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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海洋研究院於 108年 4月 24日正式成立，組設五個一級業務單

位(綜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海洋政策及文化、海洋科學及資訊、海洋

生態及保育、海洋產業及工程等 4個研究中心)及三個輔助單位，協助海

洋委員會辦理海洋政策規劃、海洋資源調查、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產業及

人力培育發展業務，以整合國家海洋研究量能、提昇國家海洋科研實力、

發揮海洋研究群聚效益，提升海洋產業競爭優勢，促進國家經濟永續發

展，定位為國家海洋智庫。 

國家海洋研究院目前規劃與推動中的工作計有: 全國海洋資料庫、全

國海洋觀測網、洋流能關鍵技術與研發、海岸國土變遷監測、海洋生態調

查及國家級船模試驗中心籌建計畫等六大工作。為汲取先進國家海洋相關

產業、學術、及研究機構之經驗，以利前項工作之推動，經英國在臺協會

(British Office)等單位的協助下，完成至該國具指標性的海洋相關部門

與機構進行參訪的規劃，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建立協調聯繫機制，讓國際

了解台灣對於海洋研究的重視。此次英國考察的行程摘述如下： 

1. 參訪勞氏檢驗（LR, Lloyd's Register）英國倫敦全球總部，雙

方簽訂技術與合作協議。 

2. 參訪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與涉海相

關部門主管及高階研究員進行研究與技術交流。 

3. 參訪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與新建完成拖曳

水槽(Towing Tank)及高速台車系統，就廠房興建、水模機組設

計規劃及施工、認證、船模試驗檢測技術、與營運策略等範𤴆𤴆交

流。 

4. 參訪英國國家海洋中心(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Discovery研究船及相關研發產學合作機構，就該中心目前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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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多領域海洋基礎科研調查、國家海洋資料庫、海洋研究船維

運、產業合作及未來雙方國際合作策略進行實質討論。 

5. 參訪 Gill Instruments與 HR Wallingford海洋科學儀器公司與

其試驗中心，了解調查海調科儀、水工試驗、操船模擬設備之性

能諸元及關鍵核心技術，參觀組裝與測試工廠，與原廠研發人員

進行技術交流，了解其系統整合及試驗設計方式。 

 

本次參訪對國家洋研究院未來在執行海洋資源調查、海洋科學研

究、海洋產業創新研發、建置國家海洋研究船隊、水工模型與船模驗相關

實驗室、高階研究人力與技術人員交流、未來國際海洋科研調查合作等重

要工作事項至甚重要，參訪團隊從中汲取許多寶貴經驗，參訪報告可供本

院相關研究中心之進行後續研究、產學合作、實驗室與船隊維運等之重要

資訊參考。重要效益摘述如下: 

1. 與勞氏檢驗（LR）簽訂技術與合作協議: 

    該公司為國際頂尖獨立稽核服務的驗證機構，於海洋工程

及船舶之設計、建造、驗證有完整的經驗及規範外，旗下的研

究人員與驗船師人數為業界最高;在海洋產業及創新部份，其

創新監測設備及整合式應用管理軟體，於產業界有相當高之評

價;在專業人員培訓部份，其課程與師資均高於國際相關規範，

也為公部門提供服務;雙方簽訂技術與合作協議後，勞氏將為國

海院提供所需的研究資訊及技術支援，有益於國海院未來在新

建研究船、關鍵實驗室、船模試驗中心、人員培訓之規劃、認

證與執行。 

2. 參訪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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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船模試驗中心的設備規格可供快速船舶之測試，該中

心之(1)造波機組與波浪消波處理、反射波反制設計、(2)台車

系統軌道的平衡、固定、抑震工法，(3)監測器配置及定位、

(4)安全管理(訪客管理、技術人員工作安全管理、(5) 船模試

驗檢測技術與認證、與(6)營運策略等，可供國家海洋研究院

未來在建置船模中心的參考。 

3. 參訪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Discovery研究船及相

關研發產學合作技術創新機構: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隸屬政府部門，擁有 647

位科學家、工程師、職員與技術人員，在基礎科學研究調查、

海洋資料庫與研究船維運、產業創新合作與跨域系統整合、人

才培育及國際海洋研究合作等面向有非常好的實蹟，其運維策

略可供未來國家海洋研究院在整合海洋科研、產學合作、人才

培育、研究船維運及國際海洋研究上重要借鏡。在本次參訪中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更主動邀請本院參與 Argo海

洋觀測計畫，並推薦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JAMSTEC)為本院的區域合作夥伴，亦提供日方對口聯絡人相

關資訊，對未來臺英、臺日、及臺日英的國際合作有了良好的

開端。 

4. 參訪 Gill Instruments與 HR Wallingford海洋科學儀器公

司: 

Gill Instruments專長為超聲波風速計和氣象站產品、HR 

Wallingford以造波機、海事工程、無人船、各種軟體與操船

模擬機聞名，兩者公司以生產高品質、高耐用度之設備揚名國

際。本次參訪包含參觀組裝與測試工廠，與原廠研發人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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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交流，有益於本院(1)了解海氣象常用之風速調查儀器的規

格、限制、系統整合介面與特殊功能、(2)確認未來國家海洋

研究院建置海洋觀測儀器的設備需注意事項、(3)了解造波

機、離岸風電機、操船模擬機的規格、限制、系統整合介面與

特殊功能、及(4)確認未來國家海洋研究院建置水工試驗及操

船模擬機等設備需注意事項。 

 

海洋為資源寶庫、氣候變遷關鍵、生活處所及貨貿交通之所在，深遠

影響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福祉，海洋也是台灣最重要的出路，本次的參訪

行程能順利成功，要特別感謝海洋委員會各級長官在預算上的支持、英國

在臺協會(British Office) 的協調、及英國勞氏檢驗（LR）、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Gill Instruments與

HR Wallingford等單位的大力協助，讓國家海洋研究院能以更高的視野佈

局未來，整合全國海洋研究量能接軌國際研究，不斷提昇國家海洋科研實

力，朝向國際級的國家海洋研究機關努力邁進。 

  



vi 
 

目次 

一、 目的 ............................................. 1 

二、 行程說明 ......................................... 4 

1 參訪 Lloyd's Register英國倫敦全球總部 ......................... 4 

2 參訪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與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 ......................... 9 

3 參訪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 17 

4 參訪 Gill Instruments ....................................................... 42 

5 參訪 HR Wallingford ........................................................... 47 

三、 心得及建議 ...................................... 54 

附錄 技術交流資料 ....................................... 58 

 

 

 

  



1 
 

一、 目的 

國家海洋研究院於 108年 4月 24日正式成立，組設五個一級業務單位(綜

合規劃及人力培訓中心、海洋政策及文化、海洋科學及資訊、海洋生態及保

育、海洋產業及工程等 4個研究中心)及三個輔助單位(圖 1.1)，協助海洋委員

會辦理海洋政策規劃、海洋資源調查、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產業及人力培育發

展業務(圖 1.2)，以整合國家海洋研究量能、提昇國家海洋科研實力、發揮海

洋研究群聚效益，提升海洋產業競爭優勢，促進國家經濟永續發展，定位為國

家海洋智庫。 

 

 

圖 1.1 國家海洋研究院之組織編制 

 

 

圖 1.2 各研究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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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洋研究院目前規劃與推動中的工作計有:全國海洋資料庫、全國海洋

觀測網、洋流能關鍵技術與研發、海岸國土變遷監測、海洋生態調查及國家級

船模試驗中心籌建計畫等六大工作。為汲取先進國家海洋相關產業、學術、及

研究機構之經驗，以利前項工作之推動，經英國在臺協會(British Office)等

單位的協助下，完成至該國具指標性的海洋相關部門與機構進行參訪的規劃，

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建立協調聯繫機制，讓國際了解台灣對於海洋研究的重

視。 

參訪行程表如表 1.1所示。 

 

表 1.1 出國行程概要 

日期  行程概要 地區 

6月15日 (六) 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 倫敦 

6月16日 (日) 整理參訪資料並聯繫相關單位 倫敦 

6月17日 (一) 參訪 Lloyd's Register英國倫敦全球總部 倫敦 

6月18日 (二) 參訪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與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 

南安普頓 

6月19日 (三) 參訪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南安普頓 

6月20日 (四) 參訪 Gill Instruments 利明頓 

(住宿牛津) 

6月21日 (五) 參訪 HR Wallingford 瓦林福德 

(住宿牛津) 

6月22日 (六) 與 HR Wallingford轉介之Cussons水槽規劃公司聯繫，並返回

希斯洛機場候機 

倫敦 

希斯洛機場 

6月23日 (日) 倫敦希斯洛機場起飛 倫敦 

希斯洛機場 

6月24日 (一) 抵達高雄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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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說明 

1 參訪 Lloyd's Register英國倫敦全球總部 

國際知名船舶稽核認證機構--勞氏檢驗（Lloyd's Register, 簡稱

LR）成立於 1760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其主要業務包含提供客戶符合國

際標準的驗證（Certification） 、確證（Validation）、查證

（Verification）和訓練（Training）服務，該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個設立

船級社的民間機構，針對船舶建造及其相關設備訂有十分嚴謹技術規範，

透過獨立稽核人員(驗船師等)透過船檢在船舶建造和調試期間進行監控，

並在設備和船舶運營期內進行持續檢查以確保船舶和設施持續符合規範要

求，該公司也是國際船籍社之創始會員，公司旗下有超過 150位專任驗船

師與 100位技術專家在世界各地服務，是目前國際第 2大船級社，該公司

所出版的技術規範一直是國際與業界指標。 

LR為國際海軍安全協會（International Naval Safety 

Association, INSA）創始成員，職負海軍艦艇和潛艇的認證規範研擬，於

2000年完成相關規範制定，也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特殊規格的軍用船制定

符合國際規範且軍艦特殊作戰需求的船級單位。該公司目前的稽核業務除

了船舶及設備外，還擴及至風電、鑽油平台、電信、能源管理系統、企業

責任、職業安全、教育訓練等諸多面向。 

LR倫敦總部建於 2000年，由著名的 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建築師事務所承造，因應英國氣候及開放的企業組織文化，在辦

公隔間及外牆運用大量強化玻璃，在兼顧結構應力、消防安全及門禁管理

的前提下，達善用自然光、開放空間與全視野的需求(圖 2.1)，是倫敦的

著名地標建築。在臺灣高雄軟體科技園區向海側的著名地標-慶富集團營運

總部大樓(圖 2.2)亦由該事務所設計，外觀與結構設計與 LR倫敦總部高度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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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LR英國倫敦總部大樓 圖 2.2 慶富集團營運總部大樓 

 

參訪 LR總部的首站是 LR歷史資料的展示室，在總部之北亞區再生能

源事業部經理 Kevin Todd(圖 2.3右 2)及 LR臺灣分公司許首雄總經理(圖

2.3右 1)的解說中，見證 LR的成長(圖 2.3至 2.6)。 

 

 

圖 2.3 LR英國倫敦總部大樓門牌 圖 2.4 LR歷史資料的展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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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LR歷史資料的展示室 圖 2.6第一艘入籍 LR CLASS的船

舶 

 

簡短的參訪後，本次訪問團在 LR總部的會議室中與 LR北亞區再生能

源事業部經理 Kevin Todd進行交流，由本院林世昌副研究員負責簡報本院

的組織架構、各研究中心職掌、目前推動中及未來規劃中之重要工作(圖

2.7)，隨後由邱院長針對 Kevin Todd的提問回覆。 

早在今年 5月中旬，本院與 LR已就交流議題進行確認，因此 LR總部

高層特別指派曾協助日本 47個地區確認離岸風電風場最佳場域及為臺灣離

岸風電廠商進行風場認證的再生能源事業部經理 Kevin Todd向本院參訪團

隊簡報 IRIS監測平台(圖 2.8)，目前該平台已廣泛運用在海洋觀測與預

報、海洋數據傳輸與雲端資料庫、離岸風場及船舶營運及風險管理等服

務。 

臺灣離岸風電負責電力傳輸的水下纜線是維繫電網穩定的關鍵要素之

一，如何進行 24HR監測與自動化警報，在可能發生斷纜情境前適時進行應

力調整、電纜保護與檢查，至為重要，然也是目前最常被政府及環保團體

忽略的項目。因此簡報中，Kevin Todd特別為展示 IRIS監測平台於水下

纜線系統之應用，所有資料展示在 server網頁上進行完整的監控。 

在簡報與技術交流中，Kevin Todd也從國際海洋能開發的現況及未來

環境預測、臺灣在海洋能開發的挑戰與機會等議題提出他的觀察所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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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許多的寶貴意見，有助於本院海洋產業及工程研究中心未來在這面向上

的研發規劃。 

  

圖 2.7 與 Kevin Todd會談 圖 2.8 IRIS監測平台 

資料來源: Kevin Todd, LR, 2019 

 

第二階段則是由海洋技術部門總監 Tim Kent (Technical Director, 

Marine & Offshore )與本院研究團隊進行交流並代表公司與本院簽訂合作

協議。 

勞氏集團(LR)共有 16個子公司(圖 2.9)，本案經 LR高層決議指示，

為強化該公司與本院未來在科學研究及技術合作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先就

合作議題指派各相關部門預擬簡報，安排專人導引本參訪團隊至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參訪，並由法務部門於 6月初與本

院負責涉外聯絡的林世昌副研究員確認 MOU英文版細節，最後指派出其負

責亞洲事務的子公司 Lloyd’s Register Asia的技術部門最高主管 Tim 

Kent代表 LR與本司簽訂 MOU(圖 2.10)，在參訪日由相關部門的主管為本

院參訪團隊簡報。 

為突顯雙方的實質合作及 LR對本案的重視，於完成 MOU簽署後，LR

台灣分公司立即規劃在本院參訪團隊返臺後第 4日，假海洋委員會第一會

議室舉辦「智能化系統於造船產業用研討會」，當日 LR亞洲公司、各系統

專案負責團隊、國內大型造船產業均派高層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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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LR子公司 

資料來源:勞氏集團子公司，GOOGLE 

 

 

圖 2.10 國家海洋研究院與 LR簽訂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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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訪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與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 

2.1 參訪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 

位於南安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校區之海事卓越中

心( Maritime Centre of Excellence)的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佔地 4.3公頃，為 LR之主要科技研究單位，規劃可供

400位 LR研究人力進駐，是 LR在發展海洋科技領域的重要基地。 

Lloyd's Registe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也與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的團隊進行合作研究，研究成果耀眼國際，該中心目前在海洋

工程科學領域具國際級領導地位。 

本次參訪由該中心的主管 Paul James (Programme Manager) 接待並

主持會議(圖 2.11)，與會人員包括 Gary Pogson (Innovation Owner 

Marine & Offshore)、Joseph Morelos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r)、Vaibhav Parsoya (Innovation Owner Marine & Offshore)、

Amelia Stea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chitect, Marine & 

Offshore) 均為海洋部門的高層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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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本院參訪團與 LR Global Technology Centre研究人員 

 

簡報議題與大綱摘述如下: 

（1） 智能船艦應用區塊鏈技術 

    介紹資料結構(Digital Structure)之區塊鍊技術在軍艦的最

新之智能化應用。LR在智能船艦應用區塊鏈技術訂定完整且先進規

範，該技術分為 AL0~AL5，LR在 AL2、AL3等級技術領先全球，目

前積極研發 AL4及 AL5(無人船)等級以上的高階技術中。 

（2） 離岸風電分機系統安全監控 

運用「數位孿生」(Digital Twins) 監控技術，來分析、預測

風機的結構或材料的損害，避開人因錯誤判斷風險。另為驗證

Digital Twins的正確性(圖 2.12)，LR利用「Assurance of 

Digital Twins for Health Management」以儀器設備相互溝通

(end to end)的技術(圖 2.13)，進行連續性現場驗證，確認監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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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正確性與限制，LR對該項技術訂有完整的檢驗機制及標準作業

程序。 

 
圖 2.12 資料與演算法的盲點 

(資料來源:LR簡報資料) 

 

 
圖 2.13 Assurance of Digital Twins for Health Management驗證技術 

(資料來源:LR簡報資料) 

 

（3） 特殊規格船舶(如海軍軍艦)的認證 

先進國家對於軍艦認證(如圖 2.14)要求遠高於商船認證規範。

LR是全世界第一個針對特殊規格的軍用船(包含航空母艦、驅逐

艦、巡航艦、快速艦、潛艦、無人艦等)制定符合國際規範且軍艦特

殊作戰需求的船級單位，從船舶設計圖、材料認證、設備認證、巡

查記錄、直接測量檢查、測試和試驗表格、整船檢查、變更和修改

等均有嚴謹完整規定(圖 2.15)，也協助多國政府單位進行軍艦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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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廠之安全和環境評估。 

 

 

圖 2.14 LR海軍船艦認證規範 

(資料來源:LR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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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LR快速小艇認證規範 

(資料來源:LR簡報資料) 

 

2.2 參訪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 

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圖 2.16)

位南安普頓大學校區之海事卓越中心( Maritime Centre of 

Excellence)。 



14 
 

由南安普敦大學及 LR共同合作興建中的國際級船模試驗中心(主體建

築工程約新臺幣 6.4億元、造波機等相關儀器設備約新臺幣 1.6億)，建置

全歐洲大學中最大的拖航水槽(Towing Tank，L/H/D 為 138m/6m/3.5m)，待

完成的高速台車驅動控制系統測試後即可提供學校辦理教育訓練、支援流

體動力學(fundamental fluid dynamics)、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ies)及創新船舶設計等領域的基礎和應用研究，並協助遊艇、快艇、

商船等船舶產業進行船模試驗。 

 

圖 2.16 南安普敦大學船模試驗中心 

 

本次參訪行程由船模試驗中心的籌建經理 Martin(圖 2.17)親自引

領，在 Martin簡報該試驗中心主體建物與試驗設備的設計、建造工法細

節、船模試驗認證及未來營運規畫後，再由營運經理 Bertrand帶領本院參

訪團隊參訪實驗室(圖 2.18)、拖航水槽(圖 2.19及圖 2.20)、造波機(圖

2.21)、拖曳台的避震設計(圖 2.22)、高速台車(圖 2.23)及各式船模用螺

漿(圖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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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拖航水槽配備高速台車系統，台車最高速度為 12m/sec(由 0加速至

12m/sec僅需 40m，有 60m可供維持 5秒量測段)，拖曳台的避震設計讓台

車能平直加速並避免震動，可模擬不規則波的新式造波機，水槽末端的消

波設計可有效的防止反射波。該試驗中心可提供高速艇(航速 50節)的船模

試驗。 

 

 

圖 2.17 籌建經理 Martin介紹船模試驗水槽   圖 2.18 營運經理 Bertrand介紹實驗室 

 

圖 2.19 測試中之船模試驗水槽            圖 2.20 Bertrand介紹船模試驗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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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水槽用造波機                圖 2.22 拖曳台車避震系統 

 

圖 2.23高速台車作業平台             圖 2.24 各式船模用螺旋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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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訪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英國國家海洋中心(NOC,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圖 3.1及

圖 3.2) 成立於 2010年 4月 1日，為英國最大的海洋科學與技術研究機

構，隸屬英國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圖 3.3)，在 Southampton與 Liverpool各有 1處研究基地，每年

的營運經費約 6000萬英磅(約 24億新臺幣)，政府提供 50%經費，餘由外單

位之研究計畫支援，中心研究人力共 647名。 

  

圖 3.1 英國國家海洋學中心 

(資料來源:Alan Evans簡報) 

 

圖 3.2 國家海洋學中心接待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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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與所屬機構組織 

(資料來源: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下轄 RRS James Cook(圖 3.4)、RRS 

Discovery(圖 3.5)等 2艘先進大型研究船，為 world-class research 

ship等級，可在 6級海象下安全作業並執行全球海洋研究。 

  

圖 3.4 RRS James Cook 圖 3.5RRS Discovery 

(資料來源: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該中心的主要工作為透過嚴謹的海洋科學調查、產出國家政策、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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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及產業發展所需的數據、資料與資料，提供國家訂定海洋政策規

劃參考。國家海洋學中心的宗旨為「了解海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Making sense of changing sea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圖

3.6)。 

 

圖 3.6 國家海洋中心發展中心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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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本院於出訪前 3週已將擬討論議題(國家海洋學中心維運、海洋水文

觀測、海洋資料庫管理等)EMAIL 委請英國在臺辦事處函轉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該中心十分重視本院研究團隊的到訪，特由國際戰

略夥伴辦公室(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ffice)主任

Alan Evans組織相關部門主管為本院團隊簡報(圖 3.7)。NOC出席主管計

有: 

 Alan Evans，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ffice

主任，圖 3.7左 1。 

 Jackie Pearson，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ffice 經理，圖 3.7右 1。 

 Dr. Brian King，Marine Physics and Ocean Climate Group，主

管，圖 3.7右 2。 

 Dr. Helen Snaith，British Oceanography Data Centre，主管，

圖 3.7右 3。 

 

圖 3.7 本院與 NOC主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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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參訪 NOC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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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簡介 

 參訪的第一個行程是由 Alan Evans主任簡介國家海洋中心（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圖 3.9），該中心年度預算 6000萬英鎊，轄下的科

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與行政職員共計 647名員工，分別進駐在南安普頓

院區（Southampton，525人）及利物浦院區（Liverpool，122人)等２個院

區及海洋研究船。 

 

圖 3.9  Alan Evans為本院團隊簡報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南安普頓院區的一級研究單位有： 

 海洋地球科學組(Marine Geoscience Group) 

 海洋物理與海洋氣候研究組(Marine Physics and Ocean 

Climate Research Group) 

 海洋系統數值模型組 (Marine Systems Modelling) 

 海洋生物地球化學與生態系統組(Ocean Biogeochemist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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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s) 

 海洋技術與工程組(Ocea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Group) 

 上述各部門的研究分工明確，從基礎性及長期性的海洋基礎觀測、全球

性與區域性的數值模型建置、海洋資料管理、海洋測繪和探勘、觀測儀器開

發、海洋機器人系統創新研發、到科學報告製作與企業合作等皆有專人負

責。 

 為培育海洋科學領域人才，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與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等大學及國內企業策略結盟，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無償提供博士生到中心實驗室及研究船進行相關的合

作研究，目前有 205名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的博士生在該中心南安

普頓院區實習研究。 

 

3.2 海洋水文觀測 

衛星遙測(可見光/不可見光)、機戴側掃雷達、船載式/底碇式都卜勒

流剖儀 ADCP(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海流儀 AWAC 

(Acoustic Wave and Currents)、多頻道科學聲納(Scientific Echo 

Sounder)、附壓力計之倒置式迴聲儀 PIES (Pressure equipped Inverted 

Echo Sounder)、拖曳式溫鹽深儀(CTD)載具 SeaSoar、走航式 CTD 

(Underway CTD，UCTD)、ARGO剖面觀測浮標(ARGO Profiling Float)、自

走式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AUV) Seaglider、船舶

雷達(Marine Radar)、高頻雷達(HF Radar) CODAR、海底電纜等均可用於

海洋觀測，依觀測項目、觀測範圍、精度要求、資料傳輸方式及時效性等

需求決定觀測的方式。 

為取得較高精確度、長期性且持續性的波高、潮位、水深、海洋分層

流速、海溫、濁度、鹽度、葉綠素、CO2、營養鹽等相關資料，考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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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取樣頻率、觀測範圍、效度等因素，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海洋物理與海洋氣候研究團隊(Marine Physics and Ocean Climate 

Research Group)會利用資料浮標/觀測樁/錨錠式浮標(定點的資料)、船測

及施放漂流式浮標等方式來取得資料。 

海洋物理與海洋氣候研究組(Marine Physics and Ocean Climate 

Research Group)計畫主持人 Dr. Brian King為本院參訪團隊簡報該中心

利用 Atlantic 26N array、Go-Ship、Argo所進行的海洋觀測現況。 

 

3.2.1 Atlantic 26N array 

Atlantic 26N array(圖 3.10)係利用佈置在大西洋北緯 26度上的陣

列式錨碇浮標來量測海洋分層的流速/流向、溫鹽、濁度、pCO2、溶氧、pH

值等資料，具有高時間分辨率（可至小時）與長量測邊界(in boundaries)

的優勢，儘管因測站密度低(空間分辨率欠佳、只有定點觀測數據資料)，

但仍可利用模擬軟體來進行大尺度的流場模擬。部份測站可利用衛星回傳

即時(real-time)海洋觀測資料，其他則透過研究船定期(每 1或 2年)回

收。 

 

圖 3.10 Atlantic 26N array錨碇系統觀測 

(資料來源: Dr. Brian King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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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Argo 

海洋儲存與運輸大量的熱能，左右氣候變遷的發展，若能取得海洋各

分層高精度的溫度、鹽度資料，就能對氣候變遷作出更精確的預測，據以

研提海岸保護、調適科技、及海岸管理等策略，兩全自然環境保障與人民

生命財產保護。在全球海洋科學家的倡議與多國支持下，共同發展出

Argo(全球海洋浮標觀測系統，圖 3.11)，統計至 2019年 8月，共有 24國

3852個 Argo海洋剖面觀測浮標於三大洋中正常服役，每年平均約有 800

顆 Argo浮標加入全球觀測計畫。 

 

圖 3.11 全球 Argo海洋剖面觀測浮標分佈 

(資料來源:Argo 官網) 

 

利用電池供電的 Argo海洋剖面觀測浮標(圖 3.12)會以 10天為週期

在水深 2000m的範圍內自動觀測各水層的溫度與鹽度，由 2000m水深上浮

至自海表面需耗時 6小時，當浮出海表面時，自動將相關觀測資訊上傳衛

星後，浮標會再自動下沉至設定深度，重復「觀測、上浮、資訊傳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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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資料觀測」的過程(圖 3.13)，一般而言 Argo海洋剖面觀測浮標在生

命期內可進行 150次的觀測循環。 

 

  
圖 3.12  Argo海洋剖面觀測浮標 

(資料來源:Argo 官網) 

圖 3.13 Argo浮標運作示意圖 

(資料來源:CRIRO 官網) 

 

任何國家與研究單位均可參與 Argo計畫，並透過船艦來佈放 Argo浮

標(圖 3.14)，每個參與計畫單位共享所有觀測資訊。2014年 Argo浮標發

展出新機型「Bio Argo floats」，除了可量測溫度、鹽度之外，也能執行

海水中溶氣(dissolved oxygen)、pH、硝酸鹽(nitrate)、葉綠素

(chlorophyll)、海水中溶解機物與顆粒等量測，並被運用在多國的合作研

究中，諸如澳洲 CSIRO(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與印度海洋科學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合作的印度洋調查計畫(CSIR-NIO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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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Argo浮標佈放 

(資料來源:CRIRO 官網) 

 

 

3.2.3 Go-Ship 

儘管漂流式觀測浮標之自動化量測、濾波、供電、資料儲存與傳送等

技術穩定成熟，且擁有抗腐、抗壓、耐浪、維運成本低、運作時間長等優

點，但仍然無法克服其空間分辨率不佳、觀測項目有限的缺點。為取得高

空間和垂直分辨率的完整的海洋生地化資料(特別是水深超過 2000m的深

海)，只能透過研究船來完成。 

為獲得全球氣候變遷海洋相關數據， 2007年 International Ocean 

Carbon Coordination Project (IOCCP)及世界氣候研究計畫(WCRP, The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Climate and Ocean Variability, 

Predictability and Change (CLIVAR) Project的科學家們共同倡議全球

海洋船舶水文調查計畫 Go-Ship(Global Ocean Ship-based Hydrographic 

Investigations Program) (圖 3.15) 來發展全球尺度的海洋水文系統模

型，該計畫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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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世界氣象組織(WMO,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及國際科學協會(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提供經費支持，多國政府提供資源協作研究。 

Go-Ship匯集了對物理海洋學(physical oceanography)、碳循環(the 

carbon cycle)、海洋生物地球化學(marine biogeochemistry)和生態系統

(ecosystem)等領域的科學家共同合作，探索和記錄大尺度(全球尺度)的海

洋水資源的分佈、變化及成因，提出解決海水酸化、暖化、洋流改變等問

題策略。 

 

圖 3.15  Global Ocean Ship-based Hydrographic Investigations Program 

(資料來源: GO-SHIP 官網) 

 

在 Go-Ship規劃的全球海洋水文調查的航線，研究船以每 30浬為間

距執行全水深的水文量測(圖 3.16)，船期的安排是以每 5年為周期進行全

球海洋調查為目標，研究調查與船期安排等資料皆公佈在官方網頁中，目

前參與的國家有加拿大、英國、西班牙、南非、挪威、瑞典、澳洲、日

本、美國、 德國、愛爾蘭等國的海洋相關研究單位，船期已預規劃到

2027年(圖 3.17)，讓科學家能以前所未有的準確度監測，模擬和預測全球



29 
 

海氣象。 

 

 
圖 3.16 Go-Ship全球海洋船舶水文調查航線計畫 

(資料來源:摘自 Dr. Brian King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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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Go-Ship Cruises and Cruises Plans 

(資料來源: GO-SHIP 官網) 

 

英國國家海洋中心執行 Atlantic 26N array、Go-Ship、Argo所得的

觀測數據，經濾波、優化等品管處理(校驗)後，會由資料中心上傳到雲端

空間或分發到全球電信系統（GTS）上，供國家氣象機構使用，並開放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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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相關用戶下載觀測數據加值應用。平均而言，Argo觀測資料的處理時間

最短，可在數小時完成，GO-SHIP數據資料約 3-5週、Atlantic 26N array

錨碇資料由於錨定測量儀器數據需先經過精密校正，耗時費力，期間約 6

個月。 

簡報中，Dr. Brian King特別強調，如果本院願意參與 Argo全球海

洋浮標觀測系統，補足太平洋地區西區的觀測，英國國家海洋中心會非常

樂意就 Argo浮標的採購和部署提供建議，並協助本院訓練專業人才，也會

推薦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MSTEC)為區域合作夥伴，  

 

3.3 British Oceanography Data Centre 

海洋研究領域涉及氣象、地質、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等多元學科的研

究，更與全球氣候變遷、海洋發展規劃、環境生態維護、海洋資源開發利

用、海岸防護工程，密不可分。若能有跨領域的專家群、合宜的觀測設

備、縝密的實驗分析、足夠且正確的調查研究資料、足量的資料儲藏空

間、可驗證的資料分析軟體、配合相應的伺服器、數值模擬，就可發展出

適用於產官學研界的大數據應用平台「海洋資料庫」，供相關部門進行海洋

環境預測、劇烈天候防災、生態環境保護、環境影響評估、甚至國土安全

防衛等的相關應用。 

本次討論由海洋資料中心(British Oceanography Data Centre, 

BODC)主管 Dr. Helen Snaith(圖 3.18)主講並向本院參訪團隊說明 BODC的

發展沿革與任務、分工、維運管理，並針對本院未來建置國家海洋資料庫

應特注意事項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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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Dr. Helen Snaith簡報 BODC 

 

British Oceanography Data Centre 的緣起可追溯自 1969年，當時

的主要任務與定位為扮演國家海洋資料中心(Act as the UK’s 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及成為國際海洋委員會資料交換平台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data as pa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 network of 

national data centres)。 

2010年 4月 1日，BODC改隸國家海洋中心(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NOC))，任務有: 

 管理國家海洋資料庫(The National Oceanographic Database) 

 管理英國潮汐監測網(UK Tide Gauge Network)，包含全英國 43 個

海岸潮汐觀測站 

 管理國家環境研究委員會的海洋相關資料(The designated marine 

data centre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 N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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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海洋環境數據和信息網絡（MEDIN）的數據檔案中心(An 

accredited Data Archive Centre (DAC) with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Data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MEDIN) 

 為國內眾多的海洋相關計畫案管理資料 

British Oceanography Data Centre在利物浦(Liverpool)及南安普

敦(Southampton)各有分部，職員總數超過 500人，多數均為熟悉海洋科學

及資料處理的科學家或資訊工程師。大部份的職員在利物浦分部工作，南

安普敦分部的職員約 40人。 

British Oceanography Data Centre嫺熟海洋環境調查資料管理及跨

國海洋資料交流合作等事務，該中心在資訊系統管理、職員訓練與管理、

資安防護、跨域資料庫系統整合、雲端服務與備援系統、海洋觀測資料標

準格式/傳輸/校驗/上傳、模擬軟體開發、涉敏資料的處理與安全控管等面

向非常值得我國在建置國家海洋資料庫的借鏡。 

 

3.4 Marine Robotics Innovation Centre 

國家海洋中心投入 350萬英鎊創設海洋機器人技術創新中心(Marine 

Robotics Innovation Centre)(圖 3.19)，提供科學研究與商業發展的媒

合平台。 

國家海洋中心的海洋自主式機器人研究團隊(Marine Autonomous and 

Robotic Systems research group)在高端自主水下載具（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AUV）的設計與海洋科學應用，擁有 20年以上的經

驗，特別在自主式水下控制系統(Marine Autonomous Systems)更是業界

翹楚。透過創新中心來匯聚國內海洋測量儀器、AUV、MMA等領域的各組

件和子系統開發商(圖 3.20)，國家海洋中心提供業者專家諮詢與專業實

驗室，促成科研與小型產創的合作，已成功開發多款低成本高質量可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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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商規量產的海洋探測設備。 

 

  

圖 3.19 海洋機器人技術創新中心 圖 3.20技術創新中心合作夥伴 

 

隨著營運部經理 Aidan Thorn (Innovation Centre Business 

Manager) 的引導(圖 3.20)，本院參訪團隊與負責研發的淺水域潛艇型

AUV(能執行溫度、鹽度、濁度等探測任務，並自動回傳觀測資料)(圖

3.21)、中層水域潛艇型 AUV(圖 3.21及圖 3.22)、水下無人滑翔機(能執

行中長距海洋水文觀測任務)(圖 3.23)、及能在深海域(6500m)進行自主

探測任務的水下多功能機器人(ROV)(圖 3.24)海洋創新公司技術人員進行

交流，了解其產品的設計、功能、造價、續航力、耐壓技術、供電與配

重、中性浮力維持機制、與通訊傳輸。 

在國家海洋中心科學家的協助下，廠商不斷改良水下自主載具的性能

與耐用度，目前產品在國內外的口碑與銷售情形很不錯。是政府與民間公

司科研與產業創新合作的成功典範，契合海洋機器人技術創新中心

(Marine Robotics Innovation Centre)的標語「WHERE SCIENCE MEETS 

BUSINESS」，科學與商業互相合作、各蒙其利且相輔相成。 

 



35 
 

  
圖 3.20 Aidan Thorn簡介海洋機器

人技術創新中心的任務與合作夥伴 
圖 3.21 小型潛艇型 AUV 

 

  

圖 3.22中層水域潛艇型 AUV 圖 3.23中層水域潛艇型 AUV組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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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水下無人滑翔機 圖 3.25 深海作業用無人 ROV 

 

3.5 Research Vessel RRS Discovery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下轄 RRS James Cook(泊靠利物浦

港)、RRS Discovery(泊靠南安普頓港)等 2艘 world-class research ship

等級的先進大型研究船，可在 6級海象下安全作業並執行全球海洋研究。 

2艘研究船的船期、船位、本航次研究調查項目均定期在網路更新，

供相關人員查閱，2艘研究船每年工作天數達 550天，工作排程十分緊湊。 

 

圖 3.26  RRS Discovery 船期與船位 

(資料來源: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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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訪正值 RRS Discovery泊港補給(圖 3.27)，國家海洋中心特安

排船長 Antonio Gattit與研究船營運中心的主管帶領本院參訪團隊在完成

安檢手續後(圖 3.28)，登船參觀。 

  

圖 3.27 RRS Discovery號 圖 3.28 登船前的安檢程序 

 

RSS Discovery研究船於 2013年 7月 8日交付國家海洋中心，船上的

設備均是為了進行海洋觀測而選配的最新、最高科技產品， 

親自為本院參訪團隊簡報的 RRS Discovery船長 Antonio Gattit，曾

任商船船長、與曾任海巡署巡防艦大副(副艦長)及巡防艇艇長的本院林世

昌副研究員相見歡(圖 3.29)。 

隨後船長 Antonio Gattit為本院參訪團隊簡介駕駛台內的雷達、電

子海圖、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電羅經、航行記錄器、風力風速計、測

深儀、電子海圖(ECDIS)、航行燈控制面板等航海儀器、特高頻無線電

(VHF)、中頻無線電(MF)、SSB與衛星電話等通訊設備、船舶主機、舵機與

動態定位(DP)操縱桿與指示面板(圖 3.30與圖 3.31)。為確保海上研究及技

術人員的海上工作安全，駕駛台設計為近 360度的視角，駕駛台當值人員

可直接目視後甲板人員的作業情形(圖 3.32)。 

RSS Discovery研究船配置的研究用設備有: 

• Single and multi-beam echosounder surveys 



38 
 

• Integrated data logging 

• Seismic surveys 

• Clean seawater sampling 

•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operations 

• CTD surveys 

• Deep-water coring, trawling, dredging and instrument towing 

船上有研究控制中心(圖 3.33)、器材前處理室(圖 3.34)及總面積

達 389 平方公尺的多間實驗室供研究人員使用，甲板的空間可平放 18個

20呎的貨櫃，重型吊臂足能吊掛 20噸重物，可輕易吊起大型浮標(圖

3.35)。 

 

圖 3.29 兩位船長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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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駕駛台電子航儀設備與操縱系統      圖 3.31 駕駛台舷側船舶操縱系統 

 

圖 3.32後甲板的吊車等重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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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研究控制中心 圖 3.34 器材前處理室 

 

  

圖 3.35 一站式監測浮標 圖 3.36 本院同仁與船長(右 3)於船上餐廳合影 

            

3.6 小結 

英國國家海洋中心與國家海洋研究院定位相似，其規模與發展經驗可

供國家海洋研究院參考。從基礎海洋科學研究，到海洋機器人研發，以及

研究船的調查、科學研究監測儀器的佈放、與產業間的合作、研究人才的

培訓，到最後端的數據資訊管理與提供，整個研究產業鏈皆不需假手他

人，其號稱是英國最先進的海洋研究機構實至名歸。而此次參訪最重要的

目的即是讓雙方互相了解，並建立聯繫管道，過程中雙方互動良好且互贈

禮物，皆期待未來能有進一步合作機會。(圖 3.37及圖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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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午餐討論會 圖 3.38 本院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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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訪 Gill Instruments  

Gill Instruments成立於西元 1988年，國際知名的氣商量測儀設備製

造商，位於英國南部之利明頓(Lymington)，主要產品為高精度超音波風速

計和氣象站產品(圖 4.1)，其設備為國際先進實驗室與研究船的首選。 

海上風力風向會影響表層海水團流動、溶氧、海溫、波高等，進行海

洋水文調查若缺漏表層海洋氣象監測，對海洋水文的模擬與預測將失真。

為了解該領域監測儀器設備的規格、限制、系統整合介面與特殊功能、並

確認未來國家海洋研究院建置海洋觀測儀器的設備需注意事項，本院研究

團隊在多個學術單位的建議及英國在臺辦事處的協助下，擇定至知名設備

大廠 Gill Instruments總部參訪。 

是日由該公司業務發展部(Business Development)經理 Jamie McKay 

偕同向技術部門專家 Richard McKay (Applications Specialist)，為本院

參訪團隊簡報。(圖 4.2)  

 

 
圖 4.1 Gill Instruments 產品 

(資料來源: Gill Instruments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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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Richard McKay展示 Gill Instruments產品 

 

4.1   The Gill Group 

Gill集團（The Gill Group），國際知名儀器設備商，下轄 Gill 

Research＆Development、Gill Instruments、Gill Sensors＆

Controls、Labcal 4間子公司，為爭取英國頂尖大學工程類科學生畢業

後到公司研發部門任職，與校方合作，由 Gill集團提供優沃獎勵來吸引

表現優異的學生，並建立未來人才資源庫。 

 Gill Research＆Development 

致力於產品創新的工程公司，專注於開發專有測量技術。 

 Gill Instruments 

致力於為氣象和商業天氣測量市場提供超聲波風速計和氣象站產

品。 

 Gill Sensors＆Controls 

傳感、位置傳感器和發動機控制產品的製造商，專注於過程控

制、公用事業、賽車運動與國防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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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cal 

擁有超過 20年專業校準技術服務，提供各種參數的 UKAS認證校

準。 

 

4.2 Ultrasonic Anemometers 

傳統的風速計面臨空氣動力學阻力和軸承之磨損，而 Gill研發的

超音波風速計(Ultrasonic Anemometers)沒有活動部件，不會因磨損因

素影響數據，亦無需昂貴的校準和維修費用；該儀器能由系統自我檢

測，檢測結果以數位代碼顯示，讓使用者了解傳感器的現況，避免錯誤

觀測數據產生的可能性。用戶在完成觀測資料輸出頻率和格式設定後

(Modbus和 NMEA等選項)，可利用數據記錄器或網路來輸出觀測資料。  

儘管 Gill Ultrasonic Anemometers外觀和許多他牌的 2軸、3軸

超音波風速計相似，Gill Ultrasonic Anemometers應用四軸超音波智

能處理技術，避免錯誤處理脈衝訊號的可能性(圖 4.3)，來克服環境干

擾（如極低風速、極高風速、低溫、高溫）提供高精度的風向風速測

量，能準確記錄風的速度與方向變化，兼具低耗電量與高耐用度的優

勢。 

  

圖 4.3 Gill與他牌風速計之傳感器設置示意 

(資料來源: Richard McKay, Gill Instruments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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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快速風洞實驗室 

 

Gill Instruments的快速風洞實驗室，其模擬風速可達 110m/s可提

供儀器之測試與研發使用(圖 4.4、圖 4.5、圖 4.6及圖 4.7)。該測試設備

可成三個部分： 

 Settling Chamber 

不均勻的湍流會導致不可預測的力，因此利用蜂窩流動矯直機

（honeycomb flow straightener）和金屬絲網平滑篩（wire 

mesh smoothing screens）來產生平滑的氣流。 

 Contraction Cone 

利用漸小的截面積將大量低速空氣轉換成小體積的高速空氣。 

 Diffuser Section 

將循環空氣減速，恢復從進入收縮錐體時之壓力，降低驅動所需

的功率。 

 

 
圖 4.4 循環型快速風洞實驗室 

(資料來源: Richard McKay, Gill Instruments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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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快速風洞測試段外觀 圖 4.6 快速風洞實驗室測試段 

(資料來源: Richard McKay, Gill Instruments 簡報資料) 

 

  

圖 4.7 本院同仁與快速風洞實驗室技師(右 1)合影 

 

Gill Instruments的高品質與高耐用度超音波風速計平均壽命可達 8年以

上，廣泛的運用在各種嚴苛的環境上(圖 4.8、圖 4.9及圖 4.10)。此次參訪，

Gill Instruments亦邀請我方參觀儀器生產線，如圖 4.10所示，足見其對產

品品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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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漂流浮標上之 Gill風速計 圖 4.8海洋觀測塔之 Gill風速計 

(資料來源: Richard McKay, Gill Instruments 簡報資料) 

 

  

圖 4.10於無人船之 Gill超音波風速計 

(資料來源: Richard McKay, Gill Instruments 簡報資料) 

圖 4.10 Gill Instruments工廠 

 

5 參訪 HR Wallingford  

為了解造波機、離岸風電機、操船模擬機的規格、限制、系統整合介

面與特殊功能、及確認未來國家海洋研究院建置水工試驗及操船模擬機等

設備需注意事項，本研究團隊參訪以造波機、海事工程、無人船、各種軟

體與操船模擬機等設備揚名國際的 HR Wallingford。 

總部位英國牛津之 HR Wallingford(圖 5.1)，轄下員工包含科學家、

軟硬體研發工程師、系統分析師等約 220名，年營業額約 2400萬英鎊，其

中 60%來自海外業務收入，於休斯頓、吉隆坡、孟買、阿布達比、上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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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斯等地設有辦公室，擁有 60多個國家的客戶。 

此次參訪由該公司的設備業務經理 Simon Tiedeman (Business 

Manager, Equipment) 主持簡報(圖 5.2)，與會人員如議程表(圖 5.3)。 

  

圖 5.1 HR Wallingford總部 

(資料來源: Simon Tiedeman, HR 

Wallingford 簡報資料) 

圖 5.2 業務經理 Simon Tiedeman(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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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參訪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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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Wave Generation System 

HR Wallingford造波機(圖 5.4)聞名世界，其電力驅動式造波機

（非油壓式）與吸波系統廣泛應用在船模試驗與水工模型試驗。 

HR對水工模型的試驗流程依序為(1)造波機定位、(2)控制儀器設

置、(3)波浪校準、(4)模型構建測試、(5)水工模型試驗、並逐漸增加波

浪強度、(6)在每次測試之間進行數據分析，直到結構失效(圖 5.5及圖

5.6)。 

 

 

圖 5.4 HR造波機 

(資料來源: Simon Tiedeman, HR Wallingford 簡報資料) 

 

  

圖 5.5 HR水工模型試驗場 圖 5.6 HR水工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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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與工程技師向本院參訪團隊現場簡報造波機（Wave 

Generation System, WGS）與吸波系統（Wave Absorption System, 

WAS），包括系統架構、機械設計、土木設計、水槽檢查、機械安裝、電

氣安裝到最後的營運管理進。(圖 5.7、圖 5.8及圖 5.9) 

  

圖 5.7 造波機造浪設備 圖 5.8造波機安裝說明 

(資料來源: Simon Tiedeman, HR Wallingford 簡報資料) 

 

 
圖 5.9 支撐安裝示意圖 

(資料來源: Simon Tiedeman, HR Wallingford 簡報資料) 

 

5.2 HR UK Ship Simulation Centre 

Dr. James Clarke向本參訪團隊簡報 HR UK Ship Simulation 

Centre(圖 5.10)及示範操船模擬機操作。該公司之操船模擬機可依空間

大小來配置必要的操縱設備與投影方式，整個動態模擬由 2部伺服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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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完成，內建多種船型與港灣模型，另可依據船舶性能諸元客製化專屬

船型(如英國國內常見的拖船)(圖 5.11)與港灣/碼頭圖資。在設定好模

擬區之海象、海流等參數後(圖 5.12及圖 5.13)，本院前海巡署巡防艦

大副林世昌副研究員進行模擬實測(圖 5.14及圖 5.15)，其動態擬真度

有不錯的表現。 

  

圖 5.10 UK Ship Simulation Centre 圖 5.11 Dr.James Clarke示

範拖船操縱模擬 

 

  

圖 5.12港口近海域海象參數設定 圖 5.13泰唔士河水深與流速參數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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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本院林世昌副研究員親自測試 

 

圖 5.15 大型船艦模擬機實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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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及建議 

本次參訪對國家洋研究院未來在執行海洋資源調查、海洋科學研

究、海洋產業創新研發、建置國家海洋研究船隊、水工模型與船模驗相關

實驗室、高階研究人力與技術人員交流、未來國際海洋科研調查合作等重

要工作事項至甚重要，參訪團隊從中汲取許多寶貴經驗，參訪報告可供本

院相關研究中心之進行後續研究、產學合作、實驗室與船隊維運等之重要

資訊參考。重要效益摘述如下: 

1. 與勞氏檢驗（LR）簽訂技術與合作協議: 

    該公司為國際頂尖獨立稽核服務的驗證機構，於海洋工程及船

舶之設計、建造、驗證有完整的經驗及規範外，旗下的研究人員與

驗船師人數為業界最高;在海洋產業及創新部份，其創新監測設備

及整合式應用管理軟體，於產業界有相當高之評價;在專業人員培訓

部份，其課程與師資均高於國際相關規範，也為公部門提供服務;雙

方簽訂技術與合作協議後，勞氏將為國海院提供所需的研究資訊及

技術支援，有益於國海院未來在新建研究船、關鍵實驗室、船模試

驗中心、人員培訓之規劃、認證與執行。 

2. 參訪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船模試驗中心: 

該校船模試驗中心的設備規格可供快速船舶之測試，該中心之

(1)造波機組與波浪消波處理、反射波反制設計、(2)台車系統軌道

的平衡、固定、抑震工法，(3)監測器配置及定位、(4)安全管理

(訪客管理、技術人員工作安全管理、(5) 船模試驗檢測技術與認

證、與(6)營運策略等，可供國家海洋研究院未來在建置船模中心

的參考。 

3. 參訪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Discovery研究船及相關研

發產學合作技術創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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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隸屬政府部門，擁有 647位科

學家、工程師、職員與技術人員，在基礎科學研究調查、海洋資料

庫與研究船維運、產業創新合作與跨域系統整合、人才培育及國際

海洋研究合作等面向有非常好的實蹟，其運維策略可供未來國家海

洋研究院在整合海洋科研、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研究船維運及國

際海洋研究上重要借鏡。在本次參訪中 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更主動邀請本院參與 Argo海洋觀測計畫，並推薦日本國立

研究開發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JAMSTEC)為本院的區域合作夥

伴，亦提供日方對口聯絡人相關資訊，對未來臺英、臺日、及臺日

英的國際合作有了良好的開端。 

4. 參訪 Gill Instruments與 HR Wallingford海洋科學儀器公司: 

Gill Instruments專長為超聲波風速計和氣象站產品、HR 

Wallingford以造波機、海事工程、無人船、各種軟體與操船模擬

機聞名，兩者公司以生產高品質、高耐用度之設備揚名國際。本次

參訪包含參觀組裝與測試工廠，與原廠研發人員進行技術交流，有

益於本院(1)了解海氣象常用之風速調查儀器的規格、限制、系統整

合介面與特殊功能、(2)確認未來國家海洋研究院建置海洋觀測儀

器的設備需注意事項、(3)了解造波機、離岸風電機、操船模擬機

的規格、限制、系統整合介面與特殊功能、及(4)確認未來國家海

洋研究院建置水工試驗及操船模擬機等設備需注意事項。 

 

蔡英文總統在 2018 年 4 月 28 日在海洋委員會揭牌典禮時強調海洋的

重要性，提示海洋委員會要朝「健全海洋法制，做好生態保育工作」、「配

合政策，推動海洋產業」及「強化海洋研究能量，培育海洋人才」三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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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未來，海洋資源調查、基礎研究以及最重要的人才培育工作，交付給

國家海洋研究院來全力執行。 

行政院陳其邁副院長在國家海洋研究院的成立大會上指示，成立國家海

洋研究院，除了整合海洋研究量能外，更希望能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會議，

擴大台灣海洋政策與國際的連結，帶領台灣邁向安全無懼、繁榮的海洋國家。 

    本次赴英國海洋專責機構參訪為本院在推動國際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產

業合作及技術人員交流開啟良好先端，為強化此行的效益，可朝下列建議方

向努力： 

1. 爭取經費建置全國海洋水文觀測網、國家海洋資料庫，規劃國際

海洋資料庫的交流合作，供相關產官學研界應用。 

2. 整合海洋科研量能，建置國家海洋研究船隊，規劃協作全球海洋

船舶水文調查計畫 Go-Ship(Global Ocean Ship-based 

Hydrographic Investigations Program)，擴大國際海洋研究參

與。 

3. 撰擬科技計畫，爭取經費，購置 Argo浮標，協助全球海洋觀測

研究，補足太平洋西部與西北海域觀測資料，擴大國際海洋研究

參與。 

4. 研究人員是海洋科研的核心，研究船是海水觀測的重要平台，關

鍵實驗室對研究能量的提昇至甚重要。海洋學門涉及多領域研

究，需有更多的專業研究人力投入，在編制員額有限之下，優先

執行六大重點工作。並積極爭取擴編編制員額與經費來整合國家

量能、建置國家海洋研究院關鍵實驗室。 

5. 延續與勞氏雙方簽訂技術與合作協議的價值，編列經費就核心議

題進行擴展，強化國際海洋研究人員互訪、技術交流及合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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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為資源寶庫、氣候變遷關鍵、生活處所及貨貿交通之所在，深遠

影響國家經濟與人民生活福祉，海洋也是台灣最重要的出路，本次的參訪

行程能順利成功，要特別感謝海洋委員會各級長官在預算上的支持、英國

在臺協會(British Office) 的協調、及英國勞氏檢驗（LR）、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National Oceanography Centre、Gill Instruments與

HR Wallingford等單位的大力協助，讓國家海洋研究院能以更高的視野佈

局未來，整合全國海洋研究量能接軌國際研究，不斷提昇國家海洋科研實

力，朝向國際級的國家海洋研究機關努力邁進。 

  



58 
 

附錄 技術交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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