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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1 年歐洲地球物理聯盟國際會議（EGU General Assembly）

並發表論文」出國差旅報告 

日期：100.4.2~100.4.11 

計畫編號：NSC100-2114-M-103-001 

一、前言及目的： 

   「歐洲地球物理聯盟聯合國際學術會議(EGU General Assembly)」

為國際地球科學界之年度重要學術會議之一；規模亦日益擴大，今年

已超過 13,000 篇文章發表，本人雖曾參加過美國地球物理聯盟秋季

大會，但首次參加歐洲地球物理聯盟聯合國際學術會議，希望了解歐

洲地球物理研究的發展及現況，並與來自全球的地球科學專家學者進

行學術交流，特別是我國與歐洲各國（如德、法、英、義及奧地利等）

在地球科學研究的不同領域均已有不少合作及交流，對未來學門發展

規劃具有實質的瞭解和助益。特別世界各國在氣候變遷、能源、災害

（包括地震、颱風、洪水及山崩等），均是目前最重要的議題，值得

加以重視其科學與技術發展。 

    「歐洲地球物理聯盟聯合國際學術會議(EGU General 

Assembly)；以下簡稱 EGU」涵蓋領域廣泛，吸引全世界地球科學相

關領域的學者專家，並可以擴大領域的交流，對地球系統進行跨領域

的瞭解及研究。各議題除了歐洲地球科學發展、地球科學教育外，學

術議題相當廣泛包括：大氣科學、生物地球科學、氣候（過去、現在

和未來）、冰凍圈科學、地球磁場及岩石物理、能源資源和環境、地

球和太空科學資訊、大地測量、地體動力學、地球科學儀器和資料系

統、地形學、地球化學、礦物岩石和火山學、水文科學、同位素地球

科學、自然災害、地球科學的非線性過程、海洋科學、行星和太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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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科學、地震學、地層學、沉積學、古生物學、土壤系統學、日地科

學、板塊運動和構造地質學等，是一個相當值得參加的科學盛會。 

 

二、參與過程說明： 

、發表2010年台灣甲仙地震研究論文 

本人主要這次發表的論文是以台灣2010年甲仙發生規模6.4地

震，利用遠域地震資料P波逆推震源參數（Estimates of Source 

Parameters of the 2010 ML 6.4 JiaSian (Taiwan) Earthquake from 

Teleseismic P-wave Inversion）；研究結果顯示逆推之震源參數為

double couple斷層面解 310°/32°/44° 和 and 180°/68°/114° (走向/傾

角/位移) ，地震矩大小 2.48x1018 Nm (Mw=6.2).，由破裂方向性分析

顯示在 310°/32°/44°錯動面產生錯動，平均震源的duration time約為

4.1秒，破裂長度為14.8km。  

由於去年到今年環太平洋上發生許多重要災害型的地震，例如

海地地震、智利地震、紐西蘭地震，以及最近發生的日本東北大地

震及海嘯，以及之前2008汶川地震等，都有不錯的最新研究成果發

表，地震相關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關注，能利用國際學術會議的場合

與世界各國專家討論研究重要地震之結果，收獲良多。 

     

        圖一、甲仙地震 PGA 分布圖及遠域測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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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論文發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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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北大地震 

本次 EGU 為日本 9.0 地震發生後不到一個月，有關日本地震的

最新研究及調查，亦引起與會者廣大的興趣；特別引發的大型海嘯造

成日本東北沿海地區重大災害，太平洋海嘯中心（PTWC）亦對環太

平洋各國發出海嘯警告。觀察本次日本地震的災害歷程，除海嘯直接

造成沿海港口、機場、設施、房屋、船隻等典型災害外，亦有衍生的

煉油廠爆炸火災、核電廠的輻射污染、市區火災、維生系統水電供應

失效與道路交通設施受損等複合型災害。因此，各國對環太平洋近年

來的重大地震；包括地震地體構造、板塊邊緣隱沒帶的地震、地震速

報預警，甚至地震預測是否可行的爭論？將會又是科學界關注的問

題。4 月底的 Nature 期刊果然刊登日本東北大地震後，地震帶上的國

家對大地震的前兆及研究有重新的省思，特別強調應從科學專業的角

度來了解地震及防災的準備工作（如 Robert J. Geller, April 28, 2011, 

Nature）。 

而台灣擁有非常高密度之地震儀及各式各樣地球科學觀測系

統，故台灣為世界上少有且絕佳之地震前兆觀測及理論模式研究場

所。實際上過去台灣已經有些地震前兆之相關研究與觀測，並且已經

獲得不少有意義之結果，但卻分散於不同政府研究單位與大學。一般

認為較可信賴之地震前兆，必須同時仰賴多項觀測結果方可達到預測

之目標。因此整合台灣不同專長之學者專家與資源，建置地震前兆監

測及研究平台，可以提升未來地震前兆可能應用性。 

目前全世界許多科學家正試圖用任何可能的方法，來進行地震前

兆之分析與研究。這些方法大體上可分為三類：1.地震學方法，2.地

球物理學方法，3.地球化學方法。每類中都有多種地震前兆指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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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時空解析也都不同，科學上的成熟度也有先後，定期進行監測

資料的及初步分析應為必要的工作，國科會應可積極推動地震前兆現

象的整合研究，同時也將累積長期基礎的背景資料，作為區域性異常

前兆現象對比及變化成因之研究與探討。在地震預警技術方面；主要

可分為區域(regional)型及現地(on-site)型兩種；區域型地震預警系統

主要運用全島所佈建之即時強地動觀測網，可對於距離震央較遠之廣

大地區提供即時地震警報資訊。對於距離震央較近地區，則運用 P 波

發展微機電現地型地震警報器，可更快提供即時地震警報資訊，產製

即時地動分布圖，提供救災應變分析研判參考。 

    除了日本地震外，重要的災害型地震如 2010 年 2 月智利大地震，

亦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發表，如震源參數、歷史重要地震、海嘯、

納茲卡板塊和南美板塊的地體運動觀測資料等。 

 

              圖三、2010 年智利大地震的研究成果 

 

、海嘯及其潛勢災害評估 

由於日本東北大地震所引起海嘯造成重大傷亡，此次會議有關海

嘯模擬及海底地震儀觀測研究的文章也不少；根據歷史海嘯資料，大

部分具威脅性的海嘯事件皆由隱沒帶上產生的海底地震所引起（日本

大地震、智利地震等），因此海底地震發生的機制對於海嘯的發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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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可能帶來的災害評估有很大的影響。 

在台灣西南部，由於歐亞大陸邊緣斜向聚合作用，使得馬尼拉隱

沒系統產生了複雜地震構造特性。由於此區域位於海域，海底地震儀

觀系統（OBS）的設置將是可以用來研究此區域發震原因的最佳工

具。除了地震產生機制的影響，許多研究更指出，海底地質構造的分

佈與海嘯產生和其所造成災害的大小更有密切的關係。在台灣西南外

海，震測資料的分析指出在馬尼拉海溝逆衝斷層前緣附近有許多盲逆

衝斷層，此種高角度逆衝斷層的活動對於海嘯產生災害的評估是具有 

很大的影響的。但由於在此類逆衝斷層上產生的地震活動規模通常會

較小，可以藉由海底地震儀觀系統（OBS）臨時地震網來對這些相對

較微小的地震來做觀察。藉由臨時海底地震網的設置來從事此海溝區

域地震特性的研究和觀察，一方面藉以了解大地震產生的機制。另 

一方面希望藉由微震的分佈來研究海底地質構造的活動情形，藉此對

於在馬尼拉海溝區域地震引發海嘯的潛勢和危害來進一步估計。 

 

、地球系統相關研究 

    全球地球系統的變化或區域尺度的變化，甚至對local的影響亦是

此次會議熱門的議題之一。而台灣的地理位置處於東亞與西太平洋之

交界，在氣候上受太平洋高壓與亞洲季風主導，在海洋上有北太平洋

黑潮流經台灣東岸，在地質上是海陸兩大板塊之縫合帶。因此，無論

是氣圈、水圈、地圈的演化均為整個西太平洋與東亞地球科學系統的

重要樞紐，並提供地球科學一個獨特的自然研究平台。若能進一步對

整個地球系統的機制與循環有更清楚的了解，由本土向外延伸發展是

必然的趨勢。 

    從會議上各國的研究，已逐漸擴大相關研究範圍及跨領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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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台灣的研究範圍若能由點擴展到全面涵蓋整個東南亞地區，並且

探索此一大系統與其他更遠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是台灣地球科學研

究再向上提升，進而能與科學先進國家，在二十一世紀中並駕齊驅 

的必經過程。地球科學界強化與東南亞一帶國家的學術交流，以邁 

向東南亞及西太平洋地區為主軸，研究項目可涵蓋東南亞地體構造之

過去、現在與未來及南海及其周邊海洋資源調查。東南亞地區不但包

含了兩處活躍之碰撞造山帶（台灣弧陸碰撞帶與印歐板塊碰撞 

帶），同時也包含了數個活躍的板塊隱沒帶（馬尼拉海溝、琉球海溝、

巽他海溝、爪畦海溝），這些地殼活動所伴生之構造運動，在過去的

千萬年來主導了東南亞地區陸地與海洋的演化，當然也主導了災害性

大地震的發生。事實上，台灣與大部分東南亞國家都圍繞著南海，有

地體構造的親密關聯性，南海在37 百萬年前並不存在，換言之東南

亞這些國家當時可能是彼此緊鄰著。如何結合東南亞鄰近國家共同 

研究陸上及海上區域地體的構造和演化是台灣躍升地球科學發展的

重要里程碑。 

    過去十年中，台灣地球科學的同仁們曾組成CREAT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East Asian Tectonic Evolution)團隊，積極

研究了喜馬拉雅山與西藏高原之抬升、東南亞地區邊緣海之形成等課

題，並現已完成越南寬頻地震網佈建的工作。未來除了可結合東南亞

國家共同深入探討整個區域的長程地體構造演化之外，更能進一步以

區域地震與地震相關災害為題，協助此區域中之國家，研究斷層與地

震之時空關聯性，以及建立地震防災之觀念。而南海近年因政治及資

源問題，吸引各國注意。未來新能源甲烷水化合物(Gas-hydrate)在南

海蘊藏亦非常豐富，很可能俱有開發價值。南海周邊國家人口眾多，

經濟正在起飛中，海域污染及生物資源的永續利用將為不可避免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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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國在此海域國家中，最具研究探測能力，南海的研究探測，除

我國可直接受益外，亦可協助周邊國家海域的開發及資源利用，主導

南海海洋事務。現階段我國對南海的研究集中在靠近我國的北部南

海，如果結合鄰近國家如菲律賓和越南，可以拓展我國對南海的研究

範圍，不但可以達到國際學術交流，也可以對南海的海洋物理、海洋

化學及海洋地質和地體構造有完整的認識。台灣與菲律賓都位於菲律

賓海板塊的西緣，由於板塊強烈的聚合造成相當多的區域性地震。同

時無論是菲律賓海板塊隱沒到歐亞板塊之下或是歐亞板塊隱沒到菲

律賓海板塊之下，板塊隱沒在此區域造成島弧或弧後的火山活動。因 

之，台灣與菲律賓同樣飽受地震、火山、海嘯和山崩等天然災害威脅。

如何清楚認識區域地體構造和降低自然災害損失是台灣重要的議

題。然而要全面瞭解東南亞與台灣相同、相異或交互的地體動力關係

需仰賴不同學科間次領域的相互提供資訊，由海上至陸上間，由淺部

地殼至深部地殼或上部地函間的完整資訊，尤其地質、地物和地化不

同領域間的緊密研究結合，可有事半功倍之效。若能於國際會議場合

展示我國在區域地科研究的能力，可大幅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展覽攤位參訪 

    EGU 除了各領域的學術研討會外，尚包括豐富的展覽資訊及內

容；包括學術學會（EGU、AGU、AOGS 等）、出版商（Cambridge、

Springer、Elsevier、Oxford、Royal Society 等）、重要研究機構或組織

（IODP、ICDP、ESA、ERI、IRIS 等），以及地科相關知名儀器廠商。   

    其中「亞洲海洋及地球科學學會（AOGS）」攤位海報上，已

明顯展示本（2011）年 8月國際學術會議將於台北舉行，本學會

為亞洲最大的地球科學組織，我國也為創會國之一，首屆的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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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即是我國的葉永煊教授。亞洲海洋及地球科學學會（AOGS）

的學術影響力逐漸擴大，2012 年的 AOGS 會議將納入 AGU 的西

太平洋地球物理會議（WPGM）一併於新加坡舉行。    

   
   圖四、「亞洲海洋及地球科學學（AOGS）」攤位前留影 
 

、大陸中國地質大學攬才攤位 

    大陸近年來經濟發展迅速，連帶高等教育積極對外招攬人才，我

也順道與中國地質大學（武漢）人事處周剛副處長談話，以瞭解該校

甚至大陸高校近年來的進展。因該校與台灣大學地質系有相關的合作

研究，很快就與周剛博士談得很愉快。特別是該校每年均會到國際會

議場合招攬人才，例如 EGU、AGU 等，積極國際化地提升研究及人

才招募的做法，實在令人印象深刻。 

 

 
        圖五、與武漢中國地質大學人事處周剛副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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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汶川地震受國際矚目，中國大陸及國際各國競相展開重要

科學研究計畫，國科會鑒於本議題極具國際性、時效性及科學重要

性。與中國大陸展開兩岸汶川地震合作研究。本次仍有台灣學者於

EGU 發表相關研究結果；例如台北科技大學即以遙測影像研究成都

前陸盆地活動變形的分析，對於活動構造前緣研究有不錯的結果。 

 

圖六、台北科技大學以遙測影像研究成都前陸盆地活動變形的分析 
 

、能源研究-CO2的地質封存 

    我國在推動國家型能源計畫，其中有關 CO2 的地質封存議題上，

會中歐盟有專門報告推展現況，能源議題上將成立

SiteChar-CO2-EU，包括跨國之 18 個研究機構的聯盟，如挪威、英國、

丹麥、波蘭和義大利等，法國為 Coordinator，將進行實驗場的封存場

址測試及監測，相關技術發展與我國推動國家型能源計畫有密切相

關。澳洲 CO2-CRC 組織亦考慮列入六月台澳科學合作，跨國聯盟合

作處理 CO2 的相關問題為科技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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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相關人士 

    因本次為首次到奧地利參加 EGU 會議，經同事事先協助連繫我

國當地資深僑界人士，特別感謝奧地利聯邦總理府商務委員程宗熙董

事長給予接待，並安排我與地科中心劉正彥主任，一同和維也納中國

文化研究所會長溫克勒教授(PROF. GUNTHER WINKLER；前維也納

大學校長) 會面，溫克勒教授年紀雖已逾八十，但對國內政經人物極

為熟悉，吾等提議明年將於 EGU 期間，比照於美國 AGU 會議期間

辦理一場台灣之夜「Taiwan Night」 ，擴展我國與歐盟相關科技界之

交流及宣揚我國地球科學研究之成果，並獲程宗熙委員及溫克勒教授

給予極力支持。 

 
三、心得及建議： 

  1.今年八月台灣也將主辦「亞洲海洋及地球科學學會國際會議

（AOGS）」，值得於國際學術會議廣為宣傳，以吸引世界各國地

球科學學者專家來台與會，除了解台灣地球科學研究的現況，發

展國際合作機會，更有助行銷台灣文化、美食及體驗台灣風俗民

情。 

2.每年出席 EGU 會議的台灣學者專家及研究生已超過 50 人以上，

而且逐年增加，可考慮以組團的方式與會，突顯台灣的國際研究

能見度，並增加團員間的交流及資訊的收集，並鼓勵台灣學者專

家或與各國合作主動爭取籌組特別議題，提高國際專家學者對台

灣研究能量、研究水準的瞭解與重視。 

  3.台灣每年在美國地球物理聯盟秋季會議（AGU）均會舉辦「台灣

之夜」，EGU 會議台灣學者及研究生參加人數已頗具規模，可考

慮在 EGU 會議期間亦可舉辦「台灣之夜」，或與 AGU 輪流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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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幅促進台灣學者專家及研究生互相交流認識的機會，也帶動

與國際人士的交流，大大提昇我國的國際能見度及展現研究能

量，屬極具效益的做法。除可展現台灣的研究現況及水準，有助

於國際交流及合作研究。 

  4.歐盟在環境及能源等重要議題，有不少重大跨國合作計畫的推

展；如 CO2 地質封存試驗、綠能及環境科技研究、歐盟太空總

署（ESA）衛星科學進展及全球觀測資料的推廣應用等，均值得

我國相關科技界人士重視，並發展長期合作關係。 

 

四、攜回資料 

  1. 2011 EGU General Assembly 議程資料及隨身碟會議查詢資料。 

  2. ESA (European Space Agency) 之全球觀測研究圖表海報三幅。 

  3.購買書籍： 

    Remote Sensing of Urban Areas/ Springer 

    Geophysical Hazards: Minimizing Risk, Maximizing Awareness/ 
Springer 

    Physics of the Earth/ Cambridge  

  4.購買大型圖幅： 

    Geologic Time Scale 2008 

    Geological Map of the World 

    Structural Map of Eastern Eurasia 

  5.The International Charter Space And Major Disasters 資料檔案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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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錄 

、The International Charter Space And Major Disasters：主要由 

ESA（European Space Agency） 及 CNES（Centre National d’Etudes 

Spatiales）創立，2000 年 CSA（Canadian Space Agency） 加入；

主要以遙測針對全球各種環境災害進行觀測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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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FAR (European Facility for Airborne Research)：主要由 32

個會員參加。對我國於莫拉克颱風後發展 AIRBORNE SAR 觀測

技術或訓練，可以提供寶貴的經驗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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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P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Scientific Drilling Program)：我

國在 921 地震後的車籠埔斷層深鑽計畫，即與 icdp 合作，獲得很

好的研究成果於 Nature 發表。此次特別於 icdp 攤位了解其近期

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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