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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恒星能源、结构和演化，射电脉冲星、密近双星质量转移、致密X射线以及地外文明的知
识。
全书基本上撇开了数学公式，运用了许多生动比喻，叙述了许多著者亲身经历的故事，是一本颇有特
色的科普佳作。
    本书讲到：太阳的能源/恒星就像天上的核电站/脉冲星并不脉动/恒星偷窃恒星的物质/一颗白矮星的
诞生/乌呼鲁的故事/武术仙座中的X射线星/恒星的结局 /旋臂是什么/恒星是如何形成的/银河系中有100
万个载有生命的行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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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道夫·基彭哈恩，德国天体物理学家，1965-1974年任哥延根大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教授，后任马
克斯·普朗克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他的著作还有《等离子体物理基础》、《来自宇宙边缘的光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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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力和气体压强　　如果忽略快速进行的中间过程，则恒星应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作用在内部各层上的恒星物质的重力和气体压力互相平衡。
假如没有气体压强，所有的恒星物质都会向恒星中心塌缩。
但如果没有重力，气体压强就可以把全部物质抛散到空间中去。
因此在恒星内部必须可以进行自动调节，使得在每一处的这两种效应都互相抵消。
这个平衡条件有助于我们计算出恒星内部各处的气体压强。
我们已经看到，爱丁顿利用这个条件估算出了太阳中心处的压强，并由此而得出该处的温度为4000万
度。
为了能够成功地进行计算，人们还必须对组成恒星的气体有所了解。
　　组成恒星的物质并不是什么奇特而神秘的物质，它们就是我们在地球上早已熟知的物质。
对于作为恒星主要组成成分的氢和氦以及其他元素的性质，长期以来人们在实验室里早就进行过研究
。
虽然在地球上物质的密度不可能像恒星内部那样大，温度也不可能有恒星的温度那么高，但我们掌握
的知识已经完全能够使我们估算出恒星内部的物质性质。
有一个特别幸运的环境可帮助我们了解恒星内部的物质性质。
我们生活在气体密度很小的地球上。
如果将大气中的空气或其他的气体进行压缩，使其密度达到水的密度或者更高，则它们的压强的变化
方式会更加复杂。
气体可以变成液体或者固体，但变化以后它们的所有性质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没有人能确切地
知道地球中心处的物质性质。
人们对地球内部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原子被强烈压缩而彼此靠得很近时，它们
的原予壳层会互相干扰，不同原子的壳层相互间怎样作用的细节至今还不能计算出来。
　　但恒星内部的情况恰好相反，那里的温度很高。
虽然恒星内部物质的密度很高，但同时温度又很高，因而使得原子早就失去了它们的电子壳层。
电子已不再被束缚在原子核上，即原子核和电子都可以自由地飞行。
这时一个粒子占据的空间比南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氢原子占据的空间要小得多。
正因如此，虽然灼热的恒星内部密度高达每立方厘米内包括100克或更多的物质，但它们仍然是稀薄气
体，因此我们对太阳中心要比对地球中心了解得更清楚。
即使恒星内部的密度再增大，但由于温度很高，我们仍可以很好地了解它们的气体性质。
只有当恒星物质冷却下来，并使原子开始按照品格进行排列时，物质的性质才会变得复杂起来。
但这只是对很少数的恒星才显得重要，主要是温度很低的白矮星。
　　能量的产生和能量的转移　　恒星的中心区域温度很高，在那里核反应不断发生，因而产生核能
。
阿特金森和赫特曼斯、贝特以及冯·魏茨泽克在20世纪20～30年代曾指出恒星内部原子核是如何互相
发生作用的，在此期间其他的物理学家也纷纷计算出每1克恒星物质在一定的密度和温度下能释放出
多少能量。
　　能量是在灼热的恒星中心区域内产生的，然而它又必须以辐射方式为主穿过恒星的外壳向外逃逸
。
恒星物质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它们对光辐射以及热辐射的透过率。
尤其在恒星的最外层，那里的原子不能把电子壳层完全去除掉，于是由内部辐射来的光量子将被剩余
的原子壳层所吸收，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又被释放出来。
这样由内向外移动的光量子是由一个原子跳到另一个原子，经过被吸收、发射、偏转以及克服了很多
障碍和歧途之后，才能到达恒星的表面，并从那里最后离去。
因此恒星物质的透过率对于整个恒星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得知它，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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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天体物理学家很幸运，因为这些计算工作由于原子的吸收性质对其他领域也很重要，所以已经被
原子物理学家完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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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著者鲁道夫·基彭哈恩是60年代密近双星质量转移演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985-1991年曾担
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曾著有《恒星的结构和演化》（1990年）。
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恒星能源、结构和演化、射电脉冲星、密近双星质量转移、致密X射线星、恒
星晚期演化、恒星的诞生以及地外生命与地外文明的知识。
全书基本上撇开了数学公式，运用了许多生动比喻，叙述了许多著者亲身经历的故事，是一本颇有特
色的科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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