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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誰家？ 



輸入： 

Cambridge University Spaceflight Landing Predictor 
http://predict.habhub.org/ 





實際需要考慮的問題： 
 1.氣球上升、下降速度非等速 
 2.上升(氣球爆破)高度無法預知 
 3.軌跡計算使用模式風場與實際風場有別 



1.資料： 
   2011/01~2014/12 板橋、花蓮 每日00,12探空(2 sec. 
data) 
2.上升軌跡計算： 
   a.利用連續兩筆資料之高度差除以時間差計算上升
速度(w=dZ/dt) 
   b.利用探空測得的水平風(u,v)、上升速度(w)及時間
(dt)計算氣球之位移 
   c.由地面開始積分到球破時之所有位移即可求得3-
D之軌跡 



一般作業當球破時，氣球、探空儀開始墜落，同時降
落傘會打開，終止資料接收。高度較高時墜落之終端
速度較快。 
3.下降軌跡計算： 
   a.利用上升時所測得之水平風場(u,v) 
   b.垂直落速利用’擬合垂直速度(curve fitting)’ 
   c.從球破點開始做軌跡路徑積分，積到地面 
擬合垂直速度(curve fitting): 
   利用2012/09/15~30於恆春做之探空實驗(使用與板橋、
花蓮相同之探空儀、氣球、降落傘)，接收探空儀上升
及墜落之氣象資料，利用所有合理之墜落速度，求取
落速與氣壓之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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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 aPV =

a=95.4949 
b=-0.4865 

落速 

氣壓 

總共將近20顆球 

氣球終端落速： 
高層較快，低層較慢 



上升速速 

氣壓 2011-2014 平均上升速度 

對流層頂 

？？頂 



球破點 

恆春實驗氣球軌跡s 

恆春站 



細黑：dn-sonde下降之GPS軌跡 
粗黑：dn-sonde下降速度積分之軌跡 
藍色：dn-sonde水平風＋擬合落速 
紅色：up-sonde水平風＋擬合落速 

dn-sonde last wind 

球破點 



1、2、3月類似 









7、8、9月類似 







球破位置 



落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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