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5点多，天渐渐暗下来，宁波
由于云层遮挡迟迟不见月亮现身。在
效实中学东部校区观测的同学们看着
天上厚厚的云层发愁：“什么时候才能
看到月亮呀。”

晚上6点，一轮被“天狗”咬掉一大
口的红色月牙终于从云里探出头来。

宁波市天文爱好者协会副秘书
长、效实中学天文指导教师毛锦旗向
同学们解释了这次看到的月食。

月食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当太
阳、地球、月球三者恰好或几乎在同一
条直线上时（地球在太阳和月球之间），
太阳到月球的光线便会部分或完全地
被地球掩盖，产生月食。并且月食可以
分为月偏食、月全食和半影月食三种。

这虽然是一次月偏食，但由于食分
高达0.978，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月全
食来看，照样能看到一轮“血月”。

而且这次月偏食被称作本世纪历
时最长的，长达 3 小时 28 分钟，是什么
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影响月食历时不同的主要原因有
两个：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和地球
与月球之间的距离。

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
圆形，月球的质量中心和地球的质量中
心长期的平均距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月地平均距离大约是38万千米，而近日

点和远日点的距离大约相差5万千米。
由于月地距离的远近可以直接影

响月食的时长，远地点的公转速度慢，
因此当月球在远地点的时候发生月食
天象，月食的时间就会变长。

当天的月偏食，月球距离远地点只
有41小时，非常接近，所以它的公转速
度比较慢，月食的时长就长了一些。

另外，日地距离会造成地球阴影
圆锥大小的改变、月偏食的食分大小
等因素延长了本次月偏食的时间，使
其成为千年难得的月偏食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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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破月出 见证本世纪历时最长月偏食

本世纪历时最长月偏食

这场跨越38万公里的对话
你看到了吗？

此次，慈溪第四实验小学也开展了
观测活动，学校的俞利平老师在现场为
孩子们科普月食的基本常识。

理论上，宁波能够在下午 4 点 55 分
看到“血月”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而实
际上由于低空云层的影响，宁波看到的
是月偏食的后半部分（即从“血月”慢慢
变成明月的过程）。

为什么月亮会带有“血色”呢？
其实，月全食是指当整个月球进入

地球的本影内时，地球挡住了太阳光，其
中太阳可见光部分中的蓝光，全部被地
球晨昏线区域的高层大气散射了，而波
长最长的红光，穿透力最强，被地球大气
层折射后，进入了地球的本影，投影在月
球上，月球便呈现了古铜色，也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血月”。

这场跨越38万公里的邂逅，你遇到
了吗？如果错过了也没关系，下一次的可
见月食将出现在2022年11月8日，我国
东北和华北、华东东部可见全过程，其他
地区可以看到“带食月出”。而2025年9
月 8日月食是全国可见。2026年 3月 3
日，我国东北、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可见
月食全过程，其他地区可见“带食月出”。

一轮“血月”
是太阳光折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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