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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科普图书定位于青少年课外科学普及、课堂科学素养的补充。既立 足于科学“新”探索——
科学的新发现、新问题、新角度、新观点，力争提 供新颖别致的写作和阅读角度，让青少年在平实、
简单、有趣的文字中认识 科学、亲近科学、走进科学，激发他们在习以为常的科学现象和规律中进行
新的发现和思考；同时也将立足于课堂知识，是青少年科学课堂知识有益、必要、恰当的补充和扩展
，架起普通常识和科学探究之间的桥梁，鼓励学生 从当下出发，从课堂出发，从生活出发，探究大千
世界、万物原理，在课堂 内外、自身与世界之间获得探究的乐趣和自信，拉近科学与普通人的距离。
上述两点，是本套丛书的编写定位和立足角度。本套丛书首批设计16册，包括小学8册，初中8册，核
心内容涵盖基础教 育各学科科学素养全部知识点，围绕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所列知识内容，力求做
到既同步于课堂知识，成为学生学习的助手、伙伴、老师，又独立于 课堂体系，是其丰富的、有益的
、最新科学知识的补充扩展；既是科学第二 教材、科学趣味读本，也是课外活动手册、家庭科学活动
材料。可以配合小 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共九年学段同步阅读，也可独立成体系，供小学、初 中任
何年级学生成套独立阅读。丛书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涵盖生理、心理、天文、地理、自然、动物、植
物、空间、能源、科技等方方面面。丛书力求 图文并茂，在文字叙述和引导的同时，提供大量精美精
致的图片，让小读者 在深入浅出的故事中走进科学殿堂，早日成为未来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科学
新探索丛书》编写组 二○一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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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新探索读本：生产和科技》是《科学新探索读本》系列丛书之一，共分五篇，内容包括：
生产大变革、身边新变化、生活新创造、科技新变迁、展现新魅力。本书力求图文并茂，在文字叙述
和引导的同时，提供大量精美精致的图片，让小读者在深入浅出的故事中走进生产科技的殿堂，早日
成为未来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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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的镜子　　远古时期，人们以水照面。铜器发明以后，以铜盆盛水鉴形照影。《尚书》《国
语》《庄子》等先秦著作中，提到过古人“鉴于水”。《说 文·金部》中把“鉴”解释为 “盆”。
因此，可以说盛水的 盆（鉴），就是最早的镜子了。有一句俗语：“水平如镜”。清澈的水面，没有
风吹动它时，水面平坦如镜。远古时，我们 的祖先就在河边或水塘旁，对 着水面照照自己的脸部，
看个 究竟。但是微风一吹，表面泛起 波纹，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后来，人们开始使用青铜镜，那
是3000多年前的事。那时人们 先将青铜铸成一面圆盘，然后再 经打磨，把它磨得又平整又光洁，可照
出人影来。唐太宗李世民有 句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知得失。”这里所说的“以 铜为镜”，便指的是青铜镜。在古代，铜镜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
有着密切关系，是 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铜镜又是精关的工艺 品。它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
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 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古代将 镜称为“鉴”。到商代初年的时候，有
了最初的铜鉴。到秦朝时期，才开始铸造 铜镜，因为镜的适用优于鉴的方面很多，所以到秦以后，已
不用水作 鉴了。秦汉以后，镜的使用更加广泛，镜的制作也更加精良。它的材 料包括金、银、铜、
铁等，以铜最为多，也有镀金银的、背面包金银的、或镶嵌金银丝的。隋唐以来，还有带柄的、四方
的，各种花纹应有尽有。直到明代末期，开始有以玻璃为镜的。清代乾隆以后，玻璃开始大兴 于民间
。直至民国初年，少数边远地区还有以铜为 镜的。玻璃镜的出现 13世纪初，意大利的 玻璃工业格外
发达，特别 是威尼斯城生产的玻璃驰 名世界。1317年，他们在 试制彩色玻璃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加 
入二氧化锰（一种化合物）以后，会使混浊的玻璃液变得清澈，从 而发明了透明玻璃。有了透明玻璃
，玻璃工匠 们便开始摸索用玻璃制造镜子 的方法。他们先将金属板磨得 既平整又光滑，然后将它和
玻 璃合在一起，试图制成玻璃镜子。刚做好的时候确实不错，光洁照人。可是没过多久，镜子里面的
人像就变得模糊 不清了。原来这是由于水分和空 气从金属与玻璃之间极细的缝隙 中钻了进去，金属
板被氧化了。后来，他们又开始将各种金属熔 化后倒在玻璃上，以期与玻璃结 合而制成镜子，结果
都失败了。1508年，意大利的玻璃工匠达尔 卡罗兄弟终于研制成功了实用的玻璃镜 子。他们先把锡箔
贴在玻璃面上，然后倒 上水银，水银是液态金属，能够很好地溶 解锡，随后，玻璃上形成了一层薄
薄的锡与水 银的合金（称为“锡汞齐”），这种“锡汞齐” 的本领高强，能够紧紧地粘附在玻璃上
而成为真正的镜子。然而，制造水银玻璃镜子需要花上整整1个月的时间，这太费事了。况且水银有
毒，镜面也不太光亮。于是，人们 又设法对它进行改进。1843年，德国科学家发明了镀银的玻璃镜子
。这种银玻镜子背面发亮的东西，是一层薄薄的银层，这层银不是涂上 去的，也不是靠电镀上去的，
而是利用一种特殊而有趣的化学反应—— “银镜反应”镀上去的。为了增强镜子的耐用性，通常还在
镀银以后，再在银层上面涂刷上一层红色的保护漆，这样，银层便不容易脱落和 损坏。镜子的种类和
作用 镜子种类非常多，按功能可以划分为：化妆镜、装饰镜、平面镜、放大镜、凸透镜、凹面镜等等
。常用的镜子主要有以 下一些作用：①最原始的功能。由 光的发射原理来映出镜子 前人或物的样子
。②聚光取火。将一个 放大镜放在太阳下，地上 铺一张纸，纸上会出现一 个亮点，慢慢地在这个亮 
点处会冒起烟了，纸也就很快烧着了。③在墙上挂面大镜子，依靠镜子的反射原理，可从视觉上增加
房 间的通透性，拓宽人的视觉范围，从而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在镜子 能够反射到的地方摆放绿色
植物，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视觉疲劳。④可以后视跟踪。把 小镜子握在手心可以看后 方，这主要
运用在汽车的 后视镜上，以使司机可以 不用回头就能看清后方的 情况。P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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