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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與 歷 史 
清華天文社擁有 Vixen 的 GP-DX 已經很久了，大概是在 1999~2000 年時購買，根據查

到的型錄上的一個鉛筆筆跡，顯示應該是八萬七千元左右。 
但是，很不幸的是赤道儀買是買了，但卻沒有買腳架！就好像期末考書是念了卻沒有帶

筆去考試一樣。只能用踏馬徳來表達我們內心的感受… 
「嘿嘿！我們社上有一台 GP-DX 喔～。」『哇，好炫喔，寒訓記得要帶啊』「可是沒有腳

架不能用耶…。」 Orz 
兩年後，約於 2002 年，天文社花了八千元購買 GP-DX 的鋁製腳架。理論上可以架起來

用了，但是卻沒有人去測試赤道儀的運轉情況，最多只有把赤道儀立起來而已。 
再過兩年，約於 2004~2005 年左右，實際架設並第一次安裝起 MT-1 步進馬達，發現控

制盒 DD-1 沒有電池盒，不清楚是沒附贈還是忘了要，於是製做一個內負外正 DC 頭的電池盒，

接上電池測試，發現 DD-1 的赤緯的 32X 高速驅動有問題，可惜距離購買已經不知道幾百年

了，哪有可能還在保固內？ 
註‧DD-1 的內負外正跟大多數的 12V 整流器、大多數的赤道儀(含 SX)都相反！非常要命！ 

至此，GP-DX + GP80M 可以架起來，並且用電動控制盒驅動，理論上也可以人工導星。 
2005~2006 年，按照 Vixen 原廠型錄購買兩個鋁箱分別是 NT6000(放角架+GP80M)以及

NT8000(GPDX)，不過這是永光儀器按照原廠規格在台灣訂製的，而非漂洋過海從日本來的。

另外於同年在接環堆內湊齊了 Vixen 的日規攝影接環組 ABCD 環，並且又向永光訂購了一個

大型可放多支望遠鏡的雲台版(白色那塊)，至此理論上可以帶出去導星並且接 GP80M+60s 作

精密攝影。 
後於 2006 年中測試，發現買來沒用過幾次的鋁腳有鬆動現象，原因不明但是最可能的是

某些螺絲沒有鎖緊，總之實際的情況是，夜間一陣風吹來，望遠鏡視野就會為之顫抖不已，

觀測都十分勉強，更遑論攝影，至此赤道儀又等於廢掉了。 

 
因為各種奇怪的理由，鋁腳一直沒有送修，最神奇的是居然還是繼續拿出去架設，然後

收起來的時候把重錘壓在赤道儀上面，沒有另塞填充海綿，然後把便宜的雜牌電池塞在箱內

沒有拿出來，等到被發現時，電池液已經流出一大堆了，幸好只鏽到雲台版，赤道儀本體沒

事，當然，不會有人承認最後是他收的… 
經過重新整理，並且於 2011 年左右，由永光的顏易程幫忙找出應該鎖緊的螺絲，GP-DX

總算可以用於天文攝影。 
 

 



注 意 事 項 
 請勿用手指觸碰望遠鏡的主鏡表面。 
 絕對不要用你的衣服或手帕來擦望遠鏡，請找有練過的人幫忙擦拭。 
 請勿拿東西丟望遠鏡…(廢話)。 
 請勿將望遠鏡與赤道儀置於充滿沙塵、揮發性氣體之環境。 
 下雨時禁止使用…並幫它防潮。 
 請勿將赤道儀架設在不穩固之場地中，或是充滿震動的環境。 
 當要長時間停止觀測時，建議將望遠鏡的姿態放到平衡位置，也就是鏡筒水平的朝

向正東正西方向，並鬆開赤經赤緯的鎖。 
 不可直接對太陽作目視觀測（你的眼睛和望遠鏡都會掛掉），請使用太陽濾鏡。 
 請勿將赤道儀放在書包並騎腳踏車上山觀測。（偷裱） 

額 外 提 醒 
 GP-DX 的載重為 10 公斤，但據說 Vixen 赤道儀的穩定度，在高負載時劣化的很快。 
 調平衡時請注意！一來它沒有手動調節輪不能偷懶，二來他的赤經本身就很緊，所

以必須有相當的調平衡經驗&手感，應當要從 EM2 之流累積起手感跟經驗，不平衡

的問題會在你追蹤攝影的時候讓你困擾。 
 觀測完畢之後，要重新把赤道儀存放回器材室之前，電池請拔出來。 

 

 
（以上僅漢化 GP-DX 部分是因為還有 GP 的可以當作中英對照，讓大家學習專有名詞，絕對不是整理的人打混偷懶喔。） 



給初學者 
接下來我們要談談望遠鏡的一些特色與效能。所以大家不妨花個幾分鐘看看這幾頁，讓

你能更徹底的駕馭這台赤道儀吧！因為很現實的，天文觀測上如果你越瞭解你的儀器，你就

能從中獲得越多的樂趣。而且能完全掌握望遠鏡是一個好的天文觀測裡最重要的一點。 
步驟一 適當架設你的赤道儀 

在架設腳架時，確保你的腳架有伸展到適當的距離，並且穩固的立在地上。各個螺絲有

鎖到適當的力道。其中要特別注意的是赤道儀本體下面有一個連結腳架的螺絲，請務必鎖緊，

不然可能會造成無法補救的遺憾！（往好處想是社上可以換一台新的赤道儀） 
步驟二 目鏡的裝設 
1. 所謂望遠鏡的倍率取決於你的主鏡跟目鏡。一個簡單的公式來計算望遠鏡的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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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鏡的焦距

主鏡的焦距
倍率=  

2. 如果你仔細的看目鏡上所寫的文字你可能會注意到一些例如：”K20mm”, “HM12.5mm”, 
或”LV5mm”。前面的字母代表目鏡設計的形式，而後面的數字就代表目鏡的焦距了。所以

說當目鏡的焦距越短（數字越小）對同一台望遠鏡來說就可以獲得較大的倍率，也就是可

以看到較細節的結構。但很遺憾的是這並不代表說你就可以無限加大你的倍率，因為一幅

影像的清晰與否來自於很多因素，包括鏡片的成像品質、口徑、天空的清澈有關所以如果

你一直盲目放大，到最後可能會導致成像的亮度太暗淡或達到該鏡筒口徑的光學繞射極

限，而你什麼也看不到。 
3. 主流目鏡尺寸可分 24.5mm(日規 1 吋)、31.7mm(美規 1.25 吋)與 50.8mm(兩吋)，趨勢是

越來越大，因為越大的目鏡看起來比較舒適。 
4. 選擇一種目鏡並裝上同型的目鏡座以及需要的接環。 
步驟三 第一次操作望遠鏡 
1. 鬆開赤經赤緯的鬆緊鈕後就可以將望遠鏡自由的只像你所想觀測的地方。但有一點要注意

的是當赤經赤緯鬆緊鈕鎖緊的時候，絕不可以直接轉動望遠鏡。 

 
2. 當鏡筒接上赤道儀後，第一件事是調整整體的平衡（延長裡面齒輪的壽命）。而調整平衡

又分赤經方向和赤緯方向的調整。當你調整赤經方向時就必須放鬆赤經鬆緊鈕、鎖緊赤緯

鬆緊鈕（反之亦然），要調整至即使完全鬆開赤經和赤緯方向望遠鏡也不會轉動(見下圖)，
而且 GPDX 的赤經其實很緊，因此你應該用手來回輕推移動望遠鏡，感受赤道儀來回走動

時的加減速力道，做出更精準的平衡調整，這個手感需要經驗累積！ 
3. 切記每當你有新的裝備裝上望遠鏡就必須重新調整一次平衡。所以說如果你想進行天文攝

影你就必須將相機的所有零件接上，對好焦距，然後調整平衡才可以開始追蹤並拍攝。 



 
步驟四 初次觀測 

架設好儀器最好是在天黑之前，如此方便於調整各個細節步驟。 
1. 首先使用低背率（也就是長焦距）的目鏡。高倍率的目鏡會使視野變暗而且較不易對焦。 
2. 打開鏡筒蓋（平衡前就該打開了！） 
3. 開始看吧… 
4. 試著找一個遠方的物體來進行對焦使獲得清晰的影像。  
5. 哇！影像居然是反的耶。但對黑夜裡的星空而言這樣並沒有關係，不過如果你堅持要看正

的影像，有不同的接環可以轉接（如圖），但是這麼做會讓影像稍微變暗。 

 

 
步驟五 換目鏡 

當用低倍率的目鏡找到目標後，如果想要進一步的看它的細節，就要換焦距較短的目鏡。

換之前記得要把目標置於望遠鏡的視野中央。 
步驟六 使用尋星鏡 

所謂尋星鏡就是一個低倍率的望遠鏡，因為尋星鏡視野較大，而只要把目標置於尋星鏡

視野中央，則目標也會出現在主鏡視野裡。前提是主鏡與尋星鏡平行。而調整平行的方法是

在白天的時候（或是亮星、月亮）先找到明顯的目標，再調整尋星鏡外框的調整螺絲，使目

標也置於尋星鏡的視野中央，如此則完成平行，當然如果你很吹毛求疵，可再用更高倍率目

鏡進一步調整。 



使用赤道儀追蹤 

 
月亮繞著地球地球繞著太陽走，這是公轉；此外地球還會自轉，這也是斗轉星移的主要

原因。所謂追蹤就是找出地球自轉的軸後，給予一個相反方向的轉動抵銷自轉的視覺效果。 
將赤道儀概略朝北 

由上面的圖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要進行追蹤，第一件事情就是將赤道儀中的極軸朝向

北方。而極軸裡面有一個小倍率的望遠鏡稱為極軸望遠鏡。在北半球我們必須把北極星放到

極軸望遠鏡的視野裡面。 
這邊的簡單幾個步驟，如果對只是觀測的人而言已經夠了。但不適合進行天文攝影。 
1. 依據地圖（對台灣而言用 23.5 度就夠了）找到自己所在位置的緯度。 
2. 用仰角調整螺設定仰角刻環的度數（用自己所在的緯度的讀數）。(參考第三頁圖) 
3. 將極軸指向北方。 
如果可以看見北極星的話，下面的步驟將可以使追蹤更精準。 
1. 鬆開赤緯的鬆緊鈕並將鏡筒轉向，使之與極軸成直角，也就是放到朝著正東正西方向 
2. 旋開極望蓋子，調整方位調整螺和仰角調整螺將北極星納入極軸望遠鏡的視野裡。 
注意：在調整方位調整螺的時候要注意，他的構造是一根可左右旋轉指示方向的金屬條，兩

邊各有一個螺絲靠著旋進旋出來推動金屬條。因此兩螺絲（也就是調整螺）必須兩邊

同時同方向的調正（一出一進、一退一推），一邊鬆開一邊推進金屬條使極軸轉向不同

的方位。 
使用極軸望遠鏡（北半球） 

為了我們的地球，為了保護我們的樹林，以及美麗的星空，我們必須節約紙張，以及減少

浪費網路資源。因此這邊我們只介紹在北半球的追蹤。 
1. 在北半球看的建北極星的地方，將極軸指向北極星。 
2. 謹慎的調整腳架居中水準氣泡（使架台本身水平）。 
3. 裝上極望夜視燈（見圖），或是你可以用手電筒，會很辛苦而已… 

 



4. 鬆開赤緯鬆緊鈕，並將鏡筒旋轉至與

極軸垂直之方向（如果不這麼做極軸

望遠鏡會被擋住。） 
5. 調整極軸望遠鏡之焦距，使視野內之

十字刻畫清晰。 
6. 作經度上的修正：找出你所在的觀測

地點的經度，跟你所使用的時區的經

度差。例如台灣約在東經 121.5 度，

我們用的中原標準時間 GMT+8 則是

以 120 度為準，所以刻度要調到 W 方

向 1.5 度，請參考右圖白色環右側。 
7. 鬆開赤經設定環並將赤經設定為「０

時」（如右圖），設定完在將之鎖緊。（設

定螺在觀測時需鬆開） 
8. 鬆開赤經鬆緊鈕，並將望遠鏡繞著赤

經轉動，轉到日期設定環的觀測日期

對準時間設定環上的現在觀測時間

(跟高橋、PENTAX 操作不同喔！) 
9. 調整仰角和方位調整螺將北極星置至

於極軸望遠鏡視野中央附近的的一個

小圓圈裡（如右圖 9、10 所示） 
10. 如右圖 10，估計現在之年份來判斷究竟該將北極星放在圈圈裡面的那個位置。 
11. 用習慣高橋或 PENTAX 的人可能會無法接受看起來完全不精確的圖樣，大部分赤道儀的

北極星歲差修正都是作成條狀，GPDX 這個圓圈是要怎樣估計？我們無意幫 Vixen 解釋什

麼，不過理論上極望本身的安裝精確度加使用者眼睛目視誤差大概有兩個角分左右的程

度，所以按圖 10 比例來看，其實這個歲差修正是圓形還是條形可能不是那麼嚴重(心虛|||)，
與其詛咒 Vixen，不如練習好飄移法之類的進階修正極軸方法，那應當更實際一點。 

12.  延伸課題：或許有人會產生一個疑問，如果極軸望遠鏡的軸與赤經旋轉的軸並不平行的

話怎麼辦？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確實我們在對極軸的時候都假設這兩個軸是平行的。但事

實上在一些不當的操作下（eg.負重過重）有可能使兩個軸失去平行，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重

新校正極軸，大致如下： 

 
將赤道儀的負載卸下，並調成圖 1 樣子，假設這時看到的畫面如圖 2。如果兩軸平行則進行圖

3 之旋轉畫面中心將保持不變。而如果有像圖四那樣的偏移，則表示極軸該重新校準了。 



如何使用赤經赤緯設定環 
如果想要觀測一些暗星體，那赤經

赤緯設定環就會很好用。不過在使用之

前必須先找一顆離目標相近的亮星來做

為參考星。下面將舉個例子來說明如何

使用赤經赤緯設定環。 
範例：尋找甜甜圈 M57 
從星圖中我們可以發現 M57 與織女星

（Vega）相近，而織女星十分明亮剛好

可以做為參考星。 
1. 從星圖中找出織女與甜甜圈的天球

座標。 
 赤經 R.A. 赤緯 Dec. 

Vega 18h36m 39° 

M57 18h52m 33° 

2. 找到織女並將它擺在視野中央。 
3. 將赤經設定環設定於 18h36m。 
4. 設定赤緯設定環於 39°。 
5. 轉動望遠鏡使赤經為 18h52m 
6. 轉動望遠鏡是赤緯為 33° 
7. 如此 M57 應該就在視野裡了。但他

可能很小，試著切換至高倍率目鏡來

尋找。 
使用游標尺 
使用游標尺將可使赤經赤緯設定的更精

準。 
1. 讀取 R.A.：由右下方的”Example”

游標尺刻度 0 的位置在 22h0m 與

22h10m 之間。而 R.A.刻度與游標

尺刻度在 4 的位置上幾乎重合（兩

刻度連成一線）。如此 R.A.的讀數則

為 22h4m(22h0m +4m)。 
2. 讀取 Decl.：赤緯的游標尺的零刻度

是在游標尺的中間。右方的例子中，

刻度 0 是在 48°與 50°之間，而在零

刻度左方 1°30’的地方游標尺與 Dec.
刻度重合。因此 Dec.的讀數則為

49°30’(48°+1°30’)。 



轉接相機

 
說明：基本上這頁看圖就懂了，只要有這些接環看是想要什麼效果就照著接就好了。至於什

麼是直焦攝影？什麼是擴大攝影？可參閱”天文攝影”的相關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