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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說明五位臺灣大學理工科系學生，在一項「宇宙射線之大氣垂直剖面
量測實驗」專題中，自行製作一套宇宙粒子數量計數器，重新改寫美國
interMet Systems公司研究型無線電探空儀的接收軟體、製作更精良的無線
電探空儀指向性地面接收天線、製作計數器和探空儀的通連介面與電力模
組、起飛前的地面長距離通訊測試，最後在2015年1月26日11:42LST由600g
探空氣球酬載升空。觀測所得的宇宙粒子數量隨高度變化剖面和英國10次
Geiger-sonde 的結果接近；氣壓和高度的垂直變率吻合大氣穩定度關係，
大氣溫度剖面則顯示0.9~1.2km高度之間有低雲雲層逆溫現象，第二層逆溫
發生在4.4~5.2km之間，隨後降溫率約 ~ -0.66℃/100m。，根據溫度剖面資
料顯示該套設備在氣球爆破前尚未進入平流層，殊為可惜。 

∗ 這一成果充分表徵台灣大學師生在天文物理、大氣科學以及資訊與機械工
程，跨領域知識與行動合作的典範，合作過程以動態影片在Youtube呈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dmLJJqQI8)。 

摘要 



圖1: 本文COS-MET結構示意圖，上圖灰色框區為團隊成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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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COS-MET地面接收端的程式設計與診斷分析結構圖。 



圖4: COS-MET套件量測的宇宙粒子數量隨高度的垂直剖面。 





圖6: COS-MET套件量測的氣溫隨高度的垂直剖面。 

圖5: COS-MET套件量測的氣壓隨高度的垂直剖面。 





傳承和展望 

∗ COS-MET作品從無到有、地面測試到空中飛行的影像記錄，
剪接後上傳Youtube加以呈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dmLJJqQI8)。 

∗ 美國Droplet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2014)為iMet-1-RS 
radiosonde製作專屬Ozonesonde，Jordan and Hall (2013)也為
iMet設計一套Skysonde接收軟體，然而COS-MET則是一群沒
有計畫經費的臺灣大學師生們，結合天文物理、大氣科學以
及資訊與機械工程等不同領域知識與行動的一次合作個案。 

∗ 第一作者集結組員們以及所有文件加以整理，再度購入三套i-
Met-1-RS探空儀並招募新組員加入來修正瑕疵步驟與設計，
希望能獲得地面到30km高度的宇宙射線剖面，並進而發展(1)
高空電荷感測套件(2) 雲滴照相機來觀測積雨雲大氣剖面特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dmLJJqQ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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