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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几乎能实现古人的所有梦想。
对于现代人来说，“一日千里”早已成为现实，因此人们戏称地球为“地球村”。
实际上，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连“村庄”都称不上，俨然只是沧海一粟。
从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飞上太空以来，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更加深入，多个国家的宇航员
曾登陆月球，人类探测器也拜访过太阳系中大部分行星。
现在，我们知道太阳系内有八大行星，除水星、金星外，其他六大行星均有卫星，此外土星、天王星
、海王星都具有美丽的光环。
太阳系之外，银河系之中，还有许多像太阳系那样的天体系统。
据统计，银河系内约有2000亿颗恒星。
银河系之外，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河外星系，有的河外星系的外形与银河系异曲同工，有的则大相径庭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对宇宙有了许多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然而今天我们所发现和探知的
知识，只是整个宇宙的“冰山一角”。
为了向大家展示人类探索宇宙的进程和成果，激发大家对宇宙的探索欲，我们精心编辑了本书。
书中共分为我们的太阳系、总览宇宙和星空、人类探索宇宙三大章节，系统介绍了太阳系中的成员，
宇宙演化、形成的权威假说，以及人类探索无穷宇宙的过程。
相信，通过阅读本书，你会对宇宙百科有一个科学的、崭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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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靠的天文数据，科学的知识体系，组合成系统的宇宙百科，天文知识更新快速，天文发现瞬息万变
，天文探索一日千里。
紧随人类发现、探索的步伐，推出科学、前沿的天文知识。
　　可靠、前沿的天文知识　使用各知名天文研究组织公布的可靠数据，配合公认的科学分类方法和
知识体系，隆重推出宇宙百科大礼⋯⋯　　大幅、准确的百科图片　书中大幅、准确的配图，将宇宙
的每一处景观展现得淋漓尽致读阅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畅游宇宙间的真实感受⋯⋯　　每一个疑问都
是力量每一步探索都是智慧可靠的天文数据，科学的知识体系，组合成系统的宇宙百科。
天文知识更新快速，天文发现峨息万变，大文探索，一日千里紧随人炎发现、探索的步伐，推出科学
、前沿的天文知识。
 　　本书分为我们的太阳系、总览宇宙和星空、人类探索宇宙三大章节，系统地介绍了太阳系中的成
员，宇宙演化、形成的权威假说，以及人类探索无穷宇宙的过程和成果。
相信，通过阅读本书，你会对宇宙百科有一个科学的、崭新的认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不可不知的宇宙探索百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们的太阳系  认识太阳系  太阳系中的典型成员  认识天文测量单位  太阳的简介  八大行星的
类别  太阳发热的奥秘  太阳的分层结构  有趣的光球  太阳的“斑点”——太阳黑子  色球上的太阳活动 
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日冕  既神秘又奇特的日食现象  离太阳最近的水星  八大行星中最亮的一员  透
过大气看金星  了解地球（一）  了解地球（二）  月球的表面  什么是月海和环形山  月球正在远离我们 
人在月球上的特殊感受  月亮的阴晴圆缺  月食出现的原因  月亮对植物的影响  月亮对人的影响  最像地
球的行星  火星上猛烈的风暴  像土豆一样的卫星  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  细数木星的卫星  太阳系中最美
丽的行星  发现土星具有新型极光  奇妙的土星环  土星卫星的新发现  蓝绿色的天王星  天王星“躺着”
转  天王星的卫星  海王星和它正在消失的外部光环  太阳系中最冰冷的卫星  被降级的冥王星  发现小行
星  小行星命名的方法和规则  小行星的大小和形状  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  小行星会撞击地球吗  探测小
行星的意义  令人毛骨悚然的彗星  著名的哈雷彗星  比拉彗星消失之谜  彗星撞击木星的奇景  流星出现
的始末  天外飞来的陨星  太阳系的边缘——柯伊伯带第二章  总览宇宙和星空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宇宙
中的“星城”——星系  美丽的旋涡星系  椭圆星系和不规则星系  我们的银河系  什么是星团  发现星云 
不同种类的星云  红移现象和类星体之谜  恒星也在小停地运转着  太阳只是“中等个”  划分星星的亮
度——星等  认识神秘的双星  恒星极不寻常的一生  大块头——红巨星  小个子——白矮星  突然增亮的
新星和超新星  中子星和脉冲星  可怕的黑洞  未被证实的白洞  时暗时明的变星  仰望星空  假想出来的
天球  认识星空的工具——星图  星座的起源和发展  黄道十二宫中的星座  在北半球能看见的星座  大熊
星座和小熊星座  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  春季里的北极星  牧夫座和它的传说  室女座的美丽传说  夏季夜
空中的长河——银河  永不相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  天琴座的传说  英雄的化身——武仙座  展翅飞翔的
天鹅座  正向女儿表达忏悔之意的仙后座  拥有亮星最多的猎户座  寻找冬季里的大犬星座  光辉夺目的
金牛座  冬季里最亮的星星——天狼星  冬季的星星比夏季少的原因第三章  人类探索宇宙  中国古代的
“盖天说”和“浑天说”  盛行欧洲的”地心说”  近现代的天文学说  古代的太阳钟——日晷  最早研
究天文的方法和天文著作  张衡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郭守敬发明简仪  古老的天文台  现代的天文台  不断
发展的光学望远镜  先进的射电望远镜  闻名世界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各种特色望远镜的作用  飞向太空
必须具备的速度  用途广泛的火箭  能够完成多种任务的人造卫星  侦察卫星当间谍的秘诀  能减灾防灾
的卫星  翱翔于太空的宇宙飞船  返回舱与“黑障”现象  航天飞机与空天飞机  运行在太空中的宇宙空
间站  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宇航服  宇航员在太空中的特殊生活  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  最初探月
的三个“第一次”  寻找月球上的水  “卡西尼一惠更斯”计划  人类对火星的探测  中国“神舟”系列
飞船的航天之旅  中国的“双星计划”  实现“嫦娥奔月”的梦想  寻找地外生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不可不知的宇宙探索百科>>

章节摘录

插图：色球上的太阳活动色球层厚约2000千米，密度比光球要稀薄，温度由内向外骤升，从几千度飙
升到几万度。
平时，我们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它，只有发生日全食时，才能在月轮的边缘看到一丝纤细的红光，那就
是色球的光辉。
色球上有许多针状物，就像跳动在太阳表面的小火苗，叫做“日针”。
它们不断产生与消失，寿命一般只有10分钟。
色球上还经常会出现一些暗的“飘带”，我们称之为“暗条”。
当它转到日面边缘时，有时像一只耳朵，人们俗称它为“日珥”。
日珥的形态千变万化，可分为宁静日珥、活动日珥和爆发日珥。
色球上还有些局部明亮的区域，我们称为“谱斑”。
有人认为它是光球上的光斑到达色球的产物。
有时谱斑亮度会突然增强，这就变成我们通常说的“耀斑”。
耀斑是太阳上最为强烈的活动，一般认为它出现在太阳的色球层，因此也叫它“色球爆发”。
耀斑多出现在黑子区的上空，特别是在太阳活动峰年，耀斑出现频繁且强度变强。
耀斑出现的时间大都很短，每次为几分钟，最长达到几十分钟。
从表面看，耀斑只是一个个亮点，实际上它一旦出现就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发。
它每次释放的能量都极大，最大有1025焦耳，相当于1百万吨氢弹威力的1万亿倍呢！
耀斑出现时还伴有许多辐射，如紫外线、X射线、Y射线、红外线、射电辐射，还有冲击波和高能粒子
流，甚至还有能量极高的宇宙射线。
耀斑爆发时，发出大量的高能粒子到达地球轨道附近时，会严重破坏无线电通信尤其是短波通信，电
视台、电台广播会受到干扰甚至中断。
2003年10月31日，强烈的耀斑使我国的短波通讯受到全面影响。
上午9点半，北京电波观测点，短波讯号完全中断，10点40分左右才恢复，但讯号仍比较微弱。
一直到12点，短波讯号才全部恢复正常。
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日冕在日全食的短暂瞬间，常常可以看到，在太阳周围除了绚丽的色球外，还
有一大片白里透蓝、柔和美丽的晕光，这就是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日冕。
日冕的温度极高，最高可以达到100万℃。
日冕层的大小、形状很不稳定，与太阳黑子的活动密切相关。
在太阳黑子活动剧烈的年份，日冕呈圆形，向外伸展得很远；在太阳黑子活动较弱的年份，日冕就会
变成扁圆形。
日冕里的物质非常稀薄，会向外膨胀运动，并使得热电离气体粒子连续从太阳向外流出而形成太阳风
。
太阳风不仅不凉快，反而温度高达10万℃，如果没有地球磁场的保护，它会对地球上的生命造成致命
的威胁呢！
因为太阳风是一种等离子体，所以它也有磁场，太阳风磁场对地球磁场施加作用，好像要把地球磁场
从地球上吹走似的。
尽管这样，地球磁场仍有效地阻止了太阳风的长驱直入。
在地球磁场的反抗下，太阳风绕过地球磁场，继续向前运动，于是形成了一个被太阳风包围的地球磁
场区域，这就是磁层。
当太阳风吹到地球地磁极(在南北极附近)的时候，就会沿着磁场沉降，进入地球的两极地区，轰击那
里的高层大气，激发其中的原子与分子，从而产生美丽的极光。
在地球南极地区形成的叫南极光，在北极地区形成的叫北极光。
太阳风的增强会严重干扰地球上无线电通讯及航天设备的正常工作，使卫星上精密的电子仪器遭受损
害，地面电力控制网络发生混乱，甚至可能对航天飞机和空间站中宇航员的生命构成威胁。
因此，准确预报太阳风的强度对航天工作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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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神秘又奇特的日食现象当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中间时，太阳光被月球挡住，不能射到地球上来，
这种现象就叫“日食”。
太阳全部被月球挡住时叫“日全食”，部分被挡住叫“日偏食”，中间部分被挡住叫“日环食”。
当日轮的西边缘与月球的东边缘相切时，日食刚开始叫“初亏”；月球的东圆面与日轮的东边缘相内
切时叫“日既”；日月两圆面中心最接近时叫“食甚”，是日食的最高峰；两圆再次内切是“生光”
；最后两圆再外切就复原了。
发生日食时，在月球即将把日轮全部掩住，或是月球即将离开日轮的瞬间，月球的边缘就会有一个或
几个山谷和凹地成为月轮的缺口，太阳光穿过缺口射向地球，会形成一个或一串发光的亮点。
因为这种现象是由英国天文学家贝利解释的，所以被后人称为“贝利珠”。
日食是可以用肉眼进行观测的，当然，在太阳只有部分亏缺时，阳光依然会很刺眼。
观测时必须考虑有效的减光对策，千万不要直接用肉眼去看太阳。
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办法进行观测。
第一种办法：找一个盆，里面盛满水，再放些墨汁，发生日食的时候从盆里看太阳的倒影。
这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第二种办法：找块玻璃板，用点燃的蜡烛把它熏黑，日食的时候隔着这块熏黑了的玻璃板看太阳。
第三种办法：找几张废旧的照相底片，把它们重叠起来，日食的时候隔着这些底片看太阳。
这种方法可以根据太阳光的强弱随时增减底片张数，还可以装在自己制作的眼镜框上，使用起来很方
便。
第四种方法：用望远镜进行观测，但不要直接通过望远镜看太阳，否则会灼伤眼睛。
用望远镜观测日食，要事先找几张照相底片，剪成合适的形状装在物镜的前面，要注意装牢，防止移
动望远镜的时候底片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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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一个疑问都是力量，第一步探索都是智慧，让思想插上科技的翅膀。
精美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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