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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什麼會發生日食？

•在月球繞地球公轉過

程中，若月球恰好運

行至太陽與地球之間，

且三者幾乎連成一直

線時，月球遮蔽太陽，

影子落在地球上，就

會發生日食。



2.為何不是每個月都會發生日食？
•月球公轉的軌道與地球繞日公轉的軌道不在同一平面上。

•朔日(農曆初一)月亮大多不會遮蔽到太陽，如甲位置。

•當月、日和地球連

成一線時(乙)，月

球影子落在地球，

才會有日食發生。



3.日食有哪些類型？

• 由於月球公轉軌道是橢圓形，地
月相對位置的變化產生日全食、
日環食及日偏食等不同的現象。



4.臺灣何時發生日食？
•日環食

–前一次：2012年5月21日(右圖)

–本次：2020年6月21日

–下一次：2215年6月28日

•日全食

–前一次：1941年9月21日

–下一次：2070年4月11日

•日偏食

–前一次：2019年12月26日(臺灣可見食分0.51)

–下一次：2023年4月20日(臺灣可見食分0.15)



5.日環食中太陽的變化
•初虧：月球與太陽的外緣接觸，

日食開始，可見偏食。

•食既：月球與太陽盤面內切，

環食開始。（日偏食無此過程）

•食甚：月球最接近太陽中心之時。

•生光：月球再度與太陽盤面內切，環食結束。

（日偏食無此過程）

•復圓：月球完全離開太陽盤面，日食結束。



5.日環食中太陽的變化

觀看日環食倍里珠時仍須使用減光裝置！

https://youtu.be/2cTpds4ag3U


5.日環食中太陽的變化-倍里珠



6.2020年6月21日日環食概況
•最大食甚位在中國及印度交界，食分

超過0.994，環食階段僅約38秒。

•臺灣也在能看到日環食的範圍內，全

臺食分皆超過0.92。

–雲嘉南、高雄、花東、澎湖及金門

部分地區食分超過0.99。

–太陽館地區食分0.987，

遮蔽率達97.5%

–環食階段歷時約1分鐘。





7.2020年6月21日日環食臺灣概況
• 全程歷時約2.5小時，環食階段約50-60秒，下圖為嘉義
地區當日情況。

• 如果想觀察到完整的日食過程，需挑選西北西方向無高
山或建築物遮蔽處。

太陽館地區食分0.987

遮蔽率達97.5%



7.2020年6月21日日環食臺灣概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7&v=cyVU5NJL92g&feature=emb_logo


戳0.5公分小洞成像也行
右圖—NASA
中上圖-MOMO購物網
中下圖-榮富國小

8.如何觀察日食？
針孔成像法

Credit：NYPL/Science Source / Photo 

Researchers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利用望遠鏡架設投影板投影。
要特別注意封住尋星鏡，以免誤看！

8.如何觀察日食？
望遠鏡投影法



https://itw01.com/U8KVOE2.html

8.如何觀察日食？ 使用太陽濾膜



Credit：Uriel Sinai / Getty Images News / Getty Images / Universal 

Images Group

合格的日食眼鏡必須將可見光
減至1/100000，紅外線減至3%，
所以，不能用太陽眼鏡觀測！

8.如何觀察日食？ 太陽觀測眼鏡



9.日環食拍攝-固定攝影



9.日環食拍攝：追蹤攝影
• 由於地球自轉的關係，追蹤天體必須使用赤道儀或微電腦控制的

經緯儀。相機＋長鏡頭或望遠鏡頭：300mm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