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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小发明

从实验室里走出的保温瓶

保温瓶是如今的常见日用品，外面

有竹篾、铁皮、塑料等做成的壳，内装

瓶胆。瓶胆由双层玻璃制成，夹层中的

两面镀上银等金属，中间抽成真空，瓶

口有塞子，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瓶内

的温度。

■ 精彩回放

保温瓶瓶胆有内壁和外壁，两壁之

间呈真空状，空无一物。热不能穿过真

空进行传递，所以凡是倒入瓶里的液体

都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它原

有的温度。

这就是为什么保温瓶能够冬天保持

饮料暖热，夏天保持饮料冷凉的原因。

保温瓶是由苏格兰科学家詹姆

士·杜瓦发明的。当时，詹姆士·杜瓦

在低温下制出了液态氧，为了保存这

种液态氧，詹姆士·杜瓦必须制作一个

容器。

001



我们爱科学丛书
WO MEN AI KE XUE CONG SHU／

1879年，詹姆士·杜瓦接受了霍里德教授的建议，他设计了用两层中

间为真空的薄玻璃制成的瓶子，并请德国玻璃制造工人为他吹制这种容

器。1881年他撰写了论文《瓦因霍里德瓶》，从此，一种新型的盛装低温

下的液态氧实验室装置就这样问世了，有人称这种能保温的瓶子为詹姆

士·杜瓦瓶。

1890年，英国化学家盾姆斯·久阿尔改进了詹姆士·杜瓦瓶，在瓶壁镀

上一层银，这样可以降低热辐射，减缓热量通过玻璃的散失。于是久阿尔

瓶诞生了。

詹姆士·杜瓦当初设计这种能保温的容器就是为储存那种低温的气

体，除此，詹姆士·杜瓦并没有想到这种瓶子还能有别的什么用途。可

是，制作这个保温瓶的德国人赖因霍尔德·伯格，在吹制这个瓶子的过程

中，却异想天开地想到了，这个瓶子不仅可以在实验室用，也可以有更多

的用途。比如，可以用它来为家里盛装食物或是开水，这样就可以为这些

盛装的食物、开水保温。他想，这种瓶除了供科学研究外，还可用于日常

生活。于是，他经过研究，给瓶子添加了护热套，这样在市面上就有了能

储存热咖啡或红茶的容器，并且，赖因霍尔德·伯格申请了专利。从此，

各式各样的保温瓶也就陆续问世了。

这个本应是实验室的装置，赖因霍尔德·伯格却把它从实验室中引领

出来，并走进了千家万户及相关的工厂、医院。

近年来保温瓶又添了许多新花样，制出了压力保温瓶、接触式保温瓶

等，但保温原理没有变。

■ 柯博士点评

保温瓶的发明是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的需要而发明的一种盛装低温液

态氧的容器，也就是詹姆士·杜瓦发现液态氧提取方法的实验工具。

詹姆士·杜瓦随意的发明了杜瓦瓶，这也就是他研究中的一个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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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幸亏又有爱思考的技工赖因霍尔德·
伯格想到了杜瓦瓶的应用广泛的特性，

又接着对杜瓦瓶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这

才使杜瓦瓶走出了实验室，变成了寻常

百姓家也能利用的保温瓶。

这一项惠泽百姓的发明竟然是科学

家和爱思考的技术工人接续合作的成果。

在这项发明中，赖因霍尔德·伯格的

联想，使这项发明更具广泛地意义。联

想产生了创新思维，这种创新思维抓住

了保温这一特性，并联想到还有一些食

物、果蔬也需要保温等。并产生了把这

种称为杜瓦瓶的装置引出实验室并对杜

瓦瓶进行改进的发明思路，因而也就发

明了保温瓶。

■ 相关链接

◎检验保温瓶质量的方法

1. 检查瓶胆尾部的抽气嘴是否完整

无损，如果有断裂就会破坏瓶胆夹层间

的真空，失去了保温能力。

2. 察看瓶胆有无爆裂痕

迹。

3. 看瓶口是否圆。如果

瓶口不圆，瓶塞不能密封，

会降低保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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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石棉垫是否位移或脱落。石棉垫即瓶胆

中部的三个圆形黑点，它支撑在内外胆之间，如果

位移或脱落，瓶胆就会因不能承受应有的盛水压力

而爆裂。

◎医用保温箱

在实验室、医院等部门经常见到保温瓶或保

温箱，它的用途极为广泛。

产妇在生产婴儿时，因种种原因会发生新生

儿早产。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呼吸不规则，四

肢肌张力低下，皮肤薄，体温偏低或不升，严重

者可出现紫癜，颅内出血等。这时就需要创造一

个温度和湿度比较合适的环境，使患儿体温保持

稳定，以提高未成熟儿的成活率。

婴儿保温箱能以科学的方法为早产新生儿、

婴
儿
保
温
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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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体重儿、病危儿提供一个空气净化温度合适的生存、发育、成长的环

境，来度过这个危险时期。

医院里还有用于保存特殊的药品和保存血清、疫苗、干细胞或其他液

体等的保温箱。

■ 发明展台

◎气压保温瓶

使用保温瓶倒水时往往要拿起保温瓶，打开瓶盖倾斜才能倒出水，这

对于老年人和儿童是很不方便的，有时甚至会发生烫伤的事情。

于是，有人发明了气压保温瓶，气压保温瓶是利用压缩空气来工作

的，气压保温瓶使用时不用倾倒只需用手压盖便能流出水来。它不仅保温

性好，而且使用方便。

使用前，打开上盖取出U形管向瓶里灌满开水，放入U形管盖好上盖

即可待用。使用时手压上盖压气按钮，使气囊排

气，水面气压变大，使瓶里的水通过U形管排出。

随着水流出，瓶内空气体积增大，压强也随之减

少。当U形管两端压强差小于或等于管内水柱形成

的压强时，供水停止。若需继续供水，须不断压气

囊给瓶内打气，增大压缩空气的压强，以维持管端

形成水流所需的压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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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事兵的发明杰作——钢盔

自古以来，两军作战时，将士们都会佩戴头盔、铠甲以保护自己。盔

甲究竟是谁最先发明的，现已无从考证。

冷兵器时代，头盔和铠甲主要是防刀剑的砍杀，而到了近现代，古代

那样的头盔和铠甲已不能起到保护身体的作用。于是，在战争的变化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古时候将士的头盔逐步发展演变到现代士兵所使用的钢

盔。

■ 精彩回放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一家餐馆的厨师瑞特利应征入伍了，

在一支部队里当上了炊事兵。

一天，德军突然向法军的一个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炮声隆隆，弹

片横飞，顿时法军阵地被炸得烟雾弥漫。

傍晚，瑞特利背着一口铁锅到前沿阵地去，准备煮点热咖啡，作为士

兵们晚餐后的饮料。不料就在他到达战壕时，德军的大炮又一次的开始轰

击，炮弹如雨点般直泻到战壕上，在慌乱之中瑞特利连忙把铁锅顶在了头

上，接着他就不省人事了。

战斗结束了，这条战壕里的士兵们都牺牲了，唯一生还的是炊事兵瑞

特利。虽然，瑞特利的手臂和背部也被弹片击伤了，但毕竟没有致命的伤

处，所以他侥幸活了下来。

法国国防部接到这场战斗的报告后，对唯一幸存的瑞特利特别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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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专门派了一个名叫亚特里安的将军去看望瑞

特利，了解他究竟是怎么奇迹般地活下来的。

瑞特利面对亚特里安将军，指着铁锅说：

“是它救了我的命。当时我面对突如其来的炮击，

无法逃脱，只好把铁锅顶在头上。就这样，它保

护了我宝贵的头部没有挨着弹片。”

回去以后，亚特里安将军立即向法国国防部

写了报告，建议设计制造钢铁帽子，给每个士兵

都发一个，以减少士兵在作战中的伤亡。

法国国防部接受了建议，立即组织科技人员

研制和设计现代军用钢盔，并让工厂立即生产这

种护头的钢盔，并命名为“亚特里安头盔”。

于是，法国陆军部队的士兵首先戴上了钢制

的头盔。在战斗中钢盔果然起了很大作用，法军

的伤亡大大减少。

但是，钢盔作用虽大，可分量挺重的，士兵

戴在头上作战很不方便。于是，科学家们又在动

脑子，为减轻钢盔重量而努力。不过，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20世纪50年代，工程塑料问世。20世纪60

年代初，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聚碳酸酯塑料被发

明出来，成为了一种耐冲击性能特别好的材料。

科研人员选用了这种材料做头盔，使头盔轻

便又光滑，提高了头盔的保护性能。于是，许多

国家的士兵又戴上了用聚碳酸酯塑料做的头盔。

以后，又有人发明了凯夫拉军用头盔等功能更加

优越的军用头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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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博士点评

急中生智这一成语是指，人在紧急情形下会想出好的主意。当然，这

种主意或智谋是取决于人的经验和智慧。也就是说急中生智有一定的前

提，前提就是拥有经验和智慧。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急中也绝

不会生出超出这个人经验和知识水平的“智”。

炊事兵瑞特利和亚特里安将军，就是有一定经验和智慧的人，因此他

们对发明头盔做出了贡献。

瑞特利为了保护自己，急中生智把铁锅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亚特里

安将军在听瑞特利叙说保护自己的情形时想到了战争中保护他的士兵的办

法，因而促成了头盔的发明。

■ 相关链接

◎头 盔

头盔就是保护头部的帽子。头盔，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人为追

捕野兽和格斗，用椰子壳等纤维质以及犰狳壳、大乌龟壳等来保护自己的

头部，以阻挡袭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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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

又发明了金属头盔。我国安阳殷墟出土的商朝铜

盔，距今大约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世

界上最早的金属头盔了。

国外最早的金属头盔是公元前800年左右制

造的青铜头盔。

17～18世纪，随着手枪、步枪等热兵器的出

现，铜盔基本上失去了防护作用，人们不得不寻

求新的头盔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军首

先研制出了能防炮弹碎片的钢盔，这就是“亚特

里安”钢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又研制出M1等锰钢

头盔，防护能力又有较大提高。但是，武器在不

断发展，杀伤威力在不断地增大，轻武器的杀伤

效果也有很大的提高，锰钢头盔已不能满足新的

防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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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又研制出高强度“凯夫拉”头盔、尼龙头盔、超高分子聚乙烯头

盔等。

不仅如此，头盔的用途也越来越多，头盔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大致

可分为军事、运动、工作三类。

有军事上使用的步兵钢盔、飞行员头盔、空降兵头盔、坦克驾驶员头盔

等；也有运动时戴的摩托车头盔、赛车头盔、自行车头盔、马术头盔、骑士

头盔、赛马头盔、滑板头盔、登山攀岩头盔、轮滑头盔（速降盔、特技头

盔）、冰球头盔、棒球头盔、滑冰头盔、滑雪头盔、曲棍球头盔、橄榄球头

盔、街舞头盔、极限运动头盔等；还有工作用的焊接用头盔、喷砂头盔、防

热辐射头盔、防紫外线头盔、消防头盔、防弹头盔、防暴头盔、警用头盔、

普通飞行头盔、建筑用头盔、矿山用头盔等。

◎防弹衣

防弹衣又叫避弹衣，避弹背心，防弹背心，避弹服、单兵护体装具

等。用于防护弹头或弹片对人体的伤害。

防弹衣主要由衣套和防弹层两部分组成。衣套常用化纤织品制作。防

弹层是用金属（特种钢、铝合金、钛合金）、陶瓷（刚玉、碳化硼、碳化

硅）、玻璃钢、尼龙、凯夫拉等材料，构成单一或复合型防护结构。

防弹层可吸收弹头或弹片的动能，对低速弹头或弹片有明显的防护效

果，可减轻对人体胸、腹部的伤害。防弹衣包括步兵防弹衣、飞行人员防

弹衣和炮兵防弹衣等。

从使用看，防弹衣可分警用型和军用型两种。从材料看，防弹衣可分

为软体、硬体和软硬复合体三种。软体防弹衣的材料主要以高性能纺织纤

维为主，这些高性能纤维远高于一般材料的能量吸收能力，赋予防弹衣防

弹功能，并且由于这种防弹衣一般采用纺织品的结构，因而又具有相当的

柔软性，称为软体防弹衣。

硬体防弹衣则是以特种钢板、超强铝合金等金属材料或者氧化铝、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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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硅等硬质非金属材料为主体防弹

材料，由此制成的防弹衣一般不具

备柔软性。

软硬复合式防弹衣的柔软性介

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它以软质材

料为内衬，以硬质材料作为面板和

增强材料，是一种复合型防弹衣。

防弹衣的防弹性能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1）防手枪和步枪

子弹。目前许多软体防弹衣都可防

住手枪子弹，但要防住步枪子弹或

更高能量的子弹，则需采用陶瓷或

钢制的增强板。（2）防弹片。各种

爆炸物如炸弹、地雷、炮弹和手榴

弹等爆炸产生的高速破片是战场上

的主要威胁之一。据调查，战场中

的士兵所面临的威胁大小顺序是：

弹片、枪弹、爆炸冲击波和热。

（3）防非贯穿性损伤。子弹在击中

目标后会产生极大的冲击力，这种

冲击力作用于人体所生产的伤害常

常是致命的。这种伤害不呈现出贯

穿性，但会造成内伤，重者危及生

命。所以防止非贯穿性损伤也是防

弹衣防弹性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防弹衣的服装性能要求是指在

不影响防弹能力的前提下，防弹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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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轻便舒适，人在穿着后仍能较为灵活地完成各种动作。另一方面

是服装对微气候环境的调节能力。对于使用者而言，则是希望人体穿着防

弹衣后，仍能维持“人——衣”基本的热湿交换状态，尽可能避免防弹衣

内湿气的积蓄而给人体造成闷热潮湿等不舒适感，减少体能的消耗。

■ 发明展台

◎战场上的流动美食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是战争中最基本的后勤保障。如同对粮草

的运输、保护一样，战场上饮食的保障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自古以来，

在走过了埋锅造饭、马拉炊事车、罐头等野战食品之后，世界各国不约而

同地将重点转向了热食保障的首要装备——野战炊事车。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当代的野战炊事车也从马车演变成了汽车，车载

炊具燃料也从柴煤变成了油、电、磁等。

当代的步兵野战炊事车由汽车和拖车组成，具有机动性强，可随时转

移，展开撤守迅速，只需要几十分钟就可进入工作状态。一个野战炊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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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一个营的数百名士兵提供各种各样的可口美食。

炊事车上安装了空调系统、通风设备、各种炊事灶具、热水箱、机械

化的食品加工烹制用具等。

还有根据高度机动化的装甲、导弹部队及高原、严寒地区部队的饮食

保障特点而研制的自行式炊事车。自行式炊事车越野性能好，行进间可进

行炊事作业，适合高机动化作战部队的饮食保障。其在设计上，首先考虑

到食物制作的特点，根据战士的饮食习惯和需求决定装备功能。车厢内主

要炊事设备有：主、副食灶，和面机，切菜机，冷冻储物柜，排油烟机，

储物吊柜等，驾驶室内设有行进间作业监视控制系统，全车具有蒸、煮、

炖、炒等功能，4人操作每小时可在驻车状态或行进间加工完成330人份符

合战时食物供应定量标准的饭菜。

加工完成的饭莱可通过车厢两侧的小门分发。车上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加工过程多处实现了自动化、机械化。设备操作简单，炊事作业全部

在车内完成，极大地减轻了炊事员的作业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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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浇水的花盆不用浇水的花盆

庭院、居室、阳台花卉，让我们享受自然的恩惠，扮靓了我们的生

活。如今，在学习、工作之余，栽培几株盆栽花卉，已是千家万户百姓的

情趣。

■ 精彩回放

章建泉师傅已年过半百，他搞花

卉苗木这一行已有几十年了。他在长

沙市苗圃工作的时候，一到夏季，一

天要为苗圃里的盆花浇四五次水，每

一次都累得大汗淋漓。

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他总是在

想：“如果有一种花盆，只管把花栽

下去，不用浇水施肥多好啊！”

章师傅虽然干了许多年的园艺工

作，可从来没见过有这种花盆。但

是，章师傅有多年的花卉栽培经验，

又有爱动脑琢磨的习惯，于是他就试

着自己造一个这样的花盆。

他经常留心观察各种花卉的成长

过程，也留心植物栽培的新技术，他

>>>

01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