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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我有幸向歐洲地球科學聯合年會（European Geosciences Union General Assembly, 
EGU）投稿兩篇重要論文：第一篇是 Subseasonal Typhoon Precipitation Forecast in Taiwan Area 
Using the ECMWF Reforecasts: Forecast Ver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第二篇為 Verifications of 
Week-1 to Week-4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from the ECMWF 
46-Day Ensemble.。在這兩篇研究中，我擔任主要作者，並且其中一篇論文被大會特別標示為
重點論文，這代表它在所有提交的論文中位於頂尖的 20%，並且被安排在 4月 16日上午進行
口頭簡報發表。 

 
從桃園機場到維也納機場的 13 小時飛行旅程中，除了伴隨的團體旅遊旅客外，飛機上也

不乏看似前往同一研討會的學者們。抵達後，發現維也納的天氣雖有陽光但相較於台灣顯得寒

冷許多。這次是我第二次參加 EGU 年會，去年是第一次參加，由於疫情逐漸放緩，今年的會
議吸引了大量參與者相較於去年參加人數增加了許多，特別是來自亞洲地區的學者明顯增多，

會場內外擠滿了人潮，會場內外擠滿了人潮，顯示國際學術界圈對於此會議的重視程度，讓我

再次體驗國際學術交流的氛圍。 

在海報展區，我與研究相似主題的學者交流，獲得了不少寶貴的反饋和啟發，對我的研究

工作很有裨益。一位韓國學者就熱帶氣旋路徑提出了有趣的看法;一位中國領域的學者則與我探
討了海溫異常的問題，讓我獲益良多。 

雖然不是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但在與陌生人用英語解說研究時，我依然感到緊張，發表



時不免有些許停頓，向一位提問的學者解釋後，他非常和藹地回應，告訴我這是非常正常的情

況，並鼓勵我保持自信。這次的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學術界的友善與支持。 
 
研討會期間，我還意外地與過去的老師和校友重逢，激起了濃厚的師生情誼。例如，我遇

到了大學時期的同班同學，他目前在陽明交通大學就讀，以及我大學時的教授蘇老師和中山大

學的李老師，他們當年分別教導我工程數學和程式語言。我們在會議上相遇後，也認識了他們

的學生和助理，並與他們討論了論文寫作和口試的一些問題，對於之後的碩士畢業論文十分有

幫助。 
 
最後，當準備離開維也納返回台灣時，得知由於杜拜發生嚴重暴雨，杜拜機場出現淹水情

況航班停飛，使得一些學生的行程受到影響，他們購買阿聯酋航空的機票，需在杜拜轉機，原

本的機票直接被取消，必須改道倫敦轉機。幸好我是搭乘長榮航空直飛台灣桃園機場，因此未

受影響。 
 
這次經歷讓我意識到，參與國際會議不僅是展示研究的舞台，更是一次寶貴的學術之旅。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認識志同道合的夥伴，相互砥礪激勵，為學術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

綿力。特別是在海報展區和發表場合，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切磋交流，獲益良多，也讓我反

思研究的廣度和挑戰。與世界頂尖學者的接觸增進了的視野和見識，促使跳脫固有思維框架，

勇於創新求變。我期待在未來能夠參與更多具有啟發性的學術活動，不斷充實自我，為事業發

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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