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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是指采用广大学生易于理解、 接受和参与的方式， 普及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弘扬科学精神， 倡导科学方法， 推广科学技术应用的活动。

目的是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 掌握必要的知识、 技能， 培养他们对科学技

术的兴趣和爱好， 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思想、 科学态度， 帮

助他们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而科学知识的普及则是实现这一推动的必由之路。 在新

的时代， 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我们广大青少年的科普教

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抓住这个契机， 大力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精神， 提高科学素质， 是

我们全社会的重要课题。

科学教育， 让广大青少年读者树立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 科学总是在寻求、 发现和了解

世界的新现象， 研究和掌握新规律， 它是创造性的， 它又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 需要我们不

断地努力奋斗。

在新的世纪， 随着高科技领域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为我们的科普教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天地。 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 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

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推动

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 并且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点、

现代化的战争、 通讯传媒事业的日益发达， 处处都体现出高科技的威力， 同时也迅速地改变

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使得人们对于科学知识充满了强烈渴求。

对迅猛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 不仅可以使广大青少年了解当今科技发展的现

状， 而且可以使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 学好科学知识， 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此， 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 《青少年科学知识大图解》， 主要包括太空、 地理、 天气、

生物、 花草、 环境、 海底、 武器、 生理、 科技等方面的内容。 本套作品采取图解的方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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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互动， 图文并茂， 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 能够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和爱好， 达到普

及科学知识的目的，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启发性和知识性， 是我们广大青少年了解科技、 增

长知识、 开阔视野、 提高素质、 激发探索和启迪智慧的良好科普读物， 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

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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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科学

宇宙

宇宙是空间和其中存在的各种天体及所有物质的总称， 宇宙是物质世界。 它处于不断的

运动和发展中， 在空间上无边无界， 在时间上无始无终。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从太阳系到银

河系， 再扩展到河外星系、 星系团乃至总星系。 人们的视野已达到 １００ 多亿光年的宇宙深处。

有人把总星系称为 “观测到的宇宙”、 “我们的宇宙”； 也有人把总星系称为 “宇宙”。 宇宙天

体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 有密集的星体状态， 有松散的星云状态， 还有辐射场的连续状态。

宇宙中的天体都有它的产生、 发展、 衰亡的历史， 但作为总体， 宇宙的产生、 发展一直是宇

宙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关于宇宙的产生可参看宇宙的大爆炸模型。

天干地支

以 ６０ 为周期的序数， 是中国古代用来纪日、 纪年、 纪数等的方法。 它以十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和十二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己、 午、 未、 申、

酉、 戌、 亥顺序相配组成。 从甲子、 乙丑……直到癸亥。 干支在中国的历法史上有着重要的

地位。 如纪日的纪时就是将一日均分为 １２ 个时段， 分别以十二地支表示， 子时为现在的 ２３

点至 １ 点， 丑时为 １ 点至 ３ 点等。 在我国农村现在依然有用天干地支纪年的习惯。

二十四节气

是十二个中气和十二个节气的总称。 它告诉人们太阳移到黄道上二十四个具有季节意义

的位置的日期， 几千年来对中国农牧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节气的安排决定于太阳。 将一

个回归年的长度等分为 ２４ 份， 从冬至开始， 等间隔地依次相间安排各个节气和中气。 这种方

法叫平气。 按照平气的方法， 每月有一个节气， 一个中气。 到清代开始使用定气的方法。 定

气安排的节气是不均匀的， 是与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相一致。 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太阳的周年

视运动， 所以节气在现行公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 前后相差一两天。

春季的节气为： 立春 （２ 月 ４ 日或 ５ 日， 正月节）、 雨水 （２ 月 １９ 日或 ２０ 日， 正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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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 （３ 月 ５ 日或 ６ 日， 二月节）、 春分 （３ 月 ２０ 日或 ２１ 日， 二月中）、 清明 （４ 月 ５ 日或 ６

日， 三月节）、 谷雨 （４ 月 ２０ 日或 ２１ 日， 三月中）。 夏季的节气为： 立夏 （５ 月 ５ 日或 ６ 日，

四月节）、 小满 （５ 月 ２１ 日或 ２２ 日， 四月中）、 芒种 （６ 月 ６ 日或 ７ 日， 五月节）、 夏至 （５

月 ２１ 日或 ２２ 日， 五月中）、 小暑 （７ 月 ７ 日或 ８ 日， 六月节）、 大暑 （７ 月 ２３ 日或 ２４ 日， 六

月中）。 秋季的节气为： 立秋 （８ 月 ７ 日或 ８ 日， 七月节）、 处暑 （８ 月 ２３ 日或 ２４ 日， 七月

中）、 白露 （９ 月 ７ 日或 ８ 日， 八月节）、 秋分 （９ 月 ２３ 日或 ２４ 日， 八月中）、 寒露 （１０ 月 ８

日或 ９ 日， 九月节）、 霜降 （１０ 月 ２３ 日或 ２４ 日， 九月中）。 冬季的节气为： 立冬 （１１ 月 ７ 日

或 ８ 日， 十月节）、 小雪 （１１ 月 ２２ 日或 ２３ 日， 十月中）、 大雪 （１２ 月 ７ 日或 ８ 日， 十一月

节）、 冬至 （１２ 月 ２２ 日或 ２３ 日， 十一月中）、 小寒 （１ 月 ５ 日或 ６ 日， 十二月节）、 大寒 （１

月 ２０ 日或 ２１ 日， 十二月中）。

为了便于记忆， 人们编出二十四节气歌诀：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

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宇宙的盖天说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学说。 其大约始于周朝初， 到公元前 １ 世纪，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 定量化的理论体系。 按照盖天说的宇宙图式， 日月星辰绕着它旋转不息。 盖天说认为，

日月星辰的出没， 并非真的出没， 而只是离远了就看不见了， 离得近就可以看见它们的照耀。

据汉代学者王充解释： “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 夜行于平地， 去人十里， 火光灭矣； 非灭也，

远使然耳。 今， 日西转不复见， 是火灭之类也。”

我们知道，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宇宙的盖天说是完全错误的， 它反映了人们认识宇宙结

构的一个阶段， 在描述天体的运动方面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宇宙的浑天说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学说。 浑天说最初认为： 地球不是孤零零地悬在空中的， 而是浮

在水上； 后来又发展， 认为地球浮在空气中， 因此有可能回旋浮动， 这就是 “地有四游” 的

朴素地动说的先河。 “浑天说” 认为全天恒星都分布于一个天球上， 而日月五星则附丽于天

球上运行， 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 因而 “浑天说” 采用球面坐标系， 如赤道

坐标系， 来量度天体的位置， 计量天体的运动。 “浑天说” 不只是一种宇宙学说， 而且是一

种观测和测量天体视运动的计算体系， 类似现代的球面天文学。 “浑天说” 对现代宇宙学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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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

黄道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与天球相交的大圆。 由于地球的公转运动受到其他行星和

月球等天体的引力作用， 黄道面在空间的位置产生不规则的连续变化， 但在变化过程中， 瞬

时轨道平面总是通过太阳中心。 从地球中心来看， 黄道很接近于太阳在恒星中的视周年路径。

通过精密的天文仪器， 可以察觉黄道与太阳视周年路径的差别。

白道

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平面无限延伸交天球于一圈， 称为白道。 白道与黄道有接近 ６ 度

的交角 （见 “黄道” 条）。

三垣二十八宿

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 把天上的恒星几个几个地组合在一起， 每个组合给

一个名称。 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宫。 各个星宫所含的星数多少不等， 少到一个， 多到几十

个。 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 在众多的星宫中， 有 ３１ 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三垣

二十八宿。 三垣是指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二十八宿的名称为： 东方七宿： 角、 亢、 氏、

房、 心、 尾、 箕； 西方七宿： 奎、 娄、 胃、 昂、 毕、 觜、 参； 南方七宿： 井、 鬼、 柳、 星、

张、 翼、 轸。 北方七宿： 斗、 牛、 女、 虚、 危、 室、 壁。

光年

指光在真空中一年时间走的距离， 是天文学中常用的距离单位。 真空中的光速为 ２９９，

７９６ 公里 ／秒。 １ 光年等于 ９４， ６０５ 亿公里。 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比邻星， 与太阳的

距离约为 ４ 光年。 人类观测到的宇宙深度已达到 １５０ 亿光年。

日食

是太阳被月球遮蔽的现象。 月球在绕地球运动的过程中， 有时会走到太阳和地球中间，

这时月球的影子落到地球表面上， 位于影子里的观测者便会看到太阳被月球遮住， 这就是日

食。 月球的影子可以分为本影、 伪本影和半本影三部分。 在日食时， 观测者有时可能在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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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 这时观测到的日食为全日食。 在伪本影内， 则见月球不能完全遮住太阳， 在太阳边

缘剩下一圈光环， 这就是日环食。 在半本影内， 则见太阳的一部分被月球遮住， 称为日偏食。

全世界每年最多可以发生 ５ 次日食， 最少也要发生 ２ 次日食， 对于某一个确定的地点， 平均

每 ３ 年左右就可以看到一次日偏食， 日全食则平均每 ３００ 年才能看到一次。 日食发生的条件

有两个： 一是月球在朔 （新月） 的时候， 二是太阳同交点的距离在日食限以内。

月食

是月球进入地球的阴影， 月面变暗的现象。 地球在背着太阳方向有一条阴影， 地影分为

本影和半影两部分。 本影没有受到太阳直接射来的光， 半影受到一部分太阳直接射来的光。

月球在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有时进入地影， 这就发生月食。 月球整个都进入本影， 发生月全食；

只有一部分进入本影， 则发生月偏食。 有时月球只进入半影， 这称为半影月食。 月球进入地

影的现象只能发生在 “望” （农历十六日前后）。 月食的程度的大小用食分来表示。 食分等于

食甚时， 月球视直径在食甚时进入本影的部分与月球视直径之比。 每年发生月食的概率 （包

括本影和半影月食） 最多为 ５ 次， 最少为 ２ 次。

月相

表示月球圆缺 （盈亏） 的各种形状的变化。 月球本身不发光， 只是反射太阳光。 月球绕

地球运转， 月球、 地球和太阳三者的相对位置也在不断变化， 因此， 地球上的观测者所见到

的月球被照亮的部分也在不断变化， 从而产生不同的月相。 月相依次称为新月 （朔）、 上弦、

满月 （望） 和下弦。 月相更替的平均周期为 ２９ ５３０５９ 日， 即朔望日的平均长度。 中国农历日

期基本符合月相变化。 每月初一必定是朔， 至于望， 则可能发生在十五、 十六、 十七这三天

中的任意一天， 以十五、 十六居多。

星等

是表示天体相对亮度的数值的量， 最早人们把全天人眼可见的星按感觉的亮度分为 ６ 等，

最亮的 ２０ 颗星定为 １ 等， 亮度随星等数目的增加而降低， 后来人们发现， １ 等星比 ６ 等星亮

约 １００ 倍， 于是， 用公式将天体的亮度和星等联系起来。 星等的零点由规定的某颗星的星等

值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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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球

天球是在天文学研究中为了确定天体的位置而假想的一个圆球。 天球的半径可以认为是

无穷大， 包容了所有的天体。 所有的天体可以认为是位于天球上。 地球被看作是天球的中心。

天体

天体是宇宙中各种星体的通称。 其代表宇宙中所有物质组成的集合体。 包括星系、 星团、

恒星以及各种发光或不发光的星际物质。

天顶

天顶是观测者头上无限延伸的一点。 因为地球上各点与地球中心的联线不同， 各地的天

顶也是不同的。

地平面

通过观测者所在地与该地方的铅垂线垂直的平面称为地平面。 由于地球呈球形， 地平面

与观测者所在地有关。

银河系

是指太阳系所在的恒星系统。 是宇宙中一个普通的星系， 由于它在天球上的投影形成一

条横跨星空的乳白色亮带而得名。 银河系是一个透镜形的系统， 太阳系不在银河系的中心。

银河系 ９０％的物质是恒星的质量。 恒星在银河系空间的分布也不均匀。 银河系的中心叫银心，

是银河系的自转轴通过的地方。 银河系的物质密集组成一个圆盘称为银盘， 太阳也在银盘之

中。 银河系是在不停地转动的， 太阳系也不断地绕银心转动。

太阳系

太阳和绕着其运动的行星以及小行星、 彗星、 行星的卫星等各种星际物质组成的天体系

统称为太阳系。 到目前为止， 太阳系中共发现了九大行星 （见 “行星” 条）， 太阳是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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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惟一有热核反应能量辐射的发光体， 其他天体主要是被太阳光照射而发光。 太阳系中小行

星的总质量约为地球总质量的 ４％， 其主要存在于火星和木星的轨道之间， 其分为石质小行星

和碳质小行星。 彗星在太阳系中约有 １６０００ 颗， 它们也有自己的轨道以及运动周期。 太阳系

仅仅是银河系中极微小的部分。

太阳

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 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和其他天体都围绕它运动。 它是银河系中的一

颗普通恒星。 太阳距地球的平均距离约为 １ ４９６ 亿公里。 太阳的半径为 ６ ９ 万公里， 是地球

的 １０９ 倍。 其质量为地球质量的 ３３ 万倍， 占太阳系总质量的 ９９％以上。 其年龄为 ５０ 亿年。

太阳是一个表面温度约为 ６０００℃的气体球， 其内部的热核反应是太阳能量的来源。 同时太阳

也是太阳系中所有天体的主要能源。 其任何活动都对太阳系中的天体包括地球产生重大影响。

太阳黑子

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上能观测到的黑暗斑点， 是太阳活动的标志。 对于太阳黑子的本质，

目前还没有肯定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太阳黑子与太阳磁场有本质的联系。 观测表明太阳

黑子的数目有 １１ 年的周期性变化， 其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地球环境。

太阳风

从太阳外层大气不断发射出的稳定的带电粒子流， 称为太阳风。 太阳风的速度与天球的

纬度有极大的关系。 其在高纬度处的平均速度约为 ７５０ 公里 ／秒， 在低纬度处的平均速度约为

４５０ 公里 ／秒。 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作用对地球的环境， 尤其是电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

金星

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 俗称太白金星、 启明星。 其轨道位于水星公转轨道与地球公转

轨道之间。 金星的公转周期为 ２２５ 天， 自转周期为 ２４３ 天， 其自转方向与其他八大行星自转

方向不同， 是逆向的。 金星和地球一样， 是个有大气的固体球， 其半径约为 ６０５０ 公里， 质量

为 ４ ８７×１０２７克。 金星大气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 此外还含有少量的氮、 氢、 氧化碳和水

等。 其表面温度为 ４６５～４８５°Ｃ， 温度变化不大。 金星表面的大气压约为地球表面的 ９０ 倍， 大

气密度极高， 光的折射现象很严重， 太阳的光线弯曲了近 １８０°， 因此要向东方看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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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

火星

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 其轨道位于地球轨道和木星轨道之间。 火星也是由大气包围的固

体表面球状星体。 其赤道半径为 ３３９５ 公里， 是地球赤道半径的一半， 火星有两颗不规则卫星

称为火卫一和火卫二。 火星的公转周期为 ６８７ 天， 自转周期为 ２４ 小时 ３７ 分。 其正面的温度

也有季节的变化。 火星的大气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 含有极少量的氧。 火星表面的气候环境

恶劣， 昼夜温度差超过 １００℃。 火星的结构基本与地球相似， 是人们认为最有可能有生命存

在的地方， 但多次科学探测并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现象。

木星

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 是九大行星中体积最大的一颗， 其轨道紧靠在火星轨道之外。 木

星轨道半径为 ７１４００ 公里， 质量为 １ ９×１０３０克。 木星有很多卫星， 其中四颗可以在天气很好

时用肉眼看到。 木星是一个流体球， 没有固体表面， 其主要成分是氢和氮。 木星中心有一个

主要由铁和硫组成的固体核， 这个核叫作木星核。 木星的公转周期是 １１ ８６ 年， 由于其是流

体状的球， 各部分自转速度不同， 在赤道部分的自转周期为 ９ 小时 ５０ 分钟。

土星

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 其是有大气包围的固体， 扁球形星体， 其赤道半径为 ６ 万公里，

公转周期为 ２９ ５ 年， 自转速度很快。 土星大气的主要成分是氢和氦， 大气中漂浮着由氨晶体

组成的金黄色彩云， 土星表面的温度为－１４０℃， 土星外层具有由绕土星旋转的大量的冰块和

碎石组成的光环， 土星是非常美丽的天体。

流星

是充斥于行星际空间的流星体小物质闯入地球大气层时， 与空气摩擦而燃烧形成的， 如

果有未燃尽的流星体时就形成陨石而降落到地面。 每年降落到地面上的空间物质重达 ２０ 万吨

左右。 当许多流星从空中某一点向外辐射散开时， 就形成了流星雨， 这是地球遇到流星群的

结果。 一般认为流星群是彗星散发出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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