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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沉積學會舉辦之沉積學會議為全球於沉積學領域規模最

大之研討會議，每年舉辦一次，地點不定，由歐洲、美洲到亞洲皆曾

舉辦。會議之研討主題囊括沉積學各層面，並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沉積

學家聚集研討，面向及規模皆超過國內地質界相關會議。此外於會議

前後，主辦單位安排了數種短期課程及野外考察，提供研究人員實地

調查探討，對沉積學領域的學術交流及增加新知皆頗有助益。	

本次會議於波蘭的克拉克夫市舉辦，6月22日至6月25日，為期

四天的會議，有來自48個不同國家的700多個沉積學家與會，場面盛

大。本人代表地質調查所發表「晚更新世至全新世連海的內陸塌陷盆

地之層序地層：臺灣臺北盆地」一文，也引起許多與會學者注意，討

論及互動熱烈，充分達到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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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目 的 	

	 國際沉積學會舉辦之沉積學會議為全球沉積學最大規模之會議，往往吸

引世界各地的眾多沉積學家聚集研討。由於研討領域囊括範圍充分包括沉積學相

關議題，又不致分散至其他地質領域，恰到好處的範圍使與會者能充分聚焦，又

能有跨領域的交流分享，是非常合適於深入研討的會議規模。	

本所目前針對臺灣各地平原地區、盆地等近代沉積物研究已有良好成果。其

中在臺北盆地的研究中，本所首度以層序地層的觀點解釋臺北盆地的沉積史及主

控因子。臺北盆地是造山後期的垮塌盆地，沉積學界對此類盆地的層序地層模式

尚未有定論，本研究提供了模型建立的重要參考。	

本次會議即期能與世界各地沉積學先進交流討論，將可精進本所已建立之臺

北盆地層序地層架構，進而將成果推展致國際。由於公務出國經費不足，本次出

國並未使用公務預算。	

	

二 、  過 程 	

1. 行程  

本次出國自 6 月 18 夜間至 7 月 5 日返國。公假期間為會議期間之 6

月 22‐26 日，隨後之 6 月 29~7 月 3 日參訪行程係採用個人年度休假。本

次行程無公務預算支應。詳細行程如行程表：	

	

出國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6/18(四)	 夜間由臺北出發。	



	

‐3‐	

6/19(五)	

端午節	
2 次轉機後抵達波蘭首都華沙。	

6/20(六)	 準備會議報告及研讀會議資料、相關論文。	

6/21(日)	
由華沙搭乘長途火車前往會議地點克拉克夫。	

準備會議報告及研讀會議資料、相關論文。	

6/22(一)	 國際沉積學會議	

6/23(二)	 國際沉積學會議	

6/24(三)	 國際沉積學會議	

6/25(四)	
國際沉積學會議	

海報發表	

6/26(五)	 野外考察	

6/27(六)	 野外考察	

6/28(日)	 彙整野外資料及筆記	

6/29(一)	
雅捷隆大學參訪	

彙整野外資料、筆記及野外心得討論	

6/30(二)	 雅捷隆大學參訪	

7/1(三)	 雅捷隆大學參訪	

7/2(四)	 雅捷隆大學參訪	

7/3(五)	 搭乘長途火車至華沙待機。	

7/4(六)	 由華沙搭機返臺。	

7/5(日)	 轉機後晚間抵達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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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參加會議經過  

於 6 月 22‐25 日在波蘭克拉科舉辦的國際沉積學會第 31 屆沉積學會

議，共計有來自 48 個不同國家的 700 多個沉積學家與會。會議內容豐富

多元，每天皆由兩個主題的專題演講展開序幕，接著 7 個研討室同時舉行

口頭報告，分屬於 16 個主題和 25 個特別議題；而每天上下午的兩個休

息時段則同時為海報研討時間，午餐時段則另有特別的小型會議，相當緊

湊而豐富。	

	

	

會議開幕式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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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展覽攤位	

	
會場門口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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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和特別議題包括：	

會議主題(T)	

T01 物理沉積作用	

T03 化學沉積作用與成岩作用	

T04 沉積的地球化學紀錄	

T05 經濟沉積學	

T07 沖積、和湖相沉積體系	

T08 風成沉積體系	

T09 冰河沉積體系	

T10 火山沉積體系	

T11 淺海沉積體系	

T12 深海沉積體系	

T13 碳酸鹽階地及珊瑚礁	

T14 沉積紀錄的循環和規律	

T15 層序地層：海水面與構造對沉積的控制	

T17 氣候變遷的沉積紀錄	

T19 沉積學中的遙測、影像和數值模擬	

T21 沉積學的未來研究	

	

特殊議題 SpecialSessions(SS)	

SS01 碳酸鹽階地:全球變遷的檔案庫	

SS02 沉積學和地質生物學再碳酸鹽類的建造	

SS03 泄碳酸鹽和泥丘的近期發展	

SS04 碳酸鹽包裹顆粒	

SS05 鈣藻在碳酸鹽階地環境的相指標	

SS07 三疊紀到侏羅紀的潮緣沉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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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08 西北特堤斯域的三疊紀到侏羅紀的沉積體系：盆地觀點	

SS09 穿時路相沉積環境的生物與分生物作用	

SS10 非海相碳酸鹽：多重學科方法	

SS11 主要沉積特徵的成岩訊號	

SS13 顯生宙巨型海洋蒸發盆地：從 Zechstein 到地中海	

SS14 河海過度的河口灣中的作用及沉積序列	

SS15 三角洲沉積學和地層學進展的古今設定	

SS16 盆底扇的作用、架構和幾合的新見解	

SS17 深海系統跨尺度的沉積作用和地層的連結：野外、實驗與計算方法	

SS18 沉積紀錄中的種礦物	

SS19 古環境的生痕化石研究	

SS20 沉積紀錄於海岸環境自然災害管理的應用	

SS21 極地海岸和淺海環境反映氣候變遷的沉積紀錄	

SS22 變動的溫室世界：白堊紀的氣候、海平面、生物、生化循環之解釋	

SS23 古人類演化，構造盆地和氣候	

SS26 烴源岩質量和生烴盆地發育過程的控制因素‐歐洲案例	

SS27 由沉積物來的地熱能源	

SS29 沉積學與地球物理學的十字路口	

SS30 磁化率和γ射線光譜‐在沉積地質學的應用	

	

除了以上的議題由各國學者發表外，會議的專題演講請到的都是沉積

學界大師級的學者，每天的兩個主題分別針對沉積學的兩大領域：碎屑沉

積和碳酸鹽類，故可符合絕大多數與會人員的研究興趣。專題演講內容以

回顧各主題過去的研究為主，雖然較少新的發現，卻都是很有系統、集大

成的整理，每一場都像是上了一堂精彩的課程。有些會議的專題演講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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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問答，不過本次會議的專題演講都有留 10‐15 分鐘的時間進行討論，因

而有了與這些教授當面討論的機會。	

	

	

會議手冊封面	

	

本次會議我國僅我 1 人代表出席，因此，我很積極跟其他國家的學者

交流，以達到參加會議的目的，推廣本所研究成效並充分與國際學者交流。

因我在聽到主題切合我研究內容的報告或看到相關的海報時，便主動提問，

也邀請學者們給我的海報建議。美中不足是我的海報場次被安排在會議最

後一天，有些與會者提早離開，來到海報場次的人數較少，但仍有與一些

學者進行討論，其中不乏因為我主動邀請而來的。不過由於會議整體時間

較緊湊，討論時間有限，不過我仍收到不少「這研究很有趣」的回饋，和

希望我能提供海報檔案以供參考，也給了本所很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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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次會議中，以海報型式發表『晚更新世至全新世連海的內陸塌

陷盆地之層序地層：臺灣臺北盆地』研究成果，屬於大會「T15:層序地層：

海水面與構造對沉積的控制」這個主題。除了在該主題的會場中研討提問

外，我也主動邀請層序地層專題演講的美國 Steel 教授來看我的海報，他

給了我一些非常具體的建議，指出目前研究的盲點，對沉積模式修正有很

大的幫助，是本次會議中最大的收穫。同時他也肯定目前的研究很有價值，

值得繼續發展。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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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R	Steel 教授於本人的海報前合影	

	

3. 野外考察  

地質學上很重視野外考察，畢竟知識不能侷限於書本，地質理論要在

野外驗證，資料也大多要由野外實際調查取得。於會議前後，大會也安排

有 16 種不同的實地考察、6 種短期課程和一些交流活動，足見主辦單位

為充分交流研討之用心。	

會議安排的野外考察種類甚多，包括海岸沉積構造、碳酸鹽類、河流

沉積等等，考察時間 1~3 天不等，費用也不一。位於波蘭南部的喀爾巴

阡山 flysh 和阿爾卑斯山同富盛名，雖然本次出國無公務出國經費支持，

有鑑於喀爾巴阡山的壯闊地質露頭，我仍選擇了參加喀爾巴阡山 flysh 的

野外考察，期待未來能應用於臺灣類似環境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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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區域地質圖及勘察點位置	

	

 野外主題：波蘭喀爾巴阡山 flysch 一些流體沉積的爭議	

 領隊:	Stanisław	Leszczyński	(波蘭雅捷隆大學),	Piotr	Dziadzio	(波蘭),	

		 	 	 Wojciech	Nemec	(挪威卑爾根大學)	

 時間：6/25~6/27，2 又 1/3 天。	

 觀察及討論重點：	

 典型的流動濁流沉積物如何與近期的濁流模型比較?	

 是否某些厚泥沉積快，而深海的薄層沉積較慢?	

 Golice 附近的漸新世下部地層係屬穩定深水濁流或是淺海沉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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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喀爾巴阡山共有完整兩天兩夜的行程，由來自挪威及波蘭的 3

位資深教授領隊，主要考察地點在波蘭最南邊的喀爾巴阡山山脈，靠近

Golice 這個城市。為求時效，野外考察會議結束立即出發，之後兩天的行

程其中一天在山上、一天在溪裡，爬山、溯溪樣樣來，體力消耗甚大，但

能見識到世界級的露頭也很值得。flysh 是造山帶前陸盆地特有的深海堆

積物，反映造山同時期的沉積作用，常為濁流所搬運堆積，是構造活動解

釋的重要依據。在這兩天之內看了 flysh 這種沉積物的各種不同的樣貌，

加上教授們精闢的解說，使我對 flysh 這類沉積物有更多的認識。臺灣亦

屬造山帶，在海岸山脈也有類似的濁流沉積環境，值得未來做進一步比較

探究。	

	

	

Golice 的露頭相當完整，大家討論十分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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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isław	Leszczyński	 教授於野外實地講解	

	

	

野外成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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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雅捷隆大學參訪  

位於克拉科的雅捷隆大學是所歷史非常悠久的學校，創建於 1364

年，也是波蘭的第一所大學。各學院分散座落於市區，也使克拉科夫成

為一個大學城。本次會議由國際沉積學會主辦，由波蘭的雅捷隆大學的

地質科學系執行，波蘭地質學會的主席目前也是該系教授。因此會後也

前往參訪、繼續與野外帶隊教授交流討論。	

雅捷隆大學地質科學系擁有自己的博物館，其中收藏約有 200 多

類、近 15,000 個標本，多以化石為主。裡面的展品來自捐贈、購買、

由系所的工作人員搜集等。在此歷史悠久的學校中，地質科學系也有數

百年歷史，博物館中最早的收藏品採集於 1782 年。目前常設的展覽包

括地質動態、歷史地質學、礦物學等領域，十分豐富。	

	

三 、  心 得 及 建 議 	

1. 國際交流的一扇窗  

各領域都有國際研討會不斷在世界各地舉行，有些俗稱為「大拜拜」

的會議，人數眾多、議題廣泛，雖然可以增加視野，卻不容易聚焦。優

點是廣度足夠，能否深入研討則視該次會議同領域的學者參與狀況而

定。	

本次我參加的國際沉積學會議，因為主題明確，與會者都是沉積學

家，即使研究興趣稍有差別，在背景知識和溝通詞彙上是非常接近的，

因此很容易交流和引起共鳴。每個子題我都有興趣想要了解，也因此，

參加這個會議最遺憾的是同時段的研討太多，無法分身去聽每個我想聽

的報告。我也已向主辦單位國際沉積學會建議，希望日後研討會可增加

天數，減少同時間研討的場次，以便能參與更多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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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的目的就是在跨國交流。照片中三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沉

積學家因學術交流而連結，充分展現了國際交流的意義。	

	

2. 真正接軌國際  

就我所知，國內不論是公務員或研究生，出國參與研討會，多以海

報型式發表，好處是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在海報前詳細討論，相對口頭報

告一般都在 15 分鐘以內，報告討論的時間也都在 5 分鐘以內，確實是

無法充分交換意見。然而這次看到一些研究生的口頭報告，有些甚至只

是碩士生，雖然內容深度有限，卻也不失是個讓更多人看見成果的方式，

避免自己的研究在上百篇海報中被淹沒。當下雖然討論時間有限，會後

仍是可以持續討論。	

為能增加研討的深度及交流，建議大部鼓勵同仁參與更專門的研討

會並以口頭發表。例如對參加 1 千人以內的研討會者，或在研討會中以

口頭報告型式參與者，增加補助名額或補助額度，可使大部支持出席國

際會議的美意有更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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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研討會只是國際交流的開始。起了頭之後，後續能否真正

達到筆此持續交流、相互學習，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於公務視野和研

究發展、我國競爭力等之提升，出國交流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建議持

續支持鼓勵同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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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附 錄 	

1. 本次研討會發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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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研討會發表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