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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ô¬P¤ô¬P¤ô¬P¤ô¬P¤ô ¬Pª÷¬Pª÷¬Pª÷¬Pª÷¬Pª÷ ¬P¤õ¬P¤õ¬P¤õ¬P¤õ¬P¤õ ¬P¤ì¬P¤ì¬P¤ì¬P¤ì¬P¤ì ¬P¤g¬P¤g¬P¤g¬P¤g¬P¤g ¬P¤ý¤Ñ ¬P¤ý¤Ñ ¬P¤ý¤Ñ ¬P¤ý¤Ñ ¬P¤ý¤Ñ ¬P¤ý®ü ¬P¤ý®ü ¬P¤ý®ü ¬P¤ý®ü ¬P¤ý®ü ¬P¤ý-ß ¬P¤ý-ß ¬P¤ý-ß ¬P¤ý-ß ¬P¤ý-ß
´Á¤é́ Á¤é́ Á¤é́ Á¤é́ Á¤é 5/3 51/3 52/3 5/3 51/3 52/3 51/3 51/3 51/3 51/3 51/3 51/3
¨¤¤éÂ÷ ¨¤¤éÂ÷ ¨¤¤éÂ÷ ¨¤¤éÂ÷ ¨¤¤éÂ÷ ¡^«×¡] ¡^«×¡] ¡^«×¡] ¡^«×¡] ¡^«×¡] 8 22 72 52 32 02 92 14 94 63 94 201

«×¥ú«×¥ú«×¥ú«×¥ú«×¥ú )gaM( )gaM( )gaM( )gaM( )gaM( 8.3 2.1 5.0 9.3- 9.3- 9.3- 4.1 1.2- 3.0 9.5 0.8 8.31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01 "9 "8 "11 "01 "01 "4 "43 "61 "3 "2 "0

¦ì¬Û¦ì¬Û¦ì¬Û¦ì¬Û¦ì¬Û 30.0 42.0 54.0 19.0 29.0 49.0 79.0 0.1 0.1 0.1 0.1 0.1
Â÷¶ZÂ÷¶ZÂ÷¶ZÂ÷¶ZÂ÷¶Z )UA( )UA( )UA( )UA( )UA( 426.0 107.0 938.0 094.1 435.1 475.1 142.2 786.5 097.9 927.02 267.03 030.03

    三月的夜空可說是高潮迭起，月球先後與四大行星會月球先後與四大行星會月球先後與四大行星會月球先後與四大行星會月球先後與四大行星會

合合合合合，一幅幅美景從四日至十日間接連上演。

    三月四日清晨五時許，當眾星盡被曦微掩沒時，稍偏南方

的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依然閃亮耀眼，反倒是一旁常扮演「光害」角色

的月球月球月球月球月球，卻因為即將至朔，相位僅５％的殘月竟不如金星

來得顯目，全天僅次於太陽的兩大亮星近距相合，景況之美

不在話下。事實上，在夏威夷至紐西蘭一帶，這次相合是一

次難得的月掩金星月掩金星月掩金星月掩金星月掩金星奇觀，可惜台灣地區無法看見。當天的

金星還與天王星大接近金星還與天王星大接近金星還與天王星大接近金星還與天王星大接近金星還與天王星大接近，以十倍左右的雙筒望遠鏡即可在

視野中同時看到月球、金星與天王星天王星天王星天王星天王星，對於平日較難尋找

的天王星，有金星及月球做指標則相當容易看到。

    三月八日至十日的黃昏則可於西方天空看見火星、木火星、木火星、木火星、木火星、木

星、土星星、土星星、土星星、土星星、土星依序由地平線向上並列成串，細細的眉月也在一

側，每日從各星體旁邊經過，形成別緻的景觀。各行星合月

的時間分別為三月八日二十二時火星合月，十日一時木三月八日二十二時火星合月，十日一時木三月八日二十二時火星合月，十日一時木三月八日二十二時火星合月，十日一時木三月八日二十二時火星合月，十日一時木

星 合 月 與 十 日 十 七 時 的 土 星 合星 合 月 與 十 日 十 七 時 的 土 星 合星 合 月 與 十 日 十 七 時 的 土 星 合星 合 月 與 十 日 十 七 時 的 土 星 合星 合 月 與 十 日 十 七 時 的 土 星 合

月月月月月。值得一提的是，四月六日至四月六日至四月六日至四月六日至四月六日至

七日會再度發生類似的景觀，火七日會再度發生類似的景觀，火七日會再度發生類似的景觀，火七日會再度發生類似的景觀，火七日會再度發生類似的景觀，火

星、木星、土星和月球簇擁在一星、木星、土星和月球簇擁在一星、木星、土星和月球簇擁在一星、木星、土星和月球簇擁在一星、木星、土星和月球簇擁在一

起起起起起，是適合星野攝影的絕佳題材。

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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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ô¬P¤ô¬P¤ô¬P¤ô¬P¤ô ¬Pª÷¬Pª÷¬Pª÷¬Pª÷¬Pª÷ ¬P¤õ¬P¤õ¬P¤õ¬P¤õ¬P¤õ ¬P¤ì¬P¤ì¬P¤ì¬P¤ì¬P¤ì ¬P¤g¬P¤g¬P¤g¬P¤g¬P¤g ¬P¤ý¤Ñ ¬P¤ý¤Ñ ¬P¤ý¤Ñ ¬P¤ý¤Ñ ¬P¤ý¤Ñ ¬P¤ý®ü ¬P¤ý®ü ¬P¤ý®ü ¬P¤ý®ü ¬P¤ý®ü ¬P¤ý-ß ¬P¤ý-ß ¬P¤ý-ß ¬P¤ý-ß ¬P¤ý-ß
´Á¤é́ Á¤é́ Á¤é́ Á¤é́ Á¤é 5/4 51/4 52/4 5/4 51/4 52/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éÂ÷ ¨¤¤éÂ÷ ¨¤¤éÂ÷ ¨¤¤éÂ÷ ¨¤¤éÂ÷ ¡^«×¡] ¡^«×¡] ¡^«×¡] ¡^«×¡] ¡^«×¡] 72 22 51 81 51 31 12 71 22 56 97 231

«×¥ú«×¥ú«×¥ú«×¥ú«×¥ú )gaM( )gaM( )gaM( )gaM( )gaM( 2.0 1.0- 7.0- 9.3- 9.3- 9.3- 5.1 0.2- 3.0 9.5 9.7 8.31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6 "5 "5 "01 "01 "9 "3 "33 "61 "3 "2 "0

¦ì¬Û¦ì¬Û¦ì¬Û¦ì¬Û¦ì¬Û 16.0 47.0 78.0 59.0 79.0 89.0 89.0 0.1 0.1 0.1 0.1 0.1
Â÷¶ZÂ÷¶ZÂ÷¶ZÂ÷¶ZÂ÷¶Z )UA( )UA( )UA( )UA( )UA( 899.0 531.1 352.1 416.1 646.1 376.1 783.2 239.5 580.01 533.02 492.03 975.92

    四月二日至七日，水、金、火、木、土星先後合四月二日至七日，水、金、火、木、土星先後合四月二日至七日，水、金、火、木、土星先後合四月二日至七日，水、金、火、木、土星先後合四月二日至七日，水、金、火、木、土星先後合

月，木星與火星也在七日以月，木星與火星也在七日以月，木星與火星也在七日以月，木星與火星也在七日以月，木星與火星也在七日以 11111 °°°°° 6 '6 '6 '6 '6 ' 的近距相合。的近距相合。的近距相合。的近距相合。的近距相合。但雄

踞夜空一角近半年的木星、土星木星、土星木星、土星木星、土星木星、土星終將要落入炫目的日暈

中，下次再見可要等到暑假了。想多看看火星、木星與土

星的朋友們得把握四月上旬的日落時分，在西方天空應該

不難找到它們。

    接下來的日子，熠熠星空雖少了幾顆大行星的蹤跡卻也

不寂寞。1801年的一月一日，當世人熱烈歡慶十九世紀

到來的當兒，獨守星空的義大利天文學家皮亞齊(Piazzi,

Giuseppe)發現了第一顆，也是最大的一顆小行星「「「「「谷谷谷谷谷神神神神神

星」星」星」星」星」(Ceres)(Ceres)(Ceres)(Ceres)(Ceres)。它的直徑有 1,003 公里，但反射率卻非常

低，甚至比第三號小行星灶神星灶神星灶神星灶神星灶神星(Vesta)(Vesta)(Vesta)(Vesta)(Vesta)還暗，即使在最

亮時也無法以肉眼看見。三月下旬谷神星三月下旬谷神星三月下旬谷神星三月下旬谷神星三月下旬谷神星「「「「「衝衝衝衝衝」」」」」，一，一，一，一，一

直到四月上旬直到四月上旬直到四月上旬直到四月上旬直到四月上旬，其亮度都在最高的6.9~7.0等間，且於午

夜前後過中天，非常適合以雙筒望遠鏡觀察，一享皮亞齊

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製作：吳志剛

的夜空搜奇之趣。如果持續觀測，您還會發現

它移動的速度非常快，大約每兩天就向東移動

約一個滿月的距離。

    以火流星著稱的四月天琴座流星雨極大發生四月天琴座流星雨極大發生四月天琴座流星雨極大發生四月天琴座流星雨極大發生四月天琴座流星雨極大發生

於二十二日，於二十二日，於二十二日，於二十二日，於二十二日，但觀測條件則因接近滿月而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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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ô¬P¤ô¬P¤ô¬P¤ô¬P¤ô ¬Pª÷¬Pª÷¬Pª÷¬Pª÷¬Pª÷ ¬P¤õ¬P¤õ¬P¤õ¬P¤õ¬P¤õ ¬P¤ì¬P¤ì¬P¤ì¬P¤ì¬P¤ì ¬P¤g¬P¤g¬P¤g¬P¤g¬P¤g ¬P¤ý¤Ñ ¬P¤ý¤Ñ ¬P¤ý¤Ñ ¬P¤ý¤Ñ ¬P¤ý¤Ñ ¬P¤ý®ü ¬P¤ý®ü ¬P¤ý®ü ¬P¤ý®ü ¬P¤ý®ü ¬P¤ý-ß ¬P¤ý-ß ¬P¤ý-ß ¬P¤ý-ß ¬P¤ý-ß
´Á¤é́ Á¤é́ Á¤é́ Á¤é́ Á¤é 5/5 51/5 52/5 5/5 51/5 52/5 51/5 51/5 51/5 51/5 51/5 51/5
¨¤¤éÂ÷ ¨¤¤éÂ÷ ¨¤¤éÂ÷ ¨¤¤éÂ÷ ¨¤¤éÂ÷ ¡^«×¡] ¡^«×¡] ¡^«×¡] ¡^«×¡] ¡^«×¡] 5 7 71 01 7 5 31 5 4 49 801 951

«×¥ú«×¥ú«×¥ú«×¥ú«×¥ú )gaM( )gaM( )gaM( )gaM( )gaM( 6.1- 6.1- 6.0- 9.3- 9.3- 9.3- 5.1 0.2- 2.0 8.5 9.7 8.31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ª½µø "5 "5 "5 "9 "9 "9 "3 "23 "61 "3 "2 "0

¦ì¬Û¦ì¬Û¦ì¬Û¦ì¬Û¦ì¬Û 89.0 69.0 37.0 89.0 99.0 0.1 99.0 0.1 0.1 0.1 0.1 0.1
Â÷¶ZÂ÷¶ZÂ÷¶ZÂ÷¶ZÂ÷¶Z )UA( )UA( )UA( )UA( )UA( 323.1 482.1 521.1 696.1 417.1 727.1 205.2 499.5 461.01 648.91 097.92 713.92

   還記得在去年一度造成全球話題的「大十字」嗎？

網路上甚囂塵上的「末日說」著實迷惑了不少只信「星

象」不信「天文」的民眾。有了去年的經驗，相信這

次大家應可以平常心來看待五月五日發生的五月五日發生的五月五日發生的五月五日發生的五月五日發生的「「「「「七七七七七曜曜曜曜曜

同宮」同宮」同宮」同宮」同宮」奇景了。當天太陽、月球、水星、金星、火當天太陽、月球、水星、金星、火當天太陽、月球、水星、金星、火當天太陽、月球、水星、金星、火當天太陽、月球、水星、金星、火

星、木星與土星等天上最明亮的七大星體群聚在二星、木星與土星等天上最明亮的七大星體群聚在二星、木星與土星等天上最明亮的七大星體群聚在二星、木星與土星等天上最明亮的七大星體群聚在二星、木星與土星等天上最明亮的七大星體群聚在二

十 六 度 範 圍 內 ，十 六 度 範 圍 內 ，十 六 度 範 圍 內 ，十 六 度 範 圍 內 ，十 六 度 範 圍 內 ， 雖 然 機 會 難 得 ， 但 卻 「 難 」 得 一

見，因為太陽的亮度過強，其他各星盡皆沒入其光域

中，根本無法看見。附圖為以電腦影像技術除去太陽

強光後所模擬之七曜同宮景況，供各位一窺其貌。

     五月六日為寶瓶座η流星雨極大期，五月六日為寶瓶座η流星雨極大期，五月六日為寶瓶座η流星雨極大期，五月六日為寶瓶座η流星雨極大期，五月六日為寶瓶座η流星雨極大期，數量可達每小

時 60 顆以上，其母彗

星為哈雷彗星。今年今年今年今年今年

的極大期恰發生於新的極大期恰發生於新的極大期恰發生於新的極大期恰發生於新的極大期恰發生於新

月之後，非常適合觀月之後，非常適合觀月之後，非常適合觀月之後，非常適合觀月之後，非常適合觀

測。測。測。測。測。輻射點在午夜過

後自東方升起，可持

續觀測到黎明前。

   雖然「合」算不上什麼奇特天象，只是兩星體在天

空上的經度相同而已，但五月十七日金星木星以僅五月十七日金星木星以僅五月十七日金星木星以僅五月十七日金星木星以僅五月十七日金星木星以僅

01' 01' 01' 01' 01' 的近距離大接近的近距離大接近的近距離大接近的近距離大接近的近距離大接近卻屬罕見。如果用望遠鏡觀測，即

使在50倍的高倍率下也可同時看見這兩顆行星，金星

甚至闖入了木星的伽利略衛星群中。可惜最接近時兩者

均在地平線下，只有把握十七、十八日日出前，向東方

極低空巡視，才能欣賞到兩星交映的美景。仔細看看，

前後兩天的木星、金星雖然都極接近，但兩者的上下次

序卻剛好顛倒過來囉！

▲▲▲▲▲     圖中較亮者為金星圖中較亮者為金星圖中較亮者為金星圖中較亮者為金星圖中較亮者為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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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春春春     

季季季季季     

焦焦焦焦焦     

點點點點點

星星的約會－「合」

    翻開天文年鑑的每月天象一看，三、四、五月的紅

字好像特別多（較重要的天文景觀），七月也不

少。再仔細一看，這些紅色大多不是某行星合月、就

是行星相合，看來「合」（Conjunction）算不上什

麼罕見的天象，那麼究竟「合」有何獨特性呢？以

下便為您詳說分明。

    太陽系各行星中，除了冥王星外，其他各行星的軌

道面都與黃道面傾角不大，所以其視位置也都在黃道

附近。若當行星運行至與太陽黃經相同的位置便稱為

「合日」。水星與金星這兩顆內行星的「合日」又可分

為距離地球較近的「內合」（或稱「下合」），以及位

於太陽另一側的「外合」（或稱「上合」），外行星則

無內、外合之分。通常在合日時，行星多因掩沒於強

烈的日光中而無法看見。就內行星而言，過了上合之

後，行星運行至太陽之東，成為於傍晚出現在西方天

空的「暮星」，而過了下合之後，則在太陽之西，是

為天亮前東方的「晨星」。

    從上述「合日」的觀念延伸來看，凡是兩個星體

在 天 空 中 黃 經 相 同 者 （ 或 特 別 註 明 為 赤 經相同

者），皆可稱為「合」。在天文年鑑中有關「合」

的項目裡還記載了兩星體分離的角度，如四月七日的

火星合木星＋1° 6'，即表示火星在木星北方1° 6'，

若為負值則表示在南方。

   在內行星合日的時候，有可能發生「凌日」的現

象，即行星直接從日面上通過，而行星合月的場合則

有可能發生難得的「月掩行星」，行星相合時也有可

能出現「交掩」奇景，這兩種天象出現的機會很少，

可以算得上是罕見的天文奇觀了！

1997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年 99999 月月月月月 1818181818 日的月掩土星日的月掩土星日的月掩土星日的月掩土星日的月掩土星

1999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年 1111111111 月月月月月 1616161616 日的水星凌日日的水星凌日日的水星凌日日的水星凌日日的水星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