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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专为中国青少年倾力打造，内容涉及宇宙、地球、人与环境、微生物、自然奥秘与规律、动物
·植物等6个部分，并增收了近年来各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并重。
    全书用简明的编写体例、生动流畅的语言和丰富精美的彩色插图，形象、直观地向青少年展示了多
个领域内的知识，新颖的版式既增加了信息含量，又使页面生动活泼，使青少年在充满趣味的阅读中
愉快地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这对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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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钝头与尖头”：哪一种避雷针避雷效果更好主要人物：富兰克林时间：1752年7月事件：为揭
开雷电奥秘，富兰克林在雷雨天气做了著名的“风筝实验”。
避雷针的发明使人们对雷电不再那么恐惧，但有关钝头与尖头避雷针哪一种避雷效果更好的争论却成
为科学史上的一件趣事。
这件也许是科技史上独一无二的事发生在18世纪。
富兰克林(1706～1790年)是美国著名政治家、科学家。
1750年，他在做电学实验时发现了著名的“尖端放电”现象：用尖头的金属体靠近已贮存电荷的莱顿
瓶铁杆时，其间闪现的电火花比圆钝的金属棍产生的电火花强烈。
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电池和发电机，都是用起电机给莱顿瓶充电的方法来贮存电荷的。
在1752年7月，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在费城做了一次震撼18世纪电世界的“风筝实验”(也叫“费城实
验”)——将天上的“闪电”引下来做各种实验。
在揭开雷电的奥秘之后，富兰克林便致力于避雷针的研究工作。
他研究了1个多月后，就试验了西方第一根避雷针：1根尖端向上的、长几米的铁杆被绝缘体固定在高
层建筑的顶部，1根粗导线拴在铁杆下端与大地相连。
当雷电来临，电流就通过铁杆被导入大地，房子则完好无损。
他还做了许多这种避雷针分给邻居和朋友试用。
起初，这种尖杆避雷针的试用并不顺利，但后来尖杆避雷针很快在西方得到推广。
避雷针最先传入了英国，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是一位与富兰克林同时代的物理学家。
他认为富兰克林的尖头避雷针不好，因为这样会“招雷”而不安全。
避雷针应该做成钝头的形状，这样才可以“避雷”。
这恰好与富兰克林用“招雷”的方法来避雷的理论正好相反。
一方面，富兰克林是电学领域的权威，避雷针的发明者；另一方面，乔治三世是至高无上的国王。
两种论断各有拥护者，于是“钝头与尖头”的争论从18世纪中叶开始就在西方科学界激烈地展开了。
就在双方讨论仍在进行的时候，人们不止一次地发现，装有尖头避雷针的建筑物，有时仍然会遭受雷
击。
例如，装有尖头避雷针的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平均每年遭受23次雷击。
其实，早在1876年，英国麦克斯韦就已经发现，尖头避雷针不一定有好的避雷效果。
到底是“尖头”好还是“钝头”好，“拒雷”对还是“招雷”对呢？
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两个世纪。
有趣的是，在东方的中国，其与避雷针有类似性质的避雷装置也采用尖端状的顶，且沿用无数朝代，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形状的避雷效果才最好。
到了20世纪，美国物理学家莫尔对避雷针形状进行了20年的研究后，证实了钝头避雷针的“招雷”效
果比尖头的好。
他的方法是：让气球在暴风雨中升空，分别用带尖头和钝头金属棒的小火箭去触发闪电。
他还在多雷的山区，对钝头和尖头避雷针的“避雷”效果进行了16年的观察。
观察结果证明了英国国王乔冶三世的钝头避雷针效果好于美国富兰克林的尖头避雷针。
他在反复的实验中观察到：尖头的避雷针自身从不遭受雷击，但处在它锥形保护伞内的物体却常常遭
受雷击。
这表明尖头避雷针只是自身的避雷效果良好，对锥形保护区内的事物却没有很好的保护功能。
但钝头避雷针却完全不同，它虽屡遭雷击，但因自身接地良好而不受损害。
而且，以它为顶点的一个锥形区域保护伞内的物体，也能免遭雷击。
在猛烈的雷电袭击时，它既能自身保存完好，又能有效保护周围事物。
不过，乔治三世的“拒雷”理论却是错误的。
因为避雷针的工作原理都是充当空中积累起来的电荷的释放通道，所以无论是尖头避雷针还是钝头避
雷针，都只能“引”或“招”，而不能“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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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有点像大禹治水的策略：疏通九河，而不是堵拒洪水。
莫尔的实验还进一步说明了钝头避雷针“招雷”效果好于尖头的原理：尖头金属棒的电场在尖端点附
近很近的地方明显强于钝头金属棒的电场，但只要再往上约5厘米，钝头金属棒的电场就比尖头的
强1.5～2倍，而且越往上去，差别就越明显。
因此，钝头避雷针更有利于形成雷电的通路，使空中的电荷更容易释放，即“招雷”的效果比尖头避
雷针更好。
但是，也不是避雷针越“钝”越好。
莫尔的结论是：直径2.54厘米已经足够。
他还说：“我宁愿把它做成球形。
”争论结束了，但双方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富兰克林“引雷”对，“尖头”避雷错；乔治三世“拒雷”错，“钝头”避雷对。
最后的结果却是应用“钝头”“引雷”能取得更好的避雷效果。
小问答：外出时遇到雷雨天气应该怎么办？
如果外出日寸不巧遇到了雷雨天气，千万不要跑动，而是要原地停下来。
因为一个击中树木的闪电，通过其在地下传播的巨大电能，会危及在树木附近跑动者的安全。
由于电能随着击中点的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所以有可能使跑动者一只脚上的电压高于另一只脚。
这种跑动电压，会在体内释放，因为身体的导电性能要强于大地。
另外，也不要并起双腿，蹲在地上低凹处，因为这样做，会使电流在身体内通过，也比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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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百科(彩色图解)》：内容全面全书分为宇宙、地球、人与环境、微生物、自然奥秘与规律、动
物·植物等6个部分，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并且增补了近年来各领域出现的最新知识，科
学、实用，引领青少年站在科学的前沿，开拓广博的科学视野。
体例科学体例编排注重各条目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次序，以准确生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形象的诠
释，并附有大量生动有趣的知识链接、实验课堂和小问答、综合性图表等，力图使各门类的知识形成
一个系统、科学的有机整体，方便青少年及时学习和掌握。
图片丰富300余幅精美图片，与文字相辅相成，帮助青少年形象、直观地理解各学科知识，并激发他们
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启发其思维与创造能力。
 艺术理念 版式设计、图文编排注重文化知识与现代审美的有机结合，并贯穿始终。
加上现代的装帧设计和全彩的内文印刷，全力为青少年打造一个具有丰富信息含量的多彩阅读空间，
彰显《探索百科(彩色图解)》的欣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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