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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8年    4月    26日 

報告人姓名  

周宇廷 

 

就讀校院

（科系所）

                     □博士班研究生 

中正大學地震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 

     時間 

會議 

     地點 

2019/04/07至2019/04/12 

 

奧地利維也納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未獲科技部補助 

會議 

名稱 

 (中文) 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2019 

 (英文)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2019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利用地震波探討建築物強度的變化 

 (英文) Exploring changes in building strength using seismic wave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二、與會心得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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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震波探討建築物強度的變化 

 

 

 

                      

服務機關：國立中正大學地震研究所 

姓名：周宇廷 

派赴國家：奧地利 

出國期間：2019.04.07-2019.04.12 

報告日期：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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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 者 參 加 於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舉 辦 的 2019 歐 洲 地 球 科 學 聯 合 會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2019)並張貼海報發表研究內容，會議時間自2019年04月07日至

2019年04月12日，共六天。本研究應用解迴旋的技巧於地動紀錄、分離出建築

響應並計算結構參數(如:剪力波速度、共振頻率與衰減係數)，期望建立一個監

測建築強度變化的監測網並預防重要建築震毀於未來地震中。在與會過程中深

得啟發，同時也與許多與會會員交流研究觀點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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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參與會議經過 

 

2019年 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2019EGU)在奧地利維也納的維也納國際

中心舉行，此會議會員為來自世界各地地球科學領域的學者與學生，本次會議

自4月7日至4月12日共六天。筆者在參與會議期間與相關領域的研究員、教授與

碩博生討論熱烈、相互交換研究心得，並分享對研究內容的想法，達到學術交

流之目的。本會議開放時間如下圖： 

表一、2019 EGU 會議時間 

 

會議第一天(Sunday，4月7日)為報到、註冊行程，報到時領取的名牌除了作

為個人的識別證外也是維也納當地的交通通行券，可以在維也納100區內隨意搭

乘公車、路面電車與捷運。第二天至第六天則為 EGU 大會，會議內容包含海報、

演講、攤位展示與學術互動；各項目都是同時進行的，所以需要事先透過手機

APP 確認自己有興趣的議題的時間與地點。今年的與會會員來自113個不同的國

家、參加人數達16273人，會場內外戒備森嚴、進出都需要穿戴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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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筆者於第一天下午報到並領取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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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會心得 

 

筆者的海報時間被安排於第二天的下午，很幸運地是人多的時段。展示期

間筆者向有興趣的會員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筆者也因此認識許多前輩(如:中研

院的研究員、教授、博士後以及碩士、博士生)。除了介紹筆者的研究外，也與

他們討論、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與想法。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與中研院的研

究員及南方科技大學的教授共同討論研究方向的發展與限制:由於筆者的研究內

容除了傳統的地球物理外也包含了部分工程的領域，間接取得參數的研究方式

沒有工程上的方法來得直接，若未來想廣泛發展勢必會遇到一些挑戰與質疑。

即使如此，筆者研究的內容仍獲得兩位前輩與其他會員們的肯定與鼓勵，也在

討論中了解到許多前輩的經驗與心得，藉此增加自己研究的廣度與深度。筆者

也參加多場演講，雖然許多演講的內容與筆者從標題的猜測有出入，但能聽取

不同領域最新的研究與成果仍有利增廣見聞。此外筆者也與會議會員們請教他

們的海報、心得，其中有一位義大利的學者、她的研究內容與筆者非常相近，

除了與她討論至今的研究心得外、也請教了一些筆者曾被質疑的問題，筆者在

與她交流的過程中獲益良多。筆者也請教其他領域的學者，例如研究微機電的

學者、研究建築模擬的學者等的研究。筆者希望若是未來能與他們合作、將會

是一件非常值得發展的潛力(例如「利用低成本地震儀模擬建築物在強震下的運

動模式」、「利用高密度的低成本地震儀陣列監測結構物的健康狀況」等)。另一

方面，筆者也與大學時期的同學們會面，分享、討論各自的研究成果與未來的

方向，除了敘敘舊外也能激勵、促進彼此的發展甚至能有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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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會議第二天早上、會場外的照片 

圖三、筆者、海報及前輩的合照。圖片右邊的前輩是筆者指導教授曾經的同事

Vivek Walia 先生，向他介紹完海報後也獲得了他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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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會議期間的某一場演講。由於演講廳內是禁止拍照的，所以筆者從門外

拍攝裡面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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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建議 

 

1. 多鼓勵本系所學生出席國際研討會，以增加學生的經驗及視野並向世

界展示自己的研究。 

2. 本次與會的過程發現有相同研究內容的海報被安排至不同的分類及展

示時間。可能是因為大會的分類方式相對較為籠統，使會員在選擇自

己的分類時不確定該選擇哪邊導致類似的研究被分散開。此分散有可

能導致潛在交流機會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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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名片：研究員與教授們的名片 

2. 展示資料：相關研究的輔助資料 

3. 儀器公司的產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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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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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與大學時期的同學會面 

圖六、與大學時期的同學會面 

圖七、大會提供的 App，可以查詢議題的時間、地點等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