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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研究的範圍
在哪裡呢？

1-1.1



配合課本 P.

1-1.1 地球科學研究的範圍在哪裡呢？

6

地球科學的學習範圍包含了：天文學、

地質學、海洋學、氣象學。

這些學科有一個特性，任何一門學科

探討到的各種自然現象，發生的時間

尺度長短、空間尺度大小各有不同。



配合課本 P.

1-1.1 地球科學研究的範圍在哪裡呢？

6

舉例來說，地質學可以討論到佔據空

間較小的「岩石」；甚至更細微的

「礦物」。但是也會涉獵到空間範圍

大的「火山活動」或「板塊運動」



配合課本 P. 6

1-1.1 地球科學研究的範圍在哪裡呢？

地球科學除了研究
前述的4個領域之
外；更詳細的探究
每個領域所包含各
種相異時間尺度
（也就是經歷的時
間長度）、與空間
尺度（也就是佔據
的空間大小）的現
象。

圖中框起來的是在
地質領域中；從時、
空間尺度最小的現
象（例如地震發生
只有幾分鐘、範圍
約略達到幾十公
里）、到最大的現
象（例如石油的形
成是以千萬年為單
位）。

推想練習：
氣象上有「亂流」、
「雷雨」、「颱
風」、「寒潮爆
發」；透過自己的
生活經驗進行思考
與分類，比較這些
氣象的發生時間尺
度長短、與空間尺
度大小。

推想練習：
「亂流」、「雷
雨」、「颱風」、
「寒潮爆發」
排列的時間尺度！
排列的空間尺度！

回答者：
https://select.oneclass.com.tw/

https://select.oneclass.com.tw/


太陽星雲說

與太陽系形成

1-1.2

★觀看影片後回答問題★



分組！

4人一組

1-1.2



4分鐘時間

同組同學分工

每人在紙上畫出1個「太陽系形成的過程」

同組接龍「完成形成過程」

1-1.2



抽一組同學的圖

猜猜看

如何排列「太陽系形成的過程」？

1-1.2



配合課本 P.

太陽星雲說與太陽系形成1-1.2

大約在 50 億年前，一團

氣體和塵埃所組成的太陽

星雲，因重力作用而開始

聚集與收縮。

7

太陽星雲說的演化過程

Q太陽星雲是高溫的？

還是低溫的？



配合課本 P.

太陽星雲說與太陽系形成1-1.2

7

太陽星雲說的演化過程

太陽星雲因重力收縮，
使中心部分溫度升高
到能夠啟動核融合而
發光，恆星(太陽)即誕
生。

在重力引發的收縮過
程中，太陽星雲旋轉
也變快，讓雲氣逐漸
成圓盤狀。

Q旋轉後就會呈盤狀嗎？



配合課本 P.

太陽星雲說與太陽系形成1-1.2

7

太陽星雲說的演化過程

形成圓盤狀的太陽星

雲快速旋轉，使周圍

雲氣逐漸形成行星系

統、彗星等太陽系天

體的雛型。
Q行星如何形成呢？



配合課本 P.

太陽星雲說與太陽系形成1-1.2

7

太陽星雲說的演化過程

由圓盤狀、旋轉的太

陽星雲，形成太陽系

天體雛型；原始行星

再各個凝聚與清除公

轉軌道上的碎渣，最

終成為目前的狀態。

Q行星的甚麼性質
決定行星的體積？



配合課本 P. 8

這是一張類似原始太陽系行星
盤的照片。可以用以考據、證
實太陽系的形成過程。

照片中雲氣中心有進行核融合
的高溫恆星。周圍雲氣逐漸形
成較低溫的行星系統。

1-1.2 太陽星雲說與太陽系形成

證據



原始地球的演化

1-1.3



配合課本 P.

1-1.3 原始地球的演化

8

地球形成初期的地質演化：
原始地球大約在 46 億年前形成，初
期因塵埃重力收縮、小天體撞擊以及
內部放射線同位素衰變等作用產生能
量，使地球呈現熔融狀態。
熔融的地球裡，開始由密度差異出現
分層的結構：金屬鐵等密度大的成分
往地心沉降、形成金屬地核；矽質等
密度小的則相對往地表移動、形成岩
石質的地殼與地函。

形成鐵鎳質
地核

地球形成初期的大氣演化：
地球透過太陽星雲凝聚的過程中，也
獲得了氫、氦、甲烷、氨等氣體構成
了地球原始大氣。

但是由於初始地球重力不足抓不住較
輕的氫、氦；再加上當時地表的高溫
使得甲烷、氨也脫離地球。

地球形成初期的海洋演化：
地球在這個階段，海洋尚未形成。



配合課本 P.

1-1.3 原始地球的演化

8

地球形成初期的地質演化：
原始熔融的地球經歷了 1 億多年形成
層狀結構，但同時也從地表開始降溫
冷卻，形成了以火成岩構成的地殼。

大陸地殼由花岡岩質構成；海洋地殼
則由玄武岩質構成。

形成火成岩質地殼

地球形成初期的大氣演化：
活躍的火山爆發噴出來的氣體成分相
當多，主要為水氣、二氧化碳、氮氣
和硫化物等，成為地球第一代的原始
大氣。

這個階段的大氣濃度，約為目前的
100倍。

地球形成初期的海洋演化：
活躍的火山爆發噴出來的大量氣體，
其中的水氣因為地球逐漸冷卻，當冷
卻至水氣可以凝結後就開始了一場長
達數百年的降水，這些液態水順著地
勢流動，淹沒了低窪的地方，逐漸形
成海洋。

地球形成初期的海洋演化：
前述長時間的大豪雨降在地面上，流
入低窪地的過程中，溶出了岩石中的
金屬離子（如：鈉）；而火山活動噴
出的氣體離子（如：氯），也有些溶
入海中，兩者合成使海水變鹹。



配合課本 P.

1-1.3 原始地球的演化

9

地球形成初期大氣與海洋的交互作用：
二氧化碳溶於原始海洋中形成碳酸根
離子，並與海水中的鈣離子形成碳酸
鈣，存於生物殼體或沉積海底。此階
段中，硫化物也多溶於海洋中。
這過程讓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量
減少，稱為除碳過程。

大氣繼續的演化：
隨著大氣中原占有大量比例的水氣和
二氧化碳逐漸減少，穩定的氮氣因而
成為大氣的主要成分。

大氣繼續演化：
研究推估最早的氧氣來自水氣被紫外
線分解形成。生命出現後，光合作用
才大量產出氧氣。
因此原始大氣與現今以氮氣為和氧氣
為主的環境差異很大。

地球形成初期的地質演化：
經歷除碳過程中的地球，地表上仍有
火山活動與小型天體撞擊。



配合課本 P.

1-1.3 原始地球的演化

10-11

大氣繼續演化：
依據化石紀錄判斷生命最早可能
出現在 38 億年前，不過當時地球
充斥著紫外線等高能射線，生物
只能生存在海洋中。

到了 35 億年前，出現了行光合作
用的菌類（藍綠菌），氧開始出
現。

大氣繼續演化：
從 30 多億年前開始，海水中的氧
與從岩石溶出的鐵離子結合形成
氧化鐵，沉積在海床上堆積成厚
達數百公尺的帶狀鐵礦床。

以上作用進行到到海水中的鐵離
子含量減少，減少消耗由光合作
用產生的氧，使海水中溶氧增加
到足以擴散到大氣。

大氣繼續演化：
隨著大氣中氧氣逐漸增加，開始
出現臭氧。隨著臭氧含量逐漸累
積，約在 4 億年前形成臭氧層。

藉由臭氧吸收紫外線，形成對生
物的保護，生物可以脫離海水、
演化到陸地上生存。



配合課本 P.

1-1.3 原始地球的演化

臭氧形成機制（光化效應）：
氧分子（O2）被陽光中的紫外線分解為 2 個氧原子
（O）。
氧原子與其他氧分子又受到不同波長紫外線的作用，形
成臭氧（O3）。

10-11



http://t.qq.nani.cool/teacher/?range=1101hea10ch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