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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世界发明史，人类的祖先有着无数伟大而智慧的古老发明，今人也创造了众多无与伦比的新型发
明，大到飞机、轮船，小到拉链、回形针⋯⋯这些成果无不包含着发明家的奇思妙想和辛勤汗水。
这些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物品，都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它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发明故事呢？
书中这些创造发明，均离不开发明家们天才的灵感、艰苦的探索和辛勤的劳动。
只是他们成功的途径各不相同：有人灵感一触即发，成功水到渠成；有人经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柳
暗花明；有人刻苦钻研，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作出重大创新；有人歪打正着，在陌生的领域取得意外的
成绩。
通过讲述科学家发明的过程和故事，阐述发明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向读者展示一部脉络清晰的世
界发明和发现的历史，洞开波澜壮阔的人类探索历程，凸显重大发明和人类文明的关联，加深青少年
读者对科学改变世界的理解，启发新的科学发明，培养创新精神。
这些激发我们探索未知，超越自我的发明故事，旨在引领青少年探索改变世界，发现科学的奥秘与规
律，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明创造，正如爱默生所言：一项发明创造会带来更多的发明创造。
读本书能让青少年读者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培养创造思维，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巨人，阅读科学
家的发明故事启迪自己的智慧，产生钻研科学的浓烈兴趣。
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曾勉励大家说：“我们在享受着他人的发明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益处，
我们也必须乐于用自己的发明去为他人服务。
”本书体例科学简明，在生动讲述科学家发明和发现的故事的基础上，加入了科学年鉴、大事记、相
关知识链接，对世界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大事件、发现和发明、科学名人等作全面的介绍，拓展青少
年的知识面，以加强科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力图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世界经典发明
的概况。
编者精选的200多幅与内容相契合的精美图片，包括各项发明的实物图片、科学原理解析图、科学家的
照片等，倾力为青少年读者打造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信息的多彩阅读空间，以拓展青少年读者的
知识面，启迪思维、开拓视野、开发智力，丰富想象力、培养创新思维。
读故事，长知识，学发明。
国际科学联合会会长雷蒙德先生说：“对于全世界的人们来说，阅读此书无疑能最大限度地理解人类
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关联，并激发人们更大的创造热情。
”希望本书能增长你的科学知识，培养你的科学热情。
或许有一天，一项新的发明创造就是你的伟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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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经典发明和创新故事》通过讲述科学家发明、发现的过程和故事，阐述这些经典发明的重大作
用和深远影响，探索这些科研成果带给人类的启迪意义，给读者展示一部脉络清晰的世界世界科学史
，洞开波澜壮阔的人类探索历程，凸显重大发明和人类文明的关联，加深青少年读者对科学改变世界
的理解，启发新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培养创新思维。
行文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为青少年详述这些经典发明背后
的故事，帮助青少年认识那些刻苦钻研、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并为我们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发
明家们。

《世界经典发明和创新故事》体例科学简明，在讲述科学家发明和发现的故事的基础上，加入了科学
年鉴、大事记、相关知识链接等栏目，对世界发展史上较有影响的大事件、发现和发明、科学名人等
作全面的介绍，拓展青少年的知识面、启迪思维、开发智力。
每个故事都配以精美的插图，包括各项发明的实物图片、科学原理解析图、科学家的照片等，倾力为
青少年读者打造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信息的多彩阅读空间，是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开发智力的
理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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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制作工具500万年前，人类的进化史拉开了序幕。
真正的人大约出现在距今240万年前的东非。
他们学会了取火，并且能够越来越熟练地制作工具，这些工具最初是生活生产用品，后来还被用于祭
祀中。
在23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和225万年前的中国，人类的祖先开始制作工具。
大约在200万年前，坦桑尼亚奥杜韦大峡谷的能人用一块石头打磨另一块石头，制作出砍器。
砍器锋利的一侧可以用来切或锯，而不锋利的一侧则可以用来打碎石头或骨头。
能人制作了很多不同尺寸、不同类型的砍器，它们是奥渡湾文化的组成部分。
能人只生活在非洲。
后来出现的直立人从非洲迁徙到欧亚大陆。
直立人生活在距今185万年前到40万年前，他们能制作出比早期原始人更精致的工具。
但是直立人采用的加工方法却没有变化，依然是用一块石头打磨另一块石头。
最早的由直立人制作的工具发现于奥杜韦大峡谷，距今已有140万年，这些工具是阿舍利文明的一部分
。
直立人更喜欢用燧石制作工具，但燧石并不是随处可见的。
当没有燧石可用时，阿舍利人就会使用石英等其他岩石——燧石和石英都属于硅石，成分均为二氧化
硅。
阿舍利人不再用石头打磨同种石头，他们用石锤制作刀与手斧，这些工具比以前的砍器有着更长、更
直的切割边缘。
大约100万年以前，他们发明了一项新的技术——用鹿角做锤，这让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精度，打造出
更多用于切、钻、成形和锤打的工具。
尼安德特人（即尼安德特智人）生活在欧洲、地中海地区和中东的一些地区，同时期在一些地方还生
活着现代人。
尼安德特人最早出现在约10万年前，在约3万年前灭绝。
他们制作出许多石制工具，但技术水平较低。
现代人，即智人，在距今4万年前制作出更加高效的工具，佩里高尔第文化和奥瑞纳文化（分别以在
法国发现的两处遗址命名）的人们制作出了80多种不同的石制工具。
人们还制作出在木制或角制的手柄上安装有石刀片的工具。
克鲁马努人（克鲁马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岩洞）生活在距今3.5万年至l万年间，他们制作出雕刻精美的
骨制工具，可能是用于祭祀。
他们还制作了其他许多工具，如凿子、锥子和划开动物皮做皮革的刀具。
2.1万年至1.7万年的法国东南部，索鲁特文明的人们制作出柳叶和月桂树树叶形状的刀具。
石制工具可以长久地保留，这也是考古学家可以探索其发展历程的缘由；而人们也已使用其他材料做
的工具，比如木制的和植物纤维制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在被遗弃后很快分解、消失。
这样的工具有安装箭头和矛头的木杆、射出箭的木弓等。
人类还开始穿着衣服——早期岩画中就有着衣的人物形象。
第一件衣服可能是妇女们穿的，她们把绳条绑在带子上做成裙子。
大约在2万年前，人们把纤维缠绕成绳索。
那时的人们还把柔软的柳条编织成篮子和渔网，也用缠好的绳子做渔网。
可以想见，人们只需要稍加改进，即可应用类似的技术制造衣物。
人类利用棕榈叶、剖开的芦苇和其他植物纤维编织篮子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埃及
法尤姆城。
在约公元前2700年，中国人已用蚕丝织布。
许多文明均以鱼作为重要食物来源，同时每个人都需要淡水来饮用、烹调、洗涤和加工纤维。
当附近的河流或小溪很小且浅时，狩猎者可以蹚过水流，撒下渔网或者用鱼镖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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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一幅雕刻于达大约1万年前的岩画描绘了一艘载着狩猎者的船追赶一只在河里游的驯鹿的情景，
画中的船与传统的因纽特皮船、爱尔兰的克勒克艇和英国的科拉科尔小艇有着类似的结构，在木制框
架上覆盖着动物皮。
北欧地区在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川期中才出现，当时那里是苔原，针叶林后来才出现。
狩猎者们可以获得充足的小木材，但能够用来挖空树干制作独木舟的大树却很少。
欧洲最早的此类船只发现于荷兰的庇斯，它由松木制成，距今大约有8000年。
英国东部亨伯河口南岸菲利比·斯鲁伊斯发现的3只船部分使用木板建造，距今已有2900年。
栽培作物全世界共有超过7.5万种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但是世界粮食的60％仅仅来源于其中3种：小
麦、玉米和水稻。
人类最初只是狩猎者和采集者。
我们的祖先以野外采集的植物为食，但如今，野生植物在我们的食谱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人工培育的植物不同于野生植物，在人类人工筛选后，它们经历了快速地进化，人工培育的植株所具
有的特征譬如尺寸大、口味好、产量高等，与自然选择的结果不同，而且现在大多数人工培育的植物
需要完全依赖人类才能生存。
农业早期的发展可能已涉及到对持续性发展的认识。
植物采集者们意识到，如果把某种植物全部挖出吃光，这种植物就会永远消失。
但如果只收集起一部分，或者等植物已经完成散播种子以后再收获，就仍可以在将来获得此种食物。
依赖野生植物为食的一个困难在于，野生植物往往分布在范围很大的一个区域，而且还和那些没有多
少利用价值的植物混杂在一起。
人类农耕业的首次谨慎尝试出现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的中东“新月沃地”，该地区从尼罗河三角
洲北部到地中海东海岸，横跨今天的伊拉克，直达波斯湾。
这里的人们开始在居住地附近播种从野生大麦和小麦中收集的谷粒，使得来年采集谷物变得更加容易
。
有证据表明，中国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或者稍晚时开始种植水稻。
采集到耕作的转变，让人类得以结束狩猎一采集这种生活方式，有利于更稳定地生存、更容易地预测
未来，因而也更容易产生新的生活方式。
自然变异造就了一系列小麦，如种头结合紧实的单粒小麦。
普通的野生小麦种头结合较松，很容易从麦穗上脱落，这一点对野生植物很有利，因为这可以使种子
散播更为广泛。
但在耕作时却恰恰相反，分散开的种子将会丢失，人们只能收获仍然留在麦穗上的种头。
而来年的庄稼只能依靠播种这些种子获得。
因此农民们一开始就选择种头结合紧实的品种，以获得更好的收成。
大约一万年前的“新月沃地”，单粒小麦自然地与另一种野生小麦杂交，产生了新的小麦品种。
单粒小麦是二倍体小麦，共有两套7条染色体。
多数杂交植物不能繁育，但一些植株是特例，如染色体数目加倍，导致四倍体的杂交植物产生，这就
是可以结果的二粒小麦（共有4套染色体，每套有7条染色体）。
二粒小麦的颗粒含有丰富的谷胶，可以用来制作高质量的面粉。
另一个变种也适时出现，这一新品种即硬质小麦，具有优于其他品种的重要特点——易于通过打谷脱
壳，因而让农民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现代大多数面包用的小麦源自另一杂交品种，即二粒小麦与一野生品种杂交得到的品种产生的具有6
套染色体（六倍体）和高营养麦粒的品种。
早期小麦是一种相对低产的农作物，农民们种下一粒种子只能收获6粒麦粒。
然而，出现在约7000年前的美洲的另一种农作物——玉米要高产得多，农民们每种下1粒玉米，就可以
收获45粒之多。
可能是因为早期小麦的低产，导致欧洲大陆上的畜牧业发展得比美洲大陆快得多。
新大陆的玉米如此高产，使得人们种植玉米就足以维持生存，不求牟利的农民也就没有多少动力去培
育新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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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是人类最早系统化栽培的农作物，可能大麦、小麦在前，水稻和玉米在后。
接着，根茎可食的作物和荚果开始出现，例如甜菜和豆荚。
继而出现了果树、叶菜和用来喂养家畜的农作物。
2000年前，人们开始培育特殊用途的农作物，如医用和烹制用的药草。
人们甚至栽种一些仅仅是出于装饰目的的作物。
尽管如今人们对植物的培育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如观赏性和稀有植物的培育，但人工栽培植
物的历程始终没有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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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纵观世界发明史，人类的祖先有着无数伟大而智慧的古老发明，今人也创造了众多无与伦比的新
型发明，大到飞机、轮船，小到拉链、回形针&hellip;&hellip;这些成果无不包含着发明家的奇思妙想和
辛勤汗水。
这些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物品，都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它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发明故事呢？
 《世界经典发明和创新故事》通过讲述科学家发明的过程和故事，阐述发明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向读者展示一部脉络清晰的世界发明和发现的历史，洞开波澜壮阔的人类探索历程，凸显重大发明和
人类文明的关联，加深青少年读者对科学改变世界的理解，启发新的科学发明，培养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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