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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骑快了为什么费力

自行车骑快了，当然费力，这是人人都体会到的。可是细
想想，不合理啊！自行车前进时的阻力不就是车轮与地面的
摩擦力吗？只要驱动力（或说牵引力）等于摩擦力，自行车就
会匀速运动啊！这是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明白的。那么，车
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和速度有关系吗？显然无关。因为物理学
研究的结论是滑动摩擦只与接触面材料性质、粗糙程度和正
压力有关，没说与速度有关。也就是速度无论快慢，摩擦力并
没改变。当然，车轮与地面的摩擦不仅是滑动摩擦，还有静摩
擦和滚动摩擦，但想来与速度也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我们就有了提高车速，节省体力的好方法了。只要
条件允许，一上车就使劲蹬，让车速尽量地快，反正骑快车和
慢车克服的阻力是一样的，快骑早点到嘛。

但这个合乎逻辑，合乎科学的推理好像和我们实际的感
觉并不一致。慢骑就是省力，而骑快车每蹬一下都很费力。
是科学道理出了毛病还是我们的两条腿有毛病？都不是，是
大脑出了毛病，分析问题的方法有毛病。

我们忽略了空气的阻力。这个因素到底能不能忽略？影响
小就忽略，影响大就不能忽略。空气阻力和地面摩擦阻力不同，
不是一成不变的，速度低时阻力很小可以忽略，速度高时，就会变
得很大，就不能忽略了，而且会成为影响速度的主要因素。

原来流体的阻力有它的规律，气体和流体对运动物体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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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是随速度变化的，速度越高，阻力越大。阻力和速度不是
成正比，当气体是与物体某一个面相摩擦时，阻力与速度平方
成正比；当气体与物体的各个面都摩擦时，阻力与速度的６次
方成正比。显然，当自行车的速度成为原来的二倍的时候，空
气的阻力增大到原来的６４倍，速度变为原来的３倍时，空气
阻力变为原来的７２９倍。所以自行车运动员要把成绩再提高
一点都是十分困难的。这已经不是体育的问题，而是物理的
问题了。运动员要调整骑车的姿态，减小迎风面积；运动员要
穿紧身的高弹的服装，尽可能地减小阻力；要戴上流线型的头
盔。传统的自行车的车圈是靠辐条来紧固的，五十多根辐条
在空气中高速切割，凭空增添了多少阻力啊！怎么办，去掉所
有的车条，换成一块圆板，这样增大了重量却减小了切割空气
的阻力，可能也合算。

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自由下落的物体它的速度越来
越快，每一秒比前一秒速度增大１０倍，一个人不张开降落伞，
从２０００米高空落到地面上只需２０秒，落地时的速度高达

２０００米每秒。就如同一发炮弹打在地上，太危险了。
然而，事实上，由于空气阻力，自由落体下落速度是要大

打折扣的。假设物体Ａ和Ｂ从不同高度落下，如果Ａ的初位
置更高，那么达到同一高度时，Ａ的速度就要比Ｂ的速度大。
但是它们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只是与它们下落的高度的平方根
成正比。而它们受到的阻力是与它们的速度的６次方成正
比，也就是说Ａ比Ｂ的速度快一些，但它遇到的阻力比Ｂ要
大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它的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所以，跳伞
运动员不张伞自由下落的速度是每秒５０米，把身体四肢张
开，阻力增大，速度就会减慢。这样花样跳伞运动员才可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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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位置，在不张伞的情况下，后跳的跟上先跳下飞机的，编成
美丽的队形。

如果张开降落伞，下降速度就慢得多了，落地速度只有每
秒６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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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扑鼻香

在厨房里做饭炒菜，我们在屋外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锅里的油才烧热，厨房外面的人就闻到
了油香。

香味是怎么被人闻到的呢？因为在烹调的过程中，饭菜
的分子有一部分被蒸发到空气中，并且渐渐地向四面八方运
动，当它们钻进我们的鼻孔时，我们就闻到香味了。这个过程
叫做扩散现象。正是气体的扩散作用帮助人们闻到了各种气
味。

气体分子很小很小，我们的眼睛直接看不见它们。但是，
这些分子的运动是能够间接地观察到的。在太阳光底下，我
们可以看到许多尘埃在空气中飘来飘去，上下飞舞，就是受运
动着的气体分子碰撞的结果。气体分子的运动是无规则的，
互相之间不断地碰撞，不断地改变运动的方向。因为气体分
子之间距离比较大，互相撞碰的机会少，所以它们很容易离散
开来。有些气体的分子运动得很快，拿氢气来说，它的分子跑
得比子弹头的速度还要快上几倍呢。正是这个缘故，气体物
质的体积，如果不受外界的约束，就会不断膨胀扩大，扩散开
来。

扩散现象不单气体里有，液体里也有。做汤的时候，滴进
几滴酱油，即使不搅拌，整个汤里也会逐渐均匀地染上酱油的
色泽，并富有酱油的美味。这就是酱油在汤里扩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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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之间也有扩散现象。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把
一块铅片和一块金片，分别磨光，压在一起，在室温下（２０℃）
放置五年，金片和铅片便连在一块，它们互相混合的深度约一
厘米。我们知道，在室温下，金和铅是不会熔解的，但是它们
的接触面竟生成了一层均匀的铅金合金，这就是扩散作用在
固体中玩的把戏。

扩散现象生动地证明，无论是那一种形态的物质，它们的
分子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当它们互相接触的时候，彼此就要扩
散到对方当中去。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无规则运动的速度
增大，扩散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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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脆的爆米花

“砰！”随着一声巨响，爆米花的香气便飘散开来。爆米花
个大粒圆，酥脆芳香，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一种膨体食品。大
米经过爆米机一加工，体积陡然胀大好多倍，难怪人们风趣地
把爆米机称作“粮食扩大器”哩！

那么，米粒是怎样被扩大的呢？
我们知道，密封在容器中的气体，都有一个特别的脾气：

温度增高，压强就增大。给爆米机加热的时候，密封在罐里的
空气的压强逐渐增大；同时，装在里面的大米逐渐被加热，贮
存在米里的水分也逐渐蒸发出来，聚积在铁罐内。罐的温度
不断升高，罐内的气压越来越大，这种高压阻止米中水分继续
蒸发，使残存在米中的水分也逐渐升温升压，一个个米粒像憋
足了气的小气球，只因为受到罐内气压的约束，它们才不能爆
开。当罐内气压升高到２－３个大气压的时候（这从气压表上
可以看出），便停止加热。这时，爆米花的师傅拿一条长布袋
套在爆米机的口上，然后打开盖子。说时迟，那时快，在一声
巨响中，大米喷到布袋里了。高温高压的米粒突然进入气压
较低的环境中，憋在米粒中的高温高压水分，失去了约束力，
便急骤膨胀，使米粒迅速胀大，变成了爆米花。

透过爆米花，使我们看到了“高温高压”的巨大力量。节
日的焰火、鞭炮，工地上的爆破，工厂里的蒸汽锤，大力士蒸汽
火车头……，它们那种有声有色的表演，都是“高温高压”导演
出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已成为生产上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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暄松的馒头

馒头，是我国人民的主要食品之一。
制作馒头的关键是发酵。酵母菌可以使面团的淀粉发生

化学变化，生成糖、醇和酸等，并且放出二氧化碳气。但是，加
热方法如果不适当，比如直接放在锅上烙，由于受热不均匀，
只能变成皮硬内软的“烤饼”；要想得到松暄的馒头，必须请高
温蒸汽来帮忙。当人们把揉好的生馒头放进蒸笼以后，高温
蒸汽很快把馒头包围起来，从四周给馒头均匀地加热。馒头
里面的二氧化碳气受热膨胀，可是又不容易冒出来，只能在里
面钻来钻去，于是便胀出许许多多小空泡，使馒头又松又暄。
如果在面里放些糖，发酵充分，蒸汽温度高，供汽又猛，就可以
蒸出表面开裂的“开花”馒头。这样的馒头，富有弹性，吃起来
香甜可口。

在蒸馒头的过程中，我们是用高温水蒸气作为介质来给
馒头加热的。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介质加热的例子很多，例如
做饭炒菜要加水，炒板栗、花生和豆子要用细砂。水和细砂也
是常用的传热介质。

气体受热膨胀也往往会给人们带来麻烦。炎热的夏天，
汽车轮胎和自行车轮胎有时会“放炮”，就是因为胎内气体受
热膨胀，压强增大，大到一定程度，车胎就被胀破了。所以，热
天给车胎充气不宜太多，要留有余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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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的冻豆腐

寒冷的冬天，吃上一碗热乎乎的“冻豆腐”，那真算得上是
一种别具风味的美菜呢！

豆腐本来是光滑细嫩的，冰冻以后，它的模样为什么会变
得像泡沫塑料呢？

豆腐的内部有无数的小孔，这些小孔大小不一，有的互相
连通，有的闭合成一个个小“容器”，这些小孔里面都充满了水
分。我们知道，水有一种奇异的特性：在４℃时，它的密度最
大，体积最小；到０℃时，结成了冰，它的体积不是缩小而是胀
大了，比常温时水的体积要大１０％左右。当豆腐的温度降到

０℃以下时，里面的水分结成冰，原来的小孔便被冰撑大了，整
块豆腐就被挤压成网络形状。等到冰融化成水从豆腐里跑掉
以后，就留下了数不清的孔洞，使豆腐变得像泡沫塑料一样。
冻豆腐经过烹调，这些孔洞里都灌进了汤汁，吃起来不但富有
弹性，而且味道也格外鲜美可口。

很早以前，我国人民就已经懂得了冰冻膨胀的原理，并利
用它来开采石头：冬天，他们在岩石缝里灌满水，让水结冰膨
大，把巨大的山石撑得四分五裂，很快就能采到大量的石料。

近年来，工业生产上出现了一种巧妙的新工艺———“冰冻
成型”，也是冰冻膨胀原理的应用。办法是：根据零件的形状，
用强度很大的金属，做一个凹形的阴模和一个凸形的阳模，把
要加工的金属板放在两个模的中间，在阳模和密闭的外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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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灌满４℃左右的水，然后把这个装置冷却到０℃以下。这
时，由于水结冰，体积膨胀，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把阳模压向阴
模，便把金属板压成一定形状的部件了。

由于水在４℃时的密度最大，体积最小，水温低于４℃时
体积反而增大，所以，在４℃时水就不再上下对流了。因此，
到了冬季，寒冷地区的江河湖海，表面上虽然结了厚厚的冰
层，但下面水的温度却保持在４℃左右，这就给水生物创造了
生存的环境。

冰冻也会给人们带来危害，它能使水缸冻破，把自来水管
道冻裂……因此，在冬季来临的时候，要及时做好保暖防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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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鸡蛋有诀窍

五香茶鸡蛋是人们爱吃的，尤其是趁热吃味道更美。
细心的人会发现，鸡蛋刚从滚开的卤汁里取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急于剥壳吃蛋，就难免连壳带“肉”一起剥下来。要解
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诀窍，就是把刚出锅的鸡蛋先放在凉水中
浸一会，然后再剥，蛋壳就容易剥下来。

一般的物质（少数几种例外），都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
可是，不同的物质受热或冷却的时候，伸缩的速度和幅度各不
相同。一般说来，密度小的物质，要比密度大的物质容易发生
伸缩，伸缩的幅度也大，传热快的物质，要比传热慢的物质容
易伸缩。鸡蛋是硬的蛋壳和软的蛋白、蛋黄组成的，它们的伸
缩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温度变化不大，或变化比较缓慢均匀
的情况下，还显不出什么；一旦温度剧烈变化，蛋壳和蛋白的
伸缩步调就不一致了。把煮得滚烫的鸡蛋立即浸入冷水里，
蛋壳温度降低，很快收缩，而蛋白仍然是原来的温度，还没有
收缩，这时就有一小部分蛋白被蛋壳压挤到蛋的空头处。随
后蛋白又因为温度降低而逐渐收缩，而这时蛋壳的收缩已经
很缓慢了，这样就使蛋白与蛋壳脱离开来，因此，剥起来就不
会连壳带“肉”一起下来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对我们很有用处。凡需要经受较大温
度变化的东西，如果它们是用两种不同材料合在一起做的，那
么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它们的热膨胀性质，两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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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越好。工程师在设计房屋和桥梁时，都广泛采用钢筋混
凝土，就是因为钢材和混凝土的膨胀程度几乎完全一样，尽管
春夏秋冬的温度不同，也不会产生有害的作用力，所以钢筋混
凝土的建筑十分坚固。

另外，有些电器元件却是用两种热膨胀性质差别很大的
金属制成的。例如，铜片的热膨胀比铁片大，把铜片和铁片钉
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在同样情况下受热，就会因膨胀程度不同
而发生弯曲。利用这一性质制成了许多自动控制装置和仪
表。日光灯的“启动器”里就有小巧的双金属片，它随着温度
的变化，能够自动屈伸，起到自动开启日光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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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的颜色

“冬不穿白，夏不穿黑。”这是人们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
的经验，你知道它包含的科学道理吗？

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五光十色，美丽动人，有红色的花，
绿色的草，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各种物体都具有各自
的色彩。可是，这些艳丽的颜色，在漆黑的夜里就统统消失
了。这说明只有在阳光（白色光）的照射下，物体才呈现出颜
色。那么，为什么在同样光源的照耀下，各种物体会有不同的
颜色呢？

我们知道，太阳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多种色光
混合而成的。不同的物体，对不同颜色的光线，吸收能力和反
射能力又各不相同。被物体吸收的光线，人们就看不见，只有
被反射的光线，人们才能看到。因此，某种物体能反射什么颜
色的光，在我们看来，它就具有什么样的颜色。如红色的花，
是因为它只能反射红色的光线，把其他颜色的光线都吸收了；
白色的东西能够反射所有颜色的光线，因此看起来就是白色
的；而黑色的东西却能吸收所有颜色的光线，没有光线反射回
来，所以看起来就是黑色的了。

太阳不仅给人们送来光明，而且还送来了大量的辐射热。
对于辐射热来说，黑色也是只吸收，不反射，而白色正好相反。

一般说来，深色的东西，对太阳光和辐射热，吸收多，反射
少；而浅色的东西，则反射多，吸收少。因此，夏天人们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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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浅色衣服，像白色、灰色、浅蓝、淡黄等，这些颜色能把大量
的光线和辐射热反射掉，使人感到凉爽；冬季穿黑色和深蓝色
的衣服最好，它们能够大量地吸收光和辐射热，人自然就感到
暖和了。

人们认识了自然规律，就能在生产技术上加以利用。像
大型露天煤气罐、石油罐的表面都漆成银白色，目的就是为了
提高它们反射阳光和辐射热的能力，使罐的温度不致升得过
高，以免引起爆炸事故。

人们还利用反向和吸收的原理来征服自然界，让它为人
类服务。我国西北部有座祁连山，山上盖满了厚厚的冰雪。
可是，因为山很高，上面很冷，就是炎热的夏天，强烈的阳光和
辐射热照上去，也都被那白色耀眼的冰雪给反射回去了，所以
积雪没法融化。结果山下大片的田地，都因缺水而荒芜了。
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向大自然进军，为了叫祁连山交出水来，
政府派了工作队，用飞机把碳黑撒到祁连山的积雪上，乌黑的
碳黑拼命地吸收着光和热，使粘有碳黑的积雪融化了，祁连山
终于献出了滔滔的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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