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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茫茫宇宙， 浩浩人海， 真是无奇不有， 怪事迭起，
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技神奇奥妙无穷， 神秘莫测，
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捉摸不透。
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 使我们对于

那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学现象， 不得不密切关注和
发出疑问。 人们总是不断地去认识它， 勇敢地去探索它。
虽然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达到了很高程度， 但对于
许多谜团还是难以圆满解答。 人们都希望发现天机， 破
解人类的谜团 。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科学先驱不断奋斗，
一个个谜团不断解开， 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 但又
发现了许多新的奇怪事物和难解之谜， 又不得不向新的
问题发起挑战。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解决旧问题， 探索新领域， 这就是人类一步一步发展的
足迹。
为了激励广大读者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未解之谜， 普

及科学知识， 我们编辑了 “走进科学阅读百科” 丛书，
包括 枟动物奇趣枠、 枟恐龙公园枠、 枟野人踪迹枠、 枟怪兽形
影枠、 枟草木奇葩枠、 枟生物百谜枠、 枟恐龙科考枠、 枟自然奥
秘枠、 枟地球揭秘枠、 枟地理探奇枠、 枟海洋谜底枠、 枟海底探
寻枠、 枟宇宙环游枠、 枟天文奇观枠、 枟空中奇景枠、 枟飞碟追
踪枠、 枟国宝档案枠、 枟宝藏新探枠、 枟考古发现枠、 枟古墓古
堡枠、 枟侦破秘密枠、 枟疑案真相枠、 枟奇案推理枠、 枟恐怖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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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枠、 枟外星生命枠、 枟惊险迷踪枠、 枟失踪之谜枠、 枟史海沉
钩枠、 枟科技前沿枠、 枟科技新潮枠、 枟科学回眸枠、 枟名胜奇
迹枠、 枟兵器博览枠、 枟舰船巡航枠、 枟战机时代枠、 枟军备竞
赛枠、 枟历史见证枠、 枟艺术走廊枠、 枟文化难题枠、 枟人物解
谜枠、 枟人体破译枠、 枟医学密码枠、 枟心理怪象枠、 枟超人特
异枠、 枟人类奇闻枠、 枟趣事轶传枠、 枟奇物怪事枠、 枟奇风异
俗枠。
本套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难

解之谜和科学技术， 集知识性、 趣味性 、 新奇性、 疑问
性与科普性于一体， 深入浅出， 生动可读， 通俗易懂，
目的是使广大读者在兴味盎然地领略世界难解之谜和科

学技术的同时， 能够加深思考， 启迪智慧， 开阔视野，
增加知识， 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激发求知的
欲望和探索的精神， 激起热爱科学和追求科学的热情，
不断掌握开启人类世界的金钥匙， 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
前发展， 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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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侦察卫星

电子侦察卫星是一种窃听能力很强的卫星。 它与照
相侦察卫星一样， 分普查型和详查型两类， 各有各的不
同功能。
普查型 “窃听能手”， 它的作用是对敌方地面进行大

面积侦察， 测定地面雷达的大致位置， 窃听地面雷达的
工作频段。
详查型 “窃听能手”， 它的作用是捕获感兴趣的雷达

特性和电台信号的详细情报， 用搜索型外差接收机窃听
地面的无线电信号。
目前， 大部分电子 “窃听能手” 既能做一般监视，

对地面进行普查性窃听工作， 又能对地面各种无线电信
号进行搜索和窃听， 一颗卫星身兼普查和详细两种功能。
一般说来， 电子侦察卫星上的计算机里贮存所有已知的
敌方雷达信息。 卫星一旦探测到新的雷达位置和新的信
号， 下次经过这一地区上空时， 便会自动地对这些特性
进行分析， 并对新的雷达进行定位， 以确定雷达的精确
位置。
因此， 窃听能手———电子侦察卫星， 能无一遗漏地

探听清楚地面雷达、 无线电台等的位置和信号特征。
海湾战争中， 电子侦察卫星为多国部队提供了伊拉

克的无线电指挥中心和防空雷达准确位置， 从而帮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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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部队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指挥系统。
电子侦察卫星现在还在迅速发展之中， 新型的电子

侦察卫星不久后也即将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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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卫星

导弹预警卫星是在人造卫星上天之后， 才开始研制
的。 美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 最先发射预警卫星。 这种
卫星运行在宇宙之中， 不停地盯住在不断变化的地球。
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 对导弹喷焰特别敏感， 它能在千
里之外遥 “看” 导弹的发射， 并把核袭击的危险信息及
时发回地面防空中心， 就可以赢得宝贵的半小时预警时
间。
其实， 预警卫星发现导弹的原理与地空导弹、 空空

导弹利用红外线自动追击敌机的原理是相似的。
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 能够探测出导弹喷出的火焰，

这是因为在大自然中， 一切物体只要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 －２７３℃）， 都会辐射出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 当洲际导
弹的发动机燃烧后， 由高温气体形成的喷焰将产生强大
的红外辐射， 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就能在导弹发射后几
十秒钟内， 向地面站报警。 但是， 早期的预警卫星， 会
把高空云层反射的太阳光当做导弹尾焰的红外辐射， 而
误认为是一次大规模的核袭击。 美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令当时的美国惊恐万分。
为了避免虚惊， 人们在预警卫星上同时配上高分辨

率远视镜头的电视摄像机， 就在红外探测器探测的导弹
喷焰时， 立即控制电视摄像机自动地拍摄目标区域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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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于是地面站的电视屏上以每秒 １ －２ 帧的速度， 显示
出导弹喷焰的运动图像。 根据喷焰在不同高度上的不同
形状， 就可判断是否真有导弹来袭， 并可粗略地测出导
弹主动段的飞行轨迹。
导弹喷焰辐射的红外线波长， 主要在 ２畅７ 微米左右，

因此， 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多采用硫化铅探测器阵列。
它由约 ２０００个单元器件排列而成， 最敏感的波长为 ２畅７
微米。 当卫星在 ３６０００千米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行时，
整修红外探测器阵可 “看” 到地球表面的 ４０％地区。
自 １９７１年以来， 美国部署在大西洋上空的 ４ 颗地球

同步预警卫星， 共探测到全世界 １０００ 多次导弹发射， 其
中包括前苏联的 ＳＳ －１８、 ＳＳ －１９ 洲际导弹和 ＳＳ －Ｎ －８
潜是导弹的发射。 星载红外探测器在导弹发射后 ９０ 秒钟
内， 就能探测到导弹， 并一直跟踪到导弹发动机熄火为
止， 所获信息经过中继通信卫星转发， 在 ３ 分钟内就可
传送到地面。

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国的预警卫星提供了伊拉
克 “飞毛腿” 弹道导弹的发射信息， 为 “爱国者” 导弹
拦截 “飞毛腿”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巡视千里的预警卫星， 对微乎其微的情况都可以侦

察到， 及时发现地球上的导弹发射， 准确发回敌情， 降
低突然袭击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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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气象卫星

静止气象卫星主要有三大功能： 一是观测， 通过遥
感仪器拍摄云图， 观察云系和大气温度的分布； 二是收
集， 将地面气象观察站观察到的地面气象资料收集起来；
三是广播， 将气象资料和处理过的地面气象资料传送给
各地气象台使用等。
它如一位 “站” 在 ３畅６万千米高处的 “广播员”， 主

要组成部分是静止卫星、 资料收集和测控站、 数据处理
中心、 气象观察台和数据接收系统等。
静止气象卫星中安装了功能奇特的遥感仪器。 当前，

常用的气象遥感仪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高分辨扫描
辐射计， 包括可见光和红外自旋扫描辐射计等。 它具有
高超的本领， 可以获得可见光和红外的云图， 可见光云
图的星下点 （卫星在地面的投影点） 分辨率为 ０畅９ ～２畅５
千米， 红外云图的星下点分辨率为 ５ ～１２ 千米。 二是高
分辨率红外分光计。 它神通广大， 既能获得大气垂直温
度分布， 又能测到水气分布。 三是微波辐射计。 它的功
能没有那么齐全。 只能配合高分辨率红外分光计工作，
以便获得 ６层以下的大气垂直温度分布和云中的含水量。
另外， 卫星还携带其他一些功能奇特的仪器， 如磁带机
等数据存贮装置和数据传输设备等。
在早期的气象卫星上， 安装了电视摄像机， 它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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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云图。 这种电视摄像机同广播电视摄像机相似， 不
过扫描速度要慢得多。 电视摄像机是利用白天云景和地
面物体对太阳光的反射进行工作的， 在晚上不能工作。
气象卫星上装有扫描辐射仪， 其功能是用于感应地

球表面和云层的辐射温度。 静止气象卫星上装有两个波
段的扫描辐射仪， 一是红外波段， 用于拍摄夜间和白天
的红外云图； 二是可见光波段， 用于拍摄白天云图和测
定云顶及地面太阳光辐射温度。
扫描辐射仪和电视摄像机拍摄云图的方法不同。 电

视摄像机快门一打开， 便拍完一张完整的照片， 这跟平
时拍摄山水景物一样。 但扫描辐射仪拍照就不同， 它利
用辐射敏感单元排列次序， 一条线一条线地直接进行辐
射感应， 并且是利用卫星旋转向前移动的， 这样才能构
成一幅图像。
卫星传送下来的图像， 由资料收集和测控站接收。

因为卫星往下传图像所需要的数据容量相当大， 一秒钟
要传送上万个图像点， 但是每个点又要由若干个数码
（符号） 来传送， 所以， 一秒钟内要传输约几十万个数
码， 传送量极大。 但是， 卫星发送下来的数码量， 一般
一分钟只有几千个， 相比之下， 气象卫星转送的图片数
据要大几十万倍。 数据量越大， 要求卫星上无线电发射
的功率越大， 这跟压在肩上的物品越重， 就应该加大力
量扛住一样。 但是星上仪器的重量有限， 发射机功率也
就有限， 所以发射机功率不可能很大。 于是人们又想出
一种办法， 解决了这一难题， 那就是提高无线电传输效
率， 使传输一个数码所需要的发射功率减小。
资料收集和测控站， 主要组成设备是接收、 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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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等。 它的主要功能是接收气象卫星遥感仪器探测的
信息， 由卫星转发的数据收集平台的数据、 空间环境监
测器的信息以及卫生本身的遥测数据， 经通信设备将这
些信息送往数据处理中心。 它还将卫星控制中心送来的
遥控指令发送给气象卫星。 此外， 它还承担把数据处理
中心发来的高低分辨率的云图、 天气传真图数据收集平
台的询问信号转发给气象卫星， 根据卫星控制中心的指
令， 对卫星进行跟踪测量， 并将测量的数据送到数据处
理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对资料收集和测控站送来的信息进行

记录、 处理， 采用弃之糟粕， 取之精华的办法， 提取各
种有用信息， 绘制出各种天气图， 把各种观测数据变换
成定量的气象数据， 再由气象卫星分发给天气预报部门
和其他用户。 这个中心还对整个气象卫星系统进行监视
和指挥调度。 数据处理中心配备高速大容量计算机。
数据接收系统也是数据收集平台， 是一个小型的地

面气象观测站， 一般都无人管理， 包括设在陆地、 海洋
和航空器上的大量自动环境数据接收站。 数据收集平台
一般安放在高山、 沙漠、 海洋、 船舶、 气球、 飞机或人
烟稀少的边远地区以及其他需要监视的地区。 它们收集
的数据， 经气象卫星转发， 数据接收站接收， 送给数据
处理中心， 经加工处理后， 分送有关用户。
静止气象卫星就如一位太空 “气象广播员”， 在它的

帮助下， 人类的气象信息将越来越准确， 给人类带来许
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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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遥感器

航天遥感器就如太空的 “慧眼”， 昼夜注意着地球，
无论是地面， 还是地下的东西， 都逃不过这只 “慧眼”，
航天遥感按工作波长不同， 一般分为可见光遥感、 红外
遥感、 多光谱遥感和微波遥感等。
人们眼睛能看见的光波被称为可见光， 所以光遥感

是普遍应用的遥感方式， 它工作在波长为 ０畅４ ～０畅７ 微米
的可见光波谱段。 它能把人眼睛可以看见的景物真实地
再现出来， 它的优点在于直观、 清晰、 易于判读。 常见
的可见光遥感器是照相机， 目前卫星上的照相机在 １６０
千米的太空拍照， 其地面分辨率达 ０畅３ 米， 也就是说，
可以分辨地面走动的人。 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 可见光
遥感只能白天工作， 而且受云雨、 雾等气象条件影响很
大。
工作在波长 ０畅７ ～１０００ 微米的红外波段就是红外遥

感。 它是根据物体表面温度高于－２７３℃时， 都具有辐射
红外线的物理特性， 来测得物体红外辐射强度、 波段和
温度的， 从而识别伪装并可进行夜间观察。 红外遥感常
用于寻找地下热源、 发现森林火灾、 监视农作物病虫害
等。 红外遥感虽然能在夜间工作， 但它却无法穿透厚厚
的云层。 常用的红外遥感器是光学机械扫描仪。
把可见光遥感和红外遥感技术性结合起来就是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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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遥感。 它是根据不同物体对不同波长的光线具有不同
反射能力的原理， 利用多个相机或多通道传感器对目标
摄影或扫描， 从而同时获得目标在不同光谱带的图像，
然后， 选取若干张照片进行组合， 可得到一张假彩色照
片。 假彩色照片是指照片颜色与真实物体不同的照片，
例如田里的的小麦本来是绿色， 但在假彩色照片里故意
将小麦变为红色， 目的是使人看得更清楚。 人们观看假
彩色照片就可以知道地面景物。 一般的多光谱遥感器有
多谱段相机和多光谱扫描仪。
微波遥感能感测比红外辐射波长更长的微波辐射，

工作波长在 １ ～１０００ 毫米的电磁波段。 它具有穿云破雾、
夜间工作的能力， 是一种全天候的遥感手段。 微波遥感
器有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 主动式有合成孔径雷达、 雷
达测高计和微波风场散射计等， 它们主动向地面发射微
波并捕获目标的回收， 收获得目标图像或参数； 被动式
有微波辐射计等， 它是直接感测目标的微波辐射强度，
以获取目标的参数。 微波遥感可以观察云层覆盖下的景
物， 获取的图像具有鲜明的立体感， 因此， 在地图学研
究中广泛应用。
人们从航天遥感器获得大量图像， 不过仍不能直接

辨识地面或地下景物， 这是由于遥感时， 遥感器所获的
图像信息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因此需要对图像信息
进行加工处理， 以达到弃之糟粕， 取之精华的目的。 外
界因素有卫星的运动、 仪器的误差、 目标的移动、 大气
吸收和散射、 地球曲率等。 这些因素的影响， 使遥感图
像发生几何畸变或辐射畸变。
图像处理首先对遥感图像信息进行校正或修正，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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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增强、 滤波及修正， 才可得到再现景物原来面貌的黑
白或彩色照片、 假彩色照片、 计算机数字磁带等。
只有经过处理后的图像 （照片）， 才能使人们从图像

上去辨识地面或地下景物。 例如利比亚货船 “阿尔洛夫”
号排放污油的图像， 就是经过图像处理后的彩色或假彩
色照片。
一句话， 航天遥感器能够将地球上的一切看得清清

楚楚， 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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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资源卫星

地球资源卫星主要的功能是防护森林， 它不仅向人
类提供森林中的火灾情况， 还时刻监视着树木里的各种
病虫害， 将森林中的各种危害及时告诉人们， 称得上是
太空的 “护林员”。
据统计， 世界各地发生的森林火灾每年约 ２０ 万起，

烧毁森林面积约 ２００ 万公顷。 仅美国每年因森林火灾就
损失 ３亿～５亿美元。 利用卫星照片可以报告燃烧着的烈
火， 也能探测较小的火情、 预报潜在的火灾， 以指导抢
救及扑灭火灾， 减少森林资源的损失。

１９８７年冬季， 我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 大火无
情地将大片大片的森林资源吞噬。 幸好地球资源卫星准
确及时地向人们报告了火情， 指导人们扑灭大火， 减少
了损失， 保护了更多的森林资源。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期， 莫斯科近郊， 也曾发生过一起
特大的火灾。 火焰在卫星遥感图上呈现出一些白色的亮
带， 看得很清楚， 宽度在 １０ ～１５ 千米以上。 火灾愈演愈
烈。
从太空进一步巡视表明， 一条宽 １００ ～３００ 千米的巨

大火烟尾延伸达 ６０００ 千米。 它沿乌拉尔山脉， 从哈萨克
斯坦高地以北迂回过来， 而它的侧面火舌从才利诺格勒
向西南 “走去”。 地球资源卫星完全掌握了大火的真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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