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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太陽活動正處於11年週期最活躍的階段，除了不時可以在太

陽表面看到大黑子外，高緯度地區見到活躍極光的機會也高許多，甚

至偶會出現更強的太陽活動引發更強烈磁爆，讓平常不會看到極光、

緯度稍低的區域也能看到極光，本期將分享極光觀測與拍攝。

圖1. 滿天的極光連星光也為之黯淡，極光活耀時在有光害區域也能看到。

觀測極光地點

極光是來自太陽的帶電粒子被地磁場導引進

入地球大氣層，並與高層大氣（約100公里以上）

作用的發光現象，極光一般出現於離地球磁極10
到20度、寬3至6度的環形帶狀區域，北半球常見極

光區域為美國阿拉斯加、加拿大、冰島與北歐等

區域，目前地磁北極位置較偏向美洲東岸方向，

當太陽活動非常活躍導致強烈擾動地球磁層，極

光帶寬度會變寬、位置會更往低緯度區域，故偶

而美國部分地區及歐洲一些國家可見（圖2-1）；

在南半球極光帶通過區域多在南極洲附近，而地

磁南極位置偏向澳洲方向，當極光很活耀時，澳

洲南部及紐西蘭也有機會可見極光（圖2-2）。

觀測極光時段

極光活動與太陽活動有關，觀測極光可選擇

太陽活動較活躍的年份出國（但太陽活動極大期

會有寧靜情況，極小期偶也會有太陽較活躍情

形），出國去看極光另得考慮觀測地點夜間長

度，因為極光必須在夜間觀賞，高緯度地區整年

日夜長度變化大，特別是進入北極圈內，夏至前

後還有永晝情況，北半球區域可選擇9月至隔年3
月，會有較長夜晚時間可以看極光（圖3），除

夜晚長度外，另建議將當地天氣狀況包含晴天

率、最低溫等因素納入考量。

https://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EF86D8AF23B9A85B&sms=F32C4FF0AC5C2801&s=3E75396FC3539E15\
https://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EF86D8AF23B9A85B&sms=F32C4FF0AC5C2801&s=3E75396FC3539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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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北半球Kp=3（左）及Kp=9（右）極光帶通過區域情況，Kp值為極光強度數值，以0（寧靜）到 9（最強）做表示。

圖2-2. 南半球Kp=3（左）及Kp=9（右）極光帶通過區域情況。影像來源：https://www.gi.alaska.edu/monitors/aurora-forecast

圖3. 阿拉斯加Fairbanks（北緯64.8°）全年日夜情況。圖中深灰色區代表太陽處於地平線下18度（天色全暗）時

間，可見4月初到9月初期間天色是不會完全暗下來，無法看極光。影像來源：weathers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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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光觀測預報

極 光 活 動 情 況 可 參 考

NOAA（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

總署）的極光預報網站，該網

站提供極光出現位置和強度

的短期預測（圖4），手機也

可安裝極光相關APP如：My 
Aurora Forecast & Alerts、Aurora 
Forecast，透過各方資訊掌握即

時及未來極光活動情況。

極光來無影去無蹤，得耐

心等待它的出現，一般極光較

強、可見緯度較低區域，發生

於背向太陽區域（從圖4預報

圖可知大致情況），所以午夜

前後數小時有較大機會看到較

活躍極光。不過，帶電粒子與

大氣作用時刻在變化，極光何

時會出現真的很難完全掌握，

若各方面條件允許，建議做好

徹夜觀看極光的準備。

此外，極光是發生於離地

表100公里以上的高空現象，遠

比對流層雲層高非常多，觀測

極光天氣必須是無雲好天氣，

也必須注意當地天氣預報情

況。

圖4. NOAA北半球極光預報圖。圖中綠色環形區域為可見極光區域，極光更強

會呈現黃色甚至紅色，夜晚區域以深色表示（左下1/3地球區域），白天以亮

色表示，可大致看出太陽方位應在右上方，背向太陽區域極光較強。影像來

源：https://www.swpc.noaa.gov/products/aurora-30-minute-forecast

拍攝極光器材準備

相機以固定攝影方式拍攝，只需要曝光數秒即可將美美的極光

拍下，拍攝極光主要的裝備為可曝光數秒的相機或照相手機與三腳

架（圖5），多數情況極光範圍很廣，可準備廣角鏡頭或魚眼鏡拍

攝；拍攝環境若是在低溫環境，電池會因低溫導致放電不夠相機

圖5. 固定攝影主要讓相機在拍攝過程保持不動，常用方式是

將相機固定於三腳架上，手機也可藉由夾座連接三腳架。

圖6. 單眼相機可利用假電池及連接線與外接電源連接。

https://www.swpc.noaa.gov/products/aurora-30-minute-forecast
https://www.swpc.noaa.gov/products/aurora-30-minute-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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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法運作，要解決電力問題，除可多準備幾顆

電池交替使用外，也可以改以外接電源方式供電

（圖6），外接電源可放於口袋或加以保溫確保

電力輸出，長時間拍攝也建議多準備電源及足夠

的記憶卡，以應付拍攝需求；另外可準備快門線

或遙控器觸發快門，除減少按壓快門的震動，手

指頭也不需要一直冒著寒冷的氣溫按快門。

拍攝極光要備齊拍攝器材外，個人禦寒衣物

也是非常重要，畢竟看極光得長時間在天寒地凍

戶外進行，禦寒衣物、毛帽、面罩、手套、雪靴

都是必備用品，有了保暖的裝備才能在低溫下盡

情地欣賞極光。

極光拍攝實戰－單眼相機

極光何時會出現真的很難掌握，到觀測定點

後，建議即可將器材組裝及設定完成，當極光出

現就可以馬上開拍，單眼大致步驟如下：

●對焦至無限遠：極光的距離很遠，對焦位

置跟拍星空一樣在無限遠，可利用天上亮星或遠

方燈光對焦，將光點縮至最小、最扎實即完成對

焦。 

正式開拍後，建議先將影像放至最大檢視，

確定影像中星點是有準焦再繼續進行拍攝，也建

議每間隔一段時間再花點時間確認影像準焦情

況，以免拍出一堆失焦的極光照。

●光圈開大：拍極光以大光圈鏡頭為佳，大

光圈能在短時間內收集較多光線，鏡頭若允許，

光圈應儘量開至最大。

●ISO與快門搭配：極光若處於較寧靜狀

態或無極光可以用低一點的ISO（1600-3200）搭

配長時間曝光（10-20秒）拍攝；當極光變化迅

速時，應縮短曝光時間以拍下極光變化多端的樣

貌，並提高ISO值以維持影像適量亮度。

ISO與快門數值並無絕對，可從拍得影像情

況作判斷，此外每臺相機最高ISO數值及雜訊的

抑制都不同，每個人對影像雜訊感受也不一致，

要判斷ISO值是否太高可將影像放大檢視，從影

像背景雜訊及細節情況做判斷。

●白平衡：白平衡決定影像的色調，除可

設自動白平衡由相機偵測決定外，可將色溫設於

與拍攝一般星空4800K附近，若相機無法設定色

溫，可選擇太陽光或螢光燈白平衡選項，固定白

平衡可使同一系列影像色調一致。

●連續拍攝：連續拍攝不僅可連續記錄極

光變化，後續也可將一系列影像組合成縮時影片

（圖7）。連續拍攝只要開啟相機連拍功能，並

搭配快門線及可持續連拍，連拍設定細節及縮時

影片製作可參考〈EASY拍星空15 星空縮時影片

製作〉。

圖7. 極光縮時影片。

以連拍方式拍攝，將1小時內拍得之658幅影像組成3分鐘長極光

縮時影片，記錄了期間極光樣貌變化情況。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yYjFjMTIyNC0yNzhiLTQ5OTQtOTYyYS0yMGQzNjlmZmFhZmEucGRm&n=bm84OXA0OC01MiBFQVNZ5ouN5pif56m6MTUt5pif56m657iu5pmC5b2x54mH6KO95L2ccy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yYjFjMTIyNC0yNzhiLTQ5OTQtOTYyYS0yMGQzNjlmZmFhZmEucGRm&n=bm84OXA0OC01MiBFQVNZ5ouN5pif56m6MTUt5pif56m657iu5pmC5b2x54mH6KO95L2ccy5wZGY%3d&icon=.pdf
https://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A80D464BAC32FAD&s=3021E48383D5D4FF&sms=F247C3A234B0FE17
https://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4A80D464BAC32FAD&s=3021E48383D5D4FF&sms=F247C3A234B0FE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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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Kenboo 愛看星星的昆布

https://www.facebook.com/AstroKenboo/

吳昆臻：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極光拍攝實戰－照相手機

手機利用夜景模式或手動模式（專業模式）

也能拍攝極光，拍極光比拍日常風景需要較多曝

光時間，直接手持很難確保拍攝過程手機完全固

定不動，因此要拍得好需將手機固定於三腳架上

拍攝。

●iPhone手機：iPhone相機拍照很自動化，

相機會依現場場景自動調整拍攝設定，也無提供

太多選項做設定。拍攝極光或星空，iPhone 11及
更新機種可利用內建夜間模式拍攝（圖8），在

昏暗環境相機會啟動夜間模式，待相機完成對焦

（畫面中亮星變清晰），直接按下快門即可，當

相機固定的情況下，夜間模式可手動增加拍攝秒

數，可依需求做設定；iPhone 10等較舊機種得

另外安裝可長時間曝光的APP才能將曝光時間拉

長。

●Android手機：Android手機除可使用夜

景模式拍攝外（攝得影像會較暗），另可使用

手動模式（專業模式）做細部拍攝參數調整，

包含ISO值、快門、白平衡等；對焦部分，若螢

幕上能顯示亮星代表相機可自動完成對焦，若

要手動對焦，可於對焦（Focus）中選MF（手動

對焦），並將畫面中亮星調成最小即完成對

焦，完成全部設定後即可按下快門，拍下美

美的極光。

拍極光以固定攝影方式就能輕鬆地將眼

前的極光拍下，相機與手機固定攝影拍攝相

關細節及示範影片可參考〈EASY拍星空2 相
機基本設定&簡易固定攝影〉。

作者在2014年曾前往阿拉斯加追極光，真

的大大地推薦，極光真的很值得去現場感受其

美麗與震撼，也真心覺得將來有機會一定要再

出國去追極光，相關心得與更多拍攝極光細節

請參閱《臺北星空65期》〈一趟收穫滿滿的阿

拉斯加極光之旅〉與〈如何第一次拍極光就上

手〉二篇極光專文，也將徹夜拍攝極光影像整

理組成縮時記錄影片及影像精選。

〈EASY拍星空〉將繼續分享拍下美麗

的星空的訣竅，敬請期待。

圖8.手機也能拍極光。手機拍攝過程只要能保持穩定，也能將極光拍攝下來。攝影：陳淑莉，2024/4/3 攝於

阿拉斯加奇納溫泉 iPhone 15 Pro Max，參數： ISO8000、快門2秒、光圈F1.8。

https://www.facebook.com/AstroKenboo/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3JlbGZpbGUvMjE3MDgvNDM2MjUyMS9lNGM1ZGIyMy0yNDQ5LTQ0N2MtOTFlNi1jYTA4YzAxN2ZiNWEucGRm&n=bm83NuWFqOacrF9Db21wcmVzc2Vk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3JlbGZpbGUvMjE3MDgvNDM2MjUyMS9lNGM1ZGIyMy0yNDQ5LTQ0N2MtOTFlNi1jYTA4YzAxN2ZiNWEucGRm&n=bm83NuWFqOacrF9Db21wcmVzc2Vk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3JlbGZpbGUvMjE3MDgvMzQyNTI2MC9jODYxNzgzMy0wMGJmLTQzNjMtYWFkZC1mZjU4MjBiNzZhODIucGRm&n=bm82NWFsbGlub25l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PlfyiUKgC6vwQ4lvRorEzfidLUrnpQlX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811279595572173&typ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