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起維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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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簡評： 

張起維博士致力於高層大氣動力學研究，探索高層、低層大氣間的關聯與耦合

機制，以拓展全大氣層科學認知及大氣、太空天氣與環境監控。張博士有效的運用

福衛三號觀測、分析大氣潮汐對電離層日變化、經度變化、及多年變化之影響，並



 

 
 

運用電腦模型實驗瞭解其與中低層大氣之關聯，並發現這代表大氣潮汐的垂直傳遞

是控制電離層構造的重要機制之一。張博士有系統的發表具影響力文章，在過去五

年於重要國際期刊發表 34 篇期刊論文，其中 9 篇為第一作者。他在國際學術會議

中積極參與，宣揚福衛成果，為國增光。張博士是一位年輕有為的科學家，積極教

研工作，並以國際立方體衛星（CubeSat）合作計畫推動相關教學計畫。



 

得獎人簡歷： 

    因父親留學的關係，我從小在美國跟臺灣生活。跟很多小朋友一樣，我對

太空，以及遨遊太空的太空船、火箭深感興趣。隨著成長， 更了解我們在探索

太空的過程中所克服的科技挑戰，以及我們從中對自己所生活的地球、及太陽

系更深入的學習與認識。 

這種對太空的興趣也促使我大學決定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攻讀物理學士，研究所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攻讀航太工程碩士及博士。我在研究所時期同時接觸到高層大氣物

理及太空系統工程。一方面更加了地球大氣層與太空的介面、對人造衛星及太

空飛行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學習如何針對複雜的人造衛星或科學酬載進行

評估、設計、整測。這種結合科學與工程的學習背景讓我深深的體會到兩者的

相連性：要設計人造衛星就必須了解其飛行的太空環境，而人造衛星又是地球

與太空科學的重要研究工具。 

我研究的領域是高層大氣物理以及小型人造衛星設計、整測與操作。地球

的高層大氣從 10 公里延伸到 1000 公里高度，包含人造衛星最多的低地球軌道

以及重返地球的太空載具必經的區域。這裡的電離層及臭氧層會吸收對生命有

害的太陽高能量輻射，對我們地球友善生命的環境有重要貢獻。我的研究興趣

就是了解高層大氣的結構及變遷的物理機制，並了解其對地球整體的環境以及



 

航太、通訊科技的影響。我近期也針對此研究目標開始進行立方體衛星研發，

以發展新的觀測平臺，並且針對衛星設計、任務作業需求將我們對太空環境的

知識加以應用，為臺灣航太產業發展貢獻一點心力。 

 

得獎著作簡介： 

我過去五年的研究是針對形成地球與太空介面的熱氣層與電離層進行觀測

分析與數值實驗，以了解其構造、時間變化及控制機制。地球高層大氣的太空天

氣會受到來自太陽的輻射暴及磁暴影響，但是同時也會受到低層大氣影響。空氣

跟水一樣是流體，地球的大氣層也因此可以被想像做一個深達 1,000 公里的海洋。

在地表附近由熱對流、太陽輻射吸收或地形所產稱的擾動可以垂直傳遞到高層大

氣，並影響高層大氣的風場、溫場、化學組成以及電離層結構。我們對於這些垂

直耦合機制還有很多尚未解答的問題。 

在這段過程當中，我們運用了臺灣福衛三號電離層觀測資料。經過分析建立

了電離層全球分佈、一日及季節變化的分析。我們從中發現低層大氣降雨所產生

的大氣潮汐擾動不論在太陽極大或極小期都會不斷的影響電離層的結構。這些垂

直傳遞的波動到高層大氣時會跟海浪接近岸邊一樣破碎，產生渦流。我們透過地

面 GPS 站訊號擾動所反演的電離層觀測，以及美國 TIMED 衛星的高層大氣風

場、溫場及化學組成觀測首度發現破碎的行星波（大尺度的大氣波動）可在短時

間內造成電離層及熱氣層重大變化。 



 

得獎感言： 

    我首先要感謝跟我一起在實驗室打拼的學生及助理，因為你們的熱忱及投

入，我們才能建立一個精實的團隊，一起拓展我們對太空科學及其航太應用的

認知與能力。另外要感謝過去幾年國內外一起進行研究合作的同仁，我們接合

了彼此的專業強項與構想做出了很多令我們驕傲的成果，也為我們彼此團隊上

的學生創造交流及專業成長的機會。最後要感謝我的親友，在這段過程中一直

不斷的支持、體諒及鼓勵！祝大家繼續一起向前，拓展、探索我們身邊各種領

域的邊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