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惠芬 教授 礦物與地球化學實驗室

研究內容：

• 礦物岩石學：研究臺灣特有寶石礦物，如臺灣藍寶(矽孔雀石藍玉髓)、閃玉
之礦床成因，以及培養寶石科學研究技術之從業人員，針對特殊寶石礦物
的物理與化學特性進行分析，並協助業界學生破解人工造假技術。2020-
2021已有數篇研究發表於ＧＩＡ期刊（Gems and Gemology)。

• 古氣候變遷：研究湖泊與海洋沉積物紀錄之極端事件，包括中國內陸乾旱
氣候區的氣候乾濕變化、西北太平洋地區的颱風強度與路徑變化、人類活
動影響等。探討ENSO、西風帶與ITCZ對於颱風路徑的影響。

學 歷：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研究所 理學博士

經 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研發處國際合作組組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地球科學研究所所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際處國際合作組組長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領域：礦物岩石學、地球化學、古氣候變遷



Huei-Fen Chen, Professor

Mineral and Geochemistry Lab

Research interest：

• Mineralogy research：the study of gemstone includes the special chryscolla of
chalcedony and nephrite in Taiwan. We research the genesis of ore deposits,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minerals. We also train the expertise of
gemology to help students unravel the artificial imitation. We have published some
papers in 2020-2021“Gems and Gemology”.

• Paleoclimate changes：the study of extreme events from lake and marine sediments
includes the humidity variation in arid north China, the intensity and track variations
of typhoons in north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human activity.

Education：Institute of Geo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 Director, Division of Acdemic Development, NTOU

• Chairman, Institute of Earth Sciences, NTOU

• Director,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TOU

Expertise：Mineralogy, Petrology, Geochemistry, Paleoclimate change



沸石礦物群之拉曼光譜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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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s 2021, 11, 167. https://doi.org/10.3390/min11020167
重要研究成果

• 沸石類望物共分為六大族群，本研究收集了
33種沸石礦物，建立六大族群的拉曼光譜之
鑑定特徵，並與美國亞歷桑納大學建立的
RRUFF資料庫進行比較。

• 歸納出沸石共同具有的Al-O-Al和Si-O-Si振
動模範圍

• 提供快速鑑定沸石種類的方法和資料庫比對



Elementa: Science of the Anthropocene 2021, 9 (1): 
00150. https://doi.org/10.1525/elementa.2020.00150

來自日月潭水庫沉積物的高解析度紀錄 ─人類活動與地質災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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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研究成果

• 藉由日月潭湖泊沉積物內的炭屑紀錄，
發現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人類焚燒森林
開墾的活動，並且記錄西元1934年日
本人建造水庫之前的大規模焚燒事件。

• 利用高解析度的XRF掃描技術獲得沉積
物中的Ca含量變化，可以指示大水沖
刷作用對於水泥原料的的稀釋效應，
而Ca含量的增加顯示當地對於水泥原
料的大量使用主要集中在建壩之後的
15年之內，以及1999年921大地震後
的災後重建時期。

• 岩心中的X光攝影顯示濁流層可以對比
到災害性的颱風降雨事件與1999年
921大地震。



Gemstone research published in 
“Gems & Gemology”

 Lin, S.H., Li, Y.H., Chen, H.F. and Fang, J.N. (2020) Dyed chalcedony 
imitation of chrysocolla-in-chalcedony. Gems and Gemology 56 
(1),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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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 S.H., Li, Y.H., Chen, H.F (2020) A new type of rutilated qu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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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tation: Laser-engraved rock crystal. Gems and Gemology 56(4), 
549-550. 

作者：林書弘1,2、李毓和1、陳惠芬1、方 建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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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拉曼光譜鑑定寶石礦物與人造添加物
• 雷射雕刻技術仿天然水液包體的破解方法
• XRF掃描技術破解天然玉髓染色仿品
• 提升寶石業界的科學鑑定與研究技術



Paleotyphoon ac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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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of the Past 15, 279-289. 

• Wang, L.C., Tang, Z.W., Chen, H.F., Li, H.C., Shiau,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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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28,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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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limnological evidence for lacustrin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paleo-typhoon records during the late 
Holocene in eastern Taiwan. Journal of Paleolimnology, 
https://doi.org/10.1007/s10933-020-00153-x

• 研究湖泊岩心沉積物紀錄
到的古颱風證據

• 西北太平洋全新世(1萬年
以來)的古颱風頻率與強
度研究

• 颱風路徑與ENSO、ITCZ、
NAO的影響 (30年與60
年周期)

• 中國歷史資料中的古颱風
與海難事件研究

蒙古攻打日本神風事件

中國東南沿海的古颱風次數統計

颱風南北遷移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