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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分為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地點在日本千葉縣幕張展覽館 (圖一)進行為期 6日的研討會，始於 5月 26日，終

於 5月 31日止。其中內容包含了地質學、地震學、地球物理學、海洋科學、行星科學等不同

的領域。現場也有許多地球科學研究相關的攤位可以去參觀，這裡匯聚了許多日本的研究單

位和學術機構，可以隨意參觀這些攤位，深入了解各地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發展 (圖二)。

報告形式分為口頭報告與海報展示兩種，線上及實體同步進行，我參加的是海洋地震學會議

的現場海報展示，主要關注的研究議題為地球物理學、地震學與環境噪訊。 

圖一、JpGU會場外觀。 

圖二、JpGU展場與海報展示區。 

以下是我與會過程，我 poster presentation 的時間在 2024年 5 月 27日海洋地震學的會議

之後，在每個口頭報告結束後都會有一個提問時間，開放聽眾向報告人提問 (圖三)。會議結

束後才開始 poster presentation 的時段，我感到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

者及學生交流，尤其是日本對於海嘯災害非常重視，因此提供了我的研究不同面向的想法。

JpGU 還有一項特別的要求，是海報展示者需要在會議中進行約兩分鐘的 flash talk 為自己

的海報進行宣傳。JpGU 不僅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展示研究的平台，並讓學生有機會實踐發表演

講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它成為了來自世界各地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聚集在一起、交流討論的

場所，使整個會議變得更加豐富多元。 



圖三、海洋地震學口頭會議。 

二、與會心得 

這次我報告的主題是利用環境噪訊干涉法擷取太平洋亞重力波之經驗格林函數，主要探討了

季節變化對於太平洋地區亞重力波的影響及亞重力波傳遞模式與海嘯波的關係，在台灣這方

面的研究相對較缺乏，因此這次的機會讓學生能夠與來自國外的學者交流，接受多領域專家

提供的意見，不僅有助於吸收相關領域的知識，也提供了深入瞭解其他學科進展的機會 (圖

四)。JpGU作為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性地球科學領域的重要學術會議，顯示了其受到非常熱烈的

歡迎。從海報展示的數量也可看出，每次展區都可容納上百張海報，每天都有新的海報展示

(圖五)。透過參與，深刻感受到每年有多少學術論文被發表，以及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環境下，

進行研究、交流、嶄露頭角所需的努力。特別感謝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的支持，不僅減輕了

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讓我開拓了視野，這寶貴的經驗將成為未來持續努力的動力。在吸收

建議、重新梳理過後，我將致力於進一步完善和精進自己的研究，期待能夠在地球科學領域

做出更多貢獻;同時，期許未來有更多機會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促進學科的發展與合作。 

圖四、JpGU所展示的海報。 



圖五、JpGU的海報展示區。 

三、建議 

儘管對自己的日語能力不太有自信，但在 JpGU這樣的國際會議中能透過英文來進行溝通，英

文能力作為溝通的橋樑，也是吸收內容的關鍵因素，在這次國際會議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

色。透過多次的英文溝通，逐漸找到了上手的節奏，我認為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開始，期許自己

未來不要停下學習英文的腳步，目前英文很難有被取代的一天，因此不論是透過與他人交流、

閱讀學術文獻，或是參與更多國際性的學術活動，都是提升英文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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