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行车的发明演变

很久以前的人类是用腿来赶路的，后来马代替了人

腿，但是，大概是因为马爱使性子，还必须喂饲料，很麻

烦，所以人们萌发了以机器代替马匹的念头。

1790年，法国人西哈发明了一辆双轮木马，轮子虽然

能转，可是仍然要用两只脚轮流蹬地，使木马前进。这个

木马可以说是自行车的雏形。

1817年，德国的德莱斯男爵把木马改良了一下，在前

面加上把手，不过仍然得劳累双脚在地上跑。至1839年，

苏格兰的铁匠麦米伦在前轮两侧装上了踏板，真正的“脚

踏自行车”终于出现了。1888年，英国人邓洛普发明了充

气轮胎，使自行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人们对自

行车不断进行改进，终于使它发展成现在的模样。所以，

可以说自行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自行车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随着社会和

科技的发展，现在的自行车变得更加便捷、实用。

水陆两用自行车的前后轮两侧各装有两个自由翻动的

泡沫塑料的浮子，在车子的后轮钢丝上装上叶片。在陆上



行驶时，浮子向上翻起，和普通自行车一样向前骑行。当

遇到河沟时，再将前后轮两侧的浮子翻下，车就会浮在水

面，只要踩踏脚板，叶片即可驱动自行车前进。

塑料自行车的车把、车叉、轮圈及梁架均由特制塑料

制成。塑料自行车具有质地坚固、美观大方、轻便、不易

生锈等特点。有的塑料自行车的车体部分可以自由拆卸，

当撞坏了的时候，只需要拆掉坏了的部分再更换新的部件

即可。

雪上自行车是俄罗斯一位工程师设计的。他从普通自

行车上摘下车轮和链条，在前轮换上带滑雪板的竖杆，后

轮换上托架。为使滑雪板前进而不向后滑，在滑雪板下面

钉一层毛皮。其具有稳定性好、使用方便、便于携带、成

本低廉的特点。

下山来寻求刺激，这些活动多在山脊、雪地等地带开

展。速降是对车手技术和胆量的综合考验。



轮胎花纹的功能

汽车轮胎上的各种花纹并不是起装饰作用的，而是为

保障汽车安全行驶专门设计的。如果汽车只在干燥的路上

行驶，轮胎上也可以不要花纹，赛车的轮胎就是这样的。

可是一遇到雨天，没有花纹的轮胎就很容易打滑，车子开

起来摇摇晃晃的，想停的时候也不能及时停下来。

这是因为在路面和轮胎之间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水膜，

使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减小的缘故。如果轮胎上有花纹，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水会从花纹的沟里排出去，轮

胎和地面之间形不成水膜，轮胎仍然与地面紧紧地贴在一

起，因此不容易打滑。

轮胎上的花纹除了保证车辆在雨天里能安全行驶外，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

在城市里行驶的车辆，轮胎的花纹一般都是直线锯齿

形的。这种花纹不但能使汽车在柏油路上安全行驶，还能

帮助消除汽车开动时的噪声，因此人们把它叫做无声花

纹。

在野外行驶的车辆，轮胎上的花纹又深又宽，能紧紧



地“啃”住路面，即使是在雪地上行驶，也不容易打滑。

轮胎花纹是提高汽车性能，确保行驶安全的重要一

环。因此，如何正确选购、安装和使用轮胎，花纹就显得

非常重要。应根据车辆用途及经常行驶的路况和车速来选

择比较合适的轮胎花纹。

轮胎花纹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普通花

纹、越野花纹和混合花纹。

普通花纹适合在比较清洁、良好的硬路面上行驶。例

如，轿车、轻型和微型货车等多选择这种花纹。越野花纹

接地面积比较小。在松软路面上行驶时，一部分土壤将嵌

入花纹沟槽之中，必须将嵌入花纹沟槽的这一部分土壤剪

切之后，轮胎才有可能出现打滑，因此，越野驻花纹的抓

着力大。

混合花纹是普通花纹和越野花纹之间的一种过渡性花

纹。它的特点是胎面中部具有方向各异或以纵向为主的窄

花纹沟槽，而在两侧则以方向各异或以横向为主的宽花纹

沟槽。这样的花纹搭配使混合花纹的综合性能好，适应能

力强。它既适应于良好的硬路面，也适应于碎石路面、雪

泥路面和松软路面。



未来的新型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是用燃料电池代替蓄电池产生电能，从

而供电给车上的电动机使其运转。燃料电池与蓄电池不

同，必须从电池外部源源不断地向电池提供燃料，燃料一

般用天然气、甲烷、煤气等含氢化合物。

氢汽车是一种节能环保汽车。氢是一种化学元素，它

在燃烧时能放出大量的热。美国早在1976年就进行了一次

氢汽车行驶试验，那辆氢汽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80千

米，每次充10分钟的氢气，能行驶121千米。

太阳能汽车是利用太阳光照在太阳能电池上，太阳能

电池将太阳的光能转换成电能，电能驱动汽车上的电动

机。

从这种意义上讲，太阳能汽车实际上是电动汽车，但

和电动汽车有所不同的是：蓄电池靠电网充电，太阳能汽

车用的是太阳能电池。

风力汽车也属于一种环保汽车。它是一种完全以风力

作为动力的新型汽车，这种风力汽车是由美国工程师戴维

·伯恩斯设计发明的。该车设计新颖、构思巧妙、轻便灵



活，是绿色汽车家庭中的一朵奇葩。

会飞的汽车车身和一般汽车相似，但是车门的部分多

了两个可折叠的翅膀。在陆地行驶的时候，翅膀折叠，如

果想飞行的时候，翅膀就会张开。汽车如同变形金刚一

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一架小型飞机。

水陆空多用汽车是一种神奇的汽车，它是汽车家族中

的新成员。它既可以和普通的汽车一样在陆地上行驶，也

可以伸出翅膀在天空中飞行，还可以像船一样在水上航

行，如果潜入水底，它还能像潜水艇一样在水下航行。

智能汽车是指用智能卡启动汽车，打开电脑控制的语

言导航话的汽车。

通常，只有飞机或火箭的速度才能达到或超过音速。

美国火箭专家彼尔·弗雷德里克研制成功一种火箭汽

车，它的速度可达331.1米每秒，成为世界上第一辆超音速

汽车。这辆超音速汽车采用火箭驱动。汽车点火开动后，

速度瞬间可超过音速。



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是一种智能汽车，也可以称之为轮式移

动机器人，主要依靠车内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

仪来实现无人驾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开始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在可行性和实用化方面都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无人驾驶的汽车。它用两台

电视摄像机作为“眼睛”，安装在汽车大灯的上面与下

面。

它用一台电子计算机作为“大脑”，安装在司机座位

旁边，由它完成图像识别，认清道路和环境，并且进行路

线规划，计算出如何去控制驱动系统。还有自动控制系

统，它的任务是完成司机的驾车动作，控制方向盘，进行

刹车等。

这种无人驾驶车辆行驶速度是每小时20千米。车能自

动靠道路一侧行驶，如果遇有障碍物，能驾车向另一侧绕

过去，然后再回到这一侧靠边行驶。若是障碍物把道路堵



塞了，它能自动停下来。

德国戴姆勒，即奔驰汽车公司正在试验一种汽车自动

驾驶系统。一辆“维塔牌”汽车已无人驾驶达10000千米。

但是，无人驾驶汽车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克服不少

技术难题，才能获得实际应用。

为了节省燃料，为了让高速公路上能通过更多的车

辆，为了汽车安全行驶，而且能很快到达目的地，国外有

人设想出一种用电脑控制的汽车，汽车结队行驶，不用人

驾驶。

车上装有自动防撞装置，当车辆接近运动或静止目标

时，防撞装置就会发出警告，甚至自动停车或避让。

高速行驶的汽车防碰撞是至关重要的。当汽车以近100

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时，若发现前方60米处有障碍物，

在1秒钟内必须紧急制动，否则就会有碰撞的危险。

一般来说，普通车灯的能见度为60米，也就是说，安

装普通车灯的汽车，夜间行车速度如果超过100千米每小

时，司机用肉眼观察到障碍物，已经不能可靠地保证安全

行车了。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无人驾驶汽车的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在1992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



的无人驾驶汽车。

2005年，首辆城市无人驾驶汽车在上海交通大学研制

成功，并在2010年世界博览会上一展身手。游客在公园入

口处只需按下按钮，汽车就会从远处开过来缓缓停下，然

后搭载着乘客前往他们想去的景点。



水陆两用汽车

水陆两用车又名水陆两栖车、水陆两栖船、水陆两用

船、水陆两用艇。它是结合了车与船的双重性能，既可像

汽车一样在陆地上行驶穿梭，又可像船一样在水上泛水浮

渡的特种车辆。

由于其具备卓越的水陆通行性能，可在行进中渡江河

湖海，因而在交通运输上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

水陆两用车的发展可追溯上百年的历史，有资料记载

上的第一辆水陆两栖车由一位美国人于1805年发明。为了

能在水中行驶，这位美国人在车上装了轴和桨轮，用发动

机飞轮轴的皮带和皮带轮来驱动桨轮。

当这辆两栖车一到水中，车尾的桨轮开始工作。更准

确的描述，这应该是一辆使用蒸汽动力的装有轮子的船，

从结构和使用上判断这个发明是一辆能在水中行走的车。

跨世纪的水陆两用汽车是由美国研制的，它在公路上

的行驶速度是每小时220多千米，在海面上航行的速度为每

小时140多千米。这种水陆两用汽车采用了200多项高新技

术，其中有86项是最新科技发明，堪称“跨世纪”的两用



交通工具。

这辆车上所有的零部件，全由电脑控制，只要其中任

何一个零部件出现了问题，不管驾驶员是否意识到，电脑

都会“拒绝”启动，并在显示屏上显示出了问题的部件，

工作人员维修起来非常方便。这辆水陆两用汽车还装有世

界上最先进的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汽车驶入海洋后，

驾驶人员只要将乘客要去的地点输入到电脑里，就可以高

枕无忧了。

汽车的航行及操作都由卫星导航系统发出指令，车内

电脑自动控制驾驶。途中若遇到障碍时，车上安装的红外

线监测、声呐以及超声波探测仪就会立即报警，卫星导航

系统会指挥汽车自动避开。跨世纪的水陆两用汽车的底部

安装有超感应传感器，就像汽车的眼睛一样，可以探测到

汽车是否需要更换车轮。在海上航行时，采用400马力的喷

射引擎推进，航行速度超过了快艇。在行驶中，车内不会

积水，因为一旦有海浪涌入车内，传感器会立即向电脑发

出信息，电脑会指令抽水设备将车内的水迅速排出。



改进火车刹车装置的人

19世纪初，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出现了。1829年，举

行的一次“火车竞赛”中，斯蒂芬森驾驶着满载的“火箭

号”机车，以时速56千米创造了陆地第一个车辆奔跑速度

记录。此后，呼啸的火车开始奔驰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形

成了铁路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但是，这种火车还不够完善。致命的缺点是刹车不

灵，经常发生运行事故。因此在当时，人们认为火车也是

一种不安全的交通工具，并将它戏称为“踏着轮子的混世

魔王”。

当时的火车刹车装置十分原始，最初仅仅装在车头

上，完全凭司机的体力扳动闸把来刹车，很难使沉重的列

车迅速停下来。

后来改进为每节车厢上都安装一个单独的机械制动

闸，配备一个专门的制动员，遇有情况，由司机发出信

号，各个制动员再狠命按下闸把。这样虽然稍好一些，但

仍然不能迅速地刹住列车。因此，发明一种灵敏有效的火

车刹车装置，已成了铁路运行的大问题。



很多人都曾致力于改进火车刹车装置的研究，但谁也

没想到，最终获得成功的却是一位贫困的美国年轻人——

威斯汀豪斯，他发明了一种灵敏可靠的空气制动闸，给火

车这匹巨大不羁的“铁马”，系上了“缰绳”，在铁路安

全运输史上竖立了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威斯汀豪斯发明新型火车空气闸的念头，是由一次偶

然的事件激发起来的。

他在一次旅行中，恰好赶上了因火车刹车不灵造成的

严重撞车事故。目睹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他当时就下

定决心，要发明一种有效的制动闸，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

生，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

他首先想到了蒸汽。既然列车是蒸汽推动的，为什么

不能用蒸汽来制动呢？他设计了一套装置，用管路把锅炉

和各个车厢连接起来，试图用蒸汽来推动汽缸活塞，从而

压紧闸瓦，达到刹车的目的。

基于这个想法，威斯汀豪斯终于制成了新型的空气

闸。其原理并不复杂，只要增加一台由机车带动的空气压

缩机，通过管道将压缩空气送往各个车厢的汽缸就行了。

刹车时，只要一打开阀门，压缩空气就会推动各车厢的汽

缸活塞，将闸瓦压紧，使列车迅速停下来。



火车的轨道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火车轨道都是用钢铁做成的，但是

最初的轨道并不是钢铁的，而是用一块块石头砌成的，后

来又出现了在英国煤矿十分常见的木头做成的轨道，当

然，那时候在上面行驶的并不是火车，而是马车。

至1712年，纽可门发明了蒸汽机车，使矿石的产量大

大提高，钢铁的产量也随之上升，所以出现了用普通钢铁

板铺设的铁路。

后来，为了防止车轮出轨，采用了“L”形铸铁轨。至

18世纪中叶，车轮内缘出现一圈突出的边，取代了铁轨上

的附加边，接着又经过了很多年的改进，铁路才变成现在

这样。

火车的车身和车轮都是钢铁做成的，拉的货物和乘客

又很多，所以每节车厢都很重。它如果在普通的柏油路上

跑，就会陷到地里去，一步也走不了。就算能走起来，由

于火车又长又重，惯性大，不能说停就立刻停下来，这是

很危险的。因此，火车只有在铁轨上才能跑。铁轨上没有

其他车辆或行人，这样才能跑得又快又安全。为了不使火

车从铁轨上掉下来，人们在车轮的内侧安装了一个比车轮



大一圈的边，使车轮边缘恰好被两根铁轨内侧挡住，而不

易从铁轨上脱落。

另外，要想在转弯时不使车轮从铁轮上脱落，就要使

转变处的铁轨比内侧的高一些。如果转弯处的外侧铁轨不

比内侧铁轨稍高一些，外侧车轮就会从铁轨上抬起来，火

车就有可能从铁轨上掉下来。

现在有一种铁路公路两用车，这种列车除了具有能在

铁轨运行的钢制车轮外，还装有在公路上使用的橡胶轮

胎。当需要在公路上运行时，橡胶车轮降下，钢制车轮收

起。两用列车可以把货物直接运送到不通火车的目的地，

不需要中途转运，因此大大方便了货物运输。现在科学家

正在研制一种水下列车，这种列车像一艘潜艇一样，一头

扎进浩瀚的海洋，列车中的旅客顿时静下来，几分钟后惊

魂未定的旅客发现自己到了奇妙的水下世界。各种美丽的

游鱼从车窗边闪过，巨大的珊瑚礁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眼

前，这些都能在未来的水下列车中看到。



隐形飞机的功能

隐形对于一般人来说都不陌生，虽然这些说法大多来

自小说和神话，但是在现实中也不乏隐形的例子。比如变

色龙就能通过改变自己的颜色来进行隐形。

人们通过研究仿生学，并且应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材

料，终于在庞大的飞机上也实现了隐形。

隐形战机被形象地喻为“空中幽灵”，它们行踪诡

秘，能有效地躲避雷达跟踪。这多亏有了能吸收雷达波的

隐形材料，才使隐形战机能轻而易举地从雷达眼皮底下逃

之夭夭。

隐形飞机的隐形并不是让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的目

的是让雷达无法侦察到飞机的存在。用雷达寻找飞机有点

和黑夜里用手电筒找人差不多，这个人如果想要不被找

到，有三个方法：第一，穿上反射光波能力较差的衣服，

比如粗糙的黑布衣服；第二，把身体变成透明的；第三，

他可以躲在一面和地面呈一定角度的大镜子后面，用镜子

把手电筒的光反射到出去，拿手电筒的人就看不到了。

飞机要躲避雷达的探测，也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



采用反射雷达波较少的材料涂在飞机的表面上；第二，可

以采用对雷达波“透明”的材料。不过飞机的发动机和电

子设备不可能用透波材料制作，所以在隐形飞机上透波材

料只能用在个别的部位；第三种是躲在“倾斜的镜子”下

面，飞机通过特定的外形设计，可以让多数雷达波反射不

到雷达接收机的位置。

隐形飞机为什么不容易被发现呢？就是因为飞机的机

体设计及表面烤漆的原因。一般隐形飞机的机体设计，都

会尽量地让飞机发动机藏于机身较弯曲的进气道内，而不

像一般的飞机进气道都是从头通到底的，因为这样可以减

少雷达反射截面，使能够反射雷达的地方少之又少。

飞机表面的烤漆并非是一般的烤漆，而是一种含有金

属粉以及一些胶质原料所制成的漆，这些漆的作用在于它

可以将雷达波吸收掉，而不会反射掉，但是这种漆料有一

个缺点，就是相当容易氧化，所以这种飞机需要在控湿的

条件下存放。

隐形飞机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派出了42架F-117A隐形战斗

机，出动1300余架次，投弹约2000吨，攻击了40%的重要战

略目标，自身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随着材料技术和更新的技术的出现，隐形飞机的隐形



能力会越来越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也会更加突出。



直升机的飞升

直升机是一种由一个或多个水平旋转的旋翼提供向上

升力和推进力而飞行的航空器。直升机具有垂直升降、悬

停、小速度向前或向后飞行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直升机

在很多场合大显身手。不过，直升机与飞机相比，它的缺

点是振动和噪声水平较高，维护检修工作量较大，使用成

本较高，速度较低，航程较短，耗油量高。

我国公元前就广泛流传的玩具竹蜻蜒是直升机旋翼的

起源。直至18世纪，竹蜻蜓传入欧美，启发了欧美人利用

旋翼使航空器升空的设想。

直升机的雏形是俄国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在1954

年制的一个钟表机械发动装置，但这架“直升机”只有观

赏价值。20世纪初，法国工程师保罗·科尔尼才使真正的

直升机飞上了天。科尔尼本人也作为“直升机之父”被载

入了史册。那么直升机是怎样飞起来的呢？原来，直升机

共有两个螺旋桨。直升机的头顶上的一个比较大，叫机

翼，不停旋转使空气产生一种向上的浮力，就将飞机直送

上天了。

直升机尾部的一个螺旋桨较小，用来改变直升机的飞



行方向。在这两个螺旋桨的配合下，直升机就可以在空中

自由自在的飞行了，并且还能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停在那

里，这就使它能够完成很多其他飞机所无法胜任的工作。

另外，直升机的尾翼还能防止直升机在空中打转转。

那是因为旋翼在旋转时会给飞机一个与旋转方向相反的

力，垂直的尾旋翼可以产生一个与这个偏向力相反的力，

这样就把旋翼产生的相反的力给抵消了，直升机也就不会

在空中打转了。

直升机升空后发动机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转速

下，控制直升机的上升和下降是通过调整旋翼的总距来得

到不同的总升力的，因此直升机实现了垂直起飞及降落。

直升机的最大时速可达每小时300千米以上，它最突出

特点是可以做低空、低速和机头方向不变的机动飞行，特

别是可在小面积场地垂直起降。还有直升机的适应性强，

随处可以起落，灵活性大，可随时改变飞行方向。

因为这些优势，它常被用于地质勘探、防火护林、野

外救护等各项作业中。



超轻型飞机的特点

超轻型飞机属于轻小型飞行器中的一种。这种飞机除

了体积比大飞机小，重量比大飞机轻外，其他结构同大飞

机类似。

超轻型飞机中的各型号飞机都具有重量轻、机翼面积

大、空中滑翔性能好、飞行平稳、飞行速度低的特点。此

外，它的运输和维护比较方便，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易普及

推广的大众航空器。

超轻型飞机在低空

飞行较安全、可靠，可以保持距地面5米的高度飞行。

超轻型飞机的起落对机场要求不高，它的起落滑跑距离只

需几十米至几百米，只要有一块较平的地面就可以起降。

超轻型飞机的用途很广，可以用于航空体育、航空摄

影、探矿、护林、播种、喷洒农药、资源调查、商业活

动、城镇规划等活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的“小鹰

100”超轻型飞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的“极限Ⅱ”型

超轻型飞机，都是性能不错的国产飞机。



一架超轻型飞机的空机重量只有两三百千克，大多是

由铝合金和尼龙布、轻木、硬泡沫等材料构成，再装上一

台几十马力的小发动机就能飞行。

这种小型飞机多数为无座舱或半座舱式，有简单的飞

行仪表和发动机仪表组成。由于飞机重量轻、体积小、结

构简单，使许多业余爱好者，能够在家庭完成制造和装

配。

超轻型飞机的飞行速度，一般为每小时50至100千米。

最大速度不超过每小时100千米。

那么轻型飞机是什么样子呢？轻型飞机一般是指最大

起飞重量小于5700千克的飞机，目前全世界共有40多万

架。

由于轻型飞机具有轻便、安全、使用要求低、能在草

地起降、易于操作、价格低廉等特点，在国外被广泛用于

私人飞行、公务飞行、商业运输、空中游览、飞行训练、

航空俱乐部、地质勘探、航空摄影、紧急救护、播种施

肥、森林和渔业巡逻、灭火和探矿等。近10多年来，用于

商务通勤、公务飞行的轻型飞机越来越多，仅美国政府就

有近30000架。至于一些农场主、企业巨头、商业富豪，拥

有私家飞机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比如，美国约翰逊父子公司的第四代传人萨姆·约翰



逊，已有50多年的驾龄，作为跨国公司的老板，轻型飞机

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便利和效率。



滑翔机的飞行原理

在介绍滑翔机在空中飞行的原理之前，让我们先来做

一个简单的试验：在下嘴唇粘上一张小纸条，用力一吹

气，小纸条就会飘起来。这是因为吹气的时候，纸条上面

的空气跑得快，压力小，纸条下面的气体跑得慢，压力

大。这样，纸条就被下面的气体托着飘起来了。

飞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出来的。

滑翔机和一般的飞机不同，它没有发动机，但却有两

只很大的翅膀，完全靠着上升气流在天空中滑行。天空中

上升气流很多，有时风被山挡住，气流只好向上跑；有时

空气流过比较热的地面，受热膨胀而向上升。

滑翔机驾驶员只要很好地利用上升气流，设法从这个

上升气流滑行到另一个上升气流，便可以在空中飞上几个

小时，飞到几百千米以外的地方，甚至更远。

滑翔机的出现要早于飞机，1801年，英国的乔治·凯

利爵士研究了风筝和鸟的飞行原理，于1809年试制了一架

滑翔机。



1847年，已是76岁的凯利制作了一架大型滑翔机，两

次把一名10岁的男孩子带上天空。一次是从山坡上滑下，

一次是用绳索拖曳升空，飞行高度为2至3米。4年后，由人

操纵的滑翔机第一次脱离拖曳装置飞行成功，飞行了约500

米远。

德国土木工程师利林塔尔所设计的滑翔机，把无动力

载人飞行试验推向高潮。他于1891年制作了第一架固定翼

滑翔机，翼展为7米，用竹和藤作为骨架，骨架上缝着布，

人的头和肩可从两机翼间钻入，机上装有尾翼，全机重量

约2000克，很像展开双翼的蝙蝠。他把自己悬挂在机翼

上，从15米高的山冈上跃起，用身体的移动来控制飞行，

滑翔90米后安全降落。这是世界上第一架悬挂滑翔机。

1891年至1896年间，利林塔尔共制作了5种单翼滑翔机

和2种双翼滑翔机，先后进行了2000多次飞行试验，并掌握

了多项飞行技术。

1896年8月9日，他驾驶滑翔机在里诺韦山遭遇强风高

飞行，并且其操纵性能更加完善。从此，滑翔机进入了实

用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滑翔机曾用来空降武装

人员和运送物资。今天滑翔机主要用于体育航空运动。



船舶的发展

船的发明不归属于具体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个历史

时期的人类发明的，而是全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结晶。自从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为了生存，他们有时需要渡河，

有时需要在河上捕鱼，这就有了对船的需求，也就开始想

方设法创造能浮在水上载人载物的工具。

最初，人们是利用漂流的树木渡河，以后人们将木头

稍做加工，扶着木头过河，在以后，人们又学会了用木头

或竹子绑成筏子渡河。

由于用木筏和竹筏载人或载物时，河水很容易把人或

物品弄湿，所以，慢慢地人们又设计出了中间是空的独木

舟，后来，为使木船不容易翻，又在独木舟的旁边固定上

了横木。

就这样船的形状及功能不断地被人类改进和加强，到

现在人们已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速度很快的水翼

船、可在陆地上行驶的气垫船、不烧油的核动力船、超导

船、太阳能船等。

1879年，世界上第一艘钢船问世后，开始了以钢船为



主的时代。船舶的推进也由19世纪的依靠撑篙、划桨、摇

橹、拉纤和风帆发展到使用机器驱动的时代。

1807年，美国的富尔顿建成第一艘采用明轮推进的蒸

汽机船“克莱蒙脱”号，时速约为每小时8000米。

1894年，英国的帕森斯用他发明的反动式汽轮机作为

主机，安装在快艇“透平尼亚”号上，在泰晤士河上试航

成功，航速超过了60千米。1902年至1903年在法国建造了

一艘柴油机海峡小船。1903年，俄国建造的柴油机船“万

达尔”号下水。

20世纪中叶，柴油机动力装置成为运输船舶的主要动

力装置。

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又为船舶动力开辟了一个新的途

径。1954年，美国建造的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功率

为11025千瓦，航速33千米。现在，为了节约能源，有些国

家吸收机帆船的优点，研制一种以机为主，以帆助航的船

舶。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联合控制，日本建造的“新爱德

丸”号便是这种节能船的代表。现在船舶的外形一般都是

流线型，材料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更新，多是钢材以及铝、

玻璃纤维、亚克力和各种复合材料。



水闸的作用

水闸是主要利用闸门挡水和泄水的建筑物。关闭闸

门，可以拦洪、挡潮、抬高上游蓄水水位，以满足上游取

水或通航的需要。开启闸门，可以泄洪、排涝、冲沙、取

水或根据下游用水的需要调节流量。水闸在水利工程中的

应用十分广泛，多建于河道、水库、湖泊及滨海地区。

巴拿马运河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水运航道。

因为运河的水面高出海平面约26米，船只无法直接通行，

因此人们在运河的两端安装了好几道水闸。轮船通过运河

时，先开到水闸内，然后关上水闸，往里面放水，使水位

升高。这样，船只就能顺利地通过了。

1903年11月，美国获得单独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力，

于1904年动工，1914年完成。

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

的航程。例如，从美国纽约到加拿大温哥华，比绕道南美

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缩短航程12000多千米，从纽约到日本

横滨，缩短航程约5300多千米；从欧洲到亚洲东部或澳大

利亚，也近了3200多千米。



我国修建水闸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598年至公

元前591年，在安徽省寿县就建设有5个闸门引水，以后随

着建闸技术的提高和建筑材料新品种的出现，水闸建设也

跟着日益增多了起来。

1949年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建设水闸，并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如长江葛洲坝枢纽的二江泄水闸，最大泄量为每

秒84000多立方千米，位居我国首位，运行情况良好。

国际上修建水闸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如荷兰

兴建的东斯海尔德挡潮闸，闸高53米，闸身净长3000米，

被誉为“海上长城”。

当前水闸的建设，正向形式多样化、结构轻型化、施

工装配化、操作自动化和远动化方向发展。

同时，水闸设计更加严格。闸室的设计，须保证有足

够的抗滑稳定性；闸室的总净宽度须保证能通过设计流

量；闸室和翼墙的结构形式、布置和基础尺寸的设计，需

与地基条件相适应，尽量使地基受力均匀。

此外，水闸设计还要求做到结构简单、经济合理、造

形美观、便于施工、管理，及有利于环境绿化等。



船只的航行规则

车辆在马路上行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然的话就会

发生危险。海洋和江河没有信号灯，也没有交通警察指

挥，那么船在水面航行时，当两艘船相遇时应该怎么办

呢？

其实船只在水面航行也是有一定的交通规则的，也要

按信号灯的指示去做。只不过它们的信号灯都是装在船上

的。

在船的两侧各有一盏灯，右侧是绿灯，左侧是红灯。

在前桅杆上、后桅杆上和船尾正中，都装有一盏白灯。机

动船单船航行时，应当显示白光桅灯一盏，红绿光舷灯各

一盏，白光尾灯一盏。船舶长度为50米以上的机动船，还

应当在后桅显示另一盏白光桅灯。船舶长度小于12米的机

动船，可以显示白光环照灯一盏和红、绿并合灯一盏。这

样，当两艘船相遇时，驾驶员只要按照对方船上的信号灯

指示去做，就不会有危险了。

我们都知道自行车有刹车，汽车和火车也有刹车，可

是你看过轮船有“刹车”吗？



如果你乘坐渡轮，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轮船

先向上游斜渡，随着江水慢慢地斜向对岸码头的下游，然

后再平稳地逆流靠岸。江水越急，这现象越明显。

你可以注意一下：在长江大河里顺流而下的船只，当

它们到岸时，却不立刻靠岸，而要绕一个大圈子，使船逆

着水行驶以后，才慢慢地靠岸。

这里有个简单的算术题，你不妨做一做：假若水流的

速度每小时是3000米，船要靠岸时，发动机已经关了，它

的速度是每小时4000米，这时候要是顺水，这只船每小时

行多少米？要是逆流时呢？

你也许脱口就可以把上面的题目答出来，那就是：顺

流时，每小时船行7000米；逆流时，每小时船行1000米。

究竟是7000米那么快容易停呢？还是1000米那么慢容

易呢？当然是越慢越容易停靠。

这样看来，使轮船逆水近码头，就可以利用流水对船

身的阻力，而起一部分“刹车”作用；另外，轮船还装

有“刹车”的设备和动力，例如：当轮船靠码头或远行途

中发生紧急情况，急需要停止前进时，就可以抛锚，同时

轮船的主机还可以利用开倒车起“刹车”作用。



破冰船的威力

破冰船是用于破碎水面冰层，开辟航道，保障舰船进

出冰封港口、锚地或引导舰船在冰区航行的勤务船。世界

上公认最早的破冰船是1872年在汉堡建造的“破冰船”1

号。这艘船为促进北欧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也有

学者认为，1864年，由俄国人改装后的“派洛特”

号小轮船才是世界第一艘破冰船。英国为俄国建造

的“叶尔马克”号破冰船，是第一艘在北极航行的破冰

船。

每当严寒降临、冬天到来的时候，北方的港湾和海面

常常会被冰封，使航道阻塞。为了便于船舶出入港口，往

往要用破冰船进行破冰。那么，破冰船是如何破冰的呢？

原来破冰船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船体结构坚实，船

壳钢板比一般船舶厚得多；船宽体胖，上身小，便于在冰

层中开出较宽的航道；船身短，因而进退和变换方向灵

活，操纵性好；吃水深，可以破碎较厚的冰层；马力大、

航速快，这样向冰层猛冲时，冲击力大。

破冰船的船头制造成折线形，使头部底线与水平线成



20度至35度角，船头可以“爬”到冰面上。它的船头、船

尾和船腹两侧，都备有很大的水舱，作为破冰设备。

破冰船遇到冰层，就把翘起的船头爬上冰面，靠船头

部分的重量把冰压碎。这个重量是很大的，一般要达到

1000吨左右，不太坚固的冰层，在破冰船的压力之下马上

就会让步。

如果冰层较坚固，破冰船往往要后退一段距离，然后

开足马力猛冲过去，一次不行，就反复冲，把冰层冲破。

如果遇到很厚的冰层，一下冲不开，破冰船就开动马

力很大的水泵，把船尾的水舱灌满，因为船的重心后移，

船头自然会抬得更高。这时，将船身稍向前进，使船头搁

在厚冰面上，然后再把船尾的水舱抽空，同时把船头的水

舱灌满。

就这样，本来重量很大的船头，再加上船头水舱里新

灌满几百吨水的重量，再厚的冰层，也会被压碎。破冰船

就这样慢慢地不断前进，在冰上开出一条水道。



高速行驶的水翼船

在各种交通工具中，船舶航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大

多数船只每小时只能行驶20千米至30千米。可是，有一种

船，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千米以上，这就是水翼船。

水翼船的特点是行驶在空气跟海水的界面上，以尽量

克服水的阻力。

1919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艘水翼船，船重5吨，航速

是每小时60余海里。1957年，苏联建造了内河水翼船，船

重25吨，船速每小时38海里。1968年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

建成的一艘“平景”号水翼船，在平静的水中速度超过40

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翼船。

水翼船是利用装在船底的水翼在航行中所产生的上升

力来高速航行的船舶。水翼船的构造和普通的船基本相

同，只是在船底多了两个像飞机翅膀一样的东西，这就是

水翼。水翼船能行驶得那么快，秘密全在这两个水翼上。

水翼船的工作原理与飞机一样，水翼的断面也与机翼

断面的形状一样，当船在推进装置的作用下快速航行时，

浸在水中的水翼就因其断面的特殊形状而造成它上、下表



面所受的水的压力不同，下面大而上面小，从而形成向上

的升力，逐渐把船体抬起。这样就使船所受的水动阻力减

小，使船速更易增加。当航速增加到一定值时，上升力也

大到可以将船体完全抬出水面，从而使船在水面上掠行，

就像在水面上飞行一样。

这个时候，只有船的水翼支架或部分水翼与水面接

触，就这样，当船高速行驶时，就可大大降低水动的阻

力，还可减少波浪对船体的冲击，从而在海面上飞快的航

行。

水翼船按水翼数目可分为单水翼船和双水翼船；按水

翼能否收放，分为固定水翼船和可收缩水翼船；按水翼与

水面的相对位置，可分为全浸式水翼船和割划式水翼船；

按控制方式，分为自控水翼船和非自控水翼船。

我国曾建造过一批全浸式水翼船和割划式水翼船，在

长江和内湖水域使用。自控式水翼船因采用自动控制装

置，能够更好地适应海洋水域。但是由于日常保养成本

高，往往只在特殊航线和军事应用中使用。水翼船结构材

质一般用铝合金或高强钢材，水翼用不锈钢等材料制造。



能在陆地跑的气垫船

我们都知道，船是在水里行驶的，可是气垫船既能在

水里行驶，又能在陆地上跑，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气垫

船和一般的船不一样，气垫船的船底四周有一圈用橡胶做

成的围裙，开动的时候，用压气机把空气从船底喷出，由

于周围有橡胶围裙阻挡，于是，喷出的空气就在船的下面

形成了一个空气垫，使船悬起来。

所以，无论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它都能行驶。即

使在沼泽地区，它也会畅通无阻。

在气垫船上还装有好几个螺旋桨，气垫船悬起来后，

借助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产生的推力，就能飞快地前进了。

气垫船的速度可达每小时几十千米，最快可达200千

米。我国的最大气垫船是1996年3月验收合格的“康平

号”，船长52.8米，宽12.3米，能载40人，航速为每小时

50.3千米。

气垫船又叫“腾空船”，是一种以空气在船只底部起

衬垫承托作用的交通工具。它是利用高压空气在船底和水

面间形成气垫，使船体全部或部分垫升起来，从而实现高



速航行的船。

气垫是用大功率鼓风机将空气压入船底下，由船底周

围的柔性围裙或刚性侧壁等气封装置限制气体逸出而形成

的。

19世纪初，就已经有人认识到把压缩空气打入船底下

可以减少航行阻力，提高航速。1953年，英国人库克雷尔

创立气垫理论，经过多次试验后，于1959年建成世界上第

一艘气垫船，并且成功横渡了英吉利海峡。1964年以后，

气垫船类型增多，应用日益广泛。目前多用作高速短途客

船、交通船和渡船等，航速可达每小时60海里至80海里。

气垫船船身一般用铝合金、高强度钢或玻璃钢制造；动力

装置用航空发动机、高速柴油机或燃气轮机。船底围裙用

高强度尼龙橡胶布制成，磨损后可以及时更换。气垫船的

运输速度快，是运输物资等后勤补给品的很好方式；还可

作为快速布雷工具，比常规舰船有许多优势。



潜艇发射导弹的原理

潜艇是既能在水面航行又能潜入水中航行的舰艇，也

称潜水艇，是海军的主要舰种之一。

潜艇在战斗中的主要作用是：摧毁敌方军事、政治、

经济中心；消灭运输舰船、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攻击大

中型水面舰艇和潜艇；执行布雷、侦察、救援和遣送特种

人员登陆等。

潜艇能够发展至今天，是因为它具有以下特点：能利

用水层作为掩护进行隐蔽活动和对敌方实施突然袭击；有

较大的自给力、续航力和作战半径，可远离基地，在较长

时间和较大海洋区域以至深入敌方海区独立作战，有较强

的突击威力；能在水下发射导弹、鱼雷和布设水雷，攻击

海上和陆上目标。

潜水艇为什么能沉下去，浮上来呢？原来，在潜水艇

上，有好几个盛水的大水柜，潜水艇要下沉的时候，就用

空气压缩机，把铁柜里的空气抽掉，打开阀门，让海水冲

进去，铁柜里灌满了水，潜水艇的重量增加了，就能潜到

海底了。



如果要想让潜水艇升上来的时候，就把铁柜里的海水

挤出去，再把空气灌进铁柜，这时候，潜水艇就变轻了，

就会慢慢地浮出水面了。

潜艇在水下也能发射导弹，但由于受环境的限制，在

水下发射导弹要困难许多。

你知道潜艇是如何发射导弹的吗？

潜艇在水下发射导弹，首先要克服的是水的阻力。因

此，在发射前需要用压缩空气向密闭的发射筒内充气，使

筒内的气压与海水的压力相等。这样，打开发射盖时，才

能保证海水不流入发射筒内。

发射时，第一级火箭不能在水下点火，而要用压缩空

气或高温高压蒸汽把导弹从发射筒内推出。导弹在巨大的

推力作用下，才能冲出水面进入空中。此时，第一级火箭

才开始点火，推动导弹按预定程序飞向目标。

导弹在水下发射，对水深也有严格要求。潜艇发射深

度应在30米左右，发射海区的水深要超过100米。此外，潜

艇发射导弹时的航速也不宜太快，海浪也不能过大，否

则，会影响导弹的准确性。潜艇按作战使命分为攻击潜艇

与战略导弹潜艇；按动力分为常规动力潜艇与核潜艇；按

排水量分，常规动力潜艇有大型潜艇、中型潜艇、小型潜

艇和袖珍潜艇，核动力潜艇一般在3000吨以上。





能够预测风雨的雷达

我们都知道雷达在军事上有着广泛的用处，是国防上

有效的预警工具。可是雷达还能测风雨，也许很多人还是

第一次听说过吧！

用来测风雨的雷达，叫气象雷达。测风的时候，气象

工作者先放出一个带金属反射靶的氢气球，这样雷达向金

属反射靶发射无线电波，然后通过反射的回波，就能准确

地测出气球的高度和水平距离以及方位、仰角等数据，这

样就可以推算出各高度的风向和风速。

当雷达向云层发射无线电波时，由于云层中的水滴直

径大小对雷达的无线电波反射的强弱不同，在雷达荧光屏

上显示的回波亮度也不一样，越亮说明云层中的水滴直径

越大，这样就能判断出这块云层会不会下雨。

如果想知道更高空的气象情况，就得发射火箭，当气

象火箭到达一定高度，打开降落伞，火箭携带的各种仪器

开始工作，地面雷达跟踪徐徐下降的火箭就能知道各种高

度的气象情况。

雷达是20世纪人类在电子工程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



雷达的出现为人类在许多领域引入了现代科技的手段。

1935年2月25日，英国人为了防御敌机对本土的攻击，

开始了第一次实用雷达实验，于是雷达产生了。

雷达是利用极短的无线电波进行探测的，雷达的组成

部分有发射机、天线、接收机和显示器等。由于无线电波

传播时，遇到障碍物就能反射回来，雷达就根据这个原理

把无线电波发射出去，再用接收装置接收反射回来的无线

电波，这样就可以测定目标的方向、距离、高度等。

最初雷达主要用于军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

在海岸线上建起了雷达防御网络。这些雷达使英国人能够

不断地成功抗击德军破坏性的空中和海底袭击。

雷达被人们称为“千里眼”。在现代战争中，由于雷

达技术的进步，使交战双方在相距几十千米，甚至上百千

米，人还互相看不到，就已拉开了空战序幕，这就是现代

空战利用雷达的一个特点，即超视距空战。

雷达的优点是白天黑夜均能探测远距离的目标，且不

受雾、云和雨的阻挡，具有全天候、全天时的特点，并有

一定的穿透能力。

随着雷达技术的不断改进，如今雷达被广泛应用于众

多领域。雷达在洪水监测、海冰监测、土壤湿度调查、森



林资源清查、地质调查等方面显示了很好的应用潜力。



火箭的工作原理

火箭和喷气式飞机都是利用尾部喷出的气体产生的反

作用力飞行的，表面上看它们的飞行原理好像差不多，其

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前端有一个很大的进气孔，当发

动机工作时，能从这个孔把空气吸进来，然后再把它压

缩。

压缩后的空气和雾状的燃料在燃烧室内混合燃烧，产

生大量的气体，并猛烈向后喷出，飞机就能向前飞行了。

这就是说，喷气式飞机飞行时必须得有空气帮忙，因为燃

料燃烧时需要的氧气是由空气提供的。再说飞机有一对很

大的翅膀，它就是靠这对翅膀在空气中产生的浮力飞行

的。

火箭是以热气流高速向后喷出，利用产生的反作用力

向前运动的喷气推进装置。

火箭不但装有燃料，还随身带着能放出氧气的氧化

剂。需要的时候，只要把氧化剂和燃料送进燃烧室里就行

了，不需要空气来帮忙，所以火箭的发动机前端没有进气



孔。

火箭的发动机有足够的力量使火箭脱离地球的引力，

飞出大气层。太空中没有空气，火箭当然也用不着有很大

的翅膀。

火箭虽然不像飞机那样需要有灵活的转弯功能，但是

要想进入正确的轨道飞行，也必须不断地调整方向才行。

火箭调整方向的装置安装在尾部，由地面站通过电波信号

来操纵，使火箭改变方向。不同的火箭，转向装置也不一

样。

有些火箭在喷气孔的中间装一块直立的金属板，这块

板向左转，气流向左喷出的力量就会大些，把火箭的尾部

向右推，使火箭向左前方飞行。

小型火箭一般是在发动机的侧面再安装几个小发动

机，根据需要把小发动机点燃，让气流从侧孔中喷出，火

箭就会转弯了。液体燃料火箭大多采用这种办法。固体燃

料火箭的转向装置，是在喷气孔的内壁开几个小孔，通过

小孔喷射气体，也能改变火箭的飞行方向。有的火箭，整

个喷气孔是活动的，能够根据需要变换方向。喷出的气流

方向变了，火箭的飞行方向也就随着改变。



多级火箭的功能

随着人类逐渐进入深空探测和空间飞行器的增多，这

就要求火箭具有更大的运载能力，因而出现了多级火箭。

简单的说，多级火箭就是把几个单级火箭连接在一起

形成的，其中的一个火箭先工作，工作完毕后与其他的火

箭分开，然后第二个火箭接着工作，依此类推。

由几个火箭组成的称为几级火箭，如二级火箭、三级

火箭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多个火箭同时工作，它们只

能算作一个级。

空间运载火箭的任务是将空中飞行器发射到空中某一

区域，这就需要火箭发射的速度很快。而在空中飞行的人

造卫星，只有达到每秒7900米才不会掉向地面，飞到月球

或其他星球上的人造卫星速度要达到每秒11200千米左右。

火箭是靠往后喷发出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前进的，气

体喷出的越快，火箭向前的速度越快，这需要携带大量燃

料，如果再加上地球的引力和空气的阻力，单级火箭是完

不成这个任务的。



为了满足空间飞行器的速度只有用多级火箭。多级火

箭是由若干个单级火箭组成，每个单级火箭组成一级，每

级火箭有自己单独的火箭发动机和推进剂，并且每一级火

箭都在前一级火箭已经达到的速度基础上开始工作。

每级火箭的燃料用尽之后会自动掉下来，最后一级火

箭所达到的速度，完全可以把空中飞行器送到空中。现在

我国的火箭发射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多级火箭的优点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把不再有用的结构

抛弃掉，无需再消耗推进剂来带着它和有效载荷一起飞

行。因此，只要在增加推进剂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将火箭分

成若干级，最终就可以使火箭达到足够大的运载能力。

多级火箭各级发动机是独立工作的，可以按照每一级

的飞行条件设计发动机，使发动机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从

而也就提高了火箭的飞行性能。

不过，火箭在起飞时并非级数越多越好，因为每一级

火箭除了贮箱外至少还必须有动力系统、控制系统以及连

接各级火箭的连接结构等。每增加一级，这些组成部分就

增加一份。

火箭级数太多不仅费用会增加，可靠性降低，火箭性

能也会因结构质量增加而变坏。



总之，为了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采用多级火箭是个

好办法，但不是级数越多越好，它与起飞质量之间有着某

种对应关系。



陆战武器坦克

坦克也称为战车，是现代陆上作战的主要武器，

有“陆战之王”的美称，它是一种具有强大的直射火力、

高度越野机动性和很强的装甲防护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

辆，主要执行与对方坦克或其他装甲车辆作战，也可以压

制、消灭反坦克武器、摧毁工事、歼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坦克全身都由钢铁构成，最普通的轻型坦克也有二三

十吨重，重型坦克重达五六十吨。如此重的庞然大物，如

果安装轮胎，在道路上很难飞快行驶，要是遇到坑坑洼洼

的泥泞路面，就更加寸步难行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坦克在任何路面上都能自如行

进，科技人员想到了给坦克安装履带。

我们知道，物体接触面积越大，压力越小；接触面积

越小，压力越大。履带就是应用了这一原理。

其实，履带的构造并不复杂，履带首尾相连，环绕在

轮子的外廓。坦克发动机开动后驱动主动轮，主动轮又驱

动履带，把车身推向前进。



坦克的全部重量通过轮子集中在两条与地面直接接触

的履带上面。由于履带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较大，因此地面

单位面积上承受到的压力就很小了。所以，尽管坦克很

重，但因为受力分散，它的时速依然可以达到60千米以

上。

我们知道了坦克是靠履带来行走的，履带的重量约占

坦克全重的1/5，一辆中型主战坦克的履带重8吨至10吨左

右。你别看履带这么重，其实，它行动起来十分灵活，如

同人一样能够自由地向左、向右、向后灵活转动。

更令人惊奇的是，坦克甚至可以原地转向。坦克的转

向是通过专门的转向机构来完成的。

这种转向机构可以使两侧的履带以不同的速度运动，

在向左转弯的时候，右侧履带运动速度快，向右转弯时，

左侧履带运动速度快。

如果在作战中需要原地掉头时，它根本不需要一个常

规的转弯半径，只要同时驱动两侧的履带，使其中的一条

向前运动，另一条向后运动，顷刻之间便完成了以自己车

体立轴为中心的原地转向。坦克原地转向这一独特的性

能，为其迅速把握战机，适时攻击目标提供了很大的方

便。



无声枪和消声筒

我们都听说过无声手枪，顾名思义，就是它在射击时

没有声音。其实，无声手枪也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只不

过声音非常小罢了。

无声手枪为什么会没有声音呢？奥妙就在于它的枪管

外面附加了一个消声筒。消声筒是由10多个消音碗连接而

成的，消音碗好似无底的小碗装在消音筒内。

当高压气体从枪口喷出，每遇到一个消音碗，气流便

会在这里膨胀一次，从而消耗一部分能量。当经过若干次

膨胀后，高压气体到达消音筒的出口时，其压力、速度和

密度，已降到和外界空气差不多了。

这样一来，如果用无声手枪在室内射击，室外听不到

声音；在室外射击，室内听不到声音。在一定距离上白天

看不见火焰，夜晚看不到火光。

由于采取了消声措施，无声手枪的弹头初速度较小，

自然，无声手枪的有效射程也相应缩短了，所以，无声手

枪只适用于近距离作战。



无声枪被称为“暗杀的快手”，因为安装了消声设

备，所以射击时响声轻微，也被叫做微声枪。夜晚射击时

在一定距离内看不到发射火焰。微声枪的种类有微声手枪

和微声冲锋枪。

微声枪的消声器外形像一个长圆筒，里面装有能减低

火药气体速度的圆形消音隔板或网状的消音丝网。

通过这些隔板或丝网后，火药气体的速度降低，压力

减少，声音也就小得多了。

有的微声枪还通过在消声器外套橡皮以阻止气体外流

的办法提高消声效果。还有的在消声器后半段的圆筒上开

一些排气孔以减少压力，或者用速燃火药代替普通火药。

尺寸，重量也加重了不少，因此影响了武器的射击精

度，不适用于大威力枪械等。由此可知微声枪的使用范围

仍然很有限。



防弹玻璃有多大作用

一些特殊用途的汽车玻璃，用子弹或石头是击不碎

的，玻璃上只会出现一些网状裂纹。这种玻璃就是防弹玻

璃。

防弹玻璃是一种夹层玻璃，一般都做成3层。即在两层

玻璃间夹一层有弹性的透明塑料，如赛璐珞、降乙烯醇缩

丁醛等塑料，这些塑料物质像胶膜一样把两层玻璃紧密地

黏结成一体。

5层防弹玻璃也有使用的，还有夹金属材料的玻璃，如

一种夹钛金属薄片的玻璃具有抗高冲击力、抗贯穿、抗高

温的特点。总之黏合玻璃层数越多，防弹能力就越强。

防弹玻璃主要用在高级轿车的挡风玻璃和坦克车的眺

望孔上。使用这种玻璃不仅能经受住枪弹的冲击，而且还

不会产生碎片伤人。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炸弹爆炸袭击事件不断上

升，印度尼西亚万豪酒店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随着炸弹

威力的增大，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极为严重的威胁。



据安全专家分析及有关资料显示，玻璃的散落和碎片

的飞溅是人受到伤害的主因。在炸弹恐怖爆炸事件中，75%

的伤害与玻璃有关，这意味着如果采用防炸弹玻璃则可以

减少75%的伤害程度。

如果在爆炸事件发生时，所有建筑物的玻璃能完整地

保留在框架中，那么冲击波能量将不能进入室内，室内物

品就不会受到破坏，高速碎片也不会进入建筑物内或掉落

地上造成伤害。

根据对人体防护程度的不同，防弹玻璃可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是安全型；一种是生命安全型。

安全型防弹玻璃在受到枪击后，没有玻璃碎片飞溅，

不对人防弹玻璃；第二是车辆、船舶用防弹玻璃；第三是

银行用防弹玻璃，厚度在18毫米至40毫米之间。

防弹玻璃是一种可以在某种当量的炸弹爆炸攻击下，

玻璃未脱离框架，保持完好或非穿透性破坏的一种高安全

性能的特种玻璃。现在，防弹玻璃也被用于银行、金店等

重要部门。



防弹衣的防身效果

我们经常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防弹衣，它是不少国

家的特种部队、公安人员的标准装备。人穿上它以后，即

使在近距离被子弹击中也安然无恙。

防弹衣又叫避弹衣，避弹背心，防弹背心，避弹服

等，是单兵护体装具。用于防护弹头或弹片对人体的伤

害。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防弹衣能防弹？

合材料制作的，这些防弹材料做成每块15平方厘米大

小，分别安插在衣服前胸和后背特别缝制的许多紧密相连

的小口袋里。当子弹击中防弹衣的一瞬间，玻璃钢片可以

有效地将撞击力传遍防弹衣，从而使集中在一点的巨大冲

击力得以分散，所以避弹效果很好。

如果遭到连续射击，陶瓷片虽有可能破碎，然而由于

陶瓷片和玻璃钢片紧紧地黏合在一起，即使破裂也不会掉

下来，仍有一定避弹作用。这样，防弹衣就保证了穿着者

的安全。



在战争时期，美军由于装备了M52型尼龙防弹衣，挡住

了当时70%的直接命中的杀伤物，使胸、腹部的致死率降低

65%，使总的减员率降低15%。

1983年，一次5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贝鲁特街头巡逻

时，突然遭到一枚手榴弹的袭击，由于当时他们都穿

着“凯夫拉”防弹衣，手榴弹在他们附近爆炸，居然没有

造成死亡和重伤，只有上、下肢轻伤。

印度最新研制出的新型防弹衣，号称是目前世界上

穿、脱速度最快的防弹衣。其最大特点就是能迅速穿上和

脱下。它专门设计有快速拉环，只要拉动此环，整件防弹

衣就能轻松脱下，并且只需1秒钟的时间，穿上这款防弹衣

也只需要45秒。此外，防弹衣的维护很方便，可以反复使

用，是防身护体的好帮手。

防弹衣既然连子弹都防得住，对付刀具的切割和穿刺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但是很遗憾，防弹衣并不完全具备防

刺的功能。为什么呢？

普通防弹衣是凯夫拉材料编制而成的，当弹头击中防

弹衣时，韧性极强的凯夫拉纤维会把弹头的动能传递到整

个防弹衣上，这样就可以达到防弹的效果。也就是说防弹

衣的原理实际上是把弹头的冲击动能分担到每一个凯夫拉

纤维上。



但刀具所产生的是剪切力，力的方向垂直于纤维材

料，而且刀尖的能量密度远高于弹头，纤维材料对于垂直

方向的剪切力的抵抗是最差的，所以面对刀具，防弹衣只

好望而兴叹了。



激光武器的优点

你知道激光武器吗？激光武器是一种利用沿一定方向

发射的激光束攻击目标的武器，具有快速、灵活、精确和

抗电磁干扰等优异性能，在防空和战略防御中可发挥独特

作用。

它可以直接利用激光的巨大能量，在瞬间伤害或摧毁

目标。它分为低能激光武器和高能激光武器两大类。低能

激光武器又称为激光轻武器，包括激光枪、激光致盲武器

等，高能激光武器又称为强激光武器或激光炮。

1997年10月，美国以中红外线化学激光炮两次击中在

轨道上运行的废弃卫星，宣告这次秘密试验完满成功。

我国也在研制激光武器，并且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激光武器根据作战用途的不同，可分为战术激光武器

和战略激光武器两大类。

激光作为武器，有很多独特的优点。首先，它飞行的

速度可以达到光的速度，每秒30万千米，任何武器都没有

这样高的速度。它一旦瞄准，几乎不要什么时间就立刻击



中目标。

其次，激光武器可以在极小的面积上，在极短的时间

里集中超过核武器100万倍的能量，而且还能很灵活地改变

方向，并且没有任何放射性污染。

再次，激光武器的威力十分巨大。激光轻武器能在几

百米范围内击穿敌人钢盔、装甲车的厚甲板，能在2000米

范围内轻而易举地使人失明，烧焦皮肉，使衣服、房屋等

着火，点燃爆炸物。

高能激光武器的能量强大而且集中，可以摧毁任何军

事目标。它射击时指到哪里就能打到哪里，命中率极高。

此外，激光武器没有后坐力，转向灵活，能迅速地从

一个目标移向另一个目标，还可以同时对付几个目标。因

此，激光武器的威力很大，没有一样常规武器可以跟它相

比，可以说是武器中的佼佼者。

如战术激光武器的突出优点是反应时间短，可拦击突

然发现的低空目标。用激光拦击多目标时，能迅速变换射

击对象，灵活地对付多个目标。

不过激光武器也是有缺点的，它易受天气和环境的影

响，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需要复杂庞大的供电机

构，因此激光武器不能大量的投入使用。



各行各业的机器人

火车是在铁轨上行驶的，如果不用司机驾驶，就要由

自动装置使火车按时启动。20世纪初，在英国伦敦新维多

利亚地下铁路线上，驾车的是一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的“眼”、“耳”、“手”、“脑”是分

别放在各处的，但是它可以和真人司机一样有开车、停

车、加速、减速、开车门、关车门等动作，车开行得安

全、稳当。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一种类型，它由计算机控

制，具有移动、自动导航、多传感器控制、网络交互等功

能。它可广泛应用于机械、电子、纺织、卷烟、医疗、食

品、造纸等行业的柔性搬运、传输等，同时可在车站、机

场、邮局作为运输工具。

护理机器人能用来分担护理人员繁重琐碎的护理工

作。新研制的护理机器人将帮助医护人员确认病人的身

份，并准确无误地分发所需药品。将来，护理机器人还可

以检查病人体温、清理病房，甚至通过视频传输帮助医生

及时了解病人病情。



智能机器人有相当发达的“大脑”。在脑中起作用的

是中央计算机，这种计算机跟操作它的人有直接的联系。

最主要的是，这样的计算机可以进行安排的动作。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这种机器人是真正的机器人，

尽管它们的外表可能有所不同。

焊接机器人具有性能稳定、工作空间大、运动速度快

和负荷能力强等特点，焊接质量明显优于人工焊接，提高

了点焊作业的生产率。点焊机器人主要用于汽车整车的焊

接工作，生产过程由各大汽车主机厂负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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