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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500年一遇日全食本月22日上演。
　　该书为您揭秘日食背后的故事，讲述天文观测400年的发展历程。
　　四百年前历史上第一具天望远镜问世。
这是天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是现代科学萌芽时期的第一个重大发明。
这具望远镜的聚光能力大于肉眼约一百倍，当时是眼睛“永远功能”的巨大延伸。
它在伽利略手中立即成为科研利器，很短时间里便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天文发现。
继后的历史发展见证了现代科技登上历史舞台的气势。
到今天，即将出台的望远镜的聚光能力将超过伽利略望远镜一百万倍；作为广义的“肯的延伸”，各
类天文望远镜感应的辐射范围已远远不限于肉眼所及的“可见光”，而是遍及全部磁波谱；一些射电
望远镜系统的“分辨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于能够在北京分辨出远在天津的两根并在一起的头发丝⋯
⋯本书的两位作者以他们一贯的缜密、平易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关于天文望远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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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学诗，女，1948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文专业。
北京天文馆副编审，现任《中国国家天文》杂志副主编。
曾任北京天文馆编辑室主任、《天文爱好者》杂志社社长，《天文爱好者》杂志常务副主编。
主持《天文爱好者》杂志期间，该杂志获第二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三等奖。
编著的科普图书已出版《飞向太空》、《神秘太空》、《宇宙博物馆》等十余种，其中与他人合作的
《20世纪科学大师和科学大事》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发表科普文章200余篇。
曾获中国天文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奖和北京天文会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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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古人怎样观天　　古代观天仪器——浑仪　　浑仪是古代天文学家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观天
仪器，是天文学家测定天体方位时必不可少的武器。
浑仪的发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我们中国有，外国也有。
不过中国的浑仪和古希腊的有所不同，我国的浑仪是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研制出来的仪器。
　　我国古代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魏国的天文学家、占星家石申的《石氏星经》里已经有
关于使用浑仪观测天体位置的数据，说明那时就已经有浑仪了。
在欧洲，首先系统地观测恒星方位的人是大约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提鲁斯和喜帕恰
斯（也译为伊巴谷），他们比石申大约晚了六十年，而所用的仪器，没有留下资料，现在已经是一无
所知了。
据托勒密（约90～168）在他的巨著《天文学大成》中的叙述，他们用的可能是以黄道坐标为主的浑仪
。
　　最原始的浑仪，现在已经没有详细的记载，考古天文学家估计它可能是由两个圆环——赤道环和
赤经环——组成。
赤道环是固定的，它的平面和地球赤道面平行，环面上刻有周天度数。
赤经环也叫四游环，能够绕着极轴旋转，赤经环上也刻有周天度数。
在赤经环上附有窥管，窥管可以绕着赤经环的中心旋转。
　　我国古代的浑仪经过几次大的改革以后日臻完善。
重要的改革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东汉中期的傅安和贾逵（30～101）给浑仪增加了黄道环。
利用沿赤道量度的大圆弧来表示恒星的位置是很方便的，因为所有恒星的周曰视运动（大家都很熟悉
，由于地球大约24小时自西向东自转一周，造成了太阳每天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又从西方落下的自
然现象。
因为这种现象是地球自转造成的人的视觉效果，所以天文学上把太阳的这种运动叫做周日视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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