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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星空12 
Easy

流星拍攝

文、圖 /  吳昆臻

活躍日期在每年12月4-17日間的雙子座流星群，今年的極大期落在12月
14日，當天晚上下半夜無月光影響，觀測條件算不錯，是數流星的好機會

（詳細觀測資訊請見本期星空導覽）。 流星出現的時間極短，多數都是一

眨眼就不見了，若能將這瞬間的現象記錄下來真是很棒的事情，本篇將分享

流星的拍攝技巧及後續流星影像疊合方式。

拍星空的過程中只要夠幸運，就有機會拍到流星，在流星群活動極大期更是拍攝流星的好機會。

流星出現的時機

來自外太空的塵埃碎屑（稱為流星體）在

進入地球大氣層過程中，因高速與大氣層作用

進而發光，就是流星。其實無時無刻都有流星

體進入地球大氣層，所以要看流星不需等到流

星群活躍時段，在無光害、月光影響，運氣好

的情況下，整晚看到十多顆流星不是問題。當

地球繞日通過彗星或小行星軌道附近，會有較

多的流星體一起進入大氣層，即是流星群活動

(亦稱流星雨)，選擇流星群活動的極大期，且

ZHR值（當天氣非常晴朗、輻射點在天頂且肉

眼可見星等達 6.5 等時的預測每小流星數量）較

高的流星群，就有機會可以觀測到數量較多的

流星，也增加拍到流星的機會。

將鏡頭對準星空

拍攝，拍攝過程

若夠幸運剛好有

流星劃過，就可

以把流星記錄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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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 光 時 間 較

長，影像整體

會較亮，流星

會變得較不明

顯，較暗的流

星甚至可能會

不見。

如何拍攝流星

流星出現時間很短暫，也無法事先得知出

現位置，得以守株待兔的方式讓相機對星空連續

拍攝，期間如果剛好有流星從拍攝的區域劃過，

那就有機會將流星記錄下來。拍攝流星除了增加

拍攝次數及好運外，還有下列幾個小技巧：

★大光圈的鏡頭

大多數的流星都不是很明亮、出現時間又

短，要能拍下這短暫的光線，大光圈的鏡頭會

擁有較多的優勢。大光圈鏡頭在光圈全開下，

要注意影像邊角成像情況（詳見〈EASY拍星

空11 星座拍攝Ⅰ〉說明），最好能選擇光圈大

邊角成像佳的鏡頭拍攝。

★拍攝設定

相機拍攝設定除了光圈要全開外，因多數

流星都不亮，在影像雜訊可接受範圍內儘量設

高ISO值，最後依現場天空亮度情況設定不至

於曝光過度的快門，在無光害環境下，最長曝

光值設20-30秒就好，更長時間的曝光值會使

影像整體變亮，明亮的背景會將一些較暗的流

星變得不明顯，甚至可能會不見。

截取自臺北天文館編印之2018年《天文年鑑》流星表。

《天文年鑑》流星表列出一整年流星群活動的預報，可選擇ZHR值較高，觀測條件較佳（一般會用紅

字標示）無月光影響的流星群，進行流星觀測及拍攝。

每年3大流星雨分別是極大期在1月初的象限儀座流星群、8月中的英仙座流星群、12月中的雙子座流星

群，ZHR值每年都很固定在100以上，絕對是看流星的最佳選擇。

★鏡頭選擇

廣角鏡頭因可拍攝的範圍較廣，較有機會記

錄隨機出現在天空各處的流星，但也因取景範圍

廣，較難去特寫單一顆流星，照片上的流星長度

相對會較短，所以鏡頭的焦段選擇要有所取捨，

也可以依背景星野主題（如某明顯星座、各季的

大三角、地景）作為選擇鏡頭焦段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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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景方向

流星出現在天空的位置是隨機、不固定

的，拍攝流星雨時，若進入大氣層的流星體顆

粒大小一樣，流星在天球上的投影，愈接近輻

射點會越短，遠離輻射點則會愈長，但實際上

進入大氣層的流星體顆粒大小不會一致，哪個

天區會有流星是隨機的，所以拍攝方向建議可

依前述以現場地景、輻射點位置、天上明顯星

座、銀河等當作構圖參考。

用固定攝影及追蹤攝影拍流星

固定攝影及追蹤攝影都可以拍攝流星，可

依手邊器材及需求選擇適合拍攝方式。

固定攝影拍攝：將相機架設於三角架上，

鏡頭愈廣角拍到流星的機會就可能愈高，但也因拍攝範

圍較廣，流星在照片上的長度相對較短，左圖為等效焦

距14mm影像，上圖為等效焦距22mm影像，可明顯看出

同一流星在不同焦長鏡頭差異情況。

取好景、做好拍攝設定就可以讓相機連續作拍

攝，拍攝結束後再一一檢視各張影像，由於拍

攝步驟與星軌拍攝差不多（參考〈EASY拍星

空3 星軌拍攝〉），所以除了有機會拍到流星

外，也可將一系列連續拍攝影像疊合成星軌。

但是以固定攝影方式拍攝，各幅影像星點

位置都不同，後續若要將各幅有流星的影像合

成在同一影像上呈現，步驟會稍微複雜些，本

篇後半段會詳細介紹。

追蹤攝影拍攝：將相機架設在追蹤裝置

上拍攝流星，除了可以確保影像中的星星保持

點狀外，因有追蹤，可連續對固定天區作拍

攝，同一天區能拍攝的張數會較多，疊合步驟

也較為簡單；儘管有追蹤影像中的星星不會脫

線，但單張影像曝光時間還是建議不要超過30
秒，以免較暗流星被背景亮光淹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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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蹤攝影方式拍攝，並

從300多張影像中挑出有

流星影像疊合而成，因是

朝輻射點方向拍攝，可感

覺到流星都從輻射點方向

灑出來(有一顆例外)。

設定曝光30秒，以固定攝

影方式朝北方天空連續拍

攝，9.5小時共拍攝1045張
影，其中有9幅影像有拍

到流星， 後續將流星影像

疊合在同一影像上，多顆

流星在同一影像上多了點

流星雨的感覺。

與上幅影像是同一組拍攝

影像，不同的是將拍攝流

星過程的1045幅連續拍攝

影像疊合，呈現的是星軌

影像，以固定攝影方式拍

攝流星，縱使沒拍到流星

至少還有星軌照當安慰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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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後續影像處理 
追蹤攝影流星影像疊合

拍攝流星在影像中有一顆流星

已經很幸運了，如果想讓影像看起

來有流星「雨」的感覺，須將有流

星的影像通通放在一起，一張照片

有數顆流星就能呈現出流星群幅射

點情況。若採追蹤攝影方式拍攝，

背景的星點的位置是一致的，疊合

方式較為簡單，以下以Photoshop繪
圖軟體示範：

STEP1.在繪圖軟體中開啟欲疊合影

像。

STEP2.複製影像B
點選影像B，選取影像（選

取＞全選），複製影像（編

輯＞複製）。

STEP3.將影像B貼上至影像A上

點選影像A，貼上影像Ｂ

（編輯＞貼上），此時圖層

視窗中可看到多了圖層1。

STEP4.將影像對齊

點選圖層1，疊合模式設為排

除（或差異化），此時可同

時見到二圖情況，使用移動

工具  將圖層1影像與背

景對齊。

STEP5.將圖層1疊合模式設為變亮

此設定是比較圖層1與背景影

像，將同區域比較亮的部分

呈現出來，流星就這樣呈現

出來。

STEP6.合併圖層

　　　圖層＞合併可見圖層，就可

以將影像疊合在一起。

若還有其他流星影像，可重複

上述步驟，將全部的流星影像疊合

在單一影像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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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後續影像處理 
固定攝影流星影像疊合

以固定攝影方式連續拍攝星空，因地球自轉關

係每幅影像所攝的天區會略有不同，首先選一張適

合影像當背景底圖，再將底圖拍攝的範圍有流星的

影像疊合到底圖上，疊合步驟與前面介紹差不多。

惟因每張影像星點位置都不同，所以在STEP4.對
齊星點步驟需要花較多時間對齊星點位置，若是使

用廣角鏡頭拍攝，星點相對位置多少會有不同程度

的位移及變形，除可用局部截取方式將流星區域局

部裁切對齊外，更精確的對齊可使用Sequator（免

費，〈EASY拍星空9 銀河拍攝〉有介紹））或是

RegiStar（付費，可參考《臺北星空33期．如何使用

RegiStar 從事天文影像合成 蔡逸龍》），將影像星

點對齊後局部截取流星區域影像進行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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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影像截取

流星影像疊合其實只需要到有流星局部的

區域，對齊時可針對流星區域背景星點作

對齊，再將其他不需要的區域刪掉，保留

含有流星的局部影像疊合即可。

↑↑Sequator如圖中的設定，在輸出檔的同一資料夾中就會

產生與底圖星點對齊的圖檔，就可以用該檔案與底圖對齊

疊合。

↑以固定攝影方式拍流星經疊合後的影像，因幅射點不在

取景範圍(在更左上方) ，所以拍出來的流星都呈現左上往

右下方向，影像中還可見下沉消散中的雲海，中間偏右垂

直方向是淡淡星星較多區域是的冬季銀河。

近期幾個主要流星群的觀測條件都不錯，107
年年底的雙子座流星群極大期有半個晚上無月光影

響可觀測流星，而108年年初3大流星群之一的象限

儀座流星群極大（1月4日）當天接近朔月觀測條件

也極佳，不妨安排一下到無光害處看看流星、許許

願，再安排台相機把流星的倩影拍下吧。

下一期的〈E A S Y拍星空〉，將接續上期

〈EASY拍星空11 星座拍攝Ⅰ〉星座拍攝主題，

繼續分享更多星座拍攝技巧與訣竅，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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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