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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報 告 敘 述 赴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参 加 2019 年 SGEM Vienna Green Internat ional 

Scient ific Conferences 國 際 研 討 會 並 口 頭 發 表 論 文 ， 以 便 瞭 解 電 漿 鍍 膜 技 術 在

建 築 節 能 應 用 之 全 球 最 新 發 展 趨 勢 ， 尤 其 下 世 代 電 致 變 色 玻 璃 於 建 築 物 窗 戶 之

應 用 ， 裨 利 本 所 電 漿 鍍 製 電 致 變 色 節 能 膜 技 術 之 提 升 與 創 新 。 此 外 ， 藉 由 發 表

本 所 電 漿 鍍 製 電 致 變 色 膜 技 術 研 發 成 果 之 機 會 ， 與 國 際 著 名 專 家 學 者 討 論 ， 除

讓 研 究 思 維 更 加 廣 闊 外 ， 且 認 識 更 多 專 家 學 者 與 吸 收 新 知 ， 掌 握 國 際 著 名 相 關

研 究 機 構 發 展 方 向 ， 可 藉 機 創 造 更 多 的 國 際 合 作 空 間 ， 掌 握 先 機 。  

   口 頭 發 表 論 文 「 Electrochromic device based on complementary WO3 /IrO2  

e lect rodes prepared by using vacuum cathodic arc plasma」， 乃 利 用 本 所 電 弧 電 漿

鍍 膜 技 術 具 有 低 製 造 成 本 、 鍍 膜 速 率 快 等 產 業 化 優 勢 ， 導 入 高 單 價 電 致 變 色 元

件 市 場 ， 會 場 中 吸 引 多 方 專 家 關 注 ， 更 增 加 本 所 在 國 際 上 的 知 名 度 。 由 於 全 球

受 氣 候 緩 化 之 影 響 ， 相 變 化 儲 熱 材 料 （ Phase change mater ial， PCM） 在 住 商 節

能 應 用 之 發 展 也 備 受 矚 目 ， 此 種 材 料 在 白 天 當 陽 光 照 射 時 ， 會 使 房 間 的 溫 度 升

高 ， PCM 吸 收 熱 量 ； 當 晚 上 溫 度 下 降 時 ， PCM 便 會 將 儲 存 的 熱 釋 放 出 來 ， 由

此 相 變 化 的 過 程 ， 便 可 以 降 低 建 築 物 的 熱 量 ， 達 到 節 能 的 效 果 ， 值 得 評 估 應 用

於 住 商 節 能 之 潛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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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  
     此 次 公 差 目 地 係 參 加 在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舉 辦 2019 年 SGEM Vienna Green 

Internat ional Scient ific Conferences 國 際 研 討 會 並 在 綠 色 建 築 技 術 和 材 料

(GREEN BUILDINGS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討 論 主 題 上 口 頭 發

表 論 文，藉 由 國 際 會 議 平 台，與 國 際 相 關 領 域 之 學 校 及 研 究 機 構 專 家 學 者 討 論 ，

瞭 解 全 球 於 綠 色 智 能 玻 璃 與 節 能 相 關 技 術 研 究 主 題 最 新 發 展 ， 尋 求 可 能 之 應 用

市 場 及 合 作 機 會 ， 強 化 國 際 合 作 關 係 ， 以 利 於 本 所 相 關 計 畫 工 作 的 加 速 推 動 。

作 者 於 研 討 會 中 發 表 本 所 電 弧 電 漿 源 應 用 於 互 補 式 電 致 變 色 元 件 研 究 成 果 論

文 ， 除 能 彰 顯 本 所 於 獨 特 低 成 本 電 漿 鍍 膜 技 術 外 ， 提 昇 本 所 國 際 知 名 度 ， 並 結

識 更 多 專 家 學 者 與 吸 收 新 知 ， 創 造 更 多 國 際 合 作 空 間 ， 期 能 加 速 本 所 電 漿 鍍 膜

技 術 應 用 於 住 商 電 致 變 色 元 件 之 產 業 化 時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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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 程  
 
12 月 7 日       去 程 -台 灣 桃 園 機 場 出 發 。  
 
12 月 8 日       抵 達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國 際 機 場 並 辦 理 飯店入住事宜。  
 

12 月 9 ~ 12 日  參加國際研討會、蒐集研資料並與國際學者交流互動，並發表新光電智能 

                材料應用於互補式電致變色元件成果論文，於 12 月 10 日(二) 下午 01                    

                時 15 分~01 時 30 分，以口頭報告形式發表本組最新研發成果。 

 
12 月 13 日      回 程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國 際 機 場 出 發 。  
 
12 月 14 日      抵 達 台 灣 桃 園 機 場 ， 順利完成本次公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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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 得  
   作者目前在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從事電漿鍍膜與節能技術開發。近期開發低成

本、製程速率快之電弧電漿源應用於電致變色膜相關研究工作有突破性的成果，所開發新型

低功率能源材料，可有效達到低功耗節能之需求，未來應用在綠色智能玻璃等領域，並符合

環境永續發展及低碳節能方向。期望參加本次國際研討會能更瞭解目前世界上最新研發進展

以及分享電致變色玻璃於建築物窗戶之應用，故投稿參加「2019 年 SGEM Vienna Gree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s 國 際 研 討 會 」。 大 會 主 題 之 一 GREEN BUILDINGS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含蓋目前本所研發之智慧型電致變色元件，如圖 1。藉

由參加該會議可搜集電漿技術應用於儲能、節能、光電智能材料、綠色能源、環境電漿科學

與電化學技術之應用發展現況，可作為未來計畫擬定與執行往後計畫發展之參考依據。 

     本 次 國 際 研 討 會 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至 12 日 舉 辦 為 期 四 日 之 研 討 會 如 圖 2，

舉 辦 地 點 在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下 奧 地 利 宮 舉 行 ， 如 圖 3。 本 次 國 際 研 討 會 於 2019 年

7 月 9 日 上 午 9 時 30 分 開 始 接 受 註 冊 登 記 ， 會 場 外 觀 與 配 置 圖 如 圖 4 所 示 ， 緊

接 著 在 下 午 13 時 30 分 舉 辦 開 幕 儀 式，如 圖 5。於 開 幕 儀 式 中 會 議 主 席 介 紹 會 議

委 員 會 中 的 重 要 成 員 ， 並 請 每 位 委 員 上 台 致 詞 ， 每 位 委 員 於 接 下 來 為 期 四 日 之

研 討 會 中 亦 會 擔 任 講 座 ， 分 別 對 於 其 研 究 之 領 域 做 更 深 入 的 介 紹 。 介 紹 重 要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後 ， 開 始 今 日 的 講 座 會 議 ， 內 容 以 演 講 為 主 並 佐 以 海 報 呈 現 為 輔 。

會 議 現 場 主 要 分 為 四 個 可 容 納 百 人 以 上 之 演 講 廳 ， 會 議 於 每 日 上 午 皆 安 排 二 位

Plenary Speaker ， 與 二 位 Keynote Speaker 作 為 一 天 會 議 的 開 始 ， 並 安 排 多 位

Invit ed Speaker 講 座，並 分 別 針 對 微 米 和 奈 米 技 術、綠 色 建 築 技 術、綠 色 設 計 與

永 續 建 築 、 先 進 能 源 進 行 更 加 深 入 之 專 題 演 講 。  

    本 次 研 討 會 主 題 細 分 為 :  一 、 石 油 與 天 然 氣 勘 探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二 、 水 文 水 資 源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三 、 森 林 生 態 系 統  (FOREST ECOSYSTEMS); 四 、 核 能 技 術  (NUCLEAR 

TECHNOLOGIES);五 、 回 收  (RECYCLING); 六 、 空 氣 污 染 和 氣 候 變 化  (AIR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七 、 微 米 和 奈 米 技 術 (MICR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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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TECHNOLOGIES); 八 、 生 物 技 術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 

九 、 綠 色 建 築 技 術 和 材 料 (GREEN BUILDINGS TECHNOLOGIES AND 

MATERIALS)； 十 、 綠 色 設 計 與 永 續 建 築 (GREEN DESIGN AND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十 一、現 代 能 源 和 動 力 資 源 (MODERN ENERGY AND POWER 

SOURCES)等 領 域。作 者 在 研 討 主 題 九 之 綠 色 建 築 技 術 和 材 料 以 口 頭 方 式 發 表 本

所 新 光 電 智 能 材 料 應 用 於 互 補 式 電 致 變 色 元 件 研 發 成 果，如 圖 6，本 發 表 技 術 具

設 備 成 本 較 低 ， 製 程 速 率 快 等 優 點 ， 未 來 可 導 入 高 單 價 電 致 變 色 元 件 市 場 ， 會

場 中 吸 引 多 方 國 際 學 者 專 家 討 論，並 在 討 論 後 拍 照 合 影，如 圖 7，更 增 加 本 所 在

國 際 上 知 名 度 。 作 者 榮 幸 能 與 參 加 此 次 多 領 域 之 著 名 專 家 學 者 深 入 討 論 ， 除 讓

研 究 思 維 更 加 廣 闊 外 ， 且 認 識 更 多 專 家 學 者 與 吸 收 新 知 ， 掌 握 國 際 著 名 相 關 實

驗 室 研 究 發 展 方 向 。 主 要 心 得 如 下 :  

 

 
 
 
 
 
 
 
 
 

 
圖 1.本 次 投 稿 之 大 會 主 題  

 

 

 

 

 

 

圖 2.國 際 研 討 會 舉 辦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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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國 際 研 討 會 地 點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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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會 場 大 樓 外 觀 (上 圖 )與 配 置 圖 (下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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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國 際 研 討 會 開 幕 儀 式  

 
 
 
 
 

 
 
 
 
 
 
 
 

 
圖 6.口 頭 方 式 發 表 新 光 電 智 能 材 料 應 用 於 互 補 式 電 致 變 色 元 件  

 
 
 
 
 
 
 
 
 
 
  
 

圖 7.與 國 際 學 者 專 家 討 論 ， 並 在 討 論 後 拍 照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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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節能之相變化儲熱材料是研討熱門主題之一，其中羅 馬 尼 亞 納 波 卡 技 術 大 學 之

教 授 所 提 出 相 變 化 儲 熱 材 料 ， 是 因 應 近 年 來 全 球 為 減 緩 氣 候 變 遷 ， 以 及 抑 制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之 大 會 重 要 議 題 之 一，此 議 題 尚 包 括 提 升 能 源 效 率、改 善 運 輸 效 率 、

區 域 供 熱 整 合 及 使 用 低 碳 電 力 等 技 術 ， 皆 可 達 到 能 源 轉 型 至 潔 淨 能 源 及 降 低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目 的 。  

     目 前 常 用 的 儲 存 熱 能 方 式 有 潛 熱 能 儲 存 （ Latent  heat  storage）、 顯 熱 能 儲

存（ Sensible heat  storage）與 熱 化 學 能 儲 存（ Thermochemical energy storage）等

三 種 ， 而 潛 熱 儲 存 具 有 高 能 量 儲 存 密 度 ， 以 及 可 在 特 定 溫 度 下 應 用 之 優 點 ， 最

引 人 注 意 ， 具 有 此 種 儲 熱 性 能 的 物 質 稱 為 相 變 化 儲 熱 材 料 （ Phase change 

mater ial，PCM）。相 變 化 儲 熱 材 料 的 相 變 方 式 可 以 固 相 － 液 相、固 相 － 固 相、液

相 － 氣 相 、 固 相 － 氣 相 等 變 化 達 到 應 用 目 的 ， 而 以 固 相 － 液 相 變 化 最 具 開 發 潛

力。相 變 化 材 料 分 有 機、無 機 及 共 熔（ Eutect ic）等 物 質，常 見 如 石 蠟（ Paraffin）、

鹽 類 水 合 物（ Salt  hydrates）、脂 肪 酸 等，因 適 用 溫 度 範 圍 且 儲 熱 容 量 皆 有 差 異 ，

應 用 上 必 須 依 據 實 際 應 用 條 件 來 選 擇 合 適 的 相 變 化 儲 熱 材 料 。  

   藉 由 溫 度 的 改 變，可 控 制 物 質 的 相 轉 移 變 化，調 控 能 量 的 儲 存 與 釋 放，除 了

溫 度 外 ， 近 來 更 發 現 許 多 材 料 可 以 藉 由 外 在 的 驅 動 力 ， 如 壓 力 、 電 流 等 、 光 輻

射 方 式 進 行 相 變 化 ， 增 進 對 儲 熱 技 術 及 系 統 的 發 展 潛 力 。 綠 建 築 設 計 也 有 運 用

相 變 化 材 料 的 實 例 ， 將 材 料 用 於 建 築 物 的 外 牆 、 天 花 板 或 地 板 中 ， 當 白 天 日 照

強 時 可 儲 存 多 餘 的 熱 量，有 效 吸 收 熱 量 避 免 室 內 溫 度 上 升，到 晚 上 氣 溫 下 降 時 ，

由 建 材 釋 放 出 白 天 吸 收 的 熱 能 可 維 持 或 提 升 室 內 溫 度 ， 如 此 可 大 幅 降 低 冷 暖 氣

機 的 使 用 量 ， 以 達 成 節 能 的 效 果 。 其 中 圖 8.為 教 授 提 供 探 討 分 析 目 前 在 羅 馬 尼

亞 非 住 宅 建 築 物 之 外 觀 面 積 佔 據 比 ， 其 中 以 辦 公 大 樓 佔 據 最 為 廣 泛 ， 其 次 分 別

為 醫 療 大 樓、餐 廳 學 校 等。建 築 材 料 中。例 如 把 相 變 材 料 加 入 普 通 建 築 材 料 中 ，

就 能 製 成 具 有 較 高 熱 容 的 輕 質 建 築 材 料 ， 通 常 稱 之 為 相 變 儲 能 建 築 材 料 。 使 用

相 變 儲 能 建 築 材 料 來 構 築 圍 護 結 構 ， 減 少 室 內 的 溫 度 波 動 ， 住 起 來 更 加 舒 適 ，

並 降 低 建 築 物 保 暖 或 空 調 供 冷 的 負 荷 ， 減 少 保 暖 或 空 調 供 冷 所 需 設 備 的 容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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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羅 馬 尼 亞 非 住 宅 建 築 物 之 外 觀 面 積 佔 據 比  

 

教 授 所 談 之 相 轉 變 材 料 ， 是 一 種 節 能 材 料 ， 可 以 藉 由 相 變 化 伴 隨 著 大 量 熱

能 的 吸 收 和 釋 放 ， 此 能 量 稱 之 為 潛 熱 ( latent  heat)， 並 且 在 其 相 轉 變 過 程 中 具 有

接 近 恆 溫 的 特 性 的 材 料 。 此 種 相 變 材 料 具 備 可 逆 儲 存 及 釋 放 能 量 之 優 良 特 點 。  

相 變 材 料 (Phase change mater ials,  PCM)，主 要 是 由 物 質 由 一 個 相 態 轉 變 為 成

另 一 個 相 態 的 過 程 稱 為 相 變 ， 在 產 生 相 變 化 過 程 時 ， 物 質 需 要 吸 收 或 釋 放 能 量

來 打 斷 或 形 成 分 子 間 鍵 結 。 因 此 ， 在 相 變 化 過 程 中 ， 溫 度 會 保 持 穩 定 並 且 伴 隨

著 大 量 的 能 量 釋 放 以 及 儲 存 ， 藉 由 利 用 此 性 質 來 調 整 、 控 制 材 料 周 圍 環 境 或 工

作 源 溫 度 。 相 變 的 情 況 下 ， 一 般 來 說 以 固 -液 相 變 的 潛 熱 最 小 ， 這 樣 得 過 程 最 常

被 拿 來 做 為 應 用，因 為 液 -氣、固 -氣 相 變 固 然 潛 熱 很 大，但 是 變 化 前 後 會 有 氣 體

的 產 生 及 消 失 造 成 體 積 變 化 過 大 ， 造 成 氣 體 也 較 不 容 易 保 存 。 如 圖 9表 示 ， 為 了

能 夠 理 解 從 固 相 轉 變 為 液 相 的 物 理 過 程 ， 藉 由 熔 融 和 凝 固 過 程 的 數 學 關 係 ， 來

表 示 熱 能 儲 存 的 能 力。使 用 材 料 潛 熱 為 Lf  kJ / kg來 量 化 材 料，從 固 相 移 動 到 液

相 時 ， 變 態 過 程 具 有 近 似 等 溫 的 優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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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固 -液 相 變 材 料 之 溫 度 能 量 關 係 圖  
 

     當白 天 陽 光 照 射 時，會 使 房 間 的 溫 度 升 高，此 時 PCM 開 始 吸 收 熱 量，達 到

其 熔 點 時 會 從 固 體 變 成 液 體 ； 當 晚 上 溫 度 下 降 時 ， PCM 便 會 將 儲 存 的 熱 釋 放 出

來 變 回 固 體，由 此 相 變 化 的 過 程，便 可 以 降 低 建 築 物 的 熱 量，達 到 節 能 的 效 果 ，

如 圖 10 表 示。因 而 降 低 室 內 溫 度，減 少 空 調 使 用 量，進 而 減 少 尖 峰 用 電 負 載 量 ，

達 到 節 能 效 果 。  

 
 

 
 
 
 
 
 
 
 

圖 10.室 內 環 境 中 相 變 材 料 內 部 溫 度 的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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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輻射熱會經由建築物的牆壁以及屋頂傳入室內，使得室內的溫度上升，需要使用空調

以降低室內溫度。然而現今建築物的屋頂都大量使用質量輕的浪板，其很差的絕熱能力無法

減輕空調能量的消耗。因此若要降低熱傳導率，必須提高屋頂系統的熱阻係數，解決之道就

是使用熱阻係數較高的建材，因此若在浪板夾層中使用相變化材料，將可降低熱能穿透浪板。

在屋頂則可使用內含儲能片的節能磚，利用材料特性把白天陽光輻射熱儲存在磚體中，晚上

再經由磚體表面讓熱擴散到空氣中，維持室內恆溫。建築圍護結構的相變儲能牆體和天花板

主要是由適當的相變材料與石膏建材複合而成。這種材料可以充分吸收白天太陽的熱輻射或

利用夜晚低價電來續熱儲能，進而使電力供給的負荷波段差減少，降低建築物的保暖或製冷

負荷，並使室內的溫度波動變小，使室內環境更加舒適，可以使房間的溫度比較恆定，不會有過

熱和過冷的現象 

     潛熱能儲存由於能量儲存密度高，且可在特定溫度下儲存熱量，因此特別受到關注。具，

常見的有石蠟、脂肪酸、鹽類水合物等，如圖 11 表示。 

圖 11.節能相變材料應用於石膏天花板和牆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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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羅馬尼亞納波卡技術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 OF CLUJ-NAPOCA)  

Veronica GAGEA-MANITIU 提出藉由相變化材料提升太陽能模組效率方法，主要因建築之太

陽能板多數使用為單晶矽的太陽能板，近年綠色建築的興起，引發重視潔能與排放科技的應

用，但大樓能設置太陽能板的地點有限，所以在有限的空間下只能最有效率的使用，讓太陽

能板不只是單單的太陽能板，並可整合其他元件達到多元的綜合發電以提升發電量。此篇論

述主要探討藉由相變化材料來完成複合型之太陽能電池(Hybrid Systems)，如上篇所提之相變

化儲熱材料（Phase Change Material，PCM）具備高能量儲存密度，且可在特定溫度下進行熱

量儲存應用的優點，因此特別受到關注，運用高密度儲存能量的儲能材料，不必動用主動式

加熱或冷卻設備，提高太陽能光電板發電效率，將儲能材料元件固定在太陽能背板，將有害

於太陽能電池發電效率的太陽熱能大量吸收，降低太陽能電池的工作溫度，進而提升太陽能

電池全天的發電效率，由圖 12.顯示，當溫度上升的情況下，其模組轉換效率會變差。 

 
圖 12.太陽能電池溫度函數與轉換效率之關係圖  

 
   在較高的太陽輻射下，PV / PCM 系統不但可以提供電能更可提供有用的熱量。 PCM 可

以是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案，可以透過相變化來消除過多的熱量。 PCM 熱控制的主要優點是

不需要其他零組件，例如管道、泵或風扇，如果所選的 PCM 材料具有長期的熱穩定性，則更

不需要維護。藉由相變或熔化-凝固循環產生的能量被吸收或釋放為潛熱。當隨著室外或環境

溫度的升高，PCM 材料為固相時將吸收熱量。當外部溫度達到 PCM 的熔點時，它開始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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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固態變為液態，並在相變過程中 PCM 材料將吸收大量的熱量，但這期間溫度幾乎沒有變

化，將保持恆定的溫度，直到所有材料都熔化為止，在此期間同時 PCM 提供冷卻效果，PCM

在模組背面不需要很大的空間，如圖 13 所示，系統厚度利用為 t 的 PCM 位於面板的背面，

白天時，太陽輻射的能量一部分轉化為電能，而剩餘的能量轉化為熱量，面板的各層中會存

儲大量熱量，PV 電池的溫度會大大升高，因此 PCM 的實現原理是白天通過熔化 PCM 來存

儲多餘的熱量，並將所存儲的熱量在晚上期間材料相變為固化時釋放能量。 

                     圖 13.複合型(PV / PCM)之太陽能電池模組示意圖 

 
    如圖 14.表示，不同光照下有無 PCM 材料背附於模組對於溫度的影響，對於不帶 PCM 的

PV 模組，溫度分別低於 1000 W / m2 和 750 W / m2 時達到 82°C 和 71°C。在 PV 背面安裝 PCM

可防止溫度突然升高。在加熱的第一階段，PV / PCM 的曲線重疊，當系統溫度達到 PCM 熔點

時，多餘的熱量將存儲在 PCM 中，PV 溫度保持恆定，然而對於 G=750 W / m2 的輻射，要花

費 2500 多秒才能完全熔化 PCM，超過此點，PV 溫度逐漸升高並達到穩態溫度。對於大於 G = 

1000 W / m2 的輻射，完全熔化時間小於 2000 s，PCM 材料可以將 PV 溫度保持在接近 PV 的參

考溫度的時間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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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不同光照下有無 PCM 材料背附於太陽能電池模組對於溫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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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議 事 項 
(一) 建議朝客戶端邁進，能夠為國內研究電致色變元件的領域提供全新且具商業化潛力的電

致色變系統，藉由討論電致色變材料與其搭配的電解質、以及使用高導離率電解質時搭

配不同元件製程，設計並製造出一有高光學變化、良好穩定度和快速響應的電致色變元

件，建立屬於我國的電致色變關鍵技術。 

 

(二) 建議開發新型高分子固態電解質，因具有較佳的離子導離度其值為約 9 mS/cm。可於電

位-0.8 V~1.5 V 之間驅動，且在波長為 660 nm 下，穿透度變化值為可達 40%以上。在長

期穩定性上，且可經過 1,000 圈之長期穩定測試結果後，維持 85%以上的初始穿透度變

化值，由高分子固態電解質所組成的元件可大幅改善長期穩定性不佳之特性。 

 

(三)  建議繼續朝向大面積電致變色玻璃發展，國外眾多學者專家對核研所此次參加發表之電  

 致變色玻璃領域非常興趣，並在會議簡報中提問並討論，認為雖然電致變色玻璃在戶外  

 建築上的應用還有很多問題須克服，但學者專家均認為但是由於當今地球資源的日益枯 

 竭，節能環保主題必然指導著如今的科學研究方向，相信像目前諸如電致變色玻璃之類 

 的建築物節能玻璃必然會突破其瓶頸，終會走向大面積化，廣泛的應用到人們的實際生  

 活中。 

 
 
 
 
 
 
 
 
 
 
 
 

 



第 16 頁 

五、附 錄 
附錄一、研討會發表摘要 

附件二、研討會 Oral 簡報封面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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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討會發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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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研討會 Oral 簡報封面與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