELA. 伊朗、 土产 螺 、 中 国 西 都、 墨西哥 北部 、 亚利桑那 、 内 华 . 
达 、 位 于 落 机 出 以 东 的 草原 地 区 筹 。 

(2) 副热带 海洋 性 气候 夏季 的 特征 ,是 天 气 处 于 反 气 旋 状 态 ， 
这 种 情况 与 高 压 扩展 至 热带 附近 地 区 和 综 度 较 高 的 地 方 有 关 。 同 时 
自 温带 歇 来 的 气 团 变性 成 为 热带 气 团 。 冬 季 发 展 着 气旋 活动 ,并 件 
有 烈风 、 降 水 和 相当 剧烈 的 温差 。 但 是 就 在 冬天 也 常常 有 部 稳 的 晴 
BIR. ‘ 

(8) AAA CSET’), BEE EAI- 
”副热带 反 气 旋 位 于 比 冬季 篇 度 较 高 的 地 区 。 因 此 夏季 在 大 陆 西 岸 
有 上 比较 塞 论 而 温度 还 渐 二 高 的 气 团 经 过 。 天 气 晴朗 而 干燥 。 冬 季 在 
西岸 地 区 有 极 锋 移 动 ,因此 发 展 着 气旋 活动 , 并 引起 降水 。 所 以 和 
FSM ii HAM. 地 中 海 气候 属于 对 人 们 最 为 有 答 的 气候 。 植被 
为 喜 千 性 的 ,特有 这 种 气候 的 地 区 有 位 于 地 中 海 沿 岸 的 地 区 、 好 肾 
角 、 澳 浏 西南 岸 及 南岸 智利 中 部 、 加 里 宜 尼 亚 。 

(4)》 副热带 大 陆 东 岸 (季风 ) 气候 。 BEWARE LABIA 

压 西部 边 稍 分 出 一 潮湿 热带 气 团 ,使 大 陆 东 岸 降水 量 很 大 因此 这 
- 里 夏季 潮湿 而 炎热 。 冬 季 这 些 地 区 为 干燥 而 较 宕 冷 的 大 陆 性 气 团 
Prt. Ree TEA ECM, 因此 冬季 干燥 而 比较 塞 痊 。 
植被 为 副热带 森林 。 这 种 气候 类 型 可 在 中 国 东部 、 朝 鲜 咎 饲 、 日 本 
MER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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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温带” 温带 向 赤道 一 面 以 夏季 极 链 的 位 置 为 界 ,向 极地 一 
TH DACAAR SE (NAL KEES ES) (EH ERR RE) WAS 
EAR SURG PORTA MERA 

UE A AE RE 4 AE BE, CBE 
A ie) EB ERA RAE) AA RAD RRS 

ANAC (Fi ROR) LEIA OT I 
征 是 冬夏 之 问 有 着 显明 的 对 比 ;一 年 四 季 分 明 。 BEM LT : 
成 积 雯 ,是 为 冬季 揭 特 征 之 一 。 

根据 温带 盛行 气 团 的 性 时 可 从 出 四 种 气 使 类 型 :(1) 大 陆 性 气 
候 ,(2) 海 洋 性 气候 ,(3) 西 岸 海 洋 性 气候 ,(4 东 岸 季风 气候 。 

(1) 温带 大 陆 性 气候 发 展 于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这 里 的 从 行 气 团 ， 
是 由 温带 海洋 气 团 及 北极 (或 南极 ) 气 团 所 形成 的 大 随 气 团 。 夏季 
火 陆 气 国 的 特征 ,是 温度 较 高 而 相对 湿度 小 ,冬季 蔷 气 团 温 度 低 而 

相对 湿 谨 大 。 由 于 气 团 的 强烈 变性 气旋 活动 微弱 ， 办 而 使 降水 在 一 
ZEEE LBD. 

Ce UR EU BEEK. 森林 草原 和 草原 rela: 
BERR IR FEB SE RIN 沙 机 山 和 险 德 下 洲 之 并 的 加 
拿 大 大 部 分 地 区 及 其 他 地 区 。 

(2) TRAE NEUE SC ORO ELMER CRT CHC 

带 海洋 气 团 和 北极 (南极 ) 气 团 , 以 及 来 自 大 陆 的 气 团 形 成 于 大 洋 
上 容 。 海 洋 性 气候 较 之 大 陆 性 气候 温差 很 小 ,年 电 各 季 降 水 分 配 均 
匀 。 气 旋 活 动 在 年 中 各 季 此 有 相当 强烈 的 发 展 : 

63) 大 陆 西岸 海洋 性 气候 的 特征 ,是 家 地 海洋 气 国盛 行 ， 全 年 
空气 湿度 很 大 ， KA BREDA S. SE MBS 
ERK RUE, DER. KRIS, PM. FR 
IAAT RSA K SEB ALE PE R'E 、 
地 区 。 
《4) 大 陆 东 岸 季风 气候 。 PCI RRR 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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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 AERTS Ait ALG DE ALS «AL RM He Ah MD 
SEWLA TSS, HANKS LERAEAA EMT 
(到 达 50"3 其 至 更 高 ), 在 极 锋 上 上 发 育 的 气旋 活动 造成 夏季 的 雨季 。 

”夏季 季风 是 温带 海洋 气 团 的 东南 分 支 ;在 其 上 空 分 布 着 热带 气 团 ， 

主要 由 这 一 气 团 下 降 夏季 季风 十 夏季 多 雨 而 温和 。 这 一 气候 类 型 

“表现 在 苏联 远东 地 区 、 了 哈 德 孙 洲 沿 岩 地 区 、 拉 布 拉 多 后 岛 。 

6. BRA HERG) ABORT 
面 为 北极 录 ( 在 南 咎 球 为 南极 锋 ) MABE, 向 极地 一 面 为 同一 
北极 锋 的 夏季 位 置 ;冬季 以 北极 气 团 (南极 气 团 ) 占 优势 ,夏季 以 温 

” 带 气 团 占 优势 。- 
本 带 分 为 两 个 基本 气候 类 型 : 大 陆 型 和 海洋 型 ,大 陆 性 气候 的 

特征 ; 混 大 陆 气 团 的 季节 更 替 ,海洋 性 气 柜 是 海洋 气 团 的 季节 更 赫 。 
大 陆 性 气候 的 特点 , 是 冬季 异常 严 塞 , 夏季 上 比较 温暖 ,降水 量 

小 , 且 多 在 夏季 。 这 里 分 布 着 亚 塞 带 针 时 林带 北部 的 针 叶 林 。 
”海洋 性 气候 的 特性 ,在 于 冬季 温和 ;夏季 凉爽 ,降水 量 不 大 , 井 

且 降 水 量 全 年 苏 配 比较 平均 这 里 冻 原 分 布 很 广 。 
_ 7. 北极 带 ( 在 南 个 球 是 南极 带 ) 这 里 人 年 府 行 北极 (南极 ) 
气 团 , 放 由 温带 气 团 流入 大 气 上 层 而 形成 .年 中 各 季 极 地 地 区 的 积 
SP Mi ABA. OEE VARIG EF ok BE 
Ze BWA TAS Hr. PLACA ANP A AGE, SE ER. 2k 
ArH CB RARE BERS AE EAR AMER A 

.在 极地 地 区 也 可 分 出 大 陆 性 及 海洋 性 气候 类 型 ， 但 这 种 差异 
主要 玫 现 在 夏季 ， 因 为 多 季 桔 冻 的 大 洋 表面 与 冰雪 所 复 盖 的 大 陆 
HH RL EH. 

evi AR RR BEE LN Hy SF MA CHEB 南 
4c 70° 以 南 的 南极 洲 )。 URIS i EEE EE), 此 较 二 
燥 、 降 水 稀少 。 植 被 贫乏 。 

海洋 性 气候 特有 比较 温暖 的 夏季 。 夏 季 空 气 的 温度 达 0*, 有 时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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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LASET LEE LILE BEXAR SESE 
BF. TEAS EAN SW LAS A SE 
DEFER EAC Ek HG DE PAR) ATO" ELC eS 

pa FY, ARE UE EL, Zee LSE eG 
定 气候 的 综 度 地 带 性 ， 但 同时 这 种 地 带 人 性 本 身 在 许多 情况 下 又 受 
到 了 地 形 起 伏 、 大陆 和 海洋 的 输 蔚 与 位 置 、 洋流 的 特征 等 的 破坏 。 
因此 气候 的 地 带 性 在 一 定 程度 土 是 与 非 地 带 性 相 精 合 的 。- 

an, 

es Ema 

在 陆地 玫 面 上 同时 进行 5 的 风化 过 程 及 成 上 过 程 ， 在 _ 定 程度 
上 具有 竺 度 地 带 性 。 这 些 过 程 的 性 质 和 强度 , 沿 庆 道 到 极地 的 方 
向 改变 着 。 成 士 作用 的 地 带 性 决定 着 士 壤 的 地 带 性 。 地 玫 各 个 十 
类 攻 形 成 一 些 才 现 清楚 的 特 度 士 塘 带 。 但 是 这 些 地 带 在 头条 情况 
下 堆 非 地 带 性 因素 所 破坏 。 

大 家 都 知道 ,有 许多 条 件 或 成 士 因子 影响 着 成 士 过 程 。 其 中 包 、 
FRA SH RL UR MIE. HO EE, DL ROR 
活动 @ .这 些 因素 总 合 在 一 起 决定 着 成 士 作用 过 程 的 方向 、 速 度 和 
表现 程度 。 其 中 一 部 分 因素 (植物 界 和 动物 界 AUR) EE: 
地 带 性 的 ;, 另 一 部 分 (地 形 ,地 方 年 龄 ,在 很 大 程度 芋 的 成 士 母 兰 ) 出 
是 非 地 带 性 的 。 因 此 在 土 类 的 分 布 中 ， 表现 出 地 带 性 和 非 地 带 性 
的 特征 。 土 类 棕 度 地 带 性 表现 最 清楚 的 地 方 是 相当 广 关 的 平原 ，- 
也 就 是 非 地 带 性 泪 一 定 程度 上 居于 次 要 地 位 的 地 方 。 ~ 

”在 成 士 过程 的 影响 下 ,土壤 剖面 堆 分 为 二 些 成 因 层 和 亚 层 。 每 
一 十 类 都 固有 自己 的 特殊 烙 构 和 这 些 层 的 更 替 。 | 

根据 了 + RIC AMORA, 在 陆地 表面 可 分 出 下 列 主 要 
笠 度 士 壤 带 类 型 @ : | 

@ 4A， 二。 罗 杰 : 土 于 学 ,莫斯科 一 列宁 格 勒 , 1955 年, 293 页 。 
@ Hels WERK: AM 和 二 村 195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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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A IR 
A 第 草 灰 化 士 带 土壤 

黑 钙 土 带 士 壤 
WSU Abe 
灰 钙 土 带 土壤 - 
潮湿 热带 及 副热带 士 壤 ” 、* 

- SLC RHR 一 下 这 些 带 士 培 的 特征 。 
1. 劣 湿热 带 及 副热带 土壤 ”在 潮湿 热带 及 副热带 水 分 充足 

而 温度 十 分 高 的 条 件 下 ,进行 着 强烈 的 岩石 风化 作用 。 这 种 作用 束 
第 地 进行 着 > 而 且 包括 了 厚 达 几 十 公 尺 深 背 岩层 。 在 块 状 续 晶 兰 

上 形成 比较 厚 的 轩 色 风化 壳 。 其 形成 过 程 是 这 样 的 。 最 初 成 士 母 
岩 的 所 有 矿物 (石英 除外 ) 发 生 深层 分 解 , 引起 游离 氧化 物 的 形成 。 
然后 ,这 些 是 入 的 大量 降 水 ,使 所 形成 的 可 溶性 物质 受到 下 降水 流 
的 汪 这 ”得 有 六 的 主要 是 砂 酸 和 刘 革 。 在 近似 中 性 反应 占 优 

ae SAGAN A CER TALIA, 因此 引起 它们 的 相对 的 

聚 。 结 果 便 未 渐 形 成 红色 风化 壳 . 课 基 日 丛 缺 乏 的 现象 使 上 部 

全 人 

的 移动 5 {BE EMIT fi Bia] FAS, ADREMREMBBSS 

Kee EI — PBT TA ESET Eh DT Pe 
RAND DEI AK IAP BEL BB, PTT Os 
HE ORMRMICS RMA. TERRA 
‘) BURBS Le (HUAI ) ee EMAC ater—srm), ‘ERAT 
KRMALRRAAM—- BRUM HL. MME LE - 
跨 基 极为 缺乏 的 情况 下 特有 含量 很 高 的 三 氧化 二 铁 、 三 氧化 二 名 - 
及 少量 的 二 氧化 砂 。 和 氧化 铝 的 含量 可 达 50 一 6095; 铁 的 含量 鞠 为 
2% Bl 80 移 ,同时 除了 氢化 铁 以 外 ;可 能 还 有 大 量 的 氧化 亚 铁 。 

潮湿 热带 及 副热带 的 红色 风化 壳 是 成 士 母 岩 。 在 这 种 母 岩 上 
基 杰 上 按照 植 愉 的 性 质 可 以 形成 各 种 不 同 的 土壤 :热带 灰 化 士 、 热 

es dh3。 



He ASHORE, BORE ATE BK L BS a 
在 湿热 的 气候 条 件 下 ， 死 亡 有 机 物质 分 解 速度 很 快 。 在 热带 

雨林 的 林 冠 下 儿 色 风化 索 必 及 植物 死亡 部 分 和 村 枝 落叶 层 中 的 盛 
基 十 分 迅速 地 浊 受 淋 溶 。 因 此 没有 足够 的 路 基 来 中 和 腐植 里 酸 , 必 
35 | ARISE (pH 3.0~4.5), =At— wie sae mk ， 
YA. FORD Ba EAB PIE RRL, 5k BET AE 
EPA RTE. BRERA RAS HERRAS TT 
面 形成 热带 灰 化 土 。 

雨林 林 冠 下 面 草本 植 镍 的 发 展 ， 引 起 生 草 过 程 的 产生 和 腐 殖 
质 著 积 层 的 形成 ;其 腐殖质 的 含量 达 10% 甚至 更 多 。 这 时 便 形 成 
第 草 灰 化 士 。 

在 季风 琳 林 中 , 草 玉 植 彼 有 着 更 大 的 发 展 ,因而 引起 奉 草 过 程 
的 更 为 互 大 的 发 展 和 土壤 剖面 上 部 松软 腐殖质 的 大量 积聚 、 获 天 

- 富 集 和 酸性 减 小 。 在 玫 观 清楚 的 干 季 上 发 生 土壤 溶液 的 毛 邦 管 上 升 
现象 。 兆 其 是 在 这 个 时 期 发 生 着 三 氧化 二 物 在 土壤 剖面 上 部 的 富 
Me, Has Fe Bil BM Hs AS EPA SSK, PE REE 
SE, BRERSKEM EMA, ABER Eo 

A SE EAR ER RL IEEE. RAPE 
ty FOR EME , EHS ALS AEE FEE” 
GRRE LE. PRAT ON eH Me Se 
FELIPE SOE R, RARE A 
SE Ro EAL RT OB A be Ca . 
pratense Sas é 
sr ee eee re ee 

开 。 局 于 这 类 士 壤 的 有 形成 于 富有 石灰 的 成 士 母 岩 上 的 腐殖质 机 
RAW, RVR BA ELS. 

2. RELSLS CK RT RARER RAE 
” 城 的 主要 特征 ,是 水 分 极为 缺乏 ;气候 于 燥 与 极 高 的 夏季 气温 相 千 

二 414。 



& IEA FREER 
_ SAZEXS FRR LI a A ES 
TAAL. RAMEE RIL. KGL E 
TOA Pe AEBS MA ETT Eo 

RES ETE EPRI LL FEB o REL PEF BRIN I, 2 
#6 Ye EWEK TG DEE SAIC CEREAL 
SMR ES EE. LE FEES 

Po EtERD LAER R AMR AL BL te EB BR A 
殖 质 ( 少 于 0.52) 的 积聚 。 可 能 ;, 粉 状 和 粘 士 质 显 粒 的 形成 ,是 由 于 
秆 物 有 机 体 (高 等 植物 、 涨 类 .其 菌 ) 分 解 物 作用 于 成 士 母 岩 的 结果 。 
SE VANE SEI COL 人 和 
成 士 作 用 ,是 按 另 一 种 方式 进行 

0 
到 破坏 。 生 章 过 程 发 育 很 了 弱 。 莞 并 灰 合 士 中 的 腐殖质 蓄积 层 的 厚 
BER 8 厘米 ;其 中 腐殖质 含量 葛 汶 195。 在 死亡 植物 址 体 分 解 时 
所 形成 的 水 溶性 中 类 一 一重 配 酸 钙 、 破 酸 钙 、 硫酸 钠 、 碳酸 钠 -一 
蕉 下 降水 水 带 至 土壤 湿润 深度 ( 达 1 一 1.5 公 尺 )。 这 就 引起 含 贱 层 
的 形成 ,在 这 一 层 中 积聚 着 碳酸 钙 ( 眼 状 石灰 班 ) 和 石膏 结晶 体 。 在 
年 中 于 季 可 观察 到 自 下 而 上 的 上 升 土壤 水 流 。 在 腐殖质 蓄积 层 及 
含 则 层 之 问 通常 可 分 出 过 滤 层 。 各 层 表 现 较 弱 。 

天 气 降水 的 增加 和 生长 期 的 延长 ， 污 比较 丰富 的 草本 植物 的 
发 育 创造 了 条 件 ; 因 而 有 更 多 的 有 机 物质 进入 十 内 。 但 同时 土壤 的 
淋 洗 作用 也 夫 加 着 。 
“在 牢 幕 漠 条 件 下 形成 棕 土 , 此 外 ;也 有 结构 灰 钙 十 或 北方 灰 铬 

士 , 在 其 土壤 剖面 千 榴 中 具有 与 淡 栗 钙 土 相 类 似 的 一 些 特 征 。 
灰 钙 士 带 中 的 允 士 和 奏 土 是 非 地 带 性 土壤 。 _ 
3。 票 钙 土 带 土壤 AOL TTR RARER I RM 

ETE HH PERL EAL ERR ES A PD AI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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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Pee ee ee eee eT WESTIE. 
RBARE EBKAAB MAE Ds RRND ARETE RM 

片 的 植被 ;裸露 的 土 斑 占 据 着 大 部 分 地 表 。 植 物 的 死亡 分 拖 个 阶段 
进行 :春季 为 短命 植物 ,夏季 为 有 禾 本 科 杆 物 及 东 草 科 植 物 。 天 部 分 
植物 死亡 于 夏季 土壤 强烈 干枯 的 时 期 ， 因 而 使 死亡 有 机 物 早 的 破 

坏 是 在 通气 十 分 良好 的 条 件 下 进行 的 。 这 一 情况 不 能 促进 广 殖 质 
的 积聚 
reer etre TT TTT HB 2K DE 

ATH DOK HSS TMA BES EASON, FEMS EF 
Ai TT S12 _L ILRI AT Oo 

ARBRE 的 阶段 可 久 分 污 深 采 钙 土 SASL RBORE Ls LE 

腐殖质 的 合 量 葛 为 295 BI 4% 左右 , 它 的 妆 色 层 的 厚度 为 30 厘米 
到 50 厘米 腐殖质 的 含量 及 腐殖质 音 积 层 的 厚度 随 于 旱 程 度 二 加 

而 减 小 ; WBE SL AE RE, EMME Rb. EE 
RAGAZT ESSE, AMRIT RRA RA a 
MOPIRE. AE REPROGVEE W 100—149 BK. 

在 栗 钙 土 的 土壤 章 面 上 ,三 氧化 二 匆 及 夏 酸 分 布 均匀 。 8 
WB Ae Me, SAS He FE DARE EE Hn. 
ERG USD Gt Re BEH. 
4, Betsi wD 景 钙 士 发 育 在 温带 草原 及 森林 草原 带 。 黑 

铬 土 带 在 欧 亚 大陆 平原 上 发 育 的 最 为 明显 。 时 钙 士 是 在 水 分 较为 
不 足 的 情况 下 在 草本 植 彼 的 影响 下 形成 的 。 在 森林 草原 中 水 分 接 
近 充 足 。 | 

LEP ERE BUR, EE RSL ARAL 
物 殷 部 的 纸 大 部 分 兰 位 于 上 层 。 由 于 物质 生物 循环 的 缚 果 , 各 个 上 
BMRELAB LH (Menounozemersniie ocnopanus), 腐殖质 ‘ 

BRB BAER (AME 40 ORE 100 厘米 》 BBE 
A) ,腐殖质 含量 为 4 一 598， 至 15%, H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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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FEIX— FP OY HAE SY 

| BERTIER CER MSE ARR AE RAE), (EAE 
景 干燥 地 LHP EB 则 积 
RUA 

AN LAER ROMER ELEM, US eB = 
层 一 一 过 淡 层 。 
AGIA EERE) RE 

By. 
FONE NOAH RE ROHL AN RDA WD AOR ZEA : 

FA EMA GREY I RE 
ZERIGAH, BERD A SE Bk EE Ro 
5. 生 草 灰 化 土 带 土壤 AKO SSE 的 

条 件 下 发 育 着 森林 。 主 要 为 针 叶 林 : 云 杉 林 、 云 杉 一 瀹 杉林 、 松 林 、 
落叶 松林 、 和 雪松 渝 杉 林 及 其 他 等 。 在 火灾 赤 地 和 和 采伐 迹地 上 生长 着 
粒 木 林 及 欧洲 山 杨 - 在 有 利 的 热力 状况 下 也 可 生长 针 叶 间 时 林 。 在 

这 些 森 林 下 面 形成 生 草 灰 化 土 。 宽 间 的 生 草 灰 化 土 带 穿 过 了 欧 亚 

-天 陆 及 北美 的 整个 北 定 部 。 在 南 牢 球 这 个 土壤 带 没有 表现 。 
在 符 草 灰 化 士 的 形成 中 ， 分 为 两 个 过 程 : 灰 化 过 程 及 生 草 过 

、， 程 。 下 面 简 单 堵 一 下 这 两 个 过 程 。 er 

| ZEPRRE P-L THE AEE Beh 凋落 的 对 时 、 果实 、 

叶 、 普 枝 及 死亡 树木 的 树干 粗 成 由 于 精 枝 落叶 的 分 解 而 形成 许多 

PIRSA LN JEP LIE HU ET A 

BRC AO RBSE, RP Heh ASTER EA. FAS SEO Ze 

” 需 叶 树种 起 有 显著 作用 的 森林 下 面 的 土壤 中 不 断 坪 加。 

。 村 枝 落叶 层 中 所 产生 的 酸 溶 液 ， 首 先 影响 到 直接 位 于 横 枝 落 
计 层 王 面 的 一 层 。 由 于 酸 溶液 与 昌 基 、 氨 氧化 铁 . 氨 氧化 铝 和 和 氨 氧 

EE AB TL (= FD IR, OIE ECE AS, Fed SC RES BRI VS 
PGE AANA A ACRES LEP AEE, HEHE 

*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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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T IRIE RRNA OUR Cee, HEIRESS eR FE DK 

MCE TERIE IA Ae EE ENT BOAT” ATONE. GE 
PLGA ER ARG. HERES 
eee ee a 
PUREE BAIL BB DE RAO AT EOP, Be 
下 降水 流 带 到 土壤 下 层 ( 淀 积 层 )s FRMURED ABR —E 

“受到 多 次 的 变化 。 和 氧气 及 可 游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 很 难 渗 大 这 一 深 处 。 
因此 嫌 气 性 帮 草 不得 不 通过 将 铁 和 钱 的 氧化 物 还 原 为 亚 氧 化 物 的 

BARGE MBER. FERRER EMEA 
PACES TLR AER. ZERIEMT BE DIBA 

BS FE Fiat REAL AS ODER BS Td RE HEH 
EBSA B. ? | 

灰 化 士 形成 过 程 ， 由 于 上 部 符 草 过 程 的 产生 而 复杂 化 。 在 林 和 冠 
下 发 育 着 草 旬 草本 祯 堆 。 当 草本 植被 在 长 期 严寒 的 影响 下 死亡 时 ， 
便 为 土壤 上 部 的 符 草 层 提供 一 定数 量 的 有 机 肝 里 。 在 春 夏 秋 时 期 
土壤 所 获得 的 一 切 有 机 物质 不 能 全 部 矿 化 ， 它 们 的 一 部 分 丢 保 存 
到 新 的 一 代 植 物 冬季 死亡 和 严寒 到 来 的 时 候 。 由 于 生 草 过 程 的 车 
果 ， 便 积聚 着 某 些 过 剩 的 包含 无 定形 腐殖质 的 未 能 及 时 分 解 的 死 
CHM. Abb, 草本 植被 使 土壤 富有 腐殖质 、 氢 、 灰 从 养料 元 、 
素 ;， 共 中 包括 钙 和 三 氧化 宇 物 ,造成 戎 团 粒 结构 。 灰 从 晨 的 上 部 转 

| EARNER ERA ER VRERLEE ER. 
| ERASE RABN EMS PERE RL, CE 

上 一 般 具 有 三 个 显著 的 层次 : 坐 草 层 (腐殖质 著 积 层 ). 灰 化 层 及 演 
积 层 * 这 些 层 的 厚度 依 具 体 条 件 而 有 一 定 变 化 。 此 外 ;有 时 还 玫 现 
HEAE. | 

在 许多 地 区 ， 元 其 是 在 夭 度 较 高 地 区 的 生 昔 灰 化 十 中 分 布 着 
沼泽 化 土壤 及 沼泽 十, 在 有 些 地 方 它们 转变 为 泥炭 十 ， 此 外 还 有 河 

漫 潍 冲 积 士 及 其 他 土壤 等 。 
。 418。 7 



FETE AS ROAR YG BMA, JEG RAY LE RP aR 

量 灰分 养料 元 素 、 尤 其 是 钙 和 钾 带 入 生物 循环 中 ,然后 随同 每 年 一 
葡 的 凋落 物 ( 时 :果实 \ 树 枝 等 ) 和 自然 稀疏 过 程 中 王 枯 的 树木 又 将 
"EPC BE EE 2 FOLIA Fs DLR 2 Ae Ao ANGE BAR FETE 

Oh FST AY RRS RRR Re EP RAE He 

PREPRESS TABOR, ALP 
THE RCA AT PEAR AHS EET AR EL 5 EME TE 
FRR EES Rt Eo 

在 具有 草本 植被 的 胃 叶 林 的 影响 下 ， 在 无 而 酸 棉 类 兰 石上 上 

育 着 生 草 过 程 , 同 时 生 草 灰 化 士 可 BERS ERRATA 3 

be BACH BRIG) ESE o 

6. AAPL eA EIN EAR te RE 

JU Pa A Ze JL PAB RP ESL DTG Se EBT RAE 
EVE Hi CPHL EAE BE He BEAR, OK ER 
EL i HS FL BES YE AT A 

冻 原 成 士 作用 的 基本 特征 ， 是 沼泽 化 潜 育 作用 几乎 各 地 都 有 
所 发 至 。 气 候 条 件 及 永久 冻结 的 存在 是 沼 漂 化 的 原因 .发 青 在 土壤 
AT ORE BITTE AE LIS UE, HER TLS LIE RI 
EAR GAR ME 9 BaF IE THON AE OND RTE 9 UI, SE 

_ PERERA MBI MOL. ARMM NOR Le 
汪 原 为 亚 氧 化 物 获得 生活 所 必须 的 氧 。 因 此 ， 在 地 衣 营 花 植 被 下 
面 形成 灰 蓝 色 的 潜 育 层 , 并 夹杂 有 硒 小 的 锈 斑 。 潜 育 层 的 形成 往往 

有 泥 痰 积聚 作用 相伴 而 生 。 因 此 除了 潜 育 土 以 外 ,在 冻 原 带 还 广泛 

地 发 育 着 泥 痰 潜 育 士 。 nt: sh 

在 沙 览 底 士 上 ,主要 在 冻 原 带 南 部 亚 带 中 发 育 着 生 草 士 ,间或 

有 一 些 能 灰 化 十。 了 

在 陆地 表面 全 年 被 冰 和 万 年 积 雪 所 复 盖 的 冰 带 ， 化 学 风化 作 

FAXEF 行 得 非常 微弱 ’ 生物 化 学 过 程 达 到 最 小 限度 。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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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ER AEB. HEE , Eh FUE E ESOT 
风化 产物 与 破坏 以 前 的 岩石 一 样 , 训 无 肥力 。 2 

Be ueee were, ces ee 
ATRIAL. EMG — SEIMEI OBIE, 
RA RE) AEE T . DRE, ZENO AL BOM 
的 分 布 上 ;以 及 气候 的 分 布 上 ;都 表现 着 一 定 的 非 地 带 仁 "所 以 ,十 
壤 带 在 许多 地 方 锌 复杂 化 了 ,其 完整 性 受到 了 破坏 。 

三 地 理 环境 其 他 一 些 组 成 要 卖 的 地 带 性 

ART SURRY MRR TE. Glin, 
SAPP EES EB He A WTR AE, ok eT 
水 及 湖水 化 学 特征 的 变化 上 ,以 及 地 理 环 境 其 他 现象 的 分 布 中 。 

一 般 鹏 来 ;植物 带 是 划分 自然 带 的 基础 。 同 时 ,在 研究 自然 带 
和 时 也 可 发 现 植被 的 地 带 狂 。 但 是 植物 带 的 界线 ,在 一 定 范围 肉 可能， 

。 与 自然 带 不 相 特 合 。 由 于 下 面 将 要 诸 到 自然 带 , 所 以 这 里 没有 必要 
来 单独 重复 讲 迹 植物 带 。 = 

T. A. 后 克 西 俱 检 奇 确定 了 上 名 深 液 水 文化 学 相 的 地 带 性 。 
字 一 共 划 分 了 思 个 综 度 带 。 其 中 一 个 带 在 蛮 道 附近 地 带 , 四 个 带 在 
北 定 球 ,另外 类 似 的 四 个 在 南 牢 球 。 现 将 这 些 带 烈 举 如 下 :二 

1, DE REI) 土壤 水 二 氧化 砂 及 重 想 酸 二 -二 
氧化 砂 水 文化 学 丰 为 主 的 地 带 。 

2. Ex PARSE MEA EC FBR) ATIC AEH 为 主 
的 地 名 。 

3. 以 南北 牢 球 草原 带 硫 酸 、 催 及 重 配 酸 一 - 俩 (K HCO, 
Ca) RIAA 

A 

- 名 EBA RK SH RAREST MEALAAERABA AKA SE 

PEGE EES EY (T+ A + BER HE A, Dates LAER, 1955 年 ， 

58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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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itidc PERE HBR —95 CR B,0,-Cayrksc (ee 
AUER. BALE ERR. 

5. UB RERE—rAew aS 4 He 
Me 33 ie AS US (EK EERE LSPA TEO 。 

由 此 可 见 ， 在 陆地 上 可 划分 五 个 类 型 的 土壤 溶液 水 文化 学 相 | 
地 带 。 Fees ae Tn 
,土壤 溶液 的 化 学 特征 反映 在 潜水 ,河水 及 湖水 的 化 学 成 分 上 。 

”潮水 水 文化 学 相 ,、 气 候 及 水 文 特征 ， 和 有 机 体 发 育 的 地 带 人 性 ， 
决定 着 湖泊 沉积 移 的 地 带 性 (根据 成 分 及 厚度 )。 湖 泊 沉 积 物 可 划 - 

”分 为 下 列 粮 度 地 带 (根据 B.B, 阿拉 只 合 夫 [B,B.AmraGttriep]): 
并 。 副 热带 及 热带 淡水 湖泊 褒 殖 泥 带 。 

2。 牢 荒漠 (及 荒漠 ) 和 食 路 产地 内 具有 自 出 帮 湖 泊 的 路 士 带 。 

3. 草原 地 区 全 咸 水 许 殖 泥 及 和 莉 用 矿 泥 (MaaepaTBEEH6 Je- 

se6une Tpfsfi)( 苏 打 、 芒 确 , 石 襄 ) 带 。 

4, ERAS KR -区 域 深厚 淡水 广 殖 泥 (厚度 达 30 

BR). 

5. PEE PREECE SIRE TE BEI O.5BR) WE 

TRF 0 

SE Shim — Mg ES AO SU PRESSURE 《如 地 

BHR) TBA. FEHR E A BAR EK Cle 

学 相 、 人 : en ee 

_ ao 
由 此 可 见 ,地 理 环 境 的 一 系 LEH AE 1B. 同时 ， 

这 种 地 带 性 在 许多 情况 下 又 被 非 地 带 性 所 破坏 。 

第 三 节 地 球 陆 地 的 目 然 和 伦 

地 球 陆地 上 每 一 自然 带 在 外 麦 上 都 是 整个 沿 入 米 志 向 舒 层 的 “ 
@ T。A。， 马 克 西 莫 蕉 谊 :陆地 水 化 学 地 理 ，1955，54 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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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M EM. ERA L, KE-TERM ARRARAM. A 
: 然 名 是 地 理 环境 各 个 相互 作用 着 的 租 成 要 素 的 体系 ， 而 这 种 体 条 
是 在 汪 长 的 地 质 时 期 中 形成 的 。 因 此 , ARB ARG LARD. 
自然 带 与 其 各 个 粗 成 要 素 一 样 ， 在 时 间 上 和 空间 上 是 不 断 发 展 着 、 
Wo a 

ARS ARES (AUR EI 
48) 7G — TSU AT. Ube ee Be 
为 有 限 的 区 域 中 ， 形成 各 种 特殊 的 区 域 类 型 《或 较 小 的 自然 棕 合 | 
体 ) Sob EMR A ERE LAER TER 
要 素 的 特殊 体系 。 由 此 可 见 , 自 然 带 不 是 一 个 绝对 单一 的 生成 物 。 
自然 带 是 一 个 在 历史 上 形成 的 互 大 的 自然 综合 体 类 型 ， 旋 具有 某 
些 共同 的 特征 。 这 种 共同 性 并 不 排斥 带 内 一 定 程度 的 复 条 “性 及 较 
小 的 自然 综合 体 ( 区 域 类 型 ) 的 存在 。 
ORAM LOA, AAA 
程度 的 地 带 性 。 WANS, CER BESE he EES (AUR 
植物 、 动 驳 界 .水 等 ), 也 有 非 地 带 性 要 素 (地 形 . 底 土 )。 此 外 ,在 大 . 
陆 及 海洋 翰 廊 的 特征 、 洋 流 的 特征 以 及 在 沿岸 地 区 和 五 大 陆 芙 内 
部 地 区 气 团 环流 特征 的 影响 下 ,也 可 能 造成 非 地 带 性 现象 .所 有 这 
些 原 因 ,都 证 明 自 然 带 在 许多 地 方 ; 甚 至 在 平原 地 区 都 怜 非 地 带 性 
因素 所 破坏 .因此 对 自然 带 的 划分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困难 。、 

”每 二 自然 带 的 各 个 钥 成 要 索 ， 都 是 在 时 间 上 和 空间 上 接 不 同 
的 方式 ,不 同 的 速度 发 展 着 的 因此 ,各 个 粗 成 要 素 的 界线 ,不 可 能 
与 自然 带 的 界线 纸 对 确 入 地 符合 。 这 一 情 癌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决定 着 
过 渡 带 (或 中 间 带 如 森林 冻 原 带 .森林 草原 带 及 牢 幕 漠 带 ) 的 存在 。 

HULA, SRA ETRE EAE A Oe as 
一 一 在 时 间 上 和 空间 上 发 展 着 的 各 个 相互 作用 的 钥 成 要 素 ( 气 候 : 
土壤 ,植被 ,动物 界 ,地 形 , 底 土 等 ) 的 体系 。 其 中 一 部 分 硼 成 要 素 是 
地 带 性 的 , 另 一 部 分 在 本 硅 上 则 是 基地 带 性 的 。 同 时 在 自然 带 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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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G REHASH. HH) PEA ABSA RAS, LA: 
MEI AEE LE DOM REP, BRE eb DME 
造 较 为 单一 的 平原 地 区 表现 得 最 好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地 形 及 底 土 不 
会 使 自然 带 分 布 的 完整 性 遭受 破坏 (如 在 西西 伯 利 亚 低 地 地 区 )。 

虽然 纺 度 自然 带 的 存在 已 为 研究 者 们 所 承认 ， 但 关于 地 球 陆 
地 自然 带 的 划分 原则 和 数量 ,向 无 统一 的 意见 。 下 面 所 引用 的 这 张 
地 球 陆地 入 记 自然 带 表 反映 了 头 多 数学 者 所 划分 的 地 带 。 每 一 自 
然 带 的 典型 的 和 最 富有 表现 力 的 特征 是 植 必 类型， 因而 这 也 反映 - 
在 各 个 自然 带 的 名 称 及 其 特征 描述 王 ， 

自然 带 类 型 . 

ez 类 型 | HMR St wD 
1. FERS (Ae ) Aa 
2. RRR PLPRDEATE 

8. PREM FRE 
4, 热带 荒漠 带 i 
pines | 8. PIERRTRARG 

6. 副热带 (副热带 森林 ， 灌 木林 ，| 
AW AME IE RHE RR 
了 

-7. Pret 

」 8. ame 
9. 琳 林 草原 带 

10. Uh ERA ais 

is 一 11. ARG 
12. RF 
13. 六 和 带 

一 赤道 雨林 侣 - 

ORS CES) AS AE UL, NT 
HEIR, PRAT BIER HG APES DL I UE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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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A ER ik BEAKER F 1800 一 2000 2K. 
时 在 全 年 过 程 中 ,在 较为 恒定 的 高 温 下 降水 分 布 较 为 均匀 。 霄 道 附 
近年 平均 温度 的 为 26"， 温度 年 较 差 比 日 较 差 低 得 多 。 即 使 在 睛 遍 
无 云 的 天 气 ,夜间 最 低温 度 也 很 少 低 于 20°. 从 气相 对 湿度 很 大 。 

一 在 赤道 雨林 下 面 的 红色 风化 壳 上 发 育 着 热带 灰 化 土 及 热带 生 
” 草 灰 化 土 。 后 一 士 类 发 育 在 具有 草本 植被 的 森 宁 和 中。 在 这 一 情况 
下 ,在 灰 化 过 程 上 面 双 发 育 着 生 草 过 程 。 因 此 在 土壤 剖面 上 部 形成 
腐殖质 蔷 积 层 . 由 于 赤道 地 区 腐殖质 项 色 浅 淡 ,因此 土壤 保存 了 成 
tea ALE PCE AL A BEAL 6 SBE A SEL, EM 
主要 发 育 在 河 漫 潍 上 。 

大 气 降水 充足 及 很 高 的 空气 湿度 在 部 党 的 高 温 下 ， 为 笃 旋 的 
植被 的 发 ,提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森 林 的 特征 ,是 种 类 极 汶 繁多。 乔木 
排列 很 紧密 ,同时 很 少 能 看 到 两 个 并 烈 的 同 种 乔木 森林 中 乔木 的 
生命 永远 不 会 衰亡 ;它们 全 年 都 开花 车 果 , 虽然 在 不 同 季节 有 不 同 
BFR. - 

AXRSMKMEDRERAHSE. R—- MIRA AIO 
晨 一 一 这 是 这 里 常见 的 现象 。 但 温带 气候 的 森林 通常 只 有 两 个 或 
一 个 乔木 层 。 

在 等 取 光 的 斗 等 中 ,乔木 的 枝叶 可 以 升 高 至 20 一 30 公 尽 。 树 
冠 向 上 汇 育 成 完整 的 天 幕 , 因 此 在 这 种 森林 中 呈现 出 秆 明星 状态 ， 
其 中 可 久生 长 对 光 要 求 不 严 的 植物 。 在 高 达 30 一 50 公 尺 的 井 构 成 

- 第 一 层 的 瑟 型 乔木 树冠 下 , 还 排列 着 许多 乔木 层 及 渡 木 屋 。 
森林 由 具有 大 型 的 多 牛 是 有 光泽 的 叶子 的 常 根 乔木 所 粗 成 。 

这 里 常见 的 乔木 是 榕 属 (Ficus) 的 一 些 种 ,面包 树 、 可 可 局、 木 本 医 
厥 .三 叶 腰 (Hevfa brasilensis) t7i§#}. SRBS. HT USD 

VERA. LM LAR RAR SAMY, SH, ARIA 
By ST AREARAR IE ASH RS CA AH. BP AR 
上 满 布 着 附 生 棱 物 〈 榨 属 的 某 些 种 、 苦 科 、 KBB RS,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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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S) TURHASAS EM: ERT LARARRATIE 
«TIE, 因为 由 于 能 本 植物 的 发 展 形成 了 一 个 连 炉 的 树 

ae 峙 枝 和 树叶 的 障壁 ;在 另外 一 些 情况 下 在 乔木 下 面 几乎 没有 林 
PRA MIRAE. © 

BAK PTD REP, AAI SIAR FF TEAK, mae BRIE ~ 
BRS. ‘ | 

elit dette shoals ak se: onan 
HAMAR, A, EAD 
APART Au. 

气候 的 最 大 特征 ,是 一 年 中 清楚 地 表现 出 长 达 4 SE 
长 的 于 季 。 随 着 从 赤道 森林 去 向 较 高 综 度 的 远离 程度 ,气温 年 较 差 
EK, EMEA REM 1500 毫米 减少 至 600 EK, MAF 

“延长 5 夏季 ( 湿 季 ) 以 亦 道 潮湿 气 团 占 优势 ， 天 气 与 赤道 森林 带 相 
同 ; 条 季 ( 王 季 ) 湿 度 降低 ,气温 日 较 差 增 大 ,没有 降水 或 很 少 降水 。 

多 无 去 天气 2 Be 
热带 草原 中 茂 害 的 草本 植物 ,引起 和 坐 草 过 程 的 发 育 ,因此 土壤 

-~ ”中 进行 着 无 定形 腐殖质 、 氮 和 灰分 养料 元 素 的 积聚 土壤 在 红色 风 
”化 壳 上 发 育 着 ,具有 母 岩 颜 色 所 形成 的 红 棕 色 。 根 据 颜色 的 特征 ， 
eS a> sanaveeiaies hexomben SE. 

MAMIE AM SAME TAME ETS, PS 
层 的 剧烈 增 漫 而 发 生 着 相反 的 过 程 一 土壤 溶液 上 升 。 土 壤 上 层 
富有 粘 士 质 矿物 ,这 是 热带 草原 土壤 的 特征 之 一 。 

”热带 草原 是 热带 的 森林 草原 : 在 草本 植被 中 间 雾 星 地 分 布 着 
成 群 的 乔 本 或 独 株 的 乔木 。 草 本 植物 地 区 系 由 比 温带 草原 为 高 的 : 
草 类 粗 成 ,高 度 和 为 公 尺 的 、 但 在 革 些 情况 下 可 达 2 公 尺 甚至 3- 
公 尺 的 粗壮 而 坚硬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构成 草 类 的 主要 部 分 。 旱 生 的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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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 AS MRE IESE ALBIS A. HE 

类 在 有 些 地 方 生 长 得 很 稠密 ， 但 在 有 些 地 方 的 草 装 中 间 存 在 着 裸 
露 的 土壤 。 在 某 些 地 区 乔木 极 少 ; 有 时 完 人 至 没有 (委内瑞拉 疙 得 有 
时 则 非常 密 茂 ,以 致 可 以 形成 某 种 非常 稀疏 的 森林 (巴西 用 在 进 地 
时 热带 草原 呈现 出 特色 ,在 于 季 时 草 类 戎 色 消失 ， EN MAAR 
HAS ME BCH RETEARBEMD) 0 

HRA EMRE RAK, 也 应 属于 这 一 地 可 .这 
种 稀疏 林 在 南美 的 巴西 高 原 地 区 以 所 负 卡 汀 项 群落 著名 ， 同 时 在 

澳洲 (尤其 是 在 北部 和 东部 ) 也 很 著名 。 
| 季 反 森林 也 可 包括 在 这 个 地 带 内 。 季风 林 在 东南 亚 、 FES 

3B. FN eps A fs — 2S EB eS FEB SIAR 
ABS, IEFEMAIE SE , — MATE AE AE RE AB 
本 植物 ,但 比 赤 道 森 林 少 。 6. 

VAST Je A JH Bb BSED, SC Vg PED Jen gy DSI 
HAM 20%. £FEN, KEEP OMEMERBEMRAT - 
WARE . MSN kB PATE were, BR 
四 散 , 上 且 出 现 无 数 昆虫 。 

由 天 省 雨林 的 边界 开 嬉 为 用 本 科 植 物 热带 草原 亚 绩 。 这 
区 符 长 着 以 禾 本 科 植 物 占 优势 的 高 草 类 ， 其 中 杂 有 乔 未 群 或 a 
FARE. RARE se AT: Pinnisetum purpureum, 

P. Benthomi, #9%## B (Andropogon) i9—2 fi RAL, “EM 

EAA SAN BME LMS MH. FER eB 
出 的 存 高 达 8 一 12 ARMAHL A es BK = CHlaeis guineensis), 

Pandanus brasilata, Buthyro spernum, Bauhinia reticulata . 

TRIP LER (Adansonia ~ 

digitata) # Hipkdens 的 一 些 种 。 ee ae 

HEAD BSE I RAK 

AAS RAD IRS GRINDER. 这 里 的 天 
© 426 « 



wn 

本 科 植 物 高 度 较 小 (1 一 1.5 公 尽 )。 乔 木 中 以 具有 厅 状 树冠 的 金 

合欢 属 的 各 个 种 (Acaia albioba, A.arabica [Ff tr 1H & & 3), 
A. girappae 及 其 他 等 ) 占 优势 直径 为 4 公 尺 和 高 达 25 AR WOW 

”面包 ,也 有 是 这 里 特有 的 乔木。 
Eap 

WRITE TF NUM Ah Tk ARE ee 
ARG ADEN; PRS SAE FER WKB YAIR 

‘(Crennsie prcn) , RES s Woe ee SEPA Feo ern 

PLA RE ABD. 
一 一 

5 Seen 

eee 
EASE DEMS Sk — Hae EA FE VASE ED Dl 

ESS ASS EHS SLD UE FG SREB SS 8 HA. Aw a ene a IR 

FUENTES Se GZ BBL Bk BH 两 个 地 带 和 但 这 未 

ETE BGA ， 

FESR JAE FR PA RP, 无 雨季 节 Fe 3K 5 

BPAZA. XBW RVD RATER EFAS BR 

有 树叶 ;不 高 的 禾 本 科 植 物 往往 不 能 形成 连续 的 植被 。 某 些 研究 者 

- 破 这 种 植 锌 类 型 称 作 草原 ,这 未 必 是 正确 的 。 - — 

> RES HEE OR, FRE) 79 个 月 和 甚至 到 
-0 一 代 企 月 。 过 上 见 的 乔木 数量 逐渐 减少 ?它们 变 得 更 为 低 矮 。 灌 木 
具有 稀 玻 的 小 而 厚 的 树叶 和 和 刺 ,并 长 满 和 白色 的 昔 毛 ;使 其 具有 银灰 
色 的 外 貌 。 禾 本 科 植 被 更 为 稀薄 生长 有 肉质 植物 。 

最 后 ;在 最 干旱 的 条 件 下 ,可 以 形成 未 本 科 灌 木 牛 莞 次 植物 群 
“- 蘑 。 植 被 十 分 稀薄 ,存在 着 很 大 的 考 二 裸露 地 段 。 
CEFR AS Jes AE HE HE HD TES EA ES 

BY DH SIRE BE Se ESL OE A 这 里 还 可 见 到 许多 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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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草 原 的 动物 。 | — 

四 ERS 

A EULA, NIE Z RAD RAIS, LLP Bat ERS 
AEM TENS 0 ZEALP SRA ZEAL SEAN OA Dl RACE BME 
REYES, EG PR, AUNT BD HELGA 

“ 塔 卡 局 ) 卖 现 得 很 好 。 
在 这 一 带 中 热带 气 团 是 主要 气 团 。 气 候 非常 干燥 ; FRAME 

SUMMED VENICE, Ti BST. 温度 日 较 差 (大 30 人 
FERRE GE 20” ) 都 很 和 天。 天 气 通 常 晴朗 而 干燥 ,夏季 气温 很 高 。- 

成 士 过 程 进行 得 十 分 微弱 。 土 壤 中 几乎 没有 腐殖质 ;但 磨 类 很 
多 。 母 岩 几 乎 未 层 改 变 ; 发 育 着 所 丑 骨 架 士 (或 原始 十 )。 根 独 母 凑 
性 质 人 们 把 这 些 土壤 称 为 石 里 土 、. 粘 十 和 沙土。 在 低 四 地 元 形成 能 
奏 土 和 鸡 曲 士 土壤 性 质 与 气候 及 植 丢 的 特征 直接 有 关 :， >- 
LAMAR. Bae 

we uh Hy Wy DI HA Se A 4 Ay (ED). a DEA 
DAERAH, DEC RERMNR. LATOR 
HBSS ORIEL IE UE). aes 

ZeHUS HEE A CLD LEH, AneBe Ie] (Alhagi 
taurorum), FGH YEA Retam retam, Ze-F ARSE A LL Be 

| Sea ACBL th HE (Tamarix), & Sk BME). 在 撒哈拉 的 
A Aik Ai) AR AANA (Lecanora esculenta), BKK 
YEAH (如 Anabasis limoniastrum BAT i — 种 ] 及 其 他 

等 )。 在 馈 渍 化 地 方 有 又 明 标 属 (Salsola )。 | 

在 动物 中 占 优势 的 是 那些 能 够 迅速 越过 长 远 距离 的 动物 〈 如 
eB), 以 及 各 种 入 AS HS B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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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REED NAR LL DEA ALT HANS 副热带 之 
半 。 换 句 话 脏 , 这 一 地 带 位 于 热带 荡 漠 以 北 烷 度 更 高 的 地 方 。 写 在 
PRAHA TNE IRs MERA FO 

。 南部 ,南非 和 南美 南部 的 部 分 地 区 。 
| 二， 随 着 由 热带 幕 江 向 竺 度 较 高 地 区 的 推进 ， 整 个 六 来 大 气 降水 
数量 增 大 , 气候 变 得 不 太 干 操 和 不 太 炎热 。 降 水 量 达到 200 一 300 

”毫米 ;甚至 更 大 ,最 大 降水 量 在 低温 时 期 。 高 温和 干燥 的 空气 促进 
”着 强烈 的 燕 改 这 是 一 个 水 分 缺乏 的 地 区 。 

一 、 在 淡 棕 士 \ 且 往往 为 原始 士 壤 上 ， 发 育 着 个 莞 漠 带 的 、 部 分 为 、 
草原 带 的 植被 。 在 石灰 岩 上 可 以 看 到 生长 着 草原 植被 的 腐殖质 碳 
EL RAR NER RRA AH. TERIA 

”季节 里 发 再 着 得 命 植物 。 

六 副热带 
地 

夏季 副热带 整个 为 热带 气 团 所 占据 (在 一 些 地 区 为 海洋 气 团 ， 
在 另 一 些 地 区 为 大陆 气 团 ); 冬 季 有 极地 气 团 进入 本 带 。 在 这 一 地 

” 带 中 , 非 地 带 性 因素 天 现 得 最 为 强烈 ,这 与 地 形 的 特征 .大 陆 输 廊 、， 

大 陆 的 五 大 面积 、 洋 流 的 影响 有 关 。- 这 使 地 带 性 受到 破坏 , 井 在 蔽 

带 范围 内 造成 各 种 比较 不 同 的 自然 综合 体 类 型 。 在 南 牢 球 本 带 玫 

现 于 澳洲 西 南部 和 东南 部 、 非 洲 南部 ( 卡 针 高原 ) 以 及 南美 西部 的 

部 分 地 区 (在 圣地 亚 哥 附近 )。 在 北 牢 球 本 带 占 有 地 中 海地 区 、 欧 亚 

大陆 肉 陆 干 燥 地 区 ， 以 及 北美 加 里 昼 尼 亚 的 大 部 分 区 域 及 其 附近 
* Abi FREM. | : 

在 本 带 的 许多 地 区 、 特 别 是 大 陆 内 部 ， 表 现 出 水 分 不 是 ,甚至 

水 分 贫乏 和 极端 微 少 的 现象 .降水 主要 征 中 在 年 中 沦 季 (冬季 )。 每 

年 冬 季 在 低地 有 降雪 现象 。 夏 季 炎 热 而 干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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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水 分 不 足 的 条 件 下 ,尤其 是 在 夏季 ,发 至 着 旱 生 植被: ie 
林 及 灌 本 林 , 抗 旱 性 定 灌木 小 装 林 及 草 类 。 

在 欧 亚 大 陆地 中 海 各 国 沿岸 地 区 ,在 棕色 森林 十、 Pot 
Ri RG, RE ER, Ze 
i i Ha As Fe Ha HR EA BRAS DCE RAD) TS FA Td ER A 
SER Hs Va Rb SB (Myrtus) tity 3k BARB ME 
TRE PRR BE aK, OP RRR 
i AB. FEB Arbutus), FA 7E BC Cistus), PkewBS)3 
7 HG FJ (Paliurus), Be TA BSA EO 
灌木 林 , 以 及 早生 牢 灌 木林 。 

在 加 里 家 尼 亚 有 类 伺 局 克 蕉 斯 妊 落 的 灌 未 林 ， 
在 澳洲 东南 及 西南 部 生长 着 具有 常 乡 灌木 楼 林 下 灌木 层 的 楼 

和 桂 常 称 林 。 没 有 乔木 类 型 的 灌木 林 可 以 占据 广大 的 容 间 。 
在 非洲 南部 ， TER DEAE SBE A SAE AEP 
星 乔 本 很 少 。 

在 欧 亚 大 陆 内 部 副热带 范围 内 ， 气候 变 为 大 陆 性 的 干 井 气候 。 
因此 这 里 形成 莞 江 自 然 粽 合体 。 夏 季 这 里 主要 为 热带 大陆 气 团 ;这 
气 团 非常 干燥 而 且 温度 很 高 。 因 此 以 类 热 ,晴朗 ̀  无 雨 的 天 气 吉 优 
势 。 在 年 中 准 季 极地 气 团 侵入 这 里 。 主 要 的 降水 在 这 一 时 期 中 成 

_ 十 和 和 改 的 形式 降落 。 这 个 区 域 整个 说 来 是 一 个 水 分 缺乏 而 稀少 的 
人 | 

在 这 种 气候 条 件 下 ， 可 以 符 长 各 种 旱 生 植物 ; SERA 
物 、 营 局 : 旱 生 灌木 ( 柯 庄 路 易 阿 蒙 木 [(Ammoaendron Conoll7i、、 
WFR RLS). BATA RS) 。 在 最 为 湿润 的 季节 (通常 
在 春季 ) 上 发 至 着 短命 植物 (基层 、 花 系 属 等 )。 在 盯 溃 于 上 上 长 有 许多 ““ 

种 叉 明 棵 。 主 要 的 土壤 往往 是 极为 原始 的 灰 钙 土 ， 划 十 和 危 裂 粘 
士 占 有 比较 广 阅 的 面积 。 莫 溃 表面 大 部 分 地 区 没有 植被 二 

虽然 气候 条 件 极为 于 旱 , 这 里 仍 可 见 到 一 些 特 殊 的 路 未 林 ; 稀 
» se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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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EBL PAS bE, 
AEE BAP HEU BE LEE FEMS OIE ER) 

20M 88 ACE ah, 

as. > : 

SR SE WE US REL DL INC A 
MERU AER. EAU I LAR 

ESS, WAP Pa EE DIAL. FEAL ABR Tit ER, PPS LER HE, 
.这 一 地 带 或 者 根本 没有 表现 ， 或 者 遭 到 非 地 带 性 因素 的 极为 强烈 

”的 改变 。 
年 范 漠 带 是 水 分 贫乏 的 地 带 。 降 水 很 少 ( 葛 为 250 一 150 = 

米 六 最 大 降水 量 常常 出 现 于 春 末 夏 初时 期 夏季 炎热 ;七 月 平均 温 - 
#4 24°—26°, BFE YG 3 etka Kit _k— A 平均 温度 自 西 [ay AR 

AB kh 11° FEB—16° 
Pe I PR KS LA BL HPI 

“及 人 类 活动 而 引起 的 土壤 水 分 的 微量 增加 或 减少 ， 都 会 立 鹿 引起 
EAU BOE HL. | a 

主要 土壤 是 淡 洪 鲍 上 及 棕 十 ， 在 它们 中 间 成 班 半分 布 着 一些 
ERB. CEL, AAR RANE. RY 
HOLZER. Ae AP TREE EUR i. ORT BLL 

—H 3X BISA EI BARA PED SBS a BES) 

BERGE ASSES) LMLLELES ROE, 

EPS Ae LSM pARKADwy GARB 

ER. RRS). LEAK PAE I, IS BA A 

沙 狐 。 在 里 海 附近 地 区 可 见 到 大 量 高 鼻 痢 羊 。 还 有 蜥 蝎 目 及 蛇 目 . 

动物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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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A BUN Zea ESL HOUT ETE TEAR, KI 
-是 在 苏联 境内 成 很 寅 的 带 状 延伸 着 。 这 个 地 带 的 一 部 分 ;由 于 一 系 - 
烈 非 地 带 性 情况 的 影响 而 以 某 些 改变 了 的 形式 才 现 于 北美 。 在 南 
个 球 有 巴 塔 哥 尼 亚 草 原 位 于 本 带 范围 内 。 | 
CRORE ES RR EEL ARE 

低 于 20°) MABE SHENK. ERK A 
4924 450—250 BK TKL—PAAAREMMM. BEE 
SELCREh. TES ARG A AP 工时 的 相对 湿度 等 于 35 一 45 黎 在 
草原 带 可 观察 到 如 象 旱灾 、 热 干 风 这 样 一 些 有 害 的 现象。 ‘a 

ERE BH (Op EB + RELA) 
及 了 星 栗 馈 土 。 后 一 种 士 壤 可 在 最 干燥 的 草原 地 区 见 到 。 在 黑 钙 士 及 
栗 钙 士 中 有 礁 圭 .变质 礁 士 及 妖 士 。 
草原 上 没有 森林 。 在 草原 植被 中 ， Dice RAL 同 ， 

“和 针 在 草 广 中 有 无 草根 复 盖 的 裸露 土 坊 。 欧 亚 大 陆 各 草原 中 主要 的 ， 
RARE ARDS (Festuca sulcata), 44S. AEH (Ko- 

A eleria gracilis), ?k#(Agropyrum cristatum )。 根 据 草本 植被 的 

种 类 成 分 可 分 为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草原 : 杂 草 草原 、 列 薄 一 毯 狐 薄 草 
原 、 入 狐 荡 一 殉 荡 草原 及 其 他 草原 等 。 生 长 在 巢 士 和 和 玲 士 王 的 植被 一 

具有 特殊 的 性 质 。 这 里 适 常 以 车 属 和 双 明 标 属 为 主 。 在 草原 中 也 

有 灌木 对， ERE RR LE BA LE Sa 

BEI, EMEA RRA | 

草原 带动 物 ， 善于 适应 省 窗 草 本 植被 所 复 善 的 平坦 、 .开关 和 天 

林 的 区 域 。 许 多 动物 楼 居 在 洞穴 中 (许多 叔 此 目 动物 及 食肉 类 动 “ 

th) te REE RMR Bobs BBR ORR, 

SR. RRS. CARE, AA RAA SE. 

2S RHE UP. RAP. 欧洲 野牛 (在 北美 为 美洲 野牛 ) 及 其 他 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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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草原 食肉 类 动物 中 有 狐 、 狐 . 白 及 。 
， 现在 草原 的 很 大 面积 已 怜 开 电 。 

Ht 森林 草原 

森林 草原 带 是 草原 向 温带 气候 森林 过 滤 的 地 带 。 读 带 在 北 特 
cz BR (wR Titi ALTE) ETAT COOLER OAL. 

BBS) ,小 叶 林 ( 白 梭 、 alee le a 

在 南 个 球 森林 草原 带 仅仅 部 分 地 表现 在 巴 塔 哥 尼 亚 的 局 部 地 区 。 
森林 草原 带 的 过 滤 性 质 表 现在 气候 , 士 壤 、 植 被 及 动物 界 上 。 

-森林 草原 带 整个 说 求 是 一 个 湿度 适中 前 地带 ， 但 在 个 别 年 代 - 
中 这 里 地 可 能 发 生 旱灾 。 夏 季 十 分 温和 ，, 七 月 平均 温度 移 在 十 19° 

| BY 22° 之 间 。 和 森林 草原 带 冬 季 的 严 塞 在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达到 最 大 

FA) Be BE. 例如 ， 在 西西 伯 利 亚 森 林 草 原 地 区 一 月 平均 温度 低 到 零下 

19 "一 21"。 年 降水 量 绝 为 550—300 223K. 如 =, 

在 原生 森林 草原 中 , :森林 地 段 与 无 林 的 草原 地 区 相 更 替 。 更 

在 ,在 和 森林 草原 带 ， 如 在 草原 带 一 样 ， 许 多 地 方 的 草原 地 段 已 破 开 

EB, 而 森林 在 很 大 程度 上 已 丢 砍 做， 同时 这 些 采 伐 地 的 土壤 已 惟 
FE. 
ERLE RGA PSE. PRS IRR). 

ZEMETK MRAM HE , BSG SERIE. RSET, 
在 北部 最 湿润 的 地 区 还 有 灰色 森林 于。 

在 原生 森林 草原 中 ， 杂 草草 原 植被 地 段 与 森林 植被 地 段 相 更 
平 着 。 森 林 杆 彼 在 许多 地 方 被 保存 下 求 。 这 里 有 间 叶 林 ( 样 属 、 械 

REED L RMR BY 
Se RAY a EA eS A ST 

十 温带 气候 森林 带 

温带 气候 森林 带 ， 沿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北部 成 非常 宽 间 的 带 状 - 
Y% = es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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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RFE . Ce PRR IN ERA, 因为 在 南美 的 南部 山地 地 区 

及 新 西 苦 南 岛 上 的 有 时 林地 段 未 能 形成 一 个 地 带 。 

本 带 气候 具有 上 比较 暖和 的 夏季 ; 最 暖 月 分 的 平均 温度 Ze 10° 

必 上 ,但 不 超过 19。 一 20"。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冬季 很 长 ， 且 十 分 严寒 ; 
一 月 平均 温度 达到 一 50?"。 但 在 沿岸 地 区 、 特 别 是 在 西岸 ;最 兴 月 分 

的 平均 温度 要 高 得 多 ,甚至 可 以 达到 零 上 温度 。 奈 西 两 岸 天 都 分 地 
区 的 降水 量 在 500 毫米 碎 上 。 这 是 一 个 十 分 湿 泗 、 甚 至 过 滤 湿 酒 的 

地 区 。 在 大 陆 内 部 地 区 本 带 的 降水 量 减 少 至 200 ) 

人 

2:89 LM OSTEO INDE : 

chk, a PETA AREA Et} — fae) 9 BA i 

ELH PK CADPR. AG PK EDK BHR EPR) , ea 

BELFER DS Ph We AS Et AK AS — AE HK A — A — SRK 

A). PEK RHE HEN SS) — RP. BIR 

FRAY PRE RAB LTR ELA OPS BASH) Ri CB OS IS 

BS). EQN MPR RA aKRERRKLR EEL, 

在 这 些 土壤 上 ， TERRE ABS HK, Hee SE EES 

FE RAE TH 

IME GR Ze PIE LEER, INSESAREE RE 

PRMLRLERFS oA RE TAYE EDR SEMA OETA 

Ey ARAMER. 

现在 ， 在 针 叶 林 中 还 保存 着 许多 野 具 动 牺 -这 里 栖 居 着: AB. 

SN. GB BE ate BE. 38 (Martes-Mustelidae (mi RBH _ 

8). RK IDES BRASS MS RRM ES KER 

这 种 动物 从 前 在 混交 林 , 基 至 在 闫 叶林中 都 可 看 到 。 从 南方 迁移 至 

亚洲 东部 半 叶 林 及 混交 林 中 的 动物 有 老虎 ( 它 生 活 在 有 野猪 诽 和 
床 等 栖 居 的 地 方 )、 更 、 PREP SH (Nyctereutes procyunoides); 

SAT 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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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 冻 原 带 占有 舍 叶 林 及 冻 原 之 问 的 中 间 位 置 ; 写 在 欧 亚 厌 
随 及 北美 的 北部 成 比 较 次 罕 的 带 状 〈 尤 其 是 与 攻 林 带 相 比 ) (HE 
着 。 在 南 什 球 没有 森林 冻 原 带 。 
& re ee 
下, 无 渝 沿 河 谷 谷 地 或 是 在 分 水 嚼 区 域 ,都 发 育 着 灌木 冻 原 及 具有 
a TES OTE AC CG 6 一 8 AR) HOG IRM SA SE 
EK, YT HEA SRE A 

EBD PANU PPA LB: EK PEPPER MRK, we 
TREK a a (AAR As (Populus suaveolens) 及 朝鲜 柳 

《Kopeiiegag HBa) 构 成 -在 穆 林 下 面 发 育 着 冻 原 其 化 士 。 

”二 在 森林 冻 原 中 大 部 分 地 区 为 典型 冻 原 所 占据 ,在 那里 发 育 着 
YEAR OME EON RRB ICSE) RK IEA 
Wy NE LEGGE (Byprre wxn), AEM. FEMUR 
HRAARRABA REL. 

水 苏 泥 交 达 到 很 大 的 发 展 ; 它们 占有 不 少 于 本 带 总 面积 一 全 
“HF 2 . 

| 在 森林 冻 原 中 栖 居 着 冻 原 动 物 及 温带 针 叶 林 动 物 。 

OFS Ane 

ICMP SEP WERE Ach HALSENO RAGA, DTA BLES 5 WL 
- PARA RME. ER, ABR ER RRM 
WO CSE BAP Ky « CAI Ey RE hh i A) 
及 格 项 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中 。 

冻 原 带 的 气候 十 分 严 塞 。 轻 常 具 有 暴风 和 雪 的 漫长 条 季 正 与 极 
， 夜 时 期 相符 合 。 夏 季 短 促 而 塞 痊 ; 但 日 照 时 间 很 长 ;最 暖 月 的 平均 
-温度 在 0* 以 上 ,在 南部 可 达 12"。 夏 季 也 有 冰冻 现象 - 云 量 很 大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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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ELE. ATMOS CH EMD AF 200 毫米 )， 
{8 fES Lo KR , Pilin Ee EAS ED , MEK SF 1000 2K, 在 - 定 

深 处 通常 有 永 冻 士 层 。 
冻 原 带 没有 森林 ， 乔木 植物 仅 有 时 在 河谷 地 区 可 以 昂 到 。 ek 

a 冻 原 或 典型 冻 原 分 布 很 广 , SEH CLEARS ODE RIED, GREE 
属 )、 某 些 草 类 (特别 是 水 草 科 植 物 ) 玉 及 营 苏 和 地 去 最 为 典型 。 水 - 
“ 花 泥 炎 较 少 。 它 们 的 面积 和 厚度 随 着 与 森林 冻 原 带 的 接近 程度 而 
FER HBR IAEA TE A TB Ss 
“更 为 丛 乏 ; 这 里 不 仅 没 有 乔木 ;而 且 也 没有 灌 未 , 斑 效 冻 原 占有 很 
大 面积 。 在 冻 原 带 中 有 许多 沼泽 ,同时 以 低地 滔 漂 、 Cite ap 
ARVVED i BBL. 

分 布 最 广 的 土壤 是 泥炭 里 潜 育 土 及 潜 育 士 ; AR 
ARTE, CEA UAT TT MOTE RE EDA 
fe RASA RE ROMA PEATE. 

动物 界 整 个 说 来 ， 无 花 在 北 牢 球 或 在 南 守 球 的 冻 原 带 苦 具有 
一 定 程度 的 单一 性 。 种 的 数目 不 多 ,但 许多 种 的 个 体 的 数量 雪 很 互 
Feo CRRA ALS Oe A Ay JG EP RIE), WL At 
BPM BEGKEBA (BEM RE) CRI. LE RRSS . 

HBKEVWK BE SREB LOSER. 

T= kK 工区 

冰 带 几乎 占据 着 南极 大 陆 的 全 部 ， 以 及 南北 御 球 上 的 许多 岛 _ 
几 ( 一 部 分 或 至 部 ); 尤 其 是 其 中 包括 有 格陵兰 的 内 部 地 区 。 整 个 膏 
来 ,本 带 在 南 合 球 极 地 地 区 表现 得 最 为 完整 ; FEAL PRR, ERE 

极地 的 一 些 岛 赋 上 有 所 天 现 。 
冰 带 也 称 作 长 寒带 (或 冰 度 带 )。 这 里 最 暧 月 的 平均 温度 仅 在 、 

“ 莫 些 地 区 可 以 高 至 0"， 或 略微 超过 0°, MRAM RRM 
部 地 区 划 为 负 值 。 冬 季 冰 带 漫 度 极 低 。 在 南极 大 陆 记 录 的 契 对 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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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为 一 61.1*。 MRD: 可 能 , ZEMAN IL 100% 
米 左右 ,而 在 大 陆 边 炮 地 区 划 大 得 多 如 在 亚 得 里 地 高 达 1600 毫 

。 米 )@ 。 在 位 于 高 粮 的 北极 诺 岛 峡 上 降水 较 少 。 
EIA PAS Ah Hh BRAS MS. 

- EASA LE, WOE Wee, 而 在 高 出 于 冰雪 
a 

” 搂 复 盖 | 
| Site iA KN LUE ATH EMAIL fede 
SLA TUBB AIR RAGIN. AETH BORIS HE A 

”篇 一 类 的 海龟 3 FER EAC ER, 或 是 在 南 生 球 的 沿岸 海水 中 ， 都 枉 
- 居 着 航 鱼 及 海 盈 。 

对 地 球 陆地 自然 带 的 研究 ,使 我 们 可 久 作 出 下 列 概 括 ; 

2. ARTS BARE I (A a ZR ES, 但 它们 

FE {5S ERE, fk SOAR 

. 是 地 形 起 伏 ) 所 破坏 了 。 

2. 在 个 别 情况 下 ,有 些 自然 带 可 能 没有 表现 CPi in Fi FER 

BRKT SRIF ) 0 

3. FSET OR ; TA 自然 带 Reb ZEA RR 

”的 .较为 平坦 的 区 域 。 
NAN 

第 四 节 大洋 中 生命 的 特征 及 其 自然 带 

一 大 洋 中 生命 的 特征 

各 个 水 域 ( 大 洋 、 海 ,湖泊 等 ) 的 水 生 环境 ,具有 如 同 肥力 (或 生 
产 效能 ) 这 样 一 种 特性 。 水 生 环境 能 够 同时 地 和 共同 地 供 输 植物 以 
食物 和 永 分 。 由 此 可 见 ,在 水 生 环 境 和 具有 肥力 这 样 一 种 重要 特征 

» 葛 士 壤 之 间 , 除 了 它 们 作为 不 同 无 机 生成 物 的 各 种 差异 外 ,还 存在 

@ B. X. 布依 尼 茨 基 (Eyiimmngzi);? 南 极 州 ;莫斯科 ，1953 4F,36—38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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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MCA Sasa LeSEDM, ee 
PAPUA IEEE, RRS ES) 
植物 遗体 而 产生 和 得 到 进一步 发 展 的 。 在 土壤 中 和 水 域 的 水 溶液 
中 ,含有 为 植物 所 必须 的 有 机 物质 和 矿物 质 。 

&。” 称 色 植 物 为 了 发 至 需 要 水 分 .养料 及 太阳 光 能 二 所 有 这 些 
” 们 都 是 从 土壤 表面 和 禾 赤 阳光 所 照射 到 的 水 域 的 十 屋 wie. 
在 租 成 海 生 粽 色 植物 养料 成 分 的 各 个 元 素 中 (C,，0, H, N, P, S,. 
K, Ca, Mg,，Fe，Si 等 ), 大 多 数 元 素 在 海水 中 都 经 常 含有 旦 人 够 的 
数量 ;只 有 和 氮 、 磷 ,有 时 还 有 二 乞 化 砂 可 能 在 海水 中 消失 ;而 且 远 时 
植物 的 发 育 也 必然 会 中 断 。 只 有 海水 的 垂直 循环 ; 即 当 营 养 则 类 欢 ~ 
很 深 的 地 方 惟 带 至 下 层 时 ,才能 补足 这 些 欠 缺 的 物质 :一定 数量 的 
SPANNER IEC A OLE 以 及 它们 在 下 沉 过 程 的 分 泌 物 中 ， 
进入 海水 的 下 层 。 

在 营养 物质 含量 充 是 和 正常 的 日 照 条 件 下 ， oY EEE 
惫 剧 地 发 育 着 浮 涛 植物 ,接着 浮游 动物 也 迅速 的 发 展 起 来 。 当 营养 
咯 类 至 部 被 利用 以 后 , 浮 游 植物 的 发 至 便 会 中 断 , 直 到 营养 物质 再 
次 得 到 补足 时 为 目 。 

MEE 下 一 事实 , 即 动物 质量 和 植物 蜗 量 之 间 的 关 采 ,在 陆 
地 二 及 海洋 中 有 本 质 上 的 差别 。 在 陆 士 称 色 植物 二 一 乔 未 、 灌 木 、 
草 类 在 质量 上 超过 动物 有 机 体质 量 几 千 术 。 根 据 +A LEAR HS 
意见 ,海洋 中 动物 的 质量 别 往往 超过 烁 色 植物 的 质量 ,虽然 超过 的 
BERKS 。 陆 地 和 海洋 的 炮 色 植物 (“ 太 阳 能 的 变压器 ”7 的 性 质 
AAAs ALBEE, WEL MO 
Hy Cs SBS SSB 3 ELE A GED EE LE 
TTA BRAG, ATE IE BAM, PE AL 
有 很 少 的 于 部 分 。 海 洋 中 高 等 植物 的 发 育 更 为 微弱 :全 

陆 上 的 主要 植物 一 一 草 未 征 物 、 灌 木 及 乔木 特有 上 发育 很 好 的 
@ JAMES: RRAERI MER, 1951 44,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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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 RA MEA IPA) ) 这 些 痢 分 大 大 多 于 合成 有 机 物 、 
RWG s 而 海 生 粽 色 音 粗 胞 藻类 、 基 至 沿岸 藻类 的 含 叶 粽 素 部 分 ， 

不 是 包括 整个 植物 , 就 是 大 大 超过 蔽 植物 的 其 他 部 分 。 因 此 , 海 生 
粮 物 生长 极为 迅速 ,具有 迅速 恢复 其 储藏 物 的 巨大 能 力 , 甚 至 当 已 
- 们 镍 动物 大 量 吞 食 以 后 ,也 没有 重大 关系 。 海 生 植 物 的 这 种 特征 ， 
与 其 生活 环境 有 直接 关系 。 在 水 生 环 境 中 ,光线 可 以 透 信 让 百 公 尽 ， 
欧 深 处 ,保证 着 县 洗 于 水 中 的 单 租 胞 菠 类 的 发 育 ,同时 这 些 藻 类 自 
周转 水体 中 ,可 以 获取 一 切 必 须 的 矿物 营养 物质 。 因 此 ,没有 必要 
SAR EDA HCOOH A Fey AO ts MEO ARR RE 
了 它们 的 顺利 发 育 。 | 

BE SH TH, PRA PRA ST OS RS By LE 
EMPORIA RE AEG B04 oA, B_ Ly RBA AE 

a 得 多 。 

特别 须要 指出 ， 在 海洋 中 主要 生活 着 低 等 慎 鸭 ， 其 中 包括 音 灰 
胞 植物 。 所 有 现代 的 高 等 植物 ,从 苦 芯 类、 茧 类 直到 稚 子 植物 ,都 是 
在 陆地 上 和 气 符 环境 中 发 生 和 发 展 的 。 生 长 在 海岸 地 区 的 高 等 植 
物 代 表 ; 例 如 有 花 植物 “海草 ”(Lostera) ,都 是 从 陆地 到 达 海洋 的 
次 符 迁 移 种 (BropzaHrIe BHCereHIE)( 次 生 海 从 种) (BropHqHOBOT- 

HOMOpCKHe BEICEMeHNS) ， 正 如 二 砍 征 服 海 生 环 境 的 海洋 哺 筷 类 动 
Bo 

EMOTE ILA 33 $1, IER, AoA BEEPS 5 EEE 
(LAT 5 M4, EREANVE KS AT 10 Hs 而 其 他 18 MIRON, Merk se 
全 没有 @ 。 动 物 学 者 将 所 有 动物 大 狗 分 为 65 A Gh AA 8 wi 
海水 中 没有 。 海 洋 中 总 共生 活着 140000 一 150000 种 动物 。 在 种 的 

数目 上 最 多 的 动物 类 群 一 一 昆虫 在 海水 中 几乎 完全 没有 。 蜂 蛛 精 
动物 也 较 少 。 种 的 数目 最 多 的 海洋 动物 类 群 为 软体 动物 亲 (60000 
种 以 上 )， 它们 在 海洋 生活 的 意义 上 ， 与 搁 足 具 壳 动物 同样 居于 首 

@ Ls Ae 仁 凯 厅 奇 :苏联 各 海 及 其 动 植物 区 采 ，1951 年 ) 22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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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 HORT o 

由 此 可 见 , 海洋 动 植物 群 的 特征 , BAMA. 钢 ) 的 
类 群 比 较 丰 滞 , 而 种 较 少 .海洋 中 的 动 植物 群 具 有 一 定 的 简单 性 和 

二 原始 性 ,高 等 植物 和 高 等 动物 (硅化 动物 ) 发 展 最 茂盛 的 地 方 是 陆 

地 ,而 不 是 海洋 。 大 陆 动 植物 界 很 快 即 可 达到 繁 全 状态 ;得 同 时 天 

esteemagiAalypsmar oo 

育 慢 得 多 。 

水 生 环 增 中 些 活 条 件 的 特殊 性 ; 决定 了 有 机 体 的 一 系列 的 特 

征 。 小 的 浮游 生物 有 机 体 是 永生 环境 中 有 机 体 的 主要 部 分 3 租 同 
时 ,在 海洋 中 也 存在 着 最 大 的 动 植 狗 ， 当然 ， 它 们 在 海洋 的 整个 生 
物 量 中 所 占 数 值 不 大 。 

陆 上 最 天 的 过 物 是 条 -而 能 龟 较 条 重 30--35 Hh — KOE 
的 重量 可 达 160 吨 。 符 物 学 家 训 为 , 鲸 刍 不 仅 是 现代 最 大 的 动物 ， 
而 且 是 地 球 上 人 整个 生命 发 展 史 中 最 大 的 动物 。 这 种 互 大 的 动物 ,在 

” 哆 上 是 不 能 行动 的 ,但 在 水 中 ;为 水 所 支持 的 通 介 的 身体 具有 很 大 
的 浮力 ,尽管 体重 很 大 ,已 仍然 可 以 巨大 的 速度 涂 过 很 远 的 距离 。 

在 海中 生活 着 最 大 的 植物 。 巨 菠 属 (Macrocystis) 长 达 300 公 

尺 。 在 陆 上 的 植物 中 没有 这 样 瑟 大 的 植物 。 陆 地 上 最 大 的 树 一 一 舟 
FER LUGE 125 一 155 公 尺 的 高 度 。 互 藻 属 的 互 大 重量 可 由 水 

体 支持 住 ， iGo; einiellbediatn bent 
需要 坚固 的 根部 即 可 固定 在 底 士 上 。 | 

BRERPMEERASHSM, MRE 
分 为 三 类 : (1) WEEKES PHA Lh LEM BOAPLE 
(FPWR) 3 (2) KR SE BIAS UA KAD) 5 (3) AUER. 
的 栖 居 者 (海底 生物 )。 

在 洗 游 生物 的 硼 成 中 ， 包括 微小 的 医 类 ( 砂 车 类 、 TE ME 
类 等 ) , HE AMI hy (An OBR sh HS th EE), Ri TB GARB 
ty 3S ADS. Hb EBB, LPP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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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AAA Be yy CWA Bb) ZKWK . PERS BEB 
物 等 ) 的 卵 及 幼小 动物 ,馆子 及 幼 铺 。 “- 

兆 游 生 物 有 机 体 具 有 在 水 层 中 秩 动 漂 浑 的 能 力 。 其 中 有 某 些 
RUE EEK, (BEBE OP, BD a_i 
下 的 浮游 它们 可 被 洋流 治水 平方 向 带 到 很 远 的 距离 。 在 海洋 中 每 

“ 耻 都 进行 着 许多 浮游 生物 动物 有 机 体 ( 各 种 小 的 甲壳 动物 ̀ 蠕 虫 动 
物 及 其 他 许多 动物 等 ) 的 垂直 迁移 。 晚 上 它们 上 升 至 玫 层 ,在 拂 吵 
前 开始 下 沉 。 因 此 每 天 有 成 百 万 吨 的 浮游 生物 活 质 晚间 向 上 迁移 ， 
日 间 向 下 迁移 。 生 物 学 着 认为 ,平均 在 1 平方 公 尺 的 海洋 表面 上 有 
100 克 澶 游 生物 活 质 (生物 量 )@ 。 

在 游泳 生物 (游行 生物 ) 组 成 中 包括 :大 基 鱼 类 ; 鳍 脚 目 (海豹 
及 海象 ), 鲸 目 ( 久 、 抹 香 鲸 、 海 豚 ) ,海蛇 目 及 海 估 目 ,巨大 类 型 的 泽 
HERA SPC BR. FEM), BRAKE. a 
物 的 碳 体 都 具有 流线型 。 

游泳 生物 中 的 动物 ,主要 生活 在 海洋 的 上 部 各 层 。 
。 远 距 离 迁 移 是 大 多 数 游泳 生 物种 类 特有 的 现象 。 色 类 为 了 进 : 
行 肥 青 , 便 分 散在 广大 的 地 区 内 ，, 但 在 产 卵 期 以 前 ,他 们 又 汇聚 为 
数 千 只 、 甚 至 数 百 万 只 互 大 的 刍 群 。 这 些 刍 群 向 产 卵 地 (沿岸 地 区 、 
ENE eb) ES) mm 1941 年 在 阿 普 设 隆 咎 岛 附近 的 里 海地 区 、 
Hh README. ARMED AE EH 
80 BB HES ER EIT. DL a ET EES. PP 
fh, PUAN ES REE ERA 
HEM A MERM RSH. LEI R HABA LD 
均 有 50 MAE AHS HA RAH 。 

海洋 底部 的 栖 居 者 (海底 生物 )， 具 有 各 种 不 同 适应 生存 条 件 
的 能 力 。 其 中 有 固着 类 型 生物 (省 类 , 各 种 动物 : Wh. 

加 BT. 波 哥 罗 夫 :海中 的 生命 $ 1950 年 , 149 He ay 
四 ML, 1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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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Seve ch Shy, 某 些 软 体 动物 及 许多 其 他 有 机 体 )) SE EE 
类 型 生物 ( 双 壳 类 软体 动物 等 ); 在 具 壳 移 及 软体 动物 六 中 有 许多 
属于 沿 底 爬 行 和 跑 动 类 型 生物 ; 许多 动物 符 活 及 漂浮 于 底部 水 层 | 
中 , 井 能 栖 居 于 底部 〈 织 涂 刍 类 [Gobioidea]、 比 目 刍 亚 目 = 叙 目 
(Batoidei), 4 BmA. Homarus(-+ER AZ). ZA eas 

RRS OS) WH, ER HA 
(Csepxsmre oprannsmsl) AIA Ay. ‘ERT ARIS ZEKE 

JED AAR BD Rig ane bo 
租 成 海底 生物 的 有 机 体 的 分 布 ,决定 于 许多 原因 ， 元 其 是 决定 

-于 海底 的 深度 。 在 深 达 200 公 尺 的 整个 大 陆 谈 湾 地 区 ; 淮 活 着 所 有 
已 知 种 类 一 后 久 上 的 海底 生物 。 粒 而 , 随 着 深度 的 增加 ,动物 的 数 
量 减 小 。 在 大 陆 淡 潍 范 围 内 ,海底 生物 的 生物 量 在 每 平方 代 尺 上 狗 
为 250 He LEVER EES 1000 公 尽 的 大 陆 坡 上 锡 为 50 克 ;在 更 深 的 地 
方 ,在 每 平方 公 尺 上 狗 为 1.5 克 @ 。 
由 此 可 昂 ; 生 活 在 海洋 中 的 有 机 体 ， 对 陆 上 肖 机 体 说 来， 具有 

特殊 的 种 类 成 分 、 导 许多 特有 的 适应 以 及 在 水 从 环境 中 分 布 的 特性 > 

海洋 的 自然 带 - 

_ 自 然 帮 在 陆地 上 均 现 得 十 分 清楚 。 海 洋 的 地 带 性 才 现 得 不 大 
清楚 ， 但 是 就 在 这 里 也 仍然 十 分 肯定 地 显示 出 各 个 自然 带 ” 很 显 
然 ,海洋 中 各 个 地 带 之 间 的 界线 , 只 胡 大 略 地 了 予以 确定 ; TIER 
鲜明 的 地 带 (或 环 带 (more]) 的 数目 ,也 较 陆地 为 少 ; 这 与 水 域 的 
互 大 运动 性 ， 和 水 体 在 水 平方 向 以 及 在 垂直 方向 的 移动 有 者 搂 关 ， 

在 大 洋 中 可 以 划分 出 五 个 综 度 带 :两 个 具有 恒定 极 低温 度 、 浑 
冰 、 极 夜 和 夏季 极 忌 的 近 极 地 地 带 ,两 个 一 年 中 四 季 极 为 分 明 的 湿 
带 和 一 个 具有 恒定 高 温 的 赤道 带 。 

@ BT. 波 哥 罗 夫 :海中 的 生命 , 1950 年 , 180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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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LD BAG CE , la Vs KLE EH oA a BE ZK EI 
例如 这 一 点 在 藻类 的 种 类 成 分 上 , 即 有 所 反映 。 

”太平 洋 各 个 BLA NS PR A 的 种 的 数 “ 

| ARI 6 25 23 
RSSERE 86 ‘AG 89 
BARB 37 57 118 

SE) in ARTE) 49 87 254 

Bees 208 C= 58 504 

新 西戎 Se ee ae 88 390 
南美 南部 BS 75 181 

南极 水 域 1 ee, eae. 40 

动物 种 的 数量 ,同样 也 由 疮 水 地 带 向 蛤 水 地 带 二 加。 在 拉 普 帖 
夫 海 中 生活 着 狗 400 种 动物 ,在 柳 拉 海中 欧 1, 200 种 ,在 巴 偷 支 海 
中 略微 少 于 2,000 种 ， 在 英国 沿岸 附近 鹊 3,000 称 ,在 地 中 海 不 少 
F 7,000 种 ， 而 在 印度 忆 求 群岛 附近 海水 中 旭 为 40,000 种 左右 。 

因此 ,赤道 暖 水 带 的 特征 ,是 海 生 植物 区 系 及 动物 区 系 的 种 类 极为 
复杂 。 这 同样 也 是 赤道 带 陆 生 植 物 群 及 动物 群 所 特有 的 现象 。 访 
带 种 类 的 天 复杂 性 证 明 ; 物 种 形成 过 程 ,在 这 里 是 在 比 痊 水 带 较 
为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进行 的 。 暖 水 带 比 其 他 各 带 杰 寅 关 得 多 ,这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与 地 球 的 球形 有 关 。 蛤 水 带 海 岸 线 的 长 度 超过 沦 水 带 海 岩 
EEE 9 倍 以 上 。 所 有 这 些 都 决定 着 从 活 区 (Borom) 的 多 样 性 ( 生 
境 的 多 样 性 )。 生 境 的 多 样 性 ,决定 了 生命 长 期 发 展 过 程 中 有 机 体 
种 类 的 多 样 性 。 有 利 的 温度 状况 ,同样 也 促进 了 这 一 点 。 

AEE Asti eA EA, A ALPES BS (0Gmamx) 的 变 
© 1A CMM RRR NAME, 19514,82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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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RT AAR RE He SEA SLOANE NE, ch FIN ZENO te 

EASIER BEAR IE ARR ESE BD AK RE 
| RES Lea), RA APR RR AOA. 

在 两 个 极地 带 向 赤道 的 一 面 ; 分 布 着 南 温 带 及 北 温带 ,这 两 个 
地 带 在 养料 条 人 最 为 良好 和 没有 阴 碍 因素 存在 的 情况 下 生命 发 育 
繁盛 。 
寅 达 80 个 科 度 的 整个 赤道 带 ,由 于 水 体 的 垂直 环流 有 限 , 不 

利于 大 量 深海 生物 的 发 育 ; OCTETS Mal Ve BSL SE Bi 3b 

3}e oh 4+ SE OS Le 
pine a] 

sage 
a ar 南 

3B 
# 
料 
8 
3 

"BiH SF HEF 36 

41 WARS +R LEB S ho 

PEK HH EP Re BORHAE SAAT BL BBN BH 0 
(FE 41)0 - st 

emails Cheatin renee 
AMAA Hw, LES EMREARACBEEES, ERERDS 
BME, MESERGR AWK, EMLE MBA, 而 且 
“通常 在 那里 进行 繁殖 。 

现在 我 们 灸 谈天 洋 各 个 地 带 的 某 些 特征 。 
北极 带 基 本 上 包括 北冰洋 , "但 巴 偷 支 海 的 很 天 一 部 分 处 在 本 

带 范 围 必 外 ;本 带 的 南 界 沿 格 陵 苦 及 北美 东 岸 延伸 至 经 芬兰 。 动 植 
@ JI.A. 仁 凯 维 奇 :苏联 每 海 及 其 动 植物 区 系 ， 1951 年 ,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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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的 数量 非常 有 限 ,但是 ， 虽 然 生 活 条 件 很 坏 ; ALE METS 
RRS. 生 依 在 短促 的 极 夏 汪 程 中 突然 发 育 起 来 。 在 靠近 海 冰 融 解 

“ 动 入 的 水 中 发 育 着 相当 丰富 的 浮游 植物 ， 已 们 为 大 量 的 澶 游 动物 
提供 了 食物 ;因而 将 急 类 及 其 他 动物 吸引 到 此 地 。 这 里 此 活着 鲸 目 
-动物 (格陵兰 通 、 一 角 航 [Monodon monoceros), Affi), fei 

BH CRM), FSU RETO (EE, HE Bie 
(Uria) 7+, Fratercula arctica, #28), MERA 了 这 里 特 

i at RIG (Boreogadus saida) ,繁殖 着 Gadus navaga, Cerego- h 

; nus omul, Salmo muxun, Salmo leucichthysnelma¥ 

3 北半球 温带 北 与 北极 带 相 卷 ,南边 一 直 伸 层 至 北 烷 40°, 生命 - 

更 为 丰富 。 固 然 ; 有 机 界 的 种 类 还 不 很 繁多 ,但 许多 种 动物 的 个 体 

— 达到 了 极 大 的 数量 。 这 是 一 个 最 重要 和 谷 猎 乱 类 捕获 量 很 大 的 区 ER 

这 里 繁殖 着 大 量 的 鲁 ， 钱 , 钱 (大 西洋 钥 及 太平 洋 钥 )， RTE 

” 答 、 大 了 吗 哈 刍 、 Oncorhynchus nerka, Oncorhynchus tschaw y- 

tscha 及 其 他 等 ) Gadus aeglefinus (f—th), SRILA A, 
Craspana , i846 RACALSS AK 0 FETC RHE SD PA HR dR Hore— 

arts( 十 足 目 中 之 一 局) 十 足 亚 目 (Natantia) #48 (Mytilus) K 
Ff LEM PLAS HEARTS BERD THEY HER (Ota 
via jubata), 海 狂 , ME BASEL hp (A ARR (AmoucKnit kat), ZR 

(Cepmit KaT]】、 海 豚 ) ,海牛 ( 现 已 被 捕 尽 )。 在 本 带 大 西洋 部 分 中 生 

ih Alor i (Buckaticunii kur), Gypsy (DeromopcKoit KeIE- 

un) ,海豹 (长 鼻 海 鹏 (Tannomopranit Torenb), ARERES( Jncyu 

—— Elie Bie Dil i859. Ha GR —— i a8 }) RICH 这 里 也 有 

FS Ho 
ISR (RAAT) Hak PE EAS TENA ANY 

AEM. 上层 及 深层 水 温 的 差异 极 大 ,因而 决定 着 表层 及 深层 
动 植物 有 机 体 的 差异 。 在 这 一 带 中 存在 着 带 有 丰富 动物 群 的 现 珊 
HE; CL SEMA, HBO LTE 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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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多 样 的 地 区 ,种 的 数目 极 多 ,但 一 定 种 的 个 体 的 数量 未 能 达到 如 
象 大 洋 暖 一 一 冷水 带 所 特有 那 种 大 量 的 积 紊 。 二 开 

这 里 演 目 鱼 类 和 和 狂 目 鱼 类 特别 多 ， 其 中 某 些 刍 达 到 很 大 的 数 
量 。 飞 鱼 也 很 典型 ,它们 可 以 成 群 地 游 过 数 十 公 尺 的 路 程 舍 在 这 一 

克 中 生活 着 五 光 十 色 的 现 瑚 小 鱼 (KEopazzoBIe pHBen), 76 ai 

#44 (Mola mola), jit (Xiphias gladius), Aq (Histiophorus 

gladius)。 这 里 也 有 海 他 目 和 海蛇 目 动物 。 海 生 哺 筷 类 动物 很 少 。 
属于 这 类 动物 的 有 此 鲸 亚 目 、 抹 香 航 ,它们 生命 中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生活 在 热带 及 副热带 ,但 也 常 到 温带 去 进行 肥育 5 这 里 也 繁殖 着 白 
SS AE RAMA RBA MD. | 

PAP ERI AY ch AA La RE 40" 和 60° PIAS fz BH 
植物 有 机 体 发 育 的 条 件 与 北 温 带 相位。 存在 着 同一 种 或 相 卷 几 种 
Sis AMBRE, CME HAE SA LE APD Ae 
Sy ARMED AG WA RS EES EB RAF 12 种 ) 中 均 可 
见 到 ,在 鱼 类 中 4 4, J) (Engyraulis encrasicholus) , -\ 48 fa 

(Kuasku— B+ Sparattus JB Clupeonella BZStbeaAzZ 

Ber 1 ASE BIS ES. SARL (Bao- 
p08) ZE TE APMESIYy ALP IEDR BION TOR HEME PAE 
布 目 及 墨 角 藻 (Eucus vesiculosus) 25 Mi EER AEF He hs 

中 有 100 STWR. 
FEAR DH RE BS FA 生活 着 Ae ARIAL NY HERA 

(Otaria jubata) , 30+) 77 Sit 57 (Macrohinus leoninus) , HAH 

独 (IOzHEIe KoruRn), nee TA Ie] A A, HEI FERS 

中 ， 除 了 上 面 所 指出 的 还 繁殖 着 大 量 的 Mepay, METI MRM 
《opGrrreBEe)o 局 类 中 特有 企 璃 形 目 。 

南极 带 。 南 极 带 的 海水 环 粒 着 镍 巨大 冰 盾 所 复 益 的 南极 大 

顺 , 它 具有 与 北极 地 区 相 类 似 的 特征 。 本 带 的 特征 ,在 于 动物 群 在 

种 类 成 分 方面 普 逼 贫乏 ,虽然 个 别 种 个 体 的 数量 可 能 很 入。 在 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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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 are AE. CAE RM RST HE 
$i), WAR, TERED, AHR REAR OM ASE FIP 
A BMA EMER ART HA TPL De AAT 
He 45 LST BE 

由 此 可 见 ,水 平地 带 性 不 仅 在 一 定 程度 上 玫 现 于 陆地 上 ;而 且 
”也 表现 于 海洋 范围 内 。 海 洋 综 度 自 然 带 的 完整 性 遭 到 洋 瀛 的 一 定 
破坏 ;大 其 是 在 同一 稼 度 中 沦 暧 洋流 释 过 的 大 洋 沿岸 部 分 (大 陆 东 
AIS «A ie KORE » ee ae 

内 地 带 性 与 非 地 带 性 是 结合 的 。 

第 五 节 ”垂直 地 带 性 及 其 依 重 度 带 而 具有 的 
不 同性 质 

除了 水 平地 带 性 以 外 ,还 区 分 出 垂直 地 带 性 ( 环 带 性 )。 天 家 和 
知道 ,垂直 地 带 己 在 陆地 上 玫 现 得 很 清楚 ,因为 陆地 上 高 度 变化 很 
大 ,高 度 可 由 海 罕 面 到 达 8 公里 (8,882 公 尺 ) 以 上 的 高 峰 。 这 种 垂 
直 十 带 性 ， 我 们 在 深 达 10 公里 甚至 更 深 ( 达 10,863 公 尺 ) 的 海洋 
底部 也 可 见 到 。 垂 直 地 带 性 才 现 于 海洋 水 层 中 ,大 洋 及 大 陆 上 空 的 - 
气体 环境 中 。 记 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表现 于 土壤 复 盖 层 及 岩石 圈 较 深 

-的 各 层 中 , 久 及 生物 有 机 体 所 处 深度 的 水 域 底部 的 底 土 中 。 
EAM, LETTE BR PL Al Ik SE 

SEMA Le — ELIS 1 BS LE NE EA ADEE, 
HAASE Hl ASH: AS EL IE FR 5 ABD Cy "EAPC EE TNS RANE HT 
地方 都 是 同时 地 和 共同 地 表现 出 来 。 随 同 纺 度 自然 带 自 亦 道 向 极 
地 区 域 的 改变 ,垂直 地 带 性 的 性 质 也 发 生变 化 。 这 种 变化 表现 在 垂 
直 玫 的 数量 上 , 同时 也 表现 在 它们 的 特征 上 。 例 如 ,在 幕 江 地带 山 
地 的 垂直 带 通常 都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带 有 葛 漠 的 痕迹 。 

陆地 上 的 垂直 带 研 宪 得 比较 详 角 。 现 在 我 们 研究 几 个 关于 各 
个 不 同 绊 度 自然 带 中 出 地 隆起 区 域 牌 直 地 带 性 的 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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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 大 陆 的 个 别 地 方 高 达 6,000 公 尽 @ 。 在 极点 附近 地 区 高 
度 达 3,000 公 尺 .甚至 更 高 。 但 是 整个 大 陆 及 其 所 有 的 出 系 , 此 处 

在 强大 冰 盾 的 复 盖 之 下 。 这 里 主要 以 冰 带 占 优势 垂直 地 带 性 的 才 
钢 相 当 有 限 。 仅 一 些 最 高 的 山峰 未 被 冰 所 览 盖 @ 。 大 概 , 这 些 山 几 
是 仅仅 表现 于 个 别 十 方 的 特殊 的 垂直 带 。 写 们 的 垂直 界限 现在 何 
未 确定 。 同 时 ,大 狗 在 南极 大 陆 高 意 的 出 烽 的 平坦 者 面 上 ;也 积聚 
SF UKE. Alb, BAe, ZECTE  ERAB OB 
2 nariee EE KORTE. : 
EE AAS RE BE BY RAB CE , SE AES RTT 

DM RRA PRR VIS—-WR. 

BRACE ILA SRBC. See te 
这 里 各 个 不 同 山坡 上 的 玫 现 各 不 相同 。 在 接近 草原 带 的 北 坡 和 丁 
披 表现 出 下 烈 自 下 而 上 的 垂直 环 带 (Ioagc):1。 草原 带 (HEGRE 
LEGS EERE ERE RANE) 52. BRACE 
化 土 上 生长 着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 在 其 种 类 成 分 中 包括 有 落叶 松 、 雪 
HE BEB), SB Eo HL OAT. 
高 山 草 名 一 冻 原 带 ,这 里 双 可 分 出 :(1) 具 有 高 山 灌 木 小 林 、 亚 高 山 

及 高 山 草 旬 的 田地 草 多 小 带 (Ioxzroca)，(2) 具 有 凑 态 一 地 衣 冻 原 、 

石 实 一 地 衣 冻 原 的 山地 冻 原 小 带 ;4. 万 年 冰雪 带 5 | 
莞 漠 在 南边 与 阿尔 泰 相 接 ， 因 此 在 阿尔 泰山 系 南 坡 的 垂直 地 

带 性 的 表现; 较 北 坡 和 西 坡 有 些 不 同 。 ae 
ETP SE PTE IRE TL HA EE, BE CUPRA ROL IE 
SoU Ae SR REARS RAS LORE 

USE HEN PIRE@ ok BIA PF BE Pa: 
LAAEEA AO UR AMA: Hagenia 

@B.X. 布 供 尼 蒋 基 :南极 洲 ,1953 年 ,26 页 。 
@® i £28. 

@ A-O-P AR: BU SEW) BREE, BHR, 195384F, 247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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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yssinica, SHAT FEAR Bilan , B WL ss (Podoca rpus), DL RAS 

欧 一 个 种 ); Ae HEA RAR ARI LS A TEA BT 

芯 本 植物 及 附 生 植物 ; 2. 山 地 草 名 带 ; 3. 高 山 草 句 带 ; 4. 光 秃 峭 
BEDE RAYS 5. ype te eae eres <-cgeaabead 
现 得 特别 清楚 )。 

Lit PIF FY ERED eer ee rar ae 

各 个 不 同 自然 带 中 的 。 和 

PRE ERR RAS _L) o 

-第 六 节目 然 乏 合体 

地 理 环境 的 各 个 组 成 要 素 〈 如 气候 ,土壤 植被、 动物 界 、 底 圭 
等 ) 是 相互 联系 的 。 同 时 每 一 单独 的 组 成 要 素 ， 在 空间 上 和 时 间 上 
是 不 断 变化 的 。 千 果 便 形成 了 各 种 不 同类 型 的 自然 综合 体 的 完整 
体系 ,在 其 中 每 一 个 粽 合体 的 内 部 ,此 可 观察 到 各 个 租 成 要 素 的 独 
特 的 特征 及 各 个 棚 成 要 素 之 间 特 有 的 相互 联系 。 整 个 地 理 环境 是 
最 大 的 自然 综合 体 5 最 小 的 自然 综合 体 是 内 部 每 一 组 成 要 素 〈 士 
塘 、 底 土 , 植 被 ,动物 界 等 ) 些 特有 同一 性 《同型 性 ) 的 自然 粽 合体 。 ， 

自然 综合 体 的 所 有 粗 成 要 素 , 可 以 分 出 非 生物 界 答 成 要 素 ( 地 
形 . 底 士 , 水 体 、 气 候 等 ) 和 生物 界 硼 成 要 素 ( 植 被 .动物 界 )。 因 此 ， 
如 果 每 一 自然 综合 体 类 型 都 具有 各 个 粗 成 要 素 之 间 的 特殊 的 相互 
联系 ， 那 么 每 一 自然 综合 体 类 型 同时 也 会 具有 生物 有 机 体 和 非 生 

物 之 间 的 特殊 的 相互 联系 ， 而 且 每 一 个 自然 综合 体 都 是 生物 有 机 
体 和 非 生物 之 间 相 互联 系 的 例证。 

_ 这 里 可 以 景观 作为 自然 稼 合体 的 例子 。  “ 
He A+ 泉 采 夫 输 地 理 最 观 下 了 如 下 的 定义 :“ 所 谓 景 观 应 当 是 

这 样 一 个 成 因 同 一 的 区 域 ， 在 这 个 区 域 中 可 观察 到 同一 相互 联系 
的 地 蛙 构造 、 地 形 形 态 、. 地 面 水 和 地 下 水 、 微 气候 各 种 土壤 和 动 杆 
DRAMA (Coveranna) 的 有 规律 的 和 典型 的 重复 "@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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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 OR LS ae, NRE, 2 pe esl 
yf GLAS BSA ERG REO CRS 
的 同一 结合 体 )。 

根据 H. A. 泉 采 夫 的 意见 ， 在 景观 中 还 可 分 出 一 些 较 入 简单 
的 自然 区 域 符合 体 一 相 和 由 相 所 形成 的 较为 复杂 药 烷 合体 一 一 
地 理 景区 。 相 的 特征 ,是 具有 一 定 的 同一 性 .' 尼 具有 同 二 的 岩 性 ; 油 
一 欧 地 形 、 同 一 的 徽 气候 ;一 种 士 壤 和 一 种 芷 物 群落 。 例 如 ,在 自 西 
向 东 延 何 的 冲 汉中 即 可 分 出 下 列 相 : 北 坡 . 南 坡 . 冲 治 底 部 。 如 果 在 
冲 沟 中 有 小 次 流 动 ; 有 河 漫 潍 及 冲积 锥 存在 ,那么 还 应 分 出 河 温浴 
A TAA DRS. HARRIE OU IZ 
ABE) ,景区 和 粽 合体 硼 成 景观 。 因此 ,景观 由 各 个 景区 竹 成 ， 而 景区 
本 身 双 由 各 个 相 栖 成 。 

_ 无 洽 在 陆地 区 域 ,还 是 在 海洋 区 域 ,都 存在 着 许多 类 型 的 有 观 
(或 区 域 类 型 ) 

人 个 在 自己 的 生产 活动 过 程 中 ， 让 接地 或 间接 地 影响 着 各 个 
ERS tk RIE EO ( EBRD). BLE, 未 必 还 存在 若 未 受 人 
们 影响 .未 经 人 们 一 定 改变 的 自然 综合 体 。 

在 一 些 情况 下 ， 人 类 的 干预 可 以 导 至 广大 区 域 上 自然 综合 体 
- 的 根本 改变 (例如 ;在 草原 地 区 直 于 开 旦 ， 在 森林 地 区 由 于 采伐 租 

砍 光 树木 等 )。 当 人 人 在 生产 活动 过 程 中 ; 极 本 改造 了 目 然 综 合体、 

尤其 是 根本 改造 了 天 然 士 培植 物 复 盖 层 的 时 候 ， 便 可 以 说 这 是 已 

改造 的 自然 粽 合体 。 

如 果 人 们 的 干预 ， 引起 了 自然 综 介 中 的 一 定 改变 ， 但 这 些 改变 . 

划 未 引起 它们 的 根本 改造 ， 这 时 便 可 将 这 种 自然 综合 体 疯 为 已 改 

变 的 自然 综合 体 。 + 
在 茶 些 情况 下 ， 也 可 能 存在 着 由 已 改变 自然 综合 体 癌 已 改造 

团 下 "A-. 当 和 采 夫 :自然 地 理 景观 及 其 某 些 所 般 规 律 第 二 次 全 苏 地 理学 代 天 大 

会 文献 , 答 1 莫斯科 ,1948 4, 253 Ko 

° 450° | 



自然 棕 合 体 过 渡 的 自然 棕 合 休 。 
自然 综合 体 的 分 型 标准 (根据 类 型 的 自然 稼 合体 分 类 法 )， 还 

远 非 是 完善 的 为 了 解决 这 一 问题 ， 必须 预先 解决 一 系列 极为 复杂 
的 原则 间 题 。 

©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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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社会 是 在 二 定 的 自然 环境 或 地 理 环境 中 发 展 的 ， 因 此 在 
地 理 环境 和 人 类 社会 之 间 ,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相互 联系 和 相互 影响 。 大 
多 数学 者 都 承 语 在 地 理 环 境 和 人 类 社会 之 间 存 着 一 定 的 联系 。 但 
是 当 提 出 关于 地 理 环境 影响 人 类 社会 发 展 的 性 质问 题 时 ， 人 们 的 
BARRED. CRE RER ERE ARES 
展 中 的 作用 这 一 问题 之 前 ， 首 先 我 们 要 谈 一 谈 良 俗 地 理 唯物 主义 
和 左倾 慑 花 对 自然 条 件 许 价 的 一 些 观 点 。 同 时, 由 于 现代 资产 阶 航 
的 学 者 还 坚持 和 发 展 着 关于 地 理 环境 在 社会 发 展 中 的 作用 的 错 避 
见解 ,因此 训 一 谈 这 一 问题 就 更 为 必要 :在 解决 地 理 环 境 在 人 类 入 
会 发 展 中 的 作用 这 线 问 题 时 ， 在 彻底 的 唯物 主义 者 关于 这 一 问题 
的 观点 和 各 个 与 趴 正 唯物 主义 解 杰 社 会 发 展 的 原理 相对 立 的 观点 
之 间 , 存 在 着 一 条 鲜明 的 界线 。 根 据 唐 俗 地 理 唯物 主义 的 观点 ;地 
理 环境 对 人 类 社会 的 发 展 起 着 决 宗 的 影响 ， 同 时 也 存在 着 另外 一 
种 否 姜 地 理 环境 影响 社会 发 展 的 意见 。 局 克 思 列宁 主义 沟 典 著作 
的 学 襄 , 承 认 地 理 环境 对 社会 发 展 的 影响 ,但 并 不 把 它 看 作 是 决定 

_ 的 影响 。 现 在 我 们 求 恋 一 号 关于 地 理 环境 在 入会 关 展 中 的 作用 的 
一 些 基本 观点 ° 

第 一 节 “对 庸俗 地 理 唯物 主义 非 科学 观点 的 批 条 
早 在 古代 的 学 填 即 已 证 为 》 周 围 的 自然 界 对 人 类 社会 的 发 展 
发 生 影响 ;但 他 们 不 能 正确 地 和 全 面 地 解决 这 一 问题 。 大 攀 , 古 代 

最 停 大 的 学 震 德 该 克 里 特 (公元 前 460—370 4) areal 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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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RM T BR OI) RIES A 
Wit SEE APRS RU AEE. Wilden, HERES 
同时 代 大 、 著 名 的 医生 希 波 克 拉 第 (公元 前 460 一 377 48) BRI, A 
活 在 热带 气候 的 人 ， 有 着 更 为 活 油 而 健美 的 面 窜 ， 他 们 的 声 理 清 
脆 , 性 格 柔和 , 头 胆 也 较 北 方 地 区 的 居民 敏 慧 ， 同 时 热带 地 方 的 一 

_ 己 产物 也 较 塞 带 地 方 良好 @ 。 柏 拉 图 (公元 前 427 一 347 年 ) 认 为 ， 
土壤 和 气候 影响 着 民族 的 性 格 。 亚 里 士 多 德 (公元 前 384 一 322 年 ) 
宣称 , 塞 痊 的 北方 的 人 勇敢 而 受 好 自由 ， 炎 热 的 东方 的 人 聪明 ;而 
只 有 希腊 人 自己 然 有 这 三 种 品质 , 且 是 里 正 的 文明 者 。 因 此 他 们 有 
权 将 一 切 野 变 人 变 成 自己 的 奴隶 一 “ 活 的 工具 ”。 

但 是 在 希 腾 人 自己 中 加 ,又 有 一 部 分 人 较 另 一 部 分 人 聪明 。 在 
foe etapa (Beomms), PBL AAs, 城市 

| ARBAB TEATS aS RENE TC A ESE 

认为 , 彼 阿 提 亚 的 雾 影响 着 那里 的 居民 ， 使 他 们 的 头 胶 最 昧 无 知 , 
。 ， 而 雅典 的 清 泪 察 气 旭 葵 其 居民 以 光 淖 的 智慧 @ 。 > 

/ 

止 面 所 引用 的 古代 各 学 者 的 意见 表明 : 这 些 学 者 都 大 大 地 过 
高 估计 了 地 理 环境 对 民族 性 格 的 形成 及 文明 的 发 展 的 影响 。 事 实 
上 社会 的 发 展 决定 于 和 社会 物 偶 生活 的 条 件 , 其 中 包括 地 理 环境 ,也 
包括 人 口 及 人 类 生活 所 必需 的 物质 蒜 富 的 生产 方式 。 而 且 后 者 具 

”有 决定 的 意义 。 

-社会 学 申 承 吕 地 理 环境 在 信 类 历史 上 超 决 定 作用 的 地 理学 泊 
外 称 为 地 理 唯 物 主 义 ,说 得 更 正确 些 , 是 庸俗 的 地 理 唯物 主义 。 这 
个 学 派 不 仅 将 自然 条 件 影 响 社 会 发 琢 的 问题 的 本 质 过 分 简单 化 

,了 ;而且 也 丰 曲 了 这 一 问题 的 实质 。 庸 俗 地 理 唯物 主义 的 思想 ,在 
18 一 19 世 和 达 到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这 些 思想 ， 在 今天 还 以 这 种 或 那 

@ ”古代 地 理学 , 地理 出 县 村 ,1953 4F, 48 页 。 

@ 区 下 .0. 混 姆 通 : 古 代 地 理学 身 ; 莫 斯 科 ,1953 ,162—-1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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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N REE PE. TT Re 
这 一 学 泊 的 笑 址 ， 我 们 现在 米 研 究 一 下 这 一 学 派 某 些 好 名 的 代 
AMIE Hie 

查理 士 、 路 易 。 i REINS (1689 一 1755 年 ) 是 入会 学 中 地 理 

学 派 最 早 的 和 最 著名 的 拥护 者 之 一 。 他 认为 地 理 环境 .更 确切 些 说 
是 气候 条 件 , 是 社会 进步 的 主要 的 和 决定 一 切 的 原因 。 气 候 影响 心 

- 理 , 而 心理 影响 生活 .风俗 .证 会 制度 法律。 他 号 道 ,“ 过 度 的 炎热 ， 

-损害 人 们 的 力量 和 勇气 ,而 塞 渝 的 气候 , 妈 答 予 人 们 的 头 胶 和 身体 
久 一 定 的 力量 ， 这 种 力量 能 够 使 人 们 作出 持久 \ 艰 瑟 \ 伟 大 而 英勇 
的 行为 。 这 种 差异 不 但 可 以 在 一 个 民族 与 另 一 个 民族 比较 时 发 现 ， : 

| AAT — S$ BRM AZ PER HR." @ ITN 

2 , 塞 渝 的 欧洲 产生 了 强壮 有 力 而 爱好 劳动 的 人 ， 他 们 具有 勇敢 、 
勤劳 而 爱好 自由 的 性 格 ， 而 自然 办 又 赋 与 他 们 无 数 易于 自卫 的 高 
出。 在 欧洲 内 部 地 区 北方 民族 极为 勇敢 气候 太 热 而 士 壤 肥沃 的 南 
亚 则 产生 了 软弱 ,无 力 而 又 胆 性 的 人 ， 同 时 也 产生 了 专制 政治 、 奴 
SINE RBH GI BARE © 。 其 区 ………“ 气 候 炎 热 地 方 的 民族 的 
性 弱 , 几 乎 常常 使 他 们 陷于 奴隶 地 位 ,而 气候 塞 渝 地 方 的 民族 的 勇 
敢 , 则 使 他 们 过 着 自由 的 生活 。 所 有 这 些 , 都 是 由 其 自然 原因 而 造 

成 的 后 果 ”@ 。 备 德 斯 雹 的 基本 论点 就 是 : “气候 的 权威 是 世界 上 首 

要 的 和 权威 "。 
能 否认 ,气候 在 人 的 生理 外 瑶 上 会 留 下 一 定 的 痕迹 。 因 此 ， 

冬季 严 塞 常 在 雾 下 50°—60° 的 东西 伯 利 亚 的 居民 具有 一 种 特征 ， 
而 从来 不 知道 严寒 的 非洲 热带 森林 的 oe 

@ fixe Ue. PARKES “DRE MG ESO Ma a ie 

Beh (EFA? (HH 3Ch)3 SIRE, 1954 年 9 月 第 工 版 ;16 一 17 真 。 
加 JE.0. 混 姆 于 古代 地 理学 史 ,莫斯科 ，1953 年 ,164 页 。 
@ U-N-FRGA-KMYSE: 历史 唯物 主义 其 地 理 环境 在 和 社会 发 展 中 的 作 

FAC 203K), 19-20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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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这 些 特 征 ,在 入 会 生活 发 展 中 ,并 不 是 具有 决定 意义 的 特征 。 热 
带 地 考 的 居民 也 和 温带 或 寒带 气候 地 方 的 居民 一 样 坚 决 地 表现 出 
BA, AM, 以 及 对 奴隶 地 位 的 切 再 痛恨 。 意 志 坚 定 而 勇敢 的 人 ， 
也 象 恬 弱 而 胆 性 的 人 一 样 , 在 世界 上 各 个 地 区 此 可 见 到 ,这 与 气候 
毫 不 相关 。 中 国 、 朝 鲜 . 印 度 支那 , 印 上 尼 西亚 的 人 民 ， 在 与 世界 帝 
国 主义 力量 和 腐朽 的 反动 制度 所 进行 的 斗 等 中 都 玫 现 出 了 集体 的 
英雄 主义 行为 。 这 一 点 再 一 次 地 证 明了 ,在 气候 炎热 地 方 生活 的 不 
是 丑 弱 、. 胆 性 的 民族 ,而 是 勇敢 .大胆 的 民族 。 伟 大 的 印度 人 民 ( 大 
家 都 知道 ,印度 气候 很 类 热 ) 走 现 了 为 独立 而 英勇 斗 年 的 范例 。 由 
ol inate tea nlalldidaietatai delat iH 
的 原因 。 

ENING EF ORRIN TEE I RP TE OAR, TER 
SEIN CIE TERT, LY fs FSR A PE Dk LET RAT He 
Stet Ae Re UES TRE Te AR LLL I 
DRA HET OARS, ERTS LR RAST 
RARE ASAE 
ALENT RO, xt A RE OTE, SBR 
是 ,他 以 自然 现象 代替 了 支配 入 会 发 展 历史 过 程 的 神 的 力量 ， 因而 
打击 了 当时 占 统 治 地 位 的 反动 的 封建 观念 。 ~ 

— 19 TRC PT, AEP Gh kas sof HS TERA SOFIE. 

之 一 是 享 利 。 巴 克 尔 (1821 一 1862 年 )。 伍 把 周围 自然界 对 社会 的 

影响 ,看 得 较 孟 德 斯 网 更 为 广泛 .巴克 尔 断 言 :“ 如 果 我 们 考察 一 下 
宪 费 有 那些 自然 因素 对 人 类 有 最 巨大 的 影响 , 那 未 我 们 就 会 发 现 ， 
这 些 因素 可 归 千 为 四 大 类 ， 即 : AUR EER BR A 
io .因此 ,根据 巴克 尔 的 意见 ,气候 、 食 物 ,七 坟 和 自然 的 一 般 面 
貌 对 人 类 有 着 最 巨大 的 影响 。 当 然 , 这 些 因素 会 对 社会 发 展 安生 影 

© RA 巧 . 巧 . 伊 凡 诗 夫 一 欧姆 斯 基 所 车 “ 历 史 哈 物 主 义 座 地 理 环 境 在 社会 

发 展 中 的 作用 "中 妇 版 ), 三 联 书 让 ,1954 年 9 月 第 1 版 ,20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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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AB FEA BCH BIg 0 EL He REESE RY BE RSET, 
取决 子 士 壤 和 气候 并 完全 以 此 为 转移 。 气 候 决 定 着 劳动 的 能 力 和 
持久 性 ,而 土壤 则 决定 着 劳动 所 得 的 报酬 。 类 热 的 气候 使 人 身体 变 
弱 , 不 有 活动 ,而 温 蛤 的 气候 旭 可 以 激发 人 们 的 力量 根据 巴克 尔 的 
昂 解 ,土壤 的 影响 也 是 很 大 的 古代 的 文明 国家 常常 集中 在 肥沃 的 _ 
河谷 地 区 (埃及 ,中 国 ,印度 ), 在 莞 谊 的 地 带 生活 着 野蛮 的 洲 收 部 落 。 
当 这 些 部 落 占 据 了 肥沃 地 区 时 ,他 们 本 身 就 会 成 为 文明 的 部 落 , 因 
为 在 土壤 肥沃 地 区 财富 积累 迅速 ,从 而 也 使 文明 迅速 发 展 起 来 。 

在 欧洲 以外 的 热带 地 方 ,文明 发 展 的 主要 动力 是 土壤 ,因为 那 
里 的 气候 使 人 软弱 ,而 士 壤 在 很 少 的 劳动 下 便 能 生产 很 多 东西 。 相 
反 地 ,在 欧洲 主要 的 动力 是 气候 。 这 里 的 气候 决定 着 劳动 的 高 度 和 
力 和 持久 性 ,而 这 些 恰好 补偿 了 士 壤 肥力 不 足 的 情况 ,因此 最 后 仍 
RE ET RR 5 : | 

| FFE Ae LES TEBE CE, SS RAPS 
BATE AR RM , JAE SX AEM IOUR EASE 0 HER UH 
不 是 奴隶 制度 时 代 各 文明 古国 发 展 的 阻碍 (埃及 、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 
印度 .中 国 )， 为 什么 这 同一 种 气候 在 套 本 主义 时 代 就 成 了 人 类 生 
产 及 社会 活动 发 展 的 阻碍 ? 显然 ， 仅 仅 用 气候 是 不 能 解释 这 些 国 
家 ,上 久 及 其 他 国家 的 发 展 的 肥沃 的 土壤 过 去 和 现在 都 影响 着 农业 
的 发 展 ,但 是 在 土壤 肥沃 的 地 区 在 一 些 历史 时 代 ,例如 在 奴隶 制度 
下 ,发 展 着 先进 的 文化 ， 而 在 另 一 些 时 代 ( 例 如 ， 在 养 本 主义 制度 
下 ) 在 这 些 士 壤 大 致 相同 的 同一 地 区 则 落后 了 。 因 此 , 决 不 能 以 气 
候 特 征 或 士 壤 肥 力求 解释 人 类 社会 的 发 展 。 

巴克 尔 认 为 ， 自 然 的 一 般 面 瑶 (大 臻 与 区 域 类 型 概念 相符 合 ) 
造成 了 人 类 的 一 定 成 见 ,信仰 和 性 格 ， 即 影响 着 精神 文化 的 表现 。 
巴克 尔 认 为 ,一 种 “自然 面 通 ”会 激发 人 们 的 想象 力 , 另 一 种 则 可 激 
Be AP SIS SERRE SD . MAE EE RS 
仿 的 地 方 ， 后 省 常常 是 在 自然 界 具有 安静 而 且 不 抑制 人 类 对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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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智慧 的 信念 的 地 方 。 但 实际 上 人 们 的 精神 生活 是 与 他 生活 的 物 
质 条 件 、 首 驳 是 与 他 在 社会 物质 册 富 生产 方式 中 所 起 的 作用 相关 

的。 正 因 如 此 ,在 春 本 主义 条 件 下 工人 的 精囊 生活 才 与 春 本 家 的 精 
神 符 活 有 显明 的 差异 ,其 至 就 是 他 们 生活 在 同一 地 区 亦 属 如 此 。 

”出 时 应 当 指 出 ， 巴 克 尔 强调 了 地 理 环境 在 人 类 历史 初期 的 巨 
太 作 用 ,而 且 指 出 了 ,后 来 (主要 是 在 温暖 气 钻 的 条 件 下 ) 历 史 的 进 
程 对 于 地 理 环 境 的 依存 性 还 源 减 少 ， 而 对 于 人 类 的 能 力 \ 到 “智力 ， 
法 则 ”的 依存 性 到 渐 垣 大。 换 句 话 设 ,巴克 尔 走 上 了 炖 粹 以 唯心 险 
的 方法 来 解释 历史 的 道路 。 

I-+U- He AYR (1898-1888 4) HEY i AE SLAP 

RO PEM RRE HMM —A@ 。 他 把 决定 社会 坐 活 和 发 展 的 主要 ， 
力量 看 作 是 水 上 交通 道路 :大 河 ; 大 海 和 大 洋 。 根 据 人 类 对 于 水 路 

的 关 肝 , 梅 奇 尼 科 夫 把 人 类 的 公 部 历史 分 为 皇 个 时 期 : 河流 时 期 ， 
地 中 海 时 期 (由 公元 9 世 克 左右 迦 太 基 的 建立 到 15 WSSU 
BA) ,大洋 时 期 (开始 于 美洲 发 现 以 后 )。 

梅 奇 尼 科 夫 认为 在 文明 发 展 中 具有 特殊 意义 的 是 河流 。 河 流 
时 期 包括 在 各 个 仿 大 河流 平原 上 产生 的 文化 史 。 在 这 些 平原 上 ,在 
亚洲 有 黄河 和 提 子 江 、 印 度 河和 恒 河 ， 底 格 里 斯 何 和 幼发拉底 河 ，- 
在 非洲 则 有 尼罗河 .四 种 最 古老 的 和 最 休 大 的 文化 (中 国 、 印 度 , 亚 
述 一 巴 比 偷 和 埃及 的 文化 ) BFE DE PB ET 
江浙 的 焉 原 上 繁荣 起 来。 同时 从 远古 时 代 开 始 河流 就 被 用 来 灌流 
田地 , 工 且 部 分 地 用 作 交 通道 路 。 但 是 治 河 航行 的 原始 交通 工具 不 

”可 能 使 人 个 进入 大海 ,因此 ,根据 梅 奇 尼 科 夫 的 意见 ， 最 古老 文化 
de 

“和 洪水 。 
地中海 时 期 的 特征 是 :过 去 孤立 发 展 的 文化 ,彼此 之 间 开 始 发 
生 了 相当 密切 的 交流 -属于 这 一 时 期 的 有 腓 尼 基 、 迎 术 基 、 希 服 、 罗 

@ 1-11 WO EA RICO RANTS RIAL, SAH ARR 18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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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 ORBIT, Sai LAME TBR 
6), TG AR IE ALE ESM PE AT ECE 
的 航行 

FGF IG :哥伦布 发 现 美洲 以 后 的 大 洋 时 期 的 特点 ， 在 于 文 
化 的 广泛 传播 和 交流 ， 以 及 那些 具有 通 向 大 西洋 的 出 口 的 西欧 各 
国 的 作用 占有 显著 优势 。 稍 晚 一 些 时 候 , 太 平 洋 的 作用 大 大 增加 ， 
不 过 这 划 未 减低 大 西洋 的 作用 ， 而 只 是 把 太平 洋 的 广 阅 面积 与 大 
西洋 联接 起 来 。 后 求 加 入 到 文明 范围 中 去 的 ,除了 印度 洋 以 外 还 有 ， 
北冰洋 。 这 就 是 工 ' 瑟 . 梅 奇 尼 科 夫 的 基本 观点 。 

但 是 ,水 上 交通 道路 的 芙 正 作用 ,要 比 梅 奇 尼 科 夫 所 认为 的 小 
得 多 ,虽然 水 路 在 过 去 和 现在 都 是 文明 上 发 展 的 条 件 之 一 。 局 

梅 奇 尼 科 夫 所 划分 的 每 一 个 文明 时 期 ， 都 表示 着 航海 业 发 展 
的 一 定 阶 段 、 物 质 册 富生 产 的 一 定 方式 或 几 种 方式 。 但 是 梅 奇 尼 科 
夫 示 人 孝 未 认 截 到 水 路 开辟 范围 的 改变 决定 于 物质 财富 生产 方式 
的 改变 。 梅 奇 尼 科 夫 的 见解 不 能 解释 一 个 文明 时 期 (或 阶段 ) 生 另 
一 个 时 期 所 代替 的 现象 。 各 文明 时 期 更 换 的 原因 ,不 可 能 是 河流 、 
大 海 和 大 洋 。 因 为 这 些 河流 ,大海 和 大 洋 在 人 类 整个 历史 过 程 中 一 
直 没 有 改变 或 几乎 没有 改变 ， 而 就 在 这 段 时 期 内 在 许多 国家 中 出 
已 更 换 了 四 种 入会 径 济 制度 (原始 公 诗 制度 .奴隶 制度 .封建 制度 、 

次 本 主义 制度 ), 井 且 现 在 正 实现 着 向 第 五 种 笠 会 轻 济 制度 一 一共 
=e ESL, TAIT Ew HH 

段 一 一 社会 主义 ,在 苏联 已 经 建 成 了 。 ps et Pi 

Jie SED LBB, BUC Re OR 

流 倩 着。 一 部 分 资产 阶级 地 理学 者 用 地 理 条 件 的 总 合 ( 一 国 的 地 理 

位 置 . 疆 愉 ,大洋 出 口 、 河 流 的 存在 .气候 ,土壤 和 其 他 等 ) 来 解释 社 
会 发 展 的 历史 ,而 忽视 社会 生活 的 社会 经 济 条 件 ( 妥 偷 、 辛 普尔 , 才 
oii SE. GH. Be SRR BSA). BM 
次 产 阶 报 学 填 主 要 用 气候 条 件 求解 释 和 社会 发 展 的 历史 。 他 们 断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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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直接 地 或 间接 地 是 经 济 活动 和 文化 的 地 理 分布 的 衬 要 决定 因 
HET EA) ERT LEE aA EASA 
地 理 唯物 主义 信徒 .例如 ，zi.0. BMA — LI, 认为 俄 罗 
斯 严寒 而 苷 盟 的 条 天 ,似乎 束缚 着 俄罗斯 人 民 的 创造 精神 , 划 企图 
以 此 降低 俄国 文化 的 作用 。 同 时 他 又 极力 称赞 英国 的 气候 条 件 , 按 
照 他 的 意见 ， 这 些 气候 条 件 对 英国 人 的 民族 性 格 有 着 良 好 的 影 
响 @ 。 但 是 他 不 得 不 承 认 , 并 不 是 在 任何 时 候 和 在 任何 地 方 地 理 条 
件 都 起 着 决定 的 作用 :例如 “并 不 是 所 有 岛 昨 民族 都 是 海员 ,而 英 

、 国 人 本 身 在 其 从 事 航 海 业 以 前 很 早 也 人 是 牧民 和 农民 ; 何况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人 类 已 意 求 仿 广泛 地 和 周围 环境 进行 斗 等 ,如 砍伐 森 
bh, 名 泽 排水 等 等 ; 因此 现在 人 类 已 远 非 自然 界 的 奴隶 ”@ 

与 庸俗 地 理 唯物 主义 有 着 直接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联系 的 是 地 和 缘 政 
治学 ;这 是 一 种 伪 科 学 的 反动 学 脱 。 根 据 这 种 学 说 ,国家 的 对 外 政 
策 和 国际 关 季 苦 决 定 于 地 理 环境 的 各 个 因子 :一 国 的 地 理 位 置 , 气 
候 条 件 .土壤 性 质 . 有 用 矿藏 的 有 无 等 等 。 换 句 话 访 , 地缘 政 治学 力 
.图 让 明 ?帝国 主义 的 侵略 政策 似乎 不 是 受 塌 断 租 积 的 利 答 所 支配 ， 
而 是 决定 于 地 理 环境 的 影响 。 倾 士 的 大 小 .地 理 环境 当然 是 其 一 个 
国家 发 展 的 重要 因素 ,但 它们 无 险 对 国家 的 痉 济 , 或 是 政策 都 没 存 
决定 的 意义 。 苏 联 的 贷 士 和 地 理 环境 与 沙俄 的 倾 士 和 地 理 环 境 比 
较 起 来 完全 没有 改变 ， 但 苏维埃 国家 的 政策 却 与 沙皇 政府 的 反动 
政策 完 人 至 不 同 , 它 是 热 受 和 平 的 政策 ,已 是 建立 在 大 小 民族 权利 平 
等 、 登 重 它 国 主权 .自由 和 独立 的 原则 上 的 。 根 据 Be Me 列宁 的 定 
义 ,政治 是 种 济 的 集中 表现 @ 。 一 个 国家 的 对 外 下 策 ， 决 定 于 该 国 
艇 治 阶 级 的 利 丛 和 目的 ,而 不 是 地 理 环境 。 

因此 ,一 切 五 花 信 站 的 庸俗 地 理 唯物 主义 ,以 及 现代 的 地 和 政 

\ 

一 

@ ,II .0. 汤 姆 源 : 古代 地 理学 奥 ， 莫斯科 ,1953 年 ,165 Flo 

® Wk. 

@ Fe H + Fi, WTB, 32,62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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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ER EP BA RIE ATE 0 在 风 万 年 过 程 中 玫 乎 都 没有 

变更 的 地 理 环 境 ， 不 可 能 成 为 在 很 得 时 间 内 即 发 坐 根本 变更 的 社 ， 

会 发 展 的 主要 原因 。 决 定 社 会 发 展 的 原因 不 是 地 理 环境 ， 而 公克 

EU EP WK | 

“第 二 节 在 部 价 自然 条 件 对 守 会 生产 活动 影响 中 

Arte Bie 村 

与 过 高 估计 地 理 环境 在 让 会 发 展 中 的 作用 的 观点 同时 ， 还 存 
在 着 另外 一 种 观点 , 即 对 地 理 环 境 、 自 然 条 件 对 人 入 类 生产 活动 的 作 
用 估计 不 是 。 所 谓 左 倾 派 别 的 地 理学 者 们 ,在 对 各 国 或 各 地 区 作 极 
济 地 理 关 述 时 ,忽视 了 自然 条 件 。 他 们 中 加 的 狂热 之 徒 宣 称 ,* 没 有 
一 定 的 社会 糙 构 , 自然 界 是 根本 不 存在 的 "@ 。 这 种 认为 地 理 环境 
对 社会 生产 活动 不 发 生 影响 的 见解 ， 也 同样 是 焉 曲 自然 条 件 的 里 
正 作 用 的 伪 科 学 见解 。 地 理 环境 对 人 类 生产 活动 有 着 一 定 的 影响 。 
例如 ,在 同一 经 和 济 制度 下 ,沙漠 地 区 农业 的 发 展 即 与 冻 原 中 农业 的 
发 展 有 很 大 的 差别 。 一 定 地 区 各 种 有 用 矿藏 的 存在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下 , 即 能 促进 工业 正 是 在 苇 区 发 展 ;而 不 是 在 有 用 矿藏 侧 乏 的 卷 
近 地 区 发 展 。 但 是 地 理 环境 对 人 类 生产 活动 的 影响 并 无 决定 的 作 
用 。 | 

Ath, EEE MS ERMA Mae, EF 

急 卓 或 否认 自然 条 件 对 人 类 生产 活动 的 影响 ， 因 而 也 是 对 整个 入 
会 发 展 的 影响 。 顷 克 思 列宁 主义 的 科学 ,对 地 理 环境 在 社会 发 展 中 
的 作用 这 一 问题 , 答 予 了 科学 的 唯物 主义 的 解决 。 

第 三 节 ， 地 理 环境 在 社会 发 展 中 的 时 正 作用 

社会 的 发 展 不 是 腊 离 周围 自然 界 孤 立地 进行 的 ， 而 是 与 周转 
@ 中 学 及 高 等 学 校 的 地 理学 ,莫斯科 ,1955 年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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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界 相 下 作用 着 的 。 马 局 克 思 列宁 主义 的 学 鹏 不 否认 地 理 环境 对 
壕 会 发 展 的 影响 。 地 理 环境 是 社会 物质 生活 经 常 必要 的 自然 条 件 。 ， 

但 地 理 环 境 不 是 社会 物质 生活 唯一 的 条 件 ， 而 仅仅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条 件 。 同 时 地 理 环境 对 社会 发 展 的 影响 并 无 决定 的 作用 。 历 史 唯物 

主义 表 为 在 社会 物质 生活 条 件 体系 中 的 主要 力量 . 即 决定 社会 制 
度 的 性 质 及 和 社会 由 一 种 制度 发 展 到 另 一 种 制度 的 主要 力量 ， 是 物 
质 财富 的 符 产 方式 ,或 为 人 们 生存 所 必需 的 生活 碍 料 的 谋 得 方式 。 

WS SABINA PEAR I 发 展 中 的 作用 
这 一 问题 的 : | 

‘cATRAM LAA RMR RNAS MILER 
BAEO MARA ERE, WERE RES EMR 
FREE, Le EAE HE A Le HSS 
和 发 展 快 得 不 可 计量 。 欧 济 在 三 千年 内 已 更 换 过 三 种 不 同 的 社会 

制度 : 原始 公社 制度 , 奴 素 制 度 , 封建 制度 ; 而 在 欧洲 东部 , 即 在 苏 
联 ,甚至 更 换 了 四 种 社会 制度 。 世 可 是 ,在 这 同时 期 内 ， 欧洲 境内 的 地 

理 条 件 不 是 洛 全 没有 变更 , 便 是 变更 得 很 少 很 少 ,甚至 地 理学 也 不 
FEE MERE RM. 地 理 环境 方面 一 种 稍 许 严重 的 变更 
MEE ILADE, TA APD Ss Eo SP a A 也 只 需要 

几 百 年 或 一 两 千年 就 够 T"o 
因此 ， 地 理 环境 不 可 能 ， 而 且 在 历史 上 从 求 也 全 未 是 社会 发 展 

的 决定 力量 但 是 它 是 竺 会 物质 生活 经 常 的 条 件 , 它 仅仅 是 社会 发 
展 的 自然 的 前 提 条 件 : 地 理 环 境 加 速 或 延缓 社会 发 展 的 进程 ,但 不 

”是 一 种 社会 释 济 条 件 被 另 一 种 社会 绝 济 条 件 所 代替 的 原因 。 

第 四 节 “地理 环境 对 人 类 社会 发 展 的 影响 
社会 坐 存 所 必须 的 物 览 岂 富 的 创造 过 程 ， 永 远 是 在 一 定 的 自 

然 环境 、 或 地 理 环境 中 进行 的 。 在 整个 历史 时 期 中 , 地 理 环境 的 影 
QD BRK A) RBH ( PAR), AL, 人民 出 版 入 ,1956 年 ， 15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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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cl ie ae, OLRM, Se RRERAR aR 

展 的 进程 。 

-~ MESSE RCRA a RRR — AEA AE 

在 社会 发 展 的 早期 阶段 ; 当 人 类 生产 力 还 是 十 分 原始 的 时 候 ， 
地 理 环 境 对 社会 发 展 的 影响 表 现 得 特别 强烈 ab 

FENMESS EVE AR Be baiegiam dons 25: 0. Aa 35 3h 

活动 基本 上 仅 限于 野生 果实 的 采集 。 

“这 种 生 ; 方 式 ,是 以 热带 和 亚热带 气候 为 前 提 的 ， 在 热带 的 

阳光 下 发 育 着 从 产 果 实 及 坚果 的 森林 。 人 们 至 少 一 部 分 是 符 活 在 

树 上 的 ”@ 。 在 生产 力 发 展 水 平 极端 低下 而 社会 关系 还 很 原始 的 情 

况 下 ,人 们 对 于 周围 自然 界 的 依 回 性 是 非常 大 的 。 当 人 个 人 潮 处 在 不 

会 用 火 的 社会 发 展 阶段 ， 在 冻 原 地 区 、 亚 塞 带 针 叶 林 地 区 或 在 年 中 

痊 季 表现 明显 的 自然 地 理 环 境 中 ,未 必 能 谈 得 上 人 类 的 生活 。 

但 是 还 在 冰川 时 期 开始 的 时 候 ;, 人 个 即 已 学 会 了 人 工 取 火 。 这 ， 

是 一 个 极 保 大 的 发 现 , ERE TAR RSE CR. 利用 火 所 作 

的 急 、 肉 、 多 效 的 和 根 、 决 昔 及 其 他 等 作为 食 食物 ， 开始 成 为 了 可 能 。 火 
在 制造 生产 工具 中 开始 起 着 重大 的 作用 ，, 井 使 人 们 能 够 预防 塞 痊 ， 

”外 及 猛兽 的 侵 必 。 因 此 ,人 类 才 有 可 能 在 地 者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散居 下 
SKN ARTE UT. Ak, 由 于 人 工 取 火 的 发 现 和 火 
的 运用 , 便 使 人 类 在 地 卖 的 另 一 种 分 布 成 了 可 能 ,并 使 那些 从 前 泊 、 
有 火 时 人 们 不 能 符 活 的 新 地 区 ,成 为 可 必 居 住 的 了 。 估 们 对 炎 的 利 、 

用 志 大 了 人 唱 的 增长 率 ， 整 个 地 加 强 了 社会 的 物质 生活 和 加 速 了 
社会 发 展 的 进程 。 | 

LEILA: BEG — BN BE, AAMT MEP AE IE A Or, BBB AE 
费 一 定 的 .历史 上 必要 的 劳动 时 间 ( 必 要 的 工作 时 间 ) oo BEI 
责 的 多 少 ,决定 于 劳动 生 凑 率 .地理 条 件 , 玉 及 生产 者 需要 的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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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 对 要 满足 的 自然 需要 之 数量 越 少 ， 土 壤 的 天 然 肥 沃 程度 越 大 ， 
气候 越 有 利 ; 旭 生产 省 维持 生命 和 生殖 的 必要 的 工作 时 间 就 越 少 。 
因此 ， 为 别人 消费 的 这 动 之 剩余 部 分 较 之 为 自己 消沉 的 劳动 部 分 
BLK’ ® 。 

VERT, ARIAGSBRLSR AR, UeMbAR Uae eet rea 
Ae, ints Ik RAO TS A EADS BE, EE, EE 

_ 中 不 需 要 在 制造 住 是 和 胡 服 上 花费 象 气候 较 痊 的 国家 的 人 们 所 必 
需 花 费 的 那样 多 的 劳动 。 因 此 甚至 在 那 时 极 低 的 生产 力 发 展 水 平 
下 ;也 出 现 了 生产 剩余 产品 的 可 能 性 ,从 而 产生 了 使 条 会 划分 为 阶 
RRB CMTE 

Hei RGSS, WEIL CRA AN I CBE Ae 
的 剩余 产 品 。 但 同时 南方 各 国 的 地 理 条 件 不 再 刺激 社会 物质 生活 
的 过 一 步 用 展 ， 屁 不 再 使 社会 物质 生活 的 日 后 进步 成 为 最 迫切 的 
必要 性 ,并 没有 引起 劳动 手段 和 方法 的 多 样 化 ,因此 套 本 的 母 邦 ,不 

， 是 狼 带 地方, 而 是 温带 地 方 。“ 枯 成 劳动 社会 分 工 之 自然 基础 的 ; 昔 
不 是 土地 的 郁 对 丰 通 性 ,而 是 土地 的 差异 性 ,土地 自然 产品 的 多 样 

性; 由 于 人 在 其 中 耕作 的 自然 条 件 的 变更 ,这 种 多 样 性 促进 人 自己 
的 需要 能力、 落 动 手段 和 劳动 方法 的 增加 ”"@ 。 这 里 顺便 指出 , 北 
全球 温带 地 方 自然 产品 和 自然 条 件 的 多 样 性 ，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决 
定 于 陆地 前 广大 面积 。 几 乎 整个 欧洲 ;亚洲 和 北美 的 大 部 分 正 是 
位 于 温带 的 。 至 于 南 个 球 的 温带 地 方 ,那里 陆地 的 面积 相当 小 ,天 
然 资源 和 自然 条 件 的 多 样 性 也 因此 而 较 北 征 球 的 温带 地 方 大 大 焉 
yee 

在 应 当 包括 冰 带 和 冻 原 带 的 塞 痊 气 候 地 区 ,人 类 的 生产 活动 ， 
甚 树 在 现代 的 生产 力 状 况 下 也 会 遇 到 重大 的 困难 。 例 如 ,南极 大 陆 
拥有 各 种 各 样 的 有 用 矿藏 。 在 这 里 发 现 了 铁 矿 , 合 有 铜 , 钙 、 倘 的 矿 

@ Be eM: RAM (PAR), AR HAR, 195346, 8 14,6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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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以 及 金 矿 , 此 外 ,还 有 石墨 和 储量 很 丰富 的 煤 。 但 是 为 整 块 冰 盾 
所 复 盖 的 南极 大 陆 的 极度 严寒 的 自然 条 件 ， 及 其 距离 现代 重要 猎 

. 镜 区 域 很 远 的 情况 ,使 人 们 目前 告 不 能 开发 它 内 部 的 宝藏 。 
同一 类 型 的 地 理 环境 对 人 类 社会 发 展 的 影响 ， 随 着 生产 力 的 

. 改 展 在 各 个 不 同 历史 阶段 而 有 所 变更 。 例 如 ,大 河 \, 大 海 和 大 洋 在 

> - 六 会 发 展 的 早期 阶段 作为 不 可 这 越 的 隐 碍 的 那 种 浴 极 的 影响 ， 后 

mw 

来 即 锥 积极 的 影响 所 代替 了 。 因 为 沿 河流 、 大 海 和 大 洋 的 交通 道 

路 ,成 了 联系 世界 各 轻 洲 区 域 的 最 便宜 的 交通 道路 。 

随 着 技术 的 进步 而 发 现 着 各 种 新 的 自然 套 源 和 已 知 自然 春 源 
的 新 的 有 丛 的 性 能 。 因 此 一 定 ( 访 ) 地 理 环 境 的 作用 ,是 随 着 谤 会 的 
发 展 而 改变 的 。 例 如 ,从 前 树木 主要 被 用 作 荔 材 , 建 筑 烤 料 和 帮工 
用 材 ,后 来 树木 旭 成 为 维和 维 造 栓 工 业 的 原料 ; 此外， 木材 旭 丢 用 来 
生产 人 造 炎 及 其 他 许多 东西 。 在 很 长 时 期 内 , 煤 在 人 类 王 产 活动 中 
未 彼 利 用 ,但 后 来 便 开始 改 用 作 燃 料 ,用 以 生产 灯 用 煤气 、 精 焦炭 
和 作为 化 学 工业 的 原料 。 随 着 各 种 新 的 自然 夺 源 和 已 知 自 然 套 源 
的 新 的 有 俭 性 能 的 发 现 , 迁 会 同 周 围 地 理 环境 的 联系 便 日 从 增加 
而 同时 人 类 对 于 自然 界 的 控制 也 日 丛 加 强 。 

因此 ， 地 理 环 境 对 社会 发 展 的 影响 ， 在 历史 上 是 不 断 改变 着 
的 。 这 种 影响 , 在 谤 会 发 展 的 早期 阶段 表现 得 最 为 明显 ; 但 是 就 在 
当时 已 也 未 人 具 有 决定 的 意义 。 随 着 符 产 力 的 发 展 , 地 理 环境 对 入 
会 的 影响 就 不 太 强 烈 了 。 人 们 和 瓯 求 念 多 地 上 发 现 着 地 理 环 境 中 各 种 
不 同 物体 和 现象 的 有 丛 性 能 ， 并 将 这 些 性 能 运用 于 自己 的 生产 活 

_ 动 中 。 所 以 , 谤 会 同 周转 地理 环境 的 联系 日 丛 增 长 ,而 同时 人 类 对 
于 自然 界 的 控制 也 日 丛 加 强 , 利 用 地 理 环境 的 程度 也 日 丛 增 天。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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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理 环境 影响 社会 发 展 的 实例 

地 理 环 境 影响 着 各 个 经 济 区 域 . 各 个 经 济 部 四 ,城市 等 的 形成 
和 发 展 。 NE: 

” ZARA RAO BSC , RMU AOE ME Eb eb Pe 
FASEB 0, BER 68 A lh, ORDA SE So ERE SY 
坐 产 。 无 疑 地 ,黑色 人 金属 的 大 量 生 产 , 只 有 在 坐 产 力 发 展 的 一 定 水 平 
上 、 只 有 在 社会 发 展 的 一 定 水 平 上 才 有 可 能 。 但 是 地 理 条 件 也 对 党 
金 业 生产 的 发 展 发 生 影 响 。 那 些 有 着 铁 矿 焦炭 ,充足 永源、 石灰 及 
其 他 一 些 材料 的 区 域 , 拥 有 发 展 黑色 冶 登 业 的 最 有 利 的 自然 条 件 。 

在 美国 , 铁 矿 主要 集中 在 两 个 地 区 : 苏 必 利 尔 湖 附近 和 阿 巴 拉 
兢 亚 旧 碰 南端 北 明 翰 城 附近 。 煤 的 主要 产 区 是 沿 阿 巴 拉 契 亚 出 系 
西部 边 特 的 阿 巴 拉 契 亚 区 和 位 于 密 执 安 潮 西 南 的 中 央 区 。 正 是 在 
这 里 , 即 东北 各 州 和 沿 湖 各 州 ,在 压 本 主义 社会 条 件 下 ,为 获得 最 大 

”限度 的 利润 而 分 布 着 美国 黑色 冶金 业 的 中 心 (匹兹堡 、 康 顿 、 扬 斯 
顿 ,克利 夫 苦 、 芝 加 哥 附近 等 地 ), 同 时 在 北 明 坦 也 有 这 样 的 黑色 冶 
金 业 中 心 。 在 这 些 州 的 冶金 业 生 产 的 基础 上 建立 了 各 种 机 器 制造 
炎 ， 而 后 又 产生 了 其 他 一 些 工 业 部 四。 东北 各 州 靠 近 大 西洋 沿岸 
的 有 利 的 地 理 位 置 ， 也 同 桩 对 其 经 济 发 展 发 生 影 响 。 首 先 过 去 全 
有 无 数 来 自 西欧 的 富有 进取 心 的 移民 来 到 这 里 。 因 此 ,东北 和 东部 
各 州 的 区 域 首先 得 到 开明 和 开发 。 获 取 最 大 限度 利润 的 欲望 ,是 美 
国 现代 砍 本 主义 烃 济 发 展 的 基础 ， 而 特别 是 东北 及 沼 湖 各 州 经 济 
发 展 的 基础 。 有 利 的 自然 条 件 也 促进 了 这 一 点 。 因 此 ,现代 砍 本 主 
义 物 质 财 富 的 生产 方式 决定 着 东北 和 沿 湖 各 州 轻 游 的 发 展 ， 尤 其 

是 工业 的 发 展 。 地 理 环境 促进 着 这 些 州 人 们 的 生产 活动 ,但 其 影响 
HER 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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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RA, A 0 DASE CBR IX — TERRA 

BES5SARREAKH. BRSNZUNPRERHT AAA 

的 交通 道路 和 开明 土地 有 很 大 的 困难 。 在 矿产 方面 铁 矿 很 少 ;但 有 
- 亩 多 有 色 爹 局 和 贵金属 矿藏 ， 这 些 矿藏 的 采掘 是 西部 轻 济 的 特征 
之 一 。 训 工 工业 基 本 上 是 在 自然 条 件 较 为 有 利 的 沿海 地 区 发 达 着 。 
因此 ,美国 西部 出 区 整个 不 利 的 自然 条 件 特 征 , 对 这 个 区 域 状 本 主 
天兵 出 的 窜 必 吉 汪 波 各 到 E 具 的 作用 ,因为 在 许多 情况 下 ， 这 里 不 可 
获得 最 大 限度 的 利润 。 | 
Si Se Pte ARATE Sh RANRUCEAG VE» ECM ULF 

国民 和 经 济 发 展 的 例子 看 到 吕 在 这 个 国家 里 具有 发 展 黑色 冶金 业 的 

煤 、 铁 矿 和 锰 矿 相生 合 的 良好 条 件 ,， 但 冶金 业 却 处 于 戎 芽 状 态 , 同 
时 治 金 坐 产 分 布 了 于 加 和 尔 各 答 贞 西 , 即 在 拥有 铁 矿 和 炬 的 地 区 8 

虽然 印度 土地 肥沃 和 气候 条 件 和 良好 ,但 其 农业 由 于 英 帝 国 主 
义 的 长 期 竹 党 和 印度 地 主 的 横 霸 ,直到 最 近 还 处 于 误 落 的 状态 ;在 - 
土壤 最 肥沃 的 地 区 轻 常 存在 着 贫 煞 和 流行 病 。 

因此 ， 印 度 有 利 的 自然 条 件 对 于 这 个 国家 轻 济 的 发 展 并 无 决 ， 
FEMI Xo Fl ESLER HE BRAS rt 
Wg: a PSE it AE ot FE A TI FE = 

SRT I UE TE WS I TB Se ET 
变 , 这 可 以 从 俄罗斯 苏 URAL Se A Le 
展 一 例 中 看 出 。 

蕉 翅 世 和 后 全 时 ,手工 业 和 家庭 手 工业 在 供 罗 斯 中 心 区 非 晤 
合十 各 省 中 得 到 了 特别 互 大 的 发 展 .显然 ,在 这 里 ,地 理 钱 境 有 着 一 
定 的 影响 :了 灰 化 士 肥 力 较 低 ,因而 农民 农业 劳动 效率 低 72) 漫 长 而 
严 塞 的 冬季 使 农民 不 得 不 长 期 停止 农业 方面 的 工作 ;六 当地 具有 
用 作 原 料 的 天 然 材料 一 一 木材 粘土 .矿石 , 崔 维 作物 (特别 是 亚太 ) 
兽 皮 和 兽 毛 及 其 他 等 。 饿 罗斯 中 心 区 处 于 奥 卡 河和 伏尔加 河 河 冰 
地 区 的 地 理 位 置 ,也 对 猎 洲 及 文化 的 发 展 有 着 重要 的 意义 由 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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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在 如 受 敌人 侵 必 方面 有 所 保障 ， 因 而 促使 这 里 在 很 早 以 前 就 
元 御 了 稠密 的 人 口 。 居 民 之 所 以 能 得 到 保护 ,不 仅 在 于 这 里 离 边境 
很 远 , 而 且 也 在 于 这 里 有 伏尔加 河 、 奥 卡 河 及 难于 通过 的 森林 作为 
天 然 屏 隐 , 同 时 还 有 各 个 河道 自 本 区 通 向 四 面 八 矿 。 因 此 , 地 理 条 

。 件 促 进 了 家 庭 手 工业 的 发 展 。 其 中 最 重要 的 是 亚麻 手工 业 ( 用 当地 
亚麻 原料 制作 订 布 和 夏布 态 后 来 又 增加 了 皮革 、 汗毛、 木材 、 铁 类 
加 工业 = 在 工业 中 心 区 亚麻 手工 业 的 基础 上 ,还 在 革命 前 即 已 开始 
RIEHL PAT RT EEC 
“Wo FUER AR AE A) A ARSE TSK RADE, HALE 
在 俄罗斯 苏 礁 堵 联 邦 许 会 主义 共和 国 的 工业 中 占 首 要 地 位 的 是 机 
器 制造 业 、 化 学 产品 和 息 赦 品 的 坐 产 。 但 是 ,应 当 指出 ,就 是 在 现在 
工业 中 心 区 仍然 还 是 苏联 芒 比 工业 的 主要 地 区 ， 并 在 很 大 的 程度 

二 是 睹 外 求 原料 进行 生产 的 @ 。 这 无 疑 应 以 社会 历史 条 件 来 解释 ， 
在 这 些 条 件 下 ,地 理 环 境 起 了 一 定 的 影响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我 们 在 
一 定 程度 上 所 看 到 的 是 玫 现 于 过 去 历史 时 代 的 地 理 环境 对 人 类 生 
产 活动 的 影响 。 但 同时 也 不 能 否定 现在 地 理 环境 对 物质 财富 创造 
过 程 的 影响 。 

大 家 都 知道 ,城市 的 产生 是 决定 于 和 社会 经 济 的 原因 的 :生产 力 
” 摇 发 展 ,以 及 国家 的 军事 行政 目的 。 而 地 理 环境 的 影响 ,首先 者 现在 

-城市 位 置 的 选择 上 ,而 后 量 同 样 玫 现在 城市 的 发 展 上 。 要 发 展 城市 
及 其 经 济 和 文化 ， 就 完 公 需要 具有 联系 读 城 市 同 其 他 释 济 和 文化 
让 心 的 便利 的 交通 道路 。 十 时 这 种 道路 主要 是 河道 和 海路 ,因此 城 
市 常常 建立 在 河岸 上 , 励 其 是 河流 下 游 地 区 ; 久 及 便利 的 海港 附近 。 
当然 ;城市 并 不 是 建立 在 任何 河流 的 岸上 ,而 首先 是 建立 在 河流 流 
域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帮 过 开发 的 河岸 上 。 现 代 的 许多 城市 都 位 于 河口 
岩 近 地 区 。 例 如 :种 攀 ( 哈 德 逐 河 河口 附近 )、 偷 敦 (泰晤士 河 下 游 )、 

@ 互 . 互 . 巴 期 斯 基 : 苏联 经 济 地 理 CPR), 财政 绝 济 出 版 竺 ,北京 , 1956 年 ， 
119 一 120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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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SL) RUE P WS AL) AS eR AT 
COPS) APE A ETO AE) Bhs HS 
(SCF SPOT BPE 5 EE HIRI DS ET Fo PES BER 
Hv ETRE EMIS AAD, BREA 
ERM, MAMET HAE. LTE A AER, 底 土 的 深 ， 
度 和 性 质 及 其 他 等 。 属 于 这 类 城市 的 有 : BHAA OLE 、 
港 )、 伊 斯 坦 布尔 ( 博 斯 普 鲁 斯 海峡 附近 ,城市 的 欧洲 部 分 位 于 黄金 
角 港 两 岸 )、 旧 金 和 《位 于 联 粘 旧金山 沾 同 太平 洋 的 金 状 峡 附近 )、 
海参 威 (位 于 彼得 大 帝 湾 的 黄金 角 港 沿岸 ) .新 嘉 坡 ( 麻 大 甲 海峡 附 - 
近 的 新 加 坡 岛 上 )， ON RA 
及 其 他 许多 城市 。 

随 着 然 路 运 炉 及 运河 建筑 的 发 展 ， 产 年 了 新 的 便利 的 交通 间 
路 网 ;固然 这 是 一 些 较 河道 或 海路 昂贵 的 道路 。 由 于 这 个 原因 ， 就 
MAMIE RK, HSER AMMA Toe. Bl 
如 ， 克 拉 斯 讲 雅 尔 斯 克 城 在 横断 叶 尼 塞 河 的 西伯 利 亚 詹 道 修 通 之 
后 , 便 开 始 迅 速 地 发 展 起 来 。 在 此 铁路 修筑 芭 前 最 大 的 城市 中 心 售 
是 叶 尼 塞 斯 克 。 位 于 鄂 毕 河 同 西伯 利 亚 铁 路 干线 相交 处 的 新 西 众 
利 亚 就 是 由 于 铁道 的 修建 而 产 符 的。 现在 这 个 城市 是 西伯 利 亚 最 
大 的 城市 ; 在 这 些 情况 中 ; 具有 决定 意义 的 同样 是 社会 经 济 条 件 ; 
符 产 力 的 发 展 ,如 铁道 的 建设 ,以 及 苏维埃 时 代 的 国家 工业 化 ;但 地 
理 环 境 也 发 符 了 一 定 的 影响 。 在 其 他 条 件 相 同 下 ,河流 同 铁路 相交 

| 的 地 方 最 利于 城市 的 发 展 , 这 是 易于 理解 的 ;因为 河流 可 以 将 城市 
与 其 整个 流域 地 区 联系 起 来 ,因而 促进 了 城市 狐 济 和 文化 的 发 展 。 

因此 ;地 理 环 境 影响 着 生产 力 的 发 展 、 人 类 社会 的 发 展 ,但 这 
种 影响 厦 无 决定 的 意义 。 地 理 环境 仅 能 加 速 或 延 绥 冬 会 发 展 的 进 
程 ,但 并 不 决定 入 会 发 展 中 的 质变 , 亦 即 不 能 成 为 一 种 社会 猎 济 制 
度 为 另 一 种 社会 轻 济 制度 所 代替 的 原因 。 每 一 具体 类 型 的 区 域 ,对 
主 会 发 展 的 影响 ,在 历史 上 是 逐渐 变更 的 。 物 览 财富 符 产 方式 念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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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件 下 则 可 能 发 生 积极 的 影响 。 因 此 必须 在 社会 发 展 的 一 定 阶 段 - 
上 来 着 察 一 定 具 体 类 型 的 区 域 的 影响 。 由 于 地 理 环境 本 身 是 变化 

”和 发 展 的 ,因此 这 一 点 就 更 为 必要 ,当然 这 种 变化 和 发 展 过 程 较 之 
入 会 的 发 展 过 程 要 绥 慢 得 多 。 

第 五 节 社会 对 地 理 环境 的 影响 及 

社会 对 地 理 环 境 的 改变 

二 人 类 衬 会 在 物质 财富 的 生产 过 程 中 ,和 经 常 地 影响 着 地 理 环境 。 
这 种 影响 极为 普通 ,以 致 政治 轰 洲 学 通常 都 将 十 地、 森林 ,水 .矿藏 
等 这 样 二 些 地 理 环 境 的 要 素 列 入 生产 砍 料 中 。 主 会 对 地 理 环 境 的 
影响 在 历史 上 是 不 断 改变 着 的 。 随 着 技术 的 进步 ,入 会 生产 力 的 发 

。 展 ,人 类 对 自然 ,对 地 理 环 境 的 影响 也 不 断 坪 大 。 

一 “在 社会 主义 以 前 的 社会 经 济 制度 中 
社会 对 地 理 环 谤 的 影响 

很 长 时 期 内 原始 人 主要 是 靠 采集 植物 食物 和 打 洗 生活， 这些 
活动 都 是 利用 极 简单 的 工具 集体 地 进行 的 但 这 在 某 种 程度 上 ,已 
帮 是 对 自然 界 的 有 意识 的 影响 ， 因 为 这 时 已 开始 运 用 工具 了 。 因 
此 ,还 在 那 时 ,人 类 对 地 理 环境 的 影响 就 已 在 本 质 上 区 别 于 动物 的 

”影响 。 
大 工 取 火 方法 的 发 现 及 其 运用 ， 更 加 强 了 人 类 对 于 自然 界 的 - 

影响 ;人 类 开始 分 布 在 地 球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上 。 人 们 利用 由 石头 、 青 
AN 铜 、 铁 制 成 的 工具 ; 不 仅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影响 植物 和 动物 界 ,而且 也 
影响 着 矿藏 。 原 始 收 畜 业 的 产生 成 了 创立 特 浆 动物 界 即 家 冀 的 开 
娃 。 随 着 农业 的 产生 ,人 类 同样 也 对 士 壤 发 生 了 巨大 的 影响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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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有 可 能 清除 主 地 上 的 森林 和 灌木 ;并 将 其 用 作 耕 地 人 咎 开始 利 
用 具有 铁 失 的 木 犁 来 耕 秋 面积 较 大 的 土地 。 手 工业 和 商业 世 发 展 
起 求 。 城 市 也 产生 了 。 了 由 于 生产 力 安 展 的 精 果 ,相当 广大 的 地 段 十 
揭 土 壤 一 “植被 和 动物 界 发 从 了 改变 。 在 河流 引 和 海洋 沿岸 已 开 
妇 捕 所 大 量 的 鱼 类 。 在 农业 中 ， 常常 用 河水 施行 人 工 灌溉 ， 因而 在 

‘Ms 一 定 程度 上 影响 了 河流 。 

eS LOS, FAST ALS MSIE TCIM RTOs 

she LISP Cy BE Sy ASE Fe HEH, EDR EK A BE 
RESET 0 HEAT PK ZOE RES, FEE EA 
PAPE PANY, TG FERRER Loh ESL ey, BIE 
TESS tk SKA BEIT HSS hg 5 SBE E TEE SELES 
= EEG (EH) HPA RSE TO NS 
FKP, REE. PSX 
HHA REA SE, BRA. ESE 
ET, 手工 业 和 商业 的 发 展 , 对 地 理 环境 有 着 直接 和 间接 的 影 顺 。 上 
LBM BRR, HES ERISA FORE 

前 提 , 就 在 于 利用 地 理 环境 的 各 个 物体 一 森林 、 有 用 矿藏: 要 人 符 -- ， 
动物 等 。 由 于 生产 力 得 到 改进 ,因此 手工 业 生产 对 地 理 环境 的 影响 

也 不 断 二 大。 

SK eH, CORI SED FORT HE ANB, 
‘SHE RAT RA BAM, RRA 

条件 下 ， 生 产 力 的 高 度 发 展 水 平和 高 度 技术 水 平 》 更 促进 子 这 一 : 

点 .凡是 能 在 资本 主义 生产 过 程 中 砂 一 定 利 泗 的 天 然 资源 ;者 遭 
到 了 护 夺 性 的 开发 .这 些 开发 的 主导 因素 ,不 是 为 了 合理 利用 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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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E TET NA AEA EAU PR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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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PEAS TE ISAK, FLAT MEER EGG AE SB J A BRD CA 
SAE AAAI , Whe ARMM , NT IAI) SEER UES 
由于 不 合理 开 晨 的 结果 ， 在 这 些 地 区 开始 发 展 着 破坏 肥沃 土壤 腐 
殖 层 的 风 鲁 作用 和 流水 侵 侯 作用 。 

在 所 请 标 风 暴 时 狂风 从 开 星 过 的 广大 地 区 扬 起 了 侍 云 。 这 时 
Ze HP URE BG GG EHO AMT, OE RAS dl] BE FINS PE Eo 
SW ASES AS ACH TT DUBE KR RE EER EB 
起 地 方 几 百 公里 远 的 地 区 。 在 铁路 的 某 些 地 方形 成 了 堆积 物 。 
美国 的 全 暴 地 带 包括 了 下 烈 各 州 ,如 : 蒙 大 纳 , 怀 俄 明 、 北 达 科 

季 、 南 达科他 、 内 布 拉 斯 加 、 堪 了 斯 ,科罗拉多 、 俄 克拉 何 马 、 新 墨 西 
哥 ̀ 得 克隆 斯 \ 伊 阿 华 。 根 据 美国 农业 局 的 故 料 ,美国 寸 壤 风 全 , 使 农 
业 、 灌 浙江 渠道 路 及 其 他 等 所 遭 到 的 损失 每 年 为 4 亿 多 美元 @ 。 

如 要 合理 利用 肥沃 士 壤 ,除了 施行 正确 的 输 作 制 以 外 ,还 必须 
”建立 护 田 林带 ,但 这 需要 一 定 的 人 金钱, 因而 也 会 使 利润 减少 ， 所 区 
这 是 与 资本 主义 生产 的 基础 相 矛 盾 的 。 

流 永 优 全 作用 对 士 壕 发生 极 大 的 压 坏 作用 ， 有 时 可 使 广大 沃 
土地 区 丢 沟 谷 切 割 到 如 此 程度 , DI RPA A SLES HE 

- 攻 一 方面 最 典型 的 例子 是 美国 的 劣 地 (“ 兴 地 ?) 地 区 ， 而 这 里 在 从 
前 全 是 普 列 利 草原 的 肥沃 土壤 .在 岁 本 主义 条 件 下 ,天 然 春 源 的 不 
合理 的 、 掠 夺 性 的 利用 ,同样 也 是 土壤 流水 侵蚀 强烈 发 展 的 基本 诛 
因 。 沪 了 获取 最 多 的 利润 ,常常 施行 不 正确 的 士 地 利用 。 植 林 和 种 
HAY DUAR, GEES SIE ENE ASE AS, 但 这 需要 一 定 的 费用 , HE 
会 减少 利润 ,因此 这 与 列 本 主义 生产 的 基础 也 是 不 相 容 的 。 

@ ToS. HEU: 土壤 的 风 侵 及 对 它 的 斗 等 ， 国 家 农业 着 籍 出 版 社 ， 1955 
年 ;12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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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资本 主义 时 代 , 土 壤 肥沃 区 域 的 自然 界 , 在 许多 情况 下 受到 
了 剧烈 的 改变 ， 龙 甚 是 土壤 一 一 植 彼 和 动物 界 所 受到 的 改变 圣 别 
巨大 例如 ,这 一 情况 在 温带 地 方 ,如 草原 地 区 就 才 现 得 十 分 清楚 。 
广大 森林 地 区 同样 也 受到 了 巨大 的 影响 。 在 热带 、 副 热带 以及 一 部 
分 沙漠 地 区 ， 天 然 状 源 还 在 套 本 主义 以 前 各 时 期 即 已 受到 掠夺 性 - 
的 利用 ,但 套 本 主义 势力 的 渗入 * 划 大 大 地 加 剧 了 这 些 地 方 天 然 资 
PBS LU Bs 

Bee “RE GK, ERT HEL, MHSBBREME 

tk, ck LB: Ao 之 时 ,天 下 狂 未 平 ， 洪 水 横流 ， 草 木 惕 
(«EL SBR.’ 当时 的 人 口 ， 还 不 很 多 ， 所 以 大 全 可 以 依靠 林产 品 

来 生活 ; 后 末 因 大 日 还 靳 博 加 ， PPT EA Mag, BT 
DFE ‘Fo he ; FAME.” J TIER KH 

烧 去 ， 本 也 就 从 那 时 候 起 , 直到 中 国人 民 革 命 胜 - 
利 风 千年 来 我国 的 天 然 林 , 一 直 都 鹤 摧 残 着 。 这 样 , 才 造成 全 天公 
国 性 的 由 幕 、 沙 落 和 所 莞 等 的 严重 情况 .”@ 

MERRME A, PHKRRAG RAS RRA, BIE © 
SEL A A BIR “BALA, APRRSRMAR, A 

. 受 着 封建 主义 、 带 国 主义 和 官僚 套 本 主义 的 重重 压迫 ;同时 还 要 在 

水 . 旱 . 凤 、 沙 等 自然 灾 禄 中 净 扎 ,很 多 的 人 到 最 后 被 迫 离 开 他 们 最 
Jab eb, HE EA FR EE ERD 

Pe es ARABS A a — eh Pe As , MVE TPR TOE. RT AY 
贵 的 森林 资源 ， FRADE TTB ARI 破坏 了 肥沃 的 
HB cere” 四 . . 

革命 前 ， 西 伯 利 亚 的 森林 往往 5 F EERY SANE LTR 
毁 。 但 还 有 更 多 的 森林 ,常常 是 由 于 不 注意 防火 和 缺少 防火 措施 而 

@ 交 青 
@ WL. 
©) Be: 中 国 的 森林 ( PIER), ah EE 1953 4,73 Flo 

四 WMLE,4K. 

© 4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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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Y AEA APL BA ERA FEA LALA EA BB 
“ 供 葵 这 些 费 用 的 ,因而 也 就 不 能 防止 原始 森林 中 的 火灾 。 在 某 些 年 
代 中 ;原始 森林 火灾 的 烟 霉 身 奸 着 广 厂 的 区 域 , 以 致 妨碍 了 西伯 利 
亚 铁 道上 的 交通 ;以及 西伯 利 亚 各 河流 的 航运 。 林 业 专 家 们 断定 ， 
二 月 革命 前 俄国 西伯 利 亚 森 林 的 主要 消耗 者 是 火 。 施 行 森 林 防 火 
EVE, 只 有 在 苏维埃 时 代 才 有 可 能 。 
AEN BRASS LE BU 夺 性 的 利用 。 
因此 森林 复 盖 面积 惫 剧 减 小 。 例 如 ,大 不 烈 题 的 森林 几乎 已 至 被 毁 : 
灭 。 在 法 国 和 德国 保存 下 来 的 森林 也 较 少 ,美国 森林 的 面积 也 每 剧 
减 小 了 。: 但 是 ;我 们 不 能 议 , 在 谤 会 主义 以 前 各 时 期 人 类 对 于 植物 
的 影响 仅仅 才 现 在 它们 被 毁灭 的 方面 。 与 植被 遭受 破坏 的 同时 ,由 
于 人 类 的 克 济 活动 ,人 们 也 创立 了 一 系列 的 栽培 植物 (小 麦 , 大 麦 、 
FASE FER. BROOK TH EE WE. BE. RG 

| SE), LEAL BNL 9 UE + HIG 6 一 8.5 和。 
人 类 社会 对 于 动物 界 的 影响 ,同样 也 是 极为 显著 的 ,同时 对 动 '， : 

” 鹏 影响 最 大 的 是 在 春 本 主义 时 代 。 许 多 珍贵 的 动物 已 惟 消 灭 。 例 
艺 5 欧 浏 野牛 或 原 牛 .野马 、 古 马 还 在 历史 时 期 中 即 已 绝种 。 欧 柜 帮 

” 和 美 葛 帮 仅 在 世界 上 不 多 的 一 些 禁 儿 区 中 有 所 保存 。 在 北美 美 辟 
帮 兽 群 合 是 很 大 的 。 由 于 太平 洋 铁路 的 建筑 ,美观 帮 零 其 分 为 两 群 : 

ACH HE GE LUD IEEE 50 万 头 ,南方 的 一 群 有 400 SK. 
在 19 世纪 的 后 30 24E SEBS TP LAF HAS . MAAS EEE 

的 动物 , 由 于 掠夺 性 的 捕捉 方法 ,保存 的 数量 已 经 很 少 ;因此 ,虽然 
筷 们 的 毛皮 十 分 珍贵 ,但 它们 在 毛皮 业 中 井 不 起 很 大 的 作用 。 产 于 
太平 洋 北部 的 大 海牛 还 在 19 {UH My REE RAGAN AE, CRP 
独 也 遭 到 了 大 量 的 捕杀 ,因而 使 得 海 独 几 乎 全 部 艳 达 .由 于 苏联 政 
府 的 保护 措施 ,在 康 昌 多 群岛 、 千 岛 群 岛 及 堪 察 加 定 岛 的 南端 , 海 
独 的 头 数 已 开始 增加 。 生 活 在 太平 洋 北部 的 海狗 同样 也 具有 珍贵 
的 毛皮 ,但 这 种 动物 的 头 数 也 大 大 减少 了 。 在 苏联 癸 土 上 ( 康 曼 多 : 

四 二 © 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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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上 最 大 的 动物 一 Be BE Se RAT 
从 十 代 起 就 有 了 捕 鲸 业 。 从 16 HAAS, TERA RR 

” 自 1864 年 起 在 捕 鲜 业 中 开始 利用 包 标 放射 炮 和 次 船 , 因而 使 北 千 

球 鲸鱼 的 数量 大 大 减少 。 数 万 条 鲸 刍 仅 仅 是 为 了 获取 鲸 须 以 满足 
HASH i AA OM 20 TAREE 捕 鲸 业 开 始 在 南极 各 海上 发 
展 起 来 ,这 里 的 捕 能 数量 在 最 近 时 期 占 世界 捕 鲸 总 量 的 纸 大 都 分 。 
在 资本 主义 惨 酷 觉 等 的 条 件 下 ， 担 心得 不 到 巨额 利润 的 思想 引起 
THE LMA MGR. MER RARE LE 
#889 20 一 30 42, 3 ARS MA CoH ERR PS BR 
RO. Re 
群 的 问题 。 

ZENE 2,000 车 来 ， 地 球 上 的 叶 乃 类 动物 的 种 和 亚 种 已 波 少 了 
72 种 ， 同时 其 中 一 什 是 在 最 近 50 年 的 过 程 中 消失 的 。 

同时 在 许多 情况 下 ， 人 类 由 于 经 济 活动 (自觉 的 或 不 自沉 的) 
的 辕 果 ， 也 促进 了 首 允 动物 在 地 球 上 的 分 布 , 以 及 使 一 些 对 天 类 午 
丛 的 动物 繁殖 起 来 。 

例如 , 1859 年 移 至 澳洲 的 家 更 很 快 就 大 量 地 繁殖 起 求 , US 
破坏 了 植被 , 答 养 羊 业 带 求 了 巨大 的 损失 。 为 了 与 家 更 在 广大 地 区 
EMSARETSES, PME TAM. ESR AWTS LS ME 
TARO RS EE ED, NT REE BA TE 

“RHR 2,000 多 万 只 时 , 它 的 数量 才 开 始 显著 减少 。 但 在 最 近 二 个 
-时 期 ,已 经 提出 了 关于 保护 作为 珍贵 疗 猎 动物 的 家 更 的 问题 。 

人 类 不 仅 对 符 活 于 天 然 条 件 中 的 动物 有 着 极 大 的 影响 ， 园 时 
AAS TPR Sh RR AR UES 
He i) SBE) ee Shy Ze IAS Sb, SARE 

O BA. 命 里 亚 明 :家 极 的 航行 (引文 版 ) 中 华 书 局 ;1954 年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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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y AP ESL, SONG BARRA, RIA 
种 矿 牺 、 煤 .石油 .石墨 及 其 他 等 有 用 矿藏 。 现 在 已 从 地 下 开采 了 

500 多 亿 吨 煤 、20 亿 吨 铁 ,2 万 吨 黄 金 、2;000 万 吨 铜 及 其 他 等 等 @ 。 
在 放 会 主义 以 前 的 各 个 笠 会 友 济 制度 中 ， 尤 其 是 在 赛 本 主义 社会 
中 ,对 地 下 者 源 开采 的 掠夺 性 质 才 现在 :质量 最 好 的 矿床 已 改 开 采 

到 绝 天 部 分 ,矿物 天 然 资 源 临 近 永远 耗 尽 的 地 步 。 
Sey LUM CGE, CERES AE CLT Se RH ETI 
SBE A RUBE. REALE A OME ER | 
历 更 时 期 追求 着 具体 的 利 丛 ， 而 一 般 很 少 考虑 到 开发 天 然 奏 源 的 

后 时。 他们 首先 感到 兴趣 的 ,可 以 朋 是 “今天 "的 利 丛 "同时 ,只 要 有 
可 能 依 先 掠 夺 天 然 财富 来 获得 更 多 的 利 泗 ， 那 么 这 种 可 能 性 照例 
是 能 够 变 成 现实 的 。 这 种 现象 在 现代 壮 本 主义 社会 中 即 可 观察 到 。 
在 现代 资本 主义 条 体 下 , 蔓 断 痊 本 正 力求 获取 最 大 限度 的 利 泗 这 
PRET MRR RNS HOA Ab RARE MATS EBL 
NE ARASH , PPDUE Xt HO ENG MANE BILE A 发 的 性 里 。 由 
于 套 本 主义 时 代 生 产 力 的 瑟 大 发 展 ， 便 引起 了 较 套 本 主义 以 前 各 
社会 轰 济 制度 时 期 都 更 为 强烈 的 地 理 环境 的 变更 。 在 谤 会 主义 久 

“前 各 社会 径 济 制度 中 , 对 天 然 奏 源 的 掠夺 人 性 和 自发 性 的 开发 ,最 络 
引起 了 地 理 环境 的 重大 变更 ,而 在 某 些 情况 下 旭 是 薄 惨 的 ,无 法 挽 

一 救 的 变更 。 

| 二 “社会 主义 社会 对 地 理 环境 的 影响 

eater ee Ate oe a 
LEM ATA ALS aE PD IE QUT, PAL ES 
理 环境 中 进行 着 一 些 由 于 过 去 对 天 然 资 源 的 掠夺 性 和 自发 性 的 利 
用 而 引起 的 不 良 的 .有害 的 过 程 。 社 会 主义 社会 实行 着 旨 在 停止 地 
理 环境 中 这 些 过 程 的 措施 。 

@ A. 卫 .村 尔 斯 骂 : 地 球 化 学 第 2 起 /1934 年 ;298 页 。 
= . eAT5 



Bild, SLR Hh , PH AAG A Te 
Bl LAAN HE K SAN. TRIAS RE Se Eh PARAS eB 
这 一 类 地 区 。 现 在 在 这 些 地 方 ， 正 采取 措施 来 预防 这 些 有 害 于 士 

“ 塘 肥 力 的 现象 (土壤 的 正确 耕种 、 建立 护 国 林 带 . 合理 利用 收场)。 
此 外 ， 还 对 那些 因 过 去 利用 士 地 不 当 而 贫 帝 了 的 十 壤 的 肥力 进 生 
改良 。 

大 禁止 伐 镍 开采 区 多 。 龙 其 是 现在 正 通过 建立 禁止 伐 猎 开采 区 来 

等 .一 切 动物 的 狩 儿 都 受到 限定 .许多 动物 在 其 未 恢复 到 很 大 数量 

以 前 不 克 许 狩猎 .为 此 目的 ,生物 学 家 认为 能 禁止 捕杀 鲸鱼 0 一 巧 

定 是 合理 的 ,但 在 现在 岁 本 主义 觉 等 的 条 件 下 ,这 一 点 是 办 不 到 的 。 

在 苏联 具有 闭 水 作用 的 森林 不 仅 不 加 以 砍伐 ， 而 鼎 还 进行 稳 

” 植 . 在 伐 区 地 方 同 样 也 进行 着 植 林 .在 苏联 的 草原 和 和 森 林 草 原 地 区 : 

ESA ARE MAME RE. CR AUR EAE BE 
BENE ATT HEAT HARP RAED ABR LRG I He, VERE RS ORE 
ASSES EACLE 2.10 ITS Il 
也 阻 了 流水 侵蚀 过 程 的 发 展 。 

如 果 在 社会 ee 
BER, HBL, PERLE REP MISCEL AS SST EP 
Mi ALP — PAE M AAA BER RT ELE EERIE BE 
开发 互 大 河流 .利用 森林 ,保护 稀有 动 植物 及 矿物 方面 所 采取 的 那 

“ 样 广泛 的 有 计划 的 措施 ,以 及 在 提高 土壤 肥力 ,增加 珍贵 动物 头 效 - 
等 方面 的 措施 。 在 社会 主义 社会 中 ,不 可 能 存在 着 地 理 环境 变更 的 
自 必 性 及 对 天 然 交 源 的 掠夺 性 利用 在 这 里 的 任何 地 方才 可 看 到 
对 天 然 春 源 的 合理 的 粽 合 的 利用 。 

陆地 水 ,尤其 是 河流 是 天 然 资 源 之 一 种 。 对 河流 的 合理 的 烷 合 
“476。 

为 了 忌 复 珍贵 迁 芷 动物 的 头 数 ， 正 实生 生 着 保护 节 休 的 措施 和 
建立 禁止 伐 猎 开 采 区 。 在 苏联 建立 了 关于 保护 动 植物 及 态 物 的 广 

人 nm 

—_ 



FIN, RARE A RAL BF A AY HE. Ce 
主义 竺 会 条 件 下 ， 在 伏尔加 河上 建立 了 一 个 完整 的 水 力 发 电站 系 
EUR, AAA BNR LAL SEE Bs GR 
SAR) oth RR T — RAR PREG AA, BD: 2k. 

“SER EPEAT ASE BA. ZED MERI RR TE RE A 
成 为 可 能 。 在 美国 , 在 状 本 主义 玖 酷 竞 等 的 条 件 下 ,， 詹 路 公司 所 建 
倘 的 横 跨 河流 的 桥 标 , 恰好 使 输 船 不 能 通行 火车 站 则 建立 在 河流 
及 码头 附近 。 铁 路 公司 之 所 以 这 样 作 ， 是 为 了 使 货物 不 从 河上 , 而 
PRE 在 这 里 根本 谈 不 到 对 河流 ， 以 及 对 其 他 天 然 贾 源 合理 
的 综合 的 利用 。 

_， 中国 的 各 大 河 ,尤其 是 黄河 ,在 数 干 年 的 过 程 中 给 中 国人 民 带 
来 了 无 数 的 灾难 ， 往 往 掩 没 了 国内 最 肥沃 的 地 区 。 为 了 中 国人 民 
的 需要 而 进行 有 计划 的 治 河和 利用 这 些 河流 ， 只 有 在 人 民 成 为 自 
已 国家 的 主人 久 后 才 成 为 可 能 。 在 新 中 国 ， 对 天 然 套 源 的 利用 和 

对 地 理 环 境 的 影响 第 一 区 在 中 国 历史 上 根据 至 国 的 任务 和 在 僵 国 
范围 内 进行 考虑 ， 而 不 是 从 过 去 为 追逐 利润 而 护 夺 性 地 利用 天 然 : 

效 源 和 自发 地 影响 地 理 环境 的 私人 及 私人 公司 的 观点 出 发 来 进行 
-考虑 。 Bat < Bn 

现在 在 苏联 土产 曼 共 和 国正 建设 着 卡拉 康 姆 运河 ， 臣 运河 位 
“ 手 阿 姆 河 右岸 巴萨 加 特 村 附近 ， 是 国内 最 大 的 无 坦 搓 水 水 利 工程 
之 一 .卡拉 库 姆 运河 流向 穆 尔 加 布 河 及 德 钴 河 下 认 , 这 里 有 着 面积 
很 大 的 肥沃 土地 .将 来 苹 运 河 还 将 秋 标 向 西 ̀ 向 科 具 特 达 格 山 豚 附 
近 各 炉 洲 的 方向 .向 阿 什 哈 巴特 太 及 粕 而 向 里 海 方向 修建 。 当 访 运 

个 河 使 卡拉 康 姆 东南 部 得 到 灌 浙 时 , 蕊 就 会 为 农业 .果园 业 、 音 牧 业 、 
捕 注 业 和 狩 独 业 创造 强大 的 基础 。 叱 同时 也 保证 了 居民 点 和 铁路 
的 供水 = 因此 ,沙漠 中 最 珍贵 的 一 种 天 然 春 源 -一 水 , 即 鹤 综合 地 利 
用 于 国民 胡 济 的 各 种 不 同 需要 中 。 这 只 有 在 天 然 资 源 不 属于 私人 

” 利 私 人 公司 ,而 属于 人 民 的 竺 会 主义 竺 会 条 件 下 才能 实现 。 

站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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