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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二舀二班亚亘火车的诞生
在火车早期的发展

过程中，功劳最大的

是英国人斯蒂芬森，来越兴盛。当时，为了将大量铁矿石从矿山上运送下来，人们便发明
他被后人称为“火车了可以承载斗车的铁路。1804年，英国一位名叫德里维斯克的采矿技
之父”

16世纪中期，英国的钢铁工业蓬勃发展起来，采矿业随之变得越

师发明了全世界第一辆可以在铁路上运行的蒸汽机车。因为这种机车

是使用煤炭或木柴做燃料的，所以人们便称呼它为“火车”。

斯蒂芬森的父亲是一名矿工，在父亲的影响下，斯蒂芬森从小就

对蒸汽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之后，斯蒂芬森开始亲自制造蒸汽机。

在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后，他又开始制造蒸汽机车。1814年，斯蒂芬

森制造的首辆蒸汽机车“布鲁克”号问世。“布鲁克”号总共有8节车厢，

承重30吨，速度为每小时6 . 4公里。此后，斯蒂芬森对蒸汽机车不断

进行改良。与此同时，他又奉命开始在英国主持铁路的修建工作。

1829年，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即将开通，英国政府宣布将

在该铁路上举行一场机动车行驶大赛。斯蒂芬森决定用自己改良过的蒸

汽机车参加这场比赛。当时，人们对蒸汽机车的了解不深，只觉得它是

一只体型庞大，会发出惨叫的钢铁怪兽。斯蒂芬森希望通过此次比赛

向人们证实蒸汽机车并非大家想象中那样，它其实是一种能为人类造福

的先进交通工具。

比赛开始后，斯蒂芬森驾驶着蒸汽机车一鸣惊人。在场的很多高官登

上这辆蒸汽机车，想要亲自体验一下风驰电掣的感觉。然而，当蒸汽机车

行驶到中途停车休息时．却发生了意外。一位名叫哈斯基逊的议员下车散

步，忽然从旁边的一条铁轨上驶来另外一辆蒸汽机车，将他撞倒在地。斯

蒂芬森当即驾车火速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可惜哈斯基逊的伤势太重，

最终不治身亡。他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火车事故中丧生的人。

1830年，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正式通车。从这时开始，英国

的铁路事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仅仅过了10年，英国国内的铁路总长度

就已经达到了4以刃公里。1879年，德国西门子公司研制出了全世界第一

辆电力机车。1894年，德国人又研制出了全世界第一辆燃油机车。此后，

火车不断发展，直到现在依然在世界各国的运输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立诬要刃班三二，尔倾发明燕汽机船

18世纪，就有人研制
过用蒸汽驱动的船，
结果以失败告终。

19世纪初，美国工程师富尔顿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发明了全

世界第一艘蒸汽机船。

富尔顿从童年时期就萌生了这样一种念头：要制造一艘不需要人力

驱动就可以前进的船。成年后，他花费了9时间，终于在1803年制造出

了一艘蒸汽机船。只可惜这艘船在法国塞纳河中试航时被暴风雨毁坏了。

此后，富尔顿在瓦特的支持下，重新开始研制蒸汽机船。1 8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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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制造的“克莱蒙脱”号蒸汽机船在美国的哈得逊河中试航成功，这便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莱特兄弟是世界航空业的先驱，他们发明了全世界第一架实用飞机，

并于1903年12月17日试飞成功。

莱特兄弟的本职工作是制造和修理自行车，工作之余，他们最大的

爱好就是飞行研究。1891年，有“滑翔机之父”之称的德国飞行家奥托·李

林塔尔试飞滑翔机成功。消息传到美国，莱特兄弟立志要以李林塔尔为

榜样，制造出先进、实用的飞机。18％年，李林塔尔在试飞的过程中出

现意外，为人类的航空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过，这件事并没有使

莱特兄弟打消进行飞行研究的斗志。此后，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加深人、

审慎。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与探索，莱特兄弟终于在1903年研制出了“飞

行者l号”，这便是世界航空史上的首架实用动力飞机。

在“飞行者1号”诞生之前，莱特兄弟自行制造了200多个机翼，

进行了上千次滑翔飞行。在此期间，不断有飞行家在试飞过程中遭遇意

外身亡，很多人据此对动力飞机的研制提出了质疑，但莱特兄弟却信念

坚定地走到了最后。

莱特兄弟在“飞行者1号”上安装了他们自己发明的螺旋桨，还安

装了一台功率为8 . 8千瓦的四缸发动机。

1903年12月14日，莱特兄弟驾驶“飞行者l号”进行了第一次试飞，

结果飞机坠落到了沙滩上，试飞宣告失败，所幸未出现人员伤亡。1903

年12月17日上午10点35分，莱特兄弟再度驾驶“飞行者1号”在美

国北卡罗来那州一座小山坡上进行试飞。这一天，他们试飞了4次，第

一次飞了12秒，飞行距离为36 . 58米，最好的一次飞了59秒，飞行距

离为260米，飞行高度为3 . 8米，时速达到了48千米。在此次试飞活动中，

现场有6名观众，他们还拍摄了相关的照片。

1906年，莱特兄弟在美国获得了飞机的发明专利权。1908年，法

国政府高度赞扬了他们对世界航空事业做出的贡献。1909年，美国国

会向他们颁发了荣誉大奖。

气垫船的用途

气垫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船，它利用高压空气在船底和水面之间形

成气垫，让船体升离水面，实现高速航行。

世界上最早的气垫船诞生于英国。20世纪60年代，气垫船被引入

英国海军，开始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具体说来，气垫船可以输送登陆兵，还可以扫除水雷，冲破一些水

上破障，可以用作一个武器运送平台，为反舰、反潜提供支援，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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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物资补给，在海上搜救伤员等。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就开始大量
应用气垫船，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直到现在，气垫船仍是美国海军的
一项重要军事装备。目前，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气垫船―Zuhr
级气垫登陆艇。

气垫船发展到现在，除了军用以外，也开始用于民间。例如，气垫
船可以随处登陆，一些旅游岛为了方便运输，便购人了这种特殊的船只
做运送工具。

建造磁
想最早

磁愚浮列车的出现与发展

磁悬浮列车的工作原理就是磁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在磁铁的

作用下，磁悬浮列车能摆脱地球引力，悬浮在距离轨道大约1厘米的空
中行驶。1969年，德国出现了全世界第一个磁悬浮列车的小型模型。
1972年，日本也出现了这种模型。磁悬浮列车发展到1979年，时速已
经达到了517公里，远远超过了普通列车的时速。

20世纪80年代，德国在柏林建造了磁悬浮列车系统，并于90年
代初开始正式载客。其后，英国、日本、中国等也都出现了磁悬浮列车，
并开始投人运营。不过，磁悬浮列车的普及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莽不训认为泰坦尼克号是因｝1903年3月31日，北爱尔兰的哈南德·沃尔夫造船厂开始建造一
为铆钉断裂致使船｛艘空前豪华的客轮。第二年3月31日，这艘客轮终于全部完工，这便
身解体，最终沉没·⋯是举世闻名的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长269 . 06米，宽28 . 19米，净重
依据就是泰坦尼克号｝量达到了21831吨，排水量更是高达660（刃吨。船上有891名船员，可
上用于固定船身钢板⋯以运载超过2200名乘客。
的铆钉之中含有大量｛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程，开始了她的玻璃元素，非常容⋯
易断裂。 ⋯的处女航。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行驶至靠近纽芬兰岛的北大西洋海域，

秦坦尼克号的沉没

附近风平浪静，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但是到了23 : 40，一位名叫弗雷德

里克·弗利特的隙望员忽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片阴影，大约有两张桌子

那么大。他迅速敲响了警钟，宣布在正前方发现了冰山。第一副船长默

多克马上下令引擎减速，同时改变航向。然而，这并没有使泰坦尼克号

避开那座致命的冰山。在隙望员发现冰山后仅仅过了37秒，泰坦尼克号

就撞到了冰山上，右舷与冰山底端发生了猛烈的碰撞与摩擦，右舷前部

吃水线以下的部分出现了一道长达93米的豁口，海水源源不断地涌进船

舱。2小时4O分钟之后，泰坦尼克号被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吞没了。

失事之前，泰坦尼克号上总共有2208名船员和旅客，最终只有705

人生还。其中头等舱的幸存率最高，为63%，二等舱次之，为43%，三

等舱的幸存率最低，只有25％。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令欧美各国震惊不已。

1912年4月18日，船上的幸存者搭乘卡帕西亚号客轮抵达纽约港，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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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有大约3万人冒雨迎接他们。

迄今为止，泰坦尼克号已经沉没了100年，有关其沉没原因的争论一

直没有停止过。最流行的说法是船上的工作人员在遇到冰山后判断失误才

导致了沉船。当时船上的一副默多克下令引擎减速，并改变航行是相当愚

蠢的。其实，他只要下令引擎减速，用船头撞向冰山就能保住船上所有人

的性命。因为泰坦尼克号的船头部分非常坚固，即便撞到冰山也只会局部

受损，不会导致整艘船下沉。然而，默多克的指示却让较为脆弱的船身撞

到了冰山上，致使船身断折，全船沉没，酿成了举世震惊的惨剧。

近年来，科学家们又通过对泰坦尼克号水下残骸的考察提出了新的

说法，他们对比了残骸中的金属碎片与现在的造船钢材，发现前者的韧

性明显不足，在一40℃至0℃的环境中很容易就会断裂，因此泰坦尼克

号的船身才会在撞上冰山后断折，最终沉没。原来，建造泰坦尼克号的

工程师为了增加钢材的强度，便在其中加人了大量的硫化物，结果导致

钢材在强度增加的同时，却失去了应有的韧性。

好望角航线史话

好望角位于南非最南端，也是整个非洲最南端，大西洋和印度洋在

此交汇。到了中世纪，葡萄牙人想要开辟新航线，掠夺海外财富，他们古代的月非尼基人曾

想到了非洲大陆南端，当时欧洲人对那里一无所知，甚至怀疑那里有没经乘船环绕过非洲
有人生存。1454年，欧洲人乘着三桅帆船沿非洲大陆一路向南，逐渐认大陆，但只留下了
识到了非洲大陆的物产丰饶。1487年，葡萄牙国王派出巴尔托洛梅乌·迪

亚士，让他指挥一艘船继续向南。等他们到了南非南端，发现这里狂风

大浪，波涛汹涌，船员们十分惊恐，纷纷要求返航，但是迪亚士坚持继

续向前。这艘船穿过好望角，并向北航行了一小段之后，船员们因为疲

惫和害怕不肯继续前行，迪亚士无奈，只得返航。回到里斯本之后，迪

亚士报告了自己一路的见闻，并将南非南端称作“风暴角”，但是国王

认为应该给那里起个寓意好一点的名字，于是称之为“好望角”，寓意

转过这个海角，就能得到好运。

传说。

新航路的开辟

巧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黄金成了西欧各国进行对内和全二止皿三

对外贸易的唯一支付手段。为了获得更多的黄金，西欧各国便将目光投

向了东方。这段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传统陆路被土耳其人掌控，这使得海探险的过程中开
东西方贸易几乎完全中断。为此，西欧各国开始想方设法，寻找通往东辟的通向印度美洲
方的新航路。

当时，西欧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能够指引轮船航行方向的

罗盘针也已由中国传人了西欧，再加上西欧地理学家绘制的先进的地图，

这些都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物质保障。

航路是指巧至16

纪，西欧各国在

口
愉
巨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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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领船队从欧洲

出发，于第二年抵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发现了美洲

新大陆，同时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在葡萄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领船队绕过

好望角到达印度，开辟了从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

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率领船队开始

环球航行。巧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此次航行，返回欧洲，证明了

地圆学说的正确性。

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

交流随之增强。欧洲人开始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各地开展殖民活动，掀

起了殖民掠夺的狂潮，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姆斯·库克开创现代航海的先河

从1768年到1779年，詹姆斯·库克先后进行了三次远航，开创了

现代航海的先河。

青年时期的库克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7年，在此期间，他对北美

东海岸等地进行了详细地勘测，并绘制了大量海岸线图，成了当时颇有

名望的制图学家。从1768年开始，库克奉英国政府之命，为寻找南太

平洋中的“南大陆”开始远航。

在1768年8月至1772年6月期间，库克完成了第一次远航。在此

期间，他并没有发现“南大陆”。于是，从1772年7月开始，库克又

进行了第二次远航。这一次，他率领的考察队进人了南极圈，确定在南

半球并没有所谓的“南大陆”。1776年7月，库克开始了第三次远航，

并一直航行到白令海峡，之后因冰山的阻挡，折返夏威夷。1 779年2月，

库克与夏威夷的土著人发生冲突，不幸丧命。其余队员继承了他的遗志，

继续完成了此次远航。

库克去世后，留下了大量航海日志，其中记录着他在远航途中的行

程，为时人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航海资料。另外，库克还在长期的远航

中找出了预防船员催患坏血病的方法，对航海医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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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研理砚必益中国古代造船小史
早在原始社会，中国

境内就出现了一种名开始思考制造一种渡河工具。有人见到树叶掉人河中以后，就会漂浮在为筏子的小船，这是

全世界最早的水上交河面上，顺流而下。受此启发，人们便用整块的木材制造出了筏子。
通工具之一。

原始社会，百姓为了渡河，到更广阔的地域内获取更多的食物，便

到了商朝年间，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木材加工技术，据此制造出了
更为先进的木板船。

讲人春秋战国以后，战事增加，还出现了水战，人们又开始设计制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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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战船。

秦朝和汉朝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船舶的规模不断膨胀，

已经出现了可以远航至大海的巨型船舶。

汉朝结束后，造船术的发展趋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北宋初期。

宋朝与元朝的内河航运空前繁荣，航海事业也因为指南针的应用获得

了巨大的发展。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内河船和航海船逐渐形成了一定

的制式。

明朝是中国造船业的巅峰时期，明朝的船舶种类繁多，数目庞大，

技术先进。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人类航海壮举。

车轮的起源与演变

车轮大约诞生于6000年前，当时人类已经拥有了较为先进的武器

和生产工具，获得的食物相较于以前要多得多。在将这些食物运回家的{“轻撬”虽然比直接
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觉得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便开始⋯搬运要省力一些，但
苦思冥想。“轻撬”就是他们思考之后的产物。所谓的“轻撬”就是指｝行进的速度终究还
用藤蔓将几根粗壮的树枝捆绑在一起，将沉重的食物摆放在树枝上面，｛是不够’比
滚动前行。还有一种“轻撬”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扛在肩上，另外一端

拖在地上，食物就吊在中间，拉动前行。

后来，人们发现圆滚滚的石头或木头滚动的速度总是快过其他形状

的木石。人们据此用圆木制造了滚轮，用这种滚轮来运送食物就轻快多了。

在使用滚轮的过程中，人们又发现每当运送的货物过重时，滚轮就会在

重压之下断裂。为此，人们便开始在滚轮的表面包上一层坚硬的金属。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用金属制造车轮。橡胶出现后，

人们又开始制造橡胶轮胎，在其中充上气，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到的车

轮样式了。

睡巍霎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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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轮车

据说，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独轮车的发明者。不过，这一说法并

不可靠，一般认为独轮车在三国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独轮车的普及却

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

过去，独轮车在中国北方随处可见，几乎可以和毛驴媲美。中国古

代的女子出嫁后回娘家，都会坐在丈夫推的独轮车上。

因为独轮车只有一个轮子着地，所以不管多么崎岖、狭窄的道路都

能顺利通过，在盛产茶叶的丘陵地区尤其适用。

独轮车因其自身的特性，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多不同的称谓。例如，

中国西南地区习惯于将独轮车称为“鸡公车”，因为独轮车在行驶的过

程中总是不停地叽叽作响。茶叶产区的百姓则习惯于称独轮车为“线车”,

因为有独轮车行驶过的地面都会留下一条线形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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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淤洲
具’孟货和载人两大⋯马车的历史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当时两河流域最早
功能。｛出现了马车。在古罗马帝国的兴盛时期，最流行的就是四轮马车。这

马车小史

种马车在罗马宽敞平坦的大道上行驶得异常平稳、迅速，运载量也相

当大。后来，古罗马帝国没落了，原先的大道也因年久失修变得不便

行走。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人们又制造出了对路况要求不那么高的两
轮马车。

在马车的发展过程中，一批又一批更坚固、更舒适，运行速度更快

的马车陆续出现，取代了原先的马车。在封建社会，皇室贵族都热衷于

打造精美的私家马车。例如，1763年英国王室为英国国王量身打造的

马车就号称是“史上最壮丽的马车”。

不过，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马车的行驶速度就越来越无法满

足人们的需要了。为此，人们开始研制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以代替为

人类服务了数千年的马车，这种交通工具就是火车。19世纪末20世纪初，

伴随着火车的问世与普及，马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

《女史蔑图》中描绘

有西汉成帝和班婕轿子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宋朝之前，轿子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
好乘坐轿子的情形。及。通常情况下，只有帝王或是病弱的官员以及妇女才会乘坐轿子。

轿子的历史

轿子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交通工具。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前，

由于轿子对路况的要求远没有马车那么高，所以在地形崎岖的地方

普及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例如，武则天在位期间，曾到万安山的玉泉寺

一游。因为地势险要，官员们特意备好了轿子，准备抬武则天上山。

两宋时期，轿子空前普及。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

描绘了汁梁城中的繁华盛况，其中就出现了很多轿子。到了明朝中后期，

就连一些小地主也都开始乘坐轿子。在明朝之前，除了皇室乘坐的轿子

以外，一般的轿子都是两人抬，明清年间则出现了四人或八人抬的轿子。

清朝统治者出台了这样一项规定：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期间乘坐四人

抬的轿子，出了京城就要乘坐八人抬的轿子；外省督抚可乘坐八人抬的

轿子，其下属只能乘坐四人抬的轿子。明清时期官吏乘坐的轿子一般都

被称为“蓝呢官轿”或是“绿呢官轿”，原因就是其轿帷都是统一的蓝
呢或绿呢。

不同人乘坐的轿子有不同的名称，皇室乘坐的叫舆轿，官员乘坐的

叫官轿，民间娶亲时新娘乘坐的叫花轿。中国古代的婚姻讲求明媒正娶，

在迎娶正妻时要用八抬大轿。现在，轿子已经退出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

活，但是“八抬大轿”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了下来，用来表示仪式隆重，
态度诚恳，多数含有讥讽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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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发展史

公路就是指联接城市、乡村和工矿基地，主要供汽车行驶并具备一互塑瑟西亚灵
定技术标准和设施的道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诗文中出现的“公路”到20世纪80年代

一词意思是公共交通的道路，与现在人们通常所指的公路并不一样。

早期的公路是用碎石铺成的，路面平坦，中间部分较高，方便排水。路总长约2200万公
到了近代社会，出现了表面铺有沥青的柏油路，这是公路发展史上的一约为637万公里

项重大突破。

全世界最早的公路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当时古埃及人

民在修建金字塔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运输建筑材料，便建造了公路。

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巴比伦境内也出现了公路。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了古罗马帝国。在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上

出现了这样一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直到现在，这句谚语依然

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这并非空穴来风。古罗马帝国确实曾以罗马为

中心修建了29条公路，形成了一个放射状网络，闻名全球。后来，古

罗马帝国没落了，境内的公路年久失修，不复当年的盛况。

18世纪，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境内进行得如火如茶。有个名叫马卡

丹的人开始在英国主持修建公路，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对英国公路事业

做出的贡献，便以“马路”作为对公路的称谓。这种称谓一直延续到了

现在。

20世纪20年代，由于汽车的普及，人们对于公路的要求日益增大，

公路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到30年代，各工业发达国家公路网已逐渐

形成。而伴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有速度更快的、载重量更大

的汽车被制造出来，这对公路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沥青路面和水

泥混凝土路面的比重越来越大。德国和美国还分别于1931年和1937年

开始修建高速公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公路

建设现代化，开始大规模修筑高速公路。

初期，全世界共有公

里，其中美国最多，

骤站漫话

中国是最早出现骚站的国家之一，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

春秋时期，骚站发展到每两个骚站之间的间隔为25公里，正好相骚站是古代专供官

当于一个成年男子每天行进的路程。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加强地方治安，便建立了“十里一亭”是来往的官吏中途
的制度。那些正好位于交通线上的“亭”兼具传递公文的功能，被称为的处所。

“邮亭”，本质上就是骚站。

汉朝年间，统治者做出了“三十里一释”的新规定，并为骚站增加

了接待往来官员的新功能。从汉朝初年开始，人们由原先的步行改为骑

马传递文书，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就提升了好几倍。

兰毛贫几竺三二

府传递文书的人或

住宿、补给、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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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夔彗互狙澎斑马线的起源
斑马线流传，。世界各｛斑马线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古罗马的庞贝城非常繁华，街道国，为减少各国的交

通事故做出了巨大的上的马车与行人络绎不绝，交通堵塞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还会

一蒸圳
在人类的导航技术⋯灯塔是地处海岸、港口或河道，用来指引船只航向的塔状建筑物。
比较落后的年代，灯⋯灯塔具有为船舶护航照明的作用。在现代先进的导航系统出现之前，灯塔为无数船只指引了⋯
方向后来，灯塔｛塔还能具有导航作用。另外，灯塔也一度被用作军事用途，在一些存有
逐渐没落但截止⋯争议的海域，灯塔同样会被用来宣誓主权。
到现在，全球仍有⋯灯塔的历史长达数千年，早在公元前27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国1500个灯塔在发挥｝

作用

唐朝统治时期，中国的外交事业空前繁荣，骚站每天需要传递的
公文，以及出入骚站的官员人数不断增加，骚站的规模和数量随之膨
胀起来。

在接下来的宋元明统治时期，中国的骚站继续发展。到了明朝末年，

崇祯皇帝一度下令废除骚站。清朝建立后，骤站重新兴盛起来。

出现交通事故。为了保护行人的安全，城内的百姓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将人行道和马车道分离，各走各的也就不容易发生碰撞了。不过，人

们很快又发现这种简单的分离并不能让两条道路彻底分开，于是，人

们便开始改进人行道，以防止马车越界。经过改进后的人行道变成了

一块又一块凸起的石头，人们可以从上面跳着穿过马路，马车的车轮

也可以从两块石头的缝隙中间穿过。这些石头被人们称为跳石，这就

是斑马线的前身。

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跳石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人行横道线，

这种白色的线条在路面上非常醒目，就像斑马身上的斑纹一样，所以便

有了“斑马线”这样的称呼。

灯塔溯源

王托勒密二世就命人修建了亚历山大灯塔。

公元50年，罗马人修建了很多座灯塔，组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灯塔

网络体系。

继罗马人之后，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也陆续开始建造灯塔。

灯塔里的灯火一开始是用明火，后来改用蜡烛。1781年，欧洲人

用筒芯灯泡和抛物面反射镜取代了原先的灯火。美国人起初用鲸油做灯

塔中的灯火燃料，19世纪50年代，又将其换成了菜籽油，几年后又换

成了猪油。进人20世纪以后，人类开始用电力和电石乙炔气来控制灯

塔里的灯光，其后发展到使用达伦光，这样一来，灯塔便无须人力操控，

可根据日出日落自行熄灭点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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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灯塔

公元前280年，一艘埃及的大船从欧洲驶回本国，途径亚历山

大港时，因光线太暗，不幸触礁。整艘船都大海吞噬了，船上的船

员和乘客无一幸免于难。这个消息传回埃及以后，埃及国王托勒密

二世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上演，便决定在亚历山大港修建一座

灯塔。这项工程从公元前270年左右开始，总共持续了40年。最终

建成的这座灯塔就是与古埃及金字塔齐名，名列世界七大奇迹的亚

历山大灯塔。

亚历山大灯塔是用花岗岩和铜等建造而成的，整座灯塔高达135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灯塔共分为四层：第一层高60米，表面

呈方形，内部包含了300多个房间，可用来储存燃料，供工作人员休息；

第二层高巧米，表面呈八角形；第三层高8米，表面呈圆形，塔灯便

置身其中；第四层是一尊高达8米的波塞冬的青铜雕像，波塞冬就是古

希腊神话中掌管海洋的最高神。

公元641年，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在此之前，亚历山大灯塔已经

存续了接近1000年，期间，塔上每晚都会彻夜点灯，为往来的船只指

引方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当时电灯尚未出现，塔灯

以橄榄油和木材作为染料，每天都需要工作人员前去点燃并照料灯火。

然而，在埃及被征服后，亚历山大灯塔的灯火便熄灭了。

公元700年，亚历山大发生了地震，灯塔的第三和第四层被毁。公

元880年，灯塔被修复。1100年，亚历山大再度发生地震，灯塔遭到严

重的毁坏，只留下了最底下的第一层。1301年、1435年，亚历山大又

先后发生了两次大地震，已在亚历山大港口屹立了上千年的灯塔最终完

全被毁。

在亚历山大法

上依然存有灯

船闸的发展

船闸是指用来保证船舶顺利通过、航道上集中水位落差的厢形水工全签么嗽畔碍毯

建筑物。在水位落差较大的河流上，以及潮差较大的人海口等都能见到早的船闸是由中国

船闸的身影。

公元前214年，正值秦始皇统治时期，他命人开凿了灵渠。由于灵

渠的一些部位水位落差较大，为了让船只能在其中顺利航行，秦始皇便

命人在这些部位建造了斗门，这就是最早的船闸―单门船闸。

公元984年至987年，正值北宋年间，中国人民在江苏的西河上建

造了两座相距大约76米的斗门，它们共同组成了西河闸，这已经很接

近现代的船闸了。

到12世纪，欧洲也出现了船闸，最早建造船闸的欧洲国家是荷兰。

等到1481年．意大利境内也出现了船闸。

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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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河运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船闸无论是在技术还是数

量上，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皿｛二三更三红为何大多数国家的汽车都靠右行驶
英国在进行殖民扩张

时，将本国靠左行驶大陆上的各个国家，中国、巴西等。之所以会这样，还要从18世纪后的交通规则带到了各

殖民地。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汽车都是靠右行驶的，例如北美、欧洲

期开始说起。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大批用6匹或是8匹马拉的大型货车，

马车夫坐在车的左侧，右手挥舞着马鞭指挥马车前行。当另外一辆马车

迎面驶来时，马车夫为了避免两车发生摩擦、碰撞，就会很自然地将车

赶到马路右侧。这样一来，两车的左侧车身就成了危险地带，而坐在马

车左侧的马车夫正好可以将左侧看得一清二楚，审时度势，做出最恰如

其分的避让。

从这时开始，很多国家的车辆逐渐习惯了靠右侧行驶。1792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颁布了一项交通条例，明文规定本州的所有车辆全都

要靠右侧行驶。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做出了右行的规

定。也有不少国家的汽车是靠左侧行驶，例如英国。受其影响，印度、

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汽车都是靠左侧行驶的。

三二互二互鑫至二轮船发展简史
直到现在，轮船依

然是世界各国的重要

水上交通运输工具。一名就源于此。

最早的轮船就是蒸汽船，这种船的外侧挂着一个大轮子，“轮船”

以蒸汽机作为轮船前进动力的设想最早出现于1690年，但由于当
时蒸汽机尚未进人实用阶段，这种设想最终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

1769年，一个名叫乔弗莱的法国人首次在船上安装了蒸汽机，以
蒸汽来驱动船舶前行。只可惜受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船的行驶速度极
其缓慢。此后，乔弗莱不断对船进行改进，终于在1783年，研制出了
世界上第一艘实用轮船，并正式开始下水使用。不过，这艘轮船只航行
了半个小时，船上的蒸汽机就爆炸了。

1802年，英国人威廉·西明顿制造出一艘更为先进的轮船，并试
航成功。

1804年，美国人约翰·史蒂芬森发明了全世界第一艘装有螺旋桨
的轮船，于1807年试航成功。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一艘名为“克莱蒙特”号的轮船，
这是全世界第一艘蒸汽轮船。这艘轮船由一台72马力的蒸汽机驱动，
排水量达到了100吨，平均时速达到了7 . 74公里。当年8月，“克莱蒙特”
号轮船试航成功，富尔顿因此被誉为“轮船之父”。

1 884年，英国人帕森斯发明了用燃油做燃料的汽轮机，从这时开始，
轮船的动力装置由原先的蒸汽机变成了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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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轮船的制造技术不断进步。

世界首辆汽车

1872年，卡尔·本茨与人合作成立了专门生产建筑材料的奔驰工厂。

当时德国的建筑行业很不景气，奔驰工厂的收益欠佳，很快就面临倒闭

的危机。为了挽救工厂，卡尔·本茨开始研究利润极高的发动机。1879｝于188“年，其发

年12月31日，他研制出了全世界第一台单缸煤气发动机。在此基础上，｝明者是有“汽车之
他又开始研制汽车。

经过多年的实验，卡尔·本茨终于在1885年研制出了世界首辆汽

车。这是一辆马车式的三轮汽车，现存于德国慕尼黑的汽车博物馆。

1 886年1月29日，卡尔·本茨凭借这辆汽车获得了“汽车制造专利权”,

这一天后来成了世界公认的汽车诞生日。第二年，卡尔·本茨卖出了第

一辆汽车，并成立了全球首家汽车制造公司―奔驰汽车公司，为现代

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帝茸
｛父”之称的德国人
⋯卡尔·本茨。

车牌的颜色和编号

汽车的登记号码、登记地区，以及其他基本资料都会在车牌上展现赘全复髯犷味获
出来。不同类型的汽车，车牌的颜色和编号也各不相同。

以中国为例，大型民用汽车的车牌为黄底黑字，小型民用汽车则为方法各异，以德国为
蓝底白字。外籍汽车为黑底白字，其中大使馆的外籍汽车车牌上还额外例，车牌的前3个
标有红色的“使”字，领事馆的外籍汽车车牌上则标有红色的“领”字。的城市代码，后面的

汽车补用车牌为白底黑字，临时车牌为白底红字。学习车的车牌为蓝底编号则由1一2位字

白字，并在数字之前标有“学”字标志。教练车的车牌为黄底黑字，并母和1一4位数字共
在数字之后标有“学”字标志。民用汽车的车牌编号通常都是5位数字，

从00001到99999不等。当编号超过10万时，就要引人英文字母，不

过字母I和0除外，因为这两个字母的外形与数字1和0很相似，容易

造成混乱。

欧洲各国的车牌都呈长条形状，且多为白底黑字，其中欧盟国家的

车牌会在左侧添加一片蓝色，以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车辆。

各个国家的车牌编号

字母是车辆注册地

同组成。

飞艇小史

飞艇是一种轻于空气的航空器，艇内安装着特殊装置，可以推进和簇二圣己豆二垫三

控制飞艇的飞行状态，因此有别于气球等浮空器。

飞艇最早诞生于1784年。当时，法国的罗伯特兄弟制造了一架长的飞艇上依然可以看
达15 . 6米的鱼形飞艇，若是在其中充满氢气，就可以产生1000多公到这种“空气房”。
斤的升力。在对这架飞艇进行试飞的过程中，罗伯特兄弟发现需要在

飞艇的气囊上安装一个放气阀门。随后，他们据此对飞艇进行了改良。

改良后的飞艇可以连续飞行7个小时，但其飞行速度仍有很大的进步

直到现在，在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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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罗伯特兄弟制造的飞艇需要用人工划动木桨来驱动飞艇前行，后来

一种全新的人力飞艇在法国诞生。这架飞艇以螺旋桨取代了原先的划桨，

从而大大提升了飞行速度。

此后，一个名叫卡奴·米亚的法国人又对螺旋桨进行了改进，在

飞艇上安装了一种脚踏式螺旋桨，这使得飞艇的行进速度获得了进一

步提升。

这段时期，罗伯特兄弟与一名法国教授合作，在飞艇上安装了一种

名为“空气房”的气囊，实现了飞艇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从这时开始，

飞艇在升空的过程中便不需要为了防止气囊破裂安装放气阀门了。

1851年，蒸汽机开始应用于飞艇之中。1852年，世界上第一架以

蒸汽为动力的飞艇问世。

1900年，有“飞艇之父”之称的德国退役将军齐柏林制造出全世

界第一架硬式飞艇。与此前的软式飞艇相比，这种硬式飞艇无论是在规

模还是性能，又或者是安全性上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飞艇发展到20世纪加至so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当时世

界上的各个大国都非常重视飞艇的发展，飞艇被大量制造出来，并被应

用于战场上。

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开始用安全性较高的氦气作为飞艇

的新燃料。此后，飞艇的发展起伏不定。不过，近年来，飞艇又重新受

到了各国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针聊又秘娜琴斌自行车的发展史
斯塔利有“自行车之
父”的称号。

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诞生于1791年，其发明者是一个名叫西夫拉
克的法国人。

1790年的一天，西夫拉克正在巴黎的街道上行走，忽然从背后驶
来一辆四轮马车，西夫拉克急忙朝路边避让。但因为路面很窄，马车
又很宽大，再加上前一天刚刚下过雨，街道上有很多水洼，西夫拉克
根本就避无可避，结果被车轮溅了一身的泥水。西夫拉克由此想到，
若是改造一下马车的结构，将其变成一种体型较小的交通〔具，那么
即便是在狭窄的道路上，也能避免发生今天这种尴尬的状况。回到家
以后，西夫拉克马上开始做实验。第二年，他终于发明出一辆两轮小
木车，这便是世界首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的构造非常简单，连控制
方向的车把都没有。直到1816年，一个名叫德拉伊斯的德国人才在自
行车上安装了车把。

此后英国人麦克米伦、法国的米肖父子、英国的雷诺等人先后
对自行车进行了改进。1874年，一个名叫罗松的英国人制造出第一辆
现代自行车。1886年，英国工程师斯塔利对自行车进行了全面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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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闸、车架、橡胶车轮等全都出自他的手。经斯塔利改造后的自行车

已经与现在的自行车基本相同了。从这时开始，自行车逐渐在世界各

地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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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灯塔

贝尔灯塔是一座世界著名的灯塔，地处苏格兰安格斯海岸，周围

有很多礁石。在贝尔灯塔建成之前，每当海水涨潮时，这里的礁石就

会被淹没，船舶从附近经过时，很容易触礁沉船。为此，一位名叫史

蒂文森的工程师于1800年向英国灯塔委员会申请在此处建立一座灯

塔，可惜他的申请并没有获得批准。直到1804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一

艘军舰在附近海域触礁，酿成惨祸，英国灯塔委员会才决定采纳史蒂

文森的意见。

1806年，贝尔灯塔正式动工。这项工程持续了4年，到1810年才

宣告完成。期间，有多名工人死于暴雨和巨浪，史蒂文森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坚持到了最后。

1811年，贝尔灯塔正式启用，远在55公里以外的人都能看到灯塔

上的指示灯。从这以后，附近的海域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触礁事故。

红绿灯的来历

19世纪，英国经常出现马车撞人的交通事故。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故，

英国人便发明了红绿灯。当时在英国的约克城中，女性穿红色的衣服就

表示已婚，穿绿色的衣服就表示未婚。这为红绿灯的发明提供了重要依

据。1 868年，英国一位名叫德·哈特的铁路信号工程师制造了一盏高度

为7米的红绿灯，这便是全世界第一盏交通信号灯。受当时的技术条件

所限，这种信号灯的红绿转变只能依靠人工操作。每天都会有一名警察

站在灯下，根据路上的交通状况确定亮红灯还是亮绿灯。不过，这盏煤

气信号灯只用了23天就爆炸了，还导致操纵信号灯的执勤警察被炸死。

英国人因噎废食，从此废除了信号灯。

1914年，美国出现了电气信号灯。此后，交通信号灯在美国各地

推广开来。这段时期的交通信号灯依然只有红绿两种颇色，后来人们才

在其中加人了黄色的信号灯。当时红绿灯之间的转换太过突兀，事先没

有任何提示，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不必要的事故。为此，有人想到在红灯

和绿灯之间加人黄灯，作为红绿灯转换的提示。他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

了有关方面的认同。

1918年，美国纽约出现了全世界第一盏红黄绿交通信号灯。其后，

这种信号灯流传到了世界各国，为减少交通事故，改善各国交通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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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轨距的来历

铁路轨距是指铁路轨道上两条钢轨之间的距离。1937年，国际铁

路协会规定标准轨距为1435毫米。

要追溯轨距的历史，就要从古罗马说起。现在的标准轨距其实就是

古罗马的战车宽度。古罗马的战车需要用两匹马来拉，而两匹马的臀部

宽度加在一起正好是1435毫米。后来，这个标准传到了英国，英国马

车的左右车轮之间的距离便被固定为1435毫米。当电车问世后，电车

车轨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修建，其后的铁路轨距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
标准。

现在全世界有60％的铁路轨距都是标准轨距，美国、加拿大、欧

洲大多数国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中国台湾、日本、埃塞

俄比亚、刚果等国家和地区均使用窄轨，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

阿根廷等国家则使用宽轨。为了让轨距不同的列车顺利行驶，一些国

家和地区建造了双轨距铁路或多轨距铁路，即在铁路上铺设3至4条
铁轨。

比
做
距

螺旋桨在

上应用得

船用螺旋桨的发展

螺旋桨是指依靠桨叶在空气中旋转，将发动机的转动功率转化成推
进力的装置。

船用螺旋桨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52年，当时瑞士一名物理学

家首次在船上安装了螺旋桨。此前，船舶都是依靠明轮驱动。1 804年，

美国人斯蒂芬在自己制造的蒸汽船中应用螺旋桨进行试验，但由于技术

条件不足，实验结果并不理想。直到1 843年，螺旋桨才首次取代了明轮。

这一年，美国建造了41艘用螺旋桨驱动的船。此后，明轮逐渐淡出了

历史舞台，由螺旋桨取而代之。

摩托车已经成了现

代地球文明的一大

标志

摩托车的历史

摩托车诞生于1885年，当时有一个名叫戴姆勒的德国人发明了一

辆用单缸风式汽油机驱动的三轮摩托车，并取得了发明专利，这便是世

界上第一辆摩托车。

早期的摩托车是木制的，无论是外形、结构还是性能都与现代摩托

车有着很大的区别。早期的摩托车行驶速度非常缓慢，而且由于缓冲装

置的匾乏，骑在上面非常不舒服。这样的摩托车很难大规模推广。

到了19世纪90年代，橡胶轮胎、滚珠轴承、离合器、变速器、避震系统、

弹簧车座等装置陆续被引人摩托车中，使得摩托车在速度和舒适度上都

产生了质的飞跃。一些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摩托车，将其推向市场。

进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摩托车的制造技术逐渐成熟，最快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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