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海洋發展與保育講座成果報告書 

計畫類別: 海洋發展與保育講座 

計畫名稱: 海洋發展與保育講座 

主題: 海洋發展與保育講座（10）－台灣基隆外海的海上GPS對於構造運動之監測 

承辦院所: 理學院地質學系 

時間: 110.12.23(四) 13:10~15:00 

地點: 大義 506教室 

內容: 

(活動內容

簡述) 

一開始 GPS是以軍事用途為主，後來才轉為民間用途，每顆衛星大約可運轉 10年，

且會有不斷的新衛星發射到軌道上替補，一顆衛星大約重 907公斤，主要由太陽能

供電，且有備用電池來因應日時的狀況，GPS在台灣可以測量板塊移動速率。 

台灣陸上的 GPS訊號接收監測點有非常多，大部分都設在空曠的地區，不容易受到

干擾，在海上會將 GPS訊號接收器放入海底或是放在海面上接收訊號，在海底的 GPS

訊號接收器可以監測海底地形，在海面上的 GPS訊號接收器可以監測潮汐。 

執行成效: 

(含參加人

數、達成

指標…等) 

講座提供學生了解學習台灣基隆外海的海上 GPS 對於構造運動之監測，提升學生

知識的多元化，並且認識此產業的發展與趨勢，替自己增加思考面向進而爭取機會，

講座結束將會採訪 1-2 位同學的感言，本次講座特邀童忻老師，講題為：台灣基隆

外海的海上 GPS對於構造運動之監測，參加人數為 38 人。  

活動照片: 

(檔案大小

以不超過

2M 為限) 

  

理學院院長開場介紹老師來歷、專長領域 童忻老師主講，介紹個人資料 

  

主講情形，介紹 GPS的應用 主講情形，介紹 GPS在台灣的應用 



  

主講情形，介紹 GPS由來和構造 聽講情形，同學都認真積極聽講 

  

院長為老師頒發感謝狀，以表對老師不辭

辛勞地為同學帶來收穫的感謝及喜悅 

本次講座海報，張貼於 506 教室外柱子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