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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年日本地球物理聯盟年會(Japan Geoscience Union, JpGU, Meeging)於5

月20日至24日假日本千葉市幕張國際展覽中心舉辦。今年會議主題涵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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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口頭或海報發表方式進行研究成果發表外，並設置許多相關

學術、科研與產業單位之教育與研發成果展示攤位，提供更為實務應用的研討交

流機會。藉由此次國際研討會的參與，可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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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與本院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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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有四篇投稿，本人投稿題目為：「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s of Typhoon Affecting Taiwan and Simulation of Typhoon 

Nepartak (2016)（侵臺颱風降雨統計特性與尼伯特颱風(2016)個案模擬）」，主

要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天然災害潛勢預警，結合街景自動建模系統，有利於災害發

生時，做為街道淹水評估的環境資訊參考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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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題包含行星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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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JpGU Meeting)於5月20日至24日假日本千葉

市幕張國際展覽中心舉辦，活動有學術研究成果口頭及海報發表，以及攤位展示

與新知討論。本次研討會之論文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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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共計約有234

場次研討，學術展示內容豐富。 

本次與本院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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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有四篇投稿，本人投稿題目為：「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s of Typhoon Affecting Taiwan and Simulation of Typhoon 

Nepartak (2016)（侵臺颱風降雨統計特性與尼伯特颱風(2016)個案模擬）」，主

要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天然災害潛勢預警，結合街景自動建模系統，有利於災害發

生時，做為街道淹水評估的環境資訊參考依據。與現場諸多學者意見交流，收穫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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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8Jp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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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於當日當地時間14

時到達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轉車到達住宿旅店安頓後，即刻前往大會舉辦地點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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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參觀討論。 

107年5月25日(五)：搭機返國，約於當日台北時間21時到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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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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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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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如圖3、圖4所示，本次研討會報到及領取會議資料均採自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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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寄發的參加者

條碼，即可於現場自行刷碼確認身分，並列印名牌，相當方便以及節省人力，可

供國內舉辦研討會參考。 

 

 

圖1、2018年JpGU大會舉辦地點 

 

圖2、2018年JpGU大會入口現場 

 

圖3、研討會自助報到現場 

 

圖4、研討會資料自助領取現場 

 

(二)參加研討會分組論文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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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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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交流與討論，海報展示區如圖5所示。如圖6所示，以本人海報展示當日大

會排定程序為例，一天約有50場session，共計約300人次的口頭報告，口頭報告

現場如圖7、圖8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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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圖11。 

 

  

圖5、海報展場現地 

 

 

     

圖6、大會議程安排，以5/23部分議程為例，左圖為口頭報告，右圖為海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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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口頭報告現場(I) 

 

圖8、口頭報告現場(II) 

 

  

圖9、本人海報發表 

 

圖10、研究群海報發表 (I) 

 

圖11、研究群海報發表 (II) 

 

本次投稿題目為：「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infalls of Typhoon Affecting 

Taiwan and Simulation of Typhoon Nepartak (2016)（侵臺颱風降雨統計特性與尼伯

特颱風(2016)個案模擬）」，主要研究成果可應用於天然災害潛勢預警，結合街

景自動建模系統，有利於災害發生時，做為街道淹水評估的環境資訊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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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屬於｢大氣與水圈科學(Atmospheric and Hydrospheric Sciences)｣。 

本次投稿相關研究內容簡單介紹如下：對於過去一百餘年(1911-2016)侵襲臺

灣的颱風，中央氣象局將它們的路徑分為十大類。其中，第4類路徑之颱風，自

太平洋而來，跨越臺灣南部後向西或西北前進。這一類颱風經常在南部山區或沿

河地區帶來大量降雨，而造成災害性損失。為減少天然災害的影響，必須對伴隨

第4類路徑颱風之降雨特性有所瞭解。本研究首先針對過去20年侵襲臺灣的第4

類路徑8個颱風，分階段進行降雨統計，發現以下之主要降雨特徵：在登陸前，

最大降雨量出現在東部；登陸及出海後，最大降雨量區域移至南部山區。其次，

本研究以尼伯特颱風(2016)為個案，使用WRF模式進行數值模擬，探討6種不同

微物理參數化對颱風路徑、強度及雨量模擬的影響。結果發現針對尼伯特颱風

(2016)而言，微物理參數化的選擇對於颱風路徑及強度，並無顯著之影響；而就

雨量而言，所有微物理參數化的模擬結果，都較實際觀測雨量為高。進一步以模

式網格點比較模擬與實際降雨特性，造成雨量高估的原因，WDM5與WDM6兩

者的強降雨機率較實際為高，其餘所選的4種微物理參數化(WSM6、Morrison、

Thompson、Thompson Aerosol-Aware)，則是因為模擬之降雨時間較實際為長，

因而造成雨量高估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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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2所示），對於研究計畫執行之深度與廣度大有助益，並提升國際合作交流之機

會。例如，有學者指出臺灣四面環海，在颱風侵襲的過程之中，海氣交互作用對

於降水多寡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也就是說，海洋環境因素不僅可能對於颱

風強度變化產生影響，更有可能進一步在天然災害發生期間，對陸地環境產生衝

擊，進而影響救災或作戰進程。 

本次研討會中，還包括了中等學校地球科學教育主題之研究成果發表與學術

交流，更開放中學生免費參加（如圖13），除了讓一般民眾能近距離地了解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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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現況與展望外，並種下相關領域人才培育的幼苗，值得我們效法。我國當

前所面對的挑戰之一，就是各領域之頂尖人才不易培養與獲得，如果能藉由開放

學術研討會之參與，為培養人才進行播種育苗，相信對於提升國力將有相當高的

助益。 

 

 

圖12、現場討論交流 

 

圖13、中學生參與 

 

(三)參展單位交流 

因為研究團隊成員亦包含無人機自動操控與訊號傳輸之專業，所以亦就會場

之中，有關無人機相關論文發表與展示，提出心得報告。 

隨著無人機與感測元件、技術等科技發展，相較於載人航空攝影，無人機攝

影具有高機動性、低限制性及低維護、操作成本等特性，是故論文中不乏應用無

人機進行相關研究，而與無人機相關之基礎及應用計有124篇，直接相關的有14

篇；綜合這些發表，無人機在地球科學領域可運用於下列領域： 

1. 觀測地形地貌變化：藉由無人機航拍影像及三維建模技術，如運動回復

結構(Structure from Motion, SfM)，可觀測細微或短期變化的地形地貌，這可運用

於災害發生時期，也可用於環境的監控上，會議中，即有5篇論文使用SfM技術

等觀測海岸沙丘變化及火山口崖面變化等應用發表。 

2. 無人機空拍技術精進：隨著無人機技術日趨成熟，無人機酬載之攝影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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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機應用亦日趨多元，如高光譜影像(hyperspectral imaging)、光達(Lidar)等裝備；

如JP-design及Electric Power Development兩家公司即使用光達測量分析沈積層位

移量，並藉由ICP(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技術進行波動分析改善量測精準

度。 

3. 農林業運用：長期以往農林業藉由使用衛星影像、合成孔徑雷達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等技術獲得雲層、地形、濕度等資訊，推算農林作物之

生物資訊，現藉由無人機即可獲得相關的資訊；東京大學研究團隊即以無人機航

拍技術觀察日本扁柏人工林面積並分析收集的數據，估計的樹木高度和胸徑

（DBH）等參數，以判斷潛在場地的生產力。 

藉由上述觀察，無人機航拍不但在災害發生後地形、地貌的短期觀測上具有

機動靈活、高效快速、適用高危險地區等優勢，在一般的地球科學研究上亦日獲

重視。而現階段研究之航拍影像，皆是使用單機為之，如能使用多機進行航拍及

觀測，不但有時效之益，多機航拍影像可進行比對分析，對於地形地貌之觀察與

短期變化之正確性亦有改善之益。本子計畫以多機聯合偵蒐任務為研究重點，適

切結合其他子計畫以航拍影像進行影像辨識、三維模型建置及危險坡地觀測等研

究，應可開啟地球科學不一樣的研究領域。 

在研討會中，亦看到各國太空中心、防救災單位及民間廠商的展示攤位，其

中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及歐洲太空中心(ESA)都在推廣免費的雷達、

光學影像資料，同時也展示過去到現在對地球觀測成果。有鑑於土地大量開發、

地球暖化對環境的重大衝擊，一再威脅到地球上所有生物，所以他們開放資料，

藉由使用衛星資料了解現今地球的困境，進而愛護我們唯一的家－地球。其中，

因為研究團隊成員正在執行由科技部支持的衛星降雨反演計劃，會使用到

GPM(Global Precipitation Measurement )衛星的資料，因此，特地藉此機會了解此

一衛星資料的特性及獲得的方法（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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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介紹 GPM 衛星任務與規劃 

 

參、 會議心得 

本研究團隊能參加在日本千葉舉行的2018年日本地球物理聯盟年會(JpGU 

Meeting)，確實獲益良多。除透過聆聽論文發表及會議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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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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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在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提供經費贊助，並鼓勵參加此類學術

活動的情況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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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互動交流，除學習日本與其他各國在防救災的

措施作為外，針對相關防救災的科技與新知更能增廣見聞與啟迪研究創意。 

 

肆、 建議事項 

在此鄭重感謝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與軍備局生製中心第401廠的支持、贊助

與鼓勵，讓我們有機會參加本次的國際研討會，與來自各國優秀傑出的學者面對

面交流，獲得如此難能可貴的經驗，會中防災、監測相關遙測應用之發展趨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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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規劃，均值得作為我們後續研究發展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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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期許國防工業發展

基金會能持續多方鼓勵，以及支持國軍相關專家學者赴國外參與研討會。 

除此之外，同時也看到「衛星微型化發展」及「合成孔徑雷達影像研究」的

趨勢。而合成孔徑雷達影像是全天候都可以監測的工具，不受天候及日夜的影響。

建議，國軍可以考量研究以「合成孔徑雷達微衛星」作為監測台海水面情資的工

具，並且可以提供國軍防救災運用。 

對於本院教師及研究學員，鼓勵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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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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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