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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科技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创新是文明进步的不竭

动力。

回望文明历程，科技之光涤荡了人类旅途之蒙昧阴霾，

科技之火点燃了人类心灵之求知火焰，科技之灯照亮了人类

发展之光辉前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每一项发明

创造的诞生，不仅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之认知发生质的飞

跃，而且促使人类改造世界之能力得到提升。18 世纪中期以

来的 200 多年，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数学、物

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均取得

了空前成就，并引发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科技理论革命，特别

是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深刻改变

了人类生存状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在不计其数的科技发

明、发现、创造中，蒸汽机、电话、火车、汽车、医用 X 光

片、青霉素、DNA双螺旋结构、火箭、阿波罗 10 号太空舱、

计算机等无疑是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发现及创造。

放眼现代社会，科技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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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成为国家间、区域间竞争

的核心和壮大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力量。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

势地位，各国、各地区，特别是发达国家及地区都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和发展。进入 21 世纪的短短十余年间，全球科技

创新浪潮此起彼伏，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创新成果大量涌

现。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完成，细胞重新编程技术，人类最早

祖先确定，宇宙存在暗物质猜想，干细胞研究的新进展，纳

米技术研究的新突破，欧洲强子对撞机启动，人类探测器创

最远纪录，七大数学难题之一———庞加莱猜想被证明，则可

能是最具科学价值的重大科技成就。

展望未来，人类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存在无数难题等待破

解，依然存在众多未知世界等待认识。尤其是随着人口数量

急剧增加、自然资源逐渐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

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和危机。毫无疑问，应对挑

战、解决危机，只有依靠科技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存质量，必将掀起一

场以信息科技革命为先导、新材料科技为基础、生命科技为

核心、新能源科技为动力、海洋科技和航天科技为内拓和外

延的新的科技创新浪潮。

伴随知识经济向创意经济的转变，科学技术进入了多学

科交叉、互为渗透、综合发展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学科林

立、知识纷繁的新格局。面对浩如烟海的科技世界，经与有

关专家学者反复研究论证，从理、工、农、医和高新科技五

大领域中确定了 26 个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的选题编著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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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

学知识，促进创新创造，是编著本书的基本思想。考虑到读

者对象年龄、职业、身份的多样性和对知识需求的差异性，

力求做到重点突出，脉络清晰，融入人文精神，体现人文情

怀，以达引人入胜的效果。

此套大型科普丛书，涉及领域广，学科多，在内容和表

述上尽可能避免交叉重复或冗长繁杂，在体例和风格上尽可

能保持相对统一。但是，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有限，编著时间

仓促，缺乏相应经验，个别章节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些缺憾，我们将在再版重印时加以修订改进。诚恳希望广

大读者对本书的修订改进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本书的质

量再版时有一个较大提高。

通览科技文明，鉴取创新精粹。期待有缘阅读本书的各

界人士，汲取科技精髓，激发创新思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聪明才智。

即将退休前夕，主持编著了这套大型科普丛书，期望能

对后人创新思维、报效祖国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借此机

会，感谢我的妻子曹四梅对编著本书所给予的宝贵意见，特

别要感谢她三十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和无私的奉献! 我的

妻子曹四梅，原籍安徽宿州，1957 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婚后

三十五年，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才使我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投身于国家的事业。回首往昔，岁月峥嵘; 弹指一

挥间，履职三十六个春秋。极目长天，光阴荏苒; 伴随万物

生，年轮滚动催生霜鬓。谨用一首 《复兴华夏》的藏头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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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

复礼克己演春秋，

兴业建邦造英雄。

华族鼎立环球日，

夏禹仙界贺奇功。

祖国广袤无垠的辽阔疆域，哺育着伟大的华夏民族繁衍

生息。白发的烙印，既留下了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又刻画

了中青年时代的历史轨迹。我热爱我的祖国，更加由衷真诚

地祝愿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安康幸福!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李建中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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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遨游太空是人类亘古的梦想，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的传说，敦煌

壁画中的高飞入云的神女，无数星相学家凝望星辰的感悟笔录，都是古人飞天梦

想的记录。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航天技术，开辟了人类探索外层空间活动的新

时代。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航天员尤里·加加林乘坐 “东方”1 号飞船在环

绕地球轨道一圈后安全返回地球，让人类的飞天梦想成真。从此，人类的活动领

域从地球推向广阔无垠的宇宙。

从小心翼翼地叩开太空之门，到进入太空生活、工作和开展研究，这是一条

荆棘满途的探索之路，充满了风险与挑战。运载火箭、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的结

构十分复杂，零部件多达数万个，一个零部件不合格或发生故障，就可能造成事

故。在载人航天的发展历程中，航天员们曾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

壮感人的乐章。50 多年来，已先后有 22 名航天员在人类探索与征服宇宙的道路

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然而，失败并没有使人们气馁，鲜血的付出也没有动摇人类征服太空的决

心。人们在吸取了一桩桩血的教训后，不断改进与升级航天器的结构，使它们更

科学、更安全、更可靠，确保航天员的安全和航天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人类的航天梦里，没有国界。面对未知的宇宙，地球人是一个团队，即便

是这团队之间也存在竞争，但这竞争无疑是在朝着互相促进的方向协作而行的。

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无论征程多么凶险，人类都锲而不舍地要挣脱地球的引力，

亲身去投入到太空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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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宇宙像一个巨大的宝库在吸引着人类的注意力。那里蕴藏着丰富的资

源: 高真空、微重力等环境可使人们办成在地球上办不到或难以办到的事情; 取

之不尽的太阳能，可以帮助人类摆脱地球上能源的危机; 月球、小行星、火星等

有望成为人类的新家园。载人航天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的信息化、自动

化、智能化。空间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航天技术正从单纯的信息开发，向信

息、材料和能源的综合开发过渡。空间材料加工、空间生物技术、空间诱导育

种，以及未来可能实现的空间太阳能电站、月球资源开发等，为载人航天技术促

进生产力的变革，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可以预见，载人航天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兴旺，一定会给人类的文明、社会的

进步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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