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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歐洲地球科學學會聯合研討會，議題涵蓋包含地質、天文、大氣與海洋等多個不

同的子領域，更重要的是積極實踐於跨領域研究之突破及對於人類社會福祉之促進，近年

因全球暖化與淨零排放議題，綠能、地質減碳與環境永續更為今年度炙手可熱的議題。本

次參與會議所發表的台灣東南海域海底地形與海床不穩定性研究案成果，亦為本次研討會中

海床底質特徵研究中跨域整合分析的經典範例，在許多專注精進單一測繪資料的團隊眼中，是

值得各種不同地球物理專家們共同討論其整合順位的案例。此外，本次會議期間所參與的「海

洋探測技術精進」、「長期研究及資料庫建置」、「綠能與海洋地質減碳」等專案演講及討論，

皆值得我們在規劃爾後海域探測作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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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歐洲地球科學學會聯合研討會（EGU General Assembly）為由歐洲地球科學學會(The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EGU)每年舉辦之歐洲地球科學領域最大規模之研討會，該研討

會議題涵蓋包含地質、天文、大氣與海洋等多個不同的子領域，是全球地球科學領域最大規

模之兩大研討會之一(另一為美國地球物理學會秋季聯合大會，AGU Fall Meeting )。2024 歐洲

地球科學學會聯合研討會由總部設於德國慕尼黑的歐洲地球科學學會所主辦，該學會除積極

推動地球(含海洋)、太空、及行星科學之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外，亦致力於跨領域研究之突

破及對於人類社會福祉之促進，近年因全球暖化與淨零排放議題，綠能、地質減碳與環境永

續更為今年度炙手可熱的議題。 

 
為與各國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專業人員進行技術與研究交流，提升本院於海洋科學與資

訊領域之專業，陳麗雯副研究員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論文，並以口頭報告方式呈現，論文題

目為：Submarine Geomorphology and Seafloor Instabilities Revealed from Geophysical Data Offshore 

Southeastern Taiwan。除論文發表外，本次出國期間亦透過積極參加專題演講、海報研討及廠

商攤位參訪等多元方式積極與國外專家學者及廠商進行交流，了解國際最新之海洋科學研究

與探測技術進展，作為我國海洋科學與資訊研究及及未來合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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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案出國日期為 113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20 日，日程表如下(參加議程詳附件)： 
 

日期 地點 行程內容 

4/13(六) 前往維也納  

4/14(日) 維也納   會議報到、ice breaker 

4/15(一) 維也納 上午 口頭報告、專題演講 

下午  專題演講、海報交流 

4/16(二) 維也納 上午  專題演講 

下午  專題演講、海報交流 

4/17(三) 維也納 上午  專題演講 

下午  海報交流、廠商展覽 

4/18(四) 維也納 上午  專題演講 

下午  專題演講、海報交流 

4/19(五) 維也納 上午  專題演講 

下午  海報交流、廠商展覽 

4/20(五) - 
4/21(六) 

維也納-桃園

機場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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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頭報告 

本次投稿發表之議程為海底地形與震測地形學(Submarine Geomorphology and Subseafloor 

Seismic Geomorphology )，發表日為4/15(研討會的第一天)。在本議程主要內容說明如下：海

洋底部擁有豐富多樣的地形，這些地形反映了多種構造、沉積、海洋學、生物和（生物）

地球化學過程在不同空間和時間尺度上的作用。當測繪發展道高辨析度的海底地形測量，

尤其是與海底以下和/或海床測量相結合時，提供了一個將地形學和地球物理學方法整合起

來，並將定量地貌學擴展到海洋環境的絕佳機會。三維震測技術的進展也催生了震測地形

學(seismic geomorphology)，其相關研究可為大陸邊緣演化提供四維時空尺度視角。本次跨

學科會議旨在探討塑造現今海底地形地貌之原因和過程，包括海底侵蝕和沈積、海底山崩

和峽谷、沉積物散佈和地殼變形、火山活動、流體遷移和逸出、斷層和褶皺等海底地形變

化的驅動因素。 

本次會議的總體目標是匯集那些研究過去和現在海底特徵形態、力圖理解地表和地下

過程及其影響，或使用海底地形測量和/或三維震測資料結合鑽井岩石地球物理和地質岩心

建置地質模型的研究人員。本議程接納包括來自任何深度或地形區域的研究，例如海洋高

原、深海丘陵、中洋脊、增積楔和大陸邊緣（從大陸棚到深海平原）。本議程歡迎任何尺

度的資料集，從衛星預測的深度到超高解析度的掃測海底地形、地下構造成像和取樣。本

議程旨在提供一個震測地形學跨學科研究的窗口，使參與者能夠接觸到不同的視角、最新

的工作流程、資料整合的案例，以及在震測解釋中將地球物理剖面視為野外露頭時可能遇

到的潛在問題。我們將重點關注如何調查震測資料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結果的貢獻（例如古

地理/古環境重建、海底工程或二氧化碳/核廢料封存等）。 

本次在筆者開始進行報告前先由議程主持人開場介紹上述議程框架與演講者資訊，本

次報告主題為：Submarine Geomorphology and Seafloor Instabilities Revealed from Geophysical Data 

Offshore Southeastern Taiwan，研究內容主要為藉由整合分析多種海洋地質資料，如水深地形、

側掃聲納、底質剖面、反射震測、岩心採樣等，探討台灣東南海域南縱海槽之海底地形特

徵及海床不穩定性(詳附錄)。報告過程中展現了台灣的海洋探測與資料整合分析能力，在

報告結束後獲得熱烈的迴響與討論，特別是議程主持人十分肯定本院收集多種海洋地質資

料並進行分析處理的能力，而在討論過程中，國外專家學者也特別強調海洋資料庫建置與

管理的重要性，可作為未來研究執行規劃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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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地形與震測地形學議程主持人開場致詞 

 
 陳麗雯

副研究 員於會

場進行 口頭報

告 

 
報告結束後與議程主持人及聽眾交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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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題演講 

筆者於本次會議期間每日均積極參加專題演講，吸收國際最新之研究與技術發展趨勢，

包含海底地形調查與分析、海洋地質災害調查與評估、海洋科學研究、地球物理技術發展

與工程與地質減碳之應用、再生能源等領域，期能對本中心後續業務規劃與推動能有所助

益，筆者於本次會議參加之專題演講議程詳見附錄，以下彙整與本院業務較相關之演講重

點如下： 

1. 海底地質災害調查： 

a. 海底山崩：大規模海底山崩或濁流事件可能造成海底電纜斷裂或其他工程設施

損壞、甚至可能誘發海嘯，故許多國家均編列相關之海洋地質調查工作，以加

強對於致災風險評估的正確性，並作為未來工程施工與減災規劃，藉由精細地

海床測繪與底質調查，以及地貌與地層分析，可描繪出近代曾發生海底山崩之

區域，並獲得海床坡度及崩積層幾何資訊，若能搭配現地岩心採樣與力學試驗

則可進一步估算海床土壤力學強度，滿足海底山崩與海嘯之數值模擬所需之關

鍵參數，作為海底災害評估與防災規劃之重要參考依據。受惠於近年來海洋高

解析三維震測技術的普及，震測地形學方法在國際上逐漸被廣泛應用於於海底

山崩與海床不穩定性之調查與分析評估研究。考量台灣天災頻繁，且過往研究

指出台灣海域曾發生海底山崩與海底電纜斷裂等海底地質災害，未來若能針對

災害潛勢較高區域進行更詳盡地海床測繪與地質調查，將有助於了解致災因子、

海域工程設計與選址及防災規劃。 

b. 海底斷層：致災性地震多由活動斷層錯動所造成，過往研究指出此類地震之規

模大小主要取決於斷層面長度，地礦中心過往投入許多努力，進行台灣陸地之

活動斷層調查並製作陸域地質圖，然許多海陸域斷層在地質上往往是相連的，

且台灣周圍之海域面積遠大於陸地，需完善海域斷層調查方能對致災地震有較

全面的了解並訂定合乎現實之工程設計與減災規劃，今年花蓮地區發生之0403

地震更印證了海域斷層調查之重要性與急迫性。透過本次參加研討會了解到目

前國際上認同較好的做法是透過海域反射震測調查，了解斷層在地底深部的幾

何形貌、破裂機制與錯動量，搭配水深地形測繪作為輔助，檢視地表在震後是

否有地表錯動的證據，綜合評估因斷層錯動導致致災地震之潛勢與可能之嚴重

程度，並根據這些分析結果繪製海域地質圖並劃設地質敏感區或災害潛勢區。 

2. 海域再生能源開發與二氧化碳地質封存： 
與筆者過往參加此研討會的經驗比較，本次研討會較不一樣之處為強烈感受到國際

上對於減碳工作日益重視，本次研討會與綠能(如離岸風電、地熱能源)或二氧化碳

地質封存相關的議程幾乎場場爆滿，與會者席地而坐或站立聽講人數甚多，甚至晚

到的聽眾擠不進會議室、只能在走廊聽講的情況也時有所見，國際上對於淨零排碳

之重視可見一斑。筆者有幸聆聽本次會議邀請目前任職於 GEOPROVIDER 公司之專

家進行主題演講，分享其對於離岸風場地質調查規劃之實務經驗，雖因講者以其簡

報具有機密性而禁止聽眾拍照而無法於此報告詳細呈現其精彩的分享內容，但其一

再強調的核心理念即為地質與工程結合的重要性，講者認為離岸風場地質調查除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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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水深地形、地貌、底質剖面、震測、岩心與地工參數量測外，最重要的是如何

整合這些調查資料建構最適化之三維地質與地工模型，並提到模型須經資料驗證，

若與資料有矛盾之處則應檢視其原因並根據新收集之資料持續更新並改進地質與地

工模型，以確保能夠採用最合乎現地環境狀況之工程設計與選址，以最經濟有效、

最小化災害風險與致力環境永續的開發方式讓工程、人類與環境共存共榮。另一方

面，海域二氧化碳地質封存議題亦有極高的關注度，特別是過往應用於石油與天然

氣探勘與開發生產的技術，若能經適當的修正或調整，即可應用於二氧化碳地質封

存之開發前地質調查、選址、工程設計及環境監測等面向，在所有調查與監測技術

中，三維與四維震測因其可提供精細地三維地下構造及流體聚集及移棲資訊之特性，

故而相關資料採集設備、資料處理與分析技術分展均備受重視。除三維震測技術外，

其他如氣體地球化學及光纖微震等監測技術，亦是二氧化碳地質封存相當重要的發

展趨勢。整體而言，在二氧化碳注儲地底前，由淺至深針對封存場址全面地質調查

必不可少；在場址開發與運維階段則須透過各種定期監測(水深地形調查、四維震

測)及連續監測(氣體、微震、地下水)，監測是否有發生 CO2洩漏之情形、並公開即

時觀測數據幫助消除民眾疑慮，建立順暢的公眾溝通機制。 
 

 
菲律賓海底山崩之調查分析研究 

 
GEOPROVIDER 主題演講-海床調查對於離岸風電選址及開發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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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震測調查海底斷層系統與地震致災風險(德國團隊) 

 
海洋地質 CO2封存(美國團隊) 

 
台灣學者於 EGU 發表花東海盆的沉積傳輸機制及東部地震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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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報交流及評審 

研討會除口頭發表(oral presentation)形式外亦提供海報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的方式，

將較於口頭發表緊湊的時段安排，海報發表則可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討

論，除專家學者外亦有許多學生選擇以海報發表其研究成果，筆者於會議期間除參加

專題演講外亦積極參與海報交流，特別是關於國外海域調查成果與資料分析與應用技

術的發展均使我獲益良多，其中部分研究成果更相當值得我國借鏡，如透過震測、海

底地形、岩心採樣等多種調查資料之整合分析探討海床沙波(seafloor sandwave)之遷移

機制、速率與規模，對於離岸風機及海底電纜之選址、設計、工程施工與監測維護提

供了至關重要的資訊，另一方面許多石油探勘領域發展之進階資料分析技術應用於海

底地質災害與海洋工程監測可發揮極佳的成效，另也有相當多極區冰川與海洋之全球

變遷之研究，筆者深深感受到透過不同領域學者與工程師的多元討論可拓展視野並激

盪創新之研究或技術發展。 

 
積極參與海報區交流研討-1 

 

 
積極參與海報區交流研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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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廠商展覽交流 

本次參加攤位展覽的除儀器、軟體與專業服務廠商外，亦包含各大國際學會、科

學研究觀測機構、國際期刊出版社、以及關心推廣願意參與貢獻地球科學的跨國企業。

如美國地球物理學會(AGU)、歐洲地球科學學會(EGU)、亞太地球科學學會(AOGS)、日

本地質學會(JPGU)、美國太空總署(NASA)、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美國大氣海洋總

署(NOAA)、Elsevier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等近200個國際知名機構租用大大小小的

攤位參與展示，可見本研討會中參與溝通交流之重要性。 

除參訪上述單位之攤位外，筆者特別與海底地震儀、磁力儀、無人機及無人船廠

商交流，了解國際最新海洋探測技術與未來發展趨勢，並與未來潛在技術供應商建立

聯繫管道。發現近年來各項探測儀器皆逐漸達到人性化的介面處理系統，價位也因控

制面板的省電高效普及化而下降，然而評估儀器於探測海域的耐限度報告仍是我們最

關切的議題，惟現場服務解說人員往往是銷售推廣部門，無法明確回答關於抗浪抗流

的現場實測相關問題，因此針對各項科儀對於我們肩負全海域探測的海科中心仍屬於

觀看階段。 

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非美國地球物理整合探測技術大廠 GEOMETRICS，推出最先

進的輕薄(僅重3.7公斤)攜帶式磁力儀(MagEx)。整體有五大優勢：其輕量級設計除具有

易於攜帶、操作介面更可兼容於 Android 平板電腦以消除笨重的數據記錄器、低功耗的

紀錄系統可延長電池壽命連續執行探測達12小時以上、無線控制消除了電纜在現場可

能造成的許多空間設置上的麻煩、最強大的還有即時查看磁場資料並提供現場網格化

的創建彩色等高線圖的能力。然而，目前國內大多數使用的仍是英國 OCEANSCAN 牌

的 MARINE MAGNETICS SEA SPY MAGNETOMETER 系列，將來可望能夠比對此兩儀

器資料收集品質異同，以為本院設備建置做最適切的選擇。 

此外，關於輕型海底地震儀的部分，回國後與中研院海底地震儀(Yardbird-BB OBS)

團隊討論，以廠商所提供 DM 與國內現有海底地震儀做對比。根據使用目地的不同，

過往地體構造研究多需要深水穩重長效的地震儀執行監測記錄，導致目前國內淺水及

極淺水域的地震儀器空白帶，為了將來的離岸海床穩定性監測，我們的確需要輕型地

震儀增加地震定位網絡的精準度，然而淺水域的漁業行為可能會是海床布放物長時間

紀錄的最大障礙，或許小心選定相對穩地的監測場域、並採用纜繩多加固與海床的連

結，可以補足地震儀觀測點的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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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U 會場廠商參與攤位 logo 概觀 

 
EGU 會場有各類無人機的實體及即時影像展覽 

 
筆者於 EGU 會場參觀廠商攤位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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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廠商推出之輕型海底地震儀(主適用於數百米水深區域) 

 

 
義大利廠商推出之無人船及海底地形探測應用示意 

 

 
美國地球物理儀器廠 GEOMTRICS 推出僅3.7公斤可記錄12小時以上的超輕薄攜帶式磁力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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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1. 在舉辦國際會議方面：推廣減少環境衝擊、採用多元方式增益討論交流。每年

春天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 EGU 大會約有 16,000 名現場參與者，將會對該區環

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 EGU 除了在會議中有許多保護地球的綠色倡議及布置之

外，在註冊的同時便給與參加者市區大眾運輸工具的會議該週通行證、電子

APP 系統開發應用以避免紙本列印發送並提供足夠資訊協助、鼓勵現場攤位以

QR code 為連結溝通方式。此外，近年來 EGU 最大特色便是以互動報告

(Presenting Interactive Content, PICO)方式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讓整場會議具有

參與專題演講、具有舒適討論的海報發表空間、提供線上與會交流以及 PICO

快報的多元互動方式。 

 
會場內運用許多貼近大自然設計展示推廣愛地球觀念 

 
PICO 發表者會有2分鐘快閃報告後要到各自電腦前站崗並即時呈現給與會者重點解說 

 
海報立柱間為可供置物充電的小圓立桌，兩側則有方形團體討論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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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參與國際會議方面：持續保持減化個人碳足跡的習慣。攜帶個人飲水瓶為基

本應建立的習慣，飛機的部分在個人無法避免，但是在造訪該城市內的交通運

輸，則全程以步行、火車、捷運為交通方式， 善用會議安排的週通行證及接駁

工具。 

3. 在全海域探測方面：納入與永續資源相關的海床特徵基礎調查。先前的地球科

學會議，不外乎是探討深海鑽探油氣、尖端技術開發應用議題，如今都轉化為”

永續資源”與”地質碳封存”之國際炙手可熱的議題。反思我們臺灣海峽具備

豐沛的風能資源及優良的地質碳封存潛能，若能妥適規劃利用海洋空間與資源、

投入關鍵技術引進與研發、落實人才培育與經驗傳承，將可期待充分發揮台灣

身為海洋國家的優勢。將海床本身具有的永續資源潛能(如離岸地下水、海床固

碳特徵分析及離岸地質封存場址調查等)納入爾後探測規畫，以追趕得上國際上

整合研究趨勢。 

4. 在探測技術發展方面：以多維度探測為基礎發展整合性應用技術。在海底資源

探勘及地質災害調查方面，高解析海床地形結合多重解析度地球物理與地質資

料，如底質剖面、側掃聲納、反射震測、岩心採樣進行整合分析，可最大化海

洋資料價值並有效降低分析成果不確定性，早已是國際趨勢。四維震測(不同時

間多次三維震測施作)技術，乃為國際上針對海洋地質減碳必備之監測項目，除

可有效偵測地下流體移棲與聚集之時空變化，亦可應用於海底地質災害、海底

資源探勘與離岸風電場址調查與監測，然而，由於國內三維及四維資料的欠缺，

多數以單一探測資料便著手分析的研究，容易存在許多片面資訊的盲點。因此

本院規劃建造之研究船，已納入三維震測探測系統，倘若將來能夠落實相關資

料採集處理與分析技術之發展，建立扎實的國內海洋探測能量，搭配妥善的政

策與制度規劃、研究船建造及專業人才培養，將有助於台灣海域探測技術發展，

成為亞洲淨零排放之領頭羊。 

 
三維反射震測資料對得蘭群島西部的冰川盆地扇進行地質分析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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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一、論文發表資料 
 

Submarine Geomorphology and Seafloor Instabilities Revealed from Geophysical Data Offshore 
Southeastern Taiwan 

 
Liwen Chen1, Wei-Chung Han2 

 
1 National Academy of Marine Research, Ocean Affairs Council, Taiwan 

2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PC Corporation, Taiwan  

 
Abstract 

 
 
Taiwan has excellent natural conditions for marine energy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unstable 

seabed geological conditions, submarine geohazards must be carefully assessed before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offshore SE Taiwan. Tectonically, the offshore southeastern Taiwan is situated in the oblique 
collision between the Eurasian Plate and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Southern Longitudinal Trough (SLT) is characterized by a series of backthrusts and slumpings. Due to the 
rapid erosion and deposition led by extreme events, including typhoons and active tectonics, offshore SE 
Taiwan is an excellent site to study submarine geomorphology and seafloor instabilities. 

 
First, we collect seafloor bathymetry, seismic data, and core samples to develop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database. Then, we conducted detailed structural and morphological analyses from seismic and 
bathymetry data. After that, several interesting geological features are presented, including submarine 
canyon systems, sliding scars, mass transport deposits, and faultings. Their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ons 
are then discussed, which gives insights into the sediment transport mechanisms and geological hazards. 

 
Since the study area is of high ocean energy potential, appropriate sit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based on geological analysi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efore marine industry projects. Whether in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site sele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ying 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seabed stability offshore SE of Taiwan is urgent. Our results c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subsequent seabed monitoring an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Keywords: Taiwan, Southern Longitudinal Trough, geomorphology, seafloor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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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參加之議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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