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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依據：科技部會補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二、宗旨：國際會議學術交流 

三、會議名稱： OCEANS'17 MTS/IEEE Aberdeen 

四、出國人級職姓名：鍾育仁 中校助理教授， 

五、出國目的：在大會提出研究報告時，除了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

希望日後將這些研討會論文轉寫成期刊論文。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多方

面吸取更多知識，且能從更多元的角度來思考研究的結果。 

四、補助預算來源編號：科技部 106-2914-I-012-001-A1  

五、補助金額：共計 7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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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1. 會議簡介： 

MTS/IEEE Oceans 系列研討會，主要由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IEEE)及海洋科技學

會(marine technology society, MTS)及海洋工程學會(ocean engineering society, OES)合力

舉辦，涵蓋海洋工程、海洋科學及海洋技術等範疇；會議每年舉行兩次，其中一次在美

國本土地區輪替舉辦，另一次則由歐洲及亞洲國家輪替舉辦。參加人員涵蓋海洋各領域

工程師、科學家或海洋決策人員，為一規模龐大，多樣主題之國際海洋技術研討會議。 

自 2007 年之後，英國亞伯丁再次獲得主辦權，得以舉辦本次 OCEANS'17 MTS/IEEE 

Aberdeen 會議。本次會議依然承襲以往傳統，主題從水下探測技術開發、水面偵測技術、

衛星遙測技術及海洋可再生能源等，其中亦包含民生及軍事層面，涵蓋範圍極為廣泛；

特別是由海洋各領域專業能透過此一平台進行交流討論，對於研究精進，極有價值，本

次會議主要議題如下： 

 

A. Subsea Engineering and Subsea Operations. 

B. Subsea optical Sensing, Imaging and Instrumentation. 

C. Deployment of subsea capabilities in other sectors. 

D.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nspection, Repair and Maintenance (IRM). 

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F. Decommissioning and Salvage. 

G. Marine Renewables (offshore wind; wave and tidal). 

H. 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in Defense Applications. 

 

本次會議參考網址：http://www.oceans17mtsieeeaberdeen.org/   

 

2. 會議過程： 

本人本次出國之主要目的在於參加 OCEANS'17 MTS/IEEE Aberdeen，於 2017 年 6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由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出關，搭機經泰國曼谷轉機前往英國愛丁堡，

再搭火車前往達亞伯丁。本研討會在 2017 年 6 月 19 日至 22 日間於英國亞伯丁 Aberdeen 

Exhibition and Conference Centre (AECC)舉辦，具有審稿機制，會議發表論文將收錄於工

程索引(Engineering Index, EI)及 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內。會議有幾個主要子題：

與水下技術相關議題諸如自主無人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 AUV)、聲

納訊號處理(sonar signal processing)、水下通訊(acoustic telemetry and communication)、聲

學傳播與散射(sound propagation and scattering)等；與觀測技術有關如：海氣交互作用

(air/sea Interaction)、浮標技術(buoy technology)、岸基海洋雷達(coastal radars)等；其他

還有漁業管理、海洋能源、海洋生物或海洋污染監控等諸多議題，內容包羅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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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本次研討會發表有關於岸基高頻雷達雜訊與電離層指標之相關性分析有關

之研究，論文名稱為「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onospheric clutter and noise using 

SeaSonde HF radar」，發表大致內容如下：長距型雷達測流系統係以高頻地波為主要傳導

方式，利用垂直偏極化電磁波與導電海水進行耦合，可進行全天候超視距觀測。然而，

各式各樣類型的雜訊會限制雷達的效能，其中具時空變異特徵之電離層為最主要干擾因

素。本研究探討了長期雷達雜訊的時空特性，結果顯示電離層指標與雜訊準位均有日變

化之規律性，而該兩參數卻呈現負相關性。接著透過相關性分析，可以得知漢本及蘇澳

測站的結果相當一致。對於現今高頻雷達臺灣地區電離層強烈干擾的當下，此研究結果

可以將助於釐清雜訊成因與雜訊抑制方法開發。 

此篇議題發表於兩個海洋雷達遙測場次之第一場次，會中專業人士與學者大多從事

雷達相關研究，如 HF、VHF、X-band 等不同頻段之海洋雷達，我的議題是本場次第一

個發表，在 Q&A 時間，會場學者對本議題討論熱烈，共同作者之一的楊穎堅教授

(Yiing-Jang Yang)也與會場學者進行交流，國際學者如加拿大之 Prof. Gill 及美國 Prof. 

Waytt 也針對本研究提供諸多建議。 

接著由同樣來自臺灣的陳振雄教授(Prof. Jenn-Shyong Chen)進行以VHF雷達進行海

面觀測技術發表，其內容談及的方位辨識技術之相關技術十分有價值，與現有高頻雷達

領域所使用之多重訊號分類演算模式(Multiple SIgnal Classification, MUSIC)比較，不需

要預先假設訊號源(signal source)數量，這提供了方位辨識演算法的不同思維與選擇。 

澳洲高頻雷達總主持人同時也是 IEEE fellow 的 Malcolm Heron 教授，發表內容則

以高頻陣列式雷達系統進行風的量測，此研究對於臺灣未來高頻雷達的應用開發，有相

當助益，也是一個未來可行的研究方向。Prof. Heron 曾於 2014 年來台參加 second Ocean 

Radar Conference for Asia-Pacific (ORCA)會議，在我的研究上也給予許多建言，肯定透

過雷達雜訊與電離層指標之比較是一個不錯方向。同時也提供許多建議，以不同電離層

指標進行探討，進而了解其分層特性對高頻雷達量測上的限制。 

接著由德國著名雷達學者 Jochen Horstmann 進行發表，他服務於 Helmholtz-Zentrum 

Geesthacht 實驗室，曾經在 2016 年來臺訪問，其團隊也曾於 2014 年 ORCA 2014 研討會

來台發表高頻雷達船舶監控之相關技術；主要研究集中於海洋 X-band 雷達測波技術開

發，對臺灣研究現況亦十分了解，亦多次與臺灣研究機構進行合作；本次還有 Lucy Wyatt

教授進行以高頻雷達進行波能評估的探討，對我們未來在此應用開發，提供了一個新方

向；來自臺灣的錢樺教授(Hwa Chien)也以海事雷達的測流驗證進行了發表，其所發展的

新型漂流浮標(drifter)也獲得各國學者的高度興趣。 

本次出國行程在英國共計停留愛丁堡、亞伯丁(會議會場)及倫敦等地，也透過空檔

前往當地大學(愛丁堡、亞伯丁大學)進行走訪，會議結束後，隔日早上隨即搭火車回倫

敦搭機經阿布達比、曼谷返國，於 6 月 27 日返抵國門。 

3. 會議心得與建議： 

此次參加 OCEANS'17 MTS/IEEE Aberdeen，研討會內容包羅萬象，我則是以參加測

流雷達與海洋聲學的研討場次為主。由於國際各國較早於我國擁有高頻雷達觀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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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在應用方面也較亞洲各國廣泛。由於高頻雷達系統，可獲得接近即時大範圍海洋表

面流場資訊，系統可全天候運作，在維護方面亦具有高度效益成本比；而資料除了可應

用於海洋科學研究外，亦可應用於搜尋與救難，故目前為被各國所接受建置。 

高頻海洋雷達資料的應用趨勢已將其結合即時測得的衛星遙測海溫資料、水下滑翔

機資料，並將其應用於數值模式之資料同化，進而獲得更多的海洋訊息，提供如海洋環

境預報、搜尋與救難等運用。以 CODAR 公司之 SeaSonde 長距型高頻海洋雷達來說，

臺灣目前有兩個單位有此設備，共同構成臺灣本島觀測網。我國最先採購長距型高頻測

流雷達是海軍軍官學校，目前系統架設於臺灣東北海域進行海表面參數觀測，系統目前

運作正常，提供我們東北海域大範圍海洋資訊。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則完成臺灣環島雷達站的架設，經多年努力，資料品質與應用均大幅精進中。若未來能

共同合作，朝資料共享或技術交流而努力，將可有效提高國內雷達觀測能量，發揮此系

統之最大效益。 

此外，為進而提升高頻測流雷達加值應用，可進一步開發使其具備有船舶追蹤之功

能，國際上有部分國家乃進監偵系統之整合，高頻雷達因偵測距離超越海平面限制，為

系統重要拼圖，可搭配 VHF 頻段之 AIS 或更近岸高解析度的 X-band 海事雷達，甚至搭

配水下監聽設備，可進一步構連成整合式海域監偵系統，可提供國家安全的重要防禦基

石。以臺灣來說，高頻雷達可負責全天候的長距離預警任務，若技術純熟後，可大幅減

少服勤船舶數量，節省人力及物力，為高益本比的監控裝置。 

本次研討會期間，有很多海洋雷達的專家與會，由於我國在此方面雖然已經有環島

的觀測網，但仍是屬於剛起步的國家，技術仍有精進的空間，國際會議正是一個難得契

機，透過聽講、諮詢等交流後，將受益良多，建議可多鼓勵相關教師多爭取研究經費赴

國外研習，吸收新知，並將其應用於教學內容。 

海洋雷達遙測場次大家領域相近，大家研討十分熱烈，透過會議交流，也激勵出不

同火花，本次期望在大會提出研究發表時，除了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也期許自己

能多方面吸取更多知識，且能從更多元的角度來思考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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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活動照片 
 
 

 
攝於 OCEANS 2017 研討會會場 

 

 

 

 

OCEANS 2017 研討會發表之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