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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浩瀚的宇宙魅力无穷，它吸引着无数的科学志士为之求索探秘。
千百年来，人们为了认识天体和宇宙的奥秘，不屈不挠地探求着。
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有一句名言：“人类的天职是勇于探索”，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说过：“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见探索宇宙是人类永恒的科学主题。
正是人类一代接一代地探索和辛勤地观测研究，谱写了源远流长的天文学史。
如今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早已飞出地球和太阳系，正迈着时代的步伐向宇宙更深层次进军，使天文学充
满了生机和活力。
新千年要求有勇于与天奋斗、开拓进取的新人才，我们教师有责任为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准备好精神
食粮——教科书。
《基础天文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是现代天文学的基础教材，它将带读
者敲开现代天文科学殿堂的大门。
本教材从浅入深，由近及远，系统地讲解了天体的运转、太阳和太阳系、美丽银河系和多姿多彩的河
外星系及浩大的星系集团，并讲解了天体与宇宙的演化及宇宙的未来，介绍了最新的科学成果与探测
发现。
本教材的特点除了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外还具有实践性，它提供了十九个“天文观测和实
验”的示例，这不仅对大学生学习有益，而且对广大的天文爱好者进行天文观测也很有帮助。
“天文观测和实验”的内容是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的望远镜和仪器情况编写的，不同的高校可根
据自己的望远镜和设备选做部分实验。
书中还列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其中包括一些历届国际天文奥林匹克竞赛的考题，它有益于教学与学
生的自学，对那些准备参加国际天文奥赛的青少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书作为基础天文教材适合于高等院校各类学科（理科和文科）的大学生学习。
书中注有*的章节，为天文专业学生必读的知识，其他各学科的学生可以选读。
书后附有一张光盘，呈现给读者一些最新探测的宇宙精彩图像，适合制作天文教学的电子幻灯片，可
以帮助教师教学，也有助于学生自学和理解。
光盘中的附录给出了“全天88个星座表”、“梅西叶星表”及“球面三角学的基本知识”，并提供了
“天文网上资源”的网址以便于大家从网上进一步了解当今天文观测的新动态，这也是从事现代天文
科学研究所需要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天文学>>

内容概要

　　《基础天文学》从浅入深，由近及远，系统地、科学地讲解了天体的运行规律；太阳和太阳系；
恒星物理量的测量；双星和变星；中子星、白矮星和黑洞；恒星的形成和演化；美丽的银河系和多姿
多彩的河外星系，及浩大的星系集团；并介绍了宇宙的演化与未来，以及最新的天文研究的成果和空
间探测的发现。
　　《基础天文学》除了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外，还具有实践性。
它提供了19个“天文观测与实验”的示例，并列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
书后附有一张光盘，内有书中所有插图的彩色图、实验以及天文网上资源。
　　《基础天文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是《基础天文学》适合高等院校理科和文科的学生学习。
书中注有*的章节，天文专业学生必读，非天文专业的学生可以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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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篇 天文观测的基础知识 第一章 星空运转与周日视运动 第1节 星座与四季星空 第2节 天体的
周日视运动 第3节 太阳的周年视运动 第4节 天体的亮度和视星等 习题 第二章 天球和天球坐标系 第1节 
天球和天球坐标系 *第2节 天球坐标系的变换 习题 第三章 天文观测时间系统 第1节 平太阳时、世界时
、区时与恒星时 *第2节 原子时、历书时和力学时 第3节 历法与节气 *第4节 天体的出没时刻 习题 第四
章 天文望远镜 第1节 当代天文望远镜 第2节 天文光学望远镜系统 第3节 天文光学望远镜的光学性能 *
第4节 光学望远镜的光学像差 *第5节 光学望远镜的机械装置 第6节 射电望远镜 第7节 空间望远镜与空
间探测器 习题 第二篇 我们的太阳系 第五章 太阳系大家族 第1节 太阳系大家族 第2节 行星的视运动 
第3节 行星的轨道运动定律 *第4节 行星运动轨道要素和运动方程 第5节 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 习题 第六
章 水星与金星 第1节 水星 第2节 金星 习题 第七章 地球与月球 第1节 地球在太阳系中得天独厚 第2节 地
球的物理特征与结构 第3节 地球的内部构造 第4节 磁层与辐射带 *第5节 地球自转 *第6节 地球内部的地
极移动 第7节 地球公转与四季 *第8节 地球轨道参数变化 *第9节 地球的沧桑演变 *第10节 厄尔尼诺现象
*第11节 地震 *第12节 宇宙环境对气候的影响 第13节 保护环境珍惜地球 第14节 月球 习题 第八章 地外
行星 第1节 火星 第2节 木星 第3节 土星 第4节 天王星 第5节 海王星 第6节 冥王星 习题 第九章 太阳系的
小天体 第1节 小行星 第2节 警星 第3节 流星和流星雨 第4节 陨石和陨石雨 习题 第十章 日食与月食 第1
节 月食 第2节 日食 习题 第三篇 太阳和恒星世界 第十一 章太阳是一颗主序星 第1节 太阳的物理特征 
第2节 太阳的内部 *第3节 太阳的能量来源 *第4节 太阳的空间探测 第十二章 太阳大气 第1节 光球 第2节
太阳的光球光谱 第3节 色球 第4节 过渡区和日冕 第5节 太阳风 第6节 太阳磁场 习题 第十三章 太阳活动 
第1节 太阳黑子活动 第2节 色球活动 第3节 日冕活动 *第4节 日震 第十四章 日地关系 第1节 太阳是一个
超级实验室 第2节 太阳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第3节 太阳对地球气候与地震的影响 习题 第十五章 恒星的
测量 第1节 恒星的距离 第2节 恒星的绝对星等与光度 *第3节 恒星的辐射与温度 第4节 恒星的光谱 第5
节 恒星的大小 第6节 恒星的质量 第7节 恒星的运动 *第8节 恒星的自转 第9节 恒星活动与能源 习题 第
十六章 恒星的形成和演化 第1节 化学元素的形成 第2节 原恒星 第3节 主序前星 第4节 主序星 第5节 红
巨星 第6节 恒星的归宿 习题 第十七章 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 第1节 白矮星 第2节 中子星 第3节 黑洞 习
题 第十八章 双星 第1节 目视双星 第2节 食变双星 第3节 分光双星 *第4节 双星的洛希模型 *第5节 色球
活动双星 *第6节 X射线双星 *第7节 密近双星的演化 习题 第十九章 变星 第1节 变星的分类 第2节 脉动
变星 第3节 激变变星 习题 第二十章 超新星 第1节 超新星的分类 第2节 著名的超新星 *第3节 超新星的
爆发机制 习题 ⋯⋯ 第四篇 银河系与河外星系 第五篇 膨胀的宇宙与宇宙中生命的探寻 附录 常用天文
、物理常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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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再举一例，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等人在1981年从“动力学探测者1号”卫星在地球
高空拍到的紫外图像上，发现一些暗斑，地球大气有洞，经过分析确认是小彗星进入地球大气层发生
瓦解和蒸发形成的水汽云所致。
 关于彗星和地球的相撞问题，美国的化学家尤里（曾因发现重氢获1934年诺贝尔奖金）和英国的天文
学家霍伊尔做了认真研究。
他们两位都认为，地球和彗星相撞的可能性是不容怀疑的。
平均每年出现彗星10颗左右，其中约有几颗新彗星被发现（有些暗而没被发现），按碰撞的概率是40
亿分之一计算，地球已诞生了46亿年，那么地球与彗星的碰撞遭遇至少已经有500次以上了。
以后也还会发生碰撞，但是，人类利用高科技加强检测定会有能力，有办法阻止彗星的撞击，避免它
给地球带来的太空灾难。
 第3节 流星和流星雨 一、偶发流星与火流星 在夜空中看到的单个出现的流星，在时间和方向上没有什
么周期性和规律，这种流星叫作偶发流星，中国的民间通常叫它“贼星”。
火流星是偶发流星的一种，当它出现时，非常明亮，像一条巨大的火龙，闪闪发光飞驰而过，有的还
伴随有爆炸声。
 为什么会出现火流星呢？
原来，在太阳系中除了大行星和它们的卫星及数十亿颗的小行星、彗星以外，还有无数的流星体和密
集的流星体群。
它们是由行星际空间的尘埃、彗星碎片、冰块、颗粒组成，在太阳强大的吸引力作用下也围绕太阳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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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天文学》除了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以外，还具
有实践性。
它提供了19个“天文观测与实验”的示例，并列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
书后附有一张光盘，内有书中所有插图的彩色图、实验以及天文网上资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天文学》适合高等院校理科和文科的学生学习。
书中注有*的章节，天文专业学生必读，非天文专业的学生可以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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