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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篇論文分析的數據98年AMS實驗所觀測到的宇宙射線事件，並藉由Monte Carlo數據的分析，可以由量測到宇宙射線中各種粒子的速度及動量挑選出質子的事件。


計算這些質子的事件在地球不同經緯度的流量，了解高能量的質子數目再不同能量的分佈。因為不同經緯度高能量質子能譜都是重合的，所以高能量質子在太陽系中的分佈是均向性的。


分析由西往東和由東往西運動的質子，在赤道附近可以很清楚的發現有不對稱性的產生，這是由於地球磁場對不同方向質子有不同cutoff所造成的。再藉由分析由南往北和由北往南的質子可以發現南北向不對稱性主要發生在能量低於cutoff的範圍，這主要是由探測器在不同緯度對南北向質子有不同接收率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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