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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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太空磁譜儀發射後監控任務出國報告 

出國單位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

科學研究院電子所 
出國人員級職/姓名 

中校副組長/曹亞嵐 

聘用技士/楊扶國 

公差地點 美國、瑞士 出/返國日期 100.05.20 / 100.11.15 

建議事項 

1. 請長官持續支持太空技術研發，以承接國內外太空及衛星計畫。
2. 明年本院將設立太空磁譜儀監控中心，研判在監控中心成立前

仍然需要派遣多位專業人員前往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繼續執行電子系統監控及調校任務，建議提早準備因應。 

 
 
 
 
 
 
 
 

處理意見 

1.各級長官於不同場合皆宣達全力配合太空磁譜儀計畫，並讚揚相
關同仁之貢獻，未來策略必定對於太空技術研發有長遠的規劃及支
持。 
2.明年度本院AMS監控中心成立前需派遣專業人員赴瑞士執行電子
系統監控調校任務工作，適當人員選定及出國期程規劃，將由荊溪
總主持人與丁肇中院士協調後，儘早擬定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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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100 年 度 出 國 報 告 審 查 表 

 

出國單位 
電子系統研究所 

工程測試組 
出國人員
級職姓名

中校副組長曹亞嵐 

聘用技士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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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院內派遣二位同仁至美國航太總署詹森太空中心與歐洲粒子研究中心參與

AMS-02 計畫，執行太空梭發射後太空磁譜儀系統監控運作及工作研討任務，均能本著為本

院爭取榮譽的信念，努力不懈工作，獲得 NASA AMS 計畫管理單位及參與計畫工作的國際人

士肯定。 

二、本次出國人員於出國前已有充分準備，出國期間的工作內容與進度，皆能符合預

期目標，本出國報告記載詳實並輔以圖片說明，成效良好，日後可提供本院設立 AMS 太空

磁譜儀監控中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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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AMS-02 太空磁譜儀發射後監控任務出國報告           

出國人姓名（2 人以上，以 1 人

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曹亞嵐等 2 人      中校副組長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電子系統研究所工程測試組 

出國類別 
考察 進修 研究 實習  

■其他   監控任務     （例如國際會議、國際比賽、業務接洽等） 

出國期間：100 年 05 月 20 日至 100 年 11 月 15 日 報告繳交日期：100 年 11 月 29 日 

 

計 

畫 

主 

辦 

機 

關 

審 

核 

意 

見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 

3.無抄襲相關出國報告 

4.內容充實完備 

5.建議具參考價值 

6.送本機關參考或研辦 

7.送上級機關參考 

8.退回補正，原因：不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

資料為內容  內容空洞簡略或未涵蓋規定要項  抄襲相關出國報告之

全部或部分內容  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理   未於資訊網登錄提要資料

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9.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行之公開發表： 

辦理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說明會），與同仁進行知識分享。 

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其他                     

10.其他處理意見及方式：報告內容不涉機敏，資訊可公開。 

出國人員 初審（業管主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審核

人    

敬會：保防官及保防督導官 

說明： 

一、 各機關可依需要自行增列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行保存。 

二、 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不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政府出版資料回應網公務出

國報告專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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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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 11 月 29 日

 

4.總頁數：89 

 

 

 

5.報告名稱：＂AMS-02 太空磁譜儀發射後監控任務＂出國報告  

 

人令文號 
6.核准 

  文號 部令文號 

100 年 5 月 18 日國人管理字第 1000006544 號

100 年 5 月 31 日國人管理字第 1000007167 號

100 年 5 月 17 日國備科產字第 1000006753 號

7.經        費 新台幣：1,728,759 元 

8.出(返)國日期 100 年 5 月 20 日至 100 年 11 月 15 日 

9.公 差 地 點 美國、瑞士 

10.公 差 機 構 美國太空總署、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11.附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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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系統識別號 

出國報告名稱：AMS-02 太空磁譜儀發射後監控任務出國報告 

                                    頁數  89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聯絡人/電話 

電子系統研究所/古正秋/353224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曹亞嵐/電子系統研究所/中校副組長/353165 

楊扶國/電子系統研究所/聘用技士/353200 

出國類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 

100 年 5 月 20 日至 

100 年 11 月 15 日 

報告日期：100 年 11 月 29 日 

出國地區： 

美國、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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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號/目 

 

關鍵詞：AMS、太空磁譜儀、NASA、CERN 

 

內容摘要：  

國際合作研製太空磁譜儀 AMS (Anti Matter Spectrometer)計畫；簡稱 AMS 計

畫，是由美國航太總署(NASA)、歐洲太空總署(ESA)及歐洲粒子物理研究中心

(CERN)，所共同資助的國際合作太空研究計畫，全案經費超過 20 億美元，由諾貝

爾物理獎得主丁肇中院士擔任計畫主持人，結合全球 16 國科學家及工程師組成的

跨國研發團隊。AMS 計畫全案分二期執行，第一期 AMS-01 計畫於 1994 年展開，

並於 1998 年完成 AMS-01 系統，由發現者號太空梭裝載上太空繞行地球 10 日，完

成初步的數據蒐集及多項太空測試。第二期 AMS-02 計畫於 2000 年開始進行研發

工作，2011 年 5 月 16 日由奮進號(Endeavour)太空梭將太空磁譜儀安置於歐、美、

加、日、俄等五國共同合作建置的國際太空站 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

上，進行為期 15 年搜尋反物質及暗物質實驗，以探索宇宙的起源與形成。 

本院已完成所負責飛行件製作及各項環境鑑測實驗，並組裝於 AMS-02 系統

上，2010 年初本院曾派遣相關同仁，至瑞士日內瓦 CERN 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協助

部分組裝任務。 

100 年 5 月 19 日太空磁譜儀（AMS-02）正式部署於國際太空站上後，系統

執行搜尋反物質及暗物質，其電子系統需 24 小時持續監控運作情形，並做成紀錄以

利後續分析、技術討論及問題排除，所獲得之資料解讀及監控記錄，需以會議討論

方式執行技術研討及資料分析，為了達成上述任務，太空磁譜儀計畫總主持人丁肇

中院士邀請本院未來三年派員至美國休士頓詹森太空中心及瑞士日內瓦粒子研究中

心作監控運作技術交流及會議研討。 

本年度任務為太空磁譜儀監控任務第一階段，相關監控中心運作經驗及技術

將做為後續執行本計畫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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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02 太空磁譜儀發射後監控任務出國報告 

壹、 目的 

國際合作研製太空磁譜儀 AMS (Anti Matter Spectrometer)計畫；簡稱 AMS 計畫，是由

美國航太總署(NASA)、歐洲太空總署(ESA)及歐洲粒子物理研究中心(CERN)，所共同資助的

國際合作太空研究計畫，全案經費超過 20 億美元，由諾貝爾物理獎得主丁肇中院士擔任計畫

主持人，結合全球 16 國科學家及工程師組成的跨國研發團隊。AMS 計畫全案分二期執行，

第一期 AMS-01 計畫於 1994 年展開，並於 1998 年完成 AMS-01 系統，由發現者號太空梭裝

載上太空繞行地球 10 日，完成初步的數據蒐集及多項太空測試。第二期 AMS-02 計畫於 2000 

年開始進行研發工作，2011 年 5 月 16 日由奮進號(Endeavour)太空梭將太空磁譜儀安置於歐、

美、加、日、俄等五國共同合作建置的國際太空站 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上，進

行為期 15 年搜尋反物質及暗物質實驗，以探索宇宙的起源與形成。 

AMS 計畫初期我國參與團隊機構為中央研究院，國防部參謀次長室於 85 年 1 月 12 日

以(85)奧太字第 0106 號函，同意中山科學研究院協助中央研究院太空磁譜儀研製案，其後本

計畫又陸續有中央大學、國家太空中心、成功大學及漢翔等機構參與。 

AMS-02 系統原設計為搭載於國際太空站繞行地球 3～5 年(至 2015 年)，偵測宇宙中之

太空與暗物質，AMS-02 系統已於去年於日內瓦歐洲粒子物理研究中心組裝完成，被載往歐

洲太空總署位於荷蘭諾德威克（Noordwijk）的研究與科技中心(ESTEC)進行模擬太空環境測

試。後因為 NASA 調整太空策略，將國際太空站延壽至 2025 年，丁院士決定使用 AMS-01

永久磁鐵取代 AMS-02 超導磁鐵，並協調 NASA 太空梭發射日期延至 2010 年年底，目前已

再次完成組測並且運抵美國佛羅里達州甘迺迪太空中心(Kenny Space Center, KSC)，執行系統

整合測試，將由奮進號（Endeavour）太空梭，在 STS-134 (Space Transportation System, NASA

對於 Space Shuttle 的官方用詞) 任務中安裝至 ISS 國際太空站上，於太空中進行搜尋反物質

與暗物質之物理研究工作。 

本院已完成所負責飛行件製作及各項環境鑑測實驗，並組裝於 AMS-02 系統上，2010

年初本院曾派遣相關同仁，至瑞士日內瓦 CERN 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協助部分組裝任務。2010

年 8 月 25 日 AMS 團隊將組裝完成之 AMS-02 磁譜儀，由美國空軍 C5 銀河號運輸機，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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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瓦運送到甘迺迪太空中心，展開升空前各項測試作業。本院負責研製的資料擷取系統(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Q)為唯一與國際太空站及太空梭間的通訊管道，並與中央大學合作研

製之觸發系統(Trigger System)、與美國麻省理工學院合作研製之資料擷取器電源系統(Power 

Distribution Crate; JPD)、與德國卡斯魯爾大學合作研製之穿越輻射偵測器(Transmission 

Radiation Detector; TRD)、與義大利國家物理研究院普魯嘉分部合作研製之粒子追蹤器

(Tracker)、與法國安錫物理研究所合作研製之電磁量能器介面板(Electro-magnet Intermediate 

Board; EIB)、與美國麻省理工學院合作研製之粒子追蹤器之熱控制系統 (Tracker Thermal 

Control System; TTCS)、與義大利國家物理研究院寶隆尼分部合作研製之時間飛行計時器

(Time of Flight; TOF)等皆有通訊介面，因此須配合系統測試與各次系統共同研判測試結果。 

本院研製 AMS 計畫太空等級之產品，在功能與品質上深獲各參與單位的贊許與肯定，

計畫主持人丁院士認為 AMS 系統資料擷取系統(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Q)及所有偵測器

之電子系統皆由本院研製，相關電子機械介面整合測試工作須由本院專業技術人員參與，99

年本院已派員參與磁譜儀最後系統整合測試工作，任務包含電子系統介面整合測試工作、熱

控系統測試及相關議題研討，並觀摩太空梭在發射前的準備作業。 

100 年 5 月 19 日太空磁譜儀（AMS-02）正式部署於國際太空站上後，系統執行搜尋

反物質及暗物質，其電子系統需 24 小時持續監控運作情形，並做成紀錄以利後續分析、技術

討論及問題排除，所獲得之資料解讀及監控記錄，需以會議討論方式執行技術研討及資料分

析，為了達成上述任務，太空磁譜儀計畫總主持人丁肇中院士邀請本院未來三年派員至美國

休士頓詹森太空中心及瑞士日內瓦粒子研究中心作監控運作技術交流及會議研討。 

本年度任務為太空磁譜儀監控任務第一階段，相關監控中心運作經驗及技術將做為後

續執行本計畫之基礎。 

貳、 過程 

一、太空磁譜儀監控中心簡介 

丁肇中院士將太空磁譜儀監控中心，設立於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CERN Prevesion site， 

是由鋼骨結構所建造完成，雖非十分豪華狀麗，卻有科學家中規中矩簡單樸實的外觀如圖一

及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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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監控中心正面                        圖二、監控中心側面 

 

若要進入監控中心有兩道門禁管控，第一道門禁僅能到達參觀區無法進入監控室，只要

有 CERN 核可的有效識別證，就可通過。第二道門禁(進入監控室)，除了要有 CERN 的識別

證之外，還要進入 CERN 官網登錄提出需求，經過 Mike Capell 博士及 CERN 主管單位認證

後才能通過門禁進入監控區域。進入監控區後必須盡可能保持安靜，嚴禁攜帶飲水及食物入

內，所有監控必須品要擺放整齊，非監控用品需置放於後方置物櫃。圖三是監控室全景，監

控值班位置位於兩側，中間為丁肇中院士辦公桌及工作桌，上方螢幕顯示國際太空站環繞地

球動態，並有太空站姿態與軌道角度資訊供值班人員參考。監控中心二樓為會議室，有三面

大玻璃窗可俯視監控中心值班狀況，如圖四所示。 

 

 

 

 

 

 

 

圖三、監控中心一樓監控區實景             圖四、監控中心一樓仰視二樓實景圖 

監 控 區 目 前 共 有 六 個 位 置 ， 分 別 為 Lead 、 Data 、 PM(TOF/RICH/Ecal) 、

TEE(TRD/Tracker/TTCS)、 Thermal 及 Data production。Data production 位置每日 07:00~23:00

值班，其餘位置均需 24 小時值班。每個位置都要戴耳機聽 Loop，尤其是 Lead 及 Data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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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要與 NASA 人員進行溝通協調，英文聽說能力更顯重要。POCC 除了是各偵測器及電子系

統的監控站，也是 AMS 資料下傳的接收儲存站，電腦及網路連線是必備設施，AMS POCC

與美國 NASA 馬休太空中心及甘迺迪太空中心都有光纖網路連線，以即時傳遞 AMS 大量的

下傳資料。圖五為 CERN POCC 網路連線架構圖。 

 

 

 

 

 

 

 

 

 

 

 

 

 

 

 

圖五、CERN POCC 網路連線架構圖 

在 CERN POCC 主要以 NASA 提供的 Internet Voice Distribution System (IVoDS)與 NASA 人員

協調聯繫溝通，有時 Loop 噪音過大或中斷，可改以國際電話與 NASA 人員直接聯繫。 

使用者必須填寫 IVoDS 申請表，自行選定帳號密碼後，提交 NASA 管理者審核，通過後可以

直接在監控中心電腦登錄或安裝軟體到個人筆記型電腦上聯網登錄使用，但是地點一定要在

CERN POCC 內，否則無法登錄使用，因為 IVoDS 會認 IP。IVoDS 也是 NASA 馬休太空中心

與詹森太空中心主要聯繫溝通的管道，於交談中不經意會透露許多太空站及太空科技相關機

密，NASA 明定大陸人士不得申請使用與 NASA 間有任何介面的管道，以防機密外洩。圖六

為 IVoDS 網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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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IVoDS 網路架構圖。 

 

二、美國詹森太空中心監控任務 

時間：100 年 5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 

地點：美國德州休士頓美國太空總署(NASA)詹森太空中心(JSC)的任務控制中心(MCC)。 

本階段為奮進號太空梭升空後，AMS 安置於國際太空站正式運轉後的初期監控任務。

由於任務規劃最終監控位置已訂於歐洲瑞士日內瓦的歐洲粒子研究中心(CERN)，因此在詹森

太空中心將會是過渡任務，所有人員及機具都會移至歐洲粒子研究中心的太空酬載控制中心

(POCC)。 

在此階段又細分成數個階段，包含： 

升空後置放於太空站任務機架前、放置於任務機架後到初期運轉前、初期運轉後到軟

硬體功能及週邊支援到位正式運轉、正式運轉到奮進號太空梭離開國際太空站前、太空梭離

開國際太空站後到轉移歐洲粒子研究中心準備完成前及監控轉移交接期一共六個時期，各有

不同的工作型態。 

升空後置放於太空站任務機架前的期間，此期間所有操控權在太空梭的太空人，AMS

在此期間完全無法開電確認狀況，加上太空環境極端，因此有極大的潛在危機會造成 AMS

遭受到環境因素影響，造成無法回復的損壞。為此在昇空前 AMS 團隊針對此期間的操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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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太空人團隊多次演練以確保 AMS 不會在此期間有任何可能對 AMS 造成損壞的操作，

並全程透過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所提供的數據及影像監控，同時為太空人立即地面支援。 

放置於任務機架後到初期運轉前，此期間包含最重要的 AMS 安至於國際太空站 ISS

的承載物架(Payload Rack)上。AMS 從太空梭貨艙中移出是用專為此次任務重新設計的超長手

臂取出，為了此次任務必需安置 AMS，原本的貨艙手臂承載及長度都無法符合此次安置 AMS

的需求，所以重新設計了太空梭的貨艙手臂。但是即便如此，AMS 仍然無法一次到位，還要

透過國際太空站上的放置工作手臂做銜接動作。銜接動作無法在地面上預做實況演練，因此

有極高的困難度及潛在危險性，是整個過程中造成 AMS 損壞的最大風險因子。整個銜接過

程對國際太空站上的太空人來說，是極大的挑戰。因此在所有人屏息關注的狀況下，順利的

完成了。後續太空人以太空漫步的方式，完成最後鎖定及檢查。不過太空人也因任務順利，

順道檢查了臨近的承載架，算是此次任務的額外收穫。 

初期運轉後到軟硬體功能及週邊支援到位正式運轉，丁院士在任務記者會上回答記者

說到，AMS 安置完 1 小時內可接收，實際上，所有控制到位後，幾分鐘就收到 AMS 的健康

狀態資料了。在確認完畢一切正常後，數分鐘後也順利接收到第一筆的科學資料了。至此 AMS

可以說開始正式運轉了。 

正式運轉到奮進號太空梭離開國際太空站前有些備用計畫及時間，除了預備狀況處理

外，還有為了預防安製過程中的疏漏，也安排了多項確認工作，以確保後續運作直到 2025 年。

此期間 AMS 團隊組重要的工作不在科學資料接收，而是各種模式的演練，趁太空梭還停留

在國際太空站上，將所有 AMS 操作模式徹底演練並記錄比對，若有需要補救的措施仍有太

空梭及太空人可支援。很幸運的此期間也順利完成。 

太空梭離開國際太空站後到轉移歐洲粒子研究中心準備完成前的這個期間是將原先規

劃的工作模式做一個操作演練的階段，此階段是整個團隊溝通協調的重要時刻。原本規劃的

運作模式，將有系統的演練操作，NASA 及 AMS 團隊都目標一致的加緊建立未來運作的基

礎。在此期間大大小小的溝通會議密集展開，在 MCC 整棟 1-4 樓的會議室幾乎都被 AMS 團

隊跑遍了，有時候連咖啡機旁都是臨時會議室。 

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完成準備後立即展開轉換工作，此時由丁院士在晨會時訂下時間，

後續所有小組立即安排所屬科學家調整工作及作息，展開轉換至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CERN 的

作業。整個作業為期 2 週及 1 週預備週，轉換過程非常順利，最重要的科學資料流在一個長

的通訊衛星交握期(LOS)就完全遞交掌控權到歐洲粒子研究中心。當然整個操作是經過無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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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練，會議中討論時提及美國至歐洲的陸地通訊網絡承載此即時 40MB 的恆流數據傳輸會

不會有無法預期的狀況，似乎大家的努力都得到甜美的果實。 

本案出國公差人員，於執行監控任務時按時紀錄工作過程，記載監控值班時重要事項，

每週向所屬單位上級長官呈報如下: 

日期 重要工作事項 工作人員 

100.5.20~100.5.28 進入 JSC 首先要辦理識別證，很意外的暫時拿到是需要美

國居民陪同的識別證。這種識別証進入 NASA 後必須全程

專人陪同，這對往後工作非常不方便。所有 AMS 團隊都不

需陪同，整個團隊都很訝異，持續再向 NASA 溝通，直到

05 月 24 日才發給普通不需陪同的示別證，在此期間非常不

方便，連上廁所都要被 ESCORT，最重要的是要等待，所

有的動作都要等待陪同人員，徒增作業時間。 

第一天院士就在晨會中介紹我從 CSIST 派來參與計畫，

CSIST 是負責計畫中大部分的電子部件，與大多數次系統

(SUBDETECTOR)都相關。 

進入 NASA 工作有固定的課程要上，在 NASA 內部電腦可

以進入專屬新人訓練課程，共三小時，包含安全、保密及

周邊環境。首先院士要我從熟悉環境及 LOOP 開始交由副

PM Kenneth Bollweg(KEN)帶我熟悉環境、太空梭、ISS 及

LOOP，熟悉 LOOP 是英文聽說都很要求的工作，尤其是狀

況來要盡量簡短報告。目前 AMS 剛裝上 ISS，整個用作還

在磨合，狀況相對較多，對剛進入的我相當有挑戰性。 

ISS 突然改變姿態以應付太空站人員載運艙(SOYUZ)要重

返地球，以致 AMS 面向地球，院士在晨會中要求 Trent 向

NASA 高層表示未知會 AMS 非常嚴正抗議。因為 AMS 面

對地球接收到的粒子是反物質或暗物質的機率與在地球上

相同。 

TRACKER 的工作重點在溫度監控，目前都在控制安全範

圍內，很快就熟悉操作。但整個工作原理相當複雜，必須

曹亞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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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TTCS 要一起訓練，經安排將與歐洲來的新人一起訓練。 

例會中丁院士要求 TRACKER 分項專題報告，但因參與人

員眾多，所以安排在 NASA 外部的希爾頓。在訓練之餘我

也協助帶著歐洲來的新人先熟悉環境及 LOOP 操作。 

100.5.29~100.6.04 AMS 團隊之間的議題溝通基本上每日有 2 場會議，分別是

09:00 與 17:00 會議，都由丁院士主持。09:00 會議有 NASA

人員參加討論議題廣泛，如相互支援協調工作等。17:00 會

議沒有 NASA 支援人員參與，所以都討論技術性議題為

主，時間長短不一，視會議內容討論而有彈性。 

AMS 因資料傳輸率不足會永久遺失部分資料，目前仍待解

決。Trent 已向 ISS 及 NASA 高層協商中.但丁院士極度不滿

意 NASA 的態度。 

本週中研院林志勳博士短暫來 JSC 協助澄清 Fast Counter 

Triger 機構運作介面以便於加速科學資料解析，由於此機

構是林博士設計製作，目前在監控的運作上，期待能與其

他系統整合運作。丁院士要求我這段時間與林博士共同合

作。 

目前 NASA 有些動作例如要收回 POCC(PAYLOAD 

OPERATION CONTROL CENTER)的消息、會議室一直被

換來換去等等，丁院士多次與 NASA 人員要求向高層協調

一個穩定的運作模式，希望能有更多的共識。不過 NASA

也沒有一個酬載計畫會占用 Building 30 那麼長時間，目前

仍有待進一步溝通。 

曹亞嵐 

100.6.05~100.6.11 林志勳博士針對 TRIGGER 的 TIMING 做了一個完整簡

報，整個討論延續了數天。最主要的爭點在科學資料中的

初始參數是否會影響後續分析。丁院士希望能及早討論清

楚，期望 AMS 離開 JSC 時不要有這些問題帶去歐洲。 

座落於瑞士 CERN 的 POCC 已於 06 月 06 日完工開始進駐

人員，所以丁院士要求離開 JSC 的動作越快越好。所有分

曹亞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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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除了日常工作外，對作業程序的文件也下了很多工夫。 

丁院士在例會時要求大家都要思考如果NASA未來對AMS

的支援降低，例如通訊頻寬、電源供應等等，所有分項都

要清楚列出，有哪些訊號是最低的操作的要求，在此狀態

允許多少時間，緊急操作程序等等，做為未來準備。 

丁院士要求各小組研議若有任務性質相近可以合併工作人

員，但是首先要先提出驗證計畫，確認無誤才可執行。而

且回到 CERN 之前先不執行。 

林志勳博士即將返回台灣，丁院士希望大家能把握時間把

問題澄清。丁院士對於 FAST TRIGER 的機制中時序設計的

理念他無法理解，之後的幾天會中幾乎都在討論 TRIGGER

問題。 

100.6.12~100.6.18 丁院士例會中宣布：06 月 23 日在瑞士 CERN 新的 POCC

落成啟用典禮，要求 NASA 人員及所有小組在當天支援

CERN 的操作，因為有重要貴賓來訪。所有小組都要在

CERN 排工作人員。 

上週因為 ATV 有一個風扇間歇性故障(ATV 是 Automated 

Transfer Vehicle 的縮寫，ISS 自 1998 年起就靠 ATV 補給及

調整軌道)所以 NASA 及 ISS 高層決定週日及週三要先用

ATV 的燃料調整軌道，以免 ATV 再繼續故障損失慘重。但

調整軌道要收起太陽能板，也降低供電，同時也要求 AMS

關閉或進入待命(STANDBY)模式，這下全部人都忙翻了。 

週六及週日就光忙 ATV 造成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有二

個，一是如何順利再啟動的準備動作；一是還能留多少加

熱器。因為太空溫度低，TRACKER 核心溫度不能低於負

40 度 C，否則會造成損壞。好消息是在目前正在地球的近

日點，軌道白晝的餘熱很高，加熱器不用太多。 

ATV 事件的後續又一個問題產生，NASA 及 ISS 並沒有透

露太陽能板該如何收，有可能遮蔽到 AMS 的太陽。這樣有

曹亞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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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讓 AMS 太冷，丁院士一直施壓給 TRENT，讓 ISS 的

運作能對 AMS 更透明。 

本週四下午舉行 POCC 將 AMS 掛上牆壁之儀式.NASA 高

層及太空人都到了。 

丁院士要求我轉到 DATA 分項工作，而在 DATA 工作有其

門檻，必須要學過 UNIX 系統的背景，還要熟悉資料傳輸

路徑。一但有問題必須知道如何修正調整，以免科學數據

流失。院士絕對不允許科學數據流失。 

丁院士在晨會中強調，所有人都不能代表 AMS.MIT.DOE.

或院士發言，但 SUB-DETECTOR 他沒意見，所有人只能

提及曾在 AMS 工作過。院士強調 AMS 機構及其相關理論

非常複雜，大部分人沒辦法在幾十分鐘的說明或簡報對

AMS 認識，大都聽過就忘了，這對 AMS 形象有影響，因

此他要管制 AMS 所有對外的發言。 

100.6.19~100.6.25 目前 TRACKER 溫度自動監控流程僅僅在偵測到非正常狀

態時發出警告訊號，尚未啟動自動應變程式，這部分大家

都有共識要演練，但一致認為回到 CERN 再說。 

故障的ATV在 06月 20日清晨與 ISS分離，下一個補給ATV

也即將自地球升空，過程中大家都密切注意 AMS 的狀態，

希望不要再影響 AMS 了。 

本週 TOF 的 COUNTER 設定值的問題討論得很激烈，但因

所學與物理問題相差甚遠無法理解。 

期待已久 ISS 上的太陽能板動作影響 AMS 問題，有初步訊

息，但似乎是從 JACOBS 來的，是院士請德國學者 Klaus 

Luebelsmaier 大老赴 JOCOBS 交涉，由義大利科學家

MARCO MOILA 簡報說明。(Jocobs 是一家科技公司，是

NASA 的合約商，替 NASA 提供服務，包含專案服務及人

力資源) 

06 月 20 日下午整個 NASA 網路無緣由的變慢，大家都找

曹亞嵐 

第 19 頁，共 89 頁 



不到原因，求助於 NASA 也回覆再努力中，直到晚間 2000

才恢復，原因是一部 ROUTER 的 UPS 故障，造成備援系統

強行上線，整個網路封包碰撞過多。所幸 AMS 科學資料的

資料路徑不在故障的節點，不受影響，有影響的是對外網

際網路。 

在 CERN 的新 POCC(POCC 是 PAYLOAD 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的縮寫.)各分項位置分配調整了很多

次，丁院士每次想法都稍有差異，不過影響不大。 

POCC 前方大螢幕無預警被重開機，設定後花了 2 個多小

時，與 NASA 溝通無效，實驗感測器狀態顯示無法自大螢

幕觀測，但各分項的獨立螢幕正常。 

近日 ISS 太陽能板轉動非常頻繁.與先前得知之常規狀態非

常不同.似乎與 NASA 的 ISS 溝通仍待努力。 

NASA 正式簽訂在 CERN 的新 POCC 使用與在 JSC 相同之

環境及設備與 ISS 及 NASA 共同合作 AMS 計畫工作執行。 

06 月 22 日完成傳輸命令主控權交付 CERN 並再交回 JSC

測試成功，此動作為後續若有重大問題發生時，重回 JSC

之程序將可立即啟動。 

陸續完成通訊 LOOP 之 IVODS 測試及重新啟動測試。 

AMS 本身及 ISS 上之操控電腦都運作正常，讓 JSC 轉換至

CERN 相當順利。 

100.6.26~100.6.30 目前在 JSC 僅剩下約 10 人，除了日常尚須與 CERN 同步監

控 AMS 外，大都在為轉換至 CERN 作準備。 

離開 JSC 的手續相當簡單，只要交還識別證即可，門口就

有一個鐵箱可投遞，但是為求慎重，我還是將識別證交給

Capell 博士，他是 MIT 團隊的領隊，也是 AMS 重要幹部，

他會統一交給 NASA。有部分成員忘記或未交付識別證，

NASA 都會追繳。 

核定班機是 6 月 29 日，本週也抽出時間準備行李作轉往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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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做準備。 

 

三、歐洲粒子研究中心監控任務 

時間：100 年 7 月 01 日至 11 月 16 日 

地點：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CERN 的承載監控中心 POCC。 

AMS 監控任務轉換至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CERN 後，最重要的就是科學資料分析工作，相

關科學領域的學者都引領企盼分析結果能如預期，不過過程非常繁複，要建構強有力的重大

科學發現結果是需要嚴謹繁瑣的試煉，在此之前只能耐心等待。 

在美國太空總署監控期間，發現 AMS 曾經瀕臨會造成 AMS 損壞的溫度值，因為在通訊

衛星交握期 LOS 沒有溫度資料下傳，而得到此期間資料又是一段時間後，因此 AMS 團隊異

常重視此一訊息。可惜在初次與美國太空總署交換意見時並未獲得重視，AMS 團隊在分析後

發現是國際太空站的太陽能板及散熱板遮蔽效應造成，院士在掌握資訊後立即向美國太空總

署交涉。 

本案出國公差人員，於執行監控任務時按時紀錄工作過程，記載監控值班時重要事項，

每週向所屬單位上級長官呈報如下: 

日期 重要工作事項 工作人員 

100.7.1~100.7.10 在 CERN 的新 POCC 已完成設定並正常運作，所有的控制

全由 JSC 轉移至 CERN。 

從 JSC 出發時 GIOMANI 博士向院士要求我在回到 CERN

時可以幫助 TRACKER 監控，院士同意。因為在 JSC 時為

TRACKER 的溫度控制有共同工作過，所以回到 CERN 馬

上就能上手。可惜到瑞士時辦理證件也經過一番波折，沒

能立即加入團隊工作。 

CERN 的架構比較自由開放，沒有很嚴格的組織定義，但

是對責任歸屬倒是非常清楚。每個在 CERN 工作的人都是

同一個等級稱為 USER，每個 USER 都有清楚定義上一層

負責人員，也僅此而已，沒有再定義其他相關人員。也就

是說，只要上一層負責人有資格雇用一個 USER，CERN 就

會視為有效工作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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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入 CERN 辦理工作證時，雇用關係讓作業多耗了時

日。CERN 沒有權力自行賦予 USER 雇用關係，但 CERN

也不去干涉雇用關係。 

TRACKER 工作告一段落後丁院士要求我到 DATA 支援，

DATA 因為對電腦專業及英文表達能力要求較高，因此相對

人員較少，我又具有完整 iVoDS Loop 系統權限，也許是這

個原因讓丁院士有這個決定。 

E-LOG 是整個 AMS 團隊知識管理的資料庫，使用相當頻

繁，因此經常會出現不明原因的故障。最近發現有特定位

置的攻擊多次發生，因此大家一致認無應該要移至安全較

高的網段，以確保資訊安全。 

新的 POCC 門禁系統是與 NASA 協議的一部份，所以被要

求嚴格管制。 

新版的 ISS 上太陽能板動作說明出爐，由 Joe Kastelic 完成。

除了討論各分項的影響外，另外院士將以此作為爭取動作

的依據，所以在每個細節都一再確認並審查。 

THERMAL 分項的 Aswin Pauw 博士討論到在冷軌道(Cold 

Orbit)時不可以完全關閉散熱版加熱器，只可以降低能量，

不可完全關閉以確保探測器的安全。 

100.7.11~100.7.17 目前 CERN 的 POCC 雖然已完工並正常運作.但週邊許多設

施尚待陸續完成，例如 POCC 主場外圍之顯示幕尚未定位

及運作，此設置可顯示相關訊息，若執行監控工作時無法

像在 JSC 可立即顯示，需要藉由主螢幕跳轉操作才能夠確

認，並須立即回主控畫面以繼續作業。這部分仍待完成。 

目 前 SUB-DETECTOR 預 計 將 大 幅 合 併 成 3 組

ECAL+RICH+TOF 成 PM(PhotoMultiplier) 組 。

TRACKER+TT+TRD+TAS 成 TEE(都是 T 的意思)組。

THERMAL 自成一組，減縮直接作業人力，可是 LEAD 及

DATA 未合併，仍要單獨作業。 

曹亞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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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工作時 iVoDS 系統失效導致 LOOP 無法與 NASA 相

連，此時 LEAD 及 DATA 立即建立與美國 NASA 的語音電

話，LEAD 及 DATA 各使用一線，確保執行任務時與 ISS

的通訊暢通。 

CERN 高層來 POCC 座談，除了了解運作情形外，也針對

各國的科學家訪視，目前 CERN 高層對 AMS 相當支持。 

本週最後一位從 NASA 支援的人員將結束任務返回美國，

整個 NASA 移轉至 CERN 的工作告一段落，目前在 AMS

內已無 NASA 人員。 

本週因歐巴馬總統要與 STS-135 任務太空人視訊連線，所

以限制我們的下載頻寬長達 2 小時，這樣會讓資料傳輸

BUFFER 累積很大量的資料，亦容易造成科學資料損失，

還好過程中未出狀況，隨後的傳輸也順利消化累積的資

料。此時對 DATA 分項的壓力最大，不僅對傳輸品質要密

切監控，對 AMSLAPTOP 的備份狀況也要隨時掌握。 

100.7.18~100.7.24 本週要更新 PDSSFep2 程式，這個程式是在 pcgsc50 的機器

上執行，該機器在 NASA 美國阿拉巴馬州的資料控制中

心，是資料從太空站經由衛星傳下來的第一個資料處理

站。大家都嚴陣以待，作業過程要把握 LOS(the ISS Lost Of 

Signal)時段區段交換主控權，作業方式是採三方備援架

構，若交握雙方未能順利接手，第三方備援系統立即接手，

以確保資料不漏失。 

AMS 從太空擷取之資料刻正加緊分析中，也希望從資料特

性中找出更好的壓縮及解壓縮方法讓傳輸更有效率，目前

將展開一連串程式測試，在例會中雖然有提出討論，但相

關細節仍由分析小組進行中。 

本週因太空梭在太空站上，所以活動頻繁，難免影響 AMS

的正常運作。例如許多太空人的私人活動也會影響到傳輸

頻寬的分配，提高監控工作的壓力。同時也會讓整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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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回到太空站上，例會中大家交換意見都在 ISS 的事件，

討論資料分析的機會相對減少了。 

AMS 將再產生一位博士，一位義大利科學家投入在 AMS

時間相當長，將在下個月順利拿到博士學位，丁院士也在

例會中表揚事跡。 

ECAL 陸續發現原件有飽和輸出的現象，研擬降低高壓位

準以預防止元件損壞。 

經過多天密集討論，在 ECAL 元件出現訊號飽和輸出現象

時，將採取一連串共 48 小時的重置校準措施，以確認原件

狀態。 

下週 POCC 將更換緊急供電迴路，所有監控工作及機具將

移至 892 館地下室的備用 POCC，本週測試控制移轉 2 次，

皆順利完成，因此下週的控制轉移將確認進行。 

本週 NASA 官員 KEN BOWING 進駐，院士要求多項聯繫

工作在期限內完成，包含留在 JSC 的 AMS 海、AMS 機臺

等未及時運回瑞士物件。 

KEN 離開 CERN 前，丁院士做了一份簡報請他回報

NASA。根據維持系統溫度事後分析發現在 STS-135 太空梭

停靠太空站期間，因 AMS 資料傳輸停止，太陽能板收合， 

AMS 處於極度低溫並且未充分供電的狀況，有一度接近破

壞溫度範圍，若一但進入破壞溫度，AMS 將招致無法回復

的破壞。在這之間，NASA 完全沒有與 AMS 團隊討論即自

行執行該程序，院士希望 NASA 針對此次事件能有善意回

應，否則將赴華府陳述此次事件，院士非常慎重的告知

KEN。 

針對 ECAL 元件損失事件，院士指示重新審視在德國做的

熱真空測試，是否能找出測試期間元件有類似反應。由

ECAL 分項召開會議研討審視。 

DATA 傳輸下週將赴 NASA 簡報後續運作事宜，由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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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ll 博士代表 AMS 團隊，出發前 DATA 經過數次會議製

作一份簡報資料，希望能在溝通後能更順暢的執行任務。 

100.7.25~100.7.31 本週起聯繫 NASA 控制與 AMS 的程式 HOSCfep 將改成第

二版 HOSCfep2，主要是修正部分錯誤程式及修補，目前運

作良好。經過 DATA 分項成員的努力，希望能在後續運作

能更順利。 

目 前 整 個 資 料 鏈 路 是 有 一 個 在 太 空 站 上 的 電 腦

(AMSLAPTOP)做備份，不過何時該清理舊資料本週已激烈

討論，但仍無具體結論。主要困擾是如何避免重要科學資

料被刪除，目前仍由人工定期比對刪除，不過隨着工作日

趨簡化，自動刪除程式更有其必要性。 

上週預告本週 POCC 將更換緊急供電迴路，所有監控工作

及機具將移至 892 館地下室的備用 POCC，上週測試控制

移轉 2 次，皆順利完成。剛好 POCC 線路工作完成後，DATA

移轉啟動由我主控整個轉移程序。重新啟動工作一直無間

段工作從 1610-1930 三個多小時神經緊繃，深怕有所閃失，

也驗證整個 AMS 資料傳輸的流程與所學無誤。 

NASA 預告將因維修會有超過 4 個小時沒有訊號，丁院士

非常關切，要求所有分項研擬處置方式，必要時要求太空

站改變時間，這個議題將是本週所有人的工作重點。DATA

分項會密切注意資料接收時間，LEAD 在訊號失連時間會

持續監控維修進度，若有必要會要求暫時性通訊恢復以下

載關鍵監控資料，以避免溫度進入破壞區域。若有暫時通

訊時間，則所有資料是由 DATA 分項判讀，所以 DATA 需

密且配合 LEAD 的動作應變。 

曹亞嵐 

100.8.1~100.8.7 丁院士將於週五 8 月 5 日返國於國防部演說，院士僅於 7

月時非正式場合時向職提及此事，職立即向院士確認是否

要回報院內安排，院士表示會再安排，且此事直接由總主

持人參與。週一院士秘書告知簡報資料將由中研院李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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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轉交，職立即回報總主持人。 

丁院士簡報資料臨時希望職協助紀錄各頁翻譯並要求回傳

總主持人，因資料量大及時差問題，院士口述完畢後也請

楊扶國協助完成，過程也即時回報院士及院士秘書，並與

院士確認翻譯後稿件。 

院士要求職配合講稿預演並逐頁審視修正後，與職討論部

分用詞是否恰當。完成後立即聯繫總主持人，交付修正後

講稿。 

DATA 分項工作手冊雖有早期版本，但因並未有系統的維護

更新，因此與現有作業有些差距。目前由義大利研究員克

莉絲主導，職也被分配到部分撰寫工作，並自願加入審稿

小組，針對先行作業逐字修訂。因為手冊上遣詞用字要有

相當的精準度以防止作業錯誤或語意不明。 

DATA 監控工作時常會面臨資料量過大，導致磁碟容量將用

完，此時皆有賴於部分負責人員手動清理資料，但因清理

資料皆為被動無法及時，因此研議程式自動清理又再被討

論，目前有個初步程式載監看硬碟容量並自動清理。 

本週因預定下載程序之負責人員執行疏忽，以致無法順利

執行，雖然不會影響資料正確性或遺失資料，但也延誤了

排定的作業，浪費了珍貴的資料頻寬，這又是操作手冊不

全造成的人為疏失。 

本週例行討論會時花很多時間討論對 NASA 要求避免對

AMS 造成損害的程序，這程序相信也只是開端，因為事關

重大，有必要 AMS 及 NASA 雙方人員密切配合充分溝通，

但首先要互相了解。 

100.8.8~100.8.14 丁院士本週返國演講，行前交待會議主持人爲 Capell 博士

及顧恩寧博士，因此本週兩人輪流主持。 

處理 PCPOSP1 磁碟機接近 100%使用率，由我執行清除部

分過期資料，不過資料量大且複雜，深怕一不小心容易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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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資料架構，因此相當謹慎，一再確認正確性。（PCPOSP1

在美國阿拉巴馬洲 NASA 的機房內，此操作爲遠端執行） 

工作時間中 DMC（國際太空站資料控制小組 Data Manager 

Coordinator-DMC）因太空站資料傳輸過載，要求我們 AMS

降低傳輸速度。由於降低傳輸率會累積資料，影響即時感

測器的監看，我嘗試爭取較高之傳輸頻寬幾經交涉未果，

只好列入記錄，供往後與 NASA 協談的重點，並告知各次

系統注意環境條件變化。本次降低頻寬並未說明原因，因

此相當不合理。 

本周發生主控太空站資料交換通路的主幹（Express Rack 

6-ER6）當機，造成資料下載仍照正常計劃傳輸，但

AMSLAPTOP（AMSLAPTOP 在太空站上，主要功能在控

制 AMS 及 測錄 AMS 傳出之科學資料跟遙測資料）的側

錄就沒辦法確認。而發生當時太空人都在表訂休息時間

（Crew Sleep Time），依慣例，都要等休息時間結束才能處

理，經與當時正在工作的同仁討論後，決議放棄這段下載

時間，以免有其他偶發事件造成科學資料流失。 

PCPOSC1 爲位於日內瓦 CERN 內部機房的解封包主機，工

作時發現程式跳開，首先重啓解封包程式，接着確認資料

順序以確保資料未受損，結果似乎僅是程式跳開，因此在

工作日誌記錄後不必重新設定作業系統。 

新版 HOSCfep 監控 AMS 的軟體上載至 PCPOSC1 測試運

行，此機器位於休士頓 NASA 監控中心。測試期間運行良

好，未發生異常狀況，但有針對操作模式改變提出建議供

軟體人員參考。 

本週 ECAL 提出 EDR-1-0-A, EDR-0-5-A 兩組 Counter 出現

異常，立即採取飽和狀態的矯正措施，與會人員充分提供

意見討論，但因事關重大，在矯正完成前仍不採取額外措

施。結論仍要等院士回來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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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操控主機 POPOSC31 畫面常發生停滯現象，由於事

發多次，結論是歸咎究於顯示卡。所以後來只要發生就重

新啓動，問題並未擴大。可是 DATA 可每次重新啓動像打

仗一樣，非要等 LOS 空檔，每次空檔長度又不同，全監控

室就看 DATA 人員忙上忙下，又要 KEYIN 又要隨時看 LOS

還有多少時間，並且與 DMC 及 PRO 保持聯繫相當辛苦。  

每星期二是表訂要上傳資料到太空站的 AMSLAPTOP 上，

資料有可能是新版本軟體，或是環境參數修正資料，有的

是 AMS 執行的，有的是 AMSLAPTOP 執行的。當軟體工

程人員把資料打包後，就要由 DATA 值班人員操作 NASA

特殊軟體，集合到阿拉巴馬州 NASA 傳輸中心等待集體傳

送。這樣是爲了集中資料，增加寶貴頻寬使用效率。但是

NASA 軟體並不好操作，常演出意外狀況，不是格式問題，

就是檔案權限發生衝突。 

每星期三是國際太空站表訂要給 AMS 專用頻寬下載因故

未下載的資料，此時 DATA 工作人員要透過 PRO（Payload 

Rack Officer）及 DMC 共同勻出頻寬並建立專用通道。期

間要密集與 NASA 溝通。每次傳輸通連及斷訊都要確認，

這時 LEAD 是配角了，要配合每次 AOS 協助 DATA 確認控

制訊號的通連，每次時間長度不同約 1-2 小時。配合 AOS

也與每天通訊衛星軌道不同而有差異。（AOS-Acquisition of 

the next Signal 是 NASA 的衛星 Ku 頻段傳輸有效時間, 反

之就是 LOS-Lost of Signal） 

08 月 10 日丁院士今日返回 POCC 在例行會議中提及確認

在 CSIST 建立第二個 POCC，預期將在 2012 年 6 月開始運

行，在場 NASA 人員 KEN BOWING 也允諾院士會協助籌

辦。 

有幾度在長區段 AOS 時發現 DAQ 並未傳資料回來，此時

FIFO 已空，是 AMS 直接從 DAQ 把資料丟出來，但是不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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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資料傳輸過低，經確認確實僅有遙測資料，沒有科學

資料，已由 LEAD 進行後續除錯，看是否修正軟體。 

ECAL 說明了上次有狀況的感測器進入 72 小時調教程序的

狀況，在程序初期已看出成果良好，不再顯現飽和狀態，

但程序還是繼續跑完。 

100.8.15~100.8.21 一、聘用技士楊扶國於台北時間 2011.8.15 22:45 由桃園機

場出發，瑞士時間 2011.8.16 14:00(台北時間 8.16 20:00)抵

達日內瓦機場，結束近乎 22 小時的旅程。因曹副組長剛好

值班，因此安排由房東接機，並介紹住宿環境及相關設施。

隨後立即與曹副組長取得聯繫，由曹副組長帶領進入 CERN 

POCC(Building 946)認識工作地點及環境。 

二、前往 CERN#2 POCC(Building 946)向丁院士報到，曹副

組長並說明相關工作規定，一一介紹在場值班人員，使更

快融入工作團隊。接著再到 CERN#1 user office 報到，完成

檢核手續，照證室辦理照證取證。曹副組長值班指導聽

loop、相關專有名詞定義及值班 checking list 填寫方法等。

進行 16 小時密集的 data shift training 課程，在 POCC 中主

要由 data 操作之電腦有兩部，其一為 data@pcpoc30 主要功

能為監控及命令電腦，其一為 data@pcpoc31 主要功能為網

管電腦(IT)，另外在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MSFC)的

HOSC building 有 3 部電腦稱為 AMSfep ，分別為

ams@pcgsc50、ams@pcgsc51、ams@pcgsc52，JSC 有兩部

電腦分別為 ams@pcposj0,ams@pcposj1。 

在值班期間需全程配戴耳機，聽取兩大族群的 loop，一為

AMS voice loop ， 包 含 AMS-OPS 、 AMS-CMD 、

AMS-DATA、AMS-CRD，一為 NASA voice loop，包含

POD、DMC、PRO、OC、RPI-OPS。 

三、OSTPV short term paln viewer，這是一個圖示的介面，

顯示即時的 ISS 運作的規劃、S-band、Ku-band 的狀況。 

曹亞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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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各 window 代表意義、playback 執行程序與 NASA 

DMC 確認 bandwidth 設定。在 LOS(lost of signal)期間無法

傳送 command。若 HOSCfepMonitor 中的 Account ams2a110 

enable 亮紅燈，表示 NASA 人員 disable commanding，此時

不可傳送 command，在 AOS(Acquisition of signal)期間，亮

綠燈時才可以傳送 command。 

100.8.22~100.8.28 本週監控一天日班、三天中班、二天夜班 

每日下午 5:00丁院士會召集MIT及各國團隊進行監控討論

會議，檢討昨日監控記錄、行動項目及詢問各監控分項是

否有議題要討論，除了正在值班的人員之外，所有人都要

參加。本週院士特別提到在台灣設立監控中心的議題，並

討論哪些分項的夜班要移到台灣。目前 CERN AMS POCC

主要分項有 Lead、DATA、TEE(TRD/ TRACKER /ACC)、

PM(TOF/RICH/ECAL)、Theraml，目前確定 TEE、PM、

Thermal 可以設在台灣，DATA 及 Lead 是否移到台灣，由

於與 NASA 有關的軟硬體設施，NASA 尚未同意支援，丁

院士也未下定論。 

曹亞嵐 

楊扶國 

100.8.29~100.9.4 一、首次執行 AMS-laptop file playback，就是將太空站上

AMS 電腦的檔案下傳到地面 MSFC 的電腦，檔案位置為

/DATA/FRAMES/SCIRPB/RT 及/DATA/FRAMES/HKRPB/R 

T，分別存放 Science data 及 House keeping data，接著陸續

輸入 start file ID、END file ID、transmit rate，playback 最主

要有兩個管道，其一為 AMS-payload HRDL channel，另一

為 AMS-Laptop 專用 channel，在 playback 啟動前，要請

NASA DMC 確認使用頻道，此次 DMC 同時給我們兩個頻

道，告知LEAD，立即開始啟動 playback，但是因ALCControl 

GUI 未 upgrade，操作介面竟然仍停留在原來畫面，此時 lead

決定要求 NASA PRO 將頻寬全讓給 JBUX-playback(HRDL)

使用。 

曹亞嵐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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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網路連線問題又發生 ERIS 及 CDP 亮紅燈，緊急重

新啟動 ERIS 軟體，恢復為綠燈狀態。 

三、接獲荊溪總主持人電子郵件指示如下:『0817 及 0826

已分別向部長與總統簡報 AMS & POCC , 獲得嘉勉與支

持，準備招考替代役或訓儲役! 你們就是種子教官。場地經

費都有著落了，回來前請把 CERN/POCC 之桌椅設備的尺

寸量好，並拍下照片(前視、側視、俯視等 3D 照) ，準備

比照去規劃籌建。』已向組內回報。經協調提供 CERN POCC

原始設計圖未果，借取皮尺量測 POCC 相關設施，並拍照

存查，將於近期整理完成後呈報。 

100.9.5~100.9.11 一、執行新的 JAP 程式 Uplink，OSTPV 上安排時間的一

小時前軟體撰寫者必須準備好放在 PCPOC31 電腦的桌面

上，檔案名稱為 DDRS7100，以供值班者上傳。 

二、本週留在美國 JSC/NASA 的人員(包含 NASA 人員及

JACOB 人員 )有新斬獲，就是獲得未來一週的 TRRJ. 

(Thermal Radiator Rotary Joint.)位置資料，透過此資料，所

有子感測系統可以預先計畫一週命令下達的時程.避開被遮

蔽的危險期.因為除了太陽能板會遮蔽 AMS 外，TRRJ 也

會，但一直沒有明確資料顯示它運轉的位置，同時 DATA

也要注意何時可能是命令下達的高峰期.提醒所有子感測系

統預先準備。 

三、AMS-laptop 無法被 ER6 偵測到連線，因此 DMC 與 PRO

要求我們採取行動看是否能救回通訊，但因地面上能採取

的行動已用盡，只好等太空人幫忙重開機，不過

AMSLAPTOP 還有個失去通聯 45 分鐘自動重新開機的機

制，不過是要在作業系統軟體中斷服務仍有效時才會作

用，所以通訊不良狀況下無法確認，只好等 45 分鐘，果然

45 分鐘後重新啟動，約 45 分鐘後恢復正常操作，後續討論

時認為要列入操作範例以避免增加太空站負擔。 

曹亞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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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 AMS 下載資料時 ( 包含 DOWNLINK 及

LAPTOPPLAYBACK)常有狀況，有必要修正部份程式及程

序，同時在 MARSHELL 端的主機也要修正相對應的程式，

因此未來已規劃多個輔助程式及修正部份程式，都與下載

資料有關，在此之前必須與 NASA 之 MARSHELL 溝通.設

定更動計畫.同時在操作端也要修正操作程序及程式，最重

要的 APIDS 表已先公告，讓雙邊都能確認無誤，整個更動

計畫自 GMT243 起，預計 2 週內完成，最後時間定在

GMT256，但最後時間僅暫定，會視狀況調整。 

100.9.12~100.9.18 一、由於程式修正問題，AMS-payload 與 AMS-laptop 無法

同時 playback，若要執行 laptop playback，必須先暫停

AMS-payload playback，Mike 決定最近幾週暫停所有

AMS-laptop playback。 

二、在 laptop 上有安裝 watch dog timer，是一種硬體內含軟

體。當通訊失聯的時候，於設定時間間距後重新啟動

laptop。本週 laptop 不是很穩定，常發生當機現象，若自動

軟開機無法恢復正常，就必須請太空人執行手動硬開機。 

三、SCIBPB 資料由太空下載到地面 deframing,，在 PDSSfep 

shell中若產生CRC errors，會記錄於 pcposp0 deframing shell

或 PDSSfep2 log file 中，以便 expert 找尋問題所在。本週值

班經常有 CRC errors，主要來自於 AMS-JMDC 內軟體執行

問題。 

四、資料流(stream)是一連串的 frames 所組成，每一資料流

都是唯一的，都有它的 APID，例如 scientific stream, 

SCI,APID 為 976。地面上與資料流接觸的第一個軟體為

PDSSfep2，接收來自 NASA ISS 的 HRDL 資料，並記錄於

硬碟，由於 stream 的 APID 有所異動，相關軟體必須修正，

造成 AMS laptop playback 暫停，等待 Peter Dennett 軟體修

正完成後，才能恢復正常。 

曹亞嵐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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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週 DATA 值班期間 AMS shell 發生許多 Heart Beat 

errors 事件，Mike 請值班人員統計 GMT 時間及次數累計，

以利瞭解產生原因，讓軟體設計者判斷如何解決應變。從

中可以看出 GMT 9/15 00:00~9/16 00:00，次數較低，研判是

因重新啟動 HOSTfep 及 HOSTfepRIC 以後所造成的結果，

但是 9/16 06:00 之後又開始增加，目正在追查原因中。 

100.9.19~100.9.25 一、OSTPV(Short term plan viewer)的 S-Band 區塊會顯示

AMS 要 uplink、downlink 及 playback 的時間，若非緊急需

求，通常會在每週三及週四執行。首先在 pcpoc30 電腦上

執行一個視窗，指令為 nohup rdesktop pcpocws01&，若想

調整視窗大小指令為 nohup rdesktop pcpocws01 –g 

1000x700&。值班是一定要先確認值班期間是否有以下三項

顯示於 OSTPV 的規劃執行任務 (1)Uplink: PRO-AMS 

FILE-CMD(2)Downlink:PRO-AMS FILE D/L-CMD (3)Play- 

back :AMS-LAPTOP DNLN-CMD 以上規劃必須經過 NASA 

EHS 部門的認證通過後才能排入 OSTPV 的排程內。 

二、GMT259 00:00~08:00 

NASA Ku Band downlink 配置:Ku band 天線罩因太空載具

停靠在 MRM2，將開啟對 SGANT 進行保護，以避免輻射

反射，執行期間由 GMT 258 23:50~GMT 259 01:06，這段期

間 AMS 資料無法下傳。 

三、本週因國際太空站相當忙碌，給 AMS JBUX 資料下傳

的頻寬一直處於 12 Mbps，造成 JBUX buffer 累積資料量過

大，值班時經常與 DMC 協調是否有機會給予較高頻寬，以

抒緩 Buffer 累積資料量。至 25 日(GMT268)為止，JBUX 累

積資料量已舒緩至 35G。 

楊扶國 

100.9.26~100.10.2 一、Data shifter 最主要的任務為負責從太空站傳回地面的

資料流(data flow)以及關心硬碟剩餘空間容量，此外要確認

命 令 傳 送 的 順 暢 。 主 要 有 兩 個 軟 體 HOSCfep 及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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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CfepRIC，用於監控 CDP data(HKLR、HKALC)其他監

控軟體還有 jmdc_mon 及 JBUX-M。 

二、值班時發生 Express-Rack 6(ER6)與 Laptop 間的

connection 消失，NASA PRO 將 ER6 重新開機，Laptop 上

有 wtach-dog 裝置，若與 ER6 間通聯消失，於 30 分鐘後

Laptop 會自動重新開機。一旦 Laptop 重新開機，為了獲得

CHD 回傳，我們必須在 ALControl 上立即執行 Load Q-list。

ALCcontrolpanel 是我們控制 Laptop 的介面，上面有許多與

Laptop 聯繫的指令，包含 Uplink、Downlink 及 playback。 

三、GMT 264 09:27~12:30 JMDC CHD&Laptop CHD 與地

面失去通連，剛開始以為是 Ku band lost，但是經 NASA 證

實是由於PL MDM失效所導致，Lead即時將 JBUX playback

暫停。 

100.10.3~100.10.9 一、本週 Lead 值班者為來自義大利的 F.Pilo，他以前是值

PM 的班，值 Lead 是第一次，IVoDS account 因權限不足問

題，無法開啟 PRO、DMC、OC、POD 四個 channel 必須與

NASA 協調開啟，在尚未完全獲得權限之前，Loop 上所有

事情必須交由 Data 代理回答與執行。 

二、GMT 12:37 HOSCfep running 及 ERIS connection 突然亮

紅燈，因 HOSCfep 及 ERIS 程式是在 pcposp0 上常駐執行，

在 HOSCfep Monitor 上 顯 示 紅 燈 ， CHD_AMS 及

CHD_laptop 皆停滯，很有可能是 AMS-payload 與地面連結

中斷所造成，緊急聯繫 NASA PRO 詢問太空站上是否有任

何裝置(例如 PLMDM)失效造成，但沒有結果，緊急進入

pcposp0，用 kill 指令將常駐程式移除，重新啟動 HOSCfep、

HOSCfepRIC 以及伴隨的 ERIS 程式，此時 CHD_AMS 及

CHD_laptop 開始正常運行，問題解決，回報 Lead，並紀錄

於 E-log。 

三、本週四 Local 16:50 值班時，丁院士突然要求發電子郵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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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請荊溪總主持人回電。隔日在例行會議上丁院士表示希

望 明 年 本 院 能 派 遣 人 員 前 來 CERN POCC 進 行

PM(TOF/ECAL/RICH) 、 TEE(TRACKER/TRD/TTCS) 及

Thermal 三個監控位置的訓練，以擔任未來於台灣 AMS 監

控中心的種子教官。目前 CERN POCC 監控位置有六個分

別為 Lead 、 Data 、 PM(TOF/ECAL/RICH) 、 TEE(TRD/ 

TRACKER/TTCS)、Thermal、Data production，職與曹博士

一直都是按照丁院士的指示在 Data 值班，但是台灣 POCC

要設置的監控位置目前為止確定的是 PM、TEE、Thermal。

(Lead 及 Data 尚未獲得 NASA 同意) 

100.10.10~100.10.16 一、本週星期二 16:00~24:00 時值班 正巧是 OSTPV 上排定

Uplink 的時間，經與軟體負責人聯繫，無新版本軟體要上

傳測試，因此自行準備一個的檔案。 

(1)先建立一個目錄(mkdir mydir) 

(2)在目錄中放入一個檔案(cp “filename” mydir/) 

(3)將 mydir 目錄壓縮成 package.tgz(tar cvzf package.tgz 

mydir/) 

(4)建立一個md5sums檔案(md5sum package.tgz > md5sums) 

在桌面建立 DDRS7100(ls package.tgz md5sums | cpio –o –H 

crc > ~/Desktop/DDRS7100)，將檔名及檔案大小記錄於

E-Log。 

(5)接著將此檔案預先放入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 的伺

服器上(我們稱它為 PIMS Document Server)如圖一所示，與

NASA PRO 值班人員聯繫，檔案已備妥，等待 OSTPV 排定

時間一到，PRO 人員將檔案上傳到國際太空站 Express Rack 

6 上的電腦後，通知 Data 值班人員將檔案轉移至

AMS-Laptop。 

二、按照慣例，星期二有 Uplink 自然也排定了 Downlink，

本週排定時間為 GMT 17:00~18:00 (PRO-AMS FILE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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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於 Downlink Window 到達前，在 ddrs_sh shell 中作

業 

(1)先移除以前的舊檔(cd /PLD ; rm –f DDRS7101) 

(2)在 AMS-Laptop 上準備新的 downlink 檔案，主要是一些

Log 檔(cd /PLD ; ./build-DDRS7101.sh; ls –la) 

將 DDRS7101 檔案由 Laptop 移到 Express Rack 6 電腦中

(pcpoc30 ALCcontrol 執行”File-Downlink-DDRS7101.seq”) 

此時 chd_disp shell中 JROM ID變為”2”，當 JROM ID變為”0

或 1”時，表示檔案傳送完成。目前檔案大小約 6~7Mbytes，

傳送時間大約 40 分鐘。 

當檔案傳送完成後，告知檔案名稱及大小，請 NASA PRO 

值班人員協助將檔案由 Express Rack 6 下傳到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 的資料伺服器(PIMS Document Server)。 

三、本週仍持續統計 AMS-payload Heartbeat error，如下圖

以棕色為底色的 Heartbeat no.分別為 38, 51, 54, 56，缺 39, 

50, 53, 55。 

100.10.17~100.10.23 一、目前 MSFC 有四部電腦分別為 pcgsc50, pcgsc51, 

pcgsc52, pcgsc53，PDSSfep2 軟體在紀錄 HKHR、SCIBPB

及 HKBPB deframing 時產生的 errors 數據(如下圖)，本週值

班時發現其中 pcgsc50 中的數據多於其他三者，仔細觀察它

們所使用 PDSSfep2 軟體版本都不相同。產生偶發性 Error

的時間點不是在 AOS 的開始或結束，而是經常出現在頻寬

設定在 39Mbps 時產生，已將此情況發 mail 告知軟體負責

人 Peter Dennett。 

二、本週 Data 值班人員持續統計緩衝記憶體科學酬載下載

(SCIBPB 的程序錯誤(Sequence errors)，如圖一所示，此數

據來自 MSFC pcgsc50 電腦的 log file 中擷取，不包含 Ku 

band 訊號中斷的情況，並擴大橫軸資料時間由 GMT 209 至

GMT 289(即 7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接著我們考慮 Ku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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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中斷時的狀況，顯然當 Ku Band 中斷時，程序錯誤增

加許多。 

100.10.24~100.10.30  

 

 

 

 

 

一、上圖為執行 Uplink 及 Downlink 的架構示意圖，主要說

明 CERN POCC 與國際太空站間資料傳輸的路徑、Data 值

班人員與 PRO 值班人員的權責劃分。當 Data 值班者執行

uplink 任務時，先將資料放入 NASA MSFC 的 PIMS 資料庫

中，由 NASA PRO 上傳到 ISS 上 Express Rack 6 之後，AMS 

Data 值班人員於地面 ALCcontrol 介面將檔案轉移至

AMS-Laptop，Downlink 的路徑則逆向操作。Data 值班者必

須牢記 Uplink、Downlink 作業程序及指令，目前排定每週

二 GMT 時間 14:00~15:00 為執行 Uplink 時間(如下圖二)，

若有 Uplink 檔案(通常為 JMDC 軟體)需上傳到 Laptop，軟

體負責人會將檔案準備好。若沒有，則由 data 值班人員虛

擬建置一個檔案，因為 AMS 希望把這個時段 book 下來，

每週執行一次讓這個管道保持通暢，同時 data 值班人員能

夠熟悉作業程序。 

三、由於本週 NASA DMC 給我們的頻寬較大，平均都有

24Mbps，最大有 36Mbps，因此 AMS JBUX buffer 內資料

量累積不大，很容易消化。如下圖四所示，圖中資料量曲

線上升部分為 LOS 區間，下降部分為 AOS 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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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週 LEAD 要求 Data 繼續統計 AMS-payload 及

AMS-Laptop 運作時所產生的 Heart Beat Errors，並增加

Repeated Heart Beat Errors 及 Frame Deblock Errors，以利判

斷產生原因，值班時列為重要工作要項。 

100.10.31~100.11.6 一 、 本 週 值 班 遭 遇 POIC(Payload Operation Integration 

Center)將重新啟動所有的外部網路伺服器，影響 AMS 

HOSCfep 及 ERIS 的訊號聯繫及指令下達(commanding)、

PIMS 資料伺服器登入等，因此必須在 ePVT 重新啟動前先

關閉 HOSCfep 及 ERIS 程式，以避免 error 情況產生，並於

ePVT 重新啟動後，再回復 HOSCfep 及 ERIS。若有任何問

題可以在 RPI_OPS loop 中詢問 Mashall Data。另外也遭遇

了 JSC IP 路由器的中斷，造成 2 小時 command 中斷，無

法下達指令到 AMS 及 laptop。 

二、OSTPV 原本每週二排定 Laptop 上 log file 下載

(Downlink)，現在 AMS 決定每週五再進行一次 downlink，

以配合每週二次 laptop 硬碟資料清理工作需求。Laptop 硬

碟容量僅 688G，配合 JBUX playback 資料備份量龐大，目

前已於地面開始進行 Laptop-2 準備，以解決未來 laptop 容

量不足及不穩定的情況。下圖為 AMS 向 NASA 申請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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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 OCR(Operational Change Request)實例，於 GMT 308 

09:00 開始每週排定於 OSTPV 中執行。 

 

 

 

 

 

 

 

 

 

 

 

 

 

 

100.11.7~100.11.13 一、在 MSFC 主要由 PDSSfep2 in pcgsc50/51/52/53 執行資

料流控制與儲存。監控項目包含 HKHR, SCIBPB, HKBPB, 

SCI, SCIRPB, SBAND1/2，Data 值班時必須負責與 DMC 聯

繫討論 Ku-Band 設定。DMC 可以改變我們的 Ku-band 頻

寬，但是由 lead 決定 AMS-data 的傳輸真實速率。請注意若

設定速率高於 DMC 分配的，將造成 data lost。頻寬可以由

PDSSfep2 monitor 觀察。 

二、本週值班相當忙碌，因為要執行 uplink，就是地面的軟

體檔案要上傳到太空站上的 AMS Laptop，再 trnsfer 到 AMS 

JMDC，首先必須將檔案上傳到 PIMS，通知 NASA PRO 檔

案名稱(永遠是 DDRS7100)及大小，此時 PRO 會將檔案傳

到 EMU，然後通知 AMS DATA 已完成，隨後 AMS DATA

就可以從 EMU 上 copy file 到 AMS Laptop，但是要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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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舊檔案(檔案名稱為 DDRS7100)要先移除。執行 ALC 

control command”File-Uplink-DDRS7100.seq”，check JROM 

ID 由 3 變成 1，執行 cd /PLD; ls –l，確認 DDRS7100 檔案

已存在，檔案大小與原來相符。接著執行 Unpack 程序，主

要 有 三 個 指 令 (cd /PLD; sh unpack.sh 、 cd/ PLD; sh 

install.sh、cd /PLD; sh cleanup.sh)。隨後蔡博遞交軟體檔案

清單，首先由 Lead 向 PRO 說明原因，由 DATA 向 DMC 請

求 AMS-laptop 與 AMS-payload 連接，以利將檔案上傳到

AMS JMDC。於 ALCcontroler 上執行”PING-AMS-1.seq”，

確認檔案已傳送位置與大小告知 LEAD，由 ddrs_sh shell

執行 jftp transfer。使用 tail /tmp/jftp.log 指令確認已傳送完

成。請求 DMC disconnect AMS-laptop 與 AMS-payload。程

序及指令必須牢記熟悉。 

100.11.14~100.11.16 11 月 14 日上午於日內瓦機場搭乘荷蘭航空 KL1926 班機至

荷蘭阿姆斯特丹轉機時，經與轉機櫃檯確認，原訂 14 日

13:30 華航 CI-66 飛往桃園機場班機因調度已取消，安排改

搭 15 日 14:00 CI-66 航班返台，故楊員於 16 日 13:00 抵達

台灣。 

楊扶國 

參、 心得 

一、奮進號太空梭任務簡介(STS-134 Endeavour)： 

STS-134 表示是第 134 次太空梭發射任務，也是歷史上最後第二次，是奮進號(Endeavour)太

空梭的最後一次(第 25 次)。完成任務後立即除役，將永久停在加州科學中心(California Science 

Center)供民眾參觀。奮進號是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發展多用途太空載具軌道機(Orbiter)的第 5

架，也是最新的一架。奮進號是為了填補 1986 年升空失事的挑戰者號(Chall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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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奮進號太空梭進入發射準備組裝廠前與丁院士及所有 AMS 團隊合影 

下一次任務是 STS-135，也是太空梭時代的最後一次任務了，將由亞特蘭提斯號(Atlantis)擔

任，依照慣例 STS-135 的最初任務是做為 STS-134 的預備任務，後續將視狀況賦與任務。 

參與 STS-134 太空人六位太空人包含：任務指揮官 Mark Kelly，機長 Gregory Johnson，任務

機組專家 1 Mike Fincke，任務機組專家 2 Roberto Vittori，任務機組專家 3 Drew Feustel，任務

機組專家 4 Gregory Chamitoff。 

 

 

 

 

 

 

 

 

 

 

圖八、STS-134 任務臂章，左下角不尋常的出現機組姓名外的 AMS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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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134 主要任務為載運太空磁譜儀 AMS-2 (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 2)，圖 2、

STS-134 任務臂章，左下角不尋常的出現機組姓名外的 AMS 字樣，足見 AMS 任務之重要性。

發射升空時間為 2011 年 5 月 16 日 8:56am EDT (美東時間)，發射地點是美國太空總署佛羅里

達州甘迺迪太空中心(KSC)的 39A。此為 STS-134 的第二次發射嘗試，4 月 29 日的第一次預

定發射嘗試被綜合電源單元(auxiliary power units APU)的失效所取消發射。 

太空梭與國際太空站 ISS 銜接時間為 5 月 18 日 10:14am GMT(格林威治標準時間)。是太

空梭任務的第 36 次與國際太空站銜接。銜接後包含 4 次太空漫步任務，各為六小時。與太空

站分離時間為 5 月 30 日 3:55am GMT。STS-134 任務共 15 天 17 小時 38 分 51 秒，2011

年 06 月 01 日 2:35am EDT 降落於美國太空總署佛羅里達州甘迺迪太空中心(KSC)。此次任務

還安排了一次蘇俄載人太空艙(Soyuz)返回地球飛越，在 5 月 23 日離開 ISS，飛越有奮進號停

泊的太空站，記錄下許多珍貴畫面。 

AMS 在任務第四天 5 月 19 日 9:46am GMT 完成組裝在 ISS 上。 

 

 

 

 

 

 

 

 

 

 

 

 

圖九、太空人正在執行組裝 AMS 的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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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STS-134 的特殊安排蘇俄載人太空船飛越，取得奮進號停泊在國際太空站影像 

二、國際太空站(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與 AMS 計劃合作簡介： 

國際太空站 ISS 為跨 16 國合作之成果，歷經 10 年超過 30 次組合任務完成，目前已達成微重

力生活環境，所供應用的領域包括生物學，人體生物學，物理學，天文學和氣象學。太空站

目前有持續的運補任務、有人員長駐、提供穩定的地球繞行軌道環境供實驗、30KW 電力供

應等多項長期運轉條件。太空站總重約 360 公噸，全長約 1 個美式足球場大(130 公尺)，距地

表高度約 350 公里。全站各由 5 個國家的太空機構(美國太空總署 NASA， 俄羅斯 RKA，日

本 JAXA，歐洲歐空局， 加拿大 CSA)管理 5 個區塊，最大的是 NASA。AMS 座落於 NASA

管理的 EXPRESS RAC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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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AMS 的任務臂章就是以國際太空作為最大的圖像，AMS 就在左方的黃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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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國際太空站細部區塊爆炸圖 

 

 

 

 

 

 

 

 

 

 

 

 

圖十三、國際太空站外部裝置，AMS 是唯一可在外觀看到有英文縮寫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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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加每日監控研討會議 

丁院士規定每日下午五點於 POCC 二樓召開監控工作研討會議，討論太空磁譜儀各偵測器及

電子系統運作狀況，若有異常狀況需儘速討論處理尋求解決之道。並當場律定行動項目，律

定執行者及完成時間，以達到最高效率。 

 

 

 

 

 

 

 

 

 

 

 

圖十四、丁肇中院士主持監控例行會議情形 

四、資訊分享與任務交接 

本案分兩梯次執行，第一梯次與第二梯次工作重疊一個月，第一梯次執行工作期間充分將相

關重要工作生活經驗及心得傳達第二梯次，讓第二梯次工作人員提早完成心理準備，抵達工

作地點儘早進入狀況，使工作執行順利，發揮最大工作效能。 

五、太空磁譜儀、酬載自動切換器與太空電腦(Laptop)三者介面關係 

值班期間與 NASA 間介面協調頻繁，幾乎所有介面系統都掌握在 NASA 手中，經整理 AMS

與Laptop間的連結AMS Data分項與NASA DMC分項可定義 7種不同路徑。在AMS與Laptop

中間的 APS(Automated Payload Switch)提供了 44 個輸入端與 36 個輸出端，在 ISS 空間站有 2

個 APS 為資料來源點與到達處點安排路徑。每個 APS 有 4 個連結(connection)，供 HCOR 資

料記錄與 HRFM 資料下載。AMS Data 與 NASA DMC 將參考以下所列 7 種組態，共同合作以

圓滿完成 AMS 運行及資料下載，讓程序錯誤(Sequence errors)發生機率降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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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態(1),Laptop connected 

 

AMS APS 

L/T 

AMS  

 

 

紅色表示是額定路線，也就是 AMS 到 laptop 間一直維持單向連接，由 AMS JBUX 的資料一

直持續備份到 Laptop。 

當資料要由 Laptop 到 AMS 則必須通知 DMC(Open connection from AMS laptop to AMS，即綠

色線所示)，DMC 要通知 POD 及 OC 組態改變，DMC 執行後，再通知 AMS、POD、OC 已

完成。 

組態(2),Laptop Disconnected 

 

 

 

 

當 Laptop 長時間處於未傳送資料狀態，APS 會開始收集無用的資訊，並出現在我們的

monitor，為避免這個現象產生，當資料傳送完畢後，我們必須通知 DMC 將此連結關閉。 

AMS APS 

L/T 

AMS 

組態(3),Laptop Downlink 

AMS APS AMS 

L/T 

 

 

 

 

此組態非在 OSTPV AMS downlink 期間，而是即時需求。 

在 AMS-payload 傳送資料到地面及 Laptop 的同時，AMS Data 值班人員希望由 Laptop 傳送資

料到地面的需求(ex.playback from Laptop)。AMS 請求 DMC 由 AMS laptop 到 HCOR 通道，此

時 DMC 查證 DFP 資料來源是否可得。如果 DMC 證實與 DFP 無衝突，將通知 PRO、OC 此

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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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態(4).Only laptop downlink 

 

 

 

 

 

當 Laptop 有資料傳送地面的需求，同時避免 AMS 傳送資料到地面，我們可以向 DMC 提出

這種連結組態需求。即 Laptop 與 HCOR 通道獲得，以下傳資料。 

組態(5), AMS Disconnected 

 

 

 

 

當 AMS-payload 中控制 HRDL link 的主要處理器需要重新啟動時，由 AMS 到 Laptop 間的連

接必須先行切斷，以避免黑暗光纖通訊(dark fiber)的情況發生。當 AMS 通知 DMC 要經由

Laptop 下指令重新啟動 AMS-payload 時，DMC 將 AMS HCOR 通道設為 off 狀態，當 AMS

重新起動完成，AMS 要通知 DMC，DMC 再將 AMS HCOR 通道設回 on。 

組態(6), Alternate Payload and Laptop Downlink 

 

 

 

 

與組態 3 比較，為避免 AMS HRDL 接收器被 laptop downlink 資料掩蓋，此時資料流直接到

地面，不會開啟與 AMS-Laptop 到 AMS-payload 的連結。 

組態(7),Alternate Laptop Downlink 

 

 

 

 

 

AMS APS AMS 

L/T 

AMS APS AMS 

L/T 

AMS APS AMS 

L/T 

AMS APS AMS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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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態 4 做比較，為避免 AMS HRDL 接收器被 laptop downlink 資料掩蓋，此時資料流直接

到地面，不會開啟與 AMS-Laptop 到 AMS-payload 的連結。必要時，DMC 將阻斷 AMS-payload 

downlink。DMC 將開啟 AMS Laptop 與 HCOR 通道，以進行 downlink。 

 

肆、 建議事項 

一、請長官持續支持太空技術研發，以承接國內外太空及衛星計畫。 

二、明年本院將設立太空磁譜儀監控中心，研判可能需要派遣多位專業人員前往瑞士日內瓦

歐洲粒子研究中心繼續執行電子系統監控及調校任務，建議提早準備因應。 

 

附件: Starting Guide for Data Position（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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