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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为什么能燃烧？为什么楼顶要安

装避雷针？为什么电脑不能代替人脑？

机器人能取代人类吗？我们身边处处有

科学，了解科学十分必要。读了这一

章，你会找到最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

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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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温暖？

温暖的东西放在冷空气中会很快

变冷，因为热从温暖的物体上跑到冷

空气里了。冷风使你颤抖，因为你身体

的热跑到周围的空气里了。

火会给人温暖，太阳会给人温暖，

食物进入人体也会给人温暖，因为这

些东西都是热源。棉袄不是热源，它

是一种不良导热体，所以它不会给人

温暖，但是能阻止我们身体的热量跑

到外面去，因此能帮助我们保持身体

的温暖。与棉衣相比，皮衣的保暖效

果会更好。夏天用小棉被盖着冰棒，

冰棒就不容易融化。冬天下雪，雪花

不仅不会冻死农作物，反而能保持大

地的温暖。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人和动物
感觉不到大气的压力？

人和动物因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

中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使体内外所受的

压力相等，所以

在一般情况下就感

觉不到大气压力的存

在了。

生长在海洋

深处的鱼类

在那里受

到的压力

比在海面上

大几百倍，但由于长

棉衣可以御寒保暖

空气也会产生压力吗？

当你在水里游泳或潜水时，你会感觉水在你身上施压。其实，你周围的空

气也会这样，只不过你的身体习惯了罢了，所以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你的皮肤

每1平方厘米，就有超过1千克的空气压在上面。这种压力是由一层我们称为大

气的空气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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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演化，它们已适应这种环境。如果

把捕获的深海鱼拿到船上或陆地上，

这些鱼的身体就会从里向外胀破，这

是因为鱼在地球表面所受的压力比在

深海中所受的压力小得多。

气球为什么能吊起重东西？

有一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

四只巨大的气球吊起了四幅长长的标

语。它们哪儿来这么大的力气呢？

如果气球里是空气，它就不会有

力气飞起来。可是，气球的肚子里装的

是氢气或氦气。因为氢气和氦气都比

空气轻，所以这样的气球在空气中就

像木头在水里一样，要受到空气给它

的向上的浮力和地球给它的向下的重

力的作用。浮力向上托，重力向下拽。

不过气球得到的浮力比重力大，因此

它能升上天空，还能用多余的浮力去

吊起重东西。

什么是折射？

平静的水面会反射一部分照在它

表面的光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池

塘平静的水面上倒映着的树木影子与

镜子反射出来的一样。然而，大部分

的光线没有被反射，它们突然改变方

向，进入水中时光线发生偏折，这就

是折射现象。

由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

光线在两者的界面会发生折射。例

如，光线在空气和水的界面就会发生

折射。光线的折射解释了为什么一个

浸在水中的物体看上去比它实际离水

面的距离要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

支一半浸在水中的铅笔，在空气和水

面的交界

处，看上

去像断了

一样。折

射的结果

之一是太

阳光的色

散（指复

色 光 被

分解成单吊起重物的热气球 光的折射



十万个为什么 4

SHI WAN GE WEISHENME SI

4

色光而形成光谱的现象）。彩虹的形

成就是太阳光折射的结果。与反射相

同，折射也可以用几何定律来测定。当

光线穿过两个透明介质的界面时，它

们既会被反射，也会被折射。

什么是反射？

当光线碰到障碍物时，它们会改

变方向，返回原来的物体中，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光的反射。光线反射的

方式取决于物体的性质。因此，一个

光亮、平滑的物体（如小汽车的保险

杠），与一个阴暗、粗糙的物体（如煤

块），反射光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种方

向的改变是可以计算的，它可以通过

几何定律来测定。

反射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在

镜子中看到自己。我们脸部被光线照

射到的部位，向镜子反射出光线。然

后，镜子把这些光线向特定的方向

反射。我们的眼睛只接收到那些来自

自己形象的光线，于是，我们看见了

自己。这是反射的典型例子。

人的眼睛可靠吗？

视觉是我们获得“真知”的最重

要的因素。但是，眼睛见到的是否都正

确可靠的呢？倒也不见得。在舞台上，

魔术师的精彩表演曾经使多少人赞叹

不已。然而，魔术师的高超之处，正是

利用了人们视觉的不可靠性。

一个物体处在一些比它小的物体

中间，就好像比原来大了，而处在比它

大的物体中间，就好像比原来小了。

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法国国旗的图

案了。法国国旗是由蓝、白、红三色组

成的。最初，设计者想让三种颜色的

宽度各为旗子宽度的1/3。但制成后，

由于光的反射，玩具猫在镜子里也有一

个成像 法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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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觉得蓝色占的面积要比白色和

红色的大。为了适应人们这种视觉习

惯，设计师只得对其加以修改，把蓝、

白、红三色的比例改为30∶33∶37。这

样，大家反而都觉得三者是“一样宽”

的了。

为什么能用冰取火？

在1700多年前，我国晋代学者张

华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说，把冰块削成

圆形，中间厚四周薄，向着太阳举起

来，在圆冰下边的光斑上，放上容易

着火的东西，就可以燃起火来。

用冷冷的冰去引火，冰不是会融

化吗？在清朝的时候，有的人拿这个问

题去问当时著名的科学家郑复光。郑

复光不迷信书本，决定自己动手试一

试。他的实验是这样做的：找一把壶

底微微向里凹的锡壶，往壶里灌上热

水，放在冰块上旋转，把大冰块烫出

两个光滑的凸面，做成一个很大的冰

凸透镜。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把冰凸

透镜靠在一个小桌上，让它对准太阳，

又把一个纸捻放在凸透镜的焦点上，

纸捻真的燃烧起来了。可是，冰并没有

融化。

冰凸透镜对光有会聚焦作用，当

太阳光通过冰凸透镜，光线会聚焦成

点，从而

使热量集

中到焦点

上。如果

在焦点处

放些易燃

品，易燃

品就会燃

烧起来。

物体受热后为什么会膨胀？

物体，包括固体、液体、气体在

内，受热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膨胀

现象。在固体、气体、液体3种物体中，

气体受热后膨胀最为明显。

放大镜能够聚光，可以使物体

发生燃烧现象

气体受热会膨胀



十万个为什么 4

SHI WAN GE WEISHENME SI

6

那么，物体受热后为什么会膨胀

呢？

物体受热后，温度就会升高，组

成物质的分子的运动会随之逐渐活跃

起来，分子之间的间隔也就渐渐拉开，

于是，整个物体就膨胀起来了。物体

的膨胀比例会因物体形态的不同而不

同，它会按固体、液体、气体的顺序依

次变大。

鸡蛋在盐水中能浮起来吗？

首先，当你把一个鸡蛋放入装

有淡水的杯中时，鸡蛋很快就沉到杯

底，同时杯中的水位升高了，而且水位

上升时水的体积与鸡蛋的体积相等。

但是，当你把多出的这些水取出来称

时，你会发现这些水的重量比鸡蛋的

重量轻。

然后，你再把一个鸡蛋放入装有

盐水的杯中，鸡蛋却能浮起来。这时，

你再倒出与

鸡蛋体积相

等的盐水称

一下，就会发

现这些盐水

比鸡蛋重。

一 般 来

说，物体在水

中是否下沉取决于物质的比重，比重

比水大的就下沉，比水小的就不下沉。

所谓比重，是指体所受重力和其体积

的比值。由于淡水的比重比鸡蛋的小，

所以鸡蛋就会下沉。而盐水的比重大

于鸡蛋的，所以鸡蛋就浮起来了。

为什么物体会落到地上？

这个问题要从牛顿说起。牛顿和

苹果的故事与其说属于科学传说，还

不如说是历史事实。这个故事流传至

今，意味深远。

大约在166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在家乡的

花园中喝茶，突然从树上落下一个苹

果。他想：“既然苹果会掉下来，月

亮 为 什

么不 会

掉 下 来

呢？”这

个 疑 问

使 这位

杰 出 的

学 者 陷

入了 沉

思。“同

苹 果 一

样，月亮淡水中的鸡蛋沉在杯底 牛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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