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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和黑暗  
1、你也可以 "人造 "彩虹  

将盛有水的长方形透明容器放在阳光下的凳子上，我们只须调整

好容器位置，透过容器，就会看到前方有一条由红、橙、黄、绿、蓝、

靛、紫七色光组成的彩虹。  

就这么简单。原来，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

种色光组成的。当这七色光混合后就成白光。我们用三棱镜就可将这

七种色光分开，并显示出来。图示容器中画阴影部分的水，就相当于

一个三棱镜。  

2、让阳光拐个弯儿  

光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你能让它按照你的

设想拐弯行进吗？  

其实这很简单，只需要一面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的平面镜。  

阳光不能直射到井底，可以在井口用一面镜子，调整到适当的位

置，利用镜子对阳光的反射作用，光线就一直射入井底了啦。  

怎么样，让阳光拐弯，很容易吧？  

我们利用光的反射规律可以使光向任何地方拐弯，当然，光的反

射是有规律的，潜望镜就是利用光的反射规律制造的。  

3、给你一双 "透视眼 " 

在饭碗的碗底正中放一枚一角的硬币。移动饭碗使眼睛刚好看不

到硬币，保持眼睛和饭碗的位置不变，轻轻向饭碗中倒水，随着水位

升高，先看到部分硬币，最后能观察到整个银白色一角硬币。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有了一双 "透视眼 "，是因为硬币能反

射光线。当从硬币上射出的光从水进入空气中时，在水和空气的交界

面上发生光的折射，折射光线射入眼里，人的感觉是硬币在 B 位置，

好像碗底升高了一样。这种现象和插入水杯中的筷子，在水里的部分

看起来向上折了，都是由于光的折射现象引起的。  

4、测量坚硬木桌的微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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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知道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这个成语吧？下面的这个小实

验或许会帮助你对之有更深刻的理解。  

把打开电键的手电筒放在水平桌面上，使光照在墙上，形成一个

光斑 A ′。用手指向下压桌面，我们观察不到桌面明显变弯曲，却能

看到墙上手电筒的光斑 A ′明显移动到 B ′，好像光斑把桌面的微小弯

曲变化放大显示在墙上。  

手电筒放在水平桌面上，即在 CA水平线上，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所以光斑在墙上 A ′点。当用手压桌面 O 位置，水平桌面发生向下微

小弯曲，手电筒的小灯泡（光源）从 A 位置向上有个微小移动到达 B

点，由于光是沿直线传播的，所以光沿 DB 直线射到墙上，形成光斑

B ′。由图可以看出，手电筒（光源）在水平桌面上竖直移动从 A 到 B，

光斑则在墙上移动从 A ′到 B ′。而 A ′B ′比 AB 大很多。可见光斑的移

动，把桌面微小变化放大了。  

这种 "光放大 "作用和打枪瞄准一样，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用

这道理制作的仪器，能进行精密测量。  

5、小鸟进笼  

剪一圆形硬纸板，在它的正、反两面分别画一只小鸟和一个鸟笼，

然后用图钉钉在铅笔上。两手夹住铅笔，快速转动铅笔，这时你会观

察到鸟笼反面的小鸟竟然进入到鸟笼里。有趣吧？  

或许你还不知道，我们能看见某个物体，是由于物体发出的光或

反射的光进入人的眼睛。若物体发出的光突然停止进入人眼，眼睛里

这个物体的影像并不会立即消失，而要保留约 0.0625 秒的时间。假

若灯光闪烁的次数每秒超过约 16 次，那么，人的眼睛是感觉不到灯

光的闪烁的，所以感性上会认为灯是连续发光的。  

我们日常所看到的电影就是利用这一现象制成的。  

6、水滴也可作放大镜  

现在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吗？你可以找一废玻璃片并擦干净，把玻

璃片放到离报纸上的小字不同距离处，观察字的大小有无变化。在玻

璃片上滴上直径约 5 毫米左右的一个水滴，现在这个水滴放大镜就做

2



好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用它观察报纸上的小字，看到放大的字

迹最大最清晰。改变水滴大小，再用来观察报纸上的小字时，会看到

字被放大至不同程度。  

这是因为水和玻璃都是透明的。把水滴在玻璃片上，由于水滴上

的表面张力形成了底面平上面凸起的平凸透镜，它和真正的玻璃凸透

镜（或平凸透镜）一样，对物体有放大作用。  

7、自行车尾灯为什么会发光  

我们都知道自行车有尾灯，可多数人都以为那是摆设，其实不然。 

找一个夜晚，用手电筒照射黑暗中的自行车的尾灯，你会发现尾

灯变得很亮，好像在发光。  

自行车尾灯本身并不会发光，但不用光照射它时，它不会发亮。

当用手电筒或其它灯光照它时，原来，自行车尾灯是由红色塑料制成

的，入射的光线经过两个表面反射后，沿入射光线方向反射回来，同

时与从表面上反射的光线重合在一起，所以看起来很亮。  

同样的，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标志牌、指示灯，还有交通警察夜间

值勤时戴有发光的佩带，夜间在灯光照射下，都非常明亮，其原理与

自行车尾灯相似。  

8、发光的不一定都是热的  

我们常见的发光物体有太阳、点燃的蜡烛、电灯，正在燃烧的物

质等。这些物质发光时温度都很高，如正在发光的电灯内钨丝温度可

高达 2500℃～3000℃。太阳表面温度高达五千多摄氏度。  

但并不是所有发光的物体都发热。  

在暗处用手电筒照射不发光的夜光表（钟），然后关掉手电筒，

表（钟）盘上就出现绿色的莹光，这就是莹光粉在发光。  

这是因为夜光表上有莹光粉，这种莹光粉能吸收能量，如手电筒

照射的光的能量，并随时处于激发状态，它的激发状态便是以发莹光

的方式向外释放能量。类似于莹光粉之类的物质发光时，本身温度并

不升高，所以也叫冷光。  

9、天其实并不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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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空气不是没有颜色吗，那为什么晴朗的天空却是蓝色的？

是不是在高空中有蓝色的气体？不是的。用显微镜观察，发现空气中

有很多杂质，在晴朗的天气里空气中会有许多微小的尘埃、水滴、冰

晶等杂质，当太阳光通过空气时太阳光中波长较长的红光、橙光、黄

光都能穿透大气层，直接射到地面，而波长较短的蓝、紫、靛等色光，

很容易被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阻挡，从而使光线散射向四方，使天空

呈现出蔚蓝色。  

实际上发生散射的蓝光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没有遇到微粒的蓝

光、紫光还是直接射到了地球上，所以射到地球上的白光中仍然是红、

橙、黄、绿、蓝、靛、紫。当大雨过后，你是否注意过天会更蓝，越

是晴朗的天气，天越蓝，这是因为这样的天气里，空气中的尘粒、小

滴、冰晶的数量较平常会更多一些。  

10、海水湛蓝为哪般  

舀一勺海水看看，你会发现海水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白色的，

海水其实就像自来水一样，是无色透明的。  

那么，是谁给大海涂上了蓝颜色呢？  

这是太阳光变的戏法。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当太阳光照射到大海上，红光、橙光这些波长

较长的光，能绕过一切阻碍，勇往直前。它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断

被海水和海里的生物所吸收。而像蓝光、紫光这些波长较短的光，虽

然也有一部分被海水和海藻等吸收，但是大部分一遇到海水的阻碍就

纷纷散射到周围去了，或者干脆被反射回来了。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部

分被散射或被反射出来的光。海水越深，被散射和反射的蓝光就越多，

所以，大海看上去总是碧蓝碧蓝的。  

11、冬天为什么没有彩虹  

夏天的雨后，天空常常出现半圆形的彩虹，这是因为在雨后，空

气中会有大量的小水滴悬浮在空中，当光线经过这些水滴时，光就会

出现折射现象，又因为在光的折射过程中，红橙黄绿蓝靛紫等色光的

折射角度不相同，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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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晴朗的天气，我们可以用喷雾器往空中喷水，从一定角度看，

就可以看见一道人造的彩虹。就是这个道理。  

彩虹的明显程度，取决于空气中小水滴的大小，小水滴体积越大，

形成的彩虹越鲜亮，小水滴体积越小，形成的彩虹就不明显。一般冬

天的气温较低，在空中不容易存在小水滴，下阵雨的机会也少，所以

冬天一般不会有彩虹出现。  

12、雪化的秘密  

从香烟盒上撕下一片铝箔纸，再找来一张黑纸，找两块大小一样

的硬纸板，把其中一块和铝箔粘在一起，另一块和黑色的纸沾在一起，

找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把两块纸板并排放在雪地上，把铝箔和黑纸

的一面朝上。  

过小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铝箔下面的雪一点没化，而黑纸下

面的雪完全融化了。为什么呢？  

原来这是光的吸收和反射的结果，铝箔反射掉了大部分的阳光，

而黑纸则吸收了大量阳光，其中的一部分变成热量，把它给覆盖的雪

融化了。  

脏雪比新雪容易融化也是这个道理，刚下到地面上的新雪可以反

射掉 80%的阳光，而脏雪的反射能力就差很多，所以脏雪就化得快了。 

13、温室的原理  

把一个塑料袋充满气，然后和一个温度计一起捆起来，放在阳光

下晒，很快就会发现，塑料袋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了很多。这是什么

原因呢？  

原来，阳光透过塑料袋，里面的空气吸收了一部分阳光，产生的

热量只散失了一部分，所以温度升高。  

实际生活中的塑料大棚、玻璃温室也是同样的原理。利用这个原

理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会带来一定害处。

地球上的大气就好比是一个大的暖房，因为人类二氧化碳等气体过度

排放加强了这种效应，整个地球便产生了温室效应，这对气候变化会

造成不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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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影子也有深浅  

所有的物体都有影子吗？影子为什么会有深有浅？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来弄清楚这个问题。  

把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一片玻璃、一张透明纸、一个陶瓷杯放

在一堵白色的墙壁前面，然后拉上窗帘，把灯关上，用手电筒在正对

着墙的方向照射。会发现这些物体在墙上留下了不同的影子。  

原来光在照射在这些物体上的时候，有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光被反

射或者吸收了，光的强度就起了变化，所以在墙上就留下了影子。陶

瓷杯完全反射和吸收了光线，没有一点光通过，所以陶瓷杯的影子就

是黑色的。而那些能让一部分光通过的物体，我们就称之为透明物或

者半透明物。  

15、皮肤变白了  

找一块创可贴或者其它不透明的胶布贴在手背上，几天以后把胶

布撕开，会发现胶布下面的皮肤比周围的要白很多，这是什么原因

呢？  

原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皮肤里会产生一种黑色素，使皮肤的颜色变

深，而胶布下面的皮肤因为没有接触阳光，颜色就会比周围的浅很多。 

黑色素对人体是有益处的，它可以防治多种皮肤疾病，所以适当

的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另一方面，晒太阳不能暴晒，第一可能会

灼伤皮肤，第二皮肤如果接受太多的紫外线地辐射可能会引起皮肤癌。 

16、为什么山坡比平地要凉爽  

夏天天气炎热时，你会发现，在相同的条件下，呆在山坡上会比

呆在平地上要凉爽的多。  

为什么呢？这跟阳光的能量分布有关。  

拿两个易拉罐，去掉口，剪两块黑色的纸片，一个平放在易拉罐

里，一个斜放，都刚好盖住底部，把两个罐子拿到中午的太阳底下照

射，过几分钟，会发现平放的纸片比斜放的要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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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进入易拉罐的光能是一样的，平放的纸片的

面积比斜放的小，单位面积上接收的光能就多，所以温度就会更高一

点。  

所以，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光的能量应以单位面积上单位时间垂

直光线照射所发出的能量的多少来确定。  

第二章  神奇的水  
1、让鸡蛋听你命令  

如何使鸡蛋悬浮在水杯中？  

玻璃杯中放入水，将鸡蛋轻轻放入杯中，鸡蛋立即沉入杯底。  

这时，你再往杯中慢慢加入细食盐，用筷子搅匀，直至鸡蛋离开

杯底。这时，你用筷子将它拨到什么地方，鸡蛋就停留在什么地方。 

浸没在水中的鸡蛋受到水的浮力，在清水中受到的浮力小于它的

重力，所以沉在杯底。当往杯中加盐，鸡蛋受的浮力变大，当受的浮

力等于它的重力，这时你把它拨到水中的任何位置，它都能停在那里，

变得很听话。  

这说明浸没的体积相同时，盐水产生的浮力比淡水产生的浮力大。 

2、水也有 "保护伞 "  

看似柔软的水，其实它也有 "保护伞 "呢。  

我们先取一杯水，待水面完全平静下来以后，用镊子把一根针夹

起来，慢慢地把针放到水面上。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让针有任何

倾斜。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针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沉入水里，而是浮

在了水面上。  

由于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水面上的水分子受到了一

个来自内部的牵引力。水分子在水面上形成了一层有弹性的 "隐形 "薄

膜，可以托起一些比较轻巧的物体。  

3、水的热胀冷缩  

在塑料瓶盖上钻一个小孔，把吸管插在瓶盖上，将瓶盖小孔周围

用蜡封住，拧到盛满水的塑料瓶上。再把塑料瓶放到热水中，片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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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塑料吸管中的水面上升。把塑料瓶从热水中取出，塑料吸管中

的水面下降。  

水受热体积膨胀。温度下降，体积收缩。使塑料吸管中的水面发

生变化。  

这个实验装置和我们家用的酒精温度计、水银温度计在构造和原

理上都十分相似。根据这个装置，用水代替酒精，你也可以制作一个

温度计模型。  

4、洗衣粉作动力的小船  

洗衣粉除了洗衣去污以外，还会有别的用途吗？别急，我们做完

了再说。  

用吹塑纸（包装盒的吹塑纸）按图示作个小帆船。  

把吹塑纸小船放到水盆里，取少许洗衣粉，轻轻放入船尾小孔中，

片刻船即徐徐向前行驶。  

小船向前运动是由于洗衣粉溶于水后，船尾水的表面张力变小，

船头水的表面张力对船产生一个向前的拉力，拉动小船向前行驶。  

肥皂和樟脑丸（衣服防蛀虫用），溶于水后都可以减小水的表面

张力，把它们放在船尾小孔中，小船也能向前运动。  

5、气球浮筒打捞重物  

往气球里吹气，当气球膨胀到一定体积，气球就带着铁丝浮上水

面。  

浸在水里的物体都受到水对它的向上浮力，浸在水中的体积越大，

受到的浮力也越大。当吹大的气球受到的浮力大于铁丝和气球的重力

时，铁丝和气球就一起上浮至水面。  

用浮筒打捞沉船就是这个道理，将多个金属大浮筒装满水后固定

在沉船四周，然后用高压空气将浮筒里的水排出，使沉船和浮筒总重

力小于浮筒受的浮力，浮筒即带着沉船浮上水面。  

潜水艇的两侧备有水箱，并与压缩空气机相连。现在你能解释潜

水艇为什么会下潜和上浮了吧？  

6、冷水预防感冒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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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洗脸，有时用冷水，有时用热水，对此，很多人往往很随意，

认为没什么区别。其实不然。  

当你用冷水洗脸时，你会发现，洗罢之后，全身精神会为之一振。

不仅如此，冷水较热水而言，还有预防感冒的作用呢？  

在人的上呼吸道（鼻腔、喉头等处），经常寄生着很多能引起感

冒的微生物。人体抵抗力强，这些微生物就无空可钻，因而对人也没

有什么危害。一旦突然受凉，上呼吸道粘膜的血管急剧收缩，使这些

部位的防御能力减弱，再加上全身抵抗力下降，那些平时潜伏的病原

微生物就可乘虚而入，活跃起来，大肆繁殖，有时随血流向全身进犯，

能引起感冒等一系列的病状。  

经常用冷水洗脸，脸部和上呼吸道粘膜的血管在冷水反复刺激下，

训练得更加灵活和准确，遇到外界气温降低就能很好地适应，不致因

局部供血不足而使抵抗力下降。这样病原微生物也就无能为力，不能

兴风作浪了。  

7、自制强力 "胶水 "  

随便找两块小玻璃片，在其中一块上滴上一些水，然后把另一块

盖在上面。你会发现刚才滴下去的水会在两块玻璃片间形成一个薄薄

的水层。  

"胶水 "做好了。不信你可以试一下，看看你能否轻易把两块玻璃

片拉开。  

不容易吧？这是为什么呢？  

不同的物质的分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吸引力——附着力。不

同的物体和物质有着不同的附着力。水有着黏附其它物体的特性，所

以，雨水会慢慢地顺着玻璃窗户往下流，而沙子是绝对不会附着在玻

璃上的。  

8、会游泳的冰  

在装满水的玻璃杯中放一些冰块，你会发现冰块浮在水面上，而

水并没有溢出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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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现象吧？当你更多地了解了水的一些习性时，就不足为

奇了。  

冰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小，所以冰在水里不会下沉。由于水在固态

（冰）时的体积比液态时的体积大，所以冰块融化前后杯子的水位几

乎是一样的。  

当温度下降到零度时，水就结成了冰。在结冰的过程中，水会膨

胀。因为冰的密度小，所以体积要比水大。你很有可能在某一个冬天

将盛满水的瓶子落在了外面，回忆一下，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瓶子

里的水结冰后体积增大，最后不出所料地把瓶子给撑破了。  

9、人造 "水山 "  

我们先在一玻璃杯中装满自来水，然后小心地将硬币一个个地放

进玻璃杯。  

玻璃杯出人意料地装下了好几个硬币。水像小山一样地拱了起来，

但并没有溢出玻璃杯。  

液体微粒在运动时，彼此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它们的运动又不

像在气体中那么自由，而是被束缚在一起进行运动。我们把水分子之

间的这种黏着现象称为内聚力。  

内聚力是同一种物质分子间（如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内聚力

会朝各个方向发生作用，是液体形成表面张力的根本原因。  

10、与糖共舞  

在家里厨房找一个装有水的扁平托盘，倒入水，小心地在托盘中

间放上一块方糖，将牙签放在方糖周围的水面上。这时，你会发现牙

签在方糖的吸引力下，开始动了起来，慢慢向糖块靠近。  

很有趣吧？  

原来，当糖块慢慢溶解在水里后，比水重的糖溶液就会下沉，引

起一股水流。就是这股水流把牙签带到了水面中央。  

11、会 "爬 "的水  

水也会自己 "爬行 "吗？会的，不信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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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两根透明吸管，一根粗一根细，再找来一个装有水的扁平玻璃

盆。将两根吸管并排插进水里。这时你就会发现，水会自动 "爬 "进了

吸管中，而且， "爬 "进细管中的要比 "爬 "入粗管中的高。  

当你在水中插进空的吸管后，在玻璃和水之间的附着力作用下水

会上升。由于水分子之间存在着内聚力，所以远离玻璃壁的那些水分

子也会跟着往上升。细管中的水之所以升得比粗管中的水高，是因为

细管中的水柱分量比较轻。  

12、做一次热分离实验  

在做这个实验前，如果你年岁还小，那么需要一个成年人在身边

帮助你。  

在锅里放入水，烧开，放入些糖。这样你就制好了一锅糖溶液。

将锅继续加温，等锅里的溶液沸腾后，把汤勺放到蒸气中。让汤勺冷

却下来，用舌头舔一下汤勺。事前你认为会是什么味道呢？  

真实情况是：不甜。汤勺上面除了水，其他什么都没有。  

高温的水蒸气遇到冷勺子时，就会冷凝成纯净的水。在冷却过程

中，蒸气微粒重新聚集在一起，在勺子上形成液态的水。而糖分子则

留在了剩余的液体中。  

13、水也有 "脚 " 

用量杯取来等量的水，分别倒入一瓶子和一汤盆中。然后你将瓶

子和汤盆放到阳光充足的窗台上。第二天，你再用量杯测量一下，会

发现瓶子和汤盆中的水都比原来少了许多，汤盆中的水跑掉得更多。 

水也有脚吗？回答是肯定的。它们都在阳光下蒸发掉了。  

水分子受热后运动会加剧。相比开口较小的瓶子而言，敞口面积

较大的汤盆中的水会蒸发得更快些。这就是当你看到两滩体积差不多

的积水，为什么较小较深的积水会干得慢些，而较大较浅的积水会很

快消失的原因。  

14、蒸发掉的水还会回来吗？  

如果你看完第 13 小节而问出了我们标题所列的问题，那么相信

你一定是个肯动脑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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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的水会用尽吗？让我们来仔细观察：  

地球上的水总是在不断地循环着。水在蒸发过程中变成了看不见

的水蒸气，进入到大气层以后，经过冷凝，水蒸气又变成了水汽、雾

或者云。当云层过厚，水汽就会以雨、冰雹或者雪的形式重返大地。

降水渗入地表，聚集在地下，形成地下水。在有泉源的地方，地下水

会重新露出地表。之后，泉水会流入各种溪涧、河流和江流，最后汇

入海洋。海洋中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受热蒸发，重新进入大气 . . . . . .于

是，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15、不会湿手的水  

用手指在盛水的杯子里蘸一下，手指会被打湿，这不用我说谁都

知道。现在教你个不会湿手的办法。  

到厨房找来胡椒粉，将之小心地撒在平静的水面上，直到水面完

全被胡椒粉所覆盖。不要晃动玻璃杯。用手指快速地蘸一下水面，看

看湿了没有？  

没有吧？手指还是干的。  

这是因为胡椒粉增强了水的表面张力，水分子紧紧地黏在了一起。

只有在遇到很大的压力时，这层 "水膜 "才会被破坏掉，你的手指才会

被打湿。  

16、乱成一团的对流  

找两个相同的透明瓶子，到洗手池处接满水。然后在一只瓶子中

加入一勺食盐，再向另一个瓶子中加入几滴墨水。用筷子将两瓶中的

液体搅拌均匀。用一个硬纸片盖住装有食盐溶液的瓶口，紧紧压住，

小心地将瓶子倒转过来，把它和硬纸片一起扣在另一个瓶口上。小心

地将硬纸片抽走，不要让两个瓶口错位。  

你会发现，不一会儿两个瓶子中都变成了一种颜色。  

颜料分子溶解后，渐渐在水中扩散开来。它先和作为溶剂的水融

合，再与食盐溶液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一种浓度均匀的溶液。这就

是液体的典型对流实验。  

17、能自动沿着缝隙爬升的水  

12



取两块长 10 厘米、宽 6 厘米的玻璃板，把它们并在一起，再拿

来一根 8 厘米长、1 毫米厚的薄木条塞入两块玻璃中间（木条只平行

地插入在玻璃间的一侧，不要往中间放），再用两根橡皮筋将玻璃板

和薄木条扎紧，这样两块玻璃板和木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横截面为三

角形的小小的劈形空间。再把它们一起垂直插入到一个装有红色水

（水的颜色是便于观察，任何一种颜色的水都可以）的浅水槽中，你

会发现红色的水沿着缝隙慢慢的向上爬升，并且越窄处上升得越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玻璃板间的缝隙最宽处仅有 1 毫米，这样窄的缝就如毛细

管一样，在它的作用下红色水就沿缝上升了。  

18、能感知咸淡的神奇鸡蛋  

通过给清水里加食盐，使沉在水底下的鸡蛋浮出水面，是许多人

都做过的小实验。你能不能让一只鸡蛋较长时间悬在水的当中，不漂

起又不沉下呢？  

准备好一只玻璃水罐或截去上半部的大可乐瓶，先盛三分之一清

水，加入食盐，直至不能溶化为止。再用一只杯子盛满清水，滴入一

两滴蓝墨水，把水染蓝。取一根筷子，用它紧贴杯壁（最好是在盐水

的上面），沿着筷子，小心地把杯中的蓝色水慢慢倒入玻璃水罐。  

如果操作正确，罐里应该下部为无色的浓盐水，上部是蓝色的淡

水。现在要动作轻而慢地把一只鸡蛋放入水里，它沉入蓝水，却浮在

无色的盐水上，会悬停在两层水的分界处。  

19、 "消失 "了的大头针体积  

取一只内径为 70 毫米的玻璃水杯，盛满水，然后向玻璃杯中放

入大头针，放大头针时一定要用手指捏住针尾，让针尖先进入水面，

在不让水溅出的情况下一枚一枚的放入水中。你可以一直可以放入

600 枚，仍然不会有一滴水溢出杯子。  

那么大头针的体积到哪去了呢？  

通常一枚大头针的长度是 25 毫米，直径 0.5 毫米，它的体积只

是 5.1 平方毫米，再加上它体积小于 0.1 平方毫米的针头部分，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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