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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指數 

 

一、 以臺灣地區可見的天象及一般民眾觀賞難易度為原則。 

二、 依出現機率、壯觀程度、觀賞難易及對天文學、物理學、宇宙學等有重要

影響為分等依據。 

三、 參考社會慣用分等級別，分天象為五等，以星數多寡標示。 

四、 分級標準為天文館綜合多年經驗並參考各界意見而推薦，敬請指教俾便修

正改善。 

 
 

天象指數 指數名稱 分類標準 

★★★★★ 壯觀 數十年才能見一兩次，以肉眼或簡易觀察工具即

可觀賞，景象非常耀眼壯觀，如：日全食、日環

食、明亮又寬廣的大彗星、每小時達 1000 顆以

上且觀賞條件良好的流星暴、超新星爆炸等。 

  ★★★★ 耀眼 一、二十年才能見一次，以簡易工具或肉眼即可

觀察，景象相當壯觀，如：月全食、每小時達數

百以上、千顆以下且觀賞條件良好的大流星群、

肉眼可見的彗星等。 

    ★★★ 精彩 數年能見一次，以簡易工具或肉眼即可觀察，景

象十分明顯，如日月偏食、每小時達 100 顆左右

且觀賞條件良好的流星群、五大行星達最佳觀賞

位置點等。 

      ★★ 明顯 一、二年可見一次，以簡易工具即可觀察，景象

明顯，如內行星進入東西大距、外行星衝、每小

時數十顆且觀賞條件良好的流星群等。 

        ★ 難得 一年之中可見一次以上，以簡易工具即可觀察，

景象具有特色及趣味，如黃道光觀察、小行星觀

察、明顯的月掩星等。 

☆ 參考 臺灣地區不可見的天象，或具科學研究價值但觀

測難度高，以及觀測條件不佳的天象，如小行星

掩星、臺灣不可見的日月食或受月光影響的流星

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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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西元 2015 年） 

重要天象 
 

概述： 

1. 食象 

今年全球發生 2次日食與 2次月食，日食為 3月 20日全食與 9月 13日的日偏食，

兩次臺灣均不能得見。2次月食為 4月 4日月全食與 9月 28日月全食，臺灣地區能見 4

月 4日的月全食。 

 

2. 流星群 

今年流星群預測 ZHR值超過 20的計有：1月 4日的象限儀座流星群，ZHR~120，月

相上弦月，觀察條件不佳。5月 6日的寶瓶座η流星群，ZHR~65，近滿月觀測條件不佳。

8月 13日的英仙座流星群，ZHR~100，近朔觀測條件極佳；12 月 14 日的雙子座流星群，

ZHR~120，當天月相為上弦，近午夜觀測條件較佳。 

 

3. 行星動態 

觀察太陽系各行星的好時機，對內行星而言是東、西大距，對外行星而言則是衝。

今年水星分別於 1月 15日、5月 7日、9月 4日、12月 29日位在東大距；2月 25日、6

月 25 日、10 月 16 日位在西大距。金星則在 6 月 7 日東大距；10 月 26 日西大距，並在

9月 17日至 23日到達-4.8等，為今年最亮的階段。 

外行星部分：木星 2月 7日衝；土星衝在 5月 23日；天王星衝在 10月 12日；海王

星衝在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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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臺灣地區可見重要天象一覽表 

 
天象指數 日期 時間 天象 特點說明 

★ 1/4 10h 象限儀座流星雨 ZHR~120，月齡為 13.4，受月光影響觀察條件不佳。 

★ 1/4 14：35 地球過近日點 日地距離約 0.983277390 AU。 

★ 

1/15 04：31 

水星東大距 

四次大距位在太陽以東，日落時見於西方低空。與

太陽相隔分別為 18.9°、21.2°、27.1°、19.7。 

其中 5/7 地平仰角大，亮度 0.1 等，觀測條件最佳。 

5/7 12：50 

9/4 18：19 

12/29 11：12 

★★★ 2/7 2：20 木星衝 在巨蟹座，視亮度-2.6 等。 

★★★ 
2/22 4h  

金星合火星 
2/22 火星在金星北 0.46 度，黃昏距於半度之內；

11/4 兩星距離 0.7 度，木星相距不遠。 11/4 0h 

★ 

2/25 00：23 

水星西大距 

三次大距時水星位在太陽以西，日出時見於東方的

低空。與太陽相隔分別為 26.7°、22.5°及 18.1°。亮

度為 0 等。 

6/25 01：18 

10/16 11：16 

★★ 3/6 02：05 今年最小滿月 今年最小滿月。（地心觀點視直徑 29'46"） 

☆ 3/20  日全食。 北極區域，台灣不可見。 

★ 3/21 06：45 春分與黃道光 
春分前後，可於日沒後 1～2 小時的西方天空見黃

道光。 

★★ 3/22 06：14 
火星合月 

（雙星拱月） 

火星合月，相距只有 0.97 度，金星於 23 日合月。

在傍晚，三星略成一條直線在西方的低空。 

★★★★ 4/4  月全食 

臺灣地區可見，在本影區內共歷時 3 時 29.6 分。

月出 18：04、初虧 18：16、食既 19：54、食甚 20：

00、生光 20：06 復圓 21： 45。當天月球位於室女

座。 

★ 5/6  
寶瓶座η流星雨極

大 

ZHR~40，近滿月，受月光影響觀察條件不佳。 

★★ 5/23 09：35 土星衝 在天秤座，視亮度 0.2 等。 

★★★ 6/7 02：29 金星東大距 
在太陽以東，與太陽相隔 45.4°，日沒時出現在西

南方約 40o天空；視亮度達-4.6 等。 

★ 6/22 00：37 夏至 太陽直射北回歸線，為一年中白晝最長的日子。 

★ 7/7 03:14 地球過遠日點 日地距離約 1.016682122AU。 

★★★ 7/19  
金木合月 

（歪嘴笑臉） 

金星與木星於 19 日同一天合月。18 日黃昏時，金

星、木星加上眉月排列呈為歪嘴笑臉的形狀，出現

在西方天空。 

★★★★ 8/13 14：30 英仙座流星雨極大 
ZHR~100，明亮流星多。近朔（月齡 28.4），觀測

條件極佳。 

★ 9/1 11：38 海王星衝 位在寶瓶座，視亮度 7.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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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臺灣地區可見重要天象一覽表(續) 

 

天象指數 日期 時間 天象 特點說明 

☆ 9/13  日偏食 臺灣不可見。 

★★★ 
9/17~ 

9/23 
 金星今年最大亮度 

金星今年最大亮度，日出前出現在東方近地平處，

延續至 23 日，視亮度-4.8 等。 

★ 9/23 16：20 秋分與黃道光 秋分前後，可於日出時的東方天空見黃道光。 

☆ 9/28  月全食 臺灣不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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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相當於 152,093,480公里，太陽此時看起來的視直徑最小，而地球繞行太陽公轉速度最慢。

（AU表天文單位，1AU＝149,597,870公里） 

 

1 月 15 日、5 月 7 日、9 月 4 日、12 月 29 日  水星東大距  與 2 月 25 日、6 月 25 日、10

月 16日  水星西大距  ★★ 

水星是離太陽最近的內行星，較難觀測；當其位在東大距與西大距的位置時，離太陽視

角最遠，因此是觀賞水星的最佳時機。東大距時位在太陽東方，黃昏時出現在西方低空處；

西大距時位在太陽西方，黎明時出現在東方低空處。 

水星今年有 4次東大距，分別在 1月 15日 4 時 31分，與太陽距角 18.9度，日落時仰角

約 16 度左右；5 月 7 日 12 時 50 分，與太陽距角 21.2 度，日落時仰角約 19 度； 9 月 4 日

18時 19分，與太陽距角 26.4度，日落時仰角約 15度。12月 29日 11時 12分，與太陽距角

19.4度，日落時仰角約 16度。 

水星今年有 3次到達西大距位置，分別在 2月 25日 0時 23分，與太陽的距角約 26.7度，

日出前見於東方仰角約 17 度的低空；另外 2 次西大距分別為 6 月 25 日 1 時 8 分，與太陽的

距角約 22.5 度；10 月 16 日 11 時 16 分與太陽的距角約 18.1 度，均出現於日出前東方地平

日約 16度低空。 

 

水星於日出位置                                    水星於日沒位置 

 

 

2月 7日  木星衝  ★★★ 

太陽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將在 2 月 7 日 2 時 20 分到達衝的位置，位

在巨蟹座中心，視亮度約-2.6 等，離地球約 4.3462AU，是一年中離地

球最近、視直徑最大、亮度最亮、整夜均適合觀測之時。衝的前後數 10

天都是觀察木星的好時機，透過小型望遠鏡可以觀察木星表面的大紅斑

特徵及木星與其 4大衛星相關位置的變化情形。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2015 年重要天象 

7 

2月 22 日 金星合火星  ★★ 

金星與火星都是明亮的天體，兩星於 2月 22日 4時合。在前一日日沒時，可見金星、與

火星相距 0.5o內，初三眉月亦在附近相映成趣。 

『合』指兩星具有相同的經度座標。由於太陽系裡的行星大都在黃道面附近繞日公轉，因此

行星相合時出現在天空中的位置也就相當接近。行星都以相同的方向繞日公轉，不過各自的

速度不同；因此從地球上觀察，任意兩顆行星的位置，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重合一次，這便是

這兩顆行星的會合週期。 

 

3月 6日  今年最小滿月   ★★ 

3 月 6 日 2 時 5 分是今年中最小的滿月。月球於 5 日 15:33 過遠地點，10 小時後滿月，

視直徑僅為 29.77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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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1 日  春分與黃道光  與  9月 23日  秋分與黃道光  ★ 

 3月 21日 6時 45分為今年春分時刻，此

時太陽位在黃經與赤經的昇交點上，也是赤

經 0 時、黃經 0 度的位置。太陽光直射地球

赤道，晝夜等長，春分之後太陽直射的位置

將偏向北半球。所以春分標誌著北半球春季

的開始。 

9 月 23 日 16 時 20 分為秋分時刻，此時

太陽位在黃經與赤經的降交點上，即赤經 12

時、黃經 180 度的位置，同樣為太陽直射赤

道、晝夜等長的一日，秋分後太陽直射位置將偏向南半球，故秋分標誌著北半球秋季的開始。 

春分前後（2月中至 4月中）及秋分前後（8月中至 10月中）為欣賞黃道光的最佳時機。

黃道光為積聚在黃道面附近的微塵粒子反射太陽光所造成的景象，最亮的區域幾乎與銀河一

樣亮，只是該處接近地平線，受到大氣消光效應及光害等影響，不容易看見。在赤道區域比

較容易觀察黃道光，緯度愈高觀察的難度也越高。以臺灣的位置而言，在春分前後天氣好的

情況下，於日落後 2～3小時內，有機會在西方天空看到如三角錐狀的黃道光亮區，底部最寬

時約有 40度，高度最高可接近 70度。在秋分前後則可於日出前往東方天空看到黃道光。 

 

3月 22 日  火星合月（火星、金星雙星拱月）★★ 

3月 22日 6時 14分火星合月，相距只有 0.97度，火星在月球的下方，視亮度 1.3等，月相

為新月。金星於 23 日合月，位於月亮上方，視亮度-4 等。在傍晚，三星略成一條直線展現

在西方的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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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日  月全食  （臺灣可見） ★★★★ 

 

 

本次月全食的本影最大食分

為 1.0008。全球全食歷時 4 分 43

秒，本影食共歷時 3 時 29 分 00

秒，包含半影食共歷時 5時 57分

32 秒。太平洋海上，澳洲東部、

日本東部、阿拉斯加西部全程可

見；北美洲、南美洲西部可見月沒

帶食；中國大陸沿海、東北亞、臺

灣、菲律賓、印尼西部島嶼以及澳

洲西部可見月出帶食。 

臺灣地區可見月出帶食，月出

後 10分鐘初虧，全食歷時 12.2

分，在本影區內共歷時 3時 29.6

分，包含在半影區內則共歷時約 4

時 57.0分，食分約達 1.172。月

球通過地球本影區的北邊。 

 

 

 

 

 

 

 

 時  間 位 置 

 日 時 分 方位角 仰角 

月出 4 18 04  95.6 ---- 

初虧 

食既 

4 

4 

18 

19 

15.5 

54.2 

 96.8 

108.4 

1.7 

22.8 

食甚 4 20 00.3 109.2 24.1 

生光 4 20 06.4 110.1 25.4 

復圓 4 21 45.1 128.3 44.4 

半影食終 4 23 00.8 151.9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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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6日 寶瓶座η流星群 極大   ★ 

寶瓶座η流星群是中型流星群，活動日期一般在 4 月 19 日至 5 月 28 日之間，流星速度

極快且通常很明亮，多數流星有餘痕。預測今年的極大期將落在 5 月 6 日前後，ZHR 值約 40

顆，月相近滿月，觀測條件較不佳。輻射點約在凌晨 1時 30分左右東昇，天亮前位置在天頂

偏南。母彗星與 10 月 22 日的獵戶座流星群同為哈雷彗星。這兩群流星群可能受木星重力擾

動而有 12年的週期性。 

 

 

5月 23 日  土星衝    ★★★ 

5 月 23 日 09 時 35 分土星到達衝的位置，位在天秤座，亮度約

0.2等，距離地球約 8.8667 AU，視直徑約 18.5角秒，加上土星環之

後的視直徑為 43.2角秒。 

土星衝是土星與太陽分別位在地球兩側，土星與太陽的赤經度數

相隔 180度的位置。土星衝的前後數週都是觀察土星的好時段，是一

年中土星最亮、視直徑最大、最接近地球且整夜均可觀測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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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  金星東大距、 10 月 26日金星西大距  

 與  9 月 17日～23日  金星最大亮度  ★★★  

金星於 6月 7日 02時 29分到東大距，此時金

星在太陽東方距角約 45.4度，亮度達-4.4等，日

落後可見。10月 26日 15時 11分西大距，金星在

太陽西方距角約 46.4度，亮度達-4.5等。大距時

如果透過望遠鏡觀察金星，會發現金星呈現半圓形

的「弦月狀」。 

今年金星最亮的時段在 9月 17日至 23日，這

段時間金星出現在日出前的東方，亮度都約-4.8

等。 

金星最亮的時刻，與外行星不同，並不是發

生在最接近地球的時候，因為當金星最接近地球之

時（內合），是以黑暗面朝向地球，且與太陽同方

向，根本看不見；而金星成滿月形狀時（外合），

不僅視直徑很小，而且也與太陽同方向，所以也看

不見金星。 

因此，在考慮距離遠近、以及可看到的受光面

積兩項因素影響之下，金星最大亮度多半發生在內

合前與後第 36天的位置，也就是內合至東或西大距一半的位置。因此，10月 26日金星西大

距，之前的 9月 17日至 23日是金星最大亮度。 

 

6月 22 日  夏至  與  12月 22日  冬至  ★ 

 6月 22日 0時 37分為今年夏

至的時刻，此時太陽到達黃經 90

度、黃緯最北的位置。陽光直射

北回歸線，北回歸線上的地區於

正午時可見太陽在頭頂，標誌著

北半球夏季、南半球冬季之始，

北半球白日長度最長、夜晚最

短、且北回歸線以北地區正午太

陽仰角最高、竿影最短的一日。

夏至之後，太陽直射區域將南

移，北半球的白天將愈來愈短、

夜晚愈來愈長，直到冬至為止。 

12 月 22 日 12 時 47 分則為今年冬至的時刻，此時太陽的位置在黃經 270 度、黃緯最南

之處。陽光直射南回歸線，標誌著北半球冬季、南半球夏季之始，北半球一年中白日最短、

夜晚最長、北半球正午太陽仰角最低、竿影最長的一日。與夏至相反，過了冬至之後，太陽

直射的區域將逐漸北移，北半球的白天將愈來愈長、夜晚愈來愈短，直到夏至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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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金、木合月（歪嘴笑臉）★★★ 

7 月 19 日 1 時 38 分木星合月，相距 4.13

度；9 時 7 分金星合月，相距只有 0.41 度。當

日，月相為新月。當日傍晚可見金星居中間，

眉月為左，木星為右，三星橫排一列於西方的

低空。前一日，18 日傍晚，則可見三星排列為

歪嘴笑臉之有趣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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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 日  英仙座流星群極大    ★★★ 

英仙座流星群是年度主要流星群之一，活躍日期為 7 月 17 日至 8 月 24 日，今年極大期

預估發生在 8月 13日 14：30前後，ZHR值可達 100顆左右。輻射點約在晚上 22時東昇，但

當天近朔，觀測條件極佳。 

英仙座流星群曾在 1991～1992 年爆出 400 顆以上的數量；1990 年代末數量已降成 100

左右。母彗星 109P/Swift- Tuttle（史威福-塔托彗星）繞日週期約為 130 年，上次回歸是

1992 年，是造成 1990 年代數量增多的主因。目前彗星正遠離中，流星數量也有逐年降低的

趨勢。 

 

 

9月 1日  海王星衝   ★★ 

9月 1日 11時 38分，海王星到達衝的位置，位在寶瓶座，此時

亮度 7.8等，距離地球約 28.9534AU；日落時由東偏南方升起，天亮

時西沈，整夜可見，利用小型望遠鏡或天文攝影的方式，比對星圖

即可找到這顆帶著藍色色調的海王星。這是一年之中挑戰以小望遠

鏡尋找這顆行星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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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8 日  今年最大滿月   ★ 

9月 28日 10時 51分是今年中最大的滿月，視直徑達 32.97角分。由於月球繞地球公轉

為橢圓形，月球於 09:46過近地點，距離 356876.769公里，因此成為今年最大的滿月；當晚

月球位於雙魚座附近。 

 

 

 

10月 12日  天王星衝   ★★ 

10月 12日 11時 49分，天王星到達衝的位置，位在雙魚

座，亮度 5.7等，距離地球約 18.9844AU；日落後由東偏南方

升起，整夜可見，為一年中最適合觀測的時候。以雙筒望遠鏡

搜尋或是利用攝影的方式，配合星圖比對，即可辨認出這顆帶

點青綠色色調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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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 獵戶座流星群   ★★ 

 獵戶座流星群與 5 月初的寶瓶座η流星群同樣源自哈雷彗星，活躍期間為 10 月 2 日至

11 月 7 日，今年的預測極大期為 10 月 22 日 7 時。往年記錄顯示流星的數量都相當穩定。

2006-2008 年出現數量高於平均值 2-3 倍（～50 以上）的高峰期，不過現在已經回歸平常年

狀態，今年極大期發生時，預測流星數量回復為每小時 15顆左右。 

獵戶座流星群流星速度相當快，達每小時 66 公里，且約有 1/3至 1/2左右的流星有至少

持續 1秒以上的餘跡。流星亮度平均在 2等至 3等左右（相當於獵戶座腰帶三顆星的亮度）。

輻射點約於晚間 22時升起；今年極大期逢上弦月，下半夜觀測條件較佳。 

 

 

10 月 26 日金星合木星（火星鄰近，

三星輝映）  ★★ 

金星與木星是日月之外最亮的天

體，兩星於 10月 26日 16時合，所以

在日出前在東方能見到兩顆相距僅 1o

內，火星也在附近，距離僅 4o 內，3

顆明亮行星近似等腰三角形相當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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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 日金星合月  ★★ 

金星於 0:56合月，清昏可見金星與

月球在天秤座相距僅 2.5度。當日

為農曆 27日，金星與下弦月不但顯

目，且相映成趣。 

 

 

 

 

 

 

 

12月 15日  雙子座流星群極大  ★★ 

雙子座流星群是年度顯著的大流星群之一，活躍日期在 12月 4日至 12月 17日之間。今

年雙子座流星群預測極大期的時間在 12月 15日 2時前後，ZHR流星數量預測可達約 120顆。 

雙子座為冬季黃道星座，入夜後即已在東方天空中，天亮前西沈，整夜可見。極大期當

天為農曆初五，下半夜不受月光影響大，觀測條件較佳。 

浩瀚宇宙無限寬廣  穹蒼之美盡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