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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2013 年 CIPA 國際研討會於 2013 年 9 月 2 日~9 月 6 日於法國史特拉斯堡舉行。本

人於會中發表以精進臺灣傳統建築施工紀錄方法之探討為主軸，整合三維雷射掃瞄技術

及歷史建築資訊模型概念，達到 3D 擬真紀錄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傳統建築空間位

置與尺寸的紀錄。擬真的 3D 數位模型的紀錄、比對分析的功能，實質上賦予施工紀錄

品質監控的內涵，此模式可以提高施工過程之施工品質。會議上達成學術外交的成就，

同時吸取國際上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應用之經驗，有助於未來臺灣文化資產的相

關研究與應用上與國際接軌，並且實質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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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建築攝影測量組織（CIPA）是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中，

歷史最悠久的國際科學委員會之分會之一。CIPA成立始於1968年7月4日至6日在法國巴

黎所舉行的國際研討會議中，由國際攝影測量與遙感學會（ISPRS）組織、Maurice 

Carbonnell （CIPA榮譽理事長）及來自11個國家36名會員及共同倡議，以建築為核心

的攝影測量應用學術會議（CIPA：Colloquium on the Applications of Photogrammetry 

to Architecture），共同建立遺產的文件和記錄學科，成為文物檔案的生產者，提供

各學門之間的檔案橋樑，促進測量科學技術的轉讓，並支持和鼓勵此類研究的專業工

具和技術發展。CIPA專業領域涵蓋多項，至少包括：古蹟建檔（site documentation）、

紀念物保護（monument conservation）、景觀模擬（landscape modelling）、考古勘

探（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資料庫系統（data base systems）、水下紀錄

（underwater recording）、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s）、三維建模（3d 

modelling）、野外測量（field surveying）、雷射掃瞄（laser scanning）、建築測

量（building surveying）、近景攝影測量（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老照片

的分析（analysis of old photographs）、多媒體與虛擬實境展示（multi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displays）、岩雕和象形文字（petroglyph and pictograph 

documentation）等。 

建築攝影測量組織國際研討會（CIPA，International CIPA Symposium）為每兩

年定期舉辦之國際重要會議。2009 年首次參加在日本京都舉行之二年一度會議。2013

年研討之主題為國際上文化資產的保存、記錄、維護與應用方法之探討，所涉獵之領

域包含「法令制度」、「科學方法」與「教育傳承」等研究議題與現況探討，相關研討

主題對於臺灣文化資產的管理具有實質的參考價值，因此參與此研討會之意義至為重

大。其次對於瞭解國際間建築數位科技最新研發動向、建築數位的創新趨勢及找尋適

合我國古蹟保存研究發展之數位科技為另一重要目的。該會議來自世界各國關於建築

數位方面之研究成果，已可明顯看出未來古蹟保存維護之數位科技研究發展。藉由參

加此國際會議可以增進了解各國一流學者與研究人員對於個人或未來的研究方向並與

之交流，藉由聽取別人的觀念、見解與意見來增進研究領域內涵。由於此研討會非每

年舉辨，因此吸引國際上相當多有關於文化資產領域之專家學者與會，提供最新之科

學技術、設備與研究成果進行發表與交流。參與此會之論文發表與探討，對於臺灣文

化資產的現況可以提供更多的國際經驗與資訊，不但有助於文化資產議題的學術研究

發展，亦有助於臺灣在此國際學術舞台上發聲，進而提升臺灣國際學術之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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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2013 CIPA 國際研討會以「Recording, Documentation and Cooper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為主軸，2013/09/02~2013/09/06 於法國史特拉斯堡舉行。本

人申請出國參與的時間為於 2013/08/31~2013/09/07，相關之行程詳述如下。 

8月31日星期六晚間21：30自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搭乘中華航空CI0061班機

飛往德國法蘭克福機場，並於當地時間9月1日上午07：00抵達，接續搭乘火車及地鐵

等交通工具前往會議地點－法國史特拉斯堡。抵達史特拉斯堡後隨即前往2013年CIPA

國際研討會之會場－史特拉斯堡大學旁之國立應用科學院INSA機構（The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INSA, 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s），藉此熟悉交通動線及會場狀況，以利次日參加會議時之行程安排。 

2013CIPA國際研討會自9月02日至9月06日為期五天。開幕當天的開幕儀式及專題

演講則選擇在距離會議場地約四公里之哥倫布廣場旁的Grande sale de I’Aubette

歷史建築之大廳舉行，由大會主席Dr.Pierre Grussenmeyer致歡迎詞，並且宣佈會議

未來之議程。會中邀請兩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分別為Fabio Remondino就當前

3D影像測量技術於古蹟保存維護最新發展”3D Imaging and ranging for Cultural 

Heritage recording-latest developments”為題進行介紹；另一位為Stefano De 

Caro以”Documentation technologies and training：a perspective from ICCROM”

為題介紹ICCROM（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機構對於文物影像的保存技術進行介紹。會後

並有歡迎茶會，藉此與各國參予會議之專家學者進行交流，了解其他國家於古蹟建築

相關維護保存之數位科技的發展及現況。 

會議的第二天9月3日上午08：00至國立應用科學院會場報到後，即在測量儀器教

室現場參觀目前世界上應用於古蹟建築測繪紀錄最先進的軟硬體及技術之陳列展

示，包括3D雷射掃瞄系統、3D地理資訊系統、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平台及攝影測量技術等。08：30舉行Opening, Welcome message, 

Keynote speech，會議邀請David Myers & Yiannis Avramides以”Arches：An Open 

Source Inventory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ritage Field”

為題，介紹應用於古蹟建築管理系統之免費資源”Arches”的平台架構與功能展示，

由此可以發現，現今之古蹟建築的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已走向資訊管理平台的模

式，此點非常值得國內相關公部門及專家學者的關注與嘗試。自10：30至18：00開始

進入各個場次的論文發表，基於本人之專長與研究便參與SR1（Terrestrial laser 

scanning and 3D imaging）場次，綜覽本日SR1場次之發表內容可以發現，3D雷射掃

瞄設備的引進、發展與應用在現階段已經成為古蹟建築在3D數位資料取得上不可獲缺

的重要工具，而取得之3D點雲（PointCloud）之應用亦已跨越展示為主的功能，朝向

提供建築管理資訊平台資料庫更多元的空間資訊的來源；另外整合3D雷射掃瞄技術與

其他建築與都市計劃相關專業，如結構、構造、地域與地景均成為一跨領域的重要方

向。 

會議的第三天9月4日參與大會安排的「技術與文化的參訪－Guided tour n°3 in 

Strasbourg」活動，於上午08：30集合，步行至Cathedrale of Strasbourg及史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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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堡舊城區；午餐後，下午14：30出發搭船至舊城區中心及歐洲議會區域參觀；最後

步行至Petite France區域參觀。此趟參訪對於正在維修之Cathedrale of Strasbourg

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對於石作及石材的維修技術可以作為國內古蹟建築重要的參考來

源；而舊市區及Petite France的維護、活化機制與規劃模式則可以提供國內相關機

關的突破傳統思維與決策制定的參考；歐洲議會區的現代建築則標榜”節能減碳”設

計為風格，雖然多處的設計如氣流、日照等特殊設計能夠達到上述之目的，但是全玻

璃帷幕的設計仍處於環保不足的窘境。 

會議第四天9月5日10：30~12：00參與SG2－SG3（BIM,scene analysis and 3D 

reconstruction）場次的聆聽及論文的發表。本場次由Dr. Steve Fai主持，相關論

文均針對古蹟建築於BIM之建置規劃、方法及分析應用上的介紹。由於古蹟建築已BIM

的方式進行管理平台的建置仍屬於發展階段，因此多數的發表文章均為首次以實驗性

質進行相關研究，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及延續性，因此對於國內古蹟建築在數位保

存、調查與研究、修護規劃設計、營建施工紀錄、修護施工過程及竣工後的管理維護

後續階段均有著未來性與革命性的影響。本人亦與此場次發表”Improv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Repair Construction Quality Using Historic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Concept”之研究論文成果，此論文為國內及國際上首次將BIM

的概念應用於古蹟維護的施工紀錄之研究，獲得在場會議主持人的肯定，同時回答相

關專家學者所提出的問題，達到彰顯國內相關領域之研究與創新之目的。 

由於德國地區工人罷工事件頻傳，鐵路交通經常無預警停駛，為能確保9月6日

13：30飛機航班之搭乘，因此於9月5日完成論文發表後即於下午搭乘地鐵及火車前往

德國法蘭克福，約於下午17：00抵達。並於9月6日搭乘華航CI0062班機返台。 

 

2013/08/31 

23：30 搭乘華航 CI0061 臺灣桃園→德國法蘭克福（到達之當地時間 2013/09/01 

07：00） 

2013/09/01 

前往法國史特拉斯堡（圖 1），於 MERCURE STARSBOURG PALAIS DESCONGRES（圖 2）

辦理住宿，並前往國際研討會會場，熟悉交通狀況及會場狀況（圖 3） 

2013/09/02 

参與研討會開幕及會議（圖 4） 

2013/09/03 

参與研討會會議（圖 5） 

2013/09/04 

参與研討會安排之參訪（圖 6） 

2013/09/05 

参與研討會及論文發表（圖 7） 

2013/09/06~2013/09/07 

13：30 搭乘華航 CI0062 德國法蘭克福→臺灣桃園（到達之當地時間 2013/09/07 0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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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1（左）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至法國史特

拉斯堡之路線（摘自 Google earth） 

圗 1（右）法國史特拉斯堡街景（摘自可樂

旅遊網） 

搭乘華航直飛德國法蘭克福機場後再搭

乘火車至法國史特拉斯堡火車站，得果法

蘭克福機場為歐洲交通之樞紐，機場至為

忙碌，但是仍然可以有條不紊地紓解人

潮，除了德國傳統的辦事高效率外，匯集

於機場之地鐵、高速鐵路及公路等大眾運

輸設施亦提供重要的貢獻。 

此為法國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廣場附近的街

景，由於史特拉斯堡為歐洲議會所在地，

同時位於法德邊境，居重要的地理位置，

此處有許多歐洲中古世紀重要的建築被保

留，因此為彰顯歐洲文化資產之重地。本

次文化資產之國際會議在此召開，別具指

標與內涵。 

 

  

圗 2（左）史特拉斯堡火車站至 MERCURE 

STARSBOURG PALAIS DESCONGRES 之地鐵

（摘自 www.geocities.jp） 

圗 2（右）MERCURE STARSBOURG PALAIS 

DESCONGRES 飯店（摘自雄獅旅遊網） 

由德國法蘭克福搭乘火車至法國史特拉

斯堡火車站後，可於站前搭乘該地之地鐵

至居住的飯店，交通相當便利，此種兼具

觀光及運輸的交通工具（輕軌）值得作為

台灣都會區之借鏡，尤其建造成本遠低於

捷運系統。 

此飯店為法國史特拉斯堡評價之飯店，不

過四周環境及視野均佳，住房率亦高。國

內之觀光飯店或是商務飯店若能營造出此

種平價優質的居住環境，必定能吸引許多

觀光及商務人士的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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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3（左）CIPA 國際研討會會場（會場外、

自行拍攝） 

圗 3（右）CIPA 國際研討會會場（會場內、

自行拍攝） 

本次 2013 CIPA 國際國際研討會之會場位

於史特拉斯堡大學旁之國家應用科學院

之建築與環境中心。會場外即為地鐵車

站，並且充分感受其綠化的優雅環境。與

史特拉斯堡大學形成一大學城區，具有濃

厚的學術氣息。 

研討會之會場內除了安排三處論文發表

的場地外，還有一處提供餐飲之處所及該

中心的測量儀器教室，展示自古至今之測

量儀器，同時提供 3D 雷射掃瞄、GIS 及攝

影測量之廠商作為最新相關軟硬體之展

示。 

 

  

圗 4（左）CIPA 國際研討會開幕（主席致

詞、自行拍攝） 

圗 4（右）CIPA 國際研討會開幕（專題演

說、自行拍攝） 

本次國際研討會之開幕處特別選在具有

歷史的哥倫布廣場大樓（Grande sale de 

l’Aubette）舉行，由大會主席 Pierre 

Grussenmeyer 主持開幕致詞。 

開幕典禮邀請Fabio Remondino就當前3D

影像測量技術於古蹟保存維護最新發展

（3D Imaging and ranging for Cultural 

Heritage recording-latest 

developments）進行專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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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5（左）CIPA 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

自行拍攝） 

圗 5（右）CIPA 國際研討會（儀器設備展

示、自行拍攝） 

此為會議論文發表情形，該論文以無人駕

駛飛行載具進行空間影像擷取，此技術可

應用於大規模的文化遺址的資料擷取，對

於文化遺址之空間分析提供全面且正確

性更高的資料來源。 

廠商儀器展示區之 FARO 廠商提供結合三

維量測懸臂及雷射掃瞄裝置之設備，可以

提供單點的三維坐標量測，亦可以以面狀

掃描方式取得物品表面之三維座標點雲

資訊。 

 

  

圗 6（左）CIPA 國際研討會參訪-1（自行

拍攝） 

圗 6（右）CIPA 國際研討會參訪-2（自行

拍攝） 

此為法國史特拉斯堡之運河，此運河於中

古世紀便已建造，穿越史特拉斯堡市區， 

提供該市區之航運及治洪之使用，由於年

代已久，目前該政府已展開修繕工程，防

止核水之滲漏。值得一提是兩岸生態維護

的相當好，可以看見水獺悠游於運河中。 

此處參訪為歐洲議會，歐盟地區的會員國

假此處做為歐洲議會開會的場所。全棟為

玻璃帷幕式建築，設計上亦考慮減緩陽光

照射之節能設計，圓形建築象徵歐盟團結

一致的精神。室內提供歐盟國家不同語言

之介紹，及各國象徵性的影像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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圗 7（左）本人 CIPA 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

-1（自行拍攝） 

圗 7（右）本人 CIPA 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

-2（自行拍攝） 

本人之論文發表時間為 2013/09/05，為第

二發表處發表，題目為” Improv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Repair 

Construction Quality Using Historic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Concept”。 

本人發表之論文為文化資產領域中，以科

學方法進行記錄與管理之模式研究，為目

前國際上正在發展的科技與方法，會中幾

會專家學者出問題與建議，均獲得良好之

回應。本文並獲選收錄於專書中

（T.T.T.T.    C.C.C.C.    WuWuWuWu, Y. C. Lin, M. F. Hsu, 

N. W. Zheng, and W. L. Chen,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Photogrammetry,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s , XL-5/W2, 691-69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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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心得及建議    

文化資產的維護與永續是一個國家及國民延續的根本，各國均有其維護的法令制

度及維護方法。隨著科技的進步，有許多更為可靠及有效率的文化資產維護措施被發

明，並且於國際重要的會議中發表。積極參與此類的國際會議進行相關議題的交流，

對於本國發展文化資產維護的工作上具有前瞻性及與國際接軌的優點，未來有機會連

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申請，亦可以提供本國符合國際維護作業的文化資產

維護方法，有機會為申遺的計畫加分。参與本次 2013 年 CIPA 國際研討會之建議如下： 

ㄧ、此項會議為國際重量級的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舉辦之城市本身就是具有悠久歷

史及遍布文化資產的地區，如 2013 年的法國史特拉斯堡、2011 年捷克布拉格。

2015 即將由臺灣台北主辦，因此可視為重要的城市文化行銷及臺灣文化推介的機

會，縱然是由民間單位（中國科技大學）主辦，建議官方相關單位應竭力協助。 

二、每兩年所舉性的 CIPA 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會議內容涉及全球各國最新的文化資

產保護方法與法令制度，除了學術單位於學術上的交流外，建議文化部應列為重

點參與項目，積極派員參與此研討會，並且與專家學者合作探討合適之議題，以

作為本國文化資產維護的參考，並落實於實際之文化資產維護工作；並積極於下

一次之會議上發表成果，提供國際專家學者之參考，並且聽取建議。如此不但可

以宣傳行銷本國對於文化資產維護之決心，同時以文化資產作為拓展外交之內

容，更可以突顯臺灣文化在全球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與地位。 

三、此項國際研討會所安排的各個研討場次與主題，幾乎涵蓋文化資產維護之工作項

目，婉如整合世界各過於文化資產維護領域中的專家學者，進行一場文化資產維

護的饗宴，對於參與人員的專業交流及心靈激盪均產生深遠的影響。最重要的是，

參與的專家學者均能藉由國際專家的發表，反思自己國內文化資產維護的現況，

並且亟思改善之道，這是一場國際型的研討會所帶來的衝擊與進步。國內於文化

資產維護的學術機構與相關專家為數眾多（以臺灣的文化資產項目與內容而定），

並且相關專家學者之學術地位與成就亦崇高。若能藉由相關主管機關的整合，為

本國的文化資產維護與管理進行統籌性及長遠性的政策建言，對於臺灣文化資產

的傳承與永續必能提供巨大的貢獻。 



 

9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一、 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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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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