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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半年之前，本编辑部曾推出过一套科普丛书，叫做
《科学目击者》，读者反应良好。然而，区区一部丛书怎能
将各种科学新知囊括其中？所未涉及者仍多。编辑部的
同仁们也有余兴未尽之意，于是就有了这套《探索未知》
丛书。

《科学目击者》和《探索未知》可以说是姊妹关系，也
可以说是父子关系。说它们是姊妹，是因为它们在方向
设定、内容选择上不分彼此，同是孕育于科学，同为中国
基础科普而诞生。说它们是父子，则是从它们的出版过
程考虑的。《科学目击者》的出版为我们编辑本套丛书提
供了丰富的经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握读者们的需求
与兴趣，得以将一套更为优秀的丛书呈献给读者。从这
个层面上讲，《科学目击者》的出版成就了《探索未知》的
诞生。

如果说《科学目击者》只是我们的第一个试验品，那
么《探索未知》就是第一个正式成品了。它文字精彩，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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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科学，内容上囊括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以及生物五
个部分的科学知识，涵盖面广，深度适中。对于对科学新
知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在这里将找到最为满意的
答复。

有了《科学目击者》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得以取其优、
去其短，一直朝着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但如此繁杂
的知识门类，让我们实感知识面的狭窄，实非少数几人所
能完成。我们在编稿之时，尽可能地多汲取众多专家学
者的意见。然而，百密尚有一疏，纰漏难免，如果给读者
您的阅读带来不便，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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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服装

巧防衣服褪色

１．用直接染料染制的条格布或标准布，一般颜色的附
着力比较差，洗涤时最好在水里加少许食盐，先把衣服在溶
液里浸泡１０～１５分钟后再洗，可以防止或减少褪色。
２．用硫化燃料染制的蓝布，一般颜色的附着力比较

强，但耐磨性比较差。因此，最好先在洗涤剂里浸泡１５
分钟，用手轻轻搓洗，再用清水漂洗。不要用搓板搓，免
得布丝发白。
３．用氧化燃料染制的青布，一般染色比较牢固，有光

泽，但遇到煤气等还原气体容易泛绿。所以，不要把洗好
的青布衣服放在炉旁庭院晾晒。
４．用士林燃料染制的各种色布，染色的坚牢度虽然

比较好，但颜色一般附着在棉纱表面。所以，穿用这类色
布要防止摩擦，避免棉纱的白色露出来，造成严重的褪
色、泛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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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眼镜的奥秘

许多汽车司机在开车时常常戴着一副黑眼镜。在阳
光下或者积雪天驾驶汽车的时候，这副黑眼镜能保护眼
睛不受强光的长时间刺激。可是，当汽车突然由明处驶
向暗处的时候，戴着黑眼镜反而变成了累赘。一会儿戴，
一会儿摘，实在太不方便啦。有什么好办法来解除司机
的这个苦恼呢？

有。戴上变色眼镜准行。在阳光下，它是一副黑墨
镜，浓黑的玻璃镜片挡住耀眼的光芒。在光线柔和的房
间里，它又变得和普通的眼镜一样，透明无色。

变色眼镜的奥秘在玻璃里。这种特殊的玻璃叫做
“光致变色”玻璃。它在制造过程中，预先掺进了对光敏
感的物质，如氯化银、溴化银（统称卤化银）等，还有少量
氧化铜催化剂。眼镜片从没有颜色变成浅灰、茶褐色，再
从黑眼镜变回到普通眼镜，都是卤化银变的魔术。在变
色眼镜的玻璃里，有和感光胶片的曝光成像十分相似的
变化过程。卤化银见光分解，变成许许多多黑色的银微
粒，均匀地分布在玻璃里，玻璃镜片因此显得暗淡，阻挡
光线通行，这就是黑眼镜。但是，和感光胶片上的情况不
一样，卤化银分解后生成的银原子和卤素原子，依旧紧紧
地挨在一起。当回到稍暗一点的地方，在氧化铜催化剂
的促进下，银和卤素重新化合，生成卤化银，玻璃镜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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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透明起来。
卤化银常驻在玻璃里，分解和化合的反应反复无穷

地进行着。照相胶卷和印相纸只能用一次，变色眼镜却
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变色眼镜不仅能随着光线的强弱变
暗变明，还能吸收对人眼有害的紫外线，的确是眼镜中的
上品。如果把窗玻璃都换上光致变色玻璃，晴天时，太阳
光射不到房间里来，阴天或者早晨、黄昏时，室外的光线
不被遮挡，室内依然亮堂堂的。这就仿佛扇扇窗户挂上
了自动遮阳窗帘。在一些高级旅馆、饭店里，已经安上了
变色玻璃。汽车的驾驶室和游览车的窗口装上这种光致
变色玻璃，在直射的阳光下，连变色眼镜都不用戴，车厢
里一直保持柔和的光线，避免了日光耀眼和暴晒。

卫生球“不翼而飞”

阳春三月，天气转暖。大人把洗净晒干的棉袄、纯毛
衣裤收藏进箱子里。每逢这时节，他们照例要买一大包
卫生球，每两三粒卫生球用软纸包起来，分别放在衣服口
袋里和衣箱四角。

衣箱、衣柜里，常常暗藏着蛀虫和蠧鱼，它们啃食天
然纤维，损坏衣物。而有些卫生球是用萘做的。萘是从
煤焦油里提炼出来的一种白色晶体物质，它散发出一种
特殊的气味。蛀虫、蠧鱼害怕这种气味，有卫生球在，它
们就“闻味而逃”，衣物才得以安然无恙。还有一种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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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的方法，是在衣箱里放樟脑丸。樟脑是从樟木里提炼
出来的一种香料，是无色或白色的结晶，有强烈的樟木气
味。祖国的宝岛台湾樟树很多，樟木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位。用樟木做的木箱不断散发出樟脑的清香，使蛀虫不
敢爬进去。用一般的箱柜存放衣物，就要放些樟脑丸了。

纯净的樟脑资源有限，而且樟脑在医药、塑料和香料
工业里有更大的用处，所以人们用合成樟脑来代替天然
樟脑制樟脑丸。合成樟脑用松节油做原料制造，和天然
樟脑非常相似。它的色泽、纯度都比萘做的卫生球好，直
接撒在织物上也不会留下黄斑。

冬天打开衣箱取棉衣时，你会发现原来放进去的卫
生球或樟脑丸都已经“不翼而飞”了，这是由于萘和樟脑
都会直接变成气体跑掉。这种固体不经过液态而直接变
成蒸气的现象，在化学上叫做“升华”。涂抹在皮肤上的
碘酒（碘的酒精溶液），在酒精干了之后，皮肤上的黄色也
很快褪去。这是碘变成了气体，升华了。这是一个常见
的升华现象。

卫生球里的萘不纯净，混有带颜色的杂质，萘升华以
后，常在衣物上留下黄斑。所以，把卫生球放进衣箱时，
要用纸包上。

你参观图书馆、博物院时，有没有注意到书库、标本
柜里也撒有樟脑精碎末呢？樟脑和萘还是保护书籍、标
本的忠实卫士呢！

天然纤维怕蛀虫咬食，所以，长期存放的棉、麻、丝、
毛织物必须夹放卫生球。合成纤维又怎样呢？合成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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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然纤维不同，它不合蛀虫的胃口，不怕虫蛀，也不会
发霉，平时存放时一般可以不放卫生球。但是，现在混纺
织物很多，如涤棉布、毛涤哗叽、三合一花呢等大多掺有
天然纤维，对蛀虫仍然不可不防。

巧除衣物上的铁锈

１．用１５％的酒石酸溶液亦可揩拭污渍，或者将沾污
部分浸泡在该溶液里，次日再用清水漂洗干净。
２．用１０％的柠檬酸溶液或１０％的草酸溶液将沾污

处润湿，然后泡入浓盐水中，次日洗涤漂净。

３．白色棉及与棉混织的织品沾上铁锈，可取一小粒
草酸（药房有售）放在污渍处，滴上些温水，轻轻揉擦，然
后即用清水漂洗干净。注意操作要快，避免腐蚀。
４．最简便方法：如有鲜柠檬，可榨出其汁液滴在锈渍

上用手揉擦之，反复数次，直至锈渍除去，再用肥皂水
洗净。

巧除衣物上的圆珠笔油

１．将污渍处浸入温水（４０℃）用苯或用棉团蘸苯搓
洗，然后用洗涤剂洗，清水（温水）冲净。
２．用冷水浸湿污渍处，用四氯化碳或丙酮轻轻揩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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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洗涤剂洗，温水冲净。

３．污迹较深时，可先用汽油擦拭，再用９５％的酒精
搓刷，若尚存遗迹，还需用漂白粉清洗。最后用牙膏加肥
皂轻轻揉搓，再用清水冲净。但严禁用开水泡。

白衬衫穿旧了为什么会泛黄

当你穿上一件雪白的新衬衫时，也许你希望它持久
地保持“雪白”。可是新衬衫穿穿洗洗以后，雪白的颜色，
逐渐泛黄，衣服也就显得旧了。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变化呢？
棉花是白色的纤维，可是它含有棉蜡、油脂、果胶质

以及含氮化合物等杂质，在棉花纺织成布的过程中，又要
用到淀粉浆料、化学浆料、滑石粉和牛油等原料，因此一
般棉纺织厂织成的棉布是呈米白色的，而且还含有较多
的杂质。要把这种棉布做成“雪白”的衬衫布料，还必须
经过印染厂的一系列化学加工的处理，如退浆、煮炼和漂
白等工艺，之后，布料上的杂质就比较少了，因此颜色比
原来白多了。可是要获得“雪白”的效果，还需要经过“增
白”的加工工艺。就是把已经漂白的布料，再在含有荧光
增白剂和少量蓝色或紫色涂料的溶液中进行浸渍上色处
理。经过这样增白的布料，如果放在有丰富紫外线的光
线下，会显现带荧光性的白色。放在通常的光线下，就显
出微带蓝光的白色。它使人们的眼睛看起来有特殊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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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
既然有这样好的效果，为什么不能持久呢？因为荧

光增白剂实际上是一种白色的直接染料，而同它混合在
一起的蓝色或紫色涂料，对棉布又不能染色只是着色，因
此它们都是不耐久洗的。水洗的次数多了，增白剂和涂
料都会逐渐被洗掉，最后使人们感到布料不白了。

同时由于原来布上还有一些没能除尽的杂质，人们
在穿着时常沾上油垢、汗渍和灰尘等，再加上常受到空气
的氧化和微生物的作用，都会使白布变色。另外，由于洗
衣用的水，如自来水中往往含有铁质，一般河水、井水中
含有钙盐和镁盐等矿物质，这些杂质除了本身对白布的
作用外，还会同肥皂结合成不溶性物质而残留在布上，也
都会使白布变色。因此，“雪白”的衬衫穿旧了，就逐渐泛
黄了。

纤维混纺织为什么容易起毛球

现在市场上合成纤维混纺的织物很多，有涤纶混纺
的、腈纶混纺的、锦纶混纺的，还有氯纶混纺的等等。但
这些织物往往容易起毛起球，容易沾污，又怕热，为什么
会产生这些现象呢？

因为合成纤维一般是把纺制的原料，做成液体状态，
再通过纺丝板的细小圆孔纺成纤维的。如果用显微镜来
观察纤维的平面，它的表面光滑呈平直状的细条，从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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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截看，一般又是呈现光滑的圆形的。把这样的纤维
同棉纤维或粘胶纤维混组成纱时，虽然使它们抱含在一
起了，但是这些表面光滑呈圆柱而具有一定弹性的合成
纤维，彼此之间抱合力是较差的，它们同棉或粘胶纤维之
间的抱合力也不是很好。这样的织物穿上身以后，受到
弯曲伸直和各种摩擦的影响，合成纤维就容易滑动，使纤
维的顶端钻出布面，这就形成了布面的“起毛”现象。起
毛以后，又因经常摩擦而使合成纤维的顶端形成一个个
细小绒球，于是织物上就有“起球”的现象了。

合成纤维织物，为什么容易沾污呢？我们知道，物体
表面经过摩擦会产生静电，特别是不良导体和含水分较
少的东西更为显著。合成纤维多数是不良导体，而且含
水量很低，因此当这些合成纤维的织物穿着后受到摩擦
时，就容易产生静电。而空气中的尘埃，一般也是水分较
少的不良导体，当它们碰到具有静电的织物时，就被吸附
到织物上，特别是衣服上“起毛”了的地方，更是容易粘
附。目前一般是采用树脂整理和热定型处理等方法，使
纤维固着不易滑动，织物表面就比较平滑不易附着尘埃
了。最近又有防油污的整理剂出现，它是一种含有全氟
基团的化合物，使织物整理后，不易沾染油污。

由于合成纤维的织物在沸水中都收缩较大（一般约
有１０％），因此在洗这类衣物时不能用开水泡，否则就会
蜷缩起皱，甚至缩小了。

这类衣物也不宜用高温的熨斗烫，因为它们的软化
温度一般都比较低，腈纶只有１６０℃左右，锦纶在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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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特别像氯纶只有６０℃～８０℃，而我们一般熨斗在
熨衣时，较高的温度有２００℃，低的也有１５０℃左右，稍不
小心温度一高，超过了纤维软化点，织物就会发生熔化，
把衣服也搞坏了，因此一定要掌握好这些材料纤维的特
性，才能熨烫。熨烫时，最好垫一层湿布，使熨斗不要直
接接触到混纺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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