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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试图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物体会往地上掉，为什么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性
质？
地球、太阳以及月亮这些星体究竟是遵循着什么规律在运动，是什么力量决定着这些规律？
宇宙天体的运行，风雨雷电的产生，能量的来去转换，其中的奥秘都可以用物理原理去解释。
这些物理学上的成就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今天的现代文明。
 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对物理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喜欢上物理学。
本书文字简练，图片精美，编排独到新颖，使读者能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从而开卷有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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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力和运动物理学创始者浮力的大小张衡与候风地动仪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为真理献身摆动挂灯的
启示比萨斜塔上的实验天空立法者托里拆利和大气压马德堡?球实验帕斯卡的神奇杠杆振动中的科学苹
果落地的启发彗星的发现者称量地球第一人力学革命原子中的规律第一个遨游太空的人第二章光和热
最早的光记录看得更远光的折射红外线的发现显微镜光的争论利用光的人物理光学?造者光的速度热的
本质追寻能量的秘密蒸汽机光电效应x射线揭开黑体辐射奥秘天狼伴星的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脉冲星的
发现揭开黑洞的面纱第三章声和波声音共振声波的改变听不见的次声波超声波物质波第四章电和磁探
索电的本质电之间的力电学中的&ldquo;牛顿&rdquo;磁的传说电生磁磁生电欧姆与电的传导电与磁的
关系寻找电磁波电流生热的奥秘电力革命的发动机照亮整个世界无线电技术电荷测量超导体晶体管集
成电路计算机第五章粒子世界原子论的创始人布朗与布朗运动原子的提出阴极射线电子的发现放射性
放射元素原子核的发现中子的发现笔尖上的粒子划时代的工程原子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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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摆动挂灯的启示　　1656年，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计时摆钟，使人类对
时间的测量进入崭新的时代。
摆钟是利用单摆的等时性原理测量时间的。
单摆的等时性是如何发现的呢？
这一功劳要归结于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伽利略。
　　伽利略于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城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孩提时的伽利略从不满足别人告诉的道理，喜欢亲自探索、研究和证明问题。
1581年，他被送到比萨大学学医。
可是，他对医学不感兴趣，却喜欢钻研古希腊的哲学著作，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
　　伽利略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都坚持到教堂做礼拜。
1582年的一天，他到教堂做礼拜。
这时，一个随风摆动着的大吊灯映入了伽利略的眼帘，引起他的注意。
他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脑海里突然闪出测量吊灯摆动时间的念头，凭着学医的经验，他把右手指按到
左腕的脉搏上计时，同时数着吊灯的摆动次数。
　　起初，吊灯摆动速度较大，过了一阵子，吊灯摆动的幅度变小了。
但是令伽利略惊奇的是每次测量的结果都表明来回摆动一次需要相同的时间。
通过这些测量，伽利略发现：吊灯来回摆动一次需要的时间与摆动幅度的大小无关，无论摆幅大小如
何，来回摆动一次所需时问是相等的。
即吊灯的摆动具有等时性。
回家后，伽利略做了一套单摆装置，继续测量摆的摆动周期。
试验证明，无论用铜球、铁球，还是木球，只要摆长不变，单摆来回摆动一次所用时间就相等。
这表明单摆的摆动周期与摆球的质量无关。
　　为了找出决定摆动周期的因素，伽利略继续从试验中寻找答案。
多次试验之后，他发现摆的长度是影响摆动周期的唯一因素。
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伽利略证明了单摆周期与摆长的平方根成正比，与重力加速度的平方根成反比
。
一百多年后，当牛顿发现地心引力时，这个规律有了更加圆满的解释。
　　单摆等时性的发现，奠定了制造摆钟的坚实基础。
　　继伽利略之后，惠更斯加入了研究摆的工作。
惠更斯是和牛顿同时代的物理学家，他最出色的物理工作之一是对摆的研究。
在重复伽利略的实验时，惠更斯进一步确证了单摆等时性，并把它应用于计时器上。
　　在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1656年，惠更斯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摆钟。
这架摆钟由大小、形状不同的一些齿轮组成，利用重锤作单摆的摆锤，由于摆锤可以调节，计时就比
较准确。
在《摆钟论》一书中，惠更斯详细地介绍了制作有摆自鸣钟的工艺，还分析了钟摆的摆动过程及特性
，首次引进了“摆动中心”的概念。
后来，惠更斯和胡克还各自发现了螺旋式弹簧丝的振荡等时性，这为近代游丝怀表和手表的发明创造
了条件。
　　摆钟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时间的测量进入崭新阶段，从此，人类更加明确地建立起时间观念，社
会生活也更加具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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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的故事》能够帮助读者对物理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喜欢上物理学。
《物理的故事》文字简练，图片精美，编排独到新颖，使读者能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受到启发，从
而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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