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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普及 
• 科學普及，簡稱科普，又稱大眾科學、流
行科學（英語：popular science）或者普及
科學，是指利用各種傳媒以淺顯的方式向
普通大眾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
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
相比於科學新聞集中於出版最新科研成果，
讓科學作品的內容更為廣泛。科學作品多
數由科學家以及傳媒從業員編撰，透過不
同媒介展示，常見的如書本、紀錄片、雜
誌文章和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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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地行星—形態類似地球 

• 類地行星（英語：terrestrial planet），又稱地球型行
星（telluric planet）或岩石行星（rocky planet）都是
指以矽酸鹽岩石為主要成分的行星。這個項目的英文
字根源自拉丁文的「Terra」，意思就是地球或土地。
由於大眾媒體的流行，加上對象是行星，因此在二合
一下採用「類地」行星這個譯名。類地行星與氣體巨
星有極大的不同，氣體巨星可能沒有固體的表面，而
主要的成分是氫、氦和存在不同物理狀態下的水。[1] 

• 截至2013年11月4日，根據克卜勒太空任務的數據，銀
河系估計共有逾400億圍繞著類太陽恆星或紅矮星公轉，
位於適居帶內，且接近地球大小的類地行星存在。
[2][3][4]其中約110億顆是圍繞著類太陽恆星公轉。[5]而最
近的一個距離地球12光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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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態巨行星 

• 氣態巨行星（gas giant、類木行星）是主
要由氫和氦組成的巨行星。太陽系的木星
和土星是氣態巨行星。「氣態巨行星」起
初原本是「巨行星」的代名詞（同義詞），
但是1990年代學界意識到天王星和海王星
是與氣態巨行星不同性質的巨行星，主要
是較重的揮發性物質（其性質與冰類似），
因此越來越多人稱它們是冰巨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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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人馬座  南門二 

• 半人馬座為南天著名而壯麗的星座，位在長
蛇座尾巴之南。所謂的半人馬指的是上半身
為人身，下半身為馬身的怪物，它手持長矛
正準備刺殺豺狼。在希臘神話中，此種半人
半馬的怪物共有兩個，另一就是出現於夏季
的人馬座，但坊間一般的星象命理書上，都
稱其為「射手座」。 

• 半人馬座由於為南天的星座，要在北緯25度
之南，才有可能見其全景，當然要是到台灣
最南墾丁去看的話，你絕對能捕捉到這半人
馬，並且順便拿下著名的南十字。 

• http://www.bud.org.tw/chen/chen04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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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新計畫  探測太陽系外生命 

• 半人馬座確定有外星生命！NASA宣布2069
年遠征「南門二」 
 
原文網址: 半人馬座確定有外星生命！
NASA宣布2069年遠征「南門二」 | ETtoday
國際 | ETtoday新聞
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221
/1076833.htm#ixzz619uoIj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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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家一號 
• 航海家1號（Voyager 1）是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研製的一艘無人外太陽系太空探測船，重825.5kg，於1977年9
月5日發射，部分功能截至目前依然正常運作，並持續與NASA
的深空網路通訊。[3]它是有史以來距離地球最遠的人造飛行器，
也是第一個離開太陽系的人造飛行器。受惠於幾次的引力加速，
航海家1號的飛行速度比現有任何一個飛行器都要快些，這使
得較它早兩星期發射的姊妹船航海家2號永遠都不會超越它。
它的主要任務在1979年經過木星系統、1980年經過土星系統
之後，結束於1980年11月20日。它也是第一個提供了木星、
土星以及其衛星詳細相片的探測器。2012年8月25日，「航海
家1號」成為第一個穿越太陽圈並進入星際媒介的宇宙飛船。
截至2020年8月2日止，航海家1號正處於離太陽150.02 AU
（2.24×1010 km）的位置[4]，是離地球最遠的人造物體。 

• 航海家1號目前在沿雙曲線軌道飛行，並已經達到了第三宇宙
速度。這意味著他的軌道再也不能引導太空飛行器飛返太陽系，
與沒法聯絡的先鋒10號及已停止操作的先鋒11號一樣，成為了
一艘星際太空飛行器。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5%E8%A1%8C%E8%80%
851%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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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家一號抵達星際空間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eQvL
Yvo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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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好奇心、求知慾 1 

• NASA的新目標，有賴人
類共同完成 2 

•田尾國小的校友—李羅
權 3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