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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秘是我们身边的更大境界，总是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是我们认识和选择个别事物的先决条件，只要你去发现它，你就

会进入一个个新的时空，你就会生活在自由无限的天地里。

其实，在一切认知与选择的行动中，我们总是不断地接触到

更大的境界，但是这境界常常保持着奥秘的特点。这奥秘就像太

阳一般，在它的光照下我们才能看见一切事物，但我们的注意力

却不在阳光上。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奥秘，简直无穷无尽，从太空到地球，

从宇宙到海洋，真是无奇不有、怪事迭起、奥妙无穷，神秘莫

测，许许多多的奥秘简直不可思议，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现象和

生存环境捉摸不透。破解这些奥秘，有助于我们人类社会向更高

P R E F A C E

前 言

·1·



层次不断迈进。

其实，宇宙世界的丰富多彩与无限魅力就在于那许许多多

的奥秘，使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和发出疑问。我们总是不断地去

认识它、探索它。虽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

度，但对于那些无限奥秘还是难以圆满解答。古今中外许许多多

科学先驱不断奋斗，一个个奥秘被解开，但随着科学技术大发

展，许多新的奥秘被发现，于是不得不向新的问题发起挑战。

宇宙奥秘是无限的，科学探索也是无限的，我们只有不断拓展

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发现更多丰富宝藏，破解更多奥秘，才能使

之造福于人类，人类社会才能获得发展。

为了普及科学知识，激励广大读者认识和探索宇宙世界的无

穷奥妙，我们根据中外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辑了本套丛书。主

要包括科技、太空、地球、海洋、灾难、动物、植物、古文明等

存在的奥秘、未解之谜和科学探索诸内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科学性、可读性和新奇性。

本套丛书内容精练、语言简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

并茂、形象生动，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学生阅读和收藏。其目的

是使广大青少年学生兴味盎然地领略宇宙世界奥秘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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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各种奥秘，激发热爱科学和探索科学的热情，掌握开启科学世

界的金钥匙，使我们真正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科学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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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星为何失踪

中国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

1928年11月22日，旅居美国的学者张钰哲在美国叶凯士天文

台发现了一颗旧星空图上没有的小行星，临时编号1928UF。最后

证实，这是一颗从未被人发现的小行星,这是第一颗亚洲人发现的

小行星。

为表示对远隔重洋的祖国的怀念，张钰哲把它取名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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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这是个地道的“国货”，为中国小行星研究工作打响了第

一炮。因此这成为中国现代天文学史上的一大光荣记载。

张钰哲在美国发现的这颗小行星，由于当时没有较大的天文

望远镜来做长期跟踪观测，后来便一直没有找到它的下落，仅作

为似曾相识的小行星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1949年后,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在张钰哲台长的指导下，

坚持不懈地开展小行星的观测工作，终于在1957年10月30日，

从万千繁星中找到一颗与1928UF轨道相似的小行星，正式编号为

angtianyuan kandao de tai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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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并命名为“中华”。

后来,美国叶凯士天文台又观测到八百多颗新的小行星，其

中四十多颗获得了正式编号，并被赋予富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如

1125中华、1802张衡、1888祖冲之、2045北京、2078南京小行

星等。

许多年后的再观测

20世纪50年代，张钰哲从美国留学归来，准备对“中华”再

次进行观测。

1957年10月，他利用紫金山天文台的一架0.6米望远镜寻找

这颗小行星。这期

间，他与同事已

发现了好几颗小行

星，其中有一颗与

“中华”非常相

似，但不能确定。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介绍了自己的观测

结果。  

1977年，张钰

哲仍未找到原“中

华”的踪影，但是

对那颗酷似“中

华”的小行星有了

很准确、很精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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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后来，国际小行星中心决定用这颗小行星替代“中华”。

原来的“中华”到底是不是现在这颗，它是否还在太空中遨

游？如果它已不存在，那它突然失踪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许许

多多疑问只是一个谜，一时之间还没法解答。

在线小知识
张钰哲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被称为“中华星”之父。1978

年，国际小行星组织为表彰张钰哲的杰出贡献，决定把美国哈佛

大学天文台于1976年发现的一颗正式编号为2051的小行星命名为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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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星是否真的存在

发现怪异星体

2008年，美国“凤凰号”探测器对火星着陆探测并返回拍摄

的系列照片中，发现离火星不远处有一颗怪异星体，根据照片上

的颜色考证：它可能是天文界争议已久的一种冷热共栖星体。

关于这颗共生星体ASD的照片显示：ASD星体中心是一种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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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但是它的周围有一层高温星云包层，其表面温度高达几十万

摄氏度以上。

这是一种什么星体呢？为何一颗星体会容纳如此之大的温差

呢？天文学家经过慎重研究与考证后认为，ASD星体是一颗名副其

实的共生星体。

共生星的得名

关于这种怪异星体的发现，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

天文学家在观测星空时发现了这种奇怪的天体。

对它进行光谱分析表明，它既是“冷”的，只有2000℃至

3000℃，同时又是十分热的，达到几十万摄氏度。也就是说，冷

热共生在一个天体上。

1941年，天文学界把它定名为共生星。ASD是一种同时兼有

冷星光谱特征和高温发射星云光谱复合光谱的特殊天体。

angtianyuan kandao de tai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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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全球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一百多颗这种怪星。许

多天文学家为解开怪星之谜耗费了毕生精力。

我国已故天文学家、北京天文台前台长程茂兰教授早在20世纪

四五十年代于法国就对共生星进行过多种观测与研究，在国际上有

一定的影响，我国另外一些天文学家也参加了这项揭秘活动。

一大奇谜

共生星成了现代宇宙学界的一大奇谜，国际天文学家为此举

行了多次讨论会议。

在1981年的第一次国际“共生星现象”讨论会上，人们只是

交流了共生星光谱和光度特征的观测结果，从理论上探讨了共生

星现象的物理过程和演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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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观测

共生星的手段有了很

大发展。天文学家用X

射线、紫外线、可见

光、红外线及射电波

段对共生星进行了大

量观测，积累了许多

资料。

到了1987年，第

二次国际“共生星现

象”讨论会上，科学

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

成果公布与讨论，表

明怪星之谜的许多方

面虽然已为人类所认

识，但它的谜底仍未

完全揭开。

近些年，天文学

家用可见光波段对冷

星光谱进行的高精度

视向速度测量证明，

不少共生星的冷星有

环绕它和热星的公共

圆 心 运 行 的 轨 道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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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有利于说明共生星是双星。

人们还通过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的射电波段进行探测，查明

了许多共生星的星云包层结构图，并认为有些共生星上存在“双

极流”现象。

单星说

最初，一些天文学家提出了“单星”说。他们认为，这种共生

星中心是一个属于红巨星之类的冷星，周围有一层高温星云包层。

红巨星是一种晚期恒星，它的密度很小，体积比太阳大得

多，表面温度只有两三千摄氏度。可是星云包层的高温从何而

来，人们还是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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