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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 先進功能性材料國際會議（AFM 2016）是由韓國濟州大學和 AFM 學會共同主辦，

於 2016 年 8 月 8 - 11 在濟州島國際會議中心（ICC）舉行，為先進材料及綠色工程領域重要

的國際會議之一。會議共舉行四天，每天行程滿檔（09:00 至 17:00），計有大會專題演講（共

2 位），各相關主題(多功能複合材料、先進薄膜材料、聚合物及陶瓷材料、能源儲存及轉化裝

置、綠色及化學工程、生物感測器及生物材料、先進催化材料、低維奈米材料等)之邀請講座

（共 8 位），另提供口頭和壁報論文之發表。吸引了超過 800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包括德

國、美國、加拿大、丹麥、法國、澳大利亞、印尼、印度、沙烏地阿拉伯、捷克、美國、英

國、義大利、比利時、羅馬尼亞、奈及利亞、伊朗、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泰

國、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等，此研討會投稿論文分口頭報告（共 310 篇）及壁報展示（共

230 篇），共計 540 餘篇。在會議中聆聽各國學者之學術演講，並於茶敘交流時間彼此交換意

見並討論相關問題。本次會議提供一個相當好的知識交流平台，各國學者齊聚一堂研討各種

先進材料領域最新之進展和技術信息，並傳達新的研究領域和國際未來發展方向及其優先次

序。此外藉由參與大會各國專家學者之交換研究心得及吸取他人寶貴之研究經驗，將可做為

本實驗室日後研究之參考。 

筆者感謝科技部之補助成行，計發表一篇口頭報告論文：“Abatement of Phenolic 

Compounds by Microwave-Enhanced Catalytic Degradation Method over High Valenced Nickel 

Oxide”，達到與各國學者切磋交流的機會，真是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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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目的 

2016 先進功能性材料國際會議（AFM 2016）是由韓國濟州大學和 AFM 學會共同主辦，

於 2016 年 8 月 8 - 11 在濟州島國際會議中心（ICC）舉行，為一跨學科國際會議。本次會議

提供一個相當好的知識交流平台，各國學者齊聚一堂研討各種先進材料領域最新之進展和技

術信息，並傳達新的研究領域和國際未來發展方向及其優先次序。其會議宗旨在於藉由學術

的發展與腦力激盪，借鑒實證研究和概念的見解，達到共享交流。依專長領域進行一系列學

術研究成果發表及新知討論，以便交流最新進展和技術信息，歷年來所主辦之相關學術研討

會及專題討論會，皆對該學術領域有深遠的影響及貢獻。因此，藉由此學術交流進而瞭解國

際未來研究發展方向及趨勢，並與各國專家學者交換研究心得及吸取他人寶貴研究經驗，將

可做為日後研究之參考。 

 

貳、 會議過程 

本會議屬於一大型國際研討會，於2016年8月8 - 11日在濟州島國際會議中心舉行，參加

人員超過800員，分別來自世界各國之學術單位、民間機構、專家學者及研究人員參與為期四

天之學術論文發表討論會。大會所討論之範圍很廣，包含多功能複合材料、先進薄膜材料、

聚合物及陶瓷材料、能源儲存及轉化裝置、綠色及化學工程、生物感測器及生物材料、先進

催化材料、低維奈米材料等，與會者多為各國在該領域學有專精之工程師、技術員、教授、

研究生與學者，本次台灣參與之人員多達三、四十餘位教授及研究生（包含東華、台大、文

化、台北技術大學、明志、元智、中央、清大、中原、中正、中山、逢甲、彰師大、暨南、

成大、台灣海洋大學及國防大學等）。於研討會期間與各學者相互密切交流之下獲益良多。

濟州島為一觀光勝地，正逢暑假期間，出團的旅客非常多，直飛班機有限且未每天都有班機，

因此在訂機票非常不順，僅訂到8月9日早上之班機。原本安排之口頭報告為8月8日，經與大

會秘書處協調後，調整至9日下午，始能順利發表論文。除第一天的議程無法參加，後面三天

與會期間過程十分順利，由於每天議程都有不同主題分別在不同的場地同時進行，因而無法

全面顧及，謹將本人出席參與的部分簡要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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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大會第二天） 

濟州島交通（僅巴士公車及計程車）較不方便，當天飛抵濟州機場再轉搭巴士，於中午抵達

國際會議中心報到，簡單用過餐正好趕上大會安排的專題演講：「Surface Engineered 

High-performance Catalysis」是由Xinhe Bao教授主講，貴金屬在異相催化上具有高活性及化學

穩定性，唯受限於昂貴而無法大量使用，如何控制並提升使用效率，以改進其催化活性及使

用壽命在工業應用上是一挑戰。奈米觸媒之組成、原子配位結構及最表層之張力是決定催化

反應性能之關鍵，Bao教授即利用表面修飾工程將觸媒材料的表面結構稍作修改，即可提升允

許表面吸附之位置，或是藉修飾而得到均勻且含量多的特定缺陷，二者均可大大改進催化活

性及穩定性。Bao教授藉由先進儀器之鑑定，能掌控貴金屬觸媒之表面組成及其結構，並對催

化效能及其應用做一詳盡的報導，獲得熱烈迴響。奈米觸媒材料是眾多種類的奈米材料之一，

可以用來吸附或分離分子，且因具有高表面積而能應用在生醫、能源、分離程序、材料等領

域，已廣泛應用在生活中，在未來的應用中它會繼續大放異彩。在分項演講中印象最深刻的

是 Pinit Kidkhunthod 學者的論文「 Structure Investigation of La1-xSrx(Na, K, Ba)MnO3 

Nanoparticles by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Technique」發表，藉由貴重儀器對系列

材料之結構做一詳盡探討，評估其應用於敏化太陽能電池之效能，獲得在座學者熱烈的迴響

並提出不同觀點，Pinit Kidkhunthod學者均有條理的解說，是一位傑出的青年研究學者。我們

設計類似的La1-x-yCexCayNiO3觸媒，應用於乙醇蒸氣重組產氫上，對於抗積碳能力有突出表

現，觸媒可持續維持一週的活性。趁中場休息時間請教Pinit Kidkhunthod學者，建議我們可以

改變金屬先驅物、調控組成及溶劑，回國後將依建議嚐試。接著是實驗室呈現成果的重頭戲，

由我口頭報告論文「Abatement of Phenolic Compounds by Microwave-Enhanced Catalytic 

Degradation Method over High Valenced Nickel Oxide」，由於前一位學者未出席報告，我有足

夠的時間(每人15分鐘，主持人給我30分鐘)詳盡報告，吸引了許多學者提問及建議，綜整各

學者提供之建議如下：未明確提出催化活性點為何？因受限於分析工具，無法具體提出有力

的證據，擬重新設計新實驗，並藉助科技部貴儀（EPMA及AES）進一步證實；經微波輔助

製得之NiOx觸媒材料有顯著的能力，原因為何？初步定性及定量分析的證據已充足，唯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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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確貴重儀器之定量分析數據，擬藉助科技部貴儀（XPS/ESCA）進一步分析；三個NiOx

觸媒材料（PO、POM、PMO）對不同苯酚類化合物降解活性之差異性須詳加探討，這正是我

們面對的難題，實驗結果很漂亮，唯手邊資料確實無法解釋其差異性，希望能藉助科技部貴

儀（XPS/ESCA及HR-TEM）漸進求證。感謝各學者所提建言，回饋了我們許多思考空間，回

國後有好多實驗要重新設計並安排進行，因所需工具均為需預約的貴重儀器，半年內能將所

有數據蒐整、分析就不錯了，又羨慕起九州大學石原教授所掌握的資源一概不缺，可完全掌

握所有的分析工具。 

8月10日（大會第三天） 

大會第三天安排了一場相當精采的大會專題演講：「From Nobel Prize Winning LEDs to Next 

Generation Laser Lighting: Solid State Lighting at UC Santa Barbara」是由美國的Tal MargaLith

教授主講，Tal MargaLith教授從2014年諾貝爾物理獎--照亮世界的嶄新光芒談起，由三位日籍

科學家赤崎永（Isamu Akasaki）、天野浩（Hiroshi Amano）、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發明

節能、環保、有效率的藍色發光二極體（LEDs），催生明亮而節省能源的白色光源。使用LEDs

就能用全新的方式製造白光，而LED燈的問世，使世人現在有比舊的燈具更加節能的選擇。

白色LED燈發散出的亮白光線既持久又節能，為追求更加節能，讓每單位輸入電能所達到的

光通量愈來愈高，現今還在持續不斷地改良，如下世代的固態雷射照明。關於一顆LED燈的

最新記錄是每瓦300流明（lm/W），相較之下，一般白熾燈泡只有每瓦16流明，日光燈管頂多

每瓦70流明。全世界的用電量中有四分之一用於照明，LED燈的貢獻就是大大節省世界的能

源，因為每盞LED燈可以使用約10萬個小時，白熾燈為1千個小時，螢光燈則為1萬個小時，

因此使用LED燈能讓物料的耗損顯著的縮小。此外，LED燈的發明給全球15億的人類帶來光

明的願景，因為許多貧窮地區電力資源缺乏，但LED燈只需要一點點便宜的太陽能發電就可

以亮起來，造福世界的每一份子。在分項演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南京大學Qiang Wu教授的論

文「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Mesostructured Materials for Energy Storage and Conversion」發

表，由於超級電容材料之開發是目前很熱門的研究主題，在座的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論點

與質疑，Qiang Wu教授均能詳細的解釋，具有大師風範。本實驗室並未從事超級電容及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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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研究，唯有合成系列中孔碳材應用於儲氫材料之開發；海綿石墨烯之製備及應用於油

汙、染劑及有機溶劑之移除，效能上仍有改進的空間。趁中場休息請教Qiang Wu教授如何改

善系列碳材之性能，建議我們在製備觸媒時可以改變碳材先驅物並控制溫度、溶液pH值之調

整、模板劑成分、另亦可嘗試以微波/超音波系統輔助及冷凍乾燥法處理樣品，回國後將依其

建議修正碳材之製備。 

8月11日（大會第四天） 

濟州島國際會議中心佔地非常廣，有好幾個大、中、小型會議廳，共可容納將近4000人，這

次大會使用了一個大型會議廳及五個中、小型會議廳。整個會議中心還包含住宿、餐廳及購

物商城，且臨海面山是不錯的開會、度假勝地，唯會議期間天氣炎熱是令人美中不足之處。

第四天在分項演講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泰國Sukon Phanichphant教授的論文「Palladium-Loaded 

WO3 Nanoparticles by Precipitation/Impregnation Methods for Ethanol Gas Sensors」發表，介紹

新研發之氣體感測材料對於偵測乙醇蒸氣具有極高的選擇性，在350 C下，2000 - 15000 ppm

之C2H5OH可於3.8 s偵測到訊號。目前本實驗室係以乙醇為反應物，進行蒸氣重組產氫之研

究，並未從事氣體之感測，Sukon Phanichphant教授的研究成果可作為我們日後在檢測反應系

統是否有乙醇蒸氣逸出之疑慮，這在製程放大安全考量上是不可忽略的一環。趁中場休息時

間請教Sukon Phanichphant教授有關感測材料之製備及鑑定，建議我們可以參考他發表之相關

文章自製感測材料，針對乙醇蒸氣作感測。 

 

參、 會議心得 

本研討會為一跨學科國際會議，主題涵蓋多功能複合材料、先進薄膜材料、聚合物及陶

瓷材料、能源儲存及轉化裝置、綠色及化學工程、生物感測器及生物材料、先進催化材料、

低維奈米材料等的工程師、技術員、教授、研究生與學者，就專長領域進行一系列學術研究

成果發表及新知討論。會議是由韓國濟州大學和AFM學會共同主辦的學術會議，為一重要之

研討會。參加人員為世界各國之專家學者，此研討會投稿論文分口頭報告及壁報展示，共計

540餘篇。大會所討論之範圍很廣，包含能源、環境工程、綠色工程、環境催化、先進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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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等，且相關論述主題亦十分具參考價值。 

本人參與會議並有一篇口頭報告論文發表，透過各國學者不同領域的經驗，於問答間各

取所需，達到知識精進功效，並積極與各國學者交換演講意見達到學術交流目的。經過此次

研討會歷練，使本人對未來之研究更具信心，將持續於此領域探討研析，並且對於後續之研

究將會秉持精益求精的精神戮力完成。本次會議提供一個相當好的知識交流平台，藉由此學

術交流進而瞭解國際未來研究發展方向及趨勢，真是獲益匪淺。 

 

肆、 建議事項 

2016 先進功能性材料國際會議（AFM 2016）於 2016 年 8 月 8 - 11 在濟州島國際會議中

心（ICC）舉行，為一跨學科國際會議，因領域涵蓋範圍較廣，吸引與會者包含電機/電子、

物理、化學、環工、化工及工程學科、機電及能源學科各領域學有專精之工程師、技術員、

教授、研究生與學者，為一大型國際會議，探討範圍包含能源、環境工程、綠色工程、環境

催化、先進多功能材料等，值得相關研究人員與學者參與。這次研討會台灣參與之人員算多，

唯大陸參與之學者更多，顯示大陸政府非常鼓勵學者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積極爭辦大型之國

際研討會。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情況是大學辦學績效評估中非常重要的指標參考依據，各校應

積極鼓勵研究生及老師踴躍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以展現大家研究成果之決策應該持續推動。

本人參加這次會議，發現除主辦國，中國大陸、泰國、印度、日本等國家之出席人數均高出

我們許多，鄰近國家重視全方位科學研究與發展之務實態度值得借鏡。個人認為學校鼓勵作

法仍可加強，譬如提供更多的經費補助，以鼓勵並增加國內專家學者參與機會，藉以吸收國

際新知並分享研究成果，相信對國內各方面研究及學術工作的提昇，必定有所助益。願以此

次的與會心得與大家分享，本次研討會攜回會議論文冊乙本及乙片會議所有投稿摘要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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