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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浪潮的一步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是关系全

社会的一件大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中强调，为提高民族素

质，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对中

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并日益加快

步伐。根据课程的资源和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加中小学生的

课外阅读面，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发展，我们组

织了相关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

丛书内容丰富、实用，深入浅出。选材时基本上是以知识

性为标准的，但也兼顾到了可读性，可以说是知识性、可读性

都很强的青少年读物。



由于编著水平有限和选择资料的工作量太大以及时间的

关系，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不当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

朋友能够理解，也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茫茫的宇宙 （１）…………………………………………………

　　古今宇宙观 （３）………………………………………………

　　银　河 （５）……………………………………………………

　　星　系 （６）……………………………………………………

　　星　云 （７）……………………………………………………

　　星　座 （７）……………………………………………………

　　恒　星 （９）……………………………………………………

　　行　星 （９）……………………………………………………

　　卫　星 （１０）…………………………………………………

　　彗　星 （１１）…………………………………………………

　　流星和陨石 （１３）……………………………………………

　　流星雨与火流星 （１４）………………………………………

　　太阳系 （１４）…………………………………………………

　　太　阳 （１６）…………………………………………………

　　月　亮 （１７）…………………………………………………

　　日食和月食 （１８）……………………………………………

　　哈雷彗星 （２０）………………………………………………

　　罕见的九星会聚 （２４）………………………………………



　　最大的星和最小的星 （２５）…………………………………

　　春夜最亮的恒星———大角星 （２６）…………………………

　　冬夜最明亮的恒星———天狼星 （２６）………………………

　　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比邻星 （２７）………………………

　　北极星 （２７）…………………………………………………

　　北斗星 （２９）…………………………………………………

　　牛郎星 （３１）…………………………………………………

　　织女星 （３２）…………………………………………………

　　太阳的九颗行星 （３２）………………………………………

　　水　星 （３３）…………………………………………………

　　金　星 （３４）…………………………………………………

　　地　球 （３４）…………………………………………………

　　火　星 （３５）…………………………………………………

　　木　星 （３６）…………………………………………………

　　土　星 （３８）…………………………………………………

　　天王星 （３９）…………………………………………………

　　海王星 （３９）…………………………………………………

　　冥王星 （４０）…………………………………………………

星座物语 （４２）…………………………………………………

　　星座———恒星的区位 （４２）…………………………………

　　８８个星座的来历 （４３）………………………………………

　　仙王座———王族星座的首领 （４４）…………………………

　　仙后座———忏悔之星 （４５）…………………………………

　　死里逃生的公主———仙女座 （４６）…………………………

　　手提魔头的英仙座 （４７）……………………………………



　　天上的狮子精———狮子座 （４７）……………………………

　　猎户座的仇敌———天蝎座 （４８）……………………………

　　英雄的丰碑———武仙座 （４９）………………………………

　　全天最长的星座———长蛇座 （５０）…………………………

　　美丽多情的天鹅座 （５１）……………………………………

　　一个不幸的音乐家的纪念碑 （５２）…………………………

　　神医为何变成了蛇夫 （５５）…………………………………

　　牛郎星的家———天鹰座 （５６）………………………………

　　全天最美最亮的星座 （５７）…………………………………

　　感人的大犬座 （５７）…………………………………………

　　一对同生共死的孪生兄弟 （５８）……………………………

　　御夫座中的车夫和山羊 （５９）………………………………

　　百头巨龙的化身 （６０）………………………………………

　　永不落的小熊星座 （６１）……………………………………

　　室女座要奔向何方 （６２）……………………………………

　　星座就在我们身边 （６３）……………………………………

　　神秘的宇宙大引力体 （６５）…………………………………

　　谁吞噬了星际之光 （６６）……………………………………

　　星名中的化学元素 （６７）……………………………………

　　小行星是否会再撞地球 （６８）………………………………

天文学家 （７２）…………………………………………………

　　献身天文事业的和尚 （７３）…………………………………

　　第一个预测彗星周期的人 （７４）……………………………

　　第一个把望远镜指向星空的人 （７５）………………………

　　赫歇耳和他的反射望远镜 （７７）……………………………



　　电脑里的天体实验室 （７８）…………………………………

飞向太空 （８０）…………………………………………………

　　无限的宇宙空间 （８１）………………………………………

　　我国古代的飞行尝试 （８２）…………………………………

　　飞行先锋———热气球 （８６）…………………………………

　　飞行器的进步———氢气球和飞艇 （８７）……………………

　　第一架飞机的问世 （９０）……………………………………

　　现代飞机的大家族 （９２）……………………………………

　　飞向太空的运载工具———火箭 （１０３）………………………

　　我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１０６）…………………………

　　人造卫星的诞生 （１０９）………………………………………

　　人造卫星的大家庭 （１１３）……………………………………

　　宇宙飞船和飞机的混血儿———航天飞机 （１１６）……………



书书书

　　　　　　　　　青少年百科
　　

宇
宙
星
空

１　　　　

茫茫的宇宙

如果有人问：“世界上最大的东西是什么？”一定会有人立刻

回答：“是宇宙！”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宇宙吗？为什么说宇宙最

大呢？这是因为宇宙是一切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总体，它包括

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宇宙也叫世界。按照我国古人的说法，

上下四方无边无际的空间为“宇”，古往今来无始无终的时间为

“宙”，宇宙即无限的太空世界。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先从我们居住的地球开始的，然后从

地球扩展到太阳系，从太阳系扩展到银河系，从银河系扩展到河

外星系……。众所周知，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可算得上是十分

巨大的了，它的平均半径有６３７１．２公里，但地球只是太阳系中

的一颗普通的行星。太阳系的成员包括恒星太阳（其半径是地

球半径的１０９倍，体积是地球的１３０万倍），包括地球在内的九

大行星，５０多颗月亮一样的卫星，神秘难测的彗星，难以计数的

小行星、流星及星际物质。太阳系的直径约为１７０亿公里，而太

阳系也只是银河系１０００多亿颗恒星中的一个。这些恒星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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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太阳大几十倍到几百倍。银河系直径只能按光年计算，达

１０万光年，包含数千亿颗恒星。在我们的银河系之外，还有１０

亿多个类似银河系的恒星系统，叫“河外星系”；几十个这样的星

系聚在一起叫“星系群”；上百个聚集在一起构成“星系团”；它们

又都归于更巨大的太空集团———“星系集团”（又称超星系集

团）。银河系所在的星系集团称为本星系集团，它的核心是室女

座星系团。无数超星系集团组成更庞大的总星系。我们用现代

最大的望远镜虽已能观测到这一离我们１００亿光年的天体，这

仍在我们总星系的范围之内。

宇宙的范围如此巨大，那么，宇宙的年龄又怎样测算呢？是

不是只笼统地说“无始无终”就可以了呢？当然不行。目前测算

宇宙的年龄有三种方法：

一种是逆推算宇宙膨胀的过程，根据宇宙的膨胀速度（即哈

勃系数和减速因子），计算从密度达到极限的宇宙初期到扩展为

如今这种程度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为宇宙年龄。

二是根据恒星演化的情况求恒星的年龄。通过理论推导恒

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就可以知道恒星这个天然的原子反应堆

的结构和它的发热率是怎样随时间变化的。将观测和理论相核

对，就可求出恒星和星团的年龄。再由最古老的恒星年龄推算

宇宙年龄。

第三种是同位素年代法。这种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测定月岩

和陨石的年代。这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发生的自然衰变，由衰

变减少的情况推测母体同位素的生成年龄。放射性同位素只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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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别激烈的环境中才能生成，所以一旦被禁闭在岩石中就只

有衰变了。测定母体同位素与子体同位素之间的量比，测定具

有两种以上不同衰变率的同位系的量比，就可以决定年代，由此

推算宇宙的年龄。

无边无际的宇宙对人类来说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许多最基

本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如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古今中外先后

有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地心说、日心说、大爆炸说、星云说

（详见下文）等，但都仅仅是一种推想；再如，宇宙到底有没有边

缘？这并非用“无边无际”一个词可以说清楚的。近几年天文学

家用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到一个距离我们大约２００亿光年

的天体，它是在我们的总星系之内，还是之外呢？我们的总星系

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更大的星系呢？即使地球附近的其他星

球，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也不充分，除地球以外的星球到底是不是

都没有人，也并没有彻底搞清楚。

总之，宇宙无限，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有限，还需要我们不断

地观测和探索……

古今宇宙观

自古以来，人类对茫茫的宇宙就充满了遐想。各种各样的

宇宙观从幼稚到成熟，从神话到科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自然说产生于古印度。古印度人把地球设想为驮在４只大

象身上，而大象竟是站在一只漂浮于大海上的海龟背上。



　　青少年百科


　　　　　　　　　

宇
宙
星
空

４　　　　

盖天说又称“天圆地方说”，产生于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最

早的宇宙结构学。认为人类脚下这块静止不动的大地就是宇宙

的中心。地像一方形大棋盘，天如同圆状大盖，倒扣在大地上，

上面布满了数以千计的闪光体。宣夜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卓见

的宇宙无限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得到进一步明确。

宣夜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充满了气体，所有天体都在

气体中飘浮运动。星辰日月都有由它们的特性所决定的运动规

律。浑天说是继盖天说２０００年后，由我国东汉时期著名天文学

家张衡提出的。他认为“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和地的关系

就像鸡蛋中的蛋白包着蛋黄，地被天包在其中。

中心火说由古希腊学者菲洛劳斯提出。他受了前辈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关于火是世界本原思想的影响，认为火是最高贵的

元素，由此提出宇宙结构的“中心火学说”，即宇宙的中心是一团

熊熊燃烧的烈火，地球（每天一周）、月球（每月一周）、太阳（每年

一周）和行星都围绕着天火运行。

地心说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提出。认为地球为

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从地球往外，依次有月亮、水星、金

星、太阳、火星和土星，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

日心说１５４３年由波兰天文家学家哥白尼提出的。他将宇

宙中心的宝座交给了太阳，认为太阳是行星系统的中心，一切行

星都绕着太阳旋转。地球也是一颗行星，它像陀螺一样自转着，

同时与其他行星一样绕太阳运行。

星云说１８世纪下半叶由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法国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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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拉斯提出的。认为太阳系是一块星云收缩形成的，先形成

的是太阳，剩余的星云物质又进一步收缩深化，形成行星和其他

小天体。

大爆炸说是１９４８年由俄裔美国天文学家伽莫夫提出的。

他认为，宇宙最初是一个温度极高、密度极大的由最基本的粒子

组成的“原始火球”（有称“原始蛋”）。这个火球不断迅速膨胀，

它的演化过程就像一次巨大的爆炸，爆炸中形成了无数的天体，

构成了宇宙。

银　河

银河在欧洲国家称为 ＭｉｌｋＷａｙ，即牛奶色的道路；在我国

古代叫做天河、河汉、银汉、星汉。指的都是夜空中的一条淡淡

发光的白练，看上去好像是天空中的一条大河。其实，天空中不

可能有什么大河，所谓银河的银白色是无数颗大大小小发光的

恒星和其他发光的天体，据天文学家观测，银河是由包括太阳系

在内的几千亿颗星星、大量的星际气体和宇宙尘埃组成，整个形

状如同一个大铁饼，中间凸起，四周扁平，凸起的地方是核球，是

恒星密集的地方；四周扁平处为银盘，越靠近边缘星星的分布越

稀疏。

银河系的直径只能用光年来计算，大约为１０万光年。就是

说，用光的速度从一边走到另一边，需要１０万年。太阳系是银

河系的一个部分，太阳到银河系的中心距离约为３．３亿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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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阳系（包括我们的地球）不在银河的中心位置，所以看上

去银河在天空中既不与赤道的位置相符，又不通过地球的南北

极上空，而是斜躺在天空。随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银河就随着

季节的变化改变着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夏天的傍晚朝向南北方

向，到了冬天的夜晚又横过来，变成接近东西方向了。

银河系本身也在旋转，一方面围绕自己的中心轴，以２．５亿

年一周的速度自转，同时又以每秒２１４公里的速度在宇宙中不

停地运动着。只是距离我们的地球太遥远了，看上去似乎是静

止不动的。

星　系

在茫茫宇宙中，星星并不是单个地杂乱无章地分布着，而是

成群汇聚着的，每群中都是由无数颗恒星和其他天体组成的巨

大星球集合体，天文学上称这种汇聚在一起的星群为“星系”。

星系在宇宙中数不胜数，天文学家目前发现和观测到的即可达

１０亿个以上。每个星系大小虽然不同，但都极为庞大，比如我

们的地球所在的太阳系还不被视为一个星系，而只是银河星系

的一个部分而已。

我们在地球上用眼睛观测到的星系很少，除银河系外，只有

临近几个，其中最著名的是仙女座大星系，但这个星系离我们大

约２００万光年，虽然它比银河系大６０％，形状与银河系相似，但

我们看上去只是一个光亮的斑点。有时为了方便，天文学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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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几个星系称做星系群，大一些的叫星系团，每个星系团含

有１００个以上的星系；所有星系团统属于超星系团，超星系团组

成总星系，也就是所谓茫无边际的宇宙。

星　云

广泛存在于银河系和河外星系之中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云

雾状物质称为星云。它的形状千姿百态、大小不同。其中一种

叫弥漫星云，它的形状很不规则，没有明确的边界。在弥漫星云

中有一种能自身发光的星云，我们称之为亮星云，亮星云仅是弥

漫星云中的一种；另一种为暗星云，这是一种不发光的星云。如

银河系中的许多暗区正是由于暗星云存在的缘故。弥漫星云比

行星状星云要大得多、暗得多、密度小得多。星云的另一种称为

行星状星云，这种星云像一个圆盘，淡淡发光，很像一个大行星，

所以称为行星状星云。它是一个带有暗弱延伸视面的发光天

体，通常呈圆盘状或环状。它们中间却有一个体积很小、温度很

高的核心星。现已发现的行星状星云有１０００多个。

星　座

现在，人们用肉眼可观测到的星大约有６８７４颗，现代最大

的望远镜至少可以看到１０亿颗，而这仍是宇宙太空中星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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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小部分。为了观测方便，尤其是为了准确识别新星，人们把

天空的星星按区域予以划分，分成了若干个星座。

据说，古巴比伦人曾把天空中较亮的星星组合成４８个星

座，希腊天文学家用希腊文给星座命名，有的星座像某种动物，

就把动物作为星座的名字，有的则是出于某种信仰，用神话中人

物的名字来命名。我国自周代即开始划分星座，称为星宿，后来

归纳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为：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

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井、鬼、柳、星、张、翼、轸、奎、娄、

胃、昴、毕、觜、参、斗、牛、女、虚、危、室、壁。三垣都在北极星周

围，其中的恒星不少是上古的官名，如上宰、少尉等。二十八宿

是月亮和太阳所经过的天空部分，里面的恒星的名字，有很多是

根据宿名加上一个编号，如角宿一、心宿三等。在我国苏州博物

馆中有一个宋代天文学家制作的石刻星图，这是目前世界上最

古老的石刻星图之一。

由于世界上较早发达的国家集中在北半球，在公元２世纪

的时候北天星座的划分已经与今天一样了，而南天的星座基本

上是１７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到达南方各地才逐渐

制定出来的。截止目前，天空中的星座共划分为８８个，其中２９

个在赤道以北，４６个在赤道以南，跨在赤道南北的１３个。这是

１９２８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统一调查，重新划分归纳的。

在８８个星座中有１５个在南天极附近，住在北京一带的人

永远看不到；在上海则可以看到这１５个星座中的６个，因为上

海比北京纬度低一些；我国海南岛南端榆林港的纬度最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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