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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
为了反映五十年来办学理念和特色，集中展示教材建设的成果，学校决定组织编写出版代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教学水平的精品教材系列。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共组织选题281种，经过多轮、严格的评审，最后确定50种入选精品教材系列。
1958年学校成立之时，教员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
作为各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们到学校后保持了教学的同时又作研究的传统。
同时，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原则，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家也参
与学校的教学，为本科生授课，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中。
五十年来，外界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学校以教学为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没
有变。
正因为坚持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并形成了优良的传
统，才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人才。
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传统，也是她特别成功的原因之一。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技成果日新月异，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很难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作
出重大贡献。
建校之初，华罗庚、吴有训、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就身体力行，亲自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
。
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讲课艺术、高尚的师德，带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年轻教员，培养了一届又
一届优秀学生。
这次入选校庆精品教材的绝大部分是本科生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其作者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到
过这些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的教诲和影响，因此在教材中也贯穿着这些先辈的教育教学理念与科学
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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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天体物理概论（彩色
修订版）》的内容定位为介绍天文学和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研究方法。
对本专业的同学来说，这些基本概念、方法是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如恒星物理、星系天文学、
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等）的基础，并有助于他们在今后的学习时有一个全局的视野。
对于非专业的同学，也可以达到扩展跨学科的视野、提高自身科学素质的目的，有助于建立科学正确
的宇宙观，了解人类认识宇宙的历史和探索精神，并从人类研究遥远宇宙天体的科学方法中得到启发
和借鉴，对自己在其他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有所帮助。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天体物理概论（彩色
修订版）》所用到的物理知识主要是大学普通物理，极少数必须涉及理论物理（四大力学）和广义相
对论的地方也只简单地引用结论，不做详细推导，故具有普通物理基础的读者学习起来不会感到困难
。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天体物理概论（彩色修订
版）》注意把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主要事件结合到课程内容之中介绍，使读者能够比较生
动、具体地了解人类对宇宙奥秘的艰苦探索过程。
在侧重基础的同时，对一些前沿热门问题也进行了适当的介绍和讨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程
度对这些内容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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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平，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吉首市，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
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科大教务处处长，天文与应用物理系主任。
兼任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学校理科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委员会天文学教学指导组成员。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获硕士学位。
1993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
1995年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2007年获安徽省“第三届高等学校省级教学名师”荣誉称号。
科研领域为宇宙学与相对论天体物理，至09年已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宇宙暗物质与宇宙大尺度结构。
80年代早期与合作者一起提出的“冷热暗物质混合模型”，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引用，是国际上该模
型的最早提出者。
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主讲过力学，热学，原子物理等本科生课程和天体物理概论，核天体物理
学等研究生课程，教学效果得到广泛好评。
编写过《理论力学》、《力学与理论力学》、《天体物理概论》等书籍。
并翻译过一定科学书籍，其中与爱尔兰籍江涛教授合译的《第一推动丛书.时间之箭》一书，先后在台
湾和内地出版并畅销，该书被评为1994年度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以及《引力与时空》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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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1.1 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每当我们仰望群星璀璨、银汉低垂的夜空，总会由衷地发出“感
天地之辽阔、觉宇宙之无穷”的赞叹，心中也会同时涌起对宇宙奥秘求知的渴望。
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不朽名篇《天问》中，就曾对天问道：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斡维焉系？
天极焉加？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这一连串的发问，集中反映了亘古以来我们祖先对宇宙之谜不倦的求索。
我国古代寓言中“杞人忧天”的故事（“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无寄，废寝食者”），如果撇
去其“庸人自扰”的贬义，从积极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古代有识之士对宇宙演化结果的一种思考。
当然，因为“杞人”只考虑了重力的垂直下落作用并认为宇宙以地球为中心，所以得出了我们今天看
来十分荒谬可笑的结论。
此外，众所周知，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众多神话（以及宗教）的产生，都来源于古代先民对壮丽
的、既有规律也变幻多端的天象的赞美、恐惧、信服和崇拜。
而人类自远古时期就积累起来的对日月运行、昼夜交替、寒来暑往等现象的观察和经验，促使了自然
科学中天文学的首先诞生。
按照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天体物理学是天文学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此外的二级学科还有天体测量
学和天体力学。
天体测量学是天文学最古老的分支，它的主要任务是精确测定天体的位置和运动，建立基本坐标参考
系，确定地面点的坐标以及提供精确的标准时间服务。
天体力学主要研究天体运动的动力学问题，其理论基础是牛顿力学（在高精度情况下需要应用广义相
对论给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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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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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体物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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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