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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掌握日本研究船在我國海域探測之執行過程，本人以海洋地球物理

專長擔任國際研究船航次觀察員兼研究員的角色，本次計畫為臺日雙方，

在臺灣大學與日本東京大學及日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多年合作基礎下推

展之科研計畫，航次參與人員除了有來自臺灣的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國

立科學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家海洋研究院等多位教授、研究

員外，更有日本東京大學、愛媛大學、新瀉大學、琉球大學及海洋研究開

發機構、國立科學博物館等多位研究及技術人員，共同參與完成了此次臺

日共同合作於花東海盆與加瓜海脊的調查航次（KH-23-10，December 13-

23, 2023）。 

本次調查使用船隻為隸屬於日本海洋開發機構的白鳳丸研究船，可搭

載船員數 54 人、科學家 35 人。此次參與的科學家共有 34 人，當中不乏

參與過 30次以上研究船探測調查航次的各類專家，科學家們大致分為礦物

岩石、海洋生物、沉積物及地球物理四大組團隊，在時程安排上互相配合，

在甲板任務上協力合作，在資料處理室盡情詼諧討論，為本人參加過逾 20

個聯合地球科學海上調查作業中，首次在天氣最不佳的 12月作業，但卻是

有顯著海床地質科學成果的一次。航次主要作業內容包括： 

1、 以底拖方式進行岩塊、沈積物及底棲生物採樣 

2、 以活塞式岩心及複管岩心採集海床沉積物 

3、 多層浮游網生物採樣作業 

4、 海床影像攝影紀錄（於底拖地質採樣時同步執行） 

5、 多音束水深測繪及海床反射率分析 

6、 拖曳式及船載式地磁測繪 

7、 水文剖面蒐集 

8、 隨船重力資料蒐集 

原定的航次計畫為從 2023 年 12 月 13 日到 24 日，從那霸出發並返回

那霸，但由於航行中段出現了強烈的冬季高壓系統導致海況惡劣，除了在

石垣島附近躲風浪外，全航次更被縮短了一天，於 12 月 23 日抵達那霸港

口。儘管測量天數有所減少，但仍成功達成了 7 次底拖採樣、2 次活塞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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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取樣，以及分別進行了多管岩心及生物拖網作業。此外，我們還隨船蒐

集了共 260 海里的地球物理觀測資料，包含海底地形、磁場及重力數據。 

本次研究調查航次因海象問題，行程與原先預定的規劃大相逕庭，無

論是海象及新舊儀器交接轉換時發生的問題，其實都是海上探測作業常見

而難免的際遇。然而，明確而專業的彈性執行調查策略，無非是讓我們得

以在風浪回穩的空窗期，完成了數個在加瓜海脊 5000 米水深底拖採樣的關

鍵任務。本航次間雖經歷了多次躲浪避風，最後甚至提早入港，但航次作

業空檔中舉辦了三次成果討論會議及跨領域分享報告會議，除了沒有研究

上的怠惰外，溝通交流更是保持本探測調查航次活絡熱忱的主要原因，本

次由國立科學博物館的 Kenichiro Tani 所擔任的航次領隊，其熱情而細心

且專業的溝通協調作風，為構成本研究航次成果不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航次合作團隊中包含有許多日本資深教授或研究員，除了可作為我們爾

後海洋探測研究最佳合作夥伴，其團隊中技術人員能在完整參與並理解研

究調查需求下自主創新的技術研發能力，更是我們爾後在海洋探測調查上

學習交流的重要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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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目的 

臺灣位處歐亞板塊、菲律賓海板塊的隱沒碰撞轉折區，與日本身處三

板塊邊界區的地體構造區，有著十分類似且不甚相同的地質特性存在著

（圖 1），海溝隱沒構造為海床的不穩定性埋下多震熱點的伏筆，海洋沉積

物的底質特性及古生物足跡更是勾勒著環太平洋火山帶與各島嶼間的歷史

軸線。 

 

圖 1、左圖為臺灣的地體構造；右圖為日本的地體構造 

目前科學界對於原始菲律賓海板塊（Proto-Philippine Sea Plate; 

PSP）所知甚少，為了調查 PSP 的地殼結構，自 2010 年以來，日本研究團

隊在進行了多次海域調查研究航次，包括利用載人潛艇和無人載具（ROV）

觀測以及各項深海岩石採樣技術分析的結果，顯示日本延續到我們臺灣東

側的海底，存在了大陸地殼的岩石，透過這些發現和 PSP 的地體構造重建，

推測從伊豆到馬里亞納島弧的隱沒作用可以追溯到東南亞大陸邊緣，之後

通過始新世以來弧後盆地的形成（圖 2），而成為類大洋內部（intra-

oceanic-like）的地體環境。然而，這項觀點卻止步於在我們臺灣東部海

域尚未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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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近年來日本海洋地質的研究整合出，關於原始菲律賓海板塊

（Proto-Philippine Sea Plate; PSP）中，伊豆－小笠原－馬里亞納島弧

（Izu-Bonin-Mariana Arc; IBM）隱沒歷史 

位處我國海域的菲律賓海板塊西緣的花東海盆（Huatung Basin）和 

加瓜海脊（Gagua Ridge）的 PSP 地殼結構，在過往的研究中，海洋地質與

地球物理研究成果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成因模型（圖 3、4），一為白堊紀的

海洋地殼，二為始於後始新世較年輕的弧後盆地，此項年代的定義對於了

解伊豆－小笠原－島弧隱沒系統的初期的地體構造演化過程至關重要。為

了解開地體動力及沉積物傳輸模式之謎，海洋地球物理中的水深地形及深

海底質的構造以及重磁分布更是不可或缺的資訊。因此，國立臺灣大學海

洋研究所與日本東京大學從 2017 年即醞釀提出透過臺日雙邊合作的模式，

由兩方研究團隊提出利用白鳳丸研究船（R/V Hakuhomaru）進行花東海盆和

加瓜海脊的地質和地球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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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由地震推估出的地體熱模型推斷加瓜海脊的形成年代約於 30 個

百萬年前(Ko et al., 2023) 

     

 

圖 4、藉由鉛定年技術分析於岩心沉積物推斷加瓜海脊的形成年代約

於 123 個百萬年前(Qian et al., 2021) 

 

除前述關於菲律賓海板塊之地體構造重建相關議題，花東海盆位於黑

潮流徑， 對於古海洋學及生物地理分布研究而言，也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意

義。因此，本次合作研究航次作業內容，亦增加於海盆內進行活塞式與箱

型岩心取樣，配合浮游生物拖網採集作業，以進行古海洋學研究。這是繼 

2018 年臺法「渴望（EAGER）」航次後，再一次透過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進

行臺灣東部花東海盆的深海沈積記錄研究。為求樣本新鮮度及妥善保存度，

相關岩心分樣與初步包裝工作是在研究船航次期間於白鳳丸研究船上完成。 

日本研究團隊過往針對此項研究，已於菲律賓海盆周邊海域，利用深

海底拖（dredge）、 深海無人載具（ROV Kaiko700II）、深海載人潛艇

（DSV Shinkai6500）及鑽井進行過四次調查工作（如下所示），調查位置

卻都僅限於北大東海盆（North Daito Basin） 及大東海脊（Daito Ridge）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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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KH-20-6 cruise: R/V Hakuhomaru with dredge (14 days) in 

the Daito Ridges 

2017: KS-17-15 cruise: R/V Shinseimaru with dredge (12 days) 

in the North Daito Basin 

2014: 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Expedition 351 in 

the Amami Sankaku Basin 

2013: KR13-15 cruise: R/V Kairei with ROV Kaiko700II (15 days) 

in the Daito Ridge 2010: YK10-04 cruise: R/V Yokosuka with DSV 

Shinkai6500 (19 days) in the Daito Ridge 

除前述日方工作，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團隊，也藉由整合

各項研究計畫利用新整編的水深資料以及地層與震測剖面展示了臺灣造山

帶東緣的花東海盆及鄰近的次海盆（弧東海盆）的地形特徵、海底峽谷系

統及層序地層架構，透過震測相分析及不同時期的沉積物等厚度圖資訊，

辨識出花東海盆基盤上發育了三個主要層序，並分別可反應弧陸碰撞大地

架構下，臺灣造山前、初始造山以及活躍造山三個時期，造山帶邊緣深海

盆地的沉積物傳輸變化及不同散佈特徵（圖 5）。本研究藉由地球物理資料

探討了在聚合式大地構造環境下，深海盆地內的海底地形變化、沉積物傳

輸機制及其散佈系統是如何被構造演化影響，並以沉積的觀點，提出花東

海盆的可能的形成年代，也有助於進一步瞭解現今西太平洋最西緣的大地

構造演化機制。 

                       



5  

  

圖 5、臺灣東部海域新整編之水深地形圖及反射震測剖面展示花東海盆內的

沉積物波以及海底峽谷與水道溢堤特徵（Hsu et al., 2021）。 

 

此外，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地質化學團隊，亦於 2022 年於新海研 

1 號 NOR1-0038A 航次，於花東海盆及加瓜海脊進行先期調查，成功於採集

到我國研究船最深水的箱型岩心樣本，表層包含了直徑約6公分的浮石樣本，

推測為 2021 年 8 月日本小笠原群島海底火山「福德岡之場」噴出的產物，

隨洋流飄送至此。此外於加瓜海脊中部地區進行之地質底拖採樣，獲得錳

殼及一些火成碎屑樣本，為我國自九連號研究船時代於菲律賓海採集到錳

核樣本後，再次採集到錳殼樣本。 

綜上，研究團隊對於此次利用擅長底質採樣及地物觀測的白鳳丸探測

航次，搭載著以原持有船隊（1989 年，東京大學）及新收編所屬船隊國立

研究開發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STEC）為主的船員及研究人員，針對加瓜海

脊的海域調查航次分析成果，可能揭開許多地質年代之謎。然而，對於我

國海域資料最空乏的東部深海區，也藉由航次隨船資料的蒐集，補充許多

海域基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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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鳳丸號於 1988 年 5 月 9 日於三菱重工下關造船廠開工，10 月 28 日

下水，1989 年 5月完工交付東京大學海洋研究所、1989 年 10月開始執行大

洋調查任務，1990 開始執行共同利用航次，為全日本各個研究，1999 年 6

月開始在日本南海海域執行多密度海底地形調查任務，2004 年移交日本海

洋科學技術中心管轄。 

船長達100米、寬16.2米、深8.9米，吃水6.3米，總噸位3991噸，

航速 16 節，續航力 12000 海里，本船為長艏樓船型（圖 6），設有兩層全

通甲板，本船採用柴電推進方式，有 4台 1900 馬力柴油發電機、2台 460KW

電動機、兩具4葉變距槳，船首設有兩具艏側推。此外，還具有調查船關鍵

重要的許多海洋觀測研究輔助設備，比如說升降式龍門吊（11 噸、船外

4.5m）、伸縮梁（11 噸、船外 2m）、甲板起重機（3 噸）、牽引式拖纜絞

車（3 台）、海浪補償器（2 台）、氣象相關觀測室（3 間）、觀測拖纜絞

車（1 號及 2 號絞車分別長 15,000m、12,000m，3 號、4 號、5 號及 8 號絞

車分別長達 12,000m、7,000m、6,000m 及 1,500m）。 

 

             圖 6、白鳳丸研究船外觀及官方網站的船籍介紹 

船內配備許多基礎科學所需的探測儀器（圖 7），海底測深儀（單音

束、多音束及底質剖面儀）、CTD 分析處理裝置、生物資源聲學探測裝置、

淺地層剖面儀（SBP）、船上重力計，精密深度記錄儀（PDR）、生物資源

探測儀，重力儀、氣槍震源系統，聲學定位系統等多項高性能研究設備。

船上基本裝備有尾部設有 A型架，還有各類水文絞車和克令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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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設包括乾式、濕式、通用有 10 個實驗室，根據研究內容進行分工。

例如，第7研究室是直接連接後部觀測作業甲板的濕式研究室，專門用於處

理蒐集的海水和海底沉積物核心樣品。另外，第5和第 6研究室是半乾式研

究室，用於進行各種實驗和分析，根據不同的研究內容。這些房間基本上

沒有固定的實驗設備，而是根據每次研究航行所需的研究設備進行裝載。

除了這樣的多功能研究室外，還配置了一些專業性較高、使用目的較為特

定的研究室，如進行海底地形、氣象和海象觀測作業的第1研究室、進行電

腦分析作業的第 8研究室、配備船上重力計的第 9研究室、潔凈室的第 4研

究室、以及低溫實驗室的第 10 研究室等。 

   

圖 7 、 白 鳳 丸 研 究 船 主 要 使 用 於 海 域 調 查 的 科 儀 設 備

（https://ccrp.aori.u-tokyo.ac.jp/kikaku/report.html） 

花東海盆除位居菲律賓海板塊地體構造重建關鍵地位外，其位處黑潮

流徑，對於古海洋學及生物地理分布研究而言，更是別具地質歷史的意義。

然而，台日共同研究預定為 2020 年在花東海盆執行白鳳丸合作航次，因新

冠肺炎臺灣研究人員無法登船而使得研究船無法進入我國經濟海域，日本

團隊回到熟悉的大東海脊探測（圖 8），完成了包括 23 次拖網，取得總重

920 公斤的岩石和沉積物樣本，約 850 英里的地球物理調查作業。當中最為

耀眼的無非是底拖取得了重達 300 公斤以上的岩石樣本（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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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2020 年 KH-20-6 的調查路線及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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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020 年 KH-20-6 調查取得重達 300 公斤的巨大岩心樣本 

對於花東海盆海床探測空缺的遺憾，就在 2023 年的 KH-20-6 完成當出

規劃的任務，再增加於海盆內進行活塞式與箱型岩心取樣，並配合浮游生

物拖網採樣作業，以進行古海洋學研究。這是繼 2018 年臺法「渴望

（EAGER）」航次後，我國再一次透過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進行臺灣東部花

東海盆的深海沈積記錄研究。加上日本團隊對於加瓜海脊多年來的疑惑，

此航次勢必將為台日雙方海洋地質研究開啟更多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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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航次過程及成果 

日本海洋研究常會善用學術機關間的合作，以「共同利用」的模式

將航次利益放到最大，此次白鳳丸航次的眾多研究人員，在航次規劃下

遵守領隊指示，在協力合作下交流中激盪更多科學研究的火花，讓此次

臺灣東部海域探測調查（圖 8）在冬季無情風浪中，仍舊能創造出許多

地球科學的亮點價值。 

本調查航次透過國際團隊各方專長的參與，由 JAMSTEC 扮演計畫贊

助及執行機關，國立科學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擔任計畫主持人，國內領隊

則是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蘇志杰老師，研究人員多是在海洋探測第一

線深富經驗的海洋，召集了臺灣及日本於礦物岩石、海洋生物、沉積物

及地球物理四類研究人員參與（圖 9），所使用研究方法與儀器也十分

多元，重點是是負責運作白鳳丸的船員，更是多年來與研究船隊由

JAMSTEC 所運維的船隊所屬子公司所派遣（圖 10），其專業合作的默契

是可以順利完成任務的重要關鍵。 

 

圖 8、白鳳丸船外觀照以及左上角為本次航次的航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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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參與本航次的科研團隊 

 

                 圖 10、參與本航次的船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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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任務主要的研究團隊大致可分為四大類（圖 9），執行的探測

技術、使用方法、觀測儀器任務十分多元（圖 11），在冬季海域多舛的

條件下，精準的時間分配以及配合滾動修正的時程，不懈怠而持續完善

的準備，是日本在作海洋探測時，研究團隊效率優於其他國家的關鍵。

依照航次前所規劃的下放點位、測線完成初步規劃後（圖 12），再按照

即時蒐集到的地球物理資訊（水深地形、底質剖面、海底管線分布、現

場漁業活動分布）來判斷修整站位點。所執行之任務成果可分為下列五

大類： 

1、 深海底拖採樣及攝影 

2、 深海活塞式岩心採樣 

3、 複管岩心採樣 

4、 垂直浮游生物採集 

5、 海洋地球物理資料蒐集 

 

 

   圖 11、本航次使用到的技術及儀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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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本航次原先預定規劃的底拖站位、浮游生物採樣及地球物理探測

的測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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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深海底拖採樣及攝影（Gyaico-Type Box Dredge with 

Camara） 

本航次最主要的任務正是運用日本東京大學自行研發的深海底拖採

樣及攝影（圖 13），採集加瓜海脊附近的深海岩石礦物以利進行地質

分析，於 14 天的航期內完成了 7 站，分別位於加瓜海脊東西側各脊端

（圖 12）。但由於天氣因素無法順利連續執行多次，我們實際僅完成

了 7 站的底拖採樣。在執行海床深拖的控制技術在底拖系統著床前後，

在資深研究人員的即時觀察及控制指令下，藉由控制船身及收放纜線

來決定底拖盒在海拖曳的重要決策，是深拖採樣成功與否中最具專業

挑戰的關鍵點（圖 14）。樣本上甲板後，便是全體研究人員與泥土奮

戰的時候（圖 15），接著是初步目視判斷的岩石類別分樣作業（圖

16）。 

  

 

圖 13、日本團隊自行發展的底拖加攝影採樣系統，具有岩石沉積物及生物採樣

功能，並可全程錄影下放採樣過程以茲紀錄（KH19-6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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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在底拖系統執行時，研究人員在儀控式裡需要全神貫注，緊盯聲學應答

器、張力計及海床地形等資訊，與操船及纜繩控制室緊密聯繫。 

 

 

圖 15、在底拖系統回收之開箱作業時研究團隊全力以赴地在甲板分類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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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岩石礦物在分別包裝帶回前，在船上會進行樣體敘述、稱重及狀態攝影，

然後較大塊體則會透過直接切樣初步辨析岩石礦物成分來決定後續分析研究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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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海活塞式岩心採樣（Piston Corer） 

臺灣目前僅有幾個少數單位曾經建置使用過活塞式岩心採樣系統，

倘若需要深海、長岩心則往往需要藉助國際合作或是跨國租賃才能得以

完成（圖17）。此次在加瓜海脊（水深5000米左右）所執行的活塞式岩

心採樣系統，是傳統活塞式岩心採樣方法（靠後甲板 A 架下岩心），沒

有方便水平輸送道船身側邊的機具下，能夠採樣的底質深度就要仰賴 A

架高度及後甲板長度，簡易但較需要人力及安全考量，因此底質採樣目

標深度多為 24 米內，此外，視水深及底質概況，本航次以採樣 12 米內

岩心為目標，成功取得兩站成果（圖 18）。 

成功的站位在北緯 23 度 12.4750 分、東經 122 度 35.1059 分，

水深 5,381 米，位於花蓮峽谷北側、加瓜海脊西側、增積楔南側，共獲

得了總長度約為 650 厘米（包括頂帽和分裂前）的柱塞岩心，預計其岩

心沉積物將有助於了解深海濁流岩的特性，以及北花東海盆的沉積物來

源。此外，我們可以把此站點取得的沉積物與先前加瓜海脊東部琉球海

溝的濁流岩做比較，去驗證當時先前的研究（Hsiung et al, 2023），

曾提出琉球海溝西部的濁流岩中可能包含台灣來源的沉積物。 

雖然岩心採樣有彎管現象導致岩心管取出困難，或沉積物可能會受

到擾動的現象，觀察後仍可將沉積物概略敘述。初步發現柱塞岩心捕獲

器的岩石學特徵多為大砂礫到極細砂，而岩心沉積物主體則多是多以大

細砂到極細砂為主，整個岩心樣本的組成初步判斷十分類似，後續將送

往高知岩心庫進行各項細部分析作業。 



18  

 

圖 17、先前在台灣西南海域以法國研究船進行深水（水深平均 2000 米左右）活

塞式長岩心採樣（底質岩心長達 35 米）是運用船側舷讓岩心上船。 

 

圖 18、白鳳丸的活塞式岩心是用船後 A架將岩心帶上船，甲板所空長度外即為一

般岩心所能採集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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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複管岩心採樣 （multi-corer） 

為了有區域性不同空間分布的沉積物樣本，本航次除了活塞式岩心取

得數公尺到數十公尺的沉積物樣本之外，也有利用底碇式取得區域性的短

岩心沉積物做比較（圖19），搭載水下攝影設備讓我們對於海床底質採樣

紀錄有檢討選址的可能，並且在沉積物分析的底質特性比對將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圖 20）。 

 

圖 19、在適當的重錘配置下，可以取得八管一米長的沉積物底質岩心樣本。 

 

圖 20、採樣系統上的攝影機，可以提供我們採樣時海床環境的真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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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垂直浮游生物採集（Vertical Multiple-opening Plankton 

sampler, VMPS） 

多層浮游生物網可以在水下以多層過濾的方式，捕捉海水不同深度下

的浮游生物，尤其適用於深水大洋的生物採樣研究，藉由不同時段的開啟

關閉閘門，讓海洋垂直剖面下不同海水環境的浮游生物捕捉記錄下來（圖

21）。 

 

 

圖 21、與一般溫深鹽儀類似的下放方式可以取得不同深度的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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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地球物理資料探測（Marin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身為海洋地球物理專業的觀察員兼研究人員，若非在甲板上現場協助

切岩心、鎖螺絲、抬工具、洗沉積物以及做紀錄等，就是在儀器監測室觀

看即時地形水深、底質剖面、重力儀、磁力儀等變化，以規劃給地球物理

輪班組員，產製下一個探測目標所需的參考背景圖（圖 22）。每日的探測

工作其任務優先順序由領隊安排後，所負責的團隊小組長需要根據自己有興

趣的目標，我們國內海洋地球物理團隊先前在該區附近的探測資訊便成為很

重要的參據，除了地形之外，重力、磁力、反射震測剖面更是底質沉積物重

要的基礎資料，過往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在不同議題的時候以不同資訊做參

據，相對地，此航次所補充的探測資訊也將是充實我們海域基礎調查的。 

 

圖 22、由於對於台灣地形及反射震測資料分布較為熟稔，參與區域性底質採樣

建議便成為每日必須的課題，因此被攝入白鳳丸的網頁公開日誌中。 

值得一提的是，白鳳丸上除了傳統使用的拖曳式質子磁力儀（ Proton 

magnetometer）之外，另外還有隨船搭載三分量磁力儀（shipboard three-

component Magnetometer），如此捕捉到的磁場會兼具大尺度的地磁資訊以

及小尺度磁力異常變化，對於可能具有火成構造的構造底質以及疑似有海床

重金屬礦物的海域環境，是區域性海床底質特徵探測如虎添翼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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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兩種磁力儀探測儀器及紀錄器，右下角為地球物理團隊每日會出的沿測

線磁力數值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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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本航次並無涉入我國禁限制海域，因此航行紀錄為連續開啟，隨船

探測基礎資訊彙整處理後亦會納入我國海洋資料庫，以利後續海洋科學

研究。下船前曾在德國擔任 GEOMAR 訪問學者 28 個月，德國海洋研究與

日本如出一轍的觀念都是，再新再好的東西都會有變老變舊的一天，惟

有掌握正確而專業的運維策略，才會是發揮探測最大功效的真締。這次

在參與白鳳丸航次探測期間，除了觀察到水下任務伴隨攝影紀錄的優點

外，透過國際交流的共同利用航次，往往都可以學習到許多科研儀操作

的小細節。此外，在討論詢問中，領隊還不吝分享了水下探測相機保護

盒的設計圖以及底拖科儀配重的運算方式（圖 24）。 

          

 

圖 24、左圖為日本各底拖採樣研究船的配重經驗公式快算表，右圖為底拖相機

保護殼的設計，以及底拖影像的 AI 辨識訓練成果。 

在與歐美先端科技團隊合作過後，日本海洋研究用最傳統經濟的探

測作風讓我由衷地佩服，讓從來不認為取得海洋珍貴資訊為理所當然的

我，面對像白鳳丸這艘既”耐用”又”沉穩”的20歲研究船，除了日式

奉守紀律下營造出的乾淨舒適環境，更重要的是任務配合度極佳的專業

船隊，體現了我們海洋科學探測團隊最渴望的永續利用。心得建議主要

有以下兩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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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整合海洋研究運用策略 

日本海洋學術研究透過「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整合運用策略，

為跨單位團隊爭取到高效率的探測調查方法，在計畫主軸下，由兩、三

方為主要投資採購及規劃船期者，召集各方有興趣投入取得資訊的研究

團隊一同參與，產生的海洋科學研究亦將是跨越邊界的視野。 

本院目前使用研究船常是以跨單位執行運用到最大利益為宗旨（與

內政部合作於南沙太平島及東沙執行地形測繪、與經濟部地礦中心合作

於臺灣海峽執行底質探測），然而等到本院調查船建置完成時，船期管

理亦可將此項整合策略實踐在跨機關以及學術單位的海洋科學探測航次

上。不但可以造福無法申請到航次的新興科學家（整合各研究菁英的專

長執行任務），或是樂於參與學習的研究生（以親身體驗的方式執行海

洋科普教育推廣）。藉由海洋調查的普及，讓更多關心國家海洋研究的

人更瞭解本院任務外，更可以促進各領域對於海洋科學求知求解的效率，

實為推廣知海、敬海觀念的最佳實踐（圖 24）。建議推廣整合性探測研

究在調查船使用管理中，將優先使用順序列入考量，並將推動科普任務

列入調查船的年度工項之一，以利讓不同層級使用者都可以參與到國家

級調查船的任務。 

   

圖 25、2024 年 3月 1日高知大学海洋國際研究所舉辦的共同利用、

共同研究成果發表會展示了往年許多航次探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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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洋研究船隊建置之相關建議 

除了透過「共同利用、共同研究」的整合運用策略可創造海洋探測

航次的高經濟效率外，JAMSTEC 整合一系統可相互支援探測調查船隊，

讓船員在不同的研究船間配合研究團隊執行任務，除可熟稔科研儀器的

操作模式，更可建構出探測作業的絕佳默契。即便擁有最頂尖的研究船，

卻無法在專業運維的制度下讓研究船隊有足夠的整合訓練機會，那麼研

究船的實體運作將會陷入傳統模式的窠臼，除了讓我們的海洋研究在原

地踏步，順利達成探測更會成為永遠的期許。 

 本院正值調查船建造之初，更是船隊人員急需到位之際，因此，

針對本院在推動研究船及研究船隊的建置方面，建議可分為以下幾點： 

1. 研究船隊組成的部分：對於船體設備最熟稔的輪機長與探測長等關

鍵人物須於船隻建造時期就已招募完成，才能善用其過往運維經驗

完善研究船的監造任務，爾後研究船的運維修繕才會得心應手。 

2. 船員配合調查任務的部分：研究船隊組成中必須包含有些甲板人員

是兼具船員身分，主要是操作科研相關絞具及運維船上機具的甲板

船員，與一般船員或是科移操作的探測人員有區隔，這是國外研究

船隊或是專業探測船與一般工作船最大的差別，也是國內研究船隊

目前甚為欠缺考量被忽略的部分。 

3. 調查船內部的部分：船體維修的動線，需要確切地明朗可行，而不

是將構圖分布擺放完整而已，發電機體運作的控制面板區，必須是

利於重複審視的路徑。 

4. 海洋永續環保考量的部分：顧及未來環保船舶趨勢，須從規劃就納

入設計考量，否則後期以濾油的過濾器進行補救會是耗資深淵。但

執行環保必須接受麻煩，正如白鳳丸上任何沉積物廢水都不能夠倒

回海裡的措施一樣，落實心力在保護海洋不受汙染的處理流程上。 

以上建議，期許本院在此項任務推動執行上，能參考國外各項國家

級研究船整合策略，理解海洋事務在執行層面上各環節存在的重要性，

以期在調查效率及海洋永續間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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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航次領隊摘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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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KH-23-10 航次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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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KH-23-10 航次紀錄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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