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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已经过去，这一年红月亮、月掩金星、火星合月等天象给我们带来了视

觉享受。新的一年，又有哪些精彩的特殊天象等待着我们？

　　所谓特殊天象，指的是日食、月食、行星合月、行星相合、流星雨等不常见的

天文现象。正是这些特殊的天象奇观，装点了2022年的星空舞台，让我们甘愿在傍

晚或深夜静静守候，只为一睹其风采。

　　做好防护来看月食、日食

　　2022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将会发生两次月食、两次日食，两次月食都是月全

食，分别发生在5月16日和11月8日。在我们国家只能看到11月8日的月全食。

　　5月16日的月全食，在南美洲、北美洲、非洲、欧洲大部分地区、亚洲极西部

可以看到。我国看不到这次月全食，因为它正好发生在我国的白天，月亮在地平线

以下。月食开始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0时27分，月全食开始的时间则是11时29分，月

全食结束于12时53分，整个月食将于13时55分结束，持续时间接近3个半小时，其

中全食时间持续将近一个半小时，最大食分1.41。

　　从全球范围来看，11月8日的月全食在北美洲、南美洲西部、亚洲东部、大洋

洲地区可见。我国东部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整个月食的全过程，中部、西部地区可见

带食月出。这次月全食初亏的时间是在17时09分，食既（即月全食开始）在18时16

分，食甚（即月亮进入地球影子最深的时候）在19时，生光（即月全食结束）在19

时41分，复圆在20时49分。月食将持续3小时40分钟，月全食过程将近一个半小

时，最大食分1.36。值得一提的是，在月全食期间我国还可以看到月掩天王星（即

月亮遮挡住天王星）的罕见天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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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大食分1.36。值得 提的是，在月全食期间我国还可以看到月掩天王星（即

月亮遮挡住天王星）的罕见天文现象。

　　2022年的两次日食都是日偏食。第一次发生在北京时间5月1日凌晨，最大食分

0.64，在太平洋东南部、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等地区可见，我国完全看不到这次

日偏食。

　　第二次日食发生在10月25日，欧洲、非洲东北部、亚洲西部可见，最大食分

0.862。我国西部的新疆、西藏等地可见太阳带食而落，也就是日食还没有结束，

太阳就落山了。而我国其他地方则完全看不到此次日食。

　　通过肉眼就可以观测日食，但一定要做好眼睛的防护措施，也可以用照相机或

望远镜拍摄、观测日食，不过在拍摄时镜头和望远镜前一定要加装减光装置。

　　行星们的偶尔“相聚”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大部分时间都湮没在太阳的光芒中，是五大行

星中最难被观测到的。从地球上观测，它总是出现在太阳附近，在太阳两侧来回摆

动，最大不会超过28度。

　　天体运行在太阳东边，达到最大角度时叫作东大距，在太阳西边角度达到最大

时就是西大距。

　　2022年，水星有4次东大距，3次西大距。东大距分别发生在1月7日、4月29

日、8月27日和12月21日；西大距分别发生在2月17日、6月16日、10月9日。今年观

测水星条件最佳的时机是4月29日的水星东大距，其次是10月9日的水星西大距。

　　金星是夜晚中除了月亮之外最为明亮的天体。金星傍晚出现在西方天空时叫长

庚星，黎明前出现在东方低空叫启明星。2022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金星都是启明

星，到年底才会变成长庚星。1月9日金星下合（即金星从地球和太阳中间经过）

后，运行到太阳东边，1月下旬天亮前开始出现在东方偏南的低空，以后高度日渐

增高，观测条件逐渐变好。3月20日金星西大距，与太阳的最大角距离为47度，亮

度约-4.4等，非常有利于观测。

　　对于火星、木星、土星这3个在地球轨道以外的行星（即外行星），最值得关

注的是它们什么时候冲日（指某一外行星于绕日公转的过程中运行到与地球、太阳

成一直线的状态，且地球恰好位于太阳和外行星之间的一种天文现象），因为冲日

阶段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期，届时它们亮度最亮，距离地球最近。今年火星将于12

月8日冲日，木星9月27日冲日，土星冲日的时间则为8月15日。

　　五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不断变化，速度有快有慢，有时会有几颗行星难得地

聚集在天空中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是给它们合影的好机会。

3月底到4月初 金星 火星 土星会有 次距离较近的“相聚” 最近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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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不断变化，速度有快有慢，有时会有几颗行星难得地

聚集在天空中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是给它们合影的好机会。

　　3月底到4月初，金星、火星、土星会有一次距离较近的“相聚”，最近时它们

聚集在5度—6度的范围内，天亮前出现在东方偏南的低空。3月28日和29日，一轮

残月来到它们附近不远处，形成金星、火星、土星的三星合月。

　　4月中下旬，金星、火星、土星之间的距离已逐渐拉开，而木星则在慢慢向它

们靠近，最终在4月20日前后天亮前，在东方低空沿着黄道一字排开，几乎等距离

地分布在30多度的范围内，木星在左侧，高度最低，土星最靠右，高度最高，中间

是金星和火星。4月25日—28日，一轮残月会加入它们的队列，同现夜空，只缺少

了难得一见的水星。

　　今年“最大最圆”的月亮，也就是所谓的超级月亮，将出现在7月14日凌晨。

当天满月时间在3时左右，而月亮掠过近地点的时间在7月13日17时，相差约10个小

时。这之前的一次满月出现在6月14日20时左右，经过近地点的时间在满月之后的6

月15日7时，与满月时间相差约11个小时，也是一次超级月亮。

　　天象剧场流星雨第一个登场

　　每年第一个登上星空舞台的重要天象就是象限仪流星雨，它是北半球每年三大

流星雨之一，每小时天顶流量最大能达到120颗左右。象限仪流星雨的辐射点位于

牧夫座、天龙座和武仙座的交界处，由于辐射点比较靠北，对于北京以北的地区来

说，辐射点整夜都在地平线以上。只不过天刚黑时，辐射点位置很低，接近北方地

平线，天亮前才会升得足够高，所以比较适合后半夜观测。

　　象限仪流星雨的特点是极大期的持续时间很短，最长不超过几个小时，之前和

之后的流量都较小，有时候极大还会出现在白天，加之流星雨的预报很难特别精

准，还要避免月光的影响，因此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冬夜，人们不太有机会看到这个

流星雨。

　　英仙座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雨是每年另外两场较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活

动时间从7月17日到8月24日，持续一个多月，一般每年在8月13日前后，英仙座流

星雨的流量达到极大，每小时天顶流量最大可以达到100颗以上。今年英仙座流星

雨预报的极大期正好赶上满月，强烈的月光会对观测产生严重影响，不太适合观

测。

　　今年，双子座流星雨预报的极大时间在北京时间12月14日21时，每小时天顶流

量最大为150颗左右。此时距离满月刚刚过去6天，天黑后大约4个小时月亮就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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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中下旬，金星、火星、土星之间的距离已逐渐拉开，而木星则在慢慢向它

们靠近，最终在4月20日前后天亮前，在东方低空沿着黄道一字排开，几乎等距离

地分布在30多度的范围内，木星在左侧，高度最低，土星最靠右，高度最高，中间

是金星和火星。4月25日—28日，一轮残月会加入它们的队列，同现夜空，只缺少

了难得一见的水星。

　　今年“最大最圆”的月亮，也就是所谓的超级月亮，将出现在7月14日凌晨。

当天满月时间在3时左右，而月亮掠过近地点的时间在7月13日17时，相差约10个小

时。这之前的一次满月出现在6月14日20时左右，经过近地点的时间在满月之后的6

月15日7时，与满月时间相差约11个小时，也是一次超级月亮。

　　天象剧场流星雨第一个登场

　　每年第一个登上星空舞台的重要天象就是象限仪流星雨，它是北半球每年三大

流星雨之一，每小时天顶流量最大能达到120颗左右。象限仪流星雨的辐射点位于

牧夫座、天龙座和武仙座的交界处，由于辐射点比较靠北，对于北京以北的地区来

说，辐射点整夜都在地平线以上。只不过天刚黑时，辐射点位置很低，接近北方地

平线，天亮前才会升得足够高，所以比较适合后半夜观测。

　　象限仪流星雨的特点是极大期的持续时间很短，最长不超过几个小时，之前和

之后的流量都较小，有时候极大还会出现在白天，加之流星雨的预报很难特别精

准，还要避免月光的影响，因此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冬夜，人们不太有机会看到这个

流星雨。

　　英仙座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雨是每年另外两场较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活

动时间从7月17日到8月24日，持续一个多月，一般每年在8月13日前后，英仙座流

星雨的流量达到极大，每小时天顶流量最大可以达到100颗以上。今年英仙座流星

雨预报的极大期正好赶上满月，强烈的月光会对观测产生严重影响，不太适合观

测。

　　今年，双子座流星雨预报的极大时间在北京时间12月14日21时，每小时天顶流

量最大为150颗左右。此时距离满月刚刚过去6天，天黑后大约4个小时月亮就会升

起，月亮会严重影响午夜以后的观测。不过，预报的流星雨极大时月亮还在地平线

以下，观测不受影响。只是在12月中旬，双子座天黑后不久就从东方偏北的地平线

上升起，到月亮升起时，辐射点的高度还不会太高。

　　今年还有几场中等流量的流星雨，包括4月23日迎来极大的天琴座流星雨、5月

6日的宝瓶座η流星雨以及10月21日前后的猎户座流星雨，虽然流量不能和三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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