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球运动到地球和太阳中间，遮挡了
来自太阳的光照，从而形成日食。日食可
以分为日全食、日偏食和日环食三种。太
阳被完全遮住的叫日全食，部分遮住的为
日偏食。而日环食是指月球未能完全遮
住太阳，且在外侧漏出一圈太阳日面，又
称“金边日食”。三种日食的发生取决于
太阳、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日食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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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长白天观赏

进入6月，天文学界开始躁动起来，今

年我国境内可见的唯一一次日环食将于 6

月21日上演。日环食带在我国经过的省份

有：西藏中部、四川中部、重庆西南部很小一

部分、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

东南部、台湾中部。这条环食带很细，宽度

仅为十几公里，途经城市市区很少，只有厦

门、漳州等少数几个市区可以看到日环食。

在环食带之外的我国所有地区，人们都

能看到日偏食。北京地区 14 时 33 分至 16

时 59 分可见日偏食，食甚发生在 15 时 50

分，食分为0.59。

而从整个东半球来说，本次环食带从刚

果民主共和国北部开始，经过中非、南苏丹、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红海、也门、沙特

阿拉伯、阿曼、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在北太

平洋西部结束。在非洲（除西部和南部外）、

欧洲东南部、亚洲（除北部和极东南部外）、

印度洋北部、大洋洲西北部、北太平洋西部

可以看到日偏食。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日环食有这样几个

特点：食分超大，接近日全食；环食带细窄，

中国境内基本在45公里以下，环食阶段时

延极短，不到1分钟；日环食当天恰逢夏至

日，夏至时刻为北京时间05时44分。另外，

本次日环食发生时，金星位于太阳西边不远

处，大家可尝试观赏“金日同辉”。

据了解，环食带中中国境内食分最大的

地方在西藏阿里地区，食分约0.995，环食时

延25秒，为中国境内最短；环食食分最小的

地方在台湾，食分0.988，环食带中心线附近

环食时延 56 秒，为中国境内最长环食时

延。本次日（环）食在中国境内的历程，从阿

里地区初亏（北京时间约13时10分）至台湾

地区复圆（约17时30分），全程历时近四个

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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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介绍，二十一世纪发生在夏至日的日食仅

有 4 次，分别在 2001 年、2020 年、2039 年、

2058 年，但只有今年这一次的夏至日日食

能在中国可见。

据介绍，此次日食过后，我国就将迎来

十年的日食“空窗期”，下一次想在我国境内

看见日食，得等到2030年6月1日，届时环

食带自西北向东南斜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东北部和黑龙江省中部偏北，可见环

食区域远少于这一次。

本次日食看点多多

此次金边日食的发生时

间正好是夏至当天，这也让

许多人感到激动。夏至当天

发生日食是否罕见？对于观

测而言是否具有特殊意义？

“夏至当天北回归线及

以北地区正午时分的太阳最

高，这一天发生日食，太阳的

地平高度很高，但对于观测

而言，意义并不大。因为大

多数日食带上发生日食的时

间都不在正午，例如此次我

国大部分食带地区都是在午

后，到了福建和台湾地区都

是下午了，夏至日太阳高度

的意义并不大。”北京天文馆

副研究员李昕表示。

事实上，夏至日发生日

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日

食每年至少会出现2次，并不

是很罕见的天文现象。这次

比较特殊的是食分比较大，

也就是特别接近于全食，被

称为金边日食。而且这个

“边”特别窄，十分罕见，这才

是此次日食的真正特殊之

处。

除了夏至日外，冬至日

也会“偶遇”日食。从观测角

度来看，冬至日食的观测效

果更好，因为假设地月距离

相同，冬至日太阳离地球更

近，所以环食带也更宽，能够

“一饱眼福”的地区也就更

多。

夏至日食
没那么特殊

太阳很刺眼，直接用裸眼观测会灼

伤眼睛。它有多亮呢？近-27等！用我

们能肉眼直接看的满月（约-13 等）来

比，太阳要亮约40万倍，相当约40万个

满月重叠在一起同时照向你。所以，要

想看太阳，必须减光。

专家提醒，日食观测时绝对禁止在

没有减光措施下，直接用肉眼观看，这

会对眼睛造成严重损伤，甚至失明。不

可以用肉眼直接观看日食；不可以佩戴

日常的太阳镜或墨镜观看日食；不推荐

在望远镜前端加减光膜或减光片，在目

镜端直接用肉眼观看。因为减光膜

（片）可能意外损坏，从损坏处泄漏的强

光也足以伤害眼睛。不推荐使用曝光

过的底片、蜡烛熏黑的玻璃、曝光过的

X 光底片等办法观看日食。使用数码

相机等拍摄日食时，也需要安装滤光片

或减光膜。

几种安全的观看日食的方法：

通过小孔成像的原理，制作创意投

影来观看。在一张纸上扎一些小孔，将

太阳投影到另一张纸上、墙上或地面上

观看日食；寻找附近有茂密树叶的树

木，透过树叶缝隙观看日食。

望远镜投影法。在目镜后放置一

张白纸，将太阳像投影到纸上观看日

食。需要注意的是太阳光经过望远镜

汇聚，目镜后的温度很高，不能用眼睛

贴着目镜观看，也不能用手触碰目镜。

在使用望远镜投影法观看一段时间之

后，需盖上物镜盖让望远镜冷却。

使用专用日食眼镜。使用前需检

查滤光膜表面是否有划痕或磨损，使用

完好的观食镜观赏日食。

如何安全地
观看日食 太阳表面并不平静，位于太阳大气最外层的

日冕，是太阳风暴发源地，其释放的巨大能量和

粒子会奔袭向地球，导致极光等一系列空间天气

现象。因为日冕被太阳光球的巨大光芒掩盖，我

们很难直接观测到日冕。所以，科学家通过给太

阳加一个“挡板”（日冕仪）对日冕进行观测。而

当日食发生时，月球就起到了“天然挡板”作用，

在地面上就可以观测到非常清晰的日冕结构，这

为太阳物理研究提供了完美的实验场所。

空间天气学家对日食的关注远不只太阳本

身，更重要的是太阳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地球

高层大气受到太阳活动的强烈影响。高层大气

通常指离地面60公里到1000公里的地球大气

区域。在太阳的极紫外、X射线等辐射的作用

下，地球大气可以被部分电离，形成电离层。因

此，在高层大气区域，中性的大气与电离层相互

共存、相互依赖，并共同受到太阳活动的调制。

高层大气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绚

烂极光表演的“舞台”，高层大气的“风吹草动”

也能直接影响低轨道卫星的精密定轨和机动变

轨等。电离层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射和吸收

无线电波，对通讯和导航造成影响。

日食期间，月球会挡住来自太阳的辐射，减

少光电离率。同时，太阳注入地球大气的能量减

小，导致大气温度的降低。随着电离层探测技术

的发展，科学家发现日食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高

层大气扰动。一方面，日食造成的突然温度降低

也能引起多种尺度波动，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大尺

度重力波，且波动向全球范围传播，影响全球高

层大气。另一方面，电离层电子密度在非日食阴

影区域也能造成剧烈扰动。 （本报综合）

科学家对日食
也感兴趣

““金边日食金边日食””
6月21日，2020年我国境内最重要的

天象将现身苍穹，那就是日环食。这次日

环食天象的环食带很窄，全国只有少数地

区上空会出现迷人的金环，然而幸运的

是，我国全境都在见食区域内，即都会出

现不同食分的日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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