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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院院長及物理系教授
● 阿拉斯加大學物理系教授

在太陽及天空物理領域的許多開創性工作上有傑出貢獻



會士主要研究工作成果簡述

文字簡述

李羅權教授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

在太空物理研究上有許多創新貢獻，

提出新的理論，包括：(1)銀河系星際

空間湍流能譜理論，(2)電子迴旋輻射

理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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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冕加熱機制，解釋

SOHO 衛星的觀測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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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圖/表/方程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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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and Jokipii in 1976 proposed that the 

interstellar turbulent plasma medium has a 

Kolmogorov-like spectrum (~ q-11/3). Ground 

radio telescope and Voyager spacecraft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interstellar 

medium has indeed a “grand power law in the 

sky” with turbulent wave lengths extending 

from 50m to 1018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