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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与恒星》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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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星是与行星相对而言的，指那些自身都会发光，并且位置相对固定的星体。太阳是恒星
，我们夜晚看到的星星大多数都是看上去不动的恒星。说是“看上去不动”，是说恒星实际上也是动
的，不但自转，而且都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在宇宙中飞奔，速度一般比宇宙飞船还要快，只是因为距离
我们太遥远了，人们不易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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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与恒星》

内容概要

《行星与恒星(畅销版)》内容简介：人类对奥妙无穷的宇宙的认识进程，首先足从地球开始的，然后
由地球伸展到太阳系，进而延伸到银河系，再扩展到河外星系和总星系，最后再回到地球上。正是这
些内容构成了宇宙，丰富了宇宙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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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形成的　　狮子座流星雨　　一年中可以看到哪些流星雨　第十章 小行星与彗星　　小行星的分
布及命名　　小行星会撞地球吗　　恐龙灭绝之谜　　彗星的结构　　彗星的轨道　　彗星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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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冬季星座　　春季星座　　夏季星座　第十二章 恒星的本性　　星光的分析　　恒星光谱的
花样　　恒星的温度　　巨星与白矮星　　恒星的大小　　变星　　恒星演化　　新星　　中子星　
　黑洞　第十三章 恒星的测量　　恒星的亮度与星等　　恒星的光谱　　恒星的体积有多大　　恒星
的质量和密度　　恒星的自行　　恒星光行差　　恒星周年视差位移　第十四章 恒星的一生　　恒星
的孕育　　青壮年星　　老年星　　恒星之死　　赫罗图的创立　　恒星的能源之谜　第十五章 双星
和聚星　　美丽的目视双星　　奇妙的食变双星　　分光双星　　亲密无间的密近双星　　聚星　　
星团　第十六章 变星与致密星　　脉动变星　　造父变星与“量天尺”　　新星不是刚诞生的星　　
宇宙中的“明灯”——超新星　　热而小的白矮星　　神奇的“小绿人”——脉冲星　　(中子星)　
　脉冲双星及引力波的验证　第十七章 恒星群　　星协：恒星间松散的兄弟关系　　融入无垠　　星
团的产生：束缚的纽带　　超级星团和球状星团　　星团的一生和死亡　　当恒星死亡触发恒星产生
的　　时候　　第十八章 绚丽的星云　　星云的形态与种类　　明亮的弥漫星云　　星云的光　　行
星状星云　　暗星云　　形形色色的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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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阳系的形成过程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太阳真是一颗毫不起眼的恒星，只是碰巧它是我们
的太阳，成为我们一切光明和能量的源泉，没有这些我们无以生存。太阳并不特殊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这提示了形成太阳所经历的任何过程，看来是普遍的，从而适用于大多数恒星。太阳诞生后不久
，一队行星扈从随之形成，这说明行星的形成可能是恒星形成的天然副产品，而且行星系可能是普遍
的。近来接二连三地发现了许多近旁恒星周围的行星，增强了这个观点的可信度。　　任何关于太阳
系形成的理论应能说明它的一般性质，那么这些性质是什么呢？看来太阳系已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化，
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它今天的一切特征反映了在遥远的过去它形成时占主导的条件。然而，若只考虑太
阳系最一般的特征，我们就能够确定反映其起源的基本性质。　　（1）我们的行星系包含3类行星。
小型、大密度、岩石壳层的天体，称为类地行星，因为它们与地球相仿，占据着太阳系的内部。巨行
星的密度低得多，也称为气态巨行星，位于较外缘。木星和土星是气态巨行星。最后，冰态巨行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是离太阳最远的。　　（2）所有行星都在同一方向环绕太阳运行，而且或多或少
都在同一平面上，这一平面也近似地是太阳的赤道平面。　　（3）行星在与公转相同的方向上自转
，但是它们的自转轴对于公转轨道面的倾角差别很大。　　（4）太阳包含太阳系99.9％的质量。但是
行星包含太阳系98％的角动量。　　（5）所有巨行星都有许多卫星，其中较大的在相应行星的赤道平
面上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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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与恒星》

精彩书评

1、正版的是這個恒星与行星(业余天文爱好者观测恒星行星彗星流星及88个星座的天文观星指南) ~ 伊
恩·里德帕思 (译者), 台湾猫头鹰出版社 (译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第2版 (2007年4月1日)ISBN:
750571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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