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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30 屆航太技術與科學論壇國際研討會 (The 3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ac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STS 2015)，於 2015 年 07 月 04 日至 2015 年 07 月 10 日

在日本神戶市國際會議中心舉行。今年本人之研究論文“Discovering Knowledge of 

Voyage Pattern from AIS Trajectories＂獲選為該會議的發表論文，並赴日本神戶與會進行

口頭報告與國際學者相互交流。 

參加 ISTS 2015 國際研討會是一個相當寶貴且難得的經驗，因為該會議是亞洲相當

重要且盛大的航太技術與科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範圍相當廣泛及豐富，包含航太

工程、太空科學、材料科學、電力與先進推進系統、系統工程與知識科技、衛星通信與

導航等科技議題，與會的學者包含歐、亞、美等世界各國學者。每天有來自不同領域的

傑出學者的精采演講與論文發表，不但獲得相當多的研究發展新資訊外，亦藉此交換研

究心得，對於自己未來研究上的發展能夠有新的想法與思維，著實獲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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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會議心得報告 

一、目的： 

此行主要目的為參加 ISTS 2015 國際大型研討會並發表個人論文，藉此機會與國際

學者討論與交流，了解與吸收新的研究發展與應用，以增加個人研究領域的廣度及深度。 

二、會議概況： 

本次第 30 屆航太技術與科學論壇國際研討會 (The 30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ac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ISTS 2015) 於 2015 年 07 月 04 日至 2015 年 07 月 10 日在

日本神戶市國際會議中心舉行。ISTS 會議為每兩年舉辦一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由

日本宇宙航空開發機構(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 JAXA)以及日本航空太空

科學協會(The Japan Society for Aeronautical and Space Sciences, JSASS)組織所主辦。該會

議是亞洲相當重要且盛大的航太技術與科學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範圍相當廣泛及豐

富，包含航太工程、太空科學、材料科學、電力與先進推進系統、系統工程與知識科技、

衛星通信與導航等 19 個科技議題。 

會議議程包含大會專題演講(Organized session)、論文報告(Technical session oral)、

研究生成果報告(Finalist student session)與海報發表(Technical session poster)四個部分，

參加的學者包含歐、亞、美等世界各國。議程中亦邀請了許多傑出的國際學者與會演講。

本人此次發表的研究論文在眾多接受的論文中，有幸榮獲大會選為口頭報告，於系統工

程與知識科技議題的口頭報告議程中發表，也藉此機會與國際學者交換研究心得。 

同時，大會在 7 月 4 日至 7 月 8 日於神戶國際展示場舉辦以「國際宇宙展示會」為

主題的大型展覽會，將近年來日本在太空領域發展的歷程與重要成就完整地呈現，且大

會亦邀請 IHI、NEC、三菱重工業、三菱電機等相關業界廠商參展，各式各樣先進的太

空衛星及材料設備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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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程與心得： 

計畫主持人參與會議經過，如下所述： 

主持人於 2015 年 7 月 3 日搭乘班機前往日本關西機場，抵達目的地後即作整備。

隔日前往位於神戶市「港灣人工島」上的神戶國際會議中心參加本次 ISTS 2015 國際研

討會進行報到和註冊，並領取大會資料和議程相關資料。 

主持人於會議期間發表一篇口頭論文報告，題目為“Discovering Knowledge of 

Voyage Pattern from AIS Trajectories＂， 於系統工程與知識科技議題的口頭報告議程中

發表。 主要內容是針對海上 AIS 船舶軌跡資料進行航行模式知識探勘，找出隱藏在資

料裡的船舶移動行為，藉以找出海上交通航路。不同於傳統的方式藉由雷達追蹤偵測海

上船舶的移動位置，我們可以藉由船舶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經由船舶、岸置站台、或是衛星而收集到大量海上船舶的移動軌跡。因為 AIS 軌

跡資料記錄了船舶的真實移動，所以我們可以從如此大量的船舶軌跡資料中探勘出具有

價值的知識應用在海上交通管理。在本研究論文中，提出一個基於 AIS 軌跡資料進行船

舶移動行為知識探勘的方法，稱之為航行模式探勘。在所提出的方法中，不但可以找出

用以代表船舶的頻繁移動行為的航行模式(Voyage pattern)，更進一步找出每一個軌跡模

式空間特徵，藉以定義與偵測出隱藏在 AIS 軌跡資料裡的海上交通航路，萃取出相對應

的海上航道，其研究成果對於船舶移動行為知識的了解與海上交通整體概念的建立能夠

有所貢獻。報告後許多國際學者提出問題與發表建言相互交流，討論熱烈。所提出的寶

貴意見對於後續相關議題的研究都有所啟發與受益。 

此次大會的主要學術議程有大會專題演講、論文報告、研究生成果報告與海報發表

等四個部分，大會期間每天有來自不同領域傑出學者的精采演講與論文發表，不但提供

了各國寶貴之研究成果，亦增進國際視野，獲得相當豐富的研究發展新資訊。與會人士

亦積極參與，相互交流交換研究心得，對於個人研究上的發展能夠激發新的想法與思

維，同時增加研究的深度與廣度。會中 Keio University 的 Shusaku Yamaura 教授提出一

個知識管理的概念讓我印象深刻，由於衛星系統是一個龐大的系統，需要許多次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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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然而由於研發的過程當中，各個次系統研發部門可能需要相互參考研究成果與知

識，所以他們提出一個知識管理的概念，將研發所獲得的成果知識以統一的格式儲存以

便各不同部門間能夠查詢與參考，這樣的想法能夠將知識儲存起來以利使用與分享，協

助衛星系統的研發。這對於著重於知識探勘的我們是一個衝擊與反思，我們往往發展技

術去挖掘知識，卻忽略如何將知識儲存起來，以便他人使用與傳承。 

此外，我也利用會議中場休息時間，參觀了本次會議於神戶國際展示場舉辦以「國

際宇宙展示會」為主題的大型展覽會，會中展示了日本航太工業的近期發展與研究成

果。其中令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小約為 50 公分大小的微型衛星(nanosatellite)的發展，其應

用想法是大型衛星或衛星載台可以攜帶多數的微型衛星，於執行觀測或通信任務期間利

用散布的微型衛星擴大任務範圍，讓任務執行的更快更好。這就好像感測器網路的概

念，應用在衛星相關科技上，利用散布大量的微型感測器，感測大區域的環境資料，不

但可以減少成本，亦能提升環境感測的範圍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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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論文發表: 

(一) 論文英文摘要： 

Discovering Knowledge of Voyage Pattern from AIS Trajectories 

 
Po-Ruey Lei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ROC Naval Academy, Kaohsiung, Taiwan 

cnabarry@gmail.com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etection by radar sensors, the trajectory data of vessels’ 

movement can be obtained by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with other nearby 

vessels, AIS base stations, and satellites. Such large vessels’ trajectory data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valuable knowledge for maritime surveillance.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maritime traffic analysis and propose a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of vessels’ 

movement behavior from massive AIS trajectories, called Voyage Pattern Discovery. 

Furthermore, the corresponding maritime route can be characterized for each patter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real AIS trajectory data show that our proposed framework is able to 

explore the vessels’ movement behavior from AIS trajectories effectively and mak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maritime traffic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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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論文中文摘要： 

 

基於 AIS 軌跡資料進行航行模式知識探勘 

 
雷伯瑞 

電機工程學系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 

                          cnabarry@gmail.com 

 
不同於傳統的方式藉由雷達追蹤偵測海上船舶的移動位置，船舶自動識別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經由船舶、岸置站台、或是衛星而大量獲得海上船

舶的移動軌跡。因為 AIS 軌跡資料記錄了船舶的真實移動，所以我們可以從如此大量的

船舶軌跡資料中探勘出具有價值的知識應用在海上目標監控。在本研究論文中，我們著

重於海上交通分析，並提出一個基於 AIS 軌跡資料進行船舶移動行為知識探勘的方法，

稱之為航行模式探勘。在我們提出的方法中，可以更進一步找出每一個軌跡模式空間特

徵，藉以定義與偵測出隱藏在 AIS 軌跡資料裡的海上交通航路，萃取出相對應的海上航

道。我們針對收集的真實 AIS 船舶軌跡資料進行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之航行模式

探勘架構，能夠從 AIS 船舶軌跡資料裡找出海上船舶的移動行為，有效定義海上交通航

道，對於海上交通知識的建立能夠有所貢獻協助建立海上交通之整體概念，同時提升海

上交通管理與安全維護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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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事項： 

此次在整個與會過程中，個人最大的一個感受是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性。本人

於會議中發表學術研究成果，與國際學者專家進行討論與研究心得交換，吸收研究經驗與

建議；並藉此與會時機聆聽國際專家學者發表論文，掌握新的研究現況與方向，提升國際

視野，避免閉門造車。不但可以擴展個人學術研究的廣度與深度，更能夠豐富教學的內容，

受益良多。 

(一) 此次於會中發表個人的研究成果，在論文報告的過程中，經由與會專家學者的發問

與建議，對於研究內容能夠更完善，亦有助於未來的研究發展方向。例如有學者建

議本人目前船舶軌跡資料的研究僅針對位置資料本身進行知識探勘，而 AIS 系統所

傳回的資料還有許多的其他資訊，例如出發地、預計抵達地點、航行狀態等等，若

能融入目前的知識探勘，相信會有更多的發現。另外，亦有學者建議若收集衛星的

AIS 資料，其範圍與資料量會更龐大，目前所提的演算法是否適用，也是值得討論

的方向。所以，如果能夠多多參與國際研討會，研究常常在學術交流的過程中受到

啟發與提升，建議能夠增加研究經費補助的機會，鼓勵年輕學者與學生赴國外參加

國際學術研討會，增加研究廣度與深度。 

(二) 藉由參與國際學術會議，聽取各國與會國際學者教授發表與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針對各研討主題發表相關研究進行熱烈討論與經驗交流，不但能夠了解與吸收國際

上之研究發展現況，亦有助於掌握未來研究方向，以達到增廣國際視野，進而增加

國際交流之目的。另外，所獲得的資訊與經驗亦可利用課堂教學時機與學生分享，

增加國外新知與見聞。所以，鼓勵本校教師能夠爭取研究經費參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不但可以提升本校與台灣在國際上的知名度，亦可藉由國際學術交流吸收新知，並

將其應用於教學內容。 

(三) 此會議最難能可貴的是，著重產業與學術研究的結合，因此除了學術論文發表之外，

大會更安排產業界人士與會演講，以及設立成果展覽。不但在學術上有所收穫，亦

吸收到不少相關研究以及產業需求的新知。近年來台灣亦舉辦許多國際學術研討

會，建議可以多多邀請產業人士與會演講與展覽，增加學術與產業交流與互動機會，

讓學術界能夠深入了解產業的需求以發展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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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活動照片 

 

 

  
本人於 ISTS 2015 研討會會場辦理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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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研討會發表議程會場 

 

 

 

 
本人於研討會發表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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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大會議程截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