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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介绍科学技术知识的科普图书。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它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进行
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等各种智力活动。
科学技术创造了文明，使人们走出了混沌状态，使人类走向辉煌的未来。
然而终究什么是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内涵是什么？
科学技术与我们的生活有怎样关联？
科学技术能够创造怎么样的未来？
所有这些疑问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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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子分子是构成并保持物质原有属性的最小微粒。
它是物质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结构的第一个层次。
分子由一个或者若干个原子构成，由一个原子构成的称为单原子分子(如氦He、氖Ne等)；由两个原子
构成的称为双原子分子(如氯化氢Hcl等)；由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原子构成的称为多原子分子(如
水H2O)。
分子式分子式是用元素符号表示物质分子的组成及相对分子质量的化学式。
分子式可示出物质的名称、相对分子质量、一个分子中所含元素的原子数目及元素质量比等。
如水分子的分子式为H2O，它表示一个水分子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构成。
分子结构分子结构是建立在光谱学数据之上，用来描述分子中原子的三维排列方式。
也称分子立体结构、分子形状、分子几何。
分子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化学物质的反应性、极性、相态、颜色、磁性和生物活性。
由于温度的升高会导致分子运动的加剧，所以分子结构最好是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状态下测定。
同分异构体化学上，同分异构体是指具有相同化学式，相同的化学键但原子排列顺序不同的化合物。
简单地说，具有相同分子式而结构不同的化合物互为同分异构体；化合物具有相同分子式，但具有不
同结构的现象，称做同分异构现象。
同分异构体的组成和分子量完全相同而分子的结构不同、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也不相同。
分子及分子运动分子永远处在不停的运动中。
固体分子位置固定，只能进行振动；液体分子可以运动，不过相互之间仍有联系；而气体分子则能自
由飞行，并会沿直线运动，除非撞到其他气体分子或物体才会改变运动方向。
分子的大小与质量水分子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构成，因此，水分子比氢原子大好几倍，质量是
氢原子的18倍。
就以肉眼几乎无法辨认的雾粒来说，其中所含的水分子数甚至比全世界人口数还多。
扩散气体中的分子运动得非常快，所以气体会向外散发，以占据更多的空间，这种现象称做扩散。
比如，在厨房里做饭时，饭菜的香味会立即扩散到整个房间。
液体也有扩散现象，如，将墨水倒人盛满水的杯子中，墨水中的染料分子在水中自由扩散，于是水杯
中的水都变为墨水的颜色了。
气态、液态、固态的分子在受热条件下，都会发生扩散现象。
膨胀加热一件物品，物品的粒子就会运动得更快，并且占据额外的空间，这种现象称为膨胀。
气体、液体、固体都有受热膨胀的现象，液体的膨胀率大约比固体大10倍，气体则比液体大100倍左右
。
有时，物体膨胀会带来很大破坏，因此，人们往往采取一些办法缓解物体膨胀带来的破坏。
例如，为了防止铁轨受热膨胀后损坏，所以中间就会留出一定的空隙。
布朗运动英国植物学家布朗用显微镜观察水中悬浮的花粉时，惊奇地发现水中的花粉粒子在不停地做
无规则运动。
爱因斯坦后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是由于微小的、看不见的水分子不断地剧烈撞击花粉粒子。
后人称这种运动为“布朗运动”。
分子运动和三态分子运动导致物质分为固体、液体、气体三种状态。
固体物质分子间的位置是固定的，即使变动，也不过稍微振动一下。
液体物质分子的位置能够移动，但无法脱离分子间既定的间隔。
气体分子可以自由地活动。
分子运动的原因由于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引力一定，与温度的高低无关，因此，当分子所拥有的能量较
小时，引力就比运动力大，分子与分子之间就会紧紧地互相吸引而排列在一起，这种情况是固体状态
。
如果分子获得能量而渐趋活泼，分子就会慢慢脱离原先的束缚，开始活动起来。
然而，分子还不能完全脱离彼此问的引力，这就是液体状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科技博览>>

如果分子再获得更多的能量，使活动力超过彼此间的引力，分子便可以自由地活动，此时就是气体状
态。
潜热物质在状态转变时，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称潜热。
例如，水加热至100摄氏度即开始沸腾，再继续加热，温度也不会超过100摄氏度，那是因为所加的热
能已转变成潜热了。
原子科学上把在化学反应中不能再分的微粒叫做原子，因此，原子是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已认识到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且它并不是不可分割的最小微粒
，其内部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天地。
原子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同种原子的性质相同，不同种原子的性质不同。
原子核1911年，英国科学家卢瑟福根据d射线照射金箔的实验中大部分射线能穿过金箔，少数射线发生
偏转的事实确认：原子内含有一个体积小而质量大的带正电的中心，即原子核。
原子核位于原子的核心部分，由质子和中子两种微粒构成。
原子核极小，体积只占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但却集中了99.95％以上的原子质量。
原子量化学家用原子的相对质量来量度原子的质量，而不是以原子的单位质量来表示原子量。
1961年以后，碳的原子量被定为12，并以碳原子质量的十二分之一作为计算其他元素原子量的标准。
所以，一个元素的原子量指的就是相对于十二分之一碳原子量的比值。
原子能原子核的能量极大。
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能克服质子之间所带正电荷的斥力而结合成原子
核，使原子在化学反应中原子核不发生分裂。
当一些原子核发生裂变(原子核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核)或聚变(轻原子核相遇时结合成为重核)时，会
释放出巨大的原子核能，即原子能。
原子概念的形成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等人提出，物质由一种不可再分的微粒——
“原子”所构成，希腊语原意即“不可分割”。
后世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都没有得到科学实验的证明。
1803年，英国科学家道尔顿在科学实验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子学说，开创了化学研究的新时代。
19世纪末，道尔顿的学说又受到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的有力冲击。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原子概念逐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核武器核武器是指利用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有大规模并具有杀伤破坏效应爆炸作用的
武器总称，主要包括原子弹和氢弹。
原子弹依据的是核裂变链式反应；氢弹是原子弹的进一步发展，它依据的是核聚变链式反应；还有一
种新型核弹——中子弹。
中子弹裂变的成分非常小，而聚变的成分非常大，因而冲击波和核辐射的效应很弱，但中子流极强。
它靠极强的中子流起杀伤作用，据称能做到杀人于无形而不用毁坏建筑等设施。
电子带负电荷的粒子称为电子。
电子是一种极微小的粒子，它沿着一定轨道环绕着原子核运动。
电子排列在壳层中，每个壳层的电子绕着该原子核以等距的轨道运行。
电子带负电荷，与带正电荷的质子数目相等。
这使整个原子呈电中性。
若原子获得或失去电子，则导致电荷不平衡，变成带电的原子，称为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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