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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年度的「青藏高原天文科學展示教育計畫」中的儀器維修測試，及參訪大

陸科研及教育機構、參觀與科博館同類型的科學博物館，以及青藏高原科學人文

探勘，瞭解未來在該地舉辦科普學遊的可能性，安排於今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的

10 天之內執行，敝人與科教組王斌威博士，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

黃國斌助理一同前往青藏高原，執行此一計畫。敝人與王博士使用教育部核准的

計畫經費，黃國斌助理的差旅經費則由別的計畫支援。 

 

敝人按計畫行程先前往上海，參訪上海科技館，並於同濟大學和復旦大學演

講，之後前往成都，與科博館參訪團會合後前往拉薩，參訪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

和犛牛博物館，探討合作可能；之後前往羊八井維修測試觀測儀器，之後前往日

喀則參訪札什倫布寺，回程途經白居寺、卡若拉冰川，及羊卓雍錯湖，瞭解西藏

在地質及風土人情上的特色，以及未來博物館可以開展教育及科研合作的可能。

整體旅程順利圓滿，感謝教育部對科博館在開拓科研及教育努力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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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訪目的 

敝人與科博館科教組王斌威博士使用教育部核准的計畫經費，前往青藏高原，

執行「青藏高原天文科學展示教育計畫」，敝人出訪時間為 107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8 日，先期前往上海參訪科教機構。王博士的出訪時間則為 107 年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9 日。另因科博館的學術訪團於同一時間前往青藏高原進行學術訪查及

科普學遊勘查，共有 9 位同仁前往，部分旅程中與敝人和王博士旅程重疊，因此

在部分行程中同時進行重要單位參訪活動。 

 

整體活動進行順利，包含天文設施及地質環境和宗教人文風貌的考察，與科

博館在遠距天文觀測、地質科學教育，及民族學研究上的領域息息相關。原先設

定的參訪交流及科普學遊探勘的任務，都順利完成，感謝教育部對科博館努力對

外開拓連結上的大力支持。 

 

二、參訪過程 

敝人全程 10 天行程如下： 

107.10.30 臺北前往上海。 

107.10.31 參訪上海科技館，於同濟大學理學院演講。 

107.11.01 於上海復旦大學演講，下午前往成都。 

107.11.02 成都前往拉薩。 

107.11.03 參訪西藏犛牛博物館及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 

107.11.04 拉薩前往羊八井，進行儀器維修測試工作。返回拉薩。 

107.11.05 前往日喀則，參訪扎什倫布寺。 

107.11.06 參訪江孜白居寺、卡若拉冰川，及羊卓雍錯湖，返回拉薩。 

107.11.07 拉薩。 

107.11.08 拉薩經成都返回臺灣。 

 

王斌威博士行程如下： 

107.11.01 臺北前往成都。 

107.11.02 成都前往拉薩。 

107.11.03 參訪西藏犛牛博物館及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 

107.11.04 拉薩前往羊八井，展開儀器維修測試工作。 

107.11.05 進行儀器拆卸保養工作。 

107.11.06 進行儀器保養測試工作。  

107.11.07 離開羊八井返回拉薩。 

107.11.08 拉薩前往成都。 

107.11.09 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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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按計畫行程，於 10 月 30 日先前往上海，次日 10 月 31 日上午參訪上海

科技館，由王小明館長親自接待，上海館三館合一，包含了原先的科技館、新建

的自然館，以及正在規劃建造的天文館，因為展示推廣領域與科博館有相當多類

似及相關之處，因此王館長約了自然館的分館負責人到場，一同深入探討自然類

的博物館運營，以及未來可能合作的項目內容。 

當日下午敝人受邀前往同濟大學，由該校物理系趙敏教授接待，並安排演講，

同濟大學和臺灣幾所發展「科學演示」的大學關係良好，理學院顧牡院長相識多

年，和科學教育相關同仁都以極大熱情安排演講及接待。次日 11 月 1 日上午前

往復旦大學，於該校文物及博物館學系對研究生和教師進行演講，大陸上極少數

大學有文博系，和大陸上各地博物館密切相關，敝人在該系鄭奕教授安排下，對

師生演講，說明近年來科博館在科普展教活動上的創新作為。 

當日下午敝人前往成都，與計畫中另一位執行者科教組王斌威博士會合，又

因科博館學術人員組團前往西藏，進行學術交流和科普學遊勘查，因此當日晚間

於成都會合，一同進入西藏。11 月 2 日搭機入藏，當晚同仁們充分休息，以適

應高原環境。 

11 月 3 日一早前往西藏犛牛博物館，由吳雨初館長親自接待，全團參觀這

個深具西藏特色的主題博物館。當日中午前往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由黨衛東館

長親自接待，該館建築壯觀宏偉，內容展品豐富多元，涵蓋本館動物、植物、地

質，和人類 4 大研究方向，因此同仁們皆收穫良多。參觀完畢後，由黨館長和敝

人共同主持座談，與該館主要科研及教育同仁充分交換意見，討論未來在科研和

教育推廣上可以合作的內容。 

11 月 4 日前往羊八井，進行本次旅程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維修測試科博館

展示所使用的天文觀測儀器，王斌威博士與臺大黃國斌助理負責進行維修測試。

11 月 5 日前往日喀則，參訪西藏宗教聖地之一的扎什倫布寺，該寺過去為班禪

駐錫，為藏傳佛教重要寺廟，當晚於日喀則過夜。次日 11 月 6 日回程，途經白

居寺、卡若拉冰川，及羊卓雍錯湖，瞭解西藏在地質及風土人情上的特色，以及

未來博物館若以西藏風土為主題，可以開展何種科普學遊。11 月 7 日的行程為

布達拉宮的參訪，這是當年達賴喇嘛的居所，為西藏最重要的宗教場所。下午為

大昭寺的參訪，該寺在拉薩的地位幾乎接近布達拉宮，都是瞭解藏傳佛教的重要

地點。當日有同仁因高原反應不適，到醫院打點滴，因此敝人在醫院陪同照護，

並未參加布達拉宮及大昭寺的參訪活動。 

11 月 8 日在拉薩的旅程告一段落，全團飛返成都，敝人於成都轉機，直接

回到桃園，結束此一長達 10 天的旅程，過程中一切順利，圓滿完成本計畫預定

目標。以下附上 39 張照片及圖說，能較清楚地說明此次行程重點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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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館有壯觀的門面，地鐵直接抵達科技館下方，交通方便。 

 

 

上海科技館正面廣場十分寬闊，有巨大渾儀作為裝飾，可以舉辦大型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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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館數位屏幕顯示即時售票及入館人數資訊，清楚明晰，降低爭議。 

 

 
10月31日上午，參訪上海科技館，與上海科技館王小明館長（右）及同仁在大廳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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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下午，受邀到同濟大學物理系演講，該系特別設計宣傳海報。 

 

 

 
演講完畢，與理學院顧牡院長（右二）及趙敏老師（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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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上午抵達復旦大學，受邀到文物及博物館學系對研究生演講。 

 

 

 
演講內容除了科博館近年來的創新發展之外，也做了一些趣味物理實驗，說明科

博館日常如何推動輕鬆活潑的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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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晚間抵達成都，與博物館參訪團隊會合，次日飛越川藏之間的崇山峻嶺，

前往西藏拉薩。 

 

 

11月2日全團抵達拉薩，本計畫支持敝人與王斌威博士（右四）出訪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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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一早，前往西藏犛牛博物館訪問， 

此博物館為全世界唯一一座以犛牛為主題的博物館。 

 

 

犛牛博物館吳雨初館長親自接待，說明犛牛的4大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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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牛常用於耕作負重之外，也曾用在戰場之上。 

 

 
西藏高原的先民，早年在岩洞中的壁畫上，就已經畫出犛牛的型態， 

顯見先民就已經大量使用犛牛於日常生活之中。 

 

吳雨初館長親自導覽，吳館長對犛牛充滿熱愛，對其各項習性如數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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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參觀過程中，吳館長贈送犛牛圖像，顯示該館在文創商品上也有多元開發。 

 

 

參觀完畢後，吳館長贈書一本，為其自撰有關犛牛博物館成立和運作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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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中午抵達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該館落成開放約有3年，相當新穎。 

 

 

該館建築由法國設計師規劃，整體外觀及內裝皆十分大氣。 

 

 
因已接近冬季，開館時間較短，該館黨衛東館長親自接待。 



14 
 

 
該館展示包含西藏文物風土科學等多元面向，藏式建築也為展示重點之一。 

 

 
參觀完畢後，黨館長安排於會議大廳內，和該館主要一級幹部座談，交流自然科

學博物館的科研、教育，和推廣方式，及兩館未來合作的各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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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抵達羊八井遠距遙控天文臺，為本次前來主要目的之一， 

全團在大圓頂前合影。 

 

 

敝人於遠距遙控觀測室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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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與臺大助理黃國斌（左）在觀測室內的望遠鏡基樁上合影。 

 

 

 
王斌威博士（右）與臺大助理黃國斌在基樁上合影，他們即將開始儀器調校工作。 

 



17 
 

 

與國家天文臺羊八井觀測站徐金龍副站長（左一）在觀測室前合影。 

 

 
從望遠鏡基樁上看出圓頂之外，同仁使用空拍機，拍攝遠距觀測室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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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日喀則的路上，觀察山坡地沖積河谷及人類居住環境的關係。 

 

 

導遊（臺灣人民到西藏必須配備導遊）介紹當地人民使用水力機具碾磨小麥和青

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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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扎什倫布寺，瞭解藏傳佛教在西藏的起源和演變。 

 

 

西藏的宗教建築多半嚴肅宏偉，襯著藍天景色優美，各殿中仍有喇嘛誦經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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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經過卡若拉冰川，該冰川頂部超過七千米，但因全球暖化，已經連年退縮，

經由冰川演變，可讓人們明確瞭解氣候暖化日益嚴重。 

 

 

路經江孜，參訪重要宗教廟宇白居寺，該寺於15世紀中完成， 

是藏傳佛教中三派合一的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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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寺位於日喀則市江孜縣，15世紀中葉興建，歷史悠久，三派共存共治。 

 

 
回程拉薩途經羊卓雍錯湖，傍晚時湖光山色寧靜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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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拉薩，主要藏傳佛教建築即為布達拉宮，該殿建築宏偉，為世界文化遺產。 

 

 
11月8日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成都，清晨經過雅魯藏布江，景色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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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場和臺大及科博館同仁合影，順利同步完成兩項參訪計畫。 

 

 

三、參訪心得與建議 

本次活動主要在進行羊八井科學儀器的維修測試，及參訪大陸科研及教育機

構，並參觀與科博館同類型的科學博物館，以及青藏高原科學人文探勘，瞭解未

來在該地舉辦科普學遊的可能性。西藏自然科學博物館建築宏偉，展出內容豐富，

涵蓋層面廣泛，但並無研究人員編制，因此本館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方式及經

驗，可提供該館參考合作。犛牛博物館別具特色，未來也可由相關同仁思考如何

進一步合作。 

 

此次敝人 10 天行程進行順利，包含天文設施及地質環境和宗教人文風貌的

考察，與科博館在遠距天文觀測、地質科學教育，及民族學研究上的領域息息相

關。原先設定的參訪交流及科普學遊探勘的任務，都順利完成，可作為未來規劃

新型態科普學遊的參考。感謝教育部對科博館努力對外開拓連結，並推動兩岸及

國際上合作項目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