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天
氣晴朗的夜晚，天空中滿是星星，總能引起我們對天文宇宙的好

奇。而為了滿足這個好奇心，人類發明了「天文望遠鏡」，將望

遠鏡望向天空，放大天體的細節，讓我們看清楚月亮圓盤上的坑坑洞洞、

像是呼拉圈的土星環、繞著木星打轉的四顆衛星；更可以看到肉眼無法

看見的天體，例如天王星、海王星或是冥王星等，真令人驚奇！

不過更厲害的是，現在世界上有許多大型的望遠鏡，它們跟我們可以

隨身攜帶的望遠鏡截然不同，看得更遠，有著更好的解析度，而且結構

愈做愈大，有些真的就像巨無霸一樣！

還有些望遠鏡跟你想像的可能不太一樣。例如無線電波、毫米波、次

毫米波望遠鏡，長得就像是個淺淺的碟子，還能組合起來發揮更大的效

用！更厲害的還有上太空的望遠鏡，像是你常聽到的哈伯太空望遠鏡，

它所拍攝的影像帶給世人許多驚奇。不僅如此，未來還有許多野心十足

且驚人的望遠鏡等著上場！現在就跟著《科學少年》，一窺厲害的天文

望遠鏡吧！

遍布世界的天文望遠鏡，

就像是地球長了許多大眼睛，

它們睜得好大看著天空，

要替我們看向宇宙的最深處！

撰文／胡佳伶　企編／郭雅欣

地球的大眼睛

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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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遠鏡

圖源：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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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眼睛對著天文望遠鏡，感覺遙遠的

星星似乎被拉近了，原本因為太

遠、太暗而看不清楚的星體，都變得既明

亮又清楚。天文望遠鏡能有這麼厲害的魔

法，祕密就在內部的鏡子上！

望遠鏡的結構包含了物鏡和目鏡，其中

物鏡負責收集光線，將光線聚集到目鏡，

再由目鏡負責將光線送入觀察者的眼中。

對天文望遠鏡來說，負責集光的物鏡最重

要，因為物鏡的鏡片愈大，收集的光線愈

多，影像就愈明亮。人類的瞳孔直徑一般

只有 7公釐左右，物鏡直徑（又稱「口

徑」）7公分的望遠鏡，就能收集到比肉

眼多 100倍的光線，使肉眼看起來很黯

淡、甚至根本看不見的天體，也變得能清

楚看見了！

口徑大的另一個優點，是影像的解析度

變高。試試看，在白紙上畫兩個靠得很

收集的光線愈

認識天文望遠鏡

平衡重錘

遮光罩（內含物鏡）

尋星鏡

目鏡

調焦鈕

赤經
固定鈕

極軸望遠鏡
（對準北極）

赤緯
固定鈕

鏡筒

望遠鏡結構大解析
一般常用的天文望遠鏡都是單

筒的，主要分為折射式、反射

式、折反射式。在折射式望遠

鏡中，物鏡是可讓光穿透的

「透鏡」，在反射式及折反射

式中，物鏡則是可讓光反射的

「面鏡」，也就像我們平常照

的鏡子那樣。現在，就來認識

天文望遠鏡的結構，以及各

種形式望遠鏡的不同設

計吧！

物鏡
▲

目鏡
▲

▲折射式望遠鏡

物鏡為凸透鏡，可讓光線穿透並折射聚焦。折射望遠鏡的成

像品質比反射式來得好，但鏡片的透光率很重要，因此對鏡

片的品質要求比較高，售價也較昂貴。

面

的鏡子那樣。現在，就來認識

天文望遠鏡的結構，以及各

種形式望遠鏡的不同設

計吧！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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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筒望遠鏡
也能看星星？
比起天文望遠鏡，一般人更常使用

輕便好攜帶的雙筒望遠鏡，不但

適合看球賽、賞鳥，拿來看星

星也很好用，只是雙筒望遠

鏡的放大倍率和口徑一般不

高，觀察細節有限。觀察

時先以肉眼對準想看的

星體，不移動視線，把

望遠鏡舉起放到眼前，

比較容易找到目標。

▲折反射式望遠鏡

光線先穿過修正透鏡再經由凹面物鏡、副鏡反射，到

達目鏡及眼睛。結合折射式及反射式的優點，成像品

質良好，且光線折返多次可縮短鏡筒長度，便於攜帶。

▲

反射式望遠鏡

以凹面反射鏡為

物鏡，再透過鏡

筒內的一片平面鏡，

將光反射到鏡筒側面的

目鏡，折射到眼睛。反

射式望遠鏡的物鏡要做

大比較容易，鏡筒的

長度也可以做得比

折射式的短，便於

攜帶。

物鏡

▲

▲平面鏡

目鏡

▲

物鏡

▲ 修正透鏡

▲

目鏡

▲

▲副鏡

▲折反射式

光線光線光線光線光線先穿先穿先穿先穿先穿先穿先穿過過過過過過過

達目達目達目達目目鏡及鏡及鏡及鏡及鏡鏡及鏡及眼眼眼眼眼

質良質良質良質良質良好，好，好好，好，

物

目鏡目鏡

▲

近的黑點，然後把紙拿遠一點，是不是會分

不太清楚黑點究竟是兩個還是一個呢？口

徑愈大的望遠鏡，愈能夠將靠得很近的兩

個點分辨清楚。例如北斗七星中的第六

顆星：開陽，其實是由兩顆靠得很近的

星所組成的雙星，但用肉眼很難辨識出

來，下次有機會可用天文望遠鏡觀察看

看，會看得清楚許多。

相較之下，放大倍率在天文望遠鏡裡

不是很重要的功能，因為望遠鏡的放大

倍率可以利用更換目鏡來改變，如果想

要把影像放大一點，換個焦距短一點的目

鏡就可以囉！但因為物鏡的口徑固定不變，

所以收集到的光線和影像清晰度並不會改

變，因此影像放大反而會變暗、變模糊。

全世界
第一架望遠鏡

全世界第一架望遠鏡是在 1608 年，由荷

蘭的眼鏡商利普塞製作而成。一開始，望

遠鏡只能將遠處的物體放大三倍左右，大

概和現代的玩具望遠鏡差不多。

後來伽利略知道了這個消息，便著手進行改

良，製作出可以放大 20 倍的望遠鏡，最重

要的是，他將望遠鏡轉向天空，觀察到許多

令人驚奇的天文現象，像是月面原來並不光

滑，金星和月亮一樣有盈有虧，木星周圍有

衛星繞著它打轉，土星長了耳朵（後來才

知道原來那是土星環）！

伽利略的望遠鏡由兩枚鏡片

組成：物鏡是凸透鏡，

目鏡則是凹透鏡。

物鏡

▲

目鏡

▲

19ys.ylib.com  科學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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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一般用的望遠鏡口徑都是以公分計算，但天文學家為了

看到更遙遠的天體，所用望遠鏡的口徑動輒 8~10公尺，

可說是巨無霸等級！不過，這些巨無霸不常露臉，幾乎每個巨

大的天文望遠鏡，平時都在建築物內接受保護，不

受風吹雨打。這類建築物通常有著圓圓的屋頂，因此

稱為「圓頂」。觀測時，圓頂的頂部會打開，讓望遠鏡

露出，收集來自宇宙的光，這些光經過層層反射引導後，

再依據觀測需求，用不同的儀器接收並分析。

要做出這麼巨大的望遠鏡，有很多挑戰。比如說，若

是採用折射式望遠鏡的設計，透鏡會又大又重，在製作

上非常困難，因此大型望遠鏡都是反射式設計，用凹面

鏡來當做物鏡。

妙招1 用小鏡片組成大鏡片
大部分的大型望遠鏡，主鏡都是以多

片六角形的小鏡片組合而成，這樣可

以降低磨製鏡片的困難。採用六角形

小鏡片，則可讓接縫長度最短，減少

接縫對成像的影響。

巨無霸望遠鏡

妙招2  搭配「主動光學」系統
大型望遠鏡容易因為本身的重量、

溫度和風力而導致鏡面變形，因

此必須搭配良好的支撐系統，隨

時偵測主鏡扭曲的情形，以電腦

調整形狀，把變形修正回來。

支撐結構

致動器，內有
彈簧及活塞等
元件，可調整
支撐位置。

鏡片

 圓頂開啟1  光進入望遠鏡2

 經由主鏡反射3

 經由副鏡反射4

 部分光傳到側面
平臺上的儀器

5

 部分光傳到主鏡
背後的儀器

6

望遠
鏡的
使用及設計妙招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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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要做出這麼大的面鏡（通常稱為主

鏡），還是很不容易，想想看，要磨製一個直徑

8~10公尺的拋物鏡面，只要弧度有點誤差，就

會影響觀測成像，即使成功磨製出來，重力、

風力或溫度改變造成的熱脹冷縮，都可能使鏡

片變形。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並且讓大型望

遠鏡有更好的成像，好好幫我們觀測宇宙，

科學家在設計大型望遠鏡時，使用了許多妙

招呢！

妙招3 搭配「自適應光學」系統
從宇宙傳遞過來的光，經過大氣層來到望遠鏡時，會

受到大氣擾動的影響，使得成像不斷晃動。因此，科

學家利用雷射在天空中打出一顆人造的假星星，隨時

監控大氣對這顆假星星的影像造成的扭曲狀況，並根

據監測結果快速校正影像，修正大氣的影響。

妙招4 干涉技術
當兩個望遠鏡同時觀測同一個地方時，由於它們的

位置不同，因此同一個天體放出的光到達各望遠鏡

的時間也有微小差距，科學家將望遠鏡接收的光做比

對，得知這個微小的差距後，可以

回推出更準確的天體位置，這

稱為「干涉技術」，能

大幅提高解析度，效

果就像是來自另一個更

大口徑的望遠鏡，有多大呢？

這個口徑等於兩個望遠鏡之間的

距離！

臺灣最大望遠鏡

鹿林一米望遠鏡
你知道臺灣最大的望遠鏡在哪

裡嗎？就是中央大學天文所蓋

在鹿林前山的一米望遠鏡，雖

然和動輒八公尺、十公尺等級

的世界大型望遠鏡相比，一公

尺的口徑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但這裡可是培育了不少臺灣的

天文人才呢！

■    請見《科學少年》第42期〈天文臺

上的Maker ─林宏欽〉

凱克望遠鏡

主鏡：兩座，各為 10 公尺

位置：美國夏威夷州茂那開亞山，海拔 4145 公尺

特色：擁有兩座世界上口徑第二大的光學／近紅

外線望遠鏡，可利用干涉技術進行觀測。

ys.ylib.com  科學少年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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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一種望遠鏡相當特別，使用的不

是鏡子，而是一個個像碟子一樣的

天線。它觀察的不是一般肉眼所能見到的

可見光，而是無線電波，以及次毫米波、

毫米波。宇宙中的天體會發出各種不同波

段的電磁波，肉眼所能看到的可見光只占

了其中小小的一部分，為了更全面的研究

天體，從各個波段進行觀測是很重要的！

不過，想觀察這些波段，望遠鏡的口徑

必須比光學望遠鏡大很多，單一天線很難

達成。因此，碟形天線望遠鏡常常不只一

臺，而是將很多個望遠鏡組成陣列，利用

干涉的原理，形成解析度更高的望遠鏡。

厲害的是，科學家把「陣列」的概念不

斷擴大，這些天線甚至不必放在一起，例

如美國的特長基線陣列，就結合了分布在

美國各州的十具無線電波望遠鏡，模擬成

口徑達數千公里的超大型望遠鏡。

還有更狂的！「事件視界望遠鏡」這個

大型計畫，結合了世界各地的無線電波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位於智利安第斯山脈查南托高原，海拔 5058 公尺。這個陣列

包括了 54 座口徑 12 公尺的天線，以及 12 座口徑 7公尺的天線。這些天線可以移動位置，組成

不同的陣列。它的解析度可達 4毫角秒，相當於從臺灣最南端看見 101大樓上的一枚一元硬幣。

天線也能當望遠鏡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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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中的天線，每個

都是龐然大物，一個口徑 12 公尺的天線高達 147 公

分，重達 100 公噸，因此在改變陣列形式時，必須

利用大型的推車小心翼翼的移動。

望遠鏡，其

中包括了位

於格陵蘭的

格陵蘭望遠

鏡、夏威夷的

次毫米波陣列（SMA），以

及智利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

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

連成一個超級大三角，相當

於一個和地球一樣大的虛擬

望遠鏡！它的解析度可以達

到 20微角秒，相當於可以

從地球上看到遠在月球上的

小籠包！

SMA

ALMA

格陵蘭望遠鏡

攝影：王為豪／圖源：Google Earth ys.ylib.com  科學少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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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了這麼多大型望遠鏡的介紹，真想親身

探訪它們。不過，這些望遠鏡幾乎都位

在杳無人煙，而且海拔很高的地方。這是因為

高山空氣稀薄，大氣造成的擾動較少（星星閃

爍就是大氣擾動造成的）。望遠鏡所在地夜晚

天氣晴朗的機會也要高，觀測的時間才充裕。

另外，因為大氣中的水氣會吸收紅外線、次毫

米波，如果望遠鏡要觀測這些波段，最好選在

空氣乾燥、水氣少的地方建造。天文臺重鎮

─美國夏威夷的茂納開亞山、智利的阿塔卡

瑪沙漠等地，就因為條件良好而建設了許多大

型望遠鏡。以下是世界知名的大型望遠鏡，看

看它們的所在地，是不是都符合這些條件？

▲

速霸陸望遠鏡
主鏡：8.2 公尺

位置：夏威夷茂納開亞山頂，海拔 4139 公尺

特色：支架極為粗壯堅固，可直接將副鏡換成超大型相機，

拍攝效果卓越，能得出視野寬廣、解析度又高的照片。

探訪巨無霸望遠鏡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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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地形建設的天線
位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臺（左圖）是單一天線的無線電波望遠

鏡，非常巨大─口徑有 350 公尺！能夠有這麼大的口徑，是因為這具

天線是直接建造在一座山谷中，順著地形建設。這樣做的好處當然是接

收訊號的面積很大，缺點是它無法轉動，只能永遠朝著同一個方向。

中國的「天眼」則利用了貴州獨特的喀斯特地形，這種地形是石灰岩地

層被水溶蝕而成，有時會形成巨大的窪地，天眼就蓋在這樣的窪地中，

口徑寬達 500 公尺，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單一天線無線電波望遠鏡。

▲大雙筒望遠鏡
主鏡：兩面，各 8.4 公尺

位置：美國亞利桑那州格拉漢姆山，

海拔 3300 公尺

特色：造型很特別，兩個主鏡位在同

一基座上，等效口徑為 11.8 公尺，是

目前集光面積最大的單一望遠鏡。

▲大加納利望遠鏡
主鏡：10.4 公尺

位置：西班牙加納利群島的

拉帕爾馬島，海拔 2267 公尺

特色：世界上口徑最大的光

學／紅外線望遠鏡，主鏡由

36 個六角形鏡片組成。

▲極大陣列電波觀測站
位置：美國新墨西哥州，海拔 2124 公尺

特色：以 27 座口徑 25 公尺的天線排列成 Y字形，解析度最高相當於可看

見 150 公里外的一顆乒乓球。

超大望遠鏡位於智利北部的阿塔卡瑪沙漠，海拔 2635 公尺。包

括四座各 8.2 公尺的主鏡，周圍還有四座口徑 1.8 公尺的輔助望

遠鏡，主鏡可以獨立使用，也可以和其他望遠鏡干涉。

25ys.ylib.com  科學少年圖源：Wikimedia Commons，Large Binocular Telescope Observatory，NRAO/AUI，Shutterstock ／繪圖：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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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射線 X 射線 紫外線 可見光 

10-13 10-11 10-8 4x10-7 7x10-7 

雖
然地球上有這麼多厲害的望遠鏡，

但不論是光學望遠鏡還是無線電波

望遠鏡，只要位在地面上，無可避免還是

會受到大氣擾動的影響，造成影像變形扭

曲。此外，大氣層會吸收電磁波中特定波

長的光線，如 X射線、γ射線等，在地

面上都觀測不到。想要擺脫大氣擾動，並

且從更多波段觀察宇宙中的天體及事物，

只有一個方法─把望遠鏡送上太空！

跟在地面建造望遠鏡相比，把望遠鏡送

上太空更困難，成本也更高。因為必須利

用火箭將望遠鏡發射出去，所以太空望遠

鏡的口徑及整體尺寸，都比不上地面的望

遠鏡；此外，太空望遠鏡如果出問題，也

無法隨時派人維修。

儘管如此，為了能全面探索宇宙，科學

家還是發射了許多太空望遠鏡，各有各的

功能和特色。

費米伽瑪射線太空望遠鏡

主要觀測波段是γ射線，γ

射線通常來自宇宙中比較劇

烈的事件，例如超新星爆炸、

脈衝星等，能量很高。

哈伯太空望遠鏡

主要觀測波段是可

見光及近紅外線。

雖然可見光在地球

上也觀察得到，但

太空中少了大氣擾

動，能得到很好的

影像品質。

10-8

紫外線 

4x

儘管如此

還是發射了許多太空

功能和特色。

費

主要觀測波段是γ射線，γ

費米伽瑪射線太空望遠鏡

各
波段
的

太空望
遠鏡

望遠鏡上太空

錢卓X射線太空望遠鏡

主要觀測波段是Ｘ射線，來源

包括黑洞、中子星等宇宙天體。

圖源：NASA E/PO, Sonoma State University, Aurore Simonnet，NASA/CXC/SAO，NASA，Shutterstock ／繪圖：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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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日系外

行星巡天衛星有

「行星獵人」之稱，

觀測範圍很廣，將

在兩年內搜尋全天

85%的範圍。

維修前的影像 維修後的影像

有特殊任務的太空望遠鏡
還有一些太空望遠鏡，身負特殊任務！比如近年來極

受矚目的克卜勒太空望遠鏡及凌日系外行星巡天衛星，

它們是專程上太空去搜尋「第二顆地球」的！

克卜勒升空九年來，觀測了 50 多萬顆恆星！而

今年 4月升空的凌日系外行星巡天衛星，將針對一些鄰

近的明亮恆星周圍，找找看有沒有類似地球的行星。

另外，還有些太空望遠鏡，竟然擁有觀測太陽的特殊

能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陽和太陽圈探測器」

（SOHO），它已經在太空中持續監測太陽超過

22 年了！它也是另類的「彗星獵人」，由於

太陽的重力強大，經常有彗

星撲向太陽，目前 SOHO 已

經發現超過3000顆彗星了！

紅外線 米波 毫米波 無線電波

3x10-4 10-3 0.01 100 （公尺）

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

▲凌日系外

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還有有 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些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太太空空太 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受矚受矚受矚受矚受矚矚受矚受矚受矚受矚受受受受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的的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克卜克卜克卜克卜

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們它它它 是是是是是是

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卜克克卜

今年今年今年今年今年今年今年今今年今年年

近的近的近的近近的近的近的近的近的近的近的近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另另外另外另外外另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戴了眼鏡的哈伯
太空望遠鏡的麻煩之一，就是不能如地面望遠鏡般隨時維

修。知名的哈伯太空望遠鏡剛升空時，就遇上了這樣的大麻

煩！科學家發現傳回的影像不如預期，仔細檢查後發現主鏡

的形狀磨錯了！雖然只差一點點，卻使得影像非常模糊。

由於哈伯已經遠在天邊，無法即時處理，因此是隔了三年

後，天文學家才趁著哈伯維修時，為哈伯配上一副眼鏡。幸

好這副眼鏡非常成功，也才有至今仍老當益壯的哈伯！

▲克卜勒發現的恆星之中，有

20~50％具有類似地球的岩質行

星，其中有些還可能有液態水

存在。克卜勒不久前才剛退役。

史畢哲太空望遠鏡

主要觀測波段是紅外線。紅外線的波長比

可見光長，可穿透塵埃，讓我們看見被塵

埃遮住的地方，例如銀河系的核心等等。

比

塵

。

赫歇爾太空望遠鏡

主要觀測遠紅外及次

毫米波段，這個波段可

以用來觀測較冷或較

遠的宇宙天體，以及較

早期的宇宙事件，例如

星系誕生的過程。

▲SOHO利用一種稱為「日冕儀」

的特殊儀器遮掩太陽耀眼的光芒

來搜尋彗星。圖為 2013 年 11 月

艾桑彗星通過太陽周遭的身影。

▲ SOHO 最重要的

功能是提供及時的

太空天氣資訊，在

日珥噴發時發出預

警，以免地球附近

的衛星或是地

面電網受損。

來來來來來來極極極極極極極極極

衛衛衛衛衛衛衛衛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恆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將針將針將針將針將針將針將將將將針將將 對一對一對一對一對一對一對一對一對對 些鄰些鄰些鄰些鄰些鄰些鄰些鄰些鄰些鄰些鄰

似地似地似地似地似地似地地地地似地似地似地似地球的球的球的球的球的球的球的球的球的球球的球的的球球 行星行星行星行星行星行星行星行星行星行星星。。。。。。。

有有有有有有觀測觀測觀測觀測觀測觀觀測測觀 太陽太陽陽陽太太陽太陽太陽太陽陽的特的特的特的特的特特的特的特的特的的 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殊

▲▲▲▲▲▲▲▲▲▲▲▲▲▲ SSSSS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功功功

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空太太太

日珥日珥日珥日珥日珥日日珥日日珥日日

警警警警警警警

次毫

圖源：NASA/JPL-Caltech/T. Pyle (IPAC)，ESA/Herschel/NASA/JPL-Caltech， STScI，ESA /ATG medialab，TESS，Alex Lut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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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超大型望遠鏡

預定啟用時間：2024 年

地點：智利北部的亞馬遜斯山頂，海拔 3046 公尺

主鏡直徑為 39.3 公尺，由 798 個六角形小

鏡片拼接而成，集光面積高達 978

平方公尺，建造完成後將成為世

界上最大的光學望遠

鏡，集光能力比當

年伽利略製造

的望遠鏡還強

了800萬倍，

比人類肉眼強

一億倍！

有
了這麼多厲害的地面望遠鏡，又有遨遊太空的

太空望遠鏡，該滿足了嗎？不！天文學家希望

能建造更大、更厲害的望遠鏡，望向宇宙的更深處，

解開更多宇宙奧祕。人類因夢想而偉大，未來，還

會有更多更大的超大型望遠鏡！

46

六角

8

6 公尺

角形小

▲ 30米望遠鏡

預定啟用時間：2027 年

地點：原本預定蓋在夏威夷茂納開亞山，但在夏威夷原

住民的抗議聲浪下，可能改建在西班牙加納利群島。

主鏡由 492 塊 1.4 公尺的六角形鏡面拼接而成，

集光面積有 655 平方公尺，解析度將達到哈伯太

空望遠鏡的 12 倍。

▲巨型麥哲倫望遠鏡

預定啟用時間：2024 年

地點：智利的拉斯坎帕納斯天文臺，海拔 2516 公尺

採用 7 個直徑 8.4 公尺的主鏡，集光面積高達

368 平方公尺，解析力相當於 24.5 公尺口徑，是

哈伯太空望遠鏡的 10 倍。

未來的望遠鏡

學望遠

比當

圖源：Giant Magellan Telescope–GMTO Corporation，ESO/M. Kornmesser，ESO/L. Calçada，
TMT Observatory Corporation，JWST，International Lunar Observatory Association 2015 ／繪圖：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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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軍月球！
有一項有趣的太空望遠鏡計畫，稱為「國際月

球天文臺」，預定在 2019 年發射一架口徑只

有 7公分的小型望遠鏡到月球南極，以測試

在月球興建望遠鏡的可能。月球南極沒有大氣

層的干擾，還能不分日夜進行觀測；但有遭遇

小隕石撞擊的風險，而日夜溫差高達 350 度

的環境也是重大挑戰。如果這個望遠鏡計畫

能順利完成，科學家將進一步在月球

表面興建兩公尺等級的無線電波

望遠鏡。

現在最眾所期

待的太空望遠

鏡，就是被譽為哈

伯接班人的韋伯太空

望遠鏡，這是一座紅

外線太空望遠鏡，預計

2021 年升空。由於必須

裝入窄窄的火箭裡，因此它的鏡片及遮陽板都

可以折疊，等到升空之後才展開。韋伯太空望

遠鏡會放在地球背向太陽處 150 萬公里遠的太

空中，因此如果出了問題，也無法維修。

▲遮陽板及主鏡左右

各三片六角形鏡片會

折疊起來，放在火箭

內準備升空。

▲升空後，遮

陽板放下。

▲

遮陽板往

兩邊撐開。

▲

遮陽板共五層，各

自分開且張到最大。

▲

副鏡支撐

架打開。

▲主鏡外側折疊的鏡片展開。

系外行星特性探測衛星

預定升空時間：2019 年

會針對已知的系外行星做

更精密的觀測，能更準確

估計行星大小，更了解行星

的大氣含量與組成。

估

的

 韋伯太空望
遠鏡

即將升空！

鏡

伯接

望遠鏡

外線太空

鏡

主鏡口徑 6.5 公尺，由 18

面六角形的鏡片組成

副鏡
科學儀器

五層遮陽板

太陽能板

天線
追星儀

▲

天線伸出，

對準地球。

胡佳伶　臺北天文館解說員。

喜歡親近大自然，望著滿天繁

星感受千百年的星光匯聚，也

喜歡學習，和大家分享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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