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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1年，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一大型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发行。
此后，这套书又多次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超过1亿册，成为家喻户晓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的时候，我正在上中学，同学们争相阅读的生动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这套书提供的科技知识，深深印在小读者的脑海里，使大家终生受益。
不少人就是从读这套书开始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并选择考理工类大学、走科学技术之路的。
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便深切感到，科技的力量是多么巨大，科普工作是多么重要！
　　然而，科普工作的春天，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同来到神州大地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深入人心；“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日渐浓厚。
各级各行各业、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加快科学技术普及的步伐。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科普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
200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出台。
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这三件大事，标志着提高全民科学技术素质已经摆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科普工作已经纳
入法制的轨道。
面对这样一种新形势，所有热心科普工作的人们无不感到振奋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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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客观世界的三大基础。
从科学史观的角度看，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能量是一切物质保持运动状态的动力，是物质的属性
；信息则是客观事物和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产物。
如果没有信息，物质和能量也就不能被人们所认识，也将毫无可用之处了。
    宇宙间一切运动着的物体或现象都是伴随有能量的存在而转化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某种形式的
能量及其转化紧密相关。
能源，顾名思义就是能量的源泉。
与此同时，在新能源不断发展的今天，“节能”作为21世纪最具潜力的“特殊能源”正逐渐发展起来
，并展现出骄人的魅力。
    本书分五章，介绍了能量之源的有关知识，既可供普通读者阅读，也可作为能源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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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能源基本概况　　能源概述　　火车为什么能承载着乘客奔向目的地?电灯为什么能给黑
暗带来光明?人为什么能跑、能跳做出各种运动⋯⋯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能量。
太阳能“泽被苍生，普照大地”，秋风能“卷我屋上三重茅”，黄河能“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也是
因为它们具有能量。
能量是物质运动的源泉。
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运动和变化，具有某种形式的能量就是物质运动和变化的原因
。
　　能量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热能、机械能、电能、原子能等。
所谓热能，顾名思义就是涉及物质的冷与热的能量，也可以说是与温度有关的能量；人们在日常生活
和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电器之所以能够良好地运转，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电能；地球上的生物或各
种人造器物等能够运动或保持某种运动，是因为它们具有机械能的缘故。
能量可以在物质之间传递和转换。
例如，蒸汽机火车，就是燃料燃烧时产生的热能转变成为可以推动火车运动的机械能，使火车跑了起
来；又如，水力发电站发电，是利用河水运动具有的机械能通过发电机组转化成为电能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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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量之源：能源卷》是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立足科技发展前沿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系统阐释自
然科学各领域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展示自然科学各领域最新科技成就和发展动向　　弘扬科学精
神，宣传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　　树立科学理念，培养科学思维，激发创新活力　　努力贯彻落
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全面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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