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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 12 月 11 日讯(记者
白雪) 本周六，本报小记者观赏“红
月亮”活动在泰山学院天象厅举行，
原定 40 人参加，但到场的小记者有
1 0 0 多名。挂着“红月亮”的深蓝夜
空，点点流星划过，小记者们直呼过
瘾。

10 日 19 点，泰山学院天象厅内
聚集 100 多位小记者，当模拟月相的
半球形屏幕上出现漫天星光，小记者
们发出阵阵惊呼，“哇，好多的星星！
真漂亮！”泰山学院天文协会会长程
学宁教小记者如何寻找星座，并讲解
天文知识。泰山博文中学小记者商旭

冉说：“我在星空中找到猎户星座等
星象位置，学会识别北极星，在迷路
的时候也可以找到方向，夜空真是太
美了，我等不及了，特想用天文望远
镜看看‘红月亮’到底啥样。”

20 点 30 分，泰山学院天文台，
泰山学院天文协会柯陆锋为小记者
们上了一堂天文课《太阳黑子是怎
么形成的》，孩子们有的托着腮帮听
得入神，有的忙不迭地做笔记。

20 点 45 分开始，小记者们陆续
进入天文包内看月全食，天文包温
度很低，但小记者们争先恐后地往
天文包里挤。程学宁说：“这里的望

远镜口径 220 毫米，可以放大到 450

倍，可观测到清晰的月球表面、木星
条纹、土星光环、大型星云星团等深
空天体。”

21 点 30 分左右，月亮的边缘开
始有些发红。东岳中学小记者韩琦
突然激动地嚷起来：“我看到了一颗
流星。”这句话引发一阵骚动，很多
小记者伸着脖子在夜空中搜寻。程
学宁解释说，双子座流星雨 14 日迎
来极大，所以偶尔看到几颗流星很
正常。

“这是我第六次观测月食，却是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观测到这么美的

月全食，去年 12 月 21 日和今年 6 月
16 日也各发生了一次月全食，但是
那两晚天气和月全食观测条件都不
理想，所以错过了。今晚天气实在是
太给力了，刚刚食既发生后还看到
几颗流星划过，真是太美了！”泰安
一中(西校区)发现 SOHO 彗星的本
报小记者孙霈源说。

22 点 20 分，观看“红月亮”活动
结束后，还有几名孩子迟迟舍不得
离开，小记者杨乐岩说：“我刚刚报
名小记者，参加这次活动学到很多
天文知识，还看到那么美丽的月全
食，太高兴了。”

“““红红红月月月亮亮亮”””和和和流流流星星星，，，太太太美美美了了了！！！
本本报报百百余余名名小小记记者者争争睹睹天天文文奇奇观观

本报泰安 12 月 11 日讯(记者
周倩倩) 12 月 10 日晚，守候在泰

山山顶的几位游客和泰安市消防支
队 9 中队的几位战士，在寒风中等待
红月亮的到来。“山顶的红月亮简直
是触手可及。”欣赏完红月亮，消防战
士感慨地说。

“山顶温度太低了，本来我们打
算白天爬完山就回家，得知晚上有红
月亮后，决定在山顶留宿一晚。”来自
济南的游客杨云帆说。记者了解到，
当天晚上泰山山顶温度达零下 11 度，
白天爬完山，游客纷纷下山了，很少
有人能坚持到晚上看月亮。杨云帆的
决定也让他们一家吃了不少苦头。

“在山顶的旅馆住下，隔半个小时就
出来看看月亮变没变，跑了四五趟，
直到 10 点多才看到红月亮。不过值
了，在泰山山顶看红月亮，不是每个
人都赶得上的。”杨云帆说。

在山顶坚守的消防战士们也目
睹了红月亮的美景。泰安市消防支队
9 中队刘云霄介绍，感觉月亮离山顶
特别近。八点多的时候月亮特别亮，
大部分都是白的，黑红色逐渐遮盖白
色，到八点半，白色被遮住五分之三。
晚上十点，整个月亮都变成红色。

“安静的夜空悬挂中一轮硕大的
红月亮，感觉特别震撼。”刘云霄说。虽
然晚上风很大，基本站不住人。当月
亮完全变红的时候，几个小战士特别
激动，禁不住抱在一起欢呼。

由于这几天都是晴天，观测天文现象十
分有利，又恰逢罕见的月全食现象，我和很多
小记者一起到泰山学院天文观测厅来了解月
相变化等天文知识及观测月全食现象。

坐在模拟月相的展厅中，摆放在最中间
的星象仪利用投影技术在暗室里的半圆球天
幕中模拟不同时间季节不同位置的星空分
布，我不时被变幻莫测的星空所吸引，又不禁
在暗暗赞叹如今科技的发达。

通过泰山学院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讲解，
我在扑朔迷离的星空中找到了猎户星座等星
象位置，还知道了怎样识别北极星，好在迷路

的时候找到归去的方向。随后，天文社的社员
们又给我们补充了好多的关于天文的知识，
包括太阳黑子形成的原理，土星，金星，木星
等行星的具体信息。最有趣的是，我们还用天
台上 450 倍放大倍数的望远镜观测了整个月
全食现象，天文望远镜真厉害！看得太清楚
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亮和
大自然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演绎了生命的神
奇与不息，让我们留意身边的这些天文现象，
多多了解物候知识，做一个合格的地球公民
吧！ 泰山博文中学 商旭冉

天文望远镜真厉害

本报泰安 12 月 11 日讯(记者 白
雪) 10 日，不少天文爱好者赶到泰山学
院观测“红月亮”，由于天文台人太多，
市民索性把自己的设备搬到泰山学院
空地观看，他们从城东赶到城西，观看
并拍摄月全食全程。

当许多小记者在泰山学院实验楼
顶层天文台观看月全食时，楼下聚集着
另外一群大学生，他们围着双筒望远镜
看“红月亮”。“上面人太挤了，我在这里
观看一样很清楚，双筒望远镜的观测效
果很好。”许阳告诉记者，他下午 5 点就

到达泰山学院了，因为城西的观测效果
好。

跟许阳在一起的是赵旭，他正跪在
冰凉的地板上拍摄月全食，很多学生围
着他看照片，“一直特别喜欢摄影，这次
月全食当然不能错过。我从城东边赶过
来的。”赵旭说。泰山博文中学的孙志钢
老师拍摄了整个月全食的过程，一直拍
到晚上 12 点半，他给记者发来了月全食
全过程的照片。“毕竟十年一遇，留下来
当资料给学生们学习，这次天文奇观确
实太壮观了。”

跨城“追踪”月全食

山顶红月

触手可及

市民争相观看最美“红月亮”。

泰泰山山学学院院
天天文文爱爱好好者者
协协会会会会长长程程
学学宁宁为为小小记记
者者和和家家长长们们
讲讲解解天天文文知知
识识。。

小小记记者者登登上上天天文文台台，，
在在泰泰山山学学院院天天文文爱爱好好者者
协协会会同同学学的的指指导导下下观观
测测。。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丽 (月亮组图由热心市民胡立东提供)

12 月 10 日是一个特殊的夜晚，因为今天有
十年难得一遇的月全食。晚上 18 点 45 分，我和
爸爸来到了泰山学院天文台看月食。

我们先去多媒体教室看多媒体影片，大厅
中间有一个像机器人似的投影机。20 分钟后，泰
山学院的程学宁哥哥先把灯放暗，等我们适应
光线后，影片开始放映。我们观看的第一个影片
是《春夏秋冬》，观看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
星空变化，并认识了一些星座，比如：猎户座、天
马座、金牛座、天蝎座等。

第二个影片叫《星空环球旅行》。我们从泰
安出发，一直向北到北极，我知道了在北极，哪
个方向都是南方，而且北极星就在头顶上。南半

球的星空有两个著名的星云：大麦哲伦星云和
小麦哲伦星云，这在北半球是看不到的，观看了
赤道上的星星。

看完影片之后，我去天文台看“红月亮”，站
在大型望远镜下在观察孔里一看。哇！月亮已经
被“吃”掉快一半了！月亮的表面好漂亮！上边有
灰色的地面、棕色的沙丘……月亮正一点一点
被“吃”掉，我看到被“吃”掉的那一块变红了！正
看得高兴时，后面的小记者迫不及待地催我，只
好恋恋不舍地下了楼。在实验楼下，有一位叔叔
带来双筒望远镜，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红月亮！我
惊奇地嘴巴都闭不上了：宇宙真是神奇啊！

迎胜小学五年级 2 班 张蔚然

惊奇地嘴巴都闭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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