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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聯合研討會(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AOGS) 是

亞洲地區規模最大之地球科學研究與應用的國際聯合研討會，此會議每年廣邀各國從

事地球科學相關研究之學者，提供大家發表研究成果與互相交流的機會。 

    為分享本局在地震測報工作之成果，本局指派地震測報中心陳燕玲課長、羅翊菁

及賴姿心 2 位技佐前往美國夏威夷參加本年度會議。陳員等 3 人於會議中以海報形式

發表其個人之研究論文，論文題目分別為「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tress and Earthquake Frequency-Magnitude Distribution b Value in Taiwan」、

「Modeling Regional Waveforms from Explosion Source with Realistic Surface 

Topography」及「Determination of a local magnitude scale using earthquake 

data recorded by the borehole seismic network in Taiwan」，透過與會發表研究

成果，就近與各國專家學者進行實質交流及觀摩，除對本局地震測報業務之發展有所

助益外，亦可提升陳員等 3人之學術研究創新及精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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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聯合研討會(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於

每年夏季於亞太地區的國家輪流主辦，匯集來自世界各地關心亞太地區地球科學各個

領域的學者及研究生一同參與，目的是希望能夠透由交流和討論的機會，能展現各自

的研究成果，激盪出更多的火花，以解決學術界、研究機構和公眾中重要的地球科學

問題，讓交流的成果在研究上得以幫助。 

今年(2018)訂於 6 月 3 日至 6 月 8 日於夏威夷盛大舉行，為分享我國在地震測

報工作之研發成果與觀摩各國相關之技術及經驗，本局指派地震測報中心陳燕玲課長、

羅翊菁及賴姿心技佐 3 人參加透過人發表個人論文成果海報及參與最佳優秀學生論

文比賽，除可展現陳員 3 人平時工作的研究成果，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在研

究上交換想法與建議，不僅可促進本局地震測報作業與各國地震領域之交流，亦可提

升陳員 3人學術研究創新及精進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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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年度會議主題涵蓋大氣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s)、生物科技(Biogeosciences)、水

文科學(Hydrological Sciences)、跨域地質學(Interdisciplinary Geosciences)、海洋科

學(Ocean Sciences)、古海洋和古氣候學(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行星科學

(Planetary Sciences)、太陽與地球科學(Solar and Terrestrial Sciences)、固態地球科學(Solid 

Earth Sciences)及特別演講(Special Sessions)，研討會線上議程如下: 

http://www.asiaoceania.org/aogs2018/public.asp?page=sessionList.htm 

，陳員 3 人主要參加固態地球科學議題之議程。 

 

(一)參訪行程 

日 期 工作摘要 

107年5月30日(三) 赴夏威夷 

107年5月31日(四)至 

107年6月2日(六) 

搭乘華航CI2班機，21時10分起飛出發前往夏威夷，於當地

時間5月30日12時45分抵達檀香山國際機場。由於航班限

制，因此提早出發，除可提早熟悉會場附近場域，並調整

時差及安頓各自作息以養精蓄銳參加會議。 

107年6月3日(日) 準備海報報告內容及提早去會場報到領取識別證。 

107年6月4日(一) 參與地震、斷層破裂及地震學等相關研究議題與海報。 

中午參加地震斷層破裂及地震學議題午餐(session 

lunch)。 

晚上參加大會reception活動。 

107年6月5日(二) 參與動態模型與機制、地震斷層破裂及地震學、利用數據

解析地球與地震模擬等相關研究議題與海報。 

107年6月6日(三) 參與地震斷層破裂及地震學、利用數據解析地球與地震

模擬等相關研究議題與海報。 

107年6月7日(四) 準備海報並發表個人海報、羅員及賴員參與最佳優秀學

生論文比賽。 

107年6月8日(五) 參與地球與地震模擬等相關研究議題與海報。 

http://www.asiaoceania.org/aogs2018/public.asp?page=session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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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9日(六)至 

107年6月13日(三) 

陳員於會議結束後6月10日(日)返臺，搭乘華航CI1班機，

14時55分起飛，於臺灣時間6月11日19時30分抵達桃桃園國

際機場。 

羅員與賴員欲體驗夏威夷火山行程，故於6月13日(三)返

臺，搭乘華航CI1班機，14時55分起飛，於臺灣時間6月14

日19時30分抵達桃桃園國際機場。 

107年6月14日(四) 返回臺北 

 

 

(二)參與有關固態地球科學(Solid Earth Science)議題的議程 

    近幾年各大研討會為節能減碳提倡無紙化後，以往非常厚重的紙本議程，現今都

由電子 app取代，可方便掌握議程資訊，app介面如下圖，選取好欲聆聽的議題後，可

以加入「我的選擇(my picks)」，最後會有 1份專屬你自己的「行程(schedule) 」。 

圖一、(左至右)分別為 app主頁面、選取議程、議程內容及「我的選擇(my 

p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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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各個會議室裡面都有精彩的議題。 

 

圖三、有關臺灣淺層速度構造的議題，講者為國震中心林哲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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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與廓爾喀(Gorkha)地震有關之議題。 

 

 

 

 

 

 

 

 

 

 

 

 

 

圖五、有關 PSHA 之議題，講者為新加坡南陽理工大學詹忠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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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有關噪聲(ambient noise)之議題，講者為猶他大學林凡奇。 

 

(三)本局參與人員發表研究成果 

1. 陳燕玲課長 

    陳員發表論文的題目為「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tress and 

Earthquake Frequency-Magnitude Distribution b Value in Taiwan」，中文題目為

「臺灣地區應力與地震頻率規模分布及地震b值的相關性研究」。 

    上述研究使用本局地震觀測網地震目錄的343,581地震與2,640個地震震源機制解，

用以描繪臺灣地震頻率規模分布與地震b值之空間變化，研究其與斷層錯動類型與地殼

應力型態的相關性。地震b值的估計結果顯示，在95％的信賴區間內，各類震源機制的地

震b值顯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逆斷層b值最低(0.82±0.02)，走向滑移斷層b值居於中間

(0.89±0.03)，正斷層b值最高(1.03±0.09)，所得結果與全球和其他區域得到相當一致

的地震觀察結果。 

    估算臺灣3種震源機制型態的地震b值結果顯示，具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其中逆斷層

錯動型態的震源機制具有最低的地震b值，走向滑移斷層錯動型態具有中間值，正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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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動型態具有最高的地震b值，這個結果與全球性或區域性地震活動的相關研究都有很

好的一致性。在地震b值的側向分布研究顯示，其與主要的斷層錯動機制、地殼變形及應

力型態都有非常良好的相關性。臺灣在強大的東西向縮短與差異應力作用下，造成在東

臺灣和西臺灣的兩個南北走向的逆衝斷層帶，其具有較低的地震b值；在中臺灣狹長南

北向的山脈內或山脈間，受到較小的拉張應力作用，主要受到走向滑移和正斷層作用，

其具有較高的地震b值。在地震b值的深度分布研究顯示，地震b值隨深度單調遞減至大

約於15-20公里深度終止，顯示地震b值與應力呈現反比關係，並且證實在臺灣造山帶底

下具有弱質中部地殼，並存在一層脆塑性的轉變帶。 

    簡言之，本研究首先驗證在臺灣造山帶之地震b值與斷層錯動型態及地殼應力同樣

具有通用的對應相關。區域地震b值的變化與地殼變形及應力架構的良好相關性，充分

顯現了區域的震源構造特性。隨震源深度變化的地震b值顯示，臺灣底下的弱質中部地

殼，在約15-20公里深度，存在一層脆塑性的轉換帶。 

 

圖七、陳員與海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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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
陳
員
發
表
之
海
報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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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羅翊菁技佐： 

羅員發表論文的題目為「Modeling Regional Waveforms from Explosion Source 

with Realistic Surface Topography」，中文題目為「利用數值模擬的方法探討地表

地形對於爆破源的影響」，該研究並參與本次會議學生優秀論文比賽。 

    上述研究係利用張偉(2012)等人的方法，在研究區域建模將曲面座標(Curvilinear 

Coordinate)轉成卡氏座標(Cartesian Coordinate)，再套入此研究區域之一維速度模

型計算理論地震波形。由模擬結果可以明顯看到地表地形效應所帶來的誤差，因此地表

地形在模擬中是不可忽略的。亦將模擬之波形經波速 8(公里/秒)平移過後隨著震央距

排列，可以明顯看到 P波及隨之而來的多重波相(multiple phase)，此多重波相是因為

此區域速度變化梯度太大造成的三重行為(triplication)，因而產生出多重波相，本研

究將利用此兩個波相的比值來判斷真實的震源深度，跟觀測資料比較厚的結果顯示，模

擬之理論地震波所得的比值較接進的是深度在 800-100公尺的震源深度。 

最後，地震波模擬技術已是世界趨勢且在國外已經發展得很成熟，許多文章已經有

利用數值模擬之理論地震波針對不同的地震參數討論，可提供觀測數據可靠的依據。共

同與會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 Sehngji Wei團隊前不久在 natural geoscience 發表

了一篇利用 InSAR針對北韓核試爆對此有更進一步的探討，羅員就近與 Sehngji Wei 討

論了有關研究中位置及深度的限制，所獲之經驗對後續之研究將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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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
羅
員
發
表
之
海
報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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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羅員與海報合影。 

 

圖十二、羅員與專家學者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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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賴姿心技佐： 

賴員發表論文的題目為「Determination of a local magnitude scale using 

earthquake data recorded by the borehole seismic network in Taiwan」，研究內

容為中央氣象局為了降低地表雜訊以獲得高品質地震訊號，至 2017 年底已建置 59 個井

下地震儀陣列於全臺各地，每個陣列在地表及井下各有一部強震儀，井下另有一部寬頻

地震儀，透過全臺井下地震儀陣列，提昇了小規模區域型地震的監測能力、地震定位的

精準度及縮短強震預警的時間。 

井下地震儀大多位於數百公尺深的岩盤上，雖然有效降低地表的雜訊，但對於地

震訊號，由於場址地質條件的不同，井下站的加速度振幅會小於地表站，進一步造成地

震規模的低估，而本局現有估算地震規模的測站皆為地表站，芮氏規模衰減式也是針對

地表站，因此未來若要將井下地震儀資料納入地震規模使用，勢必要發展井下地震儀的

芮氏規模衰減式，因此本研究使用臺灣井下地震儀資料，建立第一個針對井下地震儀的

芮氏規模衰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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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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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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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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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賴員與海報合影。 

 
圖十五、賴員與其他與會專家學者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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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AOGS每年都會換不同的地方舉辦會議，集結亞太地區的專家學者共襄盛舉，除了發

表有關亞太地區地球科學的議題外，並提供與會學者深入討論及交流平台，今年的 AOGS

在夏威夷舉辦，開起會來既舒服又感受到當地濃濃的海島氣息。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常發生許多天然災害，AOGS 每年辦理研討會就是希望各國專家學

長能齊聚一堂針對各種災害性的議題進行成果發表或討論交流。 

此次有此機會參加此一盛會，除了觀摩各國專家學者之成果，透由就近討論也給予

與會人員許多研究上的建議。綜整心得與建議如下： 

1. 本局地震測報中心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快速提供地震資訊供民眾與救災單位參

用，其中地震規模的估算，因時效要求並未加入地震測站修正量，建議在後續資料

處理時可以考慮納入地震測站修正量用以修正地震規模，提升地震芮氏規模的精準

度。 

2. 截至 2017 年底本局已於全臺各地建置 59 個井下地震儀陣列，然臺灣現行芮氏規模

的估算僅使用地表測站，並未使用井下地震站之儀器資料，賴員已建立之 1 個井下

地震儀的芮氏規模衰減式，未來應可持續研究，並評估將井下地震儀資料加入地震

規模估算之可行性。另外，井下地震儀的資料極為珍貴，相關的應用與研究也可透

過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成果，吸收其新知與經驗並應用於臺灣之發展。 

3. 在速度構造逆推的方法上常用噪聲(Ambient noise)訊號去逆推淺層速度構造，此

次議程上，已有學者使用結合體波逆推深層速度構造的研究，對速度模型的逆推在

深度上有更完整的解析，提供未來了解臺灣複雜的造山運動構造一個新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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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錄-研討會相關照片 

照片 1、攝於夏威夷國際會議中心(Hawaii Convention Center)前 。 

照片 2、大會報到現場及領取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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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研討會現場與專家學者討論研究內容，圖左為現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

Sehngji Wei，圖右為現職北京大學的 Li Zhao

照片 4、會場內各地球科學領域之廠商展覽，圖為 google 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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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位於會場 Hawaii Convention Center 旁，每天從飯店走到會場必經過的

kahanamoku lagoon，是典型的海島國家。 

 

照片 6、會議結束隔天正值夏威夷一年一度的泛太平洋節(Pan-Pacific Festival)，從我們

飯店正好可以鳥瞰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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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泛太平洋節(Pan-Pacific Festival)為期 3 天的年度盛事，有盛大的 Ho'olaule'a  

封街派對、各式表演團體演出、草裙舞嘉年華，以及熱鬧歡騰的威基基大遊行。

 

照片 8、泛太平洋節(Pan-Pacific Festival)的 Ho'olaule'a封街派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