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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由数百个经典的科学故事组成， 内容极具代表性和普遍性， 故

事妙趣横生， 文字亲切平易， 插图精美珍贵， 是一部将科学性与趣味性

完美结合的精致课外百科故事全书！ 它必将引领你进入一个陌生神秘、
异彩纷呈、 激动人心的知识世界。

《青少年科学知识精粹文库》 全方位地展示科学创新发展的方方面

面以及科学家的完整形象， 尽量避免像教科书那样平铺直叙地展现科学

技术的 “一般知识”。 本书用或波谲云诡、 动人心魄， 或悬念迭起、 引

人入胜， 或山重水复、 云遮雾障， 或柳暗花明、 烟消日出的故事， 让读

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 领略到科学创新的神奇魅力。 本书精选古今中外

最生动有趣的创新故事近百则， 再现大发明家、 大科学家的发明发现新

思路， 同时以全新的视野展示生活中的新观念、 新方法， 开拓孩子的思

维， 给孩子智慧的启迪， 让孩子尽情体验创造的乐趣！ 本书内容涉及古

往今来的发明创造， 以及生活中的新观念、 新方法， 用一个个生动的小

故事告诉大家， 什么是创新， 如何创新， 为了创新我们需要具备哪些素

质。 看了此书， 你就会知道， 创新其实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 本

书选材精良， 切入巧妙， 希望在快乐的阅读中， 给大家带来启迪。
《青少年科学知识精粹文库》 讲述了几十个科学史上的趣味故事，

以改变人们认为科学研究枯燥无味， 科学家是 “书呆子” 的误解。 爱因

斯坦说： “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像力概括着

世界上的一切， 推动着进步，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严肃地说， 想像

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科学本来是很有趣的， 而那些伟大的科

学巨匠本来也是有血有肉的， 也是食 “人间烟火” 的， 也有 “七情六

欲”。 本书是一本有趣的科学故事书， 数十个生动的故事涉及了中小学

生最想知道的问题真相， 激发着中小学生在阅读中不停地去获取科学知

识， 在阅读中开拓自己的思维， 在兴趣盎然中增长见识， 在不知不觉中

滋生探索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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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科学知识精粹文库》 精心挑选出古今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成

才故事， 以简明、 流畅的语言展示了他们光辉的一生。 他们有勤奋的头

脑、 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如同历史天空的启明

星， 永远被人们所追求和敬仰。 我们应当以他们为榜样， 从他们的经历

中汲取教益， 提高自身素质， 有意识地培养良好的学习、 生活习惯， 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祖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们

是时代的精英， 是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是他

们的发现、 发明和创造将人类文明推向更高的一层， 影响着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青少年科学知识精粹文库》 传达全新教育理念： 倡导孩子从小做

小发现者， 长大成为大发现者！ 鼓励孩子敏于行动， 大胆尝试， 独立思

考， 每天发现一点点， 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知道家里的猫会给自己治病

吗？ 谁是杀死桃树的 “凶手”？ 你知道臭屁虫的臭屁威力究竟有多大？
爱 “流汗” 的石头真的会预报天气？ 杯子成为跳高高手的秘诀何在？
……这些有趣又古怪的问题， 随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冒出来， 跟随本书的

“小科学家” 们一起， 用你的眼光， 去探寻科学的答案吧。 你会发现，
原来科学发现并不神秘， 你也可以像科学家那样去敲开科学的大门， 并

在探究身边科学的过程中， 提高自己的能力！
《青少年科学知识精粹文库》 全面汇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神秘事

件， 用真实、 客观的镜头， 全新展示科学探秘的惊险历程和不为人知的

幕后真相……秘境探奇， 如何遭遇精魄事件？ 魅影传说， 难道死人真能

复生？ 神奇宝藏， 却是惊世悬案？ ……揭秘， 探索， 最新发现即将终结

世纪悬念！ 离奇事件迷雾重重， 科学揭秘幕后真相， 外星人神秘莫测，
为何降临地球？ 听命湖地处大山深处， 为何能呼风唤雨， 藏宝船载海上

消失， 究竟陷落何处？ 层层剥开惊心动魄的惊天秘密！ 神秘的天外来

客、 古老宫殿的恐怖传说、 人类复活事件、 人间悬案的惊天内幕……神

秘离奇， 令人谈之色变； 探索发现， 惊天秘密层层剥开！
本书是一套专门为青少年朋友准备的学与用的小百科丛书， 易读、

易懂而又叫人着迷。 阅读这些知识， 能够启迪心灵、 陶冶情操、 培养趣

味、 开阔眼界、 开发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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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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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勃望远镜的 “接班人”

试过从 ２０ 多层高的楼顶上往下看吗？ 你是不是觉得楼下的人此时

都变成了 “小蚂蚁”， 就连平常庞大的公共汽车也变成了 “小甲壳虫”？
如果这时有一个望远镜， 那一切都不同了， 楼下的一切仿佛就在你眼

前。 其实这还只是望远镜中最普通的一种， 其他的还有专门用来进行天

文研究的天文望远镜、 可以拍照的数码望远镜， 等等。 在这些各式各样

的望远镜里， 最神奇的可能要算是太空望远镜了！

哈勃太空望远镜

１９９０ 年， 世界上第一台太空望远镜问世了， 设计者们用美国天文学

家埃德温·哈勃 （１８８９～１９５３） 的名字为其命名， 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太

空望远镜。 它可以在距离地面 ５００ 千米的太空上进行观测， 不仅不会受

到恶劣气候的影响， 而且还摆脱了地球大气的干扰， 能够达到地面上任

何望远镜也达不到的高灵敏度和高分辨力。 这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

太空望远镜。
从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升空后， “哈勃” 至少环绕了地球轨道 ８ ８ 万

圈， 拍摄了 ７５ 万张珍贵的外层空间和地球的照片。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退休， 通常， 太空望远镜的寿命， 按设计要

求至少是 １５ 年。 哈勃望远镜现在也到快要退休的年龄了。 宇航员已经

对哈勃望远镜进行了 ４ 次维修， 每次都耗资无数。 而且随着望远镜技术

的迅速发展， 要求哈勃退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据工程师们分析， “哈
勃” 逐日老化的太阳能电池还能让它支撑到 ２００７ 年， 那时必须更换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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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和陀螺仪， 否则， “哈勃” 将无法继续工作。 除了使用寿命之外，
由于制造上的误差， 哈勃太空望远镜不能辨别 １４０ 亿光年以外的物体，
而只能看清 １４０ 亿光年以内的物体。 另外， 它的太阳能电池板因热胀冷

缩还存在颤抖问题。
为了解决 “哈勃” 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科学家决定在 ３０ 年内使用

一台新式太空望远镜来代替 “哈勃”， 那么新的 “继承人” 究竟会是什

么样子呢？

更好的 “詹姆斯·韦伯”

事实上， 一个大型空间计划从策划到最终实现， 一般都要经过 ２０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 美国宇航局就已经向全球招标，
这次竞标的激烈程度简直可以和竞选总统相媲美。 经过多轮激烈的讨

论、 对比， 制造新的太空望远镜计划终于诞生了！ 这就是 “詹姆斯·韦

伯” 太空望远镜， 从 ２０３０ 年开始， 它将代替哈勃望远镜， 去漫游太空，
探索深邃的宇宙洪荒。

同 “哈勃” 相比， “詹姆斯·韦伯” 更大、 更精密， 能勘测到更远

的太空！ 而质量只有 “哈勃” 的三分之一。 有趣的是， 它还是一架没有

镜筒的望远镜。
在外型上， “詹姆斯·韦伯” 与哈勃望远镜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它主镜片的直径约为 ６ 米， 比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主镜片宽 ２ ５ 倍。 如此

巨大的镜片， 使得它能够探测到光亮度很低的星体， 这一点比 “哈勃”
要强上 ４００ 倍！ 由于没有哪个运载火箭的容量可以大到有效容纳如此大

的镜片， 因此， “詹姆斯·韦伯” 的镜片将会被做成一系列六边形分镜

片， 发射时分镜片将被折叠起来。 在发射之后， 一个大约有网球场大小

的遮光罩将在太空中缓缓展开， 这样就可以遮挡住来自太阳的热量了。
按计划， “詹姆斯·韦伯” 将在 ２０３１ 年由 “阿丽亚娜 ５ 型” 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 升空后它将在距地球 １５０ 万千米的空间位置飞行。
和哈勃太空望远镜不一样的是， “詹姆斯·韦伯” 因为距离地球太

遥远， 所以无法派宇航员进行维修保养， 因此它的设计制造必须完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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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的哈勃望远镜

缺， 否则将功亏一篑！
尽管现在它还躺在实验室里， 天文学家们却已经开始为它的任务作

出了美好的设想： 到那时， 根据 “詹姆斯·韦伯” 拍摄回来的数据和照

片， 人们将对星系的起源和演化、 行星及恒星的各种情况进行更深入的

了解， 开创探索银河系和附近星系的新历史。 “詹姆斯·韦伯” 也许会

告诉我们： 在宇宙中， 地球从不孤独， 有那么多颗星球在陪伴着它， 而

在银河系之外， 还有更浩瀚的宇宙等待着我们去探求发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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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地球杀手” 开战

大自然有着无穷的力量， 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控制这种力量。 ２００４ 年

底的印度洋大海啸、 ２００５ 年的巴基斯坦大地震……地球上发生的各种大

大小小自然灾害， 不仅吞噬了许多宝贵的生命， 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 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 地球还会遭受什么样的大劫难呢？
众多科学家经过仔细研究， 估计下一个 “地球杀手” 将是小行星

“阿波菲斯”。 这是在计算该小行星的运行轨道时发现的： 它将在 ２０３６
年撞击地球， 到时所产生的破坏力将比印度洋海啸可怕得多。 为了保护

地球家园， 科学家们决定在太空安放一个跟踪器， 监视小行星 “阿波菲

斯” 的运行轨道。

太空中的小行星带

“阿波菲斯” 是已知小行星中对地球安全最具有潜在威胁的一颗，
它是一颗形状极为不规则的小行星。 这颗行星是在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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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然后又一度失去了踪迹， 直到 ６ 个月后又再次被发现。 ２００４ 年的圣

诞前夜， 科学家们通过不间断的观测， 从获取的数据中显示： “阿波菲

斯” 小行星将在 ２０２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第一次与地球 “紧密接触” ———擦身

而过， 那时， 它们之间的距离将非常近。

行星虽小威力巨大

在许多科学报告里， 小行星 “阿波菲斯” 被天文学家们描述成一个

“可怕的敌人”。 在他们看来， 到时一场地球保卫战是在所难免了。
２０２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一个黑色星期五， 到时候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

人来到户外， 抬头仰望， 暗自窃喜自己的好运。 因为， 那天小行星 “阿
波菲斯” 将会在 ３ 万千米的高空掠过地球， 就像一颗流星飞快划过夜空

一样。
但千万别高兴得太早， 当小行星 “阿波菲斯” 于 ２０２９ 年掠过地球

之后， 它运行的轨道将会因地球的引力而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足以促使

它在 ７ 年后掉转头来和地球相撞。 每秒 ５ ９ 千米的撞击速度将产生巨大

的破坏力： 足以使美国得克萨斯州消失， 或使两个欧洲国家消失； 如果

它落到海洋里， 那么将引起毁灭性的海啸， 比起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大海啸

将更为猛烈。 在如此毁灭性的撞击中， 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都在劫难逃。
目前， 在俄罗斯举行的 “小行星安全问题研讨会” 上， 天文学家制作了

一个模型， 假设 “阿波菲斯” 击中太平洋， 将会掀起 ２００ 米高的巨浪，
它的冲击波掀起的灰尘， 将笼罩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区， 这些地方的动植

物和人类将因为严寒和生存空间被破坏而死亡。

“地球保卫战” 正式开始

为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 科学家决定为小行星装上一个无线电跟踪

器， 以跟踪监视它的运行轨道。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在紧密合作， 研

究用各种办法来保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２０１３ 年是观察 “阿波菲斯” 空间运行轨迹的最佳时机。 如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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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实了这块太空巨石撞击地球的可能性， 搭载着无线电跟踪器的太

空船将在之后的几年内启程飞往 “约会” 地点。 此后， 人们将设法使小

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以避开地球。 按照以往的习惯， 科学家能够想出的

最好办法可能就是往这颗小行星上发射一枚超级核弹， 然后利用爆炸的

反冲力改变小行星的运行轨道， 或者干脆把这颗小行星炸得粉碎。 但这

样一来， 人们又不得不考虑， 在地球上空引爆核弹， 可能会造成大面积

的核污染。 看来这种办法太冒险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其实现在， 人们已经想出了不少避免小行星与地球碰撞的方法， 例

如， 已经有宇航研究机构制定了相关方案： 发射一艘太空飞行器， 利用

其运行方式， 对 “阿波菲斯” 小行星产生一股引力， 使它偏离轨道而不

会撞上地球： 还有科学家提出： 可以让太空飞行器与小行星保持相同的

速度和方向， 好让它们 “并肩而行”。 当两者达到相对静止的时候， 用

机械手臂去 “推动一下”， 改变它的运行轨道……各种想法哪种最好、
哪种可行性最高， 人们还没有最后定论， 但毫无疑问， 大家都在想办法

为地球撑开一个 “保护伞”， 希望能更好、 更安全地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园———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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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太空旅行法

有这么一个童话故事： 一颗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种子， 被埋进了

泥土里， 只一会就长出了嫩绿色的小芽， 然后开始迅速地长大， 转眼工

夫幼苗就长得跟成年大树一样高了， 可是， 它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 反而越长越快， 越长越高， 终于冲破了云层， 到达了天堂……
现在人们要进入宇宙， 必须通过航天飞机才能实现， 然而要进行一

次航天飞行， 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如果真能有个直接连接到天上

的梯子， 那样可容易多了。
这一梦想有望在 ２０３０ 年实现！ 届时利用先进的纳米碳管技术， 人

类将轻松 “爬” 上太空去旅行。

海空之间的太空梯

其实， 修建直接通往宇宙的太空梯一直是人类的梦想。 人们想像中

的太空梯是这样的： “一根长达数万千米的缆绳， 一头拴在海洋中的平

台上， 另一头则连在太空中的一个平衡锤上。 缆绳随着地球一起旋转，
由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来抵消地球的引力， 它便得到一个向外的张力，
于是， 太空梯就在地球和太空之间竖了起来。 机器人升降机将沿着太空

梯升降， 将卫星、 宇航员送入太空。”
目前， 美国的一家公司向修建 “太空梯” 这一伟大目标迈进了一小

步： 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对名为 “达摩克利斯之剑” 机械爬升器的试

验。 这是一个可以沿着一条系在高空气球上的长带子， 随意爬上爬下的

新型机器。 此次试验被认为是为将来利用太空梯， 在地球与太空之间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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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物所进行的先驱性试验。 而且， 试验是秘密进行的。
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 “试验在华盛顿东部的一个地点进行， 之所

以不透露试验地点， 主要是考虑到安全原因。 万一我们那个 ２３ 磅 （约
１０ 千克） 机器人从绳子上掉下来， 我们可不愿意看到有现场观众正好在

它下面。”
这次试验使用了一个直径约为 ４ 米的气球， 一个工作人员在地面上

用安全绳将气球固定在空中， 气球上还连接着一条用合成玻璃纤维制作

的 “绳梯”， 机械爬升器沿着这条 “绳梯” 升降。
试验当天， 爬升器成功地向天空爬了大约 ３０５ 米， 试验相当成功。

这次试验让该公司的研究人员充满了信心： 还可以升得更高、 应该可以

利用热气球升到 １ ５００ 千米的高空。 不过， 他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试

验———对通信系统、 射程传感器、 全球定位系统以及气温和摄像系统等

进行评估。

未来将架在太空中的太空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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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太空梯

太空梯研究小组清楚地认识到， 在他们劳动成果被充分证明可以使

用之前，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次试验仅仅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

了一步， 至少试验显示， 硬件设计是正确的。 但是， 为了保证长长的太

空梯牢固可用， 还必须对太空梯材料提出更高的要求， 幸亏纳米材料技

术的出现为达成这一理想提供了一条 “捷径”。
———坚固的梯身。 为了这个目的， 研究人员专门在美国新泽西州建立

了一个纳米技术工厂。 在这家工厂里， 出乎人们意想之外的坚固材料正在—
米—米地生产出来， 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难题， 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些

管子连接起来， 要知道， 管道连接得越长， 对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高。
———想像不到的动力。 太空梯上的那架升降机上上下下是需要动力

的， 但几乎所有的传统动力对于它都不太合适， 要么是能量传送速度太

慢： 要么是能量在传送过程中消耗太大。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们想到了

光： 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２９９７９２４５８ 米 ／秒，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 没有任何物体运动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 这样的话， 当升降梯上升

到几万米光源充足的高空时， 就不会有能量接济不上的情况发生了。
事实上， 美国宇航局早在其 “百年挑战” 计划中， 就提出了两项有

关太空梯的设想， 并且把这种想法设计成了一项科技竞赛： 一项是 “拴
绳挑战”， 另一项是 “波束能量挑战”。 “拴绳挑战” 的目的是测试碳纳

米管材料的强度和重量， 而 “波束能量挑战” 则是测试以高强度光源为

动力的太空梯爬升功能。 每年都有不少大学和工业界的参赛队伍报名参

加这项赛事的角逐。
目前， 科研人员初步估计， 未来数年内就可以完成太空梯的原型设

计。 但是， 太空梯的升降梯制作则需要多花 ２０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与

此同时， “太空梯” 也存在不少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 如何避免低

空飞行的飞机撞上爬升器的缆索。 有科学家就表示， 可以在地球靠近赤

道的位置建立浮动基地， 以保持飞机的航线始终是 ５００ 千米的距离。
人类的这一梦想真的会实现吗？ 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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