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

一    分子的魅力

●  物质本源探索 ………………………………… 002

●  道尔顿的历史贡献 …………………………… 004

●  气体实验引出大难题 ………………………… 008

●  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伟大发现 ……………… 011

●  康尼查罗的拨乱反正 ………………………… 014

●  分子真的存在吗 ……………………………… 018

二    奇妙的分子杰作

●  水分子不平凡的历史 ………………………… 023

●  化学大厦的标志 ……………………………… 027

●  色彩斑斓的分子 ……………………………… 030

●  惊心动魄的事业 ……………………………… 033

目　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2·

●  身份鉴定者 …………………………………… 037

三    分子“改性”创奇迹

●  教授夫人的布围裙消失之谜 ………………… 042

●  由“照相问题”引发的研究 ………………… 046

●  早期塑料之王的降生 ………………………… 048

●  “改性”研究在继续 ………………………… 052

●  编织衣料五彩梦 ……………………………… 054

●  分子“改性”新境界——尼龙66的发明 …… 058

四    巧夺天工的高分子

●  从遗憾中引出的发明奇迹 …………………… 065

●  高分子理论的光辉 …………………………… 070

●  “21世纪的奇事” …………………………… 072

●  奇妙的人工器官 ……………………………… 077

●  歪打正着结硕果 ……………………………… 082

●  超级过滤器 …………………………………… 084



·003·

五    超群拔类的复合材料

●  “9·11事件”和“7·28事件” …………… 088

●  复合材料的元勋 ……………………………… 092

●  火中凤凰 ……………………………………… 097

●  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谈起 ………………… 100

六    神药奇方

●  有趣的镜像分子 ……………………………… 106

●  破解酒石酸之谜 ……………………………… 108

●  拯救千万生命的神药 ………………………… 111

●  服用“仙丹”的“柠檬人” ………………… 117

●  功勋卓著的维生素 …………………………… 118

●  延长药效的奇方 ……………………………… 122

七    “硅器”材料的奇观

●  明察秋毫的电子鼻 …………………………… 127



·004·

●  神奇的智能高分子材料 ……………………… 129

●  有灵性的电子陶瓷 …………………………… 132

●  硅谷与“硅器”奇事 ………………………… 137

●  “硅器”和太阳能电池 ……………………… 143

八    隐蔽战线的战略材料

●  神秘的夜视器 ………………………………… 148

●  疯狂的幽灵 …………………………………… 152

●  迷魂的化学毒品 ……………………………… 158

●  分子中的“美女蛇” ………………………… 161

九    分子中的明星

●  分子世界的明珠 ……………………………… 167

●  信息与RNA …………………………………… 170

●  功能强大的信息素 …………………………… 172

●  抗癌明星的发现 ……………………………… 176

●  分子中的“足球”之星 ……………………… 180



·001·

一、分子的魅力

在一些高水平的国际空港里，人们常见可爱的獴在旅客

的行李边钻来钻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它们是海关警

察专门训练出来的“缉毒员”。獴的嗅觉特别好，行动比狗

灵敏得多，当它嗅出哪只箱子里有毒品，就会尖叫着通知警

察，罪犯就插翅难逃了。在电视片或作案现场，常会看到警

犬在奔忙。在国际市场上一条普通警犬售价达4000美元，有

的要上万美元。它能根据指令搜索、追捕罪犯，缉查毒品。

现在又训练出了各类警鼠，它们个头小、动作灵活，在车

站、码头行动更方便。公安部门在通道口装上鼠笼，如果旅

客携带有炸药、汽油或海洛因等，只要空气中有一丝异味，

警鼠就会立刻用骚动和狂叫来报警。

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就是因为它们的鼻子

特别灵敏。科学家们对狗鼻进行过专门研究，发现它能分辨

200多万种物质的气味。

这是为什么呢？类似奇妙的事情真可叫人多少有些感到

莫测高深。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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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古代起，人类就对类似的问题发生了兴趣，它以其

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追求，有关它的研究就成为人类智

慧之树上的朵朵鲜花。

●  物质本源探索

现实生活是智慧的源泉。《西游记》第24回有个人参

果的故事，说这种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

遇火而焦，遇土而入”。金、木、水、火、土都有了，也

就是从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盛行的“五行”

说，人们认为这几种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最基本形

态，因为它们是现实生活最常见的。那么，组成这些物质的

构件是什么呢？人们从聚少成多、积土成山等生活经验中得

到启发，认为组成物质的原始东西是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粒

子。我国古代的《墨经》中记载：“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

也。”意思是说，物质分割到最后的东西，也就是事物的初

始，物质的本源。《中庸》中也明确指出：“语小，天下莫

能破焉。”意思是指，所谓小，就是不能再分割了。真是英

雄所见略同。今天，我们再来倾听这些历史的回声，似乎感

受到了这些远古思想家们的认真探索精神。

古代的西方人经历了与我们的祖先对世界认识相似的道

路。2000多年前，古希腊有位名叫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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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子学说，他被誉为“古原

子论”的奠基者。德谟克利特

认为，原子是永恒的、不可改

变的和不可毁坏的构成物质的

最小微粒；原子不是单一的，

构成物质的各种各样的原子在

外形、大小等性质上不同。像

水的原子是圆的，这才使水具

有 流 动 性 ， 并 且 没 有 固 定 的

形状；火的原子是多刺的，使

人产生烧灼感； 土 的 原 子 是 毛 糙 的 ， 它 形 成 的 物 体 很 坚

固……自然界物质的变化不过是原子的聚集、排列和分

散罢了。也许是由于这个理论很有趣，所以德谟克利特

有 一 个 绰 号 ， “ 会 讲 笑 话 的 哲 学 家 ” 。 在 我 们 今 天 看

“会讲笑话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

古代元素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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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些朴素的思想和朦胧的说法中，包含了元素、原

子和分子等概念的萌芽，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对

物质本源进行的英勇探索。

●  道尔顿的历史贡献

到17世纪，由于航海、造船、纺织、冶金业的迅速发

展，人们已不能满足关于微粒、原子和元素概念的空洞议

论，迫切要求建立科学的物质本源理论。例如，为了提高燃

烧的效率，不能光谈火与木的作用，而要弄清哪种燃料更有

效、更耐烧；为了提高金属的强度，需要了解和比较不同金

属的性质等。1650年法国科学家伽桑狄关于原子学说的论

文，首创分子一词，澄清了原子和分子的模糊认识，他指

出，原子是不可分的终极粒子；而分子是独立存在的物质的

最小单位，它是可分的。随后，英国化学家波义耳起来支持

这种观点，他在1661年发表的划时代著作《怀疑派化学家》

中说：“宇宙中由普通物质组成的混合物体的最初产物实际

上是可以分成大小不同而形状千变万化的微小粒子，这种想

法并不荒谬。”他的同时代人，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全盘接

受了这种思想，于1687年出版的著名的《自然哲学的数学

原理》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物质结构的微粒说，特别是光的

粒子论。波义耳和牛顿的工作对后来科学的分子-原子学说



·005·

的建立有重大推动作用。科学的想法是科学的生命，基础理

论每前进一步，都能给整个科学特别是技术的进步以巨大动

力。但是伽桑狄、波义耳、牛顿的粒子学说要真正成为科学

的基础，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做出第一个重大努力的是波义耳，他对古希腊尤其是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已成定型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首次在实

验的基础上提出，“元素是指某种原始的和完全纯净的简单

物质”，树立了科学的元素概念的第一个里程碑。他还明确

英国科学家波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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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化学应当用实验方法和科学观察而不是用抽象的空谈

和冥思苦想的臆测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实在是一件大

事，一石击起千重浪。波义耳的这种实证科学精神，给后世

的科学家以重大的影响。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进程，特别是

蒸气机、轮船的发明，促进了动力研究，呼唤着新的燃烧理

论。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的燃烧氧化学说，总结了波义耳后

100年的科学进展，这标志着化学发展的新阶段。拉瓦锡在

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元素是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分解的物质”

的新概念，并列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括33种元素的化学

元素表。在这些前人卓越工作的基础上，英国科学家道尔顿

通过自己的实验，总结了当时已知的各种化学反应特别是气

体反应间的关系，提出了科学的原子论，为揭示物质本源的

科学的分子一原子学说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00多年前，道尔顿出生在苏格兰一个穷乡僻野的贫苦

家庭，父亲是纺织匠，具有刻苦耐劳的品质，母亲出身于自

由民家庭，有着刚毅和热忱的性格。道尔顿10岁起就为一富

家当小工，由于聪明勤奋，很得主人的喜爱，并且热心地教

他数学。他还被推荐做了乡村教师，就这样，道尔顿一边干

活，一边刻苦自学。20岁时，就学完了许多大学课程并熟

练地掌握了多种外国语。他还兼做气象预报员，从青年时期

开始，道尔顿就对大气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是

在业余时间背起自制的简陋仪器爬上山，在山上不同高度观

测，收集气象资料。就这样，从21岁开始，他坚持每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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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直至去世，持续57年之

久，观测记录达2万多次。道

尔顿把自己的成就谦虚地归

结为“不屈不挠”，这是从

母亲那里继承的优秀品质。

他认为自己并不才华横溢，

但有伟大的独立精神，这使

他能把自己的卓绝心智用在

看来烦琐的问题上，促使他

进行创立原子学说所必须的

实验和资料整理。经过20多

年的努力，他终于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1803年10月21日，在科学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道尔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复杂原子（也就是后来

的分子）的新概念和第一张相对原子质量表。随后在1808年

他发表了《化学哲学新系统》一书，系统地阐述他提出的新

原子学说：元素的最终组成为原子，它在所有的变化中保持

本性不变；每种元素以其原子的质量为基本特征，同种元素

的原子质量及各种性质均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以简单整数

比相结合，形成复杂原子，其质量为所含的各种原子质量之

和。道尔顿还通过实验确定了37种原子如氢、氧、氮和水、

氨以及醇、糖等，醇和糖就是他所说的复杂原子。道尔顿的

英国科学家道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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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论不是哲学上的原子论，也就是说不是古代的那种哲学

猜测，而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可用实验重复验证的。

●  气体实验引出大难题

科学的发展史是最为宝贵的，它镜鉴人们以智慧、力

量和勇气。前面提到原子学说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道尔

顿终于建立了科学原子论，其弥足珍贵的是，除一般的原子

理论外，他还贡献了“复杂原子”的新概念。好一个复杂原

子！它不就是分子吗？我们的主角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了，虽

然是“羞答答的，披头散发的，还没有正式名号”，人们还

不易识别其真容，但它终于出场了。但要真正把分子的内涵

揭示出来，更需要科学的敏感。遗憾的是道尔顿没能完成有

关分子研究的历史任务。科学的接力棒传到稍后的一批杰出

人物的手中，继续前进。

有意思的是，道尔顿在通过气体的实验提出原子论的

同时，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也正在热情地研究各种气体

物质反应时的体积变化。他对气体研究情有独钟，几乎达

到痴迷的程度。1802年，24岁的盖·吕萨克发表了气体热

膨胀定律，也就是关于温度对气体体积的关系定律，并计

算了数十次的实测结果，得出各种气体的体积膨胀温度系

数为0.00375。这个数据在以后的100多年经许多科学家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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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复检验，与最终确定值

0.00367的相差真是很小。由

于气体实验特别难做，这个

结果实在是科学史上的一曲

极其美妙的数据实测之歌。

盖·吕萨克的这个工作与他

稍后获得的其他成果，对分

子概念的确认都很有启发。

盖·吕萨克曾两次自制

氢气球进行高空探测，第二

次他独自一人飞上海拔7016

米的高空去采集空气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结果证实了

氮、氧、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是各地空气的共同组分，而且和

地面的没有两样。盖·吕萨克的精彩工作是1808年12月31

日发表的与德国化学家洪堡特共同完成的气体反应定律。原

来在1803年，为了研究气体氢与氧化合成水的比例关系，他

们重新验证了24年前著名的英国实验家卡文迪什做过的氢气

与氧气化合生成水的实验。当用100体积的氧气，跟过量的

氢气反应生成水蒸气时，所消耗的氢气是199.89体积；当所

用的氧气过量时，也恰好是199.89体积氢气消耗100体积氧

气。这个实验结果说明，化合成水的氢气与氧气的体积比约

为2∶1。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为了得到可信的结果，总会不

只一次进行重复测定。盖·吕萨克和洪堡特改变条件进行了

法国科学家盖·吕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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