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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  

 
103 年 9 月 10 日 

報告人 

姓  名 

曾憲雄 

呂愛琴 

顧靜恆 

服務單位及職稱 
董事長 

副執行長 

網址組經理 

出國期間 103 年 8 月 26-30 日 出國地點 日本北九州 

出國事由 
參加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IIH-MSP-2014) 研討會 

報告書內容應包含：  

一、出國目的 

二、考察、訪問過程 

三、考察、訪問心得 

四、建議意見 

五、其他相關事項或資料 

 
（內容超出一頁時，可由下頁寫起） 

授     權 

聲  明  欄 

本出國報告書同意貴中心有權重製發行供相關研發目的之

公開利用。 

 
   授權人：                        （簽章） 

附一、請以「A4」大小紙張，橫式編排。出國人員有數人者，依會議類別或考察項目，彙整提出報告。 

註二、請於授權聲明欄簽章，授權本中心重製發行公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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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目的 

 

今年第十屆智慧資訊隱藏與多媒體訊號處理國際研討會議（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

IIH-MSP-2014），是由 IEEE 和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KUAS）作技術贊助，日本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負責主辦。會議內容包括國際最新智慧資訊隱藏與多媒體訊號處理，以

及網路相關應用等方面的研究論文發表與專題演講。 

多媒體技術與智慧能力的不斷提高，對於創造一個全球性的資訊基礎環境的啟用過程是

急需的，並可將世界各地的異質電腦網路和各種形式的資訊技術互相連結。此次 IIH-MSP 

2014 研討會議於 2014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假日本北九州市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參加此研討

會除與各國專家學者進行經驗與學術交流，並為投稿的論文進行發表報告，論文題目為

Building an IPv6 Virtual Lab with the Multi-level Training Mechanism。 

 

二、考察、訪問過程 

 

此次研討會安排了許多論文發表的場次以及大會所規劃特別主題的專題演講，大會海報

照片請見圖一： 

 

 
 

圖一、IIH-MSP 2014 大會 

 

8月 27日至 29日論文發表議程中，大會特地於 27-28日上午場次邀請國際專家學者做專

題演講，其餘為投稿論文發表的場次，所有報告都以英文進行簡報，會議議程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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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訪問心得 

 
此次大會邀請了許多 IEEE Fellow 進行專題演講，8月27日上午邀請了Charles E. Perkins

（見圖二）及中國大陸 C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的 Professor Yao Zhao（見圖三）進行專題

演講，講題分別為Redesigning the Future MoCile Internet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moCile 以及

DistriCuted / Multiple Description Image and Video Coding。 

 

  
 

圖二、Charles E. Perkins 專題演講 

 

 
圖三、Professor Yao Zhao 專題演講 

 

本次會議中由曾憲雄董事長（見圖四）負責主持 8 月 28 日下午 Session F3：IPv6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論文發表的場次，到場論文作者包括曾憲雄董事長、呂愛琴副執行

長、顧靜恆經理、蘇俊銘教授、Prof. Sinchai KAMOLPHIWONG、賴谷鑫教授、林文彥教授等

（見圖五），曾憲雄董事長並且投稿了兩篇論文均被審核通過，安排在該場次中發表。一篇

論文是由曾憲雄董事長、顧靜恆經理、呂愛琴副執行長、蘇俊銘教授及蔡更達工程師共同發

表的 Building an IPv6 Virtual Lab with the Multi-level Training Mechanism 論文(編號: F3-01)，另

一篇是由曾憲雄董事長、翁瑞鋒、胡莉玲及許乃文共同撰寫的 Ontology- based Anti-threa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IPV4/IPV6(編號:F3-05)。該場次有 6 篇論文發表，詳細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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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曾憲雄董事長主持論文發表場次並 

進行論文報告 

 

圖五、Session F3 場次論文發表作者(由右至

左)：蘇俊銘教授、林文彥教授、賴谷鑫教

授、Prof. Sinchai KAMOLPHIWONG、曾憲雄

董事長、呂愛琴副執行長及顧靜恆經理合影 

 

 

論文發表的每一篇論文報告時間為 20 分鐘，並且接受大家的提問。此次會議曾憲雄董

事長、呂愛琴副執行長及顧靜恆經理皆出席參加，論文 F3-01 由顧靜恆經理與蘇俊銘教授分

別上台進行論文簡報，主要是介紹建構一個具有多層次訓練機制的 IPv6虛擬實驗室，其中包

括三個層次的操作訓練，第一層次的基礎訓練是利用 IPv6虛擬實驗室進行線上課程和考試測

驗，第二層次是以模擬為基礎的訓練，利用 IPv6 虛擬實驗室的線上虛擬實驗進行操作評量 

(Web-based Assessment Virtual Experiment，WAVE)，第三層次以 IPv6 虛擬實驗室中虛擬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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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的實機操作訓練，以進行線上實機操作實驗 (Virtual-Machine-Based Hands-on 

Experiment)。本篇論文利用提出的方法，在 2013 年開設了 60 堂 IPv6 訓練課程，超過 2,000

訓練學員，學員滿意度達到李克特量表的 4.3 分，論文 F3-01 全文詳見附件一。 

論文 F3-05 由曾憲雄教授上台進行論文簡報，本論文中，提出以本體論為基礎的方法，

管理 IPv4不斷發展向 IPv6過渡時所遭遇複雜的安全知識。由於在 IPv4和 IPv6網路的共存下，

使安全策略更複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 IP網路威脅本體論的基礎下，提出了分類各種網

路攻擊和反威脅的工具本體，並提出收集，檢測和防護的解決方案以對抗攻擊。使得基於本

體論的反威脅決策支援系統提供的建議之下，讓使用 IPv6 網路時具有更安全的方式。論文

F3-05 全文請詳見附件二。 

在 IPv6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的場次中，林文彥教授（見圖六）提出了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for Solar Panel in IPv6 Network，利用 IPv6 網路的

優點作為太陽能板間監控傳輸重要工具，賴谷鑫教授（見圖七）提出了 A light-weight 

penetration test tool for IPv6 threats，做為 IPv6安全威脅測試上的工具，泰國 Prof. Sinchai 

KAMOLPHIWONG 提出了 An Enhancement of IPv4-in-IPv6 Mechanism，以強化 IPv4在 IPv6網路

傳輸上的效能。 

本次會議有許多國際專家學者都出席參加，藉此機會互相觀摩學習，在會議中並與國立

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張真誠榮譽教授（見圖八）、中華大學鄭芳炫副校長（見圖九）、國

立台南大學蘇俊銘教授（見圖十）以及 Charles E. Perkins（見圖十一）進行學術交流討論。張

真誠榮譽教授在網路技術場次發表之論文題目為 A Secure RFID Mutual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Conforming to EPC Class 1 Generation 2 Standard。鄭芳炫副校長發表之論文題目為

An Image Inpainting Method for Stereoscopic Images Based on Filling Route。 

 

 

 

  

 

圖六、林文彥教授論文報告 

 

圖七、賴谷鑫教授論文報告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D%8E%E5%85%8B%E7%89%B9%E9%87%8F%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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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曾憲雄董事長(左)與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張真誠榮譽教授(右)合影 

 

圖九、曾憲雄董事長(中)與中華大學鄭芳炫 

副校長(右)合影 

 

 

  
 

圖十、蘇俊銘教授於曾憲雄董事長主持場次

進行論文報告 

 

圖十一、呂愛琴副執行長(左)與大會專題演

講貴賓 Charles E. Perkins(右)於大會會場合影 

 

 

 

四、建議事項 

(一) 借由此研討會與來自各國的教授互相交流，建立彼此相互合作的機會，對於未來

IPv6 的推動有很大的幫助。 

(二) 網際網路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在多媒體應用及智慧資料的分析上都是重要的發展，

各國發表的論文成果值得多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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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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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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