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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獅子座流星雨談起 

傅學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哇！流星！」典型的反應。碰到大流

星時，甚至只有「哇！」一聲驚嘆而已。 

流星，本就引人注目。流星-雨，就令人

驚艷了。 

這幾年來，每到十一月，獅子座流星雨

便成為天文圈與大眾媒體的話題與焦點；經

過 1997 年來數年的「貢龜」，到去年（2001

年）終於一償心願的流星暴雨。2001 年 11

月 18日的獅子座流星雨，台灣是最佳觀測地

點之一，加上當晚天清氣爽，又逢無月，正

是天時地利，精采的甚至連台北市都能讓觀

賞到顯眼的流星雨，也讓台灣的天文攝影迷

逮到百年難逢的機會，其中陳晃銘用魚眼鏡

頭所拍攝的獅子座流星雨全天影像，登上全

球 矚 目 的 天 文 網 頁 ： 每 日 一 天 文 圖

（Astronomy Picture of the Day，2001年 12

月 15日與 2002年 12月 17日）。  

可惜，今年的獅子座流星雨極大期當天

剛好是農曆十五月圓時，「月明星稀」，流星

當然也就少了許多，只能看見一些亮流星。

但是在網路上也有許多不錯的流星雨影像。 

觀賞流星雨，除了驚嘆與驚艷以外，如

果還能來一點知性與動手做的樂趣，那就成

為「美貌結合大腦」般的完美了。國內唯一

的天文專業月刊雜誌《觀星人》便與中華少

年成長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一場知性與動

手玩天文的「天文實驗室」。 

第一場便是介紹流星雨，除了精采的獅

子座流星雨圖片以外，配合歷史與地理景

觀，一探流星雨的發現與成因，最後並以全

球網路上的流星雨影像，動手畫出近幾年來

獅子座流星雨的「輻射點」，探討獅子座流星

雨輻射點飄移的情形與成因。 

 

「流星雨」與「輻射點」 
「流星」與「流星雨」都是流星，但就

是不一樣。流星雨不單是數量多，更有趣的

是流星雨中的每個流星都是「有跡可循」的，

循著流星痕跡倒溯回去，很容易發現每個流

星都大致交會於一點，稱為「流星雨輻射

點」。流星雨好像是從輻射點發出四散的「煙

火」，如果輻射點位於獅子座，便被稱為獅子

座流星雨。 

 
圖一 英國格林威治天文台在 1866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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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日晚上所看到的獅子座流星雨

軌跡，得到輻射點的位置位於獅子座

頭部。 

當然，流星雨中的流星並不是從「輻射

點」發出的，這只是一種視覺上的效果。 

目前已經了解「流星雨」與「彗星」有

關。彗星圍繞著太陽運行，一路蒸發、遺留

許多殘碎小顆粒。當地球通過彗星軌道時，

迎頭撞上這些小顆粒，這些小顆粒高速撞入

地球大氣形成流星雨。如果從太空中觀察，

可以看見流星雨中的流星大致是平行的，但

是我們在地上看過去，就像望向平行並列的

鐵軌，在視覺上像是由一點所發出。這情形

也像下雨一樣，如果沒有風，雨絲都是由天

空垂直落下來。可是，當我們抬頭仰望觀察，

會覺得雨絲都是由一點往四周落下來。 

 

圖二 MSX衛星在太空中拍攝到的1997年獅

子座流星雨軌跡。 

MSX 衛星在太空中拍攝到的 1997 年獅

子座流星雨軌跡。 

 

歷史上的獅子座流星雨 
獅子座流星雨是近幾年來最熱門的流星

與話題，2001 年 11 月的獅子座流星雨也不

負眾望，演了一場壯觀、精采的煙火秀。歷

史上，獅子座流星雨也是精采萬分，它也是

第一個被現代天文學家詳細觀察、紀錄的流

星雨。 

 

圖三 1833年 11月獅子座流星雨木刻畫 

話說兩百多年前，在 1833年 11月 12/13

日晚上，幾乎美洲地區的人們都看到了一場

自然界最壯觀的「煙火秀」，成千上萬的流星

從天上掉落，而且有許多是非常明亮的火流

星。當時，一些民眾認為這是天神所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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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是世界末日的來臨的前兆。 

 

中國古代一直非常重視天象，史書上也

有許多流星雨的記載，大都以「星殞如雨」、

「星流如織」來描述，例如《左傳》：「魯莊

公七年（西元前 687 年）夏四月辛卯，夜恆

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這一段紀事也被認

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 

其他如《漢書》：「漢成帝永史二年（西

元前 15年）二月癸末，夜過中，星殞如雨；

長一、二帳，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 

以下數則為獅子座流星雨的記載。 

《新五代史‧司天考》：「後唐明宗長興

二年（西元 931 年）九月丁亥，眾星交流而

殞。」 

有些生動的記錄了流星出現與消失的路

徑，以及形狀與聲音，例如宋朝《續通志》：

「宋真宗咸平五年九月丙申（西元 1002 年

10 月 12 日）有星流出東方，西南行，大如

斗，有聲若牛吼，小星數十隨之而隕。戊戌，

又有星數十，入輿鬼，至中台，凡一大星偕

小星數十隨之。其間兩星如升器，一至狼，

一至斗滅。」 

有些甚至記錄了流星的顏色，例如：「元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十月己巳（西元 1366 年

10月 22日），流星如酒杯大，分為三星，緊

相隨，前星色青明，後二星色赤，尾約長二

丈餘，起自東北，緩緩往西南行，沒於近濁

（指地平線）。」 

其中《舊五代史》描述獅子座流星雨有

關流星痕隨大氣飄動而散的情形：「後唐明宗

長興二年（西元 931 年）九月丙戌夜，⋯西

北方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素流

至奎滅，尾? 凝天，屈曲似雲而散，光明燭

地。⋯⋯」 

http://sprite.phys.ncku.edu.tw/~astrolab/

mirrors/apod/ap011118.html 有獅子座流星雨

中一顆流星痕散開的動態影像。 

 

彗星古今談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彗星就是拖著長尾

巴掃過天空的天體，我國民間又稱為「掃把

星」。在科學昌明以前，不論中外，都視彗星

為不祥之星，認為它會帶來戰爭、饑荒與瘟

疫，我國古時也視為妖星。 

大陸考古學家在 1973 年於長沙挖掘的

馬王堆三號墓，是西元前 168 年前漢時代的

古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份「天文氣象雜

占」的白絹，上面畫有許多《史記‧天官書》

中所描寫的各種妖星，彗星也在其中。直到

十七世紀牛頓提出萬有引力理論以後，才了

解彗星只是環繞太陽公轉的天體，但是具有

長尾的明亮彗星仍然是難得一見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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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馬王堆出土白絹上的各式彗星 

由於古希臘人認為天體是完美的，是恆

久不變的。而彗星來無影、去無蹤，彗尾的

形狀也會隨時變化，因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

斯多德認為彗星不是天外之物，而存在地球

大氣中，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主宰著整個中古

時期的歐洲。 

天文學家第谷（Tycho）在 1577 年試圖

測量當年出現的大彗星距離，雖然他量不出

有多遠，可是第谷能夠測量出月球的距離，

這顯示這個彗星比月亮遠得多，因此彗星不

可能在地球大氣層內。 

在 1682 年，出現了一顆大而明亮的彗

星，哈雷觀測它的路徑，並用牛頓才提出的

「萬有引力」理論，計算它的軌道；哈雷也

計算了其他早期有觀測紀錄的彗星軌道，得

到二十四個彗星軌道，他發現其中在 1531

年、1607 年與 1682 年出現的三顆彗星，它

們的軌道非常類似。哈雷推論這三顆彗星並

不是不同的三個，實際上是在同一軌道上運

行的同一個彗星，每 75 或 76 年回歸一次，

他並且預測這顆彗星應該在 1758 年再度出

現。 

 
圖五 哈雷彗星核影像 

哈雷在 1742年去世，雖然他未能活到目

睹他的預測，但是在 1758年的聖誕節晚上，

它果真出現了，因此稱它為「哈雷彗星」。此

後，哈雷彗星在 1832 年、1910年以及 1986

年都再度出現，引起世人爭睹的熱潮。 

在所有彗星中，最出名的當然是哈雷彗

星，我國古籍一直都記載各種天文現象，當

然也沒有漏掉哈雷彗星，根據漢書所記「魯

文公十有四年(西元前 613 年)，有星孛入于

北斗」，是世界公認有關哈雷彗星的最早的記

錄。 

彗星在軌道中運行的情形可以用「髒雪

球」模型來描述。當彗星離太陽很遠時，由

於溫度低，是個冰封的彗星。當彗星靠近太

陽時，太陽所發出的熱已能使一些易揮發性

的物質氣化，噴出大量的水蒸氣、二氧化碳

與塵埃，形成明顯的彗髮。彗星更趨近太陽

時，彗髮中的塵埃受陽光輻射壓的影響，往

後吹拂形成一道彎曲的塵尾，由於反射陽光

的緣故，色澤略呈黃色，大彗尾可長達幾百

萬公里。具有長尾的彗星，是星空中壯觀的

奇景之一。此時彗髮中的部份氣體被陽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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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外線照射，形成游離帶電的粒子，這些

帶電粒子受到太陽風的影響，形成另一條呈

藍色螢光的離子尾。 

不過，祗有大彗星才有美麗而明顯的彗

尾，大多數彗星在視野中或照片中，祗是一

個略成暈狀的暗淡影像。祗要有長尾的彗星

出現，都會成為一般大眾注目的焦點。有的

彗尾呈扇形甚至有像孔雀開屏一樣出現好幾

條彗尾，在 1858年出現的杜那底（Donatis）

彗星有三條尾巴，而在 1744年曾出現有六條

尾巴的彗星。 

 
圖六 十九世紀出現的彗星木刻 

彗星愈趨近太陽，彗髮愈大，彗尾愈長。

此時噴出的巨量水蒸氣，受到陽光紫外線照

射產生光化反應，被分解為氫原子與氧原

子，在彗髮外層形巨大直徑可達幾千萬公里

的氫雲。可見光並不能觀測到氫雲，但是可

以用紫外線觀察。 

當彗星通過近日點後，逐漸遠離太陽，

彗髮、彗尾漸消，遠的溫度夠低時，又成為

一個冰凍的髒雪球。 

每年總會發現約十幾顆彗星，有些彗星

是週期性的，有些是來訪一次後就一去不回

頭的彗星。週期性彗星軌道屬於橢圓形，而

只來訪一次的彗星軌道則屬於拋物線形或雙

曲線形。 

 

比拉彗星與流星雨 
比拉（Biela）彗星在 1826 年被確認以

前，已經被觀察兩次。最先，在 1772 年 3

月 8日被法國的蒙塔基（ Jacques Montaigne）

發現，二十九天後消逝不見。隨後在 1805

年 11月 10日再度被法國的 Jean Louis Pons

發現，呈現很弱的彗暈狀，被觀測 36天。但

是這兩次都沒有算出彗星的橢圓軌道，直到

1826年才確認這三次看見的是同一顆彗星。 

當德國的比拉（Wilhelm von Biela）在

1826 年 2 月 27 日發現一個亮度在 8 星等多

的彗星，經過七十二天的觀測，算出它的軌

道，證實是一個週期 6.6 年的彗星，成為歷

史上第三個被確認的週期性彗星，第一個被

確認的週期性彗星當然是哈雷彗星，其次是

恩克（Encke）彗星。 

比拉彗星在 1845 年 11月 26日被義大利

的婓茍（de Vico）發現，到了 1846 年 1 月

13日，竟然發現這顆彗星分裂成兩個，然後

兩碎片逐漸分離。當比拉彗星在 1852年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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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兩個碎片分隔兩百四十萬公里。以後，

比拉彗星就再有沒有出現過了。 

在 1865 年底、1866 年初它應該再度出

現時，許多天文學家找了幾個月都找不到

它，它居然就此消失了。在 1872年 11月 27

日發生一場盛大的仙女座流星暴雨，顛峰時

每小時流星數達到三千個。依據計算顯示，

流星雨來自比拉彗星的軌道，天文學家才將

流星雨與彗星連接起來（Herschel A. S. 

Prof，1872；S. J. Perry，1886）。 

天文學家認為比拉彗星雖然消失了，但

是在其軌道上殘存著碎片，仍然繼續繞著太

陽運行，當地球經過它的軌道時，這些殘渣

便撞入地球形成流星雨。 

在 1885年（每小時 15000個）、1892年

（每小時 6000 個）與 1899 年（每小時 150

個）都觀測到壯觀的流星雨。二十世紀以後，

沒有發現值得注意的仙女座流星雨，相信是

比拉彗星殘骸日形減少，流星雨的規模也就

小多了，目前仙女座流星雨數量每小時不到

三個。 

 

譚普－圖特彗星與獅子座流星雨 
譚普－圖特彗星是由兩人分別獨立發現

的，譚普在（William Temple）在 1865年 12

月發現，而圖特（Horace Tuttle）在 1866年

1 月發現，兩人共同分享發現此一彗星的榮

譽。 

譚普－圖特彗星約每 33 年環繞太陽一

周，地球在每年的十一月中旬通過譚普－圖

特彗星的軌道，而引發獅子座流星雨。如果

地球通過譚普－圖特彗星的軌道時，譚普－

圖特彗星才剛剛經過沒多久，則地球便有機

會撞上彗星殘渣最多的地方，而形成壯麗的

超級流星雨煙火秀。 

譚普－圖特彗星的軌道週期約為 33

年，所以合理的可以期待，約每隔 33年有一

次大規模的獅子座流星雨。規諸歷史，發現

1799 年、1833 年、1866 年都有壯觀的流星

雨，但是 1899 年與 1933 年的獅子座流星雨

卻不如預期。但是 1966年又有一場壯麗的獅

子座流星雨，因此從 1997年起，全球都在期

待獅子座流星暴雨的再臨，終於在 2001 年

11月等到，而且非常幸運的，台灣地區正是

最佳觀測地點之一。 

雖然年年可以看到獅子座流星雨，大規

模的獅子座星暴也發生過許多次，但是譚普

－圖特彗星的蹤影卻不多見，歷史上只觀測

到五次，分別是在 1366年，1699年、1865/66

年、1965 年與 1997/98 年。譚普－圖特彗星

在 1366 年第一次被觀測到時，以及在 1699

年被觀察到的亮度大約為四星等。在 1866

年時的亮度為 13星等，而在 1965 年時只有

13星等的亮度。 

每年流星雨的基本資料可以從網路上搜

尋，有關獅子座流星雨的望也更是熱門，很

容易找到相關的資料。國內出版的《天文年

鑑》《天文日曆》可以找到流星雨的基本資

料。 

天文年鑑：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出

版，電話  (02)831-4551 

天文日曆：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天文站出

版，電話  (02)349-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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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找出流星雨的輻射點 
在網路的洪流中，有許多流星雨的影

像，主要是業餘天文學家所拍攝，少數是專

業天文學家所拍攝，也有一些是人造衛星所

拍攝的。 

針對同一個流星雨，匯集同一年度中一

幅或多幅流星雨的影像，可以獲得輻射點的

位置或座標。比較不同年份之輻射點，可以

探討輻射點飄移的情形。 

 

注意事項 
（一）星跡影像中之流星，不能確定流星是

在曝光時段中哪一時刻出現的，並不

適合用來作為推算流星雨的輻射點。

假設以星跡中央為參考點，則最大誤

差為星跡長度的一半。因此，星跡長

度愈長，誤差越大。 

為了推算比較精確的輻射點，應該儘

可能使用追蹤攝影的流星影像，即儘

可能不要採用長時間曝光之星跡影

像。 

（二）天空是球面的，但是影像卻是平面的。

如果使用一般星圖作為描繪各流星的

軌跡，必須留意球面投影幾何修正，

這對一般人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以獅子座流星雨為例，使用的星圖最

好是以輻射點為原點所繪的星圖，屬

於獅子座流星雨的流星軌跡將呈現直

線。但是一般星圖軟體並沒有提供這

項功能。 

如果使用一般以天北極為原點所繪的

星圖，則平面投影顯示天北極附近區

域變形最小，而其他天區變形比較

大。將獅子座流星雨的流星軌跡描繪

在此星圖中，將呈現弧線。 

 

網路資源 

1.網路上，與流星雨有關的網頁非常豐富，

甚至有專屬的網站，其中「天文學教室」

網站中專題教室之「流星雨」值得一看。 

2.「天文學教室」http://astrolearn.geos.ntnu. 

edu.tw/mirror/Default.htm 

3.「流星雨」http://astrolearn.geos.ntnu.edu. 

tw/mirror/project_class/meteor/default.htm 

4.譚普－圖特彗星與獅子座流星雨簡介 http 

://www.geocities.com/vodickar/HistoryOfLe

onids.htm 

http://www.comet.track.com/meteor/leonids 

5.觀賞流星雨 http://sprite.phys.ncku.edu.tw/  

~astrolab/mirrors/apod/ap011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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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001年與 2002年地球軌跡與彗星殘

骸 

 

 
圖八 1998年與 2002年獅子座流星雨天頂

流星數量 

 

 

 

 

 

 

 

(上承第 31頁) 

試問依此計畫(同時滿足 (í)(íí)(ííí))，大雄

在這 60 天內最多可做幾題數學？最少要做

幾題數學？ 

 

問題編號  
920905 

如圖 A,B,C,D,E皆在圓上，∠ABC＝∠

BCD＝∠CDE＝45°。 

A

B

C

D

E

 

證明：
2222

DEBCCD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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