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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 7月 22日中国日全食 
李  良 

今年是国际天文年，恰逢 7 月 22 日上午在我国

发生一次罕见的日全食。这可能是近百年来出现的

最壮观完美的一次日食，是 1991 年到 2132 年之间

发生的日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大约 5 个小

时内，日食带横着扫过东半球，其中，时间最长的

位置在太平洋中，可达 6 分 39 秒，届时，我国处

在全食带内大部分地区的约四亿居民都能看到大约

5 分钟的日全食景观。北京地区大约在 9 时 31 分出

现月影覆盖日面 72%的日偏食。表 1 是 2009 年 7
月 22 日我国日全食部分城市时间表（北京时间）。 

表 1  2009 年 7 月 22 日日全食中国主要城市所见全食预报表 
（东经 120°标准时） 

初亏 
                   

全食始 
                 

食甚 
                 

全食终 
                 

复圆 
                      地名 

时分秒 时分秒 时分秒 时分秒 时分秒 

上海市 8 23 25 9 36 44 9 39 16 9 41 49 11 01 36 

重庆市 8 07 54 9 12 59 9 15 08 9 17 17 10 30 34 

常州市 8 21 44 9 35 23 9 36 28 9 37 34 10 57 55 

无锡市 8 22 03 9 35 10 9 37 05 9 39 01 10 58 48 

苏州市 8 22 21 9 35 13 9 37 41 9 40 10 10 59 41 

杭州市 8 21 26 9 34 11 9 36 55 9 39 40 10 59 21 

嘉兴市 8 22 20 9 35 01 9 37 59 9 40 57 11 00 21 

合肥市 8 18 39 9 30 48 9 31 48 9 32 49 10 52 07 

铜陵市 8 18 49 9 29 47 9 32 39 9 35 31 10 53 46 

武汉市 8 14 53 9 23 56 9 26 39 9 29 24 10 46 15 

成都市 8 07 05 9 11 06 9 12 47 9 14 29 10 26 22 

桐城市 8 17 54 9 28 25 9 31 10 9 33 56 10 51 50 

高淳县 8 20 17 9 32 07 9 34 36 9 37 06 10 55 56 

黟  县 8 18 36 9 31 04 9 32 50 9 34 37 10 54 32 
 

日全食的五个阶段 
一次日全食的过程可以包括以下五个时期：初

亏、食既、食甚、生光和复圆（见图 1）。 
初亏  由于月亮自西向东绕地球运转，所以日

食总是在太阳圆面的西边缘开始的。当月亮的东边

缘刚接触到太阳圆面的瞬间(即月面的东边缘与月

面的西边缘相外切的时刻)，称为初亏。初亏也就是

日食过程开始的时刻。 
食既  从初亏开始，就是偏食阶段了。月亮继

续往东运行，太阳圆面被月亮遮掩的部分逐渐增大，

阳光的强度与热度显著下降。当月面的东边缘与日

面的东边缘相内切时，称为食既。此时整个太阳圆

面被遮住，因此，食既也就是日全食开始的时刻。 
食甚  食既以后，月轮继续东移，当月轮中心

和日面中心相距最近时，就达到食甚。对日偏食来

说，食甚是太阳被月亮遮去最多的时刻。 
生光  月亮继续往东移动，当月面的西边缘和

日面的西边缘相内切的瞬间，称为生光，它是日全

食结束的时刻。在生光将发生之前，钻石环、倍利

珠的现象又会出现在太阳的西边缘，但也是很快就

会消失。接着在太阳西边缘又射出一线刺眼的光芒，

原来在日全食时可以看到的色球层、日珥、日冕等

现象迅即隐没在阳光之中，星星也消失了，阳光重

新普照大地。  
复圆  生光之后，月面继续移离日面，太阳被

遮蔽的部分逐渐减少，当月面的西边缘与日面的东

边缘相切的刹那，称为复圆。这时太阳又呈现出圆

盘形状，整个日全食过程就宣告结束了。 

 
图 1  日全食过程各阶段情形示意图 

 

怎样观察日食 
这里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观测日全食

时，千万不可用肉眼直接观看太阳，观察者必须使

用可滤去强光的巴登膜滤光片或专门的日食观察

卡；如果使用望远镜观测，也必须在望远镜物镜前

安装有效合适的滤光片；即使当太阳被月球遮掩只

余下极小部分时，也不能用肉眼直接观测，否则会

被强烈的阳光刺伤眼睛。要知道，不科学的观看日

食方法可能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甚至永久失明。只有

到了日全食期间，即“黑太阳”时可用肉眼直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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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里介绍一般爱好者所常用的几种方法。 
肉眼观日食的方法： 
1）用特制的塑胶薄膜做成的太阳屏滤光片，它

可以降低阳光里的可见光，还能阻挡阳光里的红外

线和紫外线的通过，这是非常安全的观测方法。注

意：太阳屏滤光片是一种非常薄的胶膜，极易受损

破裂。 
2）找平面一块玻璃，涂上些墨汁或用烟把玻璃

熏得足够黑，方可当作滤光片来观看日食，要注意

时刻避免被阳光刺伤眼睛。 
3）可用从暗盒直接拉出的照相胶片（可用两层

胶片）作滤光片，方法是将胶片从暗盒拉出后，在

阳光下曝光约 30 秒，然后将两块底片叠在一起作为

滤光片来观测太阳。 
使用望远镜观测方法： 
1）首先切记的是，用望远镜观测日全食时，望

远镜一定要配备太阳遮光镜，否则，你的眼睛会瞬

间失明。 
2）市场上销售的观景用或观剧用的双筒望远镜

均可用来观日食，它体积小，携带方便，视野广阔，

容易寻找目标，是理想的观日食工具。可选择 7×
50 或 8×30 的类型望远镜。7×表示放大倍率为 7，
50 表示镜头口径为 50 毫米。望远镜物镜口径愈大，

聚光力愈强，清晰度也愈高。 
3）折射望远镜是用作观测日食更为理想的工

具。首先把加好滤光片的望远镜对准太阳，再在离

望远镜目镜后一段距离放上投影屏（即一张白纸），

让太阳的影像投射到纸上。折射望远镜种类多，价

格从上千元、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倍率从几十倍

到二三百倍。这类望远镜主要由一组凸透镜做物镜，

远处景物的光线透过物镜成像于焦点，再由目镜放

大影像。有一些天文望远镜大多附有赤道仪底座（手

动/电动）。赤道仪可以自动追踪太阳的移动，确保

太阳像持久位于望远镜中心，不会由时间的推移而

移出镜头，在目镜接口配接照相机就可以跟踪太阳

拍摄日食照片。 
4）用反射望远镜也可观测日全食，但由于阳光

照射后管内的空气受热形成扰动气流，影响成像的

质量，观测效果不太理想。 
用相机对日全食的全过程拍摄 
拍摄时，每隔一段时间（几分钟或更短时间）

拍摄一张，以记录下日全食的全过程，使用的照相

机镜头上必须加滤光片，这种摄影的效果也叫做“糖

葫芦串”影像；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进入食既时立

即拿下滤光片，否则拍摄失败。此外通过高清晰摄

影对倍利珠、日珥、日冕拍摄特写镜头。 
日全食观测有哪些内容？ 

日全食观测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就一般爱

好者力所能及的内容列举一些。 
初亏和复圆时间   可测定月球边缘和太阳两

次接触的时间（即初亏和复圆）。 
月球边缘的观测  在月球横过日面时，由于月

面的山峰，其边缘并不是完整的，而是有些很微小

的、不规则的突出或凹陷现象。观测时，可特别留

意月球的边缘，并可用绘图法记录下来。 
观察奇妙的倍利珠现象   在太阳将要被月亮

完全挡住时，在日面的东边缘会突然出现一弧像钻

石戒指上引人注目的闪耀光芒，这就是钻石环，同

时在瞬间形成一串发光的亮点，像一串光辉夺目的

珍珠高高地悬挂在漆黑的天空中，这种现象叫做珍

珠食，英国天文学家倍利最早描述了这种现象，因

此又称为倍利珠。这是由于月球表面有许多崎岖不

平的山峰，当阳光照射到月球边缘时，就形成了倍

利珠现象。倍利珠出现的时间很短，通常只有一二

秒钟，紧接着太阳光就全部被遮盖住而发生日全食

了。日全食时关注月球边缘和太阳边缘的四次接触

（即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食既的时

刻以倍利珠消失的时间为准，而生光则以倍利珠重

现的瞬间为准。 
日冕的观测  日冕是太阳的外层大气，温度高

达几百万摄氏度，而密度比人类制造的真空还要空，

可以说是能看得见的真空，日冕只有日全食时才观

测得到。每次日全食时所见的日冕形状、大小及结

构都不同。在太阳黑子活动活跃期，日冕呈圆盘形；

黑子活动衰期，日冕的形状则不大规则，且沿太阳

赤道区可见射光，在两极附近地区呈扇形的结构物。

观测时，可利用绘图法记录下来。 
气象变化观测  日全食时，阳光突然消失，气

温迅速下降，气压和风向都有所变化。可用仪器记

录这些变化。 
彗星、内行星搜索  日全食时，还可以利用这

珍贵的几十秒，进行彗星、内行星（金星和水星）

的搜索观察。 
（北京天文馆  1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