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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採用板橋探空資料，1994年1月至1999年9月的資料做分析處理，發現仰角誤差在台灣地區，其隨著季節的分布，呈現一個高斯分布的形態，且在低仰角、夏季時的仰角誤差最大；而台灣地區大氣總路徑遲延量，則呈現一個韋伯分布的形態，在夏季時遲延量比較大，此變化趨勢與水汽造成的遲延量變化趨勢一致，顯見大氣總路徑遲延量，其變動情形是隨著水汽變動的。


以探空資料做出來的分析統計結果顯示，台灣地區大氣總路徑遲延量約在2.35~2.45m之間，而台灣地區仰角誤差在仰角1度時的最大值，約為0.03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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