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促進我國地球科學研究社群的均衡發展，未來

重點工作在於提升地質領域內部的良性競爭與

相互合作關係，更積極推動與地球物理領域、泛

地科學門、以及其他學門的合作與互動。地科學

門近年主要推動工作詳列如下： 

 

1. 檢視既存國際合作關係，強化重點合作項目。

目前地質領域成員，與地球物理領域、防災

與永續學門、海洋學門成員已形成諸多團隊，

並透過科技部多重管道，進行臺美、臺菲、

臺日、臺越、臺法、臺印、臺俄、臺義及臺

德等各項地球科學相關議題的雙邊合作。未

來將與審議委員、相關執行成員透過多方意

見交換會議，選定數項具有高度潛力的重點

計畫，組成適當規模的本土團隊，與他國合

作成員共組研究團隊，進行對等的技術、研

究材料、資料交換，並深化實質合作。另外，

將針對重點合作計畫，規劃於地球科學重要

國際會議  ( 例如  AGU 、 Goldschmidt 

Conference、INQUA 等) 辦理專題場次，

以提昇台灣地球科學研究於國際的能見度

與影響力。 

 

2. 檢視全球或區域性的關鍵研究議題，組成本

土工作團隊。地質領域成員研究議題十分廣

泛，除了因應台灣特殊的地質背景，投入大

量人力與資源於與造山運動相關的地質作

用 (斷層、岩漿、變質作用) 外，尚包括了地

表形貌的演替與形成機制、古環境變遷、地 

 

質災害的形成機制與預警、現代水-氣-岩石

-生物圈的物質與能量交換、能源與水資源

的探勘與管理、礦物與合成材料特性的探索

與應用、生物演化等項目；探討的空間尺度

小至奈米、大至全球，探討的時間尺度短則

以天計、長則數億年。地質組目前擬定推動

中主題有三個，包括（一）地震循環與斷層

變形行為、（二）海岸與海洋地質、（三）地

表作用與水文學。每一主題則包含兩項議題，

共計六個研究議題，分別為：(1)建置整合性

的地震觀測平台以解析地震孕育與深部流

體循環的鍵鏈、(2)活動構造區域之中至微觀

尺度的斷層變形與力學、(3)多時間尺度的近

岸作用對海岸平原與近岸水下之影響、(4)極

端自然災害事件之海洋地質紀錄、(5)化學風

化和侵蝕作用對碳排放和封存之調節、(6)熱

帶與亞熱帶地區氣候變遷與土地利用改變

對於高山水文地質環境之影響。本學門未來

將與審議委員與相關人員討論，辦理工作坊，

擬定提升策略，找尋適當成員帶領團隊，促

進資源、專長、人力的整合，並進一步擴及

與外部其他領域或學門的連結，最終達成與

他國成員或團隊合作，坐穩於關鍵議題全球

前導的角色。預計下一年度將規劃至少三場

相關工作坊，包括地表作用之理論與應用、

關鍵帶場址建置與整合研究、高山水文與開

放實驗室等議題。這項工作將與前項例行性

工作配合，納入說明會與各式宣導會中，鼓

勵多樣專長的計畫主持人合作，以深化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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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能力與國際能見度。 

 

3. 檢視本土的關鍵研究或應用議題，組成本土

工作團隊，進行國土資訊的蒐集與運用。地

球科學相關研究縱然包含眾多全球或區域

的議題，與整體人類的福祉息息相關，亦有

許多議題的焦點與主軸觸及台灣社會與經

濟的安全與成長或下一代的教育 (例如地質

災害潛勢、地質能源或礦產的分布與儲量)，

需要各類型國土資訊的蒐集、整合、傳播；

這些議題更豐富了地球科學的內涵與多樣

性，是爭取社會認同與普及地球科學教育重

要的基石。過去資源的配置，多於強調尖端

科學與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建構了與地球科

學相關議題多樣的模型與模式預測，卻未同

步重視高品質地質基礎資料的獲取與整合。

未來將與審議委員討論，整合部分人力、經

費與資源，投入關鍵本土議題的研究，以豐

富國土資訊並深化與拓展資訊的運用。 

 

4. 檢視經費與資源的配置，建立有效的共持夥

伴關係。地質領域的經費主要將投入於針對

全球或區域性、本土關鍵議題的研究，然而

部分新進資淺成員，受限於時間、專長或過

去的經歷，並未產生具備充足競爭力的研究

計畫書，以至於無法有效獲得科技部經費的

補助；所任職機構更可能因規模或經費限制，

無法提供自源的經費與資源，導致資淺人員

無法參與或投入各項關鍵議題的研究。未來

將與審議委員討論，媒合有潛力且資源有限

的資淺人員與相關領域發展完備的實驗室，

共同投入關鍵議題的研究，藉由已發展實驗

室的資源與其主持人的視野，協助資淺人員 

 

 

快速的完成目標工作，並逐步的獨立發展特

色研究，以提升整體社群的研究能量與實力。 

 

5. 加強及成立地球科學相關研究中心與服務

平台(台灣地震科學中心、地球科學研究推動

中心、造山作用及自然災害研究中心、南海

及東亞、南亞整合科學研究中心、自然資源

與永續環境研究及開發團隊、地球物理儀器

及地球化學儀器管理平台等) ，達成資源與

人力的整合，以有效推動執行各項重點基礎

研究議題與發展應用，提升台灣地質科學的

研究能量與能見度。 

 

6. 協助推動本部主導之中綱計畫。本案旨在推

動「永續臺灣社會跨領域科學整合研究」，其

中「建構面對氣候緊急狀態下之韌性臺灣計

畫」內含六項議題，分別為：(1)推動氣候科

學模擬與應用研究、(2)強化地球系統變遷之

觀(監)測能量、(3)建置氣候變遷調適跨領域

研究與整合服務平台、(4)氣候變遷對臺灣坡

地生態環境及社會影響之研究、(5)因應氣候

變遷下都市空間結構之調適策略研究、(6)極

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能力建構。

本組因應規劃「建構河域至海岸環境時空變

遷之尖端觀測網」，將針對海岸和山區，建構

立體國土時空環境基本資料，解析國土自然

變遷的演化機制與趨勢。本案為有利社會永

續發展之整合研究，結合地球環境與人類社

會發展的重要議題，本組將整合相關資源與

研究團隊推動此案，期能提供氣候變遷對國

土衝擊的評估，並作為政府政策規劃的科學

依據。 

 

 

 



 

 
 

前言 

本計畫研究目的為建立國內在氣候變遷的模擬

與推估能力，藉由氣候資料診斷分析與數值氣候

模擬，探討全球暖化是否已經對地球與東亞氣候

造成明顯影響，以及在人為溫室氣體排放與大氣

中的累積量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全球與東亞氣候

將如何變遷。本計畫也將長期氣候模擬結果提供

給科技部「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

台(TCCIP)」計畫，以便更進一步針對台灣的未來

氣候變遷進行更細緻的推估，提供國內學界與政

府相關單位，評估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作為規

劃合適的調適方案的依據。本計畫完成以下工作: 

1.調校台灣地球系統模式，確認參與 CMIP6 版

本，2.國際耦合模式比對計畫第六期 CMIP6 之參

與，3.模式發展與改進，4. 鏈結自然氣候變異與

人為氣候變遷，5.氣候論壇與群組研討，計畫成

果簡述如下。 

 

研究方法 

1. 以台灣地球系統模式(解析度 100公里)與高解

析(20與50 公里)氣候模式進行長期氣候模擬

與推估，建立 CMIP6 相連之資料節點，供國

際與國內研究社群分析，作為 IPCC 第六次氣

候變遷評估報告(AR6)的科學基礎，以及推估

暖化情境下之台灣氣候變遷。 

2. 與國內學研界協力建立跨全球–鄉鎮尺度的氣

候模擬系統，推估全球暖化對台灣天氣、氣候

的衝擊，作為環境衝擊評估之依據。 

3. 診斷台灣地球系統模式偏差，進行模式評比，

進一步改良台灣地球系統模式。 

 

4. 分析歷史氣候資料，了解氣候變遷趨勢，以簡

化之氣候模式進行模擬，梳理相關物理機制，

分析 CMIP6 模式模擬與推估的氣候變遷，研

判自然氣候變遷與人為氣候變遷的相互關係，

以及暖化情境下的氣候變遷。 

 

研究成果 

1. 國際耦合模式比對計畫第六期 CMIP6 之參與 

本計畫以前期計畫發展建置的台灣地球系統模

式(TaiESM1，100 公里解度)與高解析度全球大

氣模式(HiRAM-SIT，25/50 公里解析度)進行長

期氣候模擬與推估，參與 CMIP6，遵循國際研究

規範，進行 1850 年至 2100 年的氣候模擬與推

估，計算結果經由 CMIP6 資料分散系統，提供

國際氣候變遷研究社群使用，進行模式間的模擬

結果比對，不僅探討 1850 年至今的氣候變遷，

也推估在人類影響下，地球氣候可能的變遷趨勢。

CMIP6 資料提供 IPCC 撰寫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

的科學基礎。與 CMIP6 模式群評比，TaiESM1

與 HiRAM-SIT，表現不俗，屬於前段班。我們亦

與國內學研界協力建立跨全球–鄉鎮尺度的氣候

模擬系統，降尺度推估全球暖化對台灣天氣與氣

候的衝擊，作為環境衝擊評估之依據(圖一)。 

 

2. 模式發展與改善 

TaiESM1 已經發展完成，下階段工作為高解析化，

將解析度從 100 公里提高到 25 公里，其次為大

幅修改模式為 TaiESM2。本計畫重點為模式偏差

診斷與階段性發展:1)巨觀雲物理參數化，2)台灣

地球系統模式的聖嬰現象偏差分析，3)一維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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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架構與耦合方式對 MJO 的影響(圖二)，

4)CMIP6 與 CMIP5 模擬西北太平洋/東亞季風 

極端降雨能力評析。 

圖一：跨全球-鄉鎮的氣候降尺度模擬系統示意圖。利用此一系統將全球氣候變遷趨勢(100 公里)降尺

度到台灣鄉鎮(數公里)，推估全球暖化對台灣天氣/氣候的影響。 

 

圖二：將一維海洋模式與全球大氣模式耦合，精準模擬海洋大氣交互作用，大氣模式模擬因此能準確

模擬出 MJO 東移現象。左上角：觀測，下排：無法模擬東移的三個模式，上排：耦合後清楚模擬出

東移。(Tseng et al. 2022, Lan et al. 2022) 

  



 

3. 鏈結自然氣候變異與人為氣候變遷 

本計畫除了進行 CMIP6 氣候模擬與推估，亦透

過氣候資料診斷分析與氣候數值模擬，探討自然

氣候變異與近年來的極端氣候是否已經受到人

為暖化的影響，以及推估東亞氣候的未來變遷趨

勢。 

 

氣候變異部分完成:1) 熱帶氣旋對西北太平洋暖

季氣候的影響(圖三)，2) 熱帶太平洋對北太平洋

海洋熱浪的驅動力，3) 海洋大陸的水/陸地形效

應對季內振盪的影響，4) 冬季季內振盪的 2010

年代突變，5) 大氣-海洋耦合過程對西北太平洋

夏季際內振盪的影響。

圖三：颱風：「親愛的，我把副熱帶高壓變小、空氣變熱了」 。西北太平洋低頻大尺度大氣環流孕

育颱風，提供颱風生成與發展的有利背景；颱風也回饋低頻大尺度環流。颱風的存在使得 1) 季風槽

變強，副熱帶高壓變弱，2)西北太平洋上空的大氣變暖，氣候變異(季節內、年際、年代際)增強 40-

60%。(Arakane and Hsu 2020, 2021) 

氣候變遷部分包括:1) 暖化情境對西北太平洋夏

季季風與熱帶氣旋的衝擊，2) 暖化情境對西北太

平洋/東亞春雨與梅雨的衝擊，3) 東亞鋒面分析

與未來變遷，4) 北美東北部沿海的大氣河模擬與

推估，5) 利用更新之熱帶氣旋生成指數推估暖化

情境下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變遷，6)歷史熱浪事

件分析(圖四)，7) CMIP6 模式模擬歷史熱浪事件



 

能力分析，8)台灣氣溫季節循環的歷史與暖化情

境下的變遷。 

圖四：1979-2021 年間，全球熱浪發生頻率、影響範圍、強度與持續時間，顯著加速成長：(a)熱浪

指數時間序列，b)熱浪指數分布圖 1979-1997 vs 2003-2021，相較於前期，後期熱浪遍地開花。 (註：

南極周遭沒分析，Lo et al. 2023, in preparation) 

 

極端天氣與氣候部分包括:1)2021 年 2 月德州寒

潮-自然變異與近期暖化趨勢，2) 2021 年夏季北

美西部熱浪，3) 2018 年的北半球中緯度廣泛熱

浪事件與西北太平洋異常氣候，4)2022 年夏季巴

基斯坦破紀錄豪雨與洪災(圖五)，5)南美季風對

南北大西洋氣候的影響，6)台灣 2020-21 年的百

年大旱。 

 

4. 年度氣候論壇與月網路氣候論壇 

a. 年度氣候熱鍋行動論壇(Climate Hotpot 

in Action Forum, CHiA, 

https://hydro.as.ntu.edu.tw/chia/)，為

國內氣候學研界重要的年度研究心得分

享的場域。 

b. 月網路氣候論壇

(https://hydro.as.ntu.edu.tw/chia/web

inar-series-2/)，邀請國內外年輕研究者

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截至 5 月已經舉辦

14 場。 

c. 群組論壇：每月進行實體或網路研討「極

區放大、熱帶擴張與中緯度動力過程對氣

候變異與變遷的相對影響與機制」。 

 

https://hydro.as.ntu.edu.tw/chia/
https://hydro.as.ntu.edu.tw/chia/webinar-series-2/
https://hydro.as.ntu.edu.tw/chia/webinar-series-2/


 

 

圖五：2022 年夏季，反聖嬰、熱帶-熱帶外交互作用與阿拉伯海西南氣流長期增強趨勢，在地形高聳

的巴基斯坦造成破紀錄豪雨。同一時期，中緯度大尺度環流系統遙相連了歐洲熱浪/乾旱、巴基斯坦

洪災與中國熱浪/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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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孿生」(Digital Twin)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空間資訊科技學門過去幾年來的重點研究

主題之一。在空間資訊的研究領域中，數位孿生

的主要概念是藉由各項空間科技以獲取真實世

界的半即時／即時監測資訊後，透過物理、化學、

統計或人工智慧的建模方法，於網路數位空間建

構一個虛擬的世界，經營管理者可在這個虛擬世

界進行各種政策或情境模擬並學習經驗，進而協

助其在真實世界做出更正確的環境管理決策。 

 

在各項環境議題中，空氣污染為近年最受重視的

全球環境議題之一，因為人類生命的過程中無時

無刻不能沒有空氣、也幾乎無法挑選所吸的空氣。

與其它環境危害因子相比，空氣污染具有三維分

布的特性，除了在水平空間上會有濃度的差異外，

垂直高度的改變亦會影響其污染程度的高低。當

前環保署的監測站僅於固定高度進行空污監測，

並未提供垂直剖面上的變化資訊。再加上室外和

室內的空氣品質具有高度相關性，這對於長時間

(約有 90%以上的時間)待在室內的民眾、尤其是

居住在多為高樓層建築的大都會地區的人來說，

如何準確推估空氣污染在水平及垂直維度上的

三維分布，進而更精確估計都市居民的空污暴露

濃度及其對健康的影響效應，是當前一項重大的

挑戰。 

 

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的經費支持下(MOST 

111-2121-M-006-004-)，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

空間資訊學系吳治達教授與團隊基於「數位孿生 

 

 

多維空間資訊整合於空氣污染應用」的核心概念，

經由無人機與物聯網感測器獲取空氣污染，並利

用地理人工智慧(Geo-AI)技術，發展集成混合空

間 推 估 模 型 (Ensemble Mixed Spatial 

Prediction Model，EMSM)，以估算三維空污分

布。現階段 EMSM 模型的技術已臻完備，目前

已實際應用於解析全臺細懸浮微粒(PM2.5)、苯、

臭氧及環境戴奧辛等空氣污染物之空間分布，其

中 PM2.5及苯的研究成果刊登於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以及 Chemosphere；臭氧

及環境戴奧辛之成果則獲刊載於國際頂尖期刊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以環境戴奧辛推估為例，吳治達教授團隊與跨領

域且來自不同學校的專家學者合作，包含明志科

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許金玉副教授、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紀凱獻

所長及潘文驥副教授、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Jennieveive B. Babaan 助理教授(音譯：白嘉維，

吳教授指導的研究所畢業生)，築基於環保署監測

站 2006 年至 2016 年間每日戴奧辛監測濃度做

為建模資料依據，在考量氣象、地形、綠地、水

體以及土地排放源如住宅、商業、工業、農田、

道路、餐飲及寺廟等四百餘個變數的影響下，透

過 EMSM 模型，在整合空間內插、土地利用迴

歸、機械學習及集成學習等空間推估方法學之優

勢於一體進行建模，最後透過可解譯性技術

(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SHAP)篩選之

研究領域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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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理空間變數資訊，進而模擬臺灣本島長時

期、高解析度的環境戴奧辛濃度的空間變異與時

間變化。 

 

吳教授團隊建立的 EMSM 模型，為全球首例利

用 Geo-AI 技術綜整多項空間推估方法學之優勢

與特性，進而開發而成的集成混合空間推估模型。

EMSM 模型具有優秀的空間推估能力，能在臺灣

本島大範圍的研究試區下，以 50 公尺*50 公尺

的網格解析度，推估全臺每日的環境戴奧辛濃度

梯度分布，相較於其它空間推估方法學，EMSM

模型具有高達 87%的準確度以及更穩定的推估

效能。建模過程中經由機械學習變量篩選方式得

知，PM2.5、製造業、緯度及植物綠化係是影響

臺灣環境戴奧辛濃度變化的主要重要因子，在

PM2.5 濃度高、製造業密度高及緯度低的地區，

較容易發現高濃度的環境戴奧辛，另一方面植物

綠化則會減少戴奧辛的出現。觀察模型模擬的推

估圖可發現，中南部縣市的環境戴奧辛濃度相對

較高；並且冷季(春天與冬天)之環境戴奧辛濃度

比暖季(夏天與秋天)高。 

 

戴奧辛 EMSM 模型成果除獲成大新聞中心、台

灣科技媒體中心、華視新聞網、經濟日報、yahoo

新聞、科技新報、中央廣播電臺、人間福報、中

央社、聯合新聞網、中時新聞網、蕃新聞、LINE 

Today、波新聞、國語日報等新聞媒體報導外，

亦 獲 Elsevier 國 際 知 名 出 版 社 旗 下

ScienceDirect 研究電子報(2023 年九月號)中

『研究捷報』專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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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吳治達教授研究團隊。後排左四 研究生林廷威(本研究第二作

者)；左五 吳治達教授；右五 博士生 Aji Kusumaning Asri(本研究第四作者)；右四 碩士生 

Jennieveive B. Babaan(本研究第三作者)。 



 

 

圖二：EMSM 模型模擬之研究期間(2006 年至 2016 年)與四季環境戴奧辛平均濃度分布圖(圖摘自

Hsu et al. 2023)。 

 

 

圖三：六都環境戴奧辛推估成果 3D 示意圖(圖摘自 Hsu et al. 2023)。 



 

 

 

圖四：Elsevier旗下 ScienceDirect 研究電子報(2023 年九月號)介紹戴奧辛 Geo-AI模型成果。 

 

 

 

 

 

 



 

 

 

台灣之地理位置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

板塊交界帶，百萬年來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往歐亞

大陸板塊擠壓，台灣島才得以誕生，但也因此島

上地震活動頻繁，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公

布之資料[1]，自 1901 年至 2022 年間，共發生

103 次較大災害的地震，其中以 1999 年 921 大 

 

 

地震(圖 1(a))、2016 年高雄美濃大地震(圖 1(b))、

2018 年花蓮大地震(圖 1(c))與 2022 年台東大地

震(圖 1(d))最為嚴重，在這些大地震的侵襲下，

許多公路橋梁產生損壞，特別是位於斷層破裂帶

附近的橋梁，且斷層破裂帶附近所測得的地表震

動歷時，皆有顯著的近斷層地震特徵。 

 

 

     

          (a) 921 大地震-東豐大橋[2]              (b)高雄美濃大地震-台 86 線 24 號橋[3] 

     

          (c)花蓮大地震-七星潭橋[4]                    (d)台東大地震-高寮大橋[5] 

圖 1 台灣著名地震後受損之橋梁照片 

 

Phan等人[6]利用震動台研究近斷層地震對於傳

統RC橋柱耐震行為之影響，測試結果顯示，相較

於遠域地震，近斷層地震造成橋柱震後顯著較大

的殘餘變位，如圖2(a)所示，圖2(b)與(c)顯示NF-

1與NF-2試體於試驗結束後呈現顯著之殘餘變

位。橋柱在近斷層地震作用下產生較大的殘餘變

位，其原因為近斷層地震含有非對稱之高振幅速

度脈衝，如圖3所示，造成橋柱單向較大之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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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造成顯著之殘餘變位。 

 

 

        
(a)最大地表加速度與殘餘位移比曲線         (b) NF1 試體之試驗結束照片 (c) NF2 試體之試驗結束照片 

圖 2 Phan 等人完成近斷層地震對橋柱耐震行為影響之震動台試驗[6] 

 

 

圖 3 典型近斷層地震歷時[7]

 

日本橋梁震災的經驗顯示，震後的殘餘變位過大，

將導致橋梁難以被修復，需拆除重建，因橋梁往

往為兩地交通之樞紐，此將造成對交通運輸極大

的衝擊，影響災區的復原以及社會的正常運作。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發展對抗近斷層地震的先進

橋柱，確保近斷層地震下橋梁之安全性以及控制

其殘餘變位(震後自復位)，以維持震後橋梁之服

務性。為降低震後橋柱的殘餘變位，本計畫採用

的方法為增加橋柱的後降伏勁度比(Kawashima

等人[7]提出後降伏勁度比( )大於 5 %時，能有

效降低橋柱殘餘位移，以此作為本計畫研究目標)，

如圖 4(a)所示，以開發新型鋼筋混凝土自復位橋

柱(簡稱先進自復位橋柱)。在此橋柱設計中，縱向

筋部分除了使用傳統竹節鋼筋之外，另透過配置

加入了 ASTM 416 Grade 1860 (MPa)之 7 線高 

 

 

 

強度鋼絞線，以此作為橋柱的彈性元件，高強度

鋼絞線若維持不降伏，可使橋柱在地震力作用下，

提供傳統縱向鋼筋降伏後之勁度，降低橋柱震後

之殘餘位移，以及提升震後自復位之能力。雖然

鋼絞線降伏應力高出傳統竹節鋼筋許多，在柱受

大位移時仍可能降伏，因此利用膠帶纏繞鋼絞線，

纏繞範圍為柱底向上延伸一段長度，如圖 4(b)所

示，以避免鋼絞線與混凝土之間產生握裹應力，

進而降低鋼絞線之應力。本研究所使用的鋼絞線

不施加拉預力，因此在橋柱受側向反覆載重下，

鋼絞線會承受反覆之拉壓作用，故其錨定須控制

受拉受壓之作動，為此特別開發適用之拉壓錨頭，

如圖 4(e)、(f)所示，將兩個拉力錨頭以對接形式，

固定於擴大鋼板上，擴大鋼板之用途在於輔助混

凝土承壓。 

 

 



 

 

     

           (a)後降伏勁度系統                          (b)鋼絞線無握裹處理 

 

 

          

  (c)傳統 RC 橋柱 (d)先進自復位橋柱 

 

 

 

                                   (e)雙向錨頭         (f)夾片安置於錨頭內 

 

                                      

 

 

 

 

  (c)傳統 RC 橋柱  (d)先進自復位橋柱                    (g)先進自復位橋柱組裝照片 

圖 4 先進自復位橋柱

 

本計畫完成了先進自復位橋柱的反覆載重試驗，

試驗結果顯示，使用無預力鋼絞線的橋柱試體，

可使後降伏勁度比( )自-0.3 %提升至 6.4 %，如

圖 5 所示，滿足了有效降低殘餘位移之標準[7](

>5 %)，說明了無預力鋼絞線的加入，可以有效

地提升橋柱強度與後降伏勁度比，藉由後降伏勁

度比的提升，來達到震後自復位之手段。預力用

鋼絞線為目前市面上有大規模生產的鋼材中，標 

 

稱極限強度最高者，其極限應力可達 1860 MPa，

其相關配套施工方法與夾具皆為工程界所熟悉，

因此具備低成本與實務可行性。除此之外，本研

究所開發的先進橋柱，不於鋼絞線上施加預拉力，

因此不需要施加預拉力所需設備與人工，相較於

後拉預力自復位橋柱，可免除施加預力所產生的

混凝土潛變問題。 

 



 

 

          

(a)CCC 試體                                 (b)CSC 試體 

圖 5 傳統橋柱試體與先進自復位橋柱試體之遲滯迴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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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蔡嘉倫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中小尺度天氣系統與現象  

 

蔡嘉倫博士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主要是利用氣象觀測資料 (如雷達，

地面測站資料與雨滴譜儀等 )來探討颱風外

圍雨帶的動力與降水過程。在台大大氣系博

士後期間致力於颱風外圍雨帶與地形交互作

用的研究。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小度天氣系統

與現象，對於其生成、發展、加強與減弱機制

為其研究主軸。在韓國慶北大學服務時曾使

用多部掃描式光達進行晴空條件下三維風場

的分析，有助於對降水系統發展前期過程的

認識。目前計畫將國外的研究經驗應用在台

北盆地午後對流降水系統初期肇始機制之分

析，主要探討在對流成雲致雨前其生成的最

初位置與可能原因。此外，進一步也可將三維

風場應用在討論氣流對降水粒子之微物理過

程所扮演的角色。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可增進

對相關科學議題的瞭解程度，也可以應用在

預報災害性強降雨的發生，並達到減災防災

的目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林幼淳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中大尺度海洋物理現象分析與模擬 

 

林幼淳博士的專長為中大尺度的海洋物理現象之

分析與模擬，主要研究領域與研究興趣為海洋與大

氣間的交互作用與跨領域的研究應用，透過研究分

析實測資料、再分析資料與海洋-大氣數值模式來

探討海洋大氣間不同時間、空間尺度的動力過程、

彼此的關聯。過去的研究包括海洋渦旋受大氣、洋

流的影響、颱風降雨的葉綠素藻華變動趨勢、海表

面波浪的氣候平均場受颱風趨勢的影響、近岸海洋

波浪與海平面變動趨勢、太平洋氣候遙相關對五大

湖湖冰的變動、五大湖岸冰的模式參數化等，多屬

於跨領域間的交互作用。林幼淳博士在 Dr. Lie-

Yauw Oey 的指導下於 2019 年取得國立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的博士學位，並於在學期間

協助建置臺灣海洋預報系統。畢業後則前往密西根

大學安娜堡分校的 CIGLR 與 NOAA 的 GLERL 與

Dr. Ayumi Fujisaki-Manome, Dr. Eric Anderson

與 Dr. Jia Wang 等研究五大湖湖冰變動的相關研

究。 

 

新進教師介紹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 

莊佩涓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地球化學、沉積物生物地球化學 

 

莊佩涓博士主要研究專長為沉積物生物地球化

學，經由野外航次採樣、化學分析與數值模擬

(early diagenesis reaction-transport 

modeling)，可定性與定量得到重要參數，例如:

元素通量、不同環境下影響各元素循環的重要化

學反應與反應速率、元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元

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其研究成果包含: (1)天然

氣水合物自然資源分布與地球內部生物圈之連

結; (2)全球環境變遷對濕地碳循環及大氣溫室氣

體排放量影響;(3)重建古環境變遷對於沉積物有

機碳、鐵和硫元素循環的影響; (4)全球暖化對大

洋湧升流區之碳、氮、磷、硫等元素循環影響。

未來將進一步延伸至全球各種沉積環境，研究沉

積物底棲作用，對二氧化碳循環、有機物礦化與

深埋的影響，了解全球氣候變遷和地球內部生物

圈有重要關係，以及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變遷之

影響(如許多正逐漸消退的濕地生態環境)。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陳毅軒 助理研究員 

領域專長：大氣邊界層和對流、長波輻射及物理

參數法 

 

陳毅軒博士的研究興趣在於了解地球氣候系統

中的雲和輻射過程。他特別關注邊界層、對流、

和長波輻射過程，以及如何在大氣數值模型中模

擬這些過程。目前之研究重心為改進臺灣地球系

統模型（TaiESM）中海洋低雲的模擬，並量化其

對 TaiESM 未來氣候預測的不確定性。 

陳博士也對大氣科學的歷史很感興趣，經常於社

群媒體和部落格（陳毅軒的大氣遊記）分享氣象

相關的歷史故事。此外，他也會在部落格分享他

的研究歷程和求學心得。 

如想知道更多陳毅軒博士的背景和研究成果，請

參考他的個人介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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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ihsuanchen-journey.blogspot.com/search/label/%E6%B0%A3%E8%B1%A1%E6%AD%B7%E5%8F%B2
https://rcec.sinica.edu.tw/index.php?action=member&id=115


 

 
 

 

國立中興大學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生物與永續科

技學位學程 

徐佩君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氣候變遷、極端天氣事件、大尺

度動力學、核融合電漿物理  

 

研究興趣為找出天氣系統的變化趨勢、以及極端

天氣事件，與人為氣候變遷之間的鏈結，並了解

背後動力機制，研究方法利用對觀測與模式資料

的診斷分析找出天氣事件或趨勢相對應的大尺

度背景場、環流結構、以及波動特性，並設計模

擬實驗進一步釐清驗證機制，如海洋驅動大氣遙

相關。近期主題為北太平洋冬季風暴帶。 

除了氣候變遷科學的探討，也開始拓展氣候變遷

調適減緩的研究、合作與服務，例如以非破壞力

學方式量測林木碳匯建立生長曲線、氣候變遷風

險評估、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建議。此外希望藉

由博士班時期在美國加州大學研究核融合電漿

物理理論的背景，在低碳能源轉型議題上能再深

入且綜觀地了解，進而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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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11 月 5-6 日 10:00~16: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F 半戶外廣場

(地址：11165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 

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市集攤位編號：C03 

 

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事【臺灣科學節】，今年呼應

聯合國2021世界科學日主題Building Climate-

Ready Communities「氣候任性社會韌性」，市

集嘉年華規劃以「氣候愈來愈任性，我們的城市

夠『韌性』嗎？」為提問，每年在臺灣科學節中

最受民眾歡迎的就是集結各領域，讓社會大眾體

驗各種科學原理和技術應用，顛覆民眾對科學想

像且產生對科學求知興趣的科學嘉年華。地球科

學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為能廣加

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

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於 2022 年 11

月 5 日(六)~6 日(日)參加【2022 臺灣科學節】

氣候任性 社會韌性 科學嘉年華進行設攤。 

 

今年科學節以 『擘劃環境永續藍圖』，主辦單位

邀請致力於自然科學、新興科技、生活科技、科

技運用、STEAM、MAKER、AI、環境教育、醫療

科學、原住民科學智識、健康生活、低碳飲食、

雙語教育、世界母語、性別平等、樂齡教育、家

庭教育、向山致敬、向海致敬等推廣的各單位一

同加入，期以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回應如何在

氣候變遷下「建立韌性的社會」。同時為了指引

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聯合國提出 17 項「永 

 

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目標在 2030 年前，共同解決包括氣候

變遷、水污染、糧食安全等問題。適逢地科中心

推播分享宣傳-地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

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對應著科學節與各項

永續目標。 

 

有鑑於先前參與其他市集的問卷回饋：動畫版可

增加閱覽的年齡層、可利用互動式遊戲增進科普

知識的瞭解等。本次參加市集嘉年華設攤，除了

設計抽籤筒進行「我問你答」互動小遊戲，讓現

場的大人與小孩非常熱情的抽籤回答，就在愉快

且熱烈的互動下獲得與影片有關科普知識。本次

活動中也把由「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與「風

與海．我們的科學」兩部科普微電影重點延伸、

初步完成的兩部 45 秒的動畫影片熱騰騰的進行

第一次試播，這兩部動畫影片分別名稱為《我們

的島嶼。我們的科學-小丁放學闖關記》與《風與

海。我們的科學-大眼小鰻歷險記》，希望達到配

合低年齡層吸引並引導大眾認識地科科普知識

的作用，後續也會將定案完成版的動畫影片放置

網頁讓有興趣者能夠觀賞。 

 

當天市集攤位內試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動畫影片，吸引到

許多小朋友佇立觀看，同時也引起了尚未觀賞過 

的家長及大朋友對於這兩部微電影有了極大的

興趣，紛紛透過手機掃描影片的 QR Code，同時

也請來攤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

地科活動報導 

【2022 臺灣科學節】氣候任性 社會韌性 科學嘉年華 活動報導 



 

 

見調查表，此次兩天活動共收集了 428 份意見調

查表。 

 

地科中心非常榮幸能夠在年底參與一年一度的 

 

 

 

 

 

 

 

 

 

 

 

 

 

 

 

 

 

 

 

 

 

 

 

 

 

 

 

 

 

 

 

【臺灣科學節】作為今年度宣傳並分享推播-地

科科普微電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

永續社會」的完美句點，並為來年宣傳推播的

揚帆啟航注入更大的能量。 

 

 

 

 

 

 

 

 

 

 

 

 

 

 

 

 

 

 

 

 

 

 

 

 

 

 

 

 

 



 

 

 

112 年 1 月 3 日 9:20~16:30 

活動地點：和逸飯店桃園館 (地址：桃園市中壢

區春德路 101 號) 

 

國科會自然處與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共同舉

辦自然科學相關資料庫聯合推廣研討會，活動目

的主要為推廣國科會自然科學相關資料庫，促進

跨領域各平台之交流，以結合自然科學不同領域

資料，進行學術研究之應用與討論，期使資料庫

運用於各面向之實際使用。 

 

本次活動採「實體會議、展覽」與「線上直播」

的雙軌運作模式進行；實體會議部分，為邀請報

名制，共 150 名額，實體展覽部分由 8 個平台資

料庫及國科會自然處&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共 9 個單位共同設攤，線上直播則於會議前寄發

網頁連結。本次活動主要邀請對象以國科會自然

處計畫主持人及參與研究計畫的團隊(包含博士

後研究及學生)為主，也包括有使用資料庫需求的

計畫主持人。 

 

國科會為因應大數據發展，體認資料開放與共享

日益重要，長期投注資源、建立各領域資料庫，

今年亦將資料庫納入共用核心設施下，希望藉由

橫向串聯與整合各資料庫，促進資料跨域交流及

使用效益，發展出民眾有感之資料應用服務，進

而提升社會影響力，增加公共利益。 

 

本次活動為推廣國科會自然科學相關資料庫，由 

 

8 個資料庫平台聯合舉辦，包括海洋學門資料庫、

資源衛星影像開放資料服務平台、長期社會生態

核心觀測站資料庫、氣候變遷整合服務平台、大

屯火山資料庫、台灣地震資料庫、大氣水文研究

資料庫及太空科學研究資料庫。各資料庫平台長

期蒐集自然科學相關資料，已累積許多豐沛資源，

藉由推廣研討會的舉辦，希望能讓更多人知道，

以促進學術研究的應用與討論。同時透過交流，

收集更多使用者回饋，增進資料庫之整體效益。

期藉由資料庫分享、互動，促進更多的合作與實

際應用。 

 

本次活動參展資料庫簡介如下： 

 

海洋學門資料庫：於 1986 年籌設並持續收集、

保存我國海洋研究船探測所得之各種海洋環境

資料，包括：海洋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和地

物，範圍遍布台灣四周海域及東海、南海和西北

太平洋。資料經系統性整理、分析後，已開放學

界申請使用，並協助海洋工程、海難搜索救援和

海洋教育等之應用。 

 

資源衛星影像開放資料服務平台：服務平台於

2015 年上線，無償、無限額提供 SPOT 衛星影

像予國科會計畫使用；提供非營利目的者免費使

用自 1996 至 2021 年台灣全島及澎湖 SPOT 影

像網路圖磚介接；另外，無償提供 SPOT、

Pleiades、TerraSAR-X 影像予研究或教學之使

用者。期透過資料開放，供使用者進行遙測相關 

地科活動報導 

國科會自然科學相關資料庫聯合推廣研討會 活動報導 



 

技術、應用開發及測試，以促進發展。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資料庫：建置的主要目

的是累積有助於了解人地互動的資訊、提供探索

環境生態議題與永續治理的知識基礎並幫助全

面理解不同社會生態系統的特殊性。目前有翡翠、

彰化二個站點，翡翠站特色為山地、水庫、森林

及茶文化；彰化站則是沿海濕地、半農半漁、海

浦新生地及綠能發展等特色文化。 

 

氣候變遷整合服務平台：為因應愈趨劇烈的氣候

變遷，由 8 個政府機關、3 個法人單位及 15 所

大學系所共同組成氣候變遷服務平台(TCCIP)，

工作項目包括：氣候變遷資料產製、變遷研究分

析、資料加值服務、調適知識與工具發展、關鍵

領域衝擊分析、調適與跨域操作示範及網站平台

資料與知識應用推廣等。 

 

大屯火山資料庫：是以多個小資料庫整合而成之

綜合性、多元化資料庫，包含大屯火山群活動監

測、大屯火山群研究及火山教育與科普之推廣。 

 

 

 

 

 

 

 

 

 

 

 

 

 

 

台灣地震資料庫：於 2006 年由中研院地球所資

料管理中心負責運作，工作項目包括結合國科會、

地球所與其它學研單位的資源和人力，以國際通

用格式與資料庫架構開發網路資料服務系統，並

推動地震科學與防災應用教育，同時，協助即時

地震學的研發與實踐、支援大型地震觀測計畫資

料管理服務，並建置學界重要的成果展示平台。 

 

大氣水文研究資料庫：最早於 1987 年由臺灣大

學大氣科學系設立，期透過此平台永續提供學術

科研相關單位進行大氣研究所需資料，項目包括

國內外各氣象作業單位相關之觀測資料及圖檔

如雷達資料、地面資料等、部分國外模式分析資

料及熱帶氣旋路徑資料、支援大氣學門研究人員、

各級學校教學、論文、科展、公部門與軍方等所

需之氣象資料及觀測資料。 

 

太空科學研究資料庫：自 2008 年起完成多種觀

測儀器的說明網頁與資料收編，並透過歷年更新，

發展成為可快速、便利查找太空資料的網路平台，

並逐步擴充各界所需的太空資料。 

 

 

 

 

 

 

 

 

 

 

 

 

 

 

 



 

 

 

 

 

 

 

 

 

 

 

 

 

 

 

 

 

 

 

 

 

 

 

 

 

 

 

 

 

 

 

 

 

 

 

 

 

 

 

 

 

 

 

 

 

 

 

 

 

 

 

 

 

 

 

 

 

 

 

 

 

 

 

 



 

 

 

112 年 7 月 30 日-8 月 4 日  

活動地點：新加坡新達城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參展時間：7/31：18:30-20:30 

          8/1-8/3：09:00-17:00 

攤位編號：B13 

 

亞洲大洋洲地區地球科學協會（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成立於 2003 年，

其宗旨為促進地球科學發展及應用並造福人類，

特別針對亞洲、大洋洲地區。AOGS 利用科學、

社會和技術方法提高我們對於災害成因的了解，

並深入參與解決災害相關的問題。其辦理的年度

會議提供學術界、研究機構和大眾交流科學研究、

討論地球科學問題的機會。2023 AOGS 於今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4 日在新加坡新達城國際會議

展覽中心（Suntec Singapore）舉辦，共為期 6

天。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為提昇臺灣大地科領

域國際能見度，並促進國際合作的機會，亦於活

動期間設攤參展，協助學門政策推展，也提供國

內地科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期以主動的方式積

極促成可能的國際合作計畫，亦有助延攬國際優

秀科技人才。 

 

中心自 2005 年起，除了疫情期間無法參與活動

外，幾乎每年均會參加 AOGS 辦理之盛會，今年

是疫情解封後首次參與。AOGS主題共分為 8個，

包括：大氣科學（Atmospheric Sciences, AS）、

海洋科學（Ocean Sciences, OS）、生物地球科

學（Biogeosciences, BG）、行星科學（Planetary  

 

Sciences, PS ）、水文科學（ Hydrological 

Sciences, HS）、太陽與陸地科學（Solar & 

Terrestrial Sciences, ST）、跨學科地球科學

（Interdisciplinary Geosciences, IG）及固體地

球科學（Solid Earth Sciences, SE）等，本次活

動 共 172 場 會 議 ， 其 中 以 大 氣 科 學

（Atmospheric Sciences, AS）為主題的論文發

表最多。活動期間主辦單位還辦理海報競賽及學

生指導計畫。今年會場共 30 個單位設攤參展，

除本中心外，臺灣參展的單位還包括台灣地震科

學中心（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 

TEC）、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

（Earthquake-Disaster &Risk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Center, E-DREaM）及中央研究

院永續科學中心（IRDR ICoE-Taipei, Academia 

Sinica）。 

 

本次參展主要讓與會的地球科學研究人員了解

臺灣地球科學發展現況並促進國際合作，也協助

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發行之地球科學集刊推

廣（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TAO）。中心由主任鄭芳怡教授、中心

人員黃淑惠、王姵麗及工作人員大氣科學系專任

助理楊承霈、簡筱臻與地球科學系博士生 Jordi 

Mahardika Puntu 一同前往，負責展示攤位的相

關工作，包括：攤位布置與展示介紹、宣傳品發

送和說明、資料保管及分送、會務聯繫及行政事

務處理等。參展期間有許多國內外學者提供宣傳

推廣上的建議和嘉許，讓中心於未來參展活動有

地科活動報導 

【2023 AOGS】亞洲大洋洲地區地球科學研討會參展 活動報導 



 

 

明確的改進方向；針對地球科學研究現況與成果

也提出相關之問題進行討論；對於中心協助地球

科學發展補助辦理會議及學者來訪之工作項目

也很有興趣，獲得許多回饋。有了這次參展的經

驗及各方建言，未來希望中心能呈現更好的宣傳

模式，讓與會人員透過中心的推廣了解臺灣地球

科學領域之研究。 



 

 

 

112 年 9 月 1-2 日  

活動地點：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地址：

2517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 2-1 號) 

 

「202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處新進人員

聯合研討會」依循慣例於新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前

一周辦理。活動由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

（Science Promotion & Engagement Center, 

SPEC）主辦規劃，各組成員協助辦理。主要目的

為協助新進研究人員瞭解國科會自然處現有研

究資源與相關政策，並吸收先進經驗，厚實自我

研究能量。 

   

本次活動分為共同議程與分組議程二部分，共同

議程邀請了國科會綜合規劃處許嘉文委員針對

國科會目前科研政策方向及相關資源進行說明，

讓與會人員了解會內可提供的研究資源，並由國

科會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王凱石科長分享國

際交流、合作之經驗，提供新進人員參考。接著，

科學推展中心主任詹益慈主任說明中心在自然

科學領域的任務與工作項目，除了讓新進人員認

識、瞭解中心，也希望藉由中心這個平台讓學者

專家、企業、媒體與社會大眾及政府單位進行良

性溝通互動。 

 

主辦單位邀請各領域學術研究卓著的先進進行

大會演講與產學合作、跨域交流合作之經驗分享。

本次大會演講由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王寶貫院士分享個人在學習、研究上的點點滴滴， 

 

並於會中提供個人著作贈與新人作為勉勵。產學

合作部分邀請到臺灣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吳志

毅教授、中央大學化學系吳春桂特聘教授進行演

說。二人談到與產業界合作之經驗，主要是個人

的研究成果可應用於產業、科技發展，進而與之

結合。跨域交流合作方面則邀請中央大學地球科

學系陳建志講座教授、臺灣大學應用數學科學研

究所王偉仲教授分享與不同領域共同合作研究

之經驗。陳教授提到，跨域研究對新人來說比較

困難，可先以個人研究領域為起點，之後再考慮

跨域合作。最後，由自然處大家長羅夢凡處長介

紹自然處提供的研究資源及承辦之業務。期藉由

各項資源說明及先進的經驗分享，讓剛踏入研究

領域的新人們能在未來研究的道路更加順暢。 

 

晚餐後是新人們的壁報交流時間，由與會的新人

們提供海報並透過內容展示讓大家瞭解個人的

研究領域和方向，促進彼此的交流、拓展合作機

會，進而於未來能在自身領域大放異彩。 

 

活動第二天是分組議程，由各組自行安排項目。

地科組（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主要由中心主

任及各學門召集人介紹中心與各學門研究資源

和計畫申請規範、計畫審查流程和評核機制及研

究成果呈現等。為了讓新人們相互認識、瞭解研

究方向及未來合作的契機，安排了新人自我介紹

時間。最後針對新人們在學術研究、計畫申請方

面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安排綜合座談時間由學

門召集人及國科會學門承辦人一一回覆、解答。 

地科活動報導 

202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自然處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 活動報導 



 

 

 

本次兩天一夜的活動在主辦單位細心安排下，與

會人員都有了豐富的收穫，期待這些新人們得到

這些資訊與資源分享後，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所助

益。 



 

 
 

 
 
 

Treatise on Geomorphology (2nd Edition)《地

貌學論著》第二版，以第一版十一卷的卓越成功

為基礎再精進。此參考工具書提供龐大且多樣的

地貌學全面介紹，讓尋找研究專題的地質學學生、

開始進行文獻回顧的研究生，以及尋找特定主題

之重點摘要的專業人士都能使用本書作為重要

且專業的參考資源。第二版自 2022 年三月出版

以來，已經是 Elsevier 參考工具書 2017 年迄

今全球使用量的前五名，由此可見此參考工具書

獲得相關領域讀者的青睞，協助他們獲得學習與

研究所需的資訊。ISBN：978-0-12-818235-2 

 

網址：https://reurl.cc/L6XQq9 

 

 

 

 

 

 

 

 

 

 

 

 

圖書期刊服務 

電子期刊—書訊新知 

 

https://t.research.email.elsevier.com/r/?id=h3bb981dd,11c0168c,e4efe6a&e=ZGdjaWQ9Uk5fUlNTX1NvdXJjZWRfNDAwMDAyODgzJnV0bV9jYW1wYWlnbj1STl9SU1NfU291cmNlZF80MDAwMDI4ODMmdXRtX21lZGl1bT1lbWFpbCZ1dG1fZGdyb3VwPSZ1dG1fYWNpZD05NjcyNzkyMCZ1dG1fc291cmNlPUFDJnV0bV9pbj1ETTI2ODUxNA&s=iipGja2CmZoZnwIIqH9wybsQntfO2X_W8lgktNsKOaU
https://reurl.cc/L6XQq9


 

 

地科中心提供 Elsevier 出版社的 Token 點數，

申請者所屬單位未購置所需期刊論文，可向中心

申請 Token 點數，並於 48 小時內下載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平台)的單篇文章。 

 

說明： 

Elsevier_ScienceDirect 平台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收錄 Elsevier 出版社超過 2,500 種以上期刊及

39,000 本以上電子書，涵蓋科學、科技、醫學

與社會科學等領域。 

 

申請方式： 

資格：全臺地球科學相關領域之教師、學生、

研究人員 

文件：中心網頁填寫申請表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

/token 

流程： 

1. 申請前請確認是否已有該平台的個人帳號 

2. 申請人基本資料填寫 

 

使用說明： 

1. 提供申請人出版社平台使用手冊 

2. Token 帳密於開放 48 小時後失效(發給申請

者的通知信會註明帳密的起迄時間) 

3. 每筆申請僅提供 1 點使用，請務必確認所需

文章後再下載 

4. 一個點數可下載、列印、儲存一篇文章全文

(PDF 檔) 

 

 

 

 

圖書期刊服務 

Token 補助單篇期刊論文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token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token


 

 
 

 

為保有國內地球科學圖書資源完整性，地科中心

購置 29 種西文學術電子期刊及地球科學相關書

籍，存放於中央大學圖書館，供館際合作使用，

詳細內容可於中心網頁館際合作書目查詢。 

 

申請方式： 

資格：全臺地球科學相關領域之教師、學生、

研究人員 

流程： 

1. 連結地科中心館際合作服務專頁並填寫申請

表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

dical/partner) 

2. 地科中心受理申請後四小時內回覆，並將文

件 mail 至申請人所屬單位圖書館，同時 e-

mail 通知申請人至該單位圖書館領取 

 

使用說明： 

 

1. 館際合作書目清單請參閱以下連結：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

dical/partner_list 

2. 此項服務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3. 受限於出版社使用權的規範，無法直接提

供全文「電子」期刊，需以圖書館館際合

作方式，提供申請期刊的「紙本」 

 

備註： 

◆ 服務時間：上班日早上 9:00–下午 5:00，

於受理申請後四小時內回覆；當日下午

4:00 後送出申請，將於隔天上班日回覆 

◆ 若申請送出隔日未收到取件通知，請盡速

與中心聯繫(esrpc@ncu.edu.tw) 

 

 

 

圖書期刊服務 

館際合作服務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partner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partner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partner_list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partner_list


 

 

因地科領域刊物屬性多樣化，且中心資源有限，

為滿足研究人員之學術資源需求，以補助購買單

篇論文的方式，使圖書期刊服務更完整。 

 

申請方式： 

資格：國內教師或研究人員(含博士後研究)  

 

流程： 

1. 至地科中心網頁填寫申請表，並提供申請購

買期刊之相關資訊(如論文篇名、作者、期刊

名稱、年份、卷期、起迄頁碼等)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

dical/subsidy) 

2. 取得中心寄發之同意補助函後，需先自行墊

付購買費用，再檢附單據核銷歸墊 

 

說明： 

 

1. 同一申請人以一年不超過二十篇或三萬元

為原則，如遇未獲補助或補助較少之學術

單位則酌情處理 

2. 補助購買之期刊論文需與地科領域相關，

若該論文非地科相關領域，須說明購置之

理由 

3. 補助購買之論文需屬該單位未購置之期

刊，如經查證該單位已購置，則退回不予

受理 

4. 補助採單案受理方式，若有多篇需求，請

分別提出申請 

5. 若申請送出後 3 天內未收到審查核定通

知，請盡速與中心聯繫

(esrpc@ncu.edu.tw) 

 

 

 

 

圖書期刊服務 

購買單篇論文補助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subsidy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subsidy


 

 

 

 

 

地科中心協助地球科學相關系所和研究單位共

計 11 個單位，依研究領域屬性分別訂購相關電

子期刊，以維持國內地球科學領域學術研究文獻

的廣度與深度。 

目前提供之電子期刊如下圖所示。 

 

 

 

 

圖書期刊服務 

核心期刊訂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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