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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李羅權教授於 1947 年 4 月 20 日出生於台灣彰化，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系畢業後， 1970 年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專攻天文及太空物理。

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分別在美國太空總署、馬里蘭大學、阿拉斯加大

學等地，從事研究及教學工作。1995 年回台灣服務，於國立成功大學

物理系任教，並擔任理學院院長。1997 年起兼任國家太空計畫室首席

科學家，開始帶領國內太空團隊，為推動世界級的台灣太空科學研究

而努力，2001 年接掌國家太空計畫室主任後，成功推動建立世界級的

台灣科學衛星體系。2002 年並當選為中央研究院數理組院士，2003 年

出任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2006 年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2008 年任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羅權教授曾獲國內外許多榮譽獎項，包括：Toray Science 
Foundation Fellow、Terris Moore Award in Space Physics、Outstanding 
Faculty Performance Award、傅爾布萊特傑出學者、Emil Usibelli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

講座、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教育部學術獎、中央研究院院士、倫

敦 WTN (World Technology Network)院士、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
院士及國際宇航科學院(IAA)院士等，學術成就卓著。 

李羅權教授在太空物理研究上有許多創新貢獻，在國際學術刊物

上發表論文 200 篇以上，並有 3 本學術著作。李教授經常提出新的理

論，成功地解釋了許多太空中觀測到的重要現象：(1) 提出銀河系星際

空間湍流能譜理論，(2)提出電子迴旋輻射理論，解釋了自然界中發出

強烈無線電波的現象，(3)提出多重 X 線磁場重聯理論，解釋磁層頂觀

測到的磁通量傳輸事件，(4)模擬並解釋日珥的形成，解開日珥形成之

謎，(5)提出日冕加熱機制，解釋 SOHO 衛星的最新觀測結果，(6)全球

首次觀測到大氣對流層頂部向電離層直接放電的「巨大噴流」。 

李羅權教授除了在太空科學上有卓著的學術成就，返國服務後，

並帶領國內太空團隊，成功建立世界級的台灣科學衛星體系，提昇國

內太空科學研究水準，此次獲得總統科學獎，實至名歸。 

 



具體成就: 

在理論天文學和太空物理的研究領域中，經常有一些還無法解釋

的觀測現象，以及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在李羅權教授的研究生

涯中，常去挑戰這些重大問題。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自然界強烈

無線電波的發射理論、磁場重聯理論、日珥的形成理論、太陽大氣(日
冕)加熱理論、以及發現「巨大噴流」。日冕加熱理論及巨大噴流的發現

是 1995 年返國服務後的重要研究成果。李羅權教授從 1997 年即加入

國家太空計畫室，帶領國內太空團隊，成功建立世界級的台灣科學衛

星體系。 

 (A)對太空物理的創新貢獻 

(A1) 銀河系星際空間湍流能譜及無線電波的強閃爍理論(Interstellar 
turbulence spectrum and strong scintillation theory): 

    李羅權與 Jokipii 教授(現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於 1976 年提出，

波長從 109m 到 1019m 間的銀河系星際空間的電漿密度湍流能譜，有著

類似中性流體中的 Kolmogorov 能譜關係(q-11/3，q 為波數)，這是研究星

際空間湍流的一篇先驅文章。過去 30 年來用各種不同天文觀測方式，

得到不同波數的能譜，證實這種能譜在銀河系星際空間的存在。他們

並提出一系列的文章，解決無線電波的強閃爍理論問題。 

 (A2)地球極光千米波輻射(Auroral kilometric radiation)理論 

在自然界中，包括太陽、木星、土星、天玒星及地球，經常發生

強烈的無線電波，其產生的機制一直是太空及天文界之謎。1979 年，

李羅權教授提出電子迴旋輻射理論，解釋強烈無線電波的產生，包括

地球千米波輻射、木星十米波輻射以及土星、天王星的電波輻射，這

個理論得到許多實驗和理論學者的認同。 

 (A3)多重 X 線磁場重聯(Multiple X-line reconnection)理論 

在太空電漿體和實驗電漿中存在著許多爆發現象，如太陽耀斑

(solar flares)，在很短時間內釋出大量的能量，引起電漿的急劇變化。

導致這些爆發現象的能源主要來自於磁場，磁場重聯提供了一種將磁

能迅速轉化為電漿動能和熱能的有效機制。李羅權教授領導了一個磁

場重聯研究群，對二維及三維磁場的重聯、隨時間變化的重聯過程、

及無碰撞電漿重聯中的有效電阻等做了有系統的研究。在1978年，ISEE
人造衛星於地球磁層頂 (magnetopause)觀測到磁通量傳輸事件 (flux 



transfer events)，這個觀測對磁場重聯的研究有非常關鍵性的影響。1985
年李羅權教授提出了多重 X 線重聯理論，成功地解釋了磁通量傳輸事

件的發生原因及各種觀測到的特性。 

(A4)太陽日珥(Solar prominences)形成的理論 

日珥是懸在太陽大氣中，密度高而溫度低的物質，日蝕時可以看

到很鮮豔的紅色物質。日珥具有長條形而薄的結構，懸在熱而稀薄的

太陽大氣中。日珥能懸在大氣中，主要是靠磁場的張力來托住它的重

量，以前的日珥理論只限於靜態的平衡解。然而這些冷而重的物質(日
珥)的形成，百年來一直是讓人迷惑的課題。在 1992 年，李羅權教授與

他的研究生成功地模擬日珥的動態形成過程，並解釋日珥的形成原

因，由此解開日珥形成之謎。 

(A5)日冕(太陽大氣)的加熱理論 

太陽表面溫度為 6000K，但日冕(太陽大氣)的溫度約為 300 萬度。

由於太陽的重力不能把高溫的日冕吸引住，導致高速太陽風的形成。

日冕的加熱機制是個 40 多年來尚未解決的問題。1998-1999 年間，

SOHO 衛星觀測到氫離子溫度為 300 萬度，但氧離子的溫度更高達 2
億度。在 2000 年李羅權教授提出一個日冕加熱理論，由快磁聲震波來

加速質子及其他的少數離子，快磁聲震波可由磁場重聯產生。這個機

制可以同時解釋 SOHO 衛星的新觀測結果。 

(A6)發現「巨大噴流」 

由李羅權教授推動組成的成功大學高空大氣閃電研究團隊，全球

首次觀測到「巨大噴流」，這是一種新型的從雲層頂直通電離層的放電

現象，為地球的大域電流迴路提供一個新的環節。這個研究成果刊登

在 2003 年 6 月 26 日的 Nature 期刊上，該刊同時也以 News and Review
的方式，另外登出一篇文章，從大氣放電的研究歷史觀點來說明這個

成果的重要性。 

(B)成功建立世界級的台灣科學衛星體系 

李羅權教授於 1997 年 7 月接受國科會聘請，擔任國家太空計畫室

首席科學家，負責推動福爾摩沙一號科學任務相關研究工作，並規劃

福爾摩沙二號及三號計畫的科學任務，復於 2001 年 1 月受聘為國家太

空計畫室主任，負責推動我國的衛星計畫。在太空計畫室服務期間，

圓滿完成福爾摩沙一號的科學研究任務；同時執行福爾摩沙二號及三

號衛星研製，克服國際局勢所加於我國的嚴酷環境和考驗，順利完成



福爾摩沙二號研製並成功發射送入預定軌道，獲得對地解析力逹 2 公

尺的高精度遙測影像，開始執行地球觀測任務及大氣向上閃電觀測科

學實驗；完成福爾摩沙三號飛行體的研製及組裝，於 2006 年 4 月發射。

李教授更擔任國家實驗研究院(由太空計畫室、奈米元件實驗室、地震

工程中心等 9 個國家實驗室組成)首任院長，努力為國家打造出世界級

的國家實驗室。 

(B1)福爾摩沙衛星二號 

福爾摩沙二號衛星為低軌道太陽同步衛星，軌道高度 891 公里。

衛星上裝設對地解析力為 2 公尺、刈副為 24 公里之「光電遙測酬載」，

可對台灣陸地進行近即時之大氣、海洋及陸地遙測作業。另外，也裝

置 1 組「高空大氣閃電影像儀」，是全球首次從衛星上對大氣層高空向

上閃電(紅色精靈和巨大噴流)現象進行科學觀測，可對高空閃電的研究

作出重要貢獻。 

(B2)福爾摩沙衛星三號 

福爾摩沙衛星三號計畫於 2006 年 4 月，成功發射一組由 6 枚微衛

星組成的星系，來收集即時天氣預報的大氣資料，並進行氣候、電離

層及地球重力分佈的研究。福爾摩沙衛星三號星系，每日可提供均勻

分佈於全球陸地及海面上約 2500 組大氣觀測資料，有別於目前僅能提

供集中於陸地上約 900 組大氣資料之全球地面觀測網，可增進全球及

地區性天氣預報作業之精確度。運用這些即時大氣參數資料，中央氣

象局將可以更加精確的預測如颱風路徑、豪大雨地區、累積降雨量等

特殊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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