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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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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乐园———太空站

我们航天飞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地球之外开辟人类新的栖息

地。但空间站无法达到向空间移民这个目的。向空间移民的一个途

径是在地月引力平衡点等处建设太空城。由于太空城像宇宙中的孤

岛，所以又叫“宇宙岛”。

用来空间移民的太空城，必须在自给自足的前提下，解决并保障

人的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的基本问题，即空气、水、食物、重力和能防

护辐射的藏身处等。藏身处是太空城的主要硬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太

空城的居住处。这可以由地球上发射的航天器为基础，从月球和近地

小行星上取材，不断复制扩大而成。可由居住处的自旋的离心惯性产

生人造重力，也可根据动量矩守恒原理，把居住处分为两部分，让它们

一上一下地绕一个中心旋转，产生人造重力。可建立农牧业舱室生产

食物，空气中的氧可由水分解得到，关键是水。它既是人生活不可缺

少的，也是发展工农牧业不可缺少的，也是人造空气的来源，由水分解

而解的液氢液氧，还是火箭和其他动力装置的能源。

那么，水从哪里来？显然，从地球上运送不符合自给自足原则，且

费用昂贵，增加地球的负担。太空城的水，可从彗星和小行星上提取。

彗星的主要成分是水，挽留飞近太阳的彗星，可向太空城提供水。有

些科学家认为，可能有２０％～６０％的小行星是由彗星演变而成的，虽

然它们不像彗星那样主要由水构成，但它们的成分中包含水或碳氢化

合物，如Ｃ型小行星可能保持１５％的水。将这样的近地小行星推向

太空城，可提取水。方法是用发热工具融化永冻的冰泥，用加热锅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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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粘泥中取水等。

有了水，就可建立密闭生态循环系统，构成太空城的小型生物圈。

载人航天的序幕拉开后，许多科学家提出了不少太空城方案。如

斯坦福城、向日葵城、奥尼尔一、二、三号宇宙岛等。

奥尼尔宇宙岛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奥尼尔博士领导设计的。

其中的“奥尼尔三号岛”规模最宏大，可居住百万人。它的两个居住

区，是直径６５００米，长３２０００米的圆筒，用传动带相连，以两分钟一转

的速度旋转，产生人造重力。

圆筒四周对称设置４面玻璃窗，窗外是盖板，盖板的内面是一面

镜子，遮住阳光，里面是黑夜。盖板张开，镜子将阳光折射进圆筒，里

面就是白天。阳光强度由盖板的张角控制。住房可为每个人提供与

地球上相当的面积和空间。

圆筒内的景色与地球上一样，有高山、河流和道路，水陆交通繁

忙。住宅周围是花草树木，每个人占有的绿地面积和空间，也与在地

球上大致相当。在圆筒的上方，有由众多的农牧业舱室组成的圆环，

它们调节成不同的春夏秋冬的季节轮回，以便任何时候都有四季水

果、蔬菜供应。这样的太空城是真正的天堂，人们何乐而不往呢！

展望２１世纪的网络生活

世界的经济增长正呈现爆炸状态，有位学者在经济学报告中统计

过，“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１９５０年的５万亿美元的水平

增长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９万亿美元，增长了近６倍。”１８世纪末，人类进入

工业文明，在此之前，根本谈不上有制造业和服务业。时至１９５０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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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等于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形成了年产５万亿美元的能力，到了

９０年代，人类增加相同的能力只需要７年时间。尽管本世纪世界人口

增加了三倍，但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金钱呈加速度聚集状态，正因为

如此，有越来越多的沉淀下来的资金在因特网上流连，成了投资史上

的奇观。在这种形态下，得到催化的网络文明空前发达，一发而不可

收，终于在二十世纪末成为技术史乃至人文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网络不但会改变目前的生存模式，也将从某种程度上改变目前的

文化和娱乐形态。有人说：网络正在创造着一种新的人类，创造着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网络不仅能改变人的物质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

人类的精神生活。它具有互动性、开放性、包容性，是一个空前庞大的

次思维系统，接纳一切、包容一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有可能使目

前还独立存在的电信系统、大众传播系统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如果这

样，它将再也不是一为专门目的而建立的技术系统，而是一种新的大

众传播方式，一种新的通讯形式，也是一种新的认知手段。网络将赋

予个人以更大的交往范围、更大的认知范围和更大的自由想象空间。

新的网络时代并不仅仅指因特网，虽然因特网是网络革命的重要

驱动力，但它也仅仅是整个通信领域所发生一切变化中的一部分。抛

开成见，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真正的通信网络世界。这场变

革所涉及到的远不止于因特网，还包括下一代数据网、光纤网络、无线

网络、宽带接入及同时管理服务和网络操作的软件平台。它将包括一

切网络行为，最终实现人们期望已久的网络融合，这种融合将在网络

的外围与核心同时发生。在各种技术融合之后，我们所享受到的将不

再仅仅是网络聊天和网络购物，还应该包括现存所有媒体形式的集

合，如：实时点播电视节目，在家观看电影，在线医疗咨询乃至心理评

估等等。

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现有的大部分娱乐

活动。彼时将流行的娱乐方式，将不再是同样憋在房屋一角的泡吧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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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的，取而代之的是与生理全封闭式网络生活背道而驰的野外探险或

者郊游。

关于网络新生活，举个例子，当高速宽带网建成之后（有关部门正

在积极筹备建设这种宽带网），我们将可以通过网络看到每秒钟超过

３５祯的优质视频流。上网者可以头带头盔形立体眼睛，通过设立在世

界各地著名风景点的三维摄像头来观测景物，在不需要签证和飞机票

的前提下，轻而易举地进行一次跨国旅游。凡尔纳需要８１天才能环

游地球，而我们也许只需要一个下午。试想一下，当一个刚入门的油

画爱好者想学习一下二度光影的处理方法时，他可以随时进入凡尔赛

宫的主页，近距离地、一百八十度观测蒙娜丽莎，这是什么概念？我相

信，如果早５０年就拥有这种技术，林风眠先生将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教导出更多的画家学生来。比起电话和传真，网络从是从更

大程度上完成了空间的瞬间搬运。而这，只是网络带来的巨大变革的

冰山一角。

被网络包围的我们，将可以和世界每一角的人进行交流，如果需

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ｖｉｅｗ　ｃａｍ面对面地交谈，试想，如果人与人之

间不存在空间和社会的屏障，可以任意沟通，那么现存的社会秩序和

思维习惯将会发生何等转变？一个享有盛名的物理学家可以和一个

濒临自杀的诗人交上朋友，热烈讨论一下歌德与相对论的关系，可能

一篇伟大的论文就这么诞生也未可知呢。还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

府官员在改过ＩＤ蒙上面纱之后，直接和一个发达国家的中学生探讨

教育制度的问题，在屏弃了形式化报表的前提下，他也许能够从孩子

天真烂漫的话语中得到启发，并对现有的不合理制度加以影响或改

变。而这种生活赋予我们的感觉，将是喜悦？亦或恐惧？我们该用何

种样貌去面对有着强大经济和技术背景的国际因特网？

更重要的，网络将在最大限度上改变我们的心理存在状态，这种

改变势在必行，甚至是强迫性的，在享受到最大限度自由交流的同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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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遭遇到来自自身的最强大的屏障，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因为

网络通讯的极大便利而变得日益内向和自闭。西方日益增多的网瘾

患者（或称网络心理疾病患者）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也许到时候将

会出现专门的网络心理医生，他们将开办自己的网站和热线信箱，专

门为患上自闭症和忧郁症的网虫们进行心理辅导。说到这儿，想起前

一阵被炒得尽人皆知的网络生存７２小时，这是一个不算成功的尝试，

在给予被实验者足够金钱的同时，让他们通过网络合理地使用这些钱

维持生计，这根本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挑战。二十一世纪的网络生存

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只给予被实验者一台电脑，让他及时通过各种渠

道获取网络资源提供商为做广告而配备的网络金融点数（也就是网络

货币），然后用这些点数来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通过网

络把现存的物质提供者隔离开来，直接完成精神到物质的转变，这才

是网络生存最纯粹的样貌，这一天会不会太远？

人体漫游机器人

一个比米粒还小的机器人在你体内漫游，你能想到这是多么神奇

的事情吗？不久前，一组微型机器人专家报告说，他们发明了一种可

以旋转的微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像一个细小的螺杆，可以在你的血

管里游动，将药物带到受感染的组织中，甚至可以钻入肿块中，杀死

病菌。

日本的一位科学家设计了一种可在血管中游动的微型机器人，它

的长度为８毫米，直径不到１毫米，磁铁用钕－铁－硼合金做成。由

于它的尺寸非常小，完全可以用普通的用于皮下注射的针头将他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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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血管中。当它进入血管后，人们借助三维磁场系统和控制器就可以

让这个机器人向任何方向运动。在体内，这种微型机器人可以将药物

运送到受感染的部位；我们甚至可以给它配备一个金属探针，加热后

的探针可以破坏癌细胞。

但是，瑞典林科坪大学的艾德温·雅格认为，万一这种微型机器

人被卡在血管中的某个地方，那将是灾难性的。他说，这种机器人的

长度还是太长了，如果某处血管的拐角比较大，就很难通过。这位日

本科学家也承认，在目前的手术中，这种机器人还无法取代导尿管等

传统医疗器具，但他认为，尺寸小到可以在最细的血管中，甚至大脑中

游弋的微型机器人将大有用途。

超级战斗服

美国马萨诸塞州内蒂克军事基地有一名名叫塔西纳里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目标是有一天为士兵提供一种能够防止各种伤害的智能战

斗服。塔西纳里介绍说，为了提高士兵在各种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他

们目前正在研制新一代的战斗服。即通过运用纳米技术，改变了原子

和分子的排列，从而使纤维具有化学防护特性。经过纳米技术处理的

纤维在让清新的空气通过的同时，可以将生化武器释放的毒素挡在身

体之外。

塔西纳里从事纳米技术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表示，纳米

技术主要是通过将原子和分子的重新排列来制造新的产品。这种技

术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不容易。塔西纳里估计至少在１０年以

内，纳米技术还不会应用到计算机处理器和微型机械等产品上，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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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领域却是大有可为。人们可以改变塑料、石油、纺织物的原子

和分子的排列，使它们具备透气、耐热、高强度和良好的弹性等特征。

塔西纳里预计，他们研究、设计的具有化学防护功能的战斗服有望在

两年内面世。

轻松避开子弹

美国科学家运用纳米技术研制智能战斗服已经有１０个年头。他
们除了希望战斗服的面料具有化学防护功能外，还设想在战斗服内安

装微型计算机和高灵敏度的传感器。这样，士兵将及时地得到警报，

轻松避开射来的子弹。在他们的设想中，智能战斗服还能监控周围环

境的重要变化，像变色龙一样具有伪装能力，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免洗战斗服

我们都知道士兵都会在野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清洗衣物会有很

大困难，于是有科学家为他们设想，正在研究一种能够“捕捉”气味的

纤维。这种纤维具有分子大小的海绵体，可以吸收各种怪气味并把它

们“锁住”，直至遇到肥皂水，再将怪气味释放。士兵的内衣、袜子等如

果用这种纤维制造，将长时间不用清洗，这无疑会大大改善野战士兵

的生活条件。

塔西纳里对纳米技术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纳米技术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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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民用领域都会大有作为。将来有一天，通过纳米技术制造的微型

机器人甚至可以在人体血液里游动，去修补破损的细胞。谈到人们马

上就能享用的产品，塔西纳里介绍说，波士顿的一家公司运用纳米技

术研制的塑料充气鞋垫可以使里面的氦气１８个月不泄漏，从而使穿

着者走路更舒适、弹跳更有力。

未来人类的敌人———机器人

随着电脑运算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相信不久后肯定会有能够独立

思考的机器人诞生。机器人越独立自主，给人类造成危害的可能性越

大。机器人到了能够靠自身繁衍进化的那一天，我们不仅无法预见它

们的行为，而且它们的发展也会像生物进化一样受偶然性支配。

机器人说不定只是基因技术改变生物的前奏曲，是人们在模拟生

物乃至模拟人类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据《德国》杂志报道，机器人在许多领域捷报频传，人们目前在朝

各个方向探索，而把智能机器人作为人类智力和体力翻版的传统观念

则在慢慢让步。机器人为了适应环境，不仅需要多种多样的智力形

式，而且还会有截然不同的体形。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智能机器

人必须有大脑和身体，有尽可能多的传感器及操作装置，学习理解它

身处的特定环境。此外，它们可能还需要适应群体生活，因为智能在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能力基础之上的，例如语言技能、体谅他人

的能力，以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辨别能力等等。不过，从长远观点看，

我们可能还必须摆脱把机器人理解为百分之百人工产品的观念。有

前途的机器人可能是一种混合体，就像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伊利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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