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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年日本地球物理聯盟(JpGU)年會於5月20日至24日假日本千葉市幕張國

際展覽中心舉辦為期5日的國際會議。JpGU自2005年以來組織年度會議迄今，是

一個涵蓋所有地球和行星科學學科及相關領域的學術聯盟。今年會議主題涵括｢

太空與行星科學(Space and Planetary Sciences)｣、｢大氣與水圈科學(Atmospheric 

and Hydrospheric Sciences)｣、｢人類地球科學(Human Geosciences)｣、｢固態地球科

學 (Solid Earth Sciences)｣、｢生物地球科學 (Biogeosciences)｣、｢教育與推廣

(Education & Outreach) ｣與 ｢結合多門學科或跨學科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等七大領域，每個領域再各自規劃相關的研討主題，供參與者

以口頭或海報發表方式進行成果發表與交流研討。本次會議參與的主題主要包括

有「固態地球科學」、｢人類地球科學｣以及｢大氣與水圈科學｣，藉由此次國際研

討會的參與，可了解亞洲與世界各國在上述相關領域的發展近況外，亦可透過與

會者之間的討論增進學術交流。 

此次參加2018年日本地球物理聯盟，發表海報展示計有一篇，發表題目為：

「衛星雷射測距資料應用之研究：低軌衛星軌道驗證及地心運動計算(The study 

of satellite laser ranging observations application: LEO orbit validation and geocenter 

motion derivation)」，與現場諸多學者意見交流，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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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議目的 

 

成立於2005年的日本地球物理聯盟(Japan Geoscience Union, JpGU)在2010年舉辦

了第一屆JpGU國際研討會後，其主題涵括行星科學、大氣科學與地球科學等議

題，每年均吸引世界各國相關領域之研究學者參與盛會。JpGU會議提供廣泛的

科學會議選擇、廣泛的主題演講，以及各種類型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機會，JpGU 

2018年會議同時還包括與其的合作夥伴聯盟(AGU、EGU)的聯合會議，研討會主

題涵蓋範圍相當廣泛。 

2018年日本地球物理聯盟(JpGU)年會於5月20日至24日假日本千葉市幕張國際展

覽中心舉辦為期5日的國際會議，進行一系列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及新知討論。本 

次研討會之論文主題分為下列大項：｢太空與行星科學(Space and Planetary 

Sciences)｣、｢大氣與水圈科學(Atmospheric and Hydrospheric Sciences)｣、｢人類地

球科學(Human Geosciences)｣、｢固態地球科學(Solid Earth Sciences)｣、｢生物地球

科學(Biogeosciences)｣、｢教育與推廣(Education & Outreach)｣與｢結合多門學科或

跨學科(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等七大領域(如圖1)，共計約有234

場次研討，學術展示內容豐富。 

本次與本院「國軍防救災應用及營區監視系統建置研發」計畫研究群成員共同參

與研討會，本計畫研究群共計四篇投稿，本人投稿題目為：衛星雷射測距資料應

用之研究：低軌衛星軌道驗證及地心運動計算。於海報展示會場上直接與相關領

域或其他有興趣之專家學者深入討論，對於本人研究之視野及研究之深度大有助

益，並提升國際合作交流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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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今年大會主題領域範疇 

 

 

貳、 會議過程 

本次會議相關行程摘錄如下： 

107年5月19日(六)：早上自桃園國際機場啟程，直飛日本，約當日當地時間5月

19日下午14點到達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於到達住宿地點後，即刻前往大會舉

辦地點進行報到程序。 

107年5月20~24日 (日)~(四)：研討會開幕、研討會議聽講、海報發表。 

107年5月25日(五)：搭機返國，當日台北時間5月25日晚上9點到達桃園國際機場。 



5 
 

(一)大會報到 

本次會議地點為日本千葉市幕張國際展覽中心，會議地點如圖2、圖3所示。報到

後得到大會資料，除了解各議程主題之時間及地點外，同時也先行了解相關發表

場地與報告規則，報到現場如圖4、圖5所示。本次研討會報到採自助報到、自助

列印即自助領取會議資料方式，與以往參加研討會需人工協助差異頗大，只要出

發前先行列印出大會寄發的參加者條碼，即可於大會現場自行刷碼確認身分，自

助印出大會名牌，相當方便以及節省人力，可供國內舉辦研討會參考。 

 

   圖2 2018年JpGU國際研討會舉辦地點        圖3 JpGU大會入口現場 

 

   圖4 研討會自助報到現場                圖5 研討會資料自助領取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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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研討會分組論文口發表及海報發表 

本次會議地點為日本千葉市幕張國際展覽中心，海報展示區位於該展覽中心的

Hall 7。海報展示區前半部包含有NASA HyperWall，另海報區的前半部除了有相

關領域設有專區供人獲取資訊以外，另設有小型演講區及座談區提供與會人員充

足的交流與討論，海報展示區如圖6所示。以本人海報展示當日大會排定程序為

例(如圖7)，一天約有50場session，共計約300人次的口頭報告(如圖8、圖9)，另外

每日於展場約展示有超過千張的海報進行展示，學術展示內容相當豐富。本院「國

軍防救災應用及營區監視系統建置研發」計畫研究群參加本次研討會成員及所屬

投稿照片如圖10~圖12。 

圖6 海報展場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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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大會議程安排(5/23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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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口頭報告現場(I)               圖 9 口頭報告現場(II) 

 

本次投稿題目為：衛星雷射測距資料應用之研究：低軌衛星軌道驗證及地心運動

計算，領域屬「固態地球科學」，主要研究範疇包括有大地測量一般貢獻以及全

球大地觀測系統等。本次投稿相關研究內容簡單介紹如下：本文包含衛星雷射測

距資料兩大應用的研究，即軌道驗證及地心運動計算。衛星雷射測距對低軌衛星

的觀測量可以提供除了利用GNSS微波觀測量計算的衛星軌道以外的獨立驗證資

料。除了軌道本身的內部驗證，此技術提供高精度的軌道外部驗證資料。地面測

站到衛星的觀測距離，可以與已知的地面觀測站座標進行比較，藉此得到驗證成

果。根據本研究成果，低軌衛星軌道驗證可以達到cm等級成果。而地心運動描述

的是固體地球的形狀中心(CF)與地球質心(CM)間由於地球系統質量的重新分配

與變化所造成的運動。因為衛星追蹤資料是地面觀測站與環繞地球質心的衛星軌

道間的距離，是故地心運動遂與國際參考框架(ITRF)原點產生關聯。在本研究中，

我們分別使用了國際GNSS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服務觀測站的GPS觀測資料以及

衛星雷射測距(SLR)追蹤資料進行地表觀測站座標的計算。文中使用的IGS觀測

站乃根據全球15° ×15°的網格分布據以挑選使用，同時亦採用了不同的兩種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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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進行測試。續利用參數轉換數學模式進行地面觀測站與國際參考框架座標的

轉換，藉此求得地心運動。 

發表期間與會場諸多學者進行交流，交換意見並進行討論，除針對發表研究內容

進行討論外，亦建立日後可能的學術合作機會，收穫頗豐，如圖13、圖14所示。

值得一題的是，本次大會除了有ㄧ般研討會常見的大學、研究所等專業研究人員

參加外，更有國高中生的共同參與。本研討會發揮地科教育向下扎根的精神，鼓

勵國高中生一同參加研討會，不但在大會主題範疇即包含「教育與推廣」乙項，

國高中生參加者費用更是全免，會場上可見許多來穿著制服參觀的國高中生(如

圖15)。此種教育推廣及向下扎根的做法，可提供國內教育者借鏡。 

      圖10  本人海報發表                圖11  研究群成員海報發表 (I) 

     圖12  研究群海報發表 (II)              圖13  現場討論交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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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現場討論交流(II)           圖15  國高中生參與 

 

本次大會上，亦特別注意了幾項個人較感興趣的研究，並與作者進行簡單討論。

分別是日本名古屋大學的「Reference frame bias in the F3 solution of GEONET」，

作者是Yo Kawashima以及Takeshi Sagiya (如圖16)；日本國土地理院的「Making 

and Evaluation of Small GNSS Observation Equipment」，作者是Takayuki Miyazaki 

(如圖17)。兩項研究分別針對GNSS觀測時數據處理可能出現的框架偏差，以及新

一代小型低成本GNSS觀測設備進行研究。第一篇研究指出，在長時間的變化下，

由於地表連續測站的數量變化以及地形的改變，已造成地表測站網路基線的改變，

此一改變可能形成解算時的偏差。透過坐標轉換，作者證明日本的GEONET F3

方案中的框架出現偏差。第二篇研究指出，作者則開發了可保持高定位精度並使

用於GNSS觀測網路中密集空間擴展的小型低成本GNSS觀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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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GEONET在F3方法中的參考框架偏差研究     圖17小型GNSS觀測設備的製作與評估研究 

 

如前述，大會期間(5月20日至24日)每日均排訂有上百人次的口頭報告，研究範

疇與主題各異，惟在不同範疇與主題下，發現多數研究內容均與自然災害相關，

此亦為本大會研討主要重點。本大會主辦國「日本」，擁有獨特地形，容易受到

地震、颱風等自然災害侵襲。日本由於地震頻繁，防災的重心多擺在地震及火山

方面。但近年來，日本卻出現從未有過的超級豪雨，屢屢造成重大災情，光是這

幾年，就有北海道、九州北部、廣島、茨城、秋田等地，因暴雨造成土石流或是

大淹水。此外，在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與2016年的熊本大地震之後，日本許多

地方的地質變得相當脆弱，一旦遇到豪雨，土壤無法吸收龐大水量，最後導致土

石流，因而造成嚴重災情。有鑑於此，日本政府近年除了將「豪大雨」列為日本

防災系統之一，也意識到在地球氣候變遷的狀態下，未來這類超出過去經驗的極

端天候，將會成為常態，所以開始針對這類極端天候形成的天災，進行防災準備

與演練。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日本當局強化了原有的防災體制，並制定相關法

令與SOP。對於地理位置與環境與日本相似的台灣，近年也飽受極端氣候與各種

天災之苦。因此，日本經驗對台灣而言，也就格外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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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法令的與時俱進，讓日本強化了指揮系統，健全防災與救災體制，並以更

嚴苛的法令保障建築與都市規劃的安全性。這些經驗都顯示了日本在各項防災上

所做的努力。近年所遇到的超級豪雨，日本政府目前朝兩個方面來進行防災，首

先是豪雨觀測的部分，加強氣象雷達的機能，並且縮短觀測資料更新時間，由原

本的10至30分鐘縮短為1至5分鐘；第二的部分則是天災情報的確實傳達與疏散，

並強化地方自治體的應變能力 。事實上除了軍事需求之外，地震、洪災、土石

流甚至於海嘯等，各種災害演練都需要全民的參與，唯有平時做好防災準備，災

害來臨時才能從容面對。 

本次大會中，在各項報告及研究展示中，對於日本政府的防災決心有更深刻的認

識。 

 

(三)參展單位交流 

參與本次研討會，除可於各主題聽講中獲得新知外，亦可透過大會參展單位

在會場的展示，進行相關研討與交流。此次研討會，日本參展單位包括眾多，除

日本國內相關大學系所外，日本相關政府機關、研發單位以及民間公司均有參展。

另外，國外相關研究單位亦有設攤，如NASA、EGU(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AOGS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等，相關照片如圖。 

 圖18 現場參展單位(Ⅰ)                  圖19 現場參展單位(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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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0 現場參展單位(Ⅲ)             圖21 現場參展單位(Ⅳ) 

   圖22 現場參展單位(Ⅴ)              圖23 現場參展單位(Ⅵ) 

圖24 現場參展單位(Ⅶ)            圖25 現場參展單位(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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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心得 

本次參加在日本千葉舉行的2018年日本地球物理聯盟(JpGU)國際研討會，

會議過程中進行一系列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及新知討論。 

本人有幸參加此次會議獲益良多，除透過會議小組討論及論文發表，得以獲

悉其他國家學者或研究機構在防災科技及地球科學相關領域的最新發展現況，更

透過海報發表方式，在面對面、一對一的直接問答討論過程中，達到學術交流的

目的，除拓展學術人脈外，更開啟下一次國際合作交流的機會。 

特別感謝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提供經費贊助並鼓勵此類學術活動，

讓本院「國軍防救災應用及營區監視系統建置研發」計畫研究群成員能與來自不

同國家的他國學者互動交流，除學習日本在防救災的措施作為外，針對相關防救

災的科技與新知更能增廣見聞。 

 

肆、 建議事項 

感謝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提供本人及研究團隊參與本次國際會議

的經費補助，除對於個人或團隊日後在學術交流合作及國際學術發展趨勢認識

上有豐富的收穫，此外，對於未來研究領域之相關應用、教學及實作主題、防

災技術的應用與延伸等亦均有所助益，更期許國工會能持續多方鼓勵支持軍方

相關專家學者赴國外參與研討會。 

對於本院教師及研究學員，鼓勵多所參與國內外各相關研討會，尤其是國際

性大型研討會，除可協助自己開拓研究視野、釐清研究盲點外，更可與國際接軌、

瞭解全球研究趨勢，並建立與國內外專家學者建立交流合作的機會。另，日本政

府的防災教育已從小做起，無論是在防災教育的推廣及向下扎根，我國實應向日

本學習看齊，建立防救災是全民責任的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