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 发明家的励
志故事(汇总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一

一个大雪天的夜晚，爱迪生的妈妈突然生病了，爸爸急忙找
来医生。医生说：“你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开刀做手
术”。那时候只有油灯没有电灯，油灯的光线很暗，一不小
心就会开错刀。爱迪生突然想起一个好办法，他把家里所有
的油灯全都端了出来，再把一面镜子放在油灯的后面，让医
生顺利的做完了手术。医生说：“孩子,你是用你的智慧和聪
明救了你的妈妈。”爱迪生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要
制造一个晚上的太阳。”

参考：有一次,爱迪生的母亲得了阑尾炎。由于他家境贫困，
母亲就请求医生在家里做手术。医生同意了，但房里光线太
暗，医生看不清。爱迪生灵机一动。他通过镜子的反射，把
光线聚集到一起，房间立刻亮了，他的母亲也得救了!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二

这一发明一经传出，激起当时社会急速而巨大的狂热达数月
之久。铁路特开专车去参观。许多人开始不坚信这个发明，
疑心他是先在里面藏个什么会说话的东西骗人的。有个教堂
的主教用最高速度对着收音盘背诵圣经中的一串专门名词，
当这些名词一字不漏地从机器中重复发出来时，他们才坚信
这东西没有半点虚假。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架留声机问世时的



情景。人们在赞叹之余，都称发明者爱迪生是个“妖魔”。
其实，“妖魔”这个雅号远不是从留声机这一件发明才有的，
而是伴随他的整个生命的。正因他的发明创造实在太多了。
电灯、电话、电影、电报机、发电机、蓄电池、打字机、磁
铁矿分离机、压力表等等，都是他的发明。据不完全统计，
自从他发明第一台自动数票机的1869年至19，他一共领
得1328种发明专利权，约计在此时期，每11天他就有一个发
明。正正因这样，他被人们称为“妖魔”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这个“妖魔”人物的真正魔力究竟出自哪里呢?他自我
这样说：“一分灵感，九十九分血汗”。“顽强的毅力、惊
人的勤奋，正是他真正的“魔力”所在。”

汤姆斯?爱迪生，生于1847年美国的渥海渥州。他只念过三个
月的小学。学校老师说他“愚呆”，亲友们也都这样称呼他。
而他的母亲并不坚信这一点，亲自做他的教师，引导他去读
一些书。不到12岁，他就读完了不少难读的书，他的父亲还
引导他攻读过牛顿原理。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使他从小就养
成了勤奋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

爱迪生很钟爱科学。他很小就在自我家的地窖里，储存了几
百个各种试验用的瓶子，建起了一个小实验室。他把平时省
吃俭用的钱，全部花在购买化学用品和化学仪器上。但光靠
这个钱是不能满足试验需要的、于是，他就到火车上当卖报
童。他每一天清晨登车，晚上9时后回家，搞完试验常常到深
夜才能休息。之后，他发现火车上行李车厢中有一间吸烟室
未用，他就把家中地窖里的试验品搬到这上来，坚持做化学
试验。在那里，他还学习并领悟使用陈设在这儿的一台印字
机，并能用电报号码记录当地新闻，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
纸大受欢迎，销路可观，此时他才12岁。有一天，火车摇晃，
行李滑下来，把他试验用的一支磷杆摔到地下，车厢立即着
火。火被赶到现场的人扑灭了，但是车长却打聋了他的耳朵，
造成终身残废。车长还把他的“四轮实验室”和“旅行印刷
房”里的东西统统踢到车下。



困难和挫折没有影响爱迪生搞科学实验的决心，他又在家中
建起了试验室。遭电打、烧毁衣服，在试验中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的脸部被硝酸烧得不成模样了。既使这样他也从
不灰心。爱迪生最早所作的发奋，大大有助于他以后的发明
创造。但是，和其他伟大的发明家一样，爱迪生所走过的道
路是不平坦的。他当过夜班电报生。在书摊和图书馆消磨很
多精力。但由于几次失业，最后不得不到纽约投奔兄弟姐妹。

爱迪生不辞千辛万苦来到了纽约。这个时候，他口袋里连一
个小钱也没有。他饿急了，只好向人讨了点茶水喝，这是他
到纽约后的第一顿饭。在那里，他好久才找到兄弟姐妹，但
他的兄弟姐妹也处在失业之中。饥因交加的爱迪生，容仪拙
陋，衣着褴褛，被人看不起。之后，他被允许夜宿在一家电
池室里。刚好室内设置一台发布市价的通信机器，在他到来
的第三天早上，这部机器出了故障，由于他留心钻研，很快
帮忙人家修好了这台机器，而被留下来，这才找到了工作。
从这以后，他奋发发奋，与人合作改革，市价通信机而崭露
头角。不久，他开设了一个生产这种通信机的小工厂，逐步
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三

在春节里，一场新冠疫情突然来袭。有很多人都不幸被感染
了，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许多人出门前都要带上护具。我爸
爸每次去单位工作都要带一瓶消毒水，每次按完电梯按钮后
都要对手进行一次消毒，即便是这样还避免不了交叉感染。
我想发明个多功能手表，即方便，又实用。

这个多功能手表和电话手表的大小一样，有粉色、红色、橘
色、紫色、绿色、蓝色等多种外表颜色。我们用它扫描一下
电梯的某个按钮，扫描上后，你会看见手表上显示着你所在
的楼层，你往上拨，层数就变高，你往下拨，层数就变低。
在手表的右下角有一个确定键，当你选好楼层后点一下确定
键，电梯就开始上升或下降了。



这个多功能手表还可以测体温，你用这个多功能手表的摄像
头对着自己的额头扫一下，它可以用1秒钟的时间显示出你的
体温，是因为它用的是红外线扫描的。同时，我们如果把这
个手表对准其他人，也可以测量别人的体温。这样可以做
到“知己知彼”，有效预防。

我希望更多的人拥有这样一款多功能手表，它既可以有效避
免交叉感染，又可以随时监测身体状况。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四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物理学革命的旗手。
1879年3月14日生于德国乌耳姆一个经营电器作坊的小业主家
庭。一年后，随全家迁居慕尼黑。父亲和叔父在那里合办一
个为电站和照明系统生产电机、弧光灯和电工仪表的电器工。
在任工程师的叔父等人的影响下，爱因斯坦较早地受到科学
和哲学的启蒙。1894年，他的家迁到意大利米兰，继续在慕
尼黑上中学的爱因斯坦因厌恶德国学校窒息自由思想的军国
主义教育，自动放弃学籍和德国国籍，只身去米兰。1895年
他转学到瑞士阿劳市的州立中学;18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
范系学习物理学，19毕业。由于他的落拓不羁的性格和独立
思考的习惯，为教授们所不满，大学一毕业就失业，两年后
才找到固定职业。19取得瑞士国籍。19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
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他利用
业余时间开展科学研究，于19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光量子论的提出，
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同年，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
定法》，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19兼任伯尔尼大学编
外讲师，从此他才有缘进入学术机构工作。19离开专利局任
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19任布拉格德语大学理论物
理学教授，19任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授。19，应m·普
朗克和w·能斯脱的邀请，回德国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
兼柏林大学教授，直到1933年。19应h·a·洛伦兹和p·埃伦菲斯特
(即p·厄任费斯脱)的邀请，兼任荷兰莱顿大学特邀教授。回



德国不到四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投入公开的和地
下的反战活动。他经过8年艰苦的探索，于19最后建成了广义
相对论。他所作的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场要弯曲的预言，于19
由英国天文学家a·s·爱丁顿等人的日全食观测结果所证实，全
世界为之轰动，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西方成了家喻户晓的名
词，同时也招来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者、军国主义
者和排犹主义者的恶毒攻击。1933年1月纳粹攫取德国政权后，
爱因斯坦是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幸而当时他在美国讲学，
未遭毒手。3月他回欧洲后避居比利时，9月9日发现有准备行
刺他的盖世太保跟踪，星夜渡海到英国，10月转到美国普林
斯顿，任新建的高级研究院教授，直至1945年退休。1940年
他取得美国国籍。

1939年他获悉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的发现，在匈牙利物理
学家l·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以
防德国占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两个城
市上空投掷原子弹，爱因斯坦对此强烈不满。战后，为开展
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危险，进行了
不懈的斗争。

1955年4月18日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
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
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五

伏特出生于意大利科莫一个富有的天主教家庭里。他对科学
的爱好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十九岁时他写作了一首关于
化学发现的六韵步的拉丁文小诗。伏特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了
电学实验，他读了许多书，他的好友加托尼送给他一些仪器，
并在家里让出了一间房子来支持他的研究。

伏特十六岁时开始与一些着名的电学家通信，其中有巴黎的
诺莱和都灵的贝卡里亚。贝卡里亚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国际知



名的电学家，他劝告伏特少提出理论，多做实验。事实上，
伏特年青时期的理论思想远不如他的实验重要。随着岁月的
流逝，伏特对静电的了解至少可以和当时最好的电学家媲美。
不久他就开始应用他的理论制造各种有独创性的仪器，用现
代的话来讲，要点在于他对电量、电量或张力(如他自己所命
名的)、电容以及关系式q=cv都有了明确的了解。

伏特制造的仪器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起电盘。一块导电板放在
一个由摩擦起电的充电树脂“饼”上端，然后用一个绝缘柄
与金属板接触，使它接地，再把它举起来，于是金属板就被
充电到高电势，这个方法可以用来使莱顿瓶充电。这种操作
可以不断地重复。这一发明是非常精巧的，以后发展成为一
系列静电起电机。

伏特强烈地感到，他必须定量地测定电量，于是他设计了一
种静电计，这就是各种绝对电计的鼻祖，它能够以可重复的
方式测量电势差。他还为他的静电计建立了一种刻度，根据
电盘的发明，根据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确定他的单位是今天
的13，350伏。

1775年由于起电盘的发明，使伏特担任了科莫一些学校的物
理教授。他的名声开始扩展到意大利以外，苏黎世物理学会
选举他为会员.伏特的兴趣并不只限于电学。他通过观察马焦
雷湖附近沼泽地冒出的气泡，发现了沼气。他把对化学和电
学的兴趣结合起来，制成了一种称为气体燃化的仪器，可以
用电火花点燃一个封闭容器内的气体。他在三十二岁时去瑞
士游历，见到了伏尔泰和一些瑞士物理学家。回来后他被任
命为帕维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这是伦巴第地区最着名的大学。
他担任这个教授职务一直到退休，正是在那里他作出了他的
划时代的发现。

伏特于1792年去国外作另一次长途游历，到了德国、荷兰、
法国和英国。他访问了一些最着名的同行，例如拉普拉斯和
拉瓦锡(1743-1794)，有时还和他们共同做实验。他当时还被



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通迅院士，不久又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的
外国会员。

伏特在四十五岁生日后不久，读到了伽伐尼1791年的文章，
这促使他去作出了最大的发明和发现。他开始还有些犹豫，
但不久他就开始了工作，用伏特的话说，他实验的内容“超
出了当时已知的一切电学知识，因而它们看来是惊人的”。
起初他同意伽伐尼用蛙做莱顿瓶的观点，但几个月后，他开
始怀疑蛙主要是一种探测器，而电源则在动物之外，他还注
意到，如果两种相互接触的不同金属放在舌上，就会引起一
种特殊的感觉，有的是酸性的，有时是碱性的。他假定，并
且也能令我们惊叹的静电测量证明，两种不同的金属例如铜
和锌接触时会得到不同的电势。他测量了这种电势差，得到
的结果与我们现在所知的它们之间的接触电势差没有多大差
别。至少当连接肌肉和神经的金属电弧是双金属时，只要假
定蛙是一种非常灵敏的静电计，伽伐尼实验就到了解释。当
然，伽伐尼回答说，甚至当金属电弧是单金属的时，他也能
够观察到肌肉的收缩。这是一种严峻的反对意见，伏特对这
些指出了金属的不纯和其他原因来为自己辨解。

伏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使他发明了伏特电堆，
这是历史上的神奇发明之一。伏特发现导电体可以分为两大
类。第一类是金属，它们接触时会产生电势差;第二类是液
体(在现代语言中称为电解质)，它们与浸在里面的金属之间
没有很大的电差。而且第二类导体互相接触时也不会产生明
显的电势差，第一类导体可依次排列起来，使其中第一种相
对于后面的一种是正的，例如锌对铜是正的，在一个金属链
中，一种金属和最后一种金属之间的电势差是一样的，仿佛
其中不存在任何中间接触，而第一种金属和最后一种金属直
接接触似的。

伏特最后得到了一种思想，他把一些第一种导体和第二种导
体连接得使每一个接触点上产生的电势差可以相加。他把这
种装置称为“电堆”，因为它是由浸在酸溶液中的锌板、铜



板和布片重复许多层而构成的。他在一封写给皇家学会会长
班克斯(1743-1820)的着名信件中介绍了他的发明，用的标题是
《论不同导电物质接触产生的电》。电堆能产生连续的电流，
它的强度的数量级比从静电起电机能得到的电流大，由此开
始了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

伏特最伟大的成就是在他达到相当高龄(五十五岁)时得到的，
它立即引起所有物理学家的欢呼。

1801年他去巴黎，在法国科学院表演了他的实验，当时拿破
仑也在场，他立即下令授予伏特一枚特制金质奖章和一份养
老金，于是伏特成为拿破仑的被保护人，正如二十年前，他
曾经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的被保护人一样。1804年他要
求辞去帕维亚大学教授而退休时，拿破仑拒绝了他的要求，
赐予他更多的名誉和金钱，并授予他伯爵称号。他对政治毫
不关心，只专心于他的研究。

伏特在完成了电堆工作后，实际上就从舞台上消失了。对他
的发现的利用完全落在其他人身上。他可能是年纪太大了，
无法再与年青的新生力量竞争，也可能在心理上受到了他以
前的巨大成就的阻碍。他没有脱离过学校，他的工作可能太
个人化了，他的着作与教学中缺乏正规的数学，可能限制了
他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伏特最后八年是在他的坎纳戈别墅
和科莫附近度过的，他完全过一种隐居的生活。1827年伏特
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六

在火车出现之前，人们在陆地上的运输和旅行，主要是靠人
和其他动物进行的。但是不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都有同样
的缺点：速度缓慢，易受天气变化影响，需要中途休息和补
充食物。那么，能不能制造一种机器来代替人和其他动物进
行运输和旅行呢？被誉为“火车之父”的英国蒸汽机车发明
家史蒂芬孙把这个设想变成了现实。



童年时代的梦想

勤奋造就伟大的发明家1781年6月9日，史蒂芬孙出生于英国
一个贫苦的矿工家庭。他的父亲是煤矿里一个看管蒸汽机的
司炉工，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全家8口人，主要靠父
亲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史蒂芬孙上
不起学，8岁那年，他就去给人家放牛了。

除了替人家放牛之外，史蒂芬孙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给在煤矿
工作的父亲送饭。每次来到父亲工作的锅炉房，他都会被那
些不停转动着的机器迷住，他总是出神地看着锅炉中熊熊燃
烧的烈火，忘情地听着机器隆隆转动的声音。他很想弄明白：
它们为什么能够自动转起来，而且力量会这么大？他想，自
己长大以后，要是也能像父亲那样当一个司炉工，操纵巨大
的蒸汽机干活，那该多好！

放牛的时候，他就常用泥巴来做自己想像中的蒸汽机，锅炉、
汽缸、飞轮等各种各样的部件都有。

有一天，别人都下班回家了，史蒂芬孙一个人偷偷地把蒸汽
机拆开了，他把所有的零件都仔细观察了一遍。但拆散容易
装配难，他忙乎了好半天，才勉强把蒸汽机重新安装好。回
家的路上，他老是提心吊胆，担心蒸汽机第二天转动不了。
谁知道第二天一发动，那台蒸汽机比平时转得还要好。这次
成功拆装之后，他的胆子也大多了，以后就经常这样拆了又
装，装了又拆，把那台蒸汽机的各个零件都摸了个透。

17岁的小学生

没有文化知识，就很难搞出发明创造。于是，17岁的史蒂芬
孙第一次走进了学校，他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起。史蒂芬
孙每一天晚上都和七八岁的儿童坐在一齐上课。他像羊群里
的骆驼，鸡群里的仙鹤那么突出。



“嘻嘻，傻大个！”

“嘿嘿，笨蛋！”

教室外面常常会传来这样的讥笑声。小学里的许多学生都讥
笑这位“大学生”并没有在念大学，却是在念小学。然而，
史蒂芬孙不怕羞，不怕讥笑，他毫不介意，只顾埋头苦读。
史蒂芬孙白天要到矿上上班，为了多挣些钱养家糊口，休息
时刻他还要替人家修理钟表、擦皮鞋，每一天累得筋疲力尽。
但是到了晚上，史蒂芬孙总是第一个进教室，专心听讲，埋
头学习。放学以后，别人都睡了，他还在昏暗的灯光下复习
功课、做作业。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用功，很快就掌握了
许多科学知识。

1803年，史蒂芬孙被提升为煤矿的机械修理工。1810年的一
天，矿上的一台运煤车突然出了故障，许多机械师都找不出
毛病在什么地方。史蒂芬孙看了一会儿，就对总工程师
说：“让我试试吧。”那些机械师都不坚信他，认为一
个“毛头小子”怎能把机器修好呢，但史蒂芬孙很快就把运
煤车修好了。煤矿经理知道这件事后，立刻把史蒂芬孙提升
为机械师。

发明火车

史蒂芬孙在煤矿工作时，每一天看到运煤工人总是用力地把
煤从矿井里一点点地背出来，工作十分辛苦，就萌发了一个
伟大的念头：他要制造一辆既能够运很多煤又跑得很快的蒸
汽机车。于是他就埋头设计起这样的机车来。

1814年，史蒂芬孙造出了一台名叫“半统靴号”的火车头。
当他驾驶这个火车头，在煤矿进行试车表演时，很多人都嘲
笑这辆只能拖30吨货物，每小时只能走六七公里，样貌像笨
鸭子一样丑，走起路来像地震一样响的破车。还有一些不怀
好意的人竟然到处造谣，说：火车的声音很响，这会使牛受



惊，不敢吃草，从而牛奶就没有了；鸡鸭受惊，从而蛋就没
有了；而且火车的烟筒里会放出毒气，将杀绝飞鸟；火星四
溅，将酿成火灾；倘若锅炉爆炸，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乘客
将遭断手折骨之痛！一些原来赞成火车试验的官员，听到这
些谣言也开始极力反对，并且十分肯定地说用蒸汽机车做交
通工具是根本不可能的。

应对技术上的困难和这些谣言带来的压力，史蒂芬孙并没有
像另外一些也在发明火车的人那样灰心丧气，止步不前。他
始终坚信自己发明的火车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帮忙，因此鼓
足勇气，总结经验，决心继续研究和改善火车。

1825年9月27日，天还没有大亮，居住在英国斯多林克顿的许
多男女老少就纷纷起床了。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向同
一个地方赶去。他们去干什么呢？原来，史蒂芬孙要在那里
举行一次试车表演。正当机车缓缓启动时，一个青年骑马疾
驰而来，他大声叫喊着要与史蒂芬孙的火车比试比试。于是，
火车和马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

一开始，只见火车缓慢行驶，而马则狂奔不已。一会儿后，
火车的安全阀升起来了，鼓风机嘶鸣着，腾起团团烟雾，车
速逐渐加快，很快火车与马并驾齐驱了。再过一会儿，火车
毫无倦意，一往直前，马却渐渐累了。越往后，马就越显得
力不从心，被火车甩得越来越远。

这条飞奔的钢铁长龙，可载重90吨，乘客400人，最高时速24
公里。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列火车――“旅行号”。

从此，火车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赞和重视，正式登上了历史
舞台，使陆上交通运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史
蒂芬孙那不畏艰辛，百折不回，勤奋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
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称赞，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相关链接：火车名称的由来



19世纪初期，蒸汽机早已发明了，并在工业上得到广泛使用。
于是有人打上了蒸汽机的主意，想把蒸汽机装上轮子，代替
马来拉车，期望制造出能行走的`蒸汽机。当然，蒸汽机的力
气比马要大多了，能够拉上好几节车厢。由于蒸汽机是烧煤
的，要点火后才能产生蒸汽带动车轮滚动，行走时烟筒里有
时还会冒出火来，因此就有了“火车”这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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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七

利用激光能量高度集中的特点，把它作为外科手术上用的手术
“刀”，有它的独到之处。常用的二氧化碳激光“刀”，刀
刃就是激光束聚集起来的焦点，焦点可以小到0.1毫米，焦点
上的功率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10万瓦。这样的光“刀”所到
之处，不管是皮肤、肌肉，还是骨头，都会迎刃而解。

激光“刀”的突出优点之一是十分轻快。用它来动手术时没
有丝毫的机械撞击;用功率为50瓦的激光“刀”后，切开皮肤
的速度为每秒钟10厘米左右，切缝深度约1毫米，和普通手术
刀差不多。用激光“刀”来切开骨头，几乎和切皮肤一
样“快”，这就比普通手术刀优越多了。一般来说，切骨手



术要使用锯子和凿子，比如打开一小块头骨就要用一个小时，
医生费力，病人受苦。使用激光“刀”，就可以大大减轻医
生的劳动强度，并减轻病人的痛苦。

激光“刀”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激光对生物组织有热凝固效
应，因此它可以封闭切开的小血管，减少出血。医生在激
光“刀”的帮助下，向手术禁区发动了进攻，攻克了一个个
顽固堡垒。比如血管瘤，一动刀就会出血，往往危及生命，
是碰不得的地方;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爱莫能助。自从有了防
止出血的激光手术“刀”，医生就大胆地闯入了这块禁地了。
用激光“刀”为病人治疗口腔血管瘤，手术成功率高达98%。
医务工作者还用激光“刀”成功地对血管十分丰富的肝脏禁
区进行了手术。

科学家发现激光封闭血管作用的大小与激光的波长有关。钇
铝石榴石激光器输出激光波长为1.06微米，凝血效果好;而用
输出激光波长为10.6微米的二氧化碳激光器，效果就不太理
想。氩离子激光器发射的蓝绿激光，凝血效果比1.06微米的
激光还要好。但是，氩离子激光的功率不如钇铝石榴石激光;
所以，深入出血禁区的手术，一般都用波长1.06微米的激光。

那么，激光“刀”是什么样的呢?尽管它的“刀刃”只是直径
为0.1毫米的一个小圆点，这把“刀”的刀体却相当大。二氧
化碳激光“刀”一般来说，高近2米，长近2米，宽不到1米。
钇铝石榴石激光“刀”要小一点，但也没有一点刀的样子。
其实，它的主体是一台激光器，包括电源和控制台。激光器
是固定的，要使激光束能按医生的意图传到病人身上做手术
的部位，还须配置一套叫光转弯的导光系统。

导光系统是激光“刀”的重要部分，它必须轻巧、灵活，让
医生得心应手。二氧化碳激光“刀”，一般使用导光关节臂。
它由好几节金属管子组成，节与节之间成直角，可以转动，
有一点像关节，光学反射镜就装在关节的地方，激光束通过
反射镜转弯。钇铝石榴石激光“刀”和氩离子激光“刀”除



了用导光关节以外，外面包上塑料套，再包上金属软管，比
较柔软，可以自由弯曲。光在光导纤维中传导和电在电线里
传导相似。用光导纤维就比导光关节臂灵活、轻巧得多了。

现在，凡是用手术刀做的手术，都能用激光“刀”来做。医
生可以根据对于手术的要求选择一种更合适的。相反，激
光“刀”可以做一般手术刀无法做的手术。有了光导纤维以
后，激光就可以钻到人的肚子里为人治病，这是手术刀甘拜
下风的地方。医生把它和胃镜配合起来，送到病人胃里，如
发现胃溃疡出血，只要一开激光，立即能使出血点凝固止血，
不用开膛破肚，就可以治好病。除了治疗胃溃疡外，激光还
可以进入食道、气管、腹腔，做多种手术。1982年，美国加
州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宣布了使用激光的一种新技术：用激光
来清除堵塞动脉的胆固醇脂肪沉淀物。激光就是通过极细的
光学纤维，进入血管的。

四年级语文我的发明篇八

1828年谢菲尔德制成一边有保护的刀片，这是安全刀片的前
身。

1895年，美国一位推销员吉列偶遇发明家佩因特•佩因特希望
赚大钱，想发明一种从从都需要而且一次性使用的东西。

一天，吉列刮胡子，发现剃刀的刀片正适合这种构想。他设
计出种安全剃刀夹持柄，但找不到能制成薄刀片的厂家。
到1901年，他遇见机械师卡森，才解决了技术问题，使锄形
刀架与双刃可换刀片合成一体，并申请了专利。

早在1900年，电动剃须刀已在美国获得专利，但第一种适于
商业制造的电动剃须刀是由美国退役陆军希克设计，并
于1928年获得专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