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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家园。
地球上的大气、海洋、地壳以及内部结构都在不断地运动和演化着，不同物质的运动都有其特殊的动
力机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地球重力场、地球运动及其变化等各种地球内部因素影响，也受宇宙环
境中的外部因素影响。
目前，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已得到人类极大的关注。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宇宙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宇宙有起源、有发展、有变化。
所谓“科学的宇宙”，指的就是“观测的宇宙”，即现在能够观测到的天体现象总和，实质上就是总
星系。
对科学宇宙边界的确定与人类的认识水平有关，并取决于探索宇宙的手段和工具。
目前人类所认识的宇宙，充满物质和能量，我们把宇宙所有物质（包括可视与不可视的）统称为天体
，如星系、星团、星云、恒星、行星、卫星、彗星、流星体、射线、星系核、黑洞等；尽管不同的天
体在质量、大小、形态特征等方面差别很大，但宇宙中的天体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布局，而是相互联系
，并构成级别、大小、规模不同的天体系统，如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星系团、总星
系等。
从天体角度来说，地球只是宇宙中一个很普通的天体。
茫茫宇宙，地球是渺小的，但对人类而言，它又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天体。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是人类观测宇宙的基地。
若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是“地”，而不属于“天”；地学研究的对象是“地”，天文学研究的对象
是所有天体，而地球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的天体。
“地球概论”研究的是行星地球，所以“地球概论”可以看成是地学与天文学的交叉学科之一，也是
地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
“地球概论”为地学其他分支学科提供地球的整体知识，而天文基础知识为“地球概论”课程重点、
难点的探讨和深入学习提供基础。
本书由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余明教授主编，参与编写的还有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
院的刘洪利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的王宏志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
院的陈林副教授、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谢献春副教授、唐山师范学院资源管理系的沈方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张林海老师.本书共6章及工个附录，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第工章，余明
、刘洪利；第2章，王宏志、余明；第3章，余明、陈林；第4章，余明；第5章，余明、张林海；第6章
，沈方、余明；附录，张林海、余明、谢献春。
同时，为方便读者，本书还提供了教学光盘，内容包括课程大纲、课程PPT、课程试题库、课程实验
、课程参考答案、课程图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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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球概论”是高等师范院校地理专业一门先行的基础课，主要讲授地球的宇宙环境以及行星地球整
体性的基础知识。
具体包括两大内容：地球的天文学、地球的物理学。
    本书首先引入天体、天球和天球坐标的概念，从远到近地介绍与地球有关的天体系统(如银河系、太
阳系和地月系等)，其次简述获取天体信息的主要手段，再次讨论日月地、日地关系以及近地环境对地
球的影响，并重点叙述地球运动及其产生的地理意义，最后对地球整体性知识及地球的演化进行介绍
。
课程实验指导和常用的数据安排在附录中。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生态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同时也可供
广大热爱地球科学的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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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卫星  指绕行星运行、自身不会发可见光、以其表面反射恒星光而发亮的天体，如太阳系
内的卫星。
据资料，截至2009年发现的太阳系自然卫星数多达150颗以上。
（4）彗星  主要由冰物质组成，以圆锥曲线（包括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轨道绕恒星运行，当靠近
恒星时，因冰物质受热融化、蒸发或升华，并在恒星粒子流的作用下（如太阳风）拖出尾巴的天体。
至今人们也仅观察到太阳系内的彗星。
（5）流星体  是绕恒星运行的质量较小的天体，其轨道千差万别。
在太阳系中有些流星体是成群的，称为流星群。
当流星体或流星群进入地球大气层时，由于速度很高，进入地球大气层因摩擦生热而燃烧发光，形成
明亮的光迹，称为流星现象。
大流星体未燃尽而降落在地面，称为陨星。
有些陨星中含有许多种矿物元素，尤其近年来还发现在一些陨星中存在有机物。
（6）星云和星系  星云是指银河系空间气体和微粒组成的星际云，一般它们的体积和质量较大，但密
度较小；形状不一，亮暗不等。
在星云性质未被了解之前，把星云分为河内星云和河外星云两种。
据现代观测手段，人类已区分出河内星云的实质就是银河系内的一些星际物质；河外星云就是现在指
的“河外星系”，简称为“星系”,梅西叶天体（Messier object，简称为M天体）是特指的110个星系和
星云。
深空天体（deep sky object，DSO）指的是天空上除太阳系天体（如行星、彗星或小行星）或恒星天体
外，用肉眼难以见到，但用探测器可获悉的弱暗星系等天体（如M31、M104等）。
（7）星际物质  恒星之间的物质（除包括星际气体、星际尘埃和各种各样的星际云外，还包括星际磁
场和宇宙线），统称为“星际物质”。
在现代天体物理研究中，星际物质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8）人造天体  在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有的天体，包括现有人造卫星、宇航器（宇宙飞船）和
空间站等。
虽然有的人造天体已解体，失去设计时的功能，但每一块小碎片（宇宙垃圾）仍然是人造天体（有人
称之为“铱星”）。
据估计现运行在宇宙空间的人造天体已有上万个，为避免碰撞，目前一些国家已开始对它们进行监测
。
（9）可视天体和不可视天体（暗物质）  在宇宙中存在大量的物质和能量，人类把看得见的（在可见
光波段）称为“可视天体”，看不见的称为“不可视天体”或“暗物质和暗能量”。
据现代天文研究，宇宙中存在大量暗物质与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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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球概论》编辑推荐：可读性强。
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简明易懂。
系统性强。
全面介绍地球的宇宙环境，内容组织科学系统。
简明性强。
以基本理论与方法为主线，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实用性强。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兼顾教学与自学，配套电子光盘。
即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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