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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美國地球物理聯盟(AGU)秋季會議(Fall Meeting)，於12月10日至14日於

美國華盛頓特區Walter E. Washington會議中心和周邊酒店舉辦為期5日的國際會

議。會議內容包含大氣與海洋科學(atmospheric and ocean sciences)、固體地球科學

(solid-Earth sciences)、水文學(hydrologic sciences)及太空科學(space sciences)等四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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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地球和行星地表變遷( Earth 

and Planetary Surface Processes)」項下的｢山崩和地景演變：機制和回饋(Landslides 

and Landscape 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Feedbacks)」，本次發表研究成果為「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n the Seismic Response and Failure Pattern of 

Anti-Dip Rock Slo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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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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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美國地球物理聯盟(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成立於1919年，每年12月舉行

研討會議(又稱為秋季會議，Fall Meeting)，內容含括四大主題，分別為大氣與海洋科學

(atmospheric and ocean sciences)、固體地球科學(solid-earth sciences)、水文學(hydrologic sciences)及

太空科學(space sciences)等，內容豐富且多元，每年吸引世界各國相關領域之研究學者參與

盛會。今(2018)年度為AGU會議舉辦第100年，除例行性的研討會外，亦舉行如百年全會

、百年會議、周邊公共活動、AGU-IUGG百年研討會及探討兩性平等在地球科學的研究等

相關研討等活動，邀請各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本報告撰寫人所屬研究機構之教師

專長涵括土木工程、坡地防災、航遙測影像判釋、衛星定軌與測量、地理資訊系統與大氣

科學等學術領域，計有4位教師參加本次研討會，分別就所屬研究主題發表近期研究成果

，相關與會人員合影如圖1。 

 

圖1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資系參與 AGU 2018 研討會人員，左起李宏輝副教授、林玉菁副教授、李宜

珊助理教授與蔡明達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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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AGU議程名稱與發表之論文篇數 

編號 議程名稱 議程名稱(中譯) 發表篇數 

A Atmospheric Sciences 大氣科學 3,442 

AE Atmospheric and Space Electricity 大氣和空間電力 69 

B Biogeosciences 生物地球科學 3,552 

C Cryosphere 冰凍圈 1,394 

DI Study of the Earth's Deep Interior 地心研究 838 

ED Education 教育 494 

EP Earth and Planetary Surface Processes 地球和行星地表變遷 1,890 

G Geodesy 大地測量 1,019 

GC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全球環境變化 5,371 

GH GeoHealth 地球健康 959 

GP 
Geomagnetism, Paleomagnetism and 

Electromagnetism 
地磁學，古地磁學和電磁學 433 

H Hydrology 水文學 3,531 

IN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Informatics 地球與空間科學信息學 946 

MR Mineral and Rock Physics 礦物和岩石物理 1,049 

NG Nonlinear Geophysics 非線性地球物理學 625 

NH Natural Hazards 自然災害 3,008 

NS Near Surface Geophysics 近地表地球物理學 515 

OS Ocean Sciences 海洋科學 2,459 

P Planetary Sciences 行星科學 1,030 

PA Public Affairs 公共事務 931 

PP Paleoceanography and Paleoclimatology 古海洋學和古氣候學 387 

S Seismology 地震學 2,136 

SA SPA-Aeronomy SPA-高層大氣物理學 514 

SH SPA-Solar and Heliospheric Physics SPA-太陽和日光物理學 487 

SI Societal Impacts and Policy Sciences 社會影響和政策科學 2,107 

SM SPA-Magnetospheric Physics SPA-磁電子物理學 574 

T Tectonophysics 構造物理學 1,365 

V Volcanology, Geochemistry and Petrology 火山學，地球化學和岩石學 1,452 

總計 4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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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研討會議主題涵括｢太空與行星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s)｣等29大領域，合計發

表之論文篇數為 42,577 篇，詳如表1。考量研討會主題涵蓋範圍廣泛，實無法於有限的

時間內涉略所有議題，故在行前即規劃以「地球和行星地表變遷( Earth and Planetary 

Surface Processes)」項下的｢山崩和地景演變：機制和回饋 (Landslides and Landscape 

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Feedbacks)」領域為本次研習與交流的重點主題，並發表研究成

果「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n the Seismic Response and Failure Pattern of Anti-

Dip Rock Slope」。另在「礦物和岩石物理( Mineral and Rock Physics)」、「自然災害( Natural 

Hazards)」、「地震學( Seismology)」、「火山學、地球化學及岩石學( Volcanology, Geochemistry 

and Petrology)」等領域中，亦有邊坡災害之相關研究發表，一併納入本次行程研習項目。 

二、目的 

此行目的在於了解世界各國在自然災害、災害防治、工程地質與岩石力學等相關課題

之研究與應用發展，亦透過與會者之間的討論增進學術交流，作為未來深入上述相關課題

之研究參考。 

三、會議議程 

AGU研討會的議程包括科學演講(Scientific Oral Sessions)、海報發表(Poster Sessions)

、參展商展覽(Exhibit Hall)、實地考察-破冰船(Icebreaker)、頒獎儀式與宴會(Honors 

Ceremony and Banquet)及博物館之夜(Night At The Museum)等。除了實地考察與博物館之

夜活動外，相關會議及展覽活動係在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而在

論文口頭發表方面，依各種不同的主題排定於各演講廳進行，海報則統一於Poster Hall展

覽。由於AGU主題豐富廣泛，多加運用主辦單位提供的APP進行主題查詢，可快速掌握相

關場次時間及地點。以「山崩和地景演變：機制和回饋(Landslides and Landscape 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Feedbacks)」為例，其有關訊息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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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山崩和地景演變：機制和回饋(Landslides and Landscape 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Feedbacks)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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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過程 

AGU 2018研討會主議程共計舉辦 5 天(12月10日至12月14日)，行程詳如表3，論文海

報發表會場如圖2，廠商展場如圖3所示。本次研討會適逢AGU 100週年，承辦單位特別為

與會者安排12月13日(四)晚上7時至10時為博物館之夜(Night at the Museums)，配合展出的

博物館計有航空與太空博物館(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博

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自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與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考量時間有限及研究領域，報告撰寫人參加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之活動場次，詳如圖4。 

 

表3 出席會議期間之行程摘述 

日期與時間 
行程摘述 

台北 美東 

12/8 17:30 12/8 04:15 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17:30班機 

12/9 8:30 12/8 19:15 抵達紐約約翰甘迺迪機場，入住飯店 

12/9~12/10 12/9 搭車前往華盛頓 D. C. ，入住飯店 

12/11 ~12/15 12/10~12/14 
研討會報到，參與研討會議程與論文發

表 

12/15~12/16 12/14~12/15 離開華盛頓 D. C.前往紐約 

12/16 ~12/17 05:50 12/16 0:020 
紐約約翰甘迺迪機場搭乘00:20班機，

05:50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AB%8B%E9%9D%9E%E8%A3%94%E7%BE%8E%E5%9B%BD%E4%BA%BA%E5%8E%86%E5%8F%B2%E5%92%8C%E6%96%87%E5%8C%96%E5%8D%9A%E7%89%A9%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7%AB%8B%E9%9D%9E%E8%A3%94%E7%BE%8E%E5%9B%BD%E4%BA%BA%E5%8E%86%E5%8F%B2%E5%92%8C%E6%96%87%E5%8C%96%E5%8D%9A%E7%89%A9%E9%A6%8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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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AGU 2018 研討會論文海報發表會場 

 

(a) 

 

(b) 

 
(c) 

圖3 AGU 2018 研討會廠商展覽會場：(a)報告撰寫人於會場留影、(b)美國NSAS設置的展示攤

位，每日均安排不同的演講主題，包括行星與大氣等地球物理，及火星登陸任務等，圖中

正介紹NASA洞察號（InSight）成功登陸火星後如何進行岩石標本的採集，並詳細說明採

樣器的設計、(c)Google於展場入口處設置電視牆，並解說Google Earth Engine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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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4 AGU 2018研討會舉辦的博物館之夜共計四個展場，報告撰寫人參加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之活動場次：(a)博物館大廳留影、(b)(c)(d)透過現地

樣本的保存及採集的標本介紹斷層的力學機制及開挖剖面的判釋 

 

除了AGU舉辦的活動，我國科技部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ESRPC)及國家太空中心

(NSPO)亦於廠商展覽會場設置攤位展示我國地科與太空科技研究能量；地球科學研究推

動中心另於 12月12日(三)舉辦 MOST-NSF合作的 FACET-GEMT AGU Town Hall Meeting 

與 Taiwan Night，提供了國內研究學者與國外合作學者共聚一堂交流的機會，報告撰寫人

亦參與了Taiwan Night場次，期間與旅外學者及國內與會之不同領域專家學者有所交流。 



8 

 

(a) 

 

(b) 

圖5 本次於AGU研討會發表之「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n the Seismic Response 

and Failure Pattern of Anti-Dip Rock Slope」研究成果海報(研討會論文發表編號 EP21C-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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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海報部分，報告撰寫人發表之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n the 

Seismic Response and Failure Pattern of Anti-Dip Rock Slope，依大會安排期程於12月11日進

行論文海報發表，如圖5。所發表的內容主要是目前所執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整合不同

調查尺度之岩坡破壞潛勢區評估、分析及監測研究之子計畫:地震引致岩坡破壞之變形特

徵與潛勢評估」研究成果，係透過物理模型實驗及UDEC數值模型探討逆向岩坡在模擬地

震力作用下之受震行為與破壞型態，本研究同步透過高速攝影機擷取模型塊體的運動軌

跡，經由軟體分析獲得塊體之位移、速度與加速度歷時，可用於物理模型受震行為之判釋

與破壞過程之闡述。 

由 NASA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水文地質科學實

驗室等單位發表的 Interconnected Methods for Landslide Hazard Assessment，詳圖6，係結

合了NASA坡地災害資料庫(https://pmm.nasa.gov/landslides/index.html) 、高精度衛星影像

及地質、坡地、植被及道路等資料，配合其發展的分析模式(Landslide Hazard Assessment 

fort Situational Awareness, LHASA)產製坡地災害潛勢圖。 

 

(a) 

https://www.nasa.gov/god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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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NASA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有關坡地災害潛勢評估之研究：(a)研究成果海報展示、(b) 

NASA坡地災害資料庫網頁( https://pmm.nasa.gov/landslides/coolrdata.html) 

 

南加州大學等研究團隊針對地形效應對地震引致坡地災害的影響進行探討，詳如圖

7(a)，係以Melamchi 山谷為研究場址，並根據2015年尼泊爾地震引致河道兩側的坡地災

害進行調查，其研究指出當坡度超過 34˚，坡地災害案例數明顯增加且與坡度略呈指數型

遞增的曲線形式，另提出以河槽的陡度(channel steepness)建立其與災害案例數的關係，詳

如圖7(b)，作為後續分析模式的輸入參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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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7  南加州大學等研究團隊針對地形效應對地震引致坡地災害之影響提出其研究成果 

另外，中國大陸三峽大學水利與環境工程學院透過數值分析與現地實驗探討降雨致

土壤浸潤進而造成坡地災害的研究成果，如圖8。根據其數值模型研究，可觀察到坡面上

區分雨水入滲(inhalation zone)與雨水溢流(overflow zone)二個區域，而此二區域的分界與

降雨條件、邊坡幾何條件、土壤滲透性有關。 

 

圖8  中國大陸三峽大學水利與環境工程學院降雨致土壤浸潤進而造成坡的災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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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引致的地動(ground motion)現象通常是以 IMs (intensity measures)來表示，即地

震作用歷時內的尖峰加速度(PGA)或尖峰速度(PGV)對時間的積分，採PGA對時間積分者

即為 Arias Intensity (IA)，由於地震作用歷時對結構物的損傷、坡地災害與土壤液化是一

重要的影響因子，故 IMs 為地震引致之相關災害評估的重要關鍵參數。美國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與美國國家地質調查所(USGS)共同發表的 Advanced Ground 

Motion Characterization in ShakeMap Modeling Energy-Related Ground Motion Parameters，

如圖9，其提出三種替代的方法藉以迅速產生 IA 分布圖，且可整合於美國地調所的震度

圖。 

 

 

圖9  美國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與美國國家地質調查所(USGS)提出 Arias 

Intensity (IA) 計算方法及整合運用於震度圖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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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與建議 

美國地球物理聯盟(AGU)自1919年舉辦第1屆國際研討會迄今剛好舉辦 100 屆，由於

其研討議題廣泛且深具科普教育目的，廠商陳展內容多元且豐富，因此每年均吸引眾多國

際學者參與，不僅與會人數者眾，來自世界各國參與展覽的政府或是民間科研機構亦相當

多，經參與本次年會後，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1) AGU 研討會議主題涵括 29 個領域，議程緊湊且參展的單位甚多，主辦單位開發的

APP軟體提供了所有與會者需要的會議資訊，包括議程時間、地點、發表的文章題目與

摘要等，均可自APP軟體查詢與閱讀，其善用智慧型手機相關軟體的經驗可作為我國未

來承辦大型國際研討會之借鏡。 

(2) 科技部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ESRPC)及國家太空中心(NSPO)於 AGU 會議期間參與

展示，有助於增加我國地科與太空科技研究現況的能見度，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舉

辦 FACET-GEMT AGU Town Hall Meeting 與 Taiwan Night，亦提供了國內研究學者與

國外合作學者交流的機會，建議能持續挹注經費辦理類似的活動。   

 

六、攜回資料 

AGU 2018年會大會議程手冊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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