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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384天
乙巳蛇年格外长

乙巳蛇年格外奇特！因为
它有384天（2025年 1月29日
—2026年 2月 16日），比公历
2025年多了19天。

农历是阳历与阴历的结合，
通过置闰来平衡时间差。在19
个阴历年中设置7个闰月，就能
很好地弥补差值，保证每年新年
都是从春天开始。于是，大约每
2—3年就会出现多一个月的一
年，这一年被称为“闰年”；而没
有闰月的一年，就称为“平年”。

这个蛇年这么长，是因为有
闰月的存在。公历2025年是平
年，全年365天，农历乙巳蛇年
是闰年，闰六月，全年384天！

农历至今
仍沿用干支纪年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干支是天
干、地支的合称，天干由“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一共10
个；地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组成，一共12个。天
干和地支按顺序搭配，天干在
前，地支在后，从甲子开始到癸
亥结束，排列成60个干支组合，
俗称“六十甲子”，以此记录年序
与日序，并循环往复。

我国农历至今仍沿用干支
纪年、纪日。农历年按干支纪法
和生肖纪法命名，比如今年为乙
巳蛇年。“农历日按数序纪法和
干支纪法命名。数序纪日法按

照其在所属农历月中的顺序用
数字命名，例如初一、十一、二十
一等；干支纪日法则仍是用六十
甲子来记录日序，60天为一轮，
当一轮结束后，再从头开始，进
行新一轮记录。”王科超说。

现代农历以朔望月作为划
分月份标准，以数序纪月。而在
2000多年前，我国古人也曾创
造干支历，用二十四节气来划分
一年中的各个月份，以立春当日
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份，用十二
地支标记，如十一月为子月，十
二月为丑月，以此类推，四月为
巳月，并配合天干使用。

今年会出现
3次“四个巳”

“这样算来，特别是在纪月
方面，古代历法与现代已经产生
了不同。按照最传统的干支历，
今年到公历5月才能碰上第一
个‘蛇日’，但这样的纪月现在已
不太常用。按照现在更为通行
的方法，可以把现代农历月的划

分规则和古代干支纪月方法相
结合，公历4月30日对应的农
历日期为四月初三，干支纪法为
乙巳年辛巳月己巳日，为今年的
第一个‘蛇日’。”王科超说。

王科超说，我国古代还用干
支纪时，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时
辰，以十二地支循环纪时。对应
到现代的24小时制，每个时辰
相当于两小时，即23时至1时
是子时，1时至3时为丑时……
以此类推，9时至11时是巳时。

“古人还把十二生肖与各个地支
相对应，今年为乙巳蛇年，所谓
蛇月、蛇日、蛇时，其实就是巳
月、巳日、巳时。”王科超说。

王科超说，今年的“蛇年蛇
月蛇日蛇时”现象将出现3次，
分别在4月30日、5月12日和5
月24日的9时至11时。“三次的
间隔时间与干支纪日的方法有
关，由于地支有十二个，因此每
隔12天就出现一个带‘巳’字的
日子。”

据新华社电

“蛇年蛇月蛇日蛇时”，来了！

据新华社电 灶神星冲日、火星
接近蜂巢星团、宝瓶座 η流星雨极
大、土星环“消失”、婚神星冲日、金
星伴月、木星伴月……5月“天象剧
场”节目单新鲜出炉了，有你感兴趣
的吗？

灶神星和婚神星分别是人类发
现的第四颗和第三颗小行星。5月
2日和15日，灶神星和婚神星将先
后迎来冲日。“冲日是观测小行星的
较佳时机。冲日前后这段时间的夜
晚，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借助双筒
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找寻这两
颗小行星的踪影。”天津市科普作家
协会理事、北京天文学会会员刘东
宇说。

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每年都会
带来两场流星雨，其中一场就是5
月初的宝瓶座η流星雨。今年的宝
瓶座η流星雨将于5月6日11时左
右迎来极大，极大时ZHR（天顶每
时出现率）为50左右。

“在北半球，宝瓶座η流星雨的
辐射点于凌晨2时左右升起，距离天
亮仅有不到2个小时，观测窗口期比
较短。好在今年该流星雨极大时，随
着辐射点升起，月亮也会落下，观测
时没有月光干扰。”刘东宇说。

火星和土星也各有看点。5月
3日至6日，火星会穿过巨蟹座中
心，与蜂巢星团M44擦肩而过，其
中4日和5日前半夜观测最好，火星
几乎进入M44中心，这次“串门”是
一次拍摄行星与深空天体“合影”的
好机会，感兴趣的公众可关注。

今年3月24日，土星光环曾因
侧面正对地球，在地球上观测土星
光环如同消失了一般，但由于当时
土星与太阳角距离太近，地球上难
以观测。5月7日，太阳直射土星赤
道，也就是直射光环的侧面。虽然
在地球上能看到倾斜的光环，但光
环的表面几乎没有阳光照射，预计
看上去会变暗，这也是另一种意义
的光环“消失”。但具体会暗到什么
程度，还需要实际观测来检验。

“虽然这次可以观测到土星，但
只有日出前半个小时左右的窗口期，
观测有一定难度。”刘东宇提醒说。

“星月童话”是每个月必有的节
目。5月23日凌晨的东方天空，一
弯残月会与土星和海王星先后相
遇；5月24日凌晨，变得更细的残月
会与明亮的金星相遇。5月28日日
落后，一弯窄窄的月牙将会与木星
在西方天空相遇。

4月30日9至11时，将迎来本年度首个“蛇年蛇月蛇日蛇时”。

今年共会出现3次“蛇年蛇月蛇日蛇时”，这一有趣现象是基于我国传统干支和生肖纪法标

记年、月、日、时而形成。

【相关】

“天象剧场”
5月节目单新鲜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