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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宇宙探索》包括了：银河系中有多少星能生存生物、银河系里一年能诞生多少颗星、变星、类
星体的诞生、双星、黄道星座、星座的形状在变化、星座名称的由来、星座和二十八宿、大熊座、小
熊座、牧夫座和猎犬座、室女座、狮子座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少年百科丛书-宇宙探索>>

书籍目录

宇宙星空
“地心说”
“日心说”
“星云说”
“大爆炸说”
无垠的宇宙
宇宙正在不断地扩大
宇宙的尽头
天外有天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星云种类知多少
“寻找”黑洞
什么是恒星
恒星的灭亡
银河系中有多少星能生存生物
银河系里一年能诞生多少颗星
变星
类星体的诞生
双星
黄道星座
星座的形状在变化
星座名称的由来
星座和二十八宿
大熊座
小熊座
牧夫座和猎犬座
室女座
狮子座
长蛇座
天蝎座
人马座
天鹰座
天琴座
天鹅座
武仙座
天龙座
蛇夫座与巨蛇座
仙后座
仙王座
仙女座
英仙座
飞马座
猎户座
大犬座
小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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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座
御夫座
金牛座
波江座
夜空中的向导——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会变吗
织女星
牛郎星
春夜第一亮星——大角星
太阳家族
太阳的形成
太阳的结构
阳光到达地球的时间
太阳风
太阳系的运动
太阳系大家庭的成员
哈雷彗星的奥秘
彗星对地球的影响
彗星和行星没有了引力会怎样
水星上滴水无存
水星上的大气
水星的表面像月球
金星上“旭日西升”
金星的温度
在金星上“追日”
火星上的大气和水
火星——地球的近邻
太阳系以外的星球上有生物吗
地球与火星间能“互赠礼品”
火星上的“运河”
火星天空呈红色
火星的极冠是什么
木星——太阳系中称“老大”
木星——“小太阳系”
木星能否成为未来的太阳
木星和土星特别扁73’
仅次于木星的土星
土星的光环是由什么组成的
土星光环上缝隙的形成
除土星外，其他星球有光环吗
泰坦星(土卫六)
躺着自转的天王星
“算”出来的海王星
冥王星
最大的石陨石——吉林陨石
流星
狮子座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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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星
月亮的样子
月球上为何没有空气
月球上一天有多长
月球表面的明暗部分
人们在地球上只能看到月球的同侧面
月球有多少芳名
月球上的岩石
月球是空心还是实心
月球上有没有水
天文探索
最早的天文台雏形
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
最古老的天文台——灵台
中国的古天文台
依山傍水的现代天文台
古老的太阳钟——日晷
制定节令的仪器——圭表
我国古代的浑仪和简仪
最古老的星图——《敦煌星图》
用望远镜能否观测到
宇宙的尽头
今日千里眼——天文望远镜
地球大气中的“第二窗口”
射电望远镜
天球
黄道
黄道十二宫
朔、上弦、望、下弦
日食与月食
白昼与黑夜的转换
太阳高度不同，昼夜
长短也不同
二十四节气的由来
极光的形成
白夜的形成
臭氧层——地球的“保护伞”
话说航天
中国——火箭的故乡
美国的“火箭之父”
谁制出了V-2火箭
民用火箭的种类
人造卫星的分类
技术试验卫星
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
欧洲航天港——库鲁
日本鹿儿岛和种子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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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
拜科努尔航天中心
我国的卫星发射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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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心说”是长期盛行于古代欧洲的宇宙学说。
它最初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托勒密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
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各自的圆轨道上绕地球运转。
其中，行星的运动要比太阳、月球复杂些：行星在本轮上运动，而本轮又沿均轮绕地运行。
在太阳、月球行星之外，是镶嵌着所有恒星的天球，即恒星天。
再外面，是推动天体运动的原动天。
　　“地心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
尽管它把地球当作宇宙中心是错误的，然而它的历史功绩不应抹杀。
“地心说”承认地球是“球形”的，并把行星从恒星中区别出来，着眼于探索和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
，这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大进步。
“地心说”最主要的成就是运用数学计算行星的运行，托勒密还第一次提出“运行轨道”的概念，设
计出了一个本轮均轮模型。
按照这个模型，人们能够对行星的运动进行定量计算，推测行星所在的位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
在一定时期里，依据这个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预测天象，因而在生产实践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
　　“地心说”中的本轮均轮模型，毕竟是托勒密根据有限的观察资料拼凑出来的，它是通过人为地
规定本轮、均轮的大小及行星运行速度，才使这个模型和实测结果取得一致。
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观察仪器的不断改进，行星位置和运动的测量越来越精确，观测到的行
星实际位置同这个模型的计算结果的偏差，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但是，信奉“地心说”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地心说”本身的错误造成的，却用增加本
轮的办法来补救“地心说”。
起初这种办法还能勉强应付，后来小本轮增加到80多个，但仍不能满意地计算出行星的准确位置。
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地心说”的正确性了。
到了16世纪，哥白尼在持日心地动观的古希腊先辈和同时代学者的基础上，终于创立了“日心说”。
从此，“地心说”便逐渐被淘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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