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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緊鄰大臺北地區的都會型國家公園，扮演著北台灣地區島嶼生

態核心及國人自然休閒遊憩之場所，但隨著日漸擴散的人工照明使用，更凸顯了陽明

山國家公園關鍵角色。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以維持自然地景多樣性的目標下，探詢暗空生態維護與治

理的保育方針。本計畫所涵蓋的面相涵括以下三項。(1) 國家公園照明體檢：透過星空

品質量測以及園區內照明熱點的識別，勾勒出陽明山的夜空品質輪廓。(2)暗空保育價

值的倡議與推廣：針對國家公園解說志工與遊客，進行相關知能培訓與環境教育，讓

公眾更加了解暗空保育之目的與方法。 (3) 暗空保育中長期策略研擬：暗空是一個新的

體驗，輔佐以新的保育規範，將為國家公園帶入新的價值。期望透過務實的策略發展

與落實，使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為東亞暗空生態保護的典範。 

 

關鍵字：暗空保育、國家公園照明管制、星空品質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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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計畫緣起 

人類與萬物在演化中發展出日夜明暗的生理規律。隨著在十九世紀二次工業革命

「電火」（電燈）的發展，以及日愈進步與普及的現代 LED 照明技術，人類居住地的

夜晚已不再黑暗。   

夜間照明的快速增長固然為人類帶來了許多方便之處，但在近代環境人造光源也

給自然與城市環境中的許多生物的健康帶來新的挑戰與威脅。過去發展 25 年間，人造

光源最少以 49%的速率成長，在特定區域的漲幅甚至高達 400%。[1] 

目前國際間不乏探討人工照明對於天文研究、生態系統、人類健康影響的學術文

獻，社會環境學家也逐漸構築以「暗黑」作為重要的環境基底的基礎論述。但由於暗

空相關的環境治理規範與相關的實務操作方法，在台灣的國家公園並未有進一步的探

討與引進。   

因此，本計畫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支持下，以緊鄰首都且光害最劇的國家公園-- 

「陽明山」開立先河，以此來梳理暗空相關的國際文獻，解析暗空價值在台灣本土落

地的途徑，開展兼顧保育標的與文明發展的環境倡議，並在台灣國家公園首先樹立暗

空保育的新典範。 

二、 國際暗空思潮 

暗空思潮誕生於美國亞利桑那州邊境的土桑市（Tucson, AZ），由於氣候乾燥與視

野良好，不但知名的基特峰國家天文台（Kitt Peak National Observatory）建立於土桑市

郊，國際暗空組織（Interna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IDA）更於 1988 年在該

市成立。土桑市及基特峰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天文研究者及業餘天文觀測迷的聖地，

除了依賴自然條件良好的夜空環境，更重要的是創造了暗空城市改革與星空產業發展

的雙贏模式，成為中小型城鎮的另類發展典範。 

暗空的核心理念是「明智地消費照明服務（mindful consume the lighting services ）」。

現有照明體系過度配置且效能低落，不但造成「光污染」疏離人們與自然星空的距離，

也扭曲了人們對於在地環境的想像、經驗與記憶，不適宜的光環境甚至可能不知不覺

中造成我們心理與身體上的傷害。醫學臨床研究已指出，長時間曝露於強光對於人體

褪黑激素（melatonin）之分泌將產生極大抑制。因此，暗空運動不只關係著重新回到

自然星空的懷抱，更企圖透過適宜的光環境之塑造為牽引，重新反省人與地的關係以

及身心狀態的均衡協調。亦即，暗空環境的打造其實與地方再生、文化資產保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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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慢食、慢行之寧靜倡議息息相關。暗空理念正是對過度經濟消費的反省，是尋求明

智生活狀態的另類實踐。 

為了實現暗空理念，土桑市的民選首長、議會、市民與專業團體一起協商全市的

光害管制立法，規範室內、公共及商業照明，其目的從單向控制光害，轉變為由明智

光環境塑造所引導之城市治理。該市 2012 年暗空法規開宗明義強調「在安全不打折的

前提下，兼顧能源節約與沙漠中的星空品質」1。此暗空規範其實不只是為了星空旅遊，

而是要透過長期正向溝通，達到公眾行為的改變。法規要求除緊急救難外，禁止全市

任何燈具直接向上投射。走在土桑市區中，可以看到街道採用色溫較低（3000K 以下）

的暖色燈具，而商業招牌則在不影響可辨識度下減低了三分之一亮度。根據 IDA 的追

蹤研究，土桑市基於照明「分區」、管制照明「時段」並改善照明之「色溫」及「亮

度」，於 2017 年降低了 7%的天際輝光（sky glow）2，更減少 37%的碳排放。這表示，

暗空環境塑造未必需要花大錢，即可在節能與環境品質獲得回報。然而，公私部門之

間（包括環保、建設、教育、文化及旅遊等部門）的通力合作卻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國際暗空組織（IDA）在全球已經有 50個支部（chapter），全世界大約有 120

個城鎮、社區或公園通過 IDA 的暗空認證。IDA 的成員不僅包括天文學家，更納入生

態學者、都市規劃及照明管理等專業人士3。IDA 暗空認證機制類似於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ISCO）針對世界遺產之動態管理制度。受認證對象即使通過基本條件採認，仍

需要透過逐年稽核審議並舉的方式，確保暗空環境可持續經營。IDA 認證從保護星空

品質出發，但安全與便利仍是暗空規劃的優先考量，並且相關環境指標、生態意識、

天文教育的宣導也是獲取認證的必要條件。目前暗空認證場址絕大多數分布於歐美，

亞洲目前通過認證的只有韓國的永陽、日本的西表島、神津島以及台灣的合歡山。 

對偏鄉遠域而言，暗空環境塑造可以是建立地方發展自信的重要立足點。例如位

於英法海峽的撒克島（Sark Island），全島夜間取消戶外燈具，居民夜間外出行動皆持

手電筒。哥斯大黎加的聖荷西市（San Jose）也為了保育烏龜及森林，引進暗空規範改

良路燈，這些結合暗空理念呈所現出的多樣地方特色，不但讓居民引以為豪，更帶來

觀星旅遊的經濟發展。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亞熱帶與溫帶氣候區，植物、動物生態相

當豐富，還有難以計算的昆蟲和無脊椎動物等等，成為生態觀察的絕佳地點。而暗空

的精神及「暗天不暗地」的訴求，能夠以生態旅遊的形式，結合天文、賞鳥、森林保

育等領域，透過與在地社群的深度溝通對話，形成發展共識。 

台灣暗空協會正式成立於 2020 年底，但過去三年間，協會的主要任務在於集合各

方資源，成功推動南投合歡山暗空公園。專業團隊服務包括三大工作項目：（一）根

 
1 引自 City of Tucson/Pima County Outdoor Lighting Code 101_3 條文。條文內容詳見

https://www.tucsonaz.gov/files/pdsd/codes-ordinances/2012_outdoor_lighting_code_.pdf 

2
 天際輝光定義詳見 http://darksky.org/tucson-arizona-u-s-skyglow-reduced-7-after-street-light-conversion/ 

3 請見 IDA 董事成員名單（https://www.darksky.org/about/board-of-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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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星空品質量測（SQM）及區位資源條件分析，規劃暗空公園選址及設施改善；（二）

體檢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光環境需求，透過參與觀察、訪談、工作坊及焦點座談等方式，

凝聚暗空發展共識及公約，研擬暗空公園發展期程、營運策略及管制措施；（三）規

劃符合並發揚暗空價值之天文教育、遊程及活動宣傳。 

三、 暗空倡議與環境基底論 

美國自上世紀初以來，都會地區莫不因為犯罪率飆升而煩惱。傳統的分析其不外

是種族，警力與社會經濟等因素。然而 1970 年美國開始禁止在汽油中加鉛，犯罪率開

始大幅下滑。 KEVIN DRUM在研究中指出，隱藏在空氣中的鉛，導致了犯罪，影響了

兒童智商與疫病流行。這並非說種族或經濟不是犯罪率的主要成因，而是在眾人明顯

感知的要素之外，還有其他基底(base)。 

 所謂基底，是分布廣泛，較難感知卻影響深遠的環境要素。例如空氣中的微量元

素，海溫與光環境等 。其體系類型幾乎都是複雜系統，觀察者一時一地未必有強烈感

受，但基底長期累積的能量卻可能導致生態系的劇變 。  

要察覺基底要素的變化，需要問題意識與測量工具。以環境中的光害為例，非點

狀光源的都市輝光(urban glow )與光侵擾(light trespass)，都是在全球暗空倡議後才逐漸被

認知。而測量光害的標的，也從單純的照度或流明，擴展至色溫與對生物關鍵的時段

或季節。  

環境基底的觀點要求吾人在量測技術的演進下，獲取更精確的資料，以推估短期

的衝擊與長期的變化。暗空倡議本是從天文出發，在三十多年後發展出對光環境知識

體系與城鄉照明治理的管制規範，對於以跨世代保育為法定目的的國家公園而言，無

疑是一個治理範型的提升。   

本計劃案針對人造光源對於生態層面影響進行文獻回顧，相關研究整理如以下以

作為暗空保育規劃之基礎。 

人造光源擴散之研究[2]：全球人造光源以平均 2％的速率成長，指出隨著光污染的增

加，對植物、動物群體和人類健康福祉產生相對應的負面影響。 

動物的可見光感知視野之研究[3]–[5]：研究指出不同生物對於光譜的敏感度不同，有

別於一般人類所感知的可見光之外（波長 380-760nm）。 

人造光源對生態系統產生之影響之回顧型文獻[6], [7]：以最新統計的資料庫指出生物

暴露於夜間的人造光源，將會導致生理、行為模式和生活史的變化，包括影響後代繁

衍數量、捕食行為、夜間辨識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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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生理學變化[8][9][10][11]：研究說明植物利用光，作為能量的來源與傳遞訊息之

功用，闡述植物對光的生理反應以及植物和動物之間因為光而產生的複雜交互作用關

係，其影響生物的物候、生長方式的生理變化。 

動物行為學變化[12][13][14]：以鸌形目的海鳥為例，指出大部分的雛鳥及小部分的成

鳥在夜間飛行時會受人造光源吸引而著陸（或迫降），並造成該海鳥的高死亡率。 

生態群落之影響[10], [15]：說明人造光源（路燈及其他照明）對不同生態群落的穩定性

及其功能造成影響。 

人造光對於動物迷航之研究[13], [16][17]：指出人造光源對海龜夜間迷航的問題。 

 

圖 1 水鳥熱點 

特生中心-水鳥 

 

圖 2 石虎熱點 

特生中心-陸域脊椎保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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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國家公園的成就與可能困境 

國家公園法自公布實施以來將近 50 年，目前有 8個國家公園管理處、1個國家自

然公園管理處以及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扮演管理者與執法者的重要角色，於維護國

家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有著諸多成就。除了地質景觀的保護，更提供了瀕危

物種與野生特有動植物復原的地方條件，在自然科研也有所建樹，成立以來輔導支持

台灣自然資源調查項目超過 600件，並透過各處成立之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將重要生

態保育概念與知識廣植於大眾的認知之中，國家公園對於催生台灣社會各種環境運

動、公民的土地倫理素養功不可沒。 

但國家公園同時擔負著保育與遊憩的雙重目標，在人均密度世界排名第十的台

灣，導致國家公園與人為活動的介面連結緊密，如何適當地協調兩者將是在地狹人稠

的國土條件下，從事自然資源保育的管理者，需要面對的關鍵課題。 

以過度遊憩為例，除了表面上「量」的管制，更深層迫切的是需要在國家公園核

心「質」的重申與識別，重申國家公園在自然資源保育的法定職掌，識別國家公園在

保存自然環境的跨世代使命。對於夜市型、園遊會型態等高人為侵擾的活動型態予以

排除及弱化，應回歸自然原野的純粹性、延續野生動植物的生態綠洲、架起人類綠色

心靈照護的棲所，重新定位「地景、生態、國人」三面向的綠色福祉為首要議題。 

隨著行政院 2019 年宣布「向山致敬」則象徵山林解禁的里程碑，面對山林遊憩人

口的大量湧入，更需打破過去保姆式立法的治理思維所造成國人缺乏對自身安全的當

責意識，在「開放山林」的行政作為中，透過「資訊透明」與「教育普及」讓國人體

認國家公園所保護的社會性生態價值，須優先考慮個體的便利性與保護性，才能在自

由開放的同時，保全台灣整體社會的永續環境利益。 

暗空計劃從中尋求面對過度遊憩的因應措施，以回應國家公園在台灣的發展所面

臨的可能困境。 

五、 陽明山國家公園暗空潛能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臺灣北端大屯火山群彙地區，以火山地質、溫泉、瀑布與多

樣的鳥類、蝶類生態資源為亮點，並緊臨臺北大都會地區，氣候與地理環境是影響觀

暗空運動的重要因素。陽明山國家公園海拔高度雖不高聳，但仍屬於山域環境，且交

通極其便利，且又具一定的星空品質、觀星地點和停車空間，故此更能吸引各地國人，

或是做為學生天文啟蒙活動的重要駐地之一，一睹陽明山國家公園美麗的夜晚的樣貌。 

 

暗空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五個方向執行設定：「暗空保護、特定議題、硬體設施、

暗空治理、暗空監測」以下分別敘述之。前面三者有清楚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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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暗空保護：全球人造光的分布範圍和密度以每年約 2%成長速度擴張[2]，可立

即遏止不必要的人造光源設立，保存暗空環境以利天文生態研究與健康。 

l 特定議題： 

(1) 生態層面：在生態指標選擇上，可以螢火蟲、蛾類、蝙蝠為指標物種，進

行研究與環境教育推廣。 

(2)  健康層面：專注夜晚議題如睡眠，針對大臺北地區都會生活衍生之焦

慮、失眠與暗空之關係，具體地促進國民的健康福祉。 

(3)  天文層面：藉由暗空的保育，有利天文研究與教育活動的進行。 

l 硬體設施：根據國家公園分區規劃，因地制宜使用最適照明工法。 

l 暗空治理：除研擬實質國家公園照明計畫，更可以此為其中核心價值闡述

「少即是多」的治理思維，排除過於喧囂、人為侵擾強烈之活動型態。並回

應大臺北的社會脈動與志工能量。 

l 暗空監測：針對「暗」環境所帶來的生態效益，投入長期的監測與調查。 

暗空能承接上一章國家公園的可能困境提供新的擾動，以推進國家公園治理面向

的革新。分別以從具有操作性的基盤設施改善，到新媒材的環境體驗以吸引大眾，透

過國家公園豎立「暗」「靜」為環境基質的雙重保育標的，在社會帶來形塑新的價值，

平衡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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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與推廣方法- 

一、 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 文獻蒐集與分析 

l 暗空環境文獻分析與理論探討。 

l 各國國家公園光害管制之制度分析。 

(二) 田野工作 

l 環境量測：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 7個點位，進行 7個月的星空品質紀錄。 

l 量測結果分析：以星空品質結果對照低軌衛星之光污染地圖，與國家公園劃

定之保護利用管制計畫分區，進行討論與報告撰寫工作。 

二、 案例回顧 - 國際暗空治理 

(一) 國際國家公園暗空治理-聯合國暗靜大會 

1. 國家：西班牙                                 

2. 執行單位：聯合國太空事務處、聯合國太空使用委員會、國際天文協會[1] 

3. 案例說明與本案關係： 

(1) 此會在 2020 年所提供國際文件包括：五大主題。其中一、二、三點與國家公

園業務相關。 

i. 暗空綠洲的價值。 

ii. 光學天文-可見光（光污染）。 

iii. 生物環境-夜間戶外人造光對人與動植物造成的影響。 

iv. 衛星-尤以低軌衛星干擾觀測為重點。 

v. 無線電波天文觀測。 

(2) 委員由聯合國辦公室、各國天文學會、國際照明協會、生態學者、醫學院會

等專業群組成，結論在於建構出地方、政府或有關管理者如何保護暗空綠洲

的方式與展開法律行動，以及可建議施行的跨政府之國際協議，此國家公園

暗空保育目標重疊，並具專業參考性。 

(3) 針對類陽明山國家公園形態之生態敏感區的建議做法： 

i. 使用全遮罩燈具，讓光源不向上逸散。 

ii. 限制藍光與近紫外光(波長 500nm 以下)的人造燈光光譜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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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限制與規範燈具之亮度與環境照度。 

iv. 實施照明宵禁的人造光控制措施。 

(4) 藉由採取好的照明規範，將有環境永續、能源成本節約、自然環境保護的協

同效果，並促進夜間安全及人類健康。 

 

 

 

圖 3 聯合國暗靜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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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國家公園暗空治理-美國 

1. 國家：美國                                     

2. 執行單位：國家公園管理局之聲景與暗空部門[18] 

3. 案例說明與本案關係： 

(1) 此為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於 2015 年舉辦之工作坊，匯集照明技術廠商、動植

物生態專家、交通設計當局等利害關係人與國家公園管理局對話，共同商討

如何推動戶外照明的改善，同時實現確保遊客及員工安全、成本節約、提高

能源效率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多重目標。 

(2) 此為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所提供之照明計畫指南： 

i. 僅在必要時點燈：審慎評估是否需要一盞燈，國家公園應以最少照明或不

需要照明為原則。(圖 4-1) 

ii. 僅在需要時點亮：非線性的照明措施，應彈性地因應時段、需求、活動而

彈性點亮或熄滅。(圖 4-2) 

iii. 將光線集中在需要的地方：燈具應被屏蔽，僅照亮需要的地方。(圖 4-3) 

iv. 使用適當的光譜：光譜將對遊客及其他環境使用者造成影響，應選擇能滿

足國家公園管理任務與環境使用者需求之光譜。(圖 4-4) 

v. 將亮度降至最低但是安全：僅使用最低需求的光線亮度。(圖 4-6) 

vi. 使用節能燈具：應在新購、整修、維護時，考慮不同的照明技術，以求燈

具最好的能源使用效率。(圖 4-6) 

 
圖 4 美國國家公園照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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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國家公園暗空治理-英國                               

1. 國家：英國         

2. 執行單位：埃克斯摩爾國家公園 [19] 

3. 案例說明與本案關係： 

(1) 此為英國國家公園於 2011 年針對國家公園暗空保育所提出的照明計畫。在國

家公園全境路燈進行體檢，並在計劃中界定生態核心保護區與緩衝區不同的

照明政策。 

(2) 在照明計畫中有指認出以下細節： 

i. 核心保護區與緩衝區據點的地理邊界。 

ii. 標示出為了滿足不同工作任務、公眾服務所需要的照明強度。 

iii. 進行全區的星空品質量測與體檢全區路燈狀況，並擬定改善策略。 

 

 
圖 5 埃克斯摩爾國家公園照明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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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暗空治理-澳洲 

1. 國家：澳洲     

2. 執行單位：國家環境保護暨能源局與西澳生物多樣性暨永續局[20] 

3. 案例說明與本案關係： 

(1) 此為澳洲政府於 2020 年 1 月針對海龜與季節性遷移鳥類所做出最新的照明改

善指引。 

(2) 此為澳洲政府針對野生動物所提供之照明設計原則： 

i. 保留自然黑暗：以最初自然黑暗無光為基本狀態，僅為符合管理目的的需

求點燈。 

ii. 使用智慧照明系統：包括遠端開關燈、能調控色溫與強度之照明設計、感

應式開關等等，導入照明科技來降低不必要的光源輸出及能源消耗。 

iii. 僅照亮需要的地方來避免溢散：透過精準的照明，將有助於改善光侵擾與

天空輝光的狀態。 

iv. 以最低亮度完成照明任務：僅使用可以滿足任務最低需求的光線亮度。 

v. 使用非反射性或深色的被照射鋪面：使用不反光的深色表面貼近黑體的效

果。 

vi. 光源使用上杜絕藍光：減少使用 400-500nm波長的藍光為一般性原則。 

 

 

 

 

圖 6 澳洲戶外照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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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人類與野生動物不同之光譜感知能力。（續上頁-國際暗空治理） 

 
圖 7 光譜感知能力 

改編自 Campos (2017)[3] 

(五) 台灣國家公園照明原則與生態照明案例-本國 

根據營建署有關國家公園內人工照明之狀況（附件二），摘要以下函文內容： 

1. 高山型國家公園（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區內生態步道及大多數國家

公園生態保護區內均未設置路燈，除了節能及安全考量外，主要為降低對動植

物生態之衝擊。 

2. 另國家公園區內一般管制區，雖非屬國家公園之核心保育區域，如需設置路燈

亦秉持「友善的照明」：不使他人與環境接受不必要的燈光；「適當的照

明」：降低光害並維持夜間環境品質，減少不必要的照明光源等設計理念：設

計原則包括： 

(1) 防眩光設計。   

(2) 照明以「下投光」為主，非漫射影響鳥類生物棲息。   

(3) 盡量降低照明投射的高度及照度，必要時於燈具光源處加裝遮光罩。   

(4) 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節能、低光害之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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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台江國家公園台江學園建築物照明為避免生態干擾，採用低照度及局部

重點式照明，以避免對光源對夜間棲地生態系影響，並採用具節能標章燈

具系統，以符合國家公園永續價值核心。   

3. 國家公園區內車行道路為考量安全照明其路燈設置皆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

設計規範」第 19章道路照明篇規定辦理。 

4. 國家公園區內建築物周邊如需設置路燈，其設置原則參考「國家公園通用化設

計設計規範」4.8.20 照明規定辦理。 

 

 

本團隊根據此回函提供以下逐點建議： 

1. 應維持生態保護區不設置路燈的基礎原則，並將遊憩區、特別景觀區、一般管制

區納入考量，擬定對應之照明規範。 

2. 需落實函文所提到的適當照明原則，尤以在國家公園停車場與公共廁所的照明，

仍有許多裸燈所造成眩光危害及光源溢散。 

3. 國家公園照明規劃應有別於「市區道路」照明規範，國家公園應主張的環境保護

的主體與特殊性，並研擬適用於國家公園場域之照明規範。 

4. 通用化設計乃考量不同可能障礙別使用的隱性需求，針對周邊輔助照明，應納入

通用化設計以外之生態友善照明設計。 

 

 

參考案例 

計畫名稱：收復虎山螢火蟲生態區計畫 

執行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與本案關聯： 

虎山經驗的訴求與國家公園保育政策不謀而合，該地以恢復原有優質的自然環境為

訴求，營造虎山為螢火蟲重要生態棲地。 

l 生態區每年四月路燈延後至 21:30開燈。 

l 生態區全年路燈增設燈罩。 

l 前三年邀請里民與 NGO野放螢火蟲。 

l 在每年 4/1~4/30 推動虎山螢火蟲季。 

l 提出光源不超過 590nm為螢火蟲保育措施的生態研究。 

l 跨組織的協調：5個公家單位、3 間地方宮廟、1個 NGO、1 間社區大學。 



 

 - 15 - 

三、 基礎量測 - 陽明山星空品質 

陽明山星空品質量測（Sky Quality Measurement, SQM）於計畫期間內針對七個點位

辦理 6至8次量測。星空品質量測是一地區星空透明度之量測，測量盒子以每角秒（arc 

second）平方單位內的星等表示。 

星空品質測量儀型號 Unihedron Sky Quality Meter - L _2.18 8727 

功能 定量比較不同地點的天空亮度。 

記錄所在地區光污染的演變。 

規格 由 9V 電池供電。 

尺寸 3.6 x 2.6 x 1.1 英寸（92 x 67 x 28 毫米）  

重量：0.31 磅（0.14 公斤） 

網址 http://unihedron.com/projects/sqm-l/ 
表 1 星空品質測量儀規格 

此量測需在朔月之時進行測量，計畫每個月量測一次，每個位置須連續六次測量

再取出平均值。量測之數據結果，將勾勒出國家公園天空地景亮度的初步輪廓。 

測量時程安排在 110 年 5/13、6/9、7/9、8/10、9/5、10/6、11/7施行量測。量測地點

為：二子坪停車場、百拉卡公路、小油坑服務站、中湖道路、冷水坑服務站、擎天崗

草原、中正山停車場。參考下表為本團隊就 110 年度進行之星空品質測量數據及點位，

各處均落在 17~19 之間（單位為星等／每平方角秒（MPSAS），以二子坪為最佳。此

數值會因當時的天候條件而有不同幅度增減，尤以中低雲層反射城市輝光為首要。 

天文學家使用了波特爾暗空分類法來描述天空不同的明暗程度，從數字 1 到數字

9，數字越小則天空越暗。參考附件（三）波特爾暗空分類法。 

以合歡山暗空公園約落在 2級暗空之水準（SQM：21.9），而陽明山國家公園平均

而言落在 6～7級之暗空環境，但在二子坪與鞍部停車場有紀錄過 5級夜空之數值。 

 

  



 

 - 16 - 

 

 

 

 
圖 8 陽明山星空品質概況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平均

1 二子坪停車場 18.62 19.8 19.32 19.38 19.71 19.36 18.6 19.2557143

2 巴拉卡公路中段 18.52 19.61 18.89 19.02 19.84 18.49 17.9 18.8957143

3 小油坑遊憩區 18.71 19.45 19.21 19.09 19.63 18.67 17.76 18.9314286

4 中湖道路中段 18.2 19.52 19.04 19.28 19.42 19.42 19.06 19.1342857

5 冷水坑遊客服務站 18.66 19.29 19.22 18.94 19.39 19.47 17.11 18.8685714

6 擎天崗 17.86 19.58 18.45 18.86 19.55 19.37 17.47 18.7342857

7 中正山停車場 - 17.96 18.57 19.57 19.41 19.47 17.55 18.755

地點

單位為星等／每平方角秒（MPSAS）

表 2 星空品質量測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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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礎盤查 - 現有照明盤點 

(一) 陽明山現有照明盤點與照明術語定義： 

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的的人工照明來源可分成兩大類別： 

(1)路燈：分別由新北市、臺北市工務局分別管轄列管，執行養護、報修、增設之 

業務。為陽明山區最主要之人造光來源。 

根據雙北工務局的資料，盤點出共 5891盞公共路燈。（臺北 3970：新北 1921） 

(2)其他公共照明：停車場的照明燈、夜間廁所照明、村里架設之自用燈。 

 

 

圖 9 陽明山國家公園使用之路燈 

 

圖 10 路燈點位 

藍色點為台北市路燈點位，紫色為新北市

路燈點位 

 

圖 11 燈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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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以雙北路燈強度呈現之亮度熱點圖   
以工務局路燈大數據所做的光源擴散模擬，藍色越深處指路燈造成的光害越嚴重 

 

圖 12 陽明山區域局部路燈點位  
綠圓點為細部路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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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廣方法 - 暗空解說種子志工 

培育在地星空導覽員、天文教育推廣、增強對暗空理念的共識，以上著重於人員

整備、推廣及共識上面，凝聚暗空主題的共識，並一同構想後續的遊程規劃及實質改

善方法。 

普及並提升國人天文素養及愛好，增進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基礎體質。天文課程可結合各級學

校推動，由臺北市天文協會外派師資協助授課，

課程包括基礎天文知識，並因地制宜介紹陽明山

星空的獨特性，讓志工學員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能有更多的連結性與認同感。 

為提升學習成效，在每月的 SQM量測梯次，

開放 10 名學員共同實習量測，進行實務操作。並

在天氣良好時，準備望遠鏡等天文器材，為解說

志工老師講解交流星象及夜間觀察。 

l 當天課程參與人數：共 41人次參與 

l 志工培訓目標： 

培育陽管處解說志工暗空基礎知識、增強暗空理念共識，有效地運用工具進

行光污染監測。 

l 培訓時間：06/25 14:30-17:00 

l 培訓地點：線上 Google Meet 

l 課程內容： 

n 暗空議題認識 

n 光污染現況與對策 

n 陽明山暗空場域盤點 

n 測量工具與方法 

圖 14 視訊志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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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問卷調查： 

1. 對於本次課程授課時間滿意度。 

 
圖 15 授課時間滿意度 

2. 對於本次課程內容滿意度。  

 
圖 16 課程內容滿意度 

 

3. 經過本次課程，對於暗空議題想更深入了解程度。  

表 3 暗空解說志工的知識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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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想更深入了解程度 

 

問卷回收份數：36 份  回收率：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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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暗空大眾體驗推廣- 提升睡眠品質的自然體驗 

 

圖 18  暗空環境與睡眠工作坊 

(二) 活動說明 

暗空中型活動的內涵，除了傳統星空導覽的元素，這次與亞東醫院陳俊霖醫師合

作引入綠色照護的理念，亦即環境健全與身心健康並重的精神，以及睡眠健康與暗空

的關係，尤其認識睡眠三大系統：恆定系統、日夜週期系統及焦慮警戒系統間的調節，

說明現代人容易失眠的兩項原因：光暗作息失序，以及情緒過度焦慮。繼而讓學員在

自然中活動，依時作息，並透過體驗教育的模式及星空導覽的方式，讓學員適應黑暗、

喜愛暗空，再由心理師引導正念及呼吸放鬆活動，讓學員深入感受黑暗之美，在情感

及行為面上緩和在黑暗中、睡眠前的焦慮。以活動設計出日夜作息的節奏，運用生態

心理學中提及的「親生命性」，讓學員在自然中感受到身心靈的放鬆狀態。並運用榮

格心理學面對心靈陰影，探索心靈幽暗處的起伏，帶給學員更深入的性靈淨化。 

l 當天課程參與人數：共 38人次參與（78人報名） 

l 工作人員：6 位暗空協會工作人員，5 位心理師，1 位精神科醫師。 

l 辦理時間：110 年 10 月 05日｜ 14:00-20:30 

l 活動內容： 

 

元素 說明 

自然體驗 

 

從自然之中的五感覺知開始慢慢找回身體與自然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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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觀星 透過望遠鏡實際看見宇宙天體，體會大歷史中黑暗的尺度 

自然環境與 

光暗週期 

 

認識地球與自然的 日夜週期，及其對生物、生態的影響 

黑暗的體驗活動

與心理分析 

 

從心理分析與文化的角度欣賞黑暗、恐懼、無意識等心理

內涵 

睡眠放鬆實作 

 

學習在自然與暗空環境中的放鬆的心理學輔助方式 

l 流程安排 

1340-1400 活動報到 

1400-1410 活動開場 

1410-1510 [活動] 森林體驗 

1510-1530 [小短講] 自然與健康 

1530-1550 休息 

1550-1650 [活動] 森林體驗 

1650-1710 [小短講] 自然與睡眠 

1710-1810 晚餐休息（供應餐點） 

1810-1930 [活動] 暗夜的禮物 

1930-1950 [小短講] 暗空與睡眠 

1950-2020 共同分享 

2020-2030 問卷填寫 

2030- 賦歸 

 

 

圖 19 陳醫師講述光節律 

 

圖 20 民眾去視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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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效益評估 

 

 

 

 

參與學員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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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靜 強化對黑暗的認識 

蔡○美 意識到光對人對環境的危害，愛護宇宙、保護環境是人的天職 

郭○華 專注與放鬆 

吳○葉 
長知識~學習~聆聽~體驗暗空之美 

靜空冥想改善做作息~ 

黃○雯 享受暗的美好 

黃○瑋 發現黑暗之於人的重要，黑暗能讓人更沉浸當下，也能學習謙卑與信任。 

李○明 
放空的投入自然懷抱，信任夥伴的引導，專業醫師與暗空老師的知識分

享，受益良多。 

柳○素 
靜不是真靜，唯心中暗黑才看不見光明，用心體會與信任他人，才能發出

人性溫暖的光，見性明心。明白星空與燈光照明對生物的影響。 

蕭○賓 對暗空環境有新的體驗 

藍○鳴 暗空團隊成員很年輕、熱情，期待能繼續加油。 

賴○伶 更了解光害造成環境甚至動物的影響，對不熟的環境的安全感 

林○君 

1).回家檢視並更換自己的家居燈具 2). 睡前將燈調暗, 3). 刺眼的光線危害人

類的眼睛 那我們想過其他動植物嗎? 4). 黑暗的環境對萬物與白天是相對的

重要. 缺一不可. 

徐○鴻 從不同視野聽故事，有種被打開的感覺。 

廖○諠 

除了對暗空有更多的認識以外，最大的收穫是發現原來光污染對於睡眠的

影響，而透過協會我也更加相信黑暗、夜晚，還是很有力量，追逐光之外

如果有黑暗作為平衡，應該會更為完整。 

蘇○豪 知道家中晚間的燈光會影響睡眠品質 

城○淳 開展另一個暗地裡的心靈,像又打開一扇窗 

葉○欣 照明也要有禮貌 

張○璇 
雖然自己對於暗不會恐懼，但透過短講與各類的體驗，對於黑暗有新的觀

點重新理解，或許用享受的心情來面對暗空，感官或有不一樣的收穫。 

余○瑩 原來看不見與夜晚也可以很好玩 

周○慧 
體驗活動中真實的放空，心隨著大自然的聲音流動穿越倘佯山之巔、海之

濱，化為大自然的一份子，感受融入天地間的寧靜! 

崔○瑜 

發現所謂的“暗空”不僅僅是我以前認為的減少光害讓天文觀測可以更順

利，而是認知到當我們保護黑暗，同時也是讓我們的身心得以休息，讓自

然萬物在天黑後可以回歸安寧，養精蓄銳，天與地是緊密連結的，相互照

應和流動，保護暗空也同時是保護我們自己。 

 

表 4 參與學員收穫 

 
問卷回收份數：25 份  回收率：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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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弱勢公益體驗推廣- 以自閉症為對象的視野革新 

 

圖 21 弱勢公益觀星活動 

(一) 活動說明 

自美國兒童精神科醫生肯納（Leo Kanner）於一九四三年發表有關自閉症的報告 

後，各國逐漸展開探索自閉症患者徵狀的研究。  在台灣，自閉症又有一個美名叫做星

兒，陽明山國家公園在推廣「暗」「靜」價值的同時，也能分享夜晚的美麗給自閉症

的孩子，透過藝術活動引導的方式，在安全且接駁可及之處，讓自閉症兒童體驗微光

與黑夜之遼闊與感動，拓展其對於暗夜潛在的細膩感知。 

l 辦理時間：110 年 9 月 17日｜晚間 20:00-21:00   

l 當天參與人數：共 4組家庭，11名自閉症星兒與家長。 

l 工作人員：4 位暗空工作人員，4 位心理師。 

l 活動目標 G：       

G0：在一個正向支持的環境，陪伴自閉症者接觸進行暗空體驗。       

G1：依照認知障礙程度，目標為不同的孩子提供不同程度的體驗，如以下：      

G1-1:認識自己的身體，訓練手指精細度       

G1-2:發展身體知覺與協調性       

G1-3:調整孩子的空間感       

G1-4:遊戲中排解成長焦慮 （社交）       

G1-5:展現優美、真理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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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活動內容 KA：       

KA：夜間月亮天文觀測。 驅車上陽明山擎天崗觀景平台，在城市的燈火與

月光之間，用天文望遠鏡觀測月球上的隕石坑，並聽著月亮的故事。      

 

圖 22 母子與月球  

圖 23 講述月球 

 

(二) 活動效益評估 

l 孩子反應觀察，及狀況應變分享 

這次的活動設計主要分成手作活動與星體觀察為主，由於現場屬於室外

且較無照明，自閉症的孩子特性對於較不熟悉的地點、現場較暗可能會害

怕，因此參與的成員皆有家長陪伴引導，事前也有先請家長預告成員活動流

程與活動現場環境條件，活動現場也有提供成員月球燈，除增加照明也藉由

月球燈吸引成員注意力，降低對陌生環境的焦慮度，全程也有家長在旁陪

伴。在活動報到時，成員們情緒平穩，可在引導下完成體溫量測與上廁所。

在活動開始前，也能逐步適應現場的暗度。 

在手作活動中，成員尚可在引導下完成自己的月亮畫作，現場有提供多

元的材料，因此可彈性依照成員的喜好與功能選擇適合的材料來做畫，有的

成員較難依照圖案著色，因此引導成員使用貼紙裝飾，有的成員則較喜歡使

用黏土來創作，還能夠發揮自己的創意將不同黏土混色，有的成員則是可以

結合不同的材料一起使用。 

由於成員操作的速度較不同，有些成員能夠持續專注的時間也較不一

致，因此心理師在陪伴引導時，會根據成員的狀況調整引導方式，例如鼓勵

成員使用不同材料繼續創作，或是手作告一段落後，引導成員可自由或坐或

躺、把玩月球燈、和家長自然互動中等待其於成員完成手作活動，提早完成

手作的成員也能在引導下配合等待。有的成員較無法一直持續坐著，家長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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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成員在活動現場走一走散步等待。進到分享作品環節時，有些成員較無

法有太多口語的表達，因此也調整改以較簡單的問題詢問成員，鼓勵成員簡

單表達。 

在星體觀察時，成員對於望遠鏡觀測方式較不熟悉，單側閉眼對準鏡頭

觀看可能對部分成員有困難，因此引導部分學員觀察月球燈做為代替，其餘

部分則等待使用望遠鏡觀測月球。 

整場活動下來，成員們的配合度佳，情緒尚能保持平穩，也能適時與工

作人員有簡單的溝通。 

l 弱勢觀星活動效益評估與未來優化（包含心理衛生觀點）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SM-V)，自閉症主要的困難有兩大部份：

(a)人際互動與溝通的社交關係(b) 侷限且重複的行為與興趣 

他們無法進行互動式的對話，較少分享情緒，交友困難或缺乏互動興

趣；其思考模式也較為僵化，有口語或非口語行為，可能也會有高度侷限、

固定的興趣，對感覺刺激過高/低的反應，包含疼痛、溫度、聲音或材質。 

因此可知，患者在自身情緒覺察與表達抒發、人際互動都較為受限，也

會因為感官知覺上的特異表現侷限患者探索環境。透過本次弱勢觀星活動，

可協助自閉症患者嘗試接觸大自然，拓展環境探索，從中訓練其感官知覺。

手作活動也可協助患者藉由不同材料表達內在感受與想法，也有助於其覺

察、抒發內在狀態。 

未來優化方面，針對本次參與對象(自閉症族群)，在活動的設計上：(a)

考量成員特性需要較長的時間適應環境，因此可在活動開始前，預告家長與

成員活動環境概況、活動性質與流程，以利家長事前準備或是與活動單位溝

通需個別留意的事項。(b)可再增加不同的活動類型，例如家長與患者一起的

身體律動、光影互動遊戲等，可以協助患者增加活動投入性、不同的感官體

驗，也可以增加家長與患者之間的情感交流，提升親子互動品質。 

此外，未來也可以將活動拓展至不同類別的身心障礙者，提供身心障礙

者與大自然接觸的機會，透過綠色照護介入，促進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在

照護者方面，本次弱勢觀星活動也觀察到，家長本身也能透過活動參與接觸

大自然，獲得身心療癒與稍作休息。由於照護身心障礙者也經常會面臨到照

護壓力過大的狀況，因此未來也可以透過類似的活動或是其中的活動環節設

計，以身心障礙者的照護家屬做為介入對象，提供身心療癒活動，減緩照護

壓力。 

此效益評估由心理衛生顧問：亞東醫院精神科 廖妤苑臨床心理師 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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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與討論 

一、 陽明山暗空規劃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不同空間尺度擬定(1) 照明原則、(2) 照明規劃、(3) 照明設

計的三層建議，並參考國家公園每五年辦理之通盤檢討分區計劃，訂定照明對策建

議，以期讓暗空環境規劃能快速落實在國家公園既有治理體系之中。 

在照明原則中提出國家公園專屬之照明考量，跳脫都會照明使用之方式。以國家

公園核心職掌為出發點的政策規劃原則。並透過適度的照明分區，來指認不同國土利

用之方式，以滿足不同任務的使用需求。最後以照明設計之建議，提供相對應的照明

工程技術，讓國家公園的生態友善照明原則，有落地實踐的參考依循。 

 

 
圖 24 國家公園照明規劃與設計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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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公園生態照明原則 

多元環境使用者的個別需求之間的競合關係，造就了國家公園的照明與一般照明

不同的特殊性與挑戰，必須確保自然生態的永續為首要，同時兼顧公眾的休閒遊憩衍

生之公共安全、能源消耗、照明成本及自然與文化資產的保存。 

DS_01. 應保留國家公園自然黑暗的初始環境，僅在必要時點燈：以初始夜晚無人造

光為基本狀態，審慎評估是否需要一盞燈，國家公園應以最少照明或不需要

照明為原則。 

DS_02. 在滿足照明目的範圍內，應調整燈源之亮度、光譜、角度、開關時間以達對

生態最小干擾為原則。 

DS_03. 在生態敏感區內，應排除短波長（λ<500nm）之使用，而僅在有照明需要

時才開啟。 

DS_04. 針對國家公園內必要之公共照明，需使用色溫較暖之燈具（色溫 3000Ｋ以

下）或 LED燈，其藍光量（λ<500nm）應低於總發光功率的 5%。 

DS_05. 所有國家公園外部燈具須加裝適當遮罩，使光源完全向下照射，不產生向上

溢散的光侵擾。 

DS_06. 燈具應配備智慧控制之中央管理系統（CMS），以減少或排出非高峰時的照

明輸出。 

DS_07. 透過地面量測（SQM）及航拍遙測方法，監測國家公園內暗空環境。 

DS_08. 制定並遵循國家公園照明計畫，進行人造光源之規劃、安裝與維護。 

DS_09. 有計畫性地恢復過度照明之區域，並保存現有生態系統之黑夜狀況。 

DS_010. 促進及推廣人工照明對於生態與人體健康影響之環境教育。以及進行相關研

究。 

圖 25 國家公園以生態為本位之光源管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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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陽明山國家公園照明分區 

(一) 國家公園環境分區對應人造光源使用分類： 

目前國際上針對暗空保育照明分區之規範有以下組織： 

l IDA國際暗空協會（國際） 

l IES 北美照明工程協會（美國） 

l ILP 照明技術委員會（英國） 

l CIE 國際照明技術協會（歐陸） 

以上組織各有出版相關之人造光源管制指南手冊，本團隊針對陽明山國家公園之

照明環境摘要出可運用之照明分區作為規劃參考： 

暗空照明分區 環境說明 照明方式 

LZ-0 

國家公園核心地帶 

不適合常態的人工照明 

任何的新設的照明需進行審查評估 

無人工照明  

LZ-1 
國家公園緩衝地帶 

有少量保育、研究、遊憩人口進出 
低強度人工照明 

 

 

 
 

LZ-2 
村落或相對較暗之郊區 

有部分住宅與交通流量 
中等強度人工照明 

 

 

 
 

LZ-3 
郊區住宅或小鎮 

有一定規模之住宅與交通流量 
中高強度人工照明 

 

 

 
 

LZ-4 

都會、商業區 

住宅、交通、商業等人類活動頻繁之

區域 

高強度人工照明 

 

 

 

 

表 5 照明分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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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照明分區規劃： 

國際暗空照明分區   照明方式說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分區 

LZ-0 
          無人工照明 

生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核心地帶 

LZ-1 

    照明     低強度人工照明 

特別景觀區、遊憩區 
    輝度     亮度低於正常值 

    均勻度     照度不均勻 

    智慧調控     全區域照明宵禁排程 

LZ-2 

    照明     中等強度人工照明 

一般管制區 
    輝度     亮度符合正常值 

    均勻度     照度不均勻 

    智慧調控     全區域照明宵禁排程 

LZ-3 

    照明     中高強度人工照明 

N/A 
    輝度     亮度符合正常值 

    均勻度     照度均勻 

    智慧調控     部分區域照明宵禁排程 

LZ-4 

    照明     高強度人工照明 

N/A 
    輝度     亮度符合正常值 

    均勻度     照度均勻 

    智慧調控     全區連續無照明宵禁排程 

表 6 照明分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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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計畫分區之分類 

l 生態保護區：指為保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物社

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 

照明對策：以維持原始自然環境為原則，完全排除人造光源。針對非固定之

流動人造光源參考生態照明原則。   

l 特別景觀區：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然地理景觀，而嚴格限制開發行為

之地區。 

照明對策：除在交通路口等安全需要設置必要光源外，應以維持自然黑暗環

境為原則，光源設置須審慎考量其必要性及在亮度、色溫、角度、開關時間

嚴加審議，並向公眾宣導夜間活動光源使用指南。 

l 遊憩區：指適合各種野外育樂活動，並准許興建適當育樂設施及有限度資源

利用行為之地區。 

照明對策：以公共安全與環境宣導為雙重考量，維持適當的安全照明與先行

針對公共區域與設施進行生態照明改善，光源設置須審慎考量其必要性及在

亮度、色溫、角度、開關時間取得最適平衡，加強與遊客之間的暗空環境保

育溝通，落實相關暗空環境教育。 

l 一般管制區：指國家公園區域內不屬於其他任何分區之土地及水域，包括既

有小村落，並准許原土地、水域利用型態之地區。 

照明對策：以公共安全、使用便利性與環境宣導為三方考量，維持適當的公

共照明，並導入生態友善照明與向居民宣導夜間活動光源使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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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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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明術語定義說明 

 

 

圖 27 燈具遮光角圖示 Copyright © ERCO 2016  

圖 28 照度及輝度 Copyright © 室內照明設計應用 

 

圖 29 太陽在不同時刻的變化，其實就是色溫(光線顏色)的表現 Copyright © Lightinology 

 

專有名詞 定義 單位/評價指數

照度
物體或被照面上，被光源照射時所接收

到的光亮程度。
Lux

輝度
眼睛注視發光體所看到的被照射物體表

面的發光程度。
Nit or cd/m² (公制) FL (英制)

色溫
光線的顏色。越黃的燈光顏色，色溫值

越低，越白則越高。
K

遮光角
光源發光體最外緣一點和燈具出光口邊

緣連線與通過光源中心水平線的夾角。
° (理想值至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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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污染術語： 

 

 

本份報告改善建議說明： 

高色溫定義：超過國際暗空組織建議之 3000K 色溫。 

暖色溫定義：小於等於國際暗空組織建議之 3000K 色溫。 

無遮光罩定義：遮光角小於 30 度，或造成嚴重眩光與光侵擾。 

有遮光罩義：無造成嚴重眩光與光侵擾。 

控制開關係指：現場能否自主調控光源開關。 

LMP（lighting management plan）：國際暗空組織所提倡的減光原則。 

  

專有名詞 定義

眩光 直接觀看照明系統核心或燈絲時所產生的短暫目眩現象

光侵擾 不必要的光線逸散至非照明目的領域

雜亂光 光線過度混亂所造成的視覺混淆現象

過度照明 光線的過度或不當使用形成的能源浪費

天文輝光 人造光源造成的夜空輝光效應



 

 - 37 - 

五、 室內/戶外場域照明技術建議 

(一) 區域照明熱點： 

l 擎天崗照明狀況 

 

圖 30 土地公廟路燈恆亮 

 

圖 31 公廁光侵擾 

 

圖 32 收費照明眩光及光侵擾 

 

圖 33 販賣機照明恆亮 

 

 

 

 

 

收費閘門入口 高色溫 否 收費管制 常亮 無 中度 否

擎天崗廁所 高色溫 否 公共服務 有 無 嚴重 否

販賣機 高色溫 是 販賣服務 無 否 輕度 否

土地公廟 高色溫 否 門口照明 有 否 輕微 否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是否符合 LMP?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有遮光罩 光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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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百拉卡沿線照明狀況 

 

圖 34 氣象站路燈 a 

 

圖 35 氣象站路燈 b 

 

l 陽金公路照明狀況 

 

圖 36 馬槽橋 路燈恆亮 

 

 

 

竹子湖111號 高色溫 是 道路照明 無 無 中度 否

陽金巴拉卡分道點 高色溫 是 道路照明 無 無 中度 否

光侵擾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有遮光罩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是否符合 LMP?

陽金公路桿號118 高色溫 否 道路照明 無 無 中度 否

陽金公路桿號馬槽橋 高色溫 否 道路照明 無 無 中度 否

夜間關閉 光侵擾 是否符合 LMP?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有遮光罩 用途 控制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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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冷水坑照明狀況 

 

圖 37 車位指示燈眩光恆亮 

 

圖 38 公車站照明恆亮 

 

圖 39 公廁照明光侵擾 

 

圖 40 公廁眩光及光侵擾 

 

圖 41 服務站照明眩光 

 

圖 42 販賣機照明恆亮 

 
 

 

停車位告示 紅燈 - 公共服務 無 是 輕度 是 

公車站 混合 是 公共服務 否 是 輕度 是 

公共廁所 高色溫 否 公共服務 無 無 重度 否

遊客服務站 高色溫 否 入口照明 感應開關 無 輕中度 否

販賣機 高色溫 是 入口照明 無 否 輕度 否

夜間關閉 是否符合 LMP?光侵擾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有遮光罩 用途 控制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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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二子坪停車場 

 

圖 43 公廁眩光及光侵擾 a 

 

圖 44 公廁眩光及光侵擾 b 

 

圖 45 車位指示燈眩光 

 

圖 46 停車場眩光及光侵擾 a 

 

圖 47 停車場眩光及光侵擾 b 

 

圖 48 停車場眩光及光侵擾 c 

 

 

廁所內部照明 高色溫 否 公共服務 無 無 中度 否

停車場照明 高色溫 否 警示作用 感應開關 無 中度 否

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有遮光罩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光侵擾 是否符合 L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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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建議 

擎天崗

收費閘門入口照明燈 收費管制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貼地車牌 常亮 感應開關 無 - 中度 輕度

擎天崗廁所照明燈 公共服務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不逸散 有 感應開關 無 - 嚴重 輕度

販賣機照明燈 販賣服務 高色溫 暖色溫 是 - 無 - 否 關閉 輕度 輕度

土地公廟 照明燈 門口照明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不逸散 有 - 是 - 輕度 輕度

巴拉卡

竹子湖111號 路燈 道路照明 高色溫 暖色溫 是 - 無 - 無 調降 中度 輕中度

陽金巴拉卡分到點 路燈 道路照明 高色溫 暖色溫 是 - 無 - 無 調降 中度 輕中度

冷水坑

服務站入口照明燈 入口照明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不逸散 感應開關 - 無 - 輕中度 輕度

公共廁所照明燈 公共服務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不逸散 無 感應開關 無 - 重度 輕度

公車站牌照明燈 公共服務 混合 暖色溫 是 不逸散 否 - 是 關閉 輕度 輕度

停車位告示燈 公共服務 紅燈 - - - 無 - 是 關閉 輕度 輕度

販賣機照明燈 入口照明 混合 - 是 - 無 - 否 關閉 輕度 輕度

二子坪停車場

停車場三盞照明燈 警示作用 高色溫 熄滅 否 熄滅 感應開關 熄滅 無 熄滅 中度 無

二子坪廁所內部照明燈 公共服務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不逸散 無 感應開關 無 - 中度 輕度

販賣機照明燈 販賣服務 混合 暖色溫 是 - 無 - 否 關閉 輕度 輕度

陽金公路

陽金公路桿號118路燈 道路照明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 無 - 無 調降 中度 輕中度

陽金公路馬槽橋 路燈 道路照明 高色溫 暖色溫 否 - 無 - 無 調降 中度 輕中度

控制開關
(改善方向)

控制開關
(改善方向)

控制開關
(改善方向)

夜間關閉
(改善方向)

夜間關閉
(改善方向)

夜間關閉
(改善方向)

夜間關閉
(改善方向)

夜間關閉
(改善方向)

控制開關
(改善方向)

燈色
(改善方向)

燈色
(改善方向)

燈色
(改善方向)

是否有遮光罩
(改善方向)

是否有遮光罩
(改善方向)

是否有遮光罩
(改善方向)

是否有遮光罩
(改善方向)

是否有遮光罩
(改善方向)

燈色
(改善方向)

光侵擾
光侵擾

(改善後)

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遮蔽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光侵擾
光侵擾

(改善後)

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遮蔽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光侵擾
光侵擾

(改善後)

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遮蔽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光侵擾
光侵擾

(改善後)

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遮蔽 用途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控制開關 夜間關閉 光侵擾
光侵擾

(改善後)
控制開關

(改善方向)
燈具 位置 燈色 是否遮蔽 用途 

燈色
(改善方向)

表 7 熱點改善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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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建議-續 

l 人工照明移除： 

適用區域：二子坪停車場照明、冷水坑遊客服務站照明燈（建議） 

說明：關閉不必要之照明，所造成的光侵擾與眩光。 

l 路燈改善： 

適用區域：國家公園全區路燈 

說明：以「特別景觀區」與「遊憩區」的路燈優先進行改善，雙北路燈管理

單位進行溝通協調。在非高峰時段調低亮度，並安裝合宜燈罩以調整合適之

角度及波長。「一般管制區」之路燈則先維持現有狀況，但對於新增設之路

燈需審慎評估必要性。 

l 室內細部燈具加裝遮罩： 

適用區域：室內照明 

說明：「見光不見燈」為原則，建議盡可能使用間接燈來照亮室內環境，或

使用完全的燈罩僅照亮工作範圍。 

l 外部建築體照明景觀： 

適用區域：擎天崗廁所、冷水坑廁所、二子坪廁所 

說明：若建築體外無照明需求，則應阻擋遮蔽所有室內外溢光源，將光源在

室內有效使用。目前國家公園境內公廁向外溢散的光源問題相當嚴重，本身

建築體像一個燈籠一般發光，光照範圍達數百公尺外。 

顧及廁所有通風考量，故建議可透過設計在通風口設置深色木隔板，將可大

幅減少光源散出，在外部的受光建築牆（地）面，可採深色塗料。 

l 照明服務流程設計： 

適用區域：擎天崗廁所、冷水坑廁所、二子坪廁所 

說明：有層次地讓燈光亮起，並適時熄滅。 

以公共廁所為例，廁所的主燈無需整晚亮著，設置感應式裝置使有人接近才

逐漸亮起，若廁所外部需要設置指引燈，建議使用一樣低矮「少量」的向地

照射的「紅光」景觀燈來指引大眾或標示廁所所在。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使用者 尋找廁所 接近/進入場所 離開場所 5 分鐘後 

外部指引燈 夜間開啟 夜間開啟 夜間開啟 

內部主燈 關閉 緩慢增強至安全亮度 緩慢熄滅 

表 8 公廁之照明服務設計流程建議 



 

 - 43 - 

最適照明建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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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不同種之燈具類型  

Copyright © IDA 台灣暗空協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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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暗靜道路選址-人流分區劃定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統計，108 上半年陽明山到訪遊客 280 萬人，遊客人數居冠於其

他國家公園同期造訪量。故適度分散人流並區分造訪目的，將減輕環境承載負擔，以

及在達到保育標的之同時，提高國人休憩、科學研究品質。 

(一) 在暗空倡議中，能將環境使用區分成三個目的，以達到人潮分流，使用分區： 

l 大眾暗空體驗：為推廣性質，旨在營造舒適空間讓遊客體驗暗靜之美。 

l 天文研究觀測：為研究取向，需維護良好的觀測環境，並有妥善的管理措施

排除潛在干擾。 

l 社會公益觀星：為社福性質，挹注相關資源讓弱勢族群也有機會體驗暗空之

美，為實踐社會平等治理途徑。 

 

(二) 在暗靜道路選址的環境分析中，有以下元素作為考量因子，在此闡述說明： 

l 聯絡道路：考量該址的交通易達性。 

l 車流種類：將與外部干擾程度相關，其影響由淺至深為： 

n 管制車流（幾乎無干擾） 

n 收費車流（低干擾） 

n 山區車流（較高干擾） 

l 步道：為暗靜道路的帶狀延伸，將影響推廣區域之豐富度。 

l 展望開闊度：需有基本的展望才能推展觀星活動，其中以二子坪與大屯山鞍

部，觀測條件最為穩定。 

l 遊客服務站：可結合相關軟硬體推展環境教育，並可作為教學室內雨備場所

及，相關儀器設施如 SQM星空品質測量儀、全景相機的設置與視覺化介面。 

l 公共廁所：為降低聚眾活動所造成的環境負擔。 

l 停車位：環境承載量的參考依據。 

 

(三) 在暗靜道路的選址建議，歸結為 3個方向，並依據其定位發展後續規劃。 

l 專業觀星：提供給專業天文人士安靜且滿足基本需求的場所，進行天文觀

測。並維持該區域的光污染控制。並建議推出觀星憑證在夜間長時間停車收

費上給予適度減免優惠，此為大臺北區域的天文人士的期盼，共創友善的天

文觀測場所。 

本計劃推薦(1)鞍部停車場為優先順序，再者(2)二子坪停車場、(3)小油坑停車

場。 

l 暗靜道路（大眾體驗）：旨在提供國人舒適且具有暗空示範意義的場所，如

結合公共設施的照明改善及遊客服務站的軟硬體解說，將能更有效地向大眾

傳達溝通暗空保育的理念。但其需同時具備相關之基本服務，如：環境具備

公共廁所以及充足的停車位。 

本計劃推薦(1)以小油坑服務站及周邊步道為優先推動順序，再者(2)擎天崗服

務站及擎天崗環狀步道、(3)大屯自然公園及周邊步道。 

l 弱勢公益：如本計畫所提及，大屯山的地域條件與世界多個天文觀測相似，

即是具有封閉性的交通管制以及具有良好的展望。為符合原本的保育目的，

是故其使用的條件需屬於專案申請而非公共日常使用。 

本計劃推薦大屯山頂為潛在但非常態的弱勢觀星基地，其細節將在下一章節

中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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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道路 車流種類 步道 展望開闊度 遊客服務站 公共廁所 停車位 活動屬性 
         
擎天崗 冷擎車道 收費車流 環狀步道 佳（擎天崗草原） 有 有 75 大眾體驗 

小油坑 小油坑聯絡道 收費車流 小油坑步道 佳（小油坑） 有 有 56 大眾體驗 

冷水坑 中湖道路 收費車流 夢幻湖步道 佳（七星公園） 有 有 120(77+43) 大眾體驗 

二子坪停車場 巴拉卡公路 收費車流 二子坪步道 佳（二子坪停車場） 無 有 57 大眾體驗 

大屯山山頂 百拉卡公路 管制車流 大屯山車道 佳（大屯山頂） 無 無 - 弱勢公益 

大屯鞍部 巴拉卡公路 收費車流 大屯山步道 佳（鞍部停車場） 無 無 24 專業觀星 

中正山第一停車

場 
登山路 山區車流 中正山步道 佳（中正山觀景台） 無 無 42 大眾體驗 

說明 交通易達性 外部干擾 體驗豐富度 觀星場所 環教設施(如 SQM) 硬體設施 承載量 遊客分流 
 

表 9 暗靜道路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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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屯山- 被低估的暗空基地 

(一) 國際案例參考 

1. 國家：紐西蘭 

2. 執行單位：坎特伯雷大學、麥肯錫地方議會、皇家天文學會、環境保育部 

3. 案例說明與本案關係： 

(1) 此案位處國家公園境內，屬於世界自然／文化遺產，與陽管處所轄之國土計

畫目的及自然文化保存政策一致。 

(2) 位在約翰山之天文台，與大屯山頂助航站，在地理上、交通條件、保育行政

規範屬可類比之案例，以下說明： 

i. 高度：約翰山海拔 1,029 公尺；大屯山 1,092 公尺。 

ii. 交通條件：皆為行車可到達之區域，透過通用設計可打造無障礙之自然

環境。 

iii. 保育行政規範：均有條件地為生態保育目的開放，唯約翰山天文台除了

既行之天文研究，也開放天文旅遊產業進駐，扮演天文教育啟蒙推廣之

角色。 

(二) 大屯山觀星基地規劃構想 

 由於大屯山頂與國際天文遊憩、觀測場所在高度、交通條件、保育行政規範等等

環境要件相近，故本團隊提出以暗空環境教育為主體，有條件的開放與使用此資源，

以下在此敘明： 

l 有條件使用：目前大屯山車道因生態保育目的，自 109 年後開始管制車輛進

入，建議維持現有的管制措施的前提下，適度開放低頻率的教育觀星活動。 

l 正面形象：有利於為國家公園品牌注入新的元素與塑造正面形象，並同時兼

顧暗空保育理念推廣。 

說明：大屯山頂現址乃提供民航局與軍方使用，本案規劃草案僅提供可能構想。實際狀況由國家公園管

理處與有關單位共同策劃之。 

圖 50 遊憩、暗空與研究並行於約翰山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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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國家公園的暗空治理 

喬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於 1832 年曾這樣寫道： 

「如果政府能以某種強烈的保護政策，保護當地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原始景觀，人

們將可以永遠欣賞到這樣的壯觀景象。」  

「能為他的子民及後代子孫保存這樣的景觀，一個國家的公園，是多麽美麗且讓

人嚮往的資產的重要使命。」 

《國家公園法》第一條明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

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特制定本法。」其中國家公園係指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

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 

國家公園內的暗空，相較於都市文明的華燈，是保留自然純粹的避風港，除了提

供人們原始的星空環境，也是動植物的珍貴棲地，靠著這樣的日夜節律來導航、覓食

與交配[21][22]。而在國家公園內建築、道路等設施的人工光源則會干擾這些平衡。[23]

國家公園的永續經營思維，包括減少能源消耗與使用，以及友善環境的採購更新維護

等治理，其中照明計畫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以夜空的保護，其實早已包含在全球國家公園的使命中：從理念上說，暗空思

維意謂著內省與細察，反思過去思維行動的慣性，回應躁動焦慮的現代社會。 

而實務上，透過對於照明計畫的重新審視，指出不必要或過量的光源，提出更細

膩的照明配套服務，納入不同環境使用者的需求，考量出最適亮度、色溫、角度、開

關時間之綜合方案。 

「最適照明」則是個不斷探尋的過程，在風險社會的公共治理上，代表著社會具

有面對問題、凝聚共識、提出解方的能力。此外，暗空思維也是一種美學思維，要求

吾人重新體察夜間物種與星空地景的詩意，理解受光局部之外的整體性，從而與環境

甚至宇宙有更深度的交流。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特殊性在於緊鄰都會區，做為數百萬人兩小時可及的休憩處所，

承載著一般國家公園無法想像的人車流量與環境壓力。在陽明山提倡暗空，一方面切

中都會光污染的弊害，效益可謂顯著。另方面由於各方利害關係複雜，在公眾溝通上

也必須加倍謹慎。 

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暗空計畫，既是台灣國家公園照明管制的先行者，又是臺北都會整

體減光的戰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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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北市政府的分工合作 

暗空保育的社會落實，具體仰賴不同單位在各自領域的專業著力。這些單位從內

至外分別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本體、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大地工程處

及其他相關業務局處與台灣暗空協會。從對內的自我檢視與改善到對外社會的協商與

行動，在未來的暗空保育推動過程中，都是缺一不可的角色。 

l 副市長室：政策整體協調   

l 環保局：光汙染防制主責機關  

l 工務局：燈具採購標準與智慧照明   

l 產發局：郊山減光與陽明山暗靜示範道路   

l 都發局建管處：廣告物、建築物室外照明   

l 教育局：校園照明與暗空教育進入校園   

l 體育局：大型運動場館照明改善   

l 觀傳局與文化局：燈節與白晝之夜   

l 民政局與原客局：節慶與民俗活動   

l 衛生局：光害與睡眠課題追蹤   

 

陽明山國家公園完整的暗空保育策略佈局與發展，可參見下頁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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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暗空保育策略佈局與發展 



 

 - 51 - 

三、 草山暗靜是提升台灣國家公園的新典範 

1. 暗空是全球思潮，未來大勢。「東亞模式」在過去百年中壓縮發展，同時也是過

勞與過亮的重災區。台灣位處東亞，既是全球燈具生產的重要節點，亦是減光節

能的前沿社會。在台灣倡議暗空，就是對東亞現代化歷程的深刻反省。 

2. 暗與靜並非傳統具象的保育標的，但做為整體環境品質的基底，減光與去噪是台

灣各國家公園下一波價值提升的關鍵。唯暗靜攜手偕行，落實於國家公園的治理

中，慣行淺嚐式的環境體驗才可能扭轉。 

3. 陽明山的特殊性在於位處首都圈，必須在保育的法定職掌與巨大的旅遊需求間找

到艱難的平衡。陽明山的管理者必須劃設戰略底線（核心利益），在戰術上執法

與論述並行，在特定範圍與時段滿足都會的郊山旅遊，同時清楚標示公共利益的

核心範圍，具體來說，水權、建管、動保與大型活動皆應在管制之列。 

4. 面對中央部會、民選首長與都會的民意，陽管處看似弱勢，但福禍相倚，陽明山

在議題的能見度與社會資源也是其他國家公園無法比擬的。只要主動設定議題，

清楚宣示核心價值，就能反客為主，引導輿論。而暗空就是一組正向的宣示，具

有明確的可操作性。 

5. 國家公園落實暗空理念須有具體作為。傳統減光的難局根源於民眾對照明的偏執

與路燈主政機關對國賠的畏懼。在草山的脈絡中，減光具有先驅意義，而提供全

路段照明反而不具正當性。同時近期的國賠法修正，已經支持官署主動保育的減

作。 

6. 推動暗空體驗之初，必須有明確載體與特定的群體，將暗空與夜行動物（如螢火

蟲、蛾類）或弱勢族群（如自閉症、身障者等）相連結。將郊山觀星的便利性擴

及整體社會，結合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資源，從而得到更廣大的民意支持。 

7. 推動暗空，需要社群經營與實體活動並進，除了觀星的行事曆外，照明與生物及

安全諸議題也應含括。陽明山的志工群具有高度學習潛能與彈性的分享網絡，線

下實體活動應鼓勵志工成為多媒材內容的提供者，同時與國際暗空網絡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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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陽明山暗空計畫未來期程初擬 

延續第一年草山暗空的嘗試摸索，有四個脈絡值得繼續發展： 

1. 志工解說培力與環境 SQM長期監測，保持暗空保育之動能。 

2. 暗空的社會連結與活動創新。 

3. 暗空思潮與國家公園治理交融的探索。 

4. 實質燈具改善與測量數值分析。 

除此之外,陽明山暗空第二年，應該補足四個面向，分別是： 

1. 國家公園內道路燈具的實質改善（與雙北市府協調）。 

2. 大屯山觀星模式的開展（善用已有的交通管制,建立郊山觀星的典範）。 

3. 輔導生態調查計畫，建構光源對於陽明山生態系統之影響的本土學術資料。 

4. 專業交流與國際能見度。 

 以此建議相關工項大致如下： 

1. SQM持續測量(含新增設備)與初步分析（與天文館合作）。 

2. 實質燈具改善（與雙北協商，擇定示範道路）：初步建議改善路燈五十支，或

增設時段開關。 

3. 活動的延續與創新，媒合不同元素舉辦暗空體驗活動，讓民眾親身參與，體驗

夜晚的魅力。 

(1)以睡眠、暗靜、四季星空體驗等為主題的四場主題工作坊。 

(2)連結自閉症與其他弱勢群體活動至少兩場。 

以上活動考慮收費，並尋求社會資源贊助，地點建議以大屯山優先。 

4. 研討會（視疫情緩解，邀請外國專家來台參與） 

可能的形式有二： 

(1)國外專家來台演講。 

(2)全國暗空工作坊：邀請對象包括各國家公園、林務局、觀光局與民間倡議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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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 

(一) 國家公園最適光源照明工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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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建署國家公園照明回函 

有關國家公園內對於路燈等人工照明對於生態影響說明資料： 

1、 經查本署所屬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尚無針對人工照明對於影響動植物生態

之相關調查研究報告。 

2、 高山型國家公園（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區內生態步道及大多數國

家公園生態保護區內均未設置路燈，除了節能及安全考量外，主要為降低對

動植物生態之衝擊。 

3、 另國家公園區內一般管制區，雖非屬國家公園之核心保育區域，如需設置路

燈亦秉持「友善的照明」：不使他人與環境接受不必要的燈光；「適當的照

明」：降低光害並維持夜間環境品質，減少不必要的照明光源等設計理念：

設計原則包括： 

(1) 防眩光設計。 

(2) 照明以「下投光」為主，非漫射影響鳥類生物棲息。 

(3) 盡量降低照明投射的高度及照度，必要時於燈具光源處加裝遮光罩。 

(4) 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節能、低光害之燈具。 

(5) 如台江國家公園台江學園建築物照明為避免生態干擾，採用低照度及局部重

點式照明，以避免對光源對夜間棲地生態系影響，並採用具節能標章燈具系

統，以符合國家公園永續價值核心。 

4、 國家公園區內車行道路為考量安全照明其路燈設置皆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第 19 章道路照明篇規定辦理。 

5、 國家公園區內建築物周邊如需設置路燈，其設置原則參考「國家公園通用化

設計設計規範」4.8.20照明規定辦理。 

 

 

  



 

 - 62 - 

(三) 波特爾暗空分類法 

 

Copyright ©維基百科 

 

級別 名稱 色基
SQM

mag/arcsec2 肉眼的極限星等

望遠鏡的極限星等

(使用12.5" 反射望遠
鏡)

描述

1 天空完全黑暗的觀測點 黑 21.99–22.0 7.6–8.0 17.5
可以看到黃道光、對日照和黃道帶；肉眼可以直接清晰地看見M33；在天蠍座和人馬座之間的銀河亮到能在地面上投
出事物的影子；容易看得到大氣光；木星和金星會影響眼睛的暗適應程度；基本看不見周圍的景物。

2 典型的真正黑暗的觀測點 灰 21.89–21.99 7.1–7.5 16.5
沿著地平線，大氣光微弱可見；肉眼容易看到M33；夏季時，可以看見銀河的大多數結構；在黎明前或黃昏後，呈明
顯黃色的黃道光仍很明亮，可以投出事物的影子；出現的雲看上去就像是星空中的黑洞；若沒有星空照耀，僅能看到

周圍事物的模糊輪廓；仍能用肉眼直接看到梅西耶天體中的許多球狀星團。

3 鄉村的星空 藍 21.69–21.89 6.6–7.0 16
在地平線處會有一些光污染跡象；近地平線處的雲被微微照亮，在頭頂上方的雲則是暗的；銀河仍有豐富細節；肉眼

仍能明顯看見M15、M4、M5和M22；用眼角餘光法也能很容易看得到M33；在春季和秋季，黃道光還很明顯，顏色
也還可見；能模糊地看見近處的事物。

綠

黃

5 郊區的星空 橙 19.50–20.49 5.6–6.0 15
只能在春秋季節最好的晚上才能看到少許黃道光；地平線處的銀河非常暗弱甚至看不見，在頭頂方向則像褪色一般；

在所有或大部分的方向上都能明顯看見光污染的光源；雲要比背景天空更亮。

6 明亮的郊區星空 紅 18.94–19.50 5.1–5.5 14.5
無法看到黃道光了；僅在天頂方向才能看見銀河；地平高度35°以下範圍的天空中都發出灰白的光；在天空中任何地
方的雲都相當亮；周圍事物清晰可見；至少要用雙筒望遠鏡才能看見M33, 肉眼只能較清晰地看見M31。

7 郊區/城市的過渡帶或滿月時 紅 18.38–18.94 4.6–5.0 14
整個天空呈現出淺灰白色；在各個方向上光污染的強光源都清晰可見；銀河已經看不見了；肉眼勉強可以看見M44或
M31，但非常模糊；雲非常地亮；即使用中等大小的望遠鏡觀測，最亮的梅西耶天體仍十分蒼白。在滿月時，即使身
處最暗的觀測點，觀測情況也不會好於這個等級。不過滿月時的天空會顯得更藍一些。

8 城市的星空 白 <18.38 4.1–4.5 13.5
天空發出白色、灰色或橙色的光，亮度足以讓人閱讀書籍；只有在最好的夜晚，同時觀測者亦要有足夠經驗，才能用

肉眼看到M31和M44；用望遠鏡也僅能找到亮度較高的梅西耶天體；一些熟悉的星座已非常暗弱甚至完全看不見了。

9 市中心的星空 白 <18.38 4 13
整個天空被照的通亮，一些熟悉的星座和較暗的星座已經看不見了；除了昴宿星團，肉眼再看不到任何梅西耶天體；

只有月亮、行星和一些最明亮的星團才能給觀星者帶來一些樂趣。

在地平線上方的多個方向上可以看見呈拱形的光污染現象；黃道光依然可見，但在天頂方向上延伸的範圍很小甚至不

到一半；地平線上方的銀河仍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大部分更精細的結構已難以辨認；除非地平高度大於55°
，否則用眼角餘光法已很難看到M33；在光污染的光源處，雲被輕度照亮，但在頭頂方向上仍是暗的；就算隔有一定
距離，也能看清周圍事物。

20.49–21.694 鄉村/郊區的過渡帶 6.1–6.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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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初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處2樓會議室 

貳.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參. 宣布開會 

肆. 報告事項：（略） 

伍. 廠商簡報：（略） 

陸. 委員審查意見： 

曾偉宏處長： 

1. 考量疫情嚴重，部分規劃之活動時間請延期；辦理夜間活動，請注意

安全問題。自閉症兒童參加觀星活動請由親屬陪同參與。 

2. 燈具改善計畫，建議先找 1~2 個亮點去做嘗試，並請委辦單位提供改善

優先順序。 

3. 本案後續同意由廠商建議納入企業社會責任(CSR) 精神來推動。 

張順發副處長： 

1. 燈具改善部分，建議訂定一些參考指標，例如：搭配交通流量、附近

居民使用量、安全需求程度等客觀數據，並衍生相對應之規範。 

2. 暗靜路段未來宣傳上應針對不同對象有所區隔，如：暗空或觀星專業

人士，可在鞍部辦理；導覽解說，依相關內容在特定區域辦理；一般

民眾，在冷水坑辦理，並就資源分區規劃辦理。 

3. 對本案計畫期待可以達到下列幾點目標： 

(1) 暗空觀念的推廣。 

(2) 以國家公園精神塑造暗空環境，守護民眾健康福祉。 

(3) 暗空環境增進動植物生態的保育成效。 

(4) 協助機關間、居民、民眾等跨單位之溝通。 

蕭淑碧課長： 

1. 星空主題發展和以往本處與天文館合作方向略有不同，值得期待。 

2. 暗空生態引入民眾健康議題，對社會有助益。 

華予菁課長： 

1. 本計畫有研究探討性質，報告書撰寫建議可採研究報告方式呈現。報告

的結構上，希望從文獻探討的部分，就能呈現出台灣暗空協會對暗空研

究作詳細陳述。 

2. 在文獻回顧的部分希望能呈現世界其他國家公園推動暗空的案例，是由

國家公園還是地方政府來主導辦理？因為本案除了國家公園內自行辦理

改善作業外，尚需和地方政府協調合作；後續的結論建議應該要有短、

中、長程計畫目標，涉有跨部會、跨機關協調部分請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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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燈具改善部分，針對投射角度、燈罩樣式及材質等，請提供具體圖

面表示；以哪個據點試辦改善燈具較有成效，或對觀星活動有明顯助

益。 

4. 是否世界上或國內有其他都會型暗空環境推動案例，若有可列入報告

內。 

陳彥伯主任： 

1. 國外的暗空案例，進入暗靜路段有告示牌提醒注意事項，試辦暗靜路

段也請協會提供告示牌內容，可考量由管理處製作。 

2. 擎天崗是民眾觀星熱點，請納入參考。 

周俊賢主任： 

1. 中正山是南面觀星地點，又有停車場，可納入基礎資料盤點。 

2. 建議可針對陽明山地區聚落做 1份燈具或光源改善建議，供民眾進行燈

具汰換參考。 

柒. 結論 

（一）與會人員所提相關意見，請參考辦理。 

（二）本次期初審查結果通過。後續請按所提時程進行，另依合約規定辦理請款事

宜。 

捌. 散會：上午 10 時 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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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8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處地下室會議室 

貳.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參. 宣布開會 

肆. 報告事項：（略） 

伍. 廠商簡報：（略） 

陸. 委員審查意見： 

曾偉宏處長： 

1. 協會未來如果要辦理國際性暗空的中大型活動，建議可以評估邀請企

業加入主辦，增加能量。 

2. 會長建議的內容請以書面文字資料交給承辦單位，列入期中報告資

料。 

張順發副處長： 

1. 建議簡報內容及架構比較完整，請納入報告書中。 

2. 請於報告書中補充「暗對生態影響」的相關研究資料整理，以作為理

論的基礎。 

3. 園區內有部分工程改善進行中，有些色溫及燈具角度的調整建議請提

供本處參考。 

4. 暗靜路段設置的部分，評估因交通量少、居民少的地方，影響會較

小，請提供比較完整的內容(包含燈具改善計畫、暗靜路段前後的告示

牌等)比較容易和公燈處進行討論。 

5. 全天相機及觀星椅的詳細資料，也請提供給我們，比較好進行後續規

劃。 

蕭淑碧課長： 

1. SQM 的詳細調查資料和路燈盤點的詳細資料未在報告書內呈現，請再

補進報告書中。 

2. 有關志工培訓後續需持續加強，而協會也排出可以進行的相關課程，

是非常好的安排。 

3. 每月 2則短文可以帶動社會對園區暗空的關心，燈具改善的部分，管理

處可以同步選擇 1~2 處的燈具來調整，請協會提供相關協助。 

華予菁課長： 

1. 報告書第 10 頁暗靜路段評估的評估項目，請再增加針對

評估項目的說明，目前未有相關量化的數據導入，並不

清楚這 6條道路是如何甄選出來的。 

2. 目前區內的路燈權管是在雙北地方政府及養工處等相關

單位；國家公園使用的其他照明是使用營建署的通用設

計規範，尚未有專有的低照度燈具設計標準；若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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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區域(如：生態敏感區域等)，需要不同的照明程

度，請協會可以給予不同規範的建議。 

陳彥伯主任： 

1. 步道及公路的名稱請再確認現行使用的名稱，如「中湖戰備道路」現

稱「中湖道路」；「擎天崗聯絡道路」現稱「冷擎車道」；「擎天崗

步道」應是指「擎天崗環形步道」。若暗靜路段需要進行管制，未來

與停車場委外廠商的合約可能要做一些調整。 

2. 擎天崗廁所正在做整體更新修繕，針對廁所燈具部分，請協會提供改

善建議。 

葉超然主任： 

1. 全天相機的建議設置地點為何？ 

2. 有關園區內停車場的燈，光度滿亮的，因為考量夜遊民眾的安全性，

請協會提供若未來要減燈或減光的設置建議。 

柒. 結論 

（一）請將簡報補充內容及協會建議，以書面資料提供承辦單位；與會人員所提相關

意見，請參考辦理。 

（二）本次期中審查結果通過。後續請按所提時程進行，另依合約規定辦理請款事

宜。 

	

捌. 散會：下午 4時 4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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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 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整 地點:本處 2 樓會議室  

貳.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參. 宣布開會 

肆. 報告事項：(略) 

伍. 廠商簡報：(略)  

陸. 委員審查意見： 

蕭淑碧課長:  

1. 宣導影片部分請再調整加強暗空理念宣導。  

陳彥伯主任:  

1. 各站已配合採購燈泡選用色溫約 3000k，另外請問是否 有相關研究，地面照明

適合選用照度多少的燈泡。  

2. 建議在影片內加入宣導:夜晚到國家公園等地區，自行攜帶的手電筒等光源，可

以如何選用是對生態環境較為友善的。  

張筱婉技士:  

1. 請補充人造光源對生態層面影響的研究結論節錄出 來。  

2. 陽明山現有照明盤點的部分請註明是否包含公路總局 轄管的路燈。  

3. 大屯山車道封閉主要因素為生態保育、減少路殺，辦 理弱勢觀星活動勢必需讓

車輛通行，建議重新評估適 合地點。  

柒. 結論：本次期末審查原則通過，請受託單位參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補正內容，納

入成果報告書評估參考。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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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期初審查意見回覆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正 

1 曾偉宏處長： 

1. 考量疫情嚴重，部分規劃之活

動時間請延期；辦理夜間活動，

請注意安全問題。自閉症兒童參

加觀星活動請由親屬陪同參與。 

2. 燈具改善計畫，建議先找 1~2 個

亮點去做嘗試，並請委辦單位提

供改善優先順序。 

3. 本案後續同意由廠商建議納入

企業社會責任(CSR) 精神來推動。 

1.遵照指示辦理。自閉症活動的兒童

家長均會陪同參與，疫情下的任何活

動也均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陽管

處相關規範辦理。 

2.感謝處長指教。已在報告書中列出

改善建議，將以在「特別景觀區」與

「遊憩區」的路燈優先進行改善。

「一般管制區」之路燈則先維持現有

狀況，但對於新增設之路燈需審慎評

估必要性。 

3.感謝處長同意，後續將依照指示與

企業展開協商對話。 

2 張順發副處長： 

1. 燈具改善部分，建議訂定一些

參考指標，例如：搭配交通流

量、附近居民使用量、安全需求

程度等客觀數據，並衍生相對應

之規範。 

2. 暗靜路段未來宣傳上應針對不

同對象有所區隔，如：暗空或觀

星專業人士，可在鞍部辦理；導

覽解說，依相關內容在特定區域

辦理；一般民眾，在冷水坑辦

理，並就資源分區規劃辦理。 

3. 對本案計畫期待可以達到下列

幾點目標： 

(1) 暗空觀念的推廣。 

(2) 以國家公園精神塑造暗空環

境，守護民眾健康福祉。 

(3) 暗空環境增進動植物生態的保

育成效。 

(4) 協助機關間、居民、民眾等跨

單位之溝通。 

1.感謝副座指教。在燈具改善的優先

順序會依照國家公園管理分區計劃來

擬定改善策略。 

2.遵照指示針對不同使用族群進行研

擬，報告書分成專業觀星、大眾體驗

與弱勢公益三大部分。並考量交通易

達性、外部干擾、展望開闊度及是否

具備公廁等基本服務進行評估。 

3.感謝副座指示，遵照指示進行暗空

生態保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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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蕭淑碧課長： 

1. 星空主題發展和以往本處與天

文館合作方向略有不同，值得期

待。 

2. 暗空生態引入民眾健康議題，

對社會有助益。 

感謝課長肯定，暗空在睡眠議題的著

力與弱勢公益的推廣承蒙陽管處的資

源得以拓展。 

4 華予菁課長： 

1. 本計畫有研究探討性質，報告

書撰寫建議可採研究報告方式呈

現。報告的結構上，希望從文獻

探討的部分，就能呈現出台灣暗

空協會對暗空研究作詳細陳述。 

2. 在文獻回顧的部分希望能呈現

世界其他國家公園推動暗空的案

例，是由國家公園還是地方政府

來主導辦理？因為本案除了國家

公園內自行辦理改善作業外，尚

需和地方政府協調合作；後續的

結論建議應該要有短、中、長程

計畫目標，涉有跨部會、跨機關

協調部分請敘明。 

3. 關於燈具改善部分，針對投射

角度、燈罩樣式及材質等，請提

供具體圖面表示；以哪個據點試

辦改善燈具較有成效，或對觀星

活動有明顯助益。 

4. 是否世界上或國內有其他都會

型暗空環境推動案例，若有可列

入報告內。 

1.感謝課長指教。後續敬悉遵辦以陽

管處研究報告之格式呈現。 

2.4.感謝課長指教。在期中與期末報

告書中已補增聯合國、西班牙、英

國、美國、澳洲相關案例研究，並增

補暗空生態效益機制的文獻回顧。 

3.感謝課長指教。目前有將國際暗空

協會建議之燈具型態、樣式翻譯成中

文呈現在報告書中，並整合成文件給

未來施工單位參考。 

5 陳彥伯主任： 

1. 國外的暗空案例，進入暗靜路

段有告示牌提醒注意事項，試辦

暗靜路段也請協會提供告示牌內

容，可考量由管理處製作。 

2. 擎天崗是民眾觀星熱點，請納

入參考。 

感謝主任指教。遵照指示針對不同使

用族群進行研擬，報告書分成專業觀

星、大眾體驗與弱勢公益三大部分。

並考量交通易達性、外部干擾、展望

開闊度及是否具備無障礙公廁等基本

服務進行評估。擎天崗屬於適合大眾

觀星體驗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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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俊賢主任： 

1. 中正山是南面觀星地點，又有

停車場，可納入基礎資料盤點。 

2. 建議可針對陽明山地區聚落做 1

份燈具或光源改善建議，供民眾

進行燈具汰換參考。 

感謝主任提醒。後續將遵照指示增補

中正山的基礎星空品質量測，並針對

照明熱點給予改善建議。 

 

(八)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正 

1 

曾偉宏處長： 

1. 協會未來如果要辦理國際性暗空的中大

型活動，建議可以評估邀請企業加入主

辦，增加能量。 

2. 會長建議的內容請以書面文字資料交給

承辦單位，列入期中報告資料。 

感謝處長指教。遵照指示邀請有

意願的金控銀行進行協助研擬。

並在期中報告補增文字內容。 

2 

張順發副處長： 

1. 建議簡報內容及架構比較完整，請納入

報告書中。 

2. 請於報告書中補充「暗對生態影響」的

相關研究資料整理，以作為理論的基礎。 

3. 園區內有部分工程改善進行中，有些色

溫及燈具角度的調整建議請提供本處參

考。 

4. 暗靜路段設置的部分，評估因交通量

少、居民少的地方，影響會較小，請提供

比較完整的內容(包含燈具改善計畫、暗靜

路段前後的告示牌等)比較容易和公燈處進

行討論。 

5. 全天相機及觀星椅的詳細資料，也請提

供給我們，比較好進行後續規劃。 

1.2.感謝副座指教。遵照指示在

期末報告補增「暗」之於生態影

響反應機制相關內容。 

3.感謝副座指教。已研擬一份

「國家公園最適照明工程建議」

給負責擎天崗公共廁所的工程單

位請參酌附件。 

4.5.感謝副座指教。燈具改善計

畫請參考「五、 室內/戶外場域

照明技術建議」章節。全天相機

與觀星椅等後續規劃會持續與管

理處及相關施作廠商共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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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蕭淑碧課長： 

1. SQM的詳細調查資料和路燈盤點的詳細

資料未在報告書內呈現，請再補進報告書

中。 

2. 有關志工培訓後續需持續加強，而協會

也排出可以進行的相關課程，是非常好的

安排。 

3. 每月 2 則短文可以帶動社會對園區暗空

的關心，燈具改善的部分，管理處可以同

步選擇 1~2 處的燈具來調整，請協會提供

相關協助。 

1.感謝課長提醒。已在報告中增

補 SQM詳細調查資料與路燈點

位。 

2.感謝課長肯定。陽明山志工也

給予此案很大支持，也冀盼能持

續與志工先進們持續交流分享。 

3.感謝課長指示。樂於持續與大

眾分享暗空保育的理念。在燈具

改善計畫請參考「五、室內/戶

外場域照明技術建議」章節。 

4 

華予菁課長： 

1. 報告書第 10 頁暗靜路段評估的評估項

目，請再增加針對評估項目的說明，目前

未有相關量化的數據導入，並不清楚這 6

條道路是如何甄選出來的。 

2. 目前區內的路燈權管是在雙北地方政府

及養工處等相關單位；國家公園使用的其

他照明是使用營建署的通用設計規範，尚

未有專有的低照度燈具設計標準；若在不

同層次的區域(如：生態敏感區域等)，需要

不同的照明程度，請協會可以給予不同規

範的建議。 

1.感謝課長指正。已增補評估參

數進入報告書考量交通易達性、

外部干擾、展望開闊度、是否具

備公廁之基本服務及用停車位數

量代表人流上的環境承載進行評

估。詳參「暗靜道路選址-人流

分區劃定」章節。 

3.感謝課長指示。目前國家公園

路燈採用的是內政部的標準，而

一般燈具採用通用設計規範，尚

未有一份以生態為本位的照明規

範。本團隊援引國際規範已草擬

國家公園生態照明原則，並建議

依照現有國家公園土地分區系統

進行不同照明強度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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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彥伯主任： 

1. 步道及公路的名稱請再確認現行使用的

名稱，如「中湖戰備道路」現稱「中湖道

路」；「擎天崗聯絡道路」現稱「冷擎車

道」；「擎天崗步道」應是指「擎天崗環

形步道」。若暗靜路段需要進行管制，未

來與停車場委外廠商的合約可能要做一些

調整。 

2. 擎天崗廁所正在做整體更新修繕，針對

廁所燈具部分，請協會提供改善建議。 

1.感謝主任指正。已將相關步

道、公路名稱更正。 

2.感謝主任指正。後續已提供一

份「國家公園最適光源照明工程

建議」給負責擎天崗公廁施作的

工程單位。 

6 

葉超然主任： 

1. 全天相機的建議設置地點為何？ 

2. 有關園區內停車場的燈，光度滿亮的，

因為考量夜遊民眾的安全性，請協會提供

若未來要減燈或減光的設置建議。 

1.感謝主任提醒。目前規劃以小

油坑為第一順位，鞍部與二子坪

未來皆可考慮。 

2.感謝主任指教。在顧及暗空生

態保育與夜遊民眾之安全，可採

非裸燈易造成眩光之光源，而是

照向路面之暖色燈具。相關照明

改善建議可參考「室內/戶外場

域照明技術建議」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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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正 

1 

蕭淑碧課長: 

1. 宣導影片部分請再調整加強暗空理念宣

導。 

1.感謝課長指正。將會重新剪輯

影片，加強暗空理念之宣導。 

2 

陳彥伯主任: 

1. 各站已配合採購燈泡選用色溫約 3000k，

另外請問是否有相關研究，地面照明適合

選用照度多少的燈泡。 

2. 建議在影片內加入宣導:夜晚到國家公園

等地區，自行攜帶的手電筒等光源，可以

如何選用是對生態環境較為友善的。 

1.感謝委員指教。針對照明照度

可參考內政部所公布的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十九章，

有建議不同狀況的人行道照度。

依次為 10、6、2勒克斯(Lux)。 

2.感謝主任指正。將會在影片中

加入如何使用手電筒的說明，加

強暗空理念之宣導。 

3 

張筱婉技士: 

1. 請補充人造光源對生態層面影響的研究

結論節錄出來。 

2. 陽明山現有照明盤點的部分請註明是否

包含公路總局轄管的路燈。 

3. 大屯山車道封閉主要因素為生態保育、

減少路殺，辦理弱勢觀星活動勢必需讓車

輛通行，建議重新評估適合地點。 

1.感謝委員指教。將會增補文獻

對於生態影響之結論。 

2.感謝委員指教。目前路燈盤點

資料，是有涵蓋公路總局所轄管

的台二甲省道及 101甲縣道道路

路燈。 

3.感謝委員指正。可以延續擎天

崗草原作為弱勢觀星活動的場

地。 

 

  



 

 - 74 - 

(十) 暗空體驗活動會後會議 

時    間：11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 00 分 

地    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主    席：蕭淑碧(解說教育課 課長)                                       紀錄：黃仲甫 

出 列 席： 

張筱婉（解說教育課） 

林正修（台灣暗空協會 會長） 

黃仲甫（台灣暗空協會） 

 

壹、主席致詞 

活動執行回顧 

今日就此案之兩場活動，自閉症弱勢觀星 及暗空環境睡眠工作坊，分別討論進

行狀況與改善建議。 

貳、報告事項（無）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110 年暗空環境睡眠工作坊，提請討論。 

說  明：  整體 7個小時的工作坊，大致以 60 分鐘的動態活動、15 分鐘的靜態講授

、20 分鐘的休息組成模組，並重複三次。在內容層次上，第一階段透過獨

自靜走、聲音地圖開始與自然（菁山自然中心）產生連結，與「自然演化

」的小短講呼應，第二階段則以矇眼抱樹開展去視覺的感官世界，與「倚

重視覺的文明演化」呼應，最後第三階段戶外的觀星體驗雖然遇雨取消，

但藉由正念的帶領練習及短講「照明的禮貌」「暗靜野陰的新典範」分享

，作為收尾。 

 整場活動也藉由四位小組長（心理工作者）帶領團體的分享與回顧，了解

自身這處平常不易覺察的「黑暗」之美與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暗空呼應。 

  

建  議：  一、聲音地圖的活動中，在大樹下分享的那一組狀況會比起站在桌側的討

論來的自然舒適，可在分組討論的場域稍作構想安排。（蕭課長提） 

 二、活動的安排有動靜之間交替，但可再安排更多時間讓參與者沈澱思考

。（蕭課長提） 

三、未來此工作坊提議可縮短時間為 3小時，並拆分成 3-4場系列活動，

變成一季的暗空環境推廣活動。並酌收參與者報名費用 500元上下。 

四、未來此活動可探尋讓國家公園志工參與的空間，讓志工專業在此議題

上能有所投入。 

五、針對明年大型活動，如國家公園暗空國際論壇，邀請國際學者與國內

專家實體參與或線上講授。 

提案二：110 年弱勢團體觀星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此年度的弱勢團體觀星活動對象鎖定有星兒之稱的自閉症兒童，由於

自閉症兒童屬於對於陌生及黑暗會極為害怕與敏感的族群，此次活動從事

前與家長、孩童的活動溝通與心理建設，現場活動教具安排與適度燈光的

指引來營造安全與溫馨的氣氛，以及現場心理師團隊的安全守護，皆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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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心理安全的風險管理。 

二、在課程目標上，鎖定非微光的天體（星雲、星星）而是巨大明亮的月

球為切入點，並融合多種感官經驗，有視覺上的繪畫塗鴉、不擅長繪畫的

孩童可使用貼紙、或使用更直覺的黏土在畫紙上、月亮模型上，形塑自己

對於月亮的感知，暗空老師則簡短地分享月亮的故事，並在協助孩童透過

天文望遠鏡一窺真實的月亮。讓自閉症兒童在夜晚中發展出對於黑暗與月

球的感官經驗。 

建議： 一 、 在講述月 亮故事 時 ， 可 以再更多的圖像描述與故事性。 

二、未來擬讓結合對應之社會資源，如金融企業的掛名贊助孩子的交通與

餐點，亞東醫院提供心理衛生專業支持，並整合臺北市天文館與民間適應

體育（特殊教育）之資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注入公益社會參與的活水。 

 

肆、散會（結束時間：下午 16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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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暗空社群行銷貼文 

國家公園的暗空想像]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08434152830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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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空解說志工培訓與推廣]  

https://www.facebook.com/123003754441904/posts/421 258834881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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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暗空思維]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0969718 2704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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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星圖- 夏]  

https://www.facebook.com/123003754441904/posts/425 588430782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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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裡的暗空細語]  

https://www.facebook.com/123003754441904/posts/419 346232739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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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與疫情]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111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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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山星圖- 春]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0722938 4951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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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上，那閃亮的日子]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2849007 6491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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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走入草山的夜]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36883591652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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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日子，有著許多種「想念」 ]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39644357709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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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月亮有約。星兒暗空體驗 ]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469837793091790 

 

 
  



 

 - 87 - 

[ 睡眠與環境原有的暗靜有什麼關係呢？ ]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51354299205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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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與靜的國際交流 ]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59981059342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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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空保留區的第一項任務 ]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62866587387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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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空保育的箇中秘密 ] 

 

https://www.facebook.com/YMSNP.tw/posts/463844392623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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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暗空推廣照片 

完整資料已燒錄至光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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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暗空生態推廣影片 

完整資料已燒錄至光碟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