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定位法 



第一節 地文定位法  



一、交叉方位法 

1、兩目標交叉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12´航行，於1300同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315°，B燈塔之方位040°，試求13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  

(1)畫出測定A燈塔之位置線： 

①以平行尺量取315°之方向後，保持此方向並平移平行尺使其尺緣 

    貼於A燈塔位置。 

②循315°之反方向自A燈塔作一直線，此直線即為測定A燈塔所得之 

    位置線。 

(2)畫出測定B燈塔之位置線： 

     以步驟(1)之相同作法畫出測定B燈塔方位之位置線。 

(3)畫出1300 Fix 

①測定A、B燈塔所得之兩位置線所產生交點即為新船位1300 Fix。 

②為保持圖面清楚、美觀，將定位後過長或不用之線條擦拭乾淨。 

③由1300 Fix繼續畫出航向090°、航速12´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12´航行，於1300同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315°，B燈塔之方位040°，試求13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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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兩目標交叉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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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兩目標交叉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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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12´航行，於1300同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315°，B燈塔之方位040°，試求1300時之Fix？ 



2、三目標交叉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20°、航速15´航行，於1540同時測得A燈塔之方 位005° 

        、B山峰之方位255°、C燈塔之方位130°，試求1540時之Fix？  

作圖法（圖6-2）： 

(1)依所測定之A燈塔、B燈塔及C燈塔三目標之方位，分別作出其位 

     置線。 

(2) 測定A、B、C燈塔所得之三條位置線交點即為1540 Fix。 

(3)由11540 Fix繼續畫出航向020°、航速15´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020°、航速15´航行，於1540同時測得A燈塔之方 位005° 

        、B山峰之方位255°、C燈塔之方位130°，試求154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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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三目標交叉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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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20°、航速15´航行，於1540同時測得A燈塔之方 位005° 

        、B山峰之方位255°、C燈塔之方位130°，試求1540時之Fix？  

Ａ燈塔 

1540 

C燈塔 

B山峰 

Ｎ 

Ｓ 

Ｅ Ｗ 

圖6-2 三目標交叉定位法  
NEXT 



二、兩疊標方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70°、航速24´航行，於0950時分別測得A、B燈塔疊 

         標、與C、D燈塔疊標，試求0950時之Fix？ 

作圖法（圖6-3）： 

(1)畫出A、B燈塔疊標之位置線： 

①將平行尺尺緣置於A燈塔及B燈塔之位置上。 

②循平行尺作出通過A、B燈塔兩位置之直線，此直線即為測定A、B 

    燈塔疊標所得之位置線。 

(2)畫出C、D燈塔疊標之位置線： 

     以步驟(1)之相同作法畫出測定C、D燈塔疊標之位置線。 

(3)畫出0950Fix： 

①兩疊標位置線之交點即為0950 Fix。 

②由0950 Fix繼續畫出航向270°、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270°、航速24´航行，於0950時分別測得A、B燈塔疊 

         標、與C、D燈塔疊標，試求095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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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兩疊標方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70°、航速24´航行，於0950時分別測得A、B燈塔疊 

         標、與C、D燈塔疊標，試求095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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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 兩疊標方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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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橫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83°、航速15´航行，0835時測得A燈塔正位於此船右 

         正橫10´處，試求0835時之Fix？ 

作圖法：（圖6-4） 

(1)以A燈塔位置為圓心， 10´之長度為半徑，畫一圓，此圓即為距A 

     燈塔10´之位置圈。 

(2)置A燈塔於本船之右舷側，以航向283°畫一相切於此位置圈之航向 

     線。 

(3)自A燈塔位置畫一與航向線成垂直之直線。 

(4)位置圈與航向線之垂線交點即為0835 Fix。 

1、右正橫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83°、航速15´航行，0835時測得A燈塔正位於此船右 

         正橫10´處，試求0835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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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右正橫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83°、航速15´航行，0835時測得A燈塔正位於此船右 

         正橫10´處，試求0835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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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右正橫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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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315°、航速15´航行，0800時測得A燈塔正位於此船左 

        正橫10´處，試求08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5）：  

(1)畫出距A燈塔10´之位置圈。 

(2)置A燈塔於本船之左舷側，以航向315°畫一相切於此位置圈之航向 

     線。 

(3)自A燈塔之位置畫一與航向線成垂直之直線。 

(4)位置圈與航向線之垂線交點即為0800 Fix。 

2、左正橫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315°、航速15´航行，0800時測得A燈塔正位於此船左 

        正橫10´處，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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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Ｗ Ａ燈塔 

圖6-5 左正橫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315°、航速15´航行，0800時測得A燈塔正位於此船左 

        正橫10´處，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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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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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左正橫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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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距離圈定位法  

例：某船由0800之DR以航向225°、航速12´航行，於0800同時測得A 

        島嶼之距離12´.5，B島嶼之距離10´，試求08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6）： 

(1)畫出推算船位： 

     標示出0800之DR位置，並依所定之航向225°、航速12´畫出一通過  

     0800 DR位置之航向線。 

(2)畫出A島嶼之位置圈： 

①以A島嶼位置為圓心， 12´.5之長度為半徑，畫一圓，此距離圈即為測  

    定A島嶼所得之位置圈。 

②實際作圖時不必畫出全部的圓，只須在DR附近畫一小段的圓弧即可。 

(3)畫出B島嶼之位置圈： 

     以B島嶼之位置為圓心，10´為半徑，畫一圓弧交於測定A島嶼所得之 

     位置線上，此距離弧即為測定B島嶼所得之位置線。 

(4)畫出0800之Fix： 

①測定A、B島嶼所得之兩距離弧交點即為0800 Fix。 

②由0800 Fix繼續畫出航向225°、航速12´之航向線。  

1、兩目標距離定位法  





例：某船由0800之DR以航向225°、航速12´航行，於0800同時測得A 

        島嶼之距離12´.5，B島嶼之距離1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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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兩目標距離定位法 



例：某船由0800之DR以航向225°、航速12´航行，於0800同時測得A 

        島嶼之距離12´.5，B島嶼之距離1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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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兩目標距離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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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225°、航速12´航行，於0800同時測得A島嶼之距離  

        12´.5，B島嶼之距離10´，C島嶼之距離10´，試求08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7）： 

(1)依所測定A島嶼、B島嶼、C島嶼三目標之距離，分別作出其位置線。 

(2) A、B、C島嶼三條位置線之交點即為0800 Fix。 

(3)由0800 Fix繼續畫出航向225°、航速12´之航向線。 

2、三目標距離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25°、航速12´航行，於0800同時測得A島嶼之距離  

        12´.5，B島嶼之距離10´，C島嶼之距離1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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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三目標距離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25°、航速12´航行，於0800同時測得A島嶼之距離  

        12´.5，B島嶼之距離10´，C島嶼之距離1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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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三目標距離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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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兩水平夾角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20´航行，08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 

        平夾角045°，B燈塔與C燈塔之水平夾角030°，試求08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8）： 

(1)畫出A燈塔與B燈塔水平夾角045°之位置線： 

①以虛線連接A燈塔及B燈塔兩位置成一直線後，量取此線之長度（14´） 

    ，於該線上之1/2長度處以虛線畫出中垂線，並以觀測目標之方向為基 

    準，量取中垂線之方向度數（315°）。 

②選取觀測目標之一，自目標位置處以所測定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 

     045°，畫一虛線交於中垂線上。 

   （以中垂線為基準，若選取目標為A燈塔時，因其位於中垂線之左側， 

    故需以中垂線方向 315°減去所測定之水平夾角 045°，並以所得之度數 

     270°為方向，自A燈塔位置畫一虛線交於中垂線上；若選取目標為B燈 

    塔時，因其位於中垂線之右側，故需以中垂線方向 315° 加上所測定之 

    水平夾角045°，並以所得度數000°為方向自B燈塔位置畫一虛線交於中 

    垂線上）。 

③以兩虛線之交點為圓心（O），觀測目標至圓心之長度為半徑，畫一圓 

    弧，此弧即為觀測A、B燈塔水平夾角所得之位置線。 



作圖法（圖6-8）： 

(2)畫出測定B燈塔與C燈塔之水平夾角030°之位置線：  

     以步驟(1)之相同作法畫出測定B、C燈塔之水平夾角所得之位置線。 

    （B燈塔至C燈塔之距離為 11´.4，中垂線為 000°，若選取目標為B燈 

     塔時，因其位於中垂線之左側，故需以中垂線方向 000° 減去所測定 

     之水平夾角030°，並以所得之度數330°為方向，自B燈塔位置畫一虛 

     線交於中垂線上；若選取目標為C燈塔時，因其位於中垂線之右側， 

     故需以中垂線方向000°加上所測定之水平夾角030°，並以所得度數 

      030°為方向自C燈塔位置畫一虛線交於中垂線上）。 

(3)畫出0800之Fix： 

①兩水平夾角所求之位置弧交點即為0800 Fix。 

②由0800 Fix繼續畫出航向090°、航速20´之航向線。  





圖6-8(a) 兩水平夾角定位法－選取中垂線左側目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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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20´航行，08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 

        平夾角045°，B燈塔與C燈塔之水平夾角03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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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a) 兩水平夾角定位法－選取中垂線左側目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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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20´航行，08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 

        平夾角045°，B燈塔與C燈塔之水平夾角03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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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b) 兩水平夾角定位法－選取中垂線右側目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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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20´航行，08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 

        平夾角045°，B燈塔與C燈塔之水平夾角03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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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b) 兩水平夾角定位法－選取中垂線右側目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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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90°、航速20´航行，08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 

        平夾角045°，B燈塔與C燈塔之水平夾角030°，試求08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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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位置線混合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70°、航速15´航行，1230時測得A燈塔之距離6´ 、方 

        位045°，試求1230時之Fix？  

作圖法（圖6-9）： 

(1)畫出距離A燈塔6´之位置弧。 

(2)畫出測定A燈塔方位045°所得之位置線。 

(3)位置弧與方位位置線之交點即為1230 Fix。 

(4)由1230 Fix繼續畫出航向270°、航速15´之航向線。  

1、相同目標距離與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70°、航速15´航行，1230時測得A燈塔之距離6´ 、方 

        位045°，試求123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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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9 相同目標距離與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70°、航速15´航行，1230時測得A燈塔之距離6´ 、方 

        位045°，試求123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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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9 相同目標距離與方位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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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225°、航速18´航行，於2000同時測得A島嶼之距離10 ´ 

        ，B島嶼之方位270°，試求20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0）： 

(1)畫出距離A燈塔10´之位置弧。 

(2)畫出測定B島嶼方位270°所得之位置線。 

(3)位置弧與方位位置線之交點即為2000 Fix。 

(4)由2000 Fix繼續畫出航向225°、航速18´之航向線。 

2、不同目標距離與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25°、航速18´航行，於2000同時測得A島嶼之距離10 ´ 

        ，B島嶼之方位270°，試求20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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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0 不同目標距離與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225°、航速18´航行，於2000同時測得A島嶼之距離10 ´ 

        ，B島嶼之方位270°，試求20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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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0 不同目標距離與方位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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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15´航行，於1700同時測得A 、 B燈塔疊標與 

         C燈船之方位045°，試求17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1）： 

(1)畫出A 、 B燈塔之疊標位置線。 

(2)畫出測定C燈船方位045°所得之位置線。 

(3)疊標位置線與方位位置線之交點即為1700 Fix。 

(4)由1700 Fix繼續畫出航向045°、航速15´之航向線。 

3、一疊標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15´航行，於1700同時測得A 、 B燈塔疊標與 

         C燈船之方位045°，試求17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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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 一疊標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15´航行，於1700同時測得A 、 B燈塔疊標與 

         C燈船之方位045°，試求1700時之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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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 一疊標與一方位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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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於1100同時測得A、B燈塔疊標與C燈船之距離8´ ，試求1100時 

        之Fix？  

作圖法（圖6-12）： 

(1)畫出A 、 B燈塔之疊標位置線。 

(2)畫出距離C燈船8´之位置弧。 

(3)疊標位置線與位置弧之交點即為1100時之Fix。  

4、一疊標與一距離定位法  





例：某船於1100同時測得A、B燈塔疊標與C燈船之距離8´ ，試求1100時 

        之Fix？  
Ａ燈塔 

B燈塔 

C燈船 1700 

Ｎ 

Ｓ 

Ｅ Ｗ 

圖6-12 一疊標與一距離定位法 



例：某船於1100同時測得A、B燈塔疊標與C燈船之距離8´ ，試求1100時 

        之Fix？  
Ａ燈塔 

B燈塔 

C燈船 1700 

Ｎ 

Ｓ 

Ｅ Ｗ 

圖6-12 一疊標與一距離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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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16´航行，於0800時測得A燈塔位於該船左正  

        橫，同時測得 B燈塔之方位045°，試求08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3）： 

(1)畫出A 、 B燈塔之疊標位置線。 

(2)畫出距離C燈船8´之位置弧。 

(3)疊標位置線與位置弧之交點即為1100時之Fix。  

5、一正橫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16´航行，於0800時測得A燈塔位於該船左正  

        橫，同時測得 B燈塔之方位215°，試求0800時之Fix？  

Ａ燈塔 

Ｎ 

Ｓ 

Ｅ Ｗ 

圖6-13 一正橫與一方位定位法  

B燈塔 

0800 

90∘ 



NEXT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16´航行，於0800時測得A燈塔位於該船左正  

        橫，同時測得 B燈塔之方位215°，試求0800時之Fix？  

Ａ燈塔 

Ｎ 

Ｓ 

Ｅ Ｗ 

圖6-13 一正橫與一方位定位法  

B燈塔 

0800 

REPLAY 



例：某船於14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035°，C燈塔之方位 

         065°，試求14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4）： 

(1)畫出測定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035°所得之位置線。 

(2)畫出測定C燈塔方位065°所得之位置線。 

(3)水平夾角位置線與方位位置線之交點即為1400 Fix。  

6、一水平夾角與一方位定位法  





Ａ燈塔 

B燈塔 

O 

C燈塔 

圖6-14(a) 一水平夾角(選取中垂線左側目標時)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於14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035°，C燈塔之方位 

         065°，試求1400時之Fix？  

1400 



Ａ燈塔 

B燈塔 

O 

C燈塔 

圖6-14(a) 一水平夾角(選取中垂線左側目標時)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於14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035°，C燈塔之方位 

         065°，試求1400時之Fix？  

1400 

REPLAY NEXT 





Ａ燈塔 

B燈塔 

O 

C燈塔 

圖6-14(b) 一水平夾角(選取中垂線右側目標時)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於14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035°，C燈塔之方位 

         065°，試求1400時之Fix？  

1400 



Ａ燈塔 

B燈塔 

O 

C燈塔 

圖6-14(b) 一水平夾角(選取中垂線右側目標時)與一方位定位法 

例：某船於1400同時測得A燈塔與B燈塔之水平夾角035°，C燈塔之方位 

         065°，試求1400時之Fix？  

1400 

REPLAY NEXT 



第二節 天文定位法  



一、雙星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10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000             AP1            232°          5´.5(A) 

  Y               2000             AP2            278°          6´.0(T) 

試求200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5）： 

(1)分別標示出AP1、AP2之位置。 

(2)畫出測定天體X（AP1）所得之位置線： 

①量取天體之方位232°後，並平移該方位線至AＰ1位置。 

②依此方位線向以遠離（A）GP之方向畫出高度差5´.5(A)之距離。 

③於高度差5´.5(A)在方位線上之一點，畫一垂直於方位線之直線， 

    此直線即為觀測天體X所得之天文位置線。 



作圖法（圖6-15）： 

(3)畫出測定天體Y（AP2）所得之位置線： 

①量取天體之方位278°後，並平移該方位線至AＰ2位置。 

②依此方位線向以朝向（T）GP之方向畫出高度差6´.0(T)之距離。 

③於高度差6´.0(T)在方位線上之一點，畫一垂直於方位線之直線， 

    此直線即為觀測天體Y所得之天文位置線。 

(4)兩天文位置線之交點即為2000 Fix。 

(5)由2000 Fix繼續畫出航向105°、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10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000             AP1             232°         5´.5(A) 

  Y               2000             AP2             278°         6´.0(T) 

試求2000時之Fix？   

AP1 AP2 

Ｎ 

Ｓ 

Ｅ Ｗ 

圖6-15 雙星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10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000            AP1            232°          5´.5(A) 

  Y               2000            AP2            278°          6´.0(T) 

試求2000時之Fix？   

AP1 AP2 

Ｎ 

Ｓ 

Ｅ Ｗ 

圖6-15 雙星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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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星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1925             AP1            331°          8´.0(T ) 

  Y               1930             AP2            102°          7´.0(T) 

  Z                1935            AP3             193°         3´.0(A)  

試求1935時之Fix？   

作圖法（圖6-16）： 

(1)分別標示出AP1、AP2、AP3之位置。 

(2)將AP1、AP2之位置轉進至與AP3相同之定位時間1935： 

①配合航向045°、航速24´，將AP1位置往後轉進10分鐘（1925~1935）。 

    （1/6 × 24´ ＝ 4´ →轉進4´） 

②配合航向045°、航速24´，將AP2位置往後轉進5分鐘（1930~1935）。 

    （1/12 × 24´ ＝ 2´ →轉進2´） 

(3)所有天體之AP轉進至與定位時相同時間後，分別依其條件畫出天體X 

    （AP1）、Y（AP2）、Z（AP3）之位置線。 

(4)三天文位置線之交點即為1935Fix。 

(5)由1935Fix繼續畫出航向045°、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1925             AP1            331°          8´.0(T ) 

  Y               1930             AP2            102°          7´.0(T) 

  Z                1935            AP3             193°         3´.0(A)  

試求1935時之Fix？   

AP1 AP3 

Ｎ 

Ｓ 

Ｅ Ｗ 

AP2 

圖6-16 三星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1925             AP1            331°          8´.0(T ) 

  Y               1930             AP2            102°          7´.0(T) 

  Z                1935            AP3             193°         3´.0(A)  

試求1935時之Fix？   

AP1 AP3 

Ｎ 

Ｓ 

Ｅ Ｗ 

AP2 

圖6-16 三星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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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P相同位置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310             AP1            331°          8´.0(T ) 

  Y               2310             AP2            193°          3´.0(A) 

試求213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7）： 

(1)標示出AP相同位置。 

(2)依其條件由AP相同位置畫出天體X（AP1）、Y（AP2）之位置線。 

(3)兩天文位置線之交點即為2130Fix。 

(4)由2130Fix繼續畫出航向045°、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130             AP1            331°          8´.0(T ) 

  Y               2130             AP2            193°          3´.0(A) 

試求2130時之Fix？   

AP1、2 

1935 

Ｎ 

Ｓ 

Ｅ Ｗ 

圖6-17  AP相同位置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4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130             AP1            331°          8´.0(T ) 

  Y               2130             AP2            193°          3´.0(A) 

試求2130時之Fix？   

AP1、2 

1935 

Ｎ 

Ｓ 

Ｅ Ｗ 

圖6-17  AP相同位置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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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ａ＝0.´ 0之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10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210             AP1            232°          5´.5(A ) 

  Y               2210             AP2            165°          0´.0 

試求2210時之Fix？   

作圖法（圖6-18）： 

(1)分別標示出AP1、AP2之位置。 

(2)依其條件畫出天體X（AP1）之位置線。 

(3)畫出測定天體Y（AP2）之位置線： 

①量取天體之方位165°後，平移該方位線至AＰ2位置。 

②因高度差a＝0，故依此方位線畫直接畫一通過AＰ2位置之虛線。 

③在AＰ2中心位置畫一垂直於方位線之直線，此直線即為觀測天體Y 

    之天文位置線。 

(4)兩天文位置線之交點即為2210時之Fix。 

(5)由2210之Fix繼續畫出航向105°、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以航向10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210             AP1            232°          5´.5(A ) 

  Y               2210             AP2            165°          0´.0 

試求2210時之Fix？   

AP1 AP2 
1935 

Ｎ 

Ｓ 

Ｅ Ｗ 

圖6-18 ａ＝0.´ 0之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105°、航速24´航行，觀測天體資料如下： 

天體            時間              AP              Zn              a 

  X               2210             AP1            232°          5´.5(A ) 

  Y               2210             AP2            165°          0´.0 

試求2210時之Fix？   

AP1 AP2 
1935 

Ｎ 

Ｓ 

Ｅ Ｗ 

圖6-18 ａ＝0.´ 0之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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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航進定位法  



一、地文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03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415時測得A燈塔 

         之方位010°，0445時測得B燈塔之方位090°，試求0445時之R.Fix？ 

作圖法（圖6-19）： 

(1)先畫出推算船位DR： 

     由出發點0300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開始推算，並依推算船位標註方 

     法標示出所須之船位，推算至下一個新的定位時間為止。 

(2)畫出0415時所測定A燈塔方位010°之位置線，並交於推算航跡線DRT上。 

(3)畫出0445時所測定B燈塔方位090°之位置線，畫於定位時間之DR附近。 

（一）方位線轉進法  

1、兩次觀測不同目標方位轉進法 



作圖法（圖6-19）： 

(4)將0415之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0445： 

①以航向060°為轉進方向，所測定A燈塔及B燈塔兩者間之時間差（0415~1445） 

     30分，配合航速24´而求出轉進距離12´（1/2h × 24´ ＝ 12´）。 

②自0415位置線上之任一點，量取轉進方向060°，並循該方向畫一轉進距離為 

     12´之虛線。 

③將0415之位置線，以平行尺平移至虛線長度為12´處，沿尺緣畫一直線交於定 

    位0445時所測定之位置線上。 

（有推算船位時，可直接在DRT上作位置線轉進，其作法係在DRT上以兩腳規量
取兩觀測目標 DR 間之距離，保持此距離長度，將兩腳規之一腳置於第一次所畫
出之位置線與DRT線交點處，另一腳則循DRT線往後在線上作一點，最後，將第
一次所畫出之位置線，以平行尺平移至該點處，畫一直線交於定位時所測定之位
置線上） 

(5) 0415時經平移後之位置線與定位時間0445所測定之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 

      0445R.Fix。 

(6)由0445 R.Fix繼續畫出航向060°、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由03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415時測得A燈塔 

         之方位010°，0445時測得B燈塔之方位090°，試求0445時之R.Fix？ 

Ａ燈塔 

B燈塔 

Ｎ 

Ｓ 

Ｅ Ｗ 

0300 

0800R.Fix 

圖6-19 兩次觀測不同目標方位轉進法  



例：某船由03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415時測得A燈塔 

         之方位010°，0445時測得B燈塔之方位090°，試求0445時之R.Fix？ 

Ａ燈塔 

B燈塔 

Ｎ 

Ｓ 

Ｅ Ｗ 

0300 

0800R.Fix 

圖6-19 兩次觀測不同目標方位轉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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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以航向055°、航速18´航行，11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010°， 

         1140時再測得A燈塔之方位300°，試求1140時之R.Fix？  

作圖法（圖6-20）： 

(1)畫出1100時所測定A燈塔方位010°之位置線。 

(2)畫出1140時所測定B燈塔方位300°之位置線。 

(3)將1100時之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1140： 

①以航向055°為轉進方向，所測定A燈塔及B燈塔兩者間之時間差 

    （1100~1140）40分，配合航速18´而求出轉進距離12´（2/3h × 18´ ＝ 12´）。 

②由1100時位置線上之任一點，量取轉進方向055°，並循該方向畫一轉進距離為 

     12´之虛線。 

③將1100時之位置線，以平行尺平移至虛線長度12´處，沿尺緣畫一直線交於 

     1140時之位置線上。 

(5) 1100時經平移後之位置線與定位時間1140之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 

      1140R.Fix。 

(6)由1140 R.Fix繼續畫出航向055°、航速18´之航向線。 

2、兩次觀測相同目標方位轉進法  





例：某船以航向055°、航速18´航行，11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010°， 

         1140時再測得A燈塔之方位300°，試求1140時之R.Fix？  

Ａ燈塔 

Ｎ 

Ｓ 

Ｅ Ｗ 

1140R.Fix 

圖6-20 兩次觀測相同目標方位轉進法  



例：某船以航向055°、航速18´航行，11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010°， 

         1140時再測得A燈塔之方位300°，試求1140時之R.Fix？  

Ａ燈塔 

Ｎ 

Ｓ 

Ｅ Ｗ 

1140R.Fix 

圖6-20兩次觀測相同目標方位轉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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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由1430之DR以航向265°、航速18´航行，1430時測得A島嶼之 

         距離 7´，1500時測得B島嶼之方位250°，試求1500時之R.Fix？  

作圖法（圖6-21）： 

(1)先畫出推算船位DR。 

(2)畫出1430時之位置線： 

     以A島嶼位置為圓心，所測得之距離7´為半徑，畫一小段圓弧於DR附 

     近，此圓弧即為1430時之位置圈。 

(3)畫出1500時之方位位置線。 

（二）距離圈轉進法 



作圖法（圖6-21）： 

(4)將1430時之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1500： 

①以平行尺平貼於DRT線上，保持此方向（055°）後，平移平行尺至A島嶼 

    位置。 

②在DRT上以兩腳規量取兩觀測時之DR間距離（1430~1500），保持此距離 

    長度，將兩腳規之一腳置於A島嶼位置，另一腳則沿尺緣朝055°方向作一 

     點。 

③自A島嶼位置循尺緣畫一虛線至該點，此點即為經過轉進後位置圈之圓心 

    （Ａ'島嶼）。 

④再以Ａ'島嶼位置為圓心，所測得之距離7´為半徑，畫一小段圓弧交於1500 

    時之位置線上，此圓弧即為經過轉進後之位置線。 

   （位置圈之轉進方式，係平移其圓心後，以所測得之距離為半徑，再畫出 

    一新的位置圈） 

(5) 1430時經平移後之位置圈與定位時間1500之方位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 

      1500 R.Fix。 

(6)由1500 R.Fix繼續畫出航向265°、航速18´之航向線。 





例：某船由1430之DR以航向265°、航速18´航行，1430時測得A島嶼之 

         距離 7´，1500時測得B島嶼之方位250°，試求1500時之R.Fix？  

⊙ Ａ島嶼 
⊙ ⊙ ⊙ ⊙ ⊙ ⊙ ⊙ ⊙ ⊙ ⊙ ⊙ ⊙ 

7mi 

⊙ ⊙ ⊙ ⊙ ⊙ 

B島嶼 

Ａ島嶼 

Ｎ 

Ｓ 

Ｅ Ｗ 

7mi 

1500R.Fix 

圖6-21 距離圈轉進法  



例：某船由1430之DR以航向265°、航速18´航行，1430時測得A島嶼之 

         距離 7´，1500時測得B島嶼之方位250°，試求1500時之R.Fix？  

B島嶼 

Ａ島嶼 

Ｎ 

Ｓ 

Ｅ Ｗ 

1500R.Fix 

圖6-21 距離圈轉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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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由03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4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10°，此後改變航向為115°，0445時測得B燈塔之方位090°，試求0445 

         時之R.Fix？  

作圖法（圖6-22）： 

(1)先畫出推算船位DR。 

(2)畫出0400時之位置線。 

(3)畫出0445時之位置線。 

(4)將0400時之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0445： 

①保持平行尺置於0400及0445DR上，並以虛線連接，則此線段為0415航行至 

     0445之實際航向CMG，亦為0400位置線之轉進方向及距離。 

②以兩腳規量取兩DR間（0400 DR ~0445DR）距離，保持此距離長度，將兩 

    腳規一腳置於尺緣之 0400 位置線與實際航向線 CMG 交點上，另一腳則朝 

    CMG方向作一點。 

③將0400位置線，以平行尺平移至該點後，沿尺緣畫一直線交於 0445 時之位 

    置線上。 

（三）航向變換一次之航進定位法  



作圖法（圖6-22）： 

(5) 0400 時經平移後之位置線與定位時間 0445 之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 0445  

     R.Fix。 

(6)由0445 R.Fix繼續畫出航向115°、航速24´之航向線。 





例：某船由03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4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10°，此後改變航向為115°，0445時測得B燈塔之方位090°，試求0445 

         時之R.Fix？  

Ａ燈塔 

B燈塔 

0300 

0445R.Fix 

Ｎ 

Ｓ 

Ｅ Ｗ 

圖6-22 航向變換一次之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03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4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10°，此後改變航向為115°，0445時測得B燈塔之方位090°，試求0445 

         時之R.Fix？  

Ａ燈塔 

B燈塔 

0300 

0445R.Fix 

Ｎ 

Ｓ 

Ｅ Ｗ 

圖6-22 航向變換一次之航進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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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航向與航速多次變換之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01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2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10°，此後改變航向115°，0225又改變航向075°、航速 18´，0245 時測 

         得B燈塔之方位045°，試求0445時之R.Fix？  

作圖法（圖6-23）： 

(1)先畫出推算船位DR。 

(2)畫出0200位置線。 

(3)畫出0245位置線。 

(4)將0200之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0245： 

①保持平行尺置於0200及0245DR上，並以虛線連接，則此線段為0215航行 

    至0245之實際航向CMG，亦為0200位置線轉進之方向及距離。 

②以兩腳規量取兩DR（0200 DR ~0245DR）間距離，保持此距離長度，將 

    兩腳規一腳置於尺緣之0200位置線與實際航向線CMG之交點上，另一腳 

    則朝 CMG方向作一點。 

③將0200位置線平移至該點後，畫一直線交於0245之位置線上。 

(5)經平移後之  0200 位置線與定位時間  0245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0245  

     R.Fix。 

(6)由0245 R.Fix繼續畫出航向075°、航速18´之航向線。  





例：某船由01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2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10°，此後改變航向115°，0225又改變航向075°、航速 18´，0245 時測 

         得B燈塔之方位045°，試求0445時之R.Fix？  

B燈塔 

Ａ燈塔 

0300 

0445R.Fix 

Ｎ 

Ｓ 

Ｅ Ｗ 

圖6-23 航向與航速多次變換之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01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02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10°，此後改變航向115°，0225又改變航向075°、航速 18´，0245 時測 

         得B燈塔之方位045°，試求0445時之R.Fix？  

B燈塔 

Ａ燈塔 

0300 

0445R.Fix 

Ｎ 

Ｓ 

Ｅ Ｗ 

圖6-23 航向與航速多次變換之航進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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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船由09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11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57°，1130時又測得B燈塔之方位150°，此後改變航向090°、航速16´繼 

        續航行，試求1130時之R.Fix？  

作圖法（圖6-24）： 

(1)先畫出推算船位DR。 

(2)畫出1100時之位置線。 

(3)畫出1130時之位置線。 

(4)將1100時之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1130： 

①於DRT上之1100 DR位置上，畫一交於1100位置線之垂線。 

②保持該垂線長度，並將此垂線平移，使其一端交於DRT上之1130 DR 

    位置上。 

③將 1100時測定所得之位置線，平移使交於垂線之另一端，並與 1130  

    時測定所得之位置線形成交叉。 

(5)平移後之1100時之位置線與定位時間0445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 

      1130 R.Fix。 

(6)由1130R.Fix繼續畫出航向090°、航速16´之航向線。  

（五）第一目標方位線與航向相近之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09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11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57°，1130時又測得B燈塔之方位150°，此後改變航向090°、航速16´繼 

        續航行，試求1130時之R.Fix？  

B燈塔 

Ａ燈塔 

0900 

Ｎ 

Ｓ 

Ｅ Ｗ 

圖6-24 第一目標方位線與航向相近之航進定位法  



圖6-24 第一目標方位線與航向相近之航進定位法  

B燈塔 

Ａ燈塔 



Ｎ 

Ｓ 

Ｅ Ｗ 

B燈塔 

Ａ燈塔 

圖6-24 第一目標方位線與航向相近之航進定位法(放大)  



C 090 
S 16 

Ｎ 

Ｓ 

Ｅ Ｗ 

B燈塔 

Ａ燈塔 

1130R.Fix 

90° 

圖6-24 第一目標方位線與航向相近之航進定位法(放大)  

例：某船由09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1100時測 

        得 A燈塔之方位 057°，1130 時又測得B燈塔之方位 150° 

        ，此後改變航向090°、航速16´繼續航行，試求1130時之  

         R.Fix？  



例：某船由09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4´航行，1100時測得A燈塔之方位 

         057°，1130時又測得B燈塔之方位150°，此後改變航向090°、航速16´繼 

        續航行，試求1130時之R.Fix？  

B燈塔 

Ａ燈塔 

C 090 
S 16 

1130R.Fix 

0900 

Ｎ 

Ｓ 

Ｅ Ｗ 

圖6-24 第一目標方位線與航向相近之航進定位法  
REPLAY NEXT 



作圖法（圖6-25） 

(1)依0840時所測定之A山峰及B島嶼二目標之方位，分別作出其位置線。 

(2)兩目標之位置線交點即為0840時之Fix。 

(3)依航向096°、航速18´畫出推算船位（DR）至0930時止。 

(4)畫出所測定之A山峰0900時之方位位置線。 

(5)畫出所測定之A山峰0930時之方位位置線。 

(6)畫一通過A山峰並與0900時之方位線垂直之虛線。 

(7)依航速18´分別計算出0840~ 0900時（6浬）及0900~ 0930時（9浬）之間所航行   

    之距離後（此二段距離可直接在推算航線上量取），並參考航向（096°）及時 

    間（0840、0900、0930），以 A 山峰為基點及計算所得之兩距離，分別在虛   

    線上點出兩點。 

（六）相同目標不同時間三方位線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以航向096°、航速18´，0840時同時測得A山峰之方位030°、B島嶼  
    之方位285°，試求 0840之Fix？本船繼續航行，0900 時測得A山峰之方 
    305°，0930時測得A山峰之方位320°，試求0930之R.Fix？ 



作圖法（圖6-25） 

(8)將0900時之方位線以虛線平移至上述虛線所點出之兩點位置上， 且其平行線 

    之另一端分別與0840時之方位線及0930時之方位線各產生一交點。 

(9)以虛線連接上述兩交點，則此虛線之方向則為該船之實際航向（CMG），此  

    虛線所航行之距離則為該時間（CMG）該船之實際航速（SMG）。 

(10)平移該虛線至0840時之定位點，由此定位點處畫一實線並通過0930時之方位 

      位置線，其所產生之交點即為0930時之R.Fix。 

(11)由0930R.Fix繼續畫出航向096°、航速18´之航向線。  



空白（9） 



B島嶼 

90° 

0930R.Fix 

0840 

例： 
某船以航向096°、航速18´，0840 時同時測得 A山峰之方位 
030°、B島嶼之方位285°，試求0840之Fix？ 
本船繼續航行，0900時測得A山峰之方305°，0930時測得A 

山峰之方位320°，試求0930之R.Fix？ 

Ｎ 

Ｓ 

Ｅ Ｗ 

Ａ山峰 

圖6-25 相同目標不同時間三方位線航進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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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島嶼 

0930R.Fix 

0840 

Ｎ 

Ｓ 

Ｅ Ｗ 

Ａ山峰 

例： 
某船以航向096°、航速18´，0840 時同時測得 A山峰之方位 
030°、B島嶼之方位285°，試求0840之Fix？ 
本船繼續航行，0900時測得A山峰之方305°，0930時測得A 

山峰之方位320°，試求0930之R.Fix？ 

圖6-25 相同目標不同時間三方位線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10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0´航行，1130時測得太陽之 AP 位 

        置、Zn＝232°、a＝5 ´.5（T），1200時測得一條太陽正午緯度線，試求 

         1200之R.Fix？  

作圖法（圖6-26）： 

(1)先畫出推算船位DR。 

(2)依條件畫出太陽之位置線。 

①標示出1130時之AP位置。 

②依測定太陽所得之Zn＝232°、a＝5 ´.5（T），自AP位置畫出太陽之  

  方位線。 

③自太陽方位線5 ´.5（T）處畫一垂直於方位線之直線，此直線即為 

  1130時之太陽位置線。 

二、天文航進定位法  



作圖法（圖6-26）： 

(3)畫出1200時太陽正午緯度線（為一東西向之直線）。 

(4)將1130時之天文位置線轉進至定位時間1200： 

①在DRT上以兩腳規量取兩觀測目標DR間之距離（1130~1200），保持此距離長 

    度，將兩腳規之一腳置於1130之天文位置線與DRT線交點處，另一腳則循DRT 

    線往後在線上作一點。 

②將1130時之天文位置線以平行尺平移至該點處，畫一直線交於定位時間1200所 

    測得之天文位置線上。 

(5)1130時經平移後之位置線與定位時間 1200 之位置線所形成之交點即為 

     1200R.Fix。 

(6)由1200 R.Fix繼續畫出航向060°、航速20´之航向線。 





例：某船由10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0´航行，1130時測得太陽之 AP 位 

        置、Zn＝232°、a＝5 ´.5（T），1200時測得一條太陽正午緯度線，試求 

         1200之R.Fix？  

1200R.Fix 

0900 

AP 

Ｎ 

Ｓ 

Ｅ Ｗ 

圖6-26天文航進定位法 



例：某船由1000之船位以航向060°、航速20´航行，1130時測得太陽之 AP 位 

        置、Zn＝232°、a＝5 ´.5（T），1200時測得一條太陽正午緯度線，試求 

         1200之R.Fix？  

1200R.Fix 

0900 

AP 

Ｎ 

Ｓ 

Ｅ Ｗ 

圖6-26 天文航進定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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