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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直立行走于脚下这片土地到飞出蓝色的地球村，人类一直孜孜不倦地幻想着，并一步一步拓展
着我们的活动空间。
曾有人说，当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随着我们的视野半径越来越长，我们会发现自己原先了解的宇宙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宇宙奥秘还等着我们去解开。
《奇趣探索少儿百科：100宇宙奥秘》通过图片的诠释和文字的注解来共同助你深入了解宇宙。
编者期望当你的双脚还停留在大地上时，想象却能够在《奇趣探索少儿百科：100宇宙奥秘》的引导下
进入宇宙更深、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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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宇宙是一个空间上无边无际，时间上无始无终，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物质世界。
当远古的人类在夜晚抬头望向天空时，他们就对这片星空充满了好奇。
正是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人们开始了对宇宙不懈探索的旅程。
　　宇宙一词出自《尸子》一书，宇，指一切的空间，无边无际，包括东、南、西、北，所有地点；
宙，指一切的时间，无始无终，包括过去和现在。
这个解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而现代人则将宇宙理解为一个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构成的统
一体。
　　宇宙是怎样诞生的呢？
当人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古人想到了神。
中国神话认为是盘古开天辟地造就了世界；古埃及人认为世界是一个大盒子，尼罗河就在盒子中央；
古印度人说大地是被大象驮着，大象又站在一只巨龟的背上。
这些幻想，给最初的探索插上了翅膀。
　　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为人类打开了一扇探寻宇宙之谜的大门。
他们的研究成果给出了一个奇特的结论：那就是人类如果想探知宇宙的无穷奥秘，就要先从微观的粒
子世界开始。
宏大的宇宙和微乎其微的粒子世界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难道宇宙最初就萌生于一颗粒子？
　　关于宇宙的起源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宇宙大爆炸说。
大爆炸说认为：宇宙诞生之初，它是一个所有物质凝聚在一起，巨大的，密度、温度都极高的火球。
大约在137亿年以前，这个火球达到了极限，爆发了。
在爆发的一刹那，各种物质四散抛洒，并不断膨胀，形成宇宙。
　　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着许多平行宇宙。
虫洞说认为，当某个平行宇宙中，质量最大的黑洞不断吞噬一切物质形态后，最终将变成虫洞。
虫洞形成之初，时空之门打开。
它会将黑洞所吞噬的能量尽数释放，而喷发的高能粒子，经过漫长演变，就形成了宇宙。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通交观察发现银河系外的天体及宇宙在不断膨胀。
他指出，星系看起来都在离我们远去，并且距离越远，离去的速度越快。
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关于“静止宇宙”的看法。
　　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宇宙是静止的。
19世纪20年代，德国天文学家奥伯斯提出了著名的“奥伯斯佯谬”，指出“如果宇宙稳恒，无限大，
时空是平直的，其中均匀分布着恒星；那么人的视线在天空所及之处都将存在着恒星，而天空也将会
像恒星的表面一样无限明亮。
”　　众所周知，我们在晴朗夜晚所看到的天空并非“奥伯斯佯谬’描述的那样。
绝大多数的夜空都处在黑暗中，只有星星在闪烁。
这事实令“静止宇宙”观点陷入尴尬之境，黑暗的夜晚印证了宇宙并非稳恒。
但如果说宇宙是运动的，它一直在不断地膨胀，矛盾就能解决了吗？
　　哈勃曾这样描述宇宙的不断膨胀：“所有星云都在彼此远离，而且离得越远，离去的速度越快。
”他认为这是一种全空间的均匀膨胀，任何一点的观测者都会看到完全一样的膨胀。
从任何一个星系来看，一切遥远的星系都在以它为中心向四面散开，越远的星系间彼此散开的速度越
大。
　　如果宇宙是膨胀的，而处于遥远宇宙空间的天体，在不断远离我们的过程中，存在着星光红移现
象以及由此引起其亮度降低的可能，这似乎就可以用来解释上述的矛盾。
同时，由于宇宙从诞生至今的时间是有限的，即只有有限的星光会到达地球，也为此提供了证据。
　　哈勃定律指出：“来自遥远星系光线的红移与它们的距离成正比。
”也就是说，离我们越远的天体其红移现象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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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迄今为止，宇宙膨胀的速度并没有减缓，反而在逐渐加剧。
天文学家甚至猜想：随着宇宙无限膨胀，星系逐渐远离，它们将最终消失在黑暗中。
爆炸说最早是由比利时人勒梅特于1932年提出。
　　20世纪4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伽莫夫正式提出“热大爆炸”理论，首次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
入宇宙形成学说，后来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成为该理论论的有力证据。
“大爆炸”说认为宇宙爆炸之初没有质量，而充满各种能量很高的电磁辐射。
爆炸瞬间，宇宙温度达到最高，随着爆炸不断扩张，温度随之降低。
这时，原始的微观粒子充斥整个宇宙。
此时的时空区域内翻滚着由光子、电子、中微子及它们的反粒子组成的滚烫热流，成了一个沸腾的煮
锅。
　　上述情形发生在约一秒钟内。
爆炸100秒之后，宇宙体积增大，温度降低；虽然仍是一个滚烫的热锅，但却成为重粒子产生的温床。
此后，各种离子运动速度减缓，温度继续降低，一些粒子逐渐靠近相互结合，形成氘和氚等新物质，
这是以后很多恒星热核反应必须的物质。
　　随着宇宙膨胀速度和温度的降低，粒子的能量开始逐渐下降。
宇宙爆炸半小时后，温度降至约3亿摄氏度，此时最主要的爆炸反应基本结束，但扩张仍继续。
大约37万年后，宇宙中的电子和原子核最终结合成为原子，并产生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这一时期是恒星将要诞生的时刻。
在电磁作用下出现的中性原子开始组成一个新的区域，它成为了后来恒星诞生的摇篮。
大约在爆炸初的10亿年后，宇宙变得越来越透明。
此时，最早期的星体和星系正在形成，宇宙开始有了清晰的面貌，一片繁忙的造星运动开始了。
　　如果只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宇宙中物质的分布情况似乎是很均匀的，但实际上仍有某些密度稍大
的区域。
这些区域内的物质形成之后，在很长时期里，通过引力作用吸引附近的物质，使自身的密度越来越大
，并形成气体云、恒星、星系等其他现今天文学上可观测的天体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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