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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林志重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相關領域課程有列入星座

盤的運用，讓學生操作星

座盤並認識其基本原理，

以觀察了解天體的相關位

置、星星的移動與季節星

空；在《臺北星空107期》

〈變形的星空─星座盤〉

也曾提到星座盤的優劣勢，

並介紹過自製星座盤1。

雖然市面或公開流通常見的

星座盤、或教科書裡或公園（遊

樂區）的星空圖與星座盤，都已

具備基本的內容和功能，但是仔細觀

察，經常發現星星位置、參考線、日期或

標示等內容有未盡準確的問題2。有鑑於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使星座盤能夠準

確的應用於觀測星空，且方便使用者閱讀與認知，以

增添觀星的興趣與樂趣，因此以地理資訊系統（GIS）軟

體精心建立星空資料、研製 「真善美星座盤」，謹介紹如後。

所謂真者，以其資料真實精確

所謂善者，以其圖形友善人性

所謂美者，以其盤面整體美感

真善美星座盤真善美星座盤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zOWY0OWQ4Yy1hN2Y5LTQxNTctODg3OC0zYzY3M2Y5NDhjZDMucGRm&n=bm8xMDdwMTktMjQg6K6K5b2i55qE5pif56m64pSA5pif5bqn55ukcy5wZGY%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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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真實精確

星座盤包含兩張圓盤，一張是以天球座標系為

基礎的全天星圖，周邊標繪有日期，可視為地球一

年的公轉，該日期與黃道上的太陽日期、位置、方

向是一致的；因為在星座盤的下面，可稱為「下

盤」；另一張是以地平座標系為基礎的觀測所在地

經緯線與地平線，其周邊有24小時刻度，可視為地

球一天的自轉，因為同軸放在星座盤的上面，稱為

「上盤」。

為了能有準確的星空觀測，本星座盤的上下盤

都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QGIS繪製。首

先蒐集HYG （Hipparcos、Yale Bright Star和Gliese）
恆星數據、Stellarium星圖軟體數據，以及臺北天文

科學教育館《天文年鑑》恆星資料，精準建構下盤

星空圖層的空間分布及其屬性資料，包括：

1. 亮星：以圓點標繪亮度超過4.5等以上的亮星，

總計985顆，恆星位置數據為赤經時角與赤緯角

度，其中赤經時角（0h~24h）需轉換為地球座標

系統的經度（-180°~+180°）。各星圓點的大小

是以該視星等的比例尺度，以公式轉換而得，圓

點越大表示星等越亮。亮度超過2.5等以上或重

要恆星，則標記恆星中文名稱，計有108顆，部

分星名包括其別稱或拜耳命名法中的希臘字母，

例如「天樞，α（北斗一）」，如圖1。

2. 深空天體：依星雲、星團、星系分成三類，以

不同符號標繪主要深空天體的位置，總計62個，

並以藍字標記名稱，如圖1之獵犬座M51星系符

號與名稱，圖2 雙子座M35星團、麒麟座玫瑰星

雲（NGC 2237）符號。

3. 流星群：標繪象限儀座、英仙座與雙子座三大

流星群輻射點位置，並標記極大值出現日期，如

圖2 雙子座流星群極大值為12月14日。

4. 銀河：一般星座盤大多以畫線或塗單色表示銀

河區域，本星座盤為了讓使用者便於觀察分辨銀

河的明暗，所以依據銀河影像轉換為濃淡的淺藍

色彩建立影像圖層。深濃的藍顏色表示銀河較明

亮的部分，淺淡的藍顏色表示銀河較暗的部分，

因此可以容易地在銀河圍成的區域中心附近，找

到北銀極所在的后髮座；從北銀極往天北極方向

繼續延伸，經過天球赤道，可以找到其對蹠點－

南銀極所在的玉夫座，圖3銀河顏色的濃淡可以

 圖1. 亮星星等以圓點大小表示，並標記其名稱。

 圖2. 雙子座流星群輻射點並標記極大值出現日期。

 圖3. 以濃淡的淺藍色表示銀河的亮暗，並標繪銀道、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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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銀河大裂縫。

5. 二十八宿：依據中國星空文

化的角宿、亢宿……翼宿、軫

宿各宿的主要星官，標繪角、

亢……翼、軫等28星官位置與

名稱。例如朱雀的第一宿－井

宿，天區廣闊，北從較亮的北

河二，南到全天第二亮星－老

人星，總計19個星官，本星圖

就「井」星官所在中心位置標

繪之，依此類推，如圖4。

 圖形友善人性

除了標繪前述下盤星空圖層資料之外，並標繪符合人性閱讀辨識

的天球與星空相關參考線、參考點，包括：

1. 赤緯線、赤道線：以黑色細虛線標繪南北30度、60度的赤緯

線，也就是天北極的同心圓。赤緯0度線即赤道線，劃分天球的

南北半天區，以紅色實線表示。

2. 赤經線：標繪每3h的赤經線，其中 0h、6h、12h、18h為黑色實

線通過天北極，並在赤道線上標記每兩小時的赤經時角 0h、2h、
4h……18h、20h、22h。如圖5的黑色線條與標記。

3. 黃道線、分至點：黃道線即太陽一年在天球的視路徑，依據地

球的自轉軸角度，繪製「大圓」的180小段黃道線，每小段以四

季遞變顏色表示，春天綠色、夏天黃色、秋天橙色、冬天藍色，

從顏色可看出太陽四季的視運行軌跡方向，如圖5。圖中黃道線

與紅色天球赤道線交會於兩點（藍色⊙太陽符號），為晝夜平分

點。太陽由南向北經過天球赤道為春分點或黃道升交點（為黃經

0度，或赤經時角0h），由北向南經過的點為秋分點或黃道降交

點（為黃經180度，或赤經時角12h）。

4. 回歸線：於天球座標系統的赤緯正負23.4度，以紅色虛線標繪；

南北兩條回歸線分別與黃道線相切。北回歸線與黃道線的黃經

90度相切為夏至點，南回歸線與黃道線的黃經270度相切為冬至

點，如圖6綠色的⊙符號即為二至點太陽的位置。

5. 歲差圈、歲差點：簡單的說歲差圈就是地球自轉軸對準天球位置

所形成的軌跡圈，南北天極各一圈，周期約25,800年。本星座盤因

運用於北半球，所以僅繪製天北極偏西半徑約23.425°的小圓，採

圖4. 井宿分布與井星官位置圖。

 圖5. 黃道線（左方橙色線、右方綠色線）與天球赤道線（紅色實線）相交於兩點。

 圖6. 圖右方的北回歸線與黃道線（黃色）在夏至點（黃經90°）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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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1段虛線表示，每段約500
年，並標示西元0K、-2K、7K
年與周期的一半約西元13k年
的天北極位置，如圖7。因為

該圈會經過目前的天北極，所

以可看出勾陳一與目前天北極

所在歲差圈的關係位置。

6. 銀道線、銀極點、銀心：銀

道為銀河座標系的赤道，依據

北銀極位置繪製大圓，並以模

糊的灰色虛線表示，如圖3。
銀道線大致與淺藍的銀河系最

亮的盤面分布一致，南北兩銀

極互為對蹠點，銀道線通過銀

心；當北銀極在中天時，則銀

河出現於北半球地平線。

7. 日期、節氣點、近日點、

遠日點：一般星座盤周邊的

每段日期大多固定長度，因此

觀察星體運轉會有誤差，事實

上地球公轉速度有快慢3。為

了使觀測星體會更為為精準，

本星圖在赤緯-78~-90度標繪日

期，日期長短設定遠日與近日

兩點的角速度快慢比為1.07，
因此計算365段的日期長短都

不一樣，位於近日點這半圈04/02~10/05，地球公轉速度較快為186
天，遠日點這半圈10/06~04/01，公轉速度較慢為179天。每段日期顏

色也採用四季遞變顏色表示，以利辨識，並對照黃經度數所在日期

標記二十四節氣、每旬日期，並在地球的近日點（01/03）與遠日點

（07/04）的日期位置，標記文字與藍色的地球符號（⊕），如圖8。

8. 星座連線、名稱、邊界：本星圖以北半球使用，所以除了靠近南

天極的南極座、水蛇座與蝘蜓座連線，因變形太大不予顯示之外，

其餘85星座則依據一般常見的星座連線標繪，其中人物類的星座，

如牧夫座、室女座、武仙座、英仙座則調整連線，使接近於較合理

的人形，以便於識別。

星座名稱以明顯顏色標記，包括中文與規定的英文縮寫以利辨

識，其中黃道13星座並標示其符號；為了避免文字與符號遮蓋到星

星，必須將文字仔細標記在適當位置，以方便觀察使用為原則。

在星座邊界方面，則依據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AU）劃分的邊界

建立圖層，但為了避免圖面過於複雜紊亂，僅就黃道13星座標繪，以

利觀察太陽行經日期，其中室女座與雙魚座則填滿該季節顏色，以便

於整體星座盤的識別。

9. 星群連線：依據四季三角形的星群，以季節顏色分別連線其亮

星，另標記北斗七星、南斗、茶壺、拱頂石、假十字......所在位置

的名稱4。

10. 三垣、四象、二十八宿連線：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各有左右

垣環繞，本圖層分別依據紫微左垣8星、紫微右垣7星、太微左垣5
星、太微右垣5星、天市左垣11星、天市右垣11星，共計47顆星，

以模糊的淡紫色虛線分別繪製6條連線，並標記各垣首尾主要星

名，以方便辨識各左右垣名稱，如圖9標繪天市垣的左右二垣。

依據蒼龍、朱雀、白虎、玄武四象的各七個主要星宿位置，分

別以季節顏色的模糊虛線連線，以利觀察四象的昇落，如圖9標繪蒼

龍七宿。

11. 下盤圖層資料，以QGIS軟體建立完成後，以地球的標準經緯座標

系（WGS84）呈現結果，如圖10，下盤可依使用者對南北半球的需

要，設定投影參數呈現所需的星圖。本文星圖以北半球使用為例，

 圖7. 天北極與歲差圈。

圖8. 星座盤周邊每段日期長短有差異，並標記節氣、近日點與遠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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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部分不需要的圖層線條後，以北極為中心作

方位角等距投影。

12. 本星座盤的上盤，仍是以QGIS軟體處理，主要

建立地平座標系的經緯線，包括地平線以上每10
度的高度角，並在南北子午線上30、60度位置標

記數值。為強調地平線，則在地平0度至地平下6
度的區域塗滿淺綠色，其他區域則留空，以利觀

察整體星空的升起沉落，以及全天亮星或星座的

相關位置，避免如一般星座盤僅開放地平線以上

區域，似有「以管窺天」之憾。

方位角（北方起順時針方向，0°～360°）也是

以每10度角建立圖層。並在地平線的下方附近標記

北、東、南、西，以及各方位角度。

周邊的時間以24小時制，每10分鐘為刻度，

18:10~05:50屬於夜間以黑色字體標記，其餘為白天

時間用藍色字體，以利全天全時辨識觀察。

因為在地球上不同觀測點，天頂的方位指向不

同，所見視窗的星空也會不同。上盤的圖層可依使

用者需要依各緯度投影。本文製作北緯24度的上

盤，因為越靠近北方的方位角就越密集，為考慮閱

讀效果，所以方位角只顯示30、60、120、140、
150、160、170、190、200、210、220、240、300、
330度線，以及北、東、南、西等共18條線，其餘方

位角的線條關閉，再以北緯24度為中心作方位角等

距投影。

盤面整體美感

雖然美感是見仁見智，本星座盤除了講究前述

內容真確精準、符合人性使用之外，也針對盤面整

體美感嚴謹的標繪，例如顏色的調配、線條粗細、

圖形樣式與文字標記的大小、位置等。

經輸出上下兩圓盤後，將上盤北方高度角24度
與下盤天北極對準，形成有轉軸的星座盤。再以觀

測日期與時間為01月18日20時為例，對準結果如圖

11。

 圖9. 天市左垣、天市右垣，以及蒼龍的主要星官位置與連線。

圖10. 本星座盤下盤在QGIS軟體建立圖層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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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本星座盤以1月18日20時為例，日期與時間對準的結果圖。

比對檢核與結語

Stellarium星圖軟體可模擬各地、各個時間的星

空情況，成為星空教學及天象查詢常用的軟體。本文

利用Stellarium與本星座盤來比對檢核相同觀測緯度與

時刻的星空情況。設定Stellarium的觀測地點為北緯24

度，東經120度，結果如圖12。查對兩者以下亮星的

星空位置，比較結果都非常接近，例如：昴宿星團剛

過天頂、北斗三在方位角30度與北斗四連線於地平線

上接近水平、軒轅十四比星宿一更接近地平、北落師

門在方位角240度地平線上比前兩者都要高一些、壁

宿一接近正西方（方位角270度）高度角4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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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星座盤的北天極與12月18日連線，該直線與

黃道線相交，交點剛好也位於人馬座邊界，如圖11
的紅色虛線，表示12月18日是太陽離開蛇夫座，進

入人馬座的日期，與Stellarium 星圖一致，如圖13。

結語：以GIS方法建立與繪製星座盤，可以達到

精確的成果，也可依實際需要調整內容、改變投影

用於不同觀測點緯度，甚至製作不同尺寸星座盤，

或加入圖像，如圖14的東方蒼龍、北斗、仙后與仙

王座。

礙於星座盤是平面且盤面較小，會產生變形且

標繪亮星內容有限。如果改用分幅投影製作成球體

的天球儀，不但無變形失真之虞，且可標繪更多的

資料，例如以本文相同圖層的架構製作的天球儀，

標繪6等星以上亮星約9,800顆，其中385顆星標記有

名稱，如圖15。

圖12. 設定Stellarium星圖軟體與前述相同觀測地點、日期與時間的星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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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ZTU1MDA4MC00ODEzLTRkMzYtYTkyZC03OTFmOGE2OTAyODkucGRm&n=bm85NHAxMS0xM%2baYn%2bW6p%2bOAgem7g%2bmBk%2bOAgeevgOawo%2beahOaZguepuumXnOS%2fguWclnMucGRm&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kZTU1MDA4MC00ODEzLTRkMzYtYTkyZC03OTFmOGE2OTAyODkucGRm&n=bm85NHAxMS0xM%2baYn%2bW6p%2bOAgem7g%2bmBk%2bOAgeevgOawo%2beahOaZguepuumXnOS%2fguWclnMucGRm&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1MWY2OTE4Ny05MzhlLTQ5ZWEtYTM1My1iZTI0N2ZjNGQyYWYucGRm&n=bm8xMDhwMTktMjMg5Z%2b65pa85pif576k6IiH5pif5a6%2f6YCj57ea55qE5pif56m65ZyWcy5wZGY%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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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圖軟體 Stellarium 23.2，https://
stellarium.org/zh_TW/。

胡佳伶 譯，2019，國家地理 圖
解恆星系，大石國際文化。原著 
Robert Dinwiddie等人，The Stars: The 
Definitive Visual Guide to the Cosmos。

徐剛、王燕平，2019，星空帝國：

中國古代星宿揭祕，新北市：楓樹

林。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2023，
2023年天文年鑑。

圖13. 太陽、黃道、黃經與星座邊界圖。

圖片來源：Stellarium星圖模擬2023/12/18

圖14. 於星圖裡加繪

星座或星宿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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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以本文相同圖層架構製作的天球儀，不會變形且資料更豐富。

林志重： 地理學博士、助理教授退休、都市計畫技師、 GIS幅面球儀發明專利、臺中市南湖社區大學

教師 。

圖16.  幾種常見星座盤有失準的樣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