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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參加第 37 屆國際海岸工程研討會(The 3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stal 

Engineering)，於 2022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9 日在澳洲雪梨 (Sydney,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這是該地第 3 次舉辦 ICCE 研討會(1980 年第 17

屆、2000 年第 27 屆與今年第 37 屆)。今年主題展示海岸工程最新現況與科學，共計有

7 項交流活動、3 場主題演講及 473 場論文發表，除了與國內學者共同發表論文外，亦

參與本會業務相關有前瞻性的論文場次，希望藉此可吸收較尖端的海洋科技觀念，並

與相關國際專家學者建立溝通管道，提升本會技術量能及人脈。本報告並提出「深耕在

地文化、善用原民智慧」、「善用臺灣優勢、促進海洋應用」、「放眼世界、累積核心」、

「性別平等、善待女性」等 4 項心得及相關之 3 項建議，期可賡續增進海洋科技研究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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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瞭解國際海岸工程相關技術發展情形，以利本會政策擬定及相關計畫推展，本

會規劃由本會與國海院同仁共 2 人出席該項研討會，並由國海院發表相關研究成果，

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 

本次研討會係疫情後首次恢復實體辦理，議程摘述如下 

一、 時間及地點：111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9 日，於澳洲雪梨舉辦。 

二、 本屆主題為「當前海岸工程的藝術與科學」，包括： 

（一） 主要講者與議題： 

1. Mr Brett Rowling 主講「原民觀點：澳洲海岸線探索及海洋工程技術」。 

2. Professor Peter Nielsen 主講「與海岸為伍及 18 次 ICCE 的職業生涯」。 

3. Dr Katherine L. Brodie 主講「美國陸軍現地研究設施(USACE Field Research 

Facility (FRF))在海岸觀測的過去與未來展望」。 

（二） 技術參觀海岸工程案例：雪梨北部海灘（海岸侵蝕與改善計畫）、雪梨港（港

口工程與管理）、雪梨鸚鵡島（海軍船塢及原住民文化）。 

（三） 海岸工程技術會 17 場次、海報發表 2 展次、年輕學者交流會、海岸工程中

女性議題交流會。 

ICCE 是全球最大的海岸工程會議，本會自成立以來、至近年因疫情影響，尚無實

體參與國際海洋科學及工程技術相關會議或參訪情事。鑒於國際參與交流及最新海洋

技術發展之掌握，對於本會政策規劃統合有助益，並與相關國際專家學者建立溝通管

道，以提升技術量能及人脈。 

貳、 過程 

國際海岸工程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astal Engineering , ICCE) 隸屬美

國土木工程學會 ASCE 下轄之海岸、海洋、港口和河流學會(Coasts, Oceans, Ports, and 

Rivers Institute, COPRI)，為每二年舉辦一次之大型海岸工程研討會，是目前世界上最重

要的海岸工程之國際研討會，並輪流在世界各國許多主要城市舉行。本次第 37 屆國際

海岸工程研討會於 2022 年 12 月 4 日至 12 月 9 日在澳洲雪梨(Sydney,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舉辦，這是該地第 3 次舉辦 ICCE 研討會(1980 年第 17

屆、2000 年第 27 屆與今年第 37 屆)。今年主題展示海岸工程最新現況與科學，共計有

7 項交流活動、3 場主題演講及 473 場論文發表。每日參與過程如下表，並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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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E雪梨研討會行程表 

台灣 

日期 

台灣

星期 

主題 時間 

(以當地時間為準) 
主要行程 地點/說明 

12/3 六 交通移動 1900-2036 
交通：高鐵左營至 

高鐵桃園 

0678 車次，行車時間 1 小時

36 分鐘 

12/3 
12/4 

六 

日 
交通移動 2355-1215 交通：桃園機場-雪梨機場 

華航 CI-51 班次飛行時間約 9

小時 20 分鐘。 

12/4 日 

入住 1400 飯店 check in 
達令港濱樂雅酒店 PARKROYAL 

Darling Harbour, Sydney 

報到 
1500-1800 
1800-1930 

開放報到  

歡迎酒會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12/5 一 

全體會議 0830-1030 

歡迎詞 

開幕表演 

專題演講 

頒獎 

Pyrmont Theare 

休息 1030-1100 早茶  

技術會議 1100--1300 Section 1~6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300-1400 午餐  

技術會議 1400-1600 Section 7~12 C2.1~C2.5, Pyrmont Theare 

海報交流 1600-1730 
Poster Session and Social 
Reception 

Room C2.6 and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12/6 二 

技術會議 
0830- 
1030 

Section 13~18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030-1100 早茶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100-1300 

C2.3 Section21(1100-1120)
李孟學、許城榕共同發表

發表 

19~24 Section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300-1400 午餐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400-1620 Section 25~30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620-1645 下午茶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交流 1700-1830 
Women in Coastal 
Engineering Event 

Pyrmont Theatre,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12/7 三 

全體會議 0830-0920 專題演講 Pyrmont Theare 

休息 0920-1000 早茶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000-1220 Section 31~36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220-1300 午餐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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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E雪梨研討會行程表 

台灣 

日期 

台灣

星期 

主題 時間 

(以當地時間為準) 
主要行程 地點/說明 

技術之旅 1300-1800 
Cockatoo Island Technical 
Tour 

Departs: ICC Sydney Wharf 
Returns: ICC Sydney Wharf 

12/8 四 

技術會議 0830-1030 Section 37~42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030-1100 早茶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100-1300 
Section 43~48 
C2.3Section 45 許誠榕主持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300-1400 午餐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400-1600 Section 49~54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600-1630 下午茶  

技術會議 1630-1810 Section 55~60 C2.1~C2.5, Pyrmont Theare 

交流 1830-2030 
Young Professionals 
Networking Function 

Hilton Sydney Hotel, Level 4, 
488 George St Sydney 

12/9 五 

全體會議 0830-0920 專題演講 Pyrmont Theare 

休息 0920-1000 早茶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000-1200 Section 61~66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200-1300 午餐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300-1500 Section 67~72 C2.1~C2.5, Pyrmont Theare 

休息 1500-1530 下午茶 
Pyrmont Foyer, Level 2,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技術會議 1530-1730 Section 73~78 C2.1~C2.5, Pyrmont Theare 

交流 1900-2300 Conference Gala Dinner 
Grand Ballroom, Level 6,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Sydney 

12/10 六 交通移動 1800-1830 交通：飯店至雪梨機場 行車時間 30 分鐘 

12/10 
12/11 

六 

日 
交通移動 2210-0430 交通：桃園機場-雪梨機場 

華航 CI-52 班次飛行時間約 9

小時 20 分鐘。 

12/11 日 交通移動 0649-0840 交通：高鐵桃園-高鐵左營 
0803 車次，行車時間 1 小時

51 分鐘 

 

一、 12 月 4 日報到與歡迎酒會： 
報到時可發現今年台灣到訪人數較少，當日相遇有中央研究院劉立方院士、港灣

研究中心林雅雯科長、中央大學黃志誠教授及中山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許城榕博士等 4

人。歡迎酒會為新南威爾斯大學水工研究室(UNSW Sydney Water Research Laboratory)贊

助，由 Kristen D Splinter 博士代表該校致詞並歡迎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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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2 月 4 日會議活動 

二、 12 月 5 日開幕式、主題演講與研討會： 
●開幕式 

首先舉行為開幕式分別由會議共同主持人 -澳大利亞工程師協會首席執行官

Romilly Madew 及國會議員 Hon. Robert Stokes 致詞，並頒發 2021 年及 2022 年之國際

海岸工程獎，2021 年由澳洲昆士蘭大學 Prof. Peter Nielsen 獲獎，而 2022 年獲獎人為

美國陸軍工兵團名譽資深研究科學家 Dr. Jane Mckee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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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國際海岸工程獎-Prof. Peter Nielsen 獲獎 

 
2022 年國際海岸工程獎-Dr. Jane Mckee Smith 獲

獎 

圖 2  12 月 5 日開幕式 

●主題演講 

主題演講由澳洲核子科技組織(ANSTO)研究化學家 Brett Rowling 先生就澳洲海岸之

探測與工程-原住民視角題目進行演講。Brett Rowling 直接傳承自新南威爾州中部海岸

Wannungine/Guri Ngai 國之鹽水民族 Bungoree 與 Matora。Bungoree 是國家的名人，他

使 Matthew Flinders 在 1802 至 1803 年能夠第一位完成環繞澳洲航行的紀錄。Bungoree 

觀察並體驗了每個原住民和Torres海峽島民國家獨有的實用科學和工程解決方案。Brett

延續其祖先的傳奇，主要工作是確定和促進文化相似性，這可以加強當前的工程和科

學實務，以實現更適合澳大利亞可持續發展的選項。演講中說明了澳洲港灣演進及 Guri

文化的工程智慧，並表達出各族皆是同源，如同茂盛的樹枝底下皆是來自相同樹幹。 

  

圖 3  Brett Rowling 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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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研討會主題分為波浪越波 (Wave Overtopping)、海岸溢淹 (Coastal Flooding and 

Inundation) 、 衛 星 遙 測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 儀 器 與 傳 感 器 (Sensing and 

Instrumentation)、海岸工程漂砂動力(Sediment Dynamics at Engineered Coasts)、自然工

程(Nature-Based Solutions)、海嘯(Tsunami)、風浪(Wind Waves)及溯升及沖涮(Runup and 

Swash) 9 個主題總計 58 個研究發表。 

【衛星遙測】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Erwin Bergsma（法國 CNES）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

摘陳如下： 

（一） Dr. Bruno Castelle (法國波爾多大學) 

▲發表主題：SATELLITE-DERIVED SANDY SHORELINE CHANGE (1984-2020) AND 

PRIMARY DRIVERS IN SW FRANCE 

內容重點：利用 1984-2020 之衛星影像分析近 40 年法國西南部沙岸變遷，並以

▲數值模式研究造成沙岸變遷之主要驅動力。 

（二） Mauricio González (西班牙 IHCantabria 研究中心) 

▲發表主題：ADVANCES ON THE USE OF SATELLITE DERIVED PRODUCTS TO DETECT 

COASTAL CHANGES: DEMONSTRATION CASE ON THE COAST OF SPAIN。 

▲內容重點：介紹 IHCantabria 研究中心所開發之衛星影像分析軟體，可進行衛星

影像 1D、2D 及 3D 之衍生產品之分析，如水線分析、海岸變遷分析、近岸水深

分析等，並以西班牙的海岸為例。 

（三） Arjen Luijendijk (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 

▲發表主題：UNRAVELLING THE DRIVERS OF SHORELINE CHANGE。 

▲內容重點：利用長期衛星影像分析全球海岸線變遷熱點分析，並進行全球海岸

季節性之變化分析，且討論其變遷原因。 

【儀器與傳感器】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Adam Fincham（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擔任主持

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Toshinori Ishikawa (日本中央大學)： 

▲發表主題：RIP CURRENT DETECTION IN AN OPEN AREA AND ALONG JETTY USING 

AI。 

▲內容重點：主要討論如何應用 YOLO 模型辨識 2 種離岸流(RIP Current)，分別為

開放水域間歇發生的快閃離岸流，以及沿著堤防發生的固定離岸流並可結合通訊

技術進行示警與救援，以增進海域遊憩安全。 

（二） Jeff Hansen (澳洲西澳大學) 

▲發表主題：DISPLACEMENT BASED COMPARISON OF ACCELEROMETER AND LOW-

COST GNSS WAVE BUOYS。 

▲內容重點：主要介紹利用與分析利用 GNSS 波浪浮標於西澳海域量測之波浪特

性，其分析結果其 GNSS 浮標於小浪時與大型浮標結果一致，而大浪時其結果較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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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akaaki Shigematsu (大阪都立大學)： 

▲發表主題：PTV MEASUREMENTS OF FLOW IN THE WAKE OF POROUS MEDIA。 

▲內容重點：利用 PTV 量測技術，量測在不同流速及不同結構物孔隙形式，而均

勻流流經孔隙結構物所產生之尾流(wake)特性。 

（四） Takehiko Nose (日本東京大學)： 

▲發表主題：APPLICATION OF DRIFTING WAVE-ICE BUOY FOR OCEAN 

DEPLOYMENT。 

▲內容重點：主要討論東大所開發之海冰波浪浮標，驗證儀器精度，並討論誤差

原因，且於實驗室水槽，進行誤差驗證。 

【風浪】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Jane McKee Smith（美國陸軍工兵團）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

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Elysia Andrews (昆士蘭政府水工實驗室) 

▲發表主題：A 40-YEAR WAVE CLIMATOLOGY OF SOUTH EAST QUEENSLAND, USING 

MODELLED AND IN-SITU WAVE OBSERVATIONS。 

▲內容重點：利用數值模式進行 40 年昆士蘭東南海岸之波浪模擬，討論此範圍

之波候，其結果顯示此範圍海域之東南區波浪最大，但其模式於颱風波浪驗證不

理想。 

（二） Ian Young (澳洲墨爾本大學) 

▲發表主題：THE PHYSICAL PROCESSES ACTIVE IN TROPICAL CYCLONE WAVE 

GENERATION。 

▲內容重點：利用 NDBC 浮標觀測資料進行颱風風場之形態與造波特性分析。 

（三） Mangala Amunugama (日本 Ecoh Corporation) 

▲發表主題：APPLICABILITY OF ATMOSPHERIC REANALYSIS DATA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YPHOONINDUCED STORM SURGE IN JAPAN。 

▲內容重點：利用 ECWMF 之 ERA5 再分析場風場資料與日本氣象廳之風場資

料，進行颱風暴潮之推算，其結果以 ERA5 風場結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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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月 5 日研討會活動 

三、 12 月 6 日研討會及交流活動： 
●研討會： 

本日研討會主題分為護堤、沙丘和海灘侵蝕(Berm, Dune and Beach Erosion )、珊瑚

礁流體力學(Reef Hyodynamic)、波浪數值模擬(Numerical Modelling - Waves)、波浪結構

物交互作用 (Wave - Structure Impacts and Interactions) 、越波風險與監測 (Wave 

Overtopping Hazards and Monitoring)、自然工程(Nature-Based Solutions)、風浪(Wind 

Waves)、海岸沉積物與輸送(Coastal Sediments and Transport)、海岸溢淹(Coastal Flooding 

and Inundation)、AI 與深度學習(AI and Deep Learning)、河口水動力(Estuary Hyodynamics)、

數值模擬(Numerical Modelling)、渠道管理(Channel Management)、結構設計與性能

(Structure Design and Performance)、海岸監測(Coastal Monitoring)及溯升及沖涮(Shore 

Protection Structures) 16 個主題總計 112 個研究發表。 

【珊瑚礁流體力學】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Javier Lopez Lara （西班牙 IHCantabria）擔任主持人，各研究

學者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Adam Fincham,  (美國南加洲大學) 

▲發表主題： THE EFFECT OF REEF GEOMETRY ON BREAKING WAVE SHAPE. 

COMPUTATIONAL AND FIELD DATA COMPARATIVE STUDY 

▲內容重點：利用高解析度數值模式配合移動網格法建置珊瑚礁海岸波浪模式，

模擬波浪行經珊瑚礁之碎波型態，並配合現場觀測資料包含 UVA 觀測、ADV 流場

量測及壓力計等。模式結果與觀測資料相當一致。 

（二） Dave Callaghan (法國昆士蘭大學) 

▲發表主題：ON-REEF CYCLONIC WAVE CLIMATE THROUGHOUT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內容重點：利用波浪數值模式模擬颱風浪行經大保礁之波浪變化，而颱風風場

需先經校驗與實測資料吻合，波浪模擬與實測資料之比較呈現結果相當一致。 

（三） Jarrod Den (澳洲 Baird 公司) 

▲發表主題： WAVE TRANSMISSION OVER A WIDE NEARSHORE R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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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點：利用 OPENFOAM 模式建立珊瑚礁地形之波浪形式，並與水工模型

試驗結果比較，討論波浪於珊瑚礁地形之波浪衰減現象。 

（四） Tony Bergoe (丹麥, Niras 公司) 

▲發表主題： WAVE TRANSFORMATION ON CORAL REEFS:COMPARISON OF A CFD 

MODEL AND PHYSICAL MODEL TESTS OF A MALDIVIAN REVETMENT 

▲內容重點：利用數值模式及水工模型試驗討論波浪傳輸在珊瑚礁地形上之 

MALDIVIAN 護岸受力分析。 

（五） Alireza Valizadeh (澳洲 DHI 公司) 

▲發表主題： YEPPOON SURF POOL: FULL-SCALE VALIDATION OF A CFD MODEL 

▲內容重點：利用 OPENFOAM 建立人工造浪池，並搭配衝浪選手進行衝浪運動

分析，進行全面性模式驗證，結果相當好。其人工造浪池可同時造成 5 種不同等

級之浪，供不同程度之衝浪者使用。由於數值模式可完全的模擬出人工造浪，下

一階段規劃數值模式結合 VR 技術，供民眾 VR 衝浪。 

【風浪】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Ian Young （澳洲墨爾本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

內容摘陳如下： 

（一） Shoko Sato  (日本京都大學)： 

▲發表主題：  MODELING OF WIND-WAVE GROWTH IN STRONG WIND CONDITIONS 

BASED ON PHASERESOLVING WAVE MODEL 

▲內容重點：於 XBeach 模式以 Mile 風浪理論建置風浪模組(尚在開發中)。 

（二） Jane McKee Smith  (美國陸軍工兵團) 

▲發表主題： ADVANCES IN UNSTRUCTURED WAVEWATCH III AND APPLICATIONS TO 

NEARSHORE WAVES 。 

▲內容重點：開發 WAVEWATCH III 模式非結構網格模組，並應用於近岸颱風波浪

模擬，其結果顯示於近岸網格加密與實測資料驗證結果相當良好。 

（三） Manuel Corrales Gonzalez  (義大利熱亞那大學)： 

▲發表主題： WAVE HINDCAST IN THE PACIFIC OCEAN OF CENTRAL AMERICA BY 

USING UNSTRUCTURED MESH 

▲內容重點：以非網格波浪模式，進行中美洲太平洋波浪模擬，其結果顯示網格

於近岸加密對近岸波浪模擬改善不明顯，對於深水波改善相當大。 

【海岸沉積物與輸送】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Peter Nielsen （澳洲昆士蘭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

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Cheng-Jung Hsu 許城榕  (國家海洋研究院) 

▲發表主題： ASSESSMENT OF WAVE-INDUCED MOMENTARY SEABED 

LIQUEFACTION 

▲內容重點：就建立壓力梯度與海床發生不穩定性方面，飽和度與滲透性有其重

要性。由於低滲透性與出現空氣，這兩種情形都會放大孔隙壓力消散，因此海床

具有瞬時液化的潛在風險。而完全飽和的沉積物處於非線性波浪情形下，液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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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低。 

（二） Nick Brilli (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 

▲發表主題： A SIMPLE LABORATORY CALIBRATION FOR MITIGATING SEAWATER 

EFFECTS ON SOIL MOISTURE SENSORS  

▲內容重點：使用現地資料並在研究室發展一種可以減輕鹽水情形下過度估計濕

度的校正方案。因此可在海岸環境中收集正確的溼度資料。 

（三） Caroline Hoch (佛羅里達理工學院) 

▲發表主題： PREDICTION NEAR-BED SEDIMENT TRANSPORT THROUGH PARTICLE 

IMAGE VELOCIMERTRY  

▲內容重點：以無因次參數之函數量化並預測有效海床厚度，可使海床形態學改

善模型。預測沈積物輸送的量化速度，不僅可以增加侵蝕成因之理解，還可以全

面改善海岸韌性。 

【AI 與深度學習】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Takaaki Shigematsu （大阪公立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

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Qin Chen (美國東北大學) 

▲發表主題： PHYSICS-INFORMED DEEP LEARNING OF NEARSHORE WAVE 

PROCESSES  

▲內容重點：針對近岸研究提出 NWnets 模式，結合物理-資訊的神經網絡深度學

習模型 PINN(Physics-informed Neuro Network)。PINN 可準確重建近岸波場、估計

波高及遙測水深，並且經由實驗室或現場量測來發掘新的參數化函數。 

（二） Sooyoul Kim (熊本大學) 

▲發表主題： ONE DAY AHEAD WAVE PREDICTIONS USING A HYBRID ALGORITHM OF 

LONG-SHORT TERM MEMORY AND NEURAL NETWORK FOR MARINE CONSTRUCTIONS  

▲內容重點：開發了一種由 LSTM 和 ANN 組成的混合機器學習演算法，結合提

前 24 小時全球波浪預報（JMA GWM 和 NOAA WW3）及其相應的觀測結果

（NOWPHAS）來預測日立那珂港提前 24 小時的近岸有效波高。 

（三） Edward Atkin (eCoast 公司) 

▲發表主題：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OBJECT DETECTION TO SURFING 

WAVE QUALITY  

▲內容重點：說明將機器學習技術應用於紐西蘭西海岸 Waikeri（Manu 灣）衝浪

點的遠程攝影系統 (RCS) 收集的傾斜影像，以有效監測衝浪剝離角的方法及其效

果。 

【海岸監測】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Annette Grilli （美國羅德島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

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Mitchell Harley  (新南威爾斯大學) 

▲發表主題： COASTSNAP: A GLOBAL CITIZEN SCIENCE PROGRAM TO MONITOR 

CHANGING COAS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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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點：開發 COASTSNAP 軟體，可利用手機進行海岸監測，由於操作簡

單，從 2019 年至今全球已 24 個國家使用。 

（二） Christopher Drummond  (新南威爾斯大學) 

▲發表主題： BIG COASTAL MANAGEMENT REQUIRES BIG COASTAL MONITORING: 

TWO DECADES OF OPERATIONAL COASTAL IMAGING AT AUSTRALIA’ S GOLD COAST  

▲內容重點：簡介澳洲黃金海岸以攝影機進行 20 年的海岸監測成果，如利用影

像分析進行海岸線變遷分析，利用 AI 深度學習進行海岸遊客統計等應用。 

（三） Brian McFall  (美國陸軍工兵團) 

▲發表主題： SANDSNAP – AMASSING A BEACH GRAIN SIZE DATA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內容重點：開發一手機 app，供民眾拍攝各地海灘沙之照片，以 AI 深度學習辨

識海灘沙粒徑，以建置粒徑資料庫。APP 容易上手，但當有一些問題需解決，如

以手機定位可能被更改位置造成位置資料錯誤以及目前 AI 粒徑辨識技術精度尚

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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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2 月 6 日研討會活動 

●交流活動： 

大會規劃活動： 

今日交流活動主題為「海岸工程中的女性(Women in Coastal Engineering)」，由 Royal 

Haskoning DHV 公司贊助，邀請新南威爾斯大學水工研究室( Water Research Laboratory, 

UNSW Sydney)的資深講師 Kristen D Splinter 博士擔任主持人、及臥龍岡大學空間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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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室(Spatial Analysis Laborator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助理教授 Sarah Hamylton

博士、雪梨北部海灘委員會( Northern Beaches Council, Sydney)的專案經理 Davena Bond、

畢業於坎塔布里亞大學 (University of Cantabria)的土木工程師 Cristina Izaguirre 及荷蘭

Royal HaskoningDHV 公司的澳洲總經理 Sarah Budd 等 4 位海岸工程女性代表擔任與談

人，分享在海岸工程界女性工作者在性別多樣性、包容性、職業道路選擇(兼職與專職

等)、輔導和工作生活平衡(兼顧子女養育)等面向相關經驗，並藉由相關話題開啟後續交

流活動。 

本會與各國人員交流摘要： 

1. 昆士蘭政府水工研究室 (Queensland Government Hydraulics Laboratory, 

QGHL)： 

該水工研究室負責 2 大業務，一為水文浮標觀測營運，另一為水槽

服務。其中水文浮標觀測營運由政府全額支應，免費提供相關資料蒐集

與應用；水槽服務則對於海岸工程專案進行試驗與模擬，對外營運接受

專案委託並收取相關費用。本會全國海洋資料庫之水文資料收集與應用

及未來船模實驗室亦可與其交流，汲取其資料處理及水槽營運經驗，相

關詢問可透過電子郵件等與其海岸工程師 Nick Naderi 聯繫。 

2. 新南威爾斯大學水工研究室( Water Research Laboratory, UNSW Sydney)： 

Kristen D Splinter 於 12 月 4 日歡迎酒會即偕同其 10 歲女兒 Grace 歡

迎各界與會，並強調家庭友善活動之重要性，該水工研究室有 6 座不同

尺寸與功能之水槽，並有沙灘車及無人機等相關水工研究設備，並歡迎

與其後續交流。 

3. Royal HaskoningDHV 公司： 

該公司提供暴洪預測及預警服務，其全球洪水風險工具可提供準確

及全面的資訊，相關顧客包含政府機關與企業，未來本會若有運用海氣

象工具之需求或諮詢亦可與其工程師 Matthijs Bos 等聯繫。 

4. BLUEMONT 公司： 

其產品主要為岩石網袋，標榜可回收再生之特性，可鋪設於海岸及離

岸風電場等，以自然工法及生態友善方式防止海岸侵蝕及固定基座與電

纜，未來希望可參與台灣相關海岸工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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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2 月 6 日交流活動 

 

四、 12 月 7 日主題演講、研討會、交流及技術之旅： 
●主題演講： 

本日首先舉行主題演講由美國陸軍工兵團(USACE)資深研究海洋學家 Katherine L. 

Brodie 女士以美國陸軍工兵團海岸觀測之現場研究設施 (FRF)之歷史與未來進行演講，

演講詳細交待美國陸軍工兵團的 FRF 之演進，並介紹 USACE 利用光達(Lidar)量測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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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升及波浪碎波波形之量測。 

  

  

圖 7  12 月 7 日主題演講 

 

●研討會 

本日研討會主題分為紊流與混合(Turbulence and Mixing )、流體與結構物交互作用

(Fluid Structure Interaction) 、 數值 模 擬 (Numerical Modelling) 、海 岸 管 理 (Coastal 

Management )、底床與漂沙(Seabed and Sediments)及氣候變遷與風險(Climate Change 

and Risk) 6 個主題總計 40 個研究發表。 

【紊流與混合】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Claudio Neves（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

究學者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Annalisa De Leo (義大利熱那亞大學) 

▲發表主題：EXPERIMENTAL STUDY OF LAGRANGIAN MIXING IN WEAKLY DISSIPATIVE 

TIDAL CHANNELS 

▲內容重點：利用影像分析技術，進行水工模型試驗分析感潮河道之 Lagrangian 混

合分析，試驗提供在耗散感潮河道之頻散的良好說明。 

（二） Zhi-Cheng Huang 黃志誠教授(臺灣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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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主題：FIELD OBSERVATIONS OF TURBULENCE AND SUSPENDED SEDIMENTS 

OVER AN INTERTIDAL REEF 

▲內容重點：本研究主要利用大學現場觀測儀器包含 OBS、LISST、ADCP、ADV 等，

於藻礁區進行近岸剖面水文及漂沙量測與分析。 

【流體與結構物交互作用】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Marion Tissier(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

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1) Enda Murphy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 

▲發表主題：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RIFTWOOD TRANSPORT BY WAVES IN A 

LABORATORY BASIN 

▲內容重點：利用平面水工模型試驗，進行漂流木水工模試驗，並使用 XBeach 模

式依據 Kimura & Kitazono(2019)進行漂流木運動模組開發，並進行漂流木傳輸模擬。

其結果顯示標流木對於擴散系統相敏感。 

【數值模擬】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Christoph Troch（南非 CSIR）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

摘陳如下： 

（一） Shengzhe Wang (美國科羅拉多丹佛分校) 

▲發表主題：SPH AND ANALYTICAL MODELING OF AN URBAN FLOATING STRUCTURE 

FOR COASTAL EXPANSION 

▲內容重點：模塊化浮動結構 (MFS) 為沿海特大城市的開發提供了一種替代傳統

土地開墾之替代方案。 然而，目前還沒有針對 MFS 結構進行分析和設計指南。

此研究提出利用受規則波或不規則波影響的傳統矩形浮橋對 MFS 進行動態分析，

為獲得適當阻尼比以光滑粒子流體動力學 (SPH) 模擬比較典型 MFS 結構，並利用

線性波理論的封閉形式公式證明能夠計算搖擺(sway)、起伏(heave)和橫搖(roll)的響

應振幅算子 (RAO)。最後提供了一種易於理解的浮動結構動態分析方法。 

（二） Ben Williams (澳洲西澳大學)： 

▲發表主題：NOWCASTING INFRAGRAVITY WAVE HEIGHT WITHIN A HARBOUR USING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內容重點：利用澳洲 Prot Kembia Waverider Buoy(PKWRB)之深水浮標觀測資料及

Kembia 港內的 ADCP 利用 ANN 技術進行港內亞重力波之現報模式開發。 

【海岸管理】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Yoshimitsu Tajima（東京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

摘陳如下： 

（一） Maria Maza (西班牙坎塔布里亞大學 IHCantabria 研究中心) 

▲ 發 表 主 題 ：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HYBRID SOLUTIONS FOR COASTAL 

PROTECTION 

▲內容重點：以一組結合各種不同種類植物生態系與緩坡的混和解決方案，分析

其各種不同組合下相關的溯升高度。研究結果顯示與依據 Eurotop 估計的結果不

一致，凸顯了要正確估計溯升高度，尚需要新公式，這個新公式應該要將剛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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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和生態系統的特徵納入考量。 

（二） Telica Mussington (Smith Warner 國際公司/牙買加曼徹斯特大學)： 

▲發表主題：COASTAL SETBACK PRACTICES IN THE CARIBBEAN AND OTHER SIDS: A 

TOOL FOR ENHANCING RESILIENCE 

▲內容重點：分別以來自於澳洲與東加勒比海的方法的國際海岸緩衝帶設置實例

來探討。評估其面對真實颶風事件(2004 年的 Ivan 颶風 )下暴潮與波浪侵入的情

形。2 模式與真實損害的觀察間有良好的相關性。並提出調整建議，以更能符合適

用於小島的情形，並推廣並非一種方法可以適用所有情形的概念。針對安全區域，

可縮小緩衝帶，而針對脆弱區域則應發展極大化在此被縮小的緩衝帶。 

（三） Matt Rivers (紐西蘭奧克蘭理事會)： 

▲ 發 表 主 題 ： AUCKLAND COUNCIL’S PROGRESS ON SUSTAINABLE SHORELINE 

ADAPTATION PLANS 

▲內容重點：討論奧克蘭理事會在海岸線調適計劃的經驗教訓、成功、挑戰和侷限

性，以及實施所需的後續步驟。奧克蘭理事會對大部分海岸採取了不主動干預的

策略，以獲得眾多自然海岸中的好處，並兼顧奧克蘭理事會的支出。如果關鍵基礎

設施或有價值的社區資產處於危險之中且無法搬遷，則採用維持海岸線(如築堤防

護)或有限干預策略。隨著未來海平面上升，沿海災害增加，當前的策略變得無法

因應，因此通常需要轉變戰略。因此，撤退管理是未來越來越多採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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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2 月 7 日研討會活動 

 

●交流： 

本次與奧克蘭理事會資深海岸專員 Matt Rivers 交流政府之海岸管理策略，雙方認

為策略計畫涉及許多利害關係人，非常不容易，而且因應環境變化及氣候變遷，策略

將隨之改變，其中溝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計畫落實應結合到法定流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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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海岸管理計畫，就可考慮結合至都市計畫，藉由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等相關法令，將海岸管理計畫策略反映至土地分區管制中。後續若需借重奧克蘭相關

經驗，將可再以 email 等方式與 Matt Rivers 聯繫。 

 
Matt Rivers 簡報策略計畫涉及許多利害

關係人 

 
Matt Rivers 簡報奧克蘭海岸調適計畫進

程 

圖 9  12 月 7 日交流活動 

●技術參觀：Cockatoo Island 

鸚鵡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位於雪梨港內帕拉馬塔河和萊恩科夫河的

交匯處。鸚鵡島是海港內幾個島嶼中最大的一個，這些島嶼曾經是樹木繁茂的砂岩小

丘。鸚鵡島（傳統名稱 Wa-rea-mah）與居住在該地區及其周邊地區數萬年的澳洲原住

民有著密切的聯繫，自 1800 年代中期歐洲殖民以來，該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

島以前用作囚犯刑罰監獄，然從 1870 年起，鸚鵡島變成了一個主要的海軍艦艇造船廠。

1913 年，鸚鵡島成為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的官方造船廠，二戰期間是西南太平洋的主要

修船廠。在此可以看到一個島嶼的利用及變遷與人文環境有極大的關係，小島受海圍

繞的特性使它被建設成為監獄、造船廠及觀光地點等，隨著時代變遷，遍布的文物建築

和船塢則成為重要且珍貴的紀錄。 

  

圖 10  12 月 7 日技術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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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2 月 8 日研討會及交流： 
●研討會 

本日研討會主題分為風暴潮危害評估和模擬(Storm Surge Hazards Assessment and 

Modelling )、海嘯、船波和墤壩波(Tsunami, Ship and Dam Break Waves)、海岸演化與氣

候(Coastal Evolution and Climate)、波浪模擬(Wave Modelling)、風沙和沖刷帶輸砂(Aoelian 

and Swash Sediment Transport)、自然工法(Nature-Based Solutions)、結構物與砂交互作用

(Structure and Sediment Interactions)、海岸輸砂(Coastal Sediments and Transport)、海岸

演化(Coastal Evolution)、船舶繫纜(Ship Mooring)、海岸危害(Coastal Hazards)、亞重力波

(Infragravity Waves)、風電場與浮式結構物(Wind Farms and Floating Structures)、水道、

沙嘴與都市海岸溢淹 (Inlets, Spits and Urban Coastal Flooding)、海岸演化模擬(Modelling 

Coastal Evolution)、海岸管理 (Coastal Management)、海嘯 (Tsunami)、防波堤設計

(Breakwater Design)、氣候調適能力(Climate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海岸線模擬與預

測(Shoreline Modelling & Prediction)等 20 個主題總計 135 個研究發表。 

【海岸演化與氣候】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Bruce Jaffe（美國地質調查局）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

容摘陳如下: 

（一） Takaaki Uda (日本 PWRI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土木研究所) 

▲發表主題： SHORELINE VARIATION OF AN ISLAND IN RESPONSE TO CHANGE IN WAVE 

DIRECTION 

▲內容重點：以沖繩知念半島外 3 公里處的駒鹿島作為研究地點，於 2019 年 7 月

13 日對其岸線變化進行了現地觀測，並利用衛星圖像調查了岸線變化情況。結果

島後方尖狀前沿的形狀分為三種類型（圓形、細長橢圓形和拉長橢圓形）。模型計

算顯示，在北向入射的波浪作用下，圓形沙島（類型 1）向細長橢圓形(類型 II)的

變形可獲得很好的解釋，印證了波高分布會誘發輸沙之假設。 

【波浪模擬】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Jeff Hansen（澳洲西澳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

摘陳如下: 

（一） Minh Thang Tran (南韓 Sejong University ) 

▲發表主題： GENERATION OF LINEAR WAVES WITH BOTTOM WAVE MAKERS IN A 

FLUME: AN EFFICIENT WAY TO PREVENT REFLECTED WAVES 

▲內容重點：理論解析及數值方法發展新型造波方法-底床造波，進行三角形及長

方形二種方式造波。 

（二） Kevin Martins (波爾多大學) 

▲發表主題： NON-LINEAR DISPERSION EFFECTS IN NEARSHORE WAVES: PERSPECTIVES 

FOR DEPTHINVERSION APPLICATIONS 。 

▲內容重點：開發利用光達即時量測波高週期反演算近岸地形水深技術，目前試

驗結果以布斯尼克斯方程式反算結果最佳。 

（三） Sunil Mohanlal (法國 LHSV) 

▲發表主題：  SIMULATION OF STEEPNESS-LIMITED BREAKING WAVES IN A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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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POTENTIAL FLOW MODEL。 

▲內容重點：以完全非線性勢能流模式，進行碎波極限條件分析與碎波能量消散

分析。 

（四） Yana Saprykina (俄羅斯科學院希爾紹夫海洋研究所) 

▲發表主題： MODELLING OF SPILLING AND PLUNGING BREAKING WAVES IN SPECTRAL 

MODELS。 

▲內容重點：討論波浪模式-相位解析模式與相位平均模式之捲波碎波與溢波碎波，

其研究結果顯示相位解析模式與相位平均模式在模擬碎波消散時，需使用不同的

非線性項。 

（五） Jinghua Wang (香港理工學院大學) 

▲發表主題： MODELING INFRA-GRAVITY WAVES USING SCHISM-WWMIII BASED ON 

IMPROVED FORMULAS AND COUPLING APPROACH。 

▲內容重點：基於 SCHISM-WWMIII 波流耦合模式，開發可計算亞重力波之相位平

均波浪模式。 

【自然工法】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Rodger Tomlinson（澳洲格里菲斯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

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Katherine Dafforn (澳洲麥覺理大學) 

▲發表主題： CAN LIVING SEAWALLS BE DESIGNED TO IMPROVE BIOSECURITY? 

▲內容重點：生態工程計畫例如活力海堤計畫會透過增加複雜性與表面積來提升

生物多樣性，但使入侵物種獲益的程度尚未明確。運用 6 種具有提升棲地功能的

水泥板設計(5 種複雜型式及 1 種平面型式)改裝在海堤上試驗，結果顯示在中高潮

位區域無論是複雜型式或平面型式的水泥板對入侵物種增加數量與豐富度都非常

少。相對地，在低潮位區域則對入侵物種提供了約 75%的覆蓋及 50%的豐富度，

且在某些情形下複雜型式會比平面型式的水泥板多出 50%的數量及多樣性。對入

侵物種支持因子的相關知識，可對未來設計生態工程之發明運用時減少生態安全

風險。 

【海岸輸砂】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許城榕博士(國家海洋研究院)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摘

陳如下： 

（一） Ly TrungNguyen (臺灣中央大學)： 

▲ 發 表 主 題 ：  REAL-TIME MONITORING OF HYODYNAMICS AND SUSPEND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IN A COASTAL REEF 

▲內容重點：利用 OBS 在藻礁進行流場及懸砂監測，其觀測結顯示近幾年冬季藻

礁上懸砂濃度比夏季大。 

（二） Ana Colina Alonso (荷蘭台夫特理工學院)： 

▲發表主題：FACTORS CONTROLLING THE EQUILIBRIUM SEDIMENT COMPOSITION IN 

SAND-MUD TIDAL。 

▲內容重點：利用影響因子控制沉積分衡式的方式，建立潮汐作用下是泥與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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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地形之漂砂，並與實測資料驗證，提供一泥與沙數值模擬方法。 

（三） Pushpa Dissanayake (德國 Kiel University)： 

▲發表主題： EFFECT OF LARGE-SCALE FORCING ON THE LOCAL SEDIMENT TRANSPORT 

POTENTIAL AT THE SCHLESWIG-HOLSTEIN BALTIC SEA COAST 

▲內容重點：利以多尺度網格模式討論由風造成之水位變化所產生的海域輸砂特

性。 

（四） Allison Penko (美國 NRL)： 

▲發表主題：PROBABILISTIC PREDICTIONS OF EQUILIBRIUM RIPPLE GEOMETRY FOR 

TIME-DEPENDENT SEAFLOOR MODELING。 

▲內容重點：利用美國海軍長期蒐集之海域地形資料，開發 SeaMoRE 模式，可由

水文資料模擬地形變化，部份模組是以機器學習模組開發，部份模組則是利用經

驗式開發如沙漣模擬。 

【海岸演化】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Aline Pieterse 博士(比利时 IMDC 公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

內容摘陳如下： 

（一） Pasquale Filianoti (義大利雷焦卡拉布里亞地中海大學)： 

▲發表主題：THE EVOLUTION TREND OF A BEACH IN CONSEQUENCE OF THE BUILDING 

OF COASTAL STRUCTURES 

▲內容重點：藉由比較兩個不同解析解來分析波浪與海岸結構物之間的交互作用

造成之岸線變形。在相同假設條件下，這兩種解析會依據不同方式納入由結構物

誘發的波浪繞涉現象，而發展出不同的外觀。 

【船舶繫纜】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Jesper Nielsen 博士(澳洲 Seaport OPX 公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

者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Enrique Pena (西班牙拉科魯尼亞大學)： 

▲發表主題：AI- BASED DECISION-MAKING TOOLS FOR PORT MANAGEMENT: SHIP-

INFRASTRUCTURE OPERABILITY AND OVERTOPPING 

▲內容重點：本研究導入的混和模型可在 RMSE 及 R2 獲得令人滿意的表現。研究

提出的泊位安全停留標準亦已納入做為決策標準。越波模型採用簡單的隨機森林

(Random Forest)機器學習模式，可於分類是否發生越波方面，獲得令人滿意的改善。

而這些標準是建立在越波現象發生時相關參數的資料分析，不但要依據波高、潮

位、風速及風向等海洋資訊，還要納入沿著防波堤的發生強度與頻率等資訊。 

【海岸危害】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Karin Bryan 博士(紐西蘭懷卡托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

內容摘陳如下： 

（一） Christo Rautenbach (紐西蘭 NIWA 公司)： 

▲發表主題：INTERPRET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RIP CURRENT DETECTION 

AND LOCALIZATION 

▲內容重點：相較於傳統僅應用 CNN 的 AI 模式，本研究運用可判讀型 AI，綜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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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海上離岸流分類來增加標註，並以不同角度旋轉變形及增加雜訊干擾等方法擴

大資料來大幅改善模式與資料。可判讀型 AI 改善了 2 方面表現：預測並標註離岸

流發生地點、檢驗演算法不足之處並指出資料/模型潛在可改善之處。目前本研究

的演算法可在 90%以上的時間正確分類並標註離岸流發生處。 

（二） Adam D. Switzer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發表主題：UTILISING GEOSCIENTIFIC INSIGHTS INTO PAST COASTAL HAZARD EVENTS 

FOR COASTAL ENGINEERING 

▲內容重點：要運用物理基礎模型來建立極端海岸災害事件模式必須將長期非儀

器紀錄資料與過去環境變化上多面向的地球科學資訊納入模型。本研究針對如何

取得這些相關資料提出各面向的建議。 

（三） Haruki Toguchi (日本中央大學)： 

▲發表主題：STUDY OF DETERMINING RISK LEVEL REGARDING SWIMMING CONDITION 

ON BATHING BEACH USING AI 

▲內容重點：本研究提出納入累計救生員數量、昨日救生員數量、波向、波浪週期、

氣溫、波高、高潮水準、平日、假日、禮拜幾等因素納入資料學習，可算出門檻值

而將海域情形建議分類為紅、黃、藍三種海域安全狀態旗幟。經由驗證模型可在研

究標的海灘提出正確的海域安全旗幟建議，並防止淹水意外。 

【防波堤設計】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Jessica Podoski 博士(美國陸軍工兵團)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

內容摘陳如下： 

（一） Carl Wehlitz (南非 CSIR 公司)： 

▲發表主題：DETACHED BREAKWATERS PROTECT LARGE MARINE INFRASTRUCTURE 

FROM SEVERE STORMS 

▲內容重點：在南非的 Richards 灣案例中，對於原本需要複雜且昂貴的改善措

施，改為應用離岸堤的方式作為替代方案，而且因離岸堤可獨立建造，因此可以

不影響既有設施進行興建。經由實證運用相似大小的離岸堤可對其他港灣的類似

港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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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2 月 8 日研討會活動 

●交流(含本日主題活動：Young Professionals Networking Function) 

本次與澳洲曼利水工實驗室(Manly Hydraulics Laboratory, MHL)主任(Director)Edward 

Couriel 交流其相關業務。MHL 是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政府規劃和環境部水利司下的一個

事業單位，利用物理和數值模型、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認可的設施以及水、下水道、雨水、灌溉、沿海、河流和環境系統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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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數據收集計畫，提供與海岸和水利工程以及水流保障相關的專業和公正的建議。

Edward Couriel 主任以其攤位展示的《Between Wind & Water》一書內所述新南威爾斯

州海岸水道與港口的發展歷史，表示新南威爾斯得以發展，即與 MHL 所做的服務息息

相關，從監測、模式到決策支援工具一應俱全。並表示該實驗室亦曾與泰國政府合作，

建立海洋資料蒐集設施與資料庫，未來若有相關需求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從小計

畫開始進行合作，後續若需借重 MHL 相關經驗，將可再以 email 等方式與 Edward Couriel

主任聯繫。 

此外，大會特別安排青年專業人士社交活動，提供年輕（以及內心年輕）的行業專

業人士與同事交流、與過去的熟人更新近況並在輕鬆的氛圍中結識新朋友的機會，藉

此機會與各國參加者社交互動，建立一些初步印象。 

  

圖 12  12 月 8 日交流活動 

 

六、 12 月 9 日主題演講、研討會及交流： 
●主題演講： 

本日首先舉行主題演講由 2021 年國際海岸工程獎得主澳洲昆士蘭大學 Prof. Peter 

Nielsen 主講，題目為 “A Career with Coastal Processes and 18 ICCEs”主要說明近四十

年來近岸漂砂研究發展歷程與個人經歷分享。Peter Nielsen 1978 年起開始參加 ICCE，

今年為他參與的第 19 次。他在丹麥完成學業後，到雪梨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獲取地理學

家如何進行海岸作用的研究方法。隨後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任教，之後在澳洲新南威

爾斯洲海岸管理單位開展他的家庭與事業，並在澳洲昆士蘭大學授課，且濃縮他在波

浪邊界層流與漂砂的知識寫成〈Coastal bottom boundary layer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一書，成為該領域的主流教科書，後續並出版〈Coastal and estuarine processes〉講述強

制性長波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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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12 月 9 日主題演講 

●研討會： 

本日研討會主題分為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防波堤設計與創新 (Breakwater 

Design and Innovation)、暴潮 (Storm Surge)、波浪變換、潮波和設計標準  (Wave 

Transformation, Bores and Design Criteria)、海岸演化(Coastal Evolution)、疏浚養灘(Sand 

Bypassing and Nourishment)、防波堤與沉箱(Breakwater and Caisson Structures)、波浪力

學與轉換(Wave Mechanics and Transformation)、越波(Wave Overtopping)、植被消波(Wave 

Attenuation by Vegetation)、河口地形動力學(Estuary Morphodynamics )、海堤、堤壩和

護岸 (Seawalls, Levees and Revetments )、異常波浪(Extreme Waves )、地形變化-觀測和

數值(Morphological Change - Observations and Modelling)、波浪模擬(Wave Modelling)、

植被與海岸保護(Vegetation and Coastal Protection)等 16 個主題總計 104 個研究發表。 

【波浪變換、潮波和設計標準】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Kevin Haas（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

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Ignacio Barranco (英國 Hr Wallingford 公司) 

▲發表主題： CHARACTERISTICS OF BORES GENERATED BY DIFFERENT MECHANISIMS 

IN THE LABORATORY 

▲內容重點：介紹二種在實驗造潮波的方法，一個是以潰壩形式造波，一種以造波

機造波，二種所造出之潮波形式不一樣，可以依據研究需求自行選擇。 

（二） Matthew Farthing (美國陸軍工兵團) 

▲發表主題： SCALABLE REAL-TIME DATA ASSIMILATION WITH VARIOUS DATA TYPES 

FOR ACCURATE SPATIOTEMPORAL NEARSHORE BATHYMETRY ESTIMATION 

▲內容重點：利用美國陸軍工兵團 FRF 長期觀測資料進行即時地資料同化技術開

發。 

【氣候變遷】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Patrick Lynett (美國南加洲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

容摘陳如下： 

（一） Tomoya Shimura (日本京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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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主題： GLOBAL OCEAN WAVES AND STORM SURGE CHANGES UNDER A 

WARMING CLIMATE 

▲內容重點：利用數值模式模擬 IPCC AR6 極端氣候條件下，全球波候之改變，及

海溫上升海平面上升全球暴潮之變化，其結果顯示颱風強度可能增加數量減少，

及台灣平均暴潮水位在全球暖化下情境下可能減少。 

（二） Francois Flocard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發表主題：GLOBAL WAVE CLIMATE TRENDS: WHAT D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AVE BUOYS TELL US? 

▲內容重點：利用澳洲長期浮標波浪資料進行波候變化分析，其結果顯示於南半

球波浪增強情況不顯著，波候變強變弱與其資料選擇起始點習習相關。 

【越波】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Ian Coghlan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Water Research Laboratory)擔

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摘陳如下： 

（一） Marie-Pierre Delisle (美國 UCLA)： 

▲發表主題： BEACH GROUNDWATER IMPACTS ON WAVE OVERTOPPING FLOODING 

▲內容重點：利用 OPENFOAM 模式波浪與泥沙耦合模組(SedOlaFlow)分別模擬潮波

於沙質斜坡與塊石斜坡上溯升，與地下水面之交互作用。 

【植被消波】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Shari Gallop (紐西蘭懷卡託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

容摘陳如下： 

（一） Daniel Cox (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 

▲發表主題： ARE REDUCED-SCALE EXPERIMENTS OF WAVE DAMPING BY VEGETATION 

SUITABLE FOR ENGINEERING WITH NATURE? 

▲內容重點：海岸工程中由植被產生的波浪阻尼主要透過參數化表達式來表示波

高衰減，其中從縮尺模型推導得到的經驗係數 CD 需要計入尺度效應。由雷諾數參

數化的 CD 值會有比較小的不確定性。 

（二） Nery Contti Neto (澳洲西澳大學/Nortek 公司)： 

▲發表主題：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MAY OVERPREDICT WAVE DISSIPATION BY 

SEAGRASS MEADOWS 

▲內容重點：波浪頻譜減衰中海草床扮演顯著角色，然而有效葉片長度與垂直消

能等因素應該列入考量，以免高估海岸保護效果。 

（三） Ganga Caldera (加拿大國立科學研究所)： 

▲發表主題：  WAVE ATTENUATION OF SALTMARSH VEGETATION UNDER STORM 

CONDITIONS 

▲內容重點：整體而言，因為波浪淺化及其他非線性作用，在植被坡的波浪衰減作

用相較於在平坦的植被潮灘為小。植物的成熟度以及在地面上與地面下的生物質

量是非常重要的因子，其決定了在極端波浪下波浪衰減狀況與效果決定植物耐久

度。 

（四） Che-Wei Chang (日本京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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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主題：  WAVE ATTENUATION OF SALTMARSH VEGETATION UNDER STORM 

CONDITIONS 

▲內容重點：利用 3D 列印技術，製作紅樹林根部結構物，並利用水工模型試驗，

討論紅樹林消波特性。 

（五） N Hari Ram (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 

▲發表主題： INVESTIGATION OF SPECTRAL ENERGY DISTRIBUTION IN WAVE GROUPS 

DUE TO PRESENCE OF VEGETATION 

▲內容重點：能量消散主要從能量被轉移到更高的諧波產生。前沿植被會將能量

從主頻率轉移到更高的諧波；後端植被則將此轉移後的能量消散掉。植被帶經由

將能量從高諧波除去之外，同時也減少了波浪的非線性。另外，觀察到具有露出陡

度接近 2 倍波峰陡度的植被帶能夠消散更高能量。 

【異常波浪】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Nobuhito Mori (日本京都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內容

摘陳如下： 

（一） Ryota Nakamura(日本新瀉大學)： 

▲發表主題：  SIMULATION OF CONTAINER DRIFT UNDER EXTREME HYODYNAMIC 

CONDITIONS 

▲內容重點：利用 SPH 數值模式，模擬二個集水箱在極端潮波下運動情況，並討

論二個集水箱間距寬度對於集水箱運動之影響。 

（二） Zuorui Lyu,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澳洲雪梨大學)： 

▲發表主題： ON THE PROBABILITY OF UNIDIRECTIONAL NONLINEAR EXTREME WAVES 

IN THE PRESENCE OF WAVE REFLECTION 

▲內容重點：主要利用水工模形試驗及數值模擬進行駐波上 Peregriner 波形，討論

其異常波浪之特性 

（三） Zuorui Lyu (日本東京大學)： 

▲發表主題： THE OCCURRENCE OF EXTREME WAVE HEIGHT IN A TWO-

DIMENSIONAL RANDOM WAVEFIELD IN COASTAL AREA 

▲內容重點：主要利用數值模擬進行四波交互作用下，隨機波在產生異常波浪，

並討論異常波浪之特性。 

【植被與海岸保護】研究發表： 

本場次座談由 Dr. Daniel Cox (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擔任主持人，各研究學者發表

內容摘陳如下： 

（一） Joe El Rahi (比利時根特大學)： 

▲發表主題：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VE-INDUCED VEGETATION DYNAMICS 

USING A PARTITIONED COUPLING BETWEEN THE SPH METHOD AND AN FEA 

STRUCTURAL SOLVER 

▲內容重點：在 DualSPHysics 中以新的方法建立植物動態模型。內嵌的耦合方式

可以不使用擬合參數，在 3-D 環境解算細結構動態。此模型在實驗結果下具有效

性，並於力量及左右移動動態顯現完美一致。而在結果的差異顯示了結構特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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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模型的相依性。此數值方法提供了一種可用於研究植物動態與放大尺度用於

大型領域模型的工程工具。 

（二） Acacia Markov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發表主題： NEW INSIGHTS ON USING SCALED MARSH PLANT SURROGATES FOR 

WAVE ATTENUATION 

▲內容重點：以小尺度一般坡度的潮灘植被代理者模型研究波浪衰減情形。結果

顯示在相同外觀及種植密度下，考量以剛性或撓性因素來製作模型，獲得類似的

波高衰減結果；但代理者模型設定不同的的直徑與種植密度，則會影響波高衰減

結果。 

（三） José Partida-ramírez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 

▲發表主題： WAVE TRANSMISSION AND DISSIPATION BY HYBRID (VEGETATED WITH 

MANGROVE) BREAKWATERS 

▲內容重點：所提出的結合紅樹林與防波堤共構的結構可以明顯削減更多比例由

一般或極端波浪帶來的入射能量。種植的紅樹林愈多則有較多反射及較少傳遞。

可藉由減少核心中材料的大小來改善此結構的性能。在波浪侵蝕下，結構前緣會

有一定程度的損壞，因此在設置的初期幾年會需要維護，直到生態系統可以自行

調節為止。 

（四） Gosse Jan Steendam (荷蘭 Infram Hydren)： 

▲發表主題：  GRASS SOD PULLING TESTS TO DETERMINE RESISTANCE AGAINST 

EROSION BY WAVE OVERTOPPING 

▲內容重點：檢討及調整分析 GSP(Grass SOD Pulling)的方法。新的測試方法可以涵

蓋不同生態及生物多樣性，促使多花的植物與草的混合可於 2022/2023 冬天納入

時程。這些測試皆已與越波測試結果驗證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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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2 月 9 日研討會活動 

 

●交流：(含本日主題活動：Conference Gala Dinner) 

本次與 EOMAP 資深專案科學家 Emily Twiggs 交流衛星遙測相關業務。EOMAP 為澳

洲公司，從事海洋及淡水環境之光學遙測，支援產業及政府對於海岸及濕地生態管理

已完成數百項專案計畫，專精於衛星反演水深(SDB)、海床分類(生態棲地)以及水質監控

服務。針對相關需求 EOMAP 樂於提供專業意見與服務，可與 Emily Twiggs 以 email 提

出相關需求及詢問。 

大會安排在 ICC Sydney 的宴會廳，慶祝第 37 屆 ICCE 的結束，在輕鬆的環境中

與新老朋友告別。宴會中特別透過中央大學黃志誠教授引薦，與 2021 年國際海岸工程

獎得主澳洲昆士蘭大學 Peter Nielsen 教授寒暄恭賀得獎並合影，建立初步關係。 

  

圖 15  12 月 9 日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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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一） 深耕在地文化、善用原民智慧：藉由 Brett Rowling 的主題演講，以原住民

視角探討澳洲海岸之探測與工程，據以加強當前的工程和科學實務，以

實現更適合澳大利亞可持續發展的選項，演講中說明了澳洲港灣演進及

Guri 文化的工程智慧，並表達出各族皆是同源，如同茂盛的樹枝底下皆是

來自相同樹幹。我國原住民族眾多，其中亦有海洋原住民如蘭嶼達悟

族，我們應該多了解我國海洋原住民之文化與其智慧，應可擴充我國海

洋內涵。 

（二） 善用臺灣優勢、促進海洋應用：經由美國陸軍工兵團(USACE)資深研究海

洋學家 Katherine L. Brodie 女士之主題演講介紹了美國陸軍工兵團海岸觀

測之現場研究設施 (FRF)之歷史與未來，並介紹 USACE 目前發展光達

(Lidar)量測波浪之成果。美國陸軍工兵團對於近岸波浪量測投入大量觀測

設備及持續精進其觀測技術，我國近岸海氣象觀測技術之開發投入相對

較少，相較於美國尚屬落後，應發揮我科技產業硬體設計及製造優勢，

推動海洋之發展如物聯網、硬體開發等，使我國於此領域可佔一席之

地。 

（三） 放眼世界、累積核心：觀察 2021 年國際海岸工程獎得主澳洲昆士蘭大學

Prof. Peter Nielsen 四十年來近岸漂砂研究發展歷程及其經歷，其在丹麥啟

蒙成長、在澳洲研究、在美國任教，最後在澳洲開展家庭與事業，雖每

一階段不同的機緣促使他赴不同國家發展，但皆累積其海岸工程專業核

心。Prof. Peter Nielsen 於漂砂研究投入近四十年之精力研究，並於 1978

年起開始參加 ICCE，今年為他參與的第 19 次，持續發表其研究成果，漸

漸建立其學術地位，成為一代海岸漂砂領域大師。ICCE 也是一樣，從

1950 年美國加州開始第一屆，每 1~3 年(基本上 2 年)在不同國家舉辦一

屆，累積至今(第 37 屆)已經是全球最大海岸工程會議。因此，無論在個

人或組織發展上，應放眼世界、累積核心，終究能成長，有所成就。此

外，海洋學研單位也應藉由參加國際研討會等交流活動分享研究成果，

有效提升在海洋領域之學術地位與人脈。 

（四） 性別平等、善待女性：「海岸工程中的女性(Women in Coastal 

Engineering)」交流活動，使我們瞭解海岸工程界女性參與議題及相關影

響，對於女性而言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衡是影響其發展的重要因素，

因為女性通常須配合家庭養育子女需要而割捨一些發展機會或職位。同

事間的體諒、包容與配合，以及政府提供的子女養育資源，可以讓女性

更無後顧之憂，順利在海岸工程界發展。在臺灣，性別意識抬頭，政府

也對於營造性別友善工作環境十分重視，本會也有相關措施，並對於委

員性別比率有要求，單一性別不宜低於 1/3，並於委辦案件契約中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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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性別歧視等，期可營造良好性別友善工作環境，促使女性在海洋

事務一同投入與發展。 

二、建議 

（一） 我國為一海洋國家，應需要積極的參與國際研討會。除了可展現我國海

洋科學研究量能，更可提升本國國際能見度，藉由與世界各國專家的相

互討論，除了可以強化本身的研究訓練與質量，更可藉此建立國際人

脈，可謂一舉數得。 

（二） 下屆第 38 屆國際海岸工程研討會已訂於 2024 年 9 月 8 日~14 日於義大利

羅馬舉辦，本會應持續派員參加以維持國際能見度與持續吸收海洋工程

新知。 

（三） 未來本會參加相關海洋或海岸工程研討會，可及早進行投稿研議作業，

研議更多投稿發表內容，以擴大參與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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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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