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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的历程》丛书是课程扩展项目的一部分。
这套六卷本的丛书讲述了从远古时期到当代社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故事，包括人类最早使用的
火、车轮的发展、太空旅行、现代计算机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等。
这套丛书中的各个分卷则分别讲述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社会之间某一时期重大的科学发现与科技发明
。
    每卷均由两类文章组成：    全面深入型的课文是这套丛书的核心。
这些文章重点讲述了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介绍了这些发现或发明的背景和相关
人物的情况，并解释了它们是如何投入使用的。
每篇文章通常聚焦于一个当时最先出现的特定进步，但也经常追溯这一进步的历史渊源以及探究后来
的发展历史，这可以使读者能对每一主题的来龙去脉获得更为深入、详细的了解。
每页页边附加的文本框，通常是对科学原理的一些解释。
    在每篇课文中，都有两个关键的学习工具，这两个工具就在每页页边的彩色栏框里：    课程要求栏
向读者表明，该主题与12年级的美国国家和各州的科学技术教育标准的某些关键内容具有特定联系。
    术语栏对文章中的关键词给出了解释。
    大事年表型的文章附在每卷的末尾。
其中按照时间顺序列出了各项科学发现、发明和技术进步，以及科学探索的关键日期。
每段历史时期的大事年表都被分成几个互相平行的部分，每部分都聚焦于一个特定的科技领域。
    书后还有一个简明的词汇表，列出了本卷所阐释过的主要条目，索引中列出了相关的人物和主要的
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书中所附的带详细说明的插图都很重要，其中有早期的印刷品和绘画、当代的照
片、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和解释性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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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的历程(现代世界)》涵盖了可以称作“太空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这段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美、苏两大协约国之间的“冷战”，导致了导弹和核弹头等新
式武器的发展。
但随着“冷战”的不断降温，起初参战者之间的竞争，后来却变成了合作。
这使得太空探索迅速发展。
人们利用火箭探测地球大气层的外层和太空，还发送探测器去探测其他星球，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则使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表面。
在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地球轨道上其他天文仪器的辅助下，天文学不断进步。
这些仪器大多是由美国的航天飞机发射上天的。
另外，在太空中建立的太空实验室之类的空间站使得科学家可以在地球轨道上生活得更长久。
《技术的历程(现代世界)》由里尔斯、霍尔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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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行星探测器核武器导弹半导体透视人体内部先进的外科手术技术机器人阿波罗登月计划月球的秘
密高速列车个人电脑的诞生航天飞机和空间站超导体哈勃太空望远镜克隆技术温室效应人类基因组计
划万维网未来的能源大事年表词汇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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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超导体对流经的电流毫无阻碍。
1911年，人们就已发现超导体。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科学家一直认为超导现象只有在导体温度接近绝对零度(-273.15℃)时才会出现。
超导现象发生时的温度称为临界温度。
在大部分Ⅰ型超导体中，首先被确定的是金属或类金属(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类物质)，它们只
有在极低温度下才会发生超导现象。
某些合金和金属化合物被划入Ⅱ型超导体。
这些超导体具有更高的临界温度——特别是施加极高压时。
到了1985年，科学家终于发现了在普通大气压下具有最高临界温度为23.2K(-249.95℃)的超导体——铌
的一种合金。
    研究热潮    1986年4月，“高温”超导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从1983年起。
任职于IBM公司苏黎世研究中心的瑞士物理学家阿列克斯·穆勒(1927～ )和德国物理学家格奥尔格·
贝德诺尔茨(1950～ )开始用陶瓷做实验。
从表面上看，陶瓷不像是超导体的替代品，因为陶瓷常被用作绝缘材料。
穆勒和贝德诺尔茨发现了含金属元素的陶瓷——镧-钡-铜氧化物的超导临界温度约为35K(-238.15℃)。
    超导体在生物磁学领域有重要应用。
当一个强大的超导体产生的磁场导入人体时，体内的水分子和脂肪分子中的氢原子就会吸收磁场的能
量，之后又会释放这些能量。
计算机检测这些能量，并可直观地展示出来。
这就是磁共振成像。
图中一名技术人员正在监测磁共振成像扫描。
    尽管35K还是超低温，但是这个发现意味着有可能找到具有更高超导临界温度的材料，这进一步激
发了科学家的研究兴趣。
就在穆勒和贝德诺尔茨的发现公布之后几个月，一些实验室通过用锶代替钡而将超导临界温度提升到
了39K(-234.15℃)。
1987年3月，中国物理学家朱经武(1941～ )及其在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同事，以及位于美国汉茨维尔市阿
巴拉马大学的吴茂昆等研究人员在穆勒和贝德诺尔茨研究的基础上，用钇取代原来的金属镧得到一种
陶瓷材料，其超导临界温度达到了98K(-175.15℃)。
    钇-钡-铜氧化物陶瓷材料被命名为“ibco”。
根据这种材料中三种元素钇、钡、铜的原子构成比例，又将这类超导材料命名为1-2-3化合物。
1987年上半年，至少有800篇关于高温超导研究的论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下半年，这方面的论文几乎
是每周发表30篇。
1988年，许多实验室声称，由铊、钡、钙、铜和氧组成的化合物超导临界温度达到了125K(-148.15℃)
；还有一些研究室声称，铊化合物超导临界温度高达140K(-133.15℃)。
但是，铊化合物在美国被称作“塔巴斯科辣椒酱”，而在英国则被称作“烟草”，原因是铊有剧毒，
所以很难研究。
    巴基球及其他发现    在许多科学家继续研究陶瓷材料的同时，另一些科学家则转向了全新的超导研
究方向，并在“巴基球”(即1985年发现的富勒烯)上发现了超导性。
巴基球是碳原子的三种同素异构体之一(另两种形式是石墨和金刚石)。
巴基球分子(C60)是由60个碳原子相互键合而成的球状体，外观像一个微型足球。
1991年，位于新泽西州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钾原子掺杂在C60中构成K3C60，他
们称之为迟钝球，并发现它是一种超导体，超导临界温度为18K(-255.15℃)。
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又改变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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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可以把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描述成太空时代和数字时代。
人们利用火箭技术实施太空计划，最终完成了人类登月和对太阳系最遥远角落的无人探测飞行。
对普通大众来说，移动电话、因特网已经是最寻常的通讯方式。
器官移植也已司空见惯，人类基因组计划绘成了人类完整的基因图谱。
然而，化石燃料的消耗和全球变暖又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技术的历程(现代世界)》涵盖了可以称作“太空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这段时期。
本书由里尔斯、霍尔编著。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技术的历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