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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热能是人类生活中不能或缺的能源之一。
《科学普及读本：奇妙的热世界》从热能现象、热能原理、热能的特点、热能的应用、生活中的热能
奇观等方面入手，以图文结合的表述方式，将青少年带入一个妙趣横生的热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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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升华 物质从固体状态直接变成气体，就是升华。
例如，冬天放在室外的衣服即使结了冰也能干，就在于衣服上的冰直接升华变成了水蒸气跑掉了。
 消失的樟脑丸 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家里的衣柜里为了衣物防虫蛀，经常会放
上一两粒樟脑丸。
但是，可以发现，几个月后，那些樟脑丸就不见了。
樟脑丸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跑得无影无踪啦？
 其实樟脑丸并没有消失。
当你打开衣柜时，会闻到一股很浓的气味。
原来，樟脑丸已变成气体。
诸如樟脑丸这样的一些物质，在固态时可以受热直接变成气态而不经过液态，这样的过程叫升华。
像碘、保护衣物不被虫蛀的樟脑都会这样变化。
 凝华 蒸气在遇冷后直接变成固体，就是凝华。
人们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凝华变成固体，叫干冰。
它在科研、医疗上都有很多用途。
 例如，冬天里，室内的水蒸气在玻璃窗上凝华成冰晶，还有室外的树木，树枝上长满了“雾凇”等；
自然界“霜”的形成也是凝华的实际现象；用久的电灯泡会显得发黑，是因为灯里的钨丝受热升华形
成的钨蒸汽又在灯光泡壁上凝华成极薄的一层固态钨。
形成凝华的条件比较特殊，一般是气体的浓度达到一定的要求，温度要低于熔点的温度。
 分子变化与化学变化 物质在发生物态变化时，分子的内部结构没有改变。
所以，物态变化是一种物理变化。
并不是所有的物体都会发生各种物态变化，有的物质固体受热后还没有熔化就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
了别的东西。
 屋子里面的“雪” 不可思议的下雪 1812年，在俄国某市的一间大厅里，正进行一场拍卖会。
全大厅人声鼎沸，一些人烟袋冒出的烟雾更是弥漫了整个房间。
窗外虽是天寒地冻，窗内不知是壁炉里的火燃烧得太旺，还是人多拥挤不堪，亦或是太激动，每个人
都已大汗淋漓。
整个屋内潮湿、闷热，烟雾缭绕。
拍卖会即将结束了，人们才想起打开窗子透透气。
随着几扇窗户被打开，一股股清新寒冷的空气涌进屋来。
窗下几个人的胡子、眉毛立即变白了，像新年老人一样，滑稽可笑。
正在人们拿他们打趣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在屋子上空突然飞起了一朵朵洁白的雪花，大厅上
部变成白皑皑的一片。
 大家望望窗外，并没有下雪呀，屋里的雪是从何而来呢？
 原因何在 原来，雪花是屋里的水气遇冷凝结成的。
一般情况下，水蒸气遇冷会液化成水，水遇冷又会凝固成冰。
而雪、霜等则是水气直接凝结而成的小冰粒。
只要空气中的水汽超过了饱和状态，剩余的水汽就会遇冷后在空气中较大的尘埃上凝结形成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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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普及读本:奇妙的热世界》由金盾出版社出版，雅风斋编著，是一本很不错的的关于热能的青少
年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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