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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新课程百科知识》进入学校
有两年多时间了，在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家给我们提
出了很多好想法和好建议，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关心本书的
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更新，观念在嬗变，我们的工作也不
能停下来。第一版《新课程百科知识》在知识结构设计和内容
的深度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让学生朋友们更易于接受新观
念，更乐于学习新知识，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对其进行了适当
的删减和更新，删除了一部分专业性太强的篇章，对一些较深
的知识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再阐述，对一些过时的数据进行
了更新，浓缩成现在的《新课程百科知识》。

相信《新课程百科知识》第二版更合您的品味，我们期待
您关注的目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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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９３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简体字版的完成出版，宣告
“华文世界没有现代百科全书”的时代结束了。为了适应不同
读者的需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编写了
这套《新课程百科知识》。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针对青少年朋友精心编写的百科知
识书籍。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新课程标准
全套书共５０册，涵盖了科技、艺术、文学、动植物、地球、

历史、地理等５０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
关于中学生学习的八大领域划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意
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潜移默化到字里行间，是青少年朋友在
接受新知识的同时逐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

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
本套书涵盖了中学阶段各学科的相关知识点，包括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了使青少年朋友
能够在轻松与快乐中学习知识，编写者们采用讲故事、猜谜
语、讲笑话等多种形式对各知识点进行深刻透彻的阐释。

《新课程百科知识》是３０多位专家学者们艰险努力的结晶，
希望看到此书的小读者能像对待自己 的朋友一样好好珍视它，
钻研它，让《新课程百科知识》成为与你心灵相通的知己。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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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

帕斯卡像

帕斯卡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散
文家，法国人。他于１６２３年６月１９日出生于克莱蒙费
朗。帕斯卡的父亲曾在税务法庭任职，并对数学很有研
究。这对帕斯卡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使帕斯卡从小就



　　　　　　　　　　

２　　　　

?
世
界
著
名
物
理
学
家

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１６岁那年，帕斯卡参加了巴
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小组（巴黎科学院的前身）。

帕斯卡于１６３１年随全家移居巴黎，在巴黎数学家和
物理学家小组的活动中，用两年的时间写成了《圆锥曲线
之几何》一书。之后，年仅１７岁的帕斯卡开始在数学界
崭露头角，得到了著名数学家笛卡儿的高度评价。

１６４１年，帕斯卡又随家移居鲁昂。１６４２—１６４４年，
在帮助父亲做税务计算工作时，帕斯卡发明了加法器，这
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器，目前陈列于法国博物馆中。

１６１０年帕斯卡接受了宗教教义，但仍致力于科学实
验活动，到１６５３年之间，帕斯卡集中精力进行关于真空
和流体静力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１６４７年他重返巴黎居住。他根据托里拆利的理论，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１６４７年的实验曾轰动整个巴黎，他
自己说，他的实验根本指导思想是，反对“自然厌恶真空”
的传统观念。１６４７—１６４８年，他发表了有关真空问题的
论文。

１６４８年，帕斯卡设想并进行了对同一地区不同高度
大气压强测量的实验，发现了随着高度降低大气压强逐
渐增大的规律。在之间的几年时间里，帕斯卡在实验中
不断取得新成就，并且有多项重大发明，如发明了水压
机、注射器，他还改进了托里拆利的水银气压计等。

１６４９—１６５１年，帕斯卡与他的合作者皮埃尔一起详
细测量了同一地点的大气压强变化情况，成为利用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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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进行天气预报的先驱。
帕斯卡从１６５１年开始总结他的实验成果，到１６５４

年写成了《液体平衡及空气重量的论文集》一书，１６６３年
正式出版。之后帕斯卡转入了神学研究，他于１６５５年进
入神学中心披特垒阿尔。他从怀疑论出发，认为理性和
感性知识都不可靠，从而得出了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

帕斯卡逝世于１６６２年８月１９日，终年３９岁。
帕斯卡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在物理

学和数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帕斯卡有很深的的数学造诣。除了对概率论等方面
做出的卓越贡献外，最不朽的是闻名于世的帕斯卡定
理———他在《关于圆锥曲线的论文》中提出的。帕斯卡定
理是射影几何的一个重要定理，即“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
其三对边的交点共线”。

在代数方面，他发表过数篇有关二项式系数及算术
级数的论文，发现了二项式展开式的系数规律，即著名的
“帕斯卡三角形”（在我国称“杨辉三角形”）。他与费马合
作建立了概率论和组合论的基础，并得出了关于概率论
问题的一系列解法。他研究了摆线的问题，得出了不同
曲线面积和重心的一般求法。他还计算出了三角函数和
正切积分，并最早引入了椭圆积分。

在物理学方面，帕斯卡的成就最为卓著。他最重要
的贡献是在１６５３年首次提出了“帕斯卡定律”。该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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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加在密闭流体任一部分的压强，必然按照其原来
的大小由流体向各个方向传递。”现代的所有应用着的液
压机械，都是对帕斯卡定律的实际运用，特别是近几年
来，液压科学又以更先进的面貌应用于现代科学技术
之中。

另外，压强的国际单位也是以帕斯卡的名字命名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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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更斯

惠更斯像

惠更斯是 荷兰人。他于１６２９年４月１４日出生于
海牙。１６４５年，惠更斯进入莱顿大学，又于１６４７年转到
布雷达大学学习数学和法律。从１６５０年起，他开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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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同时也对天文观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１６６３年，他
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是该学会历史上的第一个
外籍会员。１６６６年，他又被法国成立的“巴黎科学院”选
为院士。在伦敦和巴黎，他认识了像牛顿、莱布尼茨等许
多著名的科学家。１６８１年，惠更斯回到祖国荷兰。１６９５
年７月８日逝世于海牙，终年６６岁。

惠更斯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对光学
和力学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力学方面，惠更斯的研究成果非常多。１６５６年，
他根据伽利略发现的钟摆的等时性，发明了世界上第一
座机械钟。在出版于１６７３年的《摆钟》一书中，惠更斯对
机械摆钟的制作作了详细的介绍。摆的等时性的发现，
当初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直到７０多年后，惠更斯
的出现，才使人们对摆的研究开始广泛起来。通过大量
的实验，惠更斯测定出了摆长和周期的关系，终于制造出
了世界上第一架计时摆钟。１６５９年，他又制成了供航海
使用的计时器，但因为船身颠簸的干扰，尚不能十分准确
地指示时间。后来，惠更斯又和胡克各自独立发现了螺
旋式弹簧丝的振荡等时性，这为近代手表和游丝怀表的
出现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光学方面，惠更斯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近代物理
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１６７８年，他写成了《光论》一
书，并在１６９０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
的光的波动说，创立了不朽的惠更斯原理。在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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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惠更斯推导出了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非常圆
满地回答了为什么在光密介质中光速会减小的问题，同
时也圆满地回答了为什么光进入冰州石会发生双折射现
象，他认为这是由椭圆形的冰洲石分子微粒造成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惠更斯原理是近代光学的奠基
性理论之一。但是，惠更斯原理能够预见光的衍射现象
的存在，却无法考察衍射现象的细节及各种各样的衍射。
也就是说，惠更斯原理能够确定光的传播方向却无法确
定沿不同方向传播的振动的振幅。菲涅耳的理论补充了
惠更斯的光学原理，最终创立了“惠更斯———菲涅耳原
理”，从而完成了光的波动学说的全部理论。

除了物理，惠更斯对天文学和数学也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

在数学上，早在１６５１年惠更斯就发表了有关计算圆
周长、曲线及椭圆弧的著作。他对诸如悬链线、对数螺
线、曳物线等各种平面曲线，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在概率
论和微积分方面，他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在天文学方面，惠更斯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把很
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研制和改进光学仪器上。利用自己
制造的望远镜，他如饥似渴地进行天文观测，终于在

１６６５年发现了木星的卫星（木卫六）和土星的光环，之后
又发现了火星极冠、猎户座星云等。１６８０年，惠更斯还
制造出了一台行星仪。



　　　　　　　　　　

８　　　　

?
世
界
著
名
物
理
学
家

胡　克

胡克像

胡克（１６３５—１７０３年）英国实验物理学家，仪器发明
家。１６３５年，他出生在英格兰怀特岛的清水村。从小体
弱多病的胡克心灵手巧，喜欢摆弄机械，自己制作过木钟
和可以开炮的小战船等。１６５３年，他到牛津大学作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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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并于１６６３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胡克于１６５５年成
为玻意耳的助手，因为他优秀的实验才能，１６６２年就被
任命为皇家学会的实验主持人，为每次科学家们的聚会
安排三、四个实验，１６６３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当选为皇
家学会正式会员，并兼任学会图书管理员和陈列室管理
员。１６６５年，被格雷姆学院聘为几何学教授，１６６７—

１６８３年任学会秘书并负责出版会刊。优良的工作条件
使他在当时自然科学的前沿（如机械仪器改制、重力、弹
性、光学，以及生物、化学、建筑、地质等方面）作出了许多
贡献。１７０３年，胡克逝世于伦敦。

作为１７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胡克在光
学、力学、天文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他设
计和制造的科学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胡克在光学上是光的波动说的支持者。他于１６６５
年提出了光的波动说，他认为光的传播与水波的传播是
相似的。１６７２年，胡克进一步提出了光波是横波的概
念。在光学研究中，胡克更主要的工作是进行了大量的
光学实验，特别是致力于光学仪器的研制。他发明制造
了显微镜、望远镜等数种光学仪器。

在力学方面，胡克的贡献最为卓著。他曾经为研究
开普勒学说取得了了重大成就。他在探讨万有引力的过
程中第一个发现了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规律。

１６６２—１６６６年，为了研究引力可以提供约束行星沿闭合
轨道运动的向心力这个问题，胡克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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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支持吉尔伯特的观点，认为引力和磁力是类似的。胡
克还曾于１６６４年指出彗星靠近太阳时轨道是变弯曲的。
为了寻求支持物体保持沿圆周轨道运动的力的关系，他
作了大量的实验。１６７４年，他从行星受力平衡的观点出
发，根据经过修正的惯性原理，提出了行星运动的理论，
并在１６７９年给牛顿的信中正式提出了引力与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这个观点，但因为缺乏数学手段，非常遗憾地没
有得出定量的表示。

胡克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是胡克定律（弹性定律），
这也是力学中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直到今天，仍是
物理学中的重要基本理论。胡克定律指出：在弹性范围
内，弹簧的弹力ｆ和弹簧的长度变化量ｘ成正比，即ｆ＝
－ｋｘ。ｋ是物质的弹性系数，它由材料的性质所决定，负
号表示弹簧所产生的弹力与其伸长（或压缩）的方向相
反。为了证明这一定律，胡克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包括
由各种材料所制成的各种形状的弹性体。

另外，胡克对生物学、天文学等方面也有贡献。他曾
用自己制造的望远镜观察了火星的运动。用自己制造的
显微镜观察植物组织，于１６６５年发现了植物细胞（实际
看到的是细胞壁），并将其命名为“ｃｅｌｌ”，至今仍被人们
使用。

胡克的发明、发现和创造是非常丰富的。他曾经协
助波义耳发现了波义耳定律。他曾经发明过发条控制的
摆轮、空气唧筒、轮形气压表等多种仪器。他还同惠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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