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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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空间的机智》是《科学新探索读本》系列丛书之一，共分四篇，内容包
括：生活中的数学、故事中的数学、经典数学问题、经典数学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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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殿堂，早日成为未
来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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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蜜蜂　　18世纪初，法国学者马拉尔奇测量了蜂房，发现蜂巢是严格的六 角柱体，一个挨着一个
，中间没有一点空隙。从正面看去它是镶嵌得 天衣无缝的正六角形，蜂房的底都是由三个全等的菱形
组成的。有趣 的是无论哪个蜂巢，组成底盘的菱形的所有钝角都等于109&deg;28′，所 有锐角都等
于70&deg;32′。在2 200多年前，古希腊数学家帕波斯就在 他的著作《数学汇编》中写道：蜂房里到
处是等边等角的正多边形图案，非常匀称规则。在数学上，如果用正 多边形去铺满整个平面，这样的
正多 边形只可能有3种，即正三角形、正 方形和正六边形。蜜蜂凭着它本能的 智慧，选择了角数最多
的正六边形。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同样多的原材料，使蜂房具有最大的容量，从而贮藏更 多的蜂蜜。
华罗庚曾对蜂房作过十分 形象的描绘：“如果把蜜峰放大为人 体的大小，蜂箱就成为一个20公顷的密
集市镇。当一道微弱的光线 从这个市镇的一边射来时，人们可以看到是一排排50层高的建筑物。在每
一排建筑物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簿墙围成的成千上万个正六角 形的蜂房。”小小的蜂巢，是多么的
不可思议！除了蜂巢，蜜蜂的“圆舞曲”也是非常神秘的。每天清晨，当太 阳升起在地平线300时，
蜜蜂中的“侦察员”就飞出侦察蜜源。侦察 蜂找到距蜂箱100米以内的蜜源时，即回巢报信，在蜂巢
上交替性地 向左或向右转着小圆圈，以“圆舞”的方式爬行。如果蜜源在距蜂箱 百米以外，侦察蜂
便改变舞姿，呈“∞”字。如果将全部爬行路线相 连，直线爬行的时间越长，表示距离蜜源越远。直
线爬行持续1秒钟，表示距离蜜源约500米；持续2秒，则约100米。除此之外，据国外媒体报道，有研
究显示：蜜蜂可轻易破解多年 来全球数学家绞尽脑汁难以攻克的数学难题——“旅行商问题”。“旅
行商问题”也被称为“旅行推销员问题”，是指一名推销员要拜访多 个地点时，如何找到在拜访每个
地点一次后再回到起点的最短路径。规则虽然简单，但在地点数目增多后求解却极为复杂。多年来全
球数 学家绞尽脑汁，试图找到一个高效的算法，近来在大型计算机的帮助 下才取得了一些进展。英
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韦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 报告说，小蜜蜂显示出了轻而易举破解这个问题的能力。
他们利用人 工控制的假花进行了实验，结果显示，不管怎样改变花的位置，蜜蜂 在稍加探索后，很
快就可以找到在不同花朵间飞行的最短路径。天猩猩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识 数不仅仅是人类特有
的技能。据《大自然探索》揭示，大猩 猩也是识数的。克勒是生活在 美国哥伦比亚动物园里的一只 
大猩猩，一天，它的妻子玛莉 被租借到其他动物园展出，当 看到自己的妻子被装到车上拉 走后，克
勒大发雷霆，一连几天不吃不喝，虽然后来开始进食，但对 管理员送来的食物非常挑剔，稍不如意，
便将食物乱踩乱扔。无奈之下，管理员只得每天给它吃10只香蕉。一天，负责喂食的管理员只给了 克
勒8只香蕉，它吃完后，仍在盛香蕉的箱子里乱翻乱找，当发现少 了两只时，竞气愤地将纸箱撕得粉
碎。管理员又给了它一只，克勒接 过来后将香蕉放到脚底下，用眼盯着管理员看，意思是说：还少一
只呢。管理员只得又给了它一只，这时它才剥开香蕉皮大口吃起来，这说明 克勒至少能识别10以内的
数。日本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则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一只名为 “艾伊”的雌性大猩猩能正确记
住5位不连续数字序列。在接受从 0到9的数字测试时，艾伊能够在计算机屏幕前将5个随机显示的数 字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起来。屏幕上显示了5个杂乱排列的数 字，当大猩猩触摸第一个数字时，屏
幕上其余的4个数都被白色的 小方格掩盖起来。之后，它能按照适当的顺序点击这些小方格。研 究人
员说，只有全部记住这些数字，大猩猩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试验证明，在识别4个数字组成的序列
时，大猩猩的成功率大于 90％，对于5个数字组成的序列，成功率为65％，可见，这绝非偶然。珊瑚
虫 珊瑚虫是海底花园的建设者 之一，它不仅美丽，同时也是名副 其实的“数学天才”。出于对水温
、光线和水流速度等外部环境的感 应，它们每年在自己的体壁上“刻 画”出365条斑纹，显然是一天
“画” 一条。这些班纹，是判断它们年龄 的重要参考依据。可是奇怪的是，古生物学家发现3亿5千万
年前的 珊蝴虫每年“刻画”出的斑纹是400条，而并非365条，难道这个“日 历”只是巧合？天文学家
的研究结果证明，当时地球1天只有21.8小 时，1年并非365天，而是珊瑚虫所记录的400天！珊瑚虫的
数学本领，看来真是名不虚传啊！老虎和狮子 凶猛的老虎和狮子都是夜行动物，习性就是白天休息，
晚上才开 始活动筋骨四处觅食。晚上的光线非常弱，但它们仍然能外出活动捕 猎。这隐藏着怎样的
秘密呢？原来动物眼球后面的视网膜是由圆柱形 或圆锥形的细胞组成的。圆柱形细 胞适于弱光下感
觉物体，而圆锥形 细胞则适合于强光下的感觉物体。在老虎、狮子一类夜行动物的视网 膜中，圆柱
细胞占绝对优势，到了 晚上，它们的眼睛瞪得最大，直径 能达三四厘米，是最亮的时候，所以，微
弱的光线丝毫不影响狮子和老虎大显身手。丹顶鹤 象征着长寿的丹顶鹤在飞行时 总是成群结队，而
且排成“人”字形，这个人字形的角度永远是110&deg;，据 更为精确的计算，“人”字夹角的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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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55&deg;44′8″，正好与金刚石 结晶体的角度完全一致，这个仅仅 是巧合，还是大自然的默契？至
今还是不解之谜。猫 猫在冬天睡觉时，总喜欢把自己的身子 尽量缩成球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因
为在 同样体积的物体中，球的表面积是最小的。猫身体的体积是一定的，为了使睡觉时散失 的热量
达到最少，以保持最温暖的状态，聪 明的猫就巧妙地利用了这条几何性质。P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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