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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

前言

自然界充满着奥秘，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世界之中。仰观日月星空，我们思考着它们运行的原理，
幻想着比天空更深远之处的场景，所以人们构筑了天堂与神仙的世界寄托自己的美好想象；俯察大地
生灵，花开花谢、雁过鱼沉，我们渴望了解它们的世界，因而有了庄周梦蝶的翩然、黄雀衔环的情义
；山川秀美，让人不禁感叹自身的渺小，心生游历山河的壮志；天气晴阴变幻，让人不禁探求其中的
规律，预测天气发展；四季更迭有常，仿佛是为人们定下了时间的刻度，让人感叹时间流逝不息。在
这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的自然之中，人类走过了千年的岁月，在接受着自然的风雨栉沐的同时渐渐了
解自然，丰富着自身的知识。    在经历了上千年智慧与经验的积累后，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时代，完成
了从古代的仅仅描述现象，积累经验的表面认识到近代探究根本的求知方式的转变。从现象中人们获
得了理论，从理论出发，人们找到了解释自然的全新方法。我们不再认为地球只是方形的大陆上面扣
着天空；不再认为雷公电母掌握着雷雨；动物也不会化成神仙⋯⋯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现代文明飞
速发展着。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能够熟练
地利用自然为自身造福，利用已有的知识探求未知的世界。现如今我们可以快捷地到达世界的任何一
个角落’，能够随心所欲的遨游在资讯的海洋中，了解我们并未亲身体验的事物，还能够深入地心窥
探大地的内在，或是飞往遥远太空，近距离接触灿烂的星星，访问与我们为邻的星球。我们正生活在
古人想都不敢想的时代中。    这样的时代带给我们一种人类是大自然统领的错觉，会让人觉得没有什
么是人类不能实现的，没有什么是人类不能征服的。其时我们发现自己所不知道，所不能解释的事物
也在增加，造成了另一种负面的不可知论的思想的流行。过于迷信科技使人盲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中，人们以文明的进步为由，对自然进行了大肆的征战与疯狂的掠夺。这疯狂行为的后果正逐渐显现
，人们也逐渐反思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思考着如何让人、科技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的确获得了很多
东西，同时也失去了很多。我们虽然能够享受舒适的住宅，却失去了广袤的森林；我们虽然能够方便
地用水，却失去了遍布的溪流：我们虽然可以穿山越岭，却失去了山中多样的动物。我们将古人所推
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抛到脑后，在企图征服自然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之后，猛然发现人与自然不应
该是对立的关系。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改变自然，却不能游离于自然法则之外
。我们不仅要注重人类的精神与科技的力量，还要了解自然本身的规则。    人们不断地收获新知，但
新知是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那些被人们证明了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修养。如
何将这些知识教授给孩子们呢？生活在都市的孩子被知识包围，获得知识的途径相对广泛，但是在广
大的农村地区，孩子们与自然接触的宽泛，很容易产生对于自然的兴趣与好奇；对于那些显得有些遥
远的最新的科学成果也容易心生疑惑。这些问题的答案却有可能很难找到。鉴于此，我们将《有趣的
自然科学知识》丛书呈现给大家，作为为孩子们答疑解惑的工具。本套丛书共12分册，涉及宇宙、地
理、生物、物理、工程等多方面的知识，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册介绍。在内容的选取上，我们主要针对
农村与农村生活的特点，选择了上百个与劳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随处可见的自然现象，深入浅
出地对其进行科学的介绍与阐释，并辅以精美插图，力求既易懂又有趣地讲述知识。    这12册书可以
划分为五个主题：植物、物理、地球与环境科学、人体、动物。虽然这些门类互有交叉，但是主题间
的差异也是较为明显，有助于孩子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些主题基本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到
的各类事物，这些方面的知识对于儿童了解自身，了解自然并且树立科学的自然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路边的小草，房后的大树，田里的庄稼⋯⋯我们和植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植物有没有性别》
一册带大家进入植物的世界，不仅介绍了植物的基本特性及有趣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分别介绍了多种
有着特殊的功能或习性的神奇植物，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植物王国。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
常应用着物理知识却不自知。《手电筒为什么会发光》带给大家基本的电学物理知识，揭开电的神秘
面纱；《雪为什么是白色的》将常见的自然现象，如声音、雨雪风等，从物理学角度的分析成因以及
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浅出地解释；《破冰船为什么能破冰》关注于实际应用在交通的物理学，介绍了
现在流行的交通工具的知识，以及对未来交通的展望。    我们的地球是个什么样的呢？《白天为什么
看不见星星》展示了广袤宇宙的诸多奥妙、地球本身的结构，以及千姿百态的地球风景的成因；《室
内养花好不好》则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从身边随处可见的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及成
因，从环境日的含义到环境保护的方法，将我们生存环境的现状以及人类的影响作了全面详细的解读
，对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有极大帮助。    我们离不开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到底了解多
少呢？《眼泪为什么是咸的》一册向大家介绍关于人体的种种小知识，同时介绍了有益或有害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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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

生活习惯，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如何爱护自己的身体，过健康的生活。    除了植物，我们
每天也都要和各种各样的动物见面。看着它们，我们或许不禁会问，这些动物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
子呢？读过以动物为主题的分册，你大概就能消除大部分的疑惑了。《马为什么站着睡觉》选取了农
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牲畜、家禽以及常见的动物，解释了它们特有的习性；《大雁为什么排着队飞行
》选取了较为普遍的一些动物，对它们的习性和行为进行讲解；《马蜂怎么筑巢》重点解说了动物不
可思议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意义；《蝙蝠是兽还是鸟》则选取不太常见，甚至有传奇色彩的动物进
行解说，同时将动物的一些基本特点加以介绍；《动物眼睛趣话》不仅对动物千差万别的眼睛给予解
析，还讲述了一些动物的特别之处。这几册书中都体现了动物的重要性，动物与人是平等的，传达了
爱护动物，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思想。    每个人面对广袤的世界时，想必都会生出无限的疑惑。尤其是
孩子们，总是有着那种想要穷究万物为何如此的渴望。在不断发问的同时，他们将渐渐丰富自己的知
识。或许并不是多深奥的道理，但无数简单道理的积累，为他们今后能够探求自然中更加深奥的本质
奠定基石。儿童好奇心与观察力是他们培养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前提。这套书不仅能够丰
富孩子们的知识，还能在满足他们现有的求知欲的基础上激发更深的思考，启发他们对自然与科学的
兴趣，使他们能成长为善于思考，善于探究的栋梁之才。    本套丛书整体简洁易懂，图文并茂，是带
给孩子知识的课外兴趣读物，也适合做大人们闲暇时愉悦身心的好读本。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读
者带来快乐，让读者能够在愉快中阅读，在阅读中收获知识。    作为普及读物，本书涉及的知识面很
广，因此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体谅，并欢迎指正书中的错误，提出意见或建议，让我们
能够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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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

内容概要

《有趣的自然科学知识》丛书共12分册，涉及宇宙、地理、生物、物
理、工程等多方面的知识，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册介绍。在内容的选取上，
编者们主要针对农村与农村生活的特点，选择了上百个与劳动和生活息息
相关的、日常随处可见的自然现象，深入浅出地对其进行科学的介绍与阐
释，并辅以精美插图，力求既易懂又有趣地讲述知识。
    《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为该丛书中的一本，由王莹翎编著。
    《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展示了广袤宇宙的诸多奥妙、地球本身的
结构，以及千姿百态的地球风景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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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

书籍目录

1  为什么说地球是一颗普通的行星2  恒星为什么“眨眼睛”3  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4  为什么土星有
美丽的光环5  月球形成的奥秘6  神奇的流星雨7  彗星是怎么形成的8  彗星会带来灾难吗9  为什么地球钻
进彗尾后并没有灾难发生10  为什么在太阳系中只有地球上有生物圈11  为什么地球又叫“蓝色的星球
”12  地球有多大年纪13  为什么地球能悬在空中14  为什么地球在转，而我们却感觉不到15  地球自转速
度为什么会时快时慢16  地球公转速度为什么会时快时慢17  为什么地球的自转速度变慢了18  为什么人
站在地球上掉不下来19  为什么地球表面不像月球那样奇冷奇热20  “日月平升”是怎么回事21  日食是
怎么形成的22  地球自转轴总能对着北极星吗23  地球天空与其他星空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24  地球的物
质组成结构为什么是同心圈状25  为什么说地核是个铁心26  地心温度有多高27  地球磁场会改变吗28  为
什么说地球里面不是厚厚的土29  地球的皱纹是怎么形成的30  地壳为什么会运动呢31  为什么说地壳每
时每刻都在运动32  地球物理卫星测出大陆漂移遮度是多少33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34  真的有地震云吗35  
为什么会形成极光36  为什么火山会爆发37  为什么有的火山会喷冰38  空心山的奥秘39  为什么环太平洋
沿岸带火火山和地震特别多40  沧海桑田变换的奥秘41  地下为什么会有石油42  化石是怎样形成的43  海
水为什么是咸的44  海水为什么有颜色45  潮汐的形成46  海啸是怎么产生的47  百慕大是怎样形成的48  
河流是怎样形成的49  黄河缘何变黄50  为什么会有温泉51  为什么会有美丽的岩洞，它们是怎么形成
的52  瀑布是怎样形成的53  冰山形成的奥秘54  沙漠是怎样形成的55  如何利用风能发电56  为什么要发
展海洋温差发电57  为什么巨大的潮汐能不可忽视58  为什么说我国的气候特征是复杂多样的59  为什么
说秦岭是中国气候的分界线60  为什么冬天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温度相差大，夏天相差小61  为什么说中
国岭南春来早62  我国东部地区为什么冬季多刮偏北风，夏季多刮偏南风63  “梅雨”是怎样形成的64  
为什么我国某些区域出现“梅雨”天气65  为什么“巴川夜雨”多66  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
家67  为什么说喜马拉雅山脉是从海洋里升起来的68  我国为什么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69  为什么说我国
是地震记录最早、损失最大的一个国家70  为什么称我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71  为什么说我国是
世界上盐湖最多的国家72  为什么桂林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石灰岩地形73  为什么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
最大的高原74  青藏高原为什么有“世界屋脊”的称号75  为什么青藏高原崛起会影响气候环境76  为什
么把世界最高峰叫珠穆朗玛77  为什么长白山是我国产人参最多的地方78  为什么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最大而台湾省最小79  为什么东北平原为我国最大的平原80  为什么说内蒙古草原是我国最大的草
原82  为什么内蒙高原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群83  为什么说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84  为什么说鄱阳湖
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85  为什么说吐鲁番是我国夏季最热的地方86  为什么说漠河是我国冬季最冷的地
方87  为什么说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的群岛88  为什么说台湾海峡是我国最长的海峡89  为什么说黄果树
瀑布是我国最大的瀑布90  为什么把台湾岛称为我国最大的岛屿91  为什么说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
三角洲92  为什么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93  为什么说河西走廊是我国最长的“走廊”94  
为什么说西双版纳是我国最大的热带森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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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

章节摘录

2  恒星为什么“眨眼睛”    长时间观察星星的人也许会有一个疑问，许多星星一明一暗的，仿佛在调
皮地眨着眼睛，可是像“启明星”的亮度却毫无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地球周围有一层厚厚的
大气层，而且大气层的疏密程度并不相同，离地面越近空气越稠密，而高空的空气则是稀薄的。并且
大气通常处于流动状态，热空气不断上升，冷空气持续下降，以至相同地区的大气疏密程度也在变化
之中。当恒星发射的光线穿过地球大气时，光线就会在这些不同密度的大气层中被不断地折射着，因
而到达我们眼中的光线也就闪烁不定了。金星之所以不眨眼睛是因为它离地球很近。用望远镜观察会
发现恒星一般都是点光源，而在太阳系中像金星这样离地球较近的行星则是一个面光源。面光源经过
大气就会有许多折射点，同一时刻，各折射点虽然明暗不同，但整体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就
一直保持着同一亮度。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差异，初步断定天上的星星哪颗是恒星，哪颗是
行星了。    3  白天为什么看不见星星    星星实际上是天体。这些天体中我们看得见的，除了少数几颗
是行星外，绝大多数都是恒星。它们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都亮着。之所以白天看不到星星是因为白天
太阳中的一部分光线被地球大气所散射，把天空照得十分明亮，我们就看不出星星来了。如果没有大
气，天空是黑洞洞的，即使阳光十分强烈，我们在白天也能见到星星。    不过因为月亮是反射太阳光
的，亮度较强，所以白天可能出现日月同辉的现象。    4  为什么土星有美丽的光环    自从土星光环被
伽利略发现之后，人们观察、研究土星光环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旅行者”1号宇宙探测器发
回的土星光环的照片让人们大吃一惊，它远比人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要复杂得多。人们用望远镜看到
的那几条大光环，原来是由数以百计的小光环组成的，小光环里还有更小的光环。就连在卡西尼环缝
里，竟然也发现了20多条地球上看不到的光环。光环的形状还有螺旋形的、轮辐状的。环的大小相差
极为悬殊，最小的连环与环之间的界线都分不清。人们还发现土星的光环是由细小的冰粒或带冰壳的
岩石颗粒组成的，它们都围绕着土星旋转。土星光环环环相套，有成千上万个，看上去更像一张硕大
无比的唱片上那一圈圈的螺旋纹路。所有的环都由大小不等的碎块颗粒组成，大小相差悬殊，大的可
达几十米，小的不过几厘米或者更微小。它们外缘均包了一层坚硬的冰壳，由于太阳光的照射，形成
了厚薄不一、美丽而明亮的光环。土星光环延伸到土星以外辽阔的空间。如果拿一个地球在上面滚动
，其情形如同皮球在人行道上滚动一样。    5  月球形成的奥秘    月球是地球惟一的卫星，是离我们最
近的星球，是人们用肉眼就能见到的近邻。自古以来，人类不断探索月球上的秘密。月亮到底是怎么
形成的呢?这一直是人们追寻解释的难点。最早的一种解说为“分裂说”。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儿子
乔治·达尔文就在《太阳系中的潮汐和类似效应》一文中指出：月球本来是地球的一部分，后来由于
地球转速太快，把地球上的一部分物质甩了出去，这些物质脱离地球后形成了月球，而遗留在地球上
的大坑，就是现在的太平洋。这一观点很快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地球的自转速度是
无法将那样大一块东西甩出去的。    “俘获说”——这种假说认为，月球原来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颗
小行星。有一次，因其运行到地球附近，被地球的引力所俘获，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地球。还有一种
接近俘获说的观点认为，地球不断把进入自己轨道的物质吸积到一起，久而久之，吸积的东西越来越
多，最终形成了月球。    “同源说”——这一假说认为，地球和月球原来都是太阳系中浮动的星云，
经过旋转和吸积，同时形成星体。在吸积过程中，地球比月球吸积得要快些，因此地球要大些，成为
“哥哥”。这一假说也受到了客观存在的挑战。通过对“阿波罗”号飞船带回的岩样进行化验，人们
发现月球要比地球古老得多。有人认为，月球年龄至少应在70亿年左右。    “大碰撞说”——这是近
年来关于月球成因的新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太阳系演化早期，在星际空间曾形成大量的星子，星子
通过互相碰撞、吸积而长大。星子合并形成一个原始地球，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相当于地球质量0．14倍
的天体。这两个天体在各自演化过程中，分别形成了以铁为主的金属核和用硅酸盐构成的幔与壳。一
次偶然的机会，小的天体以每秒5千米左右的速度撞向地球。那个小的天体被撞击破裂，硅酸盐壳和
幔受热蒸发，膨胀的气体以极大的速度携带大量粉碎了的尘埃飞离地球。飞离地球的气体和尘埃通过
相互吸积而结合起来，形成全部熔融的月球，或者是先形成几个分离的小月球，再逐渐吸积形成一个
熔融的大月球。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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