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可口可樂聖誕節影片的靈感到實現_台大大氣系微型探空儀(storm tracker)自動

釋放機制平台(autosonde)之建置) 

 

1林博雄 傅七寶 周耿民 2盧孟欣 

1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飛絡力有限公司研發部 

 

 

摘要: 

本文說明台大大氣科學系發展的 storm tracker和彰化協力公司飛絡力氣球自動

販賣機跨域結盟模式，嘗試實現可口可樂聖誕節影片紅氣球的靈感，讓大氣探

空觀測能全面低價與全自動化現，以提供更高時間解析度的地面到 10kmel ㄍ

高度大氣邊界層剖面觀測技術。 

This tudy introduction the extent application of Storm tracker in autolaunch under 

felioli balloon vanering machines. It is inspited by the Youtube file made by Coco cola 

corp. this annual Christimas holiday “red balloon share”. We will present how we 

worked with to approach cheapr, automatic and higher solution of PBL observation 

from surface to 10km height.  

 

前言: 

由於 Vaisala RS41 radiosonde單價高以及氦氣供應鏈問題,維持傳統氣球探空頻率

逐年下降. 由於光學遙測單元價格仍未親民, 因此本文作者早在 2016年前構思

如何產製國產化微型探空儀 (mini radiosonde).原定是將這一探空儀由婚禮布置

的塑膠氣球浮力(25g)大量酬載以旋轉進入颱風外圍環流 (因此我們簡稱為

Sstorm tracker), 因此我們一在改版,終於在 2018年有台灣公司願意待工電路板

(PCB), 取代研究室人力一一焊接勞務. 經過本系郭鴻基教授主持 TASSE看中,大

量與 Vaisala RS41進行同步觀測(co-launch), 確認溫溼度精度和 GPS精度. 但是

流程仍稍有人力操作問題. 某日學生給我觀看一段可口可樂聖誕節影片 youtube 

fime(https://youtu.be/bPTJc0RPIuE ), 恰巧台灣飛絡力公司

(http://www.feiloli.com.tw/)曾出品氣球自動販賣機(F19, 圖 1), 引發一連串溝通

討論激盪, 決定聯手雙方專程, 為 storm tracker打造全球第一台戶外型小型

autosonde平台(尺寸正面寬 185*深度 80*高度 135 公分). 

 

設計方向: 

 將學生施作流程改為機械全自動化 (以便將 3hr 間距縮短為 1hr),達成大氣

邊界層觀測密度 

 吊耳 

 可調底座 



 防水機構 

 外接氦氣鋼瓶 

 預留 GPS纜線入口 

 流量閥控制 

 物聯網遠端監控狀態(耗材狀況、機體狀況) 

 簡易控制介面(定時施放、立即施放) 

 

 2.討論不確定事項 

 接收機與中控芯片連接方式 

 stormtracker啟動方式 

 物聯網遠端控制可行性(捨棄故障 sensor、遠端操控立刻施放) 

 

成果進度 

雙方約定第一台版本在 2020年 10月交貨, 流程圖如圖 3. 然後進行實地戶外測

試與修正細節 

有這一經驗,我們將把尺寸放大,以容納 Vaisala RS41 radiosonde, 希望能降低作業

單位人力的缺口以及人為操作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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