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英国苏格兰的一家橡胶工

厂里， 有一个名叫麦金杜斯的工

人。 1823 年的一天，麦金杜斯在工

作时，不小心把橡胶溶液滴到了衣

服上。 他发现后，赶紧用手去擦，谁

知这橡胶液却渗入了衣服里，不但

没有擦掉，反而涂成了一片。 可是，

麦金杜斯是个穷苦的工人，他舍不

得丢弃这件衣服，所以仍旧穿着它

上下班。

不久，麦金杜斯发现：这件衣

服上涂了橡胶的地方，好像涂了一

层防水胶，虽然样子难看，却不透

水。 他灵机一动，索性将整件衣服

都涂上橡胶，结果就制成了一件能

挡雨水的衣服。 有了这件新式衣服

后， 麦金杜斯再也不愁老天下雨

了。

这件新奇的事儿很快就传开

了，工厂里的同事们知道后，也纷

纷效仿麦金杜斯的做法，制成了能

防水的胶布雨衣。

后来，胶布雨衣的名声越来越

大，引起了英国冶金学家帕克斯的

注意，他也兴趣盎然地研究起了这

种特殊的衣服。

帕克斯感到，涂了橡胶的衣服

虽然不透水，但又硬又脆，穿在身

上既不美观，也不舒服。 帕克斯决

定对这种衣服作一番改进。

没想到，这一番改进竟花费了

十几年的功夫。 到 1884年，帕克斯

才发明了用二硫化碳做溶剂，溶解

橡胶，制取防水用品的技术，并申

请了专利权。 为了使这项发明能很

快地应用于生产， 转化为商品，帕

克斯把专利卖给了一个叫查尔斯

的人。 以后便开始大量地生产，“查

尔斯雨衣公司”的商号也很快风靡

全球。

不过，人们并没有忘记麦金杜

斯的功劳，大家都把雨衣称作“麦

金杜斯”。 直到现在，“雨衣”这个词

在英语里仍叫做“麦金杜斯 ’

(Mackintosh)。

高文

雨衣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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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休闲娱乐吧

这头大象

一共有几条腿？

智力碰碰车

1、烧一根不均匀的绳，从头烧

到尾总共需要 1个小时。 现在有若

干条材质相同的绳子，问如何用烧

绳的方法来计时一个小时十五分

钟呢？

2、有两位盲人，他们都各自买

了两对黑袜和两对白袜，八对袜子

的布质、大小完全相同，而每对袜

了都有一张商标纸连着。两位盲人

不小心将八对袜子混在一起。他们

每人怎样才能取回黑袜和白袜各

两对呢？ （答案见本期教师版）

酸奶盒是方的

科学小童话

森林里的小猪十分爱逛超市，每

一次离开超市，总是依依不舍，一步

三回头。

这不， 小猪和妈妈又去逛超市

了。 忽然，小猪双眼死死盯着架子上

的酸奶盒，新奇的问题在他的脑海中

闪过，他对妈妈说：“酸奶盒为什么是

方的，而可乐瓶却是圆柱形的呢？ ”妈

妈断断续续地说：“这个……不是一

直都这样的吗？ ……再说……圆柱形

拿着顺手……而酸奶要倒出来喝。 ”

“那啤酒瓶为什么不是方的呢！ ”小猪

刨根问底道。“……”这下妈妈无言以

对了。

下午，小猪到鹿博士家里，把心

中的疑问和困惑全都说给鹿博士听。

鹿博士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因为

方盒不仅可以节省冷藏货架空间，还

可以节省运输过程中的冷柜空间，从

而节省供应裢中的成本。 而可乐等饮

料做成圆柱形， 在常温下运输和储

藏，虽然浪费一点空间，但成本不大。

相比较而言，冷柜和冷藏货架的成本

就大多了，因为这需要耗电来保持低

温。 ”

这一下小猪心中的问号被拉成

感叹号了！ 他道谢后，就十分高兴地

回家了，这是因为他又学到了一个新

的知识。 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

放过任何一个疑问，这样学问才能得

到积累！ 戚浩宇

一分钟破案

鳝毒

铅山县有一个农民吃了鳝，突然

肚子痛，一会儿就死了。 邻居说是妻

子毒死了丈夫， 就把这件事报了官。

县官听了邻居的叙述以后，就开始细

细审这个案子。

几天后， 县官没有治农妇的罪，

却出人意料地召来几个渔民捕鳝。 数

百斤的鳝都放到水瓮里。 昂起头从水

里出来两三寸的， 数了一下有七条，

县官很惊奇，细细考究之后，妇人的

冤案终于得以大白于天下。

请问：县官是凭什么判妇人无罪

的？ （答案见本期教师版）

生活小百科

科学小实验

食盐黏结剂

小石头拿爸爸的钓鱼竿玩耍

时，被妈妈训了一顿，他撅起了嘴。

这时，哥哥安慰小石头说：没有钓鱼

竿咱们就钓冰。 于是，小石头好奇：

“能钓冰？ 怎么钓啊？ ”到底怎么做

呢？ 我们来告诉你：

必备用品： 线、 食盐或氯化钙

（作干燥剂）、杯、冰块（最好是四方

形）。

步骤：

1、杯里装冰块，然后将线的一

端搭在冰块上。

2、在搭着线的冰块上撒一些食

盐（或氯化钙）。 尽量把少量的食盐

撒在搭线的冰块上。

3、 等 10－20 秒后小心地提起

线。 冰块随线被提上来。

为什么会那样呢？

原理：

因为将食盐放在冰上时， 冰在

低于 0℃的温度下也能被融化。 所

以，把食盐撒在冰块上时，结冰点就

会更低，在 0℃下结冰的冰块便开始

融化。

也就是说，撒有食盐的部分，冰

被融化， 变成小水窝， 将线埋于其

中。 但是，随着冰块的融化，盐的咸

度逐渐下降， 使水的结冰点重新被

提高而结冰。 于是线就被冻到冰块

里面了。

这个原理被利用于我们生活中

的还有哪些呢？

冬天的大雪使路面结冰时，被

用来做融化雪的物质（除雪剂）的，

正是盐或氯化钙。

祝东莞的肖萍老师在湖南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 ———罗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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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看不到两眼中间区域

马有着惊人的视野，当然，它们

正前面的视野除外， 由于“双向视

力”， 马无法看到两眼中间的区域，

也就是正前方。 这就是它们走路经

常低着头的缘故。

猴：视觉基本与人类相同

古代的猴和猿的视觉基本与人

类相同，它们有三色视觉，能看到红

色、绿色和蓝色。 但是，现在很多猴

子不是这样。 猴种之间的视觉模式

千差万别。事实上，同一类的猴子也

可能有 6种不同类型的色盲或者视

力。身为人类的近亲，色盲的公猴数

量比母猴多。

鸟：可看到至少 5种光谱带

很多鸟类的视力相差悬殊。 例

如鸽子可以分辨出数百万种不同的

色彩， 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擅长

分辨色彩的动物。 鸟儿眼中的圆锥

细胞比人类多得多， 这说明它们可

看到至少 5种光谱带。

猫和狗：具有夜视能力

猫和狗的视力都不是很好。 它

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感知世

界。 猫和狗都是色盲，猫比狗更甚。

狗有时候能分辨出黄色和蓝色。 大

多数猫只能分辨出一点点色彩，它

们最擅长聚焦于一个物体， 比如捉

老鼠。但是，这种动物的夜间视力要

比人类好。 因为它们眼睛的位置很

特殊，所以猫和狗都比人类看得远。

蛇：红外线感知

蛇有两套视觉系统。 一套是你

经常看到的蛇眼， 它们擅长分辨颜

色。但它们还有一对“眼睛”，这对眼

睛可以像红外探测器一样感知并

“看到”生物。一旦你被蛇看到，那你

就很难摆脱它。幸运的是，大多数蛇

遇到人类， 选择是的逃走而不是攻

击。

昆虫：借助视觉感知动作

因为眼睛的分段结构非常特

殊， 很多昆虫看物体与人类相差极

大。 昆虫以它们类似圆点的眼睛而

闻名。 很多昆虫的一个眼球中有 3

万个晶状体。但是，它们中最有趣的

可能是蜻蜓。 这种昆虫的大脑运转

速度非常快， 大部分动作它都可以

用慢动作的方式来感知。 虽然昆虫

能分辨颜色， 但通常它们分辨颜色

的能力不及其他动物。 昆虫可借助

视觉感知动作。 这就是它们很难被

消灭的原因。

孝文

今日不寻常

1919 年 7 月 15 日，被誉为“实

验室的明灯” 的德国有机化学家埃

米尔·费歇尔在柏林去世。由于对糖

类及嘌呤衍生物等的研究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费歇尔荣获了 1902 年度

诺贝尔化学奖。

1975 年 7 月 15-24 日， 美国

“阿波罗 -17” 和前苏联的“联盟

-19”宇宙飞船在绕地球飞行的空间

轨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

对接和联合飞行。对接后，美国宇航

员斯莱顿和斯塔福德通过连接舱进

入了苏联的太空舱， 同前苏联宇航

员莱昂诺夫和库巴索夫会合。 四名

宇航员在空间通过无线电话分别同

福特总统和勃烈日涅夫主席进行了

交谈。 本报辑

多少个世纪以来， 人类

并不清楚其他动物如何看世

界， 也不知道它们究竟看到

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最

新科学研究揭示了动物惊人

的视觉差异。 以下为几种动

物看世界的方式。

马：看不到两眼中间区域

猴：视觉基本与人类相同

鸟：可看到至少 5种光谱带

猫和狗：具有夜视能力 蛇：红外线感知 蜻蜓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