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參加 2017 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 
 

 

 

 

 

 

 

                      
服務機關：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姓名職稱：洪國騰 技士 

派赴國家：奧地利 

出國期間：2017/4/22~5/1 

報告日期：2017/5/3 

  



 
 

摘 要 

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簡稱

EGU)是歐洲地質科學界的年度例行盛事，會議主題廣納地質科學各學門主要議

題，是除了美國地球物理秋季聯合會(2014 AGU Fall Meeting)之外，全球地質研

究者最熱烈參與的學術發表聖殿之一。 

本次參加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EGU)之目的為發表本所近年來在台灣北部

火山活動研究與監測工作的重要成果與最新進展，希望藉由會議交流，觀察各國

一流研究者在相關領域上之研究方向、思維與創見，並積極向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討教，以充分理解其研究內容並建立關係。 

本次與會發表之論文以「Seismic and Geochemical Monitoring in the Volcanic 

Areas of Northern Taiwan(台灣北部火山地區之地震與地球化學監測)」為題，除了

總結本所歷年計畫觀測研究大屯火山所發現、可證實其火山潛在活動性之地球化

學與地震學重要徵兆，並簡介本所計畫主持人林正洪教授(本論文共同作者)以地

震訊號解析反推大屯火山岩漿庫位置與形貌之重大發現(此成果在去年底發表於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本論文亦針對 2015 年底大油坑噴氣坑溫泉異常變化事

件進行地形、水化學、礦物學與地震活動等各種證據之綜合判釋，嘗試探討上述

徵兆變化與未知火山蒸氣活動之潛在關聯，藉由此次發表機會與各國專家學者討

論本研究初步想法與發展方向以汲取經驗與意見。 

依據此次參與會議觀摩交流之心得與感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政府未來施

政參考:一、建議透過官方影響力積極強化各學門研究者之資料分享、經驗交流

與研究合作，以養成具跨領域特性之火山研究通才；二、積極鼓勵機關同仁在職

進修，強化自身專業學養或技能，研擬獎勵措施積極推動同仁在能力所及範圍內

自辦部分業務並在公餘從事自行研究，以提升組織人員素質；三、建議多邀請與

施政問題相關之國內外專家學者前來交流，並增加本所人員到學校進修及出國研

習交流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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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簡稱

EGU)是歐洲地質科學界的年度例行盛事，此會議近年皆在 4 月間於奧地利維也

納之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會議主題廣納地質科學各學門主要議題，是除了美國地

球物理秋季聯合會(2014 AGU Fall Meeting)之外，全球地質研究者最熱烈參與的

學術發表聖殿之一。 

本屆會議領域包含大氣科學、生物地質科學、氣候科學、冰圈科學

(Cryospheric Sciences)、地磁與岩石物理學、能源資源與環境、地球與太空科學

資訊、測地學、地質科學儀器與資料系統、地形學、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學-

火山學、水文科學、自然災害、地質科學中的非線性過程、海洋科學、行星與太

陽系統科學、地震學、地層學-沉積學-古氣候學、土壤系統科學、大地構造與構

造地質學、教育、公共事務相關議題等學門。 

據本屆大會統計，今年度有 14,496 位來自全球各領域、107 個不同國家之研

究者與會，其中來自台灣之參加者有 248 位，在 107 個參與國之中排位第 15 名。

本次參加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EGU)之目的為發表本所近年來在台灣北部火山

活動研究與監測工作的重要成果與最新進展，希望藉由會議交流，觀察各國一流

研究者在相關領域上之研究方向、思維與創見，積極向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討教，

以充分理解其研究內容並建立關係。 

近年本所將台灣北部火山觀測工作重心集中於火山活動最為活躍之七星山-

大油坑地區，除了強化火山活躍區之各式監測頻率或密度，增加不同監測技術之

手段，如地表變形觀測之應用等，本次與會發表之論文以「 Seismic and 

Geochemical Monitoring in the Volcanic Areas of Northern Taiwan(台灣北部火山地

區之地震與地球化學監測)」為題，除了總結本所歷年計畫觀測研究大屯火山所

發現、可證實其火山潛在活動性之地球化學與地震學重要徵兆，並簡介本所計畫

主持人林正洪教授(本論文共同作者)以地震訊號解析反推大屯火山岩漿庫位置



 
 

與形貌之重大發現(此成果在去年底發表於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此外本論文

亦針對 2015 年底大油坑噴氣坑溫泉異常變化事件進行地形、水化學、礦物學與

地震活動等各種證據之綜合判釋，嘗試探討上述徵兆變化與未知火山蒸氣活動之

潛在關聯，希望藉由此次發表與各國專家學者討論本研究初步想法與發展方向以

汲取其經驗與意見。 

  



 
 

二、 過程 

表 1 出國行程: 

行程說明 

預定起訖日期 天數 到達地點 工作內容簡述 

106/4/22-23 1.5 奧地利維也納 啟程:台北→奧地利維也納 

4/23 0.5 會場 報到註冊 

4/24-25 2 會場 
參加火山學研究相關場次發表，

並與各國研究者交流討論 

4/26 1 會場 
發表論文，並與各國研究者交流

討論 

4/27-28  2 會場 
參加火山學研究相關場次發表，

並與各國研究者交流討論 

4/29-4/30 2.5 
(共 10 天) 台北 

回程:奧地利維也納(待機 1 天)→
台北 

 

會議首日中午 12 點起開放報到註冊，12 點 30 分抵達會場時（圖 1）場內

已有排隊報到人潮，會議現場提供議程手冊（圖 2）供索取，由於議程龐雜、發

表文章及場次太多，會議議程早於數周前即公告於官網，並提供會議專屬 App，

功能包括會議行程個人化安排、場次資訊與摘要連結（圖 3）。 

在會議議程進行的 5 天內，除了 4/25 個人壁報張貼討論期間外，本人亦參

加若干火山學相關議題之口頭發表場次及壁報展示討論，包含「由熱液系統至泥

火山：構造、演化與監測」、「岩石成因與變形的地球化學與地質定年學紀錄」、「岩

漿系統內的儲集、活化與遷移」、「岩漿上升、逸氣與噴發動力學：連結實驗、模

式與觀察」、「解釋岩漿系統由儲集至地表的組構」、「火山氣體排放」、「火山地質

與侵入引發之抬升」、「火山作用：構造、變形與測地學」、「以儀器網絡進行火山

監測」等議程。 



 
 

 
圖 1 維也納國際會議中心外觀 

 

 

圖 2 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手冊封面 



 
 

 

圖 3 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專用 APP 畫面  



 
 

本次發表文章之篇名及摘要內容節錄如圖 4，本人壁報張貼場次為 4/26 週

三上午 8 點至下午 7 點，作者現場討論時間為下午 5 點 30 分至 7 點（圖 5），張

貼期間曾先後向數名台灣、印度與丹麥之研究者介紹本論文之研究內容，例如火

山監測網絡之設置原理與觀測資料代表意義，並討論大油坑溫泉異常事件之各項

證據對比關係，闡述本研究未來進行方向將朝向：一、探討成分異常溫泉內泥質

固體之礦物來源、相關火山熱液沉澱作用機制與火山噴氣活動之關聯性；二、針

對噴氣口發生異常的時間點前後，仔細檢驗附近測站地震活動紀錄，試圖找出未

知噴氣活動引發之微地震證據。上述想法亦獲得參與討論之研究者認同。 

本人在會議期間亦從其他火山地震學、火山岩石與地球化學、測地學研究

者的研究方法與思維獲益良多，各領域擇要簡述如下。 

在火山地震學方面，台灣大學海洋所博士生鄭同學（圖 6）計算密集陣列地

震網資料計算出震波速度不連續介面，藉此估計大屯火山地區底下的 Moho 面分

布深度約 30 公里，並得出此區地殼速度具有明顯不均質的特性，有助於了解大

屯火山下方地殼性質。法國 Grenoble Alpes 大學博士生 Malfante（圖 7）發展出

自動化辨識分類各種火山地震訊號的方法，測試成功率相當高，未來有望以快速

即時的自動化技術取代耗時耗力的人工辨識比對工作，在火山地震監測上有突破

性的重大意義。 

在岩石學與地球化學方面，俄羅斯火山與地震研究所的 Gorbach 博士分析

火山爆發產生之火山灰顆粒，由其成分、形態、組構等特徵推論火山由蒸氣式噴



 
 

發轉變為蒸氣岩漿式噴發行為之間，火山岩漿與熱液系統所經歷之狀態條件改變。

義大利 di Roma Tre 大學 Vona 等探討酸性岩漿組成在模擬溫壓條件下，不同比例

之三相（熔岩、結晶、氣孔）混合形成之岩漿流變學，實驗結果有助於理解自然

界酸性岩漿的流動性質。英國倫敦 Royal Holloway 大學的 Matthews 和 Manning

研究含火山玻璃的熔結凝灰岩，藉由測量其中 microlite 的微組構推論火山噴發

動力學。英國 Liverpool 大學 Wallace 等同樣利用 microlite 特徵研究岩漿通道中

的結晶過程與岩漿上升速率，並以礦物地質溫度計與微組構解釋岩漿的溫度與化

學演化歷程。 

此外，在參觀壁報過程中亦結識各國地質調查機構之專家學者，如任職於

英國地質調查所 NERC 同位素地質科學實驗室，專長為高解析度 U 系質譜分析

技術的 Simon Tapster 博士（圖 8）；任職於南韓地質調查中心，專長為火山岩石

學的資深研究員金溶植博士（圖 9）；任職於日本國土地理院地殼變動研究室，

專長為衛星遙測分析火山地表變形的小林知勝博士。將來有機會借助這些學者進

一步建立國外專家經驗技術交流的管道。  



 
 

 

圖 4 大會刊登本人之台灣北部火山活動監測成果論文摘要 

 

 
圖 5 本人論文壁報張貼時間為 4 月 26 日，在會場與壁報合影 

  



 
 

 
圖 6 台大海洋所博士班鄭同學與其論文壁報 

 

 

 
圖 7 法國 Grenoble Alpes 大學博士生 Malfante 與其論文壁報 

  



 
 

 
圖 8 英國地質調查所 NERC 同位素地質科學實驗室的 Simon Tapster 博士與其論

文壁報 

 

 
圖 9 南韓地質調查中心的資深研究員金溶植博士與其論文壁報  



 
 

三、 心得及建議 

這是本人第一次至國外參加全球層級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以往在國內參加之

學術研討會限於國內地科學界與業界人士的生態與從業人數總量，各學門的研究

數量往往不多，如火山學門之類相對冷門的研究在國內更是寥寥可數，難以在同

儕間交流激盪產生正向成長。此次參與歐洲地質科學聯合會深刻感受到國際一流

會議所匯聚之巨大研究能量，以及各學門內所展現出的論文題材、研究方向、應

用技術與解題思維之多元性，其中有許多國內火山研究少見或前所未見之岩石礦

物地化研究方法以及地化、地物、測地學門之跨域結合在國外已蓬勃發展多年，

若能應用於國內火山地質之研究上，對於台灣火山過往之噴發形態、岩漿演化、

通道發育與構造活動史必定能有更為深入多元之探討與認識，並可思考火山未來

若再度活動其可能活動形態、致災特性與影響範圍。 

國外在火山監測領域內，除了產官學界長期投入現生噴發活火山觀測工作而

發展出成熟的各式監測技術應用，也培養出許多具跨領域專長與多元資料綜合判

釋能力的一流火山學家。此外，國際上在監測儀器技術研發、試驗與資料運算處

理方面亦有長足進展，觸目所及皆是過去在國內未能接觸到的世界尖端知識。 

在受到知識洗禮的同時，深感自己身為國內地質調查機關之從業人員，所擁

有的學識經驗與國外地質調查研究機構之專家學者存在著巨大落差，遑論觸及國

際一流研究學群之水準，亦認知到一位傑出的地質工作者應積極進修專業知識技

能以持續精進自身研究能力的強烈需要，並具備在未來應對大型跨域性複雜議題

的本領。 

綜上，依據此次參與會議觀摩交流之心得與感想，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我

國未來政府組織任務規劃及本所未來施政方向參酌: 

(一) 國內火山學界長年各立山頭，火山岩石化學、地球化學、火山地震學、

測地學、地球物理學等各領域學門之研究人員往往設限於自己的專業領

域，缺乏跨領域學門的研究交流、難以進行多元資料應用與綜合判釋，



 
 

以至於限制了開展國內火山研究新面向與新思維的可能性，如何透過官

方影響力積極強化各學門研究者之資料分享、經驗交流與研究合作，以

養成具跨領域特性之火山學家是值得積極嘗試的方向。 

(二) 國外地質調查研究機構人員多有相當精深之研究專長，具備獨立生產、

處理、判釋與運用地質資料，完成具科學價值之研究報告的完整能力，

故面對日亦複雜而精深的地質議題，國外地質調查機構往往有能力自行

分析應對處理，無須仰賴外部產學界力量協助，也因此反應迅速且更具

抗壓性。惟國外地質調查研究機構之人員任用制度與我國政府不同，可

依組織需要進用合適專業人才。雖受限於國內任用制度無法比照國外辦

理，亦可積極鼓勵機關同仁在職進修，強化自身專業學養或技能，研擬

獎勵措施積極推動同仁在能力所及範圍內自辦部分業務並在公餘從事

自行研究，以期提升組織人員素質。 

(三) 建議增加與學界研究交流之機會，國內外之頂尖研究多是在大學內進行，

而本所施政實務上面臨到科學不確定性的問題，多在學術研究活動中不

斷獲得進展，官方若與學界間存在知識時差，則施政一旦遭遇技術問題

則難以推動，因此建議應多邀請與施政問題相關之國內外專家學者前來

交流，並增加本所人員到學校進修及出國研習交流之機會。 

最後，衷心感謝地調所長官給予此次出國發表機會以及經濟部提供全額經費

支持，相信此行所獲得的交流經驗與見聞應能對地調所未來地質業務規劃執行與

政策推展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