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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探測技術課程結業式 17學員獲頒證書

學校要聞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接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

，舉辦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水下探測技術」培育課程，9月23日在國立歷史博物

館南海路會議室舉辦結業典禮，頒發合格證書予17位學員。 

文資局古物遺址組組長周彥汝首先恭喜合格的學員，這段期間的努力有所回報，同時

對他們犧牲週末修習課程的毅力感到佩服；其次感謝海下中心及講師群，協助開設課

程培育相關人才，也希望能讓更多社會大眾認識水下文化資產。古物遺址組水下文化

資產科科長林宏隆則強調，國家重大建設的水域開發與水下文化資產調查都是很專業

的學問，除鼓勵學員們不斷精進自身實力，也期許臺灣相關技術能夠持續進步，進而

提升保護水下文化資產的目標。 

海下中心主任，電機系特聘講座教授劉金源說明，由於「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及處理辦法」之設立，且國內積極發展離岸風電能源政策，促使水域開發案件

急遽增加，「水下文化資產判釋人員」及「水下探測技術人員」需求迫切，文化部文

資局爰鼓勵大專校院開設相關培育課程，提供業界人士、在學學生修習，藉此提升我

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能力與水準，符合國內水域開發所衍生水下文化資產調查需求。

「本課程不論在課程規劃、教學品質、學習成效考核等各方面都相當嚴謹，是一個高

水準且精實的『水下探測技術』實務課程，期望可以建構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育的雛

形。」 

修習該課程的學員，須完成54小時的理論課程、與16小時的海上實習實務課程，並經

文資局審核評量合格者，依據「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辦法」第六條授予合格證

書。理論課程皆於本校臺北校園舉行，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所長黃千芬、工程科學

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郭振華、海洋中心執行長劉家瑄、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臧振華

、及本校劉金源、歷史系教授李其霖等多位講師進行授課。內容涵蓋水下文化資產相

關法規、海洋地質環境介紹、水生系統與聲納應用，並介紹多種儀器與工具的使用

；海上實習實務課程則前往基隆望海巷潮境海灣實習，與進行側掃聲納、地層剖面儀

、多音束回聲測繪系統、海洋磁力儀、水下遙控潛器等探測儀器的實務操作。 

學員洪志偉感謝文資局舉辦相關課程，認為水下文資探測對自己來說是一項新的挑戰

，受過課程的培訓後，也讓自己的文化素養也會著提升，更增加了一份使命感，「未

來將積極爭取相關的探測工作，也希望能找到更多的水下文資來達成自己的成就。」

學員饒芳如分享，很高興從這門課了解水下文資的重要性，「水下探測技術除了可以



運用在文資方面，對於其它水下探測任務成果，也能做出更好的判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