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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這一年充滿歡喜與感傷！！！ 
 
中大大家長劉全生校長於 2006 年初退休，劉校長三年前剛到任時即到訪鹿林天文台，

退休前再次蒞臨，帶給我們莫大鼓舞，在此祝福他老人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成功大學物理系紅色精靈團隊在鹿林天文台設置 ELF 系統偵測極低頻電波 3 年，首篇

科學論文出爐，然作者王雲慶博士不幸於 2004 年因癌症過世，痛失良師益友，令人不勝欷

噓！ 
 
2005 年最受注目的 9P/Tempel 1 彗星深撞計畫(Deep Impact)，我們與日本國立天文台

合作，特地空運儀器來台用鹿林一米望遠鏡進行偏振光觀測，是深撞號太空船所沒有的科學

項目。連年參與 WET、WEBT 全球望遠鏡聯測更成為我們必行之事，讓我們與全球天文台

接軌，協力觀測，完成單一天文台所不可能達成的任務。累積了多年觀測能量，鹿林的科學

成果開始陸續展現，目前已有多篇重要科學論文發表。而在 2005 年物理年會、天文年會及

Star & Telescope XI 會議上，更有許多鹿林觀測的科學報告。新天體發現方面，2005 年發現

超新星 3 顆，累計 10 顆；在此年報編輯同時，又發現了第 11 顆。2005 年發現小行星 1 顆，

累計 2 顆；此外還發現了一顆新的 Mira 變星。 
 
研究計畫方面，中美合作的 TAOS 觀測進行順利，資料正緊鑼密鼓地分析中，結果可期。

LELSI 系統全面更新，正待再次出擊。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大氣所與環工所在鹿林辛勤採樣 3
載，環保署終於今年在鹿林設置空氣品質背景測站，為基地拓展了另一科學領域。 

 
在國科會鹿林營運計畫的支持下，2005 年開始有觀測專員常駐，負責望遠鏡與儀器的

維護及運作，提升了觀測效率及品質。望遠鏡與儀器方面，減焦系統開始投入觀測，提供廣

域天區觀測的需求。40 公分遠距遙控望遠鏡的設置，滿足了更多科學觀測的需求。此外一些

周邊設備的設立，如雲雨偵測器、夜空監視系統、網路即時氣象系統，則提供了觀測所需的

天氣訊息，並為未來遠距遙控及自動觀測做準備。2005 年鹿林 LOT 的總觀測時數 1655 小

時，比前兩年平均值略低，大環境的天氣因素我們無能為力，只有更積極的提升觀測效率及

研究成果來彌補天候的不足。 
 
除了科學研究外，累積多年辦理中大大學部與研究生鹿林天文觀測實習的經驗，我們也

開始開放校外申請，提供國內高等天文觀測教育訓練之需要。並適度地對學校社團開放參訪，

其中有遠從新加坡的 Catholic Junior College 慕名而來，訪問了中大天文所及鹿林、墾丁天

文台。配合 2005 校慶辦理了校友參訪鹿林活動，體驗校外站台大自然環境，深受好評。 
 
「亮燈密度、全球第一、物理年點燈、台灣光耀世界」鹿林天文台參與 2005 世界物理

年/相對論 100 年點燈活動，台灣得到全球第一的殊榮，我們與有榮焉。鹿林喜訊頻傳，同仁

石俊雄於今年完成終身大事、石皓偉妻子也懷了第二胎，在此一併祝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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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感謝全體工作同仁的後勤支援，您們的辛勤付出，提供了無虞的工作環境。感謝

各科學團隊的利用與參與，天文台因您們而存在。感謝教育部、國科會及中大校方的支持，

鹿林才能永續發展。感謝同仁張明新先生毫無怨言地連續三年主編年報，沒有他的殷殷催促，

這本年報不會出現在各位面前。 
 
 
 

   
 

200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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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observations of pulsating subdwarf B stars 

 
 



 25

 

 
 



 26

Optical Afterglow Observations of the Unusual Short-duration Gamma-Ray Burst GRB 04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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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Imapct: Observations from a Worldwide Earth-Based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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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precedented optical outburst of the quasar 3C 454.3 (The WEBT 
campaign of 20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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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tric Observations of Asteroids with Comet-Like Orbit at Lulin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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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polarimetry of unusual asteroid 1992 UY4 with LOT+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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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l Galactic R Coronae Borealis variable DY Persei 

 

 



 48

 

 
 



 49

 

 
 



 50

 

 

 



 51

台灣超新星尋天計劃 (TSS, Taiwan Supernova Survey) 
陳英同 a, 陳婷婉 a, 李易錫 a, 黃癸雲 a, 林忠義 a, 林宏欽 a, 葉永烜 a, 

陳文屏 a, 裘予雷 b, 胡景耀 b, 李衛東 c 

 
a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ANCU 

b Beijing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NAOC 
c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UC Berkeley 

 
國立中央大學天文所鹿林天文台自 2004 年 7 月首先公布發現 3 個超新星 2004ee, 2004cy, 

2003lz 以來，至 2005 年 12 月為止，共發現十顆超新星，此新訊息以時間順序分別發表在國

際天文聯合會通告 IAUC(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Circulars) 第 8364 期、第 8371 期、

第 8399 期、第 8407 期、第 8420 期、第 8420 期、第 8454 期上、第 8471 期上、第 8534 期上

及第 8567 期上(如表一，圖一)。 
Name Galaxy Date R.A. Dec. Mag IAUC Type 

2003lz ESO 428-G13 2003 10 30 7h16m25s.24 -29°37'4''.5 17.1 IAUC 8371 ? 

2004cy ESO 403-G9 2004 04 05 21h34m25s.67 -33°23'13''.7 15.6 IAUC 8364 ? 

2004ee ESO 298-G7 2004 07 31 2h6m14s.62 -37°20'5''.4 17.2 IAUC 8399 Ia 

2004eq ESO 404-G12 2004 07 30 21h57m9s.46 -34°34'51''.3 16.8 IAUC 8407 Ia 

2004fa MCG -05-48-5 2004 09 05 20h22m35s -29°49'20''.7 16.8 IAUC 8420 Ia 

2004fb ESO 340-G7 2004 10 07 20h15m25s.63 -37°30'34''.6 18.3 IAUC 8420 II 

2004gv NGC 0856 2004 10 07 02h13m37s.42 -00°43'05".8 17.6 IAUC 8454 Ib 

2005O NGC 3340 2005 01 16 10h42m18s.32 -00°22'41".2 15.2 IAUC 8471 Ib 

2005cd IC 0651 2005 05 16 10h50m57s.60 -02°08'48".2 17.4 IAUC 8534 ? 

2005cw IC 1439 2005 07 11 22h16m39s.61 -21°29'28".7 18.5 IAUC 8567 II 

表一：由鹿林天文台發現之超新星資料 
 

由於超新星為大質量恆星演化晚期爆發的現象，所以主要會發生在可見恆星數目最多的

星系當中。在本銀河系跟河外星系均有發現超新星的可能性，不過在做超新星尋天工作時，

我們對於消光嚴重的銀河盤面做觀測是很沒有效率的，發現超新星的機率也不高，所以我們

主要是觀測樣本空間較大的河外星系。 
 

現今在世界上已有不少的研究團隊正在做超新星尋天的計劃，尤其是美國的研究團體最

多。以地理位置來看，雖然大致上在各個時區分布都有觀測點，不過都是以北天為主，所以

使得目前所發現的超新星都是集中在北天的星系，在南天除了澳洲及非洲之外，少有南天國

家在做超新星尋天計劃。由於北京天文台在 2001 年結束超新星尋天計劃，台灣的地理位置剛

好可替補亞洲時區的觀測點，台灣的地理位置又位於北緯 23.5 度，可視星場為北天全天，而

南天則可到達 40 度以上，我們以新手的經驗去切入超新星尋天計劃，所鎖定的星場為 DEC:0
°~DEC:-40°，一來不會與位於較高緯度，而且已經對超新星尋天技術發展純熟的研究團體的

觀測星場有所競爭，二來剛好切入南天超新星尋天研究團體少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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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由鹿林天文台發現之超新星影像 
 
目前台灣超新星尋天計劃是利用中央大學鹿林前山天文台一米望遠鏡(Lulin One-meter 

Telescope, LOT) 做超新星尋天的觀測，所選的目標均為鄰近星系，主要分布在

DEC:0°~DEC:-40°之間的 1573 個星系。為了讓觀測更有效率，在觀測時不使用濾鏡，一開始

所設定的曝光時間為 20 秒，極限星等約 19 等(無濾鏡對照 R-Band)，現在則將曝光時間重新

設定為之前的一半(10 秒，極限星等大約差 0.25 個星等)，以提升巡天速率，增加發現超新星

的機率，在 2005 年的 LOT 觀測時間分配中，大概是每十多天有一次的觀測時間。以目前的

單位時間的觀測速度，平均一分鐘可以觀測 1.8 個目標，目前的每晚觀測星系數目最多可以

到達一千多個、橫跨 18 個赤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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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超新星尋天計畫主要是比較不同時間所得到的影像，在經過強度比例調整對減後，

觀察影像有無差異，區別有無超新星出現在新影像裡。在短時間週期內，不同時間所照的影

像中，假如沒有特殊發生天文事件的話，兩個時間的影像在對減後應該不會有特別奇怪的星

點出現；反之，假如有一個亮度改變的天文事件發生在時間較晚的影像當中，在兩幅影像對

減後，就可以發現明顯的不同(圖二)。 
 

在星系中找到有亮度變化超新星候選者後，

因為影像當中會有亮度變化的原因有很多種，我

們再來就要確定它是否為超新星現象所引起的。

引起影像有亮度變化的可能有可能因為宇宙射線

(cosmic ray)、變星(Variable Stars)、古伯帶星體

(KBO)、超新星等等。一般的確認方法就是在隔

天再取一幅新影像做比對，確定不是小行星或是

古伯帶星體所短暫引起的亮度變化，或是其他觀

測上的問題所引起誤差。 
 

目前台灣超新星尋天的技術，主要是來自北

京天文台(Beijing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BAO )的胡景耀老師及裘予雷老師，以及 UC 
Berkeley 的李衛東老師的技術指導。北京天文台的超新星尋天計劃(BAO Supernova Survey － 
BAOSS)在1996到2001年中，就發現了45顆超新星，而UC Berkeley的LOSS (Lick Observatory 
Supernova Survey)，則是現在全世界發現超新星最多也是最有效率的研究團隊，相信我們在

充份的合作下，能夠對南天的超新星發現上能有可觀的科學研究貢獻。 
 

 

圖二：對減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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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星狀星雲 A14 中心星的光度變化測量 
C. H. Hsiaa(夏志浩), W. H. Ipa(葉永烜), J.Z. Lib(李金增) 

a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R.O.C 
b Beijing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Beijing, China 

 

雙極型(蝴蝶狀)行星狀星雲的型態一直是眾人所感興趣的話題，尤其是它那對高度對稱

的雙極型噴流。目前一般相信雙極型噴流的來源可能來自於中心恆星的磁場或是由雙星系統

(可能有一顆伴星為系外行星)所造成的。由此可知，行星狀星雲的形狀與中心星的演化過程

是有一定的關連。而 Sahai 等人於 2003 年，利用 HST 超高解析度的光譜儀，在一顆具有高

速雙極噴流的 AGB 星中找到了雙星系統，而且也證實了這些高速噴流的來源；是來自於環

繞恆星周圍的吸積盤，但是，盤的中央並不是原來那顆主星，而是環繞其周圍的伴星或巨行

星。De Marco, Orsola 等人，利用極高解析度的光譜儀對於行星狀星雲的中心星進行長時間的

速度監測(Radial-velocity Survey)，結果，她們在 11 個行星狀星雲當中已經確定有 10 個的中

心星為雙星系統所組成的，這無疑是讓“行星狀星雲的起源＂的這個問題有著更進一步的瞭

解。 
 

A14(Abell 14) – 這個著名的行星狀星雲，是天文學家 Abell 於 1958 年所發現的，利用

窄波段濾鏡 [NⅡ]以及大望遠鏡所拍攝的影像中所顯示：有一對弧狀的結構分佈在其管壁

上，這對弧狀結構很可能是 A14（圖一）在漸進水平分支(AGB)時期質量損失所遺留下來的痕

跡；我們使用鹿林天文台一米望遠鏡進行 A14 中心星密集的光度觀測(B 波段)，以便於我們

能夠找出 A14 中心星的光度變化（表一）。 

 

   

（圖一）雙極型行星狀星雲 A14 於[NII]所拍攝

的影像，整張影像的視野為 68 arcsec，我們可

以清楚的見到在東、西方向上分佈著這個行星狀

星雲在 AGB 時期質量損失所形成的結構。 

（表一）我們使用鹿林天文台一米望遠鏡進

行 A14 中心星密集的光度觀測(B 波段) 

 

 

為了要得到 A14 中心星的光度變化，我們採取較差測光的方式來進行資料處理的工作；較

差測光有別於其他的光度測量工作，主要是在於它能夠避免在觀測時天氣的變化所造成的誤

差，同時也能夠避免大氣消光對於光度測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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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得到 A14 每天的光度變化（圖二）；從這些光度變化圖裏，可以知道，如果 A14

的中心星為雙星系統的話，那麼，其週期一定要比 8.1hrs 還要長，所以我們只能證實 A14 的中

心星確實有光度的變化，至於到底有沒有週期性或是其週期為多長，現在還無法確定。 

                                       

（圖二）我們針對 A14 進行一些光度變化的觀測，可以看出在 1 月 1 日至 1 月 14 日四天內的觀測時間

之內其光度在 B 波段有著變化。 

 

Reference: 

De Marco, Orsola; Bond, Howard E.; Harmer, Dianne; Fleming, Andrew J. ApJL, 93, 602, 2004 

Sahai, R.; Morris, M.; Knapp, G.. R.; Young, K.; Barnbaum, C., 2003,Nature,426,26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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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etric variability studies on brown dwarfs 
Soumen Mondal, Wen-Ping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We propose to use CCD R and I bands photometric observations to study brown dwarfs for 
atmospheric variability. We will observe a sequence of L dwarfs to probe their hour scale variability 
because of their atmospheric clouds or dust that is expected by some models for these objects. Our new 
observational results would constrain the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dynamics of the very cool 
atmospheres. 

 

Large-scale imaging surveys (e.g., 2 Micron All Sky Survey (2MASS), Deep Near-Infrared Survey of 
the southern sky (DENIS) and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 (SDSS) ) have resulted in a major revolution 
in cool star research. From these surveys we have witnessed an avalanche of brown dwarf, pushing 
stellar temperature below 1000 K.  These discoveries have required the definition of two new spectral 
classes, L and T dwarfs (Kirkpatrick et al. 1999, APJ, 519, 802), the major additions to the widely 
accepted MK system. 
 
Efforts are still underway the new detection of brown dwarfs from these surveys. Second phase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tructure, origin and evolution. One means of probing the atmospheric structure 
of brown dwarfs has focused on the presence, or lack of photometric variability, which may be tied to 
circumstellar warm dust clouds properties or magnetic activity (Enoch et al. 2003, AJ, 126, 1006). If 
any exists, it is unclear on what timescale such variability would occur, or how large a fractional 
variability amplitude to expect. But limited observational efforts on variability studies have been given 
idea of such expectations. For example, two L1 dwarfs show a R-band non-periodic variability of 
amplitude ranging from 0.01 to 0.02 mag (Sengupta et al. 2005, APJ, 619, L183). Another example, a 
young brown dwarf, S Ori 45 show variability of 34 to 81 millimag at I and J band filters at period of 
2.5-3.0 hr (Zapatero Osorio et al. 2003, A&A, 408, 2003). 
 
For photometric observations of brown dwarfs we will use the Lulin 1m Telescope (LOT) and optical 
CCD camera.  A few target lists of brown dwarfs in the spectral type of L dwarfs are assembled in the 
below list from the published data considering their   brightness and good observability from the 
Lulin observatory during November-December 2005. There is no published R and I band mag for 
many of those sources, the approximate mag in I-band is calculated from their color-spectral type 
relation and given in the list.  The differential photometric light curves with an accuracy of 20 to 30 
millimag will allow us to investigate photometric variability and periodicity on those selected 
observable samples. 
 
The observational efforts on variability will provide much insight on their atmospheric activity and 
possible mechanisms (e.g. presence of dust clouds, rotation, binarity and magnetic activity etc), and 
constrain the atmospheric models of low mass dwarfs. Such considerations drive searches fo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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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ility measurements, in order to more characterize their atmospheres. 
 
We observed eight brown dwarfs of spectral type early L in R and I bands during Nov 29 - Dec 4 2005 
using CCD photometer on LOT. Data analysis is in progress.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we will look for 
short-period (over few hours scale) variation, 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rapid evolution of atmospheric 
features (either clouds or magnetic spot), or the orbital motion of companion at separation of few 
stellar radii. Our observations might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variability, e.g. if it is periodic 
then may be due to orbital motion of a close companion, and if non-periodic then due to atmospher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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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mets were Observed in 2005 
Zhong-Yi L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2004 Q2 ( Machholz) 
On Aug. 27, 2004 the well-known comet hunter Donald Machholz discovered his 10th comet, again 
visually, with his 15 cm (6 inch) reflector. In mid-December it will start to move rapidly northward, 
predicted to reach 4-5 mag at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2005, mainly due to the proximity to earth 
( 0.35 A.U.) on Jan. 7 2005.  We apply the proposal to observe this comet during the perigee passage 
and perihelion passage with the narrow-banded filters ( C2, NH2, RC, BC).  
 

 
Figure 1: Images produced by “divide” method. (Left: Dec. 5, 2005, Right: Dec. 15, 2005, 10’FOV) 

 
In Figure 1, Twisted jets were clearly detected using the “divide” method in the C2 images, that are 
clearly not present in the continuum images. To get the clearly coma structures in comet images, the 
azimuthally average coma intensity profile would be used and applied to continuum image and all C2 
images available ( before continuum subtraction ). In Figure 2, a examples for the jets are shown in C2 
images. On Jan 24 and 25, a possible disconnetion of one jet from the comet nucleus was observed. In 
Figure 3, On one night, a clear change in position angle of the jets could be observed. Nevertheless, the 
dataset appears to be not sufficient to derive the position of the comets rotational axis.  
 

 
 

 

Figure 2: Coma jet structures. Left: C2 image (Dec 24, 2004 , 4' fov), 

Right: C2 image (Jan 25, 2005. 4.5' fov) 

 

Figure 3: A clear change in position angle of the jets. ( Jan 24, 2005. 

4.5' f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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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Tempel 1 
 
The periodic comet 9P/Tempel 1 with an orbital period of 
5.5 years and a perihelion distance of 1.5 AU will be the 
target of the Deep Impact mission of NASA. A 370-kg 
projectile will be fired at its nucleus on July 4, 2005, with 
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n artificial impact crater with the 
size of a football field.( Figure 4: the flight system of Deep 
Impact Mission ) It is expected that a burst of gas and dust 
will be ejected from the surface and interior thu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of the coma brightness by several magnitude to 
m ~ 6. The impact of the Deep Space Probe projectile on 
July 4 was awaited with much anticipation. The experiment 
was successful and very interesting results were recorded. 
However, observers on Earth were widely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 impact did not result in any significant 
brightening of the overall brightness of the coma. Many observers did not even see the comet at all at 
the time of impact, because at that time it had grown very diffuse at low altitude. Those who were 
lucky to observe the comet at impact time reported an increase of the degree of condensation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short-lived inner coma. Very few observers with large amateur instruments noticed and 
documented a brightness increase of the very center by about 1-2 mag within the first hours after 
impact. 
 
Using the same method reduces the data of 9P/Tempel 1, we found the dust expanding after DI time. 
( Figure 5.)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only a few images for Lulin observatory by testing 40cm telescope 
although the weather 
condition is good for 
observation. On that time, I 
was in Xinglong Observatory 
Beijing but the weather was 
bad for comparison with 
Lulin Taiwan! In conclusion, 
we just have a few images 
during the DI time and we 
can’t get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form these 
images. 
 

Figure 4 : Flight System  

 

Figure 5 :The dust expanding were found after DI time. ( Left : Lulin 40cm, 

Right: BAO 80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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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and Distance Determination of the Open Cluster NGC 1857 
Wen-Shan Hsiao & W. P.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GC 1857 is a poorly studied open cluster located at the anti-Galactic center direction. One 
early-type star has been previously recognized to have Balmer emission lines. In our study of Herbig 
Ae/Be stars, i.e., intermediate-mass pre-main sequence (PMS) stars in open clusters, we identified 
another early-type emission-line star in NGC 1857. Earlier studies of NGC 1857 suggest an age (> 1 
Gyr) too old to host such young member stars. This prompted us to conduct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is star cluster.  Our data consist of 2MASS, imaging photometry with the LOT, and optical 
spectroscopy of the BAO 2 m. 

 

In March, 2005, Chin-Wei Chen took UBV images of NGC 1857. We used a combination of 
IRAF and IDL to process the data. We found that the U-band images of the LOT show noticeable 
“halo” structure around bright stars, rendering inferior photometric accuracy. We compared our U 
magnitudes of the bright stars in NGC 1857 with those published by Mermilliod (1987), and found 
systematically higher fluxes in our data. We henceforth rescaled our photometry for the subsequent 
analysis. 

 

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our photometric data (from left to right, for V, B, and 
U bands) and the published values.  In each case the diagonal dashed line 
represents the equality between our photometry and that of Memilliod (1987). The 
offset values are V~0.21 mag, B~0.14 mag, and U~0.27 mag, respectively.  
 

The (U-B) versus (B-V) color-color diagram is shown in Figure 2.  The reddening of the cluster, 
determined from the early-type members, is estimated to be ~0.45 mag.  The dereddened 
color-magnitude diagram is then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tracks by Girardi et al. 
(2000), shown in Figure 3.  The age of NGC 1857 is determined to be between 108.35 and 108.40 years, 
with a distance of ~5.2 kpc.  NGC 1857 is, therefore, a distant open cluster of an intermediate age, for 
which all massive members should have already evolved off the main sequence.  Hence those bright 
and red sources in the color-magnitude diagram are likely giant members, and the two emission-line 
stars cannot be PMS sources.  In November 2005, deeper images were taken with the LOT.  Spectra 
taken at BAO in December 2005 confirm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giant stars in this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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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we find the two emission-line stars to be classical Be stars. Our data provide a clue to the 
evolutionary status of this peculiar class of objects. A paper is being drafted and we will report these 
results in the 2006 CPS meeting. 

 

 
Fig. 2: Color-color diagram of NGC 1857. The red lines represent unreddened 
ZAMS (solid) and giant (dotted) loci. The blue lines represent those with a 
reddening of E(B-V) = 0.45 mag. 

 

 
Fig. 3: Color-magnitude diagram of NGC 1857, with the 
isochrone overlaid. The red symbols represent photometric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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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M82 

Fig.1 M65 

Fig.3 M81 

Fig.2 M74 

Report on Galactic High Latitude Open Cluster Study 2006 
Chin-Wei Ch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 totally got 25 nights in 2005, but returned 7/25-29 when I was in Europe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is summer. For the remaining 20 nights, none of them are clear enough to get photometric 
data on open clusters. Even so, I still took some galaxy images to make pseudo-color images for the 
2007 calendar as Fig.1-4.  

 

 
 
Instead of my own run, Wen-Shan Hsiao and Fong-Yi Huang observed 12 open clusters under clear 
sky in another run. These clusters are NGC305, NGC7193, Dol-Dzim 1, NGC 6980, NGC 7801, 
White 1, NGC 1891, Be 50, Dol-Dzim 9, eso485-20, IC1590 and NGC7833.  Fig. 5 is the reduced 
V-band image of NGC 7193 with 3 sec exposure time.  Fig .6 is the color-color diagram and color 
magnitude of NGC 7193. This cluster may not be a bona fide open cluster but just a density 
enhancement of field stars. Data of other clusters are being processed and the data reduction will be 



 63

finished before the end of Jan 2006. 
 

 
 
 
 
 
 
 
 
 
Fig.5 reduced V-band image of NGC 7193 with 3 
sec exposure time 

 

 
 
 
 
 

Fig.6 left) Color-color diagram of NGC 7193.  The red curve is the 
theoretical track of zero-age main-sequence stars. 

right) Color-magnitude diagram of NGC 7193.  The uniformly 
distributed stars may imply that this is only the projected 
effect of field stars rather than a real open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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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S at Lulin in 2005 
 

S. K. Kinga (金升光), C. Alcockb, T. Axelrodc, F. B. Biancod,b, Y. I. Byune, Y. H. Changf (張永欣), 
W. P. Chenf (陳文屏), K. H. Cookg, R. Daved, J. Giammarcod, T. Leea (李太楓), M. Lehnerb,d, 

J. Lissauerh, S. Marshalli, S. Mondalf, I. de Paterj, R. Porratak, J. Ricel, M. E. Schwambd, 
A. Wanga (汪仁鴻), S. Y. Wanga (王祥宇), C. Y. Wena (溫志懿) and Z. W. Zhangf (張智威) 

 
a Institute of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wan, ROC 
b Harvard-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Cambridge, MA, USA 
c Steward Observatory, University of Arizona, AZ, USA 
d Department of Physics &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 USA 
e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Yonsei University, Korea 
f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ung-Li, Taiwan, ROC 
g Institute of Geophysics & Planetary Physics,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CA, USA 
h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Mountain View, CA, USA 
i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Stanford, CA, USA 
j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SA 
k 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SA 
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USA 
 
TAOS started taking simultaneous long zipper data regularly since the winter of 2004. There are some 
hardware improvement and software upgrading every now and then. Here is a summary of some major 
activities and progresses at Lulin site in 2005. 
1. Real-time tracking using zipper image is available since July. 
2. Simultaneous long zipper data from two or three telescopes were analyzed using aperture 

photometry. The hold time was usually 0.25 s. The length of the long zipper of each observed 
field varied from 20 minutes (before April 20), 30 minutes (till June), to 1.5 hours (since July). 
The list of analyzed fields in Table-1 is provided by Z. W. Zhang. Some observed fields in 
January, February and October might be missing. Some fields were observed several (n) times per 
night (labeled as “*n”). A telescope might be down during an observation. A long zipper could be 
stopped due to system crash or twilight (not shown in the table). Some preliminary light curves 
are available at taos.asiaa.sinica.edu.tw/~kiwi. 

3. TAOS C mirror was re-polished and (temporarily) re-coated in Korea in June. It was installed on 
site in August. However, the edge (about 1-2 cm) of this mirror seems have poorer optical quality. 
A temporary mask might help. 

4. One arm of TAOS D lid was broken and fixed in September. TAOS B lid was replaced because of 
leakage in heavy rain. 

5. The A/D circuit of TAOS B camera (800-106) lost one bit in its dynamic range. The TAOS C 
camera (800-111) was used as a replacement. 

6. A status report “Status of the TAOS Project and a Simulator for TNO Occultation” will be 
published in Advances in Geosciences 2005 (Volume 3: Planetary Science), World Scientific Pub. 
Co., Singapo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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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Analyzed Fields TAOS 

15-Feb 
54, 62, 71, 74, 82, 88, 97, 102, 

117, 118, 137, 165 ABD 

16-Mar 146, 147, 150 ABD 

4-Apr 81, 90, 113, 117, 119, 120 ABD 

7-Apr 95, 98, 108, 117, 120, 146, 
90(AD) ABD 

11-Apr 110, 113, 114, 115, 116, 151, 
154, 167 ABD 

19-Apr 147, 148, 151(*2) ABD 

20-Apr 151 ABD 

22-Apr 88, 95, 147, 148, 151(*2), 
88(AB) ABD 

29-Apr 74, 82, 88, 97, 147(AB), 
148(AB), 151(AB*3) ABD 

30-Apr 147, 151 ABD 

1-May 107, 147, 148, 151(*3) ABD 

4-May 147, 148 ABD 

16-May 147, 148, 151(*4) ABD 

21-May 14 ABD 

26-May 
107, 147, 148(*2), 151(*2), 

93(A) ABD 

30-Jun 28(A), 28(AB)  

1-Jul 28, 121(*2) A 

4-Jul 121(*2), 147, 151 A 

5-Jul 121(*2), 151(*3), 138(B) AB 

6-Jul 28, 138, 151 AB 

8-Jul 121, 138, 151 AB 

9-Jul 28, 121(*2), 151 AB 

10-Jul 121, 151 AB 

11-Jul 147, 151 AB 

13-Jul 147, 151 AB 

15-Jul 121(*3), 138 AB 

16-Jul 150, 151(*3) AB 

24-Jul 121, 28 AB 

25-Jul 121(A), 121(AB)  

26-Jul 28 AB 

30-Jul 121, 138 AB 

31-Jul 28, 121 AB 

1-Aug 121(*2), 124, 151, 138(B) AB 

2-Aug 121(*2), 124, 138, 151 AB 

7-Aug 28, 124 AB 

29-Aug 126 AB 

9-Sep 129 AB 

11-Sep 30, 126, 134, 138 AB 

13-Sep 51, 124, 129, 138 AB 

14-Sep 28, 30, 126, 134 A 

15-Sep 30, 53, 121, 130, 138 A 

16-Sep 28, 121, 124, 130, 134 A 

28-Sep 53 AB 

29-Sep 136 AB 

30-Sep 68, 134 AB 

4-Oct 68, 123, 134 AB 

6-Oct 50 ABD 

23-Nov 130, 162 AD 

24-Nov 18 ABD 

25-Nov 23, 49, 52, 57, 62 AB 

26-Nov 53, 60, 162 AB 

27-Nov 22, 50, 125 AB 

28-Nov 19, 48, 54, 130, 160 AB 

29-Nov 43, 60, 126, 18(AB), 69(A) ABD 

30-Nov 24, 53 ABD 

1-Dec 20, 39, 52, 137 ABD 

2-Dec 38, 68, 125, 160 ABD 

9-Dec 71, 137, 162(AB) ABD 

15-Dec 126, 57(AB) ABD 

16-Dec 68, 84 A 

17-Dec 130, 51(AB) ABD 

22-Dec 23 AB 

23-Dec 18, 61, 82, 160 ABD 

25-Dec 71, 74 ABD 

Table 1. Summary of TAOS long zipper data (analyzed) in 2005. (summarized by Z. W.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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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林天文台的紅色精靈觀測-2005 年度報告 
紅色精靈研究團隊 

國立成功大學物理系 
 

成大物理系紅色精靈團隊在 2005 年所進行的高空閃電地面觀測，總觀測日數為 26 天，

其中有 19 天的觀測地點位於鹿林天文台。總計觀測到事件的天數則為 11 天，其中在鹿林天

文台的有 10 天。這 10 天當中，總共觀測到 168 個高空閃電現象，參考圖一。 
 

 
圖一：左邊是在鹿林山所攝得的 elves+halo。右邊是在鹿林山所攝得的 sprite。 

 
以事件類型來區分，在這 168 個事件當中，以 sprite 為最多，共有 158 個。其次為

sprite+halo，共 6 個。另有 halo 2 個，elves 和 elves+halo 各 1 個。在所觀測的事件當中，以

產生於海陸交界系統的為最多，共 123 個。陸地系統則次之，有 43 個。海洋系統最少，只有

2 個。其中海洋系統出現單一 sprite 的比率較高, 陸地系統則以成群 sprite 的出現率較高，與

歷年的觀測結果相符，參考表一。 
 

表一、歷年所觀測到的紅色精靈，其型態與發生地點的關係。 

 
 
本期計畫的主要目的是從事巨大噴流的多波段觀測與高速觀測，但是由於所觀測的天氣

系統並未產生巨大噴流。因此只觀測到多波段(如圖二)與高時間解析度的紅色精靈影像。有

關多波段的觀測，也因為 sprite 的發生地點相距太遠，受大氣散射的影響，因此只觀測到紅

色的影像，並未觀測到藍色波段的影像，因此無法用以探討發生 sprite 時大氣的游離層度，

瞬間電子密度分佈與瞬間電場強度等物理性質。觀測結果不如往年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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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紅色精靈的多波段影像。2005 年 7 月 30 日所攝得的 sprite。由左至右，拍攝鏡頭各為 12mm、50mm、

50mm 加紅光波段濾鏡，另外加藍色波段濾鏡的攝影機並無相關的訊號。 

  
另外，團隊也在 2005/09/09-11 兩個晚上，進行低光度光譜儀(圖三)的測試觀測。其中包

含儀器的測試、星光的光譜量測，並對可能的對流胞進行紅色精靈的光譜測量。由於當時的

對流系統並沒有紅色精靈，因此我們就以天狼星（Sirius）、星宿四（Alpha Orionis）當作測

試的對象。所得的星光光譜測量如圖四，與已知的光譜相比較，可知除了在 550nm 以下有強

烈的吸收，其餘是相當一致的。這是因為低光度光譜儀採用穿透式的光柵稜鏡與鏡頭特性的

關係。接著，我們將繼續從事低光度光譜儀的相對強度的校正，並考慮使用反射鏡來增加藍

光的穿透率，但會增加光學組裝的困難。 
 

圖三：鹿林天文台的測試低光度光譜儀。 

 

 
圖四：低光度光譜儀所量到的天狼星

（Sirius）、星宿四（Alpha Orionis）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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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latitute ELF-whistlers observed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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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中尺度環境評估系統子計畫三--亞洲環境背景站 
林能暉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大氣物理研究所 
李崇德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王家麟教授 國立中央大學化學系 

 
1. 計畫目的 

近年來亞洲地區大氣污染物(包含酸性物染物、亞洲沙塵、生質燃燒、有害物質)對台

灣的長程輸送已受到相當廣泛的注意，每當沙塵暴、生質燃燒或酸雨發生時，均受到民眾

普遍重視與關切。除了台灣之空氣品質受到衝擊外，亦可能會導致區域環境與氣候衝擊。 

臺灣位處於亞洲大陸東南隅，由氣候條件看，大範圍氣象條件很容易將上游亞洲之

污染物輸送到臺灣的上空。亞洲酸雨現象隨工業化與經濟成長而日漸顯著，致酸因子硫酸

鹽與硝酸鹽長程傳送過程中產生之雲雨交互作用、輻射效應等，不但對局部降水產生影

響，更對區域輻射平衡有一定的干擾。此外，最近幾年臺灣空氣品質幾次急遽惡化就與中

國沙塵暴南移至臺灣附近有關，因此相關研究逐漸受到各界的重視。而近幾年來「大氣褐

雲」，亦受到國際科學界的重視，除大量生質燃燒，導致於溫室氣體增加，加速全球變暖

外，霾害產生的煙霧，飄散到大氣中，直接影響雲內的成分，或直接反射太陽光，造成到

達地面的太陽輻射減少，因而影響全球輻射效應，使得地面的溫度及海溫降低，改變區域

氣候特性。 

東南亞與南亞所排放的生質燃燒量相當驚人，僅次於南美洲和非洲，這些排放物很

有可能產生臭氧或臭氧前驅物長程輸送至下游地區，造成高臭氧值，台灣南部有時會發生

高污染日，可能與東南亞霾害之低層傳送有關。 

我國正好位於東亞大氣污染物下風處及南亞生質燃燒傳送路徑之下風處，過去環保

署雖在全國設置超過 76 個採樣之監測站，但多為代表地區性之特性，目前仍無代表一區

域型之觀測地點，因此在若干境外污染物傳送影響之議題上，常受到地區性污染物干擾，

採樣分析的結果往往難以量化受境外影響之程度。相對的，考量中部高山乃為大氣背景站

之絕佳之觀測點。 

事實上，亞洲大氣污染物長程傳送對台灣已形成相當衝擊，其對區域環境與氣候干

擾亦可能間接影響台灣。國科會卓越計畫支持本研究團隊與環保署合作興建鹿林前山大氣

背景站，測站完成後，進行持續性的觀測實驗，探討亞洲大氣污染物之長程輸送與其對區

域環境及氣候衝擊。 

 
2. 實驗內容 

PM10 懸浮微粒採樣 
ANDERSEN Dichotomous 的採樣儀器裝設 37mm 的濾紙採樣，濾紙使用配置為兩張

鐵氟龍濾紙 (PM10 與 PM2.5) 或是兩張石英濾紙 (PM10與 PM2.5)，以進行後續的化學分

析。左旋葡萄聚糖(levoglucosan)、甘露聚糖(mannosan)、半乳聚糖 (galactosan)為植物纖

維素燃燒微粒的特徵成分，分析這些成分對於生質燃燒微粒能掌握其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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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水化學觀測 

設置酸雨採樣器，當降水發生時，採樣器自動採樣，天文站人員協助每週二上午九

時固定收集累積一週之雨水，分瓶後保存至冰箱，經宅配送回中大實驗室進行離子成份分

析。由雨水中化學成份可以進一步探討其污染來源。 

 
微量氣體分析 

目前進行不定期 CO 量測，以了解此背景大氣成份，以及其伴隨南亞生質燃燒傳至

台灣情形。未來將陸續增加 CFCs、O3、CO2 等量測，以監測區域溫室氣體與污染排放。 
 

3. 國際合作 

美國 NASA 戈達中心於 2005 年 5 月至 2008 年 4 月進行東南亞生質燃燒國際觀測計

畫(Biomass-burning Aerosols in South East-Asia：Smoke Impact Assessment, BASE-Asia)，結

合地面監測、飛機觀測、衛星遙測技術以量化東南亞生質燃燒所產生之氣膠、溫室效應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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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清冊，及其在源與匯之物理與化學特性，並探討其在長程傳送過

程的變化情形。該計畫邀請泰國、寮國、柬埔寨、越南、香港、中國及台灣等在煙塵傳送

路徑上的國家參與觀測實驗，共同建構完整的資料庫，並發展區域大氣化學模式，進一步

了解其對區域氣候與環境的衝擊。 
 
本研究團隊則延伸我們的興趣與研究項目以與 BASE-Asia 合作，並提出中部鹿林前

山的大氣化學觀測。吾人負責強化在大氣氣膠的觀測、雲及降水化學的觀測，以及大氣環

境場的氣流預測與分析，以提供實驗時機(2-5 月間)及事件日的判斷。樣本化學分析及相

關物理量測(如輻射)則有助於我們了解生質燃燒經由源區排放後的特性變化。 
 
4. 鹿林大氣背景站建置 

鹿林大氣背景站(Lulin Atmospheric Background Station, LABS)之建置乃為環保署重

大施政建設，經報行政院核准設置，並規劃配合外交部科技外交，列入參與聯合國地球觀

測整合系統(Earth Observing System of Systems, EOSS)之敲門磚。本團隊則獲得國科會卓

越計畫支持高階儀器與科學研究，環保署則出資興建背景站及基本觀測儀器，以及未來維

護運轉。中央大學與環保署簽署備忘錄，進行十年合作，期能發展此東南亞最高大氣背景

站，與國際接軌，並納入聯合國觀測系統。測站主體已於 2005 年 12 月完成，正待電力、

通訊、採樣管線整合，預計 2006 年 2 月底完工，4 月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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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IS at Lu-Lin 
 

LELIS : Lu-Lin Emission Line Imaging Survey 
 

W.-H. Sun (孫維新), B.-W. Wang (王斌威), C.-C. Liu (劉治軍) 
Y.-W. Cheng (鄭以文), H.-H. Ma (馬學輝), H.-Y. Mong (蒙宏堯) 

 
We have established a narrow-band, wide-field imaging system to survey the northern sky in 3 

major emission lines, Hα、[OIII]，and [SII], at the Lu-Lin Observatory since 2004. This survey will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for various studies of Interstellar Medium (ISM), such as 
supernova remnants (SNRs), planetary nebulae (PNe), star formation regions (SFRs), and HII 
regions. 
 

In the year of 2005, we have replaced the FLI CCD cameras with the more reliable 
ST-10XME CCDs which, when combined with the new 400mm/F2.8 camera lens, give a field of 
view of 3 x 2 square degrees. To carry out a systematic calibration, we carried out observing runs 
using the 2.16m telescope at the Xinglong station of the National Astronomy Observatory near 
Beijing in March and September, 2005, to obtain spectra of a sample of PNe and white dwarfs, in 
order to obtain standards for both line and continuum observations.  

 
In the preliminary phase, we have obtained 3-color images for a number of emission nebulae, 

such as the Rosette, and the head portion of the Orion constellation. As to the flat-fielding, we have 
accumulated both twilight and night sky flats. To remove the large-scale gradient of the sky 
brightness, we have carried out a self-consistent division. Since the filed of view is less than the 
previous setting of 7.2 by 7.2 square degree, the large scale inhomogeneity is not severe. In 
addition to the ISM studies, we have also obtained 3-color images of the nearby large galaxies, 
such as M31. Attached please find the images of M31 and North America Nebula in various 
wavebands.  
 

  
Figure 1. 在 [OIII] 波段，對「北美洲星雲」

十分鐘的曝光影像。 
Figure 2. 在 [SII] 波段，對「北美洲星雲」

十分鐘的曝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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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在 [SII] 波段，對 M31「仙女座大

星系」十分鐘的曝光影像（未處理）。 
Figure 4. 在 [SII] 波段，對 M31「仙女座大

星系」十分鐘的曝光影像（經影像校正）。

 

 
Figure 5. 三位專任助理在 LELIS 圓頂前，由左至右為王斌威、劉治軍，和馬學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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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基地統計資料及儀器設施報告 

林宏欽、張明新、張永欣、吳宇立、林啟生 
 

鹿林天文台的一米望遠鏡經過 3 年的運作後，已進入穩定期，累積大量的觀測資料，科

學成果產出亦隨著資料的累積、國際合作擴增而逐漸增多。在基地內今年還新建了由環保署

與中央大氣物理所合作設置的空氣背景監測站，預計 2006 年春季可以正式開始運作，比起目

前以臨時架設進行的採樣方式，將可提昇採樣的品質與時間涵蓋範圍。紅色精靈的地面觀測

也計劃在鹿林增設自動觀測系統，顯示鹿林已是國內高山地區的重要科學研究基地。以下就

鹿林天文台在 2005 年的一些統計數字、基礎設施改進、增加的觀測儀器、人員營運狀況以及

未來規劃提出總結報告。 
 

觀測統計 
 

藉由 LOT 觀測者填寫之觀測回報，可以約略統計出總觀測時數，2005 年總計有效觀測

時數約 1,655 個小時，若以平均每天 10 小時觀測時數計，可觀測天數約為 165 天，對照 2003
年總觀測時數 1,738 小時、2004 年總觀測時數 1,756 小時，2005 年的觀測時數少了近 100 小

時，12 月的觀測時數明顯較前兩年低了許多，因為該月連續五波的冷氣團鋒面南下，為台灣

地區帶來不少水氣及降雨，鹿林雖然降雨不多，但雲霧籠罩的情況較往年晴朗乾冷的型態為

多，使觀測時數大幅降低。下圖為 2003 年至 2005 年的每月觀測時數統計 
 

LOT Monthly Operation Hours (20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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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觀測回報的統計數字是由觀測者自行填寫，難免會有誤填或補填錯誤的情況，

且簡單的觀測時數統計和實際的觀測情況會有落差，為使統計能更為精準及自動化，未來擬

建立視相監測儀、水氣儀等自動化的監測設備，能夠確實對天文台的視相值、水氣含量等有

長期客觀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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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資料統計(2003-2005) 
 
CAMPBELL 自動氣象站原設於玉山西峰供 TAOS 計畫資料收集之用，2002 年中遷到鹿林天

文台，目前鹿林較完整的氣象紀錄從 2002d351 開始。2005 年 3 月(2005d66)增設溫濕度計，

始有濕度記錄。2005 年底在同一氣象竿上新增了 DAVIS Vantage Pro2 氣象站，提供即時氣象

上網。 

 
鹿林天文台 CAMPBELL 自動氣象站與 DAVIS Vantage Pro2 氣象站(紅框內) 

 

Campbell 
Weather Station 

DAVIS 
Vantage 
Pr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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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站設置位置 

 
據 CAMPBELL 氣象站 2003-2005 三年資料紀錄，統計圖示如下： 

a.溫度 
 最高溫出現在白天中午前後 
 最低溫出現在下半夜凌晨 
 夏季溫度介於 10 ~ 25℃之間 
 冬季溫度介於 0 ~ 10℃之間 
 冬夏溫差約 10℃ 
 每年 12 月到翌年 2 月間最冷，最低溫可低到零下 

 

Lulin Observatory - Temperatur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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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in Observatory - Temperatur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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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in Observatory - Temperatur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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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3 月 4 日罕見的大雪，溫度陡降至 -10℃以下，雪經過一週才完全融化 
 

b.風 
風速計的設置高度離地面僅約 2 公尺，遠低於設置標準（離地 10-20 公尺），且位於鹿

林前山山頂山坳之間，受附近地形影響，故風速一般偏低，又受附近山谷間上升氣流影

響，有時記錄到的風向與山區大範圍的風不同，所以風向變化僅供參考 
 鹿林天文台終年吹西南風，即使冬季亦然，僅偶有其它方向的風 
 除颱風期間外，最大風速一般低於 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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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風速<2m/s，但如 LOT 圓頂位處 3 層樓高處，風速應不止如此 
杜鵑颱風（風速>30m/s）造成很大損害，LOT 位於山頂靠北側，當颱風期間吹起東及北

風時，應該加強戒備 
 

Lulin Observatory Wind Spe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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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in Observatory Wind Spee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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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in Observatory Wind Spee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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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雨量 

 主要雨量起始於春雨到夏秋之交，尤其是颱風期間的豪大雨量為最。 
 當夏季的太平洋高壓籠罩時，雲系退到長江華北一帶，本地山區幾不下雨，如圖(1) 
 當夏季的太平洋高壓消退時，山區常有午後雷陣雨，強度大但時間短，不構成災害。 
 秋天到春天，蒙古冷高壓強盛，華南到琉球之間經常橫著一條雲系，本區僅會下毛

毛雨，少有大的雨勢，如圖(2) 
 秋季雨量最少，晴天數最多。 

 

  
  圖(1) 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2) 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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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in Observatory Ra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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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總雨量 2240.5mm 
 
 

Lulin Observatory Ra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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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總雨量 355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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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in Observatory Ra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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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總雨量 5260mm 
 
 

鹿林天文台剛好位在玉山和阿里山之間，大環境的長期氣候可以參考這兩地的中央氣象

局測站資料(http://www.cwb.gov.tw)。根據玉山和阿里山測站長期降雨量統計，每年降雨

期主要為 4-9 月，尤其集中在 5-8 月(颱風、西南氣流…)。每年 10 月雨量開始驟減，到

隔年初山區會開始出現缺水現象，到 4-5 月始得抒解。 
 

玉山氣象站 1971-2000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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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年雨量 3054.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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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里山氣象站 1971-2000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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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年雨量 3910.1mm 
 

d.相對濕度 
CAMPBELL 濕度計於 2005 年初設置，目前尚不滿一年，資料從缺。因最低濕度通常出

現在白天日曬時段，不能作為夜間觀測參考。故只取夜間 21:00, 24:00, 03:00 三個時間

點資料作圖。 
 鹿林相對濕度偏高，沒有明顯低濕度的季節，僅有零星低濕度的短暫時段。 
 受到南邊沿著山坡爬升氣流影響，使得相對濕度提高。 
 晴朗的晚上後半夜濕度大都會低於前半夜 

 

Lulin Observatory - Humidit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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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觀測計劃 
 

LOT 在 2005 年共執行 34 個觀測計劃（上半年 19 個、下半年 25 個），觀測的課題涵蓋

小行星、彗星、超新星、恆星演化、星際物質以及協同觀測七月的 Deep Impact 太空任務。

除了研究計劃以外，鹿林也提供大學部及研究所的天文觀測教育訓練使用。在今年的 34 個任

務中，3 個屬教學教育訓練、5 個是國際合作觀測、其他則為個人研究計劃；而申請者除了中

大、成大、師大等國內天文研究單位以外，還包括來自東京大學、夏威夷大學等國外學術研

究單位，分別以日本偏振儀（PICO）或鹿林之 PI CCD 進行彗星、小行星研究。下表列出 LOT
於 2005 年進行的觀測計劃： 
 
IANCU/LOT Observing Time 2005A (January - June) 
No. Project PI 
01 Time-resolved photometry for superhumpers Alfred Chen 
02 Astroseismology of extreme horizontal branch stars ChinWei Chen 
03 Supernovae Search and Follow-up Observations Wing-Huen Ip 
04 UBV photometry on galactic open clusters ChinWei Chen 
05 Search for Exoplanets and variable stars in the Open Cluster Hu Juei-Hwa 
06 Extreme Trojans David Jewitt 
07 Asteroseismology of the pulsating DA white dwarf EC 14012-1446 Kaushar Sanchawala
08 Studies and Observations of X-ray Binaries Yi Chou 
09 天文觀測(II)戶外教學 Yi Chou 
10 Halpha survey of nearby and Seyfert galaxies Sebastien Muller 
11 BVRI Photometric Study of (832) Karin Wing-Huen Ip 
12 Observations of Deep Impact Comet 9P/Templel  Zhong-Y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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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arget of Opportinuity of GRBs and XRFs follow-up Observation Kui-Yun Huang 
14 Ground based observation of asteroid sample Daisuke Kinoshita 
15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Bipolar type planetary nebula–Abell 14 Chih-Hao Hsia 
16 Search for Exoplanets Following Microlensing Alerts Lee, Chien-Hsiu 
17 Calibration Program 4: PI1300B and Focal Reducer Kinoshita Daisuke 
18 Rotational Lightcurve of Centaurs Kinoshita Daisuke 
19 The multi-wavelength observation of planetary nebulae Trung Hua 

 
IANCU/LOT Observing Time 2005B (July - December)   
No. Project PI 

1 World-Wide monitoring campaign of the sdB star BA09 陳文屏 
2 天文觀測教學 陳文屏 
3 The photometry of selected eight open clusters with differential age, 

distant, and poor known. 
傅學海 

4 H-alpha and [SII] imaging of Triggered Star Formation in Per OB1 
association 

李昫岱 

5 Ground based observation of asteroid sample return mission target 安部正真 
6 Photometry and Dynamics Study of Selected Open Clusters 吳志剛 
7 Search for Exoplanets Following Microlensing Alerts. 李見修 
8 Imaging Polarimetry of Comet 9P/Tempel 1 at Lulin Observatory: 

Ground-based Observation for NASA Deep Impact Mission 
FURUSHO Reiko 

9 Observations of ‘unusual’ comet 9P/Temple1 after Deep Imapct time 林忠義 
10 Photometric variability studies on brown dwarfs Soumen Mondal 
11 UBV photometry on galactic open clusters with poor age and distance 

determination: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high galactic latitude open 
clusters 

陳錦威 

12 Search for Active Main-Belt Asteroids Hsieh Hong-Li 
13 觀測天文學教學及實習 黃崇源 
14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Bipolar type planetary nebula – Abell 14 夏志浩 
15 LOT-MOA Microlensing Project 葉永烜 
16 H-alpha and [SII] Mosaic Imaging of L1551 李昫岱 
17 Rotation Periods and Surface Color Measurements of Large EKBOs 葉永烜 
18 The Hα Survey of bright galaxies in the Coma Cluster 黃崇源 
19 Calibration Program 5: Apogee U42 and Focal Reducer Daisuke 
20 Multi-Color and Time-Resolved Photometric Observation of Damocloid 

2004 YH 32 
Daisuke 

21 A test of star formation theories in galaxies from near-infrared and Hα 
imaging 

葉永烜 

22 Supernovae Search and Follow-up Observations 葉永烜 
23 Photo-polarimetry of unusual asteroid 1992 UY4 SATO  
24 Target of Opportunity of GRBs and XRFs follow-up observation 黃癸雲 
25 Galactic structure from apparent luminosity function 高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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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執行觀測計畫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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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 於 2002 年 9 月安裝完成，2003 年起開放國內外申請觀測。 
 2003 年觀測計畫以每三個月(季)為單位申請及執行(I=1-3 月、II=4-6 月、III=7-9 月、

IV=10-12 月)。 
 2004 年起觀測計畫改為以每半年為單位申請及執行(A=上半年、B=下半年)。 
 2003-2005 三年來執行計畫總數 127 個，中大使用者佔 82%，中大以外的國內使用

者佔 9%，而國外使用者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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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駐站人員與觀測助理對天文台運作發揮很大的幫助，駐站人員處理所有的庶務，例如食

宿準備、環境維護、人員接駁、設備運補…等，使觀測人員能心無旁騖地執行觀測計劃，也

使鹿林各種狀況都有人能迅速處理、回報，對營運及維護工作都發揮極大的效用。此外由於

國科會通過了營運計劃的經費申請，鹿林自 2005 年三月份開始，增聘一位觀測助理，除了負

責在台內值班協助解決觀測時發生的問題外，也支援部分服務觀測，協助無法抽調人員進行

觀測的研究計劃，獲取所需要的觀測資料，並對即時發生的天象事件，配合相關團隊進行迅

速的觀測程序；此外還協助位於原 SLT 圓頂內的新 40 公分超新星巡天望遠鏡配置、測試及

操作等各種儀器整備工作，使 40 公分望遠鏡已具備可由中大校園進行遠距遙控觀測的能力。 
 
觀測助理對 LOT 及尋天望遠鏡的運作助益不小，但 10 月份營運計劃結束後，礙於經費

未能續聘，觀測助理的培訓與經驗累積均耗時甚久，未能續聘有經驗的人員對天文台而言殊

為可惜。幸而後來國科會核定了鹿林新年度的營運計劃，於是在 12 月份聘請林啟生先生為續

任的觀測助理，2006 年一月份增聘觀測助理楊庭彰先生，期能更全面性地協助各項觀測研

究，並對未來的國際合作計劃做先期準備工作。 
 

基礎設施改善 
 
今年度鹿林天文台新設由環保署與中大大氣物理所、環工所、化學系合作的中尺度環境

研究背景站（見研究報告章節），基於安全考量，背景站電力系統與天文台分開獨立設置，背

景站為兩層樓建築，設有氣體採樣口及氣象塔，未來相關的儀器設備將由戶外移至戶內，提

供更好的採樣品質，並降低非必要的人員干擾。其他的各項基礎設施並無重大變更，僅進行

了電力系統避雷措施補強與消防設備補強等兩項改進工作，而針對 LOT 即將進行的主鏡重鍍

工作，則預先建立了所需的吊運設備。 
 

   
末端增設之雷擊保護裝置      戶外增設之導電銅板 

 
鹿林天文台地處落雷區，易受雷擊或感應電流影響，造成儀器受損並有危及人員安全的

問題，在營運計劃及校補助款共同分攤經費的情況下，針對這些問題加以改善。首先在室內

各重要儀器迴路的末端開關加裝雷擊突波保護器，減少感電時進入敏感儀器的電流量，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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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建物（包含控制中心、SLT 及 TAOS 遮罩等）的電源系統開關箱中裝設雷擊保護器 28
個，在弱電系統（網路、RS232 訊號、同軸電纜等系統）中，也增設了 16 個雷擊感應電流保

護裝置；而在戶外的部分，則提升原有避雷針與整個電力系統的接地性能，增加地棒，加速

電流的洩放，降低遭受雷擊或感電的損壞範圍與人員危害的直接風險。 
 
LOT 的主鏡工作至今已經三年多，由於氧化及落塵、濕氣等影響，反射率降低，為了提

升反射率，預計在 2006 年將主鏡卸載下來，進行表面反射層重鍍的工作，由於鏡片含鏡室重

量將近一公噸，非人力所能進行，而安裝用的大型吊車並不適合進行單獨的鏡室吊運，因此

為了配合 LOT 主鏡重鍍所需的吊運工作，預先在望遠鏡室內進行了結構補強，並設置負載可

達 1 公噸以上的小型吊車，加上原有 LOT 安裝時的基座與機械設備，以解決要進行主鏡重新

鍍膜時的卸載及運送問題。 
 

儀器維護與更新 
 
本年度的 LOT 儀器部分新增了 0.5x 減焦鏡一組，提供需要大視場的觀測使用，可涵蓋

一般影像的四倍視場，對於星際物質或星團等目標可提升不少觀測效率，並減少後處理拼接

工作。周邊的輔助設施也進行了擴充或增補，例如擴增伺服器的儲存空間，便於觀測資料存

取、氣象監測系統的升級、CCD 快門更換等等。2005 年夏，LOT 的濾鏡盤因不明原因故障，

必須送回美國檢修，這段期間因缺乏適當的替代儀器，導致必須以舊的 AP-8 CCD 及僅能安

裝五片濾鏡的 FLI CFW-1 濾鏡盤工作，造成不小影響，針對這個部分將在明年增購備用濾鏡

盤，平常可提供 40 公分望遠鏡觀測，當主要儀器有問題時則可遞補，減少發生類似情況時的

影響程度。 
 
在原有 SLT 天文台圓頂內，新設了專供超新星搜尋及系外行星搜尋、口徑 40cm 的望遠

鏡系統，已達到可遠距遙控觀測的能力，本所研究生可於校內操作進行觀測，節省人員往返

時間與費用（詳見 40 公分望遠鏡報告，P）。 
 
LOT 於五月份新購 BVRI 濾鏡組一組及 Hα濾鏡，請光電所協助檢測該濾鏡之穿透曲

線，結果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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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1300B CCD Window 結露解決方法 
張永欣、林宏欽 

 
當 PI-1300B CCD 晶片冷卻至零下 50℃時，由於晶片外部僅處於近真空封裝，加上真空

室結構的金屬傳導，封裝的窗口玻璃會有降溫的情形，雖然沒有降到與 CCD Chip 一樣的冷

度，但此時玻璃外側接觸的潮濕空氣，便立即凝結水滴在玻璃表面，阻擋光線的進入。 

 

 
CCD Window 中央結露(上圖)，造成影像中央產生圓形不規則減光、星像暈化現象(下圖)

為解決這一個現象，我們採用在 CCD 窗口玻璃外側提供一足夠乾燥空氣之空間的方式；由

窗口玻璃往外還有機械快門、濾鏡（盤）兩層阻隔，雖然沒有達到密閉的條件，但並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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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接觸環境空氣，所以只要持續提供一足夠之小流量的乾燥空氣，便可以維持這個空間乾

燥，避免結露。 
 
如 何 持 續 獲 得 乾 燥 的 空 氣 呢 ？ 我 們 在 網 際 網 路 上 找 到 奧 地 利 一 個 天 文 台 

(http://www.harpoint-observatory.com/)，採用空氣管線流經過冷凍庫，將空氣冷卻到-25℃的方

式，以取得含水量 0.7047 g/m³的乾燥空氣，可是這要消耗極高的能量，還要解決管線內冷凝

水結冰的問題。因此我們改由飽和蒸汽壓的方式來獲得乾燥空氣，我們從壓力露點與一大氣

壓露點換算，當空氣壓縮為 8 大氣壓時，再將壓縮空氣冷卻到 2℃，以保持管線內冷凝水的

流動性，如此可以得到相當於露點 -23℃的飽和蒸汽，亦即玻璃表面必須低於-23℃時才會發

生結露現象，這是目前最為經濟的選擇，若需要更低濕度的乾燥空氣，可以再經二次增壓加

大壓力或是經由交換吸附式空氣乾燥機處理。 

 
壓縮空氣淨化系統配置建議 (摘自 http://www.hyperdryer.com.tw/) 

 
實際系統說明如下，使用一般空氣壓縮機將空氣壓縮到~8 Kg/cm2，先經過前置過濾器

(prefilter)將壓縮空氣內大部分水氣濾除，再經三道精密過濾器(SMC AF4000 + AFM4000 
+AFD4000)將壓縮空氣中的微量油氣精密濾除至 0.001PPM，同時濾除空氣中雜質顆粒至

0.01MICRON，以達到無油標準的高品質壓縮空氣。最後利用一流量計調整進入 CCD 相機的

空氣量，實測找出適當流量防止結露產生，目前系統使用的空氣流量估計約 500 cc/min。空

氣壓縮機馬達每隔約 12 分鐘自動充氣。 
 
系統中原本裝置有冷凍式空氣乾燥機將壓縮空氣冷卻，實際使用發現只要將空氣流量調

大即可完全杜絕結露現象，故將空氣乾燥機移除。冷凍式空氣乾燥機使用壓縮機冷卻，既耗

電又發熱，移除之有利無害。 
 
最後整理幾點注意事項如下， 

 改用無油式空氣壓縮機，避免對 CCD 相機可能的油氣污染，並降低空壓機的維護需

求 (e.g. 機油更換...)。 
 CCD 端進氣口位置必須在快門下方的 CCD Window 區域，保持這個空間乾燥，才能有

效防止 Window 結露。 
 CCD 端進氣口宜用 L 形彎管，並將進氣端管線約 30cm 段包覆黑色膠帶，避免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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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流量寧大勿小，確保 CCD window 不會結露，以免觀測資料出問題。 
 我們目前使用的流量計(Dwyer RMA-150-SSV Air)指示範圍為 10~100 cc/min，然實測

發現 100 cc/min 流量太小，無法阻止結露產生，需調大至轉鈕白線指到約 10 點鐘

方向才行(最小流量 10 cc/min 約在 3 點鐘方向)，估計實際所需空氣流量約 ~500 
cc/min，待更換較大範圍流量計( 100-1000 cc/min)便知。 

 Dwyer RMA-150-SSV Air 流量計最大壓力上限為 100psi，故在 prefilter 處降壓至

100psi 以下，或調降空壓機壓力至 100psi 以下也可。 
 流量計範圍不可太大，以防 CCD 快門因高壓空氣而受損。 
 空氣壓縮機及過濾器宜加裝自動排除水器(閥)，減少人工維護需求。 
 空氣壓縮機宜選用較大的儲氣桶，降低打氣頻次，以減少馬達負擔。 
 空氣壓縮機打氣噪音很大，宜放置於無人隔間或遠離人員工作場所之處。 
 空氣壓縮機需定期(每 1-2 個月)洩除儲氣桶內積水/油垢。 
 一般使用機油潤滑的空氣壓縮機需定期(每 300 小時)更換機油。 
 LN2 冷卻 CCD 相機因 CCD 晶片冷卻程度達 -100 度 C，CCD window 溫度勢必更低，

可能需要更大流量換氣或使用更乾燥的空氣(加裝冷凍式空氣乾燥機)。 

 
PI 1300B CCD 相機目前使用的 Window 防結露系統圖 

 
REFERENCE 
http://www.harpoint-observatory.com/ 
http://www.hyperdryer.com.tw/ 
http://www.kinequip.com/PDF/SMC/AFD.PDF 
http://www.hyperdryer.com.tw/Precise-filter.htm 
http://www.swarmtop.com/p1.htm 
http://www.dwyer-in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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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站人員工作報告 
石俊雄、杜進全、汪榮進、石皓偉 

 
本年度駐站工作人員進行工作包含下列項目： 
1.協助觀測：協助觀測人員之食衣住行.固定每週採買，並協助簡單維修，讓其能安心觀測無

後顧之憂。 
2.天文台清潔：天文台之內部及周邊整潔、換洗床被單套、垃圾帶下山、花木種植，雜草修

整之工作。 
3.防颱工作：今年颱風甚多，做好防颱工作，使天文台的災害降到最低。 
4.接待：接待校友部落及天文台兩日遊及協助天文營完成天文教學活動。 
5.工程監督：林道駁崁工程及環保署，背景站工程適時提供工作進度及工程照片。 
6.協助 TAOS：每晚協助 TAOS 進行觀測及簡單維修。 
7.榮譽榜：參加學校運動會協助理學院獲得拔河第一名。 
 

鹿林天文台月用電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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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年 9 月之前只有每個月不定期的觀測及維護，無人員常駐，用電量相對較少。 
 2002 年 9 月一米望遠鏡安裝完成暨控制中心落成啟用，才開始人員 24 小時常駐。因此

2003 年用電量比 2002 年增加了約 210%。 
 2003 年 12 月基地台開始正式運作，因此 2004 年用電量比 2003 年增加了約 87%。 
 天文台陸續有新設施加入，但基地台因公司合併撤掉部分機組，故 2004、2005 兩年用電

量約持平，沒有明顯變化。 
 4 年來年用電量成長了約 6 倍。 
 2002、2003、2004、2005 電費平均分別約為 2.81、2.89、2.85、2.88 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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鹿林天文台年用電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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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公分遠距遙控望遠鏡 
胡瑞華、林宏欽、陳英同、李見修、陳鑭津、鄭宇棋 & 葉永烜

 

40 公分遠距遙控望遠鏡是在原 SLT (Super Light Telescope)天文台新架設的望遠鏡。此望遠鏡

主要的觀測目標是超新星的搜尋、尋找系外行星、Gamma-ray 爆發的後續觀測以及有特殊天

文現象時與 LOT (Lulin One-meter Telescope) 的同步觀測。圖一為 9P/Tempel 1 彗星深撞(Deep 

Impact)，撞擊 6 小時後由 40 公分望遠鏡所攝得的影像。 

 
目前系統經過 94 年 11、12 月兩個月的遠

距遙控觀測測試，觀測人員可以不用往返

鹿林天文台，便可以在任何有網際網路的

地方連線進行觀測。下階段將測試進一步

的自動化觀測，即不需觀測人員在旁控

制，直接交由電腦依排程觀測，預計 95

年 6 月可以達到自動化。圖二及圖三分別

為遠距觀測的監視畫面及遠端控制桌面。 

 

 

圖一、9P/Tempel 1 彗星深撞(Deep 

Impact)，使用 40 公分望遠鏡於 2005/07/04 
19:46 - 20:45 (CST) 拍攝 (13 張影像合



 99

成) 。 

 

 

圖二、遠距觀測的監視畫面，左上為鹿林觀測站的監視畫面、右上為鹿

林的天空、左下的畫面監控 40 公分望遠鏡的狀況，右下為圓頂天窗 

 

 
圖三、遠端控制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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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中大天文所鹿林山開發經驗 

全文原載於【台北星空 27 期第 32 頁~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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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遠在鹿林—天文台的現在與未來 
作者：葉永烜（國立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 

全文原載於【科學月刊 2005 年 10 月號第 800 頁~第 805 頁】 

跨國的天文研究中心 
如果你在中央大學天文所門前，搭乘每星期的定時班車南下，途中經過新竹、苗栗和台

中的平地，從南投水里開始轉入跨山過河的彎路。一路上，你不但可以看到台灣的秀麗風光，

也看到土石流帶來怵目驚心的災害。在高度漸增的途中，周遭的植被和景象也跟著變化。經

過 5~6 小時的車程，便到達位於玉山國家公園的鹿林前山。把隨身攜帶的儀器和物件背在肩

上，沿著一節節的石階，便要作 600 公尺的高陡度攀登，直到海拔 2862 公尺。 
 
在喘息之餘，腦中還在思索「仁者樂山，智者樂水」的意涵時，便已看到一個豁然開朗

的平台。順步進去，你的注意力便會被一個高達四層樓的控制中心，和數個大小不一的圓頂

建築物所吸引。這便是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的一米望遠鏡（Lulin One-meter/Optical 
Telescope，簡稱 LOT）、超新星望遠鏡，和中美掩星合作計畫（Taiwan-American Occultation 
Survey，簡稱 TAOS）的基地（圖一）。 

 
在天文台周遭走走，你會看到更多的天文觀察儀器，其中包括中央大學天文所的窄波巡

天計畫、中央大學大氣系的亞洲大氣污染物的長程輸送與衝擊研究站，及成功大學物理系的

紅色精靈極低頻無線電波偵測系統。其中，一米望遠鏡開放給國內外天文學家申請應用，而

中美掩星合作計畫則是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及美國加州大學羅倫斯利佛摩國家實驗室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LLNL）的合作計畫。鹿林天文台現在已經是一個

跨校以及跨國的天文研究中心，整個規模的起源如登山之路，有點崎嶇，也有點柳暗花明又

一村的感覺。 
 

一步一腳印的打造 
鹿林天文台的建設，是中央大學不斷地投入十多年的精神和心血而成。現今在天文台埋

頭工作的研究人員，可能無法想像在 4~5 年前，天文台還沒有水電供應，而通訊系統更是極

度缺乏的狀況。由於還沒有鋪上木頭階梯，那一條步道更顯漫長。對參加觀察工作的人員而

言，每一次任務都是體力和意志力的挑戰。 
 
幸好在 2000 年起，我們有機會與台灣大學和中研院合作，參加教育部的「追求卓越」

計畫，提出「宇宙學和粒子物理學」計畫方案。其中，中央大學負責建立國內天文學研究環

境的大架構。是在這個契機著力之下，我們才得以進行有關道路、通訊和水電的工程。計畫

執行過程中，更有機會得中央大學校方支持，使原提案中的控制中心得以完成。 
 
另一項關鍵性的發展，便是陳文屏教授物色到一部剛用過不久的一米望遠鏡，可以半價

購置。從德國搬運到台灣後，也很順利在 2002 年 9 月正式啟用，上線運作。現在說來這些好

像都帶點運氣，實際上，在過去的年月裡，我們是一步一腳印，沒有天文所同仁不折不撓、

同心協力的精神，鹿林天文台的一切可能還是遙遙無期。 
 
鹿林天文台是由林宏欽站長負責當地各項後勤和技術性事務。此外，還有四名當地鄒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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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年助理協助。他們的勤奮工作，讓國內和外地訪問學者留下很深刻的印象。事實上，美

國哈佛史密遜天文台（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台長 Charles Alcock，在一次科學

會議中，敘述鹿林天文台的從無到有，以致各項事情的井然有序，可稱許為一件英雄事蹟。

不到鹿林非好漢，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圖二）。 
 
至於望遠鏡時間的分配，則由中央大學、成功大學等院校教授所組成的委員會，針對每

季（一年中分為 1 月~6 月及 7 月~12 月兩季）國內外各研究小組提出的計畫加以審查，根據

科學目標的優劣及可行性，作觀測時間的分配。根據統計，鹿林天文台每季平均都有 18 個計

畫在進行。這表示 LOT 已成為國內天文學教育和研究的一個重要工具。 
 
南天觀測獨領風騷 

鹿林天文台的觀察工作可以歸納為幾個主題，這些都是利用到小型望遠鏡和台灣觀測條

件的優勢。因為小型望遠鏡的運作及時間的分配，都比口徑二米以上的大型望遠鏡更具有彈

性。所以 LOT 可以用來研究天文物體亮度，長達數小時以致數天的連續時間變化。 
 
由於台灣的緯度靠近赤道，經度則與夏威夷遙遙相隔幾千里。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集中

注意力在南方天空的目標，對於瞬間發生的天文現象（如超新星及伽瑪爆），更是在全天 24
小時占了 5~6 小時的便宜，獨領風騷。我們在文後便會提到，如何在這個基礎上，盡量發揮

台灣的科學資源，和天文研究的特色。 
 
當 LOT「開光」不久之後，便派上用場。成功大學、中央大學，以及美國耶魯大學的天

文單位有個合作計畫，是利用 LOT 和 RXTE 衛星的 X 光天文望遠鏡作同步觀測。這次的觀

察工作非常順利，也有很好的結果。此外，在全球性的 WEBT（Whole Earth Blazar Telescope）

計畫中，鹿林天文台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兩個例子，讓我們對台灣的天空觀測，在時

空的優勢更有信心。兩年的功夫下來，鹿林天文台有好幾個具前瞻性的天文觀察計畫，已經

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分述如下。 
 
中美掩星合作計畫 

這個原本由中央大學天文所、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所籌備處，和美國利佛摩國家

實驗室合作的方案，現有韓國延世大學天文系的加入。所以共有四個 50 公分的廣角望遠鏡，

聯合且同時監測數個恆星亮度的變化。 
 
觀測原理在於如果從一個恆星到地球的光線路徑中，偶然受到一個小物體的遮掩，產生

為時很短的掩星效應，把亮度降低。3~4 個望遠鏡同時觀測，便可以大幅增加這些瞬間掩星

現象的可像性（圖一）。 
 
此計畫的主要科學目標，是普查海王星軌道外的柯伊伯帶（Kuiper belt）中 10 公里左右

的小物體。最近有科學家找到一個在海王星軌道以外運行，直徑約為 2600 公里，名為 2003 
UB313 的物體。在柯伊伯帶外，很可能還保留著許多太陽系形成時所餘留的物質。這對太陽

系來源的理論有很大的挑戰。 
 
經過 5~6 年的埋頭苦解，TAOS 已展開正式的科學工作。除了柯伊伯帶物體的普查，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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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預料之外的大發現。想風流人物，還看今朝，它的成果衝擊力實可預期。 
 
鹿林發射線影像普查計畫 

鹿林發射線影像普查計畫簡稱 LELIS 計畫，是孫維新教授主導的另一個別具特性的計

畫。主要由三台 10 公分的廣角望遠鏡（視場＝2.8×4.2 平方角度）所組成。每一座望遠鏡都

配有特定濾光片（SII、OIII、Hα）。LELIS 的特殊功能在於能在短時間內，作大幅天區的巡

天觀察工作。由於短焦距的緣故，低亮度的恆星星際空間的物質全都一覽無遺。因為類似的

多波段設備，仍是鳳毛麟角，所以已經引起國際間天文界不少的注意。 
 
低質量雙星系統 X 射線源 

在雙星系統演化過程中的吸稱過程，會導致強烈的 X 光輻射。從它們的光度變化，可以

推導整個物理過程。一個特別有趣的目標便是 XTE J1118＋ 480。它的 X 光射線輻射的時間

變化，指向存有超駝峰（Superhump）現象，此由圍繞一個中子星的吸稱盤所產生。中央大

學天文所周翊教授的研究小組，利用 LOT 進行歷時一年半的觀察，在 2005 年 1 月中的觀察

資料中得到很有趣的重要結果。 
 
彗星和小行星的觀測 

1 公尺口徑的天文望遠鏡用於明亮彗星的觀察已綽綽有餘。在 2005 年初，研究人員用

LOT 拍攝到彗星 2004 Q2（Machholz）的 H2O＋離子尾結構的時間變化，這一筆資料將有助

科學家了解彗星離子尾的來源和演變。 
 
在小行星的研究方面，我們除了中央大學天文所同仁的計畫外，並極力推動國際合作，

其中包括了美國夏威夷大學 David Jewitt 教授的團隊，和日本宇航研究所的小行星太空探測

部門的阿部教授，協同觀測將來小行星計畫可能目標的物理性質。此外，中央大學天文所的

觀測員也發現了兩個新的小行星。 
 
超新星巡天計畫 

如前文所述，鹿林天文台的主要軟硬體架構，都是透過教育部以及國科會「追求卓越」

計畫的支援才得以完成。經過多方考慮，我們便敲定以「超新星的巡天觀察」作為相關後續

計畫的科學工作。一方面，這個計畫可以借重台灣的地理位置，專注在南方天空的星系目標。

從這個天時地利的條件，切入宇宙學研究的一個焦點。 
 
1998 年兩個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超新星研究小

組，不約而同地公布一個重要結果：從 Ia 型超新星的觀察可以推論宇宙在加速膨脹之中。由

此證明，愛因斯坦覺得鑄成大錯的「宇宙常數」確有其事。這個結果在一夕之間，將暗能量

（dark energy）這個匪夷所思的名詞，變成宇宙中無所不在的事物。 
 
中央大學天文所也是趁著這股銳氣，把握機會開墾超新星這個多采多姿的課題。從 2003

年底至今，已發現了 10 個超新星（圖三）。相關研究小組也和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大陸北

京天文台團隊建立合作關係。除了超新星爆發的監察外，還對「各類超新星亮度的時間變化

作追蹤」，和「超新星的發生和星系環境的關係」等題目展開深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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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瑪爆可見光餘暉的認定 
在宇宙深空中，有一種比超新星爆發還更劇烈的能量釋放，為時不過數秒，可以把整個

星系都照亮。這種謎樣的伽瑪射線和 X 射線的高能現象，往往會產生長達幾分鐘到幾十分鐘

的可見光餘暉。這些餘暉的亮度變化帶有伽瑪爆（Gamma-ray bursts）機制，和其火球擴張過

程的主要資訊。所以在太空中的 X 光或伽瑪射線望遠鏡，若偵查到這些瞬時事件，便會即時

通知地面上的天文台，希望能有機會在第一時間偵查到這些突然出現的光點。鹿林天文台的

LOT 在 2004 年便投入這項工作。 
 
這種龐大的國際合作計畫要得到成績，便在於天文台的觀察人員能否通力合作和任勞任

怨，將手頭上要進行的觀測暫時放下，主動轉移目標，替伽瑪爆餘暉計畫爭取這千載一時的

資料。當我聽到研究生們敘述這些默契和緊密合作關係時，不禁對「仁者樂山」這句話略有

所悟。至少在鹿林前山是如此！ 
 
中央大學天文所、日本東京的理化研究所宇宙線實驗室，以及大陸北京天文台共同合

作，組成一個伽瑪爆餘暉觀察網。經過多月來的努力，終於在近日連續得到數個餘暉的資料，

將鹿林天文台放入了伽瑪爆研究的版圖。整體而言，在這種大規模國際科學合作中，重要的

是團隊精神的建立。有了這些有形和無形的架構，現在的我們充滿信心追求更崇高的科學目

標。 
 
與夏威夷大學合作 

在十年前，大概還沒有人會猜想到，台灣本土的半導體製作技術可以超越美國。台灣本

土的科學資源極為豐富，現在更添加了事在人為的精神，所以我們應該更有企圖心。在我們

的藍圖中，鹿林天文台是攀登高峰、追求卓越的第一步。在規畫「台灣超新星巡天計畫」時，

我們已經注意到這類的研究工作在十年內的發展了。 
 
美國夏威夷大學天文所，和美國空軍合作的泛星計畫（ Pan-STARRS），是由四個二米

口徑的廣角望遠鏡組成。在 4 天時間內便能把整個天區攝照一遍。主要的任務，是偵查可能

對地球構成碰撞威脅的近地物體。但超新星的發現和亮度變化的監控、伽瑪爆餘暉、柯伊柏

帶物體普查，以至重力效應和大尺度結構也都是重要課題。 
 
所以泛星計畫的科學任務，和鹿林天文台的部分工作非常一致。我們希望能有機會和美

國夏威夷大學天文所建立合作關係，當這個計畫在 2006~2007 年上線後，這邊的研究團隊就

更有英雄用武之地。 
 
資料爆炸和資訊氾濫 

美國的國家光學天文台（National Optical Astronomy Observatory, NOAO）與相關學術隊

伍，也在規畫一個更大（8.4 米口徑）的廣角望遠鏡，如果一切順利，可能在 2010 左右便開

始操作。這個稱為「暗物質望遠鏡」的計畫有個非常特別的地方，便是將得到的觀察資料，

以近似即時的速度，公開給科學界使用，供相關人員從中擷取需要的資料作進一步的研究工

作。 
 
這種做法對研究人員極有幫助，也是目前天文學界的大趨勢。現在太空中有多架太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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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鏡在不同的波段，日夜不停地錄取資料。地面上大大小小的望遠鏡也是如此。天文學已經

面臨資訊爆炸和資料氾濫的情況。一小段時間內得到的影像或光譜，可能需要十倍甚至百倍

的時間來作整理和分析。所以有些太空計畫或天文台便索性把觀察資料都放在網站，供有興

趣的大眾取用。 
 

架構虛擬天文台 
當中一個有趣的例子，便是台灣一位業餘天文學家，利用歐洲太空總署（ESA）的太陽

鑒太陽圈太空站（Solar and Heliospheric Observatory, SOHO）太空船提供的圖片，發現了一

顆近日彗星。這是在台灣發現的第一顆彗星，而且沒有使用到望遠鏡！這種只在網站上存在，

把資訊科學和天文學的尖端發展結合在一起，以軟體為主的「虛擬天文台」的架構，現在已

成為各個國家天文台的主流思潮。 
 
台灣在這個新興領域應該極力發展一片天地，因為在「虛擬天文台」的高效益、低成本

投資，可部分抵銷大型硬體設備和儀器研發的不足；另一方面，也可以利用台灣在資訊科技

以及資料分析的優勢，激發天文研究另外的兩個重要方向。理論工作和數值模擬的發展，配

合著 e 科學的雷厲風行，國內產業更可由此提升。這實在值得國家科學委員會和經濟部重

視。我們在此只是藉著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的一些計畫加以簡略說明。 
 
培育天文人才的急迫 

最後，我們要探討一個重要的課題。根據最近一項調查，台灣的小學生對科學的興趣越

來越薄弱，這實在是一大警訊。事實上，在其他先進國家也存在同樣的現象，大家都在設法

扭轉這個局面，如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太空計畫便一直想盡辦法，把行星探測的有趣

結果放入中小學的教材。認知科學的專家更指出，幼稚園和國小的小朋友，如果在 7~8 歲前

未能引起科學的興趣，以後可能會越來越困難。 
 
比起其他的太空天文教材，火星、彗星、木星和土星，可以說是最容易引起小孩子的好

奇心與想像力，更不用說超新星殘骸和行星狀星雲的圖片。單就教育層面來看，美國航太總

署、歐洲太空總署、日本宇航局，以及其他國家的天文太空科學計畫，雖是耗資極鉅，但實

在都物有所值，我們有什麼理由不作同樣的思考？ 
 
從天文學研究大架構的建立，到以鹿林天文台作為培育人才的搖籃，以及凝聚研究能量

的中心，又談到天文教育在社會將來發展的功能，情況確實是有點緊迫。 
 
來趟奇妙之旅吧！ 

在今日的世界裡，哪個國家的年輕一代可以在科技出頭，便可以掌握國家的命運，下一

代能不好好培養嗎？在過去，可能只有強大的國家才能推動相關天文研究。但是在未來，可

能要以天文研究和教育來確保國富邦強。天文研究和教育，便是整個國家科技創新的磐石之

一。 
 
因此，歡迎大家有機會來到中央大學參觀，在這裡，你可以看到其他五花八門的天文研

究工作，也可以和我們一齊勾勒鹿林之路，從山下到山上，一步步地從一無所有到峰迴路轉、

豁然開朗，再到達最新進的技術，好仰視宇宙時空。這將是一個充滿奇妙事物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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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台日國際合作觀測 Deep Impact 任務 

原載於日本【星空月刊 2005 年九月號】 

 
 
 
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發現他們的第八顆超新星  

原文轉載自【2005-01-21/台北市立天文科學教育館電子報】 
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臺灣超新星巡天計畫（Taiwan Supernova Survey）」從開始加入超

新星搜尋戰局至今，在不到一年的時間內且觀測時間不多的情形下，已經發現了他們的第八

顆超新星--SN 2005O（SN 為超新星 Supernova 的縮寫，2005 為發現年，英文字母 O 為 2005
年當中全球發現的第 15 顆超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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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研究生陳英同利用中大鹿林山天文台 1 米望遠鏡 LOT (Lulin 

One-meter Telescope) 進行超新星搜尋工作，於國際標準時 1 月 16.78 日發現這顆位在 NGC 
3340 星系中的超新星，發現時亮度約為 16.1 等（未加濾鏡，如下右圖短線標示處），並在 1
月 20.650 日增亮至 15.2 等。在先前 2004 年 12 月 27 日的觀測影像中（下左圖）中並未有這

顆星的存在，因此確認為超新星。 
 

20041227 20050116 

 
「臺灣超新星巡天計劃」在葉永烜教授主持下，由林忠義、黃癸雲、陳英同及林宏欽等

成員共同執行觀測任務，利用 LOT 定期地進行超新星巡天工作。超新星大部分是在外星系中

被發現，平均每個晚上可以觀測 300 個以上的候選星系，並即時將新的星系影像與以前觀測

過的星系影像進行比對，如找出疑似超新星候選者的星體則可以進一步確認。臺灣超新星巡

天計劃採國際合作模式，合作單位包括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天文系 KAIT 及大陸北京國家天

文台。由於國外的超新星搜尋計畫集中於北半球，如 KAIT 與北台觀測天區皆以北天球天區

為主。利用台灣低緯度的地理優勢，選擇偏南天的星系，可以發現更多新的超新星，使超新

星的研究課題能有更多的觀測目標與資料，大幅推動國際水平。  
 
參考資料來源：鹿林天文台第 8 顆超新星 SN2005O，IAUC No. 8471。 
 
 
瑞雪紛飛  鹿林山天文台降下罕見三月雪 

原文轉載自【2005-03-21/中央大學電子報】 
【本報訊】三月初持續低溫特報，海拔近三千公尺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降下罕見的三

月雪，氣溫一路盪到零度以下，積雪達十餘公分厚，屋外一片銀白世界，工作人員興奮地堆

起雪人、打雪仗，僅管冷到發抖，但看到這場罕見的三月雪，大家都大呼「值得」！ 
 
相較於合歡山、太平山聚集了大批遊客，鹿林山天文台由於是學術觀測地點，因此「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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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止步」，一片片瑞雪不斷從天而降，四週道路、天文台都覆蓋了皚皚白雪。工作人員仰望繁

星點點同時，還能擁抱白色世界，都顯得奮興莫名。 
 
鹿林天文台位於鹿林前山，緊鄰玉山國家

公園，海拔高 2862 公尺，位於大氣逆溫層之

上，白日雲層籠罩，但傍晚後隨著氣溫下降，

雲層逐漸下降，因此可露出晴朗夜空，遮擋山

下光害，特別適合天文觀測。一般入夜後氣溫

約為 5℃～10℃，連續幾波冷氣團發威，可降

到零下 6-7 ℃。 
 

 
今年慶祝本校九十週年校慶，5 月 28、29 日將由

劉全生校長、張昭焚理事長領隊進行「參訪鹿林天文

台活動」，鹿林山天文台附近風景秀麗，原住民部落民

風淳樸，熱情好客，本次參訪除了可以飽覽天文科學

新知與欣賞山林自然美景，更可以親身體驗原住民的

風俗與文化。 
 
鹿林天文台目前設有中大 0.76 公尺口徑反射式望遠鏡，另有我國與美國等國家合作之

「中、美掩星計畫」0.5 公尺口徑超廣角望遠鏡構成的監測網。2002 年完成台灣最大口徑一

公尺望遠鏡上線，使鹿林山天文台成為台灣天文學術研究的聖殿。 
 
 
物理年接力點燈 419 台灣九處發光 

轉載自【2005-04-12/聯合報】 
紀念愛因斯坦發表相對論 100 周年暨逝世 50 周年發起的「讓物理光耀世界」活動，全

球物理迷將在愛因斯坦逝世的 4 月 18 日 (美國時間)點燈，台灣物理同好則準備在 19 日晚上

7 時在九個地方接力點燈。 
 
中華民國物理學會表示，活動同時另有線上點燈活動，參加者可到「讓物理光耀世界」

網站登錄個人資料，登錄成功後依照主辦單位規定的程序點燈，主辦單位網站上的世界地圖，

台灣就會多一盞燈。 
 
至於全球連線點燈將從美國紐澤西州愛因斯坦的故居啟動。台灣部分會在 19 日晚上 6

時 40 分由東岸花蓮縣立棒球場啟動，依序傳到高雄科工館、台南市運河、台南縣縣府廣場、

彰化八卦山大佛、台中科博館、新竹同步輻射中心，晚上 7 時在台北 101 大樓及玉山鹿林天

文台同時點燈。在 101 大樓上亮出全球最高的 E=mc2（相對論公式)。 
 
「讓物理光耀世界」全球網頁 http://www.wyp2005.at/glob1-light.htm 

記者孫蓉華／台北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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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念愛因斯坦 讓物理光耀世界 

原文轉載自【2005-04-19/聯合報/C8 版/教育‧文化】 
全世界紀念愛因斯坦發表相對論 100 周年暨逝世 50 周年，今天將有一連串的「讓物理

光耀世界」活動，今晚台灣有十個地點接力點燈，台北 101 大樓也將打出世界最高的 E=MC2，
德國電視台將來台轉播此一盛事。 

 
「讓物理光耀世界」活動聯絡人蔡美惠表示，如果不能親臨點燈現場，也可以上

www.419.com.tw 網站參加「世界線上點燈競賽」活動，民眾可先上網註冊，在今晚七點以前，

以簡訊傳送註冊時獲得的密碼到+43 676 800 676 777，台灣地圖上就會亮一個燈，只要台灣

的亮燈密度最高，就可以到瑞典接受世界表揚。 
 
蔡美惠說目前估計已經有一萬人上網註冊，有趣的是，此次有近 50 個國家參加這次的

活動，但網路點燈活動時台灣與大陸是分開計算亮燈密度，大會總網頁上還特地註明「This 
project must not be used in any way for political purposes!」即這個活動不涉及政治。 

 
除了網路及台灣實地點燈，如果最近在ＭＳＮ上看到顯示名稱前出現一個燈泡，這也是

參加相對論 100 周年的紀念活動，主辦單位也號召大家放上燈泡，跟世界一起點燈。 
 
蔡美惠表示，台灣的起始站花蓮將以原住民鑽木取火的方式啟動點燈，還會到彰化八卦

山大佛，並在玉山鹿林天文站點亮台灣最高的燈，估計全台將有數萬民眾參與。 
 
全球的點燈連線，將從美國紐澤西州普林斯頓城愛因斯坦故居開始，第一道雷射光束劃

破黑暗夜空，橫越美國國界及太平洋向亞洲挺進。接著分別往北沿著俄羅斯及往南同時繞經

日本與台灣，回程在奧地利會合，最後再回到起始點普林斯頓城。 
記者林怡婷／台北報導 

 
 
鹿林天文台光束上雲霄 

原文轉載自【2005-04-20/台灣日報】 
東南亞最高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昨晚配合全球 2005 物理年的「讓物理光耀世界」

（Physics Enlightens the World）點燈活動，在晚間 7 時點亮直達雲霄的光束，表達對愛因斯

坦卓越貢獻的敬意與辭世 50 週年的悼念，並慶祝該校 90 週年校慶。 
 
為了紀念愛因斯坦發表光電效應理論、布朗運動、相對論 100 週年，以及愛因斯坦逝世

50 週年，聯合國特地將今年定為全球物理年。奧地利兩位教授發起的「讓物理光耀世界」點

燈活動在愛因斯坦逝世的 4 月 19 日當天，由他生前最後工作的普林斯頓大學開始，在校園全

面熄燈後以雷射啟動點燈活動，一路往美國西部傳遞，跨越太平洋後到達日本、台灣、中國

等地區，然後持續往歐洲傳遞，跨越大西洋再回到美國，整個活動將環繞地球延續兩天，為

2005 物理年掀起第一波高潮。 
記者許瀚文/信義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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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發光 直沖三千公尺天文台    

原文轉載自【2005-04-20/中國時報】 
紀念愛因斯坦發明相對論一百周年，物理年系列活動之「讓物理光耀世界」，十九日晚

間將在全台各地同步點燈。海拔將近三千公尺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成為這一波點燈活動

的最高據點。 
 
此次傳遞燈火的活動，獲全球四十四國的響應，台灣在十九日晚上六點四十分開始由東

岸花蓮啟動，依序傳到高雄科工館、台南市運河、台南縣縣府廣場、彰化八卦大佛、台中科

博館、新竹同步輻射中心，晚上七點整在台北一０一大樓及玉山鹿林天文台接力點燈，隨後

再由東南亞各國及中國大陸、蒙古等地接力。 
 
此次活動由中華民國物理協會、工業技術研究院主辦，位在玉山上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

觀測站，是國內最高的天文觀測站，因此也獲選為傳遞燈火地點。 
 
為參加此次傳遞燈火活動，共計有四組重達一千公斤的燈具，從高雄北運至鹿林山登山

口，再透過索道吊上去，工程浩大。而且每盞燈有四千瓦，光束打向十一公里的高空，照亮

鹿林山夜空，遠從阿里山風景區、新中橫公路都可看到這項歷史景觀。 
 
「如果沒有愛因斯坦，新竹科學園區可能會晚二十年出現！」竹科同步輻射中心十九日

晚上，用同步加速器打出光束線，直接詮釋愛因斯坦對文明的影響力。並安排神秘嘉賓「愛

因斯毯」，台下八百多位學生及來賓立即為這位貌似大師的來台研究學者歡呼，「笑」果十足。 
 
昨晚七點零五分，「物理學光耀世界」的聖火傳遞到彰化；科學之神愛因斯坦的相對論，

在八卦山上碰到宗教之神的大佛。考試院長姚嘉文等人按鈕，大佛頓時光亮起來。百盞天燈

也從後邊升起，像物理學造福世界一般地，為這塊土地上的子民祈福。 
 
台南市政府，昨晚七點零二分在今年台灣燈會「鳳鳴玉山」會場，和世界同步行動，由

市長許添財、教育局長王水文、和成功大學物理系主任傅永貴，以飛箭方式點燃愛因斯坦提

出的相對論原理。亮起「E=MC2」。台南縣長蘇煥智打扮成愛因斯坦模樣，帶隊以騎協力車

發電方式，順利將燈點亮。 
記者鄭滄杰、陳愛珠、陳志成、葉明憲、楊淑芬、鄭緯武/綜合報導 

 
 
太空探索新發現 2005 GW60 小行星 鹿林天文台第二顆 

原文轉載自【2005-04-21/東森新聞報】 
國立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木下大輔博士與博士生黃葵雲，利用鹿林天文台

1 米望遠鏡，發現一顆新的小行星，目前已獲國際小行星組織確認並給予暫訂編號 2005 
GW60。 

 
木下（Kinoshita Daisuke）博士受黃葵雲之託，於 2005 年 4 月 8 日晚上觀測 SWIFT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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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衛星通報之伽瑪射線爆發源 GRB 20050408 的餘暉。由於預報位置的預差範圍頗大，因此

他們利用 LOT 總共觀測了 4 幅影像，才將整個預報範圍全部涵蓋。 
 
通常 SWIFT 衛星偵測到 GRB 爆發後，會立即通報全球相關單位進行後續觀測。黃葵雲

利用 DSS（Digital Sky Survey 數位星圖）查驗影像，發現兩個 GRB 的疑似目標。因此，她

與木下博士再度針對這兩個疑似目標進行確認，經兩小時的觀測後，卻發現其中一個目標「會

移動」--這是一顆小行星！經過與所有已知小行星比對之後，確定這顆小行星是以前從未發

現過的新小行星。經過 Vaisala 軌道程式計算位置與軌道元素之後，木下博士估計這顆小行星

的 V 亮度約為 19 等。 
 
為了取得新小行星的暫訂命名，必須連續觀測 2 晚以上的資料。不過 4/9 天氣不佳，讓

木下博士相當擔心；4/10 按 Vaisala 的預測位置再度進行觀測，終於成功地監測到這顆新小行

星，並立即進行小行星的天文位置測量，再將測量結果通報給國際天文聯合會（IAU）所屬

的國際小行星組織（Minor Planet Center，MPC）。MPC 確認後，於臺灣時間 4/11 發佈公告，

並給予暫訂編號 2005 GW60。 
 
這是鹿林天文台 1 米望遠鏡成立 2 年多來，所發現的第二顆小行星。木下博士目前擁有

這顆小行星的命名權，他表示考慮將這顆小行星命名為「中央大學 90（NCU90）」，以紀念恰

於今年邁入 90 周年的中央大學。 
東新新聞報訊 

 
 
中大發現小行星 鹿林天文台三年內連見兩顆 

原文轉載自【2005-05-13/大學報/7 版/地球紀實】 
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木下大輔（Kinoshita Daisu-ke），利用鹿林天文台一米

望遠鏡（Lulin One-meter Telesco-pe， LOT），在太陽系發現一顆小行星。這項發現純粹是個

偶然。 
當時木下待在玉山海拔二千八百公尺的鹿林天文台，忽然聽到一陣鈴聲，原來是天文所

博士生黃葵雲來電，請木下協助觀測伽瑪射線爆發源 GRB 20050408（目前宇宙中除大霹靂

之外，已知最劇烈的天體爆發現象）的餘暉。 
 
木下一口答應，馬上利用一米望遠鏡觀測餘暉。彙整資料後，他發現二個 GRB 可疑目

標，趕緊打電話給黃葵雲，而她請木下再確認一次。經過二小時觀測，木下有了大發現，按

耐不住興奮之情，火速通知黃葵雲。電話嘟嘟響了幾聲，黃葵雲接起電話還來不及說「喂」，

就聽到話筒那頭爆出這麼一句：「其中一個可疑目標居然會移動，它是顆小行星！」黃葵雲憶

及當時大木對她說的話，仍感到相當驚訝。她說：「萬萬沒想到天外竟飛來這麼一『球』。」 
 
木下上網搜尋已發現小行星資料，確定這顆「可疑目標」確實是新發現。他運用軌道程

式計算小行星位置，推估小行星未來的運行方向，以利後續觀測。 
 
據木下觀察，小行星位於太陽系小行星帶，距離地球二點三個天文單位（一個天文單位

是地球與太陽的單程距離），鄰近獅子座。星等為十九點八等，是相當暗的小行星。而太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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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小行星反射後，需過十九分鐘才會抵達地球。鎖定小行星軌道後，木下將繼續探測光度變

化以測知運轉週期。另外，他也將進一步觀察外部顏色，推測小行星可能的組成元素。 
 
目前這顆小行星已獲國際天文聯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IAU）所屬的

國際小行星組織（Minor PlanetCenter，MPC ）確認，暫定編號 2005GW60。擁有命名權的木

下博士，考慮將小行星名為「中央大學 90（N-CU90）」，以紀念中大創校九十週年。 
 
二年多前鹿林天文台剛成立時，中大天文所研究生張智威與陳秋雯，就曾用同一台望遠

鏡發現一顆小行星，並命名為「鹿林一號」，而木下發現的小行星是鹿林天文台觀測史上的第

二顆。 
記者翁英傑台北電話報導 

 
 
亮燈密度 全球第一 物理年點燈 台灣「光」耀世界 

原文轉載自【2005-06-21/中國時報/A8 版/社會脈動】 
紀念愛因斯坦，台灣光耀國際！全球今年發起「讓物理光耀世界」點燈活動，紀念愛因

斯坦發表相對論一百周年暨逝世五十周年，台灣在四十七個參賽國中，同時贏得世界線上點

燈競賽亮燈數最高密度國家、全球最高樓１０１點燈的榮耀，勇奪兩個世界第一，預計七月

十三日在瑞士伯恩接受榮譽表揚。 
 
全球四十七國參與「讓物理光耀世界」活動，總計六萬五千個線上點燈成功，台灣民眾

的熱情參與，更讓台灣亮燈數贏得最高密度，在世界地圖上成為最亮的發光點，點燈當晚的

高品質活動設計更脫穎而出，吸引全球注目。 
 
根據世界物理年大會規定，參與二００五世界物理年世界線上點燈競賽的國家民眾在網

站上完成註冊後，大會會傳送一組密碼，並以電子郵件通知一組電話。點燈當晚七點，將密

碼以簡訊方式傳送至大會通知的電話號碼，大會就會替參與民眾的國家點亮一顆小燈。 
 
「讓物理光耀世界」活動在台灣時間四月十九日晚上七點登場，全球同步進行線上點燈

競賽簡訊活動，總計四十七國登記註冊，收到來自世界各地卅二個國家、超過六萬五千封簡

訊。台灣民眾的團結與熱情，為台灣點亮了六千多顆小燈，亮燈密度最高（相對於總人口數

的線上點燈比例），勇奪世界第一。 
 
此外，世界最高樓台北１０１也點燈打上相對論公式（E=mc2）、海拔近三千公尺的中

央大學鹿林天文台更點亮直達雲霄的光束紀念愛因斯坦。 
 
前五名得獎的國家依序為台灣、奧地利、多明尼加共和國、拉脫維亞及斯洛伐克，保加

利亞排名第六，中國大陸第七、日本第八。全球線上點燈競賽得獎公佈網頁 
http://www.wyp2005.at/glob1-light.htm。 

 
中華民國物理學會理事長張慶瑞表示，台灣參與點燈的人數遠遠超過物理學會的會員

數，對這些熱情支持科普活動的民眾，該會致上最高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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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洛薇/台北報導 
 
 
台灣鹿林天文台第二個觀測重鎮 

原文轉載自【2005-07-03/聯合晚報/3 版/話題新聞】 
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探測「坦普爾彗星一號」的深撞彗星計畫，除了美國夏威

夷天文台之外，台灣的中央大學設在玉山的鹿林天文台將是第二個觀測重鎮。 
 
中央大學指出，夏威夷的天文台，就如同天文劇院的前排座位一般，是在撞擊發生時，

看得最清楚的地方。而在夏威夷的天文台觀測後，便由在台灣的鹿林天文台接手觀測，將為

此次太空任務留下珍貴的研究資料。 
 
雖然不是在第一排的位置，但中央大學表示，科學家預測撞擊產生的灰塵，以及可能從

內部噴發出的氣體，將造成明亮閃焰。由於估計撞擊後約六小時，亮度可能有明顯變化，當

時正值臺灣晚上 8 時左右，鹿林天文台因地理位置特殊，反而位於最佳監測地理位置。 
 
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葉永烜表示，此次彗星深撞太空計畫，370 公斤的撞擊體將以 3 萬

6 千公里時速撞擊坦普爾彗星一號，產生相當於 4.8 噸黃色炸藥的威力，預期將產生一個美式

足球場大小，深 7 層樓的坑洞。屆時搭配美國國慶日，等於上演一場太空煙火秀。 
記者袁世忠/台北報導 

 
 
天文奇景 七月四日深撞彗星計畫（Deep Impact） 

原文轉載自【中央大學電子報】 
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 所發射的太空船預計在台灣時間 7 月 4 日下午 1 點 52

分，深度撞擊並探測「譚普彗星一號」(Comet Temple 1)。觀測這次任務的最佳位置在美國夏

威夷天文台，下一站便是台灣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預料為此次太空任務留下珍貴的研究

資料。中央大學天文所七月初也將和台北市立天文館合辦推廣活動，帶領民眾更了解這項任

務的科學意義。 
 
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葉永烜表示，此次彗星深撞太空計劃（Deep Impact），美國 NASA

歷時六年方有成果。370 公斤的撞擊體將以 3 萬 6 千公里時速撞擊譚普彗星一號，產生相當

於 4.8 噸黃色炸藥的威力，預期將產生一個美式足球場大小，深 7 層樓的坑洞。屆時搭配美

國國慶日，進行一場太空煙火秀。 
 
全世界的天文台當天都會觀察此實驗，其中夏威夷的天文台將扮演關鍵角色，夏威夷的

居民將如同電影前排座的最好位置，在撞擊發生時，看得最清楚。而在夏威夷的天文台觀測

後，便由台灣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接手觀測，將為此次太空任務留下珍貴的研究資料。 
 
科學家預測撞擊產生的灰塵，以及可能從內部噴發出的氣體，將造成明亮閃焰。由於估

計撞擊後約 6 小時，亮度可能有明顯變化，當時正值臺灣晚上 8 時許，故中央大學鹿林天文

台因地理位置特殊，將位於最佳監測地理位置。故鹿林天文台的觀測資料將具特殊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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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是由太陽系行星在 45 億年前形成後，所剩下的物質所構成，因此彗星有如化石般

保留了歷史訊息。藉由研究彗星內部結構，將有助於我們瞭解太陽系形成初期及演化的過程。 
 
為把握這項難得的天文奇景，中央大學天文所將與台北市立天文館合辦推廣活動，包括

自己動手做彗星、模擬撞擊實驗、天文所葉永烜教授專題演講等。7 月 4 日晚間七點半，於

中央大學科四館，天文所陳文屏教授也將以「看地球人還手─2005 痛擊彗星！」為題進行演

說，歡迎對此次活動有興趣的民眾踴躍參加。 
中央大學秘書室 

 
 

彗星被撞後 6 小時 南投最佳觀測點 
原文轉載自【2005/07/05 聯合報】 

昨晚夜空能見度良好，南投縣中央大學鹿林山天文台人

員以天文望遠鏡，觀測彗星被深撞六小時後的灰塵及亮度變

化，並利用高感度數位相機連續拍攝畫面，希望留下珍貴研

究資料。 
 
撞前(上)鹿林天文台昨晚觀測彗星被撞後的亮度變化，

這是被撞前所拍的畫面。撞後(下)彗星被撞後六小時，光點

更亮了。照片／中央大學提供 
 
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葉永烜表示，全世界天文台都在觀

察這項實驗，其中夏威夷天文台是最好的觀測位置，如同電

影銀幕前排座位，看得最清楚；但估計彗星遭撞擊後六小時，

內部噴發出來的氣體閃焰，開始產生亮度變化，這時鹿林天

文台因地理位置特殊，成為最佳觀測點。 昨晚八時，鹿林天

文台搭配北京天文台興隆觀測站兩米十六望遠鏡，同時進行

光譜與光度的觀測。  
 
這次天文觀測任務除了中央大學駐台人員外，還有五位日本天文觀測人員參與，他們空

運價值三、四百萬元的「偏光攝像儀」到台灣，開車運到鹿林山腳下，再由原住民以人力搬

運上山，因山路坎坷難行，搬運工作艱險。 
記者余炎昆／南投縣報導 

 
 
觀撞擊彗星 中大鹿林天文台最佳 

原文轉載自【2005-07-06/聯合報/C2 版/桃園縣新聞】 
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發射的太空船前天成功撞擊「譚普彗星一號」，經由中大和日本「Ｐ

ＩＣＯ」天文團隊合作，以 1 公尺口徑偏光望遠鏡觀測，發現彗星在撞擊後形狀稍有拉長，

亮度也增加了 3 至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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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太空研究所教授葉永烜表示，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 所發射的太空船前天成功撞擊

「譚普彗星一號」，中大鹿林天文台透過日本空運來台具有「偏光攝像儀」功能的 1 公尺口徑

望遠鏡，拍攝到撞擊後的珍貴畫面，發現彗星形狀拉長，呈現橢圓狀，亮度增加 3 至 4 倍，

透過塵埃的分布和變化，對瞭解太陽系形成初期及演化的過程有重大意義。 
 
日本「ＰＩＣＯ團隊」首席科學家木下大輔說，中大鹿林天文台因地理位置特殊，處於

最佳監測位置，反觀日本目前處於梅雨季節，緯度較高，觀測條件不如台灣，因此選擇鹿林

天文台測監，從 7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為期 10 天。 
 
葉永烜指出，20 多年前太空任務開始之際，都是以大行星為對象，但目前小行星及彗星

已經取而代之成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從隕石分析，彗星含有形成生命起源的有機分子，地

球上的生命很可能是從其他彗星和小行星來的。 
記者游文寶/中壢報導 

 
 
中大觀星：呈橢圓狀改變 亮度增三至四倍 

原文轉載自【2005-07-06/中國時報/A14 版/國際新聞】 
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ＮＡＳＡ） 發射太空船成功撞擊「坦普爾彗星一號」，國內觀測

研究同步啟動，國立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第一時間拍攝及紀錄，對照深擊前照片，初步發現

彗星行進形狀呈橢圓狀改變，亮度增加三至四倍。 
 
位於玉山國家公園的鹿林天文台，海拔近三千公尺，配合這次「Deep Impact」任務，不

僅有中大天文所研究團隊觀察，包括日本國立天文台、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師生所組成

「PICO 團隊」，也遠渡重洋來台，跨國聯手合作，完成觀測紀錄。 
 
PICO 團隊最大優勢，就是帶來造價三百萬「偏光攝像儀」，直接由日本空運來台，透過

人力背運上山，專門研究撞擊後的塵埃分布和變化，加上中大全國最大口徑一米望遠鏡，相

輔相成。「PICO 團隊」的首席科學家木下大輔說，日本目前梅雨季節，緯度高，觀測條件不

如台灣。 
黃文杰/中壢報導 

 
 
深撞彗星計畫 臺日合作觀測 

原文轉載自【2005-07-07/中央日報/A14 版/教育‧藝文】 
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ＮＡＳＡ）所發射的太空船七月四日成功撞擊「譚普彗星一號」

（CometTemple1）。全國最高的中央大學鹿林天文台扮演重要角色，透過日本空運來臺貴重

的「偏光攝像儀」和全國最大口徑一米望遠鏡，拍攝到珍貴畫面，發現彗星形狀稍有拉長，

呈現橢圓狀，且亮度增加三至四倍，透過塵埃的分布和變化，對於了解太陽系形成初期及演

化的過程有重大意義。 
 
包括日本國立天文台、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師生所組成「ＰＩＣＯ團隊」，遠渡重

洋來臺，空運造價三百多萬的「偏光攝像儀」，透過人力揹運上山，運抵海拔近三千公尺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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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鹿林天文台，目的就是要記錄此次人類首次的撞擊彗星計畫。 
 
「ＰＩＣＯ團隊」的首席科學家木下大輔（中大天文所助理教授）說，中大鹿林天文台

因地理位置特殊，處於最佳監測位置。日本目前處於梅雨季節，緯度較高，觀測條件不如臺

灣，因此選擇鹿林天文台進行測監計畫，從七月一日至七月九日，為期十天密集監測。 
 
中大天文所教授葉永烜表示，人類首次撞擊彗星是天文科技上重要成就，扭轉過去太空

科技為軍事戰爭競賽的方向，未來太空天文科技發展應該以「地球村」的概念，非但全世界

的天文台都在觀測，所觀測到的資訊也會透過網路分享。 
 
另一個重要意義，就是人類把彗星從遠地觀測，變成第一次可在實驗室用人工做成的太

空船撞擊後予以改變。彗星是由太陽系行星在四十五億年前形成後，所剩下的物質所構成，

因此彗星有如化石般保留了歷史訊息。藉由研究彗星內部結構，將有助於我們了解太陽系形

成初期及演化的過程。 
徐乃義/中壢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