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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太空中的地球太空中的地球太空中的地球太空中的地球 

2-1 從太空看地球從太空看地球從太空看地球從太空看地球 

 一、太陽系的組成 

 

 

 

 

 

 

 

 

 

   （一）行星  

       1.行星的新定義：  

                      a.環繞太陽公轉的天體 

                      b.足夠質量，以其重力維持圓球體的外形 

                      c.淨空其公轉軌道 

 

 

 

 

 

 

 

 

 

 

       2.八大行星（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 

 

Mercury 水星 Venus 金星 Earth 地球 Mars 火星 

無大氣 約 90~100atm 1atm 約 0.01atm 

質量最小 溫室效應最強  最可能有生物 
類地行星 

溫差 大   公轉、自轉相反  有白色  極冠   

小行星 

Jupiter 木星 Saturn 土星 Uranus 天王星 Neptune 海王星 

質量  最大   明顯冰晶光環 主要成份為氫和氦 主要成份是 氫  和  氦   

具有大  大紅斑   卡西尼環隙 含甲烷呈現藍色 含  甲烷  呈現藍色 
類木行星 

含有硫化物的成份 環的開闔週期 12 年 躺著轉 具有大暗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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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轉方向自西向東 

太陽自東方升起 

自轉方向自東向西 

太陽自西方升起 

逆時鐘公轉 

逆時鐘自轉 順時鐘自轉 
太太太太

陽陽陽陽 金金金金 

地地地地 

地地地地

太太太太
陽陽陽陽地地地地

太太太太
陽陽陽陽

 

 

 

 

 

 

 

 

 

 

 

 

 

 

   （二）矮行星 

       1.定義 

（1）環繞太陽公轉的天體 

（2）足夠質量，以其重力維持圓球體的外形 

（3）未能清除在軌道上相鄰的小天體 

（4）不是衛星。 

        2.實例：  冥王  星、  穀神  星、  鬩神  星 

 

   （三）小天體 

       1 小行星 

        （1）小行星帶位於  火  星和  木  星軌道間   

（2）組成：多為  岩石  與  金屬 

        （3）軌道面和黃道面幾乎重合 

 

       2.彗星 

 

 

 

 

 

 

 

 

種  類 成   員 組成成分 體積 質量 密度 表面溫度 公轉週期 衛星 

類地行星 水、金、地、火 岩石、金屬 小 小 大 高 短 少 

類木行星 木、土、天、海  氣體、冰 大 大 小 低 長 多 

1997 年海爾波普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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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結構 

   a.彗核：彗星的主體，主要組成為  塵埃  、石塊、  冰塊  及凝結成固態的 氨  、 

   甲烷、二氧化碳等化合物。 

   b.彗髮：彗星接近太陽時，原本被冰涷的氣體被氣化，形成彗髮。 

   c.彗尾：彗髮物質受到太陽輻射和太陽風的吹襲，往背離太陽的方向流動，形成彗尾。 

    離子  尾：正背向太陽，為淡藍色游離氣體。 

                    塵埃  尾：融化的冰雪和塵埃，因反射陽光呈現黃白色。 

 

       （2）彗星的故鄉 

            具有橢圓軌道的彗星，稱為週期彗星  

           a.  柯伊伯  帶：短週期彗星（週期少於 200 年）的故鄉 

                           約來自距太陽(100AU)  0.0016  光年。 

                       

           b.  歐特雲  ：長週期彗星的故鄉 

                        約來自距太陽(50000AU~100000AU)  1.6  光年。 

                        呈球殼狀分布在太陽系外圍的冰晶加岩屑  

 

       3.其他小天體 

       （1）  流星  ：流星體因受地球重力吸引進入大氣層，與大氣摩擦燃燒而發光。 

       （2）  隕石  ：流星體在通過大氣的過程中，沒有完全耗損殆盡，掉到地面成為隕石。 

       （3）  流星雨  ：當地球運行至彗星軌道附近時，重力吸引殘留在彗星軌道上的冰塵碎片， 

                        大量的碎片便以高速進入大氣層，形成大量的流星。 

 

二、銀河系 

   （一）特徵 ：銀河系為中間凸起、兩側較扁的螺旋結構， 

                而太陽系則位於圓盤中間偏外側處。 

                從地球觀測到的是銀河的側面，所以呈現  帶狀  。 

 

    

 

 

   （二）暗天體包含 

       1.星  雲：際物質 (氣體與塵埃) 聚集所形成 

                 是恆星的出生地，亦可能是恆星死亡後的殘骸 

       2.  疏散  星團：數十~數千較年輕恆星組成 

       3.  球狀  星團：數十萬~數百萬較古老恆星組成   

       4.外銀河 

 

 

 

 

 

 

 ×××× ×××× 

梅西爾天體 

M1~M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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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散星團：  M45  昴宿星團   球狀星團：NGC5139 半人馬ω星團 

 

 

 

                      

                   

                 星雲： M42 獵戶座大星雲     星雲：  M1  蟹狀星雲 

                       恆星誕生的溫床               超新星爆炸的殘骸 

 

       

 

 

 

   （三）我們的星系（銀河系） 

       1.側視圖： 

 

 

 

 

 

 

 

 

 

 

 

 

 

 

 

       

 

       2.正視圖 

       （1）屬於  螺旋  狀星系 

       （2）  2000  億顆恆星組成 

       （3）太陽位於銀河盤面的獵戶座旋臂上 

            太陽公轉速度 250 公里/秒 

            繞銀河中心公轉一圈約  2  億年。 

                            （4）銀河系分成三部分： 

            a.銀  核  ：位於銀盤核心的一個很小的緻密區域，由高密度的老恆星組成 

            b.銀  暈  ：銀河盤面外圍的球狀區域，恆星的密度很低，球狀星團運行在其間。 

            c.銀  盤  ：由年輕的恆星與疏散星團組成 

                           銀河  ：視線朝盤面方向看去，由恆星聚集而成的一條乳白色亮帶。 

半人馬α星 

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4.3 光年 8.7 光年 17 光年 26.5 光年 

南東 
織女星   牛郎星 

眼睛可以看到 

幾千光年的星 

（數十～數百顆年輕星） （10 萬～千萬顆老星） 

球狀星團 

氣體 太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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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宇宙 

   （一）宇宙的架構 

 

 

 

 

 

 

 

 

 

 

 

 

 

 

        

        

 

 

 

 

   （二）星系的分類 

       

        

            

                              

 

 

 

 

              橢圓  星系：M87                不規則  星系：  大麥哲倫  星系 

 

             

          

              棒狀  螺旋星系：NGC 1365       正型  螺旋星系：  M31  仙女座星系 

 

 

 

類 型 組成 恆星的年齡 

橢圓星系 氣體和塵埃的含量較低 老星  多 、氣體  少   

不規則星系 幾乎都是氣體、塵埃 氣體(新星)多、老星少 

正型螺旋星系 有豐富的氣體和塵埃 
螺旋星系 

棒狀螺旋星系 有豐富的氣體和塵埃 

老星在中央、新星在盤面 

     老星、新星混合 

星際物質 

星團 

恆星 
星系 星系群 

超

星

系

群 

本

超

星

系

群 

宇

宙 

本星系 

M31仙女大星系 

大、小麥哲倫 

等46個 

 彼此相距 

 百萬 光年 

 本星系群 46個 

室女座星系團（2000多個） 

大熊座星系團（數百個） 

等40~50群 

 彼此相距                  

 千萬 光年 

星雲 
星系團：數百~數千個星系 

星系群：數十個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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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 
12月18日至28日期間  

拍攝到在約為拍攝到在約為拍攝到在約為拍攝到在約為月球半徑月球半徑月球半徑月球半徑1/301/301/301/30的小天域中的小天域中的小天域中的小天域中    
卻分布著卻分布著卻分布著卻分布著1500150015001500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個以上的星系的星系的星系的星系    

銀河系的恆星銀河系的恆星銀河系的恆星銀河系的恆星 

5cm 5cm 
5cm 8cm 

波長變  長   5cm 3cm 

波長變  短   

紅移現象 

藍移現象 

都卜勒效應  

                            ※我們的星系（銀河系）正視圖 

       ◎正型螺旋星系（中央棒狀結構）四條漩渦臂 

       ◎史匹茲太空望遠鏡（Spitzer Space Telescope）的巡天計畫證實我們的銀河系是大型的棒旋星 

         系有兩個主要的旋臂 

         半人馬旋臂（Scutum-Centaurus）、英仙旋臂（Perseus）     

        

       ※哈伯太空望遠鏡選擇大熊座附近最無恆星的區域，長時間拍攝所得宇宙深處的影像  

          

 

 

 

 

 

 

 

 

            

               宇宙由眾多星系組成，宇宙中現已知的星系數量約  一千二百五十億  個 

  

 

       ※哈伯首先量測到仙女座大星系（M31）的真實距離，證實了夜空裡許多小而暗的星雲 

         其實是位於銀河系之外的星系， 一下子把我們的宇宙大小擴展了億萬倍。 

       ※哈伯序列是哈伯在 1936 年提出的星系分類  

 

 

 

 

 

   （三）宇宙正在膨脹的證據 

       1.  紅移  現象：所有的星系均相互遠離，且愈遠的星系遠離的速率愈快 

 

 

 

 

 

 

 

 

 

 

 

 

 

9

4

125 10

5 10

×

×
( )5

25 10 250= × = 萬個 超星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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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H
＋＋＋＋    

高溫高密度高溫高密度高溫高密度高溫高密度    電電電電

漿漿漿漿    

氫氫氫氫

原原原原

子子子子    

 

物物物物
質質質質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態態態態    

電電電電
漿漿漿漿
態態態態    

e
- 

H             H
＋
＋ｅ

－
（釋放能量造成高溫） 

紫外線 

色 
球 
層    

    

日 

冕 

    

光 
球 
層 

太陽大氣層 

500萬 km 核心 
10萬km 

輻射層 

50萬 km    

對流層 

10萬 km 

       2.  哈伯  理論：宇宙膨脹的速度是愈來愈快的 

                  天文學家在觀測一顆遙遠的超新星時，發現它現在遠離的速度比之前更快。 

                

                             距離越遠的星系膨脹速度越快 

 

 

 

 

四、得天獨厚的地球 

   （一）太陽的結構 

       1.太陽的組成和狀態 

         組成：  氫  占 3/4 

                 氦  占 1/4 

 

         狀態：多為高溫氣態 

               平均密度約為 1.4g/cm
3
 

 

       2.太陽的溫度和密度 

         中心的高溫高密度造成  核融合  反應，產生大量能量。 

 

       3.太陽的分層 

 

 

 

 

 

 

 

  

 

  

 

 

 

 

 

 

                                                            

 

 

 

 

 

分層 厚度 溫度 組成 亮度 何時可見 

核心  10 萬公里  1500 萬 K  電漿 ※ ※ 

輻射層  50 萬公里  800 萬 K  高溫的  氣體   ※ ※ 

對流層  10 萬公里  50 萬 K  高溫的氣體 ※ ※ 

光球層   500 公里  6000 K  高溫的氣體 很亮  平  日  

色球層   數千公里  高於 6000 K  高溫稀薄的氣體 弱 日全蝕 

大 

氣 

層 
日  冕   5 百萬公里  百萬 K  帶電粒子（電漿） 極弱 日全蝕 

V=H0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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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
＋ｅ

－
（釋放能量造成高溫） 

紫外線 

紫外線 
大恆星大恆星大恆星大恆星 

太陽風 

產生極光 
地球 

H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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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陽的活動 

 

 

 

 

 

 

 

 

       1.太陽風： 

 

 

 

 

 

 

 

 

 

       2.太陽黑子：變化週期約  11   年 

         太陽活動極大期（黑子數量多時），容易造成地球發生  磁層風暴    

 

 

 

 

 

 

        

       3.米粒組織： 

 

 

 

 

 

 

       4.日珥： 

         運動變化劇烈且壽命短，只有幾分鐘到幾小時 

         劇烈的爆發會使太陽表層日冕物質飛濺出去  

      

       5.閃焰（白色亮光區）：紫外線、  X  射線、  γ  射線 

        太陽表面局部區域快速釋放能量的現象 

        時間約幾秒鐘至長達一個鐘頭  

        拋灑太陽表層日冕物質到太空  

 太陽活動 發生層次 溫度或狀態 

1 太陽風 日 冕 高速流失的  帶電粒子  400～800 公里/秒 

2 太陽黑子 光球層 太陽表面溫度較低的地方，約  4000   K 

3 米粒組織 光球層   熱氣體  上升而冷卻後下降所造成 

4 日珥 色球層   游離氣體  受太陽磁場作用呈弧狀紅色火焰 

5 閃焰 色球層 太陽表面猛烈爆發出的  高能量輻射   

太陽蝴蝶（芒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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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活動的衝擊  

       ◎太陽的輻射線： 

                      包含 γ 射線、  X  射線與  紫外線   

                      地球  大氣層  會阻擋高能輻射進入地球 

       ◎太陽的帶電粒子（太陽風）： 

                      包含電子、質子 

                      地球  磁層  會阻擋帶電粒子進入地球 

                     （地球磁層也會阻擋  宇宙射線  進入地球） 

 

     （三）地球的保護機制 

       1.地球大氣層 

         主要： 

              吸收來自太空的有害高能  輻射   

             （γ射線、X 射線與紫外線）  

         其他： 

              (1)供給生物呼吸或行光合作用， 

                溫室氣體使日夜溫差不大 

              (2)保護地表免於過量的太陽輻射 

                及隕石的撞擊。 

              (3)大氣環流調節地球的氣候 

                使赤道到兩極的熱能重新分配 

        

       2.地球磁層                                      

         (1)受到  太陽風  的壓擠地球  磁層  壓往後伸長 

         (2)抵擋 90%太陽帶電粒子（含  宇宙  射線）對地球衝擊 

         (3)只讓約 10%太陽高能的帶電粒子（  電子  、  質子  ）與宇宙射線進入地球大氣 

           太陽風與宇宙射線，會沿著磁力線螺旋而行，使高能帶電粒子無法接近地表。 

  

                                                 

                                       

 

    

    

                                

    

                                

    

                                    (4)  范艾倫  輻射帶： 

          地球磁層內兩層輻射特別強的區域 

          地球磁場捕捉高能粒子所形成 

  

         (5)  極光  ：太陽風的帶電粒子會沿著磁力線進入地球南、北極區附近的大氣層，激發大氣 

                     層中的氣體分子，釋放出能量，解除了對地表的傷害，也形成了絢麗的極光。 

多為  質子 

3200Km 

多為  電子 

16000Km 

800~1600km 

繞極衛
星 

32000km 

同步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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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練習 

（ D ）1.下列哪一種天體不會環繞太陽運行？ (A)行星 (B)矮行星 (C)彗星 (D)球狀星團。 

解題要訣：環繞太陽運行的天體分成三大類：行星、矮行星及太陽系小天體。 

          球狀星團是由一些年老的恆星所形成的非常密集星團，會環繞銀河中心運行。 

 

 

（ D ）2. 下列有關類地與類木行星的性質比較，何者正確？ (A)密度：類地＜類木 (B)質量：

類地＞類木 (C)衛星數：類地＞類木 (D)體積：類地＜類木。 

解題要訣：類地行星密度大，質量小，衛星數少，體積小。 

   

（ A ）3.對生命來說，宇宙中的環境大都很嚴苛，許多行星表面的溫度過高或太低，都不利於

生命的發展；而且太空中布滿了對生命有害的高能輻射粒子、X 光、紫外線、伽瑪射

線……。地球則擁有適合生命發展的環境。在下列選項中，何者能將高能輻射粒子束

縛在地球大氣層外，保護地球上的生命？ 

(A)磁場 (B)增溫層 (C)臭氧層 (D)平流層 (E)對流層。【98 學 測 】  

 

解題要訣：地球大氣層外圍有兩層磁場特別強的區域， 

          由太空來的高能輻射粒子會被地球磁場束縛在這個區域形成范艾倫帶，保護地球， 

          使地球上的生命不受威脅。 

 

    

    

    

【【【【單元練習單元練習單元練習單元練習】】】】    

 

（  A  ） 1.太陽風的主要組成為  (A)質子、電子等帶電粒子  (B)氫氣、氦氣  (C)氮氣、氧氣  (D)氨、

甲烷。 

【解析】太陽風主要為太陽表面噴發出的高速帶電粒子。 

（  BCE  ）2.有關太陽所在星系的敘述，正確的有？(應選三項) 

(A)太陽所在的星系為太陽系 

(B)其盤面直徑約為 10 萬光年，太陽距離此星系邊緣約 2.2 萬光年 

(C)銀盤上有年輕的疏散星團分布  

(D)銀暈是指銀河盤面周圍的一圈光環 

(E)銀核及銀暈都有年老的球狀星團分布在其中。 

         【解析】（A）太陽所在的星系為銀河系（D）銀暈為球狀星團運行的空間，是圍繞在銀盤外圍 

    的球狀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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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太陽系中 5 個行星的資料表，回答以下 3~7 題： 

 甲 乙 丙 丁 戊 

質量(地球質量) 0.11 1.00 14.37 0.82 95.16 

平均密度(g/cm
3
) 3.94 5.52 1.30 5.24 0.70 

公轉週期(年) 1.88 1.00 84.02 0.62 29.4 

 

（  B ）3.哪一個行星是地球？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  D ）4.已知其中一個行星是金星，請將其挑選出來？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  C ）5.表中總共有幾個屬於類地行星？ (A)1 (B)2 (C)3  (D)4  (E)5 

（  B ）6.表中總共有幾個屬於類木行星？ (A)1 (B)2 (C)3  (D)4  (E)5 

（  C） 7.如果以上五顆行星恰好在太陽的一側排成一直線，其中離地球最遠的行星是哪一個？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解析】太陽系的基本資料表如下，由表中各行星的性質可得知：類地行星密度較大、質量較

小與地球相近，且公轉週期為以太陽為中心，軌道愈外圈，公轉週期愈長。 

 

 

 

 

 

 

 

 

 

 

 

 

※ 參考右圖的銀河系剖面圖，回答以下 8~12 題： 

（  A ）8.銀河系中，恆星密度最大的地方位於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銀核是由高密度的恆星所組成 

（  D ）9.下列哪一個區域最能代表銀暈？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銀盤外圍的球狀區域，球狀星團運行在其中 

（  B ）10.疏散星團位於圖中的哪一個部分？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疏散星團分布在銀河盤面上 

（  C ）11.圖中的哪一個箭頭所指的地方為球狀星團？ (A)甲 (B)乙 (C)丙  (D)丁 

（  B ）12.銀河系中最年輕的恆星位在哪一個部分？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年輕恆星皆分布在銀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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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從地球看太空從地球看太空從地球看太空從地球看太空    

一、物換星移 

   （一）天球：以地球為中心，無限遠為半徑，假想的圓球狀天空。 

               群星鑲嵌在這圓球上，每個星似乎都距離我們一樣遠但明暗不同。 

       1.天北極：地球自轉軸向北延伸，和天球的交點。 

   2.天南極：地球自轉軸向南延伸，和天球的交點。 

   3.天球  赤道  ：地球赤道向外延伸到天球的投影。 

   4.  赤緯  ：天球上的緯度。 

   5.  赤經  ：天球上的經度。 

   6.天頂：地心和人的連線向外延伸，和天球的交點。 

   7.天球子午線：通過觀測者所在位置的天南極、天北極以及天頂的大圓。 

   8.  中天  ：當一個天體通過子午線時的位置。 

   9.  黃道  ：從地球看太陽移動投影在天球上的視軌跡。 

   10.春分點：天球赤道與黃道的交點。春分時，太陽投影在天球上的位置，稱為春分點。 

 

 

 

 

 

 

 

 

 

 

 

    

 

                                    

                                         

 

 

 

 

 

 

                                   地球自轉（一天）：太陽屬於天球上的星順時鐘轉繞地球 

                                   地球公轉（一年）：太陽逆時鐘轉繞地球 

   （二）四節氣的赤道座標  

 

 

 

 

 

 

    

節  氣 春分點 夏至點 

(赤經 , 赤緯) (  0h   ,   0°  ) (  6h  ,  ＋23.5°  ) 

節  氣 秋分點 冬至點 

(赤經 , 赤緯) ( 12h   ,   0°  ) (  18h  ,  －23.5° ) 

星系群 

    

    

超星系群     

百萬光年 千萬光年 億光年 

星系 

 室女座星系群 

（2000多個)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 

天球天球天球天球 

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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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空中的星座 

       1.同一星座的各顆星在天空本無關聯，由地球看來，恰巧投影成某個形狀。 

                                                  

                                           東方：大北斗（北斗七星） 

                                           西方：  大熊  座一部份 

 

                                           東方：小北斗 

                                           西方：  小熊  座一部份 

 

       2.國際天文聯合會在 1930 年將全天區分為  88  個星座。 

       3.冬季星座： 

 冬季大三角包含：  獵戶  座的α星，又稱  參宿四  。   大犬  座的α星，又稱  天狼  。      

                   小犬  座的α星，又稱  南河三  。 

               其他星座：雙子座、御夫座、  金牛座  。        

       4.夏季星座： 

 夏季大三角包含：  天鵝  座的α星，又稱  天津四  。   天琴  座的α星，又稱  織女  。 

                   天鷹  座的α星，又稱  牛郎    。  

                其他星座：天蠍座。 

       5.秋季星座：  飛馬  座、  仙女  座、仙王座、仙后座。 

       6.春季星座：  牧夫  座的α星，又稱  大角  。  室女  座的α星，又稱  角宿一  。  

                  其他星座：獅子座、大熊座。 

 

 

 

 

 

 

 

 

 

 

 

 

 

 

 

 

 

 

 

 

 

 

 

 

 

冬冬冬冬 

季季季季 

夏夏夏夏 

季季季季 

秋秋秋秋

季季季季 

春春春春

季季季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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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平線 北方地平線 北方地平線 

 

 

 

 

 

 

 

 

 

 

 

           ※恆星在天空彼此的相對位置不會改變 

             主要是因為人類歷史短，視恆星彼此為不動 

             長時間恆星彼此間仍會變。 

 

 

 

           ※中國古天文 

             1.中國古代把星空中相鄰的一群恆星組合起來，並以世間的事務或職位加以命名 

               帝王、百官、人物、土地、建築物、器物、動物等  

               稱為  星官  ：共有 283 個星官，包含 1465 顆星 

 

 

 

 

 

 

             2.   三  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四  象： 東 方蒼龍、 西 方白虎、 南 方朱雀、 北 方玄武（共有二十八宿 ）  

 

   （四）星座盤 

 

 

 

 

 

 

 

 

 

 

 

                     台灣  用          比台灣緯度高處用             北極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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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南南

天北極 

天南極 

＋＋＋＋ 

★ ＋＋＋＋ 

週日運動 

高雄緯度    

22.5° 

北極星 

地球公轉時每個月所見的星象 

相隔半年，夜間的星空會有不同的星座出現    

小犬座小犬座小犬座小犬座 

南河三南河三南河三南河三 

360

24hr

�

圈

圈

3 6 0

1 2

�

圈
月

圈

360

15
hr

�

�

圈 24hr
圈

360 /

30 /

°

°

圈

月

   （五）周日運動 

       1.定義：除了北極星以外，其他恆星都是  東  升  西  落的現象 

       2.造成原因：地球自轉軸指向北極星，地球的  自轉   

       3.地球上看恆星：        ＝   15°／hr     

 

    

                         4.恆星需要多久回到相同位置：         ＝ 

 

        

 

 

 

 

     

 

 

    

 

 

 

 

 

（六）恆星的周年運動 

 

 

 

 

 

 

 

 

 

       

      

     1.定義：除了北極星以外，星座每天  越來越早  升起，季節不同出現的星座也不同 

              一年  之後，相同的星座才會在相同時刻，又會出現在相同的位置。 

     2.造成原因：地球繞太陽  公轉   

     3.地球上看恆星：          ＝  30°/月  ＝  1°/天    

           

     4.恆星需要多久回到相同位置：         ＝  12 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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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周年運動中地球『一一一一天的變化』 

         ∠1=地球每天公轉角度  

 

 

         ∠1 ＝ ∠2 ＝ 1° ＝ 地球再多轉 1°                  

                                      

                                            

 

                                                Χ＝  4 分鐘  （每天提早）        

 定 義 地球自轉 時 間 

恆星日 某恆星連續兩次出現在同一位置所需的時間 360° 23 時 56 分 

太陽日 太陽連續兩次出現在同一位置所經過的時間 361° 24 時 

    

       6.周年運動中地球『一個月的變化』    

       恆星每天提早 4 分鐘升起： 

         4 分×30 天  ＝  120  分＝  2  小時   

     恆星每月提早  2  小時升起  

        恆星每個月在天空移動：  30°   

 

     例題：赤道某處，9 月 1 日晚上 7：00 在東方地平線仰角 20°有一顆 A 星，回答下列問題？ 

      （1）9/1 晚上 10:00，A 星移動了幾度？位於何處？ 

                                             恆星在天空 15°╱hr    15°╱hr × 3hr= 45° 

                                  45°＋20° = 65° 

           移動了：  45°   

           星位於：東方仰角  65°  、中天偏東  25°  、西方仰角  115°   

      （2）11/1 晚上 7:00，A 星移動了幾度？位於何處？ 

                                                恆星在天空 30°╱月    30°╱月 × 2 月= 60° 

                                 60°＋20° = 80° 

           移動了：  60°   

           星位於：東方仰角  80°  、中天偏東  10°  、西方仰角  100°   

      （3）10/1 晚上 9:00，A 星移動了幾度？位於何處？ 

            恆星在天空 30°╱月    30°╱月 × 1 月= 30° 

            恆星在天空 15°╱hr    15°╱hr × 2hr= 30°      30°＋30°＋20° = 80° 

           移動了：  60°   

           星位於：東方仰角  80°  、中天偏東  10°  、西方仰角  100°   

      （4）10/7 晚上 10:00，A 星移動了幾度？位於何處？ 

            30°╱月 × 1 月= 30°    15°╱hr × 3hr= 45° 

            恆星在天空 1°╱天      1°╱天 × 6 天= 6°       30°＋45°＋6°＋20°=101° 

           移動了：  81°   

           星位於：東方仰角  101°  、中天偏西  11°  、西方仰角  79°   

360 0.98 1
365.25

1 =∠ ==

�

� �

天 天天

36 0 24 60

1 X

×
=

�

�

分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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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球赤道天球赤道天球赤道天球赤道    
黃道黃道黃道黃道    

巨蟹 

獅

金

白

西 

東 

冬至點冬至點冬至點冬至點    

黃道黃道黃道黃道    

春分點春分點春分點春分點    

夏至點夏至點夏至點夏至點    
天球赤道天球赤道天球赤道天球赤道    

秋分點秋分點秋分點秋分點    

   （七）黃道十二宮 

       1.太陽每個月在黃道上會經過一個星座，一年所通過的十二個星座稱為  黃道十二宮  。 

 

 

 

 

 

 

 

 

     2.春分時，太陽移動到雙魚座前方，即雙魚座、太陽及地球成一直線， 

         雙魚  座位於  春分點  ，我們看不到雙魚座。  

       春分當天出生的人屬於什麼星座？  雙魚  座。 

       當季每天晚上可以看到屬於自己的星座嗎？  不可以  。 

       下個月太陽又會移至下一個星座─  白羊  座。 

     3.夏至時  雙子  座位於  夏至點  ，我們看不到雙子座。 

        夏至當天出生的人屬於什麼星座？  雙子  座。 

        當季每天晚上可以看到什麼星座？  人馬  座。 

 

 

 

 

 

 

 

 

 

     例題：地球冬至當天午夜 12 點位在中天的是哪個星座？  雙子       

           地球冬至當天午夜 2 點位在中天的是哪個星座？  巨蟹    

 

 

 

 

 

 

 

 

 

 

                    

                    例題：在丁的位置金牛座大約在幾點時，會在天頂出現？（提示：金牛座為雙子座的前一個星座）     

                                         (A)12 點  (B)隔天清晨 2 點   (C)10 點   (D)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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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同緯度的星空 

       1.北極星與所在緯度的關係 

       北極星的  仰角  等於北半球觀測者所在的  緯度   

       例如：高雄的人觀測北極星是位於北方仰角  22.5°  處 

                                                            

 

     

  

 

 

       ※天文上只要距離夠遠，平行線則代表相同的線 

  

       2.不同緯度地區北極星位置與恆星運行的軌跡   

 

 

 

 

 

 

 

 

 

 

 

 

 

 

       （1）位於北極地區的人： 

            北極星位於  北方仰角 90°  。 

            恆星運行的軌跡自東向西  平行地面  。 

    （2）位於赤道地區的人： 

         北極星位於  北方仰角 0°  。 

         恆星運行的軌跡自東向西  垂直地平面  。 

    （3）位於 N25°區的人： 

         北極星位於  北方仰角 25°  。 

         恆星運行的軌跡自東向西與地平面  夾 65°  。 

 

  

 

 

 

 

※北極星位於：北方仰角（所在的緯度） 

※恆星運行的軌跡：90°－緯度＝恆星軌跡與地平夾角 

25° 65° 50° 

40° 

北 南 

天頂天頂天頂天頂 

恆星的視運動 

地平線 

自

轉

軸 緯

度

線 

天頂 

赤

道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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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南 北 北 南 西 西 東 

       ※位於北緯 25°的人，面對北、南、東、西拍照 

         北方：  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南方：  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東方：  左下  往  右上  升起 ↗↗↗，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約  65°   

         西方：  左上  往  右下  落下 ↘↘↘，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約  65°   

 

 

 

 

 

 

 

 

 

 

 

 

       ※位於南緯 30°的人，面對北、南、東、西拍照 

         北方：  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南方：  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東方：  右下  往  左上  升起 ↖↖↖，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約  60°   

         西方：  右上  往  左下  落下 ↙↙↙，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約  60°   

 

 

 

 

 

 

 

    

    

    

    

    

       ※位於北極點的人，面對天頂、正前方拍照  

天頂：  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正前方：  左  →  右  。 

 

       ※位於赤道的人，面對北、南、東、西拍照 

         北方：  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南方：  順時針  方向的圓周運動。 

         東方：由  下  往  上  升起 ↑ ↑ ↑，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約  90°   

         西方：由  上  往  下  落下 ↓ ↓ ↓，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約  90°      

向  東  方天空拍攝 

東東東東    

西西西西    

向  西  方天空拍攝 

東東東東    

西西西西    

向  南  方天空拍攝 

向  北  方天空拍攝 

向  南  方天空拍攝 

向  北  方天空拍攝 向  東  方天空拍攝 

東東東東    

西西西西    北北北北    南南南南    

向  西  方天空拍攝 

東東東東    

西西西西    

南南南南    北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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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 

23.5° 

23.5° 

66.5°°°° 

夏 

南 北 

西 西南 

東南 東 東北 

西北 

冬 

春、秋 

0000°°°°赤道赤道赤道赤道    

----45454545°°°°    

----90909090°°°°    

45454545°°°°    

西南 

0° 
赤道 

東南 

冬冬冬冬    

春、秋 

北 南 

40.7° 

49.3° 
東北 

40.7° 
天頂 夏 

西北 

                            3.各緯度所見天球赤道與天頂的夾角關係為何？    

       Ans：   恰巧等於當地緯度        

 

        

                    

                      

       例題：（1）北緯幾度所見的星空？ 

             Ans：住緯度  45°  的人 

       

            （2）不可能見到哪個範圍的星座？ 

             Ans：  －45°   至   －90°   

    

                            

       4.太陽的軌跡 

                            （1）北極的人 

    

    

    

    

                

                            （2）嘉義的人 

    

    

    

    

    

    

        

                                

                            ※如何知道當地緯度？    

                            （1）北極星與地平線的夾角（2）春分當日中午與天頂的夾角（3）太陽軌跡與地面夾角的餘角  

                            

                            ※歷屆試題【99 年學測】  

         夏至中午時木馬的影子會落在磁磚砌成的輪廓內。已知特洛伊城位於北緯 40.7 度， 

         下列哪張示意圖中的虛線最能代表當地夏至的太陽軌跡？ 

    

    

    

    

    

    

    

    

30303030°°°°    

30303030°°°°    赤道赤道赤道赤道    

（A） （B） 

（C） （D） 

40.7°－23.5°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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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星光帶來的訊息 

   （一）恆星的顏色 

       1.何謂「光」？   電磁波的總稱  。 

       2.電磁波的種類？ 

 

 

 

                                

                            3.大氣層僅有數個波段的電磁波能夠穿透大氣而到達地面 

         稱為「  大氣窗  」。  

       （1）主要為  可見光  及部分的  無線電波  波段。  

       （2）高海拔的地面望遠鏡可觀測天體發出部分的  紅外線    

       （主要為波長較短、靠近可見光的「近紅外線」） 

        ※天文觀測的兩個波段：可見光 和 無線電波 。 

 

 

 

 

 

 

 

 

       4.恆星的顏色 

        恆星的顏色代表恆星表面溫度的高低  

 

        

  

       

 

 

 

 

 

 

       5.恆星會發出各種波長的電磁波，輻射強度最大的光（λmax）與  表面溫度（T）成  反比  。 

       韋恩定律：     λmax‧T = 0.29     （  λmax 單位為 cm、T 單位為 K）  

       6.星星的指紋─光譜與顏色 

                （1）恆星溫度：  高              低   

    （2）λmax ：    短              長    

    （3）總能量：    大              小    

    （4）恆星顏色 ： 偏藍            偏紅     

    （5）恆星年齡 ： 年輕            老、質量小  

25000 K 20000 K 10000 K 7500 K 6000K 4500 K 3000 K 

藍 藍白 白 黃白 黃 橘 紅 

O B A F G K M 

恆星表面溫度 星名 恆星顏色 

11000～25000 度以上 天狼星 藍 

7500～11000 度 織女星 白 

5000～6000 度 太陽 黃 

5000～5500 度 五車二 橘 

2500～3500 度 心宿二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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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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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 光度
亮度

球表面積

   （二）恆星的亮度與光度 

       1.何謂亮度(B)？ 

       地球上所見恆星的  明暗程度   

       以  視星等  (m)來表示其物理量 

       星等數值愈  小  ，亮度愈  大   

        一般人肉眼可看到最暗的星為  6  等星。 

       

       2.何謂光度(L) ？ 

       恆星真實的  發光程度   

       以  絕對星等  (M)來表示其物理量 

       星等數值愈  小  ，發光強度愈  大   

        ※絕對星等： 

          將所有的恆星放在一定的標準距離  32.6   光年上 

          比較其亮度。 

        

       3.視星等（m）和絕對星等（M）的關係： 

       （1）m － M ＝ 5 log d – 5 

      

 

 

  

                乙  星遠             甲   星遠              乙   星遠 

     

    例題：距離模數公式為 m-M=5logD-5，說明視星等、絕對星等與距離之間的關係， 

           某星的視星等為 2，絕對星等也為 2，則距離為何？         

           (A)1 光年   (B)10 光年   (C)3.26 光年   (D)32.6 光年  

           m－M＝5logD－5  →  2222－－－－2222＝＝＝＝5logDDDD－－－－5 

           logD＝1  →  D=10（秒差距） 

                        D=32.6 光年 

 

       （2） 

 

          R 一定時  B ∝ L 

          恆星的亮度與恆星的  發光強度  成  正比   

          L 一定時  B ∝
1

R
2   

          恆星的亮度與地球  距離平方  成  反比   

   

        

 

 m M 

甲星 1 3 

乙星 1 -5 

 m M 

甲星 2 5 

乙星 -1 5 

 m M 

甲星 -3 2 

乙星 1 -5 

0.5
。 

1
。
=60′ 

1′=60〞 
1〞 

距離=1個秒差距 

1個秒差距=3.26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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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2.512

        例題：甲、乙兩星的發光強度為 5:3，若地球距離甲、乙兩星的距離為 2:1， 

              則從地球看甲、乙兩星的亮度比為何？ 

              

               B 甲：B                       5：12       （地球上看乙比看甲亮）                                       

        

      

       4.恆星的亮度（視星等）的訂定 

      希臘時代，天文學家希巴卡斯（Hipparchus，190BC～120BC） 

      將肉眼可見的一千多顆恆星的亮度分成六等 

 

        星等：  1 等→6 等 

        亮度：100 倍→1 倍 

        每差一個視星等，亮度差  2.512  倍。 

 

       例題：試計算出下列星星的視星等亮度差幾倍？ 

             1 等星比 2 等星亮：   2.512  倍   

             2 等星比 4 等星亮：   2.512×2.512＝2.512
2
  倍   

             1 等星比 6 等星亮：   2.512
（6-1）  ＝  2.512

5     ＝  100   倍   

             -2 等星比 2 等星亮：  2.512
（2--2）  ＝  2.512

4
  倍   

             3 等星比-2 等星亮：   2.512
（-2-3）   ＝  2.512

-5   ＝   1/100  倍   

 

 

     日食與月食的比較 

 

 

 

 

 

 

 

 

 

 

 

 

 

 

 

 

 

半影月食 日全食 

月全食 日環食 

1 2

2 2

1 2

:
L L

R R
=＝

2 2

5 3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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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練習單元練習單元練習單元練習】】】】 

（ A ）1. 下列哪一個地方，在一年裡有機會可以看到全天球上所有的 88 個星座？ (A)赤道地區 (B)

北回歸線上 (C)南極地區 (D)北極地區。 

【解析】在緯度愈高的地區看到的星座數目愈少，要看到全天所有的星座，必須在赤道附近。 

（ D ）2. 天文學上視星等愈小，表示其亮度愈高，且每相差 5 個星等，其亮度差 100 倍。若已知太陽

的視星等約為–26.5，天狼星的視星等約為–1.5，試問太陽的亮度是天狼星的多少倍？ (A)10
2

倍 (B)10
4 倍 (C)10

8 倍 (D)10
10 倍。 

【解析】星等每相差 5個星等，其亮度差為 100 倍。太陽與天狼星相差 25 個星等，亮度差為 100
5
倍=10

10
倍。 

（ B ）3. 若某恆星 9 月 21 日下午 8 點恰好位於甲地的中天，則下列何時該恆星也會出現在甲地的中

天？ (A)8 月 21 日下午 6 點 (B)10 月 21 日下午 6 點 (C)11 月 21 日下午 8 點 (D)12 月

21 日下午 8 點。 

【解析】依周年運動觀念解題，恆星每天提早 4分鐘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一個月後會提早 2小時出現在同一個

位置。(A)8 月 21 日應為下午 10 點。(C)11 月 21 日應為下午 4點。(D)12 月 21 日應為下午 2點。 

 

範例練習 

（ C ）1. 獵戶座的參宿四在 12 月 8 日子夜 1 點整出現在甲地的子午線上，則 12 月 9

日子夜 1 點，可見此顆恆星出現在甲地的 (A)子午線上 (B)子午線偏東 

(C)子午線偏西 (D)已落下地平線。 

解題要訣：12 月 9 日參宿四出現在子午線上的時間為子夜 12 點 56 分，故子夜 1 點已

往西方移動了 1°。 

（ B ）2. 承上題，一個月後的 1 月 8 日晚上幾點，可見此顆恆星出現在甲地的子午線

上？ (A)10 點 (B)11 點 (C)12 點 (D)子夜 3 點。 

解題要訣：恆星每天提早 4 分鐘升起，故一個月後約提早 2 小時出現在同一位置。 

（ C ）3. 在臺北看星星移動的軌跡應為下列何圖？（N 標示北極星的位置） 

(A)  (B)  (C)   

(D) 。 

解題要訣：先找北極星在仰角約 25°之處，再看星星移動的軌跡圓會被自轉軸垂直貫

穿圓心。 

（ A ）4. 承上題，在赤道看星星移動的軌跡應為上列何圖？ 

解題要訣：原理同上，北極星在北方地平面上。 

（ B ）5. 承上題，在北極點看星星移動的軌跡應為上列何圖？ 

解題要訣：原理同上，北極星在仰角約 90°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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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4. 右圖為今天晚上 7 點的部分星象圖，請問下列哪一顆星 

從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天空出現的時間最長、可觀測最久？ 

 (A)南門二 (B)牛郎 (C)北河三 (D)角宿一。 

【解析】找最接近東方地平線剛升起的星體， 

本題中的牛郎星恰好在東方地平線附近。 

（ D ）5. 當 1 等星的距離拉遠為原來的 100 倍時， 

其視星等會變為幾等星？ (A)5 (B)6 (C)10 (D)11。 

【解析】視星等相差 1等，亮度差 2.5 倍，當距離拉遠為原來的 100 倍時，亮度會變暗 10000 倍，星等會相差

10 等星。原來為 1等星，變暗則要加 10 等，故為 11 等星。 

※參考下圖的星座盤簡圖，圖中 T 為旋轉點，即為北極星所在的位置，回答 6.～8.題： 

 
 

（ B ）6. 此星座盤適用的緯度區為何？ (A)北緯 15° (B)北緯 30° (C)北緯 60° (D)北極點。 

【解析】由觀測北極星的仰角=觀察者所在的緯度，找出北極星的仰角。圖中的 W為天頂，仰角 90°，Q為北方

地平線，仰角 0°，北極星在 QW 連線的中點偏地平線的方位，故選 30°最接近北極星的仰角。 

（ A ）7. 請問 m 星所在的位置為哪一方地平線？ (A)東北 (B)西北 (C)東南 (D)西南。 

【解析】由圖中的 T為北極星所在的位置可知 Q為北方，S則為南方，星座盤因要舉到頭上看，故東西方向標

示相反，即 P為東方，R為西方。M所在的位置在東北方地平線附近。 

（ B ）8. 承上題，z 星在天空上的位置，何者最正確？ (A)北方仰角 50° (B)南方仰角 50° (C)北方

仰角 80° (D)南方仰角 80°。 

【解析】圖中的 W為天頂，仰角 90°，S為南方地平線，仰角 0°，z在 SW 連線的中點附近，故 z星在南方地平

線算起，仰角約 50°的方位上。 

※參考下列恆星甲、乙、丙、丁的基本性質表，回答 9.～14.題： 

性質 

恆星 
顏色 視星等 絕對星等 

甲 紅 +4 –5 

乙 黃 –1 +1 

丙 藍 0 0 

丁 白 –2 –4 

 

（ E ）9. 表面溫度最高及最低的恆星依序為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丁、甲 (E)丙、

甲。 

【解析】恆星的顏色和表面溫度有關，恆星表面溫度由高到低依序為藍色、白色、黃色、橘色、紅色。 

（ D ）10. 下列哪一顆恆星看起來最亮？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視星等愈小，看起來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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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1. 下列哪一顆恆星發光強度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絕對星等愈小，發光強度愈大。 

（ C ）12. 乙恆星的亮度是甲的幾倍？ (A)5 (B)25 (C)100 (D)500。 

【解析】視星等相差 5等，亮度差 100 倍，乙恆星的星等小於甲且相差 5等，故乙恆星的亮度是甲的 100 倍。 

（ C ）13. 距離地球最近及最遠的恆星依序為 (A)丁、甲 (B)甲、乙 (C)乙、甲 (D)甲、丁。 

【解析】甲星本身發光能力為 5− 等，看起來卻只有 4+ 等，拉遠了 9等星。乙星拉近了 2等星，丙星恰好位於

32.6 光年處，丁星則拉遠了 2等星。故最近者為乙，最遠者為甲。 

（ B ）14. 哪一顆恆星的表面溫度和太陽最相近？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恆星的顏色和表面溫度有關，太陽為黃色的恆星，故選乙。 

※參考右圖，回答 15.～18.題： 

（ A ）15. 北斗七星的移動方向為 (A)甲→乙 (B)乙→甲。 

【解析】因地球自轉，眾星皆繞著天北極（北極星）在做東升西落逆時針方向的圓

周運動，故北斗七星移動方向甲→乙。 

（ A ）16. 圖中黑色箭頭「�」所指的方向為？ (A)東 (B)西 (C)南 (D)北。 

【解析】面向北極星為北方，右手邊為東方。 

（ D ）17. 若今天晚上 8 點看到北斗七星在甲，幾點可看到在乙？ (A)4：00 

(B)6：00 (C)10：00 (D)12：00。 

【解析】恆星的軌跡每小時劃過天空 15°，北斗七星由甲到乙移動了 60°，需時 4小

時。 

（ C ）18.幾個月後可以在 8 點看到北斗七星在乙？ (A)0.5 (B)1 (C)2 (D)4。 

【解析】恆星每天同一時刻會比前一天向西移動約 1°，北斗七星由甲的 8點到乙也要 8點看到，期間共移動了

60°，故需時 60 天，即 2個月後。 

※下圖為地球上不同緯度的觀察者所拍攝出來的星體移動軌跡圖，圖下方的水平線為地平線，回答

19.~24.題： 

 

（ F ）19. 若觀察者在嘉義，東方天空拍到的星跡圖最接近哪一張？ 

【解析】觀察者在 23.5°，東方天空恆星運行的軌跡由左下往右上升起，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為 66.5°。 

（ B ）20. 若觀察者在北緯 60 度，西方天空拍到的星跡圖應為哪一張？  

（ B ）21. 承上題，其星跡與地平面的夾角是幾度？ (A)20° (B)30° (C)45° (D)60°。 

【解析】觀察者在 60°，西方天空恆星運行的軌跡由左上往右下落下，視軌跡與地平面夾角為 30°。 

（ A ）22. 圖 A 的照片，觀察者最有可能位於何處才拍得出來？ (A)北極點 (B)北回歸線 (C)赤道 

(D)南回歸線。 

【解析】視軌跡與地平面平行，極軸在天頂，觀察者有可能在北極點或南極點。 

（ C ）23. 圖 J 的照片，觀察者最有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A)北極點 (B)北回歸線 (C)赤道 (D)南回

歸線。 

【解析】圖 J視軌跡圓的圓心在地平線上，觀察者在赤道。 

（ B ）24. 承上題，圖 J 的照片大約拍攝了多少小時？ (A)0.5 (B)2 (C)4 (D)6。 

【解析】將圖 J軌跡圓的圓弧連向圓心，看其夾角約為 30 度，故拍攝時間約為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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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 B ）1. 2006 年 8 月 24 日國際天文聯合會通過行星的新定義，決議將冥王星降級為矮行星，試問矮

行星與八大行星的最大不同點為何？ (A)沒有衛星 (B)未能清除在軌道上相鄰的小天體 

(C)組成物質完全不同 (D)公轉週期太長。 

【解析】矮行星與八大行星定義的最大不同點為矮行星未能清除在軌道上相鄰的小天體。 

（ C ）2. 今天晚上 6：00 日落後，在東方地平線上恰好看到獵戶座升起，何時可以在晚上 10：00 看

見獵戶座通過中天？ (A)1 個月前 (B)2 個月前 (C)1 個月後 (D)2 個月後 (E)今天。 

【解析】今天晚上 6：00 獵戶座在東方地平線升起，到達中天的時間為晚上 12：00，若要在晚上 10：00 看見

獵戶座通過中天，因恆星每天提早 4分鐘升起，故提早 2小時出現在同一位置要 1個月後。 

（ B ）3. 承上題，若要在清晨 4 點看見獵戶座通過中天，下列哪一時間可以看見？ (A)1 個月前 (B)2

個月前 (C)1 個月後 (D)2 個月後 (E)今天。 

【解析】欲在清晨 4點看見獵戶座通過中天，比今晚延後了 4小時，因恆星每天提早 4分鐘升起，故延後 4小

時出現在同一位置會在 2個月前。 

 

 

※ 參考下圖黃道十二宮的示意圖，回答 4.~5.題： 

 

 

 

（ D ）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春分時，太陽走到室女座 (B)夏至時，整晚可見雙子座 (C)秋分

時，白羊座於 22 時過中天 (D)冬至時，夜晚看不到人馬座。 

【解析】(A)春分時，從地球看太陽走到雙魚座的方向。(B)夏至時，雙子座與太陽同一方向，看不到雙子座。

(C)秋分時，雙魚座於午夜過中天，白羊座於清晨 2時過中天。(D)冬至時，人馬座與太陽同一方向，夜晚看不

到。 

（ A ）5. 某日夜晚看見人馬座恰好過中天，經過 4 小時後過中天的星座為何？ (A)寶瓶座 (B)魔羯

座 (C)天蝎座 (D)天秤座。 

【解析】因為地球逆時針方向自轉的緣故，我們看見黃道上的星座每 2小時就會有一個星座過中天。人馬座過

中天之後 4小時，寶瓶座也到達了中天。 

（ C ）6. 太陽的視星等為–26.7 等，如果移到 32.6 光年遠會變成+4.8 等。如果想讓太陽的視星等變

為–6.7 等，要移到多遠的距離？ (A)10
2
AU (B)10

3
AU (C)10

4
AU (D)10

6
AU。 

【解析】視星等相差 5等，亮度差 100 倍，太陽從–26.7 等要變為–6.7 等，星等相差 20 等，亮度則變暗了

100
4
倍=10

8
倍，又亮度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即當距離拉遠為原來的 10

4
倍時，亮度就會變暗 10

8
倍。原來地球到

太陽的距離為 1AU，拉遠後則為 10
4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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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月球、地球、太陽的相關位置及形成月相的示意圖。當月球繞地球公轉一周從位置甲轉到乙，

它也完成自轉一周。參考下圖，回答 7.~8.題。【91 學測】 

 

（ AG ）7.已知一圓周涵蓋 360 度，則地球在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上，每日平均約前進多少度？當月相從

滿月到下一次滿月，地球在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上，約前進多少度？（應選二項） 

選項 
地球繞太陽公轉「每

日」平均前進度數 
 選項 

地球繞太陽公轉「每月」

平均前進度數 

(A) 約 1 度  (E) 約 1 度 

(B) 約 15 度  (F) 約 15 度 

(C) 約 30 度  (G) 約 30 度 

(D) 約 45 度  (H) 約 45 度 

【解析】地球繞太陽繞一周 360°需時 365 天，故每天約繞 1°，每月約繞行 30°。 

（ BE ）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應選二項） (A)地球除自轉外，也繞太陽公轉 (B)地球除繞太陽公

轉外，也繞月球公轉 (C)地球繞太陽公轉的方向為自西向東 (D)月球繞地球公轉的方向為自

西向東 (E)月球從圖中之位置甲轉到乙，月相從滿月又再次滿月。 

【解析】地球自轉也繞太陽公轉，月球自轉也繞地球公轉。月球和地球的自轉公轉方向都是自西向東。月相是反

射太陽光的結果，滿月時，月、地、日在同一直線上，故月球在乙的位置時並非滿月，要到丙位置才是滿月。 

※右圖為地球繞日公轉的示意圖，已知地球會由甲運行到乙，再運行到丙，甲處地球於午夜 24：00 觀

察到 S 星正好通過子午線。從甲運行到丙的時間為一個太

陽日，甲運行到乙的時間為一個恆星日，回答 9.~12.題： 

（ B ）9. 地球從甲運行到乙，本身自轉了多少度？ 

(A)359° (B)360° (C)361° (D)364°。 

【解析】地球從甲運行到乙的時間為一個恆星日，即S星連

續兩次出現在子午線上的時間，地球剛好轉了一圈 360°。 

（ B ）10. Q 的角度約為多少度？ (A)0.493° (B)0.986° 

(C)1.014° (D)2.028°。 

【解析】Q的角度=P 的角度=360°/365 天=0.986°/天，即為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天所走的角度。 

（ C ）11. 地球從乙運行到丙自轉了 Q 度，要費時多少分鐘，請選出正確的算式？ (A)
(360 Q)

1440

+
 

(B)
1440

(360 Q)+
 (C)

(1440 Q)

(360 Q)

×

+
 (D)

(360 Q)

(1440 Q)

+

×
。 

【解析】一個太陽日 24小時，地球自轉了 360+Q 度，地球從乙運行到丙自轉了 Q度所花的時間 X，可以用比例的

概念列式： X Q

1440 (360 Q)
=

+
，解 (1440 Q)

X
(360 Q)

×
=

+
。 

（ B ）12. 地球從甲運行到乙要花多少的時間？ (A)12 時 (B)23 時 56 分 (C)24 時 (D)24 時 4 分。 

【解析】地球從甲運行到丙的時間為一個太陽日=24 小時，扣除乙到丙地球自轉 Q 度所需的時間約 4 分鐘=23 小

時 5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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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3. 住臺灣嘉義北緯 23.5°的小明，某天夜晚在住家附近進行星象觀測。他看見 X 星與北極星在

天空張開角度（即由上述兩星視線構成的夾角）屬於下列哪一種情形時，X 星的周日運動永

遠都在地平線上進行？ (A)小於 23.5° (B)介於 23.6°和 50° (C)介於 51°和 89° (D)等於

90°。【92 學測】 

【解析】嘉義的緯度為 23.5°，故該處看到北極星的仰角為23.5°，而其他的星星都以垂直地球轉軸的方式繞北極

星運行，故僅有與北極星的夾角小於 23.5°的星星，其周日運動才不會低於地平線。 

（ D ）14. 承上題，若小明改天至赤道進行星象觀測，他所見到眾多星星移動軌跡所構成的圓面，都與

地平面夾有多少角度？ (A)0°（與水平面平行） (B)23.5° (C)66.5° (D)90°（與水平面垂

直）。 

【解析】在赤道地區，看到北極星出現在北方的地平線上，南極的指向位於南方地平線上，地球的自轉軸平行地

平面，故所有星星依據地球自轉軸與之垂直的方式運轉，所以看起來皆以 90°的方式垂直地平面在天空中運行。 

 

※下圖是天球示意圖，請依此圖回答 15.～18.題： 

 

（ B ）15. 大圓（甲）的名稱為何？ (A)天球子午線 (B)天球赤道 (C)黃道 (D)白道。 

【解析】通過大圓（甲）的 DE 線段與地球自轉軸垂直，故大圓（甲）為天球赤道。 

（ D ）16. 太陽作周年運動的方向為何？ (A)W (B)X (C)Y (D)Z。 

【解析】通過 CF 兩點的大圓為黃道，且從北方天空往下看，太陽移動的視軌跡為逆時鐘方向，故為 z。 

（ B ）17. 哪一點為春分點？ (A)A (B)B (C)C (D)D (E)E。 

【解析】天球赤道與黃道的交點 A或 B即為春分點或秋分點，太陽在 C點時為夏至點，故 B點為春分點。 

（ B ）18. 地球上的觀察者所在的緯度最可能是下列何處？ (A)23.5°N (B)66.5°N (C)23.5°S 

(D)66.5°S。 

【解析】若天北極在地平線以上，則觀察者所在的緯度即為北極星的仰角。 

（BCD）19.右圖是北緯 38°某地點所見天球的上半部，其中 O 為觀測者的

位置，P 為天體， EOG= AOF= AOB=90°∠ ∠ ∠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應選三項） (A)A 為天北極 (B)BGD

為天球赤道 (C)F 點為赤緯+38° (D)AEFGC 為天球子午線 

(E)E 點為赤緯+38°。 

【解析】(A)E 為天北極。(B)E 為天北極，BGD 與 EO 垂直，故 BGD 為天球赤道。(C)由圖知∠FOG=38°，G 為赤

緯 0°，故 F點為赤緯+38°。(E)E 點為天北極，赤緯=+90°。 

 

 

※右圖是一幅使用哈伯望遠鏡拍攝的影像，呈現甲、乙兩個星系與

散布在圖面上的恆星。試根據右圖回答 20.~21.題。【93 學測】 

（ C ）20. 下列有關影像中的恆星與甲、乙兩星系的敘述，哪一選

項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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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恆星分別屬於甲或乙星系 (B)恆星與甲、乙兩星系都屬於我們銀河系 (C)甲、乙兩星系

不屬於我們銀河系，而是與我們銀河系差不多的系統 (D)甲星系屬於我們銀河系，乙星系

則不是。 

【解析】星系是由數十億顆至數千億顆恆星和星際介質所組成。星系與星系間的距離都非常遙遠，故由地球上看

星系，星系內的恆星光線集合成一個特定形狀的亮區，較難看出其內部一顆顆的恆星。照片中一顆顆清楚的亮點

恆星，表示其距離較甲、乙兩星系要來得近。 

（ D ）21. 下列有關地球與甲、乙兩星系遠近的敘述，哪一選項是正確的？ (A)甲星系比較近，因為

所有星系體積大小都差不多 (B)甲星系比較近，因為距離愈遠的星系，我們觀測到的體積愈

小 (C)乙星系比較近，因為距離愈遠的星系，我們觀測到的體積愈小 (D)無法由圖得知，

須由其他方法才能判斷星系的距離。 

【解析】每個星系的形狀和大小都不盡相同，與地球間的距離也不同。我們看起來都是投影在天球上的樣子，無

法直接看出彼此的遠近。 

（ C ）22. 星等是天文學描述天體亮度的單位，依據星等與亮度的定義，1 星等的亮度是 6 星等的 100

倍；也就是說，亮度每差約 2.512 倍，星等則差 1 星等。目前已知滿月約為－12 星等，太陽

約為－26 星等，則太陽的亮度大約是滿月的幾倍？ (A)超過 4 百萬倍 (B)1 百萬倍 (C)40

萬倍 (D)25 萬倍 (E)14 萬倍。【96 學測】 

【解析】星等值愈小亮度愈亮，星等相差 1星等，亮度相差 2.512 倍，故太陽的亮度大約是滿月的（2.512）-12-(-26)

＝（2.512）14＝
15(2.512)

2.512

5 3[ 2.512) ]

2.512
=

（
3

(100)

2.512
=

610

2.512
= 40≒ 萬倍。 

 

 

（ACF）23.右圖為一幅對北方星空的長時間曝光影像。下列有關此圖的解說，哪三項正確？（必須分別

在(A)(B)中選一項，(C)(D)中選一項，與(E)(F)中選一項。）【96 學測】 

選項 周日運動方向 

(A) 逆時針旋轉 

(B) 順時針旋轉 

  

選項 曝光時間 

(C) 約兩小時多 

(D) 約四小時多 

  

選項 圓弧的中心 

(E) 北極星 

(F) 天（球）北極 

【解析】因地球自轉，眾星皆繞著自轉軸指向的天北極在做東升西落逆時針方向的圓周運動，北極星在天北極的

位置附近。恆星的周日運動為24 小時繞行 360°，故每小時在天空劃過15°，量星跡與圓弧中心的夾角約為 30

°，即可推知曝光時間大約是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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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24.圖 1～圖 3 分別是昴宿星團、仙女座大星系 M31、天琴星座的影像。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應選二項） (A)仙女座大星系 M31 屬於銀河系，是三者中最大的系統 (B)仙女座大星系

M31 不屬於銀河系，是三者中最大的系統 (C)昴宿星團屬於銀河系，是三者中最大的系統 

(D)昴宿星團不屬於銀河系，是三者中最大的系統 (E)天琴星座中，肉眼可見的恆星都屬於

銀河系 (F)天琴星座中，肉眼可見的恆星有些不屬於銀河系。【97 學測】 

   

圖１ 昴宿星團 圖 2 仙女座大星系 M31 圖 3 天琴星座 

 

【解析】宇宙的組織由大到小依序為：宇宙、超星系團、星系團、星系、星團、恆星、行星。銀河系為太陽系所屬的星系，

直徑約10萬光年，由1,000 億顆以上的恆星組成，肉眼所看到的星星都屬於銀河系。(A)仙女座大星系與銀河系同屬於本

星系群，是圖中最大的系統。(C)(D)昴宿星團屬於銀河系，為一疏散星團，不是圖中最大的系統。(F)天琴星座中，肉眼可

見的恆星都屬於銀河系。 

※假設有一顆與太陽類似的恆星，其中有三顆固態行星在一共同軌道上繞著它運轉，如下圖所示。這三

顆行星的質量與大小都與地球差不多，其他基本資料與軌道參數如下表所示。為了方便對照，地球的

資料附在下表中的最後一列作為參考。依據下圖與下表，回答 25.~26.題。【97 學測】 

 自轉週期 軌道傾角 大氣壓力（atm） 

甲行星 42 小時 24 度 0.001 

乙行星 20 小時 12 度 0.8 

丙行星 12 小時 65 度 1.2 

地球 24 小時 23.5 度 1.0  

 

（ B ）25. 丙行星之極區的緯度範圍為何？ (A)23.5 度至 90 度 (B)25 度至 90 度 (C)65 度至 90 度 

(D)67.5 度至 90 度 (E)該行星沒有極區。 

【解析】根據極圈的定義，丙行星之軌道傾角為 65 度，故極圈為 25 度，極區的緯度範圍即為 25 度至 90度。 

（ B ）26. 甲、乙、丙三行星中，晝夜溫度差別最大與最小的分別是哪一顆行星？ (A)最大的是甲行

星，最小的是乙行星 (B)最大的是甲行星，最小的是丙行星 (C)最大的是乙行星，最小的

是甲行星 (D)最大的是乙行星，最小的是丙行星 (E)最大的是丙行星，最小的是甲行星 (F)

最大的是丙行星，最小的是乙行星。 

【解析】甲行星自轉週期最長且大氣非常稀薄（氣壓為 0.001atm），所以晝夜溫差最大。丙行星因自轉週期最短，

晝夜時間差最短且因大氣的保溫作用（氣壓為 1.2atm），所以晝夜溫差最小。 

 

（ AE ）27.柯南固定在某地觀察日落景象，每一次他都用相機多次曝

光後，再將多幅影像疊加起來，形成一幅日落重複曝光

圖。依上述拍攝手法，他在某天拍攝日落景象（左側），

經過一段時間後在原地又拍攝一次，將兩次的日落景象重

疊如右圖所示，如果日落的軌跡僅向右方移動到照片所示

的位置（右側）。依據此圖，判斷拍攝的地點與日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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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選二項，(A)、(B)、(C)中選一項，(D)、(E)、(F)、(G)中選一項。）【97 學測】 

地點 日期 

(A)北半球 (D)夏至之後、秋分之前 

(B)南半球 (E)冬至之後、夏至之前 

(C)赤道 (F)秋分之後、冬至之前 

 (G)夏至之後、冬至之前 

 

【解析】題目中的照片所拍攝為日落的景象，故為面對西方所拍攝的軌跡，由此軌跡可推知北極星的位置在圖

中右邊，即為北方，因此觀測者在北半球。北半球地區在冬至之後、夏至之前，日落的軌跡會向北方移動，在

照片中即為向右方移動。 

 

（ BD ）28.下表是一些天體的基本資料。選出此表中表面溫度最高與最低的天體。（應選二項）【98 學

測】 

 (A) (B) (C) (D) (E) 

星名 天蝎α 獵戶β 太陽 海王星 火星 

視星等 1.09 0.12 -26 約 8 -2 ~ 2 

顏色 紅 藍 黃 藍 紅 

【解析】恆星表面溫度由高到低依序為藍色、白色、黃色、橘色、紅色。行星的表面溫度比恆星低，一般來說，

沒有特殊效果的話（如溫室效應），距離太陽愈遠，溫度愈低，與視星等及顏色均無關。 

（ D ）29. 下表為恆星資料，依據表中恆星的顏色、視星等、絕對星等，判斷哪一顆星與地球的距離大

於 32.6 光年？（絕對星等為星星距地球 32.6 光年的亮度） (A)甲恆星 (B)乙恆星 (C)丙

恆星 (D)丁恆星。 【99 學測】 

恆星 顏色 視星等 絕對星等 

甲 黃 4 6 

乙 藍 8 11 

丙 紅 7 9 

丁 白 3 2 

離【解析】當恆星距 地球恰為 32.6 年 離光 時，依定義其視星等會等於絕對星等；如果距 比 32.6 年光 遠，其亮

度會變暗，即視星等值會大於絕對星等值。 

（BDEF）30.若設計一個能在嘉義的北迴歸線紀念碑附近觀星專用的立體星座儀，將天空中星星的位置呈

現在立體星座儀的透明球體上，觀測者只要在立體星座儀內的適當位置，將星星在透明球體

上的位置延伸到天空，即可以找到該星星。所以，下列關於立體星座儀的製作，哪些符合天

文學的原理？（應選 4 項） (A)設計時刻環時，將透明球體的 180 度圓周區分為 24 個時區 

(B)假想觀測者位於透明球體的球心，觀測者頭頂延伸出去為天頂 (C)透明球體上所標示赤

道和黃道軌跡線的兩個交會點為冬至和夏至 (D)依各個星星的天球座標資料，繪製於透明

球體上來代表星星的位置 (E)代表地軸的長棍貫穿透明球體的南北極，地軸約與地面夾 23.5

度 (F)觀測時先以指北針訂出觀測地點的約略方位，並將代表地軸的長棍指向北極星方向。

【99 學測】 

【解析】(A)透明球體的 360 度 圓周區分為 24 個時區。(C)天球赤道和黃道的交點應為春分點和秋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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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 太陽系中的八大行星，根據其性質可以區分為類地行星和類木行星兩大類，以下關於此兩類
行星的比較，哪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A)類地行星的體積和質量皆小於類木行星 (B)類
木行星都有行星環，類地行星則沒有 (C)類木行星的衛星數都比類地行星多 (D)某些類木
行星也有板塊運動。 

【解析】(D)類木行星主要為氣體組成，不會有板塊運動。 

（ D ）2. 夜空中有時會出現帶有形如掃帚尾巴的星體，稱為彗星，以下對彗星的敘述哪一項是錯誤的？ 
(A)靠近太陽時受太陽風和太陽輻射吹襲才產生彗尾，彗尾可分為塵埃尾及離子尾  

(B)彗核主要為塵埃、石塊、冰塊和固態的氨、甲烷、二氧化碳化合物 (C)地球經過彗星的
軌道附近吸引大量碎片是造成流星雨的主因 (D)彗星皆有週期，短週期的彗星主要來自柯
伊伯帶，長週期的彗星則來自於歐特雲。 

【解析】彗星不一定都具週期性，有些彗星只出現一次後便飛向太陽而毀滅。 

（ B ）3.  太陽系各行星中，僅有地球有如此多的生命存在，以下哪一項不是地球發展並維持生命的原
因？ (A)和太陽適當的距離 (B)濃密的大氣 (C)磁場的保護 (D)廣大的海洋。 

【解析】濃密的大氣並不是發展生命必需的條件，地球的大氣也比不上金星大氣濃密。 

 

（ D ）4. 下列有關星球距地球遠近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天狼星是夜空最亮的恆星，所以離我們最
近 (B)組成獵戶座的各恆星和地球的距離一樣遠 (C)北斗七星比獵戶座靠近北極星，所以
北斗七星的距離較近 (D)屬於同一星座的星星，不一定都一樣遠。 

【解析】(A)夜空最亮的恆星，不一定離我們最近。(B)組成星座的各恆星看起來在同一平面是投影的結果，和

地球的距離不會一樣遠。(C)和地球的距離並不是以看起來和北極星的遠近來決定。 

（ A ）5.  右圖是一星座盤的示意圖，請選出錯誤的部分？ (A) P 代表西
邊 (B) 丁所指的橢圓代表地平線 (C)丙會比甲先落下地平線  

(D) 11 月 1 日晚上 9 點可見到此星空。 

 

 【解析】(A)P 應為東邊。(B)丁所指的橢圓代表地平線，橢圓內的範圍則為可

見的星空。(C)丙較靠近西邊，故會比甲先落下地平線。 

(D)11 月 1 日和晚上 9點是對齊的，故此時可見到此星空。 

 

（ B ）6. 下圖是從地球上空俯視圖，在地球上的觀測者兩次正對太陽的時間稱為一太陽日，兩次正對
同一恆星的時間間隔則稱為一恆星日，以下哪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A)一平均太陽日為 24

小時 (B)恆星日比太陽日長 (C)第二日正對恆星的時間比前一日提早 (D)每日同一時刻
看到的星空會不同。 

習作習作習作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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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B)圖中可看出當地球自轉 360 度時便可面向同一恆星，此為一恆星日，但要自轉比 360 度多一些角

度才能再面對太陽，此為太陽日，故恆星日短於太陽日。 

（ C ）7. 臺北緯度為 25 度，在臺北所見的星星軌跡所成平面和地平面的夾角，應成多少度角？  

(A) 23.5 (B) 25 (C) 65 (D) 90。 

【解析】自轉軸的仰角等於當地的緯度，在臺北自轉軸仰角應為 25 度，星跡所成的平面應和自轉軸垂直，故

星跡所成平面和地面的夾角為 65 度。 

（ C ）8. 右圖是利用長時間曝光拍到的一星跡圖，從圖中判斷拍照時間應為多
長？ (A)一小時 (B)二小時 (C)三小時 (D)六小時。 

【解析】圖中星跡兩端連線至北極星所成的圓心角為 45 度，故拍照時間為 3小時。 

 

（ C ）9. 小雨在 9 月 1 日晚上八點看到某一顆恆星出現在頭頂上方， 

則下列哪一時間此恆星也會在同樣位置出現？(A) 10 月 1 日晚上八點 (B) 10 月 1 日晚上九
點 (C) 9 月 15 日晚上七點 (D)8 月 15 日晚上七點。 

  

 

 
 

【解析】周日運動中每過一小時，恆星

往西偏 15 度；周年運動中，

同一時刻，每過一天恆星向西

偏 1度，故將選項的日期時間

畫出成左圖，只有 9/15 晚上

9:00 會在頭頂上方，應選(C)。 

（ C ）10.  織女星為 0 等星，北極星為 2 等星，故兩顆恆星比較亮度時，織女星亮度比北極星  

(A)亮 5 倍 (B)暗 5 倍 (C)亮 6.25 倍 (D)暗 6.25 倍。 

【解析】星等越小越亮，相差兩星等，故織女星亮度為北極星亮度的(2.5)26.25 倍。 

 

 

 

 

 

1.「獅子座流星雨活動日期在 11 月 10～23 日，隨著母彗星譚普－塔托彗星的回歸而有 33 年的爆發週期，
最近一次的 33 年高峰期是 2001 年，星如雨下的景象讓大家印象相當深刻！國際流星組織（IMO）預
測今年（2009 年）可能又有爆發，若有機會，不妨在 11 月 17～19 日的凌晨，前往無光害且視野開闊
之處觀賞。 

綜合各家預測資料後，專家呼籲：11 月 16～18 日的晚上 21～22 時之後開始到 17～19 日的天亮之前，
這三個晚上都值得進行觀察，尤其是 11 月 18 日凌晨天亮前的 5:40～6:00 時段，地球將通過譚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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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彗星於 1466 和 1533 年回歸時留下的流星體團塊，這讓流星雨狀況可能可達每小時 200～300 顆的數
量，且獅子座幾乎在天頂，觀測條件最佳，最需要注意；所以即使天色已稍亮，都不要輕言放棄！且
今年極大期當天月相逢新月，流星觀測完全不受月光影響，觀測條件極佳。」（節錄自臺北天文教育館
重要天象） 

根據上文所述，獅子座流星雨是否每年在同一月份都可出現？為什麼？如果要觀察獅子座流星雨，為
什麼獅子座在天頂時是觀測最好的時機？ 

 

 因地球每年公轉時皆會通過譚普-塔托彗星留下的流星體團塊區域，公轉時地球所在的位置代表日期，故每年同一

月份皆可見到獅子座流星雨。在地面觀看流星雨時，流星好似從天空某一區域輻散發出，稱為輻射點，流星雨即

以輻射點所在星座命名，故獅子座在天頂時，流星從天頂輻射散出，此時最容易看到所有流星，是最適合觀察的

時候。 

 

 

※下表是五顆恆星的觀測資料，根據表中資料，回答 2 ～ 5 題： 

名稱 顏色 視星等 絕對星等 

甲 白 5 4 

乙 藍 6 2 

丙 黃 3 3.2 

丁 紅 0 5 

（ D ）2. 看起來最亮的星是下列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解析】看起來的明亮程度要看視星等，數字越小越亮。 

（ B ）3.  溫度最高的星是下列何者？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溫度高低看顏色，高溫偏藍色。 

（ D ）4.  離地球最近的星是下列何者？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離地球遠近要比較視星等和絕對星等，從課本圖 2-31 視星等與絕對星等的示意圖中的比較可知，視星

等數字比絕對星等小的恆星，距離地球較近，故選(D)。 

（ B ）5. 發光能力最強的星是下列何者？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發光能力看絕對星等，數字越小發光能力越強。 

 

※下圖是四個不同地點所看到的星跡圖，試從圖中資料回答 6 ～ 8 題： 

甲 乙  丙  丁 

    

 

 

 

 

（ A ）6.  北極附近看見的星跡圖是下列何者？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北極點所見北極星在頭頂正上方，恆星移動軌跡應平行地面，但面向北方所見恆星的周日運動應為逆時

鐘方向，故選(A)。 

（ C ）7.  晝夜長短差異不大的地點是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晝夜長短差異不大的區域應為赤道，北極星位在北方地平線，恆星軌跡為垂直地面，故選(C)。 

（ C ）8.  哪一個地點觀看星空時，可以看到最多的星座？ (A)甲 ( B)乙 (C)丙 (D)丁。 

【解析】赤道地區所有的星座都可見到東升西落，故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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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黃道十二宮示意圖，從圖中回答 9 ～ 10 題： 

 

 

 

 

 

 

 

 

 

 

 

（ C ）9.  三月一日當天所見太陽位於哪一星座？ (A)獅子座 (B)人馬座 (C)寶瓶座 (D)金牛座。 

【解析】三月一日從地球往太陽方向看過去，太陽背後的星座為寶瓶座。 

（ C ）10. 三月一日當天夜晚無法觀察到以下哪一星座？ (A)獅子座 (B)巨蟹座 (C)寶瓶座  

(D)室女座。 

【解析】寶瓶座當天和太陽同一方向，故無法觀察，其他三個星座則可於入夜後觀察到。 

  

 

 11.古代旅行的商人或航海的水手，往往需要利用天空的星座來判斷方向及自己所處的地點，他們如 何
利用北極星判斷自己所在的緯度？如果往北移動時，北極星的位置有何變化？ 

 可以利用北極星仰角判斷自身所處的緯度，北極星仰角等於當地緯度，仰角越高，所處緯度越高，故往北方移動，

北極星仰角會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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