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时时处处都要用到电。在少年朋友中传播普及电
学知识和技术，不只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意
义。本书以指导实践为主，是对少年儿童普及电工知识和技术的读物。书中
介绍了电源、电灯、电磁、电热和电动玩具等近 50 个小制作。这些制作的原
理浅显易懂，材料易找，制作简单，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读者自己动手做
做这些电工小制作，将会提高实际动手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电工、电学知
识和技术打下基础。本书中的小制作也可以用作中小学课外科技小组开展科
技活动的参考资料。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缺乏编写少年儿童科技活动读物的
经验，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教师指正。

作者



小年电工制作 50 种



一电源

简单的电池

装置小电灯，做电动玩具或简单的电器，都要有电源。常用的电源有两
种，一种由电池供给，一种由发电机供给。

任何电池的电流，都是把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同时浸在一种溶液（电解
液）中，让它们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所以是化学电源。比如，最原始的伏
打电池，就是用铜做正极，用锌做负极，把它们浸在稀硫酸里做成的。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做做下面介绍的简单电池，会从中了解电池的构造
和原理。这个简单电池的正极是木炭粉，可以先将木柴烧成炭，再碾成细粉，
越细越好。从废电池拆下一根完整的碳棒，把炭粉放在它周围，用吸水性好
的纸包起来，使碳棒的铜露在外面，然后用棉线捆紧。找一块锌片包在炭粉
包外面做电池的负极。锌片可以用废旧电池上剥下来的锌皮，要把锌皮洗干
净或用砂纸擦去粘着的东西。

找一只高约 35 毫米左右的广口玻璃瓶，倒进一些热水，放进一些氯化铰
和食盐，让它们充分溶解做成电解液。然后，把包好锌片的炭粉包浸入电解
液里，简单的电池就做成了（图 1—1，见 2页）。

这时，你把一只1.1 伏的小电珠接在它的正负极上，小电珠便会亮起来。
这是因为电池接上小电珠后，电池里的锌片和电解液发生化学反应，锌片慢
慢被溶解，同时产生许多带正电的氢离子。这些氢离子穿过电解液，移到炭
粉包四周，遇到吸附在炭粉包上的氧，它便与氧化合成水。这样，氢离子所
带的正电就通过碳棒流出，并流过小电珠，再从锌片流回到电池，形成了一
个完整通路，所以小电珠会亮。可是，不一会儿，小电珠的光亮慢慢地暗下
来了，以至熄灭。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是炭粉包上吸附的氧气用完了的
缘故。如果拆去小电珠，取出炭粉包，把它放一会儿，炭粉包又会吸附上空
气中的氧气，电池又能工作了。

这个简单的电池不能持久地产生电流，不很实用。但是，它说明了电池
的工作原理。现在的锌锰电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和简单电池
的不同之处是，炭粉换成了二氧化锰和石墨粉，电解液里加进了淀粉成了电
糊，锌片做成了锌筒，既是电池的负极，又是容器。当电路接通的时候，许
多带正电的氢离子与二氧化锰剧烈地进行反应，产生电流。其中，碳棒不参
加化学反应，只是当作导体使用；石墨粉也不参加化学反应，是一种能导电
的填充料，把它和二氧化锰混合在一起，可以使二氧化锰均匀分散，增大二
氧化锰与氢离子的接触面积（图 1—2）。

简易的蓄电池

蓄电池是一种再生电池，它的电用完后，充充电还能继续用。这里介绍
的简易蓄电池，可以利用废旧电池改制，方法比较简单，并有一定的实用价
值。

找 2节废旧 1号电池，剥去锌筒，取出电池芯（碳棒和捆扎在它周围的
二氧化锰和石墨混合物）。在它们外面包几层吸水性强的纸，并用棉线捆紧。



在它们的铜帽上各焊接一段导线做引出线。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大些的玻
璃容器里，要相隔 10—20 毫米。将饱和食盐水倒进容器里，使铜帽露出液面，
不要把铜帽和导线弄湿了，以防腐蚀（图 1—3）。这样，简易的蓄电池就算
做成了。

把简易蓄电池的 2 根引出线分别接在 6 伏、1 安培的整流器上，便可以
进行充电了。充电时，将有气体泡沫逸出，应放在通风的地方进行。充电时
间 6—8小时。

刚充好电时，电压会超过 1.5 伏，而电量的大小同电池芯的质量好坏有
关。简易蓄电池第一次充电用完后，再次充电时，必须按第一次充电的正负
极接在整流器上，不能任意变更极性，否则不会放电。充电次数越多，效率
越低。但是，对小电流放电仍可使用一段时间，比起废旧电池其他再生方法
要方便得多。

用玩具电动机改制发电机

发电机是利用线圈（电枢），在磁铁的两极之间高速旋转，切割磁力线
产生感生电流的。在玩具电动机里，也有一个固定不动的永久磁铁，一个可
以在磁极间旋转的电枢，所以能用它改制成一个模型发电机。

玩具电动机可以用 131 型，或 151 型的。为了使电枢旋转能达到一定速
度，应用一个 62 牙的齿轮片、一个 52 牙的齿轮片和两个 10 牙的轴齿轮，做
一个手摇器。先用薄木板，或厚 0.5-1 毫米的金属片，做一副上下夹板，并
钻出孔，孔距要准确，不然齿轮不能很好啮合。再用两块木板做一对端板，
并在前端板上装两个接线柱，用作电流输出端。然后，把一个轴齿轮紧嵌在
电机轴上，把另一个轴齿轮和 52 牙的齿轮片紧嵌在一根轴上，把 62 牙的齿
轮片固定在摇把上，并把电动机装在下夹板上，再钉上上夹板，齿轮装好（图
1—4）。最后，用两段导线分别将电动机的两极和两个接线柱连接起来。

转动摇把，每秒钟转 3转，电动机的电枢就可以达到每分钟 6000 转，发
出 1.8 伏左右的电流，足够点亮一个小电珠。如果用这个手摇模型发电机做
电动模型车辆的电源，那么你可以正摇让模型车前进，反摇让模型车后退；
还可以用快摇、慢摇来改变电流的强度，叫模型车时快时慢，很是有趣。

微型风力发电机

这个微型风力发电机也是用玩具电动机做成的。它与手摇发电机的不同
之处是用风力来带动电枢旋转发电。

先用两根长 200 毫米、截面5×5毫米的木条，在它们的正中各开一个宽
5 毫米、深 2.5 毫米的小槽，把它们拼装成“十”字，做成风轮辐条。在辐
条中心钻一个孔，大小要刚好紧紧地嵌在电动机轴顶端（图 1—5）。风轮的
风碗用四个废旧日光灯启辉器的铝筒做成。先将它们剪成图 1-6 的形状，并
在它们的底部钻好孔，再用细铁丝把它们分别捆扎在辐条的顶端。

找一段长 150 毫米左右，内径刚好能把电动机放进去的塑料管（或竹
管），把它的一端固定在一块 50 毫米见方的厚木块上，做成发电机的底座。
塑料管的下端要钻两个小孔，以便穿过导线。木块上要装两个接线柱，用作



发电机的电流输出端。在接线柱上，可以接一个小电珠。取两段导线，把它
们的一端分别焊接在电动机的两极上，把它们的另一端塞进塑料管，并从下
端小孔穿出来，接在木块的接线柱上（图 1—7，图 1—8）。

把做好的微型发电机放在通风的地方，风轮被风吹动旋转，便会发出电
来。风力越大，风轮旋转越快，输出的电流越强，小电珠便越亮。风小时，
虽然小电珠不会亮，但是仍然有电流输出，只不过弱一些罢了。

如果在接线柱上，接上一只电流表，那么就能根据电流表指针所指的数
字判断风速的大小了。因此，这个微型风力发电机只要稍作改进，就可以做
成一个模型风速器。

自制电源变压器

在日常生产、生活和做电工小实验中，常常需要用到电压较低或较高的
交流电。用绕在同一个铁芯上的两个线圈就可以制成变压器。接电源的一个
线圈，叫做初级线圈，也叫原线圈。另一个输出电流的线圈，叫做次级线圈，
也叫副线圈。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圈数少于初级线圈圈数，输出电流的电压比
输入初级线圈的电流电压低，叫做降压变压器。反之，就叫做升压变压器。
同一个铁芯还可以绕制成既降压又升压的变压器。

做电工小实验用得较多的是降压变压器，这里就以输入电压 220 伏，输
出电压为 2.5 伏、5 伏、6.3 伏、8 伏、10 伏和 16 伏，通过的电流为 0.18
安培，功率为 40 瓦的变压器为例，讲讲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和步骤。

铁芯是变压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了减少功率损耗，铁芯应用硅钢片组
成。硅钢片越薄，损耗越小，效果越好。整个铁芯是用很多硅钢片，一片一
片地叠起来的，而且每片之间还必须相互绝缘。新买来的硅钢片，表面都有
一层不导电的氧化膜，有良好的绝缘性能。绕制这个变压器可选用 GE1—22
型硅钢片，它的中心舌宽 22 毫米，每片厚 0.5 毫米，共需 75 片，叠起来厚
37.5 毫米。实际上，叠起来的厚度可能大一些，约 40 毫米，即铁芯中心舌
的截面积为 22×40=880（平方毫米）（图 1—9）。

根据铁芯的截面积和窗口的大小，用厚约 1毫米的夹布胶板或其他绝缘
板，先做一个线圈骨架（图 1—10）。选用直径 0.28 毫米（相当于 32 号）
的漆包线绕制初级线圈，圈数为 1540 圈。次级线圈可选用直径 1.25 毫米（相
当于 18 号）的漆包线绕制。

绕制线圈时，先用一块 40 毫米见方，厚 22 毫米的木块做芯，并在中心
钻一个轴孔。把木芯插进线圈骨架里，并塞紧，再把木芯装在绕线机上。没
有绕线机，可以用夹在台钳上的手摇钻代替，或者像图 1—11（见 10 页）那
样，用木板做一个简易绕线机。绕线时，先将线头从骨架的出线孔，由里向
外穿出 100—150 毫米，作为引出线。然后，用一只手摇动绕线机，一只手轻
轻拽住漆包线，一圈紧挨一圈地绕。每绕完一层，包上一层薄纸，做层间绝
缘。绕线时，用力要合适，不要使线弯折。如果发现漆包线的漆皮脱落，应
用薄纸包上，以免发生短路。初级线圈绕完后，将线尾由出线孔穿出，留 100
—150 毫米长，做引出线。然后，包上 1—2层牛皮纸，做初次级线圈的层间
绝缘。



次级线圈绕在初级线圈包好的牛皮纸上，绕制方法一样。但是，用的线
较粗，一定要用力拽紧，排列平整。绕到 17.5 圈时，抽第一个头，电压为
2.5 伏。抽头有两种办法：一、在该抽头的地方，用刀刮去一小段漆皮，焊
上一段软导线，做引出线，并在焊线处包上绝缘纸。二、在该抽头的地方，
将线对折成两股拧紧，作为引出线（图 1—12）。不论用哪种方法抽头，都
要用小纸条写明电压数，以免接线或使用时弄错。第一个抽头弄好后，接着
往下绕，在 35 圈、44 圈、56 圈、70 圈各抽一个头，它们的电压分别是 5伏、
6.3 伏、8伏和 10 伏。最后，绕到 112 圈，留出一段线做线尾引出线，电压
为 16 伏。整个线圈绕完后，包上几层牛皮纸，并用棉线扎紧。如果线圈的体
积不太大，插进铁芯还有宽裕，那么还可多绕一些线。绕到 140 圈，抽一个
头，电压为 20 伏；绕到 168 圈，作结尾，电压为 24 伏。这样，变压器的应
用范围就更加扩大了。

线圈绕后，要先检查一下线圈有没有断路，和初、次级线圈之间有没有
短路。检查线圈有无断路，用一枚小电珠和一节电池组成的电路进行。把要
测的线圈串联在电路中，如果电珠发亮，线圈没有断路；如果电珠不亮，线
圈可能出现断路。检查初、次级线圈之间有无短路，可把简易测试器（第六
章介绍）的一端连接初级线圈的一根引出线，用针触及次级线圈的一根引出
线，由于两个线圈是相互隔开的，小电珠不应该亮，如果小电珠发亮，说明
两个线圈之间有短路，应及时处理。

初、次级线圈间无短路后，找出木芯，将铁芯一片片或两片两片地倒正
交叉插入线圈，要插得紧紧的，并用紧固螺丝夹紧（图 1—13）。最后作通
电检验。检验前，将变压器临时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在木板上再安上开关和
接线架，在接线架上绕一小段细保险丝（不要大于 0.5 安培）。然后，把初
级线圈的两根引出线线头用小刀刮去漆皮，焊在接线架上（图 1—14，见 12
页）。再取一段塑料电线，把它们的一端分别焊接在开关和接线架上，在它
们的另一端配上插头。最后检查一下安装无误，才可将插头插入电灯插座。
用万用表 250 伏交流电压档，量量初级线圈两端是否正好是 220 伏。如果电
灯电压正好是 220 伏，那么用万用表50 伏交流电压档，测量次级线圈的各个
抽头应分别是：2.5、5、6.3、8、10 和 16 伏。假如有一个抽头的电压低于
设计电压数，说明那个抽头少绕了几圈；反之，那个线圈多绕了几圈，可以
拆了重绕。

由于 220 伏的交流电，电压较高，若不小心，碰到带电部分会发生触电。
所以通电前，最好用胶布将高压接线头包好，以免发生危险。最后，用木板，
按照图 1—15 的样子，做一个变压器的盒子。电源开关、次级线圈的各个抽
头插孔和接线柱等都装置在盒盖上。盒盖上应挖散热孔。电源线从木盒侧面
引出。图 1—16 是变压器初，次线圈的接线图。



这个变压器是实用的。但是，初次绕制变压器，由于缺乏经验，选用的
材料不合适，或者铁芯塞得不紧等，可能会发热，或者“嗡嗡”响。只要适
当注意使用方法，仍然是可以使用的。

使用变压器时要注意：
1.如果变压器“嗡嗡”响，是铁芯没有塞紧的原因，可以进一步拧紧紧

固螺丝。
2.不要在变压器次级线圈上同时接用很多电器，这样会使它的线圈因负

担过重而烧坏。
3.连续使用的时间不要过长。
4.用手摸变压器，如果烫得厉害，那就要立刻停止使用，让它冷却，以

免烧坏。
简易干电池充电器

干电池用过一些时候，电压下降后，就不能用了。如果电池的电压不低
于 1 伏，锌筒完好，还可以充电再用。对电池充电，电源不能太大，1 号电
池充电需要的电流小于 150 毫安，2号电池充电需要的电流小于 100 毫安，4
号电池充电需要的电流小于 50 毫安，5号电池充电需要的电流小于 40 毫安。
下面介绍的简易干电池充电器（图 1—17A 是它的电路图）可用作 5号电池的
充电。

装置这个简易干电池充电器，要用一个电铃变压器。市售的成品电铃变
压器，一般次级有 3、6、8伏，接用 6伏或 8伏都可以。自己绕制这样的变
压器，应选用 12×18 的“EI”型铁芯，初级线圈用直径 0.06-0.12 毫米的高
强度漆包线绕 5033 圈，次级线圈用直径 0.20—0.25 毫米的漆包线绕 151 圈
（6伏）。还要用一只 2CZ83 型二极管，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一只 100 欧
线绕电位器用作限流器。充电器的外壳可以用薄木板做成，电池卡用弹性薄
铜片或其他金属片做成，如图 1—17B 所示。

装置完毕，仔细检查电路连接无误，才能做充电试验。接上电源，合上
开关，将电位器旋到中间位置，放进充电电池。一般充电一两小时，在充电
过程中，要经常用手摸摸电池，如果电池温度偏高，可调节电位器，适当减
小电流。如果电流太小，电池还不太热，可以稍微增大电流，或是多充些时
候，一旦电池发热，就不要再充了。

充电电流大，充得快，使用时间短；充电电流小，充得慢，使用时间长。
干电池充电一般是充充用用，用用充充，效果较好。刚充电的电池电压较高，
放一些时候便会回到额定电压。充电器工作几个小时后，变压器和整流二极
管温度不太高，就算合格了。

这个充电器可以给 4节 5号电池充电，也可以给 2节 5号电池充电。给
2 节 5 号电池充电时，只要用导线将负极电池卡同旁边的电池卡连接（如图
中的虚线）就成了。

电解整流充电器

给蓄电池或干电池充电，都要先用变压器将电源电压降低到所需电压，
再用整流器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常用的整流器除“简易干电池充电器”用
的晶体整流二极管外，还有电子整流二极管、氧化铜整流器、汞弧整流器和



电解整流器等。其中，电解整流器比较容易自制，所以这里介绍一个用电解
整流器做成的充电器。

取一只直径 70—100 毫米、高 100—140 毫米的铁罐头筒，在它的侧面，
接近筒口处钻一个孔，装上一套螺栓作为接线柱。找一块比筒的直径长些，
宽约 30—40 毫米、厚约3毫米的塑料板，在它上面钻两个相距 50 毫米的孔，
用作盖板。另取两块厚约 1毫米、宽约 35 毫米、长约 70 毫米的铝板，在它
们的一端各钻一个孔，并将这一端弯成直角，用作电极。用两套螺栓分别将
两个电极装在盖板的两个孔处，螺栓也用作接线柱。将电极放进筒内，用盖
板盖上筒口，电极的末端和四周都不应与铁筒相碰。如果电极末端碰及筒底，
可以剪短一些。请注意，两个电极的表面要相互平行（图 1—18）。

找一个同铁筒差不多大小的干净瓶子，装上大半瓶凉开水（最好是蒸馏
水），将硼砂倒入水中，边倒边用竹筷搅拌，直到硼砂不能再溶解为止。然
后，将配好的硼砂溶液倒进铁筒，不要装得太满，以免沾湿塑料盖板发生短
路。这样，电解整流器就做成了。

用几根导线，将电解整流器和变压器的次级、充电电池等连接起来，接
上电源就可以给干电池充电了（图 1—19）。

当充电器接变压器 36 伏时，可得14 伏、0.5 安的充电电流；接 30 伏时，
充电电压约为 10 伏、电流可达 0.4 安；按 20 伏时，充电电压约为 7.5 伏，
电流可达 375 毫安。对 4节 1号电池充电，只需 150 毫安，约充3—4小时就
可使用了。

如果适当增大铁罐和铝板面积，增加硼砂溶液用量，增大变压器的输出
电压，还可得到更大的充电电压和电流，可以给蓄电池进行充电。使用这个
电解整流充电器时，要注意硼砂溶液要现用现配，并且用过一次后倒掉，下
次充电时重新配制，否则会影响充电效果。

二  方便、实用的灯具

袖珍手电筒

手电筒是夜间走路常用的照明工具。它的结构简单，谁都能用废旧材料
制作。

找一个长约 80 毫米、宽 35 毫米、高 20 毫米的塑料盒做手电筒的外壳。
在它的一端钻一个直径约 7毫米的圆孔，要刚好能把进聚光电珠的顶端塞进
去。在它的一侧开一个安装开关按钮的长方孔（图 2—1）。开关按钮用一块
塑料板做成。

取一张薄弹性铜片，照图 2-2 剪成开关接触片、电珠卡和电池卡，并把
它们弯成所需形状。

找一块厚约 2毫米的绝缘板或塑料板，大小要刚好放进外壳里。在它上
面，照图 2—3挖好孔用作装置电珠卡、电池卡和开关的底板（图 2-4）。最
后，把底板紧嵌在外壳里，装上开关按钮、电珠、电池，盖上盒盖便能使用
了。



像这样的袖珍手电筒，还可以用空塑料药瓶做成。找一个内径 17 毫米左
右，长约 70 毫米的废塑料药瓶做外壳。先在瓶底和瓶盖的正中各钻一个孔。
瓶盖的孔要正好塞进聚光电珠的顶端，瓶底的孔的大小，应根据开关按钮的
大小而定。开关按钮最好用一截废彩色墨水水笔的笔尾做成（图 2—5）。取
一根直径 1毫米左右的弹性裸铜丝，或者粗细差不多的钢丝。把它的一端放
在电珠的铜颈上，密绕几圈做成电珠卡。取 1节 5号电池，把它的包装皮剥
去一段，把裸铜丝的另一端放在电池上，绕成弹簧，做成电池卡（图 2—6）。

然后，把开关按钮放进瓶里，让它的尾端从瓶底孔伸出，再放进电池和
电珠，盖紧瓶盖，并让电珠顶端从瓶盖小孔露出。不按开关按钮时，弹簧保
持原状使电珠尾端的锡粒和电池正极之间隔开，电路不通，电珠不亮。按下
开关，电池被推向前，电池正极同电珠尾端锡粒接触，电珠就亮了（图 2-7）。

简易电灯泡

电灯泡，谁都见过。它是怎样点亮的呢？做做下面的小实验，你就清楚
了。

找一个空玻璃罐头瓶和一个橡皮（或软木）瓶塞，2 枚 100 毫米长的铁
钉、一根长 150 毫米左右的废家用电炉丝，3节 1号电池和一些导线。

把瓶塞底朝天放着，将 2 枚铁钉穿过去。2 枚铁钉应相距 30 毫米左右，
钉子露出瓶塞 20 毫米左右。把电炉丝对折成 3股，再把它的两端分别连接在
2 枚铁钉上。然后，把瓶塞盖在瓶子上，钉子和电炉丝都不要碰着瓶壁，用
导线，按图 2-8，把 3 节电池和瓶塞的 2 枚铁钉连接起来。这时，瓶里的电
炉丝便会发光。

电炉丝是一种电阻很大的镍铬合金丝，电流通过它便会转化为热能，以
至发光。电灯泡里的灯丝是用钨丝做成的，它的电阻也很大，所以也能将电
能转化为热和光。不同的是，电灯泡里没有空气，只有少许惰性气体，可以
使灯丝避免氧化，延长使用寿命。

夜光笔

夜晚，没有灯，你是无法写字的。如果你使用这支用小电珠做成的夜光
笔，那么你在黑灯瞎火的地方就可以写字了。

找两个空塑料眼药水瓶，照图 2-9（见 22 页），剪成A、B两段，并在 A
段上挖一个小长方孔。剪一块 50 毫米见方的薄铜片（或铁片），把它放在 5
号电池上卷成一个圆筒，并按照圆筒直径剪一块圆铜片。再用薄塑料板（或
薄胶板、厚纸板）剪一块同圆铜片一样的圆片。在塑料圆片中心，用空心铆
钉钉上一块小铜片；在它的边上，用铆钉钉上窄铜条，铜条的末端弯成钩形。
再把小电珠的两极分别焊接在小铜片和窄铜条上。

组装时，先把短圆珠笔芯放进 A段塑料瓶，并使笔尖从瓶嘴露出，再将
塑料圆片放进 A段塑料瓶里。放塑料圆片时，要斜着放，先让窄铜条穿过塑
料瓶的圆孔后，再放正，并顶住圆珠笔芯的末端。随后，将铜圆筒放进 A段



塑料瓶，并顶住塑料圆片。接着把电池放进铜圆筒，把圆铜片塞进 B段塑料
瓶底后，再把铜圆筒的后半部塞进 B段塑料瓶里。注意，电池的正极应紧挨
塑料圆片的中心铆钉，圆铜片应紧紧地挨着铜圆筒，不然电路不通。最后，
再将伸出塑料瓶的窄铜条弯过来，使它紧贴塑料瓶外壁，并在塑料瓶上，正
对铜片末端的地方挖一个小长方形孔，使铜片末端能伸进瓶里同铜圆筒接触
（图 2—10）。这样，拿起笔写字时，手指捏住铜片，铜片末端接触铜圆筒，
接通电流，小电珠便会点亮。放下笔，铜片松开，电流被截断，小电珠便会
立刻熄灭。

验电笔

验电笔的一种常用的、最简单的测电工具。用它可以检验照明电路的故
障、判别照明电路的“火线”和“零线”（也叫地线），还可以用它检验金
属台灯、洗衣机、电熨斗、电扇等电器外壳是不是漏电。

验电笔主要由一只氖管 N和一只 1-1.5 兆欧的电阻 R组成。氖管 N是一
根两端用金属帽封闭，里面充有少量氖气，并装有两个电极的玻璃管。在金
属帽加上 50—60 伏的电压，氖管便会发光。一般氖管的工作电流很小，只几
十微安，因为通过的电流大于氖管的工作电流，所以要用一只电阻作限流器
与氖管连接起来。

验电笔可以用废日光灯的启辉器（又叫别火）改制。小心取下启辉器的
铝壳，将底座上的氖管、电容器和铜接线柱拆下来。在铝壳的顶上扎一个小
孔，铆上一颗空心铆钉，在侧面开一个小窗口，以便能看见氖管的光亮。找
一根长约 100 毫米、粗 2毫米左右的裸铜丝，将它的一端套出螺扣后，用螺
帽装牢在底座上；或者在底座上铆上一颗空心铆钉，再将裸铜丝焊牢在铆钉
上，再将裸铜丝的另一端磨光做成探针。把氖管的一根引线和电阻的一根引
线焊接在一起，再分别将氖管的另一根引线和电阻的另一根引线焊接在铝壳
的铆钉和探针末端，最后把铝壳照原样固定在底座上就做成了（图 2—11，
见 24 页）。

使用时，用手捏着铝壳，用探针去触碰电器外壳。如果电器外壳不漏电，
氖管便不会亮，电器外壳漏电，氖管就会发光。检修照明电路时，用验电笔
触及火线，氖管便会发光，而触及地线则不会亮。

开关指示灯

夜晚，回到家里，屋里一片漆黑，很难摸到电灯开关。要是在开关旁边
装一个指示灯那就方便多了。

为了给开关装上指示灯，应将原来的单刀单掷开关换成单刀双掷开关。
开关指示灯由一只 50—100 千欧、0.25—0.5 瓦的电阻和一只氖管组成，电
路同验电笔一样。为了便于安装和室内美观，最好找一个同开关大小差不多
的圆形塑料盒做外壳。先在盒盖上开一个窗口，找一块刚好放进盒里的绝缘
胶板，铆上空心铆钉做底座。再把电阻和氖管串联焊接在铆钉上，并在它们
的两端各焊接一段电线做连接线，这就装成了开关指示灯（图 2—12）最后，
照图 2—13 的电路，把指示灯接入电路就成了。

由于用的是单刀双掷开关，当开关 K拨向①时，电灯熄灭，电流经限流



电阻流过氖管，它便会发光，所以在黑暗中能指示开关所在位置。当开关拨
向②时，电流流过灯泡发出光亮，而氖管无电流流过，所以熄灭（图 2—13）。

把这种指示灯同电灯并联接入电路（图 2—14），电灯亮，指示灯也亮，
电灯灭，指示灯也灭。如果将电灯换为其它电器，那么指示灯就可以监视电
器是不是能正常工作了。比如：给电熨斗装上这种指示灯，如果指示灯亮，
而电熨斗烧不热，那么就是电熨斗内有了故障。如果将电熨斗接上电源后不
热，指示灯也不亮，那就查一查电源有没有故障。

家用电器里都装有保险丝，它是一个两端用金属帽封闭，里面有一根很
细的保险丝的玻璃管。要是保险丝完全烧熔了，只要拿起玻璃管对着光亮一
看便能看出。但是，有时保险丝没有完全烧熔，看上去保险丝还在，到底断
没断很难判断。这可以照图 2—15，把保险丝同开关指示灯并联后，把它们
串联在电灯电路上进行测试。如果保险丝没有烧断，那么，电灯便会大放光
亮，指示灯因被保险丝短路而不亮。如果电灯不亮，指示灯亮，那就是保险
丝烧断了。

三  有趣的光电、电磁玩具

礼花彩灯

找一些透明塑料丝，可以自己动手做一盏礼花彩灯。
找一个正好盖在手电筒上，不透明的塑料瓶盖。在瓶盖正中，挖一个大

小合适的圆孔。把塑料丝剪成 80—160 毫米，长短不同的许多根。把它们的
一头捋齐，捆成一束，紧紧地嵌在瓶盖的圆孔里。为了更加牢固，可以在圆
孔边上抹些塑料胶水。然后，把瓶盖盖在手电筒上，礼花彩灯就做成了（示
意图为图 3—1）。

夜晚，把手电筒竖在桌上，让塑料丝自然散开。关掉电灯，打亮手电筒。
你瞧，奇景出现了：电筒的光亮虽然射在每一根塑料丝的根部，但是整根塑
料没有被照亮，而只是它们的末端有光。远远看去，这些星星点点的亮光，
多么象节日的礼花啊！

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把它做得更漂亮一些。用一些各种颜色的玻璃纸，
把塑料丝先捆成许多小束，再把它们捆成一大束。然后，用透明胶纸，或者
彩带，把塑料丝上部扎成盆景似的花束，但是不能扎得太长，一定要让塑料
丝的末端能自然散开。再用厚纸板（或薄木板）做一个花盆，在花盆里装一
盏 220 伏、15 瓦的电灯泡。为了使彩灯更亮一些，可以将一面镜子平放在盆
底，让灯光向上反射。这样做成的礼花彩灯，白天看是一个摆设，夜晚点亮
便是各种颜色的光点（示意图为图 3-2）。

发光套圈

游艺晚会上的套圈游戏，你也许玩过吧！发光套圈的玩法同一般套圈玩
法一样，不同的是，扔出的套圈套着小动物模型后，它们的眼睛便亮光闪闪，



所以玩起来更有趣。

这种发光套圈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先找一些直径 2—3毫米的裸铜丝或铁
丝，把它截成许多长约 350 毫米的短棍。再找一些厚约 20 毫米的木板，锯成
150 毫米见方的木块。在每块木块的一条对角线上钻两个直径 2-3 毫米的小
孔，每个小孔插进一根裸铜丝短棍，做成动物模型的底座和支架（图 3-3，
见 27 页）。

再找一些三合板或者厚纸板，先画出兔、虎、熊、猴等小动物模型，把
它锯下来后，在眼睛处钻出直径 8毫米左右的小孔。把小动物模型涂上色彩
后，在每个眼睛孔里紧嵌一个 2.5 伏、0.25 安的小电珠。然后，用细铁丝把
动物模型拴在底座的支架上（图 3—4），并在动物模型的反而连接线路。

玩的时候，用一些电线，把每个动物模型的小电珠并联起来，再接在电
源上（图 3-5）。电源可以用 2 节 1 号电池串联组成，也可以接在降压变压
器的 3-4.5 伏上。这时，每个拴动物模型的裸铜丝支架就成了那个模型小电
珠开关的两极，当扔出的套圈套住支架时，电路接通，小电珠便会发光。

看谁快？

“看谁快？”是一种可以用来竞赛的游戏器。它的构造很简单，玩起来
却紧张而又有趣。

先用一块 1000×100 毫米、两块1000×50 毫米的三合板和两根 100×50
×50 毫米的木条，做成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并在面板上钻好孔。再做四根直
径 2.5 毫米、高 30 毫米的圆木柱（或差不多大小的方木柱），在它们的中心
处钻一个直径 5-7 毫米的圆孔。在其中两根木柱外面，包一层宽25 毫米的薄
铜片（或薄铁片）。取两根直径 2-3 毫米的裸铜丝，把它们弯成蛇形线，并
将它们的两端弯成一个直径 5-7 毫米的圆圈（图 3—6，见 29 页）。然后，
用螺栓，像图 3-7 所示，先把两根包有薄铜片的圆木柱，连同蛇形线的一端
分别装在面板中间的两个小孔上；再把另外两个圆木柱，连同蛇形线的另一
端分别装在面板两端的小孔上。

另用两根直径 2-3 毫米，长 100 毫米的裸铜丝，将它们的一端弯成一个
直径 40 毫米，有缺口的圆圈，另一端各焊接一根长 1米的绝缘导线，并各配
上一根 150 毫米长的木柄，或者套上绝缘塑料管，做成探头（图 3-8）。

然后，在盒里按照图 3-9 和图 3-10，装置红绿灯泡（普通手电筒电珠），
连接线路。电源可以用 2-3 节 1 号电池，也可以用 3-4.5 伏的降压变压器。
最后，把它挂在墙上就可以玩了。

玩的方法是，甲乙两人各拿一个探头，裁判员发令后，两人将探头分别
套在蛇形线上，从两端开始沿着蛇形线向中间移动。到达终点时，只要把探
头挂在圆木柱上，绿灯便立刻会亮。不过，移动探头时，圆圈要里外悬空套



在蛇形线上，稍有疏忽，圆圈碰到蛇形线，红灯便亮，要罚 1分。谁最先到
达终点，罚谁的分最少，谁就获胜。

会猜生肖的游戏机

把一只开关同一个电珠串联后，接在电源两端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电
路。合上开关，电流流过，电珠便会亮；断开开关，没有电流流过，电珠就
不亮。如果把几只开关和电珠串联，接在电源的两端，那么情形就不这样简
单了，只有同时合上所有的开关，电珠才会亮，而只要其中有一只开关，或
者几只开关，所有的开关断开时，电珠都不会亮。我们利用这种电路的规律，
可以设计制作成一些有趣的游戏机，这里介绍的“会猜生肖的游戏机”就是
其中的一种。

“会猜生肖的游戏机”由机箱、生肖图片和显示卡片、电路三大部分组
成。

机箱用木头做。先用四根木条钉成木框，再在木框上钉上面板就成了。
面板的左边画出 12 个方格，每个方格里画一种生肖图，并挖一个装置电珠的
小孔（图 3—11）。用卡片或薄纸板做A、B、C、D四张显示卡片（图 3—12）。

电路由 KA、KB、KC、KD 四只拨动开关、一只按钮开关和 12 个 1.5 伏、
0.25 安的小电珠组成。KA 是单刀双掷开关，KB 是双刀双掷开关，Kc 是四刀
双掷开关，KD 是六刀双掷开关，为了方便和统一划齐，都可用六刀双掷开关，
不用的接点让它空着。电源是 1节 1号电池。图 3—13（见 34 页）是它的电
路图。图 3—14（见 34 页）是组装后的形状。

玩的时候，依次把 A、B、C、D四张显示卡片放在游戏机的面板上，每放
一张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生肖图，你可向来玩的同学显示的生肖图中有没有他
的生肖。如果你放上显示卡片 A，他说有，你就把开关 KA 拨到“1”。如果
你放上显示卡片 A，他说没有，你就把开关 KA 拨到“0”。看过四张显示卡
片，拨好四只开关后，再接下按钮开关 A，面板上就有一个小电珠会亮，而
这个发光电珠所在的方格的生肖，正是这位同学的生肖。

这台简单的机器为什么能很快地猜生肖呢？原来用四只开关和小电
珠串联起来，组成了一种叫做“与门”的逻辑电路。机器里共有 12 条“与
门”电路，每条电路都串联着四只开关和一个电珠。开关拨个“0”或“1”
的位置与小电珠亮灭的关系，如右表所示。表中数码是二进制的四位数，
也就是每种生肖的代码。显示卡片 A 露出的是代码第一位为“1”的生肖
画，显示卡片 B 露出的是代码第二位为“1”的生肖画，显示卡片 C 露出
的是代码第三位为“1”的生肖画，显示卡片 D 露出的是代码第四位为“1”
的生肖画。这里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明，假如来玩这个游戏的同学是属羊
的，他能在显示卡片 A 和 D 露出的生肖画中看到他的生肖，在其余两张
显示卡片上看不到。因此，只有开关 KA 和 KD 拨向“1”，KB 和 KC 都拨
向“0”，这时只有第八条电路接通，所以表示生肖羊的小电珠发亮。

孙悟空大战阿童木



这是一个供观赏的电磁玩具。它的结构简单，取材方便。做一个放在游
艺室里，一定会受少年朋友的喜爱。

照图 3—15（见 36 页）的形状和尺寸，用一块稍厚些的木板做底板：用
一块三合板（或厚纸板）做面板。面板的上部分可以锯成云朵形，下部分可
画上险峰峻岭的图画。再把它们垂直相交，钉成一个表演台。

照图 3—16 的形状和尺寸，用图画纸，在铅笔杆上卷成一个纸管，并用
浆糊贴牢。找出铅笔，待纸管干后，在它上面用 0.5 毫米的漆包线平绕 6层
线圈，每层线圈要用薄纸隔开。线圈的两端用软导线引出。线圈外面包上 1
—2 层胶布，防止松散。再用薄铜片做一个线圈支架。把线圈装在支架上，
用钉子把线圈支架钉牢在底板右端。

照图 3—17 的形状和尺寸，用长木条做杠杆。杠杆的一头钉有一块小铁
片，铁片上焊有一段直径 3毫米的铁钉做铁芯。铁芯应有三分之一左右插进
线圈里，并且不碰触线圈管。杠杆的另一端钉有一块铜片做成的开关活动接
触片。杠杆支架用弹性铜片做成，它的顶端用钉子钉在杠杆正中偏向铁芯一
端的地方，底端用钉子固定在底板上。在底板左端，正对开关接触片的地方，
钉一块竖直的铜片，是开关的固定接触片。

在图画纸上，画一个手舞金箍棒的孙悟空，一个举起拳头还击的阿童木，
涂上颜色，剪下来。找一根细铜丝，把它缠在一根铁丝上绕制成弹簧，并平
分成两段。用透明胶纸，把孙悟空和阿童木分别贴在两根弹簧的顶端。再把
两根弹簧的底端分别固定在杠杆两端（图 3—18）。

取一段绝缘导线，将杠杆支架和杠杆左端的开关活动接触片连接起来。
在支架下端连接一根绝缘导线，用作一根电源连接线。线圈的一根引出线用
作电源的另一根连接线，另一根引出线连接在开关的固定接触片上（图 3-
19）。电源可以用 4节串联起来的 1号电池，也可以用 4.5-6 伏的交流电。

装置完后，应先试一试。在没有接通电源时，开关的活动接触片应轻轻
地触及开关的固定接触片。用手指轻轻地按一下杠杆右端，铁芯不应碰蹭线
圈纸管，并且杠杆上的铁片也不应碰着线圈。一松开手指，杠杆支架的弹性
应使杠杆恢复原位。接通电源后，电流流过线圈，铁芯向下移动。杠杆右端
下降，左端上升，开关的两个接触片相互分离，电流被切断，线圈失去磁场，
在杠杆支架的弹性作用下，杠杆恢复原位。一旦杠杆恢复原位，开关的两个
接触片相碰又立刻接通电流，线圈产生磁场又会吸引铁芯。于是在线圈磁场
时有时无的情况下，杠杆便会不停地一高一低地摇晃。而杠杆两端的孙悟空
和阿童木在弹簧的作用下，便会相互打起来。

电锤模型

这个电锤模型是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做成的。它结构比较简单，制作比较
容易。

用 10 毫米厚的木板，照图 3-20 的形状和尺寸裁成两块，把它们一横一



竖地钉成“丁”字形做机座。在两块木板相交处的正中，钉一块 30 毫米见方
的木块，做铁砧。

照图 3-21，用一条长纸卷一个长 70-80 毫米、直径 10 毫米的纸管，用
浆糊粘牢。纸管的两端，各粘一个内径 10 毫米、外径 80 毫米的厚纸坏，做
成线圈管。用直径 0.6-0.8 毫米的漆包线，在线圈管上缠绕，做成线圈。绕
制线圈时，要一圈紧挨一圈，绕完一层，垫上一层薄纸，再绕第二层，要绕
1200—1500 圈。线圈的线头和线尾，各焊接一段软导线做连接线。线圈绕制
好后，外面应裹上 2-3 层牛皮纸，并用胶布裹好。剪一条长 300 毫米左右、
宽 20 毫米的铜片，在它们两端各钻一个小孔，弯成半圆形后，用木螺钉，把
线圈固定在竖直的木板上。

找一根直径 7毫米左右的铁棒（或去掉圆头的大铁钉），在它的一端用
螺栓（或者焊接）装一块直径 20 毫米的圆铁块，做成锤，将铁棒从线圈下端
插进线圈里（图 3-22）。

用弹性铜片，照图 3-23，做成电源开关，把它们装在机座上，并连接好
线路，接上 6-9 伏电池（用 4-6 节 1 号电池串联），揿一下开关，电流流过
线圈，线圈产生磁场，便吸引铁芯带动铁锤升起，一松开开关，电流被切断，
铁锤便会下落，打在铁砧上（图 3-24）。

会眨眼的猫头鹰

猫头鹰是捕鼠能手，田园的卫士。有趣的是，画家们喜欢把它画成睁一
眼闭一眼地蹲在树上休息的样子，看上去却别有情趣！你可以按照下面介绍
的方法，做一只会眨眼的猫头鹰，挂在墙壁上作为一种装饰。

找一块厚约 5毫米的木板，照图 3-25 锯成猫头鹰蹲在树上休息的形状。
在它的眼睛处，钻两个小孔，以便埋进聚光电珠。用牛皮纸卷糊两个直径 10
毫米、长 30 毫米的纸管做线圈管。在线圈管上，用直径 0.45 毫米的漆包线
绕制线圈，每层绕 80 圈，共绕4层，外面用胶布包扎好。用薄铝片，做两个
线圈支架（图 3-26）（见 42 页）。开关的活动接片和固定接片都用弹性铜
片做成。摆杆是一根长 70 毫米的木条，顶端装有用铁丝做成的挂环。摆杆末
端 20 毫米处，钻有一个小孔，孔里紧插一根长 45 毫米的粗铁丝做铁芯。找
一个重量合适的重物，挂在摆杆末端做摆锤（图 3-27）。

组装时，先在木板反面，两眼正中的上方，钉一颗钉子做摆杆挂钩（图
3-28A）。用线绳把两个开关活动接片捆扎在摆杆左右两侧（图 3-28B）。将
摆杆挂在挂钩上，把两个开关固定接片装在木板合适的位置上（图 3-28C）。
接着，把两个线圈套在铁芯两端，并用支架装牢在木板上（图 3-28D）。然
后，用手拨动一下摆锤，铁芯应能在线圈里自由来回移动，开关活动接触片
应与固定接片有良好的接触。最后，将两个聚光电珠埋进木板的小孔，再连



接好电路就算做成了。

接上电源（2 节 1 号电池串联）后，向左（或右）拨一下摆锤，摆杆左
边（或右边）的开关闭合，在左边（或右边）聚光电珠点亮的同时，电流也
流过右边（或左边）的线圈，线圈便会产生磁场吸引铁芯，使摆杆向右（或
左）摆动。当摆杆向右（或左）摆，左边（或右边）的开关断开，而右边（或
左边）的开关闭合，右边（或左边）的聚光电珠发光。与此同时，左边（或
右边）的线圈有电流流过，便吸引摆杆往左（或往右）摆。于是，左右两个
线圈轮流通电、断电，摆杆就会不停地摆动，猫头鹰的两眼便会一暗一明闪
闪发光（图 3-29）。

简易抢答器

这个简易抢答器，能同时显示声、光、数字三种信号。图 3-30 是它的电
路图。这个电路是按四个组参加竞赛设计的，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
几组。从图中可以看出，它是由四只 6-8 伏、0.15 安的小电珠、四个抢答按
钮开关、一个主考计时按钮开关、一个电铃、4-8 节 1 号电池和一个灯箱组
成的。

假如第二组按下抢答按钮开关（图中 K2），电流便从电源正极出发，沿
虚线所示方向经过电铃和小电珠 B，从电源负极回到电源正极，形成一个完
整的回路，所以电铃和小电珠同时发出信号。当主考人按下计时按钮开关 K，
电流则沿细线所示形成回路，只有电铃发出信号。这条支路与其它支路相比，
因为没有灯光信号，电阻小，电流大，所以铃声响一些。

做抢答器的电铃比较难一点。电铃的电磁铁铁芯是两枚直径 5 毫米左
右、长 35 毫米左右的螺栓，备配两个螺帽。线圈管用牛皮纸卷成，在线圈管
的两端，分别装上一个中心有圆孔的方形挡板，挡板可用薄胶木板或浸蜡纸
板做成。线圈用直径 0.25 毫米的漆包线绕制，每个 800 圈。然后，把两个线
圈并联起来（图 3-31）。电磁铁的支架用门窗角铁改制，也可以用废旧铁片
做成。支架上有六个孔，e、e'用来装置电磁铁铁芯；f、f'用来穿过木螺丝
装在底板上；g、g'是准备装置弹簧引铁和断续器的（图 3-32）（见 46 页）。
弹簧引铁用一段一端有孔，经过退火的废钢锯条做成。它的中间应用锡焊一
块做电磁铁支架剩下的铁片，以便电磁铁吸引。圆孔里装上一枚小螺丝做成
铃锤。断续器的支架用做电磁铁支架剩下的铁片做成，上面有三个孔，a 孔
装置断续螺丝，b和 b'穿过螺栓装在电磁铁支架上。断续螺丝用直径 3毫米、
长 10 毫米的螺丝和螺帽做成。螺帽焊在 a 孔上，螺丝顶端应锉成 60°的锥
形。装置断续器还要两块绝缘垫片它可以用薄胶木板（或薄塑料片）做成。
铃盖可以用废旧自行车铃，配上合适的螺丝，以便把它装在底板上。底板是
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最后，照图 3-33，把各个零件装配起来，并接好电路。
接通电源，慢慢调整断续螺钉，使铃锤敲打铃盖的声音合适为止。

抢答器的灯箱是一个无盖的木箱，大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定。木箱内
应用薄木板分成几格，除一格放置电源外，其他各格都装上一套信号灯。电



铃和主考计时按钮开关可以装在箱顶上方。另外，找一块大小合适的三合板
或厚纸板做箱盖，上面刻出 1、2⋯⋯等数字，并贴上有颜色的玻璃纸（图
3-34）。最后，接上抢答按钮开关和电路，抢答器就算做成了。

四简易电热器

简易鱼缸水温加热器

爱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的水要保持一定的温度。金鱼适合养在 22-
26℃的水中；热带鱼产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也需要养在温度高一些的水中。
冬天，气温下降，不设法提高水温，鱼就有冻死的可能。为了提高水温，有
的人直接把电灯泡浸在鱼缸的水里，这是很危险的，千万别这样做。这里教
你做一个简易鱼缸水温加热器。

买一个 20 瓦的内热式电烙铁芯。找一根比烙铁芯长些的试管，或者一端
封闭的玻璃管，并配上一个橡皮塞。再准备一些石英砂子，或者烘干的黄砂。
制作方法是，先在橡皮塞上扎两个小孔，穿入电源线，电源线要紧嵌在小孔
里，并将烙铁芯的引出线连接在电源线上。往试管里装些砂子，把烙铁芯插
进试管里，再往试管里装砂子，使烙铁芯上下左右都不挨试管。最后，塞紧
橡皮塞，使水不能进入试管就行了（图 4-1）。

使用时，把加热器斜靠在鱼缸壁上（图 4-2），接上电源，烙铁芯便会
先使砂子和试管加热，然后再使水加热。不过，用这个简易水温加热器时，
鱼缸里要放一只温度计，水温上升到需要的温度便立刻切断电源，以免水温
继续上升使鱼死亡。

自制电热锯

电热锯是一种专门用来锯硬泡沫塑料、彩色塑料板或者有机玻璃等的锯
子。它的构造很简单。

制作方法如图 4-3 所示。先找三根粗细相同的木条，把它们钉成“匚”
形锯弓。在木条的两个连接处，各钉上一块三角形木板加固，以免装上锯条
后变形。如果能找到一根厚竹片，把它弯成半圆形做锯弓，那就更省事了。
在锯弓两端的木条上，各钻一个小孔，并装上螺丝作为接线柱。在两个接线
柱上各接一根软导线，将其中一根软导线沿着锯弓，用棉线绳捆好。然后，
取一段长短合适的旧电炉电阻丝，把它的两端分别接在两个接线柱上，就算
做成功了。

使用电热锯时，可以把电源线接在降压变压器的 0-3、0-4、0-5、0-6
伏的接线上。至于接在哪个接线上合适，应根据电阻丝加热的长短粗细决定，
一般应使电热丝微微发红，又不太热为好。因为电阻丝太热会烫坏塑料、有
机玻璃等加工材料，温度不够不能使加工材料软化，不好使用。加工材料时，
要使电阻丝稍微压向材料，并上下拉动锯弓，这同使用普通锯子一样。但是，
不要使劲将电阻丝压向材料，这样电阻丝会因为绷得太紧而伸长，容易烧断，
也不能停住不上下拉动，否则不仅电阻丝容易烧断，还会烫坏加工材料。一



旦电阻丝烧断，更换电阻丝时，必须先切断电源，以免发生短路事故。
自制简易电烙铁

电烙铁是小电工和无线电爱好者常用的一种工具。如果只是焊接元件或
电路，有一把功率 30 瓦左右的电烙铁就可以了。商店出售的功率 20—30 瓦
的电烙铁，体积小，使用方便，但是售价较高，还不如自制一把。

制作简易电烙铁（图 4-4），除了要用一只7.5 瓦、2.5-3.0 千欧的空芯
珐琅（或玻璃釉）线绕电阻外，还要有隔电、不怕烧的云母片或石棉，固定
电阻的薄铁片，安装电阻的木条、木制手柄、烙铁头、电线和插头等。

烙铁头要正好紧紧地插在电阻的孔里，可以选用合适的紫铜棒做成，也
可以用粗紫铜线代替。请注意，烙铁头必须用紫铜材料做成，因为只有紫铜
加热后才能蘸锡。烙铁头的尖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做成直的、弯的、一面
斜的，或者扁形的。

云母片可以从废旧的大云母电容器，或者电熨斗废旧电热丝拆取。如果
拆取的云母片破碎不成形，可以用清漆把它们一排排地粘在玻璃纸上，粘成
鱼鳞形，粘 3-4 层就可以了。如能找到石棉布更好，只要剪成合适的宽度，
裹在电阻上就行了。

在固定木条的侧面，比着电阻引出线的距离钻两个小孔，再从尾端钻一
个长孔，电线就从这个孔里接出。用乳胶把固定木条粘牢在手柄上。

在固定铁片上，先钻四个小孔，再将它弯成圆形，要能紧紧地夹住电阻。
最后，把裹好云母片或石棉的电阻放在固定木条上，套上固定铁片，用四枚
小螺丝钉钉上就做成了（图 4—5）（见 52 页）。

这把简易电烙铁瓦数小，热得快，使用很方便。为了使烙铁头不要过早
氧化，以及延长电烙铁的使用期，最好是随用随接电。

模型电饭锅

电饭锅是现在很时髦的一种家用电器。市场上出售的电饭锅有好几种，
大都由内锅、外锅、磁钢限温器、自动保温器、电热盘、锅盖、指示灯和各
种按键开关等组成，结构比较复杂，自己制作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你手头
有一个 24 伏、0.5 安的降压变压器，那么就可以用它作电源来做一个模型电
饭锅。

模型电饭锅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无盖的铁罐头筒，将它的边缘磨平滑，
并在它的下半部包上一层石棉布，或者几层云母片。再把电阻丝（根据电源，
应选用直径 0.1 毫米、长 1米的尼克林电阻丝）一圈圈地绕在石棉布上。注
意，电阻丝的每圈应有 1.5 毫米左右的空隙，不要贴靠在一起，并且电阻丝
要与罐头筒有良好的绝缘。在电阻丝两端接上电源线后，再包上一层石棉布，
或几层云母片，外壳就做成了（图 4-6）。

模型电饭锅是否能使用，要进行检验。找一只24 伏、0.5 安的指示灯泡，
把它和电饭锅串联起来接入电源。如果指示灯比平时暗一些，电饭锅也逐渐
生热，那就说明电饭锅的电阻丝没有毛病，可以使用。要是指示灯同平时一



样亮，电饭锅也不热，那就是电阻丝没有绕好，有短路的地方，应拆开重绕，
排除短路后才能使用（图 4—7）。

简易恒温箱

这个简易的恒温箱，可供生物小组培养菌苗，饲养小组人工孵化小鸡用
等。

恒温箱的箱体结构比较简单，分内外两层。内层用白铁片钉成，外层是
木板，两层之间填入棉、布或石棉等保温材料（图 4—8）（见 54 页）。箱
内可以用 300 瓦左右的电炉，或者100 瓦左右的电灯 3—5盏作为电热源。电
热源放置在箱内底部，所以箱体底部内外两层之间应填入石棉，或者干燥的
柴灰、煤灰等作为保温绝热材料。箱体的容积可为 60 立方厘米左右，实际大
小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设计。

恒温箱里，最主要的是温度自控电路，它由感温元件、继电器、变压器
和电热元件等组成。这其中最关键的是感温元件，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敏度。
感温元件可以用日光灯的废旧启辉器的“U”形金属片和金属棒改制。将金属
棒顶锉尖，并向外弯成直角，再把它扳到“U”形金属片内侧。这样，随着恒
温箱内温度上升，金属片便会向外慢慢张开，直至离开金属棒，切断电热源
的电源；随着恒温箱内温度逐渐降低，金属片便会往里慢慢收缩触及金属棒，
重新接通电热源的电源。只要仔细调整金属片和金属棒间的距离，用它可以
做成很灵敏的感温元件（图 4—9）。

用作接通或切断电热源的继电器，要选用触点能承受 220 伏电压、3 安
以上的电流的，如 JQX-4 型。为了使继电器能顺利工作，还要根据继电器所
需的电压和电流绕制一个降压变压器。

感温元件、电热源、继电器和指示灯的连接电路，如图 4—10 所示。感
温元件和电热元件必须装在恒温箱里。感温元件应放置在箱内上方，因为热
空气总是上升的，那儿的温度较高。但是，这样的感温元件不能直接用作接
通或切断电热源的电源开关，因为它的触点负荷很小。它只能用作继电器的
电源开关，再让继电器的触点去接通或切断电热源的电源。继电器、变压器
和指示灯都应装在恒温箱外。电路的工作情况是：当箱内温度较低时，感温
元件的金属片向里弯触及金属棒，继电器电源接通，衔铁被吸合，常开触点
②闭合，这就接通了电热源和工作指示灯（红）的电路，对恒温箱内加热。
当恒温箱内温度逐渐升高到一定温度时，感温元件的金属片离开金属棒，继
电器电源被切断，衔铁被释放，常开触点②分开，电热源和工作指示灯（红）
的电源被切断，而常闭触点①闭合，停机指示灯（绿）点亮。随着恒温箱内
温度逐渐下降，感温元件的金属片收缩，又会触及金属棒，接通继电器电源，
使电热源重新工作。

没有火焰的电炉

一般的电炉虽然没有熊熊的火焰，但是炉芯烧得红红的，也是灼热不能
挨近的。还有一种没有火焰的电炉。下面就告诉你怎样制作一个这样的电炉。

先用硬纸板照图 4-11 的形状和尺寸，做一个线圈管，在线圈管上，用直



径 2毫米的漆包线，一圈紧挨一圈地绕制线圈，直到绕满为止。线圈两端应
留出较长的引线。另取一些直径 1-2 毫米的铁丝，把它们砸直，截成同线圈
管一样高的许多根，每一根都涂上清漆。待清漆干后，把它插进线圈管的孔
里，要尽量插满塞紧。这就做成了没有火焰的电炉（图 4—11）。

这个电炉应接在输入电压为 220 伏，输出电压为 36 伏的行灯变压器上，
才能使用。如果没有行灯变压器，可用 2千伏安的调压变压器代替，电压可
调到 40 伏左右。用铁罐或铝杯装上水，把它放在炉芯（粗铁丝）上，不要十
几分钟水便能烧开（图 4—12）。

这种电炉不只是没有火焰，就是把手放在炉芯上也不会有灼烫之感。即
使拿一块干布垫在罐底和炉芯之间，罐里的水烧开了，布也不会有一点儿烧
焦的痕迹。这种电炉，叫做感应式电炉。

五  有趣的电动模型

简易电动机

我们知道，玩电动玩具要用到电动机，为了对电动机旋转的原理和有关
知识有个基本了解，这里，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电动机。

先用直径 0.4-0.8 毫米的漆包线，在直径 20 毫米的圆棍上绕 15 圈，做
成电枢线圈。线圈两头各留出 30 毫米的接线。抽出圆棍，用线头、线尾把线
圈捆扎好，并把线头、线尾的漆皮刮干净（图 5-1）。

取两枚曲别针，将它们的一头扳直，并弯成一个小环，做成电枢线
圈的支架，也是线圈的接线架。再用两颗图钉，将两个支架分别固定在
一块大小合适的木板上。将电枢线圈两端分别穿进两个支架顶端小环，
架在支架上。在电枢线圈的正下方，放一块磁铁（图 5-2），这个简易

的电动机模型就做成了。

取两段导线，将它们的一头分别连接在两个支架上，再将它们的另一头
分别连接在 1节电池的正负极上。再用手指轻轻左右捻动一下电枢线圈的一
端，线圈便会不停地旋转起来。如果电枢线圈不能很好地旋转，那就要检查
一下：线圈两头的漆皮是不是没有刮干净，电池的电量是不是不足，导线是
不是没连接好等等。

在制作这个简易电动机模型时，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一下：电流流动的方
向、电枢线圈的绕制方向和磁铁极性之间有什么关系？用同样线径的漆包
线，绕制成圈数不同的电枢线圈，它们的旋转情况有什么不同？用线径粗细
不一样的漆包线，绕制圈数相同的电枢线圈，它们的旋转情况又如何？将磁
铁靠近或远离电枢线圈，或者拿两块磁铁叠放在一起，或者把两块磁铁上下
放置，线圈旋转的情况如何？拿 2节电池，串联或并联接在支架上，电枢旋
转的情况又怎样？

电动模型离心水泵

在离心水泵里，有一个翼轮，当发动机带动它旋转时，水泵里形成低气



压区，外面的水在大气压强的作用下便被抽上来了。根据这个道理，你可以
用玩具电动机作动力，做一个电动模型离心水泵。

找一个装药膏的空铁盒做外壳。在盒盖、盒底的侧面各开一个半圆形的
缺口，合起来就是装出水管的孔。在盒盖、盒底的中心各钻一个直径 2毫米
的轴孔。在盒底轴孔周围，挖四个进水孔（图 5—3A）。

装在外壳里的翼轮用薄铁片做成。先剪一块比铁盒稍小的图片，在中心
钻一个轴孔，再将铁片剪成花瓣形，每一瓣都朝一个方向扭一下（图 5—3B）。

翼轮轴是一截自行车废旧辐条，用锡焊牢在翼轮上。翼轮装在外壳里，
它转动时，不应与内壁相碰撞。

把翼轮装进外壳后，盖上盒盖，用锡焊上盒盖与盒底的接缝。注意，出
水管的管口要对齐。再用薄铁片做一根出水管，并用锡焊在出水管的管口上。
然后，找一根废圆珠笔芯，拔去铜头，洗干净，将它的一头紧插在翼轮轴端，
另一头紧插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图 5—4）。再找一段细塑料管套在出水管上，
这个模型就算做成了。

给电动机接上电源，看看翼轮旋转时是否有水从出水管流出。如果翼轮
旋转方向反了，只要调换一下连接电动机的两根电源线就可以了。使用时，
只要把泵体浸入水中，并固定住，让出水管露出水面，接通电源，水便会不
断地从出水管喷出。

如果制作比较精细，这个模型水泵，用 1节 1号电池作电源，在一刻钟
内可抽完一脸盆水，水流可射出 1.5 米左右。如果用它做鱼缸或盆景的小喷
泉，那将增加不少乐趣。

微型电钻

做科技模型、电工小实验等，常常需要在薄铁片、薄铜片、木板、绝缘
板或塑料板上打眼钻孔。这里介绍一个用玩具电动机做成的微型电钻，这个
电钻虽然小些，但用它打眼钻孔十分方便。只要一只手拿住，手指一捏开关
就行了。

先找一块厚约 20 毫米的木板做成电钻手柄。手柄的大小可以自己选定，
但是安装电动机位置的大小一定要合适，还要钻出穿过电源线和开关线的孔
（图 5-5）。剪一张图5—6（见 62 页）所示的长铁片和一张图 5—6B（见 62
页）所示的圆铁片，并钻出孔。先将长铁片的两个突出部分弯成直角，再把
它骑在电动机上弯成圆形。用这张铁片和圆铁片组成安装电动机的长圈。找
一个拿子（是修钟表的一种工具），锯去后半段，用前半段做成钻头夹具（图
5—6C）。另剪两小块弹性铜片，做成电动机的开关（图 5-6D）。

组装时，先在电动机接线片上焊好电源线，将其中一根剪成两段作为开
关连接线，并将电线穿进手柄的孔里，向开关线孔和电源线孔引去。接着把
卡圈套在电动机上，用木螺丝固定在手柄上，再用小螺栓把圆铁片、卡圈和
电动机连接成一个整体。把开关线焊接在开关铜片后，再用木螺丝将开关铜
片固定在手柄上。最后，把钻头夹具焊牢在电动机轴上，整个微型电钻就算
做成了（图 5-7）。



这个微型电钻可以用 2节 1号电池作电源，也可以用整流电源。用整流
电源的方法是这样的：先用一个降压变压器将 220 伏的交流电降到 3-6 伏，
再用四只二极管组成桥整流电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图 5-8）。

微型电钻接上电源工作时，它的旋转方向应同钻头的螺纹方向一致（即
顺时针方向）。如果发现电钻向相反方向旋转，只要将连接电源的两根线对
调一下就行了。

用微型电钻钻孔时，手要拿住手柄，食指按下电源开关，电动机启动后
再去钻孔。钻头一定要垂直于钻孔的材料，否则钻头容易折断。在铁片、铜
片上钻孔时，先要用钉子冲出小坑，以免打滑。

由于玩具电动机的力量较小，要钻较大的孔比较困难，特别是难于钻透
较厚的金属板。如果要用它钻较大的孔，可以先沿孔内圈钻一圈小孔，挖成
锯齿形孔，再用锉刀锉圆。

袖珍电风扇

这个袖珍电风扇用一台玩具电动机做成，用 1节 2号电池做电源。它的
特点是扇风时，扇叶会自动张开；不扇风时，扇叶会自动折起来，便于随身
携带。

袖珍电风扇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长约 90 毫米、内径 30 毫米的有盖塑
料筒。先在筒底正中钻出轴孔，在轴孔两边再钻两个固定电动机的小孔。在
圆筒侧面开一个长方形小孔，用来装置电源开关。

用绝缘板做一个刚好放进筒里的挡板。在挡板中心钻一个孔，钉上一颗
空心铆钉。取一段导线，把它的两端分别焊接在电动机的一个接线片和挡板
的空心铆钉上。

剪一条长约 80 毫米、宽 3毫米左右的弹性铜片，把它的一端弯成图 5-9
所示的形状。再剪一块刚好塞进塑料筒盖的圆铜片，在圆铜片上装一个塔形
弹簧。

将电动机塞进塑料筒里，让轴端穿出筒底轴孔，用两颗小螺丝固定。将
弹性铜片装进筒里，让它的突起部分穿出筒侧的长方形孔。再把挡板塞进筒
里，用它挤住弹性铜片紧贴筒的内壁，用胶水粘牢。按下弹性铜片的突起部
分，它应与电动机的另一个接线片接触，松开后，它应与接线片断开。把圆
铜片紧嵌在筒盖里，盖紧筒盖时，弹性铜片的末端应与圆铜片有良好的接触
（图 5-9）。

剪一块直径 40 毫米的圆铁片，先在中心钻出轴孔，再将它平分成 8份，
并加工成图 5-10 所示的形状。另剪四片薄塑料片，把它的末端卷成细管，用
细铁丝连接在圆铁片上做成扇叶，然后，将圆铁片焊牢在电动机轴端上，袖
珍电风扇叶就做成了（图 5-10）。

使用时，按下开关，扇叶随电动机转动，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便会自动张
开，扇风。松开开关。电动机停转，扇叶便会自动收折紧贴在圆筒四周（图
5-11）。



电动挂机模型

电动挂机模型是一种可以随时装卸的动力机模型。它可以广泛用在各种
无动力的船模上，比如泡沫塑料做成的简易船模、充气塑料玩具等等，装上
挂机模型，它们都可以在水上航行。

挂机模型的壳体用塑料管和塑料板做成。先找一段长 45 毫米、年径刚好
塞进 151 型玩具电动机的塑料管，用塑料板给它做一个上盖和一个下盖。上
盖（图 5-12A）上钻一个孔，用来穿过电动机的连接导线。下盖（图 5-12）
有一个手柄、中心钻一个轴孔，边上钻一个孔，以便穿过螺栓装在卡具上，
可以左右扳动挂机。下盖下面是一个横截面呈流线型的轴管，可以用塑料板
加热后弯成，轴管下端有一个装置螺旋桨轴的轴孔（图 5-12C），轴孔里铆
上一颗空心铆钉做轴承。

挂机的卡具（图 12-D）用厚塑料条弯成。在它的底面和侧面各钻一个孔。
底面的孔用来穿过螺栓装置挂机，侧面的孔内应有螺纹，以便拧进螺丝将挂
机固定在船模上。

挂机的螺旋桨用薄铁片（或薄铜片）做成（图 5-12E）。桨轴是一段长
10 毫米左右的自行车辐条。螺旋桨焊接在轴端，轴必须垂直于桨面（图 5-
12F）。另取一根弹簧轮轴可用直径 0.2 毫米左右的钢丝，放在自行车辐条上，
自已绕制。

组装步骤是：①先在电动机的两个接线片上各焊接一根导线，并把弹簧
软轴的一端焊接在电动机的轴端。②将电动机塞进塑料管，嵌紧，再把弹簧
软轴穿过下盖的轴孔，用塑料胶粘上上盖和下盖。③将螺旋焊在弹簧钦轴的
另一端，把螺旋桨轴穿过轴管下端的轴孔后，用塑料胶水把轴管粘牢在下盖
上。④把螺旋桨焊牢在桨轴上。⑤取一颗长螺栓穿过挂机底盖上的孔和卡具
底面的孔，将挂机装在卡具上。另取一颗螺栓拧进卡具侧面的孔里，用作挂
在船模上的紧固器。

使用时，将挂机的卡具挂在船模尾端的中心处，并拧紧紧固螺栓。左右
扳动挂机，船模便可以向左或向右行驶（图 5-13）。

简易电动模型赛车

这辆简易电动模型赛车，只有一个底盘，三个车轮，用一台玩具电动机
（131 或 151 型）做动力。它没有外壳，而且用电动机直接驱动，所以重量
轻，受的阻力小，速度快，有较好的竞速性能。

底盘是一根长 160 毫米、宽 15 毫米、厚 8毫米的木条。木条前端有一个
安放前轮的长方孔，两侧有装置前轮轴承的小孔。木条中部钻有四个装置电
池卡的小孔。木条后端有两个装>置电动机卡圈的孔（图 5-14）。

两个前轮轴承、两个电池卡和电动机的卡圈全用薄铁片做成，并钻有小
孔。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如图 5-15 所示。

三个车轮用厚 4 毫米的塑料板或木板做成，半径为 17．5 毫米。要求车
轮一定要圆，而且轴孔必须居中，不然赛车跑起来就会颠簸，七弯八拐，跑
不成直线（图 5-16）。



前轮轴是一根直径 1-2 毫米、长 15 毫米的硬钻丝。两个后轮直接装在电
动机的轴上，但是轴的两端伸出电动机的长短不一样，还要稍作改动。方法
是，将电动机的两个接线片，向外弯成直角，把端盖朝下放在有小孔的砧垫
上，将轴端插进>小孔，用小锤轻轻地敲打轴的上端，直到轴从端盖伸出 6
毫米左右为止。然后，把两个后轮紧紧地装置在轴的两端。

照图 5-17，用 10 套螺栓螺帽，把前轮和轴承装在底盘前端；把两个电池
卡装在底盘中部；先把卡圈套在电动机上，再用螺栓和螺帽把卡圈固定在底
尾端。然后，用两段软导线将电动机的两个接线片分别和两个电池卡连接起
来。

最后，把 1节 5号电池装进电池卡，后轮便会向前旋转。如果后轮反转，
只要将电池掉过头来，重新装进电池卡就行了。为了防止电池松脱，可以用
细绳或橡皮筋把它捆在底盘上。

刚做成的赛车跑起来可能有毛病，需要仔细调整。调整时，光调车轴，
前后轮轴要相互平行，并与底盘中线相垂直；前后轮也必须同轴相垂直。前
轮在长方孔里应能灵活转动，既不左右摇晃，又没有一点儿碰蹭。试车地面
要平整、干净，不然赛车跑起来碰到坑坑洼洼或者小砂子，便会拐弯飞奔出
去。>

电动线操纵模型飞机

这架电动线操纵模型飞机由玩具电动机、螺旋桨、机身、机翼、尾翼、
起落架和操纵盒等组成。

螺旋桨是用桐木片做成的。将三块长 35 毫米、宽 10 毫米、厚 0．75 毫
米的桐木片切成图 5-18A 的形状，用细砂纸将两边磨薄做成桨叶。另用一块
16 毫米见方的桐木块，把它做成底面直径 16 毫米、高 10 毫米的圆锥体，并
在它的中心钻出轴孔，在它周围三等分的地方各锯一条与底面成 30°角的斜
缝，做成桨毂（图 5-18B）。然后，在桨叶根部和桨毂的斜缝里抹上快干胶
水，将桨叶插进斜缝里（图 5-18C）。等胶水干后，在整个螺旋桨上，抹上
一层干漆，螺旋桨便做成了。

机身是一根长 215 毫米、宽 3．5毫米、厚 5毫米的桐木条（图 5-19）。
机翼用厚毫米左右的>薄塑料片做成。先照图 5-20A 将塑料片剪成所需形

状，将 a、b两端沿虚线折叠成直角，再将塑料片沿中心虚线对折成机翼，并
用塑料胶或透明胶带粘合（图 5-20）。

尾翼也用薄塑料片做成，它的大小和形状如图 5-21（见 72 页）所示。将
它剪下来后，把两端折叠成直角。在中线上扎两个小孔，以便穿过大头针固
定在机身上。

前后起落架都用直径 0．5毫米的细钢丝弯成，它的大小和形状如图 5-22
（见 72 页）所示。前起落架的两个小轮，可用塑料>扣子做成。

为了使玩具电动机牢固地装置在机身头端，需用薄铁片做一个电机卡
圈，它的大小和形状如图 5-23 所示。在卡圈上焊一个铁片弯成的方框，用来
插装机身。



操纵盒实际上是一个装有开关的电池盒，可以用普通半导体收音机的外
接电源盒改制，方法是将 4个电池分成两组，每组 2个电池串联。再把一组
的一个正极，>另一组的一个负极作为接线环。在剩下的正负极之间，装上开
关（图 5-24）。

所有零部件做好后，便可以照图 5-25 进行安装了。①先用丝线把前起落
架捆扎在机身上，并涂上一层快干胶，再装上小轮。②将后起落架斜插进机
身尾端。③将机身头端紧紧地嵌进电机卡圈上的方孔里，再用橡筋把电动机
捆紧在电机卡里，并将螺旋桨紧紧地装在电机轴上。④将机翼中线对准机身
中线，机翼前缘顶住电机卡，用透明胶带把机翼粘在机身上，并用橡筋加固。
⑤用两颗大头针穿过尾翼的小孔，把尾翼钉在机身尾端。⑥取两根长 2-3 米，
直径 0．2-0．3 毫米的漆包线，把它们的线头刮干净，焊接在电动机的接线
片上，再把线尾刮干净，连接在操纵盒的接线上。

试飞时，将模型飞机放在地上，把操纵线展直，用手指按>下电源开关，
电动机启动，螺旋桨旋转，模型飞机便开始跑圆圈。当螺旋桨转到一定速度，
将操纵线稍稍向上一拽，模型飞机便会腾空而起飞向空中。如果按下电源开
关，电动机反转，模型飞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这是电源接反了，只要将接
在接线环上的两根漆包线对换一下就行了。如果模型飞机在空中飞得不稳，
那是机翼的位置不对，可以前后调节，直至飞行正常为止。

电动潜艇模型

潜艇里有水柜。将适量的海水灌进水柜，潜艇便会下潜；将水排出水柜，
潜艇又会浮出水面。这里要做的电动潜艇模型，没有水柜，但是艇身两侧有
向前倾斜的前后两对水平水翼。模型向前行驶时，前后水平水翼受到迎面的
水挤压，便会下潜。模型停止航行，靠自身的浮力又会浮出水面。

模型的艇身由艇首、艇身中段、艇尾三段组成。艇首和艇尾分别用 70×
50×40 毫米、100×50×40 毫米的木板削成。在它们与艇身中段相连接的断
面，分别钉一块直径 20 毫米和一块直径 24 毫米的圆木块，像瓶塞一样紧嵌
在中段的大圆槽两端，可以防止进水。在艇尾圆木块的中心处，要钻一个平
行于艇身的轴孔（图 5-26A、C、D、E）。艇身用两块 150×50×20 毫米的木
块做成。先在它们上面挖一宽一窄两个半圆形的槽，再用胶水粘成一体。在
顶面接缝处钻两个小孔后，再削成所需形状（图 5-26B）。前后两对水平翼、
垂直尾舵和舰桥都用木板或木块削成。在舰桥上，要从顶垂直向下钻一圆孔，
底部要>

挖一个 30×10×10 毫米的矩形孔。潜望镜用一颗直径 5毫米左右、长 45
毫米的螺栓做成（图 5-26F、G、H、I）。

模型用 2 节 5号电池作动力，用一台 131 型玩具电动机转动螺旋桨推动
前进。螺旋桨用直径30 毫米的薄铜片（或薄铁片）做成。方法是先钻出轴孔，
再剪成相等的三瓣，并将每一瓣顺一个方向扭成 30°角。桨轴是一根长约 120
毫米的自行车废旧辐条，应将它牢牢地焊在桨叶的轴孔里，并必须垂直于桨
叶。为了减少摩擦损耗，应找一根内径 3毫米左右、长 100 毫米的金属管做
桨轴管。轴管两端各铆进一颗空心铆钉做轴承（图 5-27A、B、C）。

另外，用薄木板做一大一小两个圆片，在中心钻孔，用空心铆钉钉上一



条弯折的薄弹性铜片，做电池卡。电源开关也用薄弹性铜片做成。再准备一
段圆珠笔废旧笔芯的塑料管，用来连接桨轴和电动机轴（图 5-27D、E、F、G）。

组装时，除应先将艇身的两块胶合成一体，把圆木块钉在艇首、艇尾上
外，可以按下述步骤进行组装（图 5-28）。①将轴管塞进艇尾的轴孔里、嵌
紧。②将垂直尾舵粘牢在艇尾末端。将前后两对水平水翼分别粘牢在艇身中
段和艇尾左右两侧。水翼前缘稍向前倾斜，与艇身水平线成 30°角，并使左
右两边对齐。④在艇身的小圆孔里，放进几根粗铁丝或其他重物，用来调节
潜艇下潜的重力。⑤取一长一短两根绝缘导线，把它们的一头分别焊在电动
机的两个接线片上。将短导线的另一头焊接在电池卡 E的铆钉上。把长导线
的另一头穿过电池卡 E边的小孔后，连同电动机一起从艇身尾端塞进大圆孔
里，让导线穿过大圆孔，再从艇身顶部的小孔引出，把它焊接在开关的一个
铜片上。然后，用胶水把电动机粘牢在圆孔里。⑥另取一段导线，把它的一
头焊接在电池卡 D的铆钉上后，将另一头从前面塞进艇身圆孔，也从顶上小
孔引出，焊接在开关的另一个铜片上。用小钉把开关铜片钉在艇身顶上。⑦
将舰桥粘牢在艇身上。注意，开关要正好位于舰桥底部的矩形孔中。然后，
把潜望镜装在舰桥上。⑧在桨轴上抹些凡士林后，将它插进轴管，这既能防
水，又能润滑。⑨将塑料管的后半段套在桨轴末端后，把它的前半段对准电
动机轴，连同艇尾的圆木块 E一起紧紧地塞进艇身后部的圆孔里，将电动机
轴和桨轴、艇身和艇尾连成一体。⑩取 2节 5号电池，从艇身前部顺次塞进
圆孔后，用艇首末端的圆木块 D顶着电池卡 D，把艇首和艇身装成一体。

组装完毕，往下拧几下潜望镜，应能使开关合上，螺旋桨旋转；往上拧
几下潜望镜，应能使开关断开，螺旋桨停转。如果拧紧潜望镜，螺旋桨不转，
可能是电池卡没有卡住电池；如果拧松潜望镜，螺旋桨不停转，可能是开关
铜片弹性不够，或者两张铜片之间的间隙太小，都应仔细调整。要是螺旋桨
反转，将电池倒过来就行了。

电动模型水翼船

水翼船是一种新型船。它的船身架在两片水翼上。水翼在水中同飞机的
机翼在空气中一样，能把船身托出水面。船身离开了水，受到水的阻力小，
能高速航行，比一般船要快 4-6 倍。水翼船不仅航速高，而且在大风大浪里
也不会颠簸。

下面我们介绍一种电动模型水翼船。
用一块 40 毫米厚的硬泡沫塑料，做船身外壳。在硬泡沫塑料上，照图 5-29

的形状和尺寸，画出船身外壳的形状，用小刀挖成空心的船身外壳（注意：
挖的时候，船底和两舷要留有一定的厚度）。再用锉刀和砂纸把外壳锉光磨
平。

在硬纸板上，照图 5-30（见 80 页）画出甲板、船舱和尾翼的形状，并剪
下来，用胶水先将船舱粘贴成形，再把船舱和尾翼粘牢在甲板上。用一块 170
毫米长、15 毫米宽、4毫米厚的木片和一根 100 毫米长、5毫米宽、3毫米厚
的木棍，照图5-31 的形状做前后水翼。先用小刀或木锉将木片和木棍分别加
工成流线型，再将木片截成 50 毫米长的两块，70 毫米长的一块；将木棍截
成 33 毫米长、20 毫米长的各两根。把两根长木棍的下端，削成 5°的斜角，



使水翼前缘稍微向上翘起。然后，用快干胶将两块长木片粘成前水翼（注意：
要使两端向上翘起同样的高度），再分别把两根长棍、两根短棍粘在前后水
翼两端。

模型水翼船的动力部分由电动机（131 或 151 型）、电源（2节 5号电池、
电池卡和开关）、弹簧软轴和轴承筒、轴承筒支架、螺旋桨轴和螺旋桨等组
成。为了固定电动机，应用木块和薄铁片，照图 5-32 做成机座和卡圈，并用
螺钉穿过卡圈两端的孔，把电动机牢固地安装在机座上。

电池卡和电源开关用薄铜片和绝缘板做成（图 5-33）。
弹簧软轴用直径 0.5 毫米的弹性铜丝（或相当的细钢丝），在直径 2 毫

米的铁丝上，一圈挨一圈地绕成（图 5-34）。用薄铁片剪成螺旋桨，并在中
心钻一个小孔。在小孔处焊接一根直径 2毫米的铁丝做轴，要使轴一定垂直
桨面。然后，将螺旋桨的三片桨叶顺着一个方向稍微弯一下。另用一张薄铁
片在螺旋桨轴上卷成轴承筒，筒外面用蘸了快干胶的丝线整齐地绕上一层，
以使轴承筒牢固地粘在轴承筒支架上（图 5-35）。

轴承筒支架用长 30 毫米、宽 15 毫米、厚 5 毫米的木块削成，并用砂纸
磨光。再找一根长约 30 毫米、内径比弹簧软轴稍大些的硬塑料筒，做防水筒
（图 5-36）。

各个零件做好后，便可以进行组装了（图 5-37）。先在电动机机座上抹
上快干胶水，将它塞进船体外壳的前端，粘牢。把防水筒紧紧地插进船底的
圆孔里。用胶水把电池卡粘在船体外壳的尾端。接着将轴承筒粘牢在轴承筒
支架上，并把支架粘牢在船底尾端正中。把弹簧软轴插进防水筒，把它的一
端焊在电动机轴上；再把螺旋桨轴插进轴承筒里，把弹簧软轴的另一端焊接
在桨轴上。用两段软导线，将电源、开关和电动机连接起来。然后，用胶水
分别将前后水翼支架粘牢在船底前后端。最后，用透明胶带把甲板和船舱等
粘在船体上。

为了使船体更加坚固，不怕水浸，还可以刷上几层清漆。
电动模型碰碰车

碰碰车是现代游乐场的一种新型游戏车。坐上它，在车群里东碰西撞地
来回跑几圈很是有趣，很受人们的喜爱。

这里介绍的电动模型碰碰车，它的外壳用硬泡沫塑料做成，不怕碰憧。
车的底盘上，左右两边各装有一只玩具电动机，它们通过涡杆和涡轮分别带
动左右两个后轮转动。这两只电动机各有一套灵敏的自动开关，既可以同时
开启驱车前进，又可以单独开启使车向左或向右拐弯。一旦车身拐过弯来，
两只电动机又可以同时转动使车继续前进。

模型的外壳用厚 40 毫米的硬泡沫塑料做成。先照图 5-38A、B、C 所示的
尺寸和形状，用小刀将泡沫盘料挖成中空的外壳，再用砂纸打磨光滑。底盘



是一块单面敷铜绝缘板。照图 5-39 的尺寸和形状，用油漆在敷铜面上画出电
路，放进三氯化铁溶液里腐蚀成电路板，然后钻出孔。车模的传动机构，由
两个直径 20 毫米的涡轮和同涡轮相配的涡杆组成。没有现成的涡轮和涡杆，
可用大小差不多的伞齿轮和轴齿轮代替（图 5-40）。

固定电动机的卡圈（a），装置电池的电池卡（b）、涡轮的轴承（c）、
前车轮活动支架（d）、自动碰撞开关（e）、电源开关（f）等都用弹性铜片
或薄铁片做成。自动碰撞开关的弹簧（g），可以用细钢丝自己绕制，长约
10-15 毫米。前后车轮（h）可以用废拖鞋底做成，但要做得很圆，并且轴孔
一定要在圆心处，垂直于圆面（图 5-41）。各个零部件制作完毕，便可以进
行组装。先将前轮装在支架上，并用螺栓将支架装在底盘前端凹口正中的孔
上，试一试车轮能不能灵活转动和左右摆动。如果车轮转动不灵活，或者不
能左右摆动，可能是太紧，要仔细调整。接着，用螺栓将电池卡、电动机、
涡轮轴承安装在底盘相应的位置上。在装置电动机之前，应先把涡杆嵌紧在
电动机轴端，并将涡轮装在轴承上。装置电动机时，一定要使涡杆和涡轮啮
合，否则涡杆不能带动涡轮转动，无法驱车行驶（图 5-42）。

取四段软导线，把它们的一端分别焊接在两只电动机的四个接线片上，
再将它们的另一端穿过底盘相应的孔，焊接在电路上。然后，用螺栓把碰撞
自动开关和电源开关装在底盘反面规定的位置上（图 5-43）。

图 5-44 是电路图，电源开关 K1 能左右拨动接通或切断电源即可。碰撞
自动开关 K2 和 K3 都要装得恰到好处，用手指轻轻一碰就可切断电源，一松
手又能迅速恢复原位接通电源，要耐心调整活动触点左右两边的细弹簧。

组装完后，可以装上电池试一试。开启电源开关后，两只电动机应立即
向同一方向转动，并带动两个后轮一起转动。用手指轻轻地碰触左边（或右
边）的碰撞自动开关，右边（或左边）的电动机立即停止转动，而左边（或
右边）的电动机继续转动。最后，用螺钉将车体外壳装在底盘上（图 5-45）。
如果有条件，可以在车体外壳上刷上彩色油漆，使模型碰碰车更坚固和美观。

海狮嬉球

海狮嬉球是一个很有趣的杂技节目。
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做一个海狮嬉球的电动模型。这个模型主要用玩具

电动机带动鼓风机，由鼓风机吹动小球旋转。

找一个直径约 50 毫米、高 20 毫米的圆形扁铁盒，做鼓风机机壳。先在
盒盖和盒底的侧面开一个长 25 毫米、宽 15 毫米的排风口。在盒盖上开四个
进风孔和一个轴孔，盒底上钻一个轴孔（图 5-46）。用长75 毫米、宽 65 毫
米的薄铁片，焊成一个方形排风管（图 5-47）。剪一块直径 35 毫米的圆铁
片，钻出轴孔做叶轮。叶片是六块小铁，它们均匀地焊在叶轮上。找一根长
约 50 毫米的粗铁片做机轴，叶轮焊在离轴端的 25 毫米处（图 5-48）。再剪
两块长 50 毫米、宽 20 毫米的薄铁片，钻出孔，再弯成直角，焊牢在机壳下



缘做机架（图 5-49）。用弹性铜丝，或者细钢丝，绕制一个塔形弹簧做球篮。
它的上口要能放进小球，下口要能套接在排风管上。小球可以用泡沫塑料削
制，也可以直接用乒乓球（图 5-50）。然后，把叶轮装进机壳，让机轴的头
尾分别穿过机壳前后轴孔，对准侧面的排风口，将前后机壳焊牢成一个整体。
再把排风管焊牢在排风口上，并在管口装上塔形弹簧（图 5-51），这就做成
了鼓风机模型。组装鼓风机时，请注意，前后机壳、排风管等，要焊接严实，
不要有漏风的缝隙。叶轮在机壳里要能自由转动，不要有碰撞。

鼓风机做好了，可做电动机机座。找一块长 45 毫米、宽 20 毫米、高 30
毫米的木块，在它的正中挖一个直径 24 毫米的半圆槽，做电动机机座。将电
动机下部嵌进机座槽里，上面套上宽 20 毫米的铁片卡圈，用木螺丝将电动机
固定在机座上（图 5-52）。

接着，找一块长150 毫米、宽 12 毫米的薄木板，或者厚纸板，画好海狮，
涂上颜色做面板（图 5-53）。

另外，找一块长 200 毫米、宽 150 毫米、厚 8毫米左右的木板做座底。
用木螺丝把鼓风机模型固定在底座的一端，使排风管正好居中（图 5-54A）。
电池卡和电源开关装在底座的另一端（图 5-54B）。电动机机座装在电池卡
和鼓风机模型之间，电动机轴一定要和鼓风机轴在一条直线上，并平行于底
座的中线（图 5-54C）。电动机轴和鼓风机轴之间，用一小段合适的铜管焊
接起来，或者用薄铁片卷一个连接管（图 5-5、D）。接着，用导线将电动机
电池卡和电源开关连接起来。最后，将面板钉在底座上，使海狮的嘴正好遮
住鼓风机排风管口（图 5-54E）。

将小球放进球篮，合上电源开关，电动机应能带动鼓风机工作，有一股
气流从排风管口喷出，将小球吹起来。断开电源开关，电动机和鼓风机停止
工作，小球便会落下进球篮。由于排气管口喷出的气流速度高，管口的气压
比管口周围的气压低，所以小球在周围气压的作用下，只能向上升起不会往
别处跑。一旦鼓风机停止工作，排风管无气流喷出时，小球在大气压的作用
下，只好乖乖地落进球篮。

如果电动机转动时，整机振动得厉害，可能是电动机轴和鼓风机轴没装
正，也可能是叶轮和机轴没焊正，应立即检修。要是听到“喳、喳”响声，
一定是叶片或者叶轮蹭到了机壳内壁，也要仔细修整。

为了使模型表演更精采一些，你可以在底座上装一个 30 欧姆的绕线电位
器，并把它串联在电路中（图 5-55）。你转动电位器，可以控制电动机的转
速，改变鼓风机风力的大小，使小球时高时低，在空中翻滚不停。

六  简易电器和仪器

简易测试器



测试电路的通断，检验元器件质量的好坏，可以不用万用电表，可用简
易测试器。这里介绍的简易测试器，是用发光二极管，或者 2.2 伏的小电珠
做成的（图 6-1）。它的体积小，重量轻，并且比较方便实用。

找一块长 40 毫米、宽 10 毫米的绝缘板，在它上面钻四个小孔。另剪一
条薄铜片，两端各钻一个小孔后，弯成图 6-2 的样子，用空心铆钉钉在绝缘
板的 D孔上。绝缘板上的另三个孔，各钉一颗空心铆钉，做成零件板。将发
光二极管和一只 50 欧电阻的两根引线，依次焊接在 A、B、C和 D铆钉上。在
每颗铆钉上，各焊接一段导线，作为调试导线。在发光二极管和电阻之间串
联一只 1千欧的可变电阻，将另外两根调试导线接上电源。电源用 2节 5号
电池组成（图 6-3）。慢慢转动可变电阻，使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后，测量
出可变电阻和电阻的总阻值，这个总阻值便是限流电阻的正确阻值。例如，
可变电阻的阻值是 100 欧，那么限流电阻的阻值便是 150 欧。限流电阻阻值
调准后，将可变电阻和电阻拆下，在原来接电阻的铆钉上，换接一只 150 欧
的电阻，并用一小段导线将发光二极管和电阻连接起来。

找一根长 150 毫米、直径20 毫米的塑料管，再选配两个大小合适的塑料
盖做管盖。在塑料管一端的侧面，开一个小孔，作为发光二极管的观察窗口。
在两个端管中心各钻一个小孔。取一根长约 150 毫米的废旧自行车幅条，用
两个螺帽装在一个管盖的小孔里做探针。另取一根长 300 毫米左右的导线，
一端焊上鳄鱼夹，另一端穿过另一管盖的小孔，焊接在零件板的 A铆钉上。
将零件板从观察窗口一端塞进塑料管里，盖上这一端的管盖。将 2节电池从
塑料管的另一端塞进管，盖上这一端的管盖，测试器就做成了（图 6-4）。
这种测试器使用很方便，只要将鳄鱼夹夹住被测电路或零件的一端，然后用
它的探针触及电路或零件的另一端，观察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情况，就可以得
出测试结果。比如：测试电路通、断时，把鳄鱼夹和探针触及被测电路两端，
发光二极管亮表示通，不亮表示断。测试电阻时，用鳄鱼夹和探针触及两端，
发光二极管光亮表示电阻小，光暗表示电阻大，不亮表示电阻很大，或者内
部断开。

请注意，用这种测试器测试电器的某一段电路时，一定要关掉电器的电
源才能测试。

电话音量放大器

电话是常用的通信工具，如果做一个拾音器，把它接到收音机的拾音器
插孔里，这样，由扬声器传出的声音就大了，这就是电话音量放大器。

制作这一放大器，先要做电感线圈。照图 6-5（见 96 页），找一截粗些
的铁钉，做拾音器的铁芯。用图画纸（或牛皮纸）卷成一个圆管，在圆管的
两端各粘一个内径 5毫米、外径15 毫米的圆环，做成线圈管。再用直径0.07
毫米的漆包线，在线圈管上乱绕 5000-6000 圈，做成一个线圈。线圈的头尾
各连接一段多股软导线，作为引出线。线圈绕完后，外面包一两层胶布，以
免线圈松脱。



做拾音器的外壳，可用大小合适的塑料管和塑料吸盘（可以用挂衣服的
塑料吸盘、供婴儿吮奶的橡皮嘴）来做（图 6-6）。最后，把拾音器的引出
线焊接在拾音插头上。

使用时，先把拾音器用塑料吸盘吸在电话的右侧（一般电话机的线圈都
装在右边），再把拾音器的插头插进收音机的拾音孔里，拧开收音机的电源
开关，并将音量开大。这时，取下电话的听筒，拨动几个号码，收音机扬声
器便会发出“嘟、嘟⋯⋯”的声音，说明拾音器已开始工作。适当移动拾音
量，使声音更响些。如有可能打开电话机的底板，把拾音器装在机内更好（图
6-7）。

这个简单的拾音器，实际上是一个信号传感器。电话在使用时，机内线
圈里有随双方通话声音而变化的信号电流。由于电流的磁效应，线圈周围便
会产生变化的磁场。而紧贴在电话机上的拾音器受这个变化磁场的影响，便
会感生变化的电流。这个变化的电流送入收音机的音频放大器放大后，从扬
声器送出便可供许多人听了。

用废旧耳机改制蜂鸣器

蜂鸣器是一种简单的讯号器，能发出“嗡嗡”的声音。它可以用来做自
行车的车铃、门铃、呼叫器和电码训练等等。

用废耳机改制蜂鸣器，可先从废旧耳机里，取出永久磁铁，在壳底的中
心钻一个直径 3.5-4 毫米的孔。找一个长约 11 毫米有帽的、刚好插进孔里的
螺丝，用作电磁铁的铁芯。用厚纸片，比着螺丝的粗细，做一个高 8毫米的
线圈管。在线圈管上，用直径 0.5 毫米的漆包线绕 50 圈。把铁芯插进线圈管，
电磁铁就算做成了（图 6-8）。米、长 36 毫米、宽 8毫米的铁片，在它的一
头钻一个刚好插进螺丝的小孔，并把它变成“L”形，用作电磁铁的支架（A）。
再取一块同样厚、长 10 毫米、宽 6毫米的铁片，做振动铁片（B）。剪一片
长 20 毫米、宽 6毫米的磷铜片（或有弹性的其他金属片），把它的一端焊接
在振动铁片的一端，并把另一端弯成直角，焊接在电磁铁的支架上做弹簧片
（C）。再用厚0.5 毫米的铜片，或薄铁片，剪一个外径等于耳机振动膜片的
圆环，并在圆坏的内圈焊接一根电线，作为引出线（D）（图 6-9）。如果没
有铜片或薄铁皮，可以用直径 1毫米的裸铜丝弯一个圆环。在振动铁片和耳
机振动膜片中心，各焊一小块磷铜片，作为接触点。

然后，按照图 6-10 装配。注意，拧紧耳机壳盖时。要使耳机振动膜片上
的接触点紧挨振动铁片上的接触点。

把引出线接上电源，电磁铁①线圈的一个线头连接在接线柱②上，线圈
的另一个线头连接在弹簧片③上，并通过振动铁片④、接触点⑤和⑥、发声
振动片⑦，接在接线柱⑧上。接触点⑤和⑥，因为弹簧片的弹性作用，平时
相互紧挨着。当有电流流过线圈时，电磁铁便产生磁力吸引振动铁片。与此
同时，接触点⑤和⑥分离，切断电流，电磁铁失去磁力，振动铁片由弹簧片
的弹力回复原位，接触点⑤和⑥相接，又接通电流，振动铁片又会被电磁铁



吸引。于是，蜂鸣器便在电流的磁效应作用下，发出，“嗡嗡”的响声。
无触点蜂鸣器

用废旧耳机改制的蜂鸣器里，有⑤和⑥两个接触点。有时候，这两个接
触点在相接或分离的刹那间便发生火花，在需要防火、防爆的场合，用它作
呼叫器等就不安全了，应该用无触点的蜂鸣器。

无触点蜂鸣器的结构极其简单。取一块长 100 毫米、宽 10 毫米的薄铁片
做铁芯。再取一块宽 10 毫米、长 60 毫米的薄铁片做支架。把它们叠放在一
起，中部包上几层牛皮纸，并粘牢，做成线圈管。在线圈管上，用直径 0.41
毫米的漆包线平绕 70 圈，每绕满一层，包上一层薄纸再绕第二层，要绕得平
整。绕完后，在线圈外面包上一层胶布，以免松脱。然后，把铁芯铁片弯成
弓形，两端相距 0.8 毫米左右。再把支架铁片两端弯成“Z”形，并用钉子钉
在木底座上（图 6-11）。安装完后，将线圈两端接在降庄变压器 6-8 伏的接
线片上，便会发出“嗡嗡”的声音。仔细调整铁芯铁片两端间的距离，直到
声音最响。

图 6-12 是这种蜂鸣器的电路图，实际上是一个有铁芯的电感线圈。把它
接在交流电源上，由于交流电流的方向是不断地来回变化的，铁芯产生的磁
性也跟着不断变化，铁芯两端便时断时续地相互吸引，振动而发出声音。

“叮——咚——”门铃

现在，许多家庭都爱使用电子门铃。客人按一下门外的按钮，门铃便会
唱一小段音乐，主人便知道有客人来了。这种门铃的声音虽然好听，但是按
一下要连续响 20 多秒钟，反倒有些今人厌烦。“叮——咚——”门铃，抉一
下按钮，它只“叮”、“咚”响两声，干脆得很。它的结构简单，材料容易
找到，很适合自制。

先用宽约 50 毫米的牛皮纸条，在直径约 15 毫米的圆棍上，边卷边抹胶
水，卷成 7-8 层的圆管。再用厚纸板，剪两个内径 15 毫米、外径 40 毫米的
圆环，把它们粘牢在圆管的两端，做成线圈管。在线圈管上，用直径 0.5 毫
米的漆包线，绕制线圈，绕满线圈管即可（图 6-13）。

剪一块直径 10 毫米、一块直径 20 毫米的圆铁片，在它们的中心钻一个
直径 3毫米左右的孔。再用宽 35 毫米、长 80 毫米的铁片，焊成一个直径 10
毫米左右的圆管，并将两块圆铁片焊接在它的两端。取一根直径 8毫米左右、
长 90 毫米的铁钉（或铁丝），插进圆管两端的孔里，并焊牢在圆管上，做成
撞轴和撞头。用一根细钢丝绕制一根直径 20 毫米的弹簧，把它套在撞轴大圆
铁片的一头（图 6-14）。

底座和木壳用木板或塑料板做成。电池卡用弹性铜片和绝缘板等做成。
发音片用两条薄铁片和四个橡皮垫圈做成（图 6—15）。

零部件做完后，按照图 6—16 所示顺序组装，再对照电路图连接电路。
取 4节 1号电池，按串联电路放进电池卡。按下按钮，撞头的一头应先



撞击发者片，发出“叮”声。松开按钮，由于弹簧的作用撞轴回复原位，撞
头的另一头撞击发音片，发出“咚”的一声。如果按下电钮，撞轴的运动刚
好相反，那便是电池的极性接反了，将电池倒过来装就行了。当然，发音片
也要仔细调整，直至声音最响，好听为止。

简易多用通表

简易多用通表主要用于测试电路通断、元器件质最好坏，但是如果做得
好，在表内串联几只不同阻值的电阻，用标准表校核后，还可以用来测试直
流电压等。

多用通表由线圈、磁针、磁针支架、指针、表盘、表盒和电池等组成。

做线圈。先用厚纸，照图 6—17 所示，做一个线圈骨架，并在它的一端
扎两个穿出引出线的小孔。用直线 0.12 毫米的高强度漆包线，在线圈骨架上
缠绕约 3000-4000 圈，做成线圈。线圈两端应用多股软导线引出。再把线圈
放在蜡油里浸透，凉干后裹上几层胶布。

磁针可以用磁性尚未散失的废旧指南针做成，也可以用废旧钟表的发
条，或者4根长 25 毫米左右的缝衣针做成。如果用废旧指南针做磁针，可以
不加工。用废旧发条做磁针，先要把两头剪尖，再放在铁砧上砸平，砸直，
在正中钻一个小孔，然后放在永久磁铁上磨几下，做成磁针。用缝衣针做磁
针，要先用胶水把 4根针粘在两张纸片之间，待胶水干透，放在永久磁铁上
磨几下使其磁化（图 6—18）。

磁针支架用一条厚 0.5 毫米、宽 8毫米、长 48 毫米和一条厚 0.5 毫米、
宽 8毫米、长 30 毫米的铝片做成。先在剪好的铝片上钻好小孔，再把它们弯
成图 6—19 的形状。放置磁针的轴孔不要钻穿，但是上下两个轴孔要对准，
并垂直向下。

磁针的轴用长 7毫米左右的细钢丝做成，两头要用细磨石磨尖，如果能
找到长度相同的废齿轮轴做轴更好。如果磁针是废指南针，只要将轴紧嵌在
轴孔里就行了。如果用废发条或缝衣针做磁针，那就应先剪一条宽 8毫米、
长 16 毫米的薄铝片，把它的一端折过来约 5毫米，紧紧地夹住磁针，在它的
另一端钻孔装轴。注意，铝片两端必须平衡，否则轴便会向一边倾斜，不能
灵活转动（图 6—20）。将磁针装入架后，要精心调整，直到磁针转动灵活
为止。

指针用细铝丝或薄铝片做成，长约 60 毫米。先将指针弯成曲柄形，再用
胶水把它粘在磁针或夹住磁针的铝片上。注意，指针应同磁针呈 45°角（图
6—21）。

表盘用图画纸绘制。先在图画纸上，用圆规画一个半径 50 毫米、夹角为
60°的弧线。将弧线等分成 8小格，并注上 0-100 的数字，再沿四周的虚线
裁下来备用（图 6—22）。

表盒可用三合板或塑料板做成（图 6—23）。盒盖上开有观察表盘和指



针的窗口，窗口上可装一块薄玻璃，或者无色透明的薄有机玻璃。电池夹装
在盒内底板上，线圈和磁针支架都装在盒盖的反面。方法是，先用胶水把线
圈粘在盒盖反面，平行于窗口，距窗口约 50 毫米处。再把支架装有磁针的一
头放进线圈里，磁针应和线圈骨架平行，支架应和线圈骨架相垂直，并用螺
栓把支架固定在盒盖上。这时，表针应靠近窗口玻璃。在窗口上边和左、右
两边，用胶水各粘一根木条，木条应比指针与窗口玻璃的距离略高一点，再
把表盘粘在木条上（图 6—24）。然后，调整指针，使它静止时正好停在零
位。在表盘“0”和“100”处，各插一根短竹棍，用来限止指针的摆动范围。
最后，将线圈的一根引出线和电池串联后接在一个表笔插口上，将线圈的另
一根引出线接在另一个表笔插口上。

通表装置完后，应先接通试一试。如果指针向“零”位转动，说明电池
的正负极接反了，要调过头来。表内没有游丝装置，指针摆动后靠磁针重力
作用恢复“零”位，所以表面设计为与地面呈 30°左右的角度，使用时表盒
放平，指针才能回到“零”位。因为表内磁针的磁场强度弱，容易受外磁影
响，所以使用时应远离永磁物体。

使用这个通表测定不同的直流电压，电路如图 6—25 所示。但是，不能
使这个通表测量高压线路，否则会烧毁线圈，或撞坏指针。

自制简易万用表

这个简易万用表的电路简明、结构简单，少年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可
以自己动手装置。

图 6—26 是这个万用表的电路图。它的测试档次有：直流电流五档（1、
10、50、100、250 毫安），直流电压五档（3、10、50、250、500 伏），交
流电压四档（25、50、100、250 伏），电阻一档（R×100 欧）。

万用表所需用的元件有：灵敏度 500 微安、内阻 400 欧的表头一块，固
定电阻 16 只，电位器 1只，2AP9 型半导体二极管 2只，单刀双掷拨动开关 1
只，香蕉插头的播座 16 个，红黑表笔一对和 5号电池 1节。

在 16 只电阻中，电阻 R3、R4 和 R5 的阻值较小，通过的电流较大，要用
电阻得自己绕制。比如绕制电阻 R5，找一段阻值 2欧左右的电阻丝，将它的
两头和表头并联后，再和标准表串联，接成图 6—27 的电路。图中的电位器
5欧左右，电阻10 欧左右。调节电位器，使标准表的指针正好位于 250 毫安。
这时表头的指针应超过满盘刻度。如果表头指针转不到满盘，那是电阻丝的
阻值小了，一端接在表头和标准表相接的接点上，另一端在电阻丝上滑动。
当导线沿电阻丝滑动到 A点，表头指针正好转到满盘，那么从 A点到 B点的
一段电阻丝的阻值就是电阻 R5 的阻值。剪下这一段电阻丝，把它绕在一小块
绝缘板上就成了（图 6—28）。其余的电阻可以用误差±5％的碳膜电阻，要
是阻值不合适，可以用几只电阻并联、串联或适当削薄碳膜的方法解决。电
位器用丝绕的、实芯的或碳膜的都可以。



如果手头没有香蕉插头的插座，可以用大小合适的空心铆钉和弹性铜片
自制测量功能各档的插孔，用废旧圆珠笔芯和笔头做表笔插头。拨动开关最
好用成品，实在找不到也可以用空心铆钉和弹性铜片做成插头式的。

为了便于连接电阻和电路，最好用单面敷铜绝缘板做成电路板。图 6—
29 是表内安装的实体图。为了使用时便于认清指针的读数，应根据原来表盘
的大小绘制表盘，绘制方法如图 6—30。

表壳可根据表头实际大小自行设计，各测试档的插口、功能选择开关和
调零电位器的旋钮都装置在壳面上，如图 6—31（见 112 页）所示。测试插
口可用市售的香蕉插头插座，也可以用空心铆钉自制，但是表笔的插头应与
插孔一致。使用时，先将功能选择开关拨向所测项目，黑表笔插进“0”插孔，
红表笔插进所测项目插孔。测试电阻的阻值时，先应将红黑表笔短路，调整
调零电位器使表针指在“0”欧姆，然后才可测量阻值。

为了便于爱好者根据不同的表头自行设计电路，这里以 500 微安，内阻
400 欧的表头为例，将各档计算方法介绍于下。

一、直流电流档。直流电流档的电路如图 6—32（见 112 页）所示。各
电流档的分流电阻阻值可按下面公式算出：

R = R + R + R + R + R + R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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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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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RA-RB
＝0.4-0.04
=0.36KΩ。

依次求得：

R =
K

50
0.008Kc Ω，

R2＝RB-RC
＝0.04-0.008
=0.032KΩ。

R =
K

100
= 0.004kD Ω，

R4＝Rc-RD



＝0.008-0.004
=0.004KΩ。

R =
K

250
= 0.0016K5 Ω，

R4=RD-R5＝0.004-0.0016＝0.0024KΩ。

二、直流电压档。直流电压档电路见图 6—33。按表头灵敏度为 1 毫安
计算，即每伏 1千欧。

3 R 3 1 -
R R

R + R

3 1 -
0.4 0.4

0.4 + 0.4
= 2.8K

6

A m

A m

伏档降压电阻： ＝（ × ）
·

＝（ × ）
×

Ω。

以下的 10、50、250、500 伏各档的降压电阻为：
R7＝1×（10－3）=7KΩ，

R8＝1×（50－10）＝40KΩ，

R9＝1×（250－50）＝200KΩ，

R10＝1×（500－250）＝250KΩ。

三、交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电路为图 6—34。因为采用半波整流，所
以交流电压档的灵敏度为直流电压档的 0.45 倍，即每伏为 0.45 千欧。又二
极管的正向电阻为 0.6 千欧。

25 R 0.45 25 -
R R

0.611
A m伏档的降压电阻： ＝ × （ ＋ ）

R RA m+

＝10.45KΩ。
以下的 50、100、250 伏各档的降压电阻为：

R12＝0.45ｘ（50－25）＝11.25KΩ，

R13＝0.45ｘ（100－50）＝22.5KΩ，

R14＝0.45ｘ（250－100）＝67.5KΩ。

四、电阻档。电阻档电路见图 6—35。当拨动开关拨到“Ω”处，就成R
ｘ100 的欧姆表。这时，200 欧电位器和 240 欧的电阻串联后，再同表头并联，
然后又同 1.2 千欧的电阻、1.5 伏的电池串联。如果红、黑表笔相接（相当
于测量一个阻值为 0 的电阻），就成一个闭合电路，通过表头的电流为 0.5
毫安左右，调节电位器便可以控制通过表头的电流正好为 0.5 毫安。这个过
程叫做调零，电位器叫做调零电位器。有了这个电位器，即使电池电压下降
到 1.3 伏仍可以使用。如果红、黑表笔接一只 1.2 千欧的电阻，这时电路的
总电流正好减小一半，通过表头的电流也相应减小一半，指针正好指表盘正
中。所以这个欧姆表的中值电阻为 1.2 千欧，可以用来测量几十到几十千欧
的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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