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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学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该书是一部专

门为青少年学党史而写的重点

主题出版物，该书选取了中共

一大会址、井冈山、湖南十八洞

村、港珠澳大桥、天安门等重要

党史纪念地；同时，按照历史事

件发展脉络，深入挖掘适合青

少年阅读的党史故事，用通俗生

动的语言进行讲述，引导广大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学习好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作者：李朝全等

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

内容简介：《中国力量·讲

给孩子的科技传奇》书系由5

部图书构成：《伶仃洋上大写的

“人”字》以非虚构写作手法和

现场采写的第一手资料，带领

读者走进世界最长的跨海大

桥——港珠澳大桥，展现了工

程师和工人们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奋斗精神，以及敢想

敢做的勇气和智慧。《你的眼

睛能看多远》讲述了“天眼”巨

匠南仁东在项目选址、立项、论

证、建设、启用过程中不忘初

心、不懈奋斗的精彩故事，引领

新时代的中国人自信而坚定地

找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革命精神。《夜空中最亮的星》

以群像式的写作手法展现了北

斗人经过35年的顽强奋斗，最

终将北斗建设成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集定位、导航、授

时、短报文通信于一体的世界

一流卫星导航系统的故事。《向

着大海最深处》以深潜英雄唐

嘉陵励志拼搏、追梦圆梦的成

长经历为主线，全面真实地再

现了怀揣中国梦、科学梦、海洋

梦的“蛟龙”号深潜器海试团

队经风历雨、不畏艰险，创造世

界同类型载人深潜新纪录的

奋斗历程。《续写奔月的神话》

讲述了以欧阳自远、孙家栋为代

表的一代科学家，为国贡献一

生，一步步实现中国人民千百年

来的探月之梦的故事。书系主题

鲜明，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讲述

了当代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所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好书推荐

《红色圣地百年路：
青少年学党史》

《中国力量·讲给孩子的科技传奇》

圆珠笔有多难造？
其实它是高科技！

很多人不知道，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文

具，其实用到的技术并不普通。

做一支圆珠笔，很难么？
圆珠笔之所以能流畅地出墨，是因为

在书写的过程中，圆珠笔头的小球珠在与

纸张接触时产生的摩擦力作用下滚动，从

而将笔芯中的油墨带出，形成笔迹。

简单来说，圆珠笔头的构造就是将一

个球珠嵌在球座体的顶端，使球珠能够平

滑地转动，且不容易从球座体中脱落。

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对于球

珠的要求可不简单。

圆珠笔头的制造主要有三个技术难

点。首先，为了保证平滑的书写体验，球

珠与球座体之间的配合至关重要。球珠

和球座体之间的间隙大约为5微米，若间

隙过小，墨水便不能顺滑流出；若间隙过

大，则会导致漏墨，甚至使球珠从笔尖上

脱落。

其次，在书写的过程中，由于笔尖球

珠与纸张不断摩擦，球珠与球座体之间的

间隙会逐渐变大。久而久之，油墨容易从

缝隙中漏出来，影响书写。

此外，圆珠笔尖有极高的加工精度和

装配精度。笔尖内有高低不平的台阶和引

导墨水的导油槽，每个导油槽的加工精度

都要求在1微米。

以上这些因素，都对圆珠笔球体用的

材料性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寻找特种钢材——“笔尖钢”
制作圆珠笔球珠的材料经历了不断

的发展，早期的铅黄铜、镍白铜由于抗腐

蚀性较差，目前已经基本淘汰。现有包括

不锈钢球珠、碳化钨球珠和陶瓷球珠在

内的不同规格材料可供使用，其中，不锈

钢已成为圆珠笔笔尖最常用的材料。

圆 珠 笔 用的 钢 材 有一 个 专用 名

字——笔尖钢。笔尖钢需要有耐锈蚀的

性能，以抵抗长时间与墨水接触的过程

中，溶剂等对球体的腐蚀。

同时，为了保证球体与球座体之间的

间隙稳定，笔尖钢还需要具备耐磨损的性

能。笔尖钢属于易切削不锈钢，是一种特

种钢材，通过在铁素体不锈钢中加入一定

量的易切削元素，例如硫、铅、磷等制成。

攻克“中国制造”笔尖钢！
圆珠笔球体的钢材由碳、硅、锰、磷、

铜、镍等十余种元素组成，每种元素的含

量也不同。选择哪些元素，每种元素使用

多少，每种元素在什么时间加入等，都会对

钢材的性能产生影响。

长期以来，笔尖钢的化学组成及

技术参数掌握在日本、瑞士等公司手

中。2017年中国实现了笔尖钢国内量产。从

此，我国使用的笔尖钢可以骄傲地写上

“中国制造”的标志。

与国外的笔尖钢相比，我们的笔尖

钢元素组成种类相似，含量不同，但使

用性能上仍非常优秀。当我们使用圆珠

笔时，可能并不会意识到，如此纤小的笔

尖竟需要科技攻关来研发材料。我们不

仅需要认识金属的微观组织、细致入微

地知晓其机理，还要通过不断地积累数

据、调整参数、设计工艺方法，才能制造出

所需的特种钢材。

我们甚至也不会想到，小小的笔尖要

经历超过800米连续书写不断墨的严格测

试，才能达标出厂 
有时候我们觉得科学研究离我们

很远，殊不知它早已渗透生活的方方面

面，只待我们去解码。

（来源于中国科普博览，撰文：Vi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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