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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命演化的环境思考
——读《地球生命的历程》有感有感

地球的起源、生命的出现、恐龙
时代、人类的祖先以及冰河时代……
我们这颗星球有着太多的谜团等待
着去揭示。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
之后，对于地球以及地球生命奥秘的
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可惜在工
业革命之前，人类对地球科学的认识
还过于肤浅。

长期以来，地球被赋予更多的是
神话传说与文学想象，较之其他领域
的科学研究来讲，人类揭开地球科学
神秘面纱的步伐是迟缓的。在《地球
生命的历程》一书中，4 位当今世界知
名的科学家，基于新近的科学研究成
果，用简洁精准的文字和大量精美的

景观复原图、照片及图表，生动地展
现 了 地 球 、地 球 景 观 和 生 命 演 化 历
史，为读者开启一段美妙而又令人难
忘的探索之旅。

本书第一作者理查德·穆迪是英
国金斯顿大学地质学荣誉教授，曾担
任英国地质家协会主席，在国际地质
界享有盛名。第二作者安德烈·茹拉
夫列夫现为俄罗斯科学院古生物研
究所的首席科学家，是古生态学研究
领域的著名学者。

《地球生命的历程》共分为 6 章
18 个小节，分别对应于 18 个主要的
地质时期。每个小节中，对于一个地
质时期重要的地质和生物演化事件
进行了详实的叙述。

对于这本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星评
价说，从宇宙的大爆炸起源，到现代
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从基础地质概念
的介绍，到重要发现和研究的具体过
程；小到化石和矿物的形成，大到地
球主要圈层和板块的演化；从研究方
法的介绍，到著名物种的展现，本书
显然是一本综合性强并带有浓厚人
文色彩的书籍。强调地球岩石圈、大
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演化历史，
是一本好的地史书的核心，本书显然
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科学家估计，地球诞生至今已有
46 亿年的历史。46 亿年，是一个极其
漫长的地质过程，伴随着地球内部和
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生命从无到有在
时刻演化，而地球上的生命，一方面在
适应着地球的环境，同时物种也在改造
着生态环境。在不同的地质时期，曾经
有不同的新物种出现，同时也有不同
的物种走向灭绝。生命演化的场景，
构成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表演”。

我们常说，地球孕育了生命，然
而地球 46 亿年前在宇宙大爆炸中诞
生时，是一个滚烫的高温星体。35亿年
前，当大气层形成后，才使得地球生命

的出现具备了生
存条件。

在 地 球 生 命
演化进程中，恐龙
是无法绕开的动
物门类。恐龙起
源于 2.25 亿年，灭
绝 于 6500 万 年
前。恐龙在地球
上生活了长达 1.6
亿年，将恐龙列为
失败的演化者，确实是冤枉的。

恐龙到底是如何从地球上灭绝
的？很多人认为这是外星球的陨石
撞击地球后，地球形成浩瀚无边的火
灾，在高温和食物锐减的情况下，恐
龙走向了灭绝。还有学者经过研究
认为，恐龙灭绝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
程，可能是气候或海平面的变化引起
的。但在《地球生命的历程》一书中，
作者认为恐龙的灭绝是这两种因素
叠加形成的恶果。

人类真正作为地球的主宰者，才
不到 1 万年的历史，这和恐龙主宰地
球 1.6 亿年的历史相差甚远。人类和
所 有 物 种 一 样 ，也 历 经 了 漫 长 的 演
化。现在的人类，也称为智人。智人
是 灵 长 目 亚 科 人 族 的 分 支 ，大 约 在
500 万年前与组成人科的大猩猩、黑
猩猩分道扬镳。

科学家研究认为，大约在 15 万年
前，现代智人起源于非洲，后来渐渐
扩散到世界。人类对于生存条件极
为苛刻，需要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
源、繁茂的植物，由此也不难看出，在
远 古 的 非 洲 ，生 态 环 境 应 该 还 算 不
错，否则人类不会首先在那里出现。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进程中，物种
的消亡与新生，本属于正常的自然规
律。可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由
于人类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对自然
的索取越来越多，无数的原始森林遭
到肆意砍伐，水源地遭到破坏，使得

地球正在遭遇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根据 科 学 家 的 研 究 ，如 果 没 有

人 类 的 干 扰 ，在 过 去 的 2 亿 年 中 ，
平 均 大 约 每 100 年 有 90 种脊椎动物
灭绝，平均每 27 年有一种高等植物灭
绝 。 然 而 ，因 受 人 类 活 动 的 强 烈 干
扰，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灭绝的速度提
高了 100倍～1000 倍。

近一百多年来，由于环境污染、
人 口 急 速 增 长 、过 度 耗 费 资 源 等 因
素，很多动植物的栖息地在快速丧失
和碎片化，有 110 种哺乳动物、139 种
鸟类在地球上消失了。如，昆士兰毛
鼻袋熊于 1900 年灭绝，北美白狼于
1911 年灭绝，中国犀牛于 1922 年灭
绝，巴厘虎于 1937 年灭绝，墨西哥灰
熊于 1964 年灭绝，爪哇虎于 1980 年
灭绝，加拿大黑足雪貂于 1991 年灭绝
……至于我国长江流域里的白鳍豚，
生死依然成谜。

《地球生命的历程》一书中，尽管
作者对于地球与物种之间的协同演
化是以理性的态度娓娓道来，可是浓
郁的人文情怀清晰可见。地球承载
着生命与人类文明，从宇宙的视角来
看，这颗星球依然是璀璨、伟大。同
时也应该看到，地球自诞生以来，目前
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最为严重。对于
当前而言，当务之急就是维护好、保
护好物种之间的多样性平衡，使整个
自然界保持蓬勃生机。也只有如此，
人类才会有更加长远的未来。

新书推荐

美国南部海岸平原，象牙喙啄木鸟日
渐凋零，归于静寂无声；哥斯达黎加的金蟾
蜍，原是两栖类动物界的传奇，如今已消失
了生存的踪迹；天性害羞、很难繁育的苏门
答腊犀牛，不知不觉在骤然衰减……在《生
命的未来》中，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用
真挚动人的笔触，讲述着悄无声息地在全
球各角落上演的物种灭绝的故事，生命的
多样性虽然富丽却骤然陨落，而我们人类
正径直奔向一个孤独的时代。

□ 内容简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美】爱德华·威尔逊
出版时间：2016 年 5月

《动物生活史》一书通过观察动物的日
常生活，并研究它们各自是怎样解决食、色、
地盘、种族四大永久性问题，以揭示生物界生
生不息的生命演化进程。作者认为整个世界
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剧场，每个生物体都扮
演着各自的角色，虽然这一出生命大戏已演
出上万年，但会一直演下去。作者在书中
还特别强调了研究者思维的训练，正是这
种思维的训练使得古老的博物学发展成为
现代的生态学。

□ 内容简介

作者：【英】约翰·亚瑟·汤姆森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 年 5月

□ 内容简介

此次翻译出版的《自然史》，精选了原
著中最经典的部分，并且按照作者写作年
代顺序进行了编排，既保留了原著精华之
处，又相对完整地呈现其结构风貌。书末
还 收 录 了 埃 罗·德·塞 歇 尔 的《拜 访 布 封
——蒙巴尔之行》，在文中埃罗幽默地描述
了布封在居所的生活和两人之间的对话，
既揭示了布封在科学和文学领域的超人天
赋，又坦言其弱点和缺陷。

作者：【法】布封
译者：陈筱卿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 年 8月

●

●

在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基础上，面向2030年部署启动“科技

创新2030-重大科技项目”；构建现代农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现代产

业技术体系，生态环保、人口健康等支撑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技

术体系等

全面提升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
建立统一开发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

建设服务业、实体经济的创业孵化体系
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体系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创新型省市和区域创新中心，打造“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

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

中国循环经济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曲
睿晶表示，《“十三五”国家科
技创新规划》中，涉及到的环
保领域科技创新，对推动发展
方式转变、提升发展质量和效
益，引领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是对绿
色发展的补充和引领。

《规划》中提到的智能电
网、煤炭清洁利用、油气开采
与应用领域，都围绕着我国能
源转型、供给侧改革、稳增长
促转型的绿色发展主题。就
能源领域而言，转型之路就是
集约与优化。

《规划》中对我国推行的
清洁生产，包括企业循环式生
产、园区循环化发展、产业循
环式组合等都提出了科技创
新要求。而实现循环发展，就
是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
产工艺作为保障和引领。从
生产源头上减少消耗，在生活
领域中减少消费。同时，把终
端产生的废弃物充分利用，从
而减少原生资源消耗和传统
能源依赖。

专家认为，《“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划》出台非常及
时，抓手很准。目前，我国环

保科技领域诸多创新没有得
到具体贯彻和应用，其中一个
主要原因是缺乏大纲引领，重
视程度不够，措施更少。《规
划》出台后，将为节能环保和
环境治理的发展方法论夯实
基础。

《规划》提到的几个领域
大多为国民经济的重点，与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我国是煤
炭消费大国，在能源结构上不
能回避。比如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就是要从煤炭的开采、
加工到利用转化，整个产业链
实现环境友好，其中最主要的
是利用环节。清洁就是把黑
煤 变 绿 色 ，高 效 就 是 提 高 效
率。不能把污染留在应用过程
中和末端产品里，要从源头上
减少废弃物产生、减少浪费。

清洁生产要有高新技术
支撑，要有创新引领。科技是
目标实施的保障。结合近日
国家发改委关于就《循环发展
引领计划》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其中提出要把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成为引领各行各业
发展的纲领。尤其是坚持以
创新开放为驱动，加快先进技
术在循环经济领域的应用，这
充分说明科技的重要性。

围绕绿色发展 集约优化能源

在深空方面，继续
实施现有的探月工程，
部 署 启 动 首 次 火 星 探
测，推进深空探测。在
深海方面，启动深海空
间站建设，加强深海探
测、深海装备的关键技
术研发。在深地方面，
加强地球深部探测、城

市空间安全利用、深部
矿 产 勘 探 等 方 面 。 深
蓝 则 指 网 络 空 间 、信
息 技 术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的 战 略 高 技 术 。 在
深蓝方面，要继续部署
超 级 计 算 机 ，形 成 能
力，还要启动量子计算
机研发。

“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是指什么？

将部署哪些环境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规 划》强 调 ，坚 持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在深入实施重大专项的基础上，面向 2030 年部署
了 15 个科技创新重大科技项目；围绕现代农业等十
大领域构建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围绕生态环保等五
大领域构建支撑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
系；围绕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

战略利益的技术体系。
能源环境领域方面，在已经部署了大型油气田、

先进压水堆、高温气冷堆、水体污染治理等重大专
项的基础上，又部署了智能电网、煤炭清洁利用、京
津冀环境综合治理等面向 2030 年的科技创新重大
工程。

●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煤炭绿色开发、煤炭高效发电、煤炭清洁
转化、煤炭污染控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核心关
键技术研发，示范推广一批先进适用技术，燃煤发
电及超低排放技术实现整体领先，现代煤化工和
多联产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 智能电网

聚焦部署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并网调控、大电网
柔性互联、多元用户供需互动用电、智能电网基础支
撑技术等重点任务，实现智能电网技术装备与系统
全面国产化，提升电力装备全球市场占有率。

● 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

构建水—土—气协同治理、工—农—城资源
协同循环、区域环境协同管控的核心技术、产业装
备、规范政策体系。建成
一批综合示范工程，形成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系统解
决方案。

■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

重点攻克陆上深层、海洋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技
术和装备并实现推广应用，攻克页岩气、煤层气经济
有效开发的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以及提高复杂油
气田采收率的新技术，提升关键技术开发、工业装备
制造能力，为保障我国油气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 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电技术研发、试验验
证、关键设备设计制造、标准和自主知识产权体系，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电设计、建设和服务全产业链。

■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按照控源减排、减负修复、综合调控的步骤，在
水循环系统修复、水污染全过程治理、饮用水安全保
障、生态服务功能修复和长效管理机制等方面研发
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集成一批整装成套的技术和设
备，在京津冀地区和太湖流域开展综合示范，形成流
域水污染治理、水环境管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三大
技术体系，建设水环境监测与监控大数据平台。

重大项目 重大工程

图解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新闻眼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

创新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围绕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明确了“十三五”时
期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
和重大举措。分别从创新主体、创新基地、创
新空间、创新网络、创新治理、创新生态 6 个方

面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要求。《规划》提
出 12 项主要指标，多项指标在未来 5 年将翻
番或有重大跃升，提出到 2020 年，中国综合创
新能力世界排名将从目前的第 18 名升至第 15
名，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规划》中有哪些重
点值得关注，本期应知为你解读。

专家解读

小百科

深入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建立高效研发组织体系，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和科研院所制度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强化成果转移转化的市场化服务

健全军民深度融合创新机制，促进军民技术双向转化和资源共享

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促进

创新创业和科普结合

营造激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加强科学精神和科研

诚信建设，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文化

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组织实施国际

重大科学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

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科技创新基地，打造国家科技创新

的战略研究力量

加快培育创新型人才队伍，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

创新驱动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科技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