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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使用裸眼和未妥善滤光的望远镜直接观测太阳，这将导致永久性

的视力损伤。

• 不要用望远镜来将太阳直接投影到任何平面上，聚焦的光束可能损坏

望远镜内的光学元件。

• 不要使用置于目镜前端的太阳滤光片，不要使用未经安全认证的赫歇

尔棱镜天顶来观测太阳。望远镜的聚焦作用将可能导致这些元件剧烈吸热和

爆裂。爆裂之后日光将毫无过滤的射入人眼导致损伤。

• 望远镜不要疏于管理。在操作时要有熟悉操作的成人在现场，尤其是

在有小孩在场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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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购买了星特朗天文望远镜。

星特朗天文望远镜使用高级的材料，保证了稳定性和耐久性。所

有这些加起来可以带给你终生的观测乐趣，而只需要很少的维护。

在你着手进行观测之前，请花一些时间阅读这本说明书。你可能

需要通过几个观测时段来熟悉使用你的望远镜，因此在完全掌握望远

镜的操作之前，你最好把说明书一直带在身上。本说明书给出了使用

中每个步骤的详细参考信息，并提供所需的参考资料和帮助提示，从

而保证你的观测体验简单而愉快。

你的望远镜可以满足你数年有价值的观测。然而，在使用望远镜

之前有几个注意事项，来保证你的安全以及望远镜的正常工作。

简 介 部件介绍

1 物镜 8 高度角调节手柄

2 镜筒 9 三脚架锁紧夹

3 寻星镜支架 10 三脚架

4 寻星镜 11 中轴锁紧旋钮

5 目镜 12 方位角锁紧旋钮

6 正像天顶镜 13 三脚架云台

7 调焦旋钮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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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1-1 Travel Scope 70 (Travel Scope 50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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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升高三脚架，您先松开三

脚架每一条腿底部的锁紧夹（见图

2-4），再将三脚架腿拉出到您需要

的高度，再锁紧锁紧夹。伸展后的

样子见图 2-5。

5. 如果您想要再增加三脚架的

高度，您必须使中心杆升高。首先

逆时针松开锁紧旋钮（见图 2-6），

然后往上拉三脚架云台，中心杆便

会跟着上升。继续拉升直到您想要

的高度，然后锁紧锁紧旋钮。

三脚架高度最低时稳定性最高。

组 装

这章内容为 Travel Scope 望远

镜的组装说明。望远镜第一次应该

在室内安装，可以认识各部分组件，

以便在室外安装之前熟悉正确安装

流程。

安装三脚架

1. 三脚架是预装配的，以方便

组装——见图 2-2.

2. 将三脚架竖立起来，并将三

脚架腿向外掰，直到完全展开——

见图 2-3。

3. 您可以升起三脚架腿到您想

要的高度。

图 2-2

图 2-3

图 2-1 图 2-4 图 2-5

图 2-6

将望远镜筒安装到三脚架上

将主镜筒底部的鸠尾板（图 2-7

所示为 Travel Scope 70，Travel 

Scope 50 类似）和三脚架云台（图

2-8）结合在一起即可。在观测前确

保所有的螺丝都锁紧。

1. 逆时针旋转松开右上角的旋

钮（见图 2-8）。然后可以倾斜三

脚架云台达 90°（见图 2-9）。倾

斜云台后，锁紧旋钮。

2. 图 2-10 所示为主镜筒底部

和三脚架云台。

3.在三脚架云台的中心底部（见

图 2-10）有个旋钮，有个 ¼ x 20 的

螺丝，可以将主镜筒安全安装上去。

图 2-8

图 2-7

图 2-9

图 2-10

图 2-11

手动移动望远镜

Travel Scope 可以很方便的移

到你希望指向的地方。上下（高度）

控制通过手柄（图 1-1）实现调节。

左右（方位）通过方位角锁紧旋钮（图

2-8 的左上方旋钮）实现调节。两个

旋钮通过逆时针旋转松开，并通过

逆时针旋转锁紧。当旋钮都松开的

时候，望远镜能够灵活运动， 然后

锁紧旋钮。

安装天顶镜和目镜

天顶镜能将望远镜的光路转向。

对于天文观测而言，这使得您观测

的姿势比没有天顶镜时来得舒适。

Travel Scope 望远镜的天顶镜是正

像棱镜，能使成像的上下左右都是

正的，方便观测地景。正向天顶镜

4. 把 ¼ x 20 的 螺 丝 旋 进

Travel Scope 鸠尾板底部的螺孔

中。见图 2-11。

5. 最后，松开三脚架云台旋钮，

将云台放低到水平位置，然后旋紧

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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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转到你希望的任意角度。安装

天顶镜步骤如下：

1. 拧松调焦座目镜接口上的锁

紧螺丝，使其不进入内筒，将天顶

镜铬金属部分插入接口，拧紧锁紧

螺丝（图 2-12）。

2. 拧松天顶镜目镜接口上的锁

紧螺丝，使其不进入内筒，将目镜

铬金属部分插入接口，拧紧锁紧螺

丝（图 2-13）。

3. 可以更换目镜来改变倍率。

图 2-12

图 2-13
调焦

当望远镜进行调焦时，仅需转

动位于调焦座正下方的调焦旋钮 ( 

如图 1-1 )。当聚焦一个比平常观测

的更远的目标时，顺时针转动旋钮。

当观测比较近的目标，逆时针转动

旋钮。

如果你不确定如何调焦，可以

尝试在安装了天顶镜和焦距最长的

目镜后，把调焦筒全部缩进去，并

对准 200~500 米远的一个比较鲜艳

的一片目标，比如树林，草地等，

然后转动调焦旋钮逐步拉出调焦筒，

直到呈现一个清晰的像。

注意：如果你戴了矫正型眼镜

( 尤其是玻璃的 )，在通过望远镜的

目镜进行观测时，你需要摘下眼镜。

然而，在使用照相机时，你应该经

常戴矫正型透镜来保证尽可能观测

到清晰的聚焦。如果你的眼睛散光

的话，则需要一直戴着矫正型眼镜。

安装 TravelScope70 的寻星镜

安装寻星镜步骤：

1. 找到寻星镜的安装位置（见

图 1-1）。

2. 移除镜筒上螺丝柱上的滚花

螺帽（见图 2-14）。

3. 将寻星镜支架安装到螺丝柱

上，旋紧滚花螺帽（图 2-15）。

4. 注意寻星镜的方向，粗的一

端与主镜的物镜方向一致。

5. 移除寻星镜两端的盖子。

图 2-14

图 2-15

校准寻星镜

校准寻星镜步骤：

1. 在白天找一个目标，将该目

标放置在低倍目镜的视场中心。

2. 在寻星镜视场中找到同一个

目标。

3. 请勿移动主镜，调节寻星镜

支架上的校准螺丝，直到该目标置

于寻星镜中的十字丝交点上。

4. 如果寻星镜的成像是虚焦模

糊的，请旋转寻星镜的目镜直到成

像清晰。

注意：寻星镜的成像是上下左

右颠倒的。

目镜

校准螺丝

物镜

图 2-16

计算放大倍率

您可以通过改变目镜来改变望

远镜的放大倍率。为了确定望远镜

的倍率，

简单的用望远镜焦距除以目镜

焦距。公式如下所示：

 倍率 =

为了说明方便，假设您正在使

用 20mm 目镜。为了确定倍率，您用

望远镜物镜的焦距 ( 例如，Travel 

Scope70 的焦距为 400mm) 除以目

镜焦距 20mm。400 除以 20 得到倍

率 20。

虽然倍率是可变的，但在通常

的星空观测中，每种设备都有最大

有效倍率。通常规则是每英寸望远

镜口径可达到的最高倍率为 60。例

如Travel Scope70的口径是2.8＂。

60 乘 2.8 得到该望远镜最大有效倍

率是 168。虽然这是最大有效倍率，

但是许多观测选在每英寸 20 到 35

的倍率之间。

使用高倍观测的注意点：高倍

率主要用于月球和大行星的观测，

用于放大表面细节，但是同时反

差和亮度都会下降。当在 Travel 

Scope50 上同时使用 8mm 目镜和 3x

的巴罗镜时，会达到极高的倍率，

这种极高倍率很少能用到。此时的

成像会非常暗，反差非常低。要想

得到高亮度和高反差，请使用低倍

率。

一般观测提示

使用任何光学设备，需要注意

以下几条，以确保获得尽可能好的

物镜焦距（mm）

目镜焦距（mm）

图 2-17

3x 巴罗镜

安 装 使 用 巴 罗 镜 ( 仅 限 于

Travel scope50)

使用 3x 的巴罗镜将使您的望远

镜的放大倍数增大为任一目镜倍率

的 3 倍。但是高倍率只用在观测条

件非常理想的情况下。要使用巴罗

镜，请移除天顶镜并将巴罗镜直接

插入调焦座。然后将目镜插入巴罗

镜进行观测。

注意：刚开始寻找目标建议使

用低倍率目镜。

望远镜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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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不要通过玻璃窗观测。普通窗

户上的玻璃在光学上是不完美的，

而且会因为窗户一部分的与另一部

分的厚度的不同，影响望远镜的聚

焦能力。在大多数多情况下，您就

不能获得真实清晰的图像，而在某

些情况下，您甚至可能看到双像。

视线不要穿过或者越过产生热

对流的地方，包括在炎热的夏季的

沥青停车场或者房顶。

在做地面观测时，朦胧的天空，

烟雾，薄雾也很难调焦。在这种条

件下观测到的细节数量会大大减少。

而且，在这种条件下拍摄，冲洗后

的照片比正常条件下的照片反差低

和曝光不足，还会有比较多的颗粒。

如果您是戴眼镜的（特别是玻

璃的），当用目镜观测时，您也许

想要摘下它。然而，当使用照相机时，

您应该戴着眼镜确保调焦尽可能精

确。如果您的眼睛有散光，那么最

好一直戴着眼镜。

天文学基础

至此，本手册已经覆盖了望远

镜的组装和基础操作。然而，为了

更透彻地了解您的望远镜，您需要

了解一些关于夜空的知识。本节概

括介绍一下观测天文学以及夜空和

校准极轴的知识。

天球坐标系

为了帮您找到天空中的目标，

天文学家使用一种类似于地球上的

地理坐标系的天球坐标系。天球坐

标系中有极轴、经纬线和赤道。对

于大部分情况来说，它们相对于背

景星是保持固定的。

天赤道绕着地球一周，共有 360 

度，将天球分为北半天球和南半天

球。跟地球赤道一样，其读数为0 度。

与地球上的纬度相对应，在天球中

相应地称为赤纬，或者缩写成 DEC。

赤纬线按它们在天赤道的以上或以

下的角度来命名。赤纬线被分成度，

角分和角秒。天赤道以南的赤纬读

数在其坐标前面带有一个减号（-），

天赤道以北的赤纬读数在其坐标前

面是空白（即没有指定）或者带有

加号（+）。

在天球中，与经度相对应的是

赤经，缩写成 R.A.，跟地球的经度

线一样，赤经线也是从天极到天极，

间隔为 15 度，均匀分布。虽然经度

图 4-1     从天球以外看来说明赤经和赤纬

+ 赤纬

- 赤纬
赤经

线以角度距离进行分割，但是仍然

用时间来进行度量。两条经度线之

间是一个小时。由于地球每 24 小时

转一圈，所以一共有24 条线。因此，

赤经坐标以时间来标记。赤经原点

随意选取双鱼座里的一点，并标记

为 0 时，0 分，0 秒。所有其它的

点都在向西转时，以滞后这个坐标

多远（即多长）来定标。

星体的运动

太阳在天空中的周日运动即便

是对于大多数普通观测者而言也是

很熟悉的。这种周日运动的轨迹不

是早期天文学家们认为的太阳的运

动，而是地球自转的结果。地球的

自转也引起了恒星同样的运动，地

球完成一次自转后，恒星在天空中

图 4-2

所有恒星都围绕天极旋转 , 然后根据您所观测的天区不同，

景象也有所差别。靠近北天极的恒星会明显地呈现出以北天

极为中心的同心圆（1）。天赤道附近的恒星也绕着天极旋转，

但是完整的轨迹被地平线截断。他们呈现出东升西落的现象

（2）。背向天极看，在相反方向的恒星弧轨迹像是围绕另一

个天极旋转（3）。

北天极附近星轨迹 天赤道附近星轨迹 背向北天极时看到的星轨迹

画出一个大圆圈。恒星的圆形轨迹

的大小取决于它在天空中的位置。

离天赤道最近的恒星形成东升西落

的最大的圈。朝向北天极时，北半

球的恒星看起来是旋转的，这些圈

向着北天极变得越来越小。位于天

球中纬地区的恒星从东北方升起，

从西南方落下。位于天球高纬地区

的恒星经常在地平线之上，并且它

们被称为是拱极星，因为它们从来

不升起，也不落下。你从来没有看

见过这些星能够完成一个圆周，因

为白天的太阳光将星光都遮挡掉了。

然而，这部分天区恒星的圆周运动

的一部分，可以用照相机观察到，

把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曝光时间

是 2 小时。这张照片将呈现围绕天

极旋转的半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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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用安装好的望远镜进行

天文观测了。这一节内容包括太阳

系和遥远天体的目视观测要点，以

及介绍会影响您观测的一般性的观

测条件。

观测月球

通常，人们总想在月亮满月时

看月亮。这时，我们看到的月面全

部被照亮了，而且光线过强。此外，

这个阶段月面上的物体没有反差或

者反差很小，无法看清细节。

观察月球的最好时间是在上弦

月前后或下弦月前后。较长的影子

揭示了月球表面的大量细节。在低

倍率望远镜下，您能够一次性看到

月轮的大部分面积。对于施密特 -

卡塞格林望远镜来说，使用低倍率

目镜再配上可选的减焦镜或改正镜

能够使得您看到整个月轮的惊人的

表现。改变目镜调高倍率时您可以

对准一个较小区域进行观测。

月球观测要点

用可选的月亮滤光镜能增加反

差并能看到月球表面更多细节。一

个黄色滤光片能够增加反差，同时

一个中性密度片或者偏振滤光片会

减少整个表面亮度。

仅供参考

天体观测

观测行星

其他迷人的目标包括五颗肉眼

可见的行星。您可以看到金星有类

似月球的位相变化。火星能够看见

大量表面细节和一个或二个极冠。

你能够看到木星的云带和大红斑(如

果你恰好在这时候观测它 )。此外，

还能看到围绕这颗大行星的卫星。

土星有最美的环，在中等倍率下很

容易看到。

行星观测要点

• 记住，大气条件通常是能够

看见行星细节多少的限制性因素。

因此，避免在行星离地平线较低或

者它们直接在辐射热源上面（例如

屋顶和烟囱）时观测行星。参阅后

面的“观测条件”这一小节。

• 为了增加反差和能看到行星

表面的细节，请尽量使用星特朗目

镜滤光镜。

 观测太阳

虽然观测太阳经常被业余天文

学家所忽略，但是观测太阳是有益

的和有趣的。然而，由于太阳光太

强，在观测时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

以避免伤害您的眼睛或望远镜。

永远不要直接通过望远镜拍照。

因为折光系统的设计（在施－卡望

远镜上），惊人的热量增长会影响

仅供参考

主镜筒的内部。这会破坏望远镜或

者望远镜的附件。

为了安全地进行太阳观测，请

使用太阳滤光镜，这能降低太阳光

强度，从而可以进行安全观测。在

滤光镜的帮助下，您能够看到太阳

黑子穿越太阳圆面，也可以在太阳

圆面边缘看到很亮的斑块——耀斑。

太阳观测要点

* 观测太阳的最好时间为清晨

或傍晚空气比较清新的时候。

* 要想不通过目镜将太阳放入

视场中心，可以看望远镜筒的影子

直到它能形成一个圆形阴影即可。

* 为了确保能准确跟踪，一定

要选择太阳跟踪速率。

观测深空天体

简单说来深空天体是指那些在

太阳系以外的天体。它们包括星团，

行星状星云，弥漫星云，双星和河

外星系。许多深空天体具有较大的

角直径。因此，你需要用低到中等

倍率观察它们。在目视上，因为它

们太暗淡了以致于长时间曝光也不

能显示出颜色。它们只能显示为黑

白色。而且由于它们表面亮度较低，

应该在黑暗的天空区域观测。在城

市附近，光污染使很多星云变得模

糊，从而很难或不可能观测到它们。

使用光害削减滤镜可以帮助减少天

空背景亮度，从而提高反差。

观测条件

进行观测时，观测条件会影响

您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目标。观测

条件包括透明度，天空亮度和视宁

度。

了解观测条件以及它们对观测

的影响将会帮助您获得望远镜以外

的更多知识。

透明度

透明度是大气的清澈度，受云、

湿气和其它大气尘粒的影响。厚积

云是完全不透明的，而卷云则是比

较薄，允许来自最亮恒星的光穿过。

模糊的天空比晴朗的天空吸收更多

的光，这样更难看到暗淡的天体，

也降低了较亮天体的反差。火山爆

发将浮尘喷到上层大气里，这也会

影响透明度。理想的观测条件是如

墨水般漆黑的夜空。

天空亮度

天空的光亮一般来自月亮、极

光、夜天光以及光污染，这些都会

严重地影响透明度。然而这对于很

明亮的恒星或者大行星并不是问题，

只是明亮的天空会减少有延伸性的

星云的反差，使得它们很难观测到。

为了使您的观测能达到最佳效果，

应选择在没有月亮的夜晚里进行深

空观测，且应远离有光污染的大城

市地区。LPR 滤镜（光害削减滤镜）

通过阻挡那些来自遥远天空中不需

要的光，从而增强光污染区域深空

天体的观测效果。另一方面，您可

以在光污染区域或没有月亮时观测

行星和恒星。

视宁度

视宁度指大气稳定性，会直接

影响到延伸天体的众多精细结构的

观测。我们的大气相当于透镜，弯

曲和扭曲射入的光线。弯曲程度依

赖于空气密度。变化的温度层具有

不同的密度，因此弯曲光的能力也

不同。来自同一天体的光线抵达后

具有轻微的位移，以至产生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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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宁度条件直接影响图像质量，这些图片给出了一个点光源（即恒星）在视宁度很差的条件
下（左）和视宁度非常好的条件下（右）的成像。大多数情况下，成像处在这两个极限之间。

完美或有污点的图像。这些大气干

扰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空气团的

大小和望远镜口径的比例确定了观

测质量。在较好的观测条件下，可

以看到木星、火星等较亮行星的细

节，恒星是一个针尖般的点。在较

差的观看条件下，图像是模糊的，

恒星看起来是一个斑点。

这里描述的条件适用于目视观

测和照相观测。

编号 21035 21038

型号 Travel Scope 70 Travel Scope 50

光学设计 消色差折射式 消色差折射式

口径 70mm 50mm

焦距 400mm 360mm

焦比 f/5.7 f/7.2

光学镀膜 全表面镀膜 全表面镀膜

寻星镜 5X24 2X20

天顶镜 1.25 寸 45 度全正像 45 度全正像

目镜 1.25 寸 1.25 寸

巴罗镜 无 3x

极限星等 11.7 11.1

托架 经纬仪 经纬仪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告。

技术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