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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光源在发光时进行着其他形式的能与光能之间的转化

。2．介质光能够在其中传播的物质称为介质。3．光的直线

传播光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总是沿直线传播的。小孔成像是

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4．光线、光束在研究光的行为时用来

表示光传播方向的有向直线，称为光线。有一定关系的一些

光线的集合称为光束，如平行光束、发散光束等。5．影光源

发出的光照在不透明的物体上时，物体向光的表面被照明，

在背光面的后方形成了一个光线照不到的黑暗区域，这就是

物体的影。影可分为本影和半影。(1)本影，光线完全照不到

的区域。(2)半影，只有部分光线照射到的区域。如果是点光

源，只形成本影。如果不是点光源，一般会形成本影和半影

。6．日食和月食(1)日食，发生日食时，太阳、月球、地球

在同一条直线上，月球在中间。当地球上在月球本影里的人

看不到太阳的整个发光表面时，这个地区的人就可看到日全

食，如图1-1中的a区。在月球半影区里的人，只能看见太阳

某一侧的发光表面，这就是日偏食。如图1-1中的b区。在月

球本影延长的空间里的人看不到太阳发光表面的中部，只能

看到周围的环形表面，这就是日环食。如图1-1中的c区。(2)

月食，发生月食时，太阳、地球、月球在同一条直线上，地

球在中间。当月球全部进入地球本影区域时形成月全食，如

图1-2中的a区。当月球有一部分进入地球的本影区域时，形

成月偏食。如图1-2中的b区。需要注意的是当月球进入地球



的半影区时，并不发生月偏食，只是月亮的亮度有些减弱。

如图1-2中的c区。(3)日食和月食的观察无论日食还是月食，

都是在地球上观察到的。但是，发生日全食时地球上只有一

小区域内的人可以看到，而发生月全食时，面向月球的半个

地球上各处可以同时看到。这是因为月球本影的长度约等于

月球半径的57～59倍，而地球和月球的距离约等于地球半径

的55～67倍，月球的本影只落在地球上极小的一个区域内，

如图1-1所示。当月球运行到地球的本影里发生月食时，地球

本影的长度约等于月球半径的216倍，远远超过地球和月球间

的距离，所以，月食时凡面向月球的半个地球上的人均可同

时看到。如图1-2所示。7．光速光传播得很快，但光速是有

限的，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C=3.00×108m/s。由于光速很

大，要测定光速，就必须利用很大的距离，或者准确地测出

很短的时间间隔。天文学中的长度单位是光年，1光年就是光

在一年中传播的距离，如果一年按365天计算，则1光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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