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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夜观流星雨

根据天文学家预测
,

%% 年一遇的狮子座强

流星雨将 出现在 !& & ∋ 年 ! ! 月 !∋ 日凌晨 ( 一 #

时 ) 预计在流星雨最高峰时
,

每小时划过夜空的

流星数可能会超过 !∀ 万颗
,

射向四面八方的流

星好似节 日的礼花烟火
,

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 我

国东北部的居民处于最佳观测位置
,

其他地区

的人们均可看到规模不同的流星雨
∗

令人遗憾

的是
,

!∋ 日凌晨
,

我 国天文工作者和广大天文

爱好者仅看到了
“

零星小雨
”

般的流星现象
,

令

人们大失所望
∗

事后
,

根据 国内外有关天文学

家的观测结果知道
,

狮子座流星雨提前爆发了
,

估计其爆发是在北京时间 !+ 日午时 !( 点钟左

右
,

即它的高峰赶在 了白天
,

肉眼无法观测到
,

只有使用射电手段才能观测到
∗

在 !! 月 !+ 日早晨 ∋ 点
,

笔者接到了辽宁阜

新市业余天文辅导员张国新老师打来的长途电

话
,

告知他们 在 当 日凌晨 % 点 %∀ 分至 , 点 %∀

分
,

观测到约 % ,∀ 多颗流星
,

有少数流星非常耀

眼
,

把大地都照亮了
) 他们这次观测原本是为次

日凌晨的阜新市民观测做选址准备的
∗

笔者于

!+ 日晚间 ( ∀ 点乘车前往北京顺义县观测流星

雨
∗

在长达 % 个多小时的观测 中
,

我们仅看到

了 − ∀ 颗左右的流星
∗

虽然划过夜空的流星尾

迹指 向四面八方
,

但辐射点基本是在狮子座头

部方向
∗

位于河南新乡市郊区的中国电波研究所
,

使用高频天波雷达
,

从北京时间 !+ 日 (∀ 点至

!∋ 日 , 点 ∀ − 分
,

共记录到 ( ( & ∀ 次流星尾迹的

无线 电回波信号
,

回波基本来 自距离地面 !∀ ∀

千米的高空 )
从 !+ 日 (∀ 点起

,

回波强度和数量

随时间递增
,

到 !∋ 日凌晨 % 点至 # 点达到峰值
,

而后呈现递减趋势
∗

谈谈偶发流星和流星雨

在晴朗的夜空
,

人们有 时会忽然看到一道

亮光划过天弯
,

转瞬即逝
,

这就是流星现象
∗

一

般说来
,

流星体质量都很小
,

体积大多不到 ! 毫

米
,

少数大一些 的也仅几 毫米
,

由于闯入地球
“

领空
”

时的速度高达每秒 +∀ 多千米
,

它们在大

气中会完全燃烧掉了
,

根本不会落到地上
,

因而

不会对地面生物造成任何威胁
∗

在太阳系的广阔空间中
,

除了九大行星及

八 . 、户
与
八/ 八八 户

‘
八厂

、
户“、八 0 、八 . 、翻八‘ 厂、0 、创尸、 0 、八了

、

八
/

六 0 、
0 、. 、八八

一
/

‘

0 、了、 . 、八厂 、了户、(/ 、0/ 、护
气

尹气‘厂、厂、了户、

一
八厂口

、

一八
厂岁 、厂了口、八了/ 岁/ 勺

、

了口
,
了勺

气

了岁、了、八了、八
1 、乃

个核子∃
,

并耐心等待相 当长的时间才 会有结

果
∗

尽管如此艰难
,

但由于意义重大
,

全世界还

是有许多小组  至少七组∃在做这项实验
∗

第十

五届  !& &∋ 年 ∃全 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预赛试卷

中的第一  #∃ 题
,

说的就是其中一个小组 的实

验
∗

该题原文如下
2

一个由日本和印度物理学家组成的工作小

组
,

将 −∗ ∀ 3 !∀
#

45 铁放在很深的矿井 中
,

以完

全隔断宇宙射线的影响
∗

在铁旁有很多很多探

测器
,

只要铁核中有核子  质子或中子 ∃发生衰

变
,

这个事件总能被记录下来
∗

实验从 !& ∋∀ 年

冬开始到 !& ∋ ( 年夏结束
,

历时一年半
,

一共记

录 了 % 个核子衰变的事例
·

已知 6
。

个平均寿

命 为
2 的粒 子 经过 � 时 间 后 的数 目为 6 二

戈‘
“7

个
,

根据 以 上事 实
,

试估 算核 子  质 量

8 9 !
∗

−+ 3 :;
一 ” 45 ∃的平 均 寿命

∗

注 意
,

当

< = 3 《 : 时
, > 一 工

二 ! 一 3∗

同学们会很快算 出
2 二 !

∗

∋ 3 !∀ ” 年
∗

看上

去
,

大统一理论似乎得到了验证
∗

可事实上
,

目

前还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说明他们观测到的上述

事例就一定是 质子  或中子 ∃衰变事件  其他几

个小组的分析报告亦如此 ∃
∗

因为中微 子的作

用也可能引起类似事件
,

即使在地球的深部
,

也

难免受到太阳中微子的辐照
∗

不过实验结果至

少可以表明
,

质子的寿命大于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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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流星的壮观景象
∗

狮子座流星雨来源于坦普尔
一塔特尔彗星

∗

那是在 !∋ − − 年
,

法国天文学家坦普尔  ? ≅:Α> 】8

Β> 8 Χ> :∃ 发现了一颗新彗星
,

另一位名叫塔特尔

的人也发现了它
∗

后来
,

这颗彗星就被命名为
“

坦普尔
一塔特 尔

”

彗星
∗

这是一颗沿椭圆轨道

绕太 阳运行的周期彗星
,

通过计算得知其轨道

周期是 %% 年
∗

研究表明
,

坦普尔一塔特尔彗星

的轨道与狮子座流星群的轨道几乎完全相 同
,

于是
,

天文学家们认为
,

狮子座流星雨和这颗彗

星密切相关
∗

事实上
,

早在 !+ && 年德国地理学家
、

旅行

家宏堡德就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观测到这一太

空奇观
,

并作了记录
∗

坦普尔
一塔特尔彗星是狮

子座流星雨 的母体
,

它大约每 %% 年绕太 阳一

周
∗

在它回归近 日点前后三四年间
,

聚集在彗

星前后的浓密的流星群也随即陪伴彗星运行到

近 日点附近
∗

所以在这样的年份
,

地球于 !! 月

!+ 日前后一二天会与该流星群遭遇
,

从而形成

壮观的狮子座流星雨
∗

一位来 自美国波士顿的流星观测者曾经这

样描述道
2 “

! ∋ % % 年 !! 月 !( 一 !% 日
,

一个惊人

的场面降临地球
,

整个天空被流星照亮
,

成千上

万颗星在天上飞舞
,

就象下雪时漫天雪花在飘

扬
∗ ”

为此
,

后来有人创作了 ! ∋ % % 年狮子座流星

雨木版画
∗

天文学家曾预言
,

%% 年后  即 ! ∋ −−

年 !! 月∃在欧洲人们还会看到狮子座流星雨
∗

果然不出所料
,

届时人们看到了每小时达 ,∀ ∀ ∀

颗的流星雨
∗

令人惊异的是
,

在此之后的 ! ∋ & &

年
、

!& %( 年 狮子座流 星雨却和 人们 捉起 了迷

藏
,

即狮子座流星雨没有再现
∗

直到 !& −− 年 !!

月 !+ 日
,

狮子座流星雨奇迹般地又出现了
,

这

使得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居 民大开眼界
,

人们看

到了一场持续 # 个小时的流星雨爆 发
,

每分钟

约有 ( ∀ ∀ ∀ 颗流星从狮子座 向四面八方射出
,

布

满整个天空
∗

观测表明
,

距离辐射点愈近
,

流星

尾迹愈短
∗

还有机会观流星雨

预计 !& & & 年的狮子座流星雨很可能减弱

许多
∗

除了狮子座流星雨之外
,

人们每年还可

看到规模各异的英仙座流星雨
、

天龙座流星雨
、

宝瓶座流星雨等等
∗

为了观赏流星雨
,

在可能

的情况下
,

最好到城市的郊区去观测
,

以避开城

市严重的灯光污染
∗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

观测

流星雨不需要专门的器具
,

用 肉眼即可欣赏到

这大 自然的壮观
∗

流星雨出现的天区范围很大
,

提前物色好

一块视野开 阔的观测 场地
,

夜 间多穿些御 寒

的衣服
,

仰卧观测最佳
∗

一般几个 人合作观测

最好
,

大家分工
,

有 的人观测
,

有 的人记录或用

照相机把流星雨拍摄下来
∗

如果读者手头有一

台带 Δ 门的照相机
、

选择标准镜头或广角镜头

以 及快门线
、

三脚架
,

拍摄时焦距应调到无穷

远
,

光圈开到最大
,

拍摄一次的曝光时间最好为

,一 巧 分钟
,

如遇强流星雨
,

曝光 % 分钟便用几

十颗流星被拍摄在一张底片上
)胶卷一般选用

感 光度较高 的
,

如 !, ∀ # ∀ ∀
、

∋ ∀ ∀ 或 !− ∀ ∀ 的彩色

胶 卷 比较理想
) 当然

,

使用
“

鱼 眼
”

照相 镜头更

佳
∗

照相机指向辐射点所在的方 向
,

地平仰角

高度约为 ,∀ 一 − ∀ 度
∗

对于 目视观测者
,

如果能

记录下流星的数目随时间变化和流星的亮度情

况
,

将具有一定的科研价值
∗

观测和预报流星雨对航天部门很有帮助
,

因为太空流星体的数量增加对空间飞行器的确

有一定的危险性
∗

虽说微小的流星体不会把人

造卫星打个
“

人仰马翻
” ,

但这种 比子弹速度还

快 百倍的小小宇宙流弹一旦击 中卫星要害部

位
,

足以使卫星失灵
“

瘫痪
” ,

成 为新的太空垃

圾
∗

在 !& &∋ 年狮子座流星雨高峰期
,

不少国际

性商业和科研 卫星组织或部门
,

均针对流星暴

制定 了改变卫星运行路线
、

调整卫星朝向或位

置 的应急措施
,

以使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 与估

计中的流星暴可能袭击的方向平行
,

尽可能减

少损失
∗

!& & % 年 ∋ 月
,

美国宇航局为避开可能

出现的英仙座流星雨爆发
,

曾将
“

发现号
”

航天

飞机推迟发射一个月
∗

同时还遥控正在太空飞

行 的哈勃空间望远镜掉转方向
,

避免遭到流星

体的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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