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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介绍天科技知识的科普图书。
　  常言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天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使人类摆脱了混沌状态。
同时人类的目光所触之处以光年计算，更加了解我们所处空间多么的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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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星凌日　　由于水星、金星是位于地球绕日公转轨道以内的“地内行星”。
因此，当金星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太阳表面有一个小黑点慢慢穿过，这种天象
称之为“金星凌日”。
在天文学中，往往把相隔时间最短的两次“金星凌日”现象分为一组。
这种现象出现的规律通常是8年、121.5年，8年、105.5年，以此循环。
据天文学家测算，近一组金星凌日的时间为2004年6月8日和2012年6月6日。
这主要是由于金星围绕太阳运转13圈后，正好与围绕太阳运转8圈的地球再次互相靠近，并处于地球与
太阳之间，这段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8年。
　　公元17世纪，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曾经提出，金星凌日时，在地球上两个不同地点同时测定
金星穿越太阳表面所需的时间，由此算出太阳的视差，可以得出准确的日地距离。
可惜，哈雷本人活了86岁，从未遇上过“金星凌日”。
在哈雷提出他的观测方法后，曾出现过4次金星凌日，每一次都受到科学家的极大重视。
　　他们不远千里，奔赴最佳观测地点，从而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
1761年5月26日金星凌日时，俄罗斯天文学家罗蒙诺索夫，就一举发现了金星大气。
19世纪，天文学家通过金星凌日搜集到大量数据，成功地测量出日地距离1.496亿千米（称为一个天文
单位）。
当今的天文学家们要比哈雷幸运得多，可以用很多先进的科学手段，去进一步研究地球的近邻金星了
！
　　人们用10倍以上倍率的望远镜即可清楚地看到金星的圆形轮廓，40～100倍率的望远镜观测效果最
佳。
虽然观测这次“金星凌日”难度不算很大，但天文专家提醒，在观看时，千万不能直接用肉眼、普通
的望远镜或是照相机观测，而要戴上合适的滤光镜，同时观测时间也不能过长，以免被强烈的阳光灼
伤眼睛。
　　金星凌日观测指导　　金星凌日虽然说用肉眼也许也能看到，但效果总不会太好。
如果您有望远镜——无论是小型观景望远镜还是天文望远镜——都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10倍以上的倍率即可清楚地看到金星的圆形轮廓，40～100倍观测最佳。
天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由于金星浓厚的大气折射成的光圈，景象尤为壮观。
如果当天日面上黑子较多，还可能出现金星遮掩太阳黑子的现象，使凌日的过程更加有趣。
　　正规的凌日观测要进行描图，因此，要选择带有投影屏的天文望远镜。
一台带有赤道仪并配备有电跟的望远镜会使你在长时间观测中更加轻松。
　　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凌日大多从13时左右开始。
因此，想观测的朋友们应该在中午之前做好准备，以保证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下面简述一下用赤道式望远镜的投影法观测方法。
　　在人凌前，要把表对得尽量准确，应尽可能地调整好极轴，并把东西线画好（或把观测用纸调整
好），把太阳上的可见黑子描绘于观测用纸上。
描图时，要注意手不要压屏幕，头不要碰屏幕，尽量保持屏幕稳定，增加准确度。
描完黑子后，就进入了准备的最后阶段。
这时，眼睛要目不转睛地注视日面的东边缘，当看到圆滑的边缘像日食似的刚开始缺了一小块时，意
味着凌日开始了。
应立刻记下时间，这便是人凌时的外切时间（日面东边缘与金星西边缘外切的时刻），并描出外切的
位置。
同样，也应记下入凌时的内切时间（日面东边缘与金星东边缘内切的时刻），描出内切的位置。
这时，整个金星已经完全处于太阳的圆面之内了。
从此刻开始，要每隔半个小时把金星的位置在同一张观测用纸上描绘一遍，在每个位置上注明时间，
直至即将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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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您可以尽量欣赏这百年一遇的奇观，看看是否能看到光晕。
整个凌日过程将持续6个小时，为了保证仪器的安全，不要总是让仪器工作，同时也要防止中暑。
在休息时，盖上镜头盖，关掉电跟（如果有的话），尽可能地让仪器冷却。
由于投影观测不用深暗的滤光片或根本不用，目镜片的温度常达到几百摄氏度！
因此，要谨防烫伤和镜片炸裂，不要用手靠近目镜。
　　太阳向西方地平线缓缓沉去，眼看着金星就要移出日面了，观测又紧张了起来。
在出凌时，也要像人凌一样把两个切点位置标出。
在我国，有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很难看到完整的出凌，但带凌的日没也是一个很好的景观；如果您看到
了整个出凌，不要忘记记录！
如果太阳的光被雾气消减得过多，投影法观测不能继续进行时，可以利用目视观测。
有兴趣的话，可以不用望远镜，试试能否看到金星。
这时，太阳往往被折射得很大，角直径接近一角分，金星的黑影也异常明显，眼力不太好的人也能看
到。
　　随着天色暗下来，观测活动也接近了尾声。
欣赏一下日落的美景，收拾收拾东西，也该回家了。
怎么样？
收获不小吧！
如果你认真观测了的话，应该能得到一张满满的观测表。
到家以后，整理数据，最好写篇观测日记，当你以后看起来时，又会是一番感受。
如果您没有抓住机会，也没关系，在2012年还会有一次金星凌日，一定要注意呀，否则就要再等上一
百多年了！
　　金星入凌和出凌时的两种有趣的现象　　金星人凌和出凌时，细心的观察者可能会发现所谓的“
黑滴”现象。
实际上，当我们对着光亮，将两个手指逐渐靠近，当很接近的时候，可以发现尽管手指还没有接触，
就能够看到上下手指之间有阴影把它们联系了起来，像是手指间有水滴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黑滴”
现象。
　　在凌始内切和凌终内切时，即太阳边缘和内行星边缘互相靠得很近即将接触时，会发现有非常细
的丝将两个边缘连接，这就是凌日时的黑滴现象。
成因是我们大气层的视宁度、光的衍射以及望远镜“极限分辨率”的等多种作用造成的视轮边缘的模
糊。
　　除此之外，在入凌和出凌阶段，有时候金星视面边缘会镶上一丝极细的“晕环”或“光环”。
这个“晕环”是由于金星大气层顶部反射、散射阳光形成的。
使用目镜投影方式可看到它，但如果将望远镜加滤光片，则会更清楚。
“晕环”大小的变化，环亮度是否均匀，是否能在太阳圆轮的背景下看到，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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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科技知识博览：天文科技知识》是一部介绍天文科技知识的科普图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科技知识博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