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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一场近乎全食的月偏食将在天宇上演。如何留下一张

“天狗食月”的精彩照片？专业人士教你解锁拍摄月食的正确姿势。

就我国来说，本次月偏食于北京时间 15时 18分迎来初亏，17时
03分食甚，18时 47分复圆，历时 3小时 29分钟。月食发生时，我国大

部分地区处于带食月升范围，即月亮升出地平线时，正好处于月偏食

阶段。

北京市资深天文摄影爱好者王俊峰介绍说，和日食相比，月食的观

测和拍摄都相对容易些。月食亮度不高，持续时间较长，且覆盖区域很

大，观测的时候只需在能看到月亮的地方就可以；至于拍摄，带着手机

或相机等摄影器材，寻找视野开阔处即可。

王俊峰表示，想拍到震撼的“准红月亮”，首先推荐使用单反或微

单相机配合长焦镜头来获得月食各个时间段的特写，其次可以使用

中焦段拍摄，也可以使用广角镜头拍摄表现月食过程的“串像”；在有

小型天文望远镜的情况下，把相机机身或手机摄像头通过夹具或转

接环连接到望远镜目镜上拍摄也是不错的选择。此外，目前各大主流

手机也能轻松拍到月食，单张照片使用自动模式或者夜景模式拍摄，

实录视频或者延时视频建议采用中焦段（一般为 3X或者 5X）进行拍

摄。不管使用什么器材，最好准备一个稳固的三脚架来固定拍摄设

备，可保证画质和画面的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长焦镜头拍摄时，为减少按快门时的抖动，最

好配上有间隔曝光功能的快门线来辅助拍摄。架设好相机后，将镜头调

整至M档（MF），使用实时取景对准月亮，手动转动对焦环，让月亮在取

景框中清晰呈现。由于月亮在天空中是持续移动的，如果用长焦拍特

写，在没有赤道仪辅助的情况下，需要不时调整镜头朝向，以保证月亮

不会移出画面。

王俊峰特别提醒说，拍摄“月食项链”时，最好选取一些有特色的地

景，比如高塔、古建筑、桥梁等，这样拍出的照片更具观赏价值。固定好

拍摄设备后，根据环境光线设置好相机的曝光参数，建议每隔30秒或1
分钟拍一张照片。拍摄完成后，抽取不同时段照片在图片处理软件进行

叠加堆栈，后期就能得到一张有趣生动的“月食项链”图。

专业人士带你解锁拍摄月食的正确姿势

今天，“天狗食月”来了！

11月 16日，“汇聚微公益 添彩新征

程”中国体育彩票主题展览在人民日报社

新媒体大厦举办。主题展览全面展示了中

国体育彩票的发展历程，以及体彩系统坚

持党建引领、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典

型事例，并且集中展示了体彩公益金对我

国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主题展览分为“肩负时代使命”、“赓续

红色血脉”及“责任为先 助力体育和公益

事业发展”三个展区。“肩负时代使命”部

分，通过向大家介绍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

宗旨、发展目标、体彩精神以及发展历程中

的大事记，集中展现了中国体育彩票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

的发行宗旨，坚守国家公益彩票的初心和

使命，立足实际、服务民生、具有中国特色

的发展之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展

览的“赓续红色血脉”部分，向公众展示了

全国各级体彩机构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党建

活动，如基层党支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特色鲜明的主题党日活动以及公益实

践。同时，全国体彩系统的100名优秀党员

和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的视频和图片也集

体亮相，他们是新时代体彩人的代表，也是

体彩精神的最佳代言人。

“责任为先 助力体育和公益事业发

展”展区，对体彩责任彩票建设举措和成果

进行了集中展示，特别针对公众关心的“买

彩票的钱都去哪儿了”和“体彩开奖是不是

真的”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翔实生动的解

答。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自

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已累计筹集公

益金超过6100亿元，这些公益金被广泛用

于全民健身计划、奥运争光计划、补充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乡村

振兴、全民健身、奥运争光、法律援助、残疾

人救助、养老公共服务、红十字事业、文化

事业等领域。

本次主题展览除了向观众全面展示了

体彩的发展成就，还为体彩吉祥物乐小星

打造了一方小天地。在这里，丰富多样的乐

小星文创产品展示、公益知识互动答题、乐

小星公益巴士打卡拍照等，可以为观众带

来有趣有益的互动体验。

未来，中国体育彩票将汇聚千万购彩

者的点滴公益力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道

路上继续前行。

（台彩）

中国体育彩票主题展在人民日报社举办

全面展示发展成就 携手探索前进路径

一次非常接近全食的月偏食和一次日全食将分别于11月19日和

12月4日震撼登场。作为一种美妙的天文景观，日、月食一年里究竟会

发生几次呢？

天文科普专家表示，日、月食有规律，一年最多共发生7次。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说，月食发生的原

理很简单。当从地球上看，太阳和月球刚好处于相对的位置时，地球的

阴影会扫过月球，短暂地遮挡住太阳光并使月球变暗，从而形成月食。

需要注意的是，平时见到月亮“不圆”的现象可不是月食，而是“月缺”，

是正常的月相。由于月球围绕地球运动，所以月球被太阳光照射到的可

见部分每晚都在变化。月相在一晚上的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月

食发生的完整流程中月亮会在一晚上由圆到缺再复圆。月食必定发生

在“望”（满月）的晚上。

月亮一次完整的相位周期大约是29.5天，这就是一个农历月。按理

说，应当每个农历月都有一次月食。可惜的是，月球绕地球的运行轨道

（白道）和地球绕太阳的运行轨道（黄道）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有大

约5°的交角。只有当太阳和月球位于两个“黄白交点”附近时，才会发生

日食或月食。

就全球来说，每年最多可以发生5次日食，如1935年；最少可发生

2次，如 2017年。月食，有的年份一次也没有，如 1980年；最多的则有 4
次，如2020年。

一年当中日、月食最多共可发生 7次：其中一种为 5次日食和 2次
月食，如1935年；另一种为4次日食和3次月食，如1982年。最常见的是

发生2次日食和2次月食，如2015年。

修立鹏表示，尽管就整个地球而言，日食发生的次数比月食多，但

实际上人们看到月食的机会要比日食多。这是因为日食带范围不大，仅

在月影扫过地面的局部地区才能看到日食，特别是由于全食带更窄，因

此日全食在地球上同一地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人的一生难得一

遇。但月食可见的地区范围就很大，半个地球都能看到，所以同一地区

看到月食的机会比日食要大很多。

日、月食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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