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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攝影拍火星、木星、土星和2022年行星拍攝重點

文、圖 /  吳昆臻

接續前2期〈EASY拍星空〉介紹水星、金星的觀察與固定攝影，本期要介

紹另外3顆肉眼可見的行星─火星、木星及土星的觀察與拍攝，另將預報

2022年各行星與月球會合情況，不要錯過2022年各行星聚合的重要時刻。

火星、木星及土星繞日軌道在地球外側，在天空出現的位置較為

多變，夜晚、黃昏、清晨都有可能，只要掌控好動態，要找到他

們並不是難事。

如何尋找 
火星、木星、土星

火星、木星及土星繞日軌道在地球

外側，出現的時段比水星、金星要多變，

不再只是位在太陽二側，因與太陽的相對

位置各角度都有可能，出現的時段有可能

是黃昏、半夜、清晨或與太陽同升沒，所

以要先掌握好其動向，確定所在星座或出

現時段，就能在星空中找到他們。軌道在

地球外側的行星最佳觀測時機是在「衝」

的位置附近，此時亮度會到達最亮，且可

觀察的時間會是最長；各行星衝的間隔不

同，火星約2年2個月、木星約400天、土

星約378天，除火星外，外行星每年都有

1次衝，2022年各行星衝日期可參考下頁

〈曆象表〉。

三顆行星亮度都明亮，木星最明亮，

平均亮度約-2等（-2.9等至-1.6等），衝最

亮時可達-2.9等；土星最暗，平均亮度約

0.5等（-0.2等至1.2等），衝最亮可達-0.2
等；火星大衝時雖可達-2.9等，但因與地

球間的距離變化較大，亮度變化幅度介於

-2.9等至1.8等間，這樣的亮度，縱使在光

害嚴重都市的夜空中，要看到他們也是很

容易的，觀星現場也可利用手機星圖APP
協助確定在天空的位置。

要查詢各行星動態，《天文年鑑》

有提供許多資訊，在〈曆象表〉之行星

動態表（2022年年鑑在第4頁）中，可查

到各行星特定位置日期，而行星晨昏出現情況表（第5
頁）可概略得知可觀測時段，更詳細的觀測資訊可翻閱

〈各月星象表〉中各月的行星動態說明（46頁上圖）。

此外，也可利用星圖軟體模擬行星可觀察情況，比對出

適合觀察時段。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zODVmZDA5Yy1kYjI1LTQwNmQtYjViZS0wMGI5NWViNGY2OGMucGRm&n=Mi0yMDIy5puG6LGh6KGo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ta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9DC897EDC5F95FF&sms=B7D30D34581B9714&s=459FA45D3346BEE4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zODVmZDA5Yy1kYjI1LTQwNmQtYjViZS0wMGI5NWViNGY2OGMucGRm&n=Mi0yMDIy5puG6LGh6KGo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0MWI0MmM2My0xZTVmLTQ4MmQtOTU3ZC1mNGEwMGYzOGM4OTMucGRm&n=My0yMDIy5ZCE5pyI5aSp6LGh6KGoLW5ldzIucGRm&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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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日軌道在地球外側行星，與

太陽經度相距180度時位置稱

為「衝」，此時可說是最接近

地球時段，視星等也會來到最

亮。使用望遠鏡觀測視直徑最

大、最能看清楚行星特徵，也

因與太陽相隔180度，夜間可觀

察的時間最長，整夜可見。

與太陽經度相差90度稱為「方

照」，在太陽東側為東方照，

在臺灣的緯度觀察 ，日落時位

於頭頂至南方天空，上半夜可

見；位在西方照時則是午夜後

升起，下半夜可見。

什麼是「衝」?

2022年《天文年鑑．

曆象表》局部，查看

此表可得知今年各行

星與太陽相對位置，

及最佳觀測時段（內

側行星大距、外側行

星衝）。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zODVmZDA5Yy1kYjI1LTQwNmQtYjViZS0wMGI5NWViNGY2OGMucGRm&n=Mi0yMDIy5puG6LGh6KGo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zODVmZDA5Yy1kYjI1LTQwNmQtYjViZS0wMGI5NWViNGY2OGMucGRm&n=Mi0yMDIy5puG6LGh6KGo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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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攝影拍攝 
火星、木星、土星

拍攝木星等行星的方式及技巧與拍攝金星、

水星差不多，詳細的操作步驟請參考《臺北星空

103期．EASY拍星空29固定攝影拍金星》及《臺

北星空104期．EASY拍星空30固定攝影拍水星》

說明，較大的差異是，拍攝木星等行星多數情況

天色是暗的，在對焦步驟手機及相機可能會因背

景是暗的，無法自動抓取行星位置進行對焦，此

2022年2月《天文年鑑．各月星象表》行星動態部分，這邊詳列出各行星所在星座、位置、可觀測時段及星等資

訊，掌握各行星的觀測情況。

使用Stellarium星圖軟體查詢行星步驟

查詢時要先搜尋（F3）到欲查詢行星，並將行星置中鎖定（按鍵盤空白鍵），調整顯示時間與日期

（F5），使行星出在天空中（非地平線下）即是可觀察的時段。

時可嘗試將相機對焦框移動到行星位置（手機直

接點選行星處）自動對焦，或直接採手動方式對

焦（詳細步驟參考〈EASY拍星空29〉），再依

現場情況設定適合快門時間。

連續3篇〈EASY拍星空〉針對肉眼可見的5
顆行星的觀察與拍攝做了詳細的介紹，他們在光

害嚴重的都會區還是可以觀察到，不妨幫自己設

定個目標，挑戰目視全收錄並把他們拍攝記錄下

來，相信會是很棒的追星歷程，值得親自體驗看

看。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3ODFkZTUyOS1hYzU5LTRlYjEtOGQzNS0zMzM4MDc4MTIyNDMucGRm&n=bm8xMDNwMzgtNDPmmJ%2fnqboyOSDlm7rlrprmlJ3lvbHmi43ph5HmmJ9zIC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3ODFkZTUyOS1hYzU5LTRlYjEtOGQzNS0zMzM4MDc4MTIyNDMucGRm&n=bm8xMDNwMzgtNDPmmJ%2fnqboyOSDlm7rlrprmlJ3lvbHmi43ph5HmmJ9zIC5wZGY%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mNzJjYzRhYy1iNGIyLTQ0YjQtYjMxZi01YjI0NjI5NjZhNGEucGRm&n=bm8xMDRwMzYtNDEg5ouN5pif56m6MzDlm7rlrprmlJ3lvbHmi43msLTmmJ9z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9mNzJjYzRhYy1iNGIyLTQ0YjQtYjMxZi01YjI0NjI5NjZhNGEucGRm&n=bm8xMDRwMzYtNDEg5ouN5pif56m6MzDlm7rlrprmlJ3lvbHmi43msLTmmJ9z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0MWI0MmM2My0xZTVmLTQ4MmQtOTU3ZC1mNGEwMGYzOGM4OTMucGRm&n=My0yMDIy5ZCE5pyI5aSp6LGh6KGoLW5ldzIucGRm&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5L2NrZmlsZS83ODFkZTUyOS1hYzU5LTRlYjEtOGQzNS0zMzM4MDc4MTIyNDMucGRm&n=bm8xMDNwMzgtNDPmmJ%2fnqboyOSDlm7rlrprmlJ3lvbHmi43ph5HmmJ9zIC5wZGY%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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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木星及土星也都算明亮，只要知道在天空的位置，在光害嚴重的都會區要看到他們並不難。

每個行星沿著自己軌道繞日公轉，每天拍攝記錄，會發現他們的位置是有一直在變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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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行星會合

各行星在天空移動過程中，偶會與其他

行星及月球等天體相會，作者幫大家整理了

2022 年五顆行星及月球會合列表，受限於篇幅

無法針對各天象做詳細說明，欲知各天象詳細

情況，可自行利用星圖軟體模擬，瞭解及掌握

各天象情況，並可調整模擬時間找出最佳觀測

時間，並可進一步規劃拍攝取景情況及使用鏡

頭；行星間隔一天移度幅度不大，所以行星與

行星間的聚合，於前後幾天都可見到較靠近情

況，而月球繞地公轉，相隔一天位置就有很大

不同，同一夜晚與背景星空相對位置也有些許

改變，就必須更掌控好觀察及拍攝的時機，逢

好天氣記得抬頭欣賞，也不妨透過相機拍攝記

錄這特別的相聚。

天體間的聚合都是獨一無二的相遇，每回

拍攝都是獨特的記錄，都值得好好欣賞跟把

握，2022年一樣有很多精彩的天象等著大家去

追逐，精采天象可參考本期另一專文〈2022年
重要天象〉（12頁），若有拍到不錯的影像，

也歡迎投稿《臺北星空．美星映象館》，分享

您的拍攝大作喔。〈EASY拍星空〉將繼續分

享拍下美麗的星空的訣竅，敬請期待。

2020木土合後一週

手機也可以拍攝木星與土星（也包括火星），拍攝過程要

保持手機固定不動，攝得影像才不會有拖線情況。

日期&時段 天體 說明

1月4日
日落後~18:40
西方天空

水星、土星、木星

新月

●  1月上半月水星、土星、木星排列於日落後西方

天空。（1月7日水星東大距） 
●  1月4至6日傍晚月球與三行星會合，1月4日月球最

接近水星相距約5度。

●  1月13日土星最靠近水星相距3.4度。

1月29~30日
4:45~日出前

東方天空

金星、火星、殘月 ●  1月30日3個天體會合於10度範圍內。

2月3日
日落後~19:20
西方天空

木星、新月 ● 木星與月球相距約6.5度。

2月10~17日
5:00~日出前

東方天空

金星、火星、水星 ● 2月至4月上半月，金星與火星相距不到10度，3月
中旬會最靠近相距約4度。

● 2月10至17日水星與金星與火星會合於15度範圍

內。（2月17日水星西大距）

2022年各行星及月球會合表列

https://www.tam.gov.taipei/cp.aspx?n=3FF53CCAC5D8F4F7


49固定攝影拍火星、木星、土星和2022年行星拍攝重點

日期&時段 天體 說明

2月27日~3月1日
5:30~日出前

東方天空

金星、火星、殘月

水星、土星

●  2月25日至3月10日金星、火星、水星、土星一起

見於日出前東方天空。

●  2月27日月球接近金星、火星。

●  3月1日月球接近水星、土星。

★  3月3日水星最接近土星約0.7度。

3月28日
3:45~日出前

東方天空

金星、火星、土星

殘月

●  3月21日至4月8日三行星會合於10度範圍內。

★月球於3月28日（最靠近）及29日加入此行列。

●  3月29日土星最靠近金星相距約2.1度。

★4月5日火星與土星大靠近僅相距約0.3度。

4月19日
4:00~日出前

東方天空

土星、火星、金星、

木星

●  4月1日至5月上半月四行星排列於日出前東方天

空，4月19日四行星幾乎等距間隔約10度排列於天

空。

★4月5日火星與土星大靠近僅相距約0.3度。

●  4月25日月球靠近土星相距約5.1度。

●  4月26月球靠近火星相距約4.9度。

●  4月27日月球靠近金星相距約5.6度、木星8.4度。

★5月1日金星與木星大靠近僅相距約0.2度。

5月2日
日落後~19:40
西方天空

水星、新月、M45 ●  水星與新月相距約3.5度，同視野內還有M45七姐

妹星團。（5月2日水星東大距）

●   4月29日水星最接近M45。

5月25日
2:00~ 天亮前

東方天空

木星、火星、月球 ●  三天體會合於4.7度範圍。

●  5月底火星漸接近木星，5月30日相距0.6度。

5月27日
2:00~天亮前

東方天空

金星、殘月 ●  金星與殘月相距約2.7度。

★當日近中午臺灣地區可見月掩金星。

6月18~27日
3:50~天亮前

東至南方天空

水星、金星、火星、

木星、土星

月球

★6月10日至30日五行星同現於天空：4月起金星、

火星、木星、土星一同出現於日出前天空，水星於

6月初加入（6月16日西大距），五行星一起出現於

日出前東至南方天空，同區域內還有天王星及海王

星。

●  6月18~27日月球穿梭於眾行星間。

6月22日、6月23日
2:00~天亮前

東方天空

木星、火星、月球 ●  6月22日月球靠近木星相距約3.5度。

●  6月23日月球靠近火星相距約1.5度。

6月26日、6月27日
3:45~天亮前

東方天空

水星、金星、殘月 ●  6月26日三天體會合於15度範圍內。

●  6月27日三天體會合於10度範圍內。

●  同視野內，還有畢宿星團及M45昴宿星團。

7月16日0:00~天亮前 土星、月球 ●  東昇後二天體漸接近，天亮前最接近相距4.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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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段 天體 說明

7月19日0:00~天亮前 木星、月球 ●  東昇後二天體漸接近，天亮前最接近相距4.4度。

7月22日
0:10~天亮前

東側天空

火星、月球 ●  00:10東昇時二天體相距約0.9度，之後間距漸大。

● 火星升起前（7月21日晚間）將上演月掩火星，但

臺灣地區不可見。

7月27日
3:45~天亮前

東方天空

金星、殘月 ●  二天體相距5度。

8月15日21:00後
東方天空

木星、月球 ●  東昇時二天體相距約3度，之後間距漸大。

8月19日23:15後
東方天空

火星、月球 ● 東昇時二天體相距約3.5度，之後間距漸大，附近

還有M45昴宿星團。

8月26日
4:20~天亮前

東方天空

金星、殘月 ●  二天體相距4度。

8月29日
天黑後~19:25
西方天空

水星、新月 ●  二天體相距6.2度。

9月8日
天黑後~隔日3:30

土星、月球 ●  18:31土星合月，約20:35最接近約4.5度，8月15日
土星衝，土星亮度較亮。

2016年五星同框

偶然情況可見到五顆行星同時出現，2022年有2個時段可見此景象，可準備適當的鏡頭將此景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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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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時段 天體 說明

9月11日
19:00~隔日天亮

木星、月球 ●  東昇後二天體漸接近，23:17木星合月，隔日約

1:10最接近約1.9度，9月27日衝。

9月16日
22:00~隔日天亮

火星、月球 ● 東昇後二天體漸接近，9月17日天亮前最接近，相

距4度。

10月5日
天黑後~隔日1:30

土星、月球 ● 二天體於10月6日西沉時最接近，相距4.2度。

10月8日
天黑後~隔日4:30

木星、月球 ●  二天體於10月9日西沉時最接近，相距1.9度。

10月14日
22:00~隔日天亮

火星、月球 ● 東昇後二天體漸接近，10月15日天亮時最接近，

相距5.0度。

11月4日
天黑後~隔日2:40

木星、月球 ●  二天體於11月5日西沉時最接近，相距3.7度。

11月11日
19:15~隔日天亮

火星、月球 ● 東昇後二天體漸接近，19:50最接近，相距約2
度，21:46火星合月。

11月29日
天黑後~22:20
南到西方天空

土星、月球 ● 入夜可見時二天體最接近約4.7度，之後間距漸

大。

12月2日
天黑後~午夜

南到西方天空

木星、月球 ● 入夜可見時二天體最接近約4.6度，之後間距漸

大。

12月8日
整夜

火星、月球 ● 入夜可見時二天體最接近約3.6度，火星12月8日
衝，火星亮度較亮。

12月24日
天黑後~17:55
西方天空

水星、金星、新月 ●  12月24日三天體會合於8度範圍內。

●  12月25日三天體會合於12度範圍內。

12月25日~12月31日
天黑後~18:10

水星、金星、火星、

木星、土星

月球

●  12月21至31日，本年第2次五行星同現於天空，但

各行星分布範圍較6月較廣。

●  月球於12月24日開始穿梭各行星間。

12月29日
天黑後~18:25
西方天空

水星、金星 ● 12月10日至31日二行星相距5度內，29日僅距1.4
度，（12月21日水星東大距）。

12月29日
天黑後~23:30
西側天空

木星、月球 ●  入夜後二天體漸接近，18:34木星合月，22:30最接

近約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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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