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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点亮夜空的浪漫

红月高挂：日月食精彩演出

2025年将有两次日偏食和
两次月全食，值得我们期待的是
9月7日—8日的那场月全食。对
中国观众来讲，这是难得的机
会，可以尽情欣赏红月高挂，将
成为全年最大的星象亮点。

3月14日凌晨，月亮会变红。
“血月”现象只在满月且太阳、地
球和月亮完全对齐的时候出现，
那时，地球的阴影将笼罩天上的
月亮。不过，此次月全食虽美，我
国天文爱好者却无缘亲眼观赏。

日月食天象经常成对出现，
在月食发生半个月后的3月29
日，本年度第一次日食天象将上
演。遗憾的是，我国仍不可见。

9月7日-8日，天空将上演
本年度第二次月食天象——— 月
全食。作为本年度四次日月食中
我国唯一可见的一次，此次月全
食将成为2025年度最值得期待
的天象，全食阶段(从食既到生
光)持续1小时23分钟，我们将有
大把时间来欣赏美妙的红月亮。

从美东时间中午12:27(北京

时间午夜00:27)开始，地球的影子
将在月球表面逐渐蔓延，正常月
食将从美东时间下午1:30持续到
2:52(北京时间午夜01:30—2:52)。

在月全食阶段，阳光穿过地
球充满尘埃的大气圈层，折向红
色光谱区，照在月球表面，使月亮
看起来像沐浴在橙红色光辉中。

9月21日，本年度最后一次
日食天象将在天空上演。不过，
见食地区大部分是茫茫大海及
南极洲等人迹罕至的地区，我国
仍无缘得见。

梦幻开局：跟着预报去追极光

七星连珠：宇宙中的“天体舞蹈”

七星连珠，无疑是2025年的重
磅天文大戏。2月28日晚，土星、水
星、金星、木星、火星、天王星和海王
星将会在天空中连成一线。

“行星连珠”俗称“行星大
巡游”，是一种壮观的天文现
象。一般而言，七颗行星散落于
天幕，千姿百态。为何会出现“连
珠成串”的罕见奇观？

天文学家解释，八大行星公
转轨道基本处于同一平面，同时，
由于行星公转周期各不相同，所
以有机会走到几乎同一方向的位
置，“这就好比不同速度的人在操
场上跑步，总有机会在一定角度
看到他们排成一排。”

当地球和其他几颗行星都聚
集在太阳的一侧，从地球上看，其
他行星似乎沿着黄道排列成了一
条线。行星集中在天区内的范围越
小，这种视觉效果就越震撼。

其实每年都会有行星们在天
上“小聚”，好像是太阳系的年度大
团建。当两颗行星距离很近就叫

“合相”；当三颗或以上行星扎堆，
就算是一次“连珠”。三星相聚称

“迷你连珠”，四星相聚称“小连
珠”，五星或六星相聚称“大连
珠”，七星相聚称“终极连珠”。

除了2月28日晚的“七星连
珠”，4月15日凌晨会上演“四星连
珠”：海王星、水星、土星和金星排成
一列；8月11日凌晨上演“六星连
珠”：水星、木星、金星、天王星、海王
星和土星。8月12日至13日，金星与
木星将超近距离“同框”。

此外，2025年几乎全年，我们
都有机会观测到明亮的金星高悬
在天宇中。在头两个月，我们可以
看到太白金星出现在日落后的天
空中。3月时，金星由于下合原因，
将短暂淹没在日光之中无法观测，
但随着4月到来，金星将摇身变成
启明星，出现在黎明的天空中。

2025年1月25日 星期六 A05新知






北京时间2025年1月1日至2日，

地球磁场发生强烈扰动，连续9小
时达到大地磁暴水平，其源头，是
由2024年12月29日太阳爆发的两个
日冕物质抛射到地球引起的。

受地磁暴影响，黑龙江漠河、
新疆、内蒙古、吉林、辽宁等多地再
现绚丽极光。早在2024年12月30日，
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
警中心，便发布了极光预报专报。

地磁暴是如何引发极光的？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空间
天气技术研发室主任宗位国介
绍，高能粒子沿着地球磁场，从极
区进入大气层，轰击大气中的原
子或分子，引起大气激发，从而产
生绚丽的极光。目前来看，地磁暴
Kp指数达到5，就有可能在漠河
看到极光。

极光预报是如何做到的？宗
位国介绍，预警中心是基于地

磁暴的预报，开展极光预报的。
一旦太阳有爆发活动，就会提前一
两天判断会不会引起地磁暴，并根
据地磁暴可能的强度，判断极光出
现的范围，从而作出预报。

预报内容包括极光可能发生
的日期、适合观测的区域位置等
信息，让极光爱好者从此有了“追
光指引标”。

可以说，我国目前已形成
“天”“地”联合监测网，初步实现
了对太阳、地磁、电离层和中高层
大气重要参数的监测。

整体看，2025年太阳活动仍处
于高位运行。日面上活动区多且活
跃，爆发活动频繁，可能会多次引
发大地磁暴。这意味着，2025年我们
不仅能看到更多太阳黑子，还有更
多机会欣赏绚丽的极光。有兴趣的
话，可多多留意太阳活动及极光预
报，作好随时出动追极光的准备。

仰仰望望蛇蛇年年星星空空，，畅畅享享天天文文盛盛宴宴
准准备备好好，，一一同同开开启启穿穿越越星星际际的的奇奇妙妙之之旅旅

22002255年年，，宇宇宙宙舞舞台台将将上上演演一一场场场场精精彩彩绝绝伦伦的的天天文文奇奇观观！！从从红红月月高高悬悬到到令令人人震震撼撼的的流流星星雨雨，，每每一一幕幕
都都将将挑挑战战我我们们对对宇宇宙宙的的认认知知。。准准备备好好仰仰望望星星空空，，蛇蛇年年跟跟我我们们一一同同开开启启穿穿越越星星际际的的奇奇妙妙之之旅旅！！

主主笔笔：：于于梅梅君君 最近，关于“蛇年
春节没有年三十”的
消息引发热议。事实
上，不仅是2025年，未
来的五年 ( 2 0 2 5—
2029年)都不会有“年
三十”。腊月二十九
后，便直接迎来大年
初一。“年三十”究竟
为什么消失？

中国科学院紫
金山天文台科普与
后勤中心副主任王
科超解释说，大年三
十的缺失，主要与我
国传统历法——— 农
历的编算规则有关。

农历月份是按月
亮的阴晴圆缺来安排
的，在天文学中被称
为“朔望月”。“朔”代
表农历的初一，“望”
则指农历的十五前
后，即满月时刻。一个
农历月的长度，是从
一个“朔”到下一个“朔”。

不过，月亮的运动是复杂的，
绕地球的轨道呈椭圆形，同时地
球绕太阳的轨道也是椭圆形的。

由于引力影响，月亮和地球
的运动速度时快时慢，因此每个

“朔望月”的周期并不相同。
农历中的月份分为大月(30

天)和小月(29天)，如果腊月是
小月，那么这一年度将会没有
大年三十。

年三十消失的现象其实并不
稀奇，腊月逢小月的情况，每隔三
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例如2013
年、2016年、2022年，以及即将到
来的2025年到2029年连续五年，
大家都要面对年三十的缺失。

由于“朔望月”的平均长度
稍长于29 . 5天，因此在历法上，
大月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小月，
因此有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
比没有年三十的年份多。

年三十的消失并不代表除夕
会消失。根据民间习俗，农历岁末
的最后一个晚上仍被称为除夕。因
此，无论腊月二十九还是腊月三
十，除夕作为传统节日一直存在。

此外，农历乙巳年(蛇年)是
闰年，闰六月，全年384天，而公
历2025年是平年，全年365天，农
历年比公历年足足多出19天。

农历乙巳年(蛇年)恰好是
双春年，即一个农历年份中有
两个立春节气。根据传统观念，
双春年被视为祥瑞之年，寓意
着丰收、吉祥和好运。

在2025年日历上，还可看到
一个有趣特点：好几个节日连在
一起。其中，端午节和六一节紧挨
在一起，而中秋节和国庆节也几
乎重合。此外，2025年由于闰月的
存在和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规律，
使三伏天的天数减少到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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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地球都会穿过小
行星破碎留下的空间碎片云，从
而产生大量流星。象限仪座流星
雨、英仙座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
雨，并称北半球三大流星雨，每
年都会准时赴约。

2025年的天象剧场，便以一
场壮观的流星雨拉开帷幕。1月3
日晚至4日黎明，本年度第一场
流星雨——— 象限仪座流星雨迎
来极大。

和大多数流星雨以辐射点
所在的星座命名相同，象限仪座
流星雨也不例外，不过象限仪座
已被废弃，现代88个星座中，已
没有它的“一席之地”。

虽然象限仪座已是“过去
时”，但每年仍有属于它的一场“庆
典”，活跃期通常为上一年的12月
28日至次年的1月12日，其流星体
速度中等、亮度较高，常伴有非常
明亮的火流星出现，极具观赏性。

本年度第二场大流星雨，就
是英仙座流星雨了。英仙座流星
雨每年7月20日到8月20日之间
上演，预计在8月14日迎来极大，
夏季气温适宜，是每年最适合观
测的流星雨。

说到2025年的流星雨，最令人
期待的要数年末的双子座流星雨。
每年12月中旬，这场“天空烟火秀”
都会准时上演。最热闹时，每小时
可能有超过100颗流星划过夜空！

据国际流星组织预报，2025

年双子座极大流星雨，预计出现
在北京时间12月14日16时，天顶
每小时出现率(ZHR)可达150。

双子座流星雨极大期间，月
亮会在后半夜升起，对观测影响
不大，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流星。

除了三大流星雨外，5月份
的宝瓶座流星雨、10月份的猎户
座流星雨、11月份的狮子座流星
雨，也都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观测流星雨不需要使用望
远镜，只需肉眼即可，但前提是
找一个灯光污染少、周边无遮挡
的开阔区域，保持尽量多的天空
在视野内。若夜色晴好，哪怕在
郊区的后院或公园，也可捕获到
流星的倩影，许下你的心愿。

除了红月亮，蛇年值得期待的
还有“老网红”——— 超级月亮。

2025年，我们将看到三次“超
级月亮”，分别发生在10月7日(中
秋节)、11月5日以及12月4日。这
些满月不仅比平常更亮更大，还
自带浪漫滤镜，是拍摄和欣赏月

光的绝佳时机。
其中11月5日的满月，距地球

只有35 .7万千米(较平均距离近了
3万千米)，将是2025年最大满月。

与之相对，4月13日的满月，
因出现在远地点，会是全年中最
小的满月。

超级月亮：三次华丽登场

2022年1月3日天文爱好者在内

蒙古拍摄的象限仪座流星雨 (多张

叠加)。(新华)

行行星星连连珠珠示示意意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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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55年年11月月11日日夜夜间间至至22日日凌凌晨晨，，黑黑龙龙江江省省

多多地地出出现现绚绚丽丽极极光光。。（（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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