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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流星雨有目视观测、照相观测、无线

电观测等方法。决定观测之前，务必确定好

流星雨出现的当地时间。不要来太早等太

久，也不要因为错过留下遗憾。

首先要确定流星雨的辐射点，所谓的辐

射点就是流星集中散发出的区域。面向辐射

点进行观测容易看到更多流星。

应选择大晴天，避开满月，最好到远离城

市灯光较弱的开阔地带。

最好找一个垫子和被子，坐着或躺下观

看。带上厚厚的衣服，无论夏天还是冬天，保

暖很重要。

不要拿望远镜观看，望远镜的视场非常

小，可能一晚上什么都看不到。做好记录，收

集本次流星雨的相关数据。最好是在观测的

时候就马上记下来。

要拍照的话，带上三脚架和快门线，尽量

用广角镜头或鱼眼镜头，设置连拍，调好参

数，焦距无限远，光圈和 ISO 开到不会导致过

曝的最大值，朝同一片区域间隔拍摄。

观看流星雨的注意事项

1 月 6 日，月球将在太阳前方穿过，遮挡

住部分太阳从而形成日偏食。“亚洲东北部、

太平洋西北部、阿拉斯加小部分地区将观赏

到此次日偏食。”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李昕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也可

以看到这次日偏食，相对而言，东北地区观测

条件更好。

“不过，日偏食的视觉效果一般，因为偏

食发生时太阳依然很亮，不留意的话可能就

会错过。”李昕说。

惊喜的是，7 月 3 日凌晨将出现日全食。

彼时月球将完全遮住太阳，可以欣赏到日冕。

遗 憾 的 是 ，只 有 在 南 半 球 ，才 能 一 睹

奇观。

李昕表示，只有南太平洋及南美大陆很

小的区域可以看到，大概 100 多公里的范

围。“智利和阿根廷是本次日食的最佳观测地

点，观测时间是当地 7月 2日下午。不过那时

候阿根廷接近日落，太阳比较低，没有智利观

测条件好，所以更推荐去智利看。”

“日全食持续的时间很短，这次在智利只

能看到 2 分半钟左右，想要去看需要早点做

准备。”李昕告诉记者，我国看不到此次日全

食。据介绍，我国看到日全食要到 2034年。

除此之外，12月 26日将有一次日环食。

月球并非沿着一个完美圆形轨道环绕地

球运动，因此有时候看起来更小更远。如果

月球在这期间遮住太阳，便会形成日环食。

此次日环食从中东开始，印度及其以南

地区可以看到。“东南亚部分地区也能够观赏

到此次日环食，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李昕推荐去这几个国家观看日

环食。

同日全食一样，我国可以看见此次日环

食的偏食阶段。“看日环食比看日偏食更有意

思，因为在环食阶段，天色会比平时暗一些。”

李昕解释道。

错过2019年年底的日环食也不必遗憾，因

为到2020年，在我国还可以看到一次日环食。

“观看日食不能用望远镜直接对准太

阳，这样会伤到眼睛。要使用太阳观察眼镜

这样的观测设备来保护眼睛。用望远镜的

话需要使用专门的减光膜在前端减光。”李

昕提醒道。

三次日食观测条件各不相同

“初疑白莲花，浮出龙王宫。八月十五

夜，比并不可双。此时怪事发，有物吞食来。

轮如壮士斧斫坏，桂似雪山风拉摧。”这是唐

代诗人卢仝在《月蚀诗》中描述的月食现象。

1月 21日，将有一次月全食。届时，地球

会遮住太阳，在月表投下一个红铜色影子。

李昕告诉记者，北美洲和南美洲是观赏

此次天文奇观的理想地点，欧洲小部分地区

也可以看到。从开始到结束，本次月全食发

生在 21日上午，在我国依然看不见。2021年

错过“红月亮”或有遗憾

1月 4日凌晨，象限仪座流星雨预计将开

始迎来峰值，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象限仪座

流星雨每小时可出现 50 到 100 颗流星。不

过，能否观赏到大量的流星，还要看天气。

英仙座流星雨也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流

星雨之一。8 月 13 日，英仙座流星雨达到峰

值。“由于这一次的峰值赶上满月，欣赏这一

视觉盛宴的难度加大了。”李昕表示。

双子座流星雨由小行星 3200 Phaethon

的尘埃碎片导致。达到峰值的时候，每分钟

便会出现数颗流星。12月 14日，双子座流星

雨迎来峰值。虽然也在接近满月时登场，但

景象依然壮观。

“三大流星雨在我国可以看到，午夜时分

观测应该都不错。”李昕告诉记者，英仙座流

星雨和双子座流星雨峰值出现时均接近满

月，所以观测条件一般。象限仪座流星雨的

极大时是无月夜，观测条件较好。

除了上述天象奇观，11月 11日还将迎来

水星凌日。“这次奇观在南美洲、南极洲、非

洲、西亚、欧洲以及北美大部分地区，大洋洲

的新西兰等地都可以见到。”李昕透露，本次

水星凌日将持续 5 个半小时，南美洲和南极

洲能看到全过程。

水星凌日每一百年出现 13至 14次，上两

次出现在 2016 年和 2006 年。如果观察这个

天文奇观，一定要使用望远镜并进行减光。

“这次水星凌日在我国彻底看不见。”不过李

昕认为没必要专门跑到国外看水星凌日。因

为水星个头小，距太阳相对比较近，水星凌日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小黑点经过太阳，通常

情况下很难观察到。

“金星凌日比水星凌日更好看，但下次出

现金星凌日是 98 年以后，要到 2117 年，很多

人有生之年恐怕看不到了。”李昕说。

总而言之，日全食、日环食和月全食是

2019年值得期待的天幕大戏，感兴趣的公众可

能需要一次长途旅行，才能欣赏到这些大戏。

三大流星雨演绎天幕好戏

延伸阅读相关链接

月球，曾寄托人类无数的想象，它是与地

球距离最近的天体，也因此成为人类深空探测

的起点。按照计划，嫦娥四号将于 1 月 3 日在

月球背面着陆，开启人类探索月球的新征程。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在人们的认知

中，十五月圆是延续数千年的月球印象，也是

月球最直观的外貌特征。那么，月圆到底有多

圆？现代科技视角下的月球，是否真的像“玉

盘”一样圆润？

自引力为天体“定型”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

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与地球、太阳类似，月球

确实是近似球形。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行星、

恒星等大型天体都是近球形，这是大型天体自

引力较强所致。

假设将天体表面的沙石、粉尘等看做可以

自由流动的质点，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这些

质点会向距离天体质心更近的“低处”流去。

久而久之，天体表面的高低起伏变缓，逐渐趋

向球形。从“能量越低越稳定”的角度去看，球

形是天体势能最低的形状。

对于地球、火星等存在自转的天体，由南

北极向赤道的离心力逐渐增大，天体会逐渐形

成两级稍扁、赤道稍鼓的扁球形状，可以想象

成用绳子拴住一个盛满水的气球并水平旋转

起来，就会发现水气球逐渐变得扁平。

背面凸起的扁球形

月球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呈现扁球状。

数据显示，月球赤道直径为 3476.2 千米，较两

极直径 3472千米高出 4.2千米。“与其他天体相

比，人类对月球的探测工作历史悠久，也有较

为精确的地形数据。”周礼勇指出。与地球类

似，月球的具体形状并不是对称的。由于月球

的自转和公转是完美同步的，因此一个半球总

是朝向地球，而另一个半球总是背对地球。观

测数据表明，月球的正面（朝向地球）大部分被

地势较低的“月海”占据，而背面却被地势较高

的“月陆”占据，这就像在扁球的背面拉扯出了

一个凸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异的形状？学界目

前尚无定论。2014 年，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家

加里克·贝瑟尔在一项研究中表示，月球在大

约 40 亿年前形成之初处于熔融态，形状可塑

性高，且与地球相距非常近，潮汐加热现象显

著，即受地球引力的作用，月球出现潮汐现

象，潮涨潮退之间相互摩擦，产生热量。当月

球逐渐远离地球时，引力减弱，潮汐产生的热

量也递减，最后月球逐渐“凝固”，定格成现在

的形状。

也有学者提出了低速冲击假说，认为地球

最开始被“两个月球”环绕，两者以较低的相对

速度碰撞，粘附在一起，融合成了现在的“一个

月球”。换言之，月球背面那些崎岖的高地曾

经是围绕地球运动的第二个月球，黏附到了现

在这个月球上。

激光测距精确描绘月球形状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月球形状的认

识越来越清楚，对月球的探索也将永不止步。”

周礼勇进一步指出，最早是光学技术观测，地

月距离较近，通过天文望远镜等仪器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观测月球表面形状。

雷达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可以利用地球上

的大型合成孔径成像雷达对月球进行较为精

确的探测。地基雷达探测成本低、重复率高，

但只能探测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

近些年，激光测距技术和航天技术的结

合为人类全面、精确地描绘月球形状提供了

更为有效的手段。2007 年，日本发射的“月亮

女神”号月球探测器和我国发射的嫦娥一号

月球探测器都携带了激光测距仪。在环月飞

行的过程中，激光测距仪不断向月球表面发

射激光脉冲，通过脉冲发射、返回的时间测定

月球表面的坐标点到探测器的距离。通过对

数以千万计的数据加以处理，能够获得丰富

的 月 球 形 状 数 据 ，精 确 地 描 绘 月 球 表 面 地

形。现在，人类对月球形状已经有了相当清

晰的认识 。

2009 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月球

勘察轨道器（LRO）每秒要向月面发射 28 次激

光脉冲，5 年时间对月球表面超过 65 亿个地点

进行了测绘，绘制了详尽的月球表面地形图。

参与 LRO 项目的专家约翰·凯勒表示，我们对

月球表面形态和结构的了解甚至胜过了太阳

系中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其他天体。当然，还

有很多有关月球的谜团正等待着人们进一步

探索。

十五月圆，究竟能有多圆？
身边的天文学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帝癸十五年，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
——《竹书记年》

天寒日短，雪霁冬晴。2018 年的最后一个月刚刚过去，双子座流星雨在天

幕燃起“烟花”，和人们一起告别 2018年。

说起流星，见过的人或许不多，但在各类文学、影视作品的熏陶下，以下画面

听起来或许并不陌生：朗夜繁星下，一束光迹忽然划破寂静，人们或雀跃指星，或

合十许愿。与现下盛行的浪漫许愿功能相迥异，流星在古人视角里却诠释着别

样的讯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流星雨这一天象的国家，记录达 180 次之

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通史《竹书记年》中便留有“帝癸十五年，星错行，

夜中星陨如雨”的记录。《左传》一书中“鲁庄公七年下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

中星陨如雨”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历史上，流星又叫飞星、奔星、使星、贼星等。古代早期，囿于认知水平，人们

一度将彗星、流星、陨石混为一谈，认为三者均表现为天星坠陨，“星坠”则意涵

“人亡”，是一代王侯将相命数将尽的凶兆。据史书《晋阳秋》称，一颗“赤而芒角”

的流星坠进诸葛亮大营，不久后诸葛亮便陨命。后来，随着对彗星规律性运行的

认识，及对砸到地面上陨石的观察，人们慢慢发觉出彗星与流星陨石两者的区

别。对于前者，祖先们绘出各类彗星图，并重视彗星回归记载，后者则被推测为

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如《史记·天官书》中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表述。值得

一提的是，北宋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从形态和重量两个表征值出发，观察出

陨石“色如铁，重亦如之”的金属成分。到了清朝，欧洲古典天文学传入我国，

“流星非星，是摩擦生光的大气现象”渐渐成为共识。

现在我们知道，彗星、流星和陨石在概念上确有区别。彗星是沿椭圆轨道绕

日运动的天体，在接近太阳时被分解为彗头、彗尾，状如扫帚，与流星的关系密

切。在星际空间里，存在大量尘粒及固体块，被称为流星体。其中，流星大都来

源于彗星尾迹残留下来的小质量星际物质（重量一般在 1 克以下），这些小质量

流星体靠近地球时，受地球引力摄动，以 11 到 72 公里/秒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

层。根据与大气层充分摩擦燃烧后产生的光迹，它们可分为单个流星、火流星、

流星雨三种。而陨石则来源于质量较大的流星体，可能是小行星碰撞出来的“大

个头”碎块或者其它小天体。以同样方式坠入地球后，没来得及完全燃尽，落到

地面形成陨石，可分为石陨石、铁陨石、石铁陨石三种。陨石作为天外来客，通常

携带有丰富的宇宙起源及演化信息，等待人们观测研究。

陨如织，飒如羽。适夜光阴浅，流星渡绛河。水流星坠间，历史的车轮浑浑

辗过。

流星如织
它曾诠释着别样讯息

光谱志

刘会中

2018 年 12 月 13 日凌晨，红原大草原，双子座百余颗流星如约
而至。 张森鹏摄

晴朗冬夜，
星 陨 如 雨 。
2018 年 除 双 子
座流星外，还有
一个绿色光团高
挂夜空——46P/
Wirtanen彗星。

Steed摄

实习记者 代小佩

还将有一场月全食的好戏，遗憾的是，“那一

次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观测条件也不太好”。

7 月 17 日，天空中会出现月偏食。地球

的影子将掠过月球，遮住月球的半边脸。非

洲和西亚的大多数地区都能观赏到这一天

象。这次我们国家可以看到，而且越往西边

越好。“不过本次月偏食出现在早晨三四点

钟，所以估计出来看的人不多。”李昕说。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1000多年前，
李白如是说。

2018年，银河系外行星现身、帕克奔日、嫦娥四号升
空，人类探索太空的努力正在揭开宇宙神秘的面纱；本世
纪最长的月全食、行星冲日、双子座流星雨，人们在仰望
星空的时刻感受对遥远和未知的浪漫想象。

2019年已经款款而来，天幕剧场有哪些“好戏”值得
我们翘首以待？

20192019年年
天幕剧场好戏连台天幕剧场好戏连台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