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類別：會議及訪問考察） 
 
 
 
 
 
 
 
 
 
 
 
 
 
 
 
 
 
 
 
 
 
 

參加 2015 東京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

會，並至「日本東京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

討監測技術研究之合作事宜 
 
 
 
 
 
 
 
 
 
 
 
 
 
 
 
 
 
 
 
 
 
 
 
 
 
 
 

服務機關：國立嘉義大學  

姓名職稱：李嶸泰助理教授  

派赴國家：日本東京 

出國期間：104 年 11 月 29 日至12 月 6 日 

報告日期：105 年 1 月 5 日 



摘要 
 

本次赴日主要為參加 2015 東京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會，發表 

接受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會議中，向他國與會學者專家說明 

本 團 隊 之 研 究 主 要 係 由 臺灣 相 思 樹 (Acacia confuse) 分離出之 根瘤菌 

Bradyrhizobium，經試驗發現有接種根瘤菌之苗木除了其地上部之生長量有 

明顯較未接種苗木佳外，其地下根系之生長亦較佳於未接種組。未來可實 

際於崩塌地進行造林時應用，可增進保土固土之能力。 

 

另近年臺灣對於防災避災的新技術與新方法之研究愈來愈受重視，所 

以順道參訪東京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對於邊坡滑動監測技術與方法進行交 

流與學習，期對於未來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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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出國主要目的為參加 2015 東京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會，發表 

接受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另一則是參訪東京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對於

邊坡滑動監測技術與方法進行交流與學習，期對於未來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有所助益

。茲分為目標、主題、緣起及預期效益等四項說明如下： 

 
 
 
 
(一)目標： 

 

 

1. 完成科技部補助計畫之研究成果發表，希望藉由國際性會議的參與提升本

研究之國際能見度並與同領域研究人之交流。 

 

2. 研習交流邊坡監測技術，期可應用於臺灣森林坡地，並期可向政府單位申

請防災研究計畫。 

 
 
(二)主題： 

 

 

1. 2015東京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題目為「A 

Bradyrhizobium Starin AC1 Isolated from Acacia confusa」。 
 

 

2. 訪問日本東京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考察「邊坡監測」之新方法與科研成果，並

討論未來合作交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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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起： 
 

 

 因申請科技部計畫時核準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旅費，且研究成果之 

時程與領域正好與「2015 東京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國際研討會」可互

相配合，故就決定至日本參加此次會議，並發表論文。 

 

 (四)預期效益： 
 

 

1. 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研討會中，可藉由國際性會議的參與提升本研究之

國際能見度，同時增進計畫研究人員與同領域之國際研究人才之學術交流

，強化本職學能。 

 

2. 研習與交流邊坡監測新技術與研究方法，期可借鏡並推廣到臺灣山坡地高

崩塌潛勢地區使用，以發揮經濟且有效之防災功能。同時，亦可做為申請

國內相關機關之防災研究計畫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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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人目前正於阿里山森林鐵路沿線第一分道進行現地監測研究工作。主要係

因近年來，該區域曾發生鐵軌不均勻沉陷及擋土牆開裂情形，為了解該

邊坡滑動程度，以避免發生大規模崩塌滑動，而危及森林鐵路安全，故

進行相關計畫。但因若僅採用傳統常用之測傾管進行監測，則可能因埋

置深度未穿越滑動面固定於不動點(岩盤)，導致監測儀器與坡體同時發生

滑動，而發生量測不到相對位移變化量或是量測數據有飄移之情形。因

此，該研究計畫之監測工作除傳統測傾管量測外，同時採用精巧型監測

儀器(含坡面傾斜感應計、土壤含水量水份計、現場資料記錄器及資料處

理軟體等)，沿結構物開裂處或地表有明顯張力裂縫處設置，並進行 24hr 

的自動數據蒐集記錄。再透過定期與不定期量測該邊坡上既有之測傾管，

分析比對測傾管變位資料及精巧型監測儀器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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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討會論文發表： 

 
 
 
 
 
 
 
 
 
 
 
 
 
 
 
 
 
 
 
 
 
 
 
 
 
 
 
 
 
 
 
 
 
 
 
 
 
 
 
 
 
 
 
 
 
 
 
 
 
 
 
 
 
 
 
 
 
 
 
 
 
以海報型式進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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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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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者專家參訪並討論研究成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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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學者合影 



- 8 - 

 

 
 

日本海岸林之本土樹種對鹽容忍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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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京大學土木工程學系參訪： 
 
 

此次使用到的精巧型監測系統是由日本東京大學內村淮教授所研發，故此

行另外安排與內村教授會面，討論有關警戒值與管理值之訂定標準與分析

方法，參觀其試驗室及討論試驗內容，最後提到未來寒暑假可派學生至東大進

行短期研究及交流。 

 
 
 

 

與東大土木系內村教授及王博士討論監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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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大土木系內村教授及王博士討論管理值之訂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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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試驗之試體箱外觀 

 

 
 

人工降雨模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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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計 

 
 
 
 
 
 
 
 
 
 
 
 
 
 
 
 
 
 
 
 
 
 
 
 
 
 
 
 
 
 
 
 

土壤水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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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試驗填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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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心得 
 

此行除了在國際研討會上有論文發表之外，也在幾天的會議中獲得許多國際新知， 

讓個人在未來的研究領域上可以持續的進步與成長。 

 

在東京大學的幾天討論中，也是對於監測新技術在日本的應用與研究有了更進一 

步的認識，在未來研究計畫申請與研究上，也增加了許多寶貴的經驗可供參考；另外， 

也談到了未來可以互派學生於寒暑假前往交流，如果 105 學年度的暑假可以有學校經 

費的支持下，可以讓研究生赴日本東京大學交流二個月的話，我想對學生來說是一非 

常難得的機會。 

 

（二）建議事項 
 
 

爾後，本系應積極爭取科技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水土保持局補助進行 

區域性 (如嘉義、雲林) 森林水土保持及崩塌地監測及治理計畫，並與海外的大學進 

行學術交流，以增進水土保育之技術並與世界尖端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