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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蜡烛会燃烧，地球在旋转，树叶是绿的，鲜血是红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堵车，你的小妹妹又被蜘蛛
吓哭了⋯⋯这些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但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本书作者格哈德&#8226;史塔格翁是德国著名科学记者和科普作家，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幽默诙谐，
一直是德语地区青少年的首选读物。
本书逐一解答了孩子最感兴趣的133个科学问题，涵盖动物、植物、宇宙、人体、心理、科技等10大方
面，详细而准确地介绍了碳氢元素、万有引力、叶绿素、血红蛋白等科学知识，活泼诙谐，深入浅出
，让你轻松成为无所不知的“科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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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哈德&#8226;史塔格翁，1952年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德国著名科学记者、科普作家，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幽默诙谐，一直是德语地区青少年的首选读物，
并入围德国少儿文学奖（German Youth Literatur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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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奇妙的动物蜘蛛会飞吗？
为什么飞蛾会扑向灯光？
　为什么苍蝇很难抓住？
　为什么蜗牛的壳不会嫌小？
　猫能分辨颜色吗？
　为什么动物比人更善良？
　为什么飞行的鸟群中不会产生混乱？
  ⋯ ⋯ ⋯奇妙的植物　为什么秋天树叶会变色？
　为什么有些树木在春天时会“流血”？
　为什么针叶树会散发出香气？
　为什么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
 ⋯ ⋯ ⋯奇妙的自然　为什么夏天会有冰雹而冬天不会？
　为什么冰块会漂浮在水面上？
　为什么冬天湖水不会从水底结冰？
　为什么所有的雪花都有个角？
　毛毛雨是怎么形成的？
　海洋是如何产生的？
 ⋯ ⋯ ⋯奇妙的宇宙　夜空为什么是黑色的？
　为什么所有的星球都是球体的？
　星星也有彩色的吗？
　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
　流星会发出声音吗？
 ⋯ ⋯ ⋯奇妙的感觉　为什么人类的嗅觉不那么灵敏？
　为什么肌肉有时会酸痛？
　我们怎样分辨酸、甜、苦、咸？
　为什么皮肤发痒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去抓挠？
　为什么我们胳肢自己的时候不会觉得痒？
 ⋯ ⋯ ⋯奇妙的人体　为什么说人是由水组成的？
　为什么人没有皮毛？
　为什么人的眼睛会有不同的颜色？
　为什么人会有不同的肤色？
　为什么很多男人会秃顶？
　为什么有的人会生病，而有的人却不会？
　⋯ ⋯ ⋯奇妙的心理　“现在”究竟有多长时间？
　为什么我们不记得刚出生时候的事情？
　为什么很多人会害怕蜘蛛？
　为什么我们会对唾液感到厌恶？
　为什么有的音乐能让人流泪？
　为什么摇篮曲会让人昏昏欲睡？
 ⋯ ⋯ ⋯奇妙的美食　为什么啤酒的泡沫会很快消失？
　为什么柠檬汁可以当做隐形墨水？
　为什么布丁是软的？
　为什么汽水会冒泡泡？
 ⋯ ⋯ ⋯奇妙的生活　为什么头虱特别容易寄生在孩子的头上？
　为什么说婴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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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在冬季比在夏季更容易感冒？
　为什么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常常会发烧？
　为什么我们会做梦？
　烟火的颜色是怎么产生的？
 ⋯ ⋯ ⋯奇妙的科技　摩擦为什么能产生热量？
　为什么电流能产生热量？
　电流是怎样进入电池中的？
　为什么冰箱能够制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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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奇妙的动物蜘蛛会飞吗？
秋天的时候，空气中常飘浮着蛛丝，或是小片的蛛网，它们随风飘动，有时还会粘在行人的脸上。
路边或者田边的小树丛常常会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蛛网，清晨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晶莹的露珠挂在上面
，在晨曦中熠熠生辉。
到了中午，空气受热上升，蛛丝就会随风向空中飘，当晚间气温降低的时候，它又会随着风落下来。
这些蛛丝和蛛网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从蜘蛛的身上来的。
这么细的蛛丝只有很小的蜘蛛才能分泌出来。
蜘蛛刚刚出生的时候十分十分小，要经过很多次蜕皮才会长大。
（还好我们人类的成长不需要这么麻烦，真是谢天谢地。
）在晴朗的初秋，路边的树丛和草丛中，就会有许多很小很小的蜘蛛在活动。
即使是最轻微的风也能把蛛丝吹得飞起来，小蜘蛛会附在上面，通过这样的方法飞行，进行长途跋涉
。
有一种特别小的蜘蛛，最大只能长到两毫米左右，这种蜘蛛完全依靠蛛丝到处移动。
它们会爬到一棵大树上，吐出长长的丝，然后再随风飘到别的地方去。
观察蜘蛛要格外小心，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因为即使是非常小的颤动也会通过蛛丝传递到蜘蛛的腿上
。
一有风吹草动，蜘蛛就会立刻逃之天天。
为什么飞蛾会扑向灯光？
这个问题是我儿子5岁时向我提出的，5岁真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年纪。
我当时的回答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周围的东西。
对于夜间活动的昆虫来说，它们借以辨别方向的坐标只有月亮和星星——它们敏锐的视觉可以感应到
星光。
有月光的时候，它们的飞行方向总是和月光的方向保持一定角度，以确保自己可以到达特定的目的地
。
它们飞向灯光，就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周围的环境～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不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不仅仅是飞蛾，很多夜间活动的昆虫都有这种特性。
 照明灯对昆虫漫长的进化道路并没有产生影响，然而现在它们却把昆虫引入了歧途，更可怕的是，照
明灯对昆虫来说有时还是致命的。
昆虫不能区分月亮和路灯的光亮，因为路灯对它们来说也是一个光源。
一盏高亮度的路灯可以把它的光亮投射到大约700米远的地方，它就像一个吸尘器，会把周围的昆虫都
吸引过来。
这样的一个“人造月亮”会使昆虫按照自己的习惯与它保持一定的角度飞行。
然而昆虫以月光为参照物飞行时，月光的角度是不变的；而灯光的角度是在不断变化的，昆虫以路灯
为参照物飞行时，就会围绕着路灯不停地打转，直到筋疲力尽。
单单德国每年在路灯边打转而死掉的昆虫就达150万亿之多。
一些昆虫学家因此建议将路灯调暗，以减少光污染。
以德国基尔市为例，1948年时只有480盏路灯，而到50年后的1998年，路灯的数量就达到2万多盏。
为什么我们要把夜晚弄得这么亮？
没有人知道。
为了减轻这种影响，我们可以把发白光的高压水银灯换成发黄光的钠灯，内灯比水银灯更节能，而且
昆虫对黄光不像白光那么敏感。
此外，在路灯的上方应该安置一个灯罩，让更多的灯光照射在路面上。
 但对于萤火虫来说，黄光也是不利的，因为萤火虫用来吸引异性的发光器官同样是发出黄光。
谁会希望自己的求爱信息都发送给一盏路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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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苍蝇很难抓住？
飞来飞去的苍蝇会发出嗡嗡的声音，让人很反感。
但如果想用手抓住它们，却怎么也抓不到，苍蝇的动作总是比我们的手要快得多。
如果你一定要跟苍蝇过不去，就得买个苍蝇拍，用最血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苍蝇究竟是怎么躲开我们的手的呢？
它们可以“预见”我们的动作，很悠闲地看着我们的手慢慢地运动，然后及时躲开。
我们飞快地一挥手，在苍蝇的眼中就像是电视节目里播放的慢镜头。
苍蝇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眼睛的结构和我们不一样。
苍蝇和蜜蜂、蜻蜒、蝴蝶等昆虫一样，它们的眼睛不像人眼一样能自由转动。
但昆虫也有自己的方法——它们的眼睛由几千甚至几万个蜂窝状的小眼睛构成，这种结构被称为“复
眼”，所以昆虫感受到的图像是由很多很多单个的图像像马赛克一样组成的。
复眼对于时间差的感知要大大优于人眼。
如果苍蝇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话，它根本不会觉得那是连贯的动作，而像在播放幻灯片。
对苍蝇来说，即使每秒200帧的画面，看起来也只是一幅幅间断的图像；而对人眼来说，每秒24帧的画
面看起来已经非常流畅自然了。
所以在苍蝇眼里，我们伸出去的手不过是像慢镜头动作一样，它们当然可以轻易躲过了。
不过到了秋天，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苍蝇的飞行速度就会变慢，想徒手抓住它们也会容易一些。
猫能分辨颜色吗？
孩子们特别喜欢把蜗牛这种带壳的小动物作为宠物养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然后放上一些饲料。
蜗牛的繁殖能力很强，只要一段时间后，瓶子里就能看到极小的小蜗牛，而且身上也带了一个近乎透
明的壳。
蜗牛刚出生时就拥有一座“房子”，它是蜗牛身体的—部分，会随着蜗牛一起长大。
所以我们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蜗牛的壳不会嫌小，因为它会随着蜗牛的身体一起生长，就像我们
的皮肤永远不会过紧—样。
我们可以把蜗牛的壳看做一种外皮，就像贝类的壳一样。
实际上，贝类和蜗牛都属于同一类，在动物学上叫做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体内没有骨骼，它们的骨骼就是生长在身体外的壳。
有些软体动物的壳已经退化，变得非常不明显，比如蛞蝓。
蜗牛或者贝类的壳虽然是身体的一部分，但它是没有感觉的，就像人的头．发和指甲、马的蹄子、鸟
类的羽毛一样。
蜗牛壳的成分和昆虫的外骨骼类似。
蜗牛的腺体会分泌出一种含钙的糊状物质，这种物质在空气中会慢慢变硬，就形成了坚硬的壳。
不同种类蜗牛的壳的颜色和形状也不一样。
随着身体的长大，蜗牛也会不断分泌新的物质来使壳一起长大。
但蜗牛壳的生长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分成不同阶段的，通过蜗牛壳上细小的花纹就可以看出不同的生
长阶段。
在雨天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待在家里，蜗牛可不一样，它们喜欢在雨天出来活动。
而在晴天的时候，它们会把身体完全缩进壳里，再用一层黏膜封闭住壳的出口，以免体内水分蒸发而
使自己缺水。
如果蜗牛把自己封闭在壳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都不可能让它们出来，除非等到下一场雨的来临
。
为什么动物比人更善良？
很遗憾，人类的世界里总是充斥着战争和暴力，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动物之间没有战
争呢？
按照我们人类的眼光来看，动物之间完全有足够的理由开战。
那么人们是怎么来定义战争的昵？
打开词典，翻到“战争”这个词条，你就可以得到如下的解释： “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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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
”而这些武装斗争通常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或者军事方面的利益。
动物之所以没有战争，是因为动物没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或者军事方面的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完全没有利益。
动物需要觅食，需要寻找伴侣，需要保护自己的后代，需要保持自己在种群当中的地位，这些都构成
了动物的利益。
可见动物有很多产生冲突的可能，但却不会引发战争。
在这一点上，人类远远不如动物。
不过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民都是不支持政府发动战争的。
人民要比政府或者统治者想象的聪明得多。
在动物世界里，也存在着共同生活的群居形式。
当然有的种群中也是由某一个首领来发号施令，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群居动物都很好地采取了民主
的生活方式。
鹿群在午饭后通常会休息一会儿，只有当鹿群中60％以上的成年雄鹿站起身来后，鹿群才会继续前进
。
大猩猩的群体在决定事务时，往往采取的是2／3成员的意见，服从多数。
天鹅会通过摇动长脖子甩头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当多数天鹅甩头的频率超过每分钟26次后，整群天鹅
就会进入一种不安的状态，然后一起飞上空中。
雌非洲象则是用低声吼叫来互相交流，表达意见，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
令人费解的是，动物通过什么方法来对民主投票的结果进行统计呢?当然不会是数数，也不是通过什么
数学方法，也许它们是凭一种感觉，一旦觉得多数成员意见一致，决定就做出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动物是通过打斗获得种群领导地位的，这种观点其实大错特错。
动物间打斗的行为只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另外一种则是为了求偶。
在动物世界中，民主看起来比领袖制更优越。
动物的民主形式非常普遍，而强制实施的专制制度根本不存在，因为动物种群中的首领也必须服从整
个种群的利益。
而真正的专制制度下，总是专制领袖获取最大的利益。
非洲水牛采取的是一种混合式的制度，我们可以把这种制度称为“妇女民主制”。
在种群中，只有成年的母牛才具有表决权——这一点对人类来说值得借鉴，因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崇
尚暴力，能通过更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母牛们会通过眼神来表达意思，如果大多数母牛的眼神与牛群前进的方向不一致，那么前进的路线就
会立刻更改。
 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却是非常好战的。
1974年，一位黑猩猩研究专家观察到了两群黑猩猩之间爆发的“战争”。
两个有亲缘关系的毗邻种群展开了血腥的冲突，并且使用了一些物体作为武器。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其中一个稍弱一些的种群被彻底消灭为止。
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推论出，人类的战争和种族灭绝行为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
当然这绝对不可以成为我们实施这些暴行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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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格哈德·史塔格翁是德国著名科普作家，作品曾入围德国少儿文学奖。
《让孩子着迷的133个经典科学谜题》不同于一般科普书中对知识平铺直叙的介绍，而是以一种轻松幽
默、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孩子教授知识，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问题针对的基本都是随处可见、但很少有人注意的日常现象，更贴近生活。
《让孩子着迷的133个经典科学谜题》轻松活泼，内容丰富，不仅介绍知识，还在细节处教育孩子，潜
移默化引导孩子养成一种科学的态度和观点，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和实用性。
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团，你真的注意到了吗？
大到宇宙空间，小到蚂蚁筑巢，科学原来是那么让人着迷！
换个角度，一起用科学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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