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谈天说地
2023年1月2日 星期一 责编/苏韶华 美编/建隆 校对/卓敏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福州：0591-87095489 厦门：0592-5057110
泉州：0595-22569013

广告
热线新闻 发行 便民 全国一号直拨 95060

印刷：晋江市梅岭南路507号福建日报社（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595-82033695

日月食象
4月20日 日偏食 ★★★★
5月5日、6日 半影月食 ★★
10月29日 月偏食 ★★★★

虽然 2022年有过两次月全食，但震撼人心的日
全食、日环食缺席了。2023年，日食“回归”啦。

今年全球将发生 2次日食、2次月食。4月 20日
的日全环食，最值得关注，是一次罕见的日环食+日
全食，又叫复合日食。全环食带从印度洋南部开始，
经过澳大利亚的埃克斯茅斯，东帝汶东南部，印度尼
西亚的马鲁古省、巴布亚省，在太平洋西部结束。

不巧的是，我国只有浙江的极东南部、福建的
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东南部和台湾省能见到
食分很小的日偏食，南海诸岛能见到食分 0.2~0.5的
偏食。但是作为一次稀有的特殊天象，依然值得大
家守在网络上，通过直播一同见证地球上最壮观的
天象。

此外，10月14日至15日的日环食，我国不可见，
同样，大家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欣赏。

5月5日的半影月食全程可见，10月29日月偏食
全程可见（不含半影月食阶段）。

最大与最小满月
2月6日 年度最小满月 ★★
8月31日 年度最大满月 ★★

由于月球以椭圆轨道绕地公转，随着在轨道上
距离地球的远近，月球的视直径也会有大小变化。
若满月时月球位于近地点附近，则月球视直径将较
大。反之，若满月时月球位于远地点附近，则月球
视直径将较小。今年的最大满月发生在 8月 31日，
最小满月发生在 2月 6日，两者大小差异约 10%，大
约像是新台币 1元硬币与新台币 5元硬币的大小差
别。

由于最大满月与最小满月间的大小差异不明
显，肉眼难以察觉，建议使用摄影方式，使用相同器
材记录满月大小的变化，才能看出月球大小差异。
也可以进一步观察月球天平动，即同日期间月球边
缘露出之地形特征的微妙变化。

2022 年，我们经历了
史上最热夏天，体验了长达
79天的高温事件。这场大
范围、持久、极端性强的高
温天气，成为了 1961 年以
来我国综合强度最强的高
温热浪事件。在最热城市

榜单中，40℃仅为“入门
线”，其中重庆以 43.7℃单
日最高气温成为 2022年最
热城市，四川内江和南充分
列二、三位，紧随其后的北
方城市石家庄以 42.6℃的
微弱差距位列第四。这个

夏天，热透南北。
不同于南方主场的最

热榜单，最冷榜单是北方
城市傲视全场。作为我国
冷空气影响的“前哨”，东
北地区、西北地区和内蒙
古东部地区是最容易出现

极端低温的地区。其中哈
尔滨以-28.8℃成为最冷
城市榜第一，不过这还不
算它的最冷成绩，数据统
计看，哈尔滨史上极端最低
气温发生在 1970 年 1 月 4
日，仅-38.1℃。

年度关键词：高温

星空有约：2023值得期待的精彩天象

2022年，天气继续书写不凡。高温在错综
复杂的天气秀场中无疑是绝对主角，其出现之
早和结束之晚、整体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
长、极端性之强，历史罕见。

面对如此强悍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
2022年共发布高温预警146期；其中7月下旬至
8月连续发布高温预警41天共81期，最高级别
的高温红色预警连续发布了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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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珠江流域遭遇
近 15 年来最强龙舟水，其
中 6月 3日至 14日和 16日
至 21日的两次暴雨致使珠
江流域超 45条河流超警戒
水位，广东、广西多地出现
城乡积涝。此外，2022 年

登陆我国的 5 个热带气旋
中，4个都影响了华南。因
此，在最不缺雨城市榜前十
中，广东、广西两省区占据
七席，并包揽前五，也不足
为奇了。

在最 干 渴 城 市 榜 单

中，榜首是北方城市包头，
紧随其后的则是多个长江
沿线城市，其中江西九江、
湖南常德两地累计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少近七成，
位 列 最 干 渴 城 市 二 、三
名。2022年夏天副热带高

压系统异常偏强，导致长
江中下游等地气温高、降
水少，并出现大范围严重
伏旱，之后更是发展为夏
秋连旱，求雨成为 2022 年
夏天湖南、江西等地人们
最深切的渴望。

2022年的史上最热夏
天有多凶猛？重庆人体会
最深，毕竟他们感受过长
达 37 天的持续高温，期间

还不乏 40℃以上的极端高
温。在“耐”热城市榜上，
四川内江仅以一天之差，
屈居第二，注意看榜单前

五都是高温持续打卡满一
个月！

耐冷则是北方城市的
“天赋”。东北的牡丹江以

持续 40 天最高气温低于
0℃的耐冷能力稳坐榜单第
一，哈尔滨和吉林市以 39
天并列第二，嘎嘎冷！

最热城市VS最冷城市

最“耐”热城市VS最“耐”冷城市

最不缺雨城市VS最干渴城市

2022天气盘点

今年春分的时刻为 3月
21日 5时 24分，此时太阳位
在黄道与天球赤道的升交点
上，也就是赤经 0时、黄经 0
度处。此时阳光直射地球赤
道，昼夜等长。

今年夏至的时刻为 6月
21 日 22 时 58 分，此时太阳
沿着黄道行至最北点，也就
是赤经 6 时、黄经 90 度处。
此时阳光直射地球北回归
线，也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
最长的时刻。

今年秋分为 9 月 23 日
14时50分，此时太阳位在黄
道与天球赤道的降交点上，
即赤经 12时、黄经 180度的
位置，同样是阳光直射赤道、
昼夜等长的一日。

今年冬至为 12月 22日

11时23分，此时太阳沿着黄
道行至最北点，也就是赤经
18时、黄经270度处。此时阳
光直射地球南回归线，也是北
半球一年中白昼最短的时刻。

春、秋分前后数星期为
欣赏黄道光的最佳时机。黄
道光为积聚在黄道面附近的
微尘粒子反射阳光所造成的
景象，最亮的区域几乎与银
河一样亮，只是因接近地平
线，受到大气消光的效应及
光害等影响，较不容易看
见。在春、秋分前后，黄道光
较垂直地面，适合在没有光
害区域观察。春分前后可于
日没后 2小时前后的西方天
空看见黄道光，秋分前后可
于日出前 2小时前后的东方
天空看见黄道光。

N上海发布
上海天文馆
北冕天文台

2022 年 的 天 宇
是非常热闹的，我们
一起见证了千年一遇
的“ 红 月 亮 掩 天 王
星”、2018 年以来最
大的“火星”、从不让
人失望的“双子座流
星雨”……那么，2023
年又有哪些精彩天象
是值得期待的呢？让
我们一起看看这份天
象指南吧！

两分两至

流星雨
8月13日 英仙座流星雨 ★★★★
12月14日 双子座流星雨 ★★★★★

2023年预估有 4个流星雨的ZHR大于 40，其中 8月
中旬英仙座流星雨和12月中旬双子座流星雨较不受月光
影响，观赏条件极佳，推荐前往无光害处观察。

月掩星
3月24日 月掩金星 ★★★★

这是一次难得的月掩行星天象。本次月掩金星可见
范围较广，包括非洲南部、印度洋、亚洲南部等区域。

3月24日是农历初三，我国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
区在日落后均能欣赏到明亮的长庚星被细细的蛾眉月遮
掩的全过程，即便肉眼也能看清金星是如何“钻”到月亮背
后的。

行星合
1月4日 火星合月 ★★
1月23日 金星合土星 ★★★
2月22日 金星合月 ★★
3月2日 金星合木星 ★★★★
4月23日 金星合月 ★★
5月23日 金星合月 ★★

“合”是指天体在天球上具有相同的经度，由于太阳系
的行星均在黄道面附近公转，在一些明亮的行星相合事件
发生时，会形成引人注目且容易观赏的景象。此外，月球与
一些明亮的行星相合，或是行星与明亮的星团相合，也都是
推荐以肉眼或是透过望远镜观察的天象。

行星冲
8月27日 土星冲日 ★★★
9月19日 海王星冲日 ★★
11月3日 木星冲日 ★★★
11月14日 天王星冲日 ★★

行星在天空运行时，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不断改变。若
要观察位于地球轨道外侧的行星，“冲”是最佳的观赏时
机，此时行星与太阳的经度相差180度，整夜均能看见。

上海天文馆为大家盘点了
2023年值得关注的天象“剧目”

2022年7月21日至8月30日，南方再次出现持续
性大范围高温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