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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太阳系从内到外的第三颗行星，地球已有

44-46 亿岁，有一颗天然卫星月球围绕着地球以 30 天的

周期旋转，而地球以近 24 小时的周期自转并且以一年的

周期绕太阳公转。地球内部由内到外为内核 - 外核、地

幔、地壳；地心内核为固体，深度约为 5100-6371 千米；

再向外为地心内核和地心外核过度层，深度约为 4700-

5100 千米；再向外为地心外核，为液体层，深度约为

2900-4700 千米；再向外为地幔，为液体、固体、部分

熔融物质，深度约为 33-2900 千米；最外层为地壳，为

固体，深度约为 0-33 千米。地表以上为大气层，其成分

主要有氮气、氧气及氩气，还有少量的二氧化碳、稀有

气体（氦气、氖气、氩气、氪气、氙气氡气）和水蒸汽，

大气层的空气密度随高度而减小，越高空气越稀薄。大

气层的厚度大约在 1000 千米以上，但没有明显的界限。

地球由内到外物质密度依次降低。

1、地球表面物体受力分析

地球表面的物体受重力作用，同时随地球自转围绕

地球旋转，假设位于北半球物体 M 所受万有引力为 G。

将 G 分解为 M 自转平面指向平面圆心的力 F1 和 M 沿着地

表切线指向北极方向 F2。很明显 F1 为物体 M 旋转的向心

力，此时物体 M 所受的重力 F3 应当为（G-F1），F2 的作

用使得物体 M 向北挤压处于 M 北方的物质。F2 随着物体

M 所处的维度变化而变化；当 M 处于赤道时，F2 最大，

F1 为零；当 M 向北移动时，F2 逐渐减小，F1 逐渐增大；

当 M 处于北极极点时，F2 为零，F3 最大，为 G。F3 随着

纬度的升高逐步增大。如物体 M 为于南半球则同理，只

是在 F2 的作用下物体 M 挤压的方向为向南边。地球表面

及内部的物体其受地心引力进行受力分析应当一致。

2、地球内部物质及能量交换

地核是地球的核心部分，位于地球的最内部。半径

约有 3470km，主要由铁、镍元素组成，高密度，地核物

质的平均密度大约为每立方厘米 10.7 克。温度非常高，

有 4000-6800℃，其热量来源可能来自放射性元素衰变

及各层面物质间的摩擦。地核的质量占整个地球质量的

31.5%，体积占整个地球体积的 16.2%。因地震波的横波

不能穿过外核，所以一般推测外核是由铁、镍、硅等物

质构成的熔融态或近于液态的物质组成。

本人在 2022 年 5 月发表于《科研管理》杂志的论

文《地球自转的奥秘》中指出，地心内核自转的动力是

太阳引力，并且地心内核的旋转速率要高于地壳的旋转

速率，是地球自转的原动力，旋转方向为自西向东。地

心内核带正电荷，它的刚体特性说明其各点自转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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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其自西向东的旋转带动软流层及固体液体混合层

（包括地心外核、部分地幔）旋转，软流层从地心内向

外旋转角速度应当是逐步降低。因软流层流体特性，软

流层旋转角速度应当在赤道剖面部位最大，同样的深度

下沿着赤道剖面到南北极点圆弧上逐步降低。按照本文

第一部分受力分析，软流层各部位受 F2 作用南北方向外

层物质流向为从赤道部位向南北两极缓慢流动；F3 在南

北两极最大而再赤道部位最小，同时受地心内核旋转运

动的拖动，使得在南北两极软流层内物质下沉，赤道部

位软流层内物质缓慢上升；整体上形成闭合环流，物质

流动方向为外层从赤道部位向两极流动，内层则为两极

流向赤道部位。同时受地心内核的旋转挤压，使得软流

层位于沿地心内核和太阳连线内层和外侧的厚度不一致，

内侧层厚度较薄，外侧层厚度较厚，通过这种挤压作用，

促进了软流层内部物质的交换和能量的传递。地球软流

层以内各部分相对运动亦是物质流动和能量传递的过程，

通过软流层以内物质的流动和能量交换，使得重组分物

质累积到地心内部，轻组分物质逐步漂浮到地球表面，

整体上促进了地球自内而外密度由高到低的排布，强化

了地球的稳定性，从内部物质排布和循环的角度验证了

行星的球体特性。

3、地球内部电场及磁场分布

有科学家推测，地心内核由铁镍两种元素构成，其

中铁以原子核形式存在，形成了带正电荷的等离子体，

自由电子被挤压到地心内核外部的软流层及外部圈层。

内核等离子体微粒之间相互排斥，但在外部物质的

挤压下稳定存在，形成球形正电荷等离子体，被挤压出

的自由电子应当位于软流层内，因为正负电荷相互吸引

和负电荷直接的相互排斥，软流层内靠近地心内核处自

由电子分布较多，向外逐渐减少。因此地球电场分布应

为地心内核带正电，外部圈层带负电并且强度逐步降低。

地心内核的等离子体特征形成球状超导体，按照安

培定理，其自西向东的旋转必然形成自西向东的环状电

流，环状电流必然形成磁场，磁场方向为从南向北。对

照地壳内部元素分布规律及相对原子质量，软流层内应

当含有大量的硅铝元素，应当为软磁导体，软磁导体吸

收地心内核产生的磁场屏蔽了地心内核磁场的向外发

散。软流层东西方向的运动特征与地心内核相同也是自

西向东，因其带负电荷，形成了自东向西的旋转电流，

形成自北向南的磁场。综上，地球内部应当存在两个磁

场，地心内核产生的磁场方向为从南向北，其分布范围

应当限制在软流层以内；软流层内产生的磁场方向为从

北向南（地球内部），其分布范围包括软流层、底壳及

地表生物圈层，地表部分磁场方向为从南向北（地球外

部）。地心内核的磁场和软流层的磁场间的相互作用，

阻碍了地心内核的旋转，促进了软流层的旋转，是地心

内核旋转完美的带动软流层旋转和地壳旋转的一个重要

因素 [1]。

4、地表板块相互作用

1620 年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他提出了西半球曾经

与欧洲和非洲连接的可能性。1668 年法国 R.P.F. 普拉赛

认为在大洪水以前，美洲与地球的其他部分不是分开

的。到 19 世纪末，奥地利地质学家修斯指出南半球各

大陆上的岩层非常一致，因而将它们拟合成一个单一

大陆，称之为冈瓦纳古陆。1912 年阿尔弗雷德·魏格纳

正式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并在 1915 年发表的《海陆

的起源》一书中作了论证。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

代，随着古地磁与地震学、宇航观测的发展，使一度沉

寂的大陆漂移说获得了新生，并为板块构造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岩石圈由六大板块组成，分别是亚欧板块、非洲板

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南极洲板块、太平洋板块。

亚欧板块是由亚欧和欧洲组成，其范围介乎西太平洋海

沟系以西、马拉雅 - 阿尔卑斯山脉为界，以北、大西太

平洋为界，以东、北大洋中北部为界。非洲板块是一个

较大的板块，几乎包含整个非洲大陆，向西延至中大西

洋，范围基本没有变化。印度洋板块为大板块，印度洋

板块包括印度洋的北部、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大洋

洲的大陆、岛屿及邻近的海洋。美洲板块既有大陆壳，

又有大海洋壳，在大陆块内部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花哨岩

核中心，即克拉通。南极板块是包括南极和周围海洋表

面的一块板块。太平洋板块主体位于太平洋中 [2]。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对物体 M 受力分析，假设早期的

大陆为 M，受 F1 的作用其在南北方向离散的趋势应为从

赤道部位向南北两极靠拢。通过本文第二部分地核及软

流层分析，由于软流层顶旋转角速度从赤道向南北两极

递减，使其对地壳的拖动与冲刷不均匀，造成大陆沿东

西方向漂移也不均匀，赤道方向应当离散的较快，向南

北两极逐步减慢。综合板块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离散规

律，可得出在赤道附件板块离散挤压以东西方向为主，

从赤道到南北两极板块离散挤压逐步过度到以南北方向

为主。受板块间挤压与离散作用，其挤压与离散部位形

成地震带和裂谷（海沟）。地球旋转的速度越快，能量传

递的速度也越快，越容易引发地震。经过亿万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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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演变，地球各板块通过离散与挤压形成了动态平衡。

5、温室效应的影响

温室效应是指透射阳光的密闭空间由于与外界缺乏

热交换而形成的保温效应，就是太阳短波辐射可以透过

大气射入地面，而地面增暖后放出的长波辐射却被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等物质所吸收，从而产生大气变暖的效应。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像一层厚厚的玻璃，使地球变成了

一个大暖房。气温升高，将导致某些地区雨量增加，某

些地区出现干旱，飓风力量增强，出现频率也将提高，

自然灾害加剧。由于气温升高，将使两极地区冰川融化，

海平面升高，许多沿海城市、岛屿或低洼地区将面临海

水上涨的威胁，甚至被海水吞没。

温室效应带来全球气温升高和部分地区气温降低，

比如南北两极冰川减少，洋流流动改变，大气环流改变

等，势必造成各大板块物质重新分布，使得板块间原来

相对平衡的离散与挤压变得不再平衡，可能使得地震带

变得活跃，引发地震等极端自然灾害。此外，温室效应

还可以使地表整体冰川量减小，海平面上升，减小地球

体系转动惯量，造成地球旋转的速度变快，使得地球变

得更为活跃，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速度更快，也会引发地

震等极端自然灾害。随着地球物质和能量交换速度的变

快，可以促进生物进化，低端而容易变异的生物将更容

易进化出适应环境的类别，而复杂且高端的生物可能由

于变异的缓慢而被淘汰，因此，地球环境急速改变可能

使得人类落后于与低端生物的生存竞争而灭绝 [3]。

6、结束语

本文引用地球内部结构、大陆漂移学说，板块分布

等地质资料，对地球表面物体进行了受力分析，说明了

软流层运动规律，指出了地球内部电场及磁场分布，揭

示大陆漂移的内在动力，结合温室效应的影响，说明了

地球内部运动规律和物质交换及能量传递规律，指出了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人类应当携手合作，共同保护

地球家园，否则可能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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