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暋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暋门铃又响了:无线电发明的故事/刘金江,陶路编

著.—2版.—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12
暋(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管成学,王渝生主编)

暋ISBN978-7-5406-7117-4

暋栺.门…暋栻.栙刘…栚陶…暋栿.栙无线电技术

-科学家-生平事迹-世界栚无线电技术-普及读物

暋桇.栙K816.16栚TN014-49

暋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2994号

暋责任编辑:李敏怡

暋责任技编:杨启承

暋封面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 东 科 普 印 刷 厂 印 刷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棠新西街)

850毫米暳1168毫米暋32开本暋2灡5印张暋50000字

2004年4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2版暋2008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978-7-5406-7117-4
定价:5灡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暋购书咨询电话: 020-34120440



《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暋编暋管成学暋王渝生

副主编暋汪广仁暋蔡景峰暋陈日朋暋周绍华

编暋委暋何绍庚暋刘暋钝暋刘学铭暋杨荣垓

暋暋暋暋张雨海暋李方正暋许国良暋李安平



暋暋

序暋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

放眼21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

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

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的局面。在严峻的挑战

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靠人

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就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

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

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广东教育出版社在

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出版了 《迈向21世纪科

普丛书》等许多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现在,一套大

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

读物 《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又由该社出版面

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

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

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

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
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为纬,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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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

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

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

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反映科学家们独立

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唯实

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
宽容的人文精神,让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

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

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

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密

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

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

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

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古代,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

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产生过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

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

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

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13亿

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

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

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作提高创新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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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
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

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

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

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

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

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

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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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暋暋子

朋友,当你漫步在校园里,被收音机里悦耳的

音乐所陶醉的时候,当你坐在轿车里与异国他乡的

客户洽谈生意或遥控着证券股票交易的时候,当你

给天涯海角的亲友拍去生日贺电的时候,当你在舒

适安逸的家中被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扣紧心弦的时

候……你是否意识到你是生活在 “电磁波暠的海洋

之中? 你是否意识到 “无线电暠给你丰富多彩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今天,“电磁波暠、“无线电暠这些名词对大家来

说是那么耳熟,然而就在一百多年前,它们对于人

类还是一些陌生的新名词,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
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交织着科学与技

术、意志与力量、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

1暋暋/



科学巨匠的功绩

人类从对电磁现象的初步认识至今,已经有

24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直至300多年前,人们还

把电和磁看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独立的物理现象。

19世纪上半期,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电与磁有着内在

的联系,从而产生了电磁学,并萌发了无线电电子

学的概念。在进入电子技术时代的今天,人们不会

忘记法拉第、麦克斯韦和赫兹等科学巨匠的名字。
法拉第 (MichaelFaraday,1791—1867)是一

位贫困的铁匠的儿子,自学成才的英国物理学家和

化学家。他12岁上街卖报,13岁到一家图书装订

店当学徒。22岁时法拉第有机会听了伦敦皇家学会

会长戴维的一次化学讲座,事后他把听讲记录寄给

报告人,得到戴维的称赞,不久便成为戴维在皇家

学院实验室的一名助手。1813年10月,法拉第随

同戴维先后到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访问和

讲学,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他经过艰苦的努力,
于1825年任英国皇家学院实验室主任,1824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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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还是法国科学院院士。

1820年4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教授奥斯

特 (Hans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发 现:
把小磁针放在通电导线附近,磁针会出现偏转现象。
这说明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着磁场。奥斯特的发现动

摇了2000年来电与磁不相关的根深蒂固的旧概念。
又过了十多年,1831年10月,实验物理学家法拉

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当导线在磁场中做切割磁

力线运动时,或者把一根磁铁插入由导线绕成的线

圈中时,导线或线圈中就有电流产生。奥斯特和法

拉第的发现,说明———动电生磁,动磁也能生电。
实际上,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 (JosephHen灢
ry,1797—1878)比法拉第早一年就发现了电磁感

应现象,但他没有及时公布自己的发现,为此他很

懊悔。在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感应定律以后,
法拉第冲破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的超距作用

(即电磁作用力的传递不需要任何媒质,也不需要传

递时间,像万有引力那样是超距、超时作用力)的

框框,认为电荷与电荷之间,磁极与磁极之间,通

电导线之间,以及通电导线与磁场之间都是通过电

力线和磁力线产生相互作用的。1832年,他曾大胆

地提出了 “电力和磁力是以振动方式传播暠的理论。
法拉第似乎还隐约感到有电磁波的存在,可惜这一

极为珍贵的见解当时并没有公布于世,直到他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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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年,人们在整理他的1832年手稿时才被发现。
麦克斯韦 (JainesClerkMaxwell,1831—1879)

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名门望族,他出生的当年恰

好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他的父亲是一位律

师,但对科学技术十分爱好,经常带小麦克斯韦到

爱丁堡皇家学会去听科学讲座,使他从小就受到了

良好的科学熏陶。14岁那年他在爱丁堡中学读书时

就发表了卵形曲线的绘制和数学表述的论文,为此

获得了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表现出了非凡

的数学天才。中学毕业后,他去伦敦剑桥大学学习。

185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在物理上的最

大贡献要算是在法拉第等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系

统地提出了电磁场理论,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早在1842年,美国的亨利在进行电学实验时,

发现二层楼上产生的电火花竟能使放在一楼的指针

磁化。只可惜他没有继续研究下去,错过了机会。

1853年,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威

廉 · 开尔文 (即威廉 · 汤姆逊,William Thom灢
son,1824—1907)发现:当莱顿蓄电瓶 (莱顿瓶是

马森布罗克在荷兰的莱顿城发明的储存电荷的蓄电

瓶)通过一个串有线圈的回路放电时,放电电流的

大小和方向做周期性的振荡变化。开尔文也触及到

了电磁波的边缘,可惜他没有对这个现象作进一步

探索。法拉第、亨利、开尔文的工作为麦克斯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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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电磁场理论开辟了道路。

1854年,23岁的麦克斯韦刚从剑桥大学毕业,
怀着对法拉第电磁学说的极大兴趣,开始着手用数

学语言来描述法拉第的电场和磁场的力线概念。

1855年,麦克斯韦关于电磁场理论的第一篇论文

《论法拉第力线》发表。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对电

磁场进行定量描述,为法拉第力线提供数学基础,
并以此说明法拉第所发现的电磁感应现象。1860年

秋,任伦敦皇家学院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的麦克斯

韦,拜访了已70高龄的法拉第,当时麦克斯韦年仅

29岁。这是两位巨人第一次相会,而且是一次十分

有意义的会面。
“先生对我的这篇文章有何见教?暠麦克斯韦向

法拉第求教。“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定是真理,
但你是真正理解它的人。暠老人谦虚地回答,接着他

说:“这是一篇出色的文章……但你不应该局限于借

用数学来解释我的见解,而应该突破我的观点!暠他

们在一起谈论力线、场、电磁现象和定律。老人语

重心长地启发麦克斯韦要突破已有观念,建树新观

点。这次会见使麦克斯韦信心倍增,并决心在电磁

领域努力开拓。
过后不久,法拉第给麦克斯韦写了一封信,信

中写道:“当我看到给这个课题加上如此精深的数学

时,起初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却惊异地发现,这

5科学巨匠的功绩/



个数学加得很妙。暠与法拉第的会见,使麦克斯韦翻

然领悟:“对! 我不应停留在对前辈所创立理论的解

释上面,而应该大胆地突破和超越前辈的成就,去

开创电磁学的新理论。暠正是在法拉第的启发和鼓励

下,麦克斯韦迎来了电磁波的伟大发现。

1862年,麦克斯韦发表了电磁场理论的第二篇

重要论文——— 《论物理的力线》,提出了 “电磁场的

力学模型暠,并经过严格的数学推导,创立了一组说

明电磁规律的数学方程式。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

一切变化的磁场总要产生电场,从其方程式推得变

化的电场也能产生磁场。只要在空间存在着不断变

化的电场和磁场,那么就周而复始的电场产生磁场、
磁场产生电场,变化的电磁场就会由近及远地传播

出去,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波。麦克斯韦把这种

波称作电磁波。这正如投石于静水,激起水分子上

下振动,再带动邻近水分子上下振动,从而产生向

外传播的水波一样。同时在这篇论文中,麦克斯韦

指出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1865年秋,麦克斯韦的第三篇重要论文 《电磁

场的动力学理论》发表了。在论文中,他从场的观

点出发,推导出八个严格的电磁场方程组,并且还

得出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的重要结论。之

后,麦克斯韦潜心研究电磁学,于1873年发表了他

的巨著 《电磁学通论》。这本巨著,观点新颖,数学

6/门铃又响了



严密,是人类探索电磁规律的完美总结。它凝聚着

奥斯特、亨利、法拉第等科学前辈们的心血,闪耀

着麦克斯韦的光辉才华。理论物理大师爱因斯坦

(AlbertEinstein,1879—1955)说:“法拉第和麦克

斯韦 的 电 磁 场 理 论, 是 牛 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时代以来物理学最深刻的变革。暠

7科学巨匠的功绩/



赫兹吹响了冲锋号

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真正得到举世公认,还是

在德国青年物理学家赫兹 (HeinrichRudolfHertz,

1857—1894)从实验上验证了电磁波确实存在之后。

1857年2月22日,赫兹生于德国汉堡,同麦克斯

韦一样,其父也是一名律师,后来当了参议员,并

领导汉撒同盟邑的司法局。其母是医生的女儿,家

境比较富有。他从小勤奋好学,很喜欢物理学,动

手能力较强,曾自制过光谱仪等,表现出非凡的技

能和爱好。最初赫兹在私立学校学习,后来到市立

学校学习,是班里的优秀生之一。除音乐外,他对

各科课程都表现出出色的天资。他的意大利语、法

语、英语、阿拉伯语学得都很好,并具有素描画家

的才能。1876年秋,19岁的赫兹作为工程部的大学

生,应召在柏林的铁道兵团服一年兵役。20岁时在

慕尼黑技术学院学习了一年,第二年考入柏林大学,
后 来 成 为 亥 姆 霍 兹 (Hermann von Helmheltz,

1821—1894)的得意门生,在亥姆霍兹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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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亥姆霍兹的关心下,他着手研究柏林哲学学会提

出的电惯性实验问题,1879年取得成果,得到了学

会发给的奖章。1880年3月15日通过了博士论文

《旋转球体中的感应》,并通过了课程考试,以 “几
乎在这些课程的所有方面都是知识非常丰富的暠评

语,获得了博士学位证书。
亥姆霍兹非常欣赏赫兹的才华,他把这位高材

生安置在自己的研究所做一名助手。在做两年半的

助手期间,赫兹不厌单调的机械工作,经常是 “一
个接一个地钻孔,敲弯白铁皮,然后再花几个小时

去油漆白铁皮暠,自己动手制作大功率直流电源,创

制测量仪表,如湿度表、电功率计等,体现了他在

实验仪器方面的创造发明才能。1882年冬,他赴基

尔大学任数学物理讲师。这是一所学生不到几百人

的小型大学,学生的求知积极性不高,他每次上课

时只坐有6~8个学生,有几次竟下降到两个人,赫

兹的情绪不很好。然而正是在这期间,年轻的科学

家有相当多的时间去思考科学问题和研究科学文献。

1883年5月,他发表了辉光放电的论文。1884年

秋,他高兴地赴卡尔斯鲁高等技术学校应聘物理教

授。

1885年3月,他迁居到卡尔斯鲁市。在生命的

最后四年里,这里成为了他伟大发现的诞生地。

1886年夏季,赫兹结了婚,妻子是一位同事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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