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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天体物理》

内容概要

实测天体物理》编著者谭徽松、李银柱、金振宇。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天文台址上要放置望远镜（折射，反射，折反射等），收集天体的光经过分析器（
成像，流量，分光，偏振等），到达探测器（人眼，照相底片，光电倍增管，CCD,微通道板等），测
量出天文学家感兴趣的量（光度，光谱，偏振等），分析和/或计算出天体的物理量（天体的类别，距
离，大小，质量，辐射分光强度和总强度，温度，化学元素及含量，磁场等）。这是书的主线。重点
是仪器和观测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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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实测天体物理光学和红外波段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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