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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分享我國火山地震監測工作之成果與觀摩各國相關之監測工作及技術，中央氣

象局地震測報中心蒲新杰研究員赴新加坡參加「2019 年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聯合研討

會」。該會議雖定位為亞洲地區的區域型研討會，仍廣邀各國從事地球科學相關之研究

學者與會，提供學術交流平台藉以匯集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與未來發展方向。 

蒲研究員於此會議中介紹與分享中央氣象局火山地震的研究成果，同時觀摩各國

的地震與火山研究工作，並和與會學者進行經驗交流。最後，根據本次的與會經驗，

提出心得與建議，期望能對中央氣象局的火山地震監測工作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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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臺灣位於全球地震活動最為活躍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除了有頻繁的地震外，火

山活動也是具有潛在威脅的災害。近年來，有研究指出位在大臺北盆地北部的大屯火

山疑似仍具有活動性，為此，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自 2012 年起，利用大屯

火山觀測站所提供的大屯火山地區即時地動訊號進行地震監測。相較於地震測報作業

已有多年實務運作經驗，火山地震監測方面仍缺乏實務經驗，因此為提升並落實火山

監測工作，氣象局有必要積極觀摩各先進國家的火山監測工作與研究的現況。 

有鑑於此，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蒲新杰研究員赴新加坡參加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

聯合研討會（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今年的會議是 AOGS的第 16屆

年會，本次會議地點於新達城三樓的國際展覽館中心。此會議雖然是區域型的研討會，

仍廣邀各國從事地球科學相關之研究學者與會，提供學術交流平台，藉以匯集最新的

科學研究成果與未來發展的方向。蒲研究員於會中以英文發表關於氣象局火山地震的

觀測結果與其應用，報告內容首先介紹火山地區的應力環境與其在火山活動上的涵義，

接下來利用大屯火山觀測站的大量地震資料，求解震源機制與進一步的逆推及模擬應

力場之變化，藉此探討火山地區地下的應力源位置與狀態，最後提出具有潛在噴發的

威脅地區。蒲研究員期望能藉由這次會議，將前述成果，與其他專家學者交流意見，

以精進本局的火山地震監測與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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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2019 年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聯合研討會」於今（108）年 7月 28日至 8月 2日在

新加坡召開，蒲研究員於會議前 1日（27日）搭乘國籍航空前往新加坡，於會議結束後

隔日（3 日）返臺，共計 8 日。參與此次會議的經費係由蒲研究員申請通過之科技部委

託研究計畫中的出席國外研討會費用支應。此次會議涵蓋之主要議題包括 Atmospheric 

Sciences（大氣科學）、Biogeosciences（生物地球科學）、Hydrological Sciences（水文科

學）、Interdisciplinary Geosciences（跨領域地球科學）、Ocean Sciences（海洋科學）、

Planetary Sciences（行星科學）、Solar and Terrestrial Sciences（太陽與陸地科學）、Solid 

Earth Sciences（固態地球科學），此會議不僅議題多，場次（session）數亦達 274。由於

範疇廣，故吸引各領域的學者，甚至是學生與民眾的參與。會議相關資訊可參閱 AOGS

官方網址（http://www.asiaoceania.org/aogs2019/public.asp?page=sessionProposal.htm）。 

AOGS會議的舉行地點，西元單數年時固定於新加坡所召開；反之，西元偶數年時

則輪流於亞洲與大洋洲國家舉行。今年的會議是 AOGS的第 16屆年會，本次會議地點

於新加坡的新達城（照片 1）。去年（第 15屆）的 AOGS 於美國夏威夷舉行，明年（第

17 屆）的 AOGS 則預計於韓國舉行。本次會議與會者眾多，包含有來自臺灣中央研究

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及成功大學等單位的學者專家。而會議的相關資訊，

除了紙本議程外，為方便與會者獲得會議相關資訊，在會議開始前，AOGS即於網路公

開議程的電子檔與會議 App應用程式（圖 1）。 

蒲研究員之論文報告屬於固態地球科學，被安排於 7月 29日下午第 1個場次的第 1

位報告（照片 2至 3），報告時間為 15分鐘，內容為蒲研究員利用大屯火山觀測站所提

供之地震資料，進行地震定位與地震震源機制逆推。利用該資料，獲得了上千筆的震

源機制資料（地震事件發生在 2012至 2017年間），在小區域內（~10公里 x ~10公里），

能有如此大量的地震資料，實屬十分罕見。利用資料充裕的特性，可探討應力環境在

空間中的細微變化性，結果發現應力場在大油坑地區發生極顯著的變化。為了探求可

能造成此變化的原因，蒲研究員進行一系列的模擬，最後得出，造成應力場在區部地

區變化的原因為當地地下有 1個壓力源的構造存在。利用應力場的變化性，探求地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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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構造的特性，是過去的文獻中罕見的，而其結果，在災害潛勢的評估上極具價值。

較為特別的是，蒲研究員在本屆 AOGS 會議中有幸被列為邀請（INVITED）型式（圖

2）。然而較為可惜的是，受限於報告形式與時間，僅能簡述相關的研究成果，無法與

其他學者進行較長時間的討論。 

本次會議中，固態地球科學的報告共 338篇，其中的口頭報告 209篇，剩餘的 129

篇報告則為海報型式。固態地球科學的口頭報告時間，大致集中在 8月 1日以前的會議

期間，而固態地球科學的海報統一展示於 8月 1日，海報的展示場地為新達城 3樓的國

際覽館中心（照片1與4），該場地與會議的贊助廠商攤位相鄰（照片5）。本次會議中，

也可發現在臺灣學界的攤位（照片 6），如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TAO 期刊及最近成

立的 E-DREaM（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http://eqkc.earth.ncu.edu.tw/E-

DREaM/）。 

會議期間，蒲研究員亦聆聽許多主題的研究報告，受限於大會限定不可拍照的規

定下（照片 7），無法提供過多研究成果的影像予以分享，僅擇要說明如下： 

（一）火山觀測：議程集中在會議議程的前 3日，除了蒲研究員介紹大屯火山的觀

測結果外，尚有韓國、印尼、菲律賓等。方法上，除了蒲研究員的地震應力場變化特

性外，也有利用接收函數法逆推地下構造的不連續面與速度構造、介紹火山觀測網及

地球化學的分析等。數量雖不多，但各自的區域與方法的差異性均極大，因此可以藉

由這此會議大略得知各國的火山監測概況。另外，也有從火山深部活動到大氣影響的

一系列模擬與岩石樣本分析等，包含的範疇甚廣。 

（二）造山構造：這部分的範圍十分廣，探討的對象以整個亞洲為主，方法十分

多元，地震訊號的接收函數、地體構造的非均向、速度與重力構造逆推及大尺度的震

測剖面等都是其中常用的方法。當然，除了地球物理的方法外，地質上的岩石樣本分

析結果也在此次的 AOGS會議中發表。 

（三）臺菲計畫：這次會議中，其中有 1個議程是專屬於臺菲計畫的參與者的報告。

臺灣的學者有國立中央大學的許樹坤、葉一慶、林靜怡教授及國立成功大學的饒瑞鈞

教授。這個議程中的報告，涵括從臺灣周邊海域的監測成果到菲律賓的陸上監測成果，

相關跨國合作計畫的成果能在AOGS會議中，自成 1個場次，顯示這個計畫有豐碩成果

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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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崩監測：雖然AOGS會議以地球科學的研究為主，但山崩場次之議程主持

人，並非傳統地球科學的研究人員，而是土木工程的研究人員。與該主持人會後討論

時發現，山崩議題在土木工程與地球科學的切入角度差異甚大，土木工程的研究人員

多數以探討地層中的含水程度。事實上，在這個場次中，多數山崩的研究報告皆以此

為出發點，而地球科學研究人員則是利用 GNSS 和地震資料監測山崩，在去年的第 15

屆 AOGS中，已有許多以地震資料分析山崩監測的研究報告。 

 
圖 1、大會專屬的手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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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蒲研究員的報告資訊（紅色矩形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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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新達城國際覽館中心。 

 

照片 2、蒲研究員的報告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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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蒲研究員的報告。 

 
照片 4、會場海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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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會場的攤位展示區 I。 

 

照片 6、會場的攤位展示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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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善意提醒會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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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相較於其他國際研討會， AOGS 會議相對較為精緻，與 AGU（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與 EGU（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等所舉辦之大型國際研討會

相比，AOGS的報告場次數量明顯偏低。雖然場次少，但 AOGS包含的議題和研究主題

面向卻不少，且有許多大構造演化之議題。AOGS 若與 JpGU（Japan Geoscience Union）

所舉辦之研討會相比，兩個會議的與會人數相去不遠，但 AOGS 的與會人員，其國際

性更高。因此，AOGS有較佳的機會了解更多亞洲國家的研究與監測概況；相較之下，

JpGU 則以日本研究人員為主，議題的方向也與該國的民情直接相關，好處是議題方向

集中，同質性的討論機會更多。 

蒲研究員近年參與過多次國際會議，這些會議中皆有開放攤位的申請，參與的單

位多為學術研究單位，其中亦有少量的政府單位，如 NASA（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USGS（美國地質調查局）。臺灣亦有參與擺攤，但從過往的經驗中，僅見研究單

位。未來中央氣象局若想增加與學術單位的互動，在國內外的大型的學術研究會議中

設置攤位，能夠與資料使用的研究人員進行直接說明與深入討論。以地震測報中心的

業務為例，近年地震中心曾做過有感地震發布標準的變動，及今年臺灣地震震度的定

義修改等。這些變革中，完整而正確的資訊（前述之標準與定義），對於一般民眾重要，

對分析相關資料的研究人員也同樣重要，在大型的學術研討會中設置攤位，可以達到

將正確資訊傳播的效果。甚至於在單位內容的重大變革形成之前，也可以藉由設置攤

位，廣泛地收集使用者的意見，除此之外，也可藉由此場合，向資料的使用者說明資

料的產製過程、細節及時效等，可免去資料被誤用或錯誤解釋。最後，攤位的設置，

也近似於另一種形式的意見信箱，只是反應者是更有相關專業的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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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會照片花絮 

 

 
照片 8、與會之臺灣學者—許樹坤與董家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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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與會之臺灣學者—林靜怡與葉一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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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會議中場休息時間的討論。 

 

照片 11、海報展示區的互動式電子看板。可瀏覽當日海報區內的海報，同時亦可局部

放大影像，可適度緩解擁擠的海報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