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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國際湖沼學與海洋學協會會議歷史悠久，今年在日本京都附近的琵琶湖舉辦會

議，是第一次在美國及歐洲以外的國家舉辦。本次研討會主題為 Voyages of Discovery (發

現之旅)，參加者來自全球約 1000 人，是個大型的會議。會議題目包含全球暖化、氣候

變遷、生物多樣性、政策擬定等等舉凡與淡水及海水相關的物理、化學及生物議題等，

是個集淡海水熱門科學為一會的難得會議，讓與會者可同時接收到不同領域的新知識及

新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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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目的:  
出席國際湖沼學與海洋學協會會議，發表壁報論文一篇，並吸收新知識。 

 

 

過程: 

本人因家住高雄，台灣籍航空公司僅中華航空每週二、五有直飛關西機場的班機，

因此本人於 7 月 6 日（五）一早即赴高雄小港機場搭乘 8:00am 的班機飛往日本。因本

次會議地點大津市離京都市不遠，僅 15 分鐘左右電車車程，且大會介紹之大津市湖畔

旅館價位較高，所以本次會議全程住在京都的旅館。 

 

本次會議參加人數約 1000 人，來自全球各地。研討會主題 Voyages of Discovery (發

現之旅)，舉凡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政策擬定等等議題皆有包括，是個

集淡海水相關的物理、化學及生物科學為一會的難得會議，讓與會者可接收到不同領域

的新知識及新見解。大會連續五天每日上午時間均有安排精彩的 Plenary Lectures and 

Presentations，題目包含全球環境變遷與水資源問題、氣候變遷與生化及污染物的傳輸

問題、海水中氮固定的低估問題、大氣中的微粒影響高山湖泊的問題、環境變遷與生物

演化問題、及應用無人潛水載具進行研究等問題。講題生動，非常有深度且不落於只有

數字的硬科學。而每日的各小組會議演講除了上述各項的相關議題外，其他議程還有包

括一些很專門的研究題目，如水中的營養階層研究、水生生態中的寄生研究、浮游生物

生態研究等，琳琅滿目，的確是水生環境重要的課題皆有包含。各主題被分散安排於

Biwako Hall、Piazzo Omi 及 Collabo Shiga 等三個會場舉行。議程中口頭報告部分每天

9:00 am 開始直至 6:00pm 結束﹔而壁報部份則分兩次集中於 Biwako Hall 展示，時間為 7

月 10 日（二）及 12 日（四）6:00-8:00 pm 各一場。本人海報展示被安排於 7 月 10 日的

第一場。 

 

個人所發表文章主要在於探討大型褐藻之梨型囊巨藻在人工環境下生長不良的可

能因子。主要是探討溫度、鹽度、營養鹽、光照度、以及藻體表面所覆蓋的微細藻是否

為造成其快速死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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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議題之討論內容及重點﹕ 

由於本人主要從事浮游生物研究，因此參加的議題多為浮游生物相關。其中幾個

議題如下﹕ 

1. 德國 Dr. Laroche 發表對海洋中藍綠藻固氮能力的演講。由於氮是浮游植物生長

不可或缺的元素，而海水中經常缺乏氮，因此研究氮循環及水中的固氮作用是海洋生物

研究一大課題。其研究顯示過去 15 年來最常用的測量固氮速率的方法，可能比實際值

低估了一半或以上。不過當初他提出這個論點時，許多相關研究的學者均質疑其結果。

不過在多次實驗後，證明他的方法才是對的，也因此他的研究將完全更改目前大家預測

海洋中氮的量，及海洋中浮游植物量，以致整個海洋的初級生產力。本人認為這在估算

全球海洋初級生產力上是一大突破，這也將有助於估算海洋浮游藻類到底能吸收多少人

類排放的二氧化碳，能否助於解決溫室氣體的問題。 

 

2. 西班牙學者 Dr. Reche 探討大氣中微粒子對偏遠湖泊的影響，發現偏遠高山地方

所謂的乾淨且不為人類活動所影響的湖泊，其水中的生化特性及微生物等均會被來自其

他遙遠地方的物質所影響，原因就在於大氣中的微粒子帶有各種營養鹽、礦物質、及其

他有機物，沉降在這些湖泊而改變了其原有特性。也因此他對於一些研究經常以偏遠湖

泊來作為乾淨的對照組深覺不妥。本人認為這個論點非常重要。若是對照組本身已經是

受到污染，則我們無法知道實驗組的真正影響。 

 

3. 另外，2012 Ruth Patrick Award 得獎者 Penny Chisholm (MIT)及 John Cullen 

(Dalhousie University)的演講也是本次會議中令人印象非常的深刻。兩人除了致力於生物

海洋學及浮游植物的研究外，自 2002 年以來更是大力反對在海中施肥以增加浮游植物

生長以解決全球二氧化碳日益升高的問題。在海中施放鐵肥可增加浮游植物生長自 Dr. 

Martin 於 1988 年提出後，近 20 年來被當成是可解決人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最好方法。

Chisholm 及 Cullen 兩人在過去十年奔走於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企業之間，以其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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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告誡這些人海中施肥不但無法解決二氧化碳升高的問題，還可能造成生態的失恆，以

致造成海洋無法挽回的永久傷害。這對於摸拳擦掌想在海洋施肥中海撈一筆的企業來說

是阻斷財路，在政府官員及國會議員眼中是學者的杞人優天。但在他們的積極奔走下，

多國政府及聯合國方注意到這件事的嚴重性，本來一些大規模的海洋施肥計劃才喊停。 

 

 

心得及建議: 

 

本次會議得到許多新的思維。如固氮速率的研究方法已行之有年，發表的相關文

章沒有一千也有五百篇。而每當有研究人員發現有問題時，經常是修改本身的計算去符

合大家的預期。真正檢視這些“已確立”的方法的學者近乎沒有。是不敢，也是不想浪費

時間。不敢者，因會得罪所多其他這行的學者，且其中有些可能是學閥。不想浪費時間

者，因為你要用10倍以上的時間，說服懷疑者，而這還不保證能成功。這是學界當前

面臨的一大問題，也是一些國家科學研究倒退的根本原因- 學閥佔據多數資源，“帶領”

大家作一些不見得是多重要或多有意義的研究。本人也由此演講想到台灣學術界之學閥

問題已非常嚴重，而且擴張速度越來越快，這會扼殺研究，扼殺學術，最後非常可能會

賠上台灣的高等教育。學術研究需要百花齊放，若單只針對某一項或由某人“帶領＂，

難保其口中的偉大研究不會淪為昨日的DRAM及今日的LCD面板產業。 

 

再者是對照組的問題。許多環境研究均會需要有對照組以區分實驗組的結果，例

如研究某污染物對甲地生物的影響，你需要有一個沒有此污染物的乙地生物資料作為對

照組。而本次會議中Dr. Reche的研究顯示人跡罕至的偏遠高山湖泊其化學組成也受大氣

中的微粒影響而影響了水中的浮游生物，且污染物也透過大氣到達這些湖泊，也即是地

球基本上沒有真正純淨無人為污染的地方。這論點雖然有些誇張，但也是事實。只是發

表論文總要有對照組別，因此在比較結果的時候就要更小心。 

 

此外，學術研究與生活、社會、甚或地球是不可分割的(若某人的研究與生活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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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無關，那就不必浪費時間研究了)。Dr. Chisholm及Dr. Cullen兩人從其研究結果中，

看到海中施肥對生態會造成嚴重影響，因此致力於傳達這訊息給決策者，阻止錯誤的政

策實行。這種行為，較那些不食人間煙火，一心要發表震古爍今的學術報告的學閥，實

如皓月比之螢火。 

 

最後，本次會議似乎辦得有點寒酸。首先，大會的冊子中竟然沒有各報告的摘要，

網路上也無法獲得。另外，一般會議會附的袋子及筆等也完全省略。而會場上通常會提

供的小點心也完全不見。不知是主辦單位(ASLO)經濟拮据，還是日本地方贊助的廠商

少，以至於參加眾人皆有寒酸的感覺。這幾年下來的全球金融風暴可能是最主要原因。 

 

建議事項:  

(1)讓學術自由，多給新人新想法一些機會，才有可能會有意想不到的好結果﹗ 

(2)地球瞬間萬變，學術研究需要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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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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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壁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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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左 2)及與會的其他台灣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