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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物理实验》是俄罗斯著名科普作家别莱利曼“趣味科学”系列作品之一。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基础科学。
如果不会做实验或实验做不好，就谈不上学好物理。
在《趣味物理实验》中，别莱利曼先生为读者精选了一系列简单而有趣的实验。
作者希望通过这些实验能提高读者对物理学的兴趣，加强读者的动手实验能力，培养读者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为学好物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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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  比哥伦布还厉害“哥伦布是一位伟人，”一个小学生在自己的作文里写道，“他
发现了美洲，并且竖起了鸡蛋。
”在这个年幼的小学生看来，这两项成就同样地令人惊叹。
不过，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却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没发现
美洲，那才奇怪呢。
”我倒是觉得，这位伟大航海家的第二项成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知道哥伦布是怎么把鸡蛋竖起来的吗？
他就是把鸡蛋放在桌上，敲破了蛋壳的下端。
当然，这样一来，他就改变了鸡蛋的形状。
那么，怎么能够不改变鸡蛋的形状而把它竖起来呢？
勇敢的航海家到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件事比发现美洲，甚至比发现一个弹丸小岛都要容易得多。
告诉你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能把熟鸡蛋竖起来，第二个方法是把生鸡蛋竖起来，第三个方法是能竖
生熟两种鸡蛋。
要竖熟鸡蛋，只要用一只手的手指或者用两个手掌把鸡蛋转起来，就像玩陀螺那样就可以了：鸡蛋就
会开始竖着旋转，直到停止旋转之前，鸡蛋都会保持直立的状态。
试过两三次之后，这个方法做起来就会非常容易。
用这个方法竖生鸡蛋就不行了，因为——你大概已经发现——生鸡蛋很难转起来。
顺便说一句，这是个鉴别生鸡蛋和熟鸡蛋的好办法。
生鸡蛋里面的液状物质不能跟着蛋壳一起快速地旋转，好像是要阻碍旋转一样。
那么就必须找到别的办法来把鸡蛋竖起来。
方法确实有：要用力地把生鸡蛋摇晃几次，这样蛋黄表面的薄膜就会裂开，蛋黄就会流出来；然后把
鸡蛋大头朝下持续一段时间，这时，蛋黄——因为比蛋清重——就会沉到鸡蛋底部汇聚起来。
这样，鸡蛋的重心就变低了，它比没有处理过的鸡蛋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
最后，还有第三种竖鸡蛋的方法：把鸡蛋放在（比如）一个塞住的瓶口上，再把一个两侧各插一把叉
子的软木塞放在鸡蛋上（图1）。
这整个“系统”（用物理学家的话来说）是非常稳定的，即使小心地倾斜瓶子，它也能保持平衡。
但是为什么软木塞和鸡蛋不掉下来？
这跟在铅笔上插上一把小刀，然后把它垂直竖在手指上，铅笔不会掉是一个道理（图2）。
科学家大概会这样向你解释：“因为系统重心比支持点低。
”这就是说，“系统”重量集中的那个点，比它架住接触的那个地方要低。
1.2  离心力打开一把雨伞，伞顶向下放在地上，然后把伞转起来，同时往里扔一个小球、纸团或者手
帕——总之任何重量轻、不易碎的东西都可以。
这时一定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雨伞似乎不愿意接受礼物：小球或者纸团自己就向上一直滚到雨伞的边沿，然后从那儿沿着直线飞了
出去。
在这个实验中把小球抛出去的力，一般被称为“离心力”，虽然准确一点应该叫做“惯性”。
只要物体进行圆周运动，就会有离心力。
它其实就是惯性——运动的物体维持运动方向和运动速度的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碰到离心力的时候，其实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多。
如果你把一个系在绳子上的石头甩起来，你会感觉到绳子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绷得很紧，而且可能要断
掉（图3）。
古时候抛石头的武器——投石器——就是利用同样的原理。
如果磨盘转得太快或者不够牢固，离心力就会弄碎它。
如果做得好，离心力还能帮你变戏法：把杯底朝上，杯子里的水也不会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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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个戏法只要在头顶上把杯子快速地晃起来，让它做圆周运动就可以了。
离心力帮助马戏团的自行车手完成令人头晕目眩的“超级筋斗”（图3）。
所谓的离析器也是利用离心力把凝乳从牛奶中分离出来；离心分离机利用离心力把蜂蜜从蜂房中抽汲
出来；特制离心脱水装置利用离心力甩干衣服，等等。
当有轨电车的行驶线路突然改变时，比如从一条街道转入另一条街道，乘客就会明显地感受到离心力
把自己挤向车厢靠外的一侧。
如果外侧的车轨没有按规定铺得比内侧车轨稍高一些，那么电车行驶得太快时，整个车厢就可能因为
离心力的作用而翻倒。
在正确铺设的车轨上，车厢在转弯时会稍稍向内倾斜。
这听起来太奇怪了：倾斜的车厢竟然比水平的稳定！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一个小实验就能帮助你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把一张硬纸板卷成宽口的喇叭形，不过如果能在家里找到侧壁成圆锥形的小碗就更好了。
最适合的是圆锥形的玻璃罩或者铁皮罩——灯罩就可以。
准备好以上任何一种物品，在里面放上硬币、小金属片或者戒指。
让它们沿着器皿做圆周运动，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们向内侧倾斜。
随着硬币或者戒指的速度变慢，它们会慢慢趋向器皿的中心，圆周会渐渐变小。
不过只要稍稍转动器皿就能让硬币重新转快起来——这时候硬币会离开中心，圆周也会不断变大。
如果硬币加速得太快，就很可能会完全滑出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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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物理实验》编辑推荐：“动脑筋”博士是一位博学而有趣的小老头儿。
他非常喜欢为一些很平常的事情“伤脑筋”。
有些人可能笑话他“笨、但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错的。
其实，学习科学知识就需要这种钻研的精神——如果牛顿没有思考“苹果为什么落地”——如果瓦特
没有观察开水壶，所以请和“动脑筋”博士一起动脑筋吧平时不“动脑筋”，考试时就要“伤脑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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