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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秉正编著的“疯狂科学”是一套面向8-12岁青少年的科普读物，以神奇的自然及人文现象为切入点
，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物理、考古、医学、气象、建筑、昆虫共6门学科的相关知识。

本分册《气象》主要介绍气象知识。
形容它是一本传统的关于气象的科普读物，却也不尽然。
它色彩鲜艳、语言生动，不仅囊括着丰富的科学知识，更是介绍了不少有趣的小实验：制作小小地球
仪、模拟彩虹的出现过程、动手制作霜和露等，不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寓教于乐，更是培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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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雨的天气，时常伴随着电闪雷鸣。
为什么天空在下雨的时候会伴随着闪电，闪电是如何产生的呢？
富兰克林在做风筝实验之前，就已经研究出，不同物体在摩擦接触时都会产生电子转移，这其中包含
着两种性质的电，一种是正电，一种是负电。
 避雷针的发明 富兰克林在做风筝实验的时候就意识到闪电的威力，他在发现闪电秘密的同时，也研
究应对闪电来袭的办法。
有一次，他在高大建筑物的顶端固定了一根数米长的细铁棒，并用绝缘体将铁棒与建筑物之间隔开，
然后用一根导线与铁棒底端连接，再将导线引入地下。
经过试验，这种装置果然能起到避雷的效果，避雷针就此发明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避雷针根据适用领域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种类：直击着避雷针、特殊避雷针、提前
预放电避雷针，等等。
同时，我们的生活书也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避雷设施，例如避雷线、避雷带和避雷网。
 闪电一般发生在对流旺盛的积雨云中，云层顶部很高，一般熊达到20千米的高度。
云层上面有大量的冰晶，在对流的作用下，冰晶松弛，水滴破碎，与其他云中的灰尘、细盐粒等物质
在升降气流内摩擦相撞，使云中产生了电荷。
云中电荷的分布较复杂，但总体而言，云的上部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
因此，云的上、下部之间形成一个电位差。
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电，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闪电现象，是不是很神奇？
 不过闪电是一种可怕的自然现象，它能在1秒钟内在地球某处闪击近百次，温度高达3万度。
受到闪电袭击，房子会烧坏，牲畜会被电死，还会引发森林火灾，人要是不幸被击中，严重时会死亡
。
从一定程度上讲，闪电是相当可怕的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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