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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科学
DI-YI ZHANG　JICHU KEXUE

人类是怎样计数的？什么是反射？

什么是折射？物质怎样才能燃烧？⋯⋯

我们的身边处处有科学，这些科学现象

看似很简单，可原理又很难解释清楚。

读了这一章，你会找到答案。

基础科学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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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数学
同学们经常上数学课，但是你们对数学的认识到底有多

少呢？数学可不是一个个简单的数字、方程、图形与

位置就能概括的。现在，我们把对数学知识的了解延伸出

来，或许会让你们更加喜欢这门课程。

QUWEI SHUXUE 

“数”是怎么产生的

“数”是人类在从事生产劳动等

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在远古时期，我

们的祖先在狩猎、捕鱼以及后来的家

禽饲养和劳动工具的制作等生产劳

动过程中，为了估计产量和生活需要

量，逐渐产生了有关数的概念。

人类最初产生的“数”的概念是

“有”和“无”。例如大家出去打猎，

可能打得到，也可能一无所获，于是

就渐渐产生了“有”与“无”的概念，

进而产生了“多”与“少”的概念，如

甲打到了5只野兔，乙打到了3只野

兔，甲就比乙打得“多”。

远古人的计数法

早在社会的最初阶段，人类由摘

野果和捕获野禽、野兽，逐渐形成了

有无、多少等概念。后来，人类又发

展到利用结绳、刻痕、手指来计数。

1937年，在维斯托尼斯（摩拉

维亚）发现一根40万年前的幼狼前

汉代计量器

图为古埃及人生活场景



3

第一章　基础科学
DI-YI ZHANG　JICHU KEXUE

肢骨，7英寸长，上面有55道很深的刻

痕。这是已发现的用刻痕方法计数的

最早资料。直到今天，欧、亚、非大陆的

某些地方，仍然有一些牧人用在棒上刻

痕的方法来计算他们的牲畜。

秘鲁的印加族人（印第安人中的

一部分）古时每收进一捆粮食，就在

绳上打个结，用来记录收获量。据《易

经》记载，上古时期，我国人民“结绳

而治”，就是用在绳上打结的办法来

记事表数。

罗马人在文化发展的初期，用手

指作为计数的工具。他们要表示1、

2、3、4个物体时就分别伸出1、2、3、

4个手指；表示5个物体时就伸出一只

手；表示10个物体时就伸出两只手。

从罗马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痕

迹，如用Ⅰ、Ⅱ、Ⅲ等来代表手指数，

要表示一只手时，就写成“Ⅴ”，表示

大拇指与食指张开的形状。这已是数

码的雏形。

数码符号的引进，是人类对数学

认识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数”已

从各种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具有

“独立”的地位。

常见的数字

1．中国数字。指我国汉字中以及

商业中通用的计数符号，分小写和大

写。

小写：○、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等。

大写：零、壹、贰、叁、肆、伍、

陆、柒、捌、玖、拾等。

2．罗马数字。这是罗马人创造

的计数符号。基本的共有7个：I（表

示1）、V（表示5）、X（表示10）、L

（表示50）、C（表示100）、D（表示

500）、M（表示1000）。

这些数字在位置上不论怎么变

化，所代表的数是不变的。

3．阿拉伯数字。共有10个，0、1、

2、3、4、5、6、7、8、9。由于它书写简

单，计数方便，看起来清楚，便于运

算，所以早就成为国际通用的数字。

数学中所说的数字，一般就是指阿拉

伯数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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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数字是谁创造出来的

我们在学习数学时，离不开阿拉

伯数字—1、2、3、4、5、

6、7、8、9、0。实际

上，这些数字并不

是阿拉伯人创造

的。那么，为什

么又把这些数学

叫作“阿拉伯数

字”呢？

公元 7世纪，阿

拉伯人征服了周围的民

族，建立了东起印度，西

经非洲到西班牙的萨拉森大帝国。后

来，这个大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国

家。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历代君王都很

重视科学与文化，所以两国的首都

都非常繁荣，特别是东都—巴格

达。西来的希腊文化，东来的印度文

化都汇集到这里来了。阿拉伯人

将两种文化理解消化，从而

创造了独特的阿拉伯文

化。

公元750年左右，

印度的一位天文学家拜

访了巴格达王宫。他带

来了印度制作的天文表，

并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国王。

印度数字1、2、3、4⋯⋯以及

印度式的计算方法（即我们

现在用的计算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被介绍给阿拉伯人的。由于印度数字

和印度计数法既简单又方便，其优点

远远超过其他的计数法，所以，很快

被阿拉伯人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国。因

此，由印度产生的数字被称作“阿拉

伯数字”。

最小的一位数是0还是1

我们知道，位数表示一个整数所

占有数位的个数，数位是指一个数的

每一个数字所占的位置。对于3082

这个数而言，我们说它是四位数。如

此看来，0也占了一个数位。但是计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时间的钟表



5

第一章　基础科学
DI-YI ZHANG　JICHU KEXUE

数法里有个规定：一个数的最高位

不允许是0。为什么要加上这个规定

呢？试想：如果没有这个规定的话，那

么“0”就应该是最小的一位数，00

是最小的两位数，000是最小的三位

数⋯⋯这样一来，最小的一位数、两

位数、三位数乃至任意位数都是0，这

显然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如果没有

这样的规定，一个数也就没办法确定

是几位数了。例如8是一位数，08就变

成两位数，008就变成三位数⋯⋯也

就是说，同一个数，我们可以任意称

它为几位数，“位数”这一概念也就没

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我们平常所

说的一位数、两位数或更多的位数只

是指正整数。0不是正整数，不能说

它是几位数。那么，最小的一位数是

0还是1，你清楚了吗？

你也许还会问：生活中不是有许

多008、009、038这样的数吗？这是

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在特定条件

下表示特定意义的。如田径运动会上

某运动员的号码是028，表示参加该

运动会的运动员数不足1000人。

加减乘除符号是如何产生的

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表示加法

都是把两个数字写在一起，例如“5＋

12”，就写成“512”。直到今天，我们

学习带分数的写法时，还可以看到它

的痕迹。

如果要表示两数相减，他们就把

这两个数字写得离开一些，例如“81 

4”，表示“81－4”。

后来，意大利数学家塔塔利亚用

意大利文“piu”的第一个字母p表示

相加，例如：“7p4”就表示“7＋4”。

古希腊数学家基奥芬特曾使用m表

示相减，符号“－”就是先由拉丁文

“minus”缩写成的。例如：“9m5”就

表示“9－5”。

中世纪（公元5世纪—15世纪后

期），欧洲商业逐渐发达，一些商人常

在装货的箱子上画一个“＋”，表示重

量略微超过一些；画一个“－”，表示

重量略有不足。1489年，德国数学家

魏德曼在他的著作中正式用这两个符

号来表示加减法运算。后来，又经过

为何没有诺贝尔数学奖？

诺贝尔是19世纪极具天赋的发明家，他的发明更多来自其敏锐的直觉和非凡

的创造力，而不需要借助任何高等数学的知识。所以，诺贝尔本人根本无法预见

或想象到数学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有可能是他认为枯燥的数

学计算很有可能禁锢人的创造性思维，因此没有设立诺贝尔数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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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器

法国数学家韦达的大力宣传和提倡，

这两个符号才开始普及，到1630年，

终于获得公认。

至于“×”“÷”符号的使用，也

不过300多年历史。据说，英国著名

数学家奥屈特于1631年在他的著作中

用“×”表示乘法。但是，德国数学家

莱布尼茨认为，符号“×”与英文字母

“X”很相似，所以曾反对使用，而赞

成用“·”表示相乘。但后来，人们还

是把“×”作为乘号沿用至今。在学习

了用字母表示数后，“·”也被看作乘

号，如“3×ɑ”可写成“3·ɑ”。

中世纪时，阿拉伯数学相当发

达，出了一位大数学家阿尔·花拉子

米，他曾用“3/4”或“3∶4”表示3被

4除。许多人认为，现在通用的分数

记号即出于此。至于“÷”，在欧洲大

陆流行了很长时间，但一直作为减法

的符号。到1630年，英国人约翰·比

尔在他的著作中使用“÷”做除法的

符号，人们推测他大概是根据阿拉

伯人的除号“/”与比的记号

“∶”合并而成的。

在 我 国 ，

人 们 曾 把 单 位

乘法叫作“因”，单位除

法叫作“归”，被乘数、被除数叫

“实”，乘数、除数叫“法”，乘的结果

叫“积”，除的结果叫“商”。

现 在 绝 大多 数 国 家 的出版

物中，都用“＋”“－”来表示加与

减，而“×”与“÷”的使用远没有

“＋”“－”来得普遍。

有效数字

有效数字是针对一个数的近似

值的精确程度而提出的。一般来说，

一个近似数，四舍五入到哪一位，就

说这个近似数精确到哪一位，这时从

左边第一个不是零的数字起，到这一位

数字止，每一位数字都叫作这个近似数

的有效数字。

例如：近似数3.1416有5个有

效数字，即3、1、4、1、6；近似数

0.00508有3个有效数字：5、0、8。最

左边的3个0都是无效数字，但5与8

之间的零是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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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数”和“近似数”的区别

用和实际情况完全相符的数

来表示某一个量，这样的数叫作

准确数。例如，某班有学生52人，

这里的数“5 2”就是准确数，它

与这个班学生的实际人数完全符

合。又如，教室里有26张课桌，这

里的数“2 6”也是准确数，它与

教室里课桌的实际张数是完全符

合的。

用和实际数很接近的一个数来

表示某一个量，这个数就叫作近似

数。近似数也叫近似值，例如，一个国

家的人口经常有变动，很难说出准确

的数，但可以说出一个接近的数。如

我国有13亿人口，“13亿”就是一个

近似数。又如绕地球赤道一圈的路程

约为40000千米，“40000”就是一

个近似数。

60进位制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古代人

对天文、历法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这样，就不得不牵涉到时间和角度

了。如研究昼夜的变化，就要观察地

球的自转，地球自转的角度和时间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前2100年左右，巴比伦时

期的著作已经表明：当时的人们不仅

以360天作为1年，而且把圆分成360

度，把1度分成60分，把1分分成60

秒。这样，1/2，1/3，1/4，1/5，1/6，

1/10，1/12，1/15，1/20，1/30，1/60

度（分）都可以化为整数了。这给研究

天文和历法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们知道，60进位制与10进位制

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10进位制

有其固有的缺陷，如10不能被3、4、

6整除，而60进位制就不存在这些问

题。图中约有130个人，这里的“130”就是近似数

图中有2个宝宝，“2”就是准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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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60进位制（严格说来，是

60退位制）有自己的优点，所以也就一

直沿用到今天。

现在，数学、物理、航运等科

学技术中仍然使用6 0进位制。数

学上把“度”“分”“秒”分别记作

“°”“′”“″”，一律标在数的右上

角。时间单位“时”“分”“秒”也采用

60进位制。如7时35分20秒，记作

7：35′20″，这里用“：”代替了度的

符号“°”。

计数单位

计数单位是指计算物体个数的

单位。它有很多，如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都是计数单

位。“个”是自然数的基本单位，其他

的计数单位又叫作辅助单位。不同

的数位，计数单位也就不同。如“5”

写 在个位，表示5个“一”，如果写在

十位上，就表示5个“十”。

“代数学”一词的产生

小学数学课本中用字母表示

数及方程等的内容都属于代数学

的范畴。“代数学”一词来自拉丁文

Algebra，而拉丁文又是从阿拉伯文

来的。

公元825年左右，阿拉伯数学家

阿尔·花拉子米写了一本书，名为《代巴比伦拥有灿烂的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图

为巴比伦空中花园

小朋友在计数



9

第一章　基础科学
DI-YI ZHANG　JICHU KEXUE

数学》。作者认为他在这本小小的

著作里所选的材料是数学中最容易

和最有用处的，同时也是人们在处理

日常事情时经常需要的。这本书的

阿拉伯文版已经失传，但12世纪的

一册拉丁文译本却流传至今。在这

个译本中，把“代数学”译成拉丁语

Algebra，并作为一门学科。后来英语

中也用Algebra表示代数学。

“代数学”这个名称，在我国是

1859年才正式被使用的。这一年，我

国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

力合作翻译英国数学家棣么甘所著的

《Elements of Algebra》，正式定名为

《代数学》。后来，清代学者华蘅芳和

英国人傅兰雅合译英国学者瓦里斯的

《代数术》，卷首有：“代数之法，无论

何数，皆可以任何记号代之。”说明了所

谓代数，就是用符号来代表数字的一种

方法。

“数位”与“位数”的区别

“数位”指一个数中每一个数

字所占的位置。整数的数位从右向左

依次排列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万位⋯⋯小数部分的数位从左向右

依次是十分位、百分位、千分位、万分

位⋯⋯同一个数字，由于所在的数位

不同，所表示的数值也就不同。例如，

“3”在个位上表示3个“一”，在十

位上表示3个“十”，在百位上表示3个

“百”⋯⋯又如，0.56是由5个十分之

游珠算盘，由不固定的游珠和算板组成，是

珠算的雏形，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之一。图为

根据汉代徐岳撰写的《数术记遗》一书记载复制

的游珠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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