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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科學研究船沿革

1972 第⼀艘研究船
「九連號」

圖片摘自各管理單位

1984「海研⼀號」

1993「海研三號」

1993「海研二號」

2018「勵進號」



科研成果(⼀)
海氣交互作用研究-建立⻄北太平洋浮標觀測網 貢獻我國災防觀測體系

錨碇NTU浮標觀測

空投ALAMO漂流浮標觀測
(Air Launched Autonomous Micro Observer)研究船佈放EM-APEX浮標觀測

Seaglider觀測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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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得天然氣水
合物(可燃冰)
實體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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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1
科研成果(二)



「基礎海洋研究」促進學術研究與各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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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海洋科學

研究

地質調查
採樣

國土
測繪

海洋
生態

海洋大氣
資料蒐集

氣候環境
變遷

圖片來源：Gerard Van der Leun



跨部會任務支援(⼀)
幻象戰機墜海打撈近2年 尋獲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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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任務支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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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7月，
經濟部地調所東北
海域礦產賦存潛能
調查與採樣



海洋科學研究船建置

新海研1號:大氣與海洋 新海研2號:生地化循環
新海研3號:海洋工程

勵進號:深海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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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船均具備
• DP動態定位系統（海上定點）
• 多音束測深儀（大面積海床掃描）
• 水下定位系統（水下目標追蹤可至

6000公尺）
• 先進漁探系統

• 海底地質剖面聲納（海床掩埋物）
• 都卜勒測流聲納（看不見的底流）
• ROV (3000 m, 勵進)
• 震測系統(1600 m⻑, 勵進)

「勵進」及「新海研1」
具備四十天以上之油、
水及食物⻑航能⼒



沿岸:
邊緣海

擴展研究海域
及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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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船未來⻑程規劃



海洋

生地化循環

生態環境與氣
候變遷
預測

漁業資源永續
經營

海洋生態系
統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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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