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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
月球在天空中方位大多偏南

面向南方觀察月亮時

右側為西方

左側為東方



月相變化週期

朔望月平均約29.53天

故農曆取大月為30天

小月為29天



月相週期29.5天‧錶款製作技術純熟

月相週期為29.53天，鐘錶製作
技術將月相週期化約為29.5天，換
算成兩個週期的月相，製錶業就製
作成有59齒的星輪，兩個半圓各有
一個月亮圖形輪流出現在月相性能
錶的視窗，因此每29.5天正好走完
半圓，這樣的設計，使得月相圖形
經約33個月才會產生一天的誤差。



月相盈虧p168～169

地球由西向東逆時針自轉，月球逆時針繞地球公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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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初一)望(十五)

上弦月(西邊亮)

下弦月(東邊亮)

月球面向太陽的一側亮(上弦月西邊亮、下弦月東邊亮)

日食：日－月－地共線(月初、西邊先食)

月食：日－地－月共線(月中、東邊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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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講解順序：照光側發光 地球由西向東逆時針自轉、月球由西向東逆時針公轉上弦月西邊亮、下弦月東邊亮在夜晚看到半個月亮掛在天空，分辨上弦月或下弦月的方法為︰1.月升、月落的時間有其規律性，隨著農曆初一、二……，月亮升起的時間會逐漸延後，因此若在午夜12 點前看到弦月，即可知其為上弦月； 反之則為下弦月。2.可用方位來判斷，西半邊亮的是上弦月；東半邊亮的則是下弦月。Ps.觀察太陽或月亮均需面對南邊：右手為西邊上弦月西邊亮圖片右側亮左手為東邊下弦月東邊亮圖片左側亮Ps.食相方位判斷：右邊為西邊日食為西邊先食，故圖片右側暗、左側亮左邊為東邊月食為東邊先食，故圖片右測亮、左側暗3.由月球位置判斷日期，由觀察者位置判斷時間???找100年的圖片



西東 西東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講解順序：1.照光側發光2.地球由西向東逆時針自轉(觀察者位置判斷時間)3.月球由西向東逆時針公轉(月球位置判斷日期)，進階：上弦月西邊亮、下弦月東邊亮在夜晚看到半個月亮掛在天空，分辨上弦月或下弦月的方法為︰     1.月升、月落的時間有其規律性，隨著農曆初一、二……，月亮升起的時間會逐漸延後，因此若在午夜12 點前看到弦月，即可知其為上弦月； 反之則為下弦月。     2.可用方位來判斷，西半邊亮的是上弦月；東半邊亮的則是下弦月。ps.觀察太陽或月亮均需面對南邊：     右手為西邊上弦月西邊亮圖片右側亮     左手為東邊下弦月東邊亮圖片左側亮ps.食相方位判斷：     右邊為西邊日食為西邊先食，故圖片右側暗、左側亮     左邊為東邊月食為東邊先食，故圖片右測亮、左側暗動畫小技巧：單一物件欲套用多種動畫特效，可於物件上點：新增動畫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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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Day
地球自轉一周24小時後﹐又回到前一天相對於太陽的相同
地方﹐1 Solar Day ＝24小時。

台大 范光龍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范光龍教授繪製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Lunar  Day
地球自轉時﹐月球也同時以同一方向繞地球運行﹐因此地
球需經24小時50分才能自轉到前一天相對於月球同樣的地
方。因此從地球觀測，月球每天運行的週期比一天24小時
再多了50分鐘，１ Lunar  Day＝２４小時50分。

台大 范光龍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范光龍教授繪製360度/30天＝12度/1天360度／24小時＝15度／1 hr＝15度／60 mins ＝＝12度／x mins 得 x＝48min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恆星月與朔望月的差別

圖片來源：龍騰文化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圖表說明》此圖說明恆星月與朔望月的定義與差別



恆星月與朔望月的差別

☆恆星月：月繞地公轉 360°

（27.32日）

☆朔望月：月繞地公轉 360°＋30°

（ 29.53 日）

☆朔望月較恆星月為長！



恆星月？朔望月？

圖
片
來
源：
龍
騰
文
化

甲→乙 甲→丙



月亮出現時間？

月亮每天升起時間固定？
提早 or 延後？
多久？

ANS：每日延後約 50分



月亮的迷思？
滿月(望)一定是農曆十五？

ANS：月繞地公轉的軌道為橢圓！
月亮一定在晚上出現嗎？

ANS：初一( 06 ⇒⇒⇒ 18 )
上弦( 12 ⇒⇒⇒ 24 )
望( 18 ⇒⇒⇒ 06 )
下弦( 24 ⇒⇒⇒ 12 )



目前年的定義（陽曆）

定義：

連續兩個春分的時間間隔。

天文上稱為回歸年

約地繞日公轉一周所需的時間

約為365.2422日≒365日5時49分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教材內容》1.俗諺說：「冬至大過年」，是說這天與過年同樣重要。2.民間以吃湯圓慶祝冬至的到來，老一輩的人會說：「不吃金丸（紅湯圓）、銀丸（白湯圓），不長一歲。」可見人們對冬至的重視。3.將冬至與長一歲聯結在一起的典故源自於周朝使用竿影測定時節；所謂冬至是指太陽位於天球上最南端的時刻，當天正午的日影為一年中最長。一般人就將這一天稱為冬至。所以在當時便將連續兩個冬至的時間間隔定義為一年，因此，古時候冬至可說是一年的結束和另一年的開始，象徵冬去春來，過完冬至就又添加了一歲。



回歸年與恆星年

☆恆星年的定義和恆星日、恆星

月類似，以恆星為參考基準；

即地繞日旋轉360度所需時間。

☆回歸年較恆星年短約20分鐘。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圖表說明》此張投影片為延伸閱讀內容，分析回歸年與恆星年之不同，教師可視需要，自行補充講解。1.在天文學上，年的定義也有兩種：恆星年與回歸年。恆星年的定義和恆星日、恆星月類似，是以恆星為參考基準，即地球繞行太陽旋轉360度所需的時間。2.回歸年之所以和恆星年不同，是因為地球的自轉軸會隨時間而偏轉，這個偏轉現象叫做進動。地球在繞日旋轉一周的同時，地球自轉軸的方向由於進動也相對於恆星有了小幅度的偏轉（見下圖），而使得太陽在地球快要完成360度公轉之前，就可再度直射赤道而到達春分，因此回歸年較恆星年為短。也就是說，春分點在黃道上的位置，會沿太陽移動的反方向緩慢移動。3.因為進動的週期約為26,000年，所以回歸年較恆星年約短20分鐘（360日÷26,000≒20分鐘），稱為歲差。



回歸年與恆星年
☆進動：地球的自轉軸會隨時間

而偏轉的現象。
☆進動週期：26000年
☆歲差：因進動使回歸年較恆星

年短，此時間上的差異
即為『歲差』。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圖表說明》此張投影片為延伸閱讀內容，分析回歸年與恆星年之不同，教師可視需要，自行補充講解。1.在天文學上，年的定義也有兩種：恆星年與回歸年。恆星年的定義和恆星日、恆星月類似，是以恆星為參考基準，即地球繞行太陽旋轉360度所需的時間。2.回歸年之所以和恆星年不同，是因為地球的自轉軸會隨時間而偏轉，這個偏轉現象叫做進動。地球在繞日旋轉一周的同時，地球自轉軸的方向由於進動也相對於恆星有了小幅度的偏轉（見下圖），而使得太陽在地球快要完成360度公轉之前，就可再度直射赤道而到達春分，因此回歸年較恆星年為短。也就是說，春分點在黃道上的位置，會沿太陽移動的反方向緩慢移動。3.因為進動的週期約為26,000年，所以回歸年較恆星年約短20分鐘（360日÷26,000≒20分鐘），稱為歲差。



食象示意p170 F7-15

地球公轉軌道面(黃道面)與月球公轉軌道面(白道面)並未重
疊，故朔、望之際三者未必共線，因此未必有食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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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轉軌道

月球公轉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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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食(日－月－地@朔，西邊先食) p202
月球公轉軌道並非正圓形，與地球間的距離有近、有遠。

19

本影

半影

日偏食 日全食 日環食日偏食

本影

半影

本影

半影

本影

半影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日食：1.月球在近地點：日偏食(觀察者位在月球的半影區，太陽部分被月球遮住)                               日全食(觀察者位在月球的本影區，太陽全部被月球遮住)2.月球在遠地點：日偏食(觀察者位在月球的半影區，太陽部分被月球遮住)                               日環食(本影區無法到達地面，太陽中心被月球遮住)                                



月食(日－地－月@望，東邊先食) p203

想想看：
(1)本影位在哪一區域？ (2)半影位在哪一區域？
(3)月偏食發生在哪一區？ (4)月全食發生在哪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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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月食：1.月球進入地球的半影區：半影月食2.月球 部分 進入地球的本影區：月偏食            全部                                     月全食



月食類型

西

東

月偏食

月全食

半影

半影

本影

半影月食

望

望
望
望

月球進入地球的半影區，稱為半影月食。

月球部分進入地球本影區，稱為月偏食。

月球全部進入地球本影區，稱為月全食。

A

B

C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此頁為補充資料，教師可自行決定是否教授



月食過程



食象比較

日全食發生時，太陽完全被月
球遮蔽，發光的部分是太陽最外
層的大氣。

23

月全食發生時，大部分陽光被
地球遮蔽，但仍有部分光線經地
球邊緣大氣折射而抵達月表，使
其呈現古銅色(紅棕色)。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lar_eclip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ne_2011_lunar_eclipse
http://en.wikipedia.org/wiki/Lunar_eclipse


(白天)潮(夜晚)汐現象 p204
 潮汐：海面受月日引力作用而漲退的現象。

 影響：雖M日＞M月，但日地 > 日月，故月是影響潮汐的主因

 週期：潮汐循環一次所需的時間(約12小時25分)
 每隔一日，滿潮與乾潮發生時間平均延遲50分

24大潮 小潮

太陽引潮力

月球引潮力

太陽引潮力

月球引潮力



漲潮
退潮

滿潮

乾潮

潮差

漲潮：海水水位的上升過程 (適合釣魚)

滿潮：海水面達最高 (適宜大船進出港口)

退潮：海水水位的下降過程

乾潮：海水面達最低 (適宜觀察潮間帶生物的時機)

潮差：滿潮與乾潮間的水位落差 (大者適宜潮汐發電、小者適宜建港)

潮間帶：漲潮時海水淹沒、退潮時露出海面的區域 (觀察生物、石滬捕魚)

澎湖七美雙心石滬



課P

例題
205

7-2

請根據下方的潮汐變化圖，分別求出臺中港的
潮汐週期為多少？

臺中港潮高(m)

3
2
1
0

-1
-2
-3

01:00

07:30

13:48

19:36

01:48

08:00

14:42

20:24

02:30

08:42

15:24

21:24

11/1 11/2 11/3 11/4

(時間)

解答
臺中港的潮汐週期為：14:42–01:48=12:54，
潮汐週期約為12小時54分。



YouTube:今生必造訪的自然奇景-澎湖奎壁山摩西分海海底步道(縮時攝影) by歐罵馬

澎湖奎壁山、赤嶼摩西分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RELFx6f_w


潮汐預報與問題演練

地點 第一次
滿潮

第一次
乾潮

第二次
滿潮

基隆 09:37 15:13 20:48
淡水 10:26 16:29 22:32
梧棲 10:51 16:53 22:55
台中 08:47 14:30 20:13
高雄 07:27 13:15 19:03

問題一：當日上午九點，淡
水海邊是漲潮還是退潮？

10:26

16:29

22:32

09:00

答：漲潮



潮汐預報與問題演練

地點 第一次
滿潮

第一次
乾潮

第二次
滿潮

基隆 09:37 15:13 20:48
淡水 10:26 16:29 22:32
梧棲 10:51 16:53 22:55
台中 08:47 14:30 20:13
高雄 07:27 13:15 19:03

問題二：當日若要到淡水海
邊的紅樹林，觀察潮間帶的
生物活動情形，應選在上午
十一時或下午四時到達比較
合適？

10:26

16:29

22:32

答：下午四時

11:00

16:00



潮汐預報與問題演練

地點 第一次
滿潮

第一次
乾潮

第二次
滿潮

基隆 09:37 15:13 20:48
淡水 10:26 16:29 22:32
梧棲 10:51 16:53 22:55
台中 08:47 14:30 20:13
高雄 07:27 13:15 19:03

問題三：某些魚類會在開始
漲潮時湧進河口覓食，若想
在當天下午二時到海邊的河
口釣魚，哪一處海邊較合適？

答：高雄



會考題107
孝全在整理家中相簿時發現一張過去拍攝的月
亮照片，如圖(一)所示；照片背後有關於拍攝時
間地點的紀錄，如圖(二)所示，下列何者最有可
能是當時月亮所在的方向？
(A)頭頂正上方
(B)南方地平線附近
(C)東方地平線附近
(D)西方地平線附近 拍攝時間：99/05/29

(農曆16日)
凌晨4：30

拍攝地點：自家頂樓

圖(一)

圖(二)



會考題107
試題解析：
農曆16日為滿月，此日月亮約於清晨6點西落於
地平面，而拍攝時間為清晨4：30，故此時月亮
應接近西方地平面處。故選(D)。



會考題109
某次小哲寒假出國旅行途中，
發現飛機上方無雲，但下方卻
有一片雲海，此時東方的滿月
剛好升起。他朝向座位右側窗
外拍攝了一張照片，如圖所示
，此時飛機位於北緯35度附近、高度約為1萬2
千公尺。
關於小哲拍攝此張照片時，他所在位置的當地
時間與當時飛機航行的方向，最有可能是下列
何者？

飛機航行方向



會考題109

飛機航行方向

(A)傍晚6點，航向北方
(B)傍晚6點，航向南方
(C)清晨6點，航向北方
(D)清晨6點，航向南方



會考題109

試題解析：
當滿月由東方升起時，當地時間約18：00，即
為傍晚6點；小哲朝向座位右側窗外拍攝此景象，
表示小哲右側為東方，當時飛機航行的方向為
往前的航向北方。故選(A)。



會考題108
阿振與阿榮兩兄弟分別
出國旅行，某日阿振在
埃及旅行時走到了東經
31.5度，北緯25度的
某處，與臺北（東經
121.5度，北緯25度）的
經度正好相差90度；而同一
時間的阿榮則位於大西洋上西經
58.5度，北緯25度的某處，與臺北的經度正好相
差180度，如圖所示，兩兄弟相約拍下當天月亮
的照片。

180°

0°

90°E90°W



會考題108
若此時臺北當天所見的月相是滿月，則同一天
內阿振與阿榮所在地的月相應最接近下列何者？

(A)阿振：新月；阿榮：新月
(B)阿振：滿月；阿榮：滿月
(C)阿振：上弦月；阿榮：新月
(D)阿振：下弦月；阿榮：新月



會考題108
試題解析：
同一天內，不會因為所在經度不同而改變日地
月的相對位置；若臺北所見月相為滿月，則世
界各地所見月相皆相同。故選(B)。



會考題107

甲 丙

月球

地球

丁

乙

太陽

圖為太陽、地球、月球相對位置示意圖。假設
太陽、地球、月球在運行過程中皆位於同一平
面上，月球位於圖中何處時，太陽受到地球的
萬有引力作用方向及月球受到地球的萬有引力
作用方向相同？
(A)甲
(B)乙
(C)丙
(D)丁



會考題107
試題解析：
太陽與月亮所受地球的萬有引力要相同方向，
唯有太陽與月亮在同一方向才能造成。故選
(C)。



暴潮

暴潮(storm surge)這個名詞很容易讓人誤會，
以為它是潮汐的一種，事實上，它根本不
是潮汐，如果一定要扯上一些關係的話，
第一，它使岸邊水位上升了，像漲潮；第
二，暴潮侵襲海岸時，如果碰到大潮加上
滿潮，災情會更嚴重。



暴潮的成因

暴潮主要是颱風引起的，在颱風範圍內的
海面氣壓較低，因而造成海平面升高，其
實一般增加的高度不會超過1公尺，但如果
颱風經過時，風又向岸邊吹，則可能使海
邊的水位堆高達六、七公尺，如果再碰上
大潮的滿潮時段，災情就會更嚴重，萬一
沿海地勢又低，海水倒灌就難避免了。



暴潮的災難

歷史上有記錄的最嚴重暴潮災難，應屬
1970年11月13日發生在孟加拉那一次，颱
風把海水強力灌入一條河川，大雨也使河
面暴漲，竟然使水位堆高達12公尺，再加
上強風，在20分鐘內，死亡人數高達
300,000人，何只可怕，簡直恐怖！



暴潮的災難
西南沿海滿潮時災害會加重

台大 范光龍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范光龍教授繪製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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