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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參加 2014 年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秋季年會（2014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Fall Meeting），主題涵蓋全球環境變遷、地球科學教育、地球生物科學及水文科學等

多重研究領域，提供各國生態環境系統永續發展與科學教育工作者交流之平台，本次

與會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會議參與的機會，汲取經驗並與各界環境系統永續及科學教

育研究發展專家進行意見交流，同時瞭解目前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主要議題與推動方

式，有助於本司科教相關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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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成立於 1919 年，是一

個非營利的地球物理學推動組織，主要任務在促進人類對地球科學的瞭解與認知，推

動地球和太空科學研究，近 3-5 年的目標是聚焦於全球性問題的科學領導和合作，藉

由會員的交流提出地球永續發展之政策，建立地球和太空科學領域多元化的全球人才

庫，並以出版各種刊物、舉辦研討會等方式促進各項學術交流。該會會員來自全球 139

個國家，人數超過 6 萬人，會員組成如下圖，每年固定 12 月於舊金山舉辦秋季年會，

與會人數均達到 2 萬人左右，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地球物理科學交流會議。 

 
AGU 會員組成[1] 

今年是第 47 屆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秋季年會（2014 AGU Fall Meeting），有 135

個國家近 24000 名地球物理專業的專家學者參與，展示地球物理及相關領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並為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和合作領域提供了廣闊的交流平台，台灣參與之學者

專家約有近 200 人。2014 年會議共設置了 29 個專題，包括大氣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大氣及太空電離學（Atmospheric and Space Electricity）、地質生物學

（Biogeosciences）、冰層學（Cryosphere）、地球及行星表面過程（Earth and Planetary 

Surface Processes）、地球及太空資訊學（Earth and Space Science Informatics）、教育

（Education）、活動（Events）、測地學（Geodesy）、古地球地質地磁學（Geomagnetism 

and Paleomagnetism）、全球環境變遷（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水文學

（Hydrology）、礦物及岩石物理學（Mineral and Rock Physics）、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s）、地表地球物理（Near Surface Geophysics）、非線性物理學（Nonlinear 

Geophysics）、海洋科學（Ocean Sciences）、古海洋及古氣候學（Paleoceanography and 



5 
 

Paleoclimatology）、行星科學（Planetary Sciences）、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太空學

（SPA-Aeronomy）、電磁物理學（SPA-Magnetospheric Physics）、太陽物理學（SPA-Solar 

and Heliospheric Physics）、地震學（Seismology）、地球內部研究（Study of the Earth’s Deep 

Interior）、構造地質物理學（Tectonophysics）、大會堂（Town Hall）、年會（Union）、

火山地質化學和岩石學（Volcanology, Geochemistry, and Petrology）等主題，投稿文件

超過 23,000 篇，研究成果以演講及海報張貼方式呈現。本次藉由此全球地球物理學科

菁英齊聚一堂交流觀摩的機會，主要關注生態環境系統永續發展與科學教育等相關議

題，以作為推動科學教育業務之方向參考。 

 

貳、目的 

參加 2014 年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秋季年會，瞭解目前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的主要研

究議題與推動方式，有助於本司科學教育相關業務之規劃與討論，以加強科學教育之

相關研究發展，健全大眾科學教育系統，並持續有效推展正確及新穎之觀念。 

 

叁、議程 

議程詳見 AGU Fall Meeting 電子書

http://fallmeeting.agu.org/2014/files/2014/12/2014-FMPB_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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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 Fall Meeting 電子書封面 

肆、過程 

一、參與本次研討會，較關注的議題包括全球環境變遷及科學教育等研究主題之發

表。 

芬蘭環境研究所（Finnish Environment Institute, SYKE）Timothy Carter 教授發表

「User Perspectiv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Scaled and Emulated Projec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Impact Analysis」，由使用者觀點探究氣候變遷圖案縮放應用與擬真預測

分析。他提到圖案縮放和氣候模擬數據已經被廣泛用於分析研究氣候變化的影響，在

氣候預測上有快速及靈活度高的優點，但仍需考量到要如何引起使用者關注氣候變遷

模擬，例如情境產生的評估、判斷基準，或基準氣候、未來氣候變化在不同尺度的呈

現，氣溫和降雨變量比、確保變量之間的一致性等，並考慮氣候預測與其他不確定因

素之變異性（如社會經濟或影響的可能衝擊），透過整合應用及政策導向模式，探索不

同的氣候決策策略，同時，氣候模擬會反饋至人類系統，進而對經濟活動、土地利用

與能源系統產生影響。在過去，美國全球變遷研究計畫（U.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與全球耦合氣候模式數值實驗計畫（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已蒐集了大量的氣候資料，但是這些資料仍缺乏有效率的分析，基於這些優勢和挑戰，

要更聚焦於今（2015）年執行的計畫「全球耦合氣候模式數值實驗計畫第六期（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2] 氣候模式模擬運行設計影響分析的

潛在需求，以做有效率的分析與評估未來氣候變化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情境。 

  

芬蘭環境研究所 Timothy Carter 教授演講 

二、展場上有儀器展覽、學校、研究機構及公司機關之展位、海報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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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海報成果發表「Ge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Change of Land Cover and Land Use in the Komadugu-Yobe 

River Basin in Nigeria」，以新的 GIS 地質統計學工具，分析奈及利亞科馬杜古約貝河盆

地，從土地利用、土地覆蓋和人口密度的指標變異函數範圍計算，顯示農田和植被稀

疏和人口密度的時空變化是最密切相關的。 

另一篇研究發表「A multi-step approach to improving NASA Earth Science data access 

and use for decision support through online and hands-on training」，提到 NASA 的應用遙

感技術培訓計畫（ARSET），利用現有數據和模型以多步驟的方法開發技術，可改善空

氣品質、水資源、災害和土地管理，也提供線上免費地球科學資源，該計畫已經達到

全球 1600 位參與者使用與互動。 

  

NASA 海報成果發表 

NASA 除發表海報成果外，也於研討會期間召開記者會，發表觀測新發現。NASA

衛星儀器觀察到自 2000 年以來北極地區的太陽輻射明顯增加，而這一趨勢與在北極同

一時期的海冰持續下降觀測結果一致。 

NASA 也同時分享他們所進行的科學教育推動措施，例如 NASA 執行空降科學計

畫任務之後，持續與學校保持連結，運用實地考察及參訪等方式，將研究成果與科學

資訊傳遞至學校。而 NASA 也充分運用網路傳播功能，將研究成果、圖片、數據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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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訊，特別是與環境有關的資訊，都在網站上與大眾及研究人員分享。 

加拿大制定永續發展環境戰略之非營利組織 Ouranos 研究發表「Reducing Climate 

Information Complex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a Standard Scenarios Ensemble for 

Vulnerability, Impact and Adaptation Applications」，文中提到關於提供氣候情形和服務的

機構，重要的是要提供情境，以確認各種計畫的連貫性與決策差異性，同時滿足特殊

性，這點正呼應了芬蘭環境研究所 Timothy Carter 教授所提到的觀念。該研究從 CMIP5

開始，透過使用聚集分析完成目標性選擇的模擬，並以簡單的後處理方法來校正偏差，

以降低氣候訊息的複雜性。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氣候預測研究所發表「Climate Risk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upport Tools for the Agriculture Sector in Lao PDR, Bangladesh, and Indonesia」，

開發在寮國、孟加拉和印尼農業部門的氣候風險管理和決策支持工具，包括數據管理、

品質控制、季節預報能力、使用動態種植日曆和氣候諮詢，結合更長期的氣候訊息發

展。 

  

Ouranos 研究發表(左)；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氣候預測研究所發表(右) 

俄亥俄州立大學發表「From Classrooms to Geosciences Career: Developing, Testing 

and Disseminating a Curriculum Module and Web Application for Modeling Water in Urban 

Environments」，展示出高中階段的地質課程範例，透過讓學生執行數學模擬，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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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水文問題，促進地質科學發展。 

 

俄亥俄州立大學發表高中階段的地質課程範例 

會場上也注意到有一項 NSF 支持的教育/推廣計畫，實際執行的計畫內容是讓年輕

研究者到北極進行實地研究，後續的教育推廣配套措施，則是儘可能讓更多研究人員

及學生參與及分享計畫執行的過程及成果，包括網路資訊共享，舉行研討會、工作坊、

學習營等，甚至開辦課程而修習課程的一些歐洲學生是可以到學分的。 

研討會上還有安排展位招聘人才，除了供各大學、研究機構之地球物理、環境科

學等領域招募學生，讓有興趣的學生瞭解及面談，還有供各專業公司、企業、顧問機

構等徵才，讓有意願的就職者面談，是廣納人才的好機會。會議期間還有分享科學計

畫，提供科學家們機會、工具及補助，以有效推廣地球及太空科學。 



10 
 

 
分享科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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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AGU 秋季年會在國際間具有相當的影響力，每年都會吸引很多的專業人士，

選擇在此會議中發表研究結果。今年度會議承襲往例響應節能減碳，未印製論文

摘要集，並提供電子書及手機 APP 程式，方便與會人士查詢議程及內容主題，又

因得知會議場地規模甚大，為免錯失聆聽重要研究成果之機會，出發前的準備功

課是很重要的。唯一的小插曲就是在會議期間北加州發生六年來最大冬季風暴，

影響了舊金山陸海空交通，也讓我們對會議中的氣候變遷議題更為關注。 

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層面至深至廣，他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對人類系統及大

自然系統，又有極大的不穩定性，成為高度風險。但我們對這個議題研究的越多，

包括科學、決策、教育，投入的越多，我們所得到的就能使我們更有力量面對這

個全球挑戰。對於科學教育中的環境教育或永續教育而言，氣候變遷是每一個青

年學子們必學的議題，激起對該問題的關切，也許能使更多人願意去深入瞭解問

題的核心，強化專業知能，積極主動參與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方案。而我們未來

大眾科學教育也應該投入資源，讓更多民眾對環境議題有正確的科學認知，成為

對環境有責任感的公民。 

這次參加會議時也發現到，大陸在廣納人才方面強烈的積極態度，例如浙江

大學海洋學院及中國地質大學都派出代表團，在會議期間專設展位舉辦人才招聘

會，透過播放學校宣傳片、分發學校招聘宣傳冊、院服、有學院 logo 的小禮品等

形式，利用這個機會介紹了學校的師資、辦學規模、未來願景及人才引進的各項

策略，也藉此增加學校的國際曝光度。 

 

二、建議 

1. 此類型的國際研討會，提供一個專業領域交流平台，若在經費允許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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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機構或學

校若要攬才也可透過展位，增加國際知名度。本次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也有在會場設展位，建議嗣後如果仍有持續設展，可以更積極的設計吸引學

者們駐留的海報及視覺，除了分享研究成果，也是促成交流與合作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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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等教育對氣候變遷議題教育之責任，已不只是增進氣候知識或瞭解衝擊影

響，更要培養關切人類生活與未來社會發展的行動能力。 

3. 舉辦國際會議或各種科學教育研討會時，可適時結合參訪及體驗重大環境教

育設施及自然生態保育場域，以加深行動學習之效果，而各項活動也都應該

善加運用網路的資訊傳播功能，儘可能地把科學資訊做最大的公開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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