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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也并不是一门多么高深的学问，在普通的生活中化学处处可见，时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懂一
些化学常识，对于我们的学习与工作都会起到相当大的帮助作用。
本书揭开化学的神秘面纱，探索扑朔迷离的科学疑云；让你身临其境，保受益无穷。
 读过本书，会使广大青少年朋友顿感身边还有许多神秘未知的事物等待他们去观察、思考、探究，当
然，也只有有心人才会发现身边奇异的现象。
本书由罗子欣编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很奇妙>>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网罗世界化学之最 最难液化的元素&mdash;&mdash;氦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元素&mdash;&mdash;
氧 最轻的气体&mdash;&mdash;氢气 形成化合物种类最多的元素&mdash;&mdash;碳 最诡异的化学元
素&mdash;&mdash;磷 大气中含量最多的元素&mdash;&mdash;氮 最活泼的非金属元素&mdash;&mdash;
氟 熔点最低的金属&mdash;&mdash;汞 延展性最好的金属元素&mdash;&mdash;金第二章 气象中的化学
奥妙 空气并不&ldquo;空&rdquo; 美丽的彩虹 老天爷流下的&ldquo;辛酸&rdquo;泪 大气污染与臭氧层空
洞 温室效应 伦敦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神奇的人工降水第三章 生物界的化学奇趣 昆虫自卫术 植物的语
言 植物之间的对抗与共存 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 神奇的胡萝卜素 动物的化学通讯 奇妙的发光生物 爱情
与化学反应 植物的光合作用第四章 人体与化学 蛋白质&mdash;&mdash;生命的基础 胃为什么没把自己
消化掉 糖&mdash;&mdash;人体的主要能源 脂类&mdash;&mdash;人体的燃料 维生素&mdash;&mdash;人
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 水&mdash;&mdash;生命之源 人为什么不能呼吸纯氧 饮茶与健康 无机
盐&mdash;&mdash;人体中不可缺少的物质 纤维素&mdash;&mdash;人体&rsquo;内的清道夫第五章 生活
中的化学故事 变色的土豆 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啤酒的化学故事 神奇的洗衣粉 消失的樟脑丸 豆与健康 
远离烧烤食物 不益多吃的味精 变色眼镜的故事 装修的烦恼 油条的危害 废旧电池的危害第六章 化工业
的妙用 塑料之王 高贵的钻石与平凡的石墨 人工橡胶的诞生 灭火剂的选择 传统胶片的化学原理 赤潮与
水富营养化 可降解塑料 日本水俣病事件第七章 体坛中的化学妙用 发令枪为什么会产生大量白烟 游泳
池里的水为什么是湛蓝色的 举重、体操运动员在比赛时为什么要将双手涂上白色粉末 液体药剂为什
么能使运动员重新站起 兴奋剂为什么被禁用 北京奥运火炬为什么能在珠峰传递第八章 化学趣史 像制
帽匠一样疯癫 诺贝尔与炸药 雨衣的由来 谁发现了氧气 铀矿渣中寻得的珍宝 门捷列夫和元素周期表 侯
氏制碱法 拿破仑死亡之谜 质量守恒定律第九章 走进化学实验室 红糖制白糖 生物电池的制作 茶
水&mdash;&mdash;墨水&mdash;&mdash;茶水 蛋白留痕 制作&ldquo;叶脉书签&rdquo; 火龙写字 白花变
紫花 盛夏雪景 制作固体酒精 便携式化学冰袋 烧不坏的手帕 雪球燃烧 指纹检查 魔棒点火 白糖
变&ldquo;黑雪&rdquo; 粉笔炸弹 彩色焰火 写密信 自燃&mdash;&mdash;糖与氯酸钾的反应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很奇妙>>

章节摘录

　　曾经在实验室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第一个得到液氦的科学家卡美林·奥涅斯，
在企图得到固态氦时，虽然目的没有达到却得到了一个预料不到的结果。
对于一般液体来说，随着温度的降低，密度会逐渐增加。
卡美林·奥涅斯使液态氦的温度下降，果然，液氦的密度增大了。
但是，当温度下降到零下二百七十一摄氏度的时候，怪事出现了，液态氦突然停止了起泡，变成像水
晶一样的透明，一动也不动，好像一潭死水，而密度突然又减小了。
卡美林·奥涅斯认为这是另一种液态氦，前一种冒泡的液态氦叫做氦一代，而把后一种静止的液态氦
叫做氦二代。
　　之后，他把一个小玻璃杯按在氦二代中，原本空的玻璃杯过了一会儿，在杯底出现了液态氦，并
且慢慢地涨到跟玻璃杯外面的液态氦一样平为止。
有意思的是，当把这个盛着液态氦的小玻璃杯提出来挂在半空时，又在玻璃杯底出现了液氦，一滴，
两滴，三滴⋯⋯不一会儿，杯中的液态氦就“漏”光了。
是玻璃杯漏了吗？
不，玻璃杯一点也不漏。
原来氦二代是能够倒流的，它会沿着玻璃杯的壁爬进去又爬出来。
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碰到过的神奇现象，因为它只有在低温世界才会发生。
这种现象叫做“超流动性”，具有“超流动性”的氦二代叫做超流体。
　　氦的原意是“太阳”，因为它最早发现于太阳表面。
一八六八年，有人利用分光镜观察太阳表面，发现一条新的黄色谱线，并认为是属于太阳上的某个未
知元素，故名氦。
氦在空气中的含量为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五，它有两种天然同位素即氦Ⅲ和氦Ⅳ，自然界中存在的氦基
本上是氦Ⅳ。
氦在通常情况下为无色、无味的气体，氦是唯一不能在标准大气压下固化的物质，同时它也是最难液
化的气体，其临界温度为零下二百六十八摄氏度，液态氦能把人们引到一个新的领域——低温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低温世界里，气体不是变成我们大家想象之中的固体，而是化身为超乎寻常的液态。
　　氦是一种披着神秘面纱的化学元素，它的神奇不仅来源于液态氦的“超流动性”，还在于其“超
导”现象，它仿佛再一次将我们带入了魔术世界。
　　在液氦的温度下，将一个铅球放在一个环上，此时铅球好像失去了重量，会飘浮在环上，与环保
持一定的距离。
同样的情形下，在液氦上放一个金属盘子，再将一个被细链子系着的磁铁慢慢放到盘子里去，当磁铁
快要碰到盘子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链子松了，磁铁浮在盘子上，怎样也不肯落下去。
原来，这就是超导现象带给我们的魔术：在液态氦的温度下，电阻会消失；在金属环和金属盘中，电
流会不停地流动而产生磁场，此时，磁场的斥力托住了铅球和磁铁，使它们浮在了半空中。
　　这个最难液化的气体带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它的神奇，它还被人们广泛地运用于现代社会。
在今天，液态氦在现代技术上得到了重要的应用。
例如在接收宇宙飞船发来的传真照片或接收卫星转播的电视信号时，接收天线末端的参量放大器要保
持在液氦的低温下，此时就必须运用液态氦，否则就不能接收到图像。
除此之外，氦气还用来代替氮气做人造空气，供探海潜水员呼吸，因为在压强较大的深海里，用普通
空气呼吸，会有较多的氮气溶解在血液里，当潜水员从深海处上升，体内逐渐恢复常压时，溶解在血
液里的氮气要放出来形成气泡，对微血管起阻塞作用，引起“气塞症”。
而氦气在血液里的溶解度比氮气小得多，用氦跟氧的混合气体（人造空气）代替普通空气，就不会发
生“气塞症”现象。
这种含氦的人造空气，除了用于潜水员呼吸以外，由于其平均密度比普通空气小三倍，容易吸入或呼
出，所以它还可用来医治支气管和气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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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的生活中少不了小小的科普知识，也少不了许许多多的生活常识，如为什么苹果既能通便又
可以止泻？
原因是苹果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和特别多的果蔬胶；为什么晚上要刷牙？
因为口腔里的细菌会使食物碎屑腐败发酵；一年中的“四季”是怎样形成的？
海底下是什么颜色？
海水为什么发蓝？
等等。
《金色年华科普新阅读丛书》就像一位满腹经纶的老师，青少年小朋友疑惑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风土人情、锦绣河山、科学疑案等问题，都可以在这套经典的书中找到答案。
 　　《化学很奇妙》是其中的一个分册，揭开化学的神秘面纱，探索扑朔迷离的科学疑云；让你身临
其境，保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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