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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類別：會議) 
 
 
 
 
 
 
 
 
 
 
 
 

 

AMS 計畫全球計畫主持人會議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姓名職稱：聘用總主持人  荊溪暠 

派赴國家：瑞士日內瓦 

報告日期：99年 9 月 15 日 

出國時間：99年 8 月 09 日至 99年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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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出國報告建議事項處理表 

報告名稱 AMS 計畫全球計畫主持人會議出國報告 

出國單位 系發中心 出國人員級職/姓名 聘用總主持人/ 荊溪暠 

公差地點 瑞士日內瓦 出/返國日期 99.08.09 / 99.08.16 

建議事項 

一、本次臨時性出國參加會議，僅有 10日時間要完成所有繁複的

作業及呈核手續，因屬於非計畫性出國公差，會辦時造成各級

承辦單位相當大的困擾，因此爾後出國公差參加臨時性會議或

活動，建議簡化會辦作業程序，以爭取時效。 

二、本院參加 AMS計畫電子系統研製迄今 15 年，累積相當的太空

科技能量。現國家太空中心有自主發展衛星計畫委請本院研

製，但其多項需求超出電子科技範疇，因此建議本院應持續支

持此相關領域之奠基科研計畫，滿足國內基本需求。 

處理意見 

一、 請企劃處研擬簡化非計畫性出國公差之會辦作業程序，以爭取

時效。 

二、 請跨國計畫檢討相關需求及各所中心能量，提報企劃處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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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九十九年 度 出 國 報 告 審 查 表 

出國單位 
 

系發中心 出國人員
級職姓名

 

聘用總主持人/ 荊溪暠 

單    位 審    查    意    見 簽       章 

一級單位 

  

計 品 會 
 

 

保   防 
安 全 處 

  

企 劃 處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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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公差人員出國報告主官（管）審查意見表 

 
一、 本案為應 AMS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 99.07.24來函之邀，指派跨國計畫

荊溪暠總主持人，臨時公差赴歐洲粒子中心(CERN)參加 AMS 計畫簡報系

統及測試工作會議時間是 8月 9 日~13 日；經緊急辦理，完成報部核定作

業，於 99.08.09 如期成行。各承辦單位應變處置得宜，値得肯定。 

 

二、 本次出國會議之主要目的是丁院士邀請各國 AMS 計畫負責人出席美國紐

約時報科學報導作家 Dennis Overbye 先生的訪談會，荊溪總主持人負責    

簡報本院 AMS電子系統研製狀況，由丁院士選派參加歡迎Overbye 先生的

餐會，充分表達我國在AMS計畫中的科技能量與貢獻。 

 

三、 本案出國行前又接到丁院士來函要求延長公差至 8月 16 日，參加AMS 電

力分配系統 (PDS)失效問題研討會，請本院專業團隊在 1 個半月內緊急完

成 22 套電路模組研製。經荊溪總主持人返國面報後，已責成其成立跨所

中心專案工作小組執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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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資      料      頁 

1.報告編號： 2.出國類別： 

 

其他 

 

3.完成日期： 

   

990915 

4.總頁數：43 

 

 

 

5.報告名稱：AMS 計畫全球計畫主持人會議出國報告 

人令文號 
6.核准 

  文號 
部令文號 

99年 08 月 05 日國人管理字第 0990011495  號 

99年 09 月 08 日國人管理字第 0990013143  號 

國備科產字第 0990011651 號 

國備科產字第 0990013199 號 

7.經        費 新台幣：  143,748元 

8.出(返)國日期 99年 8 月 09 日至 99年 8 月 16 日 

9.公 差 地 點 歐洲瑞士日內瓦 

10.公 差 機 構 歐洲粒子研究中心（CERN） 

11.附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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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AMS 計畫全球計畫主持人會議出國報告 

                                    頁數 43   含附件：ˇ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電子所/測試組/楊扶國/35320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荊溪暠/系發中心/跨國計畫/總主持人/329510 

出國類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ˇ5其他 

出國期間：99年 8 月 09 日至 99年 8 月 16 日  出國地區：歐洲瑞士日內瓦 

報告日期：98年 9 月 15 日 

分類號/目 

 

關鍵詞： 

AMS（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 

CERN（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內容摘要：  

一、 AMS太空磁譜儀國際合作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邀請各國計畫負責人前往瑞

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CERN)，參加美國紐約時報科學報導作家 Dennis 

Overbye先生訪談會，並安排各國代表簡報，共計 14場，分別於 8月 10、11二日

進行。職負責簡報「中科院研製之 AMS電子系統 (Introduction to AMS Electronic 

System, CSIST, Taiwan, ROC)」。 

 

二、 8月 9日起 AMS系統進駐模擬太空環境之輻射測試場(Beam Test Site)，進行連續 8

日之抗輻射性能驗證，每日上午 09：00由丁院士主持「AMS系統抗輻射測試檢討

會」，8月 11日 10：30 參觀測試場。會議中並研討 8月 25、26日 C-5銀河式運輸

機運載 AMS系統自歐飛美行程，以及在「甘迺迪太空中心(KSC)」機場舉行記者

會之議程及出席人員。我國將由中研院李世昌院士代表出席。 

 

三、AMS系統即將升空部署之際，現突決定選用「永久磁鐵」取代原用之「超導磁鐵」，

是今年最重大的計畫議題，丁院士在會議中說明其評估與決策的過程；選用永久磁

鐵係配合國際太空站(ISS)15 年延壽計畫，可長期探測宇宙粒子，提高偵測機率。

但也因而衍生出系統長期操作的可靠度問題，目前研判電力分配系統(PDS)在高溫

應力作用下，將無法長期工作，因此必須重新製作(Remake)，此重要研製任務已決

定由中科院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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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名稱：AMS 計畫全球計畫主持人會議出國報告 

  
壹、 目的 

一、應 AMS太空磁譜儀國際合作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之邀請，前往瑞士日內瓦歐洲粒 

    子研究中心(CERN)，參加美國紐約時報科學報導作家Dennis Overbye 先生訪談會，負責 

    簡報「中科院研製之AMS電子系統(Introduction to AMS Electronic System, CSIST, Taiwan,  

    ROC)」。 

二、8月 9 日起 AMS系統進駐模擬太空環境之輻射測試場(Beam Test Site)，進行連續 8日之 

    抗輻射性能驗證。將參加丁院士每日上午主持之「AMS系統抗輻射測試檢討會」，以了 

    解測試作業與流程。 

三、參加AMS系統長期操作的可靠度研討會議，目前研判電力分配系統(PDS) 電路模組在 

    高溫應力作用下，將無法長期工作，因此必須重新製作(Remake)更高可靠度之電路模 

    組。將評估中科院負責此重要研製任務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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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今年 7 月 12 日接到 AMS(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太空磁譜儀國際合作計畫秘書室自

歐洲粒子研究中心(CERN)的 E-mail 通告，邀請全球各國參與AMS計畫之負責人共計 37 員，

前往 CERN參加美國紐約時報科學報導作家Dennis Overbye 先生訪談會，時間是 8月 10 日至

12 日。 

    由於此並非本院AMS計畫所預劃之國外公差任務，且時程緊迫，已超過一般計畫性出國

公差需 45 天前申辦作業前置期限，更何況是臨時非計畫性出國案，加以後續來函催詢之語意

屬於徵詢性並無強制性，因此職當即回復不克前往。 

    7 月 24 日星期六下午 14：55 AMS 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親自來電通知職：中科院負

責的AMS電子系統非常重要，且歷經AMS-01 與 AMS-02兩階段之全程參與，因此必須參加，

而且要準備簡報，不可缺席！7月 26 日星期一提報企畫處及院長室，27 日向軍備局副局長蒲

中將面報，經指示：請丁院士出具正式邀請函備查，先專簽報局，函可候補。 

 
一、 臨時出國公差申辦 (附件一邀請函) 

 
    7月 27日簽呈院長金中將，指示企劃處以非計畫性緊急出國公差專案辦理；29日收到丁

院士正式邀請函；8月 3日職赴軍備局面報局長劉中將，經指示相關單位聯審方式辦理，以

爭取時效。 

    8月 4日奉國防部次長林中將核准，並指示劉局長將全案面報部長；8月 6日接到部頒赴

歐公差出國令。 

 
二、 延長公差日期申辦 (附件二證明函) 

 
    8月 6日下午 16：02接到丁院士來電：要求延長停留 CERN時間至 8月 15日，以便共

同研討 AMS的功率分配系統(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PDS)電路模組失效問題與解決方案。

16：30收到院士 E-mail邀請函，並即向院長金中將報告，經指示：請跨國計畫韓國璋副總主

持人辦理簽呈報部手續。 

      8月 12日下午打電話回院，獲知工作任務延長 3日之簽呈正報部呈核中，機票延後修約

問題亦已解決，乃向住宿旅館辦理續住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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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赴歐參加會議與簡報 
 
    8月 9日職仍按原出國令於上午 07：10啟程，搭乘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經香

港與英國倫敦轉機，再搭乘不列顛航空(Britian Airway)，21小時 15分鐘後抵達日內瓦。因為

CERN中心內之旅館已經客滿，於是下榻中心附近之 Orange Novotel 旅館。以下為 8月 10日

至 15日之工作內容： 

 
 (一)、各國代表簡報 

 
AMS計畫是歐、美、亞 16國共同贊助的國際合作計畫，本次丁院士安排美國、德國、

義大利、瑞士、西班牙、法國、中國、我國等 8個最有貢獻的國家派代表向美國紐約時報科

學報導作家 Dennis Overbye先生簡報，共計 14場，分二日進行。8月 10日上午 08：30至 CERN

位於法國境內之「AMS測試場」拜會丁院士，09：00舉行預演，依院士指示依序由中國航天、

瑞士、義大利、西班牙、中研院及本院代表簡報，並給予修訂指正。中午院士宴請美國麻省

理工學院(MIT)、義大利粒子物理研究所(INFN)、中國航天集團及我國代表餐敘。下午 14：00

至 CERN位於瑞士境內之「AMS會議室」研討待命，15：30向 Overbye 先生簡報(圖一～圖

九)，依序為： 

1. 計畫總主持人丁院士介紹 AMS計畫全案； 

2. 德國代表 Klaus Luebelsmeyer教授簡報該國 AMS團隊任務及「穿越輻射偵測器(TRD)」

等各項研製； 

3. 西班牙代表Manuel Aguilar教授簡報該國 AMS團隊任務及「切倫可夫計數器 (RICH) 」

等各項研製； 

4. 法國代表 Jean Pierre Vialle教授簡報該國 AMS團隊任務及「電磁量能器(ECAL)」等各

項研製； 

5. 中華民國代表中研院李世昌院士簡報我國 AMS團隊任務及國際合作項目； 

6.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王毅主持人簡報「AMS-01永久磁鐵」等各項研製； 

7. 中華民國中科院荊溪暠主持人簡報「AMS電子系統」等各項研製(附件三)； 

8. 瑞士代表Maurice Bourquin教授簡報該國 AMS團隊任務及國際合作項目； 

9. 義大利代表 Roberto Battiston教授簡報該國 AMS團隊任務及「粒子偵測器(Tracker)」

等各項研製。 

8月 11日上午 09：00至法國「AMS測試場」參加「AMS系統抗輻射測試(Beam Test)檢討會」；

中午院士宴請紐約時報 Dennis Overbye先生與各國代表及計畫主持人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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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5：00繼續昨日之議程，向 Dennis Overbye 先生簡報(圖十～圖十三)，依序為： 

1. 義大利 Corrado Garglulo主持人簡報「AMS磁鐵換裝及系統組測」任務； 

2.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ike Capell主持人簡報「AMS系統與太空站之介面」等各項研製； 

3.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Andrew Kounin主持人簡報「AMS系統資料處理與下載」等各項研製； 

4. 義大利 Bruna Bertucci主持人簡報「AMS太空規範品質驗測」任務； 

5. 中國東南大學羅軍舟主持人簡報「AMS-02地面支援之計算機與網路」等各項研製。 

6. 丁院士結論。 

 

(二)、抗輻射測試檢討會 (圖十四～圖十六) 
 

8月 9日起 AMS系統進駐 CERN位於法國境內的模擬太空環境之輻射測試場(Beam Test 

Site)，進行連續 8日之抗輻射性能驗證，每日上午 09：00由丁院士主持「AMS系統抗輻射

測試檢討會」，由各分項負責人報告前一天測試的結果與分析，現場全員就座，集思廣議檢討

測試的正確性與可靠性。 

會場裝設兩座大型液顯示螢幕，24小時同步顯示輻射線穿越 AMS系統各層偵測器的精

確位置，並以相隔 90°方向顯示其在三度空間的位置與方向，讓人一目了然在密閉測試場中的

AMS系統之測試現況。 

8月 11日上午 10：30丁院士帶領來賓參觀抗輻射測試場，我們可以從小玻璃窗口一窺

AMS系統，其他就只有聽專家解說了。 

AMS系統將於 8月 20日結束測試，離開測試場進行整備與包裝，等候 8月 2 5日空運

至美國甘迺迪太空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 KSC)。 

 
 

 (三)、電力分配系統檢討會 (附件四、五) 
 
本次任務延長 3日停留至 8月 15日，主要是參加 AMS電力分配系統(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PDS)失效問題研討及解決方案。 

1、8月 11日下午 14：00 參加 AMS計畫工作檢討會，議題之一是 PDS失效問題，由 V.  

Koutsenko博士說明義大利 CGS公司研製之電力分配系統(PDS)其中有 22片電路板性能

不穩定，必須重製，由於偏重技術問題，將另安排時間討論。 

 

2、8月 13日上午 10：30與 V. Koutsenko博士、A. Kounine博士共同研討 PDS問題，了解

本案起因背景是 AMS系統所採用的 PDS其同級品在國際太空站(Internation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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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ISS)上長期使用後，最近顯示不穩定現象，經檢視發現部分電路模組接腳上出

現裂痕，可能是長期高溫應力所造成。由於 AMS系統將配合國際太空站延壽計畫，延

長系統原 5 年操作期限至 15 年，因此勢必面臨同樣問題，估計 22片板上約有 900餘處，

因此必須重新製作高可靠度之 PDS電路模組。 

 
3、8月 14日上午 10：00丁院士指派Mike Capell博士, V. Koutsenko 博士與 A. Rojkov博士

三位共同研討 PDS失效及重製問題，並安排並至測場了解實況，因為目前 AMS全系統

正封閉在測試場中，進行 8天的抗輻射性能測試，故只能檢視其最早研製的工程體

(Engineering Model)成品，但工程體屬於功能驗證階段產品，只瞭解到其複雜度，但無法

看到像品質體(Qualification Model)或飛行體(Flight Model)是經過震動及溫度環境測試後

所造成的應力損害現象，因此並無實質幫助。Koutsenko 博士答應明日會提供 PDS同級

品的電路模組在承受高溫應力作用下的損壞相片。 

 

4、8月 15日上午 10：00丁院士主持 PDS研討會，結論如下：  

    (1). AMS系統現由原操作壽期 5 年延長至 15 年，必須解決 PDS可靠度問題。 

    (2). 經檢討共計 4種型式 22種電路模組需緊急重新製作(Remake)。 

    (3). 目前電路佈置及構裝要重新設計，必須於今年 9月初完成。 

(4). 中科院以往在 AMS 類似功率模組中有研製經驗，且工藝及品質均獲得肯定，故請中

科院協助研製。 

(5). 職承諾所有料件及文件到院後，一個半月交貨(事先有與院內專家溝通)，不含驗收測

試時程；但丁院士要我們再檢討，無論如何必須達成今年 12月初的發射任務。 

 

(四)、AMS系統運輸研討會 (圖十七) 

 

AMS系統抗輻射測試將於 8月 20日結束，並進行檢視，然後包裝待運。由於 AMS

系統重達 7.5公噸；體積達 3×4×5 立方公尺，包裝後更形龐大。目前波音 747及 A-300

系列商用運輸機均無法乘載容納，因此將派遣 C-5銀河式巨型軍用運輸機擔負重任。 

1、8月 11日下午 14：00在瑞士「AMS會議室」舉行工作檢討會，研討 C-5銀河式運輸機

運載 AMS太空磁譜儀自歐飛美任務行程；8月 25日 C-5將自伊拉克基地飛抵日內瓦機

場，屆時將舉行行前記者會，會後將有 62位各國長期進駐 CERN之工作團隊代表隨同

AMS系統登機飛往美國佛羅里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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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月 12日上午 10：00在法國「AMS測試場」舉行工作檢討會，並繼續研討 8月 26日

C-5銀河式運輸機運載 AMS太空磁譜儀自歐飛美在「甘迺迪太空中心(KSC)」機場舉行

記者會之議程及出席人員，我國將由中研院李世昌院士代表赴美出席。 

 

3、8月 15日上午 10：00於法國境內之「AMS測試場」參加 AMS系統運輸會議，由美國

航太總署(NASA)指派一位女性任務經理(姓名不詳)說明登機及運輸注意事項，並公布詳

細行程。C-5將於 8月 26日上午 11：00抵達甘迺迪太空中心(KSC)太空梭發射場(SLF)，

並舉行盛大記者會。上項登機隨行活動，中國大陸與我國團隊均未被邀請參加。 

 

四、 公關活動 (圖十八) 
 

(一)、8月 10日中午丁院士夫婦宴請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IT) Mike Capell博士、義大利粒子

物理研究所(INFN) Roberto Bittiston教授、中國航天集團及我國代表餐敘。 
 
(二)、8月 11日中午丁院士夫婦宴請紐約時報 Dennis Overbye先生與各國代表及計畫主持 

餐敘。 
 
(三)、8月 12日晚上 19：30院士夫婦宴請中研院李世昌院士、中國航天集團代表與職共同餐 

敘，21：30結束返回旅館。 
 

五、 完成任務返國 
 
        8月 15日上午 11：00會議結束後向丁院士夫婦辭行，返回旅館整理行李後，並前

往機場搭機返國，行程是下午 17：30自日內瓦機場搭乘不列顛航空(Britian Airway)至英

國倫敦轉機，搭乘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經香港，於 8月 16日晚上 20：40抵

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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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 

一、   AMS太空磁譜儀國際合作計畫是由全球 16國贊助，56所研究院及大學參與，總計

約 600餘位科學家與工程師從事研製，全案分 AMS-01(1995～1998 年)及 AMS-02(1999

～2010 年)二階段，進行長達 15 年的粒子偵測磁譜儀籌建工程。今年完成的 AMS-02系

統將於年底升空部署，進行 15 年的宇宙探測任務。 

AMS計畫歷經 2001 年 911恐怖攻擊、2003 年哥倫比亞號太空梭墬毀及 2006 年美國

航太總署預算刪減等事件衝擊，導致計畫停擺與取消升空的傳言不斷。幸賴丁院士領導

的國際團隊上下一心、堅持信念、全力爭取，促使美國總統基於國際合作的承諾，於 2009

年 3月頒布將 AMS系統發射升空的法令。 

 

二、   我國團隊係國內 7個單位組成，由中央研究院物理研究所領軍；中研院與中央大學、

成功大學及交通大學組成研究團隊，主要是研究 AMS未來傳回地面的宇宙射線粒子數

據，試圖解開宇宙形成與起源之謎。本院與國家太空中心、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組成工程

團隊，本院負責 AMS電子系統的設計與研製，已完成 32套機匣，30萬組頻道信號，650

個微處理器及電路模組，總重 1公噸，是 AMS 六大系統之一；國家太空中心(NSPO)提

供模擬太空環境之熱真空實驗室，負責測試本院研製之電路板品質；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AIDC)則負責 AMS電子系統外掛之散熱板及相關機械件。本院在計畫中提供專業人力，

所有料件及測試經費均由 AMS主計畫支付。AMS系統升空部署後，將是工程團隊任務

結束，而研究團隊任務開始的時候，同時也是評比各國團隊的貢獻與成就之時。 

 

三、   中國航天集團曾在 AMS-01一階段計畫中擔任永久磁鐵研製工作，AMS-01 完成升空

驗測任務後，丁院士於 2002 年將此永久磁鐵贈送本院電子系統研究所，存放於龍園園區

W41館電磁實驗室中，曾支援成功大學做磁場分布實驗及磁場力距量測實驗。2007 年實

驗結束後，連同測試架及裝備存放於龍園園區W48館電磁實驗室中展示。 

2010 年 1月 17日丁院士通知本院緊急將 AMS-01永久磁鐵完成整備，運送至 CERN

以取代原 AMS-02所用之超導磁鐵；主要原因是美國航太總署(NASA)已決定將國際太空

站(ISS)操作期限，由原 5 年延壽至 15 年。而超導磁鐵之冷媒僅能撐 3 年，所以選用永久

磁鐵可長期探測宇宙射線，提高偵測宇宙邊際的機率。此永久磁鐵經送至歐洲組裝測試

後，磁性仍完好如初，丁院士特別在會中稱讚其品質與本院 8 年間的維護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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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執行 AMS-02二階段計畫時，美國航太總署 NASA並不同意中國參加 AMS系統

有關升空裝備的研製工作，僅容許學校單位參加地面支援系統的籌建工作。但他們仍積

極參與研製、長期投入進駐 CERN工作，出錢出力，從不退卻，其表現受到國際團隊肯

定，相信其背後應有政策性與策略性的支持。 

今年 AMS計畫延長壽期及更換磁鐵的這項決議，將 AMS-02系統中原歐美各國合作

開發的超導磁鐵換下，裝上中國製造的永久磁鐵，使得中國航天團隊又重新回到 AMS

升空計畫。中國參加這次國際會議成員有「中國航天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率員

與會並與南京東南大學共同參加簡報及每日會議，另有廣東中山大學則參加「AMS系統

抗輻射測試(Beam Test) 」工作，從他們積極主動的與各國專家互動情形，相信未來各項

國際科研活動必定不會缺席，甚至爭取主導，此對於在技術領域一直處於優勢的我們必

須重新思考因應作為。 

肆、建議事項 

一、本次臨時性出國參加會議，僅有 10日時間要完成所有繁複的作業及呈核手續，因屬於非 

計畫性出國公差，會辦時造成各級承辦單位相當大的困擾，因此爾後出國公差參加臨時

性會議或活動，建議簡化會辦作業程序，以爭取時效。 

二、本院參加 AMS計畫電子系統研製迄今 15 年，累積相當的太空科技能量，現國家太空中

心有自主發展衛星計畫委請本院研製，但其多項需求超出電子科技範疇，因此建議本院

應持續支持此相關領域之奠基科研計畫，滿足國內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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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8月 10日會議；AMS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致歡迎詞及介紹全案。 
 
 
 

 
 

圖二、丁院士介紹各國代表與分系統計畫主持人登場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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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各國代表簡報；上左：德國，上右：西班牙，下左：法國，下右：瑞士。 
 
 

 
 

圖四、中研院李世昌院士代表簡報我國團隊在 AMS計畫中之分工合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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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AMS電子系統計畫主持人荊溪暠報告之一，左為丁院士。 
 
 
 
 

 
 

圖六、AMS電子系統計畫主持人荊溪暠報告之二，前背對者為 Overbye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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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各國代表簡報；上左：中國航天，上右：義大利。 
 
 
 
 
 
 

 
 

圖八、丁院士補充說明以 AMS-01永久磁鐵取代原 AMS-02所用之超導磁鐵的 
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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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AMS電子系統主持人荊溪暠與紐約時報作家 Overbye先生於會場合影。 
 
 
 
 
 
 
                               

                                          
                               
 

 

圖十 A、8月 11日上午參加「AMS系統抗輻射測試(Beam Test)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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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 B、兩個大型螢幕顯示輻射線穿過 AMS各層偵測器進行測試之實況。會場裝 
            設兩座大型液顯示螢幕，24小時同步顯示輻射線穿越 AMS系統各層偵測 
            器的精確位置，並以相隔 90°方向顯示其在三度空間的位置與方向，讓人 

            一目了然在密閉測試場中的 AMS系統之測試現況。 
 
 
 
 

 
 

 
 

圖十一、8月 11日下午繼續由各國進駐 CERN實驗室負責人簡報驗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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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各國簡報；上左：義大利，上右：美國，下左：美國，下右：義大利。 
 

 
 
 
 
 
 
 
 
 
 
 
 
 
 
 
 
 
 
 
 
 
 
 

 
 

圖十三、上左：中國代表簡報，餘為各國簡報中與我國及本院任務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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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8月 9日起每日召開「AMS系統抗輻射性能測試」工作檢討會 
 
 
 
 
 
 
 
 

 
 

圖十五、參觀「AMS系統抗輻射性能測試」與總工程師 Corrado Garglulo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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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六、自觀測窗拍攝正執行連續 8日抗輻射性能測試之 AMS系統，基座為 

本院研製。 
 
 
 
 
 

  
 

圖十七、8月 12日 09：00 參加 C-5運輸機運送 AMS至甘迺迪太空中心行程 

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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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八、丁院士(左一)邀請各國代表在 CERN餐敘，中研院李世昌院士與 

本院荊溪暠博士(左二)應邀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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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AMS國際合作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召開會議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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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AMS國際合作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延長會議證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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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AMS電子系統計畫主持人荊溪暠參加會議簡報稿(出國前已完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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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AMS電力分配系統(PDS)主要電路模組實體照片檔 

 

 
 

圖一、PDS 實體電路模組案例之正面 

 
 

 
 

圖二、PDS 實體電路模組案例之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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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PDS 實體電路模組案例之側面 

 
 

 
 

圖四、PDS 實體電路模組案例之斜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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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PDS 實體電路模組零件放大面案例 

 

 
 

圖六、PDS 實體電路模組母子板構裝案例 

 
 



第 42 頁，共 43 頁 

附件五：A MS 電力分配系統(PDS)電路板、原件插腳、銲錫等受應力損壞之顯 

        微鏡照片檔。 
 
 

 
 

圖一、顯微鏡放大之電路板損壞側視圖案例 

 

 
 

圖二、顯微鏡放大之電路板損壞正視圖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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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顯微鏡放大之電路板接腳應力破壞現象之ㄧ 

 

 

 
 

圖四、顯微鏡放大之電路板接腳應力破壞現象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