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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的旅程:探索人类驾驭电子的历史过程》由张大凯著。
从电磁到真空电子到固态电子，从电话、电报到电脑、光电与液晶技术，这不仅一趟充满趣味的电的
旅程，更是从新技术走向产业化成功的进程。
一个个足以改变文明的科技发明得以真正为世人所用，科学家、投资者和管理者缺一不可，这些故事
对拥有技术、有志创业的你将深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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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凯（Derek Cheung），张大凯，生于上海，在香港中学毕业后赴美，在普度大学取得电机学士学
位，后又从斯坦福大学获电机硕士及博士学位。
从1969年至1972年在硅谷的快捷半导体研究所半工半读，后到罗克威尔公司科学中心担任研究员，专
研红外显像技术。
1997年升任科学中心主管兼罗克威尔国际公司科研副总裁，负责管理在航天、电子、软件等方面的科
技创新及技术转移。
在1999年领导将科学中心转型为自负盈亏的独立高科技公司，任执行长多年，在2006年功成身退。
退休后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创立了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Advancement，宗旨是促进加州大学在
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有效应用及转移。
嗜好是发掘并帮助发展高潜质的新技术以面对市场；另一嗜好是研读电子技术的发展历史，从中吸取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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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时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已在研究白炽灯，但爱迪生的眼光层次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他认识到，要让白炽灯来满足人类照明的需要，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首先，灯泡必须便宜可靠，灯丝的寿命至少要达到几百小时。
另一个问题是电能的来源。
电灯是相当消耗电能的，用电池来做电源非常昂贵，不切实际。
不过爱迪生在1878年已看到，廉价电源的问题就快要解决了，因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发电机技术已有
了突破。
发展实用的照明系统，时机已来临。
 爱迪生发展照明系统的计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延长灯丝的寿命，另一部分是用欧洲新发展的发电
机为基础，设计一套完整的系统工程，把廉价电能高效率的输送到用户家里，供作电灯照明之用；这
个系统工程还包括怎样检测各用户的用电量，以便收费——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爱迪生提供了照明需
要的“全系统解决方案”。
在1878年，爱迪生筹集了15万美金，大张旗鼓开始发展照明系统工程。
他选择的第一个市场，是用白炽灯来取代纽约城里的煤气街灯。
 刚开始时，电灯丝的寿命只有几小时。
爱迪生用了他“错了再试”（trial & error）的方法，把各种各样可用作灯丝的物质有系统的来试验。
测试的样品总数超过3000种。
渐渐的，他发现高电阻的碳纤维效果最理想，价钱又便宜。
长纤维棉花或来自中国的竹纤维，经碳化后更是最佳选择。
这种材料技术问题，若用纯理论来分析是很难有结果的，所以爱迪生这种“蛮力”做法不失为一个有
效的途径。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爱迪生的电灯泡寿命已达几百小时，最好的甚至可达1200小时，已达到实用阶段
。
他的团队同时也设计完成了发电机组合及电能的输送系统，包括开关、保险丝、电表等。
到此阶段，爱迪生开始时筹集的15万美元已用完，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建造一个真正的电灯用户电
网。
 当时的大资本家，如摩根（J.P.Morgan）和范得标（Cornellius Vanderbilt）等人早已大规模投资了西联
电报，也在观望新兴的贝尔电话公司。
他们对爱迪生的电灯照明计划抱有极大兴趣，但还在等待技术成熟。
爱迪生仔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后，决定在1879年除夕夜，展示他在电灯照明系统上发展的成就，地点
选在自己在新泽西州门罗公园（Menlo Park）的实验室。
这天晚上，火车专车从纽约城开进了门罗公园，带来大批应邀的贵宾，包括很多新闻记者及纽约市政
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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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的旅程:探索人类驾驭电子的历史过程》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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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发生在硅谷的半导体发展史，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对于半导体的演进和近期发
展，作了适时且十分广博的描述，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乐趣。
 ——汪正平，香港中文大学工学院院长 大凯写的人类驾驭电子的历史过程，气势磅礴横跨200年 他特
别融会贯通所有电磁新科技的成功历程，着重描述从新发明到产业化成功，进而造福社会，改变社会
文明的关键历程 这些故事对拥有技术、有志创业者，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李嗣涔，台湾大学校长 内地、台湾和香港地区每年出版有关科技的书籍数不在少，很可惜总未
见有一本以深入浅出的笔触来全面和有条理地介绍有关电子历史的书本。
直至吾友张大凯的著作面世，才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
我诚意推荐这本以电的旅程为题的书本予所有每天都享受着电子科技所带来的方便、而对电子的历史
所知不多的读者，并促请他们利用这本书来一起领略电子技术那极具趣味性和启发性的历史和发展过
程。
 ——张念坤，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 大凯与我在斯坦福大学研究所曾有三年在同一个指导教
授下做作研究，他对科技很有热情，也有自己独到的观察。
这是一本他籍由人物与故事写下的电子历史之旅，无论你有无技术背景，相信读后都能有所收获。
 ——蒋尚义，台积电研究发展资深副总经理 在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及工具，都离不开电子
技术。
然而对近200年来电子技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却鲜有专书作一贯的讨论。
这本书令人赞赏之处，在于作者能够从复杂的科技历史中，把僵硬难懂的科技论述，用简易生动而有
系统的方式，忠实的将发展真相呈现出来。
更难得的是，作者对许多企业的兴亡盛衰，也从担任科技高级主管的经验中，作了鞭辟入理的评论，
值得细读。
 ——郑克勇，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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