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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确定日期 

向 AAVSO 报告您的变星观测时，您的观测日期需要

用世界时（UT）或儒略日（JD）来表示，其中儒略

日的小数部分还要使用格林尼治天文标准时间

（GMAT）。 

世界时（UT） 

在天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世界时（UT）表示的事

件发生的时间。世界时与从英国格林尼治午夜起算的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是一样的。要得到观测

时的世界时，您只需简单地把您的区时加上或减去您

所在的时区数就可以了。您可以使用“世界时区图”

（图 5.2）来确定您所在的时区。 

儒略日（JD） 

儒略日是天文学家使用的标准计时单位，因为它使用

方便，而且不易造成混淆。下面列出了使用它的几点

好处： 

——儒略日的单位“天文日”是从中午起算的，因

此当观测经过午夜时您也不用把日期换到下一天。

（当然，实际上这只是对欧洲观测者而言的。） 

——儒略日只用一个数（包含小数部分）就表示了

年、月、日、时、分、秒等全部时间信息。 

——对同一颗星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观测数据可以简

单地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它们的时间都只和英国格林

尼治本初子午线所在的那个时区的时间相关了。 

进行计算 

在互联网和 AAVSO 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帮助您计算

儒略日的工具软件（AAVSO 在线计算软件见 http:/

/www.aavso.org/jd-calculator），因此大多数人现

在已经不再亲手计算儒略日了。但是了解儒略日的计

算方法仍然是非常有益的。 

下面我们将为您演示确定儒略日（JD）和格林尼治

天文标准时间（GMAT）的简单步骤。如果您打算用

世界时（UT）提交您的数据，那么您只需要完成前

三步就可以了。 

逐步说明 

1．记录下您观测时的时间和日期，注意使用 24 小

时制而不是 12 小时制。（即，如果是中午以后，

则加上 12 小时） 

例如， 

A．2012 年 6 月 3 日 晚上 9:34 = 6 月 3 日 21:34 

B．2012 年 6 月 4 日 凌晨 4:16 = 6 月 4 日 04:16 

2．如果您的观测是在使用夏令时的时候进行的（一

些国家在夏半年把表调快一小时，称为“夏令

时”；中国不使用夏令时），请您把手表上的时间

减去一个小时以得到标准的区时。 

A．夏令时 6 月 3 日 21:34 = 6 月 3 日 20:34 

B．非夏令时 6 月 4 日 04:16 = 6 月 4 日 04:16 

3．把您的区时加上或减去您所在的时区数，得到世

界时。位于零时区以东的地区减去时区数，以西

则加上时区数。 

A．以美国东部时间（西五区，GMT-5:00）为例， 

6 月 3 日 20:34 + 5 小时=世界时 6 月 4 日 01:34 

B．以北京时间（东八区，GMT+8:00）为例， 

6 月 4 日 04:16 – 8 小时=世界时 6 月 3 日 20:16 

4．从世界时（UT）转换到格林尼治天文标准时间

（GMAT），需要减去 12 小时。这是因为 GMAT

是从中午而不是午夜起算的。 

A．6 月 4 日 01:34（UT）= 6 月 3 日 13:34（GMAT） 

B．6 月 3 日 20:16（UT）= 6 月 3 日 08:16（GMAT） 

5．从表 5.2 中查出与第 4 步得出的您观测的时、分

对应的天文日的小数部分。 

A．格林尼治天文标准时间 13:34（GMAT）= 0.5653 

B．格林尼治天文标准时间 08:16（GMAT）= 0.3444 

6．查出与您在第 4 步中得出的观测日期对应的儒略

日。表 5.1 是这样一张儒略日日历( JD Calendar )

的例子。 

A 和 B：2012 年 6 月 3 日= JD 245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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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把您在第 5 步得到的小数部分和在第 6 步得到的

整数部分加起来，您就得到了最后的结果： 

A．JD = 2456082.5653 

B．JD = 2456082.3444 

计算范例 
下面展示了更多使用前述步骤计算儒略日（JD）的

例子。这些例子都要用到儒略日日历（图 5.1）和儒

略日小数表（表 5.2）。 

例 1——2012 年 1 月 10 日凌晨 1:15 在土耳其的伊

斯坦布尔（东二区）进行的观测。 

第 1 步：当地时间 1 月 10 日 01:15 

第 2 步：（不需要） 

第 3 步：01:15 – 2 小时= 1 月 9 日 23:15 UT 

第 4 步：23:15 – 12 小时= 1 月 9 日 11:15 GMAT 

第 5 步：小数部分= 0.4688 

第 6 步：2012 年 1 月 9 日的儒略日= 2455936 

最后的结果：2455936.4688 

例 2——2012 年 2 月 14 日早晨 5:21 在加拿大的温

哥华（西八区）进行的观测。 

第 1 步：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 05:21 

第 2 步：（不需要） 

第 3 步：01:15 + 8 小时= 2 月 14 日 13:21 UT 

第 4 步：13:21 – 12 小时= 2 月 14 日 01:21 GMAT 

第 5 步：小数部分= 0.0563 

第 6 步：2012 年 2 月 14 日的儒略日= 2455972 

最后的结果：2455972.0563 

例 3——2012 年 1 月 28 日晚上 10:25 在新西兰的

奥克兰（东十二区）进行的观测。 

第 1 步：当地时间 1 月 28 日 22:25 

第 2 步：22:25 – 1 小时= 21:25（注意：新西兰 1 月是夏季！） 

第 3 步：21:25 – 12 小时= 1 月 28 日 09:25 UT 

第 4 步：09:25 – 12 小时= 1 月 27 日 21:25 GMAT 

第 5 步：小数部分= 0.8924 

第 6 步：2012 年 1 月 27 日的儒略日= 2455954 

最后的结果：2455954.8924 

图 5.1（30 页）的日历您可以在 AAVSO 网站上找到

（ http://www.aavso.org/files/publications/jd_c

alendar/jd2012.pdf）。它给出了 2012 年每一天的

儒略日整数部分的最后四位。7 月至 12 月的日历在

第二页上（本手册未摘录）。在日历中找到您观测的

天文日对应的儒略日的整数部分的最后四位，再加上

2450000，就得到了完整的儒略日整数部分。 

儒略日是怎么来的？ 

在儒略日系统中，所有的天数是从位于公元前 4713 年 1 月 1

日中午的儒略日零点开始连续不断地计数的。这个 28 年太阳

周期、19 年月亮周期和 15 年罗马政府征税周期（由罗马皇

帝戴克里先创立，称为“Roman Indiction”）重合的日子是

由 16 世纪的一位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朱斯图·斯卡里热最先

确定的。 

本手册为您提供了两张附表以便您查询需要的信息： 

表 5.2 可以用来查找 GMAT 的每个时、分对应的天

数的小数部分，精确到小数点后 4 位。下面的表 5.1

给出了不同类型变星所需要的儒略日的精度，可以看

到，4 位小数只在观测某些类型变星的时候需要。 

表 5.1-不同类型变星需要的儒略日精度 

变星类型 报告儒略日到小数点后… 
造父变星 4 位 

天琴座 RR 型变星 4 位 
金牛座 RV 型变星 1 位 

长周期变星 1 位 
半规则变星 1 位 

激变星 4 位 
伴生星* 1 位 

北冕座 R 型变星*—极大时 1 位 
北冕座 R 型变星—极小时 4 位 

食变星 4 位 

自转变星 4 位 

不规则变星 1 位 

疑似变星 4 位 

*注意：伴生星和北冕座 R 型变星可能会有短周期、小幅

度的光变。如果您有兴趣观测它们，那么您的观测应尽量

在每个晴夜进行并且报告儒略日到小数点后 4 位。 

表5.3列出了 1996年到2025 年每月零日的儒略日。

使用零日（也就是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是因为这样

计算某一天的儒略日时，您只需要简单地把日历上的

日子加上表中列出的该月对应的儒略日就可以了。 

例如，2005 年 1 月 28 日 

=（1 月 0 日的儒略日）+ 28 

=2453371 + 28 = 2453399 

：05:21 + 8 小时= 2 月 14 日 13:21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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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儒略日日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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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世界时区图 

 

   HM 航海年历办公室版权部为研究理事会中心实验室提供的“世界时区图”。经同意刊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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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996~2025 年儒略日表 使用这张表时，您要把您观测时日历上的日数（这里指的是从世界时中午起

算的天文日）加上所在年月之零日所对应的儒略日数。比如，对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天文日）的一次观测，

对应的儒略日就应当是：2457054 + 6 = 2457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