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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少年发明创造活动是一种素质教育， 而不是一种技能教
育。 它的目的不是通过该项活动让青少年产生的发明来直接推动
社会的进步， 而是要以它为载体， 着力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素质，
使他们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 创造思维、 创造能力和创新人格
基本形成， 将来能为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而有所作为。
江泽民同志曾强调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
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由此可见， 创新对青少年
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 多少年来，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青少年接受的是

不全面的教育， 未能健康地、 全面地发展。 家长大多只关心考试
成绩， 学校也多以考分为重。 于是乎， 青少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
用来应付考试， 以至于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不能得到发展， 自己要
去钻研问题， 往往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这样， 青少年对许多问
题， 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实际上， 青少年不仅需要学习掌
握 ｘ、 ｙ、 ｚ和各种公式定理， 也需要了解那些为创造、 发明和发
现这些人类文明精华的杰出人物的成长过程、 成才经历、 奋斗事
迹， 以及他们那超于常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一点对于青少年
的成长往往比知识更重要。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 献身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推动科学的历

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先驱与勇士： 他们有的是披荆斩、 勇往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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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 有的是博采众长、 继往开来的后来人； 有的少年早慧，
聪明天纵； 有的中年发愤， 大器晚成； 有的天资超人， 博闻强记
终成大家； 有的少年愚钝， 以勤补拙而能跬步千里； 有的出身名
门， 独树一帜成大业； 有的陋巷箪食， 自强不息冠群英； 有的蹉
跎坎坷， 英年早逝； 有的坚持真理， 勇赴大刑； 有的锲而不舍，
皓首穷经， 著作等身⋯⋯他们既是让后人仰慕的英雄， 又是食人
间烟火的凡人。 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不同的成长道
路， 但都具有作为杰出的科学家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格力量。

枟青少年发明创造故事金典枠 就是这样一本讲述发明家、 创
造者、 发现者、 探险家的奇妙发明、 伟大创造、 惊人发现及神奇
探险故事的书。
全书共分十卷。 发明创造轶闻趣事向你讲述一些有趣的发明

创造趣味故事、 机遇故事、 荒诞奥秘及发明异趣， 展现发明创造
者独特的迷人风采； 发明创造益智故事为你讲述发明智趣以及趣
味化学、 趣味物理、 趣味数学、 趣味生物、 趣味地理故事， 让你
在轻松阅读中增长见识， 开启智力； 奇妙的发明向你介绍对人类
发展影响深远的物理、 化学、 生物、 科技大发明， 让你真正了解
这些伟大发明的来龙去脉； 伟大的创造为你介绍一些发明简史、
科学试验、 精彩瞬间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来历， 带你走进一个伟
大的创造世界； 不朽的丰碑向你介绍一些在科学史上举世瞩目的
大科学家， 了解他们如何开创了科学史上的一个个新时代和里程
碑； 艰难的历程向你展现科学家艰苦奋斗、 执着追求的伟大历
程， 以及一些科学史上的科学悲剧， 展现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
惊人的发现向你讲述那些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天文、 地理、 物理、
化学、 数学、 物理大发现的故事； 神奇的探险让你领略探险名家
的传奇人生， 带你纵横四野， 探索异域， 到海洋探秘， 去两极旅
行， 帮你实现飞天梦想， 寻找那传说中的神秘宝藏； 课本中的发
明创造让你学以致用， 结合课本所学， 更深入地了解课本中所接



触到的化学家、 物理学家、 数学家、 天文学家、 生物学家以及医
学家； 青少年发明创造智能开发为你介绍一些有关发明创造的基
本知识与发明创造的方法与技巧， 以及发明创造的智能训练与竞
赛指导常识，让你在创新与创造中尽情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成功的
喜悦。
全书贯穿古今中外， 为青少年朋友展现了一个个绚丽而神奇

的科学世界， 树立了具有正确科学态度、 严谨科学精神、 高尚审
美情操、 发奋学习、 刻苦钻研科学高峰的雄心状志、 热爱科学、
祖国和人民、坚持真理 、 独立思考、 不迷信权威、 不计名利的楷
模， 以生动、 有趣的故事为你展示科学的迷人风采，以此鼓励和
吸引青少年朋友获得科学探索的实践， 让更多的青少年获得发明
创造的实际体验，从而培养青少年的科技意识 ， 增强青少年的科
技素质 。

青少年不仅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 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新世纪不仅需要大量的合格人才， 更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 需
要大批中国式的爱迪生、 爱因斯坦和诺贝尔。 你可以不是发明
家、 创造者， 但绝对不可以没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技能， 希望本书
的出版能给你带来这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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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理大发明

温度计的发明和改进

冷热的观念古已有之， 但形成科学概念却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 很多科学家都曾为此大伤脑筋。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量表
示冷热的程度。
早在我国战国时期， 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根据水结冰来推知

气温下降的程度。 汉代初年有一种 “冰温度计”， 按文献记载，
“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意思是说， 观察瓶里冰的融化
或增厚， 就可知气温的变化。
古人也知道利用光的颜色判断温度的高低， “炉火纯青” 就

是形容炉温达到最高点时火焰从红色变成青色的意思。
最早有意识地依靠热胀冷缩来显示温度高低的是 １６ 世纪的

几位科学家， 其中有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 他发明了第一支温度
计， 时间大约是 １５９３ 年。 据他的学生描述， 有一天， 伽利略取
一个鸡蛋大小的玻璃泡， 玻璃泡接到像麦秸一般粗的玻璃管一
端， 管长约半米。 用手掌将玻璃泡握住， 使之受热， 然后倒转插
入水中， 等玻璃泡冷却后， 水升高二三十厘米。 伽利略用水柱的
高度表示冷热程度， 测量了不同地点、 不同时候、 不同季节的相
对温度。
伽利略曾经学过医学， 显然他是想利用这个温度计来测量人

体的体温。 但他的温度计有一个重大缺点， 就是大气压会对水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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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产生影响， 而且温度计插在水盆里用起来很不方便。
法国化学家雷伊 （ Ｊ．Ｒｅｙ） 将伽利略的温度计做了一点改

进， 他把玻璃泡调头放在下方， 从上面灌进一定量的水， 于是温
度计便可以携带了。 但水会蒸发， 温度仍然不很可靠。 不久， 在
意大利出现了把酒精或水银密封在玻璃泡中做成的温度计。 为了
表示温度的高低， 在玻璃管上标有刻度， 管子太长， 就做成螺旋
状。 可惜， 刻度没有统一标准， 不适于推广使用。
德国的格里克 （Ｏ．Ｖ．Ｇｕｅｒｉｃｋｅ） 在 １６６０ ～１６６２ 年间创制

的温度计颇为壮观。 该温度计高达 ２０ 英尺 （约 ６ 米）， 由一个
中空的大铜球壳及一细长的 Ｕ 形铜管构成， 管中灌有一定量的
酒精， 开口一端的液面上漂移着一铜箔杯， 杯子通过绳经滑轮吊
着一个小天使， 通过小天使的升降来指示气温的高低， 刻度上标
明 “大热”、 “大冷” 等字样。
通过实践， 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 为了有效地测量温度， 必

须选取某些温度作为标准点。
惠更斯推荐水的冰点和沸点作为标准， 玻意耳认为冰点会随

纬度改变， 建议用大茴香油的凝固点作为标准。 牛顿则选用融雪
温度和人体温度作为温标， 并将这中间分成 １２ 等份。 １７０３ 年，
丹麦学者罗默 （Ｒｏｍｅｒ） 则选用冰、 水和食盐的混合温度作为零
度， 因为这是当时所能达到的最低温度。
德国人华伦海特 （Ｄ．Ｇ．Ｆａｈｒｅｎｈｅｉｔ） 从罗默的工作中得到

启发， 也研究了温度标准。１７１４ 年， 他用水银代替酒精作为测
温物质， 于是就有可能利用水的沸点。 他做了许多实验研究水的
沸腾， 认识到水的沸点在大气压一定的条件下是固定的， 不同的
大气压下， 沸点会有所改变。 他把结冰的盐水混合物的温度定为
零度， 以健康人的体温定为 ９６ 度， 中间的３２ 度正好是冰点， 后
来又确定水的沸点为 ２１２ 度， 这就叫华氏温标， 以°Ｆ表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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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海特的工作推动了精确温度计的发展， 在欧洲大陆， 他
的温度计使用很普遍。
瑞典天文学家摄尔萨斯 （Ａ．Ｃｅｌｓｉｕｓ） １７４２ 年创制的温度计

是在水的冰点和沸点间分为 １００ 等份。 不过， 他为了避免冰点以
下出现负温度， 定冰点为 １００ 度， 沸点为 ０度， 和现行的摄氏温
标 （以℃表示） 正好相反。 我们现在的摄氏温标是 １７４３ 年法国
人克利斯廷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 首先采用的。 从伽利略到摄尔萨斯， 大
约经过了 １８０年， 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 温度计几经沧桑， 逐渐
完善。 有了温度计， 没有温度标准和分度规则也是不行的。 而温
度标准则有待于物态变化的研究。 所以， 温度计的发展历经这么
长的时间， 而一旦建立了完善的测量温度的方法， 热学的实验研
究也就蓬勃展开了。

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

透镜是最简单的光学仪器， 借助它的放大作用， 人们可以扩
大视力。 早在公元前 ４２４年 ， 古希腊的一部喜剧中有这样的台
词： “用透明无瑕的石头点火吧！” 透明的石头就是玻璃。 一千
多年以后， 才有人用透镜制成眼镜。 有一幅据说是 １３５２ 年的教
堂壁画， 画中一位戴眼镜的技师正在刻字， 说明眼镜的使用跟印
刷技术的发展有关。 这大概是有关眼镜的最早记载。
望远镜的发明有点偶然性。 第一个望远镜是荷兰的一位眼镜

制造师利佩希于 １６０８ 年做成的。 据说， 有一天利佩希无意地将
一块双凸透镜和一块双凹透镜组合在一起， 对准附近的一座教堂
尖顶上的风标， 只见风标明显地放大了， 距离似乎也近了， 使他
又惊又喜， 后来他还为此申请专利， 引起了一场发明权之争。
望远镜的发明虽属偶然， 但在荷兰首先发明却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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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荷兰的眼镜片制造业比较发达。 几百年来， 荷兰在研磨
玻璃和宝石方面已发展了一套全面的技术， 居于领先地位， 为望
远镜的发明准备了条件。
当时许多人对望远镜的热心纯属好奇。 有人视之为玩具； 有

人视之为生财之道； 但是， 也有人是从科学的需要出发， 认为找
到了极有用的观察工具， 可以帮助人们扩大眼界。 伽利略就是其
中的一位。 １６０９ 年当他得知发明望远镜的消息后， 他激动不已，
立即亲自动手制作望远镜， 然后用来进行天文观测。 １６１０ 年，
伽利略在他的著作 枟星际信使枠 一书中写道： “大约 １０ 个月以
前， 消息传到我的耳朵， 说有一位荷兰人发明了一种仪器， 可以
用来使远方物体像近处物体一样清楚。 这使我思量我自己如何也
来建造这样的仪器。 由于有光学定律的指导， 我想出了这样的主
意， 即把两透镜固定在管筒的两头， 一个是平凸透镜， 一个是平
凹透镜， 当我把眼睛贴近平凹透镜时， 物体就像只有大约实际距
离的 １／３远，大小为实际的 ９ 倍。 我历尽艰辛， 也不吝惜钱财，
终于成功地做出了精良的仪器， 使我能看到几乎比肉眼所见大 １
０００ 倍的物体， 而距离只是原来的１／３０。”

伽利略用他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月亮， 发现月球上有许多山岭
和火山口； 对准木星， 发现木星有卫星； 对准太阳， 发现了黑
子， 还从黑子判定太阳也在转动。
伽利略多年用望远镜观察天体， 以确凿的证据支持了哥白尼

的日心说。 可能是由于没有保护措施， 长期直接观测太阳， 他在
晚年时不幸双目失明。
伽利略的望远镜以凹透镜作为目镜， 观察到的是正像， 但视

场较小。 开普勒采用凸透镜作目镜， 可以得到更大的视场， 看到
的是倒立的像。 后来他加了第三个目镜， 又把倒像变为正像， 就
成了现代天文望远镜的雏形。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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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更斯也对望远镜的改进作出过贡献。 他为避免透镜的像
差， 设计出一种长焦距望远镜———高空望远镜， 将物镜和目镜分
别安装在支架的高处和低处 ， 省去了通常的镜筒。

牛顿在年轻的时候制作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反射式望远镜。 他
认为透镜成像是基于折射原理， 不可避免会由于色差和其他原因
产生像差。 如果利用凹面镜的反射和聚焦作用， 有可能做出更为
理想的望远镜， 不但可以避免像差， 而且还可以大大缩短镜筒长
度。
牛顿亲自动手研磨反射镜， 第一台长仅 １５ 厘米， 口径为

２畅５ 厘米， 可用来观察木星的卫星及金星的周相。 后来又制作了
一台较大的反射式望远镜， 送给皇家学会， 该望远镜现仍保存在
博物馆中。
显微镜和望远镜一样， 最早也是荷兰的眼镜制造者发明的，

用的也是一凸一凹的透镜， 镜筒长约 ４５ 厘米， 直径约 ５ 厘米。
这种结构和望远镜基本相同。 伽利略就曾用他的望远镜看过微小
物体， 并形容说： “我看到的苍蝇就像羊羔那样大。”
胡克对显微镜的推广使用起了特殊的作用。 １６６５ 年他的著

作 枟显微术枠 出版， 这是最早论述显微镜的专著， 书中详细介
绍了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并附有胡克亲笔画的显微镜插图和许多
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物体所得的图像。 胡克多才多艺， 早年曾在伦
敦一位肖像画家那里当过学徒， 后在牛津大学学习物理。 英国皇
家学会成立后， 他被选为秘书和实验组长。 皇家学会很重视显微
镜的应用， 鼓励胡克从事这项研究， 并要求他每次例会至少要带
来一张显微镜观测图。 胡克还用显微镜观察软体结构、 发现了细
胞组织，成为用显微镜研究生物学的先驱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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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计的发明

真空一般是指气压很低的空间。 人们为了研究大气压强， 做
了很多实验。 著名的托里拆利实验就是其中的一个。 根据这个实
验， 托里拆利 （Ｅ．Ｔｏｒｒｉｃｅｌｌｉ）发现了真空 ，从而破除了前人一
直认为 “自然界厌恶真空” 的传统说法。
其实， 自然界并不厌恶真空， 古代科学家之所以主张 “自

然界厌恶真空”， 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真空是一种无法实现的
境界。 他们用这一理由解释抽水机的作用。 到了伽利略时代， 这
种观念开始遭到怀疑。 伽利略根据深井抽水， 高不过 １０ 米的实
际经验作出判断， 认为这种 “厌恶” 是有限度的。 他做了一个
实验， 希望测出抽水机中真空的力。 他的装置是一个金属圆筒，
内有一木质活塞， 活塞中间开有一小口， 一铁丝穿过。 先将活塞
压到圆筒底部附近， 然后翻过来。 铁丝的上端有一圆锥形头， 注
入少量的水正好把小口封住， 这时在铁丝的另一端的挂钩上吊一
只桶， 桶里加有沙子或其他重物，直到活塞脱离圆筒为止 。 称出
活塞、 沙桶和铁丝的重量就可以得到真空的力， 也就是自然界对
真空的阻力。
伽利略解释说， 抽水机不能把水抽过 １０ 米高， 就是因为自

然界对真空的阻力是有限的。 伽利略虽然没有摆脱自然界厌恶真
空的传统观念， 但是他认识到有可能获得真空， 这为后人的研究
开辟了道路。

１７ 世纪 ４０年代意大利有一位物理学家叫伯蒂 （Ｇ．Ｂｅｒｔｉ），
从伽利略的书中得知抽水机不能把水抽过 １０ 米高的事情， 他表
示怀疑， 就专门设计了一套规模庞大的装置。 他在楼前架起了一
根竖直长管， 底端沉入水中， 用活塞塞紧， 然后在管中灌满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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