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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年龄

有多大？宇宙大家庭都有哪些成

员？……神秘的宇宙从古至今吸引着

人类的目光，人类一直在对它进行不

尽的探索。想了解宇宙的奥秘吗？让

我们一起遨游太空吧！

宇宙星空
第一章



宇宙大爆炸

研究宇宙的产生和演化的学说，

就是宇宙学说。关于宇宙、太阳、地

球等天体的形成，科学家们提出了许

多种学说。宇宙大爆炸学说，是现代

宇宙学中很有影响力的一种学说。宇

宙大爆炸学说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

宇宙，在其孕育的初期，集中于一个

体积很小、温度极高、密度极大的原

1.大爆炸发生

2.不足1秒之后，温度开始下降。物质以光
子、电子、中微子等为主要存在形式

3.14秒钟后，质
子和中子结合在
一起形成了氢核
和氦核

5.10亿年后，引力把
物质拉到一起形成
了星

6.150亿年后，今天
我们所见到的一直在
膨胀着的宇宙

4.30万年后，电子开始
绕核旋转以形成原子。
宇宙中充满了光

神秘宇宙
宇宙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构成的统一体，是一

切空间和时间的总和。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一个时空连

续系统，包括其间的所有物质、能量和时间。

 SHENMI Y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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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火球中。在150亿至200亿年前，原

始火球发生大爆炸，从此开始了我们

所在的宇宙的历史。在宇宙的早期，

温度极高，在100亿摄氏度以上。物

质密度也相当大，整个宇宙体系达到

平衡。宇宙间只有中子、质子、电子、

光子和中微子等一些基本粒子形态

的物质。但是因为整个体系在不断膨

胀，结果温度很快下降。当温度下降

到10亿摄氏度时，中子开始失去自由

存在的条件，它要么发生衰变，要么

与质子结合成重氢、氦等元素；化学

元素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温

度进一步下降到100万摄氏度后，早

期形成化学元素的过程结束。宇宙

间的物质主要是质子、电子、光子和

一些比较轻的原子核。当温度下降到

几千摄氏度时，辐射减退，宇宙间主

要是气态物质，气体逐渐凝聚成气体

云，再进一步形成各种各样的恒星系

统，恒星系统又经过漫长的演化，成

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这种学说有

什么根据呢？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从

原始大爆炸到现在，还在不停地扩

散，这与天文学观察到的宇宙膨胀相

一致。其还预言，宇宙大爆炸后，宇

宙中还留有一点余热。但是，这种学

说只是说明150亿至200亿年前我们

所在的宇宙产生的过程。在此之前，

我们所在的宇宙是怎样的，我们这个

“宇宙”之外的“宇宙”又是怎样的，

它并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人们正在

努力寻求更加完善的宇宙理论。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晴朗的夜晚，满天星斗闪烁着光

芒，像无数颗钻石密密麻麻地镶嵌在

深蓝色的天幕上。

站在地球上的人们，至多能见到

头顶上的半个天空，所以我们通常所

见的星星不过3500颗左右。

但是，肉眼可见的星星数，并

不是天上实际的星星数。宇宙中的

实际星星数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只要用望远镜看一下星空就可明

白。用望远镜看到的星星数目比肉

眼所看见的星星的数目成倍地增加，

而且所用的望远镜倍数越大，能见

到的星星就越多。例如，若用美国

帕洛玛山上的直径达5米的海尔反射

式望远镜，可以看到将近20亿颗星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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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系

星系，简单地理解，就是由几亿

至上万亿颗恒星和星际物质所组成

的一个集合体。我们熟悉的银河系就

是其中一个普通的星系。经过观测研

究，天文学家们认为，在人类可以看

见的可观测宇宙中，星系的数目超过

了500亿。多数星系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它们会组织成更大的群或团。不

同的星系大小差异很大。

关于星系的产生，说法不一，比

较为人们所接受的有两种：一种学说

认为，星系是在数亿年前的一次宇

宙大爆炸中形成的；另一种学说则

认为，星系是由宇宙中的微尘所形

成的。根据星系的形状将其分类，通

常包括旋涡星系、椭圆星系、棒旋星

系、不规则星系和透镜星系等。

旋涡星系是目前观测到的数量

最多、外形最美丽的一种星系，它的

外形看起来和它的名字一样，就像水

中的旋涡一样，一般是从核心部分螺

旋式地伸展出几条旋臂，形成旋涡形

态和结构。银河系、仙女座星系等，都

是具有代表性的旋涡星系。旋臂的形

状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从中可以看出

星系的年龄。旋臂越是明显松散，星

系的年龄就越小。

椭圆星系属于河外星系的一种，

通常看起来是黄色或红色的，外形和

它的名字一样，大都是椭圆形的，一

般中心部分最亮，边缘渐暗。一般分为

“盒状”和“盘状”两种物理类型。椭

圆星系的特点：多不规则运动；年老的

恒星数量多，年轻的恒星很少；疏散

星团的数量少，球状星团多。

旋涡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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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旋星系的主体像一条长长的

棍棒，棒的两端有向不同方向伸展的

旋臂。这类星系有的很像旋涡星系，

有的则和不规则星系相仿。棒旋星系

有许多基本问题尚待解决，如棒状结

构是怎样形成的，它在星系演化过程

中起什么作用等。

不规则星系，就是呈现出不规

则形状的星系，它们既没有旋涡的结

构，也没有椭圆的形态。另外，很多星

系是由两种或几种形状混合在一起

的，如有的星系外围是旋涡状，中心

是棒状，这样的星系都归类为不规则

星系。多数不规则星系可能曾经是旋

涡星系或椭圆星系，但因为重力的作

用而变形。

银河系

晴朗的夏夜，繁星闪烁，银河像

一条明亮的丝带，在天空中从东北向

南舒展开来。银河系中密集的群星发

出耀眼的光芒，使银河呈现出无比壮

丽的景象。我们看到的银河是银河系

中的一部分，而银河系是宇宙众多星

系中的一个。

银河系是太阳系所在的天体系

统，包括1000亿颗以上的恒星和大量

的星团、星云，还有各种类型的星际

气体和星际尘埃。银河系比太阳系大

得多，它里面的恒星数目多达千亿颗，

椭圆星系

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

太阳系也在其中，太阳只是银河系中

一颗微不足道的恒星。银河系是一个

中间厚、边缘薄的扁平盘状体，银盘

的直径约8万光年，中央厚约1.2万光

年。太阳系居于银河系边缘，距银河

系中心约3万光年。

根据已知的长寿命放射性核的

衰变时间，我们可以推测出银河系

的年龄。银河系中的第一代恒星具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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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的质量，超过太阳质量的100

倍。在这样的恒星内部，核聚变反应

极其快速，甚至只能持续几百万年，

因此，这些最早形成的恒星已经死

亡、消失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们的年

龄显然与银河系无法相比。科学家经

过繁杂的计算和严密的观测，估计银

河系的年龄为136亿岁，差不多与宇宙

一样老。

银河系在天空中的投影像一条

流淌在天上闪闪发光的河流，所以古

称其为银河或天河。我们一年四季都

可以看到银河，只不过夏秋之交才可

以看到银河最明亮壮观的部分。银河

在天空中明暗不一，宽窄不等。最窄

只有4°～5°，最宽约30°。

银河系的总体结构：银河系物质

的主要部分组成一个薄薄的圆盘，叫

作银盘，银盘中心隆起的近似于球形

的部分叫核球。在核球区域恒星高度

密集，其中心有一个很小的致密区，

称银核。银盘外面是一个范围更大、

近于球状分布的系统，其中的物质密

度比银盘中的低得多，叫作银晕。银

晕外面还有银冕，它的物质分布大致

也呈球形。最新研究发现，银河系可

1 2

毕星团

毕星团是疏散星团之一，位于金牛座，因其几颗亮星构成二十八宿中

的毕宿，故称为毕星团。成员星数在 300 个以上，总质量约为300个太阳质量，

几乎为球形，视直径约15°，线直径约10秒差距。年龄约4亿岁，比昴星团

年老一些。毕星团的中心同太阳的距离为44秒差距，约130光年，是离我们

最近的成员星较多的星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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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有两条主要旋臂，即英仙座旋臂

和盾牌座-半人马座旋臂，它们都与银

河系核球中心的恒星棒连接着。同时

发现，真实的银河系比之前预想的要

大50%。

星 团

小朋友们是不是更喜欢和很多

小伙伴一起玩呢？其实，宇宙中的恒

星也一样，它们不喜欢一个一个单独

地“生活”，往往采用集结成群的方

式分布。我们把恒星数在十个以上而

且在物理性质上相互联系的星群叫作

“星团”。

星团的命名大都是采用相应的

星表中的号码。个别的亮星团则有

自己的专门名称，如昴星团、毕星团

等。

星团按形态和成员星的数量可

以分为两类：疏散星团和球状星团。

疏散星团由十几颗到几千颗恒

1  北半球夏夜的银河系  

2  银河系侧视图 

3  星  团

4  星系附近的疏散星团

3 4

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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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有两条主要旋臂，即英仙座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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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组成，一般形状不规则，成员星分

布得较为松散，主要分布在银道面，

因此也叫作银河星团，主要由蓝巨星

形，分布上遵循中心密集的规律。球

状星团中没有年轻恒星，成员恒星的

年龄一般都在100亿年以上，甚至有

较多死亡的恒星。目前人们在银河系

中已发现的球状星团有150多个。球

状星团并不向银道面集中，而是向银

河系中心集中。它们离开银河系中心

的距离大多数在6万光年以内，只有

很少数分布在更远的地方。球状星团

的光度大，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到，

而且其被浓密的星际尘埃云遮掩的

可能性不大。球状星团为我们研究银

河系早期的恒星形成和演化过程提

供了重要的线索，也为我们展示了银

河系中的物质分布情况。

有些银河星团内的成员星运行

速度和方向很相近，看起来很像是从

一个辐射点分散开来或者是向一个

汇聚点会集，人们把这种可定出辐射

点或汇聚点的星团称为移动星团。已

知的移动星团有毕星团、昴星团、大

熊星团、鬼星团、英仙星团、天蝎－半

人马星团和后发星团等7个星团。

星 云

很早以前，人们通过天文望远镜

发现了一些像雾一样，但是却会发光

的天体。由于最初的望远镜分辨率不

星团中蓝色的行星往往比较年轻，质量很大

组成，例如昴星团。

有些疏散星团很年轻，与星云在

一起，甚至有的还在形成恒星。银河

系的旋臂区域是非常活跃的恒星形成

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银河系中发现

的疏散星团有1000多个，它们多集中

在银道面的两旁。少数的疏散星团用

肉眼就可以看见，更远的疏散星团无

疑是存在的，它们或者处于密集的银

河背景中不能被辨认，或者受到星际

尘埃云遮挡无法被发现。据推测，银

河系中疏散星团的总数有1万到10万

个。

球状星团是银河系中最为古老

的天体之一，通常由几万颗到几千万

颗恒星组成，一般整体呈球形或扁球

8

密的星际尘埃云遮掩的

球状星团为我们研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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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以河外星系和一些星团看起

来呈云雾状，于是人们就把它们称

为星云。后来随着天文望远镜的发

展，人们的观测水准不断提高，就

把原来的星云划分为星团、星系和

星云三种类型。

星云的命名常根据它们的位

置或形状，例如：猎户座大星云、

天琴座大星云。星云可以分为河外

星云和河内星云，虽说都叫星云，

但是本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河外星

云指的是银河系外面的星云，更准

确地说应该叫河外星系。虽然看上

去它们只是一个个小小的斑点，但

实际上它们却和银河系一样，是由

几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颗恒星组

成的巨大的恒星系统，但是因为它

们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我们觉得

它们只有状似斑点的大小。其实真

正意义上的星云应该是银河系范

围内的星云，它们由极其稀薄的气

体和尘埃组成，可以分成弥漫星

云、行星状星云以及尚在不断向

四周扩散的超新星剩余物质云，也

被称为超新星遗迹。

星云和恒星有着“血缘”关

系。恒星抛出的气体将成为星云的

一部分，星云物质在引力作用下压

缩成为恒星。在一定条件下，星云

1   星云里的物质的密度是很低的，可是

体积却十分庞大，常常方圆达几十光

年。所以，一般星云较太阳要重得

多。星云的形状是多姿多态的

2  蝴蝶状星云 

3  火焰状星云

1

2

3

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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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河外星

云指的是银河系外面的星云，更准

第一章　宇宙星空
DI-YI ZHANG YUZHOU XINGKONG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