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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第 111 屆機器人，航空，機械和機電一體化國際研討會(1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eronautics,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 以下簡稱 2019 ICRAMM)」) 原

定於 2019 年 8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假日本大阪市舉行，會議包含海報展示與口頭報告兩個環節；

而由於議程安排的關係；其中口頭報告的部分則與「第 248 屆國際工程師與研究員學術研討

會 (248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ngineers & Researchers Conference，以下簡稱  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共同實施，並訂於 2019 年 8 月 8 日東京市大森車站的 Omori Tokyo REI 

Hotel 舉行，而本人 8 月 7 日在大阪完成既定的行程後，8 月 8 日凌晨 4 點多便動身前往東京，

以便能準時到達東京的研討會會場；此外，在論文發表的部分，經過事先多次的練習，很高

興當天也圓滿地完成了論文口頭報告的任務。 

本次報名的國際研究會議之宗旨在於使各個國家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研究人員及學

生在其各自研究的領域或理念上能夠有所匯集與交流，進而提升現有學術與技術的內容與水

準；而參與這次研討會的學術交流，個人也有些許的收獲，相關心得將於後續的報告中敘述，

希望能提供給後續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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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近年來全球環境氣候快速變遷異常氣候狀況頻傳，且臺灣地區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及亞

熱帶季風盛行區，據統計臺灣每年發生有感地震約 200 次以上、侵臺颱風則平均為 3.4 次，加

上各種以往未有的惡劣氣候及災害接踵而來。回顧過去幾年來各類災害，從 1999 年 921 大地

震重創中部地區、2000 年象神颱風造成基隆河上游泛濫、2001 年納莉颱風洪水癱瘓大台北各

項交通運輸系統，再到 2009 年莫拉克颱風水災使其南部地區多處村莊慘遭毀滅之情形，可見

台灣過去災例之嚴重性。根據 2005 年世界銀行、哥倫比亞大學及挪威地緣科技研究所，共同

完成之「天然災難熱點：全球風險分析」的其中一段報告指出：「台灣可能是地球上天然災難

最為脆弱之地區，約有 73%土地與人民暴露在三種或更多之天災危險因子之下」。 

而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9 級強震，隨即引發海嘯及核輻射污染

之複合式災害，造成岩手、宮城及福島等地區重大傷亡。此次「複合式災害」對日本而言，

為其史上災情最為嚴重、救災最為困難的天然災害，在此次災害中有鑑於救災環境的惡劣，

特別因為核輻射使得救災人員不易進入災區，無法將災情在第一時間後傳，而導致災情變得

嚴重，故興起建立勘災型無人載具 (Unmanned Vehicle,  UV)系統之動機，一個整合無人機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及無人車 (Unmanned Ground Vehicles , UGV) 所形成的含括陸

空平面、跨維度的勘災及防爆型無人載具系統，希望藉由本計畫的研究，能做到拋磚引玉的

效果，也希望藉由本計畫中無人載具系統相關技術的研發，可以減少救災人員的傷亡，也能

夠協助救災當局能在第一時間完成勘災、災區傷患後送、爆裂物安全夾取與平穩移除，以及

醫藥馳援及滅火的工作，此為本論文最主要的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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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過程 

今年很榮幸又獲得科技部經費的挹注得以持續進行勘災型無人載具系統的研究，這次發

表的研究內容旨在建構以感測器為基礎，整合勘災前導無人車、傷患救護無人車及無人旋翼

機之勘災救護無人載具系統；其中，傷患救護車額外設置了救護箱及體感手環控制器，當勘

災前導車及無人旋翼機進行勘災，發現傷患時可發送定位資訊以供救援；其中傷患救護車在

獲得資訊後即刻前往傷患位置，若傷患意識清楚時，傷患可使用救護箱先行進行簡易救治以

避免傷勢惡化，而情勢允許時，傷患亦可坐上傷患救護車，使用載具上附設的體感手環控制

器連結傷患救護車，以簡易的手勢遙控座下的傷患救護車自行返回救治。最後，本研究透過

遠端監控控制系統介面，有效的整合無人載具系統之軟、硬體架構，並根據載具特性設計不

同的控制器來減少噪音干擾，提升系統的強健性。 

而上述的研究成果本人原先打算在 108 年 7 月 27 至 29 日在日本北海道的學術研討會進

行發表，經過投稿後也很快速的收到了審查通過的回函(如圖 1，UAC 接受函)，但有消息表示

該研討會對於自動控制與無人載具的論述較少；因此，本人便聯繫了北海道研討會承辦單位

表示想要將稿件撤銷，撤銷後再投稿其他研討會以避免一稿多投，本人將論文重新投稿在日

本大阪的「第 111 屆機器人，航空，機械和機電一體化國際研討會(1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eronautics,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 ICRAMM)」，之後我也於 108 年 5 月 16 日

接獲大阪研討會承辦單位來信，表示論文已通過審查(如圖 1，ICRAMM 論文接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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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UAC 接受函 

 

 

 

 

 

圖 2   ICRAMM 論文接受通知 

 

這次的 2019 ICRAMM 研討會有口頭報告與海報展示兩種不同的選項提供投稿人選擇，我

原先想一改以往總在研討會採論文口頭報告的方式，在 2019 ICRAMM 研討會打算改以海報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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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並在一旁解說的方式來呈現研究的成果，這樣一來我可以有較多的時間與自由至不同的演

講會場，去聆聽自己感興趣的論文，因為往年在研討會進行論文發表時，有時自己口頭報告

的時段會與想聽的論文發表時間相衝突，而海報發表的時間較短，所以就算時間衝突時也比

較容易與承辦單位協調來進行時段調整；因此，在接獲 2019 ICRAMM 論文接受通知後，我考

慮了一會，便選擇了在 2019 ICRAMM 進行海報展示說明的選項，也很快速地完成了海報的製

作(如圖 3，ICRAMM 海報)，希望自己在這次的研討會中能有更多的時間與彈性去聆聽相關的

論文並與其他學者進行討論。然而，在 108 年 5 月 26 日時承辦單位突然來信表示，2019 ICRAM

研討會在論文發表口頭報告的部分將與東京「第 248 屆國際工程師與研究員學術研討會(248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ngineers & Researchers Conference，以下簡稱 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共同舉辦，而論文口頭發表地點亦改至東京實施，承辦單位並通知，如果僅想參

加海報展示與討論的學者可在大阪完成海報展示及領取發表證書後便可回程，屆時原先通過

審查的論文也會依照預定的刊物全文刊登，主辦單位會完成所有論文刊登發表的程序，報名

者也會收到原先該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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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ICRAMM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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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ICRAMM 研討會其行程的變動對於部分學者是有利的，因為他們不用花太多時間在

研討會中參與過程便可以離開，其論文也可以順利得到發表與刊登，但這樣的情形對於我而

言卻是一種困擾，因為我個人覺得難得獲得科技部的經費補助，出了國若只是進行海報展示

領回收據與資料未免可惜，亦有違當初科技部編列出國經費的初衷；因此，當研討會承辦人

詢問我是否願意也參加東京研討會的論文發表時，我便毅然而然的同意了，而這樣的決定讓

我除了完成海報製作外，必須還得另外製作論文 PPT 並事先進行演練；此外，為了在 8 月 8

日早上 9 點能在東京完成研討會報到，8 月 8 日在大阪的我必須在早上 4 點多起床以便搭乘當

天早上 5 點多第一班次的高速火車(南海急鐵)來到達大阪關西機場，然後再搭當天全日空最早

的班機從大阪飛至東京羽田機場，接著馬上搭乘羽田機場直達東京大森車站的巴士，如此才

可以在既定的時間內趕至會場完成報到與上台進行論文報告，而上述的行程我花了一些時間

規畫並反覆查證，以確保自己能順利完成出國研討會報告的行程。 

248the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在東京舉辦的地點為大森車站邊的 Omori Tokyo REI 

Hotel (如圖 4)，交通十分便利，在 108 年 8 月 7 日晚上我持續花了一些時間練習論文報告，直

至 8 月 8 日的凌晨 1 點才就寢，稍微睡了 3 個小時，4 點多我便起床盥洗開始一天的行程，早

上的高速鐵路和班機都非常順暢，而 8 點多到達東京羽田機場後等了約 20 分鐘，順利地搭上

了直達大森車站的巴士，而大森車站的下車點即是Omori Tokyo REI百貨公司，Omori Tokyo REI 

Hotel 就在這棟建築物內，研討會場地交通非常便利且處於城市精華地區，發表人不用擔心找

不到會場，在地點的選擇上顯見主辦單位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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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會議場地大樓：東京大森車站旁的 Omori Tokyo REI Hotel 

 

在完成報到簽名後，我先找到待會自己要進行論文發表報告的場地(如圖 5)，雖然我要進

行報告的場次為早上的第一個場次第十位演說人(如圖 6 議程表所示)，但是我習慣還是在報告

前再利用時間複習一下(如圖 7，工作人員現場隨拍的花絮)，因為臨陣磨槍不利野光；而會議

前 20 分鐘，我在的會議室開始越來越多同場次的學者開始就位，故已經在會議室就位的我便

跟其他的學者開始進行交談，我發覺有部分學者也像我一樣專程又從大阪趕來進行口頭報告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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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人發表場次所在的會議室 

 

 

圖 6   論文場次演說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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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口頭報告前複習資料 

    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報告人演說的方式是在前方發表區坐著報告，並於報告

後進行討論(如圖 8 及圖 9)，經過多次事先的練習，我很高興當天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在這次

的研討會中，我認識了一些國外友人也交換了些研究心得，特別的是，有幾位來自泰國及巴

西大學的學者和博士生對於我研究中勘災系統建模的方式特感興趣，而因為報告的時間有

限，所以在該場次結束後，他們又特地跑來找我討論系統建模的問題；另外，在研討會休息

時，我們幾位論文發表人也一起用餐並持續進行討論，場面也算熱烈，有的學者還詢問我 PPT

上的奇特的像太極的圓形圖案是什麼象徵(如圖 10)？我也順道介紹了母校國防大學跟理工學

院，而到了下午，研討會結束後，我便搭乘巴士又回到了羽田機場，準備搭機回大阪(因為回

程機票早已預訂)，傍晚卻遇到了飛機多次延誤的情形；因此，當天回到大阪的住處已經是晚

上 10 點多；從早上 4 點多出門，晚上 10 點多返回住處，約 18 個小時，整個行程除了長途跋

涉有些辛勞外，在論文發表方面算是非常順利，也為這次的國外行程圓滿的畫下了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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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場次報告場地前方演講人座位 

 

 

圖 9   本人進行報告時的情形(官網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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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心得及建議事項 

個人心得： 

本次參與「第 111 屆機器人，航空，機械和機電一體化國際研討會(1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eronautics,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及「第 248 屆國際工程師與研

究員學術研討會(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合辦的國際學術發表會議，是一個非常令

人印象深刻的經驗，很慶幸自己有機會可以透過這次研討會與其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一起

分享各自的生活理念、經驗及研究成果，進而使得本人得以增加相關領域研究的認知，而這

也讓我對於部分學術研究有了些許嶄新的想法，激發出更多的研究動力；於此，非常感謝科

技部提供經費支助本實驗室的師生進行研究以及出席研討會；同時，感謝校部與院部的長官

對我們教師與學生的鼓勵與支持，以及兵器系統中心與主計相關單位等熱心的行政同仁對於

本研究計畫中材料採購與經費支應諸多行政事項上的諮詢與協助，使得本計畫的研究人員不

需花費過多的心思去鑽研材料採購的行政流程之上，而皆能心無旁鶩而專注在研究工作，並

進而順利地獲得研究成果並完成此次的出國會議行程。 

 

最後，在本次研討會中有一些論文發表，個人有了些許的心得，於此也提出與大家分享，

概述如下： 

(一) 來自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Moscow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的 Nyan Min Htet 和 

Volkov I. V.所共同發表的「基於散斑干涉法針對循環應力作用下物質變形的分析(Study of 

Deformations of Material Under Cyclic Stresses Using Speckle Holography)」。 

論文中討論材料對於壓力的承受狀況與形變現象，尤其針對材料在壓力中心附近的區域

(Fracture Zone)的非線性形變情況提出分析，研究中特別基於散斑干涉法 (Speckle 

Interferometry)針對循環應力作用下物質變形的非線性狀況提出改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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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an Min Htet 為馬來西亞人，目前在莫斯科進修，原本也是和我一樣 8 月 7 日在大阪參

加會議進行海報展示，但由於主辦單位臨時通知口頭演說部分將與「第 248 屆國際工程

師與研究員學術研討會」合辦，所以 Nyan Min Htet 也認真的從大阪趕來，又出席了 8 月

8 日在東京舉辦的聯合研討會，與我有相同的境遇，故我們兩個相談甚歡，也彼此留下

了聯絡方式。 

 

(二) 第二篇論文是由尼日利亞法學院(Law University of Nigeria)其 Enugu 校區的 Ikenna Paul 

Ukam, Emmanuel Chukwuagozi Odoemena 及 Angela Ngozi Chioke 所共同論著的「通過基於

人權的方針和有效的公眾參與來有效實現全球環境的治理工作(Achieving Effectiv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Human Right-Base Approach and Effect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全球環境面對的威脅與挑戰已日益增長，此現象使得當局對於目前全球貧窮機制的改善

作用收效甚微，先前的各項措施甚至沒有任何的積極效果，故作者認為現今各國應首先

應積極以條約或公約的方式建立適合的國際法律與政策框架，以確保下一個世代能保有

健康的生存環境；此外，目前少部分地區其良善管理環境的工作雖然已通過非國家組織

或團體的努力而有了部分的成功，但若要完成更多的工作，最終還是得透過各國政府以

公權力的方式，協同訂定一個針對全球環境的治理條約，如以基於實體與程序，並符合

人權與現有環境的管理機制。 

 

(三) 第三篇說明的是由韓國松原大學建築工程系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Songwon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的 Jongsik Lee 提出的「成本評分和功能評分的標準

方法(Indexing Method of Cost Score and Function Score that Can be used Building Design VE)」。 

作者表示價值工程也是提高建築工程的一個手段，在設計 VE 中，可通過比較方案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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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標和功能指標來選擇最佳方案；但是，函數索引的計算範圍和成本索引的計算範圍

因其索引方法的相異而有所不同，這個情形讓客戶對於如何去選擇最優設計的決策過程

感到了困惑：而為了改善這個現象，該研究便提出了一種利用向量歸一化的方法來對成

本和功能得分進行指標化的策略，這樣的選擇策略是一個不錯且新穎的的想法。 

 

(四) 另一篇不錯的論文由土耳其伊爾第茲斯技術大學 Toyotetsu 研究與開發中心的 Dr. Ali Baki

所發表的「針對影響車輛零組件回彈的參數進行有限元素的模擬(Parameters Affecting 

Springback for Vehicle Body Part with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作者認為針對材料在構築系統時形成的回彈(Springback)性質來進行正確的估計和補償，

這個工作在時間上和成本上都是不容忽視的。所謂回彈是在物件在成形過程的最後，當

零件接受系統的應力釋放時，零組件獲得的特性改變，此改變為一種幾何變化。而在完

成鈑金成形後，應力對零組件的拉伸作用，也影響了零組件的尺寸精度；在這個情形下，

零組件的生產變得困難，故零組件的生產製造目前面臨了以下的問題：首先生產者需預

測最終零組件回彈後的幾何形狀；其次，生產者必須製造適當的工具來彌補上述的影響。 

而上述的回彈補償工作，作者在透過抗拉強度 270mpa 的鈑料模具等相關工具的努力下，

以減少零組件拉伸的回彈量，該研究除透過軟體模擬分析外；最後，亦通過了實際的硬

體驗證。 

 

(五) 最後一篇論文心得分享由來自於英國林肯大學的 Dr. Lama Alghofaily 所發表的「沙烏地阿

拉伯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領導地位 (Women Lead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audi 

Arabia)」。 

缺乏動力、信心及生活不平衡等問題為目前女性被普遍認為不適合當領導職位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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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阿拉伯國家而言，這個不平等的現象已存在超過千年。即使近幾十年來高等文明

的快速發展與傳播，但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依然存在。 

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在社會文化壓力下通常會被忽略，而克服這個障礙需要各國一起努力，

Saudi 政府過去十年來特別為了該國的女性做了一些改革，比如「2030 年遠景」的規劃，

上述的改革也許提高了該國些許女性在職場上的參與度，但針對 Saudi 社會其女性擔任領

導職的助益甚微，因為該國社會還是認為女性存在著缺乏動力、信心、生活不平衡，以

及家庭的責任等缺點。該篇論文針對了這個現象特別針對 Saudi 國家中，目前在高等教育

機構任職的婦女進行半結構化的訪談調查，並對收集後的數據進行了主題分析；結果顯

示，Saudi 婦女在晉升領導職時確實會面對許多阻礙，而上述的困境有待該國政府或連同

其他國家一起提出有效的方案去解決。 

 

 

建議： 

  這次參加研討會的過程著實刺激，選擇大阪的「第 111 屆機器人，航空，機械和機電一

體化國際研討會 (1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eronautics,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 ICRAMM)」的原因，乃因為該研討會的主題切中本人研究內容，只是主辦單位

後來聯合東京「第 248 屆國際工程師與研究員學術研討會(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擴大實施，其合併舉辦兩地研討會的信息通知的太慢，著實讓人因應不及；雖然主辦單位事

先也曾在網頁上標示，建議研討會參與人盡量在研討會舉辦日期的前兩週再訂機票，但軍職

人員申請出國需要 60 天的作業時間，個人並無法在研討會舉辦前兩周才處理相關的出國業務。

而原先像我一樣參加大阪研討會的參與人大部份都只參與了大阪的海報展出，領了資料便離

開，不想再舟車勞頓，但也有少部分的人像我一樣，又趕到了東京進行論文發表。雖然在異

國兩地奔波著實勞累，但很慶幸地順利完成了論文的發表，獲得了一些新穎的觀念，認識了

一些外國學者，也變相的為自己的母校和國家打了個廣告，與國外友人互相的留下了聯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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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希望有機會也能邀請他們來參加本院舉辦的研討會。 

 

而針對此次參與國外研討會論文發表的活動，個人有些許心得：首先，個人覺得主辦單

位在網頁上報名及投稿方式簡便且易懂，其在研討會舉辦地點所在地的城市美景及旅遊介紹

亦十分詳盡，此有助於鼓勵國外學者投稿；此外，研討會網頁上特別標註了交通方式，並鏈

結多處與該研討會合作可供論文轉投的學術期刊。上述諸多的優點，都是吸引學者投稿的誘

因，我想這些優點都可以提供作為本院舉辦研討會的建議與參考；而與該研討會比較，本院

每年 11 月所舉辦的國防科技研討會，其各場次的議程規劃、會場硬體設置與備案工作等準備

倒是相對的優異許多，此應該源於院長及各級長官的重視，各系教師積極的參與，以及相關

業務行政參謀的支援，因為對校外的研討會而言，其工作人員是有限的，但對於本院而言，

每一年的國防科技研討會是全院關注的重點，是全院所有人同時全心投入與協同合作的工

作；因此，在研討會論文發表及會場行政支援上，本院的國防科技研討會理所當然會讓來院

參與的學者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而這也是特別讓我感到驕傲的地方；不過，我個人也覺得未

來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本院的研討會也許可以考慮呈列一些有別於其他研討會的特點或文

化，比如：有關本院歷史的文宣或文物展示、國軍武器或科技的展示，亦或是聯合友軍或其

他單位進行國防科技、國防教育與國防事務的介紹或展覽，甚至是針對本院優美校區及院區

重要景點進行導覽與推廣，也可因應本院的地理位置針對外地學者，提出大溪或桃園地區旅

遊行程的建議等工作。 

 

以上內容為本人參與日本「1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eronautics,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合併實施研討會的個人心得與建議事

項；最後，再一次感謝科技部支援本實驗室研究經費俾利研究，感謝科技部提供出國經費使

得個人能有機會接觸不同的環境與眾多學者和先進而有所成長，個人也誠摯的希望這次國外

研討會的參與，其對於國內研發成果與能量的推廣能有正面的效用，並誠摯期待此對於臺灣

在其他國家的能見度與辨識度上能有正面的提升，再次感謝科技部與學校各級長官的支持，

諸多感謝與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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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議程資料 

 大會論文資料 

 

致謝： 

  承蒙「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使得後學得已參加本次「1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eronautics, Mechanics and Mechatronics」&「248th II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所

擴大實施的研討會，讓我有機會參與國際性的研討會，增進國際視野並使得專業領域有所

成長，個人內心十分感謝，於此特別表達衷心感謝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