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章 從太空到地球 

5-1 浩瀚的宇宙 

一、名詞解釋 

1.  恆星 ：和太陽一樣，會自行發光的星體。 

2.  光年 ：天文學上的距離單位，為光行進一整年的距離。 

3.  銀河系 ：地球所在的星系。 

二、重點整理 

1. 夜空中的星星，大部分和太陽一樣，是會自行 發光 的星體，這種星體稱為恆星。 

2. 有些恆星看起來較明亮，有些則較黯淡，其原因除了恆星本身 發光能力 不同之外，也會受到

恆星與地球 距離遠近 的影響。 

3. 天文學上通常以 光 行進一整年的距離，也就是「光年」，作為 距離 的單位。 

4. 宇宙中的恆星分布並不均勻，有很多恆星、星團與星雲聚集的地方形成 星系 。 

5. 宇宙由小到大的組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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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太陽系 

一、名詞解釋 

1.  行星 ：不會自行發光，且繞著恆星公轉的星體。 

2.  衛星 ：繞著行星運轉的星體，如繞著地球運轉的月球。 

二、重點整理 

1. 太陽系中的行星： 

 

種類 類地行星 類木行星 

成員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與太陽距離  近   遠  

體積 小 大 

質量 小 大 

密度 高 低 

主要成分  固體   氣體  

衛星數 少 多 

2. 太陽系的行星之中， 地球 是唯一同時具有陸地、海洋與大氣的行星，也是目前發現唯一具有

生命現象的獨特星球。 

3. 在地球近地表的大氣以 氮氣 為主，約占所有氣體的五分之四， 氧氣 約占五分之一。而金

星與火星雖然具有大氣，但是均以 二氧化碳 為主，不適合生物的生存。 

4. 太陽系的成員中，除了太陽與行星之外，還有衛星、小行星及彗星。而其中彗星組成的物質主要

為 冰雪 和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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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晝夜與四季 

一、名詞解釋 

1.  自轉 ：地球本身繞著自轉軸不停地旋轉的現象。 

二、重點整理 

1. 地球本身會繞著 自轉軸 不停地旋轉，這個現象稱為自轉，每自轉一周就是一天（或一日）。 

2. 地球的自轉會形成 晝夜交替 的現象。 

 

3. 從北極上空俯瞰，地球自轉的方向是由西向東 逆時針 方向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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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人們在地表上仰望天空時，大部分天體都是每天由 東方 升起， 西方 落下。 

5. 地球繞著太陽公轉，公轉一周所需的時間為 一年 。 

6. 地球的自轉軸並非垂直於地球公轉平面，即地球的赤道面與公轉平面有一個 23.5 度的夾角，

這是造成地球四季變化的主要原因。 

 

7. 當陽光直射地球表面時，一定面積上的能量較為集中，導致地表溫度較 高 ；而當陽光斜射地

球表面時，一定面積上所得到的能量則較少，導致地表溫度較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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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個節氣的形成與比較： 

 

 太陽直射 北半球季節 
北緯 23.5度 

晝夜長短比較 

北緯 23.5 度 

正午竿影長度 

春分 

（約為 3月 21日） 
赤道 春季 晝夜等長 約為竿高長度一半 

夏至 

（約為 6月 22日） 
 北回歸線  夏季  晝長夜短  

無竿影 

（太陽於頭頂） 

秋分 

（約為 9月 23日） 
赤道 秋季 晝夜等長 約為竿高長度一半 

冬至 

（約為 12月 22日） 
 南回歸線  冬季  晝短夜長  約與竿等高 

9. 一天當中，太陽初升起時，竿影很長，當太陽逐漸升高，竿影也隨之逐漸縮短，當太陽升到最高

時，竿影最短，此時稱之為 正午 ，隨後太陽偏西落下，竿影又逐漸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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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月相與潮汐 

一、名詞解釋 

1.  日食 ： 當月球運行至太陽與地球中間，且排列成一直線時，月球會遮住部分或全部的太陽，

在地表造成陰影區，該區內的人可見到太陽被月球擋住的情形。 

2.  月食 ： 當地球運行至太陽與月球中間，且排列成一直線時，月球通過地球所造成的影子裡

面，使月球被擋住的情形。 

3.  潮汐 ： 地球表面的海水因太陽和月球的引力及相對位置改變，使海水面產生週期性的升降

現象。 

4.  滿潮 ： 在海水面周期性的升降現象中，海水面上升到最高水位時。 

5.  乾潮 ： 在海水面周期性的升降現象中，海水面下降至最低水位時。 

6.  潮差 ： 在海水面周期性的升降現象中，滿、乾潮間的水位差。 

7.  漲潮 ： 在海水面周期性的升降現象中，海水面從乾潮逐漸上升的期間。 

8.  退潮 ： 在海水面周期性的升降現象中，海水面從滿潮逐漸下降的期間。 

9.  大潮 ： 一個月中兩次最高水位的滿潮，是當月球、地球及太陽在一直線上時，由於月球及

太陽對地球上海水的引力相加所造成。 

10.  小潮 ：一個月中兩次最低水位的滿潮，是當月球、地球及太陽間的夾角呈垂直時，使得月

球對地球及太陽對地球上海水的引力互相抵消而造成。 

 



7 

二、重點整理 

1. 在太陽、地球和月球的相對位置中，地球上的人只能見到月球黑暗的一面，稱為 朔 或 

 新月 ；見到圓滿月球光亮的一面，稱為 望 或 滿月 ；見到半邊亮的月球，分別稱為上

弦月與下弦月。 

 
a.太陽、地球和月亮的相對位置關係圖 

 
b.一個月中的月相變化 

2. 月球繞地球 公轉 一周，在地球上即能見到月相變化的循環，約為 29.53 天。 

3. 當 月球 運行至 太陽 與 地球 中間，且排列成一直線時，會形成日食。日食會發生在 

 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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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 地球 運行至 太陽 與 月球 中間，且排列成一直線時，會形成月食。月食會發生在 

 望 。 

 

5. 地球表面的海水因太陽和月球的引力及相對位置改變，使海水面產生週期性的升降現象，稱為潮

汐。離地球較近的 月球 對潮汐現象的影響力較大。 

6. 每天滿潮的水位會隨著月球、太陽及地球的相對位置，而有高低不同的變化。在月相為 朔 或 

 望 時，會發生大潮；在月相為上、下弦月時，會發生小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