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张陈列在颐和园排云殿内的桌子，是慈禧
太后的专属用品。那么，它与其他桌子又有什么
不同呢？

从外观上直接观察，它并不是一整张桌子，而是
由七张小桌子组成。桌面的图形大家也一定不会陌
生，正是大家所熟知的七巧板。七巧板通过平移、旋
转，可以随意变幻出各种图样，但如果想形成特定的
图案，还要经过一番构思和尝试。这种极具妙趣的玩
法，从古至今，因老少皆宜而深受大众追捧。甚至在
世界范围内也有着一定的传播力与影响性，被亲切地
称为“唐图”。

而古代工匠还巧妙地将七巧板的智慧融入到古典

家具的造型逻辑之中，在七巧板的造型语言与中式家
具构造有机的融合之后，便设计出了立体的七巧板，
我们称它七巧桌。在颐和园中，这样的桌子共有四
套，除了方形桌，还可以灵活地拼出长条案、六边
桌、八边桌等。甚至可以发挥创意，根据实际应用需
求摆出相应的陈设造型。据专业人士计算，一组七巧
桌就有四十多种拼合方法，而四组成倍增加，拼合方
法则可多达上千种。

七巧板也好，七巧桌也罢，不管怎么拼合，都离
不开古算数中“出入相补”、 “以盈补虚”的数学
原理。

将一个正方形进行巧妙地分割后，七个图形之间
仍然有着密切联系。以七巧板中最小的三角形为单
位，从面积上看，七个图形的面积分别是一倍、两
倍、四倍，不难算出一副七巧板是由16个最小单位
的三角形组成的。仍然以这个三角形为单位，再从边
长上观察，整个七巧板存在着10个短边等长，9个长
边等长。从而为它们相互契合、整齐地重新组合创造
了条件。

七巧桌传世极少，但它灵活的拼合方法，多变的
组合形式以及所蕴含的数学原理都在时刻启迪着我
们，像车位规划、集装箱组合、家具应用结构、广告
设计中都是充分发挥了七巧板化整为零、板块拼合的

特点。而电子硬件工程师也根据七巧板的特点，设计
出新型的断路器。这样使每部装置仅用最少的零件，
却可通过不同模块之间的灵活组合来实现不同的功
能。而且随着应用场合的改变，可使零件简便调节，
以适应新的任务。同时这样的设计不论哪个零件坏
了，都可以单独更换，大大节省了成本。

那么，七巧板在其他前沿领域又有哪些探究与应
用呢。比如在航母设计中，其甲板使用规划也是利用
七巧板的布局原理，将整体甲板划分为若干个区域，
既方便飞机停放，又互不冲突；而为了解决舰载机跑
道长度不足，避免起飞、降落时出现相撞情况，研究
者们又利用三角形斜边最长的原理设计出了斜角甲
板，从而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航母甲板功能
的最大化利用。

七巧之妙，在于它极具创造性的变换。将独立的
板块拼合成形态各异的图形，更是在参差的变化中闪
现融合的力量。这古老的东方智慧也时刻启迪我们：
将创新共享、将智慧凝聚！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宣教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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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超过
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现如今
中国高铁，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张
中国的名片，也是中国速度的象征。

那么，中国高铁为什么能达到
每小时 300 千米的行驶速度呢？高
铁是靠什么跑起来的？

很多人认为高铁跑得快是因为
高铁的动力强劲，但其实它跟传统
的电力机车一样，也是依靠电力进
行运转的。

受电弓——持续稳定提供电力
在列车车顶有一个伸上去的折

叠装置，而这正是能给高铁供电的
装置——受电弓。与受电弓直接接
触的那条线，目的就是传送高压

电。而高铁就是通过受电弓将接触
线上的电能取回车内，以供列车运
转的。所以，给高铁提供电力的正
是许多个这样的受电弓与接触线所
构成的弓网系统。

只要有接触就会存在摩擦，有
摩擦就会有磨损，在相对速度每小
时 300 千米的速度下持续高速摩擦
下，无疑会像电锯一样产生切割，
此外，受电弓和接触网之间还存在
着近100N的接触压力。那么，受电
弓究竟是如何承受这巨大摩擦力的
呢？

高铁的接触网线建设方式并不
是一字排布的，而是之子形排布
的，正是这样的排布方式使得受电

弓与接触导线的接触点，一直处于
不断变化，均匀地摩擦，这样的设
计有助于高铁在高速运行状态下持
续稳定的提供电流，尽可能减少或
避免打火现象，以保证运行安全，
此外，之子形设计还大大延长了受
电弓的使用寿命，同时保证高铁得
以高速行驶。

无缝轨道——不断提速的保障
无缝线路就是把一根 25 米长

的钢轨，在基地工厂焊成 200 米到
500 米的长轨，然后运到铺轨地
点，再焊接成 2000 米甚至更长的
长度，从而达到高铁轨道全程无
缝衔接的。

高铁在铺设轨道的时候会尽量

选择最佳温度铺设，使钢轨的伸缩
值在最小范围内，这样不管温度上
升还是下降，钢轨的伸缩始终都控
制在最小范围内，更关键的就是采
用了大量高强度的弹性扣件，扣压
住钢轨的轨底，使钢轨不能产生热
胀冷缩变形，等于锁定了轨道长
度。

风压、列控系统——提升安全
运行

高速列车车头设计成流线型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压差阻力。

简单来说，风压就是高铁车头
受到的风的压力。由于高铁车头阻
挡了气流，对空气形成挤压，便会
在列车交会内侧的侧壁上产生交替

的高压区和低压区。列车速度越
高，会车产生的压力波强度也就越
大。

此外，两列车相向交会运行时
产生的会车压力波作用在车体上，
相对运动的列车挤压空气，将在与
之交会的另一列车侧壁上掠过，使
列车间侧壁上的空气压力产生很大
的波动。对列车运行稳定性产生不

利影响，甚至可能产生运行平安问
题。

高铁之所以跑得快还有很多因
素，例如列控系统，它为高铁的安
全性提供了科学的保障。

高铁是中国这几年快速崛起的名片，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超过了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总和。下面我们一起来探究高铁速度快背后的秘密——

高铁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科普时报讯 （记者李苹）
一直以来重视科技创新教育的中
关村第二小学，11月13日又开启
了“脚踏科技沃土，目及万里苍
穹”2017年中关村第二小学科技
创新嘉年华活动。其中的课程与
综合实践活动等独特形式深受学
生们、老师们的喜爱。

这是由中关村第二小学与北
京市海淀科普协会合作举办。该
活动成为该校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创新素养、探究能力、跨学科综
合应用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
打破了课程边界、重构教学形
式 ，将创造、合作、探索、基于
问题的思考、基于项目探究的种
子，根植于孩子们心中，在未来
生根发芽，为孩子们踏入未来创
新型社会，成为未来社会之栋梁
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科普协会课程的精心设计
下，在科普教育协会专业讲师们
的指导下，中关村第二小学孩子
们专注于探究的浓浓乐趣之中，
各年级班主任及副班主任老师也
倾情投入其中，与孩子们一同感
受科技创新的形式与方法 ，感受
着遨游太空的神奇。

据悉，2017年科技创新嘉年
华突出天文特色，在三年级的天
文校本课程基础上，开展以天文
与航天为主题的活动课程，引领
着全体学生打开探索的大门，探
索宇宙、遨游太空、逐梦航天，
从而感受星空的魅力，领略宇宙
空间之浩渺，到与科学家并肩逐
梦航天。

在为期半天的活动中，同学
们 在 专 业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 以
STEAM教育理论与方法为核心，

以STEM项目为主线，由学生合
作来完成。学生们根据已有知识、
技能与自我创意，利用工具材料，
最终建构知识、解决问题为形式
整合开展。活动课程每个年级都
有不同的天文学习主题知识、科
学探究实践，进而在合作中收获
学习成果，体验科技创新的魅力，
体验天文实践的快乐。

中关村第二小学科技创新
嘉年华关注每一个学生获得感
与 参 与 度 ， 每 个 孩 子 都 有 项
目，每个班级都有成果，通过
项目式探究、通过充分的发现
与创新空间、通过伙伴间的合
作、通过已有及新增知识与技
能的重构，真正实现了每一个
学 生 素 养 与 能 力 的 培 养 的 抵
达、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实现科
技创新与梦想的空间。

脚踏科技沃土 目及万里苍穹
北京中关村二小科技创新嘉年华盛大开启

二年级探索主题：八大行星

四年级探索主题：探索银河

五年级探索主题：太空开发
科学畅想

“电流”这个名词家喻户晓，任何人都会偶尔提到这两个
字。然而事实上，电流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因为真正在电线
里流动的是“电子流”。

电流和电子流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两者差别不大，只是
方向刚好相反而已。既然如此，为什么从科学家到水电工，都
一律使用电流而不用电子流呢？答案非常简单，只是因为积习
难改。早在电子被发现之前，科学家就把电线比喻成水管，把
其中的假想流体称为电流，并将它定义为“正电”的流动。等
到有人发现真正会流动的其实是带负电的电子，时间已经过了
一个半世纪，追悔莫及了！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使用“电流”
这个概念，全是为了迁就当初的错误定义，只有在需要指出这
个错误的时候，才会特别请出“电子流”以正视听。

如此包容历史错误，对科学到底有没有危害呢？这个问题
必须从两方面来分析。就科学研究和发展而言，应该不会有任
何影响，因为科学家都知道电流是假的，使用这个名词只是为
了遵从科学语言的惯例。当他们提到“电流”的时候，意思一
律是指“电子流的相反方向”，而听到或读到的科学家也都能心
领神会。另一方面，若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或许就
没有那么乐观了。一般人不会像科学家那样熟悉电流和电子流
的分别，即使在课本里读过，也不会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
在离开学校之后，便很难再有机会接受正确的观念。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科学文献中为数不少，当科学语言转换成
白话文的时候，它们就会造成一般人的困扰和误解。比方说在一些
科普文章中，作者常常喜欢借用工程学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虽
然有言简意赅的功效，却很容易误导年轻学子和读者大众。举例而
言，在讨论人体生理结构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脑膜是设计来保
护大脑”、“软骨是设计来保护底下的骨骼”之类的叙述。这样的句
法虽然简洁有力，其中隐含的概念却完全违反进化论。因此虽然它
清楚解释了生理功能，却导致对生命本质的重大误解。

提到进化论，其实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中也常出现类似的
误导叙述。例如讨论保护色的时候，有些作者会这么写：“昆虫
为了躲避天敌，因而演化出和环境十分接近的保护色。”在这个
句子中，最大的错误在于“为了”两字。根据正统的进化论，
生物的演化是百分之百随机的，绝对没有任何目的。既然没有
目的，又怎么能用“为了”这种说法呢？事实上，在演化学家
心目中，上述句子的真正意义是：“某些昆虫刚好演化出接近环
境的颜色，因此能够躲避天敌而存活下来；那些没有演化出保
护色的，通通遭到天敌杀害而
绝种了。”将这两个句子互相比
较，我们不难看出“为了”的
用法多么简洁，却又多么危险。

设计什么？为了什么？
□ 叶李华

课堂内外

在这短短的100年间，人类的出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巨变，现在我们
也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并且在幻想中实现了星际穿越。那么问题来
了，人类真的能像孙悟空一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到达更遥远的地方吗？

经过探索和研究，我们构想出来一种叫做瞬间旅行的系统，它主要是
由人体全态扫描、超时空远距离输送以及3D量子打印三个部分构成。简
单地说，就是依靠这样一套特殊的系统，信息化的人体可以以一种特别的
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实现瞬间移动。

具体讲就是，当旅行者准备出发时，瞬间旅行系统扫描功能启动，并
对构成人体的粒子进行扫描和编码，汇成一股特定的信息流，进入到传送
通道，那么当信息流到达目的地之后呢，3D量子打印机将会对粒子进行
构建，让旅行者在目的地即刻重现这样一种，类似于隐态传输过程的装
置，它的原理像一个剪切和粘贴的过程，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瞬间移
动。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现在想到距离地球有5500多万公里的火星上旅
行，那么依靠现有的最快的出行方式，仅单程距离就要耗时7个月之久，而
有了我们这样一套瞬间旅行系统，您只需要在全态扫描机前一站，然后我
身边的人就会发现，我瞬间神秘地消失了。而此刻呢？携带着我特定信息
的信息流已经传递到了火星上，并在那里完成了构建，我会在火星上神秘
出现。想象一下吧，这将是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超级酷炫的旅行方式。

当大家还都在宏观角度去思考如何来提升人类的出行速度时，我们另
辟蹊径，从微观角度出发，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我们的瞬间
旅行系统的构想。我们坚信，在未来人类的出行，一定会再次发生一次巨
大的变革。到那时，人们不用再乘奔御风，也可以实现瞬间的移动；不用
腾云驾雾，也终将会实现坐地日行八万
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赛行者队队员：王阳阳、张佳
畅、尚振宇、齐厚博。演讲者：齐厚
博。CCTV10- 《中国青少年科学总动
员》节目组供稿。）

金秋时节，2017年中关村二小的科技嘉年华，
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这次科技嘉年华不同于往年，
学生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真正地用双手“创造了
太空”。

三年级的活动主题是星空投影，通过制作电
光天球仪，使学生感悟恒星尺度，了解天象仪的
作用。制作电光天球仪需要将两个平面纸板折叠
并粘贴成半球形，对同学们的耐心、细心和动手
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三年级的同学们面对
困难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让人吃惊的是，一部分
同学不到半天时间就做出了“南天球”和“北天
球”的纸模型。

超出一半的同学表示“比一二年级的科技节
活动难度加大了”，也有同学在用双面胶粘贴模型

时不太顺利，但没有一个同学中途放弃，全部都
在耐心地做，做得快做得好的同学还积极主动地
帮助周围的小伙伴，同学之间这样的互帮互助使
得班级更加团结，也提高了制作效率。

六个年级的同学们分别有自己的小任务，每
个年级的制作项目不同，却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
真实的了解了星空的奥秘，更培养了对天文的兴
趣。这些用心灵感悟了天文活动的同学，就是在
这一次科技嘉年华中，在心里种下了热爱天文的
小种子。他们用双手创造了太空，更用双手感悟
了科技的魅力。

愿这些脚踏科技沃土的学生，能够通过学习
与探究，增长自己的科学素养，用科学知识增长
视野，目及万里苍穹。

用心灵感悟天文 用双手创造太空
□ 郝石佩 王峥

坐地日行八万里

妙 趣 横 生 的 七 巧 桌

科普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