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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你知道怎样不借助开瓶器打开酒瓶，怎样倒着使用遥控器；如果你剥洋葱的时候从不流泪，如果
你知道为什么游泳健将身材高大，如果你从不费心节省汽油，那么，这本书对你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不属于以上情况，那么，请注意了！
你冒着这样的风险：学到不少东西，更糟糕的是，你还会忍俊不禁。
当然你可以不顾后果，一意孤行地读下去⋯⋯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于一种成见，不幸的是，这种成见
在学生与教师们中间非常普遍，即科学，特别是物理，总被看作是高深莫测且远离生活的。
在中学和大学里，我们学着运用或多或少抽象的知识去解析这个世界。
而本书则尝试另一种途径：通过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来激发我们的求知欲。
从水的沸腾到雷雨的轰鸣，从胶带到雨速，从高压锅里的电话机到温度计的不寻常用途，我们借此窥
探四周的奥秘，就像从望远镜的一头向外放大地看世界（我们能从另一头看吗）。
本书带来100个让人好奇、质疑、惊讶甚至感到当头一棒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自娱自乐、开
怀大笑，把玩习以为常的物品以及轻松战胜感官陷阱。
我将用另一种方式带你领略这个熟悉的世界，你将会找回童年时代看到魔术表演时的兴奋之情，而这
一次，你自己就是魔术师⋯⋯不过，你不一定总会明白其中的窍门！
这些小实验运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材料，却能为你带来探索、发现、创造的乐趣。
这种“动手实践科学”没有公式，却并不缺乏思考。
本着这种精神，无论情境是新是旧，你都应当勇敢地“伸手”实践。
无论是下厨还是散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从天空到大地，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问“为什么”说到底，
任何对于科学的追求，并非从解决疑问开始，而是从提出问题开始。
好奇心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我们前进路上的马达，如果目的地尚不明晰，那么就让沿途的风景为我们
指路吧。
本书中的每一专题以及每一章节都是独立的，无论是细品慢嚼还是狼吞虎咽，每个人都可以遵循自己
的喜好来阅读。
你会在书中时不时看到一些提问，伴随着小提示。
正如你在品尝美食前会细细观察它的色泽，你在面对提问时也可以先给出自己的答案，然后再翻看书
末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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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实用性极强，不仅能为您带来精彩纷呈的阅读体验，还会指导您借助身边的物件，动手做
几十个小实验。
对于实验中出现的令人目瞪口呆的现象，书中的解释通俗易懂；如果您想了解得更多，那么小框中的
文字会进一步向您解释其中的原理和诀窍。
最后，您还可以用那些带有提示的小问题来考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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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趣味厨房没什么可哭的厨房里的加热器具超级大厨告诉你胡萝卜熟了气泡的世界当水是“硬”的
当水是“软”的奇妙物品一元钱的实验室浮沉子，向上浮啊浮，忽然之间沉下去比一比，谁更薄电视
遥控器的另类用途镜子，镜子，请你告诉我来一点Scotch吧碰杯之前先碰瓶低调的空气吸管，吸管把
单摆变钟摆你知道怎样用水测重量吧照明的真谛温馨小窝旅行，旅行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雨中驾车
多普勒效应多普勒还在显灵奔走抢购自行车向左，转省油之道冰火两重天流汗，酷小心烫到从土拨鼠
的地洞到双层玻璃普通水还是汽水融解，误解看不见的水蒸气水的故事给温度计降降温烧开水从地下
到天上宙斯的雷电海市蜃楼，我美丽的海市蜃楼离我的阳光远一点看得见的光线，看不见的光别“找
不着北”公!快看彩虹多美的极光白昼与黑夜可是⋯⋯它在转呀杂七杂八的有趣事儿水，水眼睛的法则
我的眼睛给我一个支点人的脚步喜欢球的孩子从婴儿的纸尿布到百年巨杉在压力之下能测质量的气压
计怎样才能不出声音乐中的振动“每日一问”答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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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固定酒瓶，转动瓶塞——这是许多人开瓶的习惯。
但是，正确的技巧应当是固定瓶塞，转动酒瓶，直到瓶塞开始活动。
然后，从瓶塞的侧面慢慢地放出里面的气体，最后轻而易举地拔出瓶塞⋯⋯干杯！
借此机会我想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错误认识，许多人认为在瓶颈里放一个小勺子就能防止气体逸出—
—精确的测量表明，根本没这回事！
观察瓶子里的泡泡，你会发现，小气泡上升得较慢而大气泡则快多了，原因是后者受到的阻力较小，
也就是气泡越大，受力减速的影响就越小。
往装着充气矿泉水或是苏打水的玻璃杯里丢一块冰，你就会发现在杯子里形成了气泡。
这些气泡形成于液体中的“胚芽”周围（比如用纸巾擦干杯子时留下的纸絮），或是冰块、玻璃表面
凹凸不平的地方（气泡形成的位置的玻璃和冰面都是极不光滑的）。
你往往能观察到一连串的小气泡，它们都在同一个地方产生，比如玻璃杯内壁的小缺陷处（当然这种
缺陷要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
一个气泡形成，上浮，同时它的位置又被另一个气泡代替，重复相同的过程——这样就变成了一串气
泡。
你一定听说过水有“硬度”。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吧。
实验所需的材料很简单：三个玻璃杯，少许盐、粉笔和洗洁精。
首先，在三个玻璃杯里分别装入离杯底高度为几厘米的水，然后在其中一个杯子里加入五匙精盐，在
另一个杯子里放人少许粉笔末；接着往三个杯子里都倒人满满一匙洗洁精。
用汤匙分别使劲搅拌三个杯子里的溶液，观察它们的不同⋯⋯你会看到，在装有粉笔末的杯子里出现
了少许泡沫，在只有清水的那个杯子里出现了大量泡沫，而装有盐水的杯子里则几乎没有泡沫。
水的“硬度”取决于其中钙元素或镁元素含量的多少。
含钙量越高，水越硬。
包含粉笔末的水是硬水，它很难使洗洁精、肥皂及香波等起泡沫。
反之，当水比较软的时候，泡沫则较容易产生。
不过，在盐水中加入洗涤剂是几乎不会起泡的！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奥秘就在于水分子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洗涤剂的分子结合，形成化学键，而这些化学键是泡沫产生的基
础。
在硬水中，钙镁离子与水分子形成化学键，已经占用了大量的水分子，所以起泡比较难。
生产洗涤剂的厂家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产品中加入“泡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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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玩转科学:100个令人惊奇的科学小实验》：怪味科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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