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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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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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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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巳！今年首个“蛇年蛇月蛇日蛇时”来了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国家气候
中心副主任肖潺28日说，预计“五一”假
日前期，除东北地区东部、云南和华南等
地有小到中雨外，中东部大部以晴到多
云天气为主；后期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和
华南有明显降雨天气。

肖潺在中国气象局举行的5月新闻
发布会上说，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多冷空
气活动，气温有明显起伏。与常年同期
相比，华北和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偏低1℃

至3℃，其他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
高。其中，西北地区东南部、江汉、江淮
和黄淮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较常年同
期偏高3℃至4℃。

就具体天气而言，1日至3日，受冷空
气影响，内蒙古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黄淮等地有4℃至8℃降温，局地降
温10℃以上；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
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中北部等地有扬
沙或浮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

3日至5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
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有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五一’假期，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多
数时间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
适’等级，旅游出行适宜度也保持在‘适
宜’及以上等级，适合户外旅游。”国家气
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说，由于频繁冷空气
带来的气温波动，会导致1日至4日内蒙
古、新疆、华北南部、黄淮地区等地的部

分地区流感气象风险达到“中等”或“较
高”，需注意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气象专家提醒，江南南部、华南北部
及贵州东部等地，需注意较强降雨和雷
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中小河流
洪水，甚至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
害，计划前往山区、水上游玩的人员需关
注当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日程安
排和安全防范。

“五一”假日预计前期全国大部晴好
后期南方普遍降雨

4月28日，北京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货币兑换店，一名市民在将外币兑换为人民币。
当日，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携手北京联合货币兑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开通货币兑换服务。王府井

站货币兑换店可提供美元、欧元、日元等40余种货币的即时兑换服务，便利境外游客支付需求与本地居民出境金融需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北京地铁8号线王府井站开通货币兑换服务

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班的通勤方式
无外乎开车、乘坐公共交通或步行。但
对瑞士伯尔尼和巴塞尔的居民来说，每
当夏日临近，他们还有一个选择：顺着阿
勒河漂回家。

阿勒河是莱茵河主要支流，全长292
公里，是瑞士最长的河流。每逢夏季，住
在附近的打工人会在下班后换上泳衣，
把个人物品装进防水袋，然后跳进清澈
的河水中，顺水而下，漂到离家最近的上
岸地点。

为方便漂流者，有关部门在岸边设
立多个出入口，用红杆等标记，河边还有
台阶、梯子或斜坡等帮助他们上岸。

英国《每日邮报》28日援引当地居民
埃弗兰·施奈德-雷耶斯的话报道，下班
后，她只需花半分钟从办公室走到河边，
再花 15 分钟漂到家附近，然后花大约 8
分钟攀爬小山，就能到家。这样一来，不
仅凉快，还省去堵车烦恼、节省交通费
用。

漂流也成了当地打工人劳累一天后
放松的一种方式：平缓的水流让人感到
无比平静，而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中世
纪的城市风光、河岸和历史地标也能让
他们享受身心快乐，远离日常生活的喧
嚣。

据新华社

夏日临近
瑞士人“漂流”通勤

荷兰一家博物馆近日证实，该馆展
出的俄罗斯裔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
思科的一幅名画遭到一名儿童损坏，修
复难度很大。据荷兰《每日汇报》报道，
这幅画估价约5000万欧元（约合4.1亿元
人民币）。

英国广播公司28日报道，受损的是
一幅抽象画，绘于1960年，由位于荷兰鹿
特丹的博艾曼斯-范伯宁亨博物馆上世
纪70年代购入。

馆方一名发言人告诉当地媒体，事
发时“无人看守”此画，一名儿童损坏了
画作，“画作下部可见多道细小的划痕”。

一名修复专家介绍，由于罗思科绘
画材料及方式的复杂特点，修复画作的
难度很大。馆方表示，目前“正在研究下
一步该怎么办，在海内外征求修复专家
的意见”，“预期今后修复完成后还会继
续展出”。

暂不清楚馆方将如何追责以及修复
费用由谁承担。 据新华社

荷兰博物馆一名画
遭儿童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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