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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早知道

北京时间 1 月 31 日晚，一场精彩的月全食将在天宇上演。本次月全食我

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观测到其全过程，只要天气晴好，神州大地处处都将是

欣赏精彩红月亮的最佳观测地。

并不神秘的“天狗吃月亮”

揭开月食神秘面纱，要从月球的运动说起。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我们看

到的皎洁月光，实际是它对太阳光的反射。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它们三者的

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在地球上的我们便会看到月球的各种相位。我国传统

历法农历，就汲取了月相变化的精髓。初一时月相为新月，又称“朔”，满月一

般发生在十五或十六，又称“望”。朔和望都是三个天体几乎位于同一直线上

的时刻，朔是月球在中间，这时就有可能发生日食，而望是地球在中间，这时有

可能发生月食。月食又分为月偏食、月全食及半影月食三种。

具体来说，月食是月球进入地球遮挡住太阳光所产生阴影区域内，我们看

到它表面亮度变暗的现象。地球的阴影区域又分为太阳光几乎完全照不进来

的本影，和部分太阳光可以照进来的半影。地球的本影是一个锥形区域，在月

球轨道的 38 万公里处，地球本影的直径仍相当于月球的 2.5 倍左右。所以当

地球和月球的中心大致在同一条直线上，月球就有可能完全进入地球的本影，

从而产生月全食。而如果月球只有部分进入地球的本影，就发生月偏食。如

果月球进入半影区域，太阳的光也可以被遮掩掉一些，这种现象在天文上称为

半影月食。由于在半影区阳光仍十分强烈，月面的光度只是极轻微减弱，多数

情况下半影月食不容易用肉眼分辨。而一次月全食的前后一定包含月偏食和

半影月食的过程。

月全食最大的看点就是红月亮，有时候也被称为“血月”。虽然全食阶段

月球会深入地球本影，但地球的大气层还是会把一部分太阳光折射到月面

上。其中波长较短的蓝色光会被散射掉，最终照到月面上的只有波长较长的

红色光，因此全食阶段的月球是红铜色的。

不用熬夜就可观赏的美妙天象

一次月食，全球会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可以同时观测到，这次当然也不例

外，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西部、欧洲东部的人们都可以看到。其中我国除西

部少部分地区外，都可以观测到包括半影月食阶段在内的全过程。当晚的半

影食开始于北京时间 18时 51分，此时在我国大部分一轮明月已经升起。当然

半影月食阶段月面的亮度变化还不太明显。初亏，也就是偏食阶段开始于 19

时 48分。全食阶段将持续约 1小时 16分钟，从 20时 52分至 22时 08分。在此

期间我们能欣赏到壮观的“红月亮”，这也是月食天象最精彩的部分。复圆时

刻是在 23 时 11 分左右，最后的半影月食结束于 2 月 1 日 0 时 8 分，如果你无心

恋战，观测可以在复圆时结束。

这次月全食的看点不少，以至于其成为了全年最值得关注的天象之一。

首先，这次月全食我国全境可见，且大部分地区都能观测到全过程。虽然

月全食几乎每两年就会有一次，而且每次可见的区域有非常大，但像这次我国

观测条件这么好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上一次这样的情况可以追溯到 2011

年 12月 10日。

其次，对于我国来说这次月食的可见时间集中在前半夜，尤其是最精彩的全

食阶段是在晚上九点前后。既能欣赏到壮观天象还无须熬夜，实在是很幸福。

而且，这次还是一次所谓的“超级月全食”。月球距离地球时近时远，当月

球在近地点附近时恰逢满月，“超级月亮”就此诞生。当然，我们用肉眼其实很

难察觉到月面大小的区别。今年 1月 2日的满月，与月球过近地点的时刻相差

仅几个小时，是今年最大的“超级月亮”。而本次月全食发生时，月球也刚刚通

过近日点 1天，大家可以欣赏到一次大大的红月亮。

关于月全食的那些是与非

精彩的月全食即将上演，各大媒体、微博、微信也会把它炒得热火朝天。

月全食到底是不是罕见天象？月全食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有时甚至会像今

年这样一年就会发生两次。所以月全食并非罕见天象。但看似常见的月全

食，赶上好的观测条件其实非常难得。本次月全食之后，今年 7月 28日的月全

食我们也只能在后半夜观测到带食月落。而下一次我国大部分地方全程可见

的月全食要等到 2025 年 9 月 8 日，那也将是一次后半夜的月全食。像这次一

样前半夜全程可见的月全食，将会出现在 2032 年 4 月 25 日。所以，月全食虽

然常见，但每次也都值得珍惜。

观测月全食需要多专业的设备？每次重大天象发生，很多人都会认为天

文台、天文馆这样的专业场所会有专业的设备，观测的效果也会更好。其实，

像月全食这样的天象，大家完全可以自己独立观测。

观测月食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目视观测，即用眼睛直接看。当天从偏

食阶段起，大家就可以出来赏月了。即使不借助任何观测设备，全食阶段的

“血月”也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此时，双筒望远镜、简单的天文望远镜等观测

设备，也能派上一些用场。但要提醒大家的是，偏食阶段的月光也非常刺眼，

不能长时间通过望远镜来观测月亮。

如果要拍摄月全食照片，可以尝试带地景的广域月全食照片，只需要单反

相机、三脚架、广角镜头等简单的设备即可完成。拍摄地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选择一个标志性建筑或景观附近。大家可以在 1 月 30 日晚 8 点来到观

测地试拍，选择如何取景和构图，才能把月球和你想要的内容拍在一起。这个

时段月球的位置与第二天全食时的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全食阶段的月球亮度

仅为正常满月时的几万分之一，拍摄时需要较长的曝光时间。如果你要拍摄

全食阶段的月面特写，建议使用电跟赤道仪，采取跟踪摄影的方式。

(作者系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月全食：一场与阳光的躲猫猫

身边的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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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昕

如果你想到南半球来一次观星之旅的话，

春节假期是个不错的选择。2月16日，也就是农

历大年初一凌晨，在遥远的南半球将发生一次日

偏食。南天的主要流星雨之一半人马座α流星

雨也将在本月活动。不过，如果无法奔赴南半

球，你也不用失望。2月份明亮的火星将与心宿

二一起依偎在月亮旁，组成双星伴月的景象。

流星雨现身南天繁星间

北半球正经历寒冬时，南半球却是炎炎夏

日。在南天璀璨的繁星之间，半人马座α流星

雨即将光临。

此前的观测记录表明，半人马座α流星雨

虽然流量很小，但亮流星较多，并时常有火流

星出现。半人马座α流星雨极大期间的辐射

点位于该星座最亮的α星和β星附近，赤纬

为-59°。这个流星

雨更适合在赤道附近

和南半球进行观测，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无

法观测，比较靠南的

地区观测条件也不太

好。

半人马座α流星

雨的活跃期为每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0 日，

今年的极大预计出现

在 2 月 8 日。在南半

球，半人马座α流星

雨的辐射点会在后半

夜升起到比较适合观测的高度。今年的极大

虽然赶上了下弦月，但月光对观测的影响不是

很大。届时如果你正好在南半球的话可以尝

试观测，但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

的流星有可能非常少。

火星约会亮星心宿二

从去年年底开始，火星出现在后半夜的东

方天空之中，只不过亮度比较低，还不太起

眼。1 月 7 日，火星一度与木星角距离非常小，

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而到 2 月，它又会来到

另一颗红色的亮星心宿二附近，并在 2 月 10 日

带来火星合心宿二的天象。

火星的公转周期大约是 687 天，也就是说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就会相对背景恒星运行

一周。在这段时间内，火星会与黄道附近的亮

星依次相合。因此，心宿二与火星相合并非什

么罕见的天象。

2 月 10 日黎明前，我们能在东南方低空中

欣赏到这两颗红色的亮星相合，角距离只有

5°多。尽管它们的亮度都在 1等左右，非常接

近，但作为一颗行星，火星不会“眨眼”，比较容

易分辨。而此时残月也将出现在这片天区附

近，与它们一起组成双星伴月的景象。

火星在顺行和逆行转换，也就是“留”期间

正好出现在心宿二附近的天象，被称为“荧惑

守心”。曾几何时它被认为是凶兆。实际上，

并非每次火星合心宿二都是荧惑守心，多数情

况下的火星合心宿二都是像这次一样，只是

“路过”而已。而且三十年左右一遇的荧惑守

心，只是行星与恒星相合的自然现象，与吉凶

并无任何关系。

大洋彼岸的日偏食

正当我们迎来农历新年之时，一次日偏食

天象正悄然在南半球上演。本次日偏食在南

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大部，以及南极洲大部分

地区都可以观测到。在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

的部分地区可以观测到带食日落。日偏食的

视觉效果完全无法与日全食相比，所以也不值

得专程前去观测。

此前连续三年，每年都有日全食发生。相

比之下今年只有三次日偏食，而且其中两次都

距离我们非常遥远。虽然遗憾，但大家正好可

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整，攒攒路费，为以后

的日全食观测做好准备。而今年 8月 11日和明

年 1月 6日的两次日偏食，我国都有部分地区可

见，也是练习日食观测和拍摄的好机会。

动起来，春节去南半球看星星

晗 杰

2月10日清晨双星伴月示意图

说起地球磁场，我们立即会想到一幅典型

画面：一根根规则的磁力线连着南极和北极，像

个圆形的笼子把地球罩在里面。

但是，太阳磁场可就大不同了。

前不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睿等人

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揭示了“太阳

磁绳”的结构和形成过程。

太阳磁绳听起来有点陌生，其实它是由

一组螺旋形的磁力线组成。如果你看一张太

阳磁力线的示意图，会发现这些磁力线乱七

八糟，极不规则。而这正与太阳磁场的特点

有关。

谁是太阳活动的谁是太阳活动的““幕后推手幕后推手””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磁场是引起太阳活动的一个根本原因，可

以说，太阳上所有的活动都是磁活动。”深圳市

天文台郑建川博士介绍。

太阳物质是等离子体，整个太阳就是一个

等离子体球。郑建川说，这些等离子体会和太

阳内部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呈现不同的运动

形式。磁场越强，运动越剧烈。

所以，太阳磁场是黑子、耀斑、日冕物质抛

射等各种太阳爆发活动的幕后推手。用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张枚研究员的话说，科学家一般认

为太阳风暴的驱动能量都来源于太阳磁场。

“黑子就是太阳磁场的一种体现形式。”郑

建川介绍，科研人员观测到有太阳黑子的地方，

往往磁场强大，能够达到千高斯量级。而地球

磁场不过几高斯而已，也就是说，太阳磁场强度

是地球磁场的上千倍。

科研人员可以在太阳的光球层观测黑子，

而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则出现在日冕层。当太

阳的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局部突然

增亮，即耀斑。然后高能粒子会从日冕层抛射

出来，也就是出现日冕物质抛射。

“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主要是太阳上

的磁能转化为热能和高能粒子的动能。”郑建

川说。

太 阳 磁 场 活 动 与 人 类 的 生 产 生 活 息 息

相关。

郑建川举例说，太阳磁场活动引发的耀

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剧烈活动，会向宇宙

空间抛射大量高能粒子。人类宇航员如果在

此期间从太空飞船上出舱工作，会出现生命

危险。

而且这些高能粒子还会对地球上的电力、

通讯造成巨大干扰。1989 年的太阳耀斑爆发

事件，就曾导致加拿大大范围的电网瘫痪。

磁场：太阳活动的源动力

作为太阳磁场的重要体现形式，黑子往往

在太阳的南北半球成对出现。其中一个黑子的

磁力线从日面指向太阳之外，这是磁场的正极，

另外一个黑子的磁力线从日面指向日心，代表

磁场的负极。

一个完整的太阳黑子包含本影和半影。本

影就是黑子最黑和最中心的地方。本影之外，

不那么黑，并有一些纤维的结构叫做半影。

“本影区域，它的磁力线方向也就是磁场的

方向基本是垂直于日面的。”郑建川介绍，在半

影区域，越是靠近黑子边缘，磁力线就越倾斜。

到最边缘的地方，几乎与日面平行。

太阳上到处都有磁场，只要存在黑子活动

区，就会看到磁力线的进进出出，如此一来，就

会看到太阳上的磁力线杂乱无章地分布于整个

日面上。

太阳中的等离子体剧烈运动，磁场也十分

活跃。因此这些磁力线并不会乖乖静止在太阳

表面。而是会像绳子一样一束一束地扭缠在一

起，这就是所谓的“太阳磁绳”。

郑建川介绍，太阳磁绳扭缠在一起，能量聚

集到一个临界点后，就会把磁场的能量转化为

热能或动能，出现太阳爆发活动比如耀斑或日

冕物质抛射。

而磁绳扭缠方式的不同，或者运动方式的

不同，太阳爆发活动的级别或形式也会有所不

同。因此，太阳磁绳就会成为研究太阳磁场的

重要线索。

另外，太阳磁绳或许还可以用来解释太

阳上的磁重联现象。所谓磁重联，就是太阳

表面的磁力线会出现断开，之后又重新联上

的现象。

磁绳：研究太阳磁场的重要线索

通过研究黑子，科研人员获悉了太阳磁场

的很多特征。

郑建川介绍，黑子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太阳

表面，它们在靠近赤道的区域比较密集，越往高

纬度越少，整体出现在太阳的南纬 60°到北纬

60°之间。

而且，太阳上的磁极每隔 11年就会出现一

次反转。“这 11 年内，太阳活动也会出现变化，

也就是有太阳活动峰年和谷年。峰年太阳活动

最频繁，谷年则太阳活动最少。”郑建川说。

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太阳的南北纬度为

纵轴，画出太阳上黑子的分布，就会发现每个

11 年内，黑子都是刚开始比较少，慢慢增多，然

后再减少。另外，无论是太阳的南半球，还是北

半球，黑子活动区域都会逐渐从高纬度向赤道

靠近。这样太阳上的黑子活动区形成了蝴蝶图

案，每隔 11年就会出现一只“蝴蝶”。

“这两年太阳活动比较少，正处于太阳活动

的谷年，整个日面的黑子数量都很少。”郑建川

说，而 2013 年和 2014 年是太阳活动的峰年，太

阳活动相对比较剧烈。

至于为什么太阳磁场每隔 11 年就会反转

一次，又要谈到解释太阳磁场的“发电机理论”。

郑建川介绍，太阳“发电机理论”认为，太阳

磁场是在对流区底部产生，由于太阳的较差自

转和磁浮力的作用，磁场浮现在太阳表面形成

黑子区域。随着活动区的演化，在子午环流的

作用下，后随黑子磁场逐渐被输运到极区之后

又沉入太阳内部，进入下一个活动周，实现磁极

性反转。

磁极：每11年反转一次

郑建川告诉记者，目前对于太阳磁场的研

究，主要有理论和观测两种方式，对太阳磁场的

观测已经涵盖各个波段。关于太阳磁场，还有

很多未解之谜有待揭开。

比如，太阳磁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有太阳磁场‘发电机理论’对此进行解

释，但是对太阳的观测主要停留在太阳表面，然后

通过模拟、计算来推测内部的情况。”郑建川说，比

如太阳磁场每隔11年就会反转，说明太阳磁活动

周期为22年，这可以通过观测直接得到，但是为

什么会有22年的周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科研人员还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是，太

阳表面的温度是 6000多摄氏度，但是日冕的温

度却是几百万摄氏度。太阳的能量来自太阳的

核心，既然太阳的表面使 6000 多摄氏度，为何

更靠外的日冕却突然增高如此之多？这也是一

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科学家一般认为，大部分恒星都是有磁场

的。”张枚告诉记者，通过研究太阳磁场，科研人

员可以推测其他恒星的磁场情况。

磁场来源：仍是未解之谜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黑子、耀斑、日冕物质
抛射……太阳以各种不同
的方式展现着自身强大的
能量，你可知道——

太阳黑子分
布 以 11 年 为 周
期发生变化。图
中横轴为年份，纵
轴为太阳赤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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