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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使用校內望遠鏡（14-inch）拍攝英仙座的雙星團 NGC884、

NGC869 及后髮座的球狀星團 M53，並申請 LCO 的望遠鏡(16-inch )拍攝同

為北半球后髮座的球狀星團 M53 以及位於南半球天體 Grus II、Tuc II 的

潛在星團，繪製出其星色星等圖(Color-MagnitudeDiagram,CMD)並分析之，

得出英仙座雙星團的年齡皆約在 10
7
年之間，兩者實際年齡相近；而南半

球天體Tuc II的 CMD以等年齡擬合後似乎有個趨勢，假設此趨勢為真，推

測其年齡相常年輕，約千萬年的數量級，可能是麥哲倫星流的物質所誕生。

在 M53 的部分，比較本校天文台和 LCO 申請排程的望遠鏡拍攝出的數據，

得出在北半球的部分 LCO 的降噪比較差，測量誤差稍大。 

 

壹、 研究動機 
 

上了高中後，參加了學校舉辦的天文營，第一次接觸到天文，發現各

種天文現象和宇宙的浩瀚都令人震撼，發現宇宙中原來有如此多我們並不

了解的事，而對於未知，我們更是感興趣。再跟著老師學習操作天文台內

的天文望遠鏡後，讓我們更能夠深入了解宇宙中的恆星、星雲和星團等等

的特性，在某次與老師的聚會中，我們知道有申請 LCO 望遠鏡排程的機會，

於是開始了解可以研究的目標，最後決定以星團做為研究主題，分析南半

球的 Grus II 及 Tuc II 潛在星團，但在開始研究前我們藉由拍攝 NGC884

及 NGC869驗證了我們的觀測方法，以及透過M53北天星團比較了校園望遠

鏡及 LCO 望遠鏡，最後再來分析 Grus II 及 Tuc II 的年齡近似值。 

 

貳、研究目的 
 

1. 觀測並繪出於本校拍攝的 NGC884 和 NGC869 星團之星色-星等圖(Color-

Magnitude Diagram,CMD)與 LCO 計畫觀測的南半球 Grus II 及 Tuc II

潛在星團之星色-星等圖以及 LCO 及本校天文台拍攝的 M53 球狀星團之

星色-星等圖。 

2. 利用上述星團的星色-星等圖分析並判斷星團年齡。 

3. 比較使用 LCO 及校園望遠鏡鏡所拍攝的 M53 星團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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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了解 Grus II 及 Tuc II 潛在星團是否為大小麥哲倫星系的伴隨星團。 

 

參、研究設備與器材: 

 
一、本校天文台設備 

   
圖 1，本校圓頂外觀及夜晚觀測時望遠鏡系統的照片 

 
表 1，本校望遠鏡設備參數表 

主鏡  感光元件(CCD) 本校圓頂望遠鏡座標 

Celestron EdgeHD 14 

口徑:14＂(356mm) 

焦距:154＂(3910mm) 

焦比:F/10 

 

SBIG STF-8300 

成像/像素陣列:3326 像素 x 2504 像

素 

總像素:830 萬像素 

傳感器尺寸:17.96 毫米 x 13.52 毫

米 

 

Longitude:  

118°18'  50.10" E 

 

Latitude:  

24°26'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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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CO (Las Cumbres Observatory)觀測 

 

LCO(拉斯坎布雷斯天文台)全球天空合作夥伴計劃的目標是激勵世界

各地的學生、教師和公眾參與科學。研究小組在指導老師的協助申請後，

透過 100 Hours for 100 Schools 這個活動機會，於 2021 年 11 月、2022

年 3 月與 5 月各獲得了 100 小時，合計 300 小時的望遠鏡觀測時間。 

 

肆、文獻探討 
一、 星團： 

同一個星團內的恆星彼此因引力作用而聚集，且皆在差不多時間

內產出自同一團雲氣，故它們應有相近的組成(金屬豐度)與年齡，距

地球的距離也相近，疏散星團是由數十到數千顆恆星所組成，而球狀

星團，由數萬至數百萬顆不等的成員星所組成。一般來說球狀星團因

組成星球多，質量大較有可能與星系生成時間相近，而疏散星團主要

分布於銀盤上，受外力如重力波、超新星爆炸影響而形成。 

 

二、 UBV 光度學： 

UBV 測光系統乃於 1950 年代，由美國天文學家強生(Johnson)和摩

根(Morgen)提出，其中 UBV 波段分述如下：U band 為近紫外光，波長

在 360nm、B Band 為藍光，波長 440nm 和 V Band 為黃綠光，波長在

550nm。由下圖 2 可知，恆星輻射強度隨波長的分布，近似於黑體輻射

的能量分布，因此恆星光譜也隨著光譜型的不同而變化；恆星的表面

溫度高時，輻射能量的峰值落在藍色區域，反之則在紅色區域。 

而色指數 (color index)為天文學上使用顏色來表示恆星表面溫

度的一種方法，要測量此數據必須要使用至少 2 種濾鏡「U 和 B」或是

「B 和 V」的差值，該系統定義的原點在 A0 型恆星光譜測得的 U-B 和

B-V 為 0。因此若所測量的恆星 B-V 的值小於 0，此恆星的表面溫度高

於 A0 型恆星，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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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不同表面溫度的恆星輻射強度與波長分布圖(朱永鴻, 2016) 

 

 

三、 赫羅圖（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簡寫為 H–R diagram、

HR diagram 或 HRD）： 

恆星的光度和表面溫度為其主要特徵，並且將它們統計成赫羅圖。

其中圖的刻度也能改成其相應量例如縱軸的光度由絕對星等代替，橫

軸的表面溫度以光譜型或色指數代替。 

 

 

 
圖 3、絕對星等與 B-V 色指數座標的赫羅圖 

Siarhey Hadon, Ivan Adami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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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赫羅圖和星團年齡的關係： 

同一星團內的星各有不同的質量，但可視為同時誕生。當我們把

星團的成員展示在赫羅圖上，當星團誕生一段時間後，低質量恆星由

於燃燒速度慢，仍留在主序帶，而大質量恆星由於燃燒速度快便開始

脫離主序帶，而在星團的赫羅圖上，便能找到脫離主序帶的轉折點，

在轉折點的恆星年齡，即為星團的年齡。 

 

 
圖 4、赫羅圖和星團年齡的關係(朱永鴻, 2016) 

 
五、 星色星等圖(CMD，Color Magnitude Diagram) 

 
距離模數： −M  m ＝ −5  5logD 

M: 絕對星等           m: 視星等         D: 距離 

由於星團所屬恆星之間的距離對比星團與地球的距離，恆星間的

距離相對很小，基本上可視星團整體成員星與地球之距離相同，因此

我們可以將距離(D)視為相同 

                        −M   m ＝ −5  5logD  

因 M-m 僅差了一個定值，因此研究小組可將視星等來替換赫羅圖

中的絕對星等，此種圖就為星色星等圖(CMD)，CMD 亦可與赫羅圖有相

同的功能，判斷其年齡、溫度(顏色)和光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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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星團等齡線 

繪製等齡線的網頁(http://stev.oapd.inaf.it/cgi-bin/cmd) 

 
調整所繪製的等連線參數 

在 ages 的欄位中選擇所要繪製的等齡線年齡 

 
輸出圖檔 

 
將檔案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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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等齡線的 txt 檔 

 
可再將此檔案透過 topcat 應用程式做照片的疊合 

此網站所提供的等齡線屬理論值，可做星團年齡的估算 

 

 

伍、研究方法與結果 

 
一、 本校圓頂天文台 

觀測方法與步驟: 

(一) 使用本校望遠鏡，進行 RGB 三波段濾鏡拍攝，拍攝原始照片如圖

6、7所示，使用濾鏡參數如下：紅色濾鏡(red)，穿透波長

590–700nm、綠色濾鏡(green)，穿透波長 480–590nm、藍色濾

鏡(blue)，穿透波長 400–510nm、上述三濾鏡的穿透率皆接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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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RGB 濾鏡波段(https://www.baader-planetarium.com/en/baader-

uvir-cut--l-filter-%E2%80%93-cmos-optimized.html) 

 
  

  

R 波段 G 波段 B 波段 

圖 6、NGC884 的 RGB 波段照片的其中一張 

 

 

   

R 波段  G 波段  B 波段 

圖 7、NGC869 的 RGB 波段照片的其中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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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波段  G 波段  B 波段 

圖 8、M53 的 RGB 波段照片的其中一張 

 
(二) 拍攝暗電流、平場與暗電流 

 

  

偏壓  暗電流 

圖 9、校園望遠鏡的偏壓及暗電流照片 

 

偏壓：在一個 CCD 上會有好幾百萬個像素，而每個像素特性必然

存在一些差異，在訊號傳遞的過程中，會加入一微小電

壓，以排除感光元件對讀出訊號的影響。 

 

暗電流：一般而言，在黑暗中，若沒有光線照射到 CCD 上，每個

畫素所測得數值應為 0，但電子元件會因觀測時通電所

造成的溫度，電子因溫度產生的熱擾動，會造成微量電

流而產生噪訊，且溫度越高噪訊越多，通常會將晶片降

溫讓噪訊下降，一般每下降 6℃，噪訊會減少一半，而

由於是在完全沒有光的情況下拍攝取得到的數據就叫暗

電流。 



10 
 

(三) 平場拍攝 

   

平場 R波段 平場 G波段 平場 B波段 

圖 10、校園望遠鏡的平場照片 

 

平場：一般光學系統的成像圈亮度，不是均勻的，而是周圍暗中

間亮的漸層圖像，而在像天文這種數據必須精準的情況

下， 就必定要減去掉多餘的數值。 

 

 

表 2 為我們在 2021 年 12 月 14 日-15 日於學校天文望遠鏡

拍攝英仙座雙星團 NGC884、NGC869 及 M53 的數據資料，拍攝 3

個目標，每個目標各拍三個波段，每個波段拍攝 9 張，每張照片

拍攝 60 秒，合計每波段的總曝光時間為 9分鐘。每個目標的總

曝光時數為 2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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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研究使用的校園望遠鏡觀測資料參數 

拍攝日期 使用濾鏡 曝光時間 總曝光時間 CCD 溫度 拍攝時間 

 

 

NGC884 

 

R 60s 60s*9 幅 -4℃ 2021/12/14 18:00 

G 60s 60s*9 幅 -4℃ 2021/12/15 19:15 

B 60s 60s*9 幅 -4℃ 2021/12/15 19:25 

 

 

NGC869 

R 60s 60s*9 幅 -4℃ 2021/12/15 18:45 

G 60s 60s*9 幅 -4℃ 2021/12/15 18:55 

B 60s 60s*9 幅 -4℃ 2021/12/15 19:05 

 

 

M53 

R 60s 60s*9 幅 -4℃ 2022/5/17 19:25 

G 60s 60s*9 幅 -4℃ 2022/5/17 19:35 

B 60s 60s*9 幅 -4℃ 2022/5/17 19:45 

BIAS NONE 0s 0s*9 幅 -4℃ 2021/12/14 

DARK NONE 60s 60s*9 幅 -4℃ 2021/12/15 

 

 
(四) 進行影像預處理： 

先將 RGB 波段的照片進行偏壓、暗電流和平場的校正處理，

再把校正後的各波段九張照片，修正每一張的偏移量後進行疊

加。 

 
(五) 孔徑測光測得星等： 

研究小組把疊加後的圖檔，以 Maxim DL 5 or 程式來逐顆

點選可見的所有星點，並選定參考星，利用參考星進行星等校正

後，匯整所點星點的星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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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參考星、設定星點選取範圍 設定孔徑半徑 

 

設定背景圈厚度(因為點較近所以厚度設

為 2) 

設定間隙寬度 

圖 11、取得星點數據過程 

 

 
圖 12、開始點選星點取得數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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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繪製:CMD(星色星等圖) 

    
用眼睛判段星星的顏色並不準確，通常天文學家都採用 UBV

系統的色指數 (color index)來量化恆星顏色，但本校的望遠鏡

的濾鏡為 RGB 波段，因此我們使用方法是使用 RGB 波段中的 B濾

鏡所得星等減去 G濾鏡所得的星等，得到 B-G 色指數，其中數字

越大代表恆星的顏色越紅，相反的，顏色則越藍。 

 
圖 12 為本校進行影像分析後的 NGC884、NGC869 以及 M53 三

個星團，透過 EXCEL 繪製而成的星色星等圖，其中縱軸為星等

(G)橫軸為色指數(B-G)。 

  

CMD of NGC884 CMD of NGC869 

 

圖 13、NGC884、NGC869 與 M53 的 CMD CMD of M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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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CO 部份 

LCO 望遠鏡觀測使用的是 0.4m+SBIG 6063，濾鏡為 Blue(Bessell 

B)、Green(Bessell V)、Red(SDSS r')，在這之中 B band 影像訊噪比

較不好，約為 V band 的 1/10，SDSS r'的 1/100，V band 1 分鐘約 13

等，3分鐘 14.5 等；視相度(Seeing) 1.6"~1.7"。 

在 2021 年時，由於是拍攝位於南半球的大小麥哲倫的潛在星團，

所以皆是使用 Cerro Tololo Inter-American Observatory(托洛洛山

美洲天文台)位於南半球以觀測窗口。因為設定的時間若太短，排程進

度若錯過就會取消提出的觀測，所以我們提出目標標攝時會讓窗口長

度多設幾天，如圖 13。 

 
圖 14、2021-2022 年利用 LCO 排程所觀測的數據 

(https://lco.global/education/partners/) 

 

 
LCO 資料在給使用者前，會進行預處理，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將從

LCO 得到的數據及照片(如圖 14、15)一樣以 Maxim DL 5 程式進行處



15 
 

理，再將資料放到EXCEL進行繪製，本文我們使用2021年 11月 4日、

7 日及 2022 年 4 月 22 日的 LCO 資料做探討。 

 

   

B V rp 

圖 15、11 月 4 日 LCO 拍攝 Grus II 潛在星團每波段拍攝 10 張其中一張  

 

B V rp 

圖 16、11 月 7 日 LCO 拍攝 Tuc II 潛在星團每波段拍攝 6 張其中一張 

 

  

B V 

圖 17、4 月 22 日 LCO 拍攝 M53 每波段拍攝 14 張其中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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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孔徑測光後的數據，同本校天文台的處理方式後，便得到各星

團的星等資料，再使用 EXCEL 繪製 Grus、TucⅡ及 M53 的星色星等圖

(如圖 18)。 

 

  

Grus CMD Tuc II CMD 

 

圖 18、Grus CMD、Tuc II 及 M53 的 CMD M53 

            

陸、討論 

一、 消光的修正考量： 

(一) 星際紅化： 

天體所發出的光傳遞到地球之間，會因為星際間的一些物質如

氣體或塵埃，造成光的散射和被吸收，而在其中藍光波長較紅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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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容易會被散射和被吸收，因此我們所觀察到的星光較未受氣體或

塵埃影響的星光更偏向紅色。 

星光在被紅化的過程中，其實也正在被消光，故兩者間應有一

定的關係存在，而研究也顯示在銀河系裡，「完全消光」與「選擇

性消光」的比例，為一常數。因此，若經過如圖 19 的雙色圖修正，

就有機會找到 U、B、V 各波段星光的真實數值。 

 

  
圖 19、利用雙色圖修正星際紅化示意圖(徐遐生，民 90) 

 

 

(二) 大氣消光： 

指光通過大氣時被吸收，在這中又分別以臭氧和氧吸收了紫外

線，而水氣則吸收了紅外線。 

 

我們受限於觀測工具主要為可見光波段濾鏡，在器材受限的影

響，因此在缺乏 U 濾鏡無法做消光修正的情況下，雖有誤差，但對

於本研究只針對數量級的年齡判斷，大趨勢應該還是可靠的。 

 

以上的星際消光對於等齡線的估算影響並不大，未做星際消光

處理的數據較比處理後的數據老10
0.2
~10

0.3
年，所以我們直接使用疊

合出來的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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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GC884 和 NGC869 的年齡估算 

 

圖 20、21 分別為 NGC869 和 NGC884 兩個星團 CMD 與星團年齡模

擬曲線的擬合圖，NGC869 和 NGC884 兩個星團 CMD 對於 10
7
年擬合的

最好，10
8
年稍差，10

9
年幾乎沒有對上，所以我們可以猜測兩個星團

的年紀介於10
7
年與 10

8
年之類，但較接近10

7
年，也就是千萬年的數

量級。 

 

   

10
7
年等齡線 10

8
年等齡線 10

9
年等齡線 

圖 20、NGC869 的 CMD 與 10
7
、10

8
、10

9
年等齡線擬合 

 

   

10
7
年等齡線 10

8
年等齡線 10

9
年等齡線 

圖 21、NGC884 的 CMD 與 10
7
、10

8
、10

9
年等齡線擬合 

 
 

等齡線無法完全擬合的可能原因有： 

(一) 等齡線與實際星團年齡有落差，因為擬合時只以整數的年齡數

量級調整，未考量非整數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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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等齡線的線型與星團的金屬豐度有關，但這關系到更學術性的

研究資料，所以我們不考慮此項修正。 

(三) 我們繪製的 CMD 並沒有做過非成員星修正，因為裡面的數據包

含前景星及背景星，所以散佈範圍大。 

(四) CMD中的暗星等部份散佈範圍大，可能是因為太暗了，星等的訊

噪比較差，因為測量出來星等的誤差值較大。 

(五) 因為設備不足，無法拍攝 U 波段，無進行紅化修正，因此會低

估星團的亮度，且因紅化因素，也會認為恆星星色偏紅。 

 

三、 LCO 南半球星團資料 

 

Grus II 及 Tuc II 潛在星團為南半球大小麥哲倫星系延伸系統

的潛在星團或是潛在矮星系，屬於不確定性質的天體。根據學者

Bica 2020 年的研究，Grus II 可能是麥哲倫星系的衛星星團或星系，

而 Tuc II 是尾隨大麥哲倫星系統。 

 

圖 22、23 為 Grus II 和 Tuc II 兩個星團 CMD 與星團年齡模擬

曲線的擬合圖，感覺沒有特別明顯的擬合趨勢。 

 

   

10
7
年等齡線 10

8
年等齡線 10

9
年等齡線 

圖 22、Grus II 的 CMD 與 10
7
、10

8
、10

9
年等齡線擬合 

 



20 
 

   

10
7
年等齡線 10

8
年等齡線 10

9
年等齡線 

圖 23、Tuc II 的 CMD 與 10
7
、10

8
、10

9
年等齡線擬合 

 

 

等齡線無法完全擬合的可能原因有： 

(一) 可能因為這兩個潛在星團的成員星都偏暗，所以測量到的星等

是偏暗部，散佈範圍大，而較亮星等的部份數量很少，故無法

確定其趨勢。在這兩個星團的 CMD 中，在圖的左下方有一大群

非該星團主序帶的星星，研究推論可能為前景星造成，受到前

景星的影響，也對判讀這兩個星團的主序帶，會有較大的誤差。 

(二) 可能這兩個天體非星團，而是矮星系，故成員星的演化非在同

一起點，即非差不多時間生成，故沒有特別的趨勢的 CMD 分佈。 

(三) Tuc II 的 CMD 相比 Grus II 的，略有趨勢，若此為真，以 10
7
年

等齡線及 10
8
年等齡線擬合的較好，則 Tuc II 可能的年齡介於

10
7
到 10

8
年之間。然而大麥哲倫星系的年齡約為 10

9
年，Tuc II

卻是個相當年輕的星團，猜測可能是由於大麥哲倫星系受到銀

河系的潮汐力影響，剝離了一些恆星和星際物質，形成了漫長

的麥哲倫星流，而 Tuc II 就是因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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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LCO 與校園望遠鏡所拍攝的 M53 星團資料比較 

 

 

校園望遠鏡及 LCO 的照片疊合 

圖 24、本校天文台(KMSH)與 LCO 觀測資料疊合圖 

 

由於我們想要進階觀測分析的目標為南半球星團，而且們無法

親自以校園望遠鏡來進行觀測，因此為了比較我們的分析方法用在

LCO資料上是否可行，數據的可讀性與相似性等等，我們找了一個目

標讓兩測站都可進行觀測，而由觀測結果分析可知，其實兩組數據

是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說我們以相同的分析方式來處理南半球

LCO 的資料是可行的，且判讀出來的結果應該有一定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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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論 
一、 本校觀測資料初步擬合出來的數據，在無修正情況下，數量級

符合目前已經的觀測結果，所以本校的地點及設備對於天文研

究還算不錯。 

二、 LCO 的數據無法按造 CMD 趨勢分布，明確指出 Grus II 及 Tuc 

II 是否為星團，其原因不知道是由於 LCO 的數據不足以分析

出，或是原本天體就不是星團的特性。 

三、 原本要比較大小麥哲倫所屬星團與銀河系所屬星團的 CMD 差

異，因為之前有看到新聞報導說，麥哲倫所屬星團，存在著很

老跟很年輕的年齡落差，但目前觀測的兩個麥哲倫潛在星團無

法說明此項。 

四、 Tuc II 的 CMD 似乎還是有個趨勢，假設此趨勢為真，以等年齡

擬合後，推測其年齡只有千萬年的數量級，相常年輕，可能是

麥哲倫星流的物質所誕生。 

五、 比較 LCO 北天以南天的望遠鏡以及校園望遠鏡 

觀測條件:LCO 南天稍及好於學校，但學校比 LCO 北天的好 

CCD 畫素:LCO 南天~學校>LCO 北天 

視野:LCO 南天 30'x20'，學校 16'x12'，LCO 北天 7'x4.5' 

 

 

捌、展望與心得 
LCO 的望遠鏡，雖然比較好一點，但由於時間上的不受控又加上時間

使用上的限制，可能就造成了一些數據上的不完美，相較之下，本校的地

面望遠鏡，因為 365 天只要沒有雲就都可以嘗試拍攝，因此即使設備和地

點沒有比較好，但在每天等待下，可以掌握拍攝目標的仰角及天氣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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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1909  

利用校園 14 吋望遠鏡，並申請國外 16 吋 LCO 望遠鏡時間，

取得星團觀測數據，目的是估計星團的年齡，並試圖判斷星團是否

來自鄰近星系。 

本研究學習到基本觀測影像處理、校正，以及將理論模型與數

據模擬。LCO 的數據看不出明顯主序，因此無法判斷年齡，也因

此不確定其來源。科學目標宜明確，如果 LCO 的數據不好（例如

太遠，主序短，或測光精準度不夠），就不需列入結果；而將自己

取得的雙星團以及 M53 數據，用更精準的參數（例如非整數對數

值），推論出年齡，然後跟文獻相比，也是良好練習，也才符合題

目與目標。



 

 

 

 

 

 

 

 

 

作品簡報



利用校園望遠鏡與LCO所測得的
星團星色星等圖求星團年齡

I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上高中後接觸
了天文，引發
了我們的好奇
心

得知有申請望遠
鏡的排程機會

想要以視野可及
的星團作為研究
目標(Grus II及
Tuc II)

驗證實驗方
法(NGC884
及NGC869)

比較本校天文
望遠鏡及LCO
望遠鏡(M53)

分析Grus II及Tuc 
II的年齡近似值

取得星點數據，
繪製興色星等圖
(CMD)

了解Grus II及Tuc II
潛在星團是否為大小
麥哲倫星系的伴隨星
團。



影像取得與修正

本校部分

使用本校望遠鏡，進行RGB三波段濾鏡及偏
壓、暗電流拍攝，原始照片如上圖所示

NGC884 R波段

LCO

偏壓 暗電流



平場

R波段 G波段 B波段

由上圖可以看出，各波段的平場訊號
相當明顯，所以平場的修正非常重要



影像預處理
先將RGB波段的照片進行偏壓、暗電
流和平場的校正處理，再把校正後的

各波段九張照片，修正每一張的偏移

量後進行疊加。

進行孔徑測光
研究小組把疊加後的圖檔，以Maxim DL 5 程式來逐顆
點選可見的所有星點，並選定參考星，利用參考星進行

星等校正後，匯整所點星點的星等資料。

本校部分 LCO

已處理好疊加好的影像



設定參考星

、設定星點

選取範圍

設定

孔徑半徑

設定

背景圈厚度

(因為點較近所
以厚度設為2)

設定

間隙寬度



繪製CMD
(星色星等圖)

本校和LCO的望遠
鏡的濾鏡分別為

RGB/BVrp波段，
短波長星等-長波長
星等得到色指數。

-NGC884 -NGC869

-Grus II CMD -Tuc II CMD



赫羅圖

赫羅圖：恆星的光度和表面溫度為其主要特

徵，圖的刻度也能改成其相應量例如縱軸的

光度由絕對星等代替，橫軸的表面溫度以光

譜型或色指數代替。



NGC884與NGC869
年齡估算
為NGC869和NGC884兩個星團CMD與星團年
齡模擬曲線的擬合圖，NGC869和NGC884兩
個星團CMD對於107年擬合的最好，108年稍

差，109年幾乎沒有對上，所以我們可以猜測

兩個星團的年紀介於107年與108年之類，但較

接近107年，也就是千萬年的數量級。

107年等齡線 108年等齡線

NGC869

NGC884

107年等齡線 108年等齡線



本校及LCO所拍攝M53數據擬合

透過分析水平

分支的聚落分

布位置後，發

現1010年等齡

線擬合最好

-本校所拍攝的M53  CMD

-LCO所拍攝的M53 CMD



LCO南半球星團資料
Grus II 及 Tuc II潛在星團為南半球大
小麥哲倫星系延伸系統的潛在星團或是

潛在矮星系，屬於不確定性質的天體。

根據學者Bica 2020年的研究，Grus II
可能是麥哲倫星系的衛星星團或星系，

而Tuc II是尾隨大麥哲倫星系統。

107年等齡線 108年等齡線

Grus II

Tuc II

107年等齡線 108年等齡線



本研究結論

2.本校觀測英仙座雙星團資料初步擬合出來
的數據，在無修正情況下，數量級符合目

前已知的觀測結果，約為107年的數量級。

1.得到學校及LCO望遠鏡影
像之比較結果，本校較佳。

LCO 拍攝的M53 校園望遠鏡拍攝的M53

3.推測Tuc II 與麥哲倫星系可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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