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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仅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

尘埃。如今，宇宙飞船承载着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已经飞向了宇

宙，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全面了解。恰

恰相反，在地球上，在很多领域里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

类去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现象和事物，它们

躲在某一角落向我们露出狡黠的笑容。而以人类现有的智慧对

它们只能报以尴尬的无奈。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世界的习

惯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承认这些未知的存在，接纳这些不可理解的事实，并

不是对人类有限心智的嘲讽。毕竟，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在数十

亿年的宇宙长河中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若是一个新生智慧生

物刚一出现，便很快扫清了所有的认知死角，那才是与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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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相背离的怪事。

人类的文明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对未知现象的孜孜探索，

对神秘事物的苦苦追寻，这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的天性所

致。而这种天性也正是人类繁衍生息、文明进化的不竭原动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事物就是

奥秘。”面对所有出现过的未知事物和现象，人们都曾做出过努

力探索，甚至很多人“执著”地认为自己的发现就是对谜团最标

准的解答。而这种所谓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固执，是一种混

淆视听的偏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鉴于此，本套《发现之旅》丛书，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的态

度，宁缺毋滥。在强调保持内容趣味活泼的前提下，用科学严谨

的态度进行编写。

另外，本套丛书在内容上只是对所写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

的描述，没有任何主观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读者大众

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判断。

本套丛书共１４本，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适合图书馆馆藏以

及个人收藏。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

斧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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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食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关于日食的

报道。当日食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通过有

色玻璃滤去太阳光，以免损伤眼睛，也便于观

看。下面我们就一起去系统的了解一下

日食。

日食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天文现象。所谓“食”是指一

个天体被另一个天体或它的影子全部或部分掩遮的一种天文景

象。大家都知道，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动，而地球又围绕着太阳公

转。当月亮、地球、太阳三者差不多成一线的时候，“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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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可能发生了。在古代也发生过很多次日食现象，那时科技

还不是很发达，人们认为这是天狗吃太阳，即“天狗食日”。

我国最早关于日食的记载是在《书经·胤征篇》中，据后来

人们考证，这次最早的日食大概发生在夏代仲康元年。中国天

文学家仍指出这次日食得到公认，是世界最古老的记录。

日食发生时，看到日食的地区的人们非常惊恐。人们仰望

天空，只见光芒四射的太阳，突然间发生缺口，光色也暗淡下来。

但是，在缺了很大一部分之后，却又开始复圆了。他们以为这是

什么大事要发生的前兆，并把这次日食刻在一片甲骨上。在出

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被认定的日食纪事有５次。这是发生在

公元前１４世纪至１２世纪之间的日食纪事。

日环食



３　　　　

其实在日食发生的时候就是地球上的局部地区或全部被月

影所遮盖住了。当月球绕地球转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太阳、

月球、地球三者正好排成或接近一条直线，月球挡住了射到地球

上的太阳光，月球身后的黑影正好落到地球上，这时发生日食

现象。

日食有三种：即日偏食、日环食以及日全食。这三种不同的

日食的发生都和太阳、月球和地球三者的相互变化着的位置有

关系，并且也取决于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变化。环食和全食

又都是中心食，而在中心食发生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发生日偏食。

日偏食

那么什么是日偏食？它是怎样形成的呢？什么又是日环食

和日全食呢？顾名思义，日偏食就是日、地、月旋转时，月球遮住

太阳的一部分，从地球上看不到那一部分太阳了。当月球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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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中心部分，而周围还露出一圈来，好像一个光环似的叫日

环食。而太阳被完全遮住的，没有留下一点叫日全食。

日全食

相对太阳来说，月球要小得多，它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直径的

四百分之一。而月球和地球间距离也几乎是太阳和地球间距离

的四百分之一。所以对于地球上的我们来说，月亮和太阳的圆

面大小差不多相等，因此月亮就能把太阳遮住而发生日食现象。

地球和月球公转的轨道都是椭圆，因此不论是太阳距离地

球的距离，还是月球距离地球的距离，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两

个距离都是有的时候比较远，有的时候又比较近，因而月球的本

影的长短也就不一样了。月球的本影在最长的时候可达到

３７９６６０千米，最短的时候为３６７０００千米。而地球与月球之间

的距离最近时为３５６７００千米，最远时达４０６７００千米。如果在

某一时刻月球本影比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大，地球上被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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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影扫过的地带就可以看到日全食。如果月球本影比地球与月

球之间的距离小，月球本影的尖端到不了地球的表面，那么在影

尖延长出来的小影锥（叫伪本影）扫过的地带可以看到日环食。

被月球半影扫过的地带均可以看到日偏食，在偏食区内离全食

区越近，偏食的程度就越大。月球本影和半影没有扫过的地方，

根本看不见日食。

日食过程可以分成五个阶段，即初亏、食既、食甚、生光、复

圆。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这四个阶段又分别称为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接触。而只有日全食才拥有全部的过程，日偏食和日

环食没有食既和生光这两个阶段。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

这五个阶段。

初亏

初亏：太阳与月球第一次外切，太阳光球西面刚切入月球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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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时刻。

食既

食既：太阳与月球第一次内切，太阳光球刚完全被月球掩蔽

的时刻。

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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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月亮围绕着地球自西向东转动，所以日食总是在

太阳圆面的西边缘开始的。当月面的东边缘与月面的西边缘相

外切的时刻，称为初亏。初亏预示着就日食过程开始的开始。

食既日全食发生的一个时刻，当初亏以后，月亮继续往东运

行，被月亮遮住的太阳圆面也就逐渐增大，阳光的强度与热度也

随之明显下降。当月面的东边缘与日面的东边缘相内切的那个

时刻，被称为食既。此时整个太阳圆面被遮住。

食甚：太阳被月亮遮住最多时，也就是月球中心与太阳中心

距离最小的时刻。

生光：食甚以后，月亮继续向东移动，当太阳与月球第二次

内切，太阳光球刚从月球西面露出来的那个时刻。生光是日食

结束的标志。

生光复圆之间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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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圆：当生光时刻过后，月面继续向东移动离开日面，太阳

被遮盖的部分逐渐减少当太阳与月球第二次外切，太阳光球刚

完全离开月球背后的那个时刻称作复圆。复圆时太阳又呈现出

圆盘形状，整个日食过程结束。

这五个阶段是日食发生的全过程，每个阶段之间不是独立

的，而是一个相互连续的过程。一个阶段紧接着另一个阶段而

来。（就日全食而言，日偏食和日环食没有食既和生光这两个阶

段这两个阶段。）

日偏食总是在太阳的西边缘处产生一个小小的缺口，这说

明月影已开始侵占太阳表面了。这个小缺口在逐渐增大，增大

到最大的时候再逐渐减小，等到太阳完全恢复过来时，日食就结

束了。而日全食要壮观很多。

日食过程中的贝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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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食开始时和日偏食一样，只是缺口逐渐增大逐渐使得

整个太阳都被黑影侵蚀掉了。这时，气温会骤然下降、天空逐渐

由暗变黑。群星也在天空中浮现。一团淡黄色的薄雾笼罩着远

方的地平线。当窄窄的弯月形的光边穿过月面上粗糙不平的谷

地时，就变成一系列的小珠子。这些光斑成为“贝利珠”。

发生日食的时间是短暂的，无论是日偏食、日全食还是日环

食。发生日全食能延续时间一般不超过７′５８″。发生日全食时

也并不是在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日全食，能看到的区

域非常小。因为月球比较小，它的本影也比较小而短，因而它能

扫过的在地球上区域也不大，时间也不会很长。月球本影的平

均长度（３７３２９３千米）小于月球与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３８４４００

千米），就整个地球而言，日环食发生的次数多于日全食。

观测日食

日食发生是有一定时间规律的，因为地球绕太阳和月亮绕地

球的公转运动和黄白交点的移动都是有规律的，所以相隔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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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会发生一次大致类似的日食、月食。古巴比伦人对日食和

月食非常感兴趣，他们对日食和月食进行了长期统计。根据这些

统计数据发现了日、月食的循环周期为２３３个朔望月，也就是１８

年１１又１／３日，即沙罗周期。

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即农历初一，但并非所有的朔日都会

有日食发生。这是由于白道面（即月球绕地球运动的轨道平面）

和黄道面（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平面）并不重迭，而是有一个

平均大约为５°０９′的倾角。所以朔日里，月球虽然运行到太阳和

地球之间，但只要月影扫不到地面就不会发生日食。据统计数

字表明，世界上每年至少要发生两次日食，最多时可达５次。月

球的本影或伪本影在地面扫过的区域称为日食带。日食带的宽

度一般只有几十千米到两三百千米。就此算来，平均要两三百

年才有机会在某一地区看到一次日全食。１９９７年３月９日，我

国黑龙江北端看到的那次日全食是２０世纪在我国能看到的最

后一次日全食。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１的日全食，是２０世纪陆地地区

可见的最后一次日全食，全食带从大西洋西海岸，经大西洋、英

国南端、法国、德国，到西亚、印度北部和孟加拉湾。其中罗马尼

亚的布加勒斯特附近全食时间最长，是观看这次日食最好的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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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线　　　　　
日食在发生的时候非常壮观，但这些壮观的景象是不是都

能用肉眼看到？

当日食发生的时候，能不能用肉眼直接看到

有很多因素。比如和发生的时间有关系，例如日

偏食在早上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发生的，我们一

开始就可以用肉眼观看。但如果发生在中午就不

能直接用肉眼观看了。月亮只挡住了一部分太

阳，剩下的部分仍然和平常一样，所以直接观看容

易烧伤眼晴。一种方法是用一块涂了黑色的玻璃

放在眼睛前面观看（或者把玻璃放在烟火上面熏

黑）。还可以透过古铜色的玻璃观看。另一种是

把加了墨汁的水倒入盆中，观看映在水中的太阳。

还可以用几张完全曝光的相片底片重叠在一起观

看。还可以用加了滤光片的望远镜观看。

当全食发生时，就可以用肉眼直接观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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