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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良机 千里迢迢赴北睡

曾有学者就观察 日全食作过统计
,

认为一

辈子生活在一 个地方的人
,

平均二三百年才有

一次看到 日全食的机会
#

相对 而言
,

人们看到

日偏食
、

月食的机会却是不少的
,

特别是 月食
,

因为月食的时候
,

几乎半个地球上 的人们都可

以看到它
#

发生 日全食时
,

只有幸好在月球投

影 到地球表面一条狭窄影区 内的人才能够看

到
,

所以仅有极小部分的人可实地 目睹大 自然

那壮观的景象
#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早

些时候预报
,

�∃∃% 年 & 月 ∃ 日上午将发生一次

日全食
,

地处我国北部边 睡的漠河县正好位于

日食中心带内
#

这是本世纪末在我国大地上所

能观测的最后 一次 日全食
#

此外
,

人们还可以

在无空气污染的夜空中看到著名的海尔一波普

彗星
,

这颗周期彗星的周期为 &    年左右
#

不

论是对于科学家还是对天文爱好者
,

这都是一

次难得的科学研究和观赏宇宙美景的天赐良

机∋

在 日全食过程中
,

由于太阳光球被月球全

部遮挡
,

日拜和太 阳的最外层大气
—

日冕将

出现在暗黑的天空背景上
,

为研究者提供了极

好的观测时机( 同时
,

又是研究因太阳光突然消

失而对地球大气
、

电离层
、

地磁场等产生影响的

极好机会
#

鉴于这 次 日全食的科学观测意义
、

天文学普及宣传意义
,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了北京天文台
、

南京紫金

山天文台
、

云南天文台
、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

心
、

地球物理所
、

武汉测地所
、

电子工业部 ))

所
、

南京大学天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等

单位
,

涉及了太阳物理
、

日地空间物理
、

电离层
、

地磁和地电等领域计 �∗ 个项 目的日全食观测

项 目
,

并在漠河举行
“

太阳与人类环境国际学术

讨论会
” ( 中国天文学会和黑龙江省科协专门组

织了
“

∃% 中国黑龙江 日全食和彗星观测活动
” ,

加上报刊
、

广播
、

电视等新 闻媒介的宜传
,

使得

许多天文爱好者
、

摄影爱好者 以及爱好旅游者

纷纷云集黑龙江漠河
#

�∃ ∃ % 年 & 月 % 日
,

我随
“

太阳和人类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
”

的一百多位

代表们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漠河县 �西林吉∀
#

漠河地处北纬 + & 度 )∃ 分
,

东经 � )) 度 ) �

分
,

每年结冰期为 , 个多月
,

最低温度达零下

+, 摄 氏度
,

我们到这里时最低温度 为零下 ),

摄氏度
#

这次会议选在此地的一个主要 目的
,

是让大家亲眼 目睹日全食
#

由于各种原因
,

许

多人搞了一辈子的太阳物理研究竟未见过 一次

日全食呢 ∋ 在这支科学家队伍中共有 , 位中国

科学院院士
,

其中著名老科学家王大琦先生
、

何

泽慧女士均已八十多岁
,

王缓琅先生 %! 岁
,

还

有一位自费前来的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朱启鹤院

士�非会议代表∀%& 岁
,

他们均以极大的兴趣不

顾路途遥远
、

气候严寒来到北睡观测 日全食
#

& 月 , 日那天
,

这支庞大的科学家队伍从

西林吉出发
,

在林海雪原上趋车近 & 个小时
,

来

到黑龙江岸边的北极村
#

十几年前
,

中国科学

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设立 了一座地磁观测

台
#

为了观测 日食时的太 阳闪光光谱
,

紫金山

天文台的一些科学家已提前多 日到达这里
#

据

有关同志介绍
,

这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

不仅仅

是气候严寒
,

吃水用水也很不方便
#

几年前因

徒步考察南极冰川而轰动新 闻界的秦大河同

志
,

现在是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
,

他从北京前来亲切慰问了这些在祖国北极的科

学工作者们
#

在北极村
,

不论是年迈 的还是年

轻的科学家们
,

纷纷踏上冰雪覆盖的黑龙江主

航道中国一侧
,

或在界标旁或与边防战士合影

乙、丁毛全口�一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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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念
#

回到西林吉宾馆时
,

天已黑下来了
,

许多人

顾不上休息
、

吃晚饭
,

驻足遥望西北部天空
,

观

赏那颗 &    年才走 一回的明亮彗星一
−

月每尔一

波普彗星
#

笔者注意到
,

彗星在天空中很亮
,

比

起 � ∃,∗ 年 回归的哈雷彗星来
,

可以说是
“

太明

亮了
”

∋ 海尔一波普彗星 的彗头格外明亮
,

其彗

尾较长呈扇形
,

有分叉
,

那蓝色彗尾即所谓离子

彗尾
,

其另一侧较亮的彗尾是尘埃彗尾
#

在彗

星不远处的天鹅座亮星
一

甲长天津四与彗星交相

辉映
,

十分壮观 ∋

“

黑太阳
”

—
日全食奇观

这 次 日全食是从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开始

的
,

随着月影向东移动
,

经过哈萨克斯坦
、

蒙古

和俄罗斯后
,

再次进人我国的内蒙古满归地区
、

黑龙江漠河地区
#

就观测条件来说
,

漠河地区

较为理想
,

早晨 ∃ 点钟
,

太阳可升到地平线上

)� 度 多的高度
#

如果观测地 点选在阿勒泰地

区
,

太阳仰角只有 , 度
,

不宜观测 日全食
,

�∃ ∃ %

年 & 月 ∃ 日清晨
,

漠河地区天气晴朗
,

太阳悬挂

在东南方
,

但见北睡雪原一 片银灰色
#

一百多

位会议代表以及数百名来自云南
、

广东
、

上海
、

安徽
、

山西
、

河北
、

天津
、

北京
、

哈尔滨
、

齐齐哈尔

等地的天文爱好者们
,

陆续前往预选的观测场

地一一

模河三中�有一小部分在二中∀
#

据笔者粗略估计
,

在 & 月 ∃ 日上午
,

漠河三

中广阔的操场上聚集的群众有数千人
#

只见 一

排排架好的望远镜
、

照相机
、

摄象机旁围着充满

信心的人群
#

中央电视台
、

黑龙江电视台在三

中操场北端设立 了直播现场
#

上海东方电视台

的一些记者也千里迢迢扛着摄象机赶来采访
,

有的记者由于全神贯注拍摄脸部被冻伤了
#

由

于早晨零下 )% 摄氏度的低温使得不少照相机

机械部分失灵
,

我看到一些观测者急得顿足大

叫
#

就在这时候
,

月亮在光天化日之下正
“

偷偷

地 ,’� 因人们看不见它 ∀自西向东朝太阳移动着
#

“

初亏 开始了 ∋
”

有人兴奋地喊道
#

人们透

过滤光片或 日食观察卡看到太阳西侧被月球黑

影
“

吃掉 了
”

很小的一块
#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

流逝
,

黑色的月影不断地蚕食着 日面
#

在场的

观测者们几乎都感到气温在下降着
,

而且有 一

阵阵凉风袭来
#

我看到我的一位女同事虽裹着

厚厚的羽绒 大衣
,

身体在早晨的寒气中仍有些

瑟瑟发抖
,

她似乎 要被冻僵 了
#

, 点 +∃ 分 +%

秒
,

通过滤光片我看到太 阳已被
“

食
”

去绝大部

分
,

看上去
,

它好似一弯美丽动人的
“

月牙儿
” #

马上就要到食既时刻了
,

等待许久的观测者们
,

心情顿时紧张起来
#

这是 因为
,

观测者们 不远

万里 冒着严寒来到祖国北睡
,

其主要 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能在短暂而宝贵的瞬间拍得
“

贝利珠
”

和全食时出现的
“

黑太阳
”

照片
,

大家唯恐出现

意外而导致观测失败
#

人们盼望的宇宙奇观终于出现了 ∋ ∃ 时零

% 分 ! 秒
,

就在月影全部遮住太阳的一刹那
,

光亮的太阳消失 了
,

大地一下子陷人了黑暗之

中
#

平时人们所见的光焰无际的太阳
,

霎时变

作了一轮
“

黑太阳
”

∋ 少顷
,

人们平时难以见到

的太 阳最外层大气
—

日冕出现了
#

在月掩 日

轮的周围浮现的青白色光区
,

就是 日冕
,

看上去

它象一 顶太阳帽
,

天文学家们 因此称其为
‘

旧
冕

”
#

其亮度 大约比满月时的月光亮一 些
#

那

柔美之光真是美哉 ∋ 壮哉 ∋ 我
“

咔喳
,

咔喳
”

不

停地按动着相机快门
,

记录下这一幕奇丽
、

短暂

的天象
#

“

砰 ∋ 砰∋
”

突然
,

几声巨响打破了我的神思
#

原来
,

面对 日全食景象
,

附近的当地居民竟兴奋

地燃放起爆竹来
#

就在这短短两分 多钟的时间

里
,

我看到大地变得一片昏暗
,

广场 上的人们不

时发出一片惊叹 ∋ 天空有几颗亮星浮现了
,

在

黑太阳附近的水星和金星显得格外明亮
#

仰望
“

黑太阳
” ,

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
.
太阳作为一

团熊熊燃烧的天火
,

它所发出的光芒在太空中

原来是 那么的有限啊 ∋ 这时
,

我忽然想起了儒

家古籍《论语》中的两句话
“

君子之过也
,

如日月

之食焉 .过也
,

人皆见之 ( 更也
,

人皆仰之
# ”

我仔细欣赏着天空中的
“

黑太阳
” ,

它酷似

一个圆圆的黑色空洞
#

只见它静静地 向周围发

出那灿烂而有限的光芒
,

在紧靠黑色 日轮的边

缘呈现出少许红光
,

这 即是太阳色球层
#

通过

天文望远镜
,

可看到 日轮边缘那红彤彤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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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
—

日洱
,

非常壮观 ∋

忽然
,

我注意到太 阳极区的光呈一络络的

羽毛状
#

噢
,

我看到 日冕
“

极羽
”

了 ∋ 这使我一

下子回想起 ) 多年前
,

那时我正在北大空间物

理专业读书
,

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描述 日冕膨

胀与
“

太 阳风
” #

由于 日冕温度高达 一二百万

度
,

那里就象火箭发动机的喷管
,

不断地向外发

出人眼所看不到的一种连续微粒辐射
一

太

阳风
”

( 太阳风伴着太阳磁场运动
,

每秒钟大约

可带走 !   万吨的太阳物质
#

老师还 告诉我

们
,

日冕物质并非均匀
,

而且物质密度很低
,

一

般的太 阳风称为
“

宁静太 阳风
” ,

其风速约 为

!  千米 / 秒 ( % 年代的宇宙飞船发现
,

来自冕

洞的太阳风速高达 0   千米 / 秒
,

真可谓太阳

风中的
“

高速流
” #

望着那美丽的日冕极羽
,

我仿佛看到了那

强劲的太阳风
,

它伴随出自太阳本身的那一根

根磁力线正在向太空奔腾 ( 当这种太空急流遇

到海尔一波普彗星时
,

主要由冰物质构成的
“

肮

脏雪球
’, 一

一彗核便发生了变化
,

来 自彗核的蒸

发物�尘埃
、

粒子 ∀被太阳辐射压力和太阳风推

向远离彗头的方向
,

因此形成 了长长的彗尾
#

“

黑太阳
”

的情景大约持续了两分钟
,

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

就在太阳开始生光 的一刹 那
,

只见一道闪光冲出日轮西部边缘的一个很小的
“

缺 口
”

—月球的山峰
,

奇特的
“

贝利珠
”

如闪

光的红宝石戒指
,

蔚为壮观 ∋ 但此美景如昙花

一现
,

转瞬即逝
,

当人们喊着
“

快看 ∋ 快看 ∋
”

时

天已放亮了
,

虽然透过滤光 片所看到的太阳只

是一弯
“

新月
” #

俗话说
“

光阴似箭
,

日月如梭
”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那
“

新月
”

形逐渐增大
、

变圆

�复圆∀
,

到 � 点 �∃ 分 !+ 秒
,

本世纪末在我国

大地上能见到的最后一次 日全食终于结束了
#

观 后 感 悟

站在雪地上的我
,

久久的沉浸在观赏 日食

的喜悦之中
#

的确
,

再好的画笔也难 以画出大

宇宙那真实的自然之美啊 ∋ ⋯⋯

我想到
,

自古以来
,

日月星辰就与人们结伴

生活
#

尤其是光辉的太阳
,

它与人类的生产
、

生

活至关重要
,

先民们总是过着
“

日出而作
,

日人

而息
”

的生活
#

人类很早就想 了解太阳究竟是

什么样子 1 它的结构如何 1 由于太阳总是那么

光耀夺 目
,

人们对于它的了解在很长的历史时

期内仅能靠想象
#

近代科学的问世
,

终于为人

们解开太阳之谜提供了契机
#

现代航天技术的

发展
,

更象是给科学家们插上了翅膀
,

世界科学

事业前途无量 ∋

人类生活的大 自然充满 了生机
,

而且是奥

妙无穷的( 浩瀚无垠的星空
,

形形色色的宇宙天

体是人类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
#

因为
,

人们不

仅从中可 以发现许多的秘密
,

而且是人类创造

新生活的一种动力
#

观察 日全食的时机的确是

难得的∋ 大自然是无比壮观的∋ 勤劳
、

智慧
、

勇

敢的科学家们是伟大的∋ 宇宙是可以认识
、

理

解的∋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

智慧的人类应 当学

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 上面这几句话
,

正是 我

最近到祖国的北极一一黑龙江漠河观日食
、

彗

星后的深切感悟
#

我相信
,

漠河 日食曾给千千

万万观察者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

并 留下终生

难忘的印象
#

2科苑快讯
#

�
戈 一 二 3

3
月叭俨

英科学家认为微波将

成为未来取暖源

据《科技日报》报道

将来
,

人们 无须 用电

能
、

天然气或燃油来取暖
,

微波将成为未来的取暖源
#

采用微波暖气后
,

人们可在寒冷的冬天穿件衬衣在室

内活动
·

均匀的送暖会使人感到非常舒适
,

英国马尔博罗微波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墙上安装

一台微波发生器
,

然后用反 射镜将微波反射到房间的

各个角落
,

房间便顿时春意盎然
#

用微波取暖除温度分

布均匀外
,

还可节省能源
,

每平米仅需约 � 至 & 毫伏

的功率
,

相当于电取暖耗电的百分之几
#

正常情况下
,

微波只能加热水分子
,

但也能加热其

他物质
#

为此
,

科学家担心
,

微波会使人大脑内部过热
#

但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人们对微波的恐惧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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