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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04年5月5日凌晨2点50分左右到3点52分左右在北京拍摄的月全食过程。 新华社记者 

李文 摄 

 

6月26日晚，月偏食如约现身苍穹，不少人有幸目睹到了一半白色，一半古铜色的月亮。令人期待

的是，天文专家说，从2011年开始，中国将迎来罕见的月全食高发期，12年间将发生9次月全食。 

 

据天文专家介绍，今年中国一共发生3次月食，分别是1月1日凌晨和6月26日傍晚的月偏食，以及12

月21日傍晚的月全食。 

 

根据预报，本次月偏食从18时17分左右开始，19时39分左右达到最大值，21时01分左右结束。与今

年元旦凌晨发生的月偏食相比，此次月偏食观赏性较高，最大食分为0.542，公众可欣赏到圆月被“天

狗”吞掉了一块的奇特天象。 

 

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初夏时节，太阳落山较迟，这直接影响了本次月偏食的观测时间长短，再加上

中国大部地区月球地平高度较低，观测时易受到大气透明度和地面遮挡影响。尽管如此，天津等地公众

还是欣赏并拍摄到了这次“带食月出”的美丽画面。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介绍说，月食分为半影月食、月偏食和月全食三种。在这3种月

食中，当属月全食最为好看，此时，从地球上看去，月亮并不是从空中消失，而是呈现难得一见的古铜

色，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红月亮”。令人期待的是，从明年后，中国将迎来罕见的月全食高发期。 

 

据了解，2011年－2022年这12年间，中国将发生9次月全食，其中，2011年、2018年和2022年这3个

年份中，每年都将上演两次月全食天象。如此集中的月全食，对天文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次“视觉盛

宴”。 

 

天文专家表示，月全食不但是可以观赏的美妙天象，同时也是对公众进行科普宣传，激发其对天文

兴趣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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