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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參與這次在美國舊金山舉行的 2013 年美國地球物理聯合會秋季大會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2013 Fall Meeting），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會議參

與的機會，推廣本局所建置的地球物理資料管理系統（Geophysical Database 

Managemet System, GDMS），並且與各界進行意見交流。此外，也藉由參加會

議的機會，了解目前世界上，地球物理的主要研究方向及議題。以下即就參與

這次國際會議所汲取之經驗做一簡單之彙整：（1）目前，最主要提供世界各地

地震資料的單位就屬 USGS （U. S. Geological Survey） 與 IRIS （Incorporated 

Research Institution for Seismology），他們已可在網路上建置方便的資料分享機

制。未來，本局 GDMS 若要推廣至國際上，相對應的網路資料分享機制也需再

做改進；（2）其他國際上主要地震觀測資料的提供單位，除了提供觀測資料外，

同時也提供一些加工過後的資料，讓使用者能更方便快速的獲得資訊，以評估

再進一步分析的可行性；（3）地震資料除了觀測地震所產生的訊號外，也有不

少研究以地震儀對大氣現象進行追蹤；（4）目前，世界各地有許多的地動

（tremor）研究，這些研究與傳統的地震監測方法差異甚大，但其資料卻有利於

研究震前或地下構造的活動特性；（5）目前世界各地已有許多的地震站與極大

量的地震訊號，人工處理這些觀測資料，曠日費時。本次會議中可發現有許多

自動化地震監測的程式，可協助進行地震監測的工作；（6）國際研討會是快速

獲取最新技術資訊非常好的場所，因此建議本局可以適時在國內舉辦國際研討

會，邀請國際上的專家至國內報告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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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美國地球物理聯合會秋季大會是由美國地球物理協會﹙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主辦，此會議固定於每年的 12 月於舊金山舉行（圖

1.1）。該會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機會，讓世界各國從事地球物理相關研究的學

者們，可於公開的場合進行研究發表與討論。該會議的規模可說是地球物理相

關學門中，最大型的年度會議。2013 年與會的人士，數目約有 20,000 人，每日

發表的文章數目也約有 4,000 篇。可想而知，參加這類型會議可有效益的與外界

交流研究結果。 

此次， 本人除了參與會議外，也於會議中，發表關於本局地震測報中心業

務相關之論文。此論文的內容主要是介紹本局地震測報中心的地球物理資料管

理系統-Geophysic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GDMS（圖 1.2）。此系統蒐

錄地震測報中心的各種觀測資料，如地震波、地震震源參數、自由場與結構物

的地震響應、地殼變形、地下水等。此系統是建構在網路的平台上，利用網路

的便利性，讓使用者可以更方便且迅速的獲得此系統的觀測資料，讓珍貴的觀

測資料能更有效率的廣泛提供給學術研究單位進行科學研究。由此可知，該系

統對於學術研究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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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13 AGU FALL MEETING」宣傳網頁，資料摘自

http://fallmeeting.agu.org/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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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本次會議的展示海報。其內容包含 GDMS 中各資料系統的測站分布與

GDMS 的資料申請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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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職於 102 年 12 月 8 日搭乘晚間 11 點 40 分華航 CI004 班次的飛機赴美，由

於班機調度問題，延至隔日凌晨 1 時許起飛，到達美國舊金山的時間為當地時

間已是晚上 9 時許，離開機場後，直接搭乘地鐵到市區，再步行約 10 分鐘的路

程至下榻旅館入住，此時已近晚上 11 時，再整理會議相關資料。在美期間，舊

金山當地的天氣氣溫一般都在 10℃上下，氣候宜人。由於當地近海，常偶有降

雨。幸運的是，參加會議的這一段時間，天氣十分晴朗，會議進行得很順利。

由於職的研究工作之範疇多集中在地震、地下構造與火山研究部分，因此，主

要關注的議程項目會集中於此 3 類。 

12 月 9 日為第 1 日的議程。由於前日到達舊金山時已是夜間 11 時，故在參

與會議前，需先領取各項資料，包含個人的識別證（圖 2.1），與申請領取各項

繳費的證明等。由於此會議是地球科學相關類別中，規模最大的，與會時可以

看到有許多的專業人士依序排隊領取證件的壯觀場面（圖 2.2）。承如前述的，

此會議的與會人士眾多，發表的研究報告也十分龐大。因此，大會會於每日早

晨，提供報紙，內容為當日的議程（圖 2.3）。而本次與職研究工作之範疇相關

的報告，多在 3 棟場館（Moscone South, West, North）中的 South3 樓（圖 2.4、

圖 2.5），而海報區則是集中在 South 的 Post Hall（圖 2.6）。 

第 1 天的議程中，發現有數篇研究，其內容是颱風所造成的地振動訊號（如

圖 2.7 與圖 2.8）。本人覺得相關議題頗為有趣，雖然地表上的大氣研究與地表

下的地震活動都屬於地球科學相關的研究，但研究方法差異甚大，能有觀測資

料可以試著串聯起這兩大學門，是很棒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與 GDMS 一樣是提供地震資料的單位，IRIS，它們在網路上所

提供的資料，除了地震波形，震源參數外，也提供一些頻譜分析的結果。未

來，本局的 GDMS 也許也可朝加工資料的方向前進，讓 GDMS 的網站內容更豐

富。 

第 1 天的晚上，是大會舉辦的 Ice Break，相對於臺灣的會議，外國會議在

餐點招待上都比較簡單。此次的 Ice Break 只有提供汽水，啤酒與一些堅果類的

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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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第 2 天議程（議程資料請參考附錄），此日的議程中，有一個主

題，Seismic Anisotropy: Predictions, Ob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圖 2.9），

雖然相關議題看似與本局的業務相關，但細看其報告，多為大尺度的地球構造

研究，與可能造成災害的淺部地殼活動性-本局主要的觀測業務，尺度差異甚

大。事實上，本日的議程中，有很多的研究是針對大尺度的地球構造或是板塊

運動的科學性研究。 

但在第 2 天的議程中，也有部分議程與本局業務相關，如自動化地震監測

與定位等。這些研究，有許多都是在測試中，但可以發現，很多新的自動化監

測工作，都是由許多年輕的研究學者所開發。他們所運用的方式，都經過複雜

的數學轉換，簡化電腦運算，如圖 2.10。這些研究報告，除了簡化人工在地震

監測中所扮演的吃重角色外，也讓本人覺得，未來的地球科學研究，在這些年

輕且具有強大程式化能力的研究人員推動之下，地震資訊的取得將可以日趨簡

易。 

除此之外，也有火山研究相關的海報（如圖 2.11）。一般火山的形成，岩漿

來源多半來自隱沒地殼的部分熔融或是上部地函物質漫流至地表。而不同岩漿

來源的火山，在地表產生的位置會有所不同。但在這研究中，提出一些可能，

說明部分熔融的岩漿，其生成位置可能比原先的理論更廣。 

也許是民族性所致，在 AGU 的全日議程中，大會僅會在上午的中場休息時

間提供咖啡與下午議程的中場休息時提供軟性飲料與啤酒等（圖 2.12），與臺灣

會議所提供的餐點形式差異很大。相較之下，臺灣會議就相對友善熱情多了。 

12 月 11 日第 3 天議程（議程資料請參考附錄），職於本日聽到一些關於誘

發地震的一些研究（圖 2.13）。目前，在礦區內，似乎已可以藉由一些模擬，成

功的預測一些因注水作用產生的地震（圖 2.14）。雖然目前無法預測天然地震，

但似乎也為地震預測開啟了一些可能的未來性。 

除此之外，在構造演化的部分，臺灣的造山模式，始終存在許多可能。本

次會議中，職發現，在伊朗半島地區，也有研究人員利用深埋再掘起的模式

（exhumation）進行構造演化的解釋（圖 2.15）。顯示，造山模式與構造演化等

之重要性，不止開放的臺灣，連封閉的伊朗也是研究的地區之一。  

最後，在海報區，發現到一個特別的研究（圖 2.16），利用環境雜訊逆推速

度構造，進而解釋其地下的應力變化。職對於此研究存在許多好奇，原因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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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逆推地上構造的研究方法，解析度可能不高。但其研究卻利用相對的一些

微小變化，解釋應力的現象。雖然存在很多問題，卻也難以否定其研究成果。

也許在未來，本人需要再更增加關注於這一些新舊技術的演進。 

12 月 12 日第 4 天議程（議程資料請參考附錄），本日的議程中，有許多關

於 Earily Warming 地震預警的相關海報（圖 2.17~圖 2.18）。由於相關研究，非

職之專業。因此，本人帶回部分資料，給予本局相關同仁做為參考。其後，又

巧遇本局地震中心的外國顧問，吳大銘教授。其給予本局的 GDMS 一些建議。

於此同時，也為職引見 IRIS 的技術人員，期望藉由與他們交流的機會，可以使

本局的 GDMS 系統更完善。當日近中午時，職有幸與本局地震中心的外國顧

問，蔡義本教授，有見面討論的機會。在這次機會中，職與顧問有了很多深入

的討論，主要討論的議題方向是臺灣地區的山崩研究。在此次的討論中，本人

收益良多，也更確定接下來的研究方向與主軸。到了晚上，臺灣的地科中心在

舊金山的四海酒樓舉行了臺灣之夜（Taiwan Night）。在會議中，看到了許多來

自臺灣的研究學者，也有機會與他們做一些討論。 

12 月 13 日是最後 1 天議程（議程資料請參考附錄），本日的議程中，有本

人的海報展示（圖 2.19）。主要介紹的時間在上午，但由於此時，職還有另一篇

共同作者的報告（圖 2.20）。因此，職於上午期間有短暫離開。在整個上午的過

程中，有許多國外的學者對於本局的 GDMS 相當有興趣。可惜的是，此系統目

前只對臺灣的研究學者有開放。但至少有機會可以讓國外的研究人員知道臺灣

有許多寶貴的觀測資料，增加未來更多國際合作的可能。 

到了下午，與會的人士減少了，因此，本人有機會可以參觀了一些強地動

的研究與一些儀器遲滯效應對於地動訊號的影響模擬及修正（圖 2.21）。 

而在會議結束，用膳完畢後，職便收拾行囊，前往機場，搭乘華航 12 月 14

日凌晨的 CI003 的班機返回臺灣，返回臺灣的時間為 12 月 15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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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職與職之會議識別證。 

 

 

圖 2.2、大會報到處與領取會議識別證的排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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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大會議程的第一日報紙。 

 

 

圖 2.4、Moscone South 三樓的幾個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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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Moscone South 三樓的會議室。 

 

 

圖 2.6、Moscone South 的 Post Hall。 



 10

 

圖 2.7、與會海報 I。 

 

 

圖 2.8、與會海報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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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第二日的部分議程。 

 

圖 2.10、與會海報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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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與會海報 IV。 

 
圖 2.12、會議在下午的中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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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第三日的議程表。 

 

 
圖 2.14、與會報告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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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與會海報 V。 

 

 
圖 2.16、與會海報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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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與會海報 VII。 

 

 
圖 2.18、與會海報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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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本人與本人的海報之合照。 

 

 
圖 2.20、職的另一共同作者之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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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與會海報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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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職有機會參加 2013 年的 AGU 秋季會議，感到十分的興奮。畢竟此會議的

規模盛大，參加的研究學者也眾多。因此，職能藉此機會了解現在主要的科學

議題，甚至是與他們討論和互動，收獲豐碩。 

就會議的本質來看，誠如過程所述，每日的議程都十分豐富，不管是十分

專精於某一研究方向的專業人士，或是研究範疇涉獵較廣研究學者，在這樣的

會議中，皆可有相當的收穫。以本人來說，由於研究主題多以觀測現象的解釋

為主。因此，利用這種機會，多方面接觸各種研究，增加知識，對於未來解釋

各種觀測現象是十分有利。 

由於此會議在國際間具有相當的影響力，因此，才會有如此多的專業人

士，選擇在此會議中發表其研究結果。事實上，職於 2010 年時亦曾參與過這個

會議。與當時比較，除了近年來有增加手機的 APP 程式，方便與會人士查詢議

程外，會議的本質差異並不大。感覺比較強烈的，倒是其參加會議的各項費

用，皆有明顯的提高，從會議的論文投稿費到會議的註冊費皆是，累積增加的

支出較 2010年多了有近 70美元。雖然會議有對某些地區的與會人士有補助，但

臺灣並不在其中。由於其費用偏高（以 2013 年來計，投稿費與註冊費合計 495

美元），費用部分可說是此會議的一大缺點。 

相較於 AGU 的秋季會議，臺灣每年皆有舉辦的地球物理或地質年會就相對

友善多了。雖然臺灣自行舉辦的會議，內容和規模皆難以與 AGU 秋季會議相提

並論。但會議的形式，其實差異不大。相反的，臺灣的學術研究會，註冊費與

餐點之提供，皆優於 AGU。因此，如果經費不足的研究人員或是學生，本人十

分建議其可以試著先多參與國內的會議。 

另一方面，此次參加會議時，發現到 2013年的AGU，有很濃的中國味。在

2010 年時的 AGU，雖然與會的人士中也有不少中國人。但這次（2013 年）的會

議，感覺更強烈。除了一般的研究人員外，還有不少年紀較輕的研究生參與其

中。也許是近年來大陸的經濟愈來愈好，研究生參與會議的機會也增加了。 

就研究方面的心得來看，國際上，其它提供觀測資料的單位，如 USGS 和

IRIS 等，它們有更完善的網頁介面可提供給使用者，本局若也有意朝類似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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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進的話。那麼，未來若能與其接觸與合作，也許可以使本局的 GDMS 在國

際上的能見度更高。當然，在資料的提供上，除了原始的觀測資料外，也可仿

照它們的模式，提供一些加工的資料，如頻譜特性或地震走時圖等。讓使用者

能更方便快速的獲得資訊，以評估再進一步分析的可行性。 

與會的那幾天，看到了一些新的研究類型和方向。例如：地震資料除了觀

測地震所產生的訊號外，也有不少研究以地震儀對大氣現象進行追蹤；以地動

（tremor）的觀測，探討地下構造的活動性，甚至是探尋其與地震前兆的關係；

還有自動化地震監測的研究，可以大量節省人工與增加研究效率等。事實上，

會議中還有很多有趣和前端的研究，職難以盡述，但在其中，最大的感想便

是，國際研討會是快速獲取最新技術資訊非常好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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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職在參與完這次會議後，感覺受益良多，尤其在新知識的增廣部分。有了

更多的知識背景與見聞之後，相信對於未來的研究工作，勢必有相當之助益。

以下即為本人參加 2013 年的 AGU 秋季會議後的幾點建議： 

1. 此種類型的國際研討會，提供一個平台，讓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得以有交流

的機會。未來，如果本局的工作業務欲與世界接軌，在經費允許下，十分建

議可以善加利用這種國際研討會的機會，吸取新知與交流。 

2. 本局的GDMS系統設計之初衷為分享觀測資料，由於此介面與程式的撰寫皆

由本局同仁自行開發，甚是辛苦。未來，若能與其他有經驗的單位合作，不

但有機會可以減少本局同仁的工作量，同時，亦有機會可以吸取他人之相關

經驗。 

3. 由於臺灣位在地震發生的頻繁區內，而本局的任務，就是觀測臺灣地區的地

震活動，目前已觀測到的地震資料量極為廣大；未來，可想而知，隨著觀測

品質的提高，觀測量只會愈來愈多。因此，未來朝向半自動或全自動化的地

震監測工作，應該是避免不了的。所以，建議本局可以開始逐步接觸相關於

地震監測自動化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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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研討會場地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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