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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者 的 话

本书是一本介绍模型和关于电学、光学、化学、气象等方

面的一些简易制作资料的青少午读物。

为配合当前教育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我 们在听取

了工农兵和革命师生的意见后,请 上海洋泾电子元件厂工人

老师傅、闸北区少年宫以及培明中学本书原作者和新晖中学、

长安路第二小学有关革命教师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

对原 《少年科技活动资料》一书作了修订,并将其改名为 《少

年科技制作·1·》,为广大青少年开展科技活动提供一些参考

资料,希望对他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

理和发展真理有所帮助。

由于我们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得不够、调研工

作也不够深入,因 此,本 书难免有不恰当的地方,希 望读者提

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作进一步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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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 型 部 分

响 声 飞 机

材料:长 150毫 米的竹丝一根,图 画纸(或 旧画报封面)
一张,铁皮碎片、棉纱线若干。

工具:小 木柄钻(或 用铁钉代替),剪 刀。    ̄

制法:

l。把一块铁皮剪成直径为 30毫 米的圆片,在 圆片的中

心用铁钉钻一个小孔(小 孔的大小应比竹丝的直径略小),如

图 1所 示。

2。把一块长 们 毫米、宽 10毫 米的铁皮剪 成 图 2的 样

子。

图 1

:I
图 2

①

②

全书插图中尺寸都是以毫米为单位的。
图序只限本节。以后各节同此。

说明:



3,制 尾翼:剪 一块长 呖0毫 米、宽 30毫 米的图画纸,如

图 3所 示的虚线弯折。然后把两端向外分开,并 略带弯曲,如

图 4所 示。

4,制 水平翼:剪 一块长 100毫 米、宽 呖 毫米的图画纸,

把一根比竹丝稍粗的铁丝(或大铁钉)夹在中间 (图 5)。 再用

图2所 示的铁皮在靠近铁丝的地方包上去 (图 6)。 最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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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片翼子折平,把铁丝抽出9并在一片翼子的前端系上一根棉
纱线(图 7)。

5.把 各零件套装在竹丝上就成图 8的 样子。尾 翼 可用
钉书机钉住,也 可用浆糊或胶水粘在竹丝上。这样,就 做成了
“
响声飞机

”
。

用法:用 手拉住棉线,挥动
“卩向声飞机

”
,或把它挂在有风

的地方,“响声飞机
”
就会发出声音来。如果不响,只要检查下

列两点:

l。圆铁皮和尾翼装在竹丝上是否牢固,必须不摇动;
2r水 平翼上铁皮的尖端是否弯得正确,当机身顺时针转

动时,尖 端应向里微微弯曲,当 机身逆时针转动时,尖 端应向
外微微弯曲。水平翼在竹丝上应能自由转动和移动。

原理:当 手挥动时,空气推动尾翼,使 圆片和尾翼一起转
动,而水平翼由于用线牵住保持不动。这样,水平翼上铁皮的
尖端就同圆片摩擦而连续发出声音来。



竹 蜻  蜓

材料:线 团木芯一只,竹筷一根(或半根),竹 片(或木片)

一块,粗棉纱绳一根,中号铁钉一只,小铁钉两只。

工具:钢 丝钳,橡胶刀(或用旧锯条磨制成的小刀),小 郇

头。

制法:

1.在 竹筷上钉一只中号铁钉,铁钉的位置要放在它左边

部分竹筷刚好能穿通到线团木芯的另一孔眼口,如 图 1所 示。

图1

2.在 线团木芯上用小钅宜阝头钉上两只小铁钉,用 钢丝钳剪

去钉头。

3.把 长 70毫 米、宽 15毫 米的竹片用橡胶刀削制成一螺

旋桨 (图 2)。 在螺旋桨的中间部分钻两个小孔,它 们之间的

距离正好跟线团木芯上两只小钉之间的距离相同。小孔应略

大于小钉的直径。

用法:先 把粗棉纱绳绕在线团木芯上,把 线团木芯套在

竹筷上。然后把螺旋桨套在两只小钉上 (图 3)j将 粗棉纱绳

用手一拉,螺 旋桨就向空中盘旋飞去3如 果螺旋桨一飞出去

就往下落,那一定是棉纱绳绕的方向反了。

原理:螺 旋桨旋转时,会在它的上方产生一个低压中心,

ˇ ∠ ·



下方的压强大于上方的压强,在螺旋桨上产生一个升力,使螺

旋桨向空中飞去。

图 2         图 3

单 旋 翼橡 筋 动 力简 易 直 升模 型 飞机

材料:

1.旋 翼:长 70毫 米、宽 ⒛ 毫米的卡片纸一张,直 径是

1。5毫 米、长 115毫 米的竹丝一根,直 径是 0.5毫 米、长 ⒛ 毫

米的钢丝(或铁丝)一 根。

2.机 头:长 bO毫 米、宽 3毫 米、厚 0。巧 毫米的薄铝皮

(或 薄铁皮)一 片,圆 形(直径是 3毫 米)薄 塑料片三片。

3.机 身:长 110毫 米、宽 3毫 米、厚 3毫 米的松木条(或

用棒冰梗)一 根。

4.挡 板:直 径是 0.5毫 米、长 120毫 米的竹丝一根,蜡

线 (或棉纱线)500毫 米,长 120毫 米、宽 gO毫 米的棉纸 (或

·
 Or



航空信纸)一张。

5,其 他:快 干胶水一小瓶,细橡筋 500毫 米,零 号砂纸

1/4张 ,大头针一枚。

用具:剪 刀,直 尺,铅 笔,尖头钳等。

制作:

1。旋翼:按 图 1上 旋翼部分的尺寸画在卡片纸上,并剪

— —

竹丝  扎 桨轴处     旋 翼(卡片纸冫

图 1

下,按 图上所示的位置,把 它粘在竹丝上。并注意旋翼应与地

铝皮弯戊

平面成 10°~13° 的角。在

离竹丝左端 ∞ 毫米处,用

大头针钻一小孔,用 尖头

钳将细钢丝弯成 Γ形后穿

进这小孔,用 线将钢丝扎

在竹丝上(图 2)。

2.机 头:将 薄铝 片

弯成图 2所 示的形状,在

铝片的上下两平面上各钻
一个直径是 0.5毫 米的小

了L(可 罔大头针钻),必 须

使上、下两孔在同一直线

上。再将旋翼上的钢丝穿

进三片塑料片,再 穿过这图 2

● σ

旋翼竹丝



两个小孔。将钢丝弯成钩形,就 做成完整的机头。最后,将 这

机头插进机身,用棉线扎住,涂上胶水。

3.挡 板:把 竹丝按图3所 示的位置扎在机身上。在这

竹丝的两端扎上两根细线,把 这两根细线的另一端都扎在机

身上,成一V形 。在竹丝和细线上都涂上胶水,将棉纸粘在上

面,等 干后沿棉线和竹丝剪成一V形 挡板(图 3)。

140

冖←-15

← 70

配重橡皮泥

--

挡 板

(棉纸或其他很薄的纸)

木条(或棒冰梗)

图 3

4.尾 钩:将 一枚大头针弯成钩形后钉进机身的尾端,用

线把它与机身一起扎住,并 涂上少量胶水(图 2)。 用细橡筋

在上下两钩之间绕上两圈后打结。



5。把模型平放后,在旋翼竹丝的左端配上橡皮泥与旋翼

平衡。并检查各部分胶合处是否有松动现象。

试飞及飞行:

1.飞 行前应测定一下模型的重心位置:呔 头量起,重心

应在机身全长的三分之一处。

2.先 进行小动力飞行 (即橡筋未绕足时的飞行)。把旋

翼转动 100圈 左右(注意转动方向是顺时针方向).在 室内放

手后,观看模型的上爿叶莆况。如上升时摇摆得很历害,必须检

查模型的头部及旋翼的橡皮泥配重是否适当。

3.小 动力飞行时,调整到使模型平稳上升即可。然后将

橡筋绕上 呖0~300圈 ,在 室内作大动力飞行(即橡筋被绕足

后的飞行),并 测定飞行时间。

原理:橡 筋的扭力可以促使旋翼旋转c转 动着的旋翼由

于扭成一定的角度,空气流过旋翼时,就会在旋翼上产生一个

升力,把 模型飞机带向空中c这 升力的大小跟旋翼面积的大

丬\旋 翼的转速和旋翼直径的大小有关。

注意事项:

1.制 作时,应根据插图上所注尺寸及形状进行。

2。如果绕好橡筋放手后,模 型向下飞,说 明绕橡筋的方

向反了,必须重新绕过。

火柴盒小帆船

材料:火 柴盒两只,白版纸一张,直径是 3毫 米和哇毫米

的竹丝各一根,细竹丝两根,白纸一张,棉纱线四根。

工具:剪 刀,小 刀。

制法:

· ε ·



I

`

I

丶

l

J

1

1

l

ˉ

 

︱

1.用 一只火柴盒的壳子,按 图 1所 示剪开,一 半做船头,
一半做船尾。在另一只火柴盒外壳的中心钻上一小孔,如 图 宠

昕示。在这个火柴盒的两侧,用 浆糊粘上两只火柴盒的芯子,

在两只芯子的两侧再粘上船头和船尾,即 成船体骨架(图 3)。

图 2

2.按 图 4的 尺寸画在

卩弓3

白版纸上,并剪下。依虚线向里弯

I  l0 -- ' '*  4g



折。将已胶合好的船体骨架放在白版纸上,四 周用浆糊粘合,

即成船体(图 5)。 并在船体上涂上 自己喜爱的颜色。

3.用 直径是 4亳 米、长40毫 米的竹丝做舵柄'甲 白版纸

剪成图 6的 形状,依 虚线弯折,并 用浆糊贴在舵柄上 (图 7)。

同时把舵柄插入船尾甲板上(图 8)。

图 7图 6

4.用 直径是 3毫 米、长 130毫 *的 竹丝做桅杆,在 桅杆

的上、下两处扎上两根细竹丝,糊 上白纸作为船帆。把桅杆插

入船体上的孔里,要 插到船叹 在̂ 船帆的四个角上扎上棉纱

线,并 把四根棉纱线紧扎在舵柄上:这 样,火 柴盒小帆船就做

成了(图 8)。

·歹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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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 学 部 分

`实 用 小 台 灯

材料:胜 0× ]座o× 1o〔毫米〕
3的

木板一块,旧 筒管一只
(或木管、竹管).线 团木芯两只,截 面积是 10× ⒛〔毫米〕2

的木条四根,灯 头一只,双 哎软电线 (带插头)2~3米 ,开关一

只,铁丝、铁钉、彩色绉纸若干J

工具:木 工钻,钳子,铘 头,锯子,木 砂皮,铁 棒。
制法:

1.用 木砂皮将木板平面打光,再用烧红的铁棒在木板上
离上边和左边各 m毫 米的地方钻一个孔(图 1)。

虍

— — — — — — — ˉ

2钿

图 1

2.将 筒管钉在木板上,应 使它的轴孔正好对准 木 板 上
臼3孑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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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 双股软电线接在灯头上。在筒管上钻四个小孔,然

后用铁丝将灯头紧扎在筒管的上端 (图 2)。 使灯头上的电线

穿过管孔。在开关附近将电线中的一股剪断,接 在开关的两

个接线柱上。

4.在 木板 F面 的四月钉上截面积是 10× ⒛ (毫米)2的

木条四根,并在左边留一空隙让电线通过。

图 3

5.用 钳子将较粗的铁丝弯成灯罩形(图 3),外 面用彩色

绉纸糊起来,边 上镶些花纹。

6.把 两只线团木芯用锯子锯成图4

在木板上作为照相夹,如 图 5所 示。

原理:台 灯的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

灯泡用导线串接起来就组成了完整电路c

所示。

。 12 。

图 生图 2

的形状,并把它们钉

只要将电源、开关、

它的电路图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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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自 制 测 电 笔

材料:日 光灯启辉器一只,100万 欧姆的炭质电阻器一

只,18或 ⒛号的铁丝(直径约 1毫 米)一 段,绝 缘物(如坏玻

璃试管、旧钢笔杆、旅行用牙刷外套等)一件,铁块一小块c

工具:烙 铁一把。

制法:

1。拆下日光灯启辉器(即司带脱)中的霓虹管,不要把霓

。 1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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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管的玻璃碰碎,也 不要把引出线折断。

2.在 旧钢笔杆上钻出一个小孔(或者用锉刀锉出一个小

孑L),作 为观察霓虹管发亮用。

3.将 霓虹管和 100万 欧姆的炭质电阻器按 图 1焊 接 起

来,A端 与 C端 的导线要留得稍长一些,然 后把它们套入中空

的钢笔杆里。用锉刀将铁块锉成 一只铁头,如 图 1右 端所示。

再将 A端 与 C端 分别焊接在钢笔上的铜帽和铁头上。把铁头

牢牢地插入钢笔杆里。

4.最 后装牢铜帽。

用法:使 用时,只 要用手揿住铜帽,用铁头去接触电灯线

(火 线或地线),当 霓虹管发亮时,表 明接触的那根电线是火

线。

原理:当 我们用测电笔的铁头(C点 )去 触及火线时,由

于 C点 经过电阻到达霓虹管的B点 ,而 霓虹管的另一端 A点

是通过人体接地,因 此在宽虹管两端达到或者超过霓虹管的

启辉电压,霓 虹管就会发亮。如果铁头(C点 )触及的是地线,

由于 A点 与C点 之间没有电压存在,霓 虹管也就不发亮了。所

以我们能用测电笔来区别电源线中有电还是无电,是 火线还

是地线等不同情况。

注意事项:使 用测电笔时,切 不可用手指去接触铁头 的

外露部分,以 免发生触电事故。

· F∠  ·



简 易 蜂 呜 器

材料:28号 漆包线(直径约 0,38毫 米)一米,干 电池一

节,大 头针一枚,铁 皮和三夹板若干小块,橡 皮一小块,小

钉、旧电线和绝缘纸适量。

工具:郇 头,铁皮剪刀,木钻子,木砂皮,刻刀,烙铁,钢丝

钳。

制法:

1,按 图 1的 尺寸剪下两块铁皮,在大的一块上用钉子钉
一小孔。分别依虚线弯折成图2的 形状作为电键。

图

〓

夕三」 鐾
图 2

2.按 图3的 尺寸剪下另两块铁皮,在铁皮上用钉子各钉
一个小孔,并依虚线弯折成图4的 形状,作为蜂鸣器的铁芯部

分和振动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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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荃

3.在 蜂鸣器的铁芯部分上先包上一、二层绝缘纸,再 在

纸上绕上 ⒛ 号的漆包线 30~± 0圈 ,留 出 A、B两 个线头(见

图 6);在 作为振动片的铁皮上,用 木钻子钻一个小孔,并 从旧

电线上剪下一小段粗铜丝(直径比小孔略小)放入小孔中,然

后放在铁砧上用娜头敲平和敲牢 (也就是在铁皮上铆上了一

个铜触点)。

4.取 一块 40× 100〔 毫米〕
2的 三夹板,在 右端按图 5所

示的位置,用 刻刀划穿两道长约 7毫 米的狭缝;两 条狭缝之间

T「
i~刂 吧~̄ 。

j∶ Ⅱ 彐昱r△ ri=
毽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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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为 10毫 米。将图 2中 的Γ|形铁皮插入缝 中。为 了使

冂形铁皮能够稍为高出一些,可 以用厚 1~2毫 米的橡皮垫在

冂形铁皮的下面,然 后在三夹板的反面将多出来的铁皮左右

弯折,将 冂形铁皮固定在三夹板上了。最后将图 2中 的另一

块铁皮按图 5右 边所示的虚线位置钉下。这样电键部分就做

成了,如 图 7中 的外露部分。将图 4所 示的两块铁皮 按 图 5

左边所示的虚线位置,在 甲点上将它们钅l̈ F。 然后在铜触点

旁边的丙点(图 5)上 ,用 钢丝钳钳住一枚大头针,慢 慢地插穿

三夹板,使 大头针穿出在三夹板上,再 将大头针弯过两个直

角,使 大头针与铜触点相接触。

5.接 通电路:先用烙铁将 A线 焊在甲钉上,再 将 B线 焊

在乙钉上,最 后在三夹板的反面,在 大头针和冂型铁皮上分别

焊上两根导线,这 两根导线的另一端分别接在电池的两极上。

这样,整 个蜂鸣器就做成了(图 6)。

6.为 了牢固和美观起见,可在蜂鸣器的外面按图7的 尺

寸和形状钉一个木匣,使 匣底可放一节干电池氵

· F·/ ·



用途:可 作为电铃使用,也 可作为无线电报务设各进行
^

无线电收发报练习时用。当按下电键后立即放开,蜂 鸣器就

会发出
“
滴

”
的声音;当 按下电键后,经 过一短暂的时间,蜂 鸣

器就发出
“
达

”
的声音。就根据

“
滴

”
、

“
达

”
的声音组成不同电

码的讯号。可参照下表来进行练习:

′
数̀

万

5  |  6

原理:当 按下电键时,线 圈上有电流通过,铁 芯上就产生

了磁性,振 动片被吸引离开了大头针,切 断电路,于 是铁芯就

失去磁性,振 动片恢复到原来位置,又 接通了电路。这样,电

路不断地接通和断开,使 振动片在大头针和电磁铁铁芯之间

连续不断地发FL振 动,就 发出
“
滴

”
、
“
达

”
的声音。

· Ξ召 '



注意事项:

l。如果按下电键,电 磁铁铁芯吸不下振动片,就 要将大

头针压低一些,使振动片跟铁芯之间的距离缩小;如果振动片

被电磁铁铁芯吸下而无法弹起来,就要把大头针稍稍抬起,使

振动片能连续不断地振动。

2.如 果接线正确,按下电键后,电磁铁没有磁性,一般毛

病出在大头针与铜触点之间接触不好或者电键部分的两块铁

皮接触不好。如果是电键部分接触不好,就 要用砂皮将接触

部分的污垢擦去。最好的办法是在接触部分的两块铁皮上分

别铆上两个铜触点(方法同前面介绍的一样)。

6或 8瓦 废 旧 日光灯管的利用

材料:6瓦 或 8瓦 废日光灯管一支 (要求灯丝虽断而不

完全脱落和没有漏气的),双 控拉线开关一只(市上有供应),

电源插头一只,电 容器二只,(C1耐 压 350伏 、1.5微 法~2微

法,C2耐 压 350伏 、0,5微 法×注意不可用电解电容),晶 体二

汲管两只 (可用 2CP18~⒛ 或 2DL7,其 他耐压 3∞ 伏 以上

的二极管也可使用),5瓦 ⒛0欧 姆可变电阻一只,1~2毫 米
∶
孚的绝缘底板一块,小绝缘盒一只,铜质铆钉数只,电线若干。

工具:仍 瓦以下的电烙铁一把,剪刀,旋凿等。

原理:电 源电压 ”0伏 输入后,经 二极管和电容器进行

二倍压整流,在 两只串联电容器的两端得到 ∞0伏 左右的直

∴高电压,使 日光灯管起辉。因考虑到灯管如果长期处于直

讠状况下工作,会 使灯管产生一端发黑的现象,所 以采用直

△它辉交流供电的方法,待灯管起辉后,用双控拉线开关恢复

iPO伏 交流供电维持日光灯正常照明。

J9



制作:按 图 ⊥中线路接好,检 查无误时,即 可通电,并 调

节可变电阻,适 当选用合适的阻值 (图 中表示的是选用的电

阻),使 灯管在最稳定的状况下工作。

两种工作状况分析:

当 K1,K2接 通时(图 2),⒛ 0伏 交流电输入,经 几个周波

的电容充电,在 C1和 C2串 联的两端产生 620伏 左右的直 流

高电压,迫 使灯管起辉。

在灯管起辉后,断 开 K1,K2,将 开关切换到 K1,K3接 通

的位置上(图 3)。 这时,便 是电容、电阻和灯管在工作,即 灯

管在交流供电状况下工作。

κl

κ2

线

线

地

 
火

22OV~

火 饯

图 2

2`

图 3



¦Ó

r¡§

Ø

¡ª

¡ª

Ø

¡ª

¡§

 ¡®

注意事项:

1.由 于此线路比较特殊,不 能使火线进开关,要 求按图

中线路装接,火线和地线不要接错,否则不易启辉;

2.灯 管接触要良好,如 果接触不良,容 易引起二极管承

受高电压而击穿损坏;

3.注 意安全,把 元件装在绝缘盒内,以免误触元件,造成

触电事故;

4.闪 烁可能由于R阻 值太小而引起,如果R阻 值已是够

而仍有闪烁,那可能是灯管已不适用)

5.不 用灼刊
·
,最好将电源插头拔下,以免消耗电能。

1.5伏 电视伴音接收机

特点介绍:本 机结构简单(图 1),元 件少,耗 电省,与 收

音机之间不用任何连接线。用时只需将本机靠近普通半导体

收音机的磁棒线圈,即 能使收音机稳定地感应接收到清晰的

电视伴音节目。

2J



材料:硅 高频管 BG一 只 (型号应在 2G910,3DG01或

3DG13~15中 任选一种),电 容器五只(C1、C2是 7/25微 微法瓷

介微调电容,C3是 1000微 微法电容,C4是 3300微 微法至 0.01

微法电容,C5是 0。01微 法电容),电 阻四只(R1为 ⒛ 千欧微调

电阻,R2为 1千 欧 1/8瓦 电阻,作 L2、L3线 圈芯用的电阻,应

大于 100千 欧,1/8瓦 和 1/4瓦 各一只),绕 线圈L1用 的铜丝
一根(直径为 1~1。 5毫 米,长 仍0毫 米),绕 线 圈 L2、L3用 的

漆包线 (38号 ,长 2.5米 ),作 开关和电池夹用的磷铜片一块

(30× 20〔毫米〕
2),五

号电池一节,胶 木板一块,平 头螺丝两

只,铜质铆钉、焊锡、硬接线若干。

工具:⒛ 瓦烙铁一把,直尺,锉刀,铁砂皮,钻孔器,废 牙

刷柄一枝。

ˉ叫。7厘米一

丨。5毫 米
-̈ ¨{|-

∠2  r彐C猁亚Z猁旺D卜、
40T 40T

2毫 米
ˉ卜H̄ —

∠3

磷铜皮

铆 钉

· 泛:2 ·

40T 日 OT

图 2



制法:

1.先 按图 2用 1~1.5毫 米铜丝在 5号 电池上平绕 8

圈,然 后把这线圈拉开到 夕毫米长,即 成空心线圈L1;再 用

m号 漆包线在大于 100千 欧 V8瓦 电阻上分两段乱绕各 们

圈,共 SO圈 ,两段之间相距 1.5毫 米,即成L2;再 用 38号 线在

大于 100千 欧的 1/4瓦 电阻上分两段乱绕各 钔 圈,共 SO圈 ,

啊段之间相距 2毫 米,即 成 L3。再用磷铜皮按图2做 一开关。

2.在 元件和自制零件齐各后,即可装配。先将元件按图

3排 列在胶木板上钻洞,配 上铆钉,然 后将元件插入,按 图4

接线焊牢。注意在焊二极管时,焊接时间越短越好,管脚千万

不能搞错;焊完再检查有否接错、虚焊、漏焊等情况。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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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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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1.先 将废牙刷柄一端用锉刀锉成 V形 ,以 便调节C1、C2

讠 R1用 。先将伴音接收机电源开关打开,使 C1、C2、R1都 调

∷中间一
档,并 把接收机放在普通半导体收音机机壳上靠近

$
J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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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棒线圈的地方,然 后用手指不断触碰L1,一 边调节收音机

接收频率,直 到找到断续的噪声为止,这 时将伴音接收机移

开,噪音随之消失,从而确定了收音机接收伴音机发出讯号的

位置。也可以通过调节 C2、R1使 频率位置调在无广播电台播

音的位置上。

2.当 电视台播音时,一 般调节 C1即 能收到微弱的电视

伴音讯号,再 进一步将伴音接收机与收音机适当移动位置和

转动一定的角度使伴音最响,然后反复细调R1、C1、C2到 伴音

最清晰为止。

原理:从 图 1的 电路可以看到,本 接收机是由电容反馈

式振荡电路中引入控制电压,完成调频波超再生接收的,也就

是把电视伴音的调频波变换成调幅波,同 时又利用电路振荡

的发射,被 收音机接收,经 过检波放大还原出伴音讯号,由

喇叭放出声音。所以该电路既是接收机叉是一架小小的发射

机D

图 1中 L1C1是 接收调频波的,调 节C1就 可改变谐振频

率;L2、L3是 高频振流圈;C2是 反馈电容,它 的大小控制了振

荡的强弱;R1可 调整管子的工作点;R2是 直流反馈电阻,并

与 C3在 电路中产生控制电压;0“、C5是 高频通路电容。

注意事项:

1.由 于本机在 1.5伏 低电压小讯号状态下工作,所 以硅

管选择很重要,上 述三种型号管子如果卩)30都 能用。其他

如 3DG6、 3DG12等 截止频率较低,在 1,5伏 电源下工作时,

放大倍数下降很多,故不宜用c

2.电 视电磁波是属于超高频的,是 沿直线传播的,所 以

即使在同一房间四周,它的接收强度相差很多,往往有些伴音

· 2亻  ·



接收机装成后,虽能收到伴音,而噪声大,人体感应现象严重,

调节 C1、C2无 显著好转,其原因除了由于管子质量问题之外,

大多情况是由于实验地点电场强度不够,解决办法可有两种:

①当收到伴音讯号后,连 同收音机一起在房间内四周走一圈,

同时并不断转动接收机角度,找 到最响的一点,固 定下来,再

反复细调 R1、C1、C2即 可。当然到室外空地调好后移 到 室 内

也可;② 就在原实验地点,用 一根 1.5米 长的电线,一 头在伴

音接收机壳上绕二圈,另一头拖着即可。

3。 电池应放在远离线圈 L1处 ,最好与 L1成 垂直位置横

放。

4。开关要求接触良好,可按图中所示方法 自制。

5.要 弄清电视播音时间,否 则会在未播送时盲目接收;

另外,电视播送间歇时间也应注意到。

° 彡'。9



三、光 学 部 分

三 棱  镜

材料:120× 30〔毫米〕2长方形玻璃三块,正 三角形铁皮

三块,其 中每边长 甾 毫米两块、每边长 ⒛ 毫米一块,废 牙膏

壳头一只,铝 铆钉六只,φ ⒗ 毫米圆木柄一根,木 螺丝一只,

桐油石灰少许,500毫 米细绳一根,焊锡少许c

工具:剪 刀,小铁锤,小刀,旋凿,锥子,小铁砧,烙铁。

制法:

1.将 三块玻璃拼成正三棱柱,用细绳绕紧。

2.将 玻璃三棱柱垂直放在大三角形铁皮正中,依玻璃柱

端面三条边在铁皮上划出三角形,然 后剪去三角形铁皮上虚

线以外的三只角,使 留下的三角形外边部分呈长方形(图 D,

然后按边线向上折成三棱柱的盖子。三条角缝用焊锡焊好。同

法再做另一个盖子r

3.在 一只盖正中钻一个和牙膏壳头 (螺纹部分)直 径相

仿的小孔,再按图 2在 其上钻三个孔以供铆钉用。

4.把 牙膏壳的螺纹部分嵌到三角形盖上,再按盖上三个

孔位置在牙膏壳展平部分钻三个小孔 (图 3),并 用铝铆钉把

牙膏壳头铆在三角形盖上(图 吐)c

5.在 边长为 ⒛ 毫米的三角形铁皮中钻一个能拧进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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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的孔眼,再在孔旁钻三个和铝铆钉直径相同的孔,然后在这

块三角铁皮中心用木螺丝将铁皮拧到木柄上 (图 5)。 又在另
一个三角形盖上钻三个铆钉孔,孔 的位置和装木柄的三角形

铁皮上的孔对应,然后把木柄和三角形盖用铆钉铆牢。

图 8 图 生 图 5

6.把 玻璃三棱柱内外擦洗干净后,在两个盖里面三个边

上嵌满油灰,先 把图3所 示的一个盖套在三棱柱的一头,盖

图 2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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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用筷子从另一头伸进去将油灰压实;同法把有木柄的盖装

到柱上,盖紧后,用细筷子或细棒从牙膏管口仲入压实油灰。

7.拆 去棱柱上的细绳,用 油灰填嵌玻璃柱的三条缝,再

用小刀刮乎。然后,把制成的三棱镜放到通风处阴干(去掉牙

膏盖),十天后可以灌水(图 6),代 替三棱镜使用。

原理:让 一束平行白光通过一个狄缝投射到三棱镜上,

在棱镜后方的白纸上就出现一个红、橙、黄、绿、青、l索、紫依次

排列的颜色光带,这是由丁白光由这些色光组成,在通过棱镜

后,各 色光的折射率不同,就 有不同的偏向角,所 以各色光依

次排列成颜色光带,其 中紫光的偏向角最大,红 色的最小,这

就是光的色散现象。

注意事项:

注满水后,不 要振动,以 免损坏。长期不使用时,需 将水

倒掉。

万 花  筒

材料:30× 150〔毫米〕
2的 长方形玻璃三块 (有 镜子更

好),马 粪纸和牛皮纸各一张,圆 毛玻璃片一块,圆 玻璃片两

块,碎玻璃片适量。

工具:剪 刀。

制法:

1.在 三块长方形玻璃上涂一层淡墨,做 成一个三棱镜

(图 D,在 三棱镜的外面用牛皮纸包上两层。

28



2。 用马粪纸做成一个圆筒,圆 筒的大小应该同三棱镜的

t小 相符合'但是它的长度要比三棱镜稍长一些,然 后将三棱

之放入圆筒内。在圆筒的左端先放上一块跟圆筒一样大小的

∷玻璃片,然 后用马粪纸剪一个圆片,中 间留有孔眼,放 在圆

芙璃片的外侧。在圆筒的另一端也先放上一块圆玻璃片,然

亏放上涂有各种颜色的碎玻璃片(注 意不要放得太多,也 不要

过少),再 将另一块毛玻璃片放上(图 2)。 最后用牛皮纸将圆

肓周围粘起来,这 样就做成了万花筒。图 3是 万花筒的外形。

用法:将 万花筒对着光线比较强的地方看,稍

T、在圆筒内就会看到千变万化的彩色图案。

原理:由 于光的反射作用,彩 色碎玻璃片在三

∷百镜子上都得到虚象,实 物本身同虚象就对称地

∶∶Π的彩色图案。

为转动圆

棱镜里的

组成一幅

玻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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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制 望 远 镜

材料:马 粪纸一张,凸 透镜、凹透镜各一只(或用老光眼
镜片和近视眼镜片代替)。

工具:剪 刀。

制法:根 据凹、凸透镜的大小用马粪纸制两个纸筒,使小
纸筒刚好能插入大纸筒。在大纸筒的一端装上凸透镜作为物
镜,在小纸筒的一端装上凹透镜作为目镜(图 1)。

用法:用 自制望远镜观察时、慢慢改变物镜与目镜之间
的距离,直 到使远处景物看起来最清晰时为止。这种望远镜
可用来看戏。

原理:从 远处物体上射来的光线,经 过两个透镜的折射
以后,在 望远镜中生成了像,它 对眼球所成的视角冰

,比 肉眼直
接看远处物体时所成的视角为大,所 以使我们感到物体既移
近又放大了;同 时,作 为物镜的凸透镜,能 会聚从远处物体来
的光线,比 眼球能会聚的光线多好几倍,所 以我们看到的像很
清晰明亮。

注意事项:如 果前后调节物镜与目镜之间的距离仍得不

冰 视 角 从 物体两端引出的两条光线在眼球内交叉而成的夹 角。
物体愈小或愈远,视 角就愈小,在 人的视网膜上所成的像也就愈小,乃
至不能看沽。

° t了C。9 ,



到清晰的景象,也 可以将 目镜反过来插入大筒内进行调节。

潜  望  镜

材料:400× 50×5o〔毫米〕
3的

长方体形纸匣(或木匣)一

只,50× 70〔毫米〕
2的

长方形镜子两面,50× 50×5o(毫米〕
3的

木块一
块。

工具:剪 刀,木锯。

制法:

1.在 长方体形纸匣的上下 两面 如 图 1所 示各 开 一个

m× 50〔毫米V的 孔。  '

2.用 木锯将木块对角锯开(图 2),并 在两个截面上分别

钉上长方形镜子。

图 1            图 2

3.将 钉有镜子的木块放入纸匣的小孔中,再用浆糊把它

们分别粘住在纸匣上。

用途:用 潜望镜可以绕过不透光的障碍物,看 到外界的

景象。

原理:放 在纸匣中的两块长方形镜子是互相平行的,都

跟水平面成 仍
°
的角,外 来光线经过平面镜的两次反射以后

进入人的眼中,这 样就绕过了不透光的障碍物。

注意事项:纸 匣上的观察孔的大小,纸 匣的长短和纸匣

载面的大小,都 可以放大或缩小。但是一定要注意.两 面镜子



必须以奶
°
的角倾斜,商对面地放入匣内。

火柴盒显微镜

材料:火 柴盒一只,坏 灯泡的碎片一小块,礞 主手可棂,

马粪纸一小块,长方形玻璃片两片。

工具:镊 子,剪刀。

制法:

1.烧 制玻璃珠:

将灯泡碎玻璃片洗干净,用 锤敲成黄豆大小药再焘 甲

尖头镊子(头要尖,不能有锈)挟取一小粒玻璃片.==酒 揖灯

的火焰(外焰温度最高部分)加热。玻璃片烧红舌.蔽△嗫子,

使玻璃粘在镊子的一只脚上,继续加热,到玻璃逐斩变耵△熔

成圆珠状时,离开火焰,稍稍冷却后,放到搪瓷垒上三.牡△击

动镊子,就见玻璃珠落在盆上(图 1)。

图 1

2.用 剪刀剪两块 40× 15〔毫米)2莳 马圭纸Ⅱ± E挈 钻

一个比珠子略小的孔,把 珠子嵌在中闩.=叹 孓饪E△ 乓纸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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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图 2

3,截 两块哇0× 15(毫 米〕
2的透明玻璃片,在 两块玻璃

片中间放些要观察的微小物体如头发、草履虫等。将上面装

有珠子的马粪纸合在玻璃片上,使 玻璃珠正对被观察物。然

后用两根橡皮筋将它们一起扎在火柴盒的一头(图 3)。

图 3

用法:只 要把要观察的物体放在玻璃片上,将 珠子正对

被观察物,然 后拿着火柴盒朝天空看去(使 玻璃珠贴近眼睛),

就能看到放大很多倍的物体的像 (一 般一根棉纱线可以放大

成筷子那样粗),做 得小而圆的,有 时还能把草履虫放大到可

以看见。
'

原理:光 是直线传播的;玻 璃珠做的放大镜焦距小,折 射

率很大,所 以微小的物体可以被放大很多倍数。

· JJ



四、化 学 部 分

叶 脉 书 签

材料:叶 脉粗壮、坚韧而致密的树叶子(如桂树叶子、珊

瑚树叶子)若干片,碳 酸钠 5克 ,氢 氧化钠 7克 ,碳 酸钾 5.3

克,漂白粉 8克 ,各色染料若干。

器材:酒 精灯(或烧饭炉子),烧杯,软瓶刷,镊 子,量 芎。

磁盘。

制法:

1.把 碳酸钠 5克 、氢氧化钠 7克 投入盛有 ⒛0毫 升水妁
烧杯中,加热溶解。等溶液煮沸时,将 准各好的树叶放迂去^

大约煮 10分 钟左右(煮沸的目的是腐蚀掉叶肉,保存叶⒈ 矸
以不同种类的树叶由于叶肉的老嫩不同,煮 的时间也t乇乏下
同。可以自己先试验一下,如果煮过的树叶连叶脉都烂F≡了,

那就是煮的时间太长了。如果煮过后叶肉还不易去除.∶之Ξ习
煮的时间还不够)。在加热时,可 用镊子将树叶轻轻蔓=史
各叶片分离。

2,煮 后,将 烧杯中的叶片轻轻夹住,放 在盛有少暑!t均
瓷盘中,用 软瓶刷仔细地刷去叶子两面的叶肉部分.霹 I{
脉。

3,随 后放入漂白液中漂白。漂白液的配法:埤 5。=乏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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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钾溶于 30毫 升的沸水中,将 8克 漂白粉溶于 们 毫升的水

中,再 将两种溶液混合摇匀,待 冷后再加入 100毫 升的水,经

过滤后使用。

4.等 到叶脉变白后就可取出,浸 入水中轻洗一下,然 后

再染色。只要把少许染衣服的染料加水冲开 (加水的多少决

定于所需颜色的深浅),放 在火上加热,把 漂白好的叶脉放进

去煮 2~4分 钟,取出时就染上颜色了。

5.染 色后,把 叶脉放在玻璃板上整形,然 后在叶脉上放

几张卫生纸或吸水纸,再 用重物加压,使 叶脉平整。取出晾
干,在叶柄上系上一根彩色的丝光带,即成一张美丽的叶脉书
签。

原理:利 用碳酸钠和氢氧化钠的腐蚀性,把 树叶的叶肉

破坏,叶脉比较粗壮不易被腐蚀,所以叶脉被保留下来。

印 照  相

材料:中 性印像纸一张、D72显 影粉一小罐,定影粉一小

罐(以上材料在照相材料商古均有出售)~照相底片若干张。

用具:筷 子二双,瓷盆三只,红玻璃纸(或红布)一张。

1.用 印像夹印像

制作:印 像夹可以自制。如图

1所 示,取 玻璃片一
片,上 面贴上黑

纸,在 黑纸的中央挖出一个跟底片

大小相当的框子。在玻璃片的上面

覆盖一块贴有绒布的马粪纸。

印像步骤:



先布置一个简单的暗室(即用黑布遮盖窗口、在灯泡上包

上红色玻璃纸(或 红布)。

1.曝 光:把 底片紧贴在印像夹上,再 把印像纸紧贴攵丨氐

片上(必须把印像纸的薄膜面和底片贴合)。用两只木夹子将

印像纸夹住,然 后把灯泡上的红色玻璃纸(或红布)去掉,光 线

透过玻璃片和底片射到印像纸上,使 印像纸薄膜上的药品发

生变化。
一般中性印像纸在 GO支 光的灯光下,距 离光 源 一

尺,约 需曝光 10~15秒 钟。曝光后,立 即用红玻璃纸(或 红

布)包住灯光。

2.显 影:印 像纸经过曝光后,立 即投入显影液中.并 经

常翻动。大约经过 ⒛ 秒钟后即开始显出黑影,等 显出的像色

调相宜时,就 将印像纸从显影液中取出,投 入清水中洗一下,

再放到定影液中去。

3.定 影:印 像纸在定影液中约放 15分 钟。也须经常翻

动。

压。冲洗及晾干:定 影后,把 印像纸投入清水中冲洗=在

流水中(如水笼头下)约 冲洗 ⒛ 分钟,在 常换的水中约 30分

钟。洗好后,用 干净的毛巾把水吸去,贴 在用滑石粉擦干净的

玻璃窗上。约过半天后,照 片干了就会 自动脱落。

注意事项:

1.印 像纸未经定影前,切 勿暴露在灯光或 日光下.以 免

印像纸失去作用。

2。 取出印像纸时,手 指必须干净,尽 量勿接触药面。否

则印出来的照片会有黑指印,非 常难看。

3.在 印像之前,可 先裁取印像纸一小条,做 一次印像试

验 (图 2)。 将试验的纸条装入印像夹,印 像夹正对尚未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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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灯泡。用一块硕纸板盖在玻璃片上。

5秒 钟露出三分之一底片
·
。这样,

然后开亮电灯,每 隔

印像纸分别约在第 5、10、15秒 钟时

曝光。经显影后,可 得出三种深浅

不同的颜色。根据颜色的深浅,选

择适当的曝光时间
※
。

4.显 影液的温度最好 能保 持     图
2

在 18~⒛ ℃ 之间。如冬季室温很低时,则 须增加显影时间;

夏季气温较高时,可用冰水降低显影液的温度(即在面盆里放

些冰水的混合物,把 盛显影液的小盆放在面盆里降温)。

5.用 水冲洗印像纸时一定要充分,以 免 日后照片发黄。

原理:印 像纸上涂有一层溴化银的药膜,当 印像纸和底

片相合,经 过曝光后,则光线透过底片而作用在印像纸上。在

底片上各处明暗不同,因 此印像纸上所受到光线的作用岜有

多少。受到光线作用的溴化银就会跟显影液发生化 学 反应,

被还原出黑色银粒;未受到光线作用的溴化银被定影液溶解,

使印像纸上变成白色。这样正好得到一张黑白与底片相反的

照相了。

2.印 像机印像

制作:取 二块 210× 170(毫 米〕
2的

木板,两 块 170× 17o

(毫米〕
2的

木板,两只灯头,220伏 的 b瓦 的红色和无色灯泡

各一只,电 线一段,插 头一只,单刀双掷开关一只,按 图4线 路

安装成简便印像机匣 (图 3),再 用∵块 210× 170(毫 米〕
2的

磨砂玻璃。一张比磨砂玻璃大一点的黑纸,在 偏于一面挖出
汴本法在无电源的地方可用手电筒代替光源。



一个跟底片大小相当的空框,以便对准无色灯泡。

图 3

图 哇

用法:把 底片紧贴在磨砂玻璃上。再把印像纸紧贴在咦

片上 (必须把印像纸的薄膜面和底片贴合)=接 通无色灯泡.

使灯光透过磨砂玻璃片和底片射到印像纸上,使 印像纸薄膜

上的药品发生变化。曝光时间一般需 5~10秒 ,一 般根抿底

片厚薄决定曝光时间。曝光后,立 即将开关开至红灯接触瑞c

其他步骤同第
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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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 象 部 分

毛 发 晴 雨 计

材料:长 270毫 米、宽 90毫 米的木板一块,大头针两枚,

长约 1G0~⒛ 0毫 米的头发一根,小铁皮一块,酒精少量。

工具:铁 皮剪刀,钅烹阝头c

制法:

1.把 头发先放在酒精里浸五分钟,除

去油污。

2.用 铁皮剪 刀 把 铁 皮 剪 成 指 针 形

(图 ]),并 在铁皮指针的一头钻一个 比大

头针的直径略大的小孔。

3.用 两只大头针分别把指针和 头发

按照图 1安 装好。并在指针头部附近的木

板上函i一弧线,弧 线的上端写上
“
晴

”
字,

下端写上
“
雨

”
字。这样,晴 雨计就装成了。

用途:指 针的针尖向上表示天晴,向 下表示天阴或下雨。

可以预测天气的阴晴。

原理:头 发受潮时会仲长,在 干燥时要缩短。所以当空

气的湿度变大时,头 发伸长,指 针的针尖向下,表 示下雨。反

之,当 空气的湿度变小时,头 发缩短,指 针的针尖向上,杖 示天



气晴好。

杆 式 晴 雨 计

材料:筷 子一根,纱布一小块,橡皮一块,大头针一枚,木

块若干块,棉花、食盐适量。

制法:

1.用 纱布包上一些棉花,扎成一个小球。然后将小球浸

在饱和的食盐溶液里D浸 透

后取出晒干。用细线把它悬

挂在筷子的一端。把重量跟

棉花球相等的一块 橡 皮 (或

用其他东西代替)挂 在筷子

的另一端(图 1)。

2.用 零碎木料 做 一 个

固定的支架,式 样可以自己

设计。

3.在 筷子的中点钻一个小孔,使 大头针穿过小孔固定左

支架上。然后,把 筷子调整一下,使 它保持平衡。

用法:当 平衡的晴雨计悬挂着棉花球的一 端 向下 ∷∶:i

时,就 表示将要下雨。如果一直保持平衡,则 说明天气靖讨r

原理:棉 花球里含有很多细小的食盐晶粒,盐 能莰夜空

气中的水分。当天气转阴雨时,湿 度大了,空 气中水分增多.棉

花球吸附了水分,挂 棉花球的这一边就会向下倾斜:如 果天

气晴好,湿 度小,食 盐晶粒吸附的水分也将蒸发,棉 花球和橡

皮又保持平衡。

· ∠` 。



自 制 气 压 计

材料:墨 水瓶一只(或用别的瓶代替),长 约 ⒛0毫 米的

细玻璃管一根,学 生尺一把,软 木塞一只(大小应配合瓶口),

食油一滴,细线两根。

用具:穿 孔器,小钻子,酒精灯(或炉子)。

制法:

1.将 细玻璃管的两端分别放在酒精灯上加热至微红时

取出,冷 却后能使玻璃管的断口处光滑。然后在玻璃管的一

端注入不易干的食油一滴。

2.用 穿孔器将软木塞开孔。孔眼

要比玻璃管的直径略小c使 玻 璃 管插

入软木塞时刚好紧密。再将软 木塞 紧

紧地塞在墨水瓶口。

3.在 学生尺的上下部分用小钻子

分别钻两个小孔,然 后用细线将玻璃管

缚在学生尺上G这 样就做成了一架 自制

气压计(图 1)。

用途:用 来测量大气压。

原理:当 外界的气压升高时,油 滴

下移,表 示晴天。当外界的气压降低时,

瓶内的气压大于外界气压,油 滴上移,

表示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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