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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世界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政府越来越重

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邓小平同志曾于１９８８年提出

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后来，“科教兴

国”这四个字就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座右铭。近三十年来，

中华民族以“科教兴国”为已任，“科教新高潮”正在扫荡

着全中国。

“科教兴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是一个跨越时

间和空间的规模浩大的工程，这个工程的实施，要从青少

年抓起。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中共中央颁发

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新闻出版

署把创作、引进、翻译和出版优秀科普图书，作为落实中

央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在制订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规划时，专门设立了科普读物出版的子规划。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的科普图书出版工作，不

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与它所肩负的重任都还很不



适应，科普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我国

的科普事业添砖加瓦。《图文科普丛书》的出版，就是我

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为新时代青少年献上的一份心意。

希望《图文科普丛书》的出版，能为促进我国科普读物的

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图文科普丛书》共十册，包括了《元素的故事》

《绚丽多彩的光》《海底总动员》《地球上的威力》《神秘的

星空》《看不见的世界》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不同

的方向和角度介绍了一些广大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科学

知识。在这套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不是局限于对一些

科学知识的阐述，而是注重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

和科学方法；另外，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结合生动的图

片，让广大的青少年朋友能更好地理解一些晦涩的科学

知识，做到了科学性、可读性、趣味性的统一。

我们所有的编写工作者对这套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

和精力，但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在对相关材料进行编写、

搜集、整理的过程中，有一些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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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地球的工具———火箭

火箭的故乡———中国

火箭是现代航天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火箭也就没有

现代航天技术。也许少年朋友不禁要问，火箭是怎么发

明的，又是谁发明的呢？正确的答案是，火箭是我们中国

人发明的，它的故乡在中国。

火箭演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至

少可以追溯到１０００多年前。我国唐代炼丹和药物家孙

思邈根据前人的长期实践，制成了火药配方，发明了火

药。这使火箭的产生成为可能。在火药的试验和应用过

程中，人们生产出了“烟火”，一种供喜庆节日鸣放的五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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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色的火花。而这些在宁静的夜空绘出一幅幅美不胜收

的图画的“烟火”，正是现代火箭的最早雏形。

中国古代火箭

宋朝初年，有两个年轻人在京城汴梁禁卫军的演练

场上作了一次表演。其中一个人手里举着一截削得尖尖

的箭杆，上面绑着一个装满火药的小圆筒，圆筒里面伸出

一根细细的引线。另一个人则手持火把靠近引线，当他

点燃引线后，未等人们明白过来，只听“轰”的一声，那截

尖尖的箭杆已经飞向了空中。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热

烈的欢呼声。就这样，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诞生了，那

两个年轻人就是火箭的最早发明者：

冯义升和岳义方。

宋真宗咸平三年，神卫水军队长

唐福将冯义升和岳义方的火箭作了

进一步改进，设计了叫“龙形箭架”的

发射装置，并根据作战的需要，将装

满火药的竹管连接在普通的箭上，火

箭点燃后，冲天而起。这一简单而巧

妙的创造，使火箭开始具有军事用

途。宋朝是火箭制造技术的大发展

和大应用时期。火箭既被用作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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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的武器，也被用来抗击过金兵的入侵。宋高宗时，金

兵逼近长江，宋将虞允文利用火箭“霹雳炮”，以１８０００人

大败金兵１０万人于采石矶。

到了明朝，火箭制造技术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公元

１４５０年，戚继光在沿海一带抗击倭寇的战斗中，曾制造并

使用了多种火箭武器，如飞刀、飞枪及飞箭。当时为了增

强火箭武器的威力，还制造了能装很多支火箭并能进行

齐射的“火箭车”。公元１５９８年，有一个叫赵士忠的人，

发明了一种可以任意给予火箭一定的方向和角度、使火

箭发射后不致偏斜的火箭发射装置，其作用类似于现在

的火箭发射筒。这是火箭制造史上的又一大进步。在连

绵不断、四处可寻的中国古战场上，到底出现过多少种火

箭呢？明朝的军事观察家茅元仪在他所著的《武备志》

中，曾有大量记载。大约在１２—１３世纪时，我国的火箭

制造技术，通过成吉思汗金戈铁马的蒙古骑兵在西征过

程中，先是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和印度，最后流传到了欧

洲。从此，火箭———这个古老的战争机器，开始在异国的

领土上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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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大师———齐奥尔科夫斯基

火箭传入欧洲后，曾经在军事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而风光了一段时期，但随即便因有了射程和精度更为

优良的大炮，加之本身的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而遭到了

齐奥尔科夫斯基

冷落，甚至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

由于出现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等一大批科学家进行的顽强

探索和执著的追求，才使得已经黯然失色的火箭技术重

新又有了生机。正因为如此，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位前苏

联著名的空气动力学、火箭动力学家被人们誉为现代“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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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之父”。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诞生地

１８５７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在俄国一个贫苦的林

业官员家庭。他１０岁那年，不幸染上了猩红热，并因此

而丧失了听觉。由于残疾和家境的原因，他没能上学读

书。但是，勤奋好学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克服了耳聋所带

来的种种困难，自学了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等。为了谋

生，１８７９年他作为唯一的校外考生通过了高等学校的考

试，取得了在一所乡村学校作教师的资格。历经磨难、大

器晚成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直到４０岁左右才开始研究火

箭和宇宙航行的问题，但他把自己下半生的心血和精力

都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因而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

１８９８年８月，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位尚不出名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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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破天荒地对火箭发动机作了精确计算，他极正确地

提出了气体喷出的最大速度可以用液体化学燃料获得的

科学论断来解决火箭发动机动力燃料的难题，把火箭发

动机的研究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１　 ８９７年齐奥尔科夫斯基推导

的火箭运动速度的公式

１９０３年，他在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文章《利用喷气装置

探测宇宙空间》中，提出了著名的火箭运动公式。通过这

个宇宙航行学的基本公式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第一，

火箭气体喷出的速度愈大，则火箭的速度愈快；第二，要

提高火箭速度，就要提高发动机喷气速度和火箭的质量

等；第三，火箭只适用于作某种高速飞行物的运载工具，

那么飞行的速度与高度可以大大增加，从而使远程飞行、

高空飞行以及星际旅行成为完全可能实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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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条件有了

改善。１９２９年，这位科学巨匠又发表了关于《火箭列车》

的论文，首次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提出了建立星际站

作为宇宙飞船的“加油站”和“启航站”的设计方案，正确

地预见和指出了火箭技术从试验火箭到实用远程火箭及

载人飞行火箭的发展过程。

然而当时，前苏联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尚无法把齐

奥尔科夫斯基的设想变成现实。１９３５年，这位火箭和人

类宇航技术的先驱，带着无限的遗憾默默离开了人世，但

他却给世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齐奥尔科夫斯

基所创立的反作用运动原理理论在喷气和火箭技术方面

无疑引起了一次真正的革命。由于这位天才火箭大师和

宇航奠基人的奉献，火箭技术复苏了，宇航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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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德火箭”
和“欧洲火箭之父”奥伯特

　　１９世纪下半叶，早期火箭由于它自身的不足曾遭到

冷落，但潜心于火箭技术研究的先驱者们并没有丧失信

心，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许多学者为此进行了顽强

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

一生是为航天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总共发表了６００多篇

有关航天的论文、科普文章和科幻小说。虽然由于受当

时一些条件的限制，他始终未能制造出他所构思的那种

火箭，但他的事业和精神，完全被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科

学家继承下来。１９３１年，前苏联成立“喷气推进研究小

组”，１９３３年８月，他们研制了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但其

技术水平不如美国和德国。举世公认，最早对发展液体

燃料火箭作出突出贡献的是美国的戈达德和德国的奥伯

特，他们的出色工作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终于使曾经与火

炮相比黯然失色的火箭，又重新点燃起希望之火，并展示

出在军事和航天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的光辉前景。



跟我上太空

９　　　　

戈达德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６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奥比姆上

空，冉冉升起一枚黑色的火箭，这枚火箭虽然带着从尾端

喷出的一束明亮的火焰在空中飞行了仅短短的２．５秒

钟，上升高度只有４１英尺，飞行距离也只有１８４英尺，但

却轰动了世界，因为这是人类最早研制出的按齐奥尔科

夫斯基所设想的液体燃料火箭。这枚火箭其貌不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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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０英尺长，主要由一台２英尺长的发动机和分别装有

液氧和煤油的两个燃料贮箱组成，它却是戈达德教授经

过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和精心设计取得的成果。当时的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发出的电讯都把这枚火箭和戈达德

本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誉称为：“戈达德火箭”。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５日，戈达德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乌

斯特城的一个败落守旧的家庭。他从小极富于幻想，常

带领一伙小朋友拿着小铁锹搞“地下作业”，试图挖一条

从美国通到中国的隧道，并设想凿穿地球只需花一个星

期的时间。少年时代他留给市民的最初印象是性格孤

僻，沉默寡言，爱好读书。他常常背着书包边走边低头看

书，尽管书已经显得非常残破，仍然目不转睛、兴趣盎然

地一页一页地翻来翻去。到中学时代，他尤其迷上了韦

尔斯的科幻小说《星际大战》和维思的《从地球到月球的

旅行》，并常常边看边陷入深深的沉思。１９０８年，戈达德

从乌斯特理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物理学博

士学位，成为该校著名教授韦伯斯特的得意门徒。第二

年他就富有远见性地提出，为了提高火箭性能，必须用液

氢和液氧作为火箭推进剂。他在大学苦心攻读三年后，

于１９１１年２９岁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不久成为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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