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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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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源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多种多样的能源利用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必

需的动力，而且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进入２０
世纪，人类能源的消费增长迅速，规模空前的能源的开发利用对社会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能源的认识也
大大深化了。一方面，随着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在新材料的开发
上取得的进步，增加了可利用的能量的种类，像地热能、原子能和太阳
能等；另一方面，随着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能源利
用的效率，使一些传统能源放出更大的能量。

在科学上，我们经常使用“能量”这个概念。它包括热能、机械能、

化学能、电能、辐射能、核能。它是１９世纪初被物理学家提出来的。

到１９世纪中叶，物理学家们通过实验和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将能量概
念精确化，并提出了能量转换与守恒原理，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运动
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能量转换与守恒原理的确立，被誉为１９世纪
的三大发现之一。

人们使用的能量均来自于能源。能源就是能量之源，即能量的资
源。这种资源的形式可以是物质，如石油、煤炭、天然气、铀、钍等。也
可以是物质的运动，如水流（河流、海流、海浪等）、气流（风）、地热、（太
阳）辐射能等。

为了对能源进行研究和利用，首先要对能源进行适宜的分类。由
于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能源的，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分类。

首先，根据能源的形成条件，我们将能源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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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一次能源是自然界中可以直接利用的能源。它们包括柴草、原
煤、石油、油页岩、天然气、核燃料、水流、风力、海浪和潮汐、地热、太阳
能等。这些能源多为天然的，故而也被称为“天然能源”。

二次能源是人工加工后形成的能源。它们通常是从一次能源加
工取得的能源，如电能、蒸汽和热水、煤炭制品（焦炭、煤气等）、石油制
品（汽油、煤油、柴油等）、酒精和甲醇、氢气和液氢等。这些能源也被
称为人工能源。

其次，根据能源利用的反复性，一次能源还可再分为可再生能源
和非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是可反复利用和不断产生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
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由于它的可再生性，这种能源可供人类长期
使用，保证了人类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或永续性。

非可再生能源是一次利用后就不能再生的能源，如石油、原煤、天
然气、铀等。随着人类的不断开采和利用，总有一天，非可再生能源会
枯竭殆尽的。

再次，随着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还对能源提出了一个相对
的划分方法，即常规能源和新能源。

常规能源是指技术非常成熟的、可以大规模生产和广泛使用的能
源，如石油、煤炭、天然气、水电等。从人们对这些能源的熟悉程度可
以看出，将它们称为传统能源是很恰当的。

新能源是指正在开发和研究，或使用较少的能源，如太阳能、核燃
料、地热能、海流能、风能、氢能、潮汐能、沼气等。

第四，由于能源的利用过程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根据其影响可将能源划分为清洁能源和非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是能源释放能量之后，其伴随的污染极小或无污染，如
太阳能、水能、海流能、潮汐能、风能，以及一些气体燃料。

非清洁能源是对环境造成污染较大的能源，如煤炭、石油、油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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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核燃料等。

最后，按能源的使用性质，还可将能源分为燃料能源和非燃料能
源。所谓燃料能源是指可作为燃料使用的能源，通常将它们分为３
类：矿物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生物燃料，包括木头、柴草、

藻类、沼气、有机废物等；核燃料，包括铀、钍、钚、氘、氚等。除了核燃
料利用的是原子能之外，矿物燃料和生物燃料使用的都是化学能。非
燃料能源是不能作为燃料的能源，它们不是通过燃烧取得能量的，如
蒸汽、电能、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等；其能量形式较多，如机械
能、热能、电能、光能等。

一般来说，在当今利用的能源中仍然是以常规能源为主，但常规
能源多为不可再生能源。在近几百年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常规能
源消耗甚大，因而造成了能源匮乏。所谓能源匮乏就是由于常规能源
的过度消耗而造成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新能源的研究与开
发，大力推进新能源的利用；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常规能源的技术研
究，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保护人类的生存空间。

此外，由于许多能源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像石油、天然气、煤炭
可以生产出塑料、润滑油、化学纤维等产品，烧掉它们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再燃烧不充分而造成污染，那才真是“败家子”呢！所以，节约能
源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所谓节约，除了采用技术上可行和经济上
合理的各种措施之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增强人们的勤俭意识也
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能源消耗来满足人类生产
和生活的需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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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说起

火———人类文明的碑刻

在很长的时间内，原始人类主要是使用石器来从事生产活动的，

那时不可能对食物进行加工。加工食物是离不开火的。所以火的利

用是人类利用的第一种自然力。

随着近代机械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又开始利用水能（水力）、风
能（风力）等，这大大扩大了人类对自然力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人类对

自然力利用的水平。

为人类“取火”的美丽传说

远古时期，人们捉来野兽和禽鸟就直接吸饮禽兽的血水，咀嚼禽

兽的筋肉。这样的行为被称做“茹毛饮血”。传说，在古代有一个“遂

明国”，这里有一种名叫“遂木”的高大“火树”。当鸟啄树时，树木就会
“灿然火出”。当时有一位名叫“燧人氏”的圣人，他“取其枝以钻火”，

并教导人们用火烧烤野禽野兽的筋肉，从此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

时代。

在古希腊，关于用火的传说则联系着一位闪耀着英雄主义色彩的

天神，这就是普罗米修斯。他的母亲是一位正义女神。据说，普罗米
修斯与天神宙斯的女儿雅典娜游戏。普罗米修斯用泥土捏造了一些

小泥人，雅典娜对这些小人吹气，这些小泥人就变成了具有生命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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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人类。这同中国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是非常相似的。

由于火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天神宙斯就命令将所有
的火种隐藏好，不能让人类得到火种。但是聪明善良的普罗米修斯决
心帮助人类搞到火种。普罗米修斯趁太阳神阿波罗驾驶太阳车在天
空飞行时，用树枝将火从太阳那里取到人间。不幸的是，他的行为还
是被宙斯发现了，因为火光照亮了天庭。为此，宙斯派天神将普罗米
修斯绑缚到天庭。宙斯一方面将普罗米修斯悬吊在高加索山崖边，每
日让鹫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同时又派少女潘多拉携带着装满恶
习、疾病、灾祸的盒子来到人间。被好奇心驱使的潘多拉打开了盒子，

于是这些邪恶的东西就到人间作恶、作祟、祸害人类。

普罗米修斯的精神曾经激励人类勇于向恶势力挑战，鼓舞了人类
不怕牺牲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他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英雄行为一直受
到人们的颂扬和效仿。

火的文化遗迹

火的使用使得人类从自然界获得了解放，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
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就中国古人用火的历程来看，在“元谋人”遗址就发现了用火的遗
迹。野外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发现，早在１７０万年前，活动在云南地区
的“元谋人”已开始使用火。考古工作者在“元谋人”活动的遗址发现
了炭屑和烧骨。火的使用使“元谋人”开始摆脱人类的幼稚时期。在
陕西蓝田公主岭的“蓝田人”遗址和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也曾发现炭
屑和烧骨，如果这些结论尚有可怀疑之处，那么“北京人”文化遗址的
灰烬和炭屑已无可置疑地说明了远古猿人已开始使用火了。

在“北京人”居住的山洞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用火烧过的石
块、兽骨和灰烬。在较深的第１０层地层中发现了灰烬和烧过的兽骨
化石。较浅的第４层地层主要为灰烬，上下延达约６米，可见其用火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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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长。第３层地层的灰烬是成堆的，说明这时使用火已有所控制
和隔离，火焰不再乱窜，灰烬不再乱飞了。

除了中国各个地区用火的遗迹，非洲可能在大约１４０万年前也已
经会使用和控制火了。比较晚的欧洲尼安德特人（在３．５万年前神秘
地消失了）也有用火的遗迹，并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
的技术。

保持火种和摩擦取火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采火并带到人间的神话，实际上是说明人类最
早使用的自然火“天火”的神圣色彩。这种“天火”主要来源于树叶之
类易燃物的堆积。由于无法散热降温，日久引起燃烧。“天火”的另一
个来源是雷击或火山爆发点燃草木。开始时，人类不一定会从这种
“天火”中得到什么用处，只是那温暖的火光使人产生愉悦的快感。也
许未能逃脱的小野兽被烧烤后，香味四溢，从而使人们得到烧烤的启
示。此外，野兽往往也像人一样，对火是具有恐惧感的。当人制服了
火之后恰好可以用火来恐吓野兽，保护自己。所以，人类在驯服“天
火”后，从使用火和控制火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益处。

火可以协助人类去惊吓野兽，驱赶蚊虫，驱除寒气。同时，用火加
工食物使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而且烧烤的食物缩短了消化
的过程，对改善人的营养需求和增进人的健康大为有益。火的利用，

不仅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育与进化，而且也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
识、改造和利用。

火的使用既然给人们带来这么大的好处，保存火种就成了古人类
生存攸关的重大事情了。如果保存火种失当，人就不能再享用火带来
的好处了。从古人保存火种的办法来看，利用篝火保存火种是最简便
易行的，但要消耗大量的燃料，所以这种方法比较原始。也可以利用
朽木引燃，它的燃速很慢，消耗燃料不多。要用火时，一吹就燃出火
苗，很方便。这种方法的好处还在于可以移动火种，在人类迁移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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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火种带到别的地方。也可以用灰土覆盖。压灭火苗，使其引燃。

今天在西北的甘肃农村，农舍烧炕就先用明火烧，接着用畜粪压盖，使
其阴燃。这种方法可以在室内持久发热，使室内整夜都暖和。

上面提到的“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说明人类还有另一个得到
火的来源———人工取火。人工取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早的人
工取火可能是在打制石器时，人们看到石器的碰撞迸出了火花。今天
在农村的一些地区还遗留着打火石和火绒，用打火石碰撞出火花点燃
火绒以得到火种。这种方法可能就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取火法。

另外，在木器上钻孔会使木头发热，甚至产生烟火。到底古人是用哪
一种方法取得火种？今人已难以知晓。但是，从民族学的一些资料中
还是可以了解到过去或今天的原始部落是怎样用原始方法取得火
种的。

火钻法也叫钻木取火法。在我国海南省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人们选用一种山麻木，将它加工成扁平状，并在上面挖出一些小凹
坑；再选用一根一端稍尖的木棍。用双脚固定住扁平状的山麻木，将
木棍的尖端插入小凹坑。而后用双手搓小木棍，这时的凹坑因剧烈的
摩擦而生热，并使小凹坑产生木屑堆在周围。不断地摩擦下去就会产
生大量的热，使木屑升温，以至燃烧，并进而使事先放置在坑边的干草
引燃。

后来，人们对这种方法做了改进，即用类似木工钻的装置，将钻装
在木棍上。木钻的转速比手搓要快得多，因此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
率。这种方法在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土著民族中也被使用。

火锯法这种方法是用一木头或竹片在另一木头或竹片上来回锯
（摩擦），摩擦生热、直至引燃。也有用藤条在木头上或竹片上来回锯，

摩擦生热、直至引燃。这种方法在印度、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和欧洲
一些地区被采用，我国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采用这种方法取火。

火犁法这是在一块木头上做出沟槽，而后用有尖端的木棍在沟槽
内“犁”（摩擦），直至热极生火。这种方法在一些太平洋岛屿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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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曾被人采用过。

在佤族居住区，佤族人也使用一种摩擦取火的方法，这是用绳索
在一个原木上摩擦、生热取火。在傣族居住区还使用一种“压击法”的
摩擦取火的方法。

虽然古人如何取火我们已不能看到，但是他们留下了一些遗物，

我们可以据此来推断他们的取火方法。在新疆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
儿沟和阿拉沟发现墓葬７０余座，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些供钻木取火用
的钻孔木片。这些木片距今有２８００多年。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
地区发掘了一些春秋战国墓葬，其中有不少供取火用的钻木。

人工取火使人类可以在丧失火种时取得新火种，并在各种条件下
用火做各种事情。

火！使人脱离了茹毛饮血

火，是原始人类征服自然、推动历史前进的武器。

然而，火，这个神奇而不可思议的自然力，曾经一度令我们的祖先
望而生畏。

自然界里何处没有火的生成？火山爆发、熔岩四溢，犹如一条条
火龙，直流奔泻，吞噬着它所触及的一切。雷电触发森林火灾。腐
叶、煤层的自燃酿成燎原烈火。山石崩塌时，石块碰撞产生的火花也
经常引起熊熊大火…… 在一片浓烟弥漫之中。火舌翻滚，野兽四处
逃窜，生气蓬勃的密林，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面对这令人恐怖的、似
乎拥有无限魔力的怪物，我们的祖先不知所措、惊恐万状。

但是，勇于探索的人类祖先，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成长，经过漫长岁
月的摸索和实践，终于征服和掌握了火。

人是怎样征服火的？这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搞清楚的课题。

原始人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战胜了恐惧和胆怯，使他们偶尔
来到洗劫后的火场。烧焦的野物发出阵阵的香味，刺激了他们的食
欲，纵然嗞嗞发响的烧肉，烫痛了他们的手指，然而那美味享受却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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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久久不想离去。

熟食增强了人的体质，为身体发育，特别是脑髓的发育提供了更
多的营养；熟食也使咀嚼机能减退，于是牙齿变小，颌部短缩，面貌变
得愈来愈像现代人。

无数次地摸索、试验、积累，人类的祖先们掌握了火。于是，火将
严寒判处了“死刑”；火给洞穴驱散了潮湿；火“通牒”野兽远离人群，宣
布部落为安全场所。人类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因烧烤食物而成为历
史。安居乐业的生活，因刀耕火种而降临人间。

明亮的铁器，铸进火的功能

火本身就是劳动工具和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围猎，还用来加工

其他的工具和武器。例如，木矛的尖部，经过火烧之后再冷却，会变得
坚硬；人们将石块先用火烧再用冷水泼，会使它们崩裂成便于制作各
种石器之用的碎石片；人们曾用火烧焦树干，然后用石斧刨空它，制造
出独木舟。有了独木舟和渔网，人们的生产领域扩展到了广大水域。

人类过去用石头、骨头制造工具，只是把原有材料改变形式而已。

而烧制陶器却改变了制陶器的原料———黏土的性质，创造出了自然界
里从未有过的新材料。陶器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盛水、煮食的条件，

把熟食的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原始制陶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陶器质量跟火候大有关系，

由此发明了陶窑。陶窑将人类用火的本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而改进了的陶窑能获得更高的炉温，终于导致了金属的冶炼，出现了
金属工具。以后在金属冶炼业的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明了铁器，从
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火柴

在火柴发明以前，人们主要靠摩擦取火，摩擦两块木片，或者撞击
燧石或铁矿石，打出火星。也有用一些特殊取火工具的，其原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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