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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释疑百年罕见的月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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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4日全球迎来月全食，中国境内大部可见。这次月全食，在亚洲(除西部)、北冰洋部
分区域、印度洋东部、大洋洲、太平洋、北美洲西部、南美洲西部、南极洲大部可以看到。

  4月4日月全食有何不同？月全食发生是否有规律？发生的时间、可见地点又是如何计算的
呢？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

4月4日月全食有何不同？

  “此次月全食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全食期的时间短，只有12分钟。时间如此之短是百
年内罕见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主任张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月全食似乎已经不是
一个新话题，但这次全食的时间之短，在历史上次数并不多。



  据介绍，当太阳光照射在地球上时，在地球的背面会拖着一个地球阴影，如果月球运行时部
分或全部进入地球的阴影，此时发生的天象就是月偏食或月全食。发生月食时，地球的空间位置

是在太阳和月球之间，三天体恰好或几乎成一条直线，月食总发生在农历十五左右(望日)。

  “每次发生月全食的时候，月亮经过地影的路径并不相同，有时候离地影中心很近，带来很长
时间的全食；而有时月亮的路径会贴近地影边缘，这样就会带来很短的全食，例如本次月全食就

是这样。”张旸介绍。月全食发生的时候，从月球刚刚进入地影的半影，到它从半影的另一端完全
出来，往往要持续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过程可以大致分为7个节点（食相），其间的不同
时期有着不同的景象。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由于月球绕着地球的转动方向是自西向东，
并且转动的角速度快于地球相对于太阳公转的角速度，因此月全食发生时，月球总是从地影偏西

侧开始进入半影，与半影外切的时刻，就叫做“半影食始”，这是整场月全食的开始。接下来月球
将迎来刚刚进入本影的时刻，称为“初亏”，这时候月球与本影外切，月偏食开始。之后月球整体
进入本影，与本影内切，这个时刻称为“食既”，全食阶段由此开始。再往后，月球将进入到本影
最深处，月球中心与本影中心的距离达到最小值，这是月全食最为高潮的时刻，称为“食甚”。之
后的过程与前面类似但相反，分别称为“生光”“复圆”“半影食终”。

  “月全食最具观赏性的时段是从食既到生光之间的全食时期，这时候月亮整体处于地影的本影
之中，但并非不可见，而是呈现暗淡的微红色，这是由于地球表面浓厚的大气将一部分波长较长

的太阳光（偏红色）折射到月亮上，从而使月亮变成暗红色。”张旸说。此时月亮的整体亮度很
低，原本淹没在其周围的星光，此时纷纷呈现出来，形成众星捧月的壮丽景象，极具观赏性。

月食的发生是否有规律？



  “因为月亮绕地球的运动和地球绕太阳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因此月食的发生也会有一定的规
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历算专家成灼告诉记者。最著名的周期就是沙罗周期，
即223个朔望月（月面盈亏变化周期）长度，也正好大致等于19个食年（太阳从黄白交点起运行
再回到这个交点的周期）、242个交点月（月亮从黄白交点起运行再回到这个交点的周期）。经
过一个沙罗周期，太阳、地球、月亮这3个天体的相对位置大致回复到一个周期以前的情况，所
以月食的情况与前一周期相仿；但不会完全一样，因此不能代替月食的精确预报，月食的精确预

报是在太阳、地球、月亮的高精度位置预报的基础上根据月食理论计算出来，例如是否会发生月

全食，需要根据计算判断月亮是否能完全进入地球本影。

  “月全食并不是每年都能发生的，大概两年轮空，如2012、2013年没有，2014、2015年有，
2016、2017年没有，2018、2019年有。”成灼说，日月食的预报已比较成熟，国内外都有刊登几
千年日月食发生时间和类别的日月食典，准确详细预报则刊登在每年的天文年历上。

月全食出现的各个食相时刻、可见地点又如何计算的呢？

  “月食发生的时刻是在太阳、地球、月亮的高精度位置预报的基础上根据月食理论计算出
来。”成灼说，举例来说，计算初亏的时刻，我们只要计算出地球本影的半径、月亮半径、月亮中
心与地影中心的距离，那么满足月亮中心与地影中心距离等于地球本影半径加上月亮半径的时刻

就是初亏时刻。

  成灼告诉记者，天文年历上各食相的时刻一般会刊出力学时和北京时间两种时间，力学时是
根据力学理论计算天体位置所用的时间引数，是均匀的时间；北京时间是根据世界时以及北京时

间对应的地理经度（东经120度）获得；而世界时是以地球的自转来定义的时间系统。由于地球
自转的不均匀性，和力学时之间有偏差，两者之间改正值的预推值可以从IERS（国际地球自转和
参考系服务）网站获得。



  通常在月食的预报图中，除了力学时与北京时间之外，示意图中还会出现“方位角”和“月亮在
天顶地点”等相关术语。

  “方位角即月食发生时月面与地影的切点在月面上的位置，以角度度量，自月面北点向东起
算。”成灼说，“月亮在天顶的地点即该食相时刻月亮正位于天顶的地面地点，简单地说，就是月
亮和地心的连线，在地球表面的交点。地球上以该点为中心的半球区域内都可以看到此时的月

亮，即可以看到该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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