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議至臺北天文館之「網路天文館/每月星空導覽」中下載 2005 年至今的各月星空導覽， 

可認識更多各季星座與天文常識喔！歡迎多加利用！（http://tamweb.tam.gov.tw/v3/tw/list.asp?mtype=c7） 

臺北天文館 2014年 11月星空導覽  TAMSKY 201411 
進入秋冬交接的時節，天琴織女、天鷹牛郎與天鵝天津四組

成的夏季大三角還在西方天空徘徊不去。天頂是飛馬室宿
一、室宿二、壁宿一與仙女壁宿二組成的秋季四邊形，摩羯、寶
瓶、南魚等位在西南方天空，V字形的雙魚倚在秋四邊的東側
與南側，鯨魚橫臥雙魚下方，從獵戶腳邊向南蜿蜒的波江最
後終止於位在南方低空的水委一這顆一等星。南魚北落師
門、鯨魚土司空和鳳凰火鳥六共組成的秋季南三角在正
南方，而銀南極所在的玉夫就位在這個南三角中間，此
處因沒有銀河盤面附近濃厚的塵埃屏蔽，因此可以看到
極深遠的宇宙，是許多研究銀河系以外宇宙空間的學
者們首選目標之一。東方天空中冬季星座逐漸登場，
東方天空中的金牛畢宿五、東北方的御夫五車二是首
先可見的兩顆一等星，而隨後出現的「星空王者」獵
戶肩上的參宿四和膝蓋上的參宿七一紅一藍，顏色差異
對比頗大，可藉機體會恆星表面溫度對顏色的影響。 

    由於月球繞地球公轉，並隨地球繞太陽公轉，由朔
至朔或由望至望的朔望月週期約29.53天。按現今天文定
義，從地球中心所見之太陽和月球同黃經經度的瞬間為朔，
此時的月球介在地球與太陽之間，在地球上是看不見月球的；
在以月亮運動制訂的農曆月中，便以朔所在當日為初一。由於朔
望月29.53天非整數，但曆法中的日數需為整數，導致農曆有大月30

天和小月29天的差異。現行農曆大小月是按照實際的朔所在之日來定，當
相鄰兩個朔間隔日數為29日則為小月，若間隔日數為30日則為大月，故大月與小月並不是規律的輪流出現，有可能會
出現連續幾個月都是大月或連續小月的狀況，並無法用單純的方法推算某年的農曆某個月會是大月或小月。 

 

火星位在人馬，日落後
在西南方仰角約40度之處，
亮度約1.0等。目視可見其紅
色外觀，但視直徑僅有5"，
即使使用望遠鏡觀賞，也僅
可見到比星點大些的圓盤

狀，無法看見表面細節。 

金星再度出現在傍晚的西邊天空囉！但是本月仰角
極低，日落後位在西南方5度以下低空，亮度-3.9等，如此
明亮又接近地平，常會讓人誤會是遠方的路燈呢！ 

位在獅子座裡的木星約於子夜前後升起，鄰近獅子主
星軒轅十四，日出前在天頂附近。亮度-2.1等，視直徑約
38"，望遠鏡下可見木星表面明暗條紋與包括伽利略4大衛
星在內的幾顆較明亮的衛星。 

水星11/1西大距，亮度-0.7等，日出前位在東方天空
仰角約15度以下的天空中，並逐日降低。因為仰角低的關
係不易觀察，建議可利用雙筒望遠鏡輔助觀察。 

在寶瓶的海王星亮度7.9等，日落後在東南方天空；

在雙魚的天王星亮度5.8等，日落後見於南方天空，子夜
後西沈。這2顆行星都必須使用望遠鏡配合星圖才能觀察。 

土星本月接近太陽而不易觀察。 

11/15下弦月接近木星；11/23極細眉月接近金
星；11/26眉月接近火星。 

泛星彗星 (C/2012 K1(Pan-STARRS))11/1最
接近地球後，目前處在它最亮的時期，同時也是

本月可見彗星中唯一亮於10等的彗星，約7.5等，下旬後
可在南方地平附近的水委一附近找到它。 

羅賽達號太空船(Rosetta)的菲萊登陸器將於11/12凌
晨登陸67P/Churyumov-Gerasimenko彗星表面進行探測，
有興趣者可見ESA網站的登陸即時轉播畫面。 

金牛座流星雨是發生於10月至11月的複合流星群，
ZHR~5，其中在11/12為金牛座北支流星雨極大期，流星
數量雖不多，但多半都很明亮。至於著名的獅子座流星雨
已 回 歸 平 常 年 狀 態 ， 今 年 極 大 期 在 11/18 凌 晨 6 時 ，
ZHR~15，月相逢殘月，11/17晚間23時後至11/18凌晨2時
月亮出現之前都是適合觀賞。 

 

  位在蝎虎座的NGC 7209距離約3810光年，1788年由威廉‧赫歇爾發現，是個年輕的疏
散星團，估計年齡僅有4.1億年，不及太陽系的1/10，故近百顆恆星都呈現明顯的亮藍色，其
大小約25'，星團總亮度約6.7等，是雙筒望遠鏡觀賞的好目標。疏散星團NGC 7296(Collinder 

452)亮度約10等，視直徑僅4'，雖不大但在雙筒望遠鏡中還算明顯易見，故威廉‧赫歇爾在
1787/10/14就已發現，1831/11/8約翰‧赫歇爾錯誤記錄這個星團位置，而後被編號為NGC 

7295，所以現今星表中一般認定NGC 7295與7296為同一天體；然而由於位在背景恆星眾多
的銀河盤面附近，一直到近年才開始有天文學家注意到這個星團並進行研究。 IC 

1434(Collinder 445)亦為疏散星團，1777年Elert Bode在其75個星雲狀天體星表中將之標示為
第一號天體Bode 1；星團總亮度約9等，視直徑8'，成員星約40顆，距離約8100光年；2008

年曾有天文學家研究認為這不是個星團，只是視線方向上恰好在附近的星群，但2011年另一
群天文學家又推翻這種說法，認為它的確是個有物理相關的疏散星團，並指出星團年齡約為8億年左右。疏散星團IC 1442

亮度約9.1等，視直徑5'，成員星數約為20左右，距離約7650光年，整個星團約呈現拉長的V字形；位置接近NGC 7245，
在口徑稍大一些的望遠鏡中看來像是「迷你雙星團」一般，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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