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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斗转星移，岁月

悠悠，勤劳的儿女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数的知识

财富，只有了解、掌握这些知识，我们才能再创辉煌。

作为新世纪的领跑者，广大的青少年朋友应该加深

对世界的了解，了解世界最新的技术和灿烂的文化，同

时，不断地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在

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此我们本着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朋友服务的宗旨编

写了这套《科学奥秘丛书》，本书语言平实易懂，文中包括

天文、地理、材料、能源、海洋、昆虫、动植物各类知识，使

人增长智慧，了解前沿科学，激发青少年朋友学习的兴

趣。

—１—



同时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帮助青少年朋友更好的掌握

科普知识，提高科学素养，成为新世纪全面发展的人才。

由于时间仓促，兼编者水平有限，文中如有纰漏，望

能多多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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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的发现

　　光每秒钟可绕地球多少圈？

星系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体系统，它有几百亿甚至

上千亿颗恒星及星际气体和尘埃，空间尺度达到几亿亿

千米以上，实在是超级“庞然大物”。然而，直到人们２０

世纪初才真正发现它们。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观点，物体离我们越近，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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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清楚，当物体渐渐远去，它的像也就逐渐模糊，那是

物体对观察者来说张角逐渐变小的缘故。到一定距离，

我们就看不见它了。星系虽然那么庞大，但它们离地球

非常遥远，就拿最近的星系大麦哲仑星云来说，它离我们

１６万光年（光年是光在一年中所走过的路程）。计算得

出１光年是９万多亿千米，１６万光年就约是１５０亿亿千

米。因此，肉眼看上去，大麦哲仑星云就是一小片云雾状

天体。

在１７世纪，神奇的望远镜发明了，这种仪器可使得

物体对人眼睛的张角增大，让人可以看清更遥远的物体。

用望远镜来观测天空，人们又陆续观测到一些云雾状的

天体。

开始，以为它们都是气体云，而且和恒星一样是银河

系内的天体，并称之为星云。

不过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看法。１８世纪，德国的天

文学家康德以及英国和瑞典的两位天文学家都猜想这些

所谓星云是和银河系一样由恒星组成的天体系统，只是

由于距离太远而分辨不出一颗颗的星来。如果把宇宙看

作一个浩瀚的海洋，这些天体系统就犹如海中的岛屿，因

而被形象地称为“宇宙岛”。

随着望远镜的进步，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星云的更进

一步的细节了，正如康德他们所猜测的那样，星云在望远

镜中分离成了一颗颗暗弱的星星。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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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那就是，它们是银河系内的恒星集团，还是银河系

之外的天体系统呢？

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距离上来了，可它们离我们十分

遥远，通常所用的三角视差测距法已经无法测出它们的

距离。

１９１７年，美国的天文学家Ｇ．Ｗ．里奇在威尔逊山天

文台所摄的一个星云照片中发现了一颗新星，由于新星

十分暗弱，他推测星云应该极其遥远，是银河系之外的天

体，但是给不出准确距离，无法让人信服。

如何解决呢？难道人们在困难面前真的要停步不前

了吗？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造父变

星周光关系的发现为我们启开了新的途径，造父变星是

一种脉动变星，天文学家发现它的光变周期与绝对光度

有确定关系，大体上是接近于成正比的。光变周期越长，

它的绝对光度就越大。

测出了它的光变周期，就可以算出它的绝对光度，而

我们看到星的亮度是与它离我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的，从而由造父变星观测到的亮度和它的绝对亮度的比

值就可以推算出距离来。

１９２４年，美国的天文学家哈勃用威尔逊山天文台的

２．５米大望远镜在仙女座星云，三角座星云和星云

ＮＧＣ６８２２中发现了造父变星，并且由周光关系算出了它

们的距离，推出它们是银河系之外的天体系统，并称之为











































　

４　　　　

“河外星系”。

到这时，星系才算真正发现了。

　　答：光每秒绕地球是７个半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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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的中心

　　银河系的中心位于哪里？

透镜状银盘的中心微凸部分叫银河系的核球，呈椭

球形状，长轴４～５万光年，厚约４万光年。由于光学观

测受星际消光的影响———银心及附近方向尤为严重，我

们得到的关于核球的资料主要来自穿透力强的射电波

段、红外波段观测，专用卫星上天还获得了Ｘ射线、γ射

线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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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河系核球里的恒星属于哪个星族的———是老

年星还是青年星，还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持“大爆炸”宇

宙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既然银河系也在不断膨胀，那么越

靠近银心也许带着越多的银河系形成的早期信息，因而

研究银河系核球，也许能解答星系的起源问题。

观测多种波段虽还不能得出核球的物理状态和辐射

机制，但已有了大概的了解。

射电探测说明，离银心３　０００秒差距处有一个正在

因膨胀而且旋转着的氢气环，它可能是０．３亿年前在银

核的一次爆发中被抛射出去的。

在椭圆核球中心的银核，范围大约在几个到几十个

秒差距之间，而且银核内部可能还有内核，但具体情况我

们至今仍一无所知。

银核内包含银河系中最密集的恒星群，还有大量电

离气体、尘埃。通过与仙女座星系的光学观测资料对比

可估计到，银核３秒差距范围内恒星总质量可能达千万

个太阳质量，也就是说恒星密度高出太阳附近千万倍。

而银核内电离气体的探测告诉我们，中央物质很密集，可

能有３００万个太阳质量。

在如此小的核内集聚了这么多的物质，而且核又在

绕银心作刚体式转动，电离气体也在高速转动，这些都表

明中央物质不能以恒星这种形式存在，否则将因太密集

而导致频繁碰撞，以至无法稳定地维持下去。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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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中央有一个大质量黑洞，Ｘ射线辐射似乎也认为其

中包含着非同寻常的天体。

　　答：它在人马座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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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在转动

　　１光年等于多少千米？

银河系在不停地转动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

们先来看看两种不同的转动方式。

一种是很常见的所谓刚体式转动，像轴承、车轮、儿

童乐园里的转盘车的转动都属于这种形式。刚体式转动

的特点，是任何一点绕转动轴一圈所花的时间与其他点

相同，因而离转动轴越远处转动的线速度（以“米／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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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单位的速度）越大，它走的路程长于离转动轴近的地

方在相同时间所走的路程。设想一下，你和另外两个人

站在大转盘的任意三个位置上不动，那么当转盘分别以

快速、慢速转动时，你看另外两个人和你距离变了吗？方

位差变了吗？显然都没变，这是因为刚体式转动中的任

意两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变。

另一种是较差式转动的方式，又叫开普勒转动，太阳

系的九大行星绕太阳作开普勒转动：离太阳越远的行星

转动周期越长。离太阳最远的冥王星转动一周约需２４８
年，在这段时间里离太阳最近的水星已转了近１　０００圈

了。显然，这类转动中点与点之间的相对位置会因转动

周期不同而发生变化。

科学经过研究得出银河系是转动的。从稳定性来

说，以扁平的银盘为主体的银河系应该有自转才能维持

其长久的旋涡状态，所以有自转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用什

么样的自转方式。如果银河系是刚体自转的，那么我们

就看不出其他恒星绕银心的转动，因为恒星之间的相对

位置因刚体式自转而无改变；如果银河系作开普勒式转

动，恒星之间就应有相对运动，统计出恒星的自转就能证

实这一猜测。１９２６年，瑞典的林德布拉德（Ｂ．Ｌｉｎｄｂｌａｄ）

证明了银河系有绕人马座方向的银心普遍自转；１９２７
年，荷兰的奥尔特（Ｈ．Ｏｅｒｔ）利用观测资料推导出著名的

银河系较差的自转的奥尔特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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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观测资料，目前得出银河系核球部分是刚

体式的自转，核球以外就是较差自转。现在还测得太阳

绕银心的转速为每秒２５０千米，又知道它离银心约３万

光年，就是说它绕银心转一圈约需２．５亿年。

　　答：９万多亿千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