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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f 庐忒

黧形
2170定义以下两个2013项同码小数的和式

n一0．7+O．77+O．777+⋯+O．77⋯7

(最后一项小数点后有2013个7)；

6=O．7+2×0．77+3X 0．777+⋯+2013×

o．77⋯7 (最后一项小数点后有2013个7)

试分别求盘与6的整数部分．

(湖南理工学院杨克昌 414000)

(上接第60页)口一0。，sin占一0，占一o。，日出方位角

为o。，二分日地球上除两极外的任意地区太阳都

是正东升起，正西落下．

(3)当口≠o。，即非二分日，对于地球上赤道以

外地区，a≠o。，o<cosd<1，故l sin艿l>I sin口I，I艿l

>⋯，日出方向相对于正东方向的偏角的绝对值
均大于太阳直线点纬度数，且观测点越靠近两极，

3．4 日照时间、日出日落时刻

如图2，日照时间为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在

地平圈上方部分的弧所对的圆心角与周角的比值

乘以24，设弦FH所对的圆心角2口，口一么F07J，

07F一尺cos口，在直角△A07 J中，07 J=AJ·

sin么．厂A07一A．，sin口一翌里型R，在直角△07，F
a l越大，c。sa越小，l害笺l越大，I sin艿I越大，l艿I 中，c。s臼一g吉=未尝未嚣一tanata叩，结合

越大，即观测点距赤道地区越远，日出偏角的绝对

值越大．

对于南、北半球非极昼极夜且纬度绝对值相

同的地区，同一天的日出方位相同．
．：no

(4)若口>o。，即太阳直射北半球，sin占一兰坐
CUS口

>o，d>o。，即除两极外的任意有日出地区太阳均

从东偏北方向升起．

同理若口<o。，除两极外的任意有日出地区太

阳均从东偏南方向升起．

3．3昼夜长短分析

若a>o。，胗o。，太阳直射点与观测点同在北
半球，J点在N侧，90。一a为锐角；太阳周日视运

动轨迹圆心07在地平圈上方，地平圈上方的太阳

周日视运动轨迹为优弧，昼长大于夜长．

若口<o。，Ko。，太阳直射点与观测点同在南
半球，，点在S侧，直线的倾斜角90。一a为钝角；

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圆心07在地平圈上方，地平

圈上方的周日视运动轨迹为优弧，昼长大于夜长．

同理，当a>o。，卢<o。或口<o。，卢>o。时，太阳

直射点与观测点分别在两个半球时，阳周日视运

动轨迹圆心07在地平圈下方，地平圈上方的太阳

周日视运动轨迹为劣弧，昼长小于夜长．

当a一0。，观测地为赤道地区，直线W与地平
圈垂直，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圆心d在地平圈内，太

阳周日视运动轨迹被地平圈平分，全年昼夜等长．

3．3有：

日照时间T一垫堡望丛；善坐堕塑匝时．

日出时刻函：12一坐型尘害些鲤时，
上J

日落时刻：￡。一12+坚堡塑尘；霉堕堕咝时，

注：f。，￡：为观测地地方时(正午为12时)；上

述公式只有当I—tan口ta叩I≤1，即非极昼极夜地

区适用．

赤道地区a—o。，tanata邶一O，arccosO一90。，

￡l一6，￡：一18，T一12，全年6时日出，18时日落，

昼夜等长．

3．5正午太阳高度角

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中么SAV为正午太阳

高度角^．如图1、图2，么0807一么AⅧ7一p，故
^=180。一么JA07一么07Ay一180。一口一(90。～

』9)一90。一(口一卢)．若^<90。，正午时太阳在南面，

若．1l>90。，正午时太阳在北面．当a一口时，正午太

阳在天顶(如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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