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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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磁譜儀新增監控任務及研討出國報告 

出國單位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

科學研究院電子系

統研究所 

出國人員級職/姓名 聘用技士/楊扶國 

公差地點 瑞士、日內瓦 出/返國日期 100.12.16 / 101.01.31 

建議事項 

1. 未來本院將設置 AMS-02 監控中心，相關任務包含酬載資料傳輸
(Data)、光電倍增裝置(PM)、軌跡偵測器(TEE)及電子系統等軟
體介面及電性監控，本次監控任務之重點著眼於酬載資料傳輸
(Data)，建議於 101 年持續派員前往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
中心進行光電倍增裝置(PM)及軌跡偵測器之實作監控，以提升
未來本院監控中心人員素質。 

2. 於監控期間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園區(CERN)曾經發生
短暫電力中斷情形，所幸 CERN AMS 監控中心主要設施具備 UPS
不斷電電源系統，並未影響監控任務執行。有鑑於此，建議本
院監控中心籌建時，重要設施如機房伺服器及監控用電腦應配
備不斷電電源系統。 

 
 
 
 
 
 
 
 

（格式範圍，請自行延伸）

處理意見 

1.101 年度本院已派遣 4位人員前往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執行 AMS-02 監控實作任務，其中 2位為期 1.5 個月，另 2 位為
期 2.5 個月，返國後將積極投入本院監控中心籌建工作。 

2.本院跨國計畫目前已將不斷電電源系統納入採購計畫中，未來監
控中心主要監控設施將具備不斷電電源系統，以降低電力中斷
對監控任務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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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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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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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聘用技士楊扶國奉派赴瑞士日內瓦粒子研究中心，參與 AMS-02 太空磁譜儀

科學酬載監控任務，除在任務執行前充份準備外，於執行監控任務期間工作努力

並積極與國外專家學者交流討論，使本院可瞭解 AMS-02 太空磁譜儀監控技術的

最新發展，對未來監控中心籌建有相當之助益。配合本院過去累積航電系統技術

能量，將有助於相關太空計畫研發工作之推展。 

二、本案報告內容詳實，並輔以圖片說明，充分述明於公差出國期間所執行之工作、

監控方法原理及所蒐集之相關技術資料，可為未來本院設立監控中心之重要參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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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 AMS-02 太空磁譜儀新增監控任務及研討出國報告        

出國人姓名（2 人以上，以 1 人

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楊扶國         聘用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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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任務及開會研討 （例如國際會議、國際比賽、業務接洽等） 

出國期間：100 年 12 月 16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 報告繳交日期：101 年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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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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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 

 

3.完成日期： 

101 年 2 月 20 日

 

4.總頁數： 

73 

 

 

5.報告名稱：AMS-02 太空磁譜儀新增監控任務及研討出國報告 

 

人令文號 6.核准 

  文號 部令文號 

100 年 12 月 13 日國人管理字第 1000017317 號令 

 

100 年 12 月 7 日國備科產字第 100017950 號令 

7.經        費 100-101 年度新台幣：341,854 元 

8.出(返)國日期 100 年 12 月 16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 

9.公 差 地 點 瑞士日內瓦 

10.公 差 機 構 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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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磁譜儀新增監控任務及研討出國報告 

                                    頁數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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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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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 

 

出國期間：100 年 12 月 16 日至

101 年 1 月 31 日 

報告日期：101 年 2 月 20 日 

 

出國地區： 

瑞士日內瓦 

 

 

分類號/目 

 

關鍵詞： 

AMS-02、太空磁譜儀、NASA、CERN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本院研製 AMS-02 計畫太空等級電子系統，在功能與品質上深獲各參與單位

的贊許與肯定，計畫主持人丁肇中院士認為 AM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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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監控介面整合工作須由

本院人員參與，因此邀請本院未來五年持續派員至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作

監控運作技術交流及會議研討。 

本案任務為太空磁譜儀監控任務第一階段，主要任務為酬載資料傳輸監控，

除維持酬載資料下傳的順暢穩定之外，並參與相關監控方法原理技術之研討。100

年 12 月 13 日國防部以國人管理字第 1000017317 號令，核准本院聘用技士楊扶國赴

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執行監控及調校任務，期望獲得相關監控中心運作經

驗及技術，以奠定後續於本院建置監控中心及執行監控任務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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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02 太空磁譜儀新增監控任務及研討出國報告 

壹、 目的 

1995 年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同意在國際太空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上裝置太空磁譜儀，1998 年 AMS-01 儀器原型先期登上「發現號」太空梭，繞行地球 10 天，

進行資料收集實驗飛行，蒐集了大氣以外到離地表 380 公里間的全新數據，發現赤道區的正

電子數量是電子的 4 倍。2003 年因哥倫比亞號太空梭失事，而使整體計畫延遲，2008 年美國

政府簽署法案，同意在 2010 年以奮進號太空梭將太空磁譜儀搭載升空，裝置於太空站上執行

反物質與暗物質搜尋任務。 

奮進號太空梭（STS Endeavour OV-105，又譯努力號）是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甘迺迪太空中心（KSC）的第五架實際執行太空飛行任務的太空梭，也是最新的

一架，首次飛行是1992 年5 月 7 日的STS-49號任務。奮進號負責的任務中有不小比例是用來

支援國際太空站計畫。原本預定 2010 年升空，後因解決相關技術及安全問題，導致發射期程

延遲，最終於 2011 年 5 月 16 日搭載太空磁譜儀從佛羅里達州的甘迺迪太空中心發射升空，

前往國際太空站，任務編號STS-134，這是奮進號最後一次任務。 

100 年 5 月 19 日太空磁譜儀（AMS-02）由加拿大研製的太空機械手臂部署於國際太

空站上，裝置於國際太空站上的 AMS-02 太空磁譜儀總重量約 7.5 公噸，尺寸為 5m X 4m X 

3m，內部有 650 個微處理器，30 萬個數據採集通道，耗電量約 2.4kW(如圖一所示)。各偵測

器開始執行搜尋反物質及暗物質，其電子系統需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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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肇中院士為了達成上述長期任務，決定位於美國休士頓詹森太空

中心向 NASA 借用的臨時監控站於 100 年 7 月移轉至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以因應

未來長達 15 年的監控任務。 

本院研製 AM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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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丁肇中院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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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監控介面整合工作須由本院人員參與，因此來函邀

請本院未來五年持續派員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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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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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12 月 13 日國防部以國人管理字第 1000017317 號令，核准本院聘用技士楊扶國

赴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執行監控及調校任務，本年度任務為太空磁譜儀監控任務第

一階段，主要任務內容包含資料監控、維持酬載資料下傳的順暢穩定及相關議題研討。期望

獲得相關監控中心運作經驗及技術，以奠定後續於本院建置監控中心及執行監控任務之基礎。 

 

圖一、AMS-02 太空磁譜儀於國際太空站上安裝的位置 

 

貳、 過程 

一、國外公差行前規劃及準備 

此次公差雖已有上次 3 個月的經驗，但是必要的準備工作仍然無法避免。根據上次的經

驗，執行監控任務時必須全程戴耳機，隨時收聽 Loop 上各單位的通聯聲音(有關 Loop 通聯作

業方式詳如附件一)，但是 POCC(監控中心)的耳機有幾項缺點，故障率極高、長久配戴感覺

不適、與他人共用衛生問題等，尤其是一次監控任務為期 8 小時，所以我自行準備了一種輕

便型後掛式耳機。此外 CERN 識別證已到期，需重新提出申請，否則無法進入 Building 946

監控中心，除了要丁肇中院士的邀請函之外，還需要台銀人壽出差人員綜合保險英文證明，

以申請展延識別證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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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Data 監控位置的監控介面軟體有許多異動，必須熟讀新版本的 Data 監控手冊，詳

如附件二。 

二、環境及計畫工作 

監控中心位於 CERN 第二園區，建築物編號為 946，與之前不同的是外觀添加了一些色

彩，包含太空磁譜儀及國際太空站繞行地球軌道的圖片，更為美觀。監控中心正面如圖二，

監控中心側面如圖三。 

 

 

 

 

 

 

 

圖二、監控中心正面                        圖三、監控中心側面 

 

目前進入監控中心門禁森嚴，有兩道門禁管控，經過第一道門禁到達參觀區，所有來賓僅能

到此止步，來賓若要通過第二道門禁進入監控區域必須經過丁院士同意，並由專人帶領，並

儘量輕聲細語，在不影響監控人員執行任務的前提下入內參觀。要順利通過兩道關卡，除了

持有 CERN 效期內識別證之外，還要進入 CERN 官網登錄提出進入 building 946 需求，經由

POCC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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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區後必須保持安靜外，嚴禁攜帶飲水及食物入內，所有監控必需品要擺放整齊，非監控用

品需置放於後方置物櫃及衣架。 

監控區目前仍維持六個位置，(1)Lead:負責AMS GDAQ命令下達，JBUX playback on/off，聽

取IVoDS Loop，掌握太空站與AMS酬載相關介面系統活動訊息，所有的異常位置狀況回報與

記錄，(2)Data:負責資料傳輸的順暢穩定、掌握各儲存裝置容量、監視從馬休太空中心傳輸的

檔案解封包狀態，協助Lead聽取Loop。(3)PM:負責光電倍增裝置(TOF/RICH/Ecal)運作電壓及

電流監測、(4)TEE:負責穿越輻射偵測器、粒子追蹤器及熱控系統(TRD/Tracker/TTCS)運作電

壓及電流監測、(5)Thermal:負責所有系統sensor及heater監控(6)Data production:負責描繪產出

物質經過AMS艙內的軌跡。Data production位置每日09:00~17:00 值班，其餘位置均需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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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分為 00:00~08:00、08:00~16:00、16:00~24:00 三班輪值，值班情形如圖四。每個位置

都要戴耳機聽Loop，尤其是Lead及Data人員，常要與NASA人員進行溝通協調，英文聽說能

力更顯重要。POCC是除了是各偵測器及電子系統的監控站，也是AMS資料下傳的解封包儲

存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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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房內部擺設之主要伺服器pcposp0。圖中兩

條橘色斜線標示為具備UPS不斷電電源系統裝置。 

 

 

 

 

 

 

 

圖四、監控情形                              圖五、CERN POCC機房主要伺服器 pcpos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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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oDS 中斷，Lead 會以國際電話與 NASA 人員直接聯繫，並通知 IVoDS

系統中斷，申請修復。新進使用者必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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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 IVoDS

帳號一段時間未使用，將自動失效，必須由本人聯繫 NASA help desk，請求重新激活帳號。 

 

三、 AMS-02 酬載資料傳輸 

圖六為AMS各電子系統功能方塊圖，各偵測器前端資料由類比訊號經壓縮後，轉成數位

之後，經AMSWire介面進入DAQ，慢速控制資料(如溫度壓力)經Canbus介面進入DAQ，接著

高速傳輸資料經光纖與ISS連接，低速傳輸資料(Housekeeping)經 1553bus與ISS連接。JBUX永

遠都有資料傳送到太空站上的AMS Laptop，地面上的資料則是由Lead控制playback on/off，且

要在AOS/playback on狀態下，才會有高速資料到達馬休太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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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AMS 各電子系統功能方塊圖 

圖七為 AMS-02 酬載連接狀態，粉紅色代表低速傳輸線，紅色代表高速傳輸線，藍色及綠色

代表一般網路傳輸線。AMS-02 高速資料經 APS、UIP 到達 AMS-Laptop 進行資料備份，經

APS、HRFM、由 Ku band 下傳資料到地面。AMS-02 低速資料經 1553 bus 介面傳送到 RIC

再到 AMS-Laptop 進行資料備份，經 UIP、APS、HRFM 由 Ku band 下傳資料到地面。POCC

下達指令經由 S-band、PLMDM 到 AMS-02。 

 

 

 

 

 

 

 

 

 

 

 

圖七、AMS-02 酬載連接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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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控情形 

在監控期間，發現TRD pump於低Beta角度時，有溫度過低的現象，溫度到達 10℃是警告

(Warning)，到達 5℃時會警報(Alarm)，到達-5℃時對pump會產生破壞。避免TRD pump溫度

過低有幾種方法，(1)協調NASA轉動Starboard Radiator由+25°到+45°到+90°，以避免遮蔽太陽

光照射AMS，讓TRD pump溫度在warning limit之上。(2)啟動canister valve加熱裝置。(3)協調

NASA鎖定太陽能板，以避免遮蔽太陽光照射AMS。(4)啟動TRD Gas Pump，這個動作會影響

科學資料蒐集。 

 

 

 

 

 

 

 

 

 

 

 

 

圖八、TRD Pump 與 Beta angle 關係曲線圖(作者為 Dr. Joe Burger) 

另一方面在 ISS 太空站上有一個靠近 AMS 的 ELC2 裝置也會遮蔽 AMS，使 AMS 頂部的

Tracker plane 1 溫度降低。為了預防在低 Beta 角度時 Tracker plane 1 的溫度過低，為了維持

Tracker plane 1 溫度在 warning limit 之上，可以執行下列幾項活動。(1)正好有一個 TRD 內部

的加熱裝置在 Tracker plane 1 的下方，啟動這個加熱裝置以減輕溫度下降幅度。(2)鎖定太陽

能板(S SARJ)角度，這個動作是否能有效抑制溫度降低，仍有待進一步分析。(3)移動加拿大

研製的機械手臂到 AMS 頂部，以抑制 Tracker plane 1 輻射冷卻速度。這兩項熱溫度議題經常

列為每日下午 5:00 的監控會議中研討，並由 Thermal 負責人 Joe Burger 主講。甚至星期六日

都召集大家開會確認是否要協調 NASA 操作移動太空機械手臂。丁院士常提醒說 AMS 共有

1100 個感測器及 300 個加熱器需要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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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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16~100.12.24 一、日前我的 IVoDS 帳號終於申請下來，申請時程曠日廢

時，所以 Dr.Mike Capell 建議最好在值班前一個月就提出申

請，並且要熟讀 Voice Loop Communication during shift 這份

文件。前次任務是暫時借用同仁的帳號，這次前來執行任

務首先要確認自己的 IVoDS 帳號是否可以正常登入，一開

始 MSFC 會以電子郵件傳送帳號給使用者，表示已申請成

功，之後需撥打越洋電話(001-256-544-5066 轉 1)到 MSFC 的

help desk，以獲得登入密碼及開啟權限，Lead 及 Data 的權

限較大，可以在 NASA 的 Loop 內聽與說，其他值班人員

(PM、TEE、Thermal)權限較小，只能在 AMS 的 Loop 內聽

與說，Lead 與 Data 對 NASA 通話都自稱是 AMS，不分 Lead

及 Data，因此 Data 若要對 NASA 發言，必須經過 Lead 同意，

下圖為 Loop 通聯架構圖。 

 

 

 

 

 

 

 

圖九、Loop 通聯架構圖 

 

二、這次到 CERN POCC 工作，丁院士仍然要我擔任 Data

監控位置。發現在我離開一個月後，監控介面產生許多變

化。首先是 HOSCfep monitor(圖十)及 ERIS(圖十一)已被整合

為 HOSCfepGUI(圖十二)。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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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HOSCfep monitor         圖十一、ERIS monitor 

 

    HOSCfep Monitor              ERIS shell 

 

 

 

 

 

 

 

 

 

 

圖十二、HOSCfepGUI 

有關 AMS payload 的所有訊息，例如 log file 的傳遞、命令

的 傳 遞 及 回 覆 、 細 部 狀 態 包 含 eASS 、 HOSC-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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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C-cdp、HOSC-eris，FramesReceived、FramesWritten、Rate、

BlocksProcessed、各種介面連接警告燈號包含 AMS POCC 控

制介面、MSFC 控制介面、JSC 控制介面及計數器等等。 

100.12.25~100.12.31 接續上週提到的監控介面變動議題，以前Blocks及deframing

共有 8 個 shell，也就是若要重新啟動所有 Blocks 及

deframing，需要下 8 個指令，現在只要點選桌面上的 AMS 

ALT(CoFR)捷徑，出現如圖十三所示，再點選 bbftpMon，出

現 bbftp deframing shell，即取代了 8 個指令，比以前更方便

更人性化，若要在 terminal 也就是網路終端使用實際指令為

/pocchome/data/eAss.ams.alt/scripts-gsc/AMSConfig. sh ams.alt 

bbftpMon，此視窗主要功能在監控由 MSFC 傳來的資料解封

包的狀況是否正常運作。 

 

 

 

 

 

 

 

 

圖十三、AMS-Flight-ALT(CoFR) 

本週下午 5 時的監控例行會議有提及要移到台灣 POCC 的

監控位置，這個議題已討論多時，丁院士相當謹慎，會議

中 Dr.Mike Capell 表示台灣 IVoDS 申請的權限可以值 Lead

及 Data，提議 Data、PM、TEE 三個位置可以移回台灣，丁

院士仍然沒有下結論。 

楊扶國 

101.1.1~101.1.7 一、本週值班發現位於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 的電腦

PCGSC50, PCGSC51,PCGSC52,PCGSC53, 四 部 電 腦 中

PDSSfep2 所統計的程序錯誤數量不一樣(如圖 十四)，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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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GSC51 所統計顯示的SCIBPB程序錯誤的數量較少(紅框)

與 50,52,53 所顯示的數量不同(籃框)。 

 

 

 

 

 

 

 

 

圖十四、PDSSfep2 

經與 Marshall Data 溝通之後發現可能是介面系統 IR6983 開

啟的緣故，但是 Peter Dennet(Data 監控介面軟體負責人)認為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或他們的問題，需要更有力的證據佐

證 。 於 是 值 班 人 員 將 統 計 數 據 整 理 如 圖 十 五 。 顯 示

GMT001~GMT004 Pcgsc50 與 Pcgsc51 統計顯示的程序錯誤

差距，而且是從 GMT003 午夜到 GMT004 開始發生。 

 

 

 

 

 

 

 

 

圖十五、SCIBPB 資料流程序錯誤統計圖 

二、本週重點工作為留意來自AMS JMDC HeartBeat error及

repeated errors，主要原因為NASA正在執行Payload MDM硬體

設備包含CPU及EPIC電子卡片，以利安裝PEP R10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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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DM主要問題在於CPU過載，當多重運作時，必須選擇

性的將 1553bus某項工作暫停，以降低負載。AMS Data系統

對這項問題具高度敏感性，反觀NASA的系統對於這項問題

並不敏感，因此NASA不瞭解我們為何對這件事情感到苦

惱。AMS Laptop的Housekeeping data也經過PLMDM，因此同

樣受此所擾。 

101.1.8~101.1.14 一、Marshall data 重新啟動 ERIS 介面系統 eptv22a，造成 ERIS

連結中斷，Data 值班人員必須手動進行 disconnect 及 connect

指令，以回復正常狀態。 

二、因 Ku band 天線過熱，NASA 想要降溫，本週已執行多

次。此時我們將失去 Ku band，Lead 必須 playback off，以避

免 Data lost，Data 必須全神貫注觀察 Ku band 何時啟動(CHD

開始動作，表示 Ku band 已啟動)，並通知 Lead。 

下圖擷取自 NASA Johnson TV。 

 

 

 

 

 

 

 

 

 

 

 

圖十六、Ku Band 天線 Parking 狀態 

三、本週 Ku band 經常無預警中斷，原因為 OSTPV 不準確，

導致傳回地面的 AMS Data Lost(但是傳到 Laptop 的 data 並

沒有 lost)，Lead 及 Data 值班人員在這種情況下會相當忙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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碌，在 AOS 期間緊盯 AMS CHD，以確認沒有無預期的 Ku

頻中斷現象。下圖為 OSTPV，紅圈所示為 NASA 預先告知

Ku 中斷區間，但是實際發生時間與預估時間有落差。 

101.1.15~101.1.21 一、本週二執行 uplink file，經詢問 Peter 及蔡博士是否有

檔案要上傳到 AMS Laptop，在沒有的情況下，為了保有這

個 uplink window，我們仍然被要求建立一個虛擬的檔案

DDRS7100，程序如下 

(1)先建立一個目錄(mkdir mydir) 

(2)在目錄中放入一個不重要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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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 桌 面 建 立 DDRS7100(ls package.tgz md5sums | 

cpio –o –H crc > ~/Desktop/DDRS7100) 

以上程序完成後，將檔案放入 NASA PIMS 資料系統中，執

行 file swap，通知 PRO 協助將檔案上傳到 ER6 系統，再由

我們於 ALCcontorl 執行 File-Uplink-DDRS7100.seq，將檔

案由 ER6 傳送到 AMS Laptop 執行結果如下圖。 

 

 

 

 

 

 

 

 

 

 

圖十七、Laptop ALControl monitor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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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週經常出現的 Low rate Sequence errors (Heartbeat 

errors)如圖十八棕色背景即為 Heartbeat error 產生點，本週

終於在 GMT 015/21:59 時消失，並通知 NASA PRO。 

  

 

 

 

 

圖十八、AMS 健康狀態 

三、GMT 015 發生與 Marshall 之間所有連結中斷現象，經

通知 expert 處理，回覆情形如下。 

(1)Both CERN locations (POCC and 892) 

- IPSec to all gateways at Marshall - down; 

- direct ssh access to our GSC@MSFC firewalls - down; 

- BBFTP from GSC@MSFC - down; 

- IVoDS access - down; 

- ICMP to all hosts at Marshall - down; 

- Access to JSC and external resources - OK. 

(2) From JSC: 

- IPSec to AMS gateways at Marshall - OK; 

- direct ssh access to our GSC@MSFC firewalls - OK; 

直到 GMT 16:45 才回復正常狀態。 

101.1.22~101.1.28 一、將 pcposc0 及 pcposj0 的 Local commanding disable。 

首先將於 pcposc0 的 HOSCfepGUI 呼叫出來，如圖十九，

使用指令為 

/pocchome/data/eAss.ams/scripts-gsc/AMSCongfig.sh ams 

HOSCfepGUI 

接著執行 tclsh ~/eAss/tcl/fepMon.tcl –s feplr:61010 

將 status detail shell 彈出，按 shift D，將 Local commanding 

楊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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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 

 

 

 

 

 

 

 

 

 

 

 

 

圖十九、pcposc0 HOSCfepGUI 

二、執行 Laptop 清除工作，目前每週二、週五都向 NASA

申請 downlink，主要原因為 Laptop 硬碟容量大約 688G，

AMS JBUX 每天都傳送大量資料到 Laptop 以作為備份用，

在 checking list 中若超過 78%，值班人員就要展開清除工

作 。 將 清 除 程 序 詳 列 如 下 : 進 入

/pocchome/data/Desktop/d-s/2012  @pcpoc30 電腦，可以看

到 SearchMissing.exe 執行檔以及舊檔案可供參考。 

三、本週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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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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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AMS 及 laptop。 

101.1.29~101.1.31 整理生活工作日常用品請POCC同仁轉交給下梯次參加監

控任務同仁，與丁肇中院士及POCC工作同仁道別後，赴日

內瓦機場搭機返國。 

楊扶國 

參、 心得 

一、善用 OSTPV(Onboard Short-Term Plan Viewer) 

首先啟動 OSTPV，執行 nohup rdesktop pcpocws01 &或 nohup rdesktop pcpocws02 指

令，可以使用-g <width>x<height>控制 OSTPV 視窗大小。也可以直接用瀏覽器連接網址 

https://rooci1.dmz.hosc.msfc.nasa.gov 

如圖二十主要顯示 ISS 上的所有活動，並且明確表示 Ku band 及 S band 狀態。紅色虛線表示

目前時間，若看不到它可以點選 real time 按鈕讓紅色虛線出現於目前時間。往往時間會誤差

2~3 分鐘，可以點選 set time 按鈕，重新設定紅色虛線時間為現在時間。AMS 所有活動也會

事先排程在上面。例如 Downlink window、Uplink window…等活動。 

 

 

 

 

 

 

 

 

 

 

 

 

圖二十、OSTPV(Onboard Short-Term Plan 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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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plink file 方法 

每周二 OSTVP 會安排 uplink file window(PRO-AMS FILE-CMD)，如圖二十一紅色虛線所

示。 

 

 

 

 

 

 

 

 

 

 

 

 

圖二十一、Uplink window on OSTPV 

在 OSTPV 排定時間前 1 小時由軟體負責人將 Uplink 檔案放在 pcpoc31 電腦桌面上，通常命

名為 DDRS7100。 

由 Data 值班人員將檔案放入 PIMS 資料系統 

(2.1)進入 PIMS Documents window 

於 pcpoc31 workspace4 虛擬 window 中執行 EHS web icon，帳號 ams2all0 密碼已記憶，選

擇”ISS:IN28:Flight”，點 PIMS menu 裡的 Documents。 

(2.2)刪除舊 DDRS7100 檔案 

點 Miscellaneous，點 2 下 PRO，選擇 Uplink Files，選擇 AMS，刪除之前 uplink 檔案，點 File 

menu，選擇 Delete。 

(2.3)建立新的 DDRS7100 檔案 

再點 PIMS Documents Window 上 File menu，選”New”，在 Document Name 的欄位輸入

DDRS7100，點”+”，在 Desktop 中點 DDRS7100 檔案，點”add”，等一會，點 “close”，點”check 

in”。 

第 24 頁，共 73 頁 



(2.4)Byte Swap 

在 PIMS Database 左邊選擇”DDRS7100”，右邊點選”DDRS7100”，點上方”Options”，點”Swap 

File Bytes...”，點”Swap”，點”Save” 

(3)通知 PRO 

通知 PRO 檔案名稱 DDRS7100 及大小，請 PRO 將檔案放在 Express Rack 6(EMU/ELC)，不是

只到 Payload MDM 而已。 

(4)將檔案由 ER6 傳送到 Laptop 

於 ALCcontrol 執行”File-Uplink-DDRS7100.seq”，檢視 JROM ID 當 uplink 開始時會變為”3”，

當 uplink 結束時會為”0 或 1”，它需要一點時間，請耐心等待。 

(5)確認於 ddrs_sh shell 中下 command，”cd /PLD ; ls –la”確認 DDRS7100 檔案存在，檔案大小

與放入 PIMS 時相同，Check list 是否有 package.tgz, install.sh, cleanup.sh, md5sums，如果有請

移除。指令如下 

cd /PLD ; rm package.tgz install.sh cleanup.sh md5sums; ls -la 

(6)unpack file 

cd /PLD ; sh unpack.sh ; ls –la(解壓縮) 

cpio –i –I DDRS7100   md5sum –c md5sums 

cd /PLD ; sh install.sh ; ls –la(將更新軟體安裝在 laptop) 

cd /PLD ; sh cleanup.sh ; ls –la(將不需要的檔案移除並且將 DDRS7100 檔案名稱更改為

DDRS7100.gmtxxx) 

(7)通知 PRO uplink 成功，感謝協助。 

 

 

 

 

 

 

 

圖二十二、Uplink/Downlink file flow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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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ownlink file 方法 

每周二及周五 OSTPV 都會安排 window(PRO-AMS FILE D/L-CMD，如圖二十三紅色虛

線所示)執行 Laptop log 檔案下載，因 Laptop 硬碟僅有 688G，每天由 JBUX 傳來的資料約有

100Gb，所以我們一週要清除 Laptop 資料兩次，需要及時的 log 檔案資料，以比對哪些檔案

已完整傳到地面，哪些檔案地面沒有必須暫時留在 Laptop 等待未來安排時程執行 playback。 

 

 

 

 

 

 

 

 

 

 

 

 

圖二十三、Downlink window on OSTPV 

(1)準備 downlink 檔案 

通常檔案放置於 laptop 上 PLD 目錄中，使用 ddrs_sh shell，輸入 

cd /PLD ; ls –la，如果 DDRS7101 存在， 

輸入 cd /PLD ; rm –f DDRS7101，將舊檔移除，再輸入 

cd /PLD ; ./build-DDRS7101.sh 2>&1; ls –la。(建立新的 DDRS7101) 

cd /PLD ; ls –la DDRS7101(確認檔案大小) 

(2)將 downlink 檔案由 Laptop 移到 ER6(EMU/ELC) 

由 pcpoc30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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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檔案比較大，請耐心等待。 

(3)在等待期間進入 PIMS Database，開啟 Miscellaneous，點兩下 PRO，點 Downlink Files，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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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檢視是否有舊 DDRS7101 檔，若有，不可以將他刪除。 

若無，則重新建立 DDRS7101 檔案夾，點 PIMS Documents Window 上 File menu，選”New”，

選”Document…”在 Document Name 的欄位輸入 DDRS7101，點”+”任意選一個舊的 DDRS7101

檔案，點”add”/”close”，點”check in”。 

(4)回到 chd_disp，當 JROM ID 變為”0 或 1”時，通知 PRO downlink file is ready, 檔案名稱

DDRS7101 及大小。 

(5)當 PRO 告訴我們 download 完成後，打開 PIMS Database window 中 AMS 資料夾，檢視

DDRS7101 檔案大小。點選 DDRS7101 file，點”Option” menu，點”Retrieve Copy…”，此時左

邊為 PIMS database 的檔案樹，右邊為 pcpoc31 電腦的檔案樹，在左邊點選 DDRS7101 file，

右邊點選檔案要放的位置。點選”Retrieve” 

(6)將 DDRS7101 由虛擬 windows 移到 Linux 桌面， 

(7)於 pcpoc31 電腦中 pdennett 下建立一個 folder 命名為 downlink-gmt-xxx(current GMT date)。

將檔案由桌面移到 downlink-gmt-xxx 中。 

(8)Unpack DDRS7101 

cpio –i –I ./DDRS7101 

md5sum –c md5sums 

(9)Unpack tar file 

tar xvf package.tgz 

ls –al ./Data/log 

(10)確認檔案名稱及大小無誤後，通知 PRO file-downlink 成功。 

 

三、AMS Laptop 備分資料清理方法及原理 

    當 Laptop 硬碟容量到達 78%，就可以進行 Laptop 檔案清除工作。 

進入/pocchome/data/Desktop/d-s/2012  @pcpoc30 電腦，可以看到 SearchMissing.exe 執行檔以

及舊檔案可供參考。 

1.編輯 Laptop 上最新的檔案資訊 txt 檔(包含各所有 stream SCI, HK…) 

(a)每週二及週五 OSTPV 有安排 downlink window，以獲得 Laptop 上最新的資料檔案資訊，下

載回來的檔案 HRDLdirectories.txt 都存放於 

/pocchome/data/pdennett/2012/downlink-gmt-xxx/Data/log/ @pcpo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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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到上述的目錄中瀏覽最近一次下載回來的 HRDLdirectories.txt 檔案。找到第一個從 000~999

完整的目錄，在這個目錄之前的不完整紀錄未來都要 palyback。 

(c)時間的格式必須為 yyyy-mm-dd 

(d)Laptop list 在每個目錄下必須為完整的 000~999。 

(e)建立一個新檔，從 HRDLdirectories.txt 中以 copy 的方式將檔案資料填入新檔，命名為

d<start>-<end>.txt 開始及結束的數字是依據在填入檔案資料的目錄數字。 

(f)填入的兩個完整目錄檔案資料間不要有空行或其他資料。例如 

-r--r-----. 1 ams ams 112481520 2011-12-13 02:34 998 

-r--r-----. 1 ams ams 112481520 2011-12-13 02:35 999 

-r--r-----. 1 ams ams 112477440 2011-12-13 02:36 000 

-r--r-----. 1 ams ams 112477440 2011-12-13 02:37 001 

-r--r-----. 1 ams ams 112461120 2011-12-13 02:38 002 

(g)記下第一個檔案和最後一個檔案的時間，我們需要這兩個時間點來建立一個 pcposp0 的檔

案資料 txt 檔。 

2.建立一個 pcposp0 的檔案資料 txt 檔 

(a)檔案名稱為 s<srart>-<end>.txt，其中開始數字及結束數字與剛才建立的 Laptop list 必須相

同。 

(b)進入 cd /Data/FRAMES/SCIBPB/RT @pcposp0 

(觀念說明:pcposp0 是位於 CERN 的 server，檔案從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 過來時，有分

SCIBPB, HKLR, HKALC, HKHR, HKBPB…等，我們只在意資料量最大的 SCIBPB，但是在

Laptop 上並沒有分流，所有資料都在一起) 

(c)列出目錄清單 ls –la，找出剛才紀錄的時間間隔內的目錄數字。 

(d)進入第一個目錄內 cd xxxx，找尋時間剛好比 Laptop list 第一個檔案時間晚的檔案，將這個

檔案之後的所有檔案 copy 到 s<>-<>.txt 檔，進入最二個目錄將 000~999 都 copy 到 s<>-<>.txt

檔，進入到最後一個目錄，找尋時間剛好比 Laptop list 最後一個檔案時間早的檔案，copy 從

000~這個檔案填入 s<>-<>.tx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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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較 

(a)將兩個檔案 d<>-<>.txt, s<>-<>.txt 都移到 cd /pocchome/data/Desktop/d-s/2012 

(b)進入 cd /pocchome/data/Desktop/d-s/2012 

(c)執行 ./SearchMissing.exe 

(d)跟隨指示，填入檔案開始目錄數字及檔案結束目錄數字，於是將自動產生一個目錄

Dir<start>-<end>，並且建立一個 missing<start>-<end>.txt， 

(e)通知 Lead，Data 必須執行 Laptop 清除工作。 

(f)於 ddrs_shell 以指令 

cd /Data/FRAMES/HRDL/YYYY 2>&1 ; rm –f <n>*; echo “done” 

cd /Data/FRAMES/HRDL/YYYY ; ls –l 

cd /Data/FRAMES/HRDL/YYYY 2>&1 ; rm –f <n>* xxx <n+1>* <n+2>*; echo “done” 

(g)不可刪除空的目錄，未來找尋檔案識別用。 

(h)產生的 missing<start>-<end>.txt 未來將協調 NASA 提供 window 執行 playback，讓地面資料

更為完整，也減輕 laptop 的負擔。 

 

肆、 建議事項 

一、未來本院將設置 AMS-02 監控中心，相關任務包含酬載資料傳輸(Data)、光電倍增裝置

(PM)、軌跡偵測器(TEE)及電子系統等軟體介面及電性監控，本次監控任務之重點著眼於酬載

資料傳輸(Data)，建議於 101 年持續派員前往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進行光電倍增裝置

(PM)及軌跡偵測器之實作監控，以提升未來本院監控中心人員素質。 

二、於監控期間瑞士日內瓦歐洲粒子研究中心園區(CERN)曾經發生短暫電力中斷情形，所幸

CERN AMS 監控中心主要設施具備 UPS 不斷電電源系統，並未影響監控任務執行。有鑑於此，

建議本院監控中心籌建時，重要設施如機房伺服器及監控用電腦應配備不斷電電源系統。 

附件 1: IVoDS Loop Communication (P.30~P.39) 

附件 2: Starting Guide for Data Position（P.40~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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