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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一定要知道的50个世界科学奇迹》从古今中外遴选了50个科学发明与科学发现，比如古代中国
的火药、指南针的发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现代疫苗、克隆、杂交技术的发现⋯
⋯虽然，我们不能回到科学发明与科学发现的那个时代感受奇迹的魅力，但却可以感受这些科学奇迹
带给人类的变化，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更精彩的科学奇迹。
    衷心希望本套书能够带给孩子们一份认知、一份震撼、一份充满人文关怀的乐趣和思索、一种对性
情的陶冶、一种眼界的提高、一种人文知识的增长、一种人生阅历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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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发明篇　　二　能源动力类发明　　8.电动机　　【奇迹概览】　　电动机又称为马达或电
动马达，是一种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再利用机械能产生动能，用来驱动其他装置运动的电机设备。
它应用了电流的磁效应原理，利用通电线圈在磁场中受力而转动。
电动机按使用电源不同，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
　　19世纪，电动机的发明不仅使人力和畜力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而且还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
的互换。
不仅如此，电动机使电能的远距离传递和转化成为现实，电能逐渐进入人们的工业生产中。
至此，一个崭新的时代——“电气化时代”到来了。
　　奇迹探秘　　电动机的发明者是谁？
是在什么时间发明的？
　　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和美国物理学家亨利总是被误认为是电动机的发明人。
其实，法拉第和亨利并没有发明可使用性的电动机，而是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而真正能用于工业生产的电动机，是格拉姆于1870年前后发明的。
　　格拉姆（1826－1901），比利时发明家。
1856年，他来到巴黎，在一家专门制造电气设备的公司工作。
1867年，他制成一台改进型的交流发电机。
1870年前后，他又搞出了一台直流电动机。
于是，电力工业就以格拉姆发明的直流电动机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了。
在国际单位制中，法拉是什么单位？
它的命名有什么原因吗？
　　国际单位制中，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简称“法”，单位符号是F。
此单位是以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的名字而命名的。
　　走近奇迹　　19世纪初，随着工业的发展，电力逐渐被广泛利用，与此同时，第二次工业革命也
拉开了序幕。
这个时期，很多国家的物理学家都纷纷投入到电磁的研究以及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中。
电动机的发明是在电流的磁效应原理的基础上，而发现这一原理的是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
·奥斯特。
　　1820年，奥斯特发璎电流磁效应后，许多物理学家便试图寻找它的逆效应，提出了磁能否产生电
、磁能否对电作用的问题。
第二年，法拉第在读过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论文后，被这一学科领域深深吸引，于是，他在同年
发现了通电流的导线能绕磁铁旋转。
接着，他借鉴奥斯特的实验，专门对电和磁铁的作用进行探索。
　　不仅是法拉第，其他科学家也在努力寻找着“磁生电”的答案。
而美国物理学家亨利于1830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但是，他没有及时公开发表自己的实验结果。
　　1831年，法拉第终于通过10年的研究，也发现了电与磁互相作用。
于是，法拉第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报告，把这种现象定名为“电磁感应现象”。
电磁感应规律的发现，对人类社会有着划时代的贡献。
　　德国科学家雅可比于1834年前后，制成了一种简单的装置：在两个U型电磁铁中间，装一六臂轮
，每臂带两根棒型磁铁。
通电后，棒型磁铁与U型电磁铁之问产生相互吸引和排斥作用，带动轮轴转动。
这大概就是电动机的雏形。
　　1870年，比利时工程师格拉姆发明了直流发电机。
后来，格拉姆向直流发电机输入电流，其转子会像电动机一样旋转。
于是，这种格拉姆型电动机大量制造出来，效率也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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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德国科学家西门子接连制造出更好的发电机，并着手研究由电动机驱动的车辆。
　　1888年，克罗地亚出生的美国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动机。
它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又称感应电动机。
这种电动机结构简单，使用交流电，无火花，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家用电器中。
　　由于电动机的使用和控制非常方便，而且工作效率较高，没有烟尘和气味，不污染环境，噪声也
较小。
因此，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国防、商业及家用电器、医疗电器设备等各方面都能看到电动机的
身影。
电动机的发明为工业大生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猛的发展。
　　奇迹探秘　　电动机与发电机的区别是什么？
　　在电力的使用中，发电机和电动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电机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电动机则相反，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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