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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物理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前言

我热烈祝贺“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的出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同志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讲得多么深刻！本书系的出版，正是科普工作实干的具体体现。    科普工作是一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事业。1953年，毛泽东同志视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时说：“我们要
多向群众介绍科学知识。”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研究和
科学技术普及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双翼。1995年，江泽民同志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而科普
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既是科普工作的
指导方针，又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宣传内容；不是科学的发展，实质上就谈不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科普创作肩负着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的重要责任。“科学求真，人文求善”，同时求美，
优秀的科普作品不仅能带给人们真、善、美的阅读体验，还能引人深思，激发人们的求知欲、好奇心
与创造力，从而提高个人乃至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教育的宗旨，科普的目的
，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只有全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中国才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有可
能实现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普事业
经历了1949—1965年的创立与发展阶段；1966—1976年的中断与恢复阶段：1977—1990年的恢复与发展
阶段：1990—1999年的繁荣与进步阶段；2000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段。6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科技水
平已达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地步，而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
国的科普工作也早已是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展望明天，科普工
作如同科技工作，任务更加伟大、艰巨，前景更加辉煌、喜人。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正
是在这60多年间，我国高水平原创科普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书系中一部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
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优秀科普作品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普创作走过的光辉历程。为了
保证书系的高品位和高质量，编委会制定了严格的选编标准和原则：一、获得图书大奖的科普作品、
科学文艺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歌、科学传记等)；二、曾经产生很大影
响、入选中小学教材的科普作家的作品；三、宏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时代精
神与人文精神俱佳的优秀科普作品；四、每个作家只选编一部代表作。    在长长的书名和作者名单中
，我看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的名字，倍感亲切。作者中有许多我国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老前辈
，其中有些已经过世：也有许多一直为科普事业辛勤耕耘的我的同事或同行；更有许多近年来在科普
作品创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后起之秀。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科普事业需要传承，需要发
展，更需要开拓、创新！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迅速变化。新的形势要求科普创作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更新、创新。这就需
要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科普创作的队伍中来，只有新的科普创作者不断涌现，新的优秀科普作品
层出不穷，我国的科普事业才能继往开来，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断为推动科技发展、为提高国
民素质做出更好、更多、更新的贡献。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承载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
科普创作的历史——历史是辉煌的，今天是美好的！未来是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我深信，我国社
会各界有志之士一定会共同努力，把我国的科普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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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物理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内容概要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科学、科幻作家经典获奖作品，展现科学
之真、善、美，传播知识、激发兴趣、启迪智慧！
    本书是丛书系列之《趣味物理学》。本书分力学、气体、液体、热学、、声学、波动、光学、电磁
学、近代物理七个模块，内容包括古代人的座右铭、“不安分”的重心、刷新跳高纪录的秘密、从走
路摔跤说起、为什么扭伤了腰？、腹上破石是功夫吗？、刀砍不伤的诀窍、趣谈人体中的拱和弹簧等
。
    《趣味物理学》由沈宁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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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物理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

作者简介

笔名沈华、倪明。山东莱阳人。1940年11月出生，1961年首都师大物理系毕业。北京联大机械T程学院
电气T程系副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少儿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定为“四大”以来在科普编创工作方面有突
出贡献的科普作家。    1979年开始科普写作，主要写作对象为少年，内容以物理、计算机为主，形式
多为科学小品，也写过一些科普电视脚本。发表字数超过百万。主要获奖作品：“跳得高的奥秘”获
“全国第二届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动手动脑学物理——光学》获“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
《物理万花筒》获“首届国家图书提名奖”。《兔子撞在树桩上——身边的物理》获“首届冰心儿童
图书奖”。《开启电气时代》获“上海市中小学生优秀课外读物一等奖”、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
”二等奖。《牛顿号》获2001年全国“五个一工程”一等奖、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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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力 学古代人的座右铭“不安分”的重心刷新跳高纪录的秘密从走路摔跤说起为什么扭伤了腰？腹上破
石是功夫吗？刀砍不伤的诀窍趣谈人体中的拱和弹簧埃菲尔铁塔不如芦苇捻出来的摩擦力为什么羊毛
衫缩水？动、静摩擦“斗法”儿时玩具的启示雪地行车须知拔木桩的故事惯性杀人是猫尾巴的功能吗
？体育运动的“储钱罐”有惊无险的云霄飞车来！一起荡秋千气体、液体你搬得动整个屋子里的空气
吗？在肚子里作怪的泡泡水盆为什么没有翻倒？三位科学家都答错的问题我不属秤砣飘在头顶的石头
没有摔死的奇迹学会摔跤在水面上奔跑雨中的花伞能飞的汽车搅动茶水引起的思考风筝的新功能地面
效应热 学无形的“精灵”不会散失的热寻找没有对流的地方两种冷却效果一样吗？火中取栗不用能源
的空调衣服违反能量守恒吗？爱因斯坦没说对的问题声学、波动暖水瓶的歌声空气筑的“墙”谁泄露
了天机？声音的“指纹”藏在音乐厅里的奥秘声音的“特异功能”高速公路上的“眼睛”声音兄弟中
的“慢性子”光 学往日之光透光镜铜镜白纸比镜面亮马路上的“蜃楼”小心！镜后有眼颠颠倒倒说镜
子马路上的“猫眼”月球上也有“猫眼”宝藏之谜水似水银金币隐身术钻石的魅力关进水流里的光线
凸凹自如的透镜兔子为何撞在树桩上？狮子从银幕中冲出来彩色立体电影进入虚拟世界画面能变的图
片瞧哪儿打哪儿欺骗眼睛的增白剂不存在的颜色最黑的东西一个小洞有什么用？肥皂膜上的色彩衍射
光现象并不神秘防伪的奥秘为什么DVD比VCD更好？镜子中的“宝光”电磁学雷达煮肉——微波炉微
波是战胜癌症的利器没有输电线的发电站唱片上的潜影作怪的静电能举起喜马拉雅山的电力电鱼趣事
超导世界畅想电磁炮地磁场发电近代物理古楼兰女尸年龄之谜好的辐射X光透视的新生影像诊断技术
的“老大”从冰透镜说到г刀戒指上的灰尘反恐怖的利器反物质云雾的启示啤酒中的泡泡时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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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刀砍不伤的诀窍    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用针扎破了手指，你所受到的压强比某些高压锅炉里蒸汽的
压强一点也不小；手轻轻拉动刮胡子的刀片，施加在胡子上的压强会达到每平方厘米几千牛顿。    压
力和压强看上去类似，实际上相去很远。压强是单位面积上的压力，针尖的面积是钉子尖的面积的几
百分之一，所以，能用针缝衣服，不能用钉子来缝衣服。    某些硬气功表演的“刀砍不伤”的道理就
在于此。司马南仔细调查了“刀砍不伤”的表演过程，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表演开始，气功师一般
都举起刀来，就地取材，在案板上剁断五根木筷，让被砍断的木筷飞溅一地；也有的气功师，猛然跃
起，操刀砍下两根指头粗细的树枝，削萝卜、剁木头就更常见了。总之，在气功师把刀砍向自己的身
体之前，都要搞一点‘削铁如泥，吹毛立断’式的操演，让观众的心收紧，相信这把刀是锋利无比的
真刀。接下来，气功师玩‘真’的了。把上身的衣服脱光，露出一身的腱子肉，常年锻炼的结果，这
些表演者多表现出一股雄悍的男人气。右手持刀，运气于左胸。胸大肌高高凸起绷紧。气功师挥起大
刀，死命地朝左胸砍去，人们只听见‘嗵嗵嗵’直响，可是气功师的胸上除了有点红印儿连一点伤痕
也不见。等气功师表演完了，人们上前察看，更是惊讶不已。”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锋利到能砍断
一捆竹筷，砍下一根树枝，为什么不会伤了皮肉？    原来大刀的刀尖处是锋利的，而其他部分则是钝
的。挥刀砍下，接触气功师身体的那部分是钝的，面积增大，压强减小。再加上挥刀时有技巧，看似
重砍，实为轻打。    趣谈人体中的拱和弹簧    当你奔跑时，跳跃时，骑车时，甚至走路时，都要经受
各种各样的震动冲击。计算表明，从高处跳下时，腿部受到的冲击力，有时可以达到几吨重。    但是
人体并没有因为这些冲击发生损坏。这要归功于人体中奇妙的构造：在人体中既有减震的弹簧又有结
实的“拱桥”。    说起拱桥，最著名的要算赵州桥了，它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大型石拱桥。拱形克
服了石头不能承受拉力的缺点，使石头成为许多大桥和建筑物的栋梁。赵州桥是由28条并列的石条组
成的，每一条石头都经过严格的雕磨，使每条石头之间能密切地配合成为一个整体。在拱的中间还必
须有一块楔形的石头。这样，当这块楔形石头受到向下的压力的时候，楔形石头就会去挤压相邻的两
块石条，这两块石条又会去挤压它旁边的石条。一块挨着一块挤压下去，所以向下传递的只是压力而
不是拉力。所以石头建造的拱桥十分结实，桥梁能承受很大的重载。    人体像一个建在两个柱子上的
大厦。上身的重量占人体的70％，这些重量都通过脊柱而加在两条腿上。按建筑学的原理，两条腿的
中间应该有一根很粗的“梁”才能承受住这么大的重量，这根“梁”必须十分结实，因为人体在运动
中所产生的冲击力，有时是体重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但是，在人体内找不到一根结实、厚重的“
梁”。连接人体上身和两腿的是骨盆。骨盆很轻很薄，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力量呢？原来骨盆实际上
是一个“拱门”。拱的前下方通过耻骨拉紧，上身的重量通过脊柱末端的骶骨压到两个髋骨上，再传
到大腿骨上。耻骨的连接使这个拱形更加稳定，不受腿部运动的影响。这个拱不仅结实而且像弹簧一
样能减震。    在人的两只脚上有两个拱桥，那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足弓，它是由一连串的小骨头组成
的。它不仅能使人站立稳固，保护着足底的神经和血管免受压迫，还能起防震作用。这两个小小的拱
桥既轻便又结实，它不但承受了直立行走的人的全身重量，而且足弓还像一个弯曲的钢条，能帮助人
体跳跃。一根弯的钢条往地上一扔，它会蹦起来，而一根直的钢条就不同。在你行走落脚或跳跃触地
的一瞬间，足弓变平，缓冲了震动的冲击，抬脚时，它又弯回原来的形状，就像三轮车底盘上的大弓
形弹簧一样。足弓的大小，对跳起的高度有影响。一般说，足弓大，跳得高，拱形大弹性大。    虽然
我们常说“站如松”，但是人的脊柱不是绝对直的。人的脊柱自上而下打了几道弯，从侧面观察，在
颈和腰部向前凸，在胸和骶部向后凹，成s状。另外，人的脊椎由一节节的椎骨组成，它像一条竖直放
置着的弹簧片，每节椎骨靠椎问盘连接，椎间盘像一个弹簧垫，它能随压力大小改变自己的形状。这
不仅有利于脊柱的运动，还可以缓冲椎骨之间的相互冲击，使来自外界的震动得到缓冲。既保持了身
体的直立姿势，又能缓冲来自脚部的冲击，免使头部受到震荡。    人体内的弹簧还可以在各种各样大
大小小的关节中找到。在关节的活动部位，都垫有一层由软骨组成的关节盘。在膝关节处的这块软骨
，又叫做半月板。在膝关节受压时，半月板改变形状，它不仅能使膝关节结合得舒适，还能增加弹性
，使人在跑、跳中的震动得到缓冲。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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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普事业需要传承，需要发展，更需要开拓、创新！当今世界的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人
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迅速变化。新的形势要求科普创作跟上时代的脚步
，不断更新、创新。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承载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科普创作的历史—
—历史是辉煌的，今天是美好的！未来是更加辉煌、更加美好的。书系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著名科
学、科幻作家经典获奖作品。本书是丛书系列之《趣味物理学》，由沈宁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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