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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未来 5 年都没有大年三十”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

消息称，2024 年 2 月 9 日是近年来最后一个大年三十，因为从 2025

年起至 2029 年都没有大年三十，只有大年二十九。科普专家表

示，大年三十时有时无是正常历法现象，系农历大小月所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我国农历

中的月是按月亮盈亏圆缺变化的周期定义的，称之为“朔望月”。

这源于我国历法规定，将完全看不到月亮的那一天定为农历初一，

称之为“朔”；看到满月的那一天称之为“望”，可能出现在农历十

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再到下次“朔”的日期为下一月的农历初

一。这样，一个完整的周期就是“朔望月”。

由于月球、地球、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是自然节律，朔的确定要

根据月亮和太阳的真实位置来确定，朔的时刻可能会落在一天的任

何时间，所以每个“朔望月”也不相同，一个朔望月的平均长度为

29.5306天。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是小月（29

天），有时是大月（30天），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非一大一小这样的间

隔排列，也有可能出现连续几个大月或连续几个小月的情况，这需

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来确定。但总的来说，大月的数量要比小月多，

同样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比没有大年三十的农历年份多。

以农历癸卯兔年的农历十一月和腊月为例，农历十一月初一

（公历 2023年 12月 13日）到腊月初一（公历 2024年 1月 11日）之间

为 29 天；腊月初一至农历甲辰龙年的正月初一（公历 2024 年 2 月

10日）之间为 30天。

杨婧表示，大年三十“缺席”的情形差不多每隔几年就会出现

一次，如 2013年、2016年、2022年，甚至于还有可能会连续“缺席”，

如 2025 年到 2029 年连续 5 年、2039 年至 2041 年连续 3 年都没有大

年三十。但连续 5 年，腊月均逢小月，都没有大年三十，比较罕

见。正因如此，这则消息格外引人注目。

统计显示，未来 26年，也就是到 2050年，农历春节前一天为大

年三十的共有 14次，没有大年三十的有 12次。

杨婧表示，虽然大年三十时不时地就玩一回“消失”，但不管是

大年二十九还是大年三十，除夕一直都在，人们吃年夜饭、祭祖、守

岁，一起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今年大年三十还在

未来五年的去哪了

人们通常在大年三十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VR三维影像绘制等技
术 为 2023 年 春 晚 节 目《当

“神兽”遇见神兽》打造数字
虚拟角色。 新华社发

除夕夜，全家人围坐观看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是万千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过年保留项目之一。

春晚如同一幅年终画卷，用艺术的手法，将

岁月的痕迹、民族的情怀、时代的风采一一呈

现。同时，各种前沿技术让这道除夕夜“大餐”

的科技味越来越浓。

VR三维影像绘制技术：
让神兽“走出”古籍

在 2023 年春晚歌舞节目《当“神兽”遇见神

兽》中，使用 VR 技术绘制的麒麟、凤凰、白泽、

貔貅、甪端等古代神兽“走出”古籍，与小朋友

同台演出。该节目还特意展现了画师使用 VR

设备绘制传统神兽的过程。

这 是 VR 三 维 影 像 绘 制 技 术 在 春 晚 舞 台

的首次亮相。“VR 三维影像绘制技术是根据

节目需要开发的。节目中，画师在绘制神兽

图 像 时 ，需 手 持 电 子 画 笔 、佩 戴 VR 眼 镜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文介绍 ，

画 师 可 以 选 择 电 子 画 笔 的 颜 色 ，通 过 VR 眼

镜 实 时 查 看 绘 制 的 三 维 影 像 效 果 。 绘 制 的

三维影像经过渲染合成后 ，被实时呈现在电

视上。

同 样 利 用 VR 三 维 影 像 绘 制 技 术 的 还 有

2023 年春晚舞蹈节目《锦绣》。舞者在该技术绘

制的历史场景中摇曳生姿，给观众如梦似幻的

感觉。

扩展现实技术：
助歌手实现“云演出”

2021 年春晚，受新冠疫情影响，一些歌手

无法来到现场表演。不过，科技手段的综合

运 用 ，让 刘 德 华 、周 杰 伦 等 歌 手 实 现“ 云 演

出”，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观看体验，甚至达

到 了“ 以 假 乱 真 ”的 效 果 。 2021 年 春 晚 结 束

后，“刘德华到底有没有来到春晚现场”成为

网友热议的话题。

让明星“云演出”的功臣是扩展现实技术。

它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以及

其他类似沉浸式技术的融合与统称。

2021 年春晚副总导演夏雨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在拍摄《莫吉托》（周杰伦‘云演出’节目）

时，我们把两台设备提前进行了编程，让它们的

运动轨迹相同，再分别拍摄歌手和场景，实现人

物与场景的融合。”

在扩展现实技术的帮助下，周杰伦才能如

观众所见，唱着《莫吉托》，开着粉色汽车，上山

下海环游世界。

增强现实技术：
把数字虚拟人送上舞台

除明星“云演出”外，春晚舞台上还有数字

虚拟人。

在 2021 年 春 晚 少 儿 歌 舞 节 目《听 我 说》

中 ，虚 拟 歌 手 洛 天 依 和 月 亮 姐 姐 、王 源 一 起

唱歌。

这是虚拟歌手首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尽

管洛天依是虚拟歌手，但不少观众感叹她“声音

太好听了”。洛天依是以雅马哈公司的 VOCA-

LOID3 语音合成引擎为基础，利用增强现实等

技术合成的数字虚拟人。

近年来，数字虚拟人陆续登上地方电视台

的春晚舞台。

2022 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晚中，出现了一

个数字虚拟人与真人同台演出的节目《星河入

梦》。节目中，青年歌手刘宇携手虚拟人苏小

妹，共同为观众呈现跨次元舞台秀。

“让虚拟人登上舞台，在真实场景中和真

人互动，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虚拟偶像行业

观察者陆城说，首先制作好数字虚拟人的 3D

模型，然后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将其投影到舞台

即可。

“虽然技术原理不复杂，但难点在于，数字

虚拟人的制作需要很多步骤，包括 3D 建模、动作

捕捉、声光渲染等，而且每一步成本都非常高。”

陆城说。

智能机器人：
晚会最强“气氛组”

在 2021 年春晚舞台上，大型四足机器人“拓

荒牛”与刘德华、王一博、关晓彤等明星一起完成

了科技感十足的创意表演《牛起来》。该机器人

以拼搏进取的深圳“拓荒牛”为设计原型，融合祥

云及中国红等传统文化元素。

2020年初，相关研发团队开始设计这个四足

机器人。为满足 2021 年春晚导演组对大型四足

机器人的要求，研发团队优化激光雷达定位导航

算法、高性能实时主控系统，在 3个月内攻克多项

技术难题，对产品进行数次迭代。最终

登上春晚舞台的四足机器人，重达

60 千克，最大负重为 15 千克，

采用通用力控关节。

这不是智能机器人第

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2016年，中国无

人机行业处于快速

发展时期。在当年

春晚舞台上，机器人

和 无 人 机 初 露 锋

芒。歌手孙楠在演

唱歌曲《冲向巅峰》

时，540台Alpha1S机

器人为其伴舞。与

此同时，无人机伴随

音乐缓缓升起，在空中组成

表演队列，不断变换阵型，在观

众的惊叹声中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

此后，2018 年春晚 24 台机器狗拜

年，2019 年春晚 6 台 Walker机器人与演员

同台表演歌舞节目《青春畅想》……智能

机器人已多次在除夕夜与观众见面，被网

友称为春晚舞台最强“气氛组”。

LED技术：
打造梦幻舞美效果

LED 技术，即半导体光源

技术。半导体光源具有耗电量

少、寿命长、色彩丰富、耐震动、

可控性强等特点，被视为第三代

光源，可被用于屏幕显示、交通

照明等领域。

1993年，LED显示屏首次出

现在春晚舞台上，但只是充当照明工

具，与舞台美术设计无关。此后数十

年，随着技术不断升级，LED显示屏

逐渐成为春晚舞台极其重要的构成

元素。

2012 年春晚舞台使用了 8000

平方米的 LED 显示屏，舞台地面、

顶棚、侧面、背景墙和装饰柱都安

装了 LED显示屏。

到了 2017 年，春晚舞台上可

升降屏幕数达到了创纪录的 173 块。

其中地面 132 块、天空 41 块，为

观众呈现出天地浑然一体的唯

美场景。132 块 LED 高清大

屏幕组成的主舞台升降幅度

可达 4.5米。

控 制 好 LED 屏 幕 的 间

隔 是 一 道 工 程 难 题 。 一旦

屏幕之间的间隙过小，舞台

就会卡壳，甚至导致传输线

路断裂，破坏演出效果。如

果每块 LED 显示屏之间的缝

隙过大，又会影响到节目视觉效

果。最终，工作人员经过反复测

试，得出了屏幕间的理想距离为

1.5厘米。

在 2017 年春晚，当舞蹈家杨丽萍表

演时，舞台后方大型 LED 显示屏上呈现的孔

雀开屏画面与舞蹈相得益彰。

2022 年春晚首次使用 LED 屏幕打造 720

度穹顶空间。巨幕穹顶设计让观众置身于表

演空间，成为节目的组成部分。4306平方米

的 LED显示屏构成一个延展性极强的立体演

播空间，突破了传统舞台的空间限制。同时，

首次采用分区域多点扩声方式设计的扩声系

统，精准调控各区域音箱的音量，为现场观众

营造了良好的视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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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

线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将近 72亿人次，自驾出行占比将突

破 8成。

正因为很多人打算自驾回家过年，所以有关“高速公路上行车

如何更省油”的话题受到关注。有人说“车速越快越省油”，真是这

样吗？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底彦彬告诉记者，“车速越

快越省油”的说法是不对的。他介绍，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当速度达

到一定数值时，会有一个最低油耗。这个行驶速度被称为经济时速。

当汽车行驶速度低于经济时速时，发动机负荷较小，燃烧不充

分，油耗较大。当汽车行驶速度高于经济时速时，发动机进气阻力

较大，油耗将显著增加。

底彦彬介绍，决定一辆车经济时速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车辆类

型、驾驶条件、发动机效率等。“不过，一般来讲，家用轿车的经济时

速一般都在 60公里至 90公里之间。”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78条规定：高

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120

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 60公里。

针对春运自驾出行，公安部门给出以下建议。一是自驾车辆

出行，应提前了解有关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二是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

行经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三是农

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

春运自驾回家

车开得越快越省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用“百
城千屏+云听”双平台同步直播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

新华社发

▲增强现实等技术为 2023
年春晚节目《满庭芳·国色》打造
沉浸式舞台效果。 新华社发

春运期间，北京一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