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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參加 2023 年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年會 

 

  

  

 

 

 

 

 

 

 

 

服務機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姓名職稱：賴姿心技佐 

派赴國家/地區：奧地利 

出國期間：112 年 4 月 21 日 至 5 月 9 日 

報告日期：112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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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年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年會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EGU)

是由歐洲地球物理學會及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共同主辦的國際會議，為地球科學界之年度

重要國際會議，會議中各國專家學者相互交流，討論目前地球科學中最新發展的學術研究

成果。 

       職本次出席 2023年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年會，於會議中以口頭演講形式發表論文，題

目為「Testing and Validation of Multiple Decision Trees Models for Rapid Coseismic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ssessment」(測試和驗證使用多重決策樹模型於即時同震山崩潛感評估)。在

年會中推廣介紹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本局)地震測報中心的即時強震站系統，並廣納各方

意見，希望能將即時地震測站系統資料做更多研究與延伸性產品服務。本次研究使用機器

學習決策樹方法，建置臺灣即時同震山崩潛感圖，並建立辨識模型以評估目標邊坡之危險

程度，輔以燈號顯示危險度等級，透過研討會與其他學者討論此方法與精進其研究，期望

能獲得新的知識，並應用於未來的研究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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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EGU）致力於探討地球、行星和太空等科學領域，主要目的

在於促進科學家和年輕研究學者之間的相互交流。 

2023 年 EGU 年會於 4 月 22 日至 4 月 28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盛大舉行，職(本局地震測

報中心賴姿心技佐)出席了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年會，並以口頭形式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

題目為「測試和驗證使用多重決策樹模型於即時同震山崩潛感評估」，該研究旨在利用機

器學習決策樹方法建立臺灣的即時同震山崩潛感圖。同時，也介紹了本局地震測報中心的

即時強震測站系統，本次會議提供了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地震學相關學者進行交流的機會，

並有助於增進未來的合作機會。期望透過此次研討會的互動與討論，獲得新的知識並實現

在地震學研究和防災工作方面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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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2023年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年會（EGU）會議匯集了來自107個國家的科學家和研究人

員，總參與人數達1萬8,831人。會議主題廣泛涵蓋了大氣科學、生物地質學、氣候變遷、

冰凍圈科學、能源、資源與環境、空間科學資訊、大地測量、地球動力學、地質科學儀器

分析及資料系統、地形、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和火山學、水文科學、同位素儀器在地

質科學上的分析及應用、磁學、古地磁、岩石物理與物質、自然災害、地球物理、海洋科

學、行星與太陽系科學、地震學、地層學、沉積學、古生物學、土壤系統科學、太陽地球

科學、大地構造與構造地質學等領域。 

 

   職主要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之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議題之議程，於會議中4 月 27日上

午9時45分以口頭演講形式發表，與其他與會學者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此 次 會 議 提 供 了 線 上 與 App 議 程 ， 可 以 在 以 下 網 址 查 看 : 

https://meetingorganizer.copernicus.org/egu23/sessionprogramme。職在研討會期間主要參與了地

震學與自然災害議題相關的議程，圖1展示了手機版App議程，能夠自由選擇感興趣的議

程並制定自己的會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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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手機 APP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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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行程安排與工作紀要，重點內容則分述於後: 

日 期 行程摘要 

112年4月21日

至4月22日 

赴維也納並於隔日07:15抵達維也納國際機場 

112年4月22日 研討會準備日 

112年4月23日 

至4月28日 

參與2023年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年會，於112年4月27日早上

09:45以口頭演講形式發表研究成果。 

112年4月29日

至5月8日 

個人休假 

112年5月8日 中午12:30於維也納機場搭機返回臺灣 

112年5月9日 早上06:30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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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U 年會是歐洲地球科學領域最大規模的會議，今年於 4 月 23 日至 4 月 28 日在維也納

國際會議中心(圖 2、圖 3)舉行，總計為期六天。會場主要分為兩棟，主會場為各個演講廳

與來自各研究單位及相關廠商的攤位(圖 4)，另外一個會場為海報展示區(圖 5)，每天會輪

流展示上千張的研究海報，可與研究作者直接面對面的討論。 

     在會議期間，針對工作上相關領域之議題，聆聽了數場的研究演講，其中包含中央研

究院馬國鳳研究員的演講(圖 6)，研究團隊在花蓮七星潭地區部署了 2 個井下地震站，並

成功引進了光纖地震觀測技術，這項研究是全球首次在斷層間進行的光纖地震觀測，該研

究提供了周圍地區的地震構造和斷層動力學數據，這有助於探討米崙斷層的錯動行為以及

斷層系統的運作機制，同時也提供了防災對策的依據，這項計畫被稱為米崙斷層鑽井計畫 

(Milun fault Drilling and All-inclusive Sensing project, MiDAS)，旨在成為臺灣地科學界迎接未

來 20 年的重要里程碑，推動地震觀測和災害風險評估研究邁向「光」時代的新領域。 

    另一場演講為(圖 7) NASA研究員介紹有關山崩系統的產品說明(https://landslides.nasa.gov/)， 

由於山崩事件發生在各種環境中，可能由自然因素如雨水或地震，或人為因素如建築工程

或採礦引起。山崩可能導致意外的生命損失，並破壞道路、建築物和財產。研究人員已經

創建並刻正開發區域和全球模型，以預測山崩可能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各區域對山崩

損害的暴露程度，研發重點為創建一套開放源碼工具，用於災後反應山崩發生地點，並建

立模型，幫助全球各地區更好地準備和應對這些災害。在 NASA 網頁中，有山崩自動監測

系統與山崩潛感評估系統，目前也刻正進行將地震資訊新增入其山崩系統評估中。透由這

些演講，除拓展了職的國際視野、了解目前的最新研究，並激發思考未來能夠運用在臺灣

地震科學上可能性。 

https://landslides.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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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次會議之會場，奧地利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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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會場入口 

 

圖 4、展場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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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海報展示區 

 

圖 6、聆聽馬國鳳老師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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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聆聽 NASA研究員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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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的口頭報告被安排於 4 月 27 日早上 9 點 45 分進行(圖 8)，報告時間為 10 分鐘，包

含 2 分鐘的提問時間（論文內容摘要參考圖 9，圖 10 為現場實況）。研究旨在建立同震山

崩減災與應變的決策模型，首先回顧了臺灣過去的同震山崩歷史，同震山崩是地震二次災

害中的重要問題，可能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危害。由於臺灣位於地震活動頻繁的地

區，同震山崩的風險很高。然而，目前對同震山崩的研究資料有限，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潛

在大規模崩塌目錄，研究選取了 175個目標邊坡，並利用強地動資料和衛星影像辨識的方

法來建立山崩目錄。為了建立同震山崩辨識模型，研究採用了決策樹機器學習方法。決策

樹是一種準確、簡單、靈活且高效的監督式機器學習模型，具有高度可解釋性。研究結合

了強地動資料分析結果和山崩辨識標籤，進行了盒鬚圖統計分析，找出與山崩有關的關鍵

參數資料。最終，使用最大地動加速度、最大地動速度、目標邊坡走向、地震至測站距離

和方位角等 5個屬性資料來訓練決策樹模型，建立了同震山崩辨識模型。為了展示同震山

崩的潛在風險，本局開發了一個臺灣同震山崩潛感圖展示系統，該系統在地圖上顯示了各

種資料的分布位置，包括強震站、連線的強震站、距離目標邊坡 15 公里內的代表測站和

目標邊坡。用戶可以點選測站和地震事件，查看相關資訊，並通過已建立的山崩辨識模型

來評估目標邊坡的危險程度，並以燈號顯示危險度等級。 

   在這次口頭演講中，除介紹本局即時強震站系統並加以推廣其應用，同時希望能夠廣

泛收集各方意見，以便將即時地震測站系統的資料進一步應用於更多地震研究和延伸性產

品服務中，在研討會上也與其他學者共同討論此方法並進一步改進研究，期望能夠獲得新

的知識並應用於未來的研究工作中。 

   考慮到疫情後的情勢，本次會議已全面取消戴口罩的要求，但仍提供線上直播和雲端

上傳更多資料至官網供與會者使用，簡報則需要在前一天完成上傳。在報告結束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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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與許多學者們進行了研究細節的討論。未來，希望能與各國學者進一步交流，促進地

震學和防災科學之間的跨領域結合。 

 

圖 8、本次口頭報告場次的詳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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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發表之口頭報告論文摘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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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發表研究演講，介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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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參與 EGU 年會以英文口頭簡報方式發表研究成果，這需要事前充分準備，並能夠站

在講臺上回答專家學者的問題，這需要勇氣和專業知識，同時也是一種很好的歷練，可以

提升英文表達能力和研究能力。此次研討會讓我有機會直接與各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面

對面討論研究，透過彼此的互動，能夠激發出不同的想法。以下是我在參與這次研討會後

得到的一些深刻感受和建議：  

 

（一）在這次的年會中，深切體會到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領域的快速發展。許多地震學研

究和防災科學已經開始運用機器學習方法，並在實務應用中取得了穩定且可靠的成

果。將來，若我們能與學術界進一步合作，透過委託研究計畫等方式，將地震領域

已經發展穩定的人工智慧相關系統應用於實務工作中，將能使現有系統更加自動化

並節省人力資源，這對於未來的發展方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二）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無論是發表學術研究成果還是與國外學者交流，英文表達能

力都非常重要。因此，建議可以增加英文簡報課程或英文口語對話訓練的開辦次數，

以幫助同仁更好地表達和溝通本局的研究成果予國外的專家學者，以提升我國技術

研發成果在國際學術場合的影響力及能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