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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電化學及固態科學研討會 (Pacific Rim Meeting On Electronchemical and Solid-State Science 

2016)為國際間重要會議，每四年於夏威夷舉行一次，如主辦單位宣稱，是世界上最大型極為

重要的研討會，會議摘要歷經審查機制才通知是否接受及邀請海報論文發表或口頭發表。 

    此會議參與學者遍及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範圍極廣，學術討論分為： 

A.電池及能源科技，B.碳化物奈米結構 C.氧化物及腐蝕特性 D.光電(Photovoltaics)E.電漿奈米科

技及技術，磁性材料製程及元件，固-液相介面與電沉積之影響，電沉積在能源技術上的應用 

F.工業級電化學應用與工程，電化學創新應用實測研討 

G.高純度半導體、半導體、介電材料，金屬在奈米電子上的應用，鍺及相關元件製程，化合

物半導體，晶圓接合科技及技術，薄膜電晶體 

H.較低次元光電元件，氫化鉀科技，微流體及奈米流體元件，奈米材料及元件 

I.燃料電池高分子電解質，固態離子元件，燃料合成反應，水與能源關連(自含鹽的溶液取出

動力)，發光即顯示材料基礎及應用 

J.固態照明材料 

K 生化工程與電化學應用，電化學在有機化學及生物工程近來的應用及面對的問題，物性，

分析，電化學催化，光電電化學 

L.融化鹽類及離子液體 

M.化學感測器，微機電微細製造，奈米材料及元件電化學分析……等，範圍極廣，內容豐碩。 

 

本議程計有 3 場 Plenary Session 報告，5 場 Invited Speakers 報告，上千篇的口頭報告，內容

極為豐碩。 

  本人發表“The effect of Thermal Hydrogenation Processing on the nano-size Grain refinement, 

mechanical property and corrosion of Ti-6Al-4V alloy”以調整儲氣吸收量的參數來評估及了解形

成奈米晶粒的可能機制，並探討其機械性能及耐蝕能力。與會學者，評價良好，會後收到會

議主席來謝函表示感謝貢獻該研討會之努力。經與國際間專家研討，對未來研究方向精進，

極有助益。近日也收到與此研討會需投稿之 ECS transaction 主編來函正面評價此論文，只要

稍作微小修正，即能獲刊登於該期刊，更感此行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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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赴美國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 

2.與國際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過程 

此次研討會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假美國夏威夷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計有大會演講論壇、

論文報告及論文海報展示及說明等項。此次研討範圍如下: 

A.電池及能源科技，B.碳化物奈米結構 C.氧化物及腐蝕特性 D.光電(Photovoltaics)E.電漿奈米科

技及技術，磁性材料製程及元件，固-液相介面與電沉積之影響，電沉積在能源技術上的應用 

F.工業級電化學應用與工程，電化學創新應用實測研討 

G.高純度半導體、半導體、介電材料，金屬在奈米電子上的應用，鍺及相關元件製程，化合

物半導體，晶圓接合科技及技術，薄膜電晶體 

H.較低次元光電元件，氫化鉀科技，微流體及奈米流體元件，奈米材料及元件 

I.燃料電池高分子電解質，固態離子元件，燃料合成反應，水與能源關連(自含鹽的溶液取出

動力)，發光即顯示材料基礎及應用 

J.固態照明材料 

K 生化工程與電化學應用，電化學在有機化學及生物工程近來的應用及面對的問題，物性，

分析，電化學催化，光電電化學 

L.融化鹽類及離子液體 

M.化學感測器，微機電微細製造，奈米材料及元件電化學分析……等 

10 月 1 日開始接受與會人員報到及論文海報展示備便。10 月 2 日 16:00 為大會開幕式，8:05

時起由大會邀請之 Dr.R.KDixton,美國能源部門主管就 DOE’s Effects to accelerate the 

Federally-Funded Technology to the marketplace 進行開場，開始一連串大會及分組議題報告，依

大會規劃之場地就各議題實施分組報告與意見交流，最後大會於 10 月 7 日 1700 時舉行圓滿

閉幕。 

本人獲得邀請之論文口頭報告，大會安排於 10 月 5 日 1200-1220 時，由 Section chair, 

Prof .Kazuhisa Azumi 主持，此講壇演講主題為“Oxid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s”,進行“The 

effect of Thermal Hydrogenation Processing on the nano-size Grain refinement, mechanical property and 

corrosion of Ti-6Al-4V alloy”論文口頭報告，（附件一）。嘗試以 Ti-6Al-4V 合金經由先前熱置氫

製程調整吸氣量為參數，長出之奈米晶粒的機制進行深入探討，以期未來更能掌握長在此奈

米晶粒上的氧化層；並探討其耐蝕性能，及不同吸氣參數下的機械性質。研究結果顯示奈米

晶粒形成機制被提出，與會學者及主持人也認同此一新結果，對腐蝕性能影響，機械性質也

符預期。報告結束獲與會學者及主持人積極提問並獲滿意答覆。其中所提問題概分為： 

(1)為何會想到利用此方法？ 

(2)差排環是如何產生? 

(3)ill-designed area 的觀察與 amorphous 有何不同 ? 

(4)即是奈米晶粒、硬度表現如何? 

本人逐一回答並解釋，或提問人表達同意，互動良好;會後回台灣後收到會議主席來謝函表示

感謝貢獻該研討會之努力。經與國際間專家研討，對未來研究方向精進，極有助益。近日也

收到與此研討會需投稿之 ECS transaction 主編來函正面評價此論文，只要稍作微小修正，即

能獲刊登於該期刊，更感此行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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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經過此次研討會，看到國際間研發大量投入能源領域，令人印象深刻。在大會會場，更看

到各項先進的研究及量測設備技術與展示，也深感國際間競爭與日俱增，我國必須投入相當

的研究經費及資源以使國家具競爭力。 

經過此次四年一次的國際研討會，深覺教學研究的責任重大，每出國乙次，更覺責任重大。 

看到國外學者及對岸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國內在研究主題上實應集中有效火力，分析最

有利我國的大方向，全力推行之。對材料科技之掌握，實應繼續戮力以赴，一定要大量投入

資源提升研究能力，掌握製程技術，以電腦技術模擬，精進製程，結合微觀結構分析以改進

其機械性質是為必走之方向，更可提升材料性能。目前由於 Ti 合金可投入航空，國防工業及

生醫等重要工業，且可結合節能省碳因應潮流及工業需求；亦感我國學人及產學可投入更多

能力、經費，使具有國際競爭力，國內相關產業及研究方向亦應朝材料科學減重強化發展。 

將來學生也與世界接軌，未來更當於學生報告中，半強迫及鼓勵其以英文報告，撰寫研究

成果提升英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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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人受邀發表論文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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