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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黑太阳》

前言

今年7月22日上午，包括上海、重庆等诸多大中城市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可以看到一次本世纪中历时
最长的日全食。为迎接此次日全食的到来，本书对有关太阳和月亮的基本知识，日食发生的原理和规
律性，古代有关日食的传说和早期记载，观测日食的科学意义，日食观测的内容、方法、必要的准备
工作和注意事项，以及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性日食事件的观测成就等，做了较为系统
的介绍，并以附表形式列出中国主要城市和上海地区主要地标本次日食的详细情况及日全食摄影曝光
时间表，以供广大公众参考。鉴于作者学识水平所限和书写时间紧迫，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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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黑太阳》

内容概要

今年7月22日上午，包括上海、重庆等诸多大中城市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可以看到一次本世纪中历时
最长的日全食。为迎接此次日全食的到来，《超级黑太阳:迎接2009年长江日全食》对有关太阳和月亮
的基本知识，日食发生的原理和规律性，古代有关日食的传说和早期记载，观测日食的科学意义，日
食观测的内容、方法、必要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以及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性日食
事件的观测成就等，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以附表形式列出中国主要城市和上海地区主要地标本次
日食的详细情况及日全食摄影曝光时间表，以供广大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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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君亮，男，1942年3月生，浙江宁波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3～2003年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曾
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天文学会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37、38委员会组织委员、上
海市科协常委。现任上海市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宇宙灾变》、《十
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宇宙科学分册》、《原来如此——无限寥廓的宇宙》、《人类怎样认识宇
宙》等多本科普专著。
    林清 男，1969年5月生，福建福州人。博士，副研究员。现任上海天文台佘山站站长，上海市天文学
会秘书长，长期从事天文科普教育工作，曾主持建设上海天文博物馆“天之文”科普论坛。负责2009
年日全食及国际天文年上海地区的观测和科普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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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天空盛景——天文盛事二  “天狗”为伺食日——传说与探索  1.史话与传说  2.早期的记载  3.探索和
认识三  聊聊事件的主角——日、月  1.被食的对象——太阳  2.日食的黑手——月球四  掀开神秘面纱—
—日、月食原理  1.日、月食的成因及分类  2.日、月食发生的条件  3.日、月食的周期性和复杂性  4.日
、月食观测的科学意义五  大家一起看日食——怎样观测  1.日食全过程  2.看什么——观测内容  3.怎么
看——方法和注意事项  4.还可以听——火腿族的舞台  5.到哪里去——观测地点的选择  6.能看到吗——
天气预测六  拍下日倿留记亿——怎样摄影  1.准备知识——镜头、滤光片和胶卷  2.拍摄大场面——直
接摄影法  3.拍摄日面特写——直焦摄影法  4.动态记录——日食摄像七  追忆过去的日全食  1.太阳元素
的发现  2.爱因斯坦相对论效应的验证  3.奇异的南极日全食  4.近代中国对日全食的观测  5.新中国的日
全食观测  6.2008年，亲历新疆日全食八  附录资料  1.2009年日全食全国见食情况  2.2009年日全食上海主
要地标位置情况表  3.日全食摄影曝光时间表  4.日全食观测参考网站  5.2010年1月15日日环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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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月球上多数环形山的直径为几千米。环形山内壁陡峭，坡度很大，而外侧则相当平缓。环形山
底部一般都很平坦，但深度差别很大，从几十米到6千米左右。大环形山中央往往有突耸的尖锥状山
峰或山峰群，称为中央峰。中央峰高度一般比环形山低，也有的与周壁高度接近。初看上去，环形山
的形状有点像火山口，但研究表明月球在很早以前地质活动性就已经很弱了，几乎没有火山活动。月
球上众多的环形山其实是太空中的流星体物质撞击月面形成的，由于缺乏大气保护，太空中的任何一
点颗粒状物质都可能在月面上撞击出坑状结构。月球上也没有水和大气的侵蚀作用，任何形成的环形
山都可以长期存在。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月球上广泛分布的环形山结构。月球上还有许多山脉，最长
可达1000千米。月球山峰往往有数千米高，最高的可达9千米。环形山和山脉遍布月球表面的各个地方
。正因为如此，地球上所看到的月面形状并不是一个浑圆的圆面，它的边缘高低不平，犹如锯齿状，
正是这些长短不一、疏密不等的“锯齿”造成了日全食阶段美妙的贝利珠现象。月球内部与地球一样
也有壳、幔、核分层结构。最外层的月壳厚65千米左右。月壳下面到1000千米深度是月幔，它占了月
球大部分体积，其中上层是岩石层，下层是塑性的软流层。月球中心部分的月核很小，半径仅几百千
米左右，温度约1000摄氏度，很可能是熔融的，主要由铁组成。探测表明，月球背面的月壳平均比正
面的厚。正面月壳的厚度平均在60～65千米，而背面则在85千米以上，最厚的地方甚至达到150千米。
月核并不位于月球的几何中心，而是略微偏向地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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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级黑太阳:迎接2009年长江日全食》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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