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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次第二十五屆國際林學組織聯合會(IUFRO)大會在巴西

Positivo University舉辦，會議時間自 2019年 10月 29日至 11月 5日，

IUFRO 大會每 4 年至 5 年召開一次，主要為提供各國林學家及林業

決策人員國際間森林研究方面之相互交流、學習及合作平台。 

透過森林、科學與人的相互關係研究，在 2015-2019 期間，IUFRO

透過國際間的科學合作，於本次大會共發表五大討論議題： 

1.Forests for People(森林對人) 

2.Forests and Climate Change(森林與氣候變遷) 

3.Forests and Forest Products for a Greener Future(森林和林產品，

共創綠色未來) 

4.Biodiversity,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logical Invasions(生物多

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和生物入侵) 

5.Forests, Soil and Water Interactions(森林，土壤和水的相互作用) 

IUFRO 期望能促進卓越的研究和知識共享，以科學為基礎去發

展森林和面對相關挑戰，以造福全球森林和人類，IUFRO 的目標反

映了該組織致力於卓越研究和跨學科合作，以及基於科學的解決方案，

和對政策擬定過程產生影響和承諾。 

上述討論議題合計接受 4000 餘篇投稿，分類為 200 個 session進

行討論，研討會內容豐富，摘要資料可利用大會提供之網址: 

https://app.oxfordabstracts.com/events/691/program-app/authors 

於右上角收尋框輸入部分標題或講者姓名，網頁就能帶出該篇摘要電

子檔，並提供下載。 

  

https://app.oxfordabstracts.com/events/691/program-app/authors


3 
 

二、 大會行程 

本次參加 2019 IUFRO 大會行程如下： 

 

日     期 
起 迄 地 點 活動與行程 

月 日 星期 

9 27 五 台灣桃園機場-巴西聖保羅 搭機去程 

9 28 六 巴西聖保羅-庫里蒂巴 巴西境內轉機 

9 29 日 

CURITIBA Positivo 大學 

開幕式 

9 30 一 

主題演講、分組會

議及技術會議 

10 1 二 

10 2 三 

10 3 四 

10 4 五 

10 5 六 庫里蒂巴-里約熱內盧 巴西境內轉機 

10 7 一 里約熱內盧-聖保羅 巴西境內轉機 

10 8 二 巴西聖保羅-搭機出境 搭機回程 

10 9 三 台灣桃園機場 搭機回程 

 

三、 會議經過 

 

大會開幕式於 9 月 29 日上午於會議中心舉行，大會邀請當地社

群團體、樂團進行表演，之後由 IUFRO 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聯合

主席、庫里蒂巴市長等人致歡迎詞，揭開會議序幕後，開始進行大會

議題的語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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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結束後，隨即進入展區進行交流，除了針對本質學能的領

域如巴西地區森林資源調查方式、資源調查結果等進行了解，另外，

其他領域的部分如物種鑑定、木材鑑定技術與圖鑑、森林資源評價(森

林對於人的重要性)、民俗植物等也一併進行了解，在參展攤位發現

有以中文傳遞森林重要性的圖說與海報，在相關國際會議中相當少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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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 10 月 1 日進行口頭發表，介紹台灣關廟地區 14-20 年生

大葉桃花心木對於 3 種疏伐處理的生長反應，以 Weibull函數進行林

分直徑分布模擬，透過各參數的動態反應解釋林分結構變化情形。 

 

 

會議其他時間則於不同主題的會議室聽取簡報，了解國外研究方

向與內容，期許能提升本質學能，帶回更多的研究方向回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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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於 10 月 3 日中午期間為參加者提供會場附近的導覽活動，

可選擇參觀風景名勝區、林業公司、傳統社區或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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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會心得 

學生所學之森林領域包括森林測計、遙感探測、地理資訊系統等，

目前規劃的研究方向、題材、初步結果，經過此次的交流，可以發現

與國外相關研究的差異程度不大，又或者可說旗鼓相當，學生認為有

以下幾點可能: 

1. 儀器設備： 

學校投入的軟硬體設備資源，如地面光達、無人載具(UAV)、分

析軟體等，因為有這些設備，所以能提供學生非常強大的研究能

量，而研究室所產出的論文成果，透過本次大會的口頭報告、海

報展示，成果表現已與其他林業研究國家程度相當，非常感謝學

校所投入的資源設備，讓學生這次出國後深深體會到，原來我們

的林業研究是跟不輸國際的。 

2. 國際學者交流： 

每當研究室有外國學者來訪，總是能獲得新的研究方法、調查方

式，或者新的調查工具，這對於研究室的成長非常有幫助，讓我

們可以更快的了解國際新知，經過詳細的討論與評估，再將該種

方式投入台灣林業調查，都能在省工、省時、精確、智慧化等方

面取得成果，獲益良多。 

3. 文獻搜尋系統： 

因為有前述 2 項要點的推動，可提供給學生更多元的研究方向，

過程中就必須要有大量的文獻回顧、前人研究，學生認為學校的

文獻搜尋系統提供了非常好的期刊查詢功能，能夠檢索到國際最

新相關文獻，有助於研究方法接軌國際，結果與討論也能與國際

相關研究進行比較，這對於學術論文寫作有絕對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