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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人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
”头上的星空，可以理解为大自然。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大自然的探索，也没有停止对自身的认识和提升。
    大约在500年前，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开始萌芽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技术的大量使用，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解放，科学体系逐步建立，科学的方法逐步完善，科学的领
域逐步扩展。
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得到发扬。
    科学发展的过程是十分曲折艰难的，科学家的研究和工作也不都是会得到掌声和鲜花，在探讨大自
然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也常常要和固有的陈规陋习发生冲突，有时甚
至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这些过去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样感人至深。
    当今的年轻人学习负担很重，在学习大量教科书的同时，也应该从课堂里走出来，放松一下，看看
课外图书，学习一些科普知识，提升科学素质，开阔视野。
让科学为我们的人生增添一些亮色。
这些是我们编写这套书的初衷。
    这是一套大型的科普丛书，我们力图在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上下功夫。
使这套书成为一部全方位启迪人生智慧的生动教材，化为一曲有关科学的绚丽多彩而又妙趣无穷的华
彩乐章。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全方位地展示科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及科学家的完整形象，尽量避免像教
科书那样平铺直叙地展现科学技术的“一般知识"。
那样做不但枯燥无味，而且会使许多科学发明发现的漫长、曲折、艰辛的荆棘之路，被夷为短捷、直
线、轻松的鲜花坦途；科学精神、科学信念、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都没有了踪影。
    这套丛书，我们尽量不用平淡的实录和乏味的说教，而是用或波谲云诡、动人心魄，或悬念迭起、
引人人胜，或山重水复、云遮雾障，或柳暗花明、烟消日出的故事，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领略
到科学的神奇魅力。
    这套丛书，尽量不用枯燥的笔调、华丽的辞藻、冗长的堆砌，而是力图简介，同时把大量的诗词格
言、民间谚语、趣味谜语、流行歌曲等镶嵌在书中。
这样，读者既可以领略到科学的严谨之美，又充分享受到浓浓的人文关怀。
    这套丛书，不仅是科学史的“录音机"和“录像机”，还是现实的“摄像机”，我们尽量把握时代的
脉搏，把最新的科技进展收入到书中。
    这套丛书，我们不仅展示了科学家们光辉灿烂并大气磅礴的“正面形象”；同时还展示了一些“背
面”的缩影(有时是“阴暗”的)，例如他们的彷徨与呐喊、失误和悲剧，甚至是一些错误。
然而，这些使他们“大打折扣”的“阴影”，丝毫不会掩盖他们的功绩，反而让人体验到他们“有血
有肉”的黎民本色和历史局限，因此更加亲近与真实。
这本身也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种体验，也许有利于拉近这些科学伟人和我们“凡人”之间的距离，坚定我们未来攀登科学高峰的
信念。
    让我们一道聆听那动人的科学乐章，登上科学的天梯，步人科学的殿堂吧！
    陈仁政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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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天梯丛书·七彩学生文库·科学准则故事：离奇的“巴西果效应”》尽量不用枯燥的笔调
、华丽的辞藻、冗长的堆砌，而是力图简介，同时把大量的诗词格言、民间谚语、趣味谜语、流行歌
曲等镶嵌在书中。
这样，读者既可以领略到科学的严谨之美，又充分享受到浓浓的人文关怀。
不仅是科学史的“录音机”和“录像机”，还是现实的“摄像机”，我们尽量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最
新的科技进展收入到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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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数遗憾”和“杆菌成功”——“高原”与“正果”2 青蛙们的“危机”——大自然的“增长法则
”3 神秘和谐的圭臬——宇宙垂青“对称法则”4 高斯扼杀非欧几何——19世纪的“跳蚤”和“大鱼
”5 “个别决定成败”——“短木板”折磨费马猜想6 科学中的“多胞胎”——大自然钟爱“平方反比
”7 “有条”才能“不紊”——“拥堵效应”前的智举8 船长被冤枉了吗——“伯努利”无处不在9 罗
约何遭“飞祸”——防不胜防的“狭管效应”10 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科学家挥舞“奥卡姆剃刀
”11 小颗粒引出“大问题”——离奇的“巴西果效应”12 并非全都“热胀冷缩”——不凡的“因瓦效
应”13 乌鸦、通讯员和光线——“上帝不干冤枉活”14 “光子”折磨20年——一群物理学家与“手表
定理”15 当乌云遮蔽了太阳——科研中的“意外效应”16 “黄金搭档”为何分道扬镳——“豪猪理论
”启迪“相处”17 荷花不染污泥——“莲花效应”带来“材料革命”18 谁在戏弄我们——不可不知的
物质特性19 “媳妇”变“婆婆”之后——从“禅师哑谜”到“克拉克定律”20 杜瓦懊丧和龟兔赛跑—
—“零和游戏原理”的魅力21 北极动物的“趋同现象”——“伯格曼法则”和“艾伦法则”22 “公主
”失事和关岛怪病——不可忽略的“富集效应”23 动物也有“作息时间”——有趣的“生物钟”现
象24 三里岛何出核事故——人体的生物节律25 保护的凯白勃鹿为何消亡——有趣的“食物链效应”26 
“恶”蛇与“美”蝶——物种灭绝中的“多米诺效应”27 把灾难锁定在预料之中——动物的“预警效
应”28 走近西非黑猩猩——体验动物的“生存法则”29 蝉的生死之谜——生命追求“素数”30 仙企鹅
为何准时登陆——自然界的“重复准则”31 可怕的大眼睛——密斯特森林的“自然法则”32 斑点蛾轮
回悲喜剧——“自然选择”的威力33 植物有腿也会跑——不可思议的“植物智能”34 “奥林匹亚”和
蚂蚁筑巢——“群集智能”的启示35 谁是塞伦盖蒂之王——大草原上的“管理法则”36 带刺的巢窠—
—动物的生存智慧37 松塔和马铃薯——大自然的“管理规则”38 动物数量调节之谜——大自然的“负
反馈理论”39 一山为何不容二虎——有趣的“生态位现象”40 平等互利才能发展——动物也守“经济
法则”41 从锁蛇到养羊和种葫芦——科研中的“草根现象”42 “向天再借五百年”——“长寿基因”
助你“长生不老”43 向左倾斜的世界——有趣的“左撇子”现象44 沉木棒与灰老鼠——危险下的“压
力效应”45 “压力”也是“动力”——“跨栏”、“僭越”和“鲶鱼”46 毒品怎样欺骗大脑——大脑
的“快乐机制”47 “有心人”变象牙为“少女”——神奇的“皮格马利翁效应”48 从巨能钙到“群体
癔症”——在“破窗理论“面前49 “随大流”也要“想明白”——“毛毛虫”为何“至死不渝”50 揭
开“菲里埃自杀”之谜——影响心理的“颜色效应”51 吴宓和罗素的死亡观——不必有的“回归心理
”52 借得慧眼看星座——亦真亦幻“巴纳姆”53 森林火缘于“圣安娜”——大气中的“焚风效应”54 
当初忽略后来买单——“温室效应”启示人类55 此“繁华”不如彼“清净”——困扰城市的“热岛”
效应56 马屁股决定铁轨宽度——“路径依赖”伴利弊57 一指推倒摩天大厦——迷人的“多米诺效应
”58 “稻”和“论”中的琴弦声——“莫扎特效应”的启示59 二八现象——神秘的“大自然法则”60 
“卖破烂”和“上帝没恶意”——“邪恶”的“墨菲定律”61 “情人”也没带来浪漫——“墨菲”变
脸“菲格纳”62 IT行业的“吸星大法”——“摩尔定律”63 “天涯若比邻”——网络世界的“小世界
效应”64 “神秘现象”的解剖刀——“休谟公理”戳穿虚假65 课题多多半途而废——“贝尔纳效应”
的警示66 热洞、毒雾、石漠、赤潮——“青蛙”是这样死去的67 人和动植物有区别吗——“丛林”和
“雨林”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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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5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奖金为130万美元)授予澳大利亚医学家罗宾·沃伦(1937～ )和巴里·
马歇尔(1951～)，以表彰他们发现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幽门螺杆菌。
    发现一种细菌(这种事情天天发生)就得到科学界的最高奖，许多科学家都“不服”——更何况早
在100多年以前的1875年，一位德国医学家就发现胃中有这种细菌了，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而被
遗忘。
既然如此，诺贝尔奖评委会为什么要授奖给他们呢？
    这得从此前人们对胃溃疡等的认识说起。
    “正统”的医学观念认为，胃溃疡等的病因绝不可能是细菌——胃酸会将吞入的细菌迅速杀灭，而
是工作紧张和生活压力太大等引起的心理疾病。
    1979年4月，澳大利亚珀斯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沃伦在一份胃黏膜活体标本中，意外地发现一条奇怪
的蓝线。
他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发现是无数细菌紧粘着胃上皮。
接下来，沃伦又在其他活体标本中找到这种细菌。
由于这种细菌总是出现在慢性胃炎标本中，他敏锐地意识到，它可能和慢性胃炎等疾病密切相关。
    然而，沃伦这有悖“正统"的医学观念，除了他的妻子支持和帮助以外，只有同医院的消化科医生马
歇尔和他“同舟共济”(在1981年的当初，马歇尔也不感兴趣)。
不但如此，一些科学家还说他们“疯了”，另一些则把他们的研究列人“另类医学"或伪科学范畴。
胃溃疡病人也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做“临床试验”，来支持他们“操练手艺”。
当然，他们的论文也不能被发表。
    可贵的是，在这些似乎难以逾越的“高原”面前，沃伦和马歇尔的决心并没有动摇——选择了“坚
持就是胜利”。
就这样，一份含有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被马歇尔和一位名叫莫里斯的医生自愿喝进肚里，进行人体
试验⋯⋯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又经过10多年的无数试验、研究以后，沃伦和马歇尔终于成功地翻过了“高原”——英国权威医学
期刊《柳叶刀》报道了他们的成果，他们发现的这种细菌被定名为幽门螺杆菌，世界各大药厂陆续投
巨资开发相关药物，专业刊物《螺杆菌》杂志应运而生，世界性螺杆菌大会定期召开，研究论文层出
不穷。
总之，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不但“颠覆了传统的知识和教条”，“对近半个世纪的医学产生
了最重要的变革”，也为无数胃溃疡等溃疡病患者带来了福音——再也不会因为“正统”医学的误治
而反复发作，以致在晚期成为癌症患者。
    而今，沃伦已经退休，而马歇尔则是西澳大利亚大学的教授。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高原现象。
    如果不能及时跨越学习中的“高原”，就容易灰心丧气、注意力分散、身心疲惫，甚至自暴自弃、
厌世轻生。
    克服学习中的高原现象，可从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心理因素等方面人手。
    在学习动力方面，有的同学由于学习目的不很明确，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就不高，于是“消极怠工”
，得过且过。
有的同学则因为目标过高，动机过强，总是无法企及而灰心丧气。
    在学习方法方面，有的同学僵化于原来的学习方法和经验，习惯“开夜车”，打“疲劳战”，而不
能随着学习任务和性质的变化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正确的方法是应该张弛有度，提高用脑效率，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但经常是有别于他人的方法和经验
。
    在心理因素方面，有的同学没有树立必胜的信念，由于惧怕失败而整天想避免失败，于是始终笼罩
在失败的阴影里而不能自拔。
例如，联想到上次考试失败，一到考试就紧张，形成恶性循环；平时大脑思维也处于抑制状态，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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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障碍。
只有抱着一颗“平常心”，彻底摒弃这种“畏败心理”，坚定“求胜心理”，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
    “前途并不属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而是属于那些一旦决定之后，就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的人。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这样对我们说。
    最后，把两句古诗送给还止步于“高原”的读者朋友们：“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让我们勇敢地唱着“让我越飞越高”，去跨越“高山大海”吧，那边——就是成功的彼岸⋯⋯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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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服务。
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
　　——爱迪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学准则故事>>

编辑推荐

《科学准则故事(离奇的巴西果效应)》力图在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上下功夫
。
本书通过讲述几十位科学家不同形式的悲剧故事，揭示了科学之路之坎河的道理，也让人们明白，在
逆境中应处变不惊，百折不挠，才能渡过人生的难关，使本书成为一部全方位启迪人生智慧的生动教
材，化为一曲有关科学的绚丽多彩而又妙趣无穷的华彩乐章。
本书由陈仁政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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