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东方趣物之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61】
看电影时，从各个角度都能看见银幕上的画，是因为银幕产生了光的漫反射。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60】光年是长度的单位，它表示光一年走过的距离。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9】
公元 1827 年，英国科学家布朗发现了布朗运动,成为分子运动论的有力证据。布朗运动是:
悬浮在液体中的细微颗粒不断地杂乱无章的运动。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8】
对于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检查，困难之一是对地下原子弹试验和自然地震不易区分，这是不

对的。世界上有两种波——横波和纵波，当岩体突然断裂产生切变时发生地震。断裂减轻了

切变，同时岩矿体发生短暂的颤动，颤动时发出波。一次地震能发出所有类型的波。另一方

面，爆炸只发出一种纵波。仅有纵波的“地震”，总是人为的“地震”，这是无法保守的秘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7】
摩托车做飞跃障碍物的表演时为了减少向前翻车的危险，应该后轮先着地。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6】
在火车上观看窗外开阔的原野，从视差的分析，远处的物体相对观察者移动缓慢，近处的快，

远处景物朝火车前进的方向旋转。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5】
我国南方有一种凉水壶，夏天将开水放入后很快冷却，且一般略比气温低，这是因为这种凉

水壶是用陶土做成的，水可以渗透出来，渗透到容器外壁的水会很快蒸发，而水蒸发时要从

容器和它里面的水里吸改大量的热量，因而使水温很快的降低到和容器外的水温相同时，水

还会渗透，蒸发，还要从水中吸热，使水温继续降低。但因为水温低于气温后，水又会从周

围空气吸收热量，使水温不公降得过低。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4】
多油的菜汤由于油层覆盖在汤面，阻碍了水的蒸发，因而不易冷却。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3】
双层玻璃中间有一个空气层,而空气不易传热,能起到保温和隔热的作用，因而教室一般要装

双层玻璃窗。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2】
有时候从保温瓶中倒出一大杯开水后，瓶塞会跳起来是因为外界的冷空气乘机钻入保温瓶，



瓶塞寒上后，冷空气被封闭在瓶子内并与热开水发生了热传递，冷空气温度升高，气体受热

膨胀对外做功，就把塞子抛出瓶口，这时只要轻轻塞上瓶塞，然后摇动几下保温瓶，使开水

蒸发出大量水蒸气，把冷空气这不速之客从保温瓶中赶出去，然后按紧瓶塞后就无后顾之忧

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1】
将气球吹大后，用手捏住吹口，然后突然放手，气球内气流喷出，气球因反冲而运动。可以

看见气球运动的路线曲折多变。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吹大的气球各处厚薄不均匀，张力不均

匀，使气球放气时各处收缩不均匀而摆动，从而运动方向不断变化；二是气球在收缩过程中

形状不断变化，因而在运动过程中气球表面处的气流速度也在不断变化，根据流体力学原理，

流速大，压强小，所以气球表面处受空气的压力也在不断变化，气球因此而摆动，从而运动

方向就不断变化。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50】
走样的镜子，人距镜越远越走样．因为镜里的像是由镜后镀银面的反射形成的，镀银面不平

或玻璃厚薄不均匀都会产生走样。走样的镜子，人距镜越远，由光放大原理，镀银面的反射

光到达的位置偏离正常位置就越大，镜子就越走样．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9】
对着电视画面拍照，应关闭照相机闪光灯和室内照明灯，这样照出的照片画面更清晰。因为

闪光灯和照明灯在电视屏上的反射光会干扰电视画面的透射光．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8】
有时自来水管在邻近的水龙头放水时，偶尔发生阵阵的响声。这是由于水从水龙头冲出时引

起水管共振的缘故.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7】
挂在壁墙上的石英钟，当电池的电能耗尽而停止走动时，其秒针往往停在刻度盘上“9”的

位置。这是由于秒针在“9”位置处受到重力矩的阻碍作用最大。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5】
水上的葫芦——沉不下去——葫芦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故只能漂浮在水面上。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4】
鸡蛋碰石头——完蛋——蛋壳承受的压强远小于石头能承受的压强，鸡蛋碰石头，鸡蛋先破。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3】
泥鳅黄鳝交朋友——滑头对滑头——泥鳅黄鳝的表面都光滑且润滑，摩擦力小。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2】
水银落地——无孔不入——水银的密度大于组成地面各物质的密度，水银又具有流动性，故

它总是沉在其它物质的下面。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1】



四两拨千斤——杠杆的平衡条件，增大动力臂与阻力臂的比，只需用较小的动力就能撬起很

重的物体。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40】
一只巴掌拍不响——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一只巴掌要么拍另一只巴掌，要么拍在其它物

体上才能产生力的作用，才能拍响。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9】
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鸡蛋碰石头，虽然力的大小相同，但每个物体所能承受的压强

一定，超过这个限度，物体就可能被损坏。鸡蛋能承受的压强小，所以鸡蛋将破裂。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8】
磨刀不误砍柴工——减小受压面积增大压强，所以砍柴会更快。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6】
照相的底片——颠倒黑白——照相机是应用物体放在凸透镜两倍焦距以外，成倒立缩小的实

像原理制成的，故照相底片上的像与人是颠倒的.底片上涂有感光剂，人照相时，由于浅色

部位反射光的能力强，反射光进入相机的暗箱与底片上的感光剂发生了光化作用，而深色部

位由于吸收光的能力强，只有很少的反射光射入底片.这样浅色部位在胶片上感光强，深色

部位感光弱.胶片冲洗时，感光弱的部位的感光剂基本冲洗掉，所以呈浅色，而感光强的部

位由于发生了光化反应冲不掉，所以呈深色。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5】
虹高日头低，早晚披蓑衣——当“日头低”时，太阳光线和地平线是非常接近的，这时出现

虹，虹心必然亦接近地平线，在地面上可以看到虹的半个圆弧.若此时空气中水滴很多，分

布的空间很广，那么除了可以看到虹外，还可以看到霓，霓顶的半圆弧比虹高且接近天顶，

也预示着降雨云已经移近天顶，本地很快就有暴雨下降。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4】
早虹雨滴滴，晚虹晒脸皮——我国的降雨云大都是由西向东移动的，早晨看到的虹，是东方

射来的太阳光照在西方的天空降雨层的水滴上形成的西虹，显然，西虹是本地天气将要降雨

的预示.相反，傍晚看到的虹是西方射来的阳光照在东方天空降雨层的水滴上而形成的东虹，

它预示着西方天空已没有降雨云了，天气必然是晴朗的。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3】
瞎子点灯白费蜡——人们能看到世上万事万物，是因为太阳光或用来照明的光照射在物体上

被物体反射后的光线进入人眼，反射光线进入不了瞎子眼中，所以瞎子看不见物体。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2】
一石击破水中天——平静的水面如一块平面镜，可看到天的像，石块投入水中破坏了平静的

水面，形成层层水波，水中天的像也就被击破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1】
火场之旁，必有风生——火场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上升，远处的冷空气必将来填充，冷热空



气的流动形成风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30】
雪落高山，霜降平原——下雪天，高山气温低于山下平地气温，下到高山的雪不易融化，而

下到平地的雪易及时融化.所以下同样的雪，高山上比平地多.霜是地面上的水蒸气遇冷凝华

的结果，山下平地表面上的水蒸气比高山上多，故平地易掺禂霜，而高山不易形成霜。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9】
下雪不寒化雪寒——雪是高空中的水蒸气凝华或水滴凝固形成的，凝华、凝固都是放热过程，

化雪是融化过程，要吸热。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8】
水缸出汗，不用挑担——水缸中的水由于蒸发，水面以下部分温度比空气温度低，空气中的

水蒸气遇到温度较低的外表面就产生了液化现象，水珠附在水缸外面.晴天时由于空气中水

蒸气含量少，虽然也会在水缸外表面液化，但微量的液化很快又蒸发了，不能形成水珠.而
如果空气潮湿，水蒸发就很慢，水缸外表面的液化大于汽化，就有水珠出现了.空气中水蒸

气含量大，降雨的可能性大，当然不需要挑水浇地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7】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往低处流是自然界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原因是水受重力影响

由高处流向低处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6】
扇子有凉风，宜夏不宜冬——夏天扇扇子时，加快了空气的流动，使人体表面的汗液蒸发加

快，由于蒸发吸热，所以人感到凉快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5】
玉不琢不成器——玉石没有研磨之前，其表面凸凹不平，光线发生漫反射，玉石研磨以后，

其表面平滑，光线发生镜面反射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3【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4】

有麝自然香，何须迎风扬——气体的扩散现象。】

纸里包不住火——纸达到燃点就会燃烧。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2】
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鸡蛋碰石头，虽然力的大小相同，但每个物体所能承受的压强

一定，超过这个限度，物体就可能被损坏。鸡蛋能承受的压强小，所以鸡蛋将破裂。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1】
一滴水可见太阳，一件事可见精神——一滴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根据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透过一滴水可以有太阳的像，小中见大。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20】



霜前冷，雪后寒——在深秋的夜晚，地面附近的空气温度骤然变冷（温度低于 0℃以下），

空气中的水蒸气凝华成小冰晶，附着在地面上形成霜，所以有"霜前冷"的感觉。雪熔化时要

需吸收热量，使空气的温度降低，所以我们有"雪后寒"的感觉。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9】
瑞雪照丰年——下到地上的雪有许多松散的空隙，里面充满着不流动的空气，是热的不良导

体，当它覆盖在农作物上时，可以很好的防止热传导和空气对流，因此能起到保温作用。一

周东方趣物之理 18：
如坐针毡——由压强公式可知，当压力一定时，如果受力面积越小，则压强越大。人坐在这

样的毡子上就会感觉极不舒服。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7：
坐井观天 所见甚少——由于光沿直线传播，由几何作图知识可知，青蛙的视野将很小。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6：墙内开花墙外香--由于分了在不停的做无规则的运动，墙内的花香就

会扩散到墙外。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5：釜底抽薪--液体沸腾有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沸点，而是继续吸热。如

果“抽薪”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4：坐地日行八千里--由于地球的半径为 6270 千米，地球没赚一拳，其

表面的物体“走”的路程约为 40003.6 千米，约 8 万公里。这是毛泽东吟出的诗词，它还科

学的揭示了运动和静止关系-运动是绝对的额，静止总是相对参照物而言的。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3：千里眼，顺风耳--人们利用电磁波传送声音和图像信号，使古代神话

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变为现实。并且人类的事业已远远超过了“千里”。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2：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接近光速的宇

宙飞船中航行，时间的流逝会比地球上慢的多，在这个“洞中”生活几天，则地球上已渡过

了几年，几十年，深圳几百年，几千年。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1：水火不相容--物质燃烧，必须达到着火点，由于水的比热容打，水与

火接触可大量吸收热量，至使着火物温度下降；同时汽化后的水蒸气包围在燃烧的物体外面，

是的物体不可能和空气接触，而没有了空气，燃烧就不能进行。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10：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根据平面镜成像的规律，平面镜缩成的



像大小相等，物像对称，因此猪八戒看到的像和自己“一模一样”，仍然是个猪像，自然就

是“里外不是人”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9：开水不响，响水不开——水沸腾之前，由于对流，水内气泡一边上

升，一边上下振动，大部分气泡在水内压力下破裂，其破裂声和振动声又与容器产生共鸣，

所以声音很大。水沸腾后，上下等温，气泡体积增大，在浮力作用下一直升到水面才破裂开

来，因而响声比较小。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8：但闻其声，不见其人--波在传播的过程中，当障碍物的尺寸小于波长

是，可以发生明显的衍射。一般围墙的高度为机密，声波的波长比围墙的高度要大，所以，

它能绕过高墙，使墙外的人听到；而光波的波长较短（10-16 米左右），远小于高墙尺寸，

所以人身上发出的光线不能衍射到墙外，墙外的人就无法看到墙内的人。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7：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人在崇山峻岭中长啸一声，声音通过多次反射，

可以形成洪亮的回音，经久不息，视乎山在狂呼，谷在回音。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6：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大风来临时，高空中企稳迅速下降，水蒸气凝

结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相当于许多三棱镜，月光通过这些“三棱镜”发生色散，形成彩色

的月晕，故有“月晕而风”之说。础润即地面返潮，大鱼来临之前，空气湿度较大，地面温

度较低，靠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曾小水珠，另外，地面含有的盐分容易吸附超市的水汽，

故地面返潮预示大雨将至。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5：真金不怕火炼，真理不怕争辩--从金的熔点来看，虽不是最高的，但

也有 1068℃，而一般火焰的温度为 800℃左右，由于火焰的温度小于金的熔点，所以金不能

熔化。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4：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在压力一定时，如果手里面积小，则压强就

大。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3:人心齐，泰山移--如果各个分力的方向一致，则合力的大小等于各个

分力的大小之和。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2：摘不找的是镜中月，捞不着的是水中花--平面镜成的是虚像。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 01：小小秤砣压千斤--根据杠杆平衡原理，如果动力臂是阻力臂的几分之



一，则动力就是阻力的几倍。如果秤砣的力臂很大，那么“一两拨千斤”是完全可能的。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系列创始人-周东老师，从身边的物理现象

引领学生去热爱物理，学习物理。

“一周东方，趣物之理”系列会一直更新，中考小 Z 也会一直收集好，

定期发放到中考备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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