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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丟出去，千萬別以為球一定會掉在地面！

為什麼衛星會繞著地球跑？為什麼衛星會繞著地球跑？

◎ 張桂祥

人類的太空大夢人類的太空大夢

　　回顧人類發展太空科技的歷史，眾所週知蘇聯於1957年10月4日發射史波尼克一號(Sputnik-1) [圖1]，為人類發射的第一枚人造衛星，不僅創造了人類

科技發展的里程碑，也震驚了全世界，更喚醒當時蘇聯的宿敵-美國的太空夢；於是美國在1958年，也就是史波尼克一號發射成功的次年，成立了國家

航空及太空總署(NASA)，積極投注人力與資金，並於同年發射其第一枚人造衛星探險家一號(Explorer-1)。全世界的太空科技競賽於焉開打，世界列強無

不磨拳擦掌、捲起衣袖，相繼爭取成為所謂「太空俱樂部」的成員，追逐無遠弗屆的太空夢想。奈何進入太空俱樂部的門檻極高，基本消費額也驚

人。因此，早期仍是美蘇兩強相爭的局面，中期則有法國、德國、日本、印度、中國大陸等的參賽，我國也在太空俱樂部成立42年後，於1999年成功發

射福爾摩沙一號衛星，正式拿到會員證。所謂有夢最美、人類因為夢想而偉大，用來形容世界各國追逐太空夢想的歷程，再貼切不過，我們也相信，

飛得更高、更遠的太空探索，將持續上演，大家姑且拭目以待。

圖1：史波尼克一號(Sputnik-1) 衛星座(http://en.wikipedia.org/wiki/Sputnik_1) 

牛頓的小蘋果與大發現牛頓的小蘋果與大發現

　　從小我們就耳濡目染，牛頓先生(Isaac Newton, 1642~1727)發現萬有引力的小故事，但這項大發現也造就人類300多年來物理力學、天體運動理論的基

礎於不墜。當300多年前熟紅的蘋果打到牛頓先生的頭時，他發現萬物兩相物體間存在相互的吸引力，且其大小與兩物體間之距離平方成反比，進而以

數學解釋宇宙間為什麼月球會繞著地球運行、太陽系行星會繞著太陽運行的道理，且其軌道必是橢圓形(圓形是橢圓形的特例)。這也證明他的前輩克普

勒先生(Kepler, 1571-1630)藉由觀測天體運動所推論的克普勒定理。

　　我們為什麼要把牛頓先生再搬出來呢？殊不知，人類在歡慶1957年首次成功發射人造衛星之餘，其實在整整300年前，牛頓先生即提出人造衛星的

構想，礙於當時並無法將人造衛星置於太空軌道的技術，因此在300年後，藉由火箭技術的成熟，人類終於實現人造衛星的夢想。回顧這些科技發展

史，也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夢想始終是人類科技進步最重要的濫觴及原動力，自古而然且歷久彌新。

高山上的加農砲高山上的加農砲

　　什麼是衛星呢？相信大家都有學過，凡是一個天體固定繞著另一個天體運動，這個繞行運動的天體即是被繞行天體的衛星[圖2]；例如月球即是地

球的衛星。概因人類製造的機器，送上太空軌道繞行地球運行，所以我們就稱它為「人造衛星」。其實牛頓先生早在17世紀中期即提出相關理論，來

解釋衛星為何能繞著地球跑。牛頓先生說：假設我們架設一個加農砲在世界的最高峰，首先我們只填裝少許的火藥，則發射後，彈頭因地心引力的作

用，將會以拋物線方式運動並掉落在地表上[圖3(a) ]；這與我們向遠處投擲棒球或石頭的原理相同。若是我們填裝加倍的火藥，則彈頭亦會因地心引力

的牽引，以自由落體運動方式掉落在更遠的地球表面[圖3(b)]。若是我們有辦法填裝更多的火藥，則因地球是圓的，彈頭將會越過地球的另一端，以橢

圓形軌跡運動，理論上會「掉落」到起始點[圖3(c) ]；一不小心可能會飛到你的背面打到你的頭。當然，以上情形皆忽略大氣阻力的作用及其他障礙物

的阻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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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一個天體固定繞行另一個天體運動稱為衛星

　　換言之，牛頓告訴了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就是人造衛星或天體衛星為什麼能繞著地球或天體運行，其實就是有萬有引力的相互牽引；但有

一個先決條件要滿足，就是衛星必須要有一個初始速度，這項初速度必須大到能夠使衛星於重力場中運動而不致墜落天體表面。若以動力學來分析，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向心力等於離心力。但你可能又會問，那我們再填充更多更多的火藥，其結果又會如何呢？當加農砲的初始速度大到等於一定

程度時，彈頭則會以拋物線運動方式脫離重力場，也就是它將永遠無法回到起始點而向外部飛去[圖3(d)]，這也就是所謂的脫離重力場的速度。舉例而

言，若要將一枚人造衛星打入800公里高的圓形軌道，其入軌速度約為7.452公里/秒，週期約100分鐘，脫離速度則為√2倍的入軌速度。

圖3(a)

圖3(b)



圖3(c)

圖3(d)

衛星與自由落體運動衛星與自由落體運動

　　相信大家都有到遊樂場體驗自由落體運動的刺激，享受無重力的快感。如果回顧牛頓高山上的加農砲理論，其實無論填裝火藥的多寡，這些運動

皆是自由落體運動。換言之，當其初速度大到足夠回到起始點時之運動，也同樣是自由落體運動，由此我們知悉其實當人造衛星繞著地球運行時，也

是行自由落體運動，祇是它沒有掉落到地球表面而已。這又讓我們聯想到為什麼太空站上的太空人會處於失重狀態，想像他們是被拋向太空行自由落

體運動，但他們的運行速度大到足夠使他們繞著地球運行，不致掉落地面，也就是太空人此時乃處於失重狀態，這跟我們到遊樂場體驗自由落體的感

覺是一樣的。

　　最後，我們可能要小心，當你想丟球給別人時，如果球沒丟準，千萬別以為球一定會掉到地面，若你臂力驚人，又奮力一擲，球可能永遠不會著

陸喔！可能嗎？

（作者任職國家太空中心）（作者任職國家太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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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兆電子伏特的超高能量碰撞之下，或有可能產生比頂夸克更重的基本粒子。

大型強子對撞機—大型強子對撞機—

搜尋基本粒子的終極利器搜尋基本粒子的終極利器

◎ 李湘楠

　　莊子天下篇中有句話「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十分貼切地描述了人類探索宇宙基本組成物質的歷程：隨著新實驗技術的開發，科學家

似乎能夠不斷地找到更小的組成單位。基本物質為何始終是古今中外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最鍥而不舍的問題之一，直至今日，對這問題的研究仍是方興

未艾。2008年終或2009年初，位於日內瓦附近，跨瑞、法兩國邊境，地下深約100公尺、周長27公里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即將以

14兆電子伏特的超高能量進行第一次質子和質子的碰撞，這是整個物理學界引頸期盼的一刻，碰撞的結果或許會對基本物質的搜尋提供更深入的解

答。　

　　五行（金、木、水、火、土）為構成宇宙萬物的基本元素，曾是我國古代的物質觀，這五個要素的運行和互動決定了自然界的變化；古希臘哲人

以為宇宙是由空氣、火、水、泥土所組成，和中國人的看法雷同，也有相異之處，但根本上不脫日常生活中接觸的事物。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於

基本物質的認知也與日俱進，如果現在隨便請教周遭的親朋好友，大概不會有人回答「金、木、水、火、土」！最可能聽到的答案應該是化學周期表

上的元素亦即原子；其實，即使元素或原子也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看法了。

　　1858年，德國的物理學家普立卡(Plucker, 1801~1868)利用高電壓游離稀薄空氣，觀察到被正電極吸引的陰極射線。1899年，英國卡文迪西實驗室的教

授湯姆森（J.J. Thomson, 1856～1940）證實陰極射線為帶電粒子流，並將之正式命名為「電子」，這便是電子名稱的由來。因為電子帶負電而原子是電

中性的，則原子必定也包含某種帶正電的物質（即今日所稱的「質子」），所以原子至少是由兩種以上的物質構成，也就不再是最基本的。於是科學

家對宇宙組成元素的探索持續追根究底：前述帶正電的物質是什麼？它在原子內部如何分布？當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譬如因為發現電子而聲名大

噪的湯姆森曾提出所謂的布丁模型，亦即電子像葡萄乾一般分布在帶正電的均勻物質中。現在看來，這個模型當然是錯得離譜，但不能怪湯姆森，因

為那時還不知道質子的存在。

陰極射線管

　　科學的進展常如浪潮，一波接著一波襲來，但在高峰之前卻常是千頭萬緒，如瞎子摸象，拼湊不出完整的圖像。19世紀末，曾有一位物理學家對

當時的科學現況做了如下註解：人類的知識已經大致完備，日後的科學家所能做的僅是讓知識變得更精確，唯一令人有些困惑的是X射線，但那只是天

邊的一朵烏雲，不久就會散去。X射線是德國的物理學家侖琴（Roentgen, 1845～1923）於1895年發現的，曾用這種特殊光線拍了一張他太太的手的照

片，轟動了全世界。沒想到X射線這朵烏雲，非但沒散去，反而顛覆了當時的物理觀與哲學觀，導致20世紀初量子力學的蓬勃發展，也澈底改變了人類

日後的生活。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半導體和光電產業、奈米科技、生醫技術，都是以量子力學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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侖琴的X射線照片

　　簡單的理論分析顯示，湯姆森的布丁模型不可能產生像X射線這樣短波長的光，那麼原子如何放出X射線？這問題困擾了所有的物理學家。來自紐

西蘭的拉塞福（Rutherford, 1871～1937）以阿伐粒子撞擊金箔，觀測到反彈的阿伐粒子，布丁模型也無法解釋。根據拉塞福的說法，這結果就如同以大

砲轟擊紙張，砲彈竟然反彈般令人不可思議。唯一的可能性是金原子內帶正電的物質並非均勻分布，而是集中在很小的空間範圍內，形成非常重的原

子核，反彈的現象即是阿伐粒子擊中原子核之故，於是帶正電質子的概念誕生了。拉塞福的散射實驗推翻了湯姆森的布丁模型，奠定了現代電子繞著

原子核運轉的原子模型的基礎。後來丹麥物理學家玻爾（Bohr, 1885～1962）根據拉塞福的模型，加上駐波原理，成功地解釋了侖琴的X射線，這便是量

子力學的肇始。

源自外太空的宇宙射線

　　拉塞福實驗所證實的質子、陰極射線管中發現的電子，加上後來找到的中子，取代原子（化學元素）的地位，成為20世紀初的三個基本粒子，是

構成原子的要素，亦即電子繞著滿布質子和中子的原子核運動，形成中性的原子，不同數目的質子便對應不同的原子。20世紀中葉，另一朵烏雲出現

了：先進的粒子偵測器讓科學家從宇宙射線中搜尋到許多基本粒子，陸續發現了π介子、k介子、Λ重子?以及反物質，如反質子、反中子、反π介子?

（以上統稱為強子）。當強子的數目達到上百個時，科學家不禁懷疑為何基本粒子又變得如此之多，他們真的都是「基本」粒子嗎？

　　回顧化學元素的發現過程，只有少數幾個時，可稱為「元素」，即構成各種化合物的基本要素，但上百個元素的出現便令人困惑。很自然地，化

學家嘗試將性質相近的元素歸類，形成鹼金族、鹼土族?這便是大家熟知的周期表的由來。當科學家了解原子結構之後，才明白周期表背後的意義：上

百個元素可以被分類，意味著這些元素其實是由更基本的物質組成，即前述的質子、中子和電子，於是構成宇宙的要素從上百個元素降為三個基本粒

子。

　　1964年葛曼（Gell-Mann, 1929）將已知的強子根據性質分類，得到和周期表相似的結果：強子或8個、或10個、或27個?形成不同的「群」。化學周期

表背後的意義是質子、中子和電子等基本物質的存在；同理，葛曼分類表也意指更基本物質的存在，葛曼將之稱為「夸克」，只需三個夸克，即上夸

克、下夸克和奇夸克，便可組合出當時已知的所有強子。這結果美妙得令人目眩，但葛曼不解的是，夸克所帶的電荷竟是電子電荷的分數，即2/3個電

子電荷或 -1/3個電子電荷，這是前所未見的，因此連葛曼自己都不相信夸克是真實的，只視為某種數學單位。60年代末，史丹佛線性加速中心進行深度

非彈性散射的實驗，以高速電子撞擊質子，發現質子內部的確有結構存在，證實質子不再是基本粒子，正如莊子天下篇中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所描述的，歷史重演，基本粒子的數目又由上百個強子降為三個夸克，物理世界再度變得簡單而優雅。

　　隨著加速器能量的增加，較重的夸克一個接著一個被發現，如1974年的魅夸克，1977年的底夸克，最近的是1996年以費米實驗室高達2兆電子伏特

的加速器產生的頂夸克。頂夸克的質量約為上夸克的3萬5千倍，所以需要很高的能量才能碰撞出來。基本粒子的數目似乎又開始增加，物理學家不僅

要探索是否存在更多的基本粒子，也必須回答為何夸克質量的差異如此之大。物理學家特別迷戀對稱性，相信夸克原本具有相同的質量，但因為某種

特殊機制破壞了對稱性，夸克才顯出不同的質量，這稱為希格斯（Higgs, 1929）機制。

希格斯機制：被記者(著黃衣)包圍的話題人物顯得體重超過於一般人

　　如何了解希格斯機制？新聞中常見到一個畫面，某極富話題性的人物出現，媒體記者蜂擁而上，將他團團包圍，或遞出麥克風，或七嘴八舌提

問，讓該人物舉步維艱，甚至動彈不得，而旁邊不相干的人們則是一派輕鬆地經過。從物理學家的角度來看，那話題人物的體重似乎是正常人的數

倍，所以行動遲緩，其實他並不比一般人重，只因為他的話題性或新聞性比較高，亦即他和媒體的互動比較強，因此常被媒體阻擋，以致他的體重顯

得超過於一般人。若將希格斯機制和這個常見的畫面類比，無處不在的希格斯粒子就是媒體記者，夸克和希格斯粒子的交互作用便等同於某人的話題

性，所以上夸克不具話題性，可像路人般自由行動，頂夸克則像話題人物，總是被希格斯粒子包圍，以致運動緩慢，質量顯得特別大。物理學家利用

這種機制來解釋為何不同的基本粒子具有不同的質量。

位於日內瓦附近的大型強子對撞機



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加速器

大型強子對撞機的偵測器

　　要驗證希格斯機制，便必須找到希格斯粒子。為了搜尋希格斯粒子及其他基本粒子，來自34個國家的兩千多位科學家通力合作，耗資三千億臺

幣，費時13年，在日內瓦附近的地底下建造了大型強子對撞機。14兆電子伏特的超高能量碰撞之下，或有可能產生比頂夸克更重的基本粒子。在夸克模

型提出約半世紀之後，人類終於有機會對科學的進展再做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任何新粒子、新作用力、新對稱性的發現，肯定將獲得諾貝爾獎桂冠的

榮耀。但另一方面，加速器高昂的造價，連物理學界都難以置信還有建造下一代對撞機的可能性，最後的決定當然繫於大型強子對撞機數年內是否能

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攸關物理未來的一刻即將到來，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員）（作者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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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治平

網路捕鯨新招　鎖定企業主管網路捕鯨新招　鎖定企業主管

　　駭客竊取資料又有新招，一改「網路釣魚」的大舉灑網方式，而是鎖定企業的高級主管，以電子郵件發送假的法院傳票，其中夾帶會自動安裝的

惡意軟體，用來竊取密碼或其他敏感資料，這種方式被稱為「網路捕鯨」。這種假電郵往往加上法院印信，而且明列主管的姓名和地址，點入時也能

看到逼真的文件，但此時就會下載並安裝惡意軟體，自動竊取資料並透過網路傳送給遠端電腦。

　　已有數千美國重要企業主管收到這種詐騙電郵，駭客可能是由網路黑社會取得行騙對象的個人資料。而據網路安全業者了解，以此方式行騙的成

功率很高，主要是因為看來就像真的法院傳票，往往能取信於收件者。這種鎖定攻擊對象的「網路捕鯨」手法比較容易引人上鉤，可能成為網路詐騙

的新趨勢。然而假郵件再逼真還是會有些破綻，例如資訊錯誤或不符法規，小心以對仍可能識破。

網路詐騙猖獗　損失金額可觀網路詐騙猖獗　損失金額可觀

　　網路詐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儘管網友的警覺性已提高，造成的損失仍然相當可觀。美國聯邦調查局最近公布的資料顯示，去年美國報案遭網路

詐騙的人數雖連續第2年減少，降至約20萬人，但受騙金額卻創下72億美元新高，其中以垃圾郵件行騙仍占網路詐騙的大宗，比率高達七成五，因為四

處發送詐騙郵件後，只要有1%的人上當回覆，就可能騙到不少錢。

　　網路詐騙涉及之高價商品銷售、快速致富門路與在家工作機會的案件日增，但也並非全都以利益誘人，有的是動之以情，例如銷售寵物或是利用

約會與社交網站誘騙期待愛情的人，再進一步詐騙金錢。分析顯示，網路詐騙案的受害者有七成五是男性，而且他們損失的平均金額高於女性，這不

是因為男性比較容易受騙，而是他們比較常透過網路購買高價商品，例如電視機等電器製品。

全球糧價暴漲　生質燃料挨批全球糧價暴漲　生質燃料挨批

　　風水輪流轉，生質燃料不久前還紅透半邊天，甚至被推崇為對抗全球暖化的利器，如今卻又被指責帶動糧價上漲、影響窮人生計，甚至是破壞生

態，而淪為眾矢之的。全球已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研發以甘蔗和穀類提煉乙醇與生質柴油，以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但糧價暴漲使得情勢逆轉，

如今因擔心可能造成許多人餓死，已有人將生產生質燃料稱為反人道罪行，認為是真正的道德問題。

　　生質燃料的發展目前可說還在嬰兒階段，但因成長快速，年產量增長幅度達兩位數，驅使各先進國家陸續投入研發，其中以美國、巴西和加拿大

最為積極，計畫以玉米、小麥、黃豆和甘蔗為原料，生產較為乾淨的燃料，歐洲聯盟也有意跟進。據估計，美國去年生產的穀物，就有約兩成用來生

產乙醇，數量達8,100萬公噸，今年這個比率將再增至25%，但未來可能朝向改以雜草與木材等副產品為原料的方向發展。

二代生質燃料　避免搶糧問題二代生質燃料　避免搶糧問題

　　生質燃料因影響糧價而受到質疑，已有業者決定捨棄甘蔗和穀物等原料，改採以木材、麥桿和過期乳品，以免耗費人類賴以生存的糧食，目前德

國已啟用全球第一座這種所謂「第二代生質燃料」的煉製廠。不過，這種作法立意雖佳，同樣面臨各種問題，例如原料中的木材也很稀有，若增加種

植量也會耗用土地，此外建廠成本將會高出數倍，而生產技術也可能要再過5年才會成熟。

　　第二代生質燃料的目的除了減輕對石化燃料的依賴，以減少廢氣排放量外，也要避免排擠糧食的供應，讓耕地生產的糧食能供應人類日增的需

求，因此原料不再以穀物為主，而改以廢棄的木材、麥桿、雜草或過期乳品。根據估計，生產1公升二代生質燃料所耗的土地資源，比起生產生質酒精

少了3到4倍，而且這種名為「生物質生成液體燃料」的新產品對現有汽車引擎也比較不會造成問題。

三年價格倍增　糧食危機嚴重三年價格倍增　糧食危機嚴重

　　備受關注的糧食問題確實日益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糧食價格3年來已漲了一倍，缺糧現象在許多國家引發暴亂，也造成世人恐慌，致使巴

西、印度和越南等國禁止糧食出口，情況更如雪上加霜。鑑於事態嚴重，聯合國6月初在羅馬舉行糧食高峰會，決定採取緊急行動以化解全球糧食危

機，包括增加糧產和促進對農業的投資，並定下在2015年前讓世界挨餓人口減半的目標。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這次會議中表示，全球糧食產量必須在

2030年前增加50%，才能滿足不斷攀升的糧食需求，同時也必須讓世界貿易組織杜哈回合談判儘速完成，以緩和糧食危機。對於引起爭議的生質燃料問

題，由於美國和巴西等大力投入生產的國家態度保留，這次高峰會未正面處理，通過的宣言中只說生質燃料同時帶來挑戰和機會，還需要進行更多研

究。

百萬重金鼓勵　研發試管肉類百萬重金鼓勵　研發試管肉類

　　科技對解決糧食危機相當重要，除了促進農業生產，還可能無中生有，以科學方式培養出肉類。全球有許多研究人員已在實驗室努力研發試管

肉，只不過距離能真正送上餐桌估計還要等個幾年。美國的保護動物團體「人道對待動物組織」有意以百萬美元獎金鼓勵加快研發腳步，希望能在2012

年量產在外觀和口感上與真正肉類相同的試管肉，以緩和糧食問題，同時也解救動物。

　　試管肉是以動物幹細胞在培養基中生長和繁殖，成品類似肉類，能夠烹調和食用。該項獎勵計畫的目標是在2012年前量產試管雞肉，並能以具競爭

力的價格在美國的至少10個州販售。動物保護組織所以有此構想，是因為單是在美國，每年就要宰殺400億隻牛羊豬和魚類供食用，除了希望能避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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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殺生，也寄望試管肉問世後，能大幅減少肉品業對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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