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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经过专家学者们长达两

年的编撰工作，终于出版了。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用语

言来表达，但备感欣慰的是，崇尚科学的读者朋友们终于

可以一览为快了。

本套丛书共十五册，它们分别是《拨开宇宙的迷

雾———天文大发现》（上、中、下）、《精彩地球———地理大

发现》（上、中、下）、《自然世界的奇迹———数理化生物大

发现》（上、中、下）、《地下深处的秘密———考古大发现》

（上、中、下）、《神奇分界线———北纬３０度的秘密》（上、

中、下）。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不知凝聚了多少人

的汗水和心血，甚至生命。每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都给

人类带来无价的物质或精神果实，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

自然或历史的本来面目。

１９世纪末，在公众甚至科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情

绪，以为能被人们发现和解释的所有事情都已被揭示出



来了。在２０世纪的头５年中，人类终于驾驶着一种机器

飞离了地面，爱因斯坦也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

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神奇无比的世界。２０

世纪的科学巨人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使以前所有

的发现都黯然失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发展使人们看待

科学的方式发生了突变。在２１世纪，公众已开始认为科

学突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一些所谓的未来学家自

吹自擂的预言却不以为然。

在人类以往重大发现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中，一些重

大的秘密仍未能得到全解。这些重大秘密中的细枝末节

已使人类困惑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比如说亚里士多

德，他第一个提出了鸟类迁徙的说法。他说对了一些事

情，也说错了一些事情。他所说错的事情却因为是他说

的而延误了人们进一步探究长达两千年之久。现在，我

们也只得到部分关于鸟类迁徙的答案。在另外一些情况

中，现代科学的巨大突破已在不曾想到的领域中遇到了

新的问题和困难。比如，我们对宇宙起源知道得越多，解

释就越抽象，以致许多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离神学而不

是科学更近了。

１００多年前，我们对大陆板块漂移一无所知，即使现

在我们也仍无法准确预测由板块运动引起的地震。恰好

在６０多年前，人们首次提出可能存在黑洞。现在，我们

已可推知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的性质却在某些方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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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让人困惑难解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发展就好比吹气球，气球里面是

已知的知识，外面是未知的世界。已知的越多，气球的体

积就越大，它接触到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广阔。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事实，

科学就前进了一步。而发现一种未知的现象，科学也同

样踏着它向前迈进。

科学史是用问号和答案写成的。问号后面是答案，

答案后面是问号。而且有时候，答案里面包含着问号，问

号也许就是一种答案。２１世纪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在

问号里面找答案，在答案里面找问号。

发现意味着既拥有一个新的结束，又拥有一个新的

开始。

世界需要发现，人类更需要发现！



书书书

－ １　　　　 －

目　录

太阳黑子的发现 １…………………………………………
揭开金星的神秘面纱 ８……………………………………

　　金星位相变化的发现 ８………………………………

　　金星真面目 １２………………………………………

　　太阳从西边出 １６……………………………………

　　金星卫星之谜 ２１……………………………………
从火星“运河”到火星大洪水的发现 ２５…………………

　　“火星生命”争不休 ３１………………………………

　　“探路者”的发现 ３９…………………………………
木星上大红斑的发现 ４５…………………………………
美丽的土星光环的发现 ５４………………………………
天王星的发现 ６７…………………………………………

　　多才多艺的乐师 ６８…………………………………

　　“十年磨一剑” ７０……………………………………

　　天王星的发现 ７１……………………………………
海王星的发现 ７４…………………………………………

　　发现天王星之后 ７５…………………………………

　　算出来的海王星 ７６…………………………………



－ ２　　　　 －

冥王星的发现 ７９…………………………………………

　　算出海王星后 ８０……………………………………

　　汤波发现冥王星 ８０…………………………………

　　小姑娘给冥王星取名 ８１……………………………

　　对冥王星发现的争议 ８３……………………………
太阳系小行星的发现 ８４…………………………………

　　一个中学教师的功绩 ８５……………………………

　　同是发现者，遭遇大不同 ８８…………………………

　　芳名五花八门 ９２……………………………………

　　壮哉，中国小行星 ９６…………………………………

　　共振创造的奇迹 ９９…………………………………

　　小行星会撞击地球吗 １０２……………………………
身份不明的冥外小行星 １０８………………………………
通古斯大爆炸之谜 １１２……………………………………

　　７００颗广岛原子弹 １１３………………………………

　　是大陨石撞击地球吗 １１７……………………………

　　是天外来客的核动力飞船失事吗 １２２………………

　　是一次彗星撞击事件吗 １２５…………………………

　　金刚石微粒和生态异常成了“案中案” １２９…………
哈雷彗星之谜 １３３…………………………………………

　　不祥的扫帚、血腥的刀剑 １３４………………………

　　哈雷预言大彗星在７６年后回归 １３８………………

　　母鸡生下了“哈雷彗星蛋” １４２………………………

　　一团不断减肥的旋转冰泥球 １４７……………………



书书书

























　
　
　

１





　　　　

太阳黑子的发现

１６０１年１０月，天文观测界的一代宗师、丹麦天文学

家第谷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把平生积累下来的所

有宝贵观测资料都馈赠给了他的学生，一个３０岁的德国

天文学家开普勒。开普勒幼年时患过小儿麻痹症，双眼

视力不济，但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天文观测方面仍做出

了许多重大贡献。他于１６０４年发现了著名的蛇夫座超

新星（现称开普勒新星），也观测过１６０７大彗星（后来证

实，即是哈雷彗星）。他还深入研究了光学，在伽利略望

远镜的基础上发明了“开普勒式望远镜”。当然他的最伟

大贡献还在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开普勒三定律。

然而金无足赤，开普勒也有轻率失误时。１６０７年５

月１８日，他正在观测太阳，突然发现太阳圆面上有个小

黑点。可惜的是，开普勒当时没有“跟踪追击”，而漫不经

心地认为这是金星凌日。当时人们还不会计算，其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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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星的凌日要到１６３１年才出现。为什么开普勒会这样大

意？这完全是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因为当时人们的头

脑中，太阳是天上的火球，是最完美的球，完美的东西是

不应当有缺陷的。

在开普勒时代，教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竭

力宣扬，太阳是上帝创造的，万能的主不会造一个有瑕疵

的天体。因此太阳、月亮都是最光滑、最标准、最完美的

球体，任何怀疑都被视为亵渎神灵的异端邪说。

甚至在伽利略已经发现并证实了黑子确实存在于太

阳表面后，多数人还是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当时

有个名叫席奈尔的天主教士，他也用望远镜观测太阳，也

发现了那些黑点。席奈尔惶惶不安，但不管他如何调节

仪器，也不论他如何揉拭眼睛，都无法使这些黑点消隐。

万般无奈，他只能跑去求助于他的主教。听着席奈尔气

喘吁吁的叙述，主教早已不耐烦起来，他打断席奈尔的话

说道：“去吧，孩子，放心好了，这一定是你那该死的玻璃

出了毛病；不然是你太累了，眼睛上有缺陷，才使你错误

地把它当成了太阳上的黑斑。”

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很早就有了太阳黑子的记录。

在春秋早期的《周易》中就有“日中见斗”及“日中见沫”等

记载。现在世界 公认最早的黑子 记 录 也在我 国：

《汉书·五行志》中就记载了河平元年（公元前２８年）三

月乙未（应为已未之误，相当于５月１０日），日出黄，有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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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上的黑子记载为世界最早的黑子记录
气，大如钱，居日中央。从汉代到明朝，至少有１００多次

关于太阳黑子的确切记录。在公元三四世纪的晋代，我

国已开始正式采用“黑子”这个名词了。

现在知道，太阳表面上不仅有黑子，还有许多奇特的

东西，如米粒、超米粒、光斑……

黑子在日面上呈暗黑色，“米粒”则比日面更亮一些，

它的温度平均比日面高３００多摄氏度。因为它是从太阳

内部升上来的“气流”，所以在激烈地变化着，每颗“米粒”

的寿命不过几分钟。千万别误解了，把“米粒”看做小东

西，实际上，太阳上的“米粒”大得非凡，平均长１０００千米

左右，而两米粒间的距离约１５００千米。日面上的“米粒”

约有２５０万颗，总面积可占太阳表面的４０％左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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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冕

在平日所见的日面（称为“光球”）的上空（“色球”），

还有许多奇异的景象（可惜由于光球太亮，凭肉眼无法观

察色球现象，除非用特殊的仪器———太阳单色仪）。其中

最惊心动魄的就是日珥，它们就像一串串腾空而起的巨

大的“火龙”。日珥的温度通常比光球还高，在５千度～８

千度间。形状则千奇百怪，而且变化很快，有的美如拱

桥，有的乱似草莽，有的像节日的焰火，有的如公园的喷

泉。它们常常可以上升到几十万千米的高度，个别的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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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环食

上升到１００万千米以上。天文学家在１９３８年观测到一

个最大的日珥，竟在顷刻间上升到１５７万千米处，这个距

离是地球到月亮距离的４倍多。上升的速度可达每秒几

百千米。

色球的上空则是日冕。日冕平时完全看不见，只有

日食时才偶露“芳容”。因为它的亮度只有太阳光球的百

万分之一，相当于萤火虫与探照灯之比。但日冕却有着

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温，根据各种方法测定，日冕内的温度

高达１～２百万度。因此日冕中的物质多处于高度电离

的状态，原子中的电子都挣脱了原子核的束缚，在空间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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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航空航天局不久前公布了一张日冕环景象的
照片。这一壮观景象是因太阳磁场增强并穿过光球层
和色球层，影响到日冕层产生的。增强后的磁场控制日
冕层的离子流并呈现拱形或环形的管状形态。日冕环
形态多样，大多数体积巨大，其跨度往往超过数个地球。

高速运动，因此原子核成了带正电的离子。当然应当说

明的是，由于物质太稀，这百万度高温实质上对人是毫无

伤害的，它只是使电子运动加速到很大速度而已。这在

科学上称之为“运动温度”，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温度称

为“有效温度”。当密度很大时，二者相差不大。但物质

很稀薄时，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效果了。

在色球—日冕过渡层区域中，有时还能突然见到迅

速扩展的大块亮斑，这是太阳表面上的爆发现象———耀

斑。耀斑出现的时间内（１０２ 秒～１０３ 秒），它足以释放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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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外部结构

１０２　６ 焦耳能量，即一个小小的亮斑可与整个太阳１秒钟

的能量相当。不过绝大多数耀斑要用单色仪观测才可见

到，只有那些特别大的爆发（白光耀斑）才可用普通望远

镜见到。这种耀斑出现较少，从１８５９年首次发现以来，

至今只有３０多次记录。耀斑出现与上面讲的黑子相同，

有１１年的周年规律。太阳上产生耀斑之后，１～２天后

即会波及地球，引起大规模的极光、磁暴（地磁的剧变）及

短波通讯中断等一系列地球物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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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金星的神秘面纱

金星位相变化的发现

用望远镜观察，可以看到金星也如月亮那样，有圆缺

的位相变化。１６１０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把他自制

的望远镜对向金星时，首次获得了这个重大发现。后来，

他把这个观测事实作为证明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的重要

证据之一。

伽利略发现金星的位相变化还有一段趣事。１６１０

年９月底，伽利略在望远镜内看到金星似一钩弯弯的娥

眉月。他惊喜之余，觉得还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所以决

定对此发现暂时保密，但又怕别人比他先发表出来这个

秘密而夺走他的荣誉，所以他搞了个有趣的文字游戏，只

发表了一句令人十分费解的话：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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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ｃｅ　ｉｍｍａｔｕｒａ　ａ　ｍｅ　ｊａｍ　ｆｒｕｓｔｒａ　ｌｅｇｕｎｔｕｒ，Ｏ．Ｙ．”

按字面解释，它的意思是：“枉然，这些东西，今天被我不

成熟地收获了。”

金星有奇妙的位相变化

伽利略到底“收获”了什么？当时谁也琢磨不透。因

为要把这３５个字母打乱重新排列组合、并得出有意义的

句子，实在比登天还难。据说在１１月初，有人还问过伽

利略，说只要相信哥白尼学说，水星、金星轨道在地球轨

道之内，就应预料到它们有位相变化。谁知伽利略守口

如瓶。一直到１６１０年年底，伽利略才公布了他的谜底。

他把句子中的这些字母重新排列，即变成这样一句话：

“Ｃｙｎｔｈｉａｅ　ｆｉｇｕｒａｓ　ａｅｍｕｌａｔｕｒ　ｍａｔｅｒ　ａｍｏｒｕｍ．”大意

是：“爱神的母亲仿效狄安娜的位相。”在希腊神话中，那

个长着双翅、手拿银弓、金箭的小爱神———爱洛斯的母亲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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