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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近年來由於衛星系統在遙感探測與通訊方面的蓬勃發展，衛星通訊的品質亦備受重視。而衛星訊號在被接收時，都發現其強度具有強弱波動的現象，被稱為閃爍現象。此現象的發生原因是由於衛星訊號必須穿越整個大氣層才能到達地面的接收站，而大氣層中具有許多衛星通訊之研發者所不知的擾動。因此在衛星通訊系統的設計中，並無針對大氣層擾動對衛星訊號的干擾，作出一有系統的雜訊處理。


本研究目的即是利用GPS來研究及探討大氣擾動與衛星訊號間的相互關係。由於GPS是被設計用來作為即時定位的衛星系統，因此其衛星架構設計具有衛星數目多，以及取樣頻率高等優點。另外由於其接收器成本較低廉，衛星資料不須購買即可取得，因此，此系統被普遍的採用在各方面的研究。如此也造就了它更進一步的優點，即是GPS接收站的數目遠超過其他衛星的接收站數目，其分佈的地理位置也不像其他衛星的接收站會因為衛星軌道的關係，而無法廣泛的分布。於是，若是能成功的利用GPS接收的訊號所觀測到的閃爍現象，來研究大氣層的擾動，便能提供出大氣層擾動在時間與空間上更進一步的資訊。這對大氣層的研究者而言，將是相當有利的資訊，並希望能提供給衛星通訊之研發人員來改善衛星通訊之品質。


本文是採用架設於本校之GPS雙頻接收器的資料來作處理與分析。由於雙頻的GPS相位資料，可以藉電離層殘差法做線性組合，留下電離層的遲延量。因此，本文即採用此法來試驗出，使用GPS相位資料來觀察電離層擾動的處理方法。在處理過程中發現，GPS訊號穿過電離層的厚度變動量，以及在低仰角時，訊號的衰弱現象，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雜訊，而這些雜訊和電離層的擾動所造成的雜訊互相混淆。因此，本文利用低仰角去除以及二次微分的技術，將這些雜訊去除，以便讓GPS的訊號，能夠純粹的觀察到電離層的擾動。結果，經由以上方法所處理過的一整個月(2002年3月)的資料中，可發現到訊號具有某種經常性的擾動。此擾動的尺度與時間分佈均有其固定之特性，因此吾人相信GPS相位資料所觀察到的閃爍現象，應是由電離層的某種擾動所致。經由與各種電離層的擾動特性作比對後，猜測此擾動為發生在F層的電漿泡所造成。為了更進一步地了解此雜訊的特性，本文將此擾動的訊號經過傅立葉轉換，求得此訊號在頻率上的分布。若是這種由電漿泡所造成的閃爍現象訊號，具有某種固定的頻率分布，則此雜訊便可經由頻率的濾波器而將之消除。然而，可惜的是在經過傅立葉轉換之後，並無發現此閃爍現象之頻率特性，所以可得知由電漿泡所造成的閃爍現象，並不是如此容易被消除的。儘管如此，GPS可用以偵測電漿泡的發現，使得相關於電漿泡的研究，在空間上可得到優於其他電離層探測儀器的資訊。於是在本文便將閃爍現象之強度與衛星軌道作套合，換算出電漿泡的發生位置。由結果可得知，僅僅一個GPS接收站就可以得到相當密集的空間資訊，若是配合上其他的GPS雙頻接收站，相信可準確的掌控電漿泡的發生位置，對於電漿泡的研究，GPS將是更有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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