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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物质

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

律和调控手段的一门科学。今天，化学已成为材料科

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的重要基础，成为

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并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和粮食危机等，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化学课程倡

导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

科自身的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去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成为理解化

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

值观的过程。

化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化学人



才的重要手段。为全面提高化学教育的质量，为了更

好的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的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

一系列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特推出本套丛书。其中

涉及了中学化学教育、新世纪化学动向、化学常识等

多个方向，能够帮助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

的教学体系，引导学生对化学这一学科有一个更全面

的了解。

本套丛书集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是学生在学

习化学知识及教师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化学

方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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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墙壁上划燃的火柴

丹麦作家安徒生先生的名作《卖火柴的小女孩》，相信

很多同学都看过。在那个风雪里的圣诞夜，一个又冷又饿

的小女孩冒着寒风卖着火柴，可是人们都回家过圣诞夜去

了，谁来买她的火柴呢？很久很久，她一根火柴也没有卖

掉。小女孩被寒冷和饥饿困扰着，最后，她决定用火柴暖和

一下自己，于是就在墙上划起了一根火柴。

那个时代，人们所用的火柴是老式的火柴，和我们现在

用的火柴不一样。

这种老式火柴的火柴头是用磷和硫组成的，在墙上一

划，反应生成了一种叫三硫化四磷的化合物，火柴头上再加

上氯酸钾、硝酸钾、炭粉及树胶等。火柴盒的侧面是一张供

摩擦起火用的粗砂皮。这种火柴由于火柴头本身的化学性

质比较活泼，所以不仅与粗砂皮摩擦会起火，只要与粗糙固

体表面一摩擦，就会引起燃烧。老式火柴虽然不够安全，但

毕竟满足了人们对火种的需要。

直至１８５５年，瑞典人伦塔斯才发明了安全火柴，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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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逐渐被取代。安全火柴只有在火柴盒的侧面上摩擦时

才会着火，并且具有无毒、不易引起火灾等优点，比较安全，

所以一直沿用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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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警犬

犬，都是以嗅觉异常灵敏而著称的。它能感觉到并区

别超过２００万种不同物质发出的不同的气味，并可以根据

气味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其嗅觉敏感度几乎达到分子水平。

因此，人们根据它的特性给它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放

牧（牧犬）、捕猎（猎犬）、侦缉（警犬）、探矿（探矿犬）等。犬，

尽管为人们做了许多事情，但由于繁重的饲养、管理，也给

人们带来不少的麻烦，有时还会给人闯出祸来。因此，科学

家们根据犬鼻子的构造、功能原理，研制成功了“电子警

犬”。

“电子警犬”是由特殊的紫外灯和一种特定的灵敏度高

的检验器组成。由于各种物质的气体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

不同，而产生选择性反应。当某种物质的气体进入检验器

与紫外灯之间时，由于这种气体吸收了紫外灯发射的一部

分紫外线，使检验器所接收的能量相应减少，当气体达到一

定浓度时，就发出警报———嘟嘟嘟的信号，人们就可以根据

“报告”的情况，进行分析综合，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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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警犬”在气味的灵敏度上已达到犬鼻子的水平，

有的甚至超过犬嗅觉灵敏度的１０００倍。目前主要用于化

学纯化工厂和煤矿，监测毒气、瓦斯，及时报警，保证工人生

命安全。也用于手术室、仓库、汽油库和工厂区进行气味检

测，并且用来代替警犬进行侦缉工作，或分析潜水艇、高空

飞机、宇宙飞船等里面的气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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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金属

看到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奇怪。难道金属也会生病吗？

是的，拿锡来说，它就最容易发生冻伤。原来硬邦邦、沉甸

甸的锡，一旦被冻坏就会粉身碎骨，变成一堆灰。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常见的锡，叫白锡。它很容易熔化，又非常柔软，

可以铸制成家用器皿，又可以制保险丝、焊锡，还可以镀在

铜或铁上，防止铜、铁腐蚀。可是，它怕冻。温度降到－

５０℃时，它就会冻成粉末。更有趣的是，锡的冻伤还会传

染。如果把冻成粉末的锡撒到白锡的表面，那么白锡就会

被传染，而且蔓延到整块白锡，最终都变成粉末。

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在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

一书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在八十年前的列宁格勒，人们发现仓库中军装纽扣上

出现一些斑点，很快所有的军装纽扣上都布满黑色的斑点，

人们觉得很奇怪，谁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想挽救纽扣，

却束手无策，只好看着一颗颗纽扣散碎成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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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白锡被冻伤的过程。当时军装的纽

扣都是用锡做的，那个地方冬天很冷，有的纽扣先冻伤了，

它们又传染给别的纽扣，于是冻伤很快就扩散开了。

铜，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属。铜勺、铜盆、铜火锅等

许多常用器皿都是用铜做的，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电器更是

离不开铜。在人们还不十分了解铜的脾气的时候，铜也曾

经常得一种病，叫氢病。铜本来是一种很柔软的金属，可是

得病以后就变得脆了，表面出现裂纹。这在当时也把人们

搞得很狼狈，本来好端端的零件、用具，由于表面裂纹只好

报废。用过的炮弹壳，应该是装上炸药还可以再用的，可是

因为有了裂纹，无法再用……

好端端的铜器，为什么会出现裂纹呢？

经过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病根终于找到了。原来是

氢气捣的鬼。

当铜在空气中加热，进行加工的时候，空气中极少量的

氢气会钻到铜的内部，形成一个个很小的气泡。于是，铜就

得上了病，逐渐变脆以至出现裂纹。

氢气分子既小又不老实，喜欢到处乱钻，它不但会钻到

铜里，还会钻到钢铁里去。因此，钢铁也会得“氢病”。

现在，人们已经找到治疗“氢病”的好办法了。这个方

法就是把金属放在真空的环境中去加工，金属就不容易得

“氢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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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威士忌

世界名酒品尝家一致公认的世界名酒首推英国的威士

忌，它产在苏格兰。最早的威士忌产地是苏格兰西部沿海

的艾莱岛的一个小镇上，岛上盛产大麦，人们一直利用传统

的方法制酒，把浸过水的大麦铺在芽床上，不停地翻动，使

大麦发芽均匀，再用本地带有特殊香味的泥炭烧火烘焙，一

道道工序十分复杂。艾莱岛因出产威士忌酒而名扬天下。

全镇共８家酒厂，工人千余名。有的酿酒厂已经用大

麦、玉米混合起来制酒了。在厂房里，一包包清洗过的玉米

放在特大的高压锅里，用特定的温度烧煮。玉米冷却后再

放进另一种容器里，掺进麦芽，将淀粉转化成糖。糖液通过

旋转的真空过滤器抽到大酒桶中，再加进酵母发酵，变成酒

精和二氧化碳。酒精经过管道进入蒸馏器，通过蒸馏，把提

取出来的纯酒精储存在栎木桶中，然后运到仓库长期严加

保管。

威士忌酒必须在栎木桶中存放３年，有些威士忌酒要

存放１０年、２０年甚至更长时间。酒存放若干年后，就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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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马利德大型装瓶厂配成色、香、味俱美的混合酒。装瓶

工作由电脑操纵，根据信息处理机打开传递带上的酒桶塞，

让酒流进木制水落管，再被抽入混合器中，使酒量达到精确

程度，然后进入大缸里，加进洛蒙德湖清澈透明的苏格兰饮

用水，保持浓度，经过过滤后装瓶。

威士忌的名称是怎样得来的呢？据说，公元５００年，有

些僧侣来到苏格兰高地，向凯尔特人传教。他们带来了一

种名“阿瓜维他”的饮料，意思是“生命之水”。凯尔特人慢

慢喜欢上这种饮料了，叫它“威士忌比西”，后来省去“比西”

两字，就叫做威士忌了。

岛上一年一度的威士忌狂欢会，吸引来了大批游客。

节日之夜，各酒厂大厅备酒待客，乐队奏起苏格兰笛子，姑

娘翩翩起舞。人们豪饮威士忌酒，手舞足蹈，通宵达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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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迹上的破绽

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关系相处得很不好，常常闹矛盾。

后来丈夫因为手头上比较困难，缺少钱用，为了骗取妻子的

四万块钱保险金，他在一天晚上用药物毒死了妻子。为了

掩人耳目，他把现场伪装成服毒自杀的样子，在桌上摆上妻

子的遗书，还有她平时常记的日记。当然这封遗书也是他

伪造出来的。写遗书的是他现在的女朋友。他知道如果警

察把遗书和这一本日记上的字迹相对照的话，马上就会发

现它们有不同，那样不就露馅了吗？

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好办法：让他的女朋友把他妻

子的日记重新抄一遍，不就完成了任务吗？应该无论如何

也不会有人看破字迹上的差别了吧！他心满意足地想。

但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警察在检查过遗书和日记本之

后，立即断定，这遗书和日记本都是伪造出来的。你知道这

笔迹上的破绽在哪个地方吗。

这个杀死自己妻子的丈夫在让他的女朋友写遗书和日

记时，是在相隔不长的时间内写的，这就是本案中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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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因为一般的墨水都有一种含酸的物质在里面，墨水的

颜色也会因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当墨迹一旦接触到空气，

就发生酸化作用，和纸上的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蓝色墨水

则变成淡黑色。

所以警察在检查墨水颜色变化时，就发现了本来应该

是以前记的日记和刚写的遗书几乎是同时写的，这就揭开

了遗书与日记本的假象。

另外，墨水颜色的变化，可以用特殊的药水来检验，由

此可以推测是在几天内写的，或是已经过了几年写的，甚至

更长时间写的东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