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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獵捕海上的風」   

獵風者衛星即將問世　MIT 比例達 87%

  國家太空中心「獵風者衛星」計畫主持人林辰宗表示，

衛星計畫的發展十分倚賴各種工程技術，因此過去與衛

星相關的展覽內容，多是根據工程師所提供的資料而來，

大量的技術性名詞、概念以及計算公式，讓觀展民眾覺

得展覽內容艱澀難懂；近來國家太空中心轉向與專業策

展人員合作構思改變展覽方式、著重在觀念上的理解。

除了基本的衛星計畫資訊之外，這次的展覽將不再出現

艱澀的技術障礙，而輔以卡通動畫的方式解釋「獵風者

衛星」的功能原理以及應用等，希望能讓一般民眾、甚

至中小學生也可以完全了解，達到科普的目的。

  過去所有國家太空中心產出的氣象衛星，包括已退役的

福衛三號與現役的福衛七號一共 12 顆衛星，都是基於國

外的設計而來，而獵風者衛星是首顆由臺灣團隊自行設

計、打造的氣象衛星，元件自產率達 87%，目前已接近

完成。林辰宗表示，在獵風者衛星發射之後，除了光學

遙測、通訊等相關研究之外，未來國家太空中心的衛星

計畫中，「氣象觀測」研究也將是一個主軸。

  小時候我們都有著「飛向宇宙，浩瀚無垠」的太空

夢，長大後卻離宇宙越來越遙遠，為了幫助民眾找

回對太空的好奇心，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於 11 月 3 日起至明年 2 月 28 日止，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舉辦「獵風者衛星」展，希望能夠用科普

手法，讓民眾對國家太空中心最新的衛星計畫有所

認識，也可以了解太空工程能對生活提供什麼樣的

幫助。

太空中心展出未來願景

獵風者衛星，結構與功能介紹。

獵風者衛星任務酬載- GNSS-R 全球衛星導航衛星系反射訊號接收機

文／萬千華　圖片提供／國家實驗研究院太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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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獵捕海上的風」 

「獵捕海面風」　
獵風者衛星帶來氣象觀測大突破

  同樣是氣象衛星，福衛七號所觀測的是「空氣中的數值」，也

就是大氣溫度、濕度與壓力，而獵風者衛星——正如其名——

所捕捉的是海面上的風。林辰宗強調，海面風是相當稀有的觀

測資料，陸地上的氣象雷達測量不到一定距離之外的大洋海面，

現有的氣象衛星只能捕捉到大氣層內中高層的風，而獵風者可

以補齊海平面高度十公尺內的海面風資料。

  目前國際間只有十顆衛星具有類似功能、可以捕捉海面上的

風，其中八顆是由美國所發射，這八顆衛星所攜帶的儀器屬於

初代研發性質、功能和效能有限，測量所得資料最大的效益是

進行演算模型的驗證；另外兩顆則是由中國所發射，根據官方

發佈的資料來看，礙於資料處理能力落後，這兩顆衛星的捕風

能力對實務應用助益不大。

  獵風者衛星所攜帶的儀器，是國家太空中心根據美方的經驗、

融合自有技術所打造的新一代儀器，未來獵風者衛星升空運轉

之後，將會由臺美聯手分析資料，讓氣象觀測能力更上一層樓。

目前國家太空中心除了打造獵風者衛星之外，也同步整合學研

界進行相關應用研究，目標是將觀測資料與現有氣象預報模式

整合，希望能藉此提高颱風強度與路徑預報的準確度。

  實際上可以提高多少準確度？林辰宗強調，這是近十年來發展

的新技術、不是一蹴可及，還得等到衛星發射、蒐集分析資料、

累積經驗後才會知道，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只要有更多的資

料進來，就能累積經驗做必要的修正，現在和 20 年前比，我們

的預報能力已經有所提昇，同樣努力之後、20 年後回頭看，也

一定會有改變，準確度會一點一滴的變好。」

疫情干擾發射時程　太空中心拚完美升空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原訂在 2021 年發射的獵風者衛星，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影響，許多歐美國家採取嚴格的

居家隔離措施，以致物料供應中斷、造成衛星元件製造上

的延遲，甚至影響為獵風者衛星提供發射服務的火箭開發

進度、發射場停工，因此發射規劃只能推遲到 2022 年；

不過在這之前，國家太空中心也沒有閒著，林辰宗表示，

雖然各項工作都受影響，但獵風者衛星的工作仍然持續進

行著，明年起衛星的環境測試、衛星與火箭分離機構對接

等一系列驗證工作將依序進行，這一切的努力也將做成紀

錄片，日後供民眾一窺獵風者誕生的歷程。

獵風者衛星於國家太空中心整測廠房進行慣性參考單元極性測試作業

獵風者衛星於國家太空中心整測廠房進行吊掛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