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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宇宙之大，无奇不有&rdquo;。
自古以来，日月星辰和它们所表现出的种种奇异天象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并由此诞生了许多神话
故事和美丽的诗篇，而天文学便是由人类对宇宙中天体的这种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孕育、发展起来的。
日月食的发生有什么规律，如何准确预报？
陨星和拖着长尾巴的彗星是否会对地球和人类造成严重威胁？
太阳是怎样诞生的，有朝一日它会爆炸吗？
超新星爆发是怎么一回事，从中我们能学到些什么？
外星人能否存在，存在于何处，他们会不会比人更聪明，我们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吗？
宇?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它在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归宿？
等等这类引人入胜的问题便构成了天文学的研究方向，它们有的已经解决或者基本上得以解决，有的
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者还很不清楚，而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
正因为如此，类星体、黑洞、引力波、暗物质、暗能量等等新名词不断涌现，并日益为广大公众所熟
知，以至引用。
　　本书编写的目的是要向读者概要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近代天文学的一些主要内容。
天文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有着极为漫长的发展史和丰富的内涵。
今天，天文学已经与物理学、数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以及?新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给通
俗易懂地编写本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探索宇宙无疑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重大天象（如日全食、彗木相撞等）的出现往往会
引起全人类的兴趣和关注，而空间时代的到来更使天文学从纯粹的观测科学逐步向实验科学发展，这
就为本书注入了大量日新月异的内容，从而对作者提出了更髙的要求。
　　为了使读者能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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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地球形状及其圈层结构&hellip;地球上一天长度的变化人的重量因地而变投票决定地球上的经度起算点
如果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垂直地球发展史的撞击灾变说月球的诞生月球上的山和海月球的背
面和"腹"中秘密说"月"种种潮起潮落跟着月亮走曰食、月食的发生规律三角学和星星的距离"天界列
国"&mdash;&mdash;星座北极星的变迁今古黄道十二宫中国古代的三垣二十八宿真太阳时和平太阳时
多出的一秒&mdash;&mdash;闰秒农历难有"闰春节"年的长度和缺失的十天游荡和会打圈的星星开普勒
从8'之差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太阳系天体的运动规律地内行星的凌日现象 年轻人用笔和纸发现海王星
冥王星的风波&hellip;&hellip;引力，最后的赢家探测引力波的望远镜引力波与脉冲双星宇宙的归宿宇宙
的年龄宇宙灯塔诞生高等智慧生命的苛刻条件UFO现象与外星人风马牛不相及识别外星人智能的方法
在家搜寻地外文明从宇宙电波中"大海捞针"两种不同的生命起源学说恒星和银河系的可居带寻找生命
的空间计划搜索太阳系外行星的方法接收无线电波的射电望远镜望远镜越做越大越好到地球外去做科
学实验天文学的新时代未来的空间天文望远镜 月球天文台月球上的天象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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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地球发展史的撞击灾变说　　地球的年龄大约是46亿年。
关于地球形成后的演变史，有均变说和灾变说两种不同的观点。
均变说认为一切地质变化都可以用诸如侵蚀、沉积、火山爆发等我们熟知的物理和化学作用来解释，
并把地球作为孤立存在的世界来讨论它的演变史。
灾变说则认为外部天体的撞击作用是决不能忽略的，甚至对地球史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19世纪早期灾变说曾经一度盛行，后来均变说渐占上风，到19世纪中期灾变说在科学界已销声匿迹。
当时灾变说不受重视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习惯于从地球本身来寻找生物灭绝及大陆漂移等现象。
　　20世纪60年代前后灾变说重新受到重视。
1980年美国人明确提出，白垩纪和第三纪地层的截然分界是由于一颗10千米直径的小行星以每秒40千
米的速度猛烈撞击地球而造成的：这一事件的威力足以使地球上的生物和地质环境变得面目全非，造
成全球性的灾变。
撞击事件的发生有两种可能，即撞上陆地或击中海洋。
须知，这样一次撞击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地球上每平方千米爆炸一颗氢弹！
　　陆地撞击灾变效应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剧烈的大气扰动。
小行星以超声速进入大气层时会形成激波，紧靠激波前沿后部的空气受到高度压缩而使局部空气的温
度和压力急剧上升，全球的平均风速可达每小时1 500千米，空气温度升高到43℃。
随着撞击而产生的灰和蒸汽会带着250℃的温度高高抛起，这对于一切生物都意味着死神的来临。
陆地撞击发生时，在几分钟内会形成一个直径约为200千米的巨坑，同时抛出大约10万立方千米的物质
，其中有许多以细尘形式出现，并很快传播到地球的各个角落。
这块厚厚的尘埃幕布使阳光无法到达地面，时间可长达2～3年，期间植物由于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大
批死亡，并威胁到动物的生存。
同时，高温抛出物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使大气中的臭氧层被破坏殆尽，一旦尘埃幕布消失后，地球表
面便直接裸露在太阳紫外线的暴晒之下，其强度对生物是致命的。
还有，伴随着撞击事件的是一场全球性的特大地震，并引起大规模的灾变。
　　小行星冲入海洋的可能性要比撞上陆地更大些。
直径10千米小行星的一次撞击可以在海底生成直径为500～1 000千米的巨坑，其形成过程可能长达1小
时。
出事地点会产生高达数千米的超级巨浪，即使距撞击点1 000千米以外的地方浪高仍有500米。
滔滔巨浪最终会到达大陆架或浅海部分，那时大浪再度涌起，浪高可增大10倍，而数千米高的海浪涌
上陆地时将会荡平一切。
同时，地核的内部流动会受到强烈的干扰，使地磁场发生剧烈的扰动，并引起各类生物的大批死亡。
另一方面，原来缓慢进行中的大陆漂移会因撞击而受到极大的干扰，结果引起大幅度板块运动，地壳
会出现几十千米宽的大裂缝，造山运动十分剧烈，火山普遍爆发。
一旦重新平息之时，地球表面的生物学和物理学环境已面目全非。
　　古生物学研究表明，地球上生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平稳演变，化石记录所揭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
穿插着一些短时标事件，大量的物种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突然消失，而后又诞生出一些新形式的生物
。
白垩纪末期，最著名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曾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7亿
年之久的恐龙以及其他一些大型爬行动物突然销声匿迹，凡是体重超过25千克的陆地脊椎动物统统都
没有活下来。
用小天体撞击事件来解释这种生物的大规模灭绝是十分自然的，在过去的几亿年内，这种撞击可能发
生过6～7次，而同一时期内也出现了同样数目的全球性生物灭绝事件。
　　1980年以来，地质学家们一直不停地在地球上到处奔波，试图找到直径200千米左右的撞击坑，并
用以证明小天体撞击事件的发生。
经过学者们的辛勤工作和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下找到了这个深埋着的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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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地貌，直径180千米。
在那里，人们发现了含有玻璃陨体和冲击石英颗粒的岩石碎片，这类物质只能在猛烈的撞击作用下才
能形成，而且地质年龄与恐龙灭绝的时间相符，灾变说取得了实证。
　　（赵君亮）　　月球的诞生　　月球是怎样形成的？
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月球起源学说。
把这些学说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即同源说、分裂说和俘获说。
　　同源说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月球起源学说，主张月球和地球具有相同的起源，认为月球和地球都是
同一团弥漫物质形成的，这团弥漫物质的大部分形成地球，小部分形成月球。
按照这种理论，地球的年龄和月球的年龄应该不相上下。
在“阿波罗”登月以后，对月岩标本的年代测定结果证明，月球形成时间和地球形成时间相同。
在这一点上，同源说获得了支持，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地球和月球的组成成分以至平均密度却有显著
差异。
　　“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儿子乔治·达尔文在1879年提出，月球在形成之前是地球的一部分。
在太阳系形成初期，地球还处于熔融状态，转速相当高，以致有一部分物质被从赤道区甩了出去。
后来，这部分物质演变成为今天的月球，而太平洋就是月球分裂出去后留下的疤痕。
支持者们认为，分裂出去的是密度相对较小的上地幔物质，因此月球的密度与地壳接近也就合理了。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月球的轨道应该位于地球的赤道面上，事实上却是靠近地球的公转轨道面。
另外，研究证明熔融状态的地球根本不可能分出去一部分物质。
　　1942年瑞典天文学家阿尔文提出了“俘获说”，他认为月球和地球是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的，一次
偶然的机会，地球把运行到附近的月球俘获，成为自己的卫星。
这种学说能很好地说明地球和月球在物质组成上的差异，而且太阳系中其他大行星的卫星的确有相当
一部分是俘获的小行星，不过那些卫星全都很小，而月球实在太大了，在太阳系中像这么大的天体是
非常稀少的，另外天体大了惯性也大，捕捉就更难，地球要俘获如此之大的一个天体是很难想象的。
　　大碰撞学说就是在上述这些学说遇到困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是美国人哈特曼和戴维斯，他们的学说最早发表于1975年，其基础是关于太阳系大
行星形成的“星子学说”。
　　星子学说认为，大行星是在太阳系诞生的初期从环绕太阳转动的气体、尘埃云中在引力作用下聚
结形成的。
最先形成的是一些较小的团块，称为星子。
小的星子逐步聚结成越来越大的星子，最后成为今天这样的大行星。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地球刚形成的初期，遭到一颗如火星般大的星子撞击，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大碰撞学说能解释月球的平均密度为什么明显比地球的平均密度低。
地球拥有一个巨大的铁质地核，但月球却没有。
这是因为在大碰撞发生的时候，撞击的方向并不是朝向中心，而是偏向一侧。
那时的地球尚处在熔融状态，比重大的铁质已沉到中心形成地核，浅层是由含铁量较少的熔岩构成的
地幔，从地球上撞出去的正是这类比重较小的物质。
　　2001年，美国西南研究学院的卡内普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斯福格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
重新用计算机模拟月球在大碰撞中诞生过程的结果。
他们把地球和那颗“来撞天体”细分为20 000多个单元，就30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专门进行计算。
他们的计算表明，一颗火星那样大小的来撞天体与地球之间的一次侧面冲撞，“似乎正好能把那么多
质量的物质撞到绕地球转动的轨道上去”。
　　当然，即便是大碰撞学说，也没有能彻底解决月球的起源问题。
美国行星科学家史蒂文森说，它是个最好的学说，然而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不会就这样结束。
未来新的月球探测将有可能进一步探明月球的组成成分，应该能为解决它的起源问题提供新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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