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2011 太平洋地震工程國際會議 

出席報告 
 

 

 

 

 

 

 
                       服務機關：中興大學土木系 

                            姓名職稱：林錦隆 博士後研究員 
               派赴國家：紐西蘭 

                         出國期間：20110411-20110417 
                                  報告日期：20110506 

 



 1

 

摘要 

    太平洋地震工程研討會(Pacific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 PCEE)是每

四年舉行一次之大型國際研討會，本次會議將於紐西蘭的奧克蘭舉行。自 1975 年以

來，此研討會不斷地擴大規模，吸引太平洋地區及世界各地之地震工程研究人員參與。

2010 年 9 月 4 日紐西蘭基督城發生芮氏規模 7.1 級的大地震，然而卻奇蹟似地沒有人

員死亡，可見紐西蘭抗震觀念與技術獨到之處；然而，2011 年 2 月 22 日基督城發生

芮氏規模 6.3 級的淺層地震，此次地震卻是紐西蘭 80 年來最嚴重的天災，目前仍在積

極重建中。因此，本次之 2011 PCEE 成為一個重要的論壇，集合全球從事地震工程相

關之專家學者，發表有關地震特性、結構與設備受震之動態行為、系統識別、消能減

振裝置等之最新技術與研究成果，並探討此次基督城地震初步勘災結果。此報告之內

容主要為筆者參加 2011PCEE 之目的、過程、心得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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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 2011PCEE 目的 

    由於 2011PCEE 舉辦前一年(2010 年 9 月 4 日)，紐西蘭南島基督城發生芮氏規模

7.1 級的大地震，然而卻奇蹟似地沒有人員死亡，此事件使筆者對於參加 2011PCEE 產

生濃厚的興趣；然而，2011 年 2 月 22 日基督城發生了芮氏規模 6.3 級，死傷嚴重的淺

層地震，這兩個事件的強烈對比，對世界各地的地震工程研究學者造成很大的震撼，

使這次的 2011PCEE 成為一個重要的論壇。因此，筆者參加此研討會的目的，除發表

最新的研究成果外，亦可獲得基督城地震勘災的第一手資料、並得到與國外研究人員

交流的機會。 

2. 參加 2011PCEE 過程 

本次會議主要探討的議題包括： 

(1) 工程地震學：地震，地面和場址效應，地震危險性與風險分析 

(2) 社會，經濟議題：人的行為，教育，保險和公共政策 

(3) 岩土地震工程：土壤液化，基礎和土壤結構互制 

(4) 結構工程：建築設計，橋樑，維生管線與非結構設施 

(5) 抗震補強技術與先進抗震技術 

(6) 實驗方法、資訊交流與國際合作 

(7) 最近地震的經驗與教訓 

(8) 最近的實際工程案例。 

大會所邀請的 keynote speakers 則包括： 

Roberto Leon (喬治亞理工學院土木與環工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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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 Leon 於 1983 年畢業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1983 年至 1994 年任職於明尼蘇

達大學土木與礦業工程系，1995 年成為喬治亞理工學院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教授。Leon
教授是地震工程模擬網絡(Network for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imulation, NEES）主

席、明尼蘇達州註冊專業工程師，複合材料結構專書作者、並發表 60 篇以上的期刊論

文。 
 
Robin McGuire (前美國地震工程學會 EERI 會長) 

 
McGuire 教授是最早提出地震危害概率分析的學者，研究內容包括頻率概率分析，地

震危害譜繪製，並處理地震之不確定性參數，如最大震級，推導隨機振動模型來預測

地震的大小。McGuire 教授還發展地震災害的分析軟體，用於世界各地的工程、保險、

風險管理與政府和地震危險性評估研究。其發表超過 100 篇的期刊與技術報告的分析

方法，已應用於美國境內 100 個與境外 30 個之重大工程設施。 
 
Robin Spence (劍橋大學建築工程系名譽教授) 
前歐洲地震工程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Earthquake Engineering)主席 

 
Spence 教授是一位全球地震工程和脆弱性研究的領導者，其研究內容並涵蓋洪水、火

山爆發、大風暴等之脆弱性研究。Spence 教授目前正積極地參與各種災害重建策略之

研究。 
 
Nigel Priestley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結構工程系名譽教授) 

 

Priestley 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混凝土和石造結構的抗震設計，其已發表了超過 650
篇期刊、技術報告與書籍，並已獲得 30 多個國際獎項。Priestley 教授亦為紐西蘭地震

工程學會、紐西蘭混凝土協會的榮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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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之論文被大會安排在「Session 1」的場次，並於第一天(4月 14日)下午 3:40-5:10

間於主會場「F&PPA」發表 (參見表一 )，論文題目為「Damage Assessment of 

Seismically-Excited Buildings through Incomplete Measurements」。第一天(4 月 14 日)早

上的議程主要為基督城地震的勘災討論，下午則是論文發表；第二天(4 月 15 日)筆者

參加了有關結構振動控制領域的論文發表場次；第三天(4 月 16 日)筆者則參加了有關

結構耐震補強與橋梁工程的論文發表場次。 

 

 

表一 筆者論文發表場次(2011 年 4 月 14 日) 

3. 參加 2011PCEE 心得及建議 

    由於這次研討會舉辦前，紐西蘭南島的基督城發生了死傷嚴重的淺層地震，因此

大會特別發表這次的地震勘災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前來參加，現

場討論十分熱烈。此次在紐西蘭的災害主要有土壤液化、石造結構物倒塌、大石塊滾

落砸屋、維生管線破裂等，大會分別就結構系統、非結構設施與維生管線的抗震能力

進行探討，發現受破壞的大多為較早期設計建造之結構物與管線，此結果顯示新一代

的建築物耐震能力確實有進步。不過，由於基督城近兩年各發生一次大地震，第一次

(7.3 級)奇蹟似地無人傷亡，第二次的淺層地震雖然規模只有 6.3，卻造成重大傷亡。

因此，相關研究人員認為有必要針對淺層地震作進一步的研究，因為淺層地震具長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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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頻率內涵的特性，與一般深層地震或遠域地震有很大的不同。 

    筆者在此次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有別於傳統方法需要全量測(所有自由度皆須加

裝感應器)資訊，此法僅需由部分樓層量測資訊，配合最佳振態還原法，可有效重建未

量測位置之振態值，再利用層間損壞指標，即可估算結構之損壞位置與損壞程度。由

於全量測在一般狀況下之可行性極低，該法可有效提升現行之結構層間損壞評估技術。    

筆者在口頭報告(oral presentation)之後，亦被與會者問到兩個有關於發表論文內容的問

題，分別是有關「唯輸出系統識別法」與「建議筆者利用高模態的識別資料進行損壞

評估」，透過與台下學者的對話，可以得知大家對於筆者研究的內容感到興趣，筆者並

得到ㄧ些具建設性的建議。 

    此次的研討會中，台北科技大學的楊元森教授發表了新一代的影像測量系統，可

利用單眼數位相機進行結構體裂縫的監控，是新一代的結構健康監測技術。另外，由

於筆者的博士論文係有關半主動控制，而在此次的研討會中，基督城大學的 Geoff 

Chase 教授針對可變勁度阻尼器，發表新的控制律，並比較各種控制律之減振效果，

由於筆者目前也正在進行可變勁度調諧質量阻尼器之研究，雖然兩者減震機制不同，

但 Chase 教授的研究成果對筆者仍極具參考價值與啟發性。 

     此次 2011PCEE 國際學術會議舉辦得相當成功，地點在奧克蘭大學的城市校區，

會場設備十分先進。不過，大會並未準備光筆，造成報告者與聽眾的諸多困擾，此為

這次大會的一大缺點。參加此會議帶回的資料有：ㄧ本大會之議程、一本紐西蘭地震

工程學會出版的基督城勘災報告、ㄧ張論文集 CD、一個印有 2011PCEE 的側背包與一

個具紀念價值之馬克杯。 

    紐西蘭奧克蘭是一個美麗的都市，商業區集中在市中心 sky tower 附近，住宅區則

分布在外圍，是一個環境非常好的地方，此行除與國外專業人士進行交流之外，也讓

我深刻感受到紐西蘭政府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不過多數國家皆面臨工業開發與環境

保護的兩難，紐西蘭算是得天獨厚吧，台灣這方面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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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關照片 

照片 1.  100 年 4 月 14 日, 照片內容簡述：筆者於研討會會場之照片。 

 
 

 

照片 2.  100 年 4 月 14 日, 照片內容簡述：報到會場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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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100 年 4 月 14 日, 照片內容簡述：筆者報告時之情況。 

 

 

 

照片 4.  100 年 4 月 14 日, 照片內容簡述：筆者於報告會場與北科大楊元森教授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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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100 年 4 月 14 日, 照片內容簡述：基督城地震勘災報告後，所有報告者接受提問。 

 

 

 

照片 6.  100 年 4 月 15 日, 照片內容簡述：中場休息時之熱鬧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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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100 年 4 月 16 日, 照片內容簡述：筆者於大會舉辦建築物門口之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