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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积累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天文学最新进展编写而成。
《天文学新概论(第4版)》是第四版，前三版已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天文学新概论(第4版)》可以使读者比较系统地获得关于天体和宇宙的各种知识，科学地认识神秘而
和谐的宇宙，了解人类生存的宇宙环境及人类探索宇宙的科学方法、艰辛历程和未来前景，达到开阔
视野、启迪人生、提高科学素养和综合知识水平的目的。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天文选修课的教材，也可供有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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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新星 有时在天空中原来没有星的地方，突然出现一颗很亮的星，在1～2天中亮度
迅速增加，达到极大后又逐渐减弱，在几年或几十年后慢慢消失。
这就是“新星”。
新星通常最先被业余天文爱好者发现，消息很快传播，非常引人注目，也往往被人误解为是“新”诞
生的星。
其实恰好相反，它是已演化到老年阶段的恒星，在未发亮之前比较暗，不引起人们注意或者肉眼根本
看不见。
某天突然变得有1等星那么亮。
当然，也有很多新星最亮时也需用较大的望远镜才能看见，那就不是业余爱好者所能发现的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很多宝贵的发现新星的记录。
据考证，17世纪以前，在中国境内看到的新星有68次，如果把出现在日本和朝鲜的也统计在内，共90
多次。
最早的一次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刻在甲骨片上的新星记录，见图5.6.16。
按竖行从左到右的两行刻有“七日己巳夕口有新大星并火”。
火是天蝎座a（中文名心宿二）在商代时的名称，也叫大火星。
西方最早的新星记录是公元前134年的“喜帕恰斯新星”，而中国文献对这颗新星记载得比西方更详细
，那就是《汉书·天文志》所载：“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
”客星是汉代对新星的称谓，房是房宿，也在天蝎座。
 现代发现的银河系新星有270多颗，邻近的河外星系中也时有发现，估计每个星系每年出现10～40颗
。
20世纪以来，最亮的新星是1918年出现的天鹰座新星，最亮时达～1.1星等，超过织女星的亮度；1901
年英仙座新星，1925年绘架座新星，1934年武仙座新星，1942年船尾座新星最亮时都达到l等左右。
1975年8月29日出现的天鹅座新星最亮时（8月31日）达1.9星等，接近天津四的亮度，为国内外许多业
余爱好者独立发现，到9月4日，降至5等，9月15日降至6.5等以下。
据专业测量，天鹅座新星的亮度增幅超过l8个星等，这是前所未有的（光盘图5.6.17。
1975年天鹅座新星爆发前后）。
 现代普遍认为，新星爆发出自由一颗白矮星和一颗巨星组成的密近双星。
白矮星的核燃料已经耗尽，但引力场很强，在强大的引潮力的作用下，巨星外层的氢核被拉向白矮星
，在下落过程中，动能转化为热能，使白矮星表面温度升高，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能引发氢核的聚变反
应，突然爆发，大量物质被抛射出去，形成一个膨胀着的气壳，亮度急遽增加，这就是观测到的新星
。
以后气壳逐渐消散，又恢复了原来面目。
图5.6.18是新星爆发机制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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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文学新概论(第4版)》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天文选修课的教材，也可供有兴趣的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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