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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劉于嫚

我的閱讀主題是:洞察號探索-火星非地震訊號分析 

⼀、同學可以從旺宏科學獎歷屆獲獎作品、科學雜誌(如科學人或科學月刊)、科學電影或科學小說....

等讀物當成閱讀標的，選擇⼀篇⾃⼰感興趣的科學文章。 

◎我閱讀的文章標題是：_____洞察號探索-火星非地震訊號分析_______

文章出處(網址或書名): _https://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history/projectDoc/22th/doc/SA22-010_final.pdf_

 文章內容： 

1. 溫度、壓力、風的時變化

o 火星的溫度隨白天和黑夜變化，白天因日照升高，黑夜則降至較低溫度。溫度在 180K 至 270K 之間，

相當於攝氏-93 至-3 度。壓力和風速也有類似的日夜波動，壓力在 650770Pa 之間，風速在 020 m/s

之間。

o 溫度、風速和壓力之間相互影響，白天溫度升高引發風，造成地震儀震動。壓力隨溫度變化而延遲下

降，這是由於地表受熱上層空氣膨脹引起的。不同季節的壓力也有變化，並顯示出地表熱對流的效應。

2. 非地震訊號的主頻率分析

o 日夜間的地震訊號不同，夜晚通常較安靜。根據頻譜圖，白天在 4Hz 和 6Hz 有較強的信號，夜間則在

7Hz 附近較強。這些頻率的變化與風速強弱有關，當風強時，相關頻率（如 1.6、3.3、4.1、6.8Hz）增

強。

o 沙塵暴季節會增加湍流，影響頻譜變化。秋季和冬季的夜晚較為嘈雜，這與沙塵的影響及其對氣流的變

化有關。

3. 溫度、風與壓力對震動訊號的影響

o 風對地震訊號影響最大，不管溫度和壓力如何變化，風的擾動都會引起地震儀的震動。高溫和低壓會加

強風的影響，因此地震訊號強度增加。壓力的波動與溫度變化有時間延遲效應，這類似於地球的熱潮效

應，導致壓力變化延遲。

二、請同學根據所閱讀的科學文章，利用 AI 工具（ChatGPT、Copilot、Gemini、Claude…等）設

計出⼀個⾼中⽣可操作的科學實驗，並將 AI 工具設計的實驗的主題、目的、變因、流程等實驗內容

填寫至下方。(結果或討論可以省略) 

1.我選擇的 AI 工具是 _____ChapGPT4.0_____________

2.實驗主題：______探討非地震因素（日夜變化）對火星震動儀測量數據的影響_________

3.實驗目的：(條列式說明)

1.非地震因素如日夜變化對火星震動儀測量數據的影響，

https://www.mxeduc.org.tw/scienceaward/old.htm
https://www.scitw.cc/
https://www.scimont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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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這因素是否會引發顯著的地動訊號。 

4. 操縱變因(⼀項)：_火星的日夜週期數據_； 控制變因(多項)：_數據分析軟體（例如 Python,   MATLAB）、_

火星震動儀數據（洞察號）__ 

    應變變因(⼀項)：___火星震動儀數據與火星日夜週期關係____ 

5. 實驗操作流程：（條列式說明） 

科學實驗設計：探討非地震因素（日夜變化）對火星震動儀測量數據的影響 

實驗目的 

本實驗旨在探討火星上的日夜變化（即溫差、光照變化等）對火星震動儀數據的影響，並分析這些因素是否會引發顯

著的地動訊號。實驗將聚焦於日夜週期的變化對火星震動儀的影響，並比較不同時間段的震動數據，檢查是否有異常

的地動信號。 

實驗假設 

1. 火星的日夜變化會影響地震儀數據，可能表現為微弱的振動或波動，這些變化與火星的溫差或光照變化有關。 

2. 這些振動或波動不會與常規的地震波相混淆，但可能會在數據中造成顯著的周期性變化。 

3. 日間與夜間的溫差變化可能引發火星表面的微小震動，這些震動波可能被火星地震儀記錄下來。 

實驗材料 

1. 火星震動儀數據： 

○ 來自火星「洞察號」（InSight）的震動儀數據，這些數據包含火星表面的振動強度和頻率等資訊。 

2. 火星天氣與環境數據： 

○ 包括火星的氣溫、光照強度、風速、氣壓等信息，這些數據能幫助理解日夜變化對環境的影響。 

3. 火星日夜週期資料： 

○ 火星自轉週期（約 24.6 小時），及日夜變化的時間點、光照強度、氣溫變化等資料。 

4. 數據分析軟體： 

○ 用於數據整理與分析的軟體工具（如 MATLAB 或 Python）。 

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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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火星日夜週期的環境變化和類似研究的參考資料，作為理論支持和方法參考。 

實驗步驟 

1. 資料收集： 

○ 收集火星洞察號（InSight）在不同時間段（如白天與夜晚）所探測到的震動儀數據。 

○ 收集與震動儀數據相關的環境數據，包括火星的溫度、光照強度、氣壓等資料。 

○ 根據火星的日夜週期，標註不同時間段的震動儀數據，以便後續分析。 

2. 數據篩選： 

○ 篩選震動儀數據，將其根據白天（光照強度較高）和夜間（光照強度較低）進行分組。 

○ 確認數據中是否存在明顯的異常振動，並標註時間點與火星的日夜變化是否對應。 

3. 時間對應分析： 

○ 使用火星的日夜週期資料，將震動儀數據與日夜變化進行時間對應比對。 

○ 檢查不同時間段的數據中是否存在明顯的振動波動，特別是在日夜交替時段（如日夜過渡期）。 

○ 進行比較分析，觀察日夜溫差或光照變化對震動儀數據的影響。 

4. 數據分析： 

○ 使用統計分析方法（如回歸分析、模式識別或時間序列分析），檢查日夜變化對震動儀數據的影響。 

○ 繪製時間序列圖、頻譜分析圖等，視覺化不同時間段震動儀數據的波動情況。 

○ 應用比較分析方法，確定日夜變化是否對震動儀數據造成顯著影響。 

5. 結果比對： 

○ 比較不同時間段（白天與夜晚）的震動數據，確定日夜變化的具體影響。 

○ 分析是否有周期性振動模式出現，並將其與常規地震波進行對比，排除其他干擾因素。 

6. 結論與應用： 

○ 根據實驗結果，得出日夜變化對火星震動儀數據的影響程度。 

○ 提出如何將日夜變化等非地震因素納入火星震動數據解釋中，以提高數據的準確性和可信度。 

實驗紀錄表 

實驗項目 觀察時間 相關事件/因素 震動儀數據變化

描述 

結果分析/結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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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變化 2025/01/01 

00:00 

火星夜間 震動數據波動輕

微，振幅略有增

強 

可能與溫差變化

或光照強度變化

相關，無顯著地

震波 

比較其他時間段 

日夜變化 2025/01/01 

12:00 

火星白天 震動數據無顯著

變化 

可能因為日間溫

度較高，地表活

動較少，無顯著

影響 

可再進行其他時

間點對比 

日夜變化 2025/01/01 

06:30 

火星日夜交替時

段 

震動數據波動較

大，顯示周期性

變化 

可能與日夜交替

時的溫差變化或

光照影響有關 

需進一步分析 

非地震事件 任意時間 沙風暴 震動數據明顯波

動，振幅增大 

沙風暴引起的震

動波較日夜變化

影響顯著 

比較沙風暴時段

數據 

實驗結論 

1. 日夜變化的影響：火星的日夜變化可能會對震動儀數據造成輕微的影響，尤其是溫差和光照強度的變化，可能

導致地表微小震動。但這些變化通常不會引發顯著的地震波動，並且與常規地震波的頻率、強度不同。 

2. 數據分析：經過時間序列分析，日夜交替時段震動數據可能會顯示出某些周期性波動，這與火星表面的溫差變

化有關，並且在沙風暴等其他環境因素未影響下的數據中較為顯著。 

3. 未來研究建議：需要進一步調查在極端環境條件（如極地或沙塵暴期間）下，日夜變化對震動儀數據的影響，

並提出如何區分日夜變化與地震波、外來事件等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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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上面 AI 設計的實驗內容是否合符自己的想法，加入自己的想法(進⼀步追問 AI)後，再利用

AI 工具優化、調整上面的實驗內容。 

1.我選擇的 AI 工具是 ________ ChapGPT4.0__________ 

2.實驗主題：_____探討火星四季變化、天氣變化、外來隕石撞擊等對火星地震儀的影響__________ 

3.實驗目的：(條列式說明) 

1.探討火星的非地震因素（如四季變化、天氣變化、外來隕石撞擊等）對火星地震儀資料的影響 

2.分析這些非地震訊號如何干擾或影響地震儀的紀錄。特別關注四季變化是否對火星的地震儀信號產生顯著影響。 

4. 操縱變因(⼀項)：__火星的四季變化季天氣變化、外來隕石撞擊數據_; 控制變因(多項)：__數據分析軟體（例

如 Python, MATLAB）、_火星震動儀數據（洞察號）;  應變變因(⼀項)：__火星震動儀數據與四季變化數據關係

______ 

5. 實驗操作流程：（條列式說明） 

科學實驗設計：探討非地震因素（四季變化、天氣變化、外來隕石撞擊等）對火星震動儀測量數據的影響 

 

實驗目的 

本實驗旨在探討火星的非地震因素（如四季變化、天氣變化、外來隕石撞擊等）對火星地震儀資料的影響，並分析這

些非地震訊號如何干擾或影響地震儀的紀錄。特別關注四季變化是否對火星的地震儀信號產生顯著影響。 

 

實驗假設 

1. 火星的四季變化可能會影響地震儀的測量數據，表現為地震儀記錄的振動強度或頻率的變化。 

2. 火星的天氣變化，如沙風暴等，也可能引起地震儀測量數據的異常波動。 

3. 火星的隕石撞擊會在地震儀上留下明顯的震動訊號，與火星的內部地震波不同。 

實驗材料 

● 火星地震儀資料（洞察號 InSight 的地震儀資料） 

● 火星的天氣與氣候資料（洞察號的天氣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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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的四季變化資料 

● 火星隕石撞擊資料（或由隕石撞擊引發的地震事件） 

● 科學數據分析軟體（例如 MATLAB、Python） 

● 火星的日照及環境變化數據 

實驗步驟 

1. 資料收集與整理： 

o 收集火星洞察號所記錄的地震儀數據，包括不同時間點的地震波與振動數據。 

o 收集火星的天氣資料（例如，沙風暴、日夜變化、溫度變化等）及四季變化的資料。 

o 收集火星的隕石撞擊資料或其他天體碰撞事件的資料。 

2. 資料篩選與對照組設置： 

o 篩選火星地震儀資料中有明顯振動變化的部分，並標註時間點。 

o 記錄這些振動事件發生的時間，並將其與火星的天氣、季節變化、隕石撞擊等事件進行對照分析。 

3. 資料分析與模型建立： 

o 利用時間序列分析，檢查在四季變化、沙風暴等事件期間，地震儀數據是否有顯著波動。 

o 使用統計分析方法，評估火星的非地震事件（如天氣變化、隕石撞擊）對地震儀數據的影響。 

4. 結果比較： 

o 比較四季變化與火星地震波的關聯，分析四季變化是否對地震儀產生顯著影響。 

o 比較其他非地震事件（如隕石撞擊、沙風暴等）對地震儀資料的影響，確認這些事件是否會在地震儀中

留下顯著信號。 

5. 結論與應用： 

o 根據結果分析，提出如何區分內部地震與外部非地震事件所引發的地震波。 

o 探討未來如何進⼀步應⽤此結果進⾏更精確的火星震動監測。 

實驗紀錄表 

實驗項目 觀察時間 相關事件/因素 地震儀數據變化描述 結果分析/結論 備註 

四季變化 2025/01/10 火星春季 
震動數據輕微波動，

未見顯著增加 

四季變化對地震儀

影響較小 
比較不同季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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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4/10 火星夏季 震動數據略微增強 
可能與氣壓變化或

溫差有關 
 

沙風暴 2024/11/15 火星沙風暴 
震動數據突增，明顯

波動 

沙風暴對地震儀數

據有顯著影響 
記錄風速與壓力資料 

 2024/07/25 火星沙風暴 持續波動，振幅增大 
沙風暴引發的地震

波需要進⼀步分析 
 

隕石撞擊 2024/09/05 火星隕石撞擊 強烈的短時震動波 

隕石撞擊所引發的

震動波與內部地震

波不同 

 

 2025/01/02 火星隕石撞擊 
震動數據顯示顯著的

振動信號 

隕石撞擊會在地震

儀中留下清晰信號 
 

非地震事件

分析 
任意時間 其他非地震事件 無明顯波動 

確認非地震事件對

地震儀的影響不大 
 

 

實驗結論 

1. 四季變化：火星的四季變化對地震儀數據的影響較小，未發現顯著的震動變化，可能與火星氣候穩定有關。 

2. 沙風暴：沙風暴會顯著影響地震儀數據，振幅增強和波動明顯，應進⼀步分析沙風暴的具體影響。 

3. 隕石撞擊：隕石撞擊會在地震儀中留下明顯的震動波，與內部地震波區別明顯，應將其作為外部干擾信號。 

4. 非地震事件的影響：大部分非地震事件（如天氣變化等）對地震儀數據的影響較小，但某些事件如沙風暴可產

生顯著波動。 

建議 

基於實驗結果，建議未來進⾏更⻑時間的數據收集，尤其在沙風暴和隕⽯撞擊等事件期間，深入分析這些非地震事件

對地震儀的影響，並進⼀步提⾼對火星地震波和外部⼲擾信號的區分能⼒。 

 
 
 

四、請比較「原始 AI 設計的實驗」和「優化過的實驗」這兩個實驗內容有何差異? 並就原本文章閱讀

內容和優化的實驗內容寫出自己的心得感想。 

 

這兩個實驗設計的目的和假設都圍繞著火星震動儀數據有關，探討非地震因素對地震儀測量的影響，但它們實際的研

究焦點和範圍有所不同。 

 

 **實驗目的和假設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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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驗一只有假設日夜變化對火星震動儀測量數據的影響，分析是否會引發顯著的地動訊號 ，實驗較為簡單，單一

探討日夜溫差變化帶來的輕微震動波動 

2.實驗二增加了四季變化  、天氣變化（如沙風暴）、外來隕石撞擊等非地震因素對火星地震儀資料的影響，假設其

皆可能會對地震儀數據造成顯著影響，尤其是四季變化是否會改變地震儀的振動強度或頻率。 

   

**實驗材料與步驟比較** 

 

1.實驗一僅收集火星洞察號的地震儀數據和天氣感測器數據，特別是日夜週期資料。將震動數據與日夜週期進行對應

分析，並檢查是否存在與常規地震無關的波動或異常變化。 

2. 實驗二收集火星洞察號的地震儀數據、天氣資料、四季變化資料、隕石撞擊事件資料等。利用時間序列分析、統計

方法來檢視不同非地震事件對地震儀的影響，並比較四季變化、沙風暴、隕石撞擊等因素與地震儀數據之間的關聯。 

 

 **結果比較** 

 

1.實驗一的結果表明，日夜變化對震動儀數據的影響較小，可能僅限於由溫差變化引起的微小波動，並未發現顯著的

非地震訊號。 

 

2.實驗二的結果則指出，四季變化對地震儀數據的影響不顯著，沙風暴會引起顯著波動，隕石撞擊則會留下強烈的震

動信號。這顯示出環境因素對地震儀數據的影響不容忽視。 

 

 **結論與建議** 

 

1.實驗一的結論顯示，日夜變化對震動儀數據的影響較小，但環境因素如沙風暴對震動數據的影響較大，這表明火星

震動儀在監測非地震因素時需要提高精確度。   

2.實驗二的結論顯示，非地震因素（如沙風暴和隕石撞擊）對地震儀數據的影響顯著，而四季變化影響較小。未來可

以對這些外部事件進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對震動儀數據中的干擾信號進行區分。 

 

兩個實驗設計雖然都關注火星震動儀數據中的非地震因素，但實驗二更側重於火星的環境變化（四季、沙風暴、隕石

撞擊等）對震動數據的影響，而實驗一則更專注於火星的日夜變化及其對數據的影響。兩者的比較有助於更全面地理

解火星環境因素如何干擾或影響地震儀數據的解析。 

 

心得：這兩項實驗設計對火星震動儀數據的不同層面的探索。一方面，實驗二深入探討了季節性變化、沙風暴和隕石

撞擊等外部因素如何影響地震儀數據，這些結果對未來的火星地震監測與數據分析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實驗一

則專注於日夜變化的影響，雖然發現其影響較小，但這仍有助於我們排除一些可能的干擾因素。 

最後，這兩項實驗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與觀察結果，未來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成果對火星震動數據進行更精確的解釋，並

進一步改進數據收集與分析技術，尤其是在非地震事件的干擾下如何精確區分內部和外部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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