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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供受过基础教育的广大公众阅读的彩图版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它试图以当代科学的眼光，描
绘一幅关于自然世界和人造器物世界的长卷画面，让广大读者一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总体概貌。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科学与技术已高度发达，又高度结合。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生活，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以及公众对它的理解与掌握。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活力的知识信息系统，是一个门类众多、纵横交织的
文化知识体系，是一个能变成强大现实力量的人类知识宝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这个知识宝库中汲取力量的多寡强弱，取决于其广大成员对这个知识体系了
解与把握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随这个信息系统作知识更新的速度和程度。
一个人要理解与掌握科学技术，就需要对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了解，即在对其总体
有轮廓了解的基础上，对其本质有基本认识。
同时，还需要形成与这个知识体系相匹配的知识结构，以便能够与时俱进地进行知识更新。
这样，才会具备运用科学基本观点，理解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社会上有关科学技术的各种问题，并做
出相应决定的能力，成为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人。
由于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博大精深，且在不停地新陈代谢、拓展延伸，对于其方方面面，任何人，哪怕
是天赋极高的人，毕一生的学习能力，也不可能一一地精通。
然而，现代社会却又要求每个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需要每个公民对这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
有个概貌的了解。
这种概貌的了解，是理解科学(理解它的观点、方法和精神)和进行学习(汲取更多的信息，进行知识更
新)的基础。
由这个概貌的了解起头，才会有正确的理解和更多的了解。
如果没有这种起码的轮廓的把握，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时，难以确立科
学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
因此，需要有面向广大公众介绍科学技术知识总体概貌的书籍，而且这种介绍最好是百科全书式的—
—对知识作概要的综述，又兼有阅读与检索的功能。
这就是编委会和出版社编纂这部彩图百科全书的初衷。
早在90年前，中国的一批青年学者就认识到，“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绍介科
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之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
得也”(任鸿隽语)。
为此，他们于1915年创办了《科学》杂志，开始了将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中国进行系统传
播的事业。
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一事业，他们还合作翻译了科学百科概览性质的英文版著作TheOutlineofScience，共
四卷，冠名《科学大纲》，于1923-1924年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套科学百科概览式著作的出版，在当时学校科学教育还很薄弱的中国，发挥了很好的科学传播和引
导作用，许多有志青年从中了解科学的基础与概貌，补上了人生的重要一课。
1985年《科学》复刊后，杂志的编委会和编辑部在办刊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前辈科学家当年创办《
科学》，翻译《科学大纲》，从整个根本入手“绍介科学”的良苦用心，痛感而今要从先进的现代科
学文化中汲取精华，要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养，仍然需要在介绍科学技术的总体概貌上做出
认真的努力。
于是，便有了．《科学》杂志编辑部策划本书的动议，有了《科学》的出版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的列选决策，唷了该选题先后被列入“九五”和“十五”的国家重点图书规划，有了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有了《科学》的编委、作者，以及两家出版社的许多作者
的积极参与。
经过了各个方面近十年的共同努力，最后才有了这部彩图百科全书的问世。
为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百科全书的编排，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
全书共分五卷：第一卷，宇宙；第二卷，地球；第三卷，生命；第四卷，人与智能；第五卷，器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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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前四卷，分别描述当代科学对物质世界、地球系统、生命系统，以及人体系统的已有认识和相关的技
术成果。
最后一卷，则着重展示人类科学技术发明的主要产物与历程。
为了从实际对象人手，展开深入浅出的描述，各卷条目的选取均以人类探知的客观对象(自然对象或人
造对象)为标准，而不从纯理论的抽象概念的角度来选取条目。
每个条目的内容都以释文和示图两种方式展开，力求两者彼此呼应，图文并茂。
对条目的主题，力求进行跨学科、综合性和探索性的描述；对重要的理论概念，也注意进行必要的介
绍和解释。
作出这些设计和努力，是希望这部百科全书能为读者勾画出科学技术现代疆界的基本轮廓。
然而，要把这个轮廓勾画得基本完备，，而且还要让广大读者容易理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要按编纂这部百科全书的初哀，确定好全部条目内容的知识点，就需要弄清楚，科学素养的知
识构成是什么?特别是，当代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知识构成是什么?而这需要有专门的研究。
再如，要用彩色示图来说明每条的主题，既需要吃透科学内容，又需要有好的艺术构思，而这两者却
是参加编纂的学者和编辑难以兼有的。
所以，这次完成的编纂工作无疑会存在不少缺陷，需要广大读者和社会各方在阅读后，提出宝贵的批
评意见和改进建议。
以提高公众的现代科学素养为目标，“从整个根本入手”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是一件长期的艰
巨的工作。
编纂者诚恳地希望，这部百科全书第一版的问世能为这项工作添砖加瓦，也希望在汲取了反馈的意见
和建议后，能有机会进一步提高编纂水平，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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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供广大公众阅读的彩图版科学技术百科全书，它试图以当代科学的眼光，描绘一幅关于
自然世界和人造器物世界的长卷画面，让广大读者一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总体概貌。
《器与技术（第5卷）》为器与技术篇，从物质世界入手，深入浅出，描述了当代科学对器和技术的
已有认识和相关技术成果，展示了人类科学技术发明的主要产物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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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技术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
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基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间技术经历着量的积累和质的变革。
在漫长的技术历程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主导技术和相应的辅助技术，而主导技术往往成为人类
历史发展的时代标志。
古代人类早期的技术发展相当缓慢。
一般认为，早期的技术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考古学家依据古人类制作石器的方法又将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人类95%
以上的历史是在旧石器时代度过的。
在距今50万～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最伟大的技术发明是人工取火和火种的保存，人类因此可以用火抵
御野兽、取暖、食用熟食，并为其后陶器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在距今15000～9000年的中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农耕和畜牧，发明了原始犁，早期的弓箭得到改进。
在距今9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陶器、车、帆船、纺织术问世，出现了村落。
继漫长的石器时代之后，金属开始得到使用，青铜技术是人类使用金属的一次重要的突破性进展，金
属冶炼、造型技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为后来铁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
古希腊和古罗马建造了神殿、高架水道等宏伟的建筑物；罗马人发明了耕犁，使用水车进行农田灌溉
，建造了大型战船，出现了系统介绍技术的书籍。
中国古代的技术在公元前5世纪至15世纪曾位于世界前列，在农业、建筑、水利、金属冶炼、纺织、印
刷、陶瓷技术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的使用和传播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对西方国家的技
术产生了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在大型工程上有着杰出成就，如南北大运河、都江堰、长城等，在勘测选线、材料制备、工
程部署、施工组织等方面都需要统筹，已体现出系统工程的萌芽。
总体看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古代技术发展极为缓慢。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总体上对技术的发展缺乏强烈的需求。
技术更多地表现为个人的技艺，主要凭经验的世代相传和个人技巧的发挥，劳动手段以使用简单工具
为主，动力依靠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
人口不多，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与自然基本处于和谐状态。
蒸汽时代蒸汽时代是指人类由直接利用天然能源转变为利用蒸汽动力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8世纪
下半叶开始到19世纪下半叶。
伴随着英国产业革命(又称工业革命)而兴起的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蒸汽动力技术革命奠定了近代
技术的基础。
1733年，英国织布工凯发明了飞梭，在其后不到50年的时间内使传统的、零散的以家庭副业为主的纺
织业开始了机械化生产方式。
在瓦特等人的努力下，作为矿井抽水用的蒸汽抽水机成为可以带动任何机械的万能动力机，这是人类
首次使用二次能源——蒸汽的强大动力机械。
与此同时，为制造机械而发明了可以进行机械加工的各种机床，机器开始取代人的手工劳动。
螺纹的标准化、零部件互换式生产方式的确立，又为形成大批量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
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加强。
这一时期的技术发明主要是由具有实践能力的工匠们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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