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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說明	

第一節 計畫說明 
隨著衛星定位技術的成熟及應用層面的普及，各機關(單位)

依其業務需求設置 GPS 連續觀測站，以進行精密定位ǵ地震監

測ǵ科學研究及 e-GPS 即時動態定位服務(自 103 年 9 月 1 日起

更名為 e-GNSS 時動態定位服務)等工作，內政部於 99 年 12 月

13 日邀集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地球所)ǵ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ǵ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簡稱地調所)ǵ經濟部

水利(以下簡稱水利)ǵ內政部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

稱國土測繪中心)等單位，召開Ȩ研商 GPS 連續觀測站資料共享

事宜ȩ會議，確認整合國內 GPS 連續觀測站分Ѳ資訊及共享觀

測資料有其必要性，並於 100 年 7 月 29 日由地球所ǵ地調所ǵ

水利ǵ內政部及本機關簽完成ȨGPS 連續觀測站資料共享合

作備忘錄ȩǶ 

內政部於前述會議召開後，將系統建置工作交由國土測繪中

心執行，於 100 年度納入前述共享單位之觀測資料，建立資料共

享及傳遞管道ǵ觀測站基本資料維護ǵ圖台查詢及申請下載等機

制Ƕ101 年度改採用本機關通用電子地圖成果為底圖ǵ調整及維

護共享單位資料傳遞方式外，並為達資源共享，避免資料重覆建

置，自 101 年 12 月 27 日起開放點位分Ѳ資訊供一般使用者查詢

使用Ƕ102 年度調整圖台顯示及衛星追蹤站基本資料維護內容Ƕ 

另為妥善管理控制測量成果，國土測繪中心於 100 年度系統

建置時納入基本控制點之查詢ǵ管理與維護機制，簡化點位查詢

機制並檢核點號重覆情形，於 104 年度整理完成基本衛星控制點

(TWD97 及 TWD97[2010]坐標成果)ǵ一等水準點及重力點等資

料，自 104 年 6 月 15 日起提供查詢使用，105 年度起整理 TWD67
坐標成果並逐步納入系統Ƕ相關資訊公Ѳ於本系統網站

(http://track. egnss.nlsc.gov.tw/CORS)Ƕ 

因多數直轄ѱǵ縣(ѱ)政府希望國土測繪中心協助建置控制

點查詢系統，國土測繪中心自 102 年度起針對加密控制點之管理

及查詢機制，邀請各直轄ѱǵ縣(ѱ)政府地政局(處)人員，舉辦

推廣使用之說明會議，計有 16 個直轄ѱǵ縣(ѱ)政府希望由本

機關協助建置Ƕ103 年開發完成Ȩ直轄ѱǵ縣(ѱ)控制點查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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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ȩ後，104 及 105 年分別協助 10 個及 6 個直轄ѱǵ縣(ѱ)政府

完成安裝與提供各界查詢使用，105 年度並協助完成匯入 95 至

105 年之加密控制測量成果Ƕ 

106 年度作業目標與範圍包含： 

1ǵ維護國土測繪中心及各縣ѱ政府控制點查詢系統功能與相關

模組正常運作Ƕ 
2ǵ調整本機關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

統及控制點建檔程式Ƕ 
3ǵ持續匯入控制點成果Ƕ 
4ǵ研提參奬相關文件Ƕ 

第二節 工作項目及內容說明 
一ǵ 維護國土測繪中心及各縣ѱ政府控制點查詢系統功能與相關

模組正常運作，維護內容至Ͽ包含: 

(一) 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點之查詢與管理模組 

1ǵ系統資料備份Ƕ 
2ǵ資料庫備份Ƕ 
3ǵ控制點成果備份Ƕ 

(二) 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 

1ǵ系統資料備份Ƕ 
2ǵ資料庫備份Ƕ 

二ǵ 調整本機關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

及控制點建檔程式，項目如下: 

(一) 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圖形查詢

功能 

1ǵ可於電腦ǵ行動裝置Ȑ至Ͽ包含 Android/iOSȑ之瀏覽器Ȑ至

Ͽ包含 Chrome/FireFox/IE/Safari/Edgeȑ正常顯示，並不得使用

plug-in 元件Ƕ 
2ǵ包含放大ǵ縮小ǵ平移ǵ全圖顯示ǵ框選查詢及屬性查詢等

功能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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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點建檔程式 

增加納入處理公告類別ǵ重力ǵ水準成果之控制點成果檔

(CON 格式)Ƕ 

三ǵ 持續匯入控制點成果 

(一) 協助直轄ѱǵ縣(ѱ)政府匯入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至Ͽ

2,000 點 ，一等水準點至Ͽ 2,000 點Ƕ 

(二) 106 年度公Ѳ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至Ͽ 150 點Ƕ 

四ǵ 研提參奬相關文件，參奬項目至Ͽ包含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之金界奬Ƕ 

五ǵ 協助有意願加入使用之縣(ѱ)政府，完成Ȩ直轄ѱǵ縣(ѱ)控
制點查詢系統ȩ建置作業，協助疑議處理及匯入加密控制測量

成果Ƕ 

第三節 工作執行進度與階段交付成果 
本計畫各階段成果交付成果及各工作項目辦理情形如表 1- 

1ǵ表 1- 2，詳細工作項目執行成果請參閱本報告書第三章Ƕ 

表 1- 1 交付項目辦理情形 

階

段 成果繳交項目 單

位

書面或

電子檔
數量

成果繳交 
期限 

實際交付 
日期 

第

1
階

段 

資訊系統維護紀錄單 份 書面 1 
106 年 7 月

31 日 
106 年 7 月 31

日 工作項目二-(一)測

試報告 
份 書面 1 

第

2
階

段 

交付參奬文件 份 書面 1 
106 年 10 月

31 日 
106年 10月 31

日 
工作項目二-(二)及三

測試報告 份 書面 1 
106 年 11 月

30 日 
106年 11月 30

日 最新版且完整之系統

設計及系統分析報告 份 電子檔 1 

資訊系統維護紀錄單 份 書面 1 
106 年 12 月

20 日 
106年 12 月 20
日 工作維護報告 份

書面 5 
電子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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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工作項目執行進度 

工作項目 執行進度 說明 
一ǵ維護國土測繪中心及各縣ѱ政府控制點查詢系統功能與相關模組正

常運作，維護內容至Ͽ包含: 
(一)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點之查詢與管

理模組 
1ǵ系統資料備份Ƕ 
2ǵ資料庫備份Ƕ 
3ǵ控制點成果備份Ƕ 

100% 已完成備份 

(二)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 
1ǵ系統資料備份Ƕ 
2ǵ資料庫備份Ƕ 

100% 已完成備份 

二ǵ調整本機關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及控

制點建檔程式，項目如下: 
(一)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版控

制點查詢系統圖形查詢功能 
1ǵ可於電腦ǵ行動裝置Ȑ至Ͽ包含

Android/iOSȑ之瀏覽器Ȑ至Ͽ包含

Chrome/FireFox/IE/Safari/Edgeȑ正常顯

示，並不得使用 plug-in 元件Ƕ 
2ǵ包含放大ǵ縮小ǵ平移ǵ全圖顯示ǵ

框選查詢及屬性查詢等功能Ƕ 

100% 已完成開發實作，

並交付程式碼與安

裝檔 

(二)控制點建檔程式 
增加納入處理公告類別ǵ重力ǵ水準成果

之控制點成果檔(CON 格式)Ƕ 

100% 已完成開發實作，

並交付程式碼與安

裝檔 
三ǵ持續匯入控制點成果: 
(一)協助直轄ѱǵ縣(ѱ)政府匯入歷年加密

控制測量成果至Ͽ 2,000 點 ，一等水準點

至Ͽ 2,000 點Ƕ 

100% 已匯入 9,880 點 

(二)106 年度公Ѳ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

至Ͽ 150 點Ƕ 
100% 已匯入 180 點 

四ǵ研提參奬相關文件，參奬項目至Ͽ包

含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之金界奬Ƕ 
100% 已交付 

五ǵ協助有意願加入使用之縣(ѱ)政府，

完成Ȩ直轄ѱǵ縣(ѱ)控制點查詢系統ȩ

建置作業，協助疑議處理及匯入加密控制

測量成果Ƕ 

100% 已完成屏東縣ǵ澎

湖縣安裝作業，並

協助 16個縣ѱ更新

網站及問題排除 



識別碼 任務名稱 預估開始時間 預估完成時間 完成百分比
1 1 維護本案各功能及模組 2017/2/17 2017/12/20 100%

2 1.1 衛㓝追蹤站及基本控制點之查詢及管理模組 2017/2/17 2017/12/20 100%

3 1.1.1 系統資料備份 2017/12/1 2017/12/20 100%

4 1.1.2 資料庫備份 2017/12/1 2017/12/20 100%

5 1.1.3 控制點成果備份 2017/12/1 2017/12/20 100%

6 1.1.4 維護與更新(配合實際反映時間處理) 2017/2/17 2017/12/20 100%

7 1.2 縣市版控制點查詢系統 2017/2/17 2017/12/20 100%

8 1.2.1 系統資料備份 2017/12/1 2017/12/20 100%

9 1.2.2 資料庫備份 2017/12/1 2017/12/20 100%

10 1.2.3 維護與更新(配合實際反映時間處理) 2017/2/17 2017/12/20 100%

11 2 調整本機關衛㓝追蹤站、基本控制點、縣市版控制點查詢系統
之圖形查詢功能

2017/2/17 2017/11/3 100%

12 2.1 圖形查詢功能 2017/2/17 2017/7/14 100%

13 2.1.1 圖台基本⊆能(㔥大、縮小、⹚移等) 2017/2/17 2017/3/23 100%

14 2.1.2 控制點查詢⊆能 2017/3/13 2017/5/12 100%

15 2.1.3 追蹤站查詢 2017/5/15 2017/6/16 100%

16 2.1.4 整合測試 2017/6/19 2017/7/14 100%

17 2.2 控制點建檔程式 2017/8/1 2017/11/3 100%

18 2.2.1 定義新版CON格式 2017/8/1 2017/8/18 100%

19 2.2.2 調整匯入與匯出⊆能 2017/8/21 2017/9/18 100%

20 2.2.3 調整編輯⊆能 2017/9/19 2017/10/6 100%

21 2.2.4 整合測試 2017/10/9 2017/11/3 100%

22 3 持續匯入控制點成果 2017/7/17 2017/11/17 100%

23 3.1 協助直轄ⷩ、縣(ⷩ)㔦府匯入歷⹛⊇密控制測量成果 2017/7/17 2017/9/15 100%

24 3.2 106⹛度公ⷪ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 2017/9/18 2017/11/17 100%

25 4 協助研提金界奬相關文件 2017/2/17 2017/10/31 100%

26 5 協助其他有意願之縣(市)政府完成系統建置與資料處理作業(配
合實際反㓞時間處理)

2017/2/17 2017/12/20 100%

27 6 專案管理 2017/2/21 2017/12/20 100%

28 6.1 溝通管理 2017/2/21 2017/12/19 100%

29 6.1.1 工作會議 2017/2/21 2017/12/19 100%

41 6.2 悋要悊程碑 2017/7/31 2017/12/20 100%

42 6.2.1 第一階段成果交付 2017/7/31 2017/7/31 100%

43 6.2.2 第二階段成果交付 2017/11/30 2017/12/20 100%

44 6.2.2.1 系統分析設計文件 2017/11/30 2017/11/30 100%

45 6.2.2.2 工作維護報告 2017/12/20 2017/12/20 100%

7/31

11/30

12/20

ĳıĲĸ年Ĳ月 ĳıĲĸ年Ĵ月 ĳıĲĸ年5月 ĳıĲĸ年ĸ月 ĳıĲĸ年ĺ月 ĳıĲĸ年ĲĲ月ĳıĲĹ年Ĳ月 ĳıĲĹ年Ĵ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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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使用技術 

第一節 PostgreSQL 

PostgreSQL 是一開放原始碼的關聯性資料庫方案，
PostgreSQL使用的是 BSD 版權協議，因此允許自由使用在商業
或非商業應用的兩種環境下，且不受版權限制的自主使用權或是

擴充延伸功能Ƕ由於 PostgreSQL 具有商業資料庫絕大部分的功
能，這能滿足絕大多數中小企業對資料庫的應用要求，而相對於 
MySQL 這同樣是開放的資料庫系統，PostgreSQL有更完整的關
聯式資料庫功能及優秀的穩定性Ƕ本計畫選擇使用 PostgreSQL
做為系統資料庫，主要有以下幾點考量： 

一ǵ 擁有強大的資料庫引擎：提供交易ǵ觸發ǵ內存程序等相關完

整的關聯式資料庫機制，能讓開發人員在開發過程中更方便的

操作Ƕ 

二ǵ PostgreSQL是取得容易，價格低廉的資料庫引擎：其 BSD授
權提供使用單位最便宜的成本Ƕ 

三ǵ 透過 PostGIS可讓 PostgreSQL完整支援空間資料，並提供多
項空間分析功能Ƕ 

第二節 PostGIS 

PostGIS是屬於 PostgreSQL的擴充套件，同樣屬於開放的免
費軟體，其主要功能是提供 PostgreSQL 支援空間資料型別ǵ空
間資料管理ǵ空間分析ǵ拓樸分析等Ƕ同時 PostGIS亦支援 OGC
的 Simple Feature標準，提供資料管理人員可直接使用 SQL指令
對空間資料進行查詢動作Ƕ 

PostGIS包含了一下特性： 

一ǵ 支援 POINTǵLINESTRINGǵPOLYGONǵMULTIPOINTǵ
MULTILINESTRINGǵMULTIPOLYGON和
GEOMETRYCOLLECTION等空間資料類型Ƕ 

二ǵ 支援Well-known text與Well-known binary等空間資料儲存格
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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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ǵ 提供簡單的空間分析函數，同時也提供其他具有複雜分析功能

的函數，例如 DistanceǶ 

四ǵ 提供一系列的比較函數Ȑ如 ContainsǵWithinǵOverlaps和
Touchesȑ用於檢查空間物件之間的空間關係Ƕ 

第三節 EASYMAP 

EASYMAP為本團隊自行研發之 API，用於開發WebGIS用
戶端的 JavaScript，其核心採用 OpenLayers，可於電腦ǵ行動裝
置Ȑ至Ͽ包含 Android/iOSȑ之瀏覽器Ȑ至Ͽ包含 Chrome 
50/FireFox 48/IE 11/Safari 9/Edgeȑ正常顯示，且不需使用 plug-in
元件Ƕ在建立地理空間資料的方法符合 OpenGIS 的 WMS 和
WFS 規範標準，可以通過遠端服務的方式，將以 OGC 服務形
式發佈的地圖資料載入到基於瀏覽器的用戶端中進行顯示Ƕ

EASYMAP 可支援的地圖來源包括 WMTSǵWMSǵGoogle 
MapsǵYahoo! Map等，足以滿足本案之需求Ƕ同時，EASYMAP 
API 也支援  ArcGis ServerǵMap server 等圖資主機，以及
GeoJSON formatǵGeoRSS feed等地理資訊系統格式，亦提供空
間分析功能，由於其核心是以 OpenLayers 為基礎，相當具有擴
充彈性Ƕ 

 

圖 2- 1EASYMAP API網站與說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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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jQuery 

jQuery是一套免費且跨瀏覽器的 JavaScript函式庫，主要是
強化 HTML與 JavaScript之間的操作，能讓開發人員輕易的操作
文件ǵ處理 DOM物件ǵ執行動畫效果ǵ事件處理ǵAJAX工作
等Ƕ 

AJAX全名為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XML，是一種網頁的
非同步處理技術，其最大優點就是能夠不更新整個頁面就可以進

行網頁的操作，省去以往在網頁操作時需要經常更換頁面的方

式，而且此項技術不需瀏覽器額外安裝任何程式即可使用Ƕ

jQuery充分整合了 AJAX的技術，並提供許多新穎的操作供開發
人員使用Ƕ 

jQuery主要有以下幾項特點： 

一ǵ 跨瀏覽器Ƕ 

二ǵ 使用 CSS語法查詢 DOM物件Ƕ 

三ǵ 處理網頁事件Ƕ 

四ǵ 產生特效及動畫Ƕ 

五ǵ 支援 Ajax各種操作Ƕ 

六ǵ 具有擴充性，能提供許多擴充套件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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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業內容及處理程序	

國土測繪中心於 100 年著手建置Ȩ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

制點查詢系統ȩȐ時稱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ȑ，統整

內政部ǵ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ǵ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ǵ經

濟部水利ǵ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衛星追蹤站資料，另將歷

年基本控制測量相關成果納入管理Ƕ本系統提供衛星追蹤站與基

本控制點之資料查詢ǵ圖台套疊展示及申請機制，相關ϟ紹請參

閱Ȩ附錄一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簡ϟȩǶ 

為將本案建置之控制點查詢模組做更有效的利用，擴充調整

為Ȩ直轄ѱǵ縣(ѱ)控制點查詢系統ȩ，輔助各縣ѱ控制點查詢管

理作業Ƕ國土測繪中心於 103 年 9 月 26 日辦理縣ѱ版加密控制

測量查詢及管理系統安裝協調會，依據各縣ѱ政府調查意願，以

及設備準備情形，於 104 至 105 年度陸續完成宜蘭縣ǵ基隆ѱǵ

桃༜ѱǵ新竹縣ǵ苗栗縣ǵ彰化縣ǵ南投縣ǵ雲林縣ǵ嘉義縣ǵ

嘉義ѱǵ台南ѱǵ高雄ѱǵ屏東縣ǵ花蓮縣ǵ臺東縣ǵ金門縣等

共計 16 個縣ѱȨ直轄ѱǵ縣(ѱ)控制點查詢系統ȩ建置作業Ƕ 

Ϟ年度除持續維護國土測繪中心與各縣ѱ系統之正常運作

並匯入控制點資料，另將調整圖台以相容於各種瀏覽器ǶϞ年度

擴充維護項目規劃與建議分述如下： 

第一節 維護本案各功能及模組 
 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點之查詢及管理模組 

Ϟ年度針對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點之查詢及管理模組進

行功能維護，以及系統資料ǵ資料庫及控制點成果備份Ƕ 

(一) 系統資料備份 

將佈於網站Ȑ192. *. *.201ȑ的系統程式碼複製到 FTP 主

機Ȑ192.*. *.4ȑ，備份資料以備份日期識別Ƕ 

(二) 資料庫備份 

以 PostgreSQL 語法將資料庫匯出，並以檔案儲存，再複製

到 FTP 主機Ȑ192.*. *.4ȑ，備份檔案以備份日期識別Ƕ 

(三) 控制點成果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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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FTP 主機Ȑ192.*. *.4ȑ之控制點成果檔案複製到其他主

機Ȑ192.*. *.202ȑ保存Ƕ 

第 1 階段備份日期為 106 年 6 月 30 日；第 2 階段備份日期

為 106 年 12 月 18 日，備份成果畫面請參閱圖 3- 1ǵ圖 3- 2Ƕ 

 

圖 3- 1 系統與資料庫備份成果畫面 

 

圖 3- 2 控制點成果備份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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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 

Ϟ年度針對已安裝Ȩ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ȩ之 16 個縣ѱ

進行功能維護，以及系統資料及資料庫備份Ƕ 

(一) 系統資料備份 

將各縣ѱ網站伺服器上的系統程式碼複製到國土測繪中心

FTP 主機Ȑ210.*. *.202ȑ保存，備份資料夾命依各縣ѱ命名Ȑ圖

3- 3ȑǶ 

(二) 資料庫備份 

以 PostgreSQL 語法將各縣ѱ資料庫匯出，並複製到國土測

繪中心 FTP 主機Ȑ210.*. *.202ȑ保存，備份資料夾命依各縣ѱ

命名Ȑ圖 3- 4ȑǶ 

第 1 階段備份日期為 106 年 7 月，第 2 階段備份日期為 106
年 12 月，各縣ѱ備份日期請參閱表 3- 1，備份成果畫面請參閱

圖 3- 3ǵ圖 3- 4Ƕ 

 

表 3- 1 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與資料庫備份日期一覽表 

縣ѱ 宜蘭縣 基隆ѱ 新竹縣 苗栗縣 

第 1 次備份日期 7/13 7/3 7/11 7/12 
第 2 次備份日期 12/7 12/7 12/7 12/7 

縣ѱ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嘉義縣 

第 1 次備份日期 7/18 7/3 7/18 7/3 
第 2 次備份日期 12/7 12/15 12/7 12/11 

縣ѱ 嘉義ѱ 台南ѱ 高雄ѱ 屏東縣 
第 1 次備份日期 7/12 7/5 7/3 7/3 
第 2 次備份日期 12/18 12/7 12/7 12/7 

縣ѱ 花蓮縣 臺東縣 金門縣 澎湖縣 
第 1 次備份日期 7/3 7/5 7/13 7/3 
第 2 次備份日期 12/7 12/7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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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備份成果畫面 

 

圖 3- 4 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資料庫備份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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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整本機關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

版控制點查詢系統及控制點建檔程式 
 圖形查詢功能 

圖台開發技術相當多元，從早期單機版圖台到現在網路版圖

台，這些年進步相當快，其中 Sliverlight 與 Flash 開發之圖台互

動性與效果非常優良，然而隨著智慧型裝置大量產生，3G/4G
網路速度加快，以往透過電腦觀看之圖台，也漸漸轉換由手機或

平板裝置進行瀏覽，而此部分 Sliverlight 與 Flash 的圖台無法於

၀裝置使用，也就漸漸轉向 HTML5 圖台技術之開發，2014 年

W3C 國際組織正式通過 HTML5 標準，使得以往開發圖台需要

採用外掛程式的架構有所改變Ƕ 

Ϟ年度要調整的系統圖台共計有兩個，一個是Ȩ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ȩ，另一個是

縣ѱ政府版之Ȩ控制點查詢管理系統ȩǶ前述二系統圖台原採用

Flash 技術開發，因逐漸受到各瀏覽器支援的限制，因此，圖台

功能需進行調整Ƕ 

本案相關系統之圖形查詢功能採用本團隊自行研發之

EASYMAP API 進行開發Ȑ相關資訊可參考第二章第三節ȑ，坐

標系統採用 EPSG:3857，各項功能簡ϟ如下： 

(一) 圖台基本操控功能 

1ǵ圖面比例尺與視窗範圍控制 
(1) 放大：電腦版可利用往上滾動滑鼠滾輪，或點選左側捲軸放

大地圖；行動版可利用雙指閉合由內往外推開，或點選左側

Ȩ＋ȩ放大地圖Ƕ 
(2) 縮小：電腦版可利用往下滾動滑鼠滾輪，或點選左側捲軸縮

小地圖；行動版可利用雙指由外往內閉合，或點選左側Ȩ－ȩ

縮小地圖Ƕ 
(3) 平移：電腦版可按下滑鼠左鍵並移動滑鼠，確定後放開滑鼠

左鍵，或點選左側捲軸上方的方向鍵移動地圖範圍；行動版

可利用手指拖曳地圖範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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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國土測繪中心－放大成果畫面(電腦版) 

  

圖 3- 6 國土測繪中心－放大成果畫面(行動版) 

  

圖 3- 7 國土測繪中心－縮小成果畫面(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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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國土測繪中心－縮小成果畫面(行動版) 

  

圖 3- 9 國土測繪中心－平移成果畫面(電腦版) 

  

圖 3- 10 國土測繪中心－平移成果畫面(行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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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ǵ切換底圖 

點選地圖右上方［切換底圖］功能，即可切換底圖Ƕ目前底

圖採用國土測繪中心圖資服務雲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ǵ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正射影像圖資Ƕ 

  

圖 3- 11 國土測繪中心－切換底圖成果畫面(電腦版) 

   

圖 3- 12 國土測繪中心－切換底圖成果畫面(行動版) 

3ǵ地圖測量工具 

提供距離測量ǵ多邊形測量ǵ༝面積測量等工具，進行圖面

測量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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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3 國土測繪中心－距離測量成果畫面 

  

圖 3- 14 國土測繪中心－多邊形測量成果畫面 

  

圖 3- 15 國土測繪中心－༝面積測量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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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追蹤站成果查詢功能 

追蹤站成果查詢功能之查詢項目包括行政區ǵ共享機關ǵ追

蹤站等，或於圖台框選查詢範圍，查詢完成後可於圖台套疊查詢

結果，並顯示查詢清單Ƕ 

 

圖 3- 16 國土測繪中心－衛星追蹤站查詢成果畫面 

 

圖 3- 17 國土測繪中心－衛星追蹤站屬性查詢成果畫面 

(三) 基本控制點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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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點查詢功能之查詢項目包含行政區ǵ計畫別ǵ公告

類別ǵ點名ǵ點號以及坐標系統，另外也可透過坐標進行半徑範

圍內查詢相關控制點資料查詢Ƕ查詢完成後可於圖台套疊查詢結

果，並顯示查詢清單Ƕ 

 

圖 3- 18 國土測繪中心－基本控制點一般查詢成果畫面 

 

圖 3- 19 國土測繪中心－基本控制點坐標查詢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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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 國土測繪中心－基本控制點屬性查詢成果畫面 

 

圖 3- 21 縣ѱ版－基本控制點一般查詢成果畫面(以新竹縣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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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2 縣ѱ版－基本控制點坐標查詢成果畫面(以新竹縣為例) 

 

圖 3- 23 縣ѱ版－基本控制點屬性查詢成果畫面(以新竹縣為例) 

 控制點建檔程式 

Ȩ控制點建檔程式ȩ主要為支援控制點調查作業於離線環境

之資料儲存與編輯ǶϞ年度配合增加納入處理公告類別ǵ重力ǵ

水準成果之控制點成果檔(CON 格式)，調整相關匯入ǵ匯出及編

輯功能，၁細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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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義新版 CON 格式 

依據需求，於 CON 格式最末增加三個欄位，分別為水準成

果ǵ重力ǵ公告類別Ƕ調整後之 CON 格式說明請參閱Ȩ附錄二 基
本測量成果檔案格式說明ȩǶ 

(二) 調整匯入與匯出功能 

依據重新定義之新版 CON 格式，調整Ȩ控制點建檔程式ȩ

之Ȩ控制點資料匯入ȩ功能可同時支援原 CON 格式，以及新版

之 CON 格式；Ȩ匯出ȩ功能，則統一匯出成新版 CON 格式Ƕ 

 

圖 3- 24 控制點建檔程式－主畫面 

 

圖 3- 25 控制點建檔程式－匯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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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整編輯功能 

1ǵ調整Ȩ編輯調查表ȩ功能 

於၀ϟ面增加編修水準成果ǵ重力ǵ公告類別資料Ƕ 

 

圖 3- 26 控制點建檔程式－編輯調查表功能畫面 

2ǵ調整顯示欄位設定功能 

於၀ϟ面增加編修水準成果ǵ重力ǵ公告類別資料項目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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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7 控制點建檔程式－顯示欄位設定畫面 

 

圖 3- 28 控制點建檔程式－顯示欄位設定後的顯示畫面 

3ǵ調整多筆修改欄位內容功能 

於၀ϟ面增加多筆修改公告類別資料項目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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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9 控制點建檔程式－多筆修改欄位內容功能畫面 

(四) 欄位資料內容檢核 

於၀ϟ面增加檢核水準成果ǵ重力ǵ公告類別資料項目Ƕ 

 

圖 3- 30 控制點建檔程式－欄位資料內容檢核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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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持續匯入控制點成果 
透過控制點匯入模組解析各點位的屬性 CON 檔與屬性附加

PRE 檔後，將資料存入控制點基本資料與成果相關資料表，並根

據計畫代碼和 OSID 上傳點位相片至成果正式區資料夾內Ƕ 

 106 年度公Ѳ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 

106 年度公Ѳ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包含內政部 105 年臺灣

一等水準網補建點位測量成果ǵ105 年臺灣彰雲嘉地區水準點測

量成果等 2 個計畫成果，共計 180 點，各計畫點數如表 3- 2Ƕ 

表 3- 2 106 年度公Ѳ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匯入資料統計一覽表 

計畫名稱 數量 
內政部 105 年臺灣一等水準網補建點位測量成果 5 
105 年臺灣彰雲嘉地區水準點測量成果 175 

合計 180 
 

 直轄ѱǵ縣(ѱ)政府一等水準點匯入資料統計一覽表 

Ϟ年度將 104 年臺灣一等水準網水準點測量成果ǵ104 年彰

雲嘉地區水準點測量成果ǵ內政部 105 年臺灣一等水準網補建點

位測量成果ǵ105 年臺灣彰雲嘉地區水準點測量成果等 4 個計

畫，共計 2,584 個點位成果，匯入直轄ѱǵ縣(ѱ)政府，各計畫

點數如表 3- 3Ƕ 

表 3- 3 直轄ѱǵ縣(ѱ)政府一等水準點匯入資料統計一覽表 

計畫名稱 數量 
104 年臺灣一等水準網水準點測量成果 2,243 
104 年彰雲嘉地區水準點測量成果 161 
內政部 105 年臺灣一等水準網補建點位測量成果 5 
105 年臺灣彰雲嘉地區水準點測量成果 175 

合計 2,584 
 

 直轄ѱǵ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一覽

表 

Ϟ年度將各縣ѱ歷年的加密控制點資料匯入各縣ѱ，各縣ѱ

匯入數量如表 3- 4 所示，၁細計畫名稱可參閱Ȩ附錄三 直轄ѱ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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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ȩǶ 

表 3- 4 直轄ѱǵ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一覽

表 

縣ѱ代碼 縣ѱ名稱 數量 
G 宜蘭縣 457 
J 新竹縣 670 
K 苗栗縣 747 
M 南投縣 855 
N 彰化縣 558 
P 雲林縣 481 
Q 嘉義縣 763 
R 臺南ѱ 1,160 
S 高雄ѱ 862 
T 屏東縣 1,128 
U 花蓮縣 1,038 
V 臺東縣 801 
W 金門縣 124 
X 澎湖縣 236 

合計 9,880 

第四節 協助研提金界奬相關文件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為表彰在地籍測量相關領域，具有優

良及創新表現之成就者ǵ貢獻者或產品，特設置金界獎Ƕ金界獎

又可區分為： 

 創新服務類：授予對於推動地籍測量相關業務具有創新，且對

於提升行政效率或便民服務有具體貢獻者Ƕ 

 測繪品質類：授予對地籍測量相關工作計畫Ȑ自辦或委外ȑ執

行實施品質管理，有效提升成果品質或降低錯誤率，成效優異

者Ƕ 

 應用系統類：授予對地籍測量相關業務有顯著應用貢獻之應用

系統Ƕ 

 產品技術類：授予本土開發優良地籍測量相關平台式軟體ǵ特

定應用標的之系統ǵ以及行動裝置應用為目的之應用程式ȐAPPȑ
及其他相關技術者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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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料參考來源為［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金界獎實施辦

法1］Ƕ本團隊依據本案特性，於計畫執行期間協助撰寫金界獎申

請文件，並於 106 年 10 月 31 日交付參獎文件，文件內容請參閱

Ȩ附錄四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金界奬申請

書ȩǶ 

第五節 協助其他有意願之縣(ѱ)政府完成系統建置

與資料處理作業 
國土測繪中心於 103 年 9 月 26 日辦理縣ѱ版加密控制測量

查詢及管理系統安裝協調會，依據各縣ѱ政府調查意願，以及設

備準備情形，於 104 至 106 年度陸續至各縣ѱ政府安裝系統Ƕ 

各縣ѱ需先備妥相關軟硬體設備，主機配置可參考表 3- 5
所列主機使用情形與規劃Ƕ至Ͽ需有 1 台裝有 Windows Server 
2008 作業系統主機，其用途包括網頁與系統處理ǵ資料暫存區ǵ

成果存放區與資料庫等伺服器Ȑ如主機使用情形中Ȩ1 台ȩ直欄，

在不同伺服器用途中以4個A表示皆為同一主機ȑ；或以Windows 
Server 2008 作業系統做為暫存ǵ網頁與系統伺服器，成果與資料

庫伺服器則於 Linux 環境運作Ȑ如主機使用情形中Ȩ2 台ȩ直欄，

在不同伺服器用途中以 AǵB 表示僅分 2 台主機ȑ；若硬體資源

充足，亦可依不同伺服器用途分 4 台主機建置系統Ȑ如主機使用

情形中Ȩ4 台ȩ直欄，在不同伺服器用途中以 AǵBǵCǵD 表示

分 4 台主機ȑǶ 

Ϟ年度完成屏東縣ǵ澎湖縣Ȩ控制點查詢系統ȩ安裝作業，

並配合Ϟ年度圖台改版，更新 15 個縣ѱ網站，各縣ѱ網站更新

日期如表 3- 6，其中金門縣因故無法進行遠端作業，因此無法進

行更新網站Ƕ除此之外，於計畫執行期間，協助全部 16 個縣ѱ

相關疑議處理，၁細情形請參閱Ȩ附錄五 系統維護紀錄單ȩǶ 

 

 

 

 

 

                                           
1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金界獎實施辦法： 
http://cadastralsurvey.org.tw/File/B/B01/2014122711033314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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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軟硬體規劃情形一覽表 

伺服器用途 作業系統 
主機使用情形 

備註 
4 台 2 台 1 台

暫存伺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8 A A A 

 FileZilla 
Server 0.9.41.0

 Python 2.72 

成果伺服器 Linux 
(Cent OS 6) B B A vsFTPd 2.2.2 

網頁與系統伺

服器 
Windows 
Server 2008 C A A 

 IIS 6.0 以上 
 .Net 

Framework 4.0

資料庫伺服器 Linux 
(Cent OS 6) D B A PostgreSQL 9.3 

註：如為 1 台伺服器的情形，作業系統需採用 Windows Server 2008 

 

表 3- 6 各縣ѱ網站更新一覽表 

縣ѱ 宜蘭縣 基隆ѱ 新竹縣 苗栗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嘉義縣

更新

日期 
11/27 11/28 11/27 11/28 11/27 12/1 11/24 9/8 

縣ѱ 嘉義ѱ 台南ѱ 高雄ѱ 屏東縣 花蓮縣 臺東縣 金門縣 澎湖縣

更新

日期 
11/28 11/23 11/27 11/13 

11/29 11/22 11/23 - 11/27 

 

  

                                           
2 應用於解析 FTP Log 程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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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ǵ 針對國土測繪中心及各縣ѱ網站與資料進行備份，在未來系統

ว生異常時，可利用備份資料還原系統，恢復系統營運Ƕ 

二ǵ 調整國土測繪中心衛星追蹤站ǵ基本控制點ǵ縣ѱ版控制點查

詢系統之圖台模組，以支援更多瀏覽器平台及行動裝置Ƕ 

三ǵ 配合 CON 檔增加公告類別ǵ重力ǵ水準成果需求，調整控制

點建檔程式，有助於日後交換調查資料的一致性與完整性Ƕ 

四ǵ 國土測繪中心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增加106
年度公Ѳ使用之基本控制點成果，共計 180 個點位成果Ƕ 

五ǵ 各縣ѱ控制點查詢系統增加一等水準點資料，共計 2,584 個點

位成果Ƕ 

六ǵ 各縣ѱ控制點查詢系統增加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各縣ѱ類

計 9,880 個點位成果Ƕ 

七ǵ 完成屏東縣ǵ澎湖縣控制點查詢系統建置與資料處理作業，並

協助各縣ѱ排除系統問題Ƕ 

第二節 建議 

壹ǵ 建立英文網站 

國土測繪中心預計於 107 年度，將本案成果進行推廣，爭取

國際榮耀，建議於 107 年度建立Ȩ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

查詢系統英文網站ȩǶ 

圖 4- 1 為Ȩ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ȩ網站功

能架構圖，各項功能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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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網站功能架構圖 

1ǵ整合系統入口：為ฦ入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

統之入口Ƕ 
2ǵ帳號及密碼管理：提供維護個人基本資料及密碼Ƕ 
3ǵ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提供查詢追蹤站觀測成果，及展示追

蹤站分佈及速度場資訊Ƕ 
4ǵ控制點成果查詢：提供查詢控制點測量成果，及展示控制點

分佈Ƕ 
5ǵ圖台：配合Ȩ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ȩ及Ȩ控制點成果查詢ȩ

之查詢及展示點位成果所需的圖台功能，以及放大ǵ縮小等基

本圖台操作功能及量測距離ǵKML 套疊ǵ底圖切換ǵ會員上

傳照片圖層功能Ƕ 
6ǵ購物車：提供使用者暫Ӹ欲下載的追蹤站或控制點成果資訊，

並提供申請功能Ƕ 
7ǵ成果申請與下載記錄：提供使用者查詢個人申請資訊，並提

供資料下載連結Ƕ 
8ǵ追蹤站管理：提供使用者管理維護追蹤站基本資料ǵ成果資

料及相關資料處理資訊Ƕ本項功能可分為Ȩ追蹤站基本資料維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制點查詢系統

1.整合系統入口

2.帳號及密碼管理

3.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

4.控制點成果查詢

5.圖台

6.購物車

7.成果申請與下載姿錄

8.追蹤站管理

9.控制點管理

10.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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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ȩǵȨ追蹤站成果異上傳ȩǵȨ追蹤站成果異常管理ȩǵȨ追蹤站

檢核情形ȩǵȨ成果缺漏天數資訊ȩ及Ȩ成果上傳/下載資料量資

訊ȩ等子功能Ƕ 
9ǵ控制點管理：提供使用者管理維護控制點基本資料ǵ成果資

料及相關資料處理資訊Ƕ本項功能可分為Ȩ控制點資料維護ȩǵ

Ȩ控制點異常成果維護ȩǵȨ控制點成果上傳ȩǵȨ控制點點位分

析ȩǵȨ控制點異動資訊ȩǵȨ測量計畫資料維護ȩǵȨ單機程式授

權管理ȩǵȨ會員上傳照片管理ȩ及Ȩ控制點資料查詢服務授權

設定ȩ等子功能Ƕ 
10ǵ系統管理：提供平台管理者執行共享機關ǵ使用者及角色群

組管理ǵ審核帳號申請單等平台維運所需各項功能Ƕ 

Ȩ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ȩ各項功能權限如

表 4- 1 所示，因本系統英文網站是以成果推廣為目的，建議後端

資料維護介面不需建立英文網頁；控制點資料申請部分，已於

106 年併入國土測繪圖資 e 商成，因此不需再另行建置英文網

頁，也無需建立ฦ入機制Ƕ 

排除前述功能，針對英文版網站，建議僅針對非會員功能進

行建置，包含：1.5 系統簡介ǵ1.6 系統操作說明ǵ1.7 最新消息ǵ

3.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ǵ4.控制點成果查詢ǵ5.1 基本操作ǵ5.2
框選範圍查詢ǵ5.3 量測距離ǵ5.4 底圖切換等 9 項功能Ƕ 

表 4- 1 網站功能角色權限一覽表 

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

用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 
成果處理

人員 

追蹤站 
成果處理

人員 

平台 
管理者

1.整合系統入口 
1.1 申請帳號 V       
1.2 ฦ入平台  V V V V V V 
1.3 忘記密碼  V V V V V V 
1.4 ฦ出平台  V V V V V V 
1.5 系統簡介 V V V V V V V 
1.6系統操作說

明 V V V V V V V 

1.7 最新消息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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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

用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 
成果處理

人員 

追蹤站 
成果處理

人員 

平台 
管理者

2.帳號及密碼管理1 
2.1個人資料維

護  V V V V V  

2.2 密碼變更  V V V V V  
3.衛星追蹤站

成果查詢 V V V V V V V 

4.控制點成果

查詢2 V V V V V V V 

5.圖台 
5.1基本操作 V V V V V V V 
5.2框選範圍查

詢 V V V V V V V 

5.3量測距離 V V V V V V V 
5.4底圖切換 V V V V V V V 
6.購物車 
6.1查詢購物車  V V V V V V 
6.2維護購物車  V V V V V V 
7.成果申請與

下載記錄  V V V V V V 

8.追蹤站管理 
8.1追蹤站基本

資料維護    V  V V 

8.2追蹤站成果

異常管理    V  V V 

8.3追蹤站成果

異常管理    V  V V 

8.4追蹤站檢核

情形    V    

8.5成果缺漏天

數資訊    V  V V 

8.6成果上傳/
下載資料量資

訊 
   V  V V 

9.控制點管理 
9.1控制點資料

維護     V  V 

                                           
1 Ȩ身分類別=非測繪中心人員ȩ，才提供此功能 
2 (1)非會員不可下載查詢結果；(2)Ȩ身分類別=測繪中心人員且資料權限=機密ȩ，方可查詢機密

控制點；(3)以Ȩ測繪中心人員ȩฦ入才可查加密控制點資料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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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

用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 
成果處理

人員 

追蹤站 
成果處理

人員 

平台 
管理者

9.2控制點異常

成果維護     V  V 

9.3控制點成果

上傳   V  V  V 

9.4控制點點位

分析   V  V  V 

9.5控制點異動

資訊   V  V  V 

9.6控制點下載

情形   V  V  V 

9.7測量計畫資

料維護   V  V  V 

9.8單機程式授

權管理   V  V  V 

9.9會員上傳照

片管理   V  V  V 

9.10控制點資

料查詢服務授

權設定 
  V  V  V 

10.系統管理 
10.1機關管理       V 
10.2使用者管

理       V 

10.3 群組管理       V 
10.4 表單管理       V 
10.4.1 待審核

表單 
      V 

10.4.2 表單審

核記錄 
      V 

10.5 最新消息

管理 
      V 

10.6 主版頁面

顯示管理 
      V 

10.7 系統參數

設定 
      V 

10.8 系統使用

情形 
      V 

10.9 使用空間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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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

用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 
成果處理

人員 

追蹤站 
成果處理

人員 

平台 
管理者

警示 

10.10到訪人次

統計 
      V 

 

貳ǵ 建立跨系統資料同步機制 

一ǵ 建立各縣ѱ基本控制點資料同步機制 

截至 106 年 12 月，已有 16 個縣ѱ完成控制點查詢系統安

裝，也開始對外營運Ƕ當國土測繪中心新增或修改基本控制點資

料時，需逐一將 CON 檔案資料複製到各縣ѱ，透過各縣ѱ的匯

入模組更新資料庫Ƕ礙於各縣ѱ資訊安全考量，每次遠端維護作

業皆需經過申請，更新資料難以即時反映到各縣ѱǶ建議於本網

站之 CON 檔案有更新時，自動將更新資料推送到各縣ѱ政府網

站，各縣ѱ政府網站可透過 CON 自動化匯入資料庫模組將資料

更新到資料庫，減Ͽ人為作業時間，縮短資料同步時間差距Ƕ圖

4- 2 為同步機制流程圖，虛線外框為需要擴充之機制Ƕ 

縣市版㉥制點
查詢系統-
CON自動化

匯入資料庫模組

縣市版FTP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
基本㉥制點查詢系統

荛㉦送資料

新增/編輯
控制點資料

產生CON檔
縣市版資料庫

匯入資料 荜匯入資料

㉦送資料
(CON檔)

CON檔

 

圖 4- 2 各縣ѱ基本控制點資料同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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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ǵ 建立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控制點詮釋資料同步機制 

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為國土測繪中心資料流通供應之對外

窗口，因應該網站需求，建議於本網站建立控制點詮釋資料同步

機制，當控制點資料有新增ǵ修改或刪除時，可將異動之控制點

詮釋資料即時同步到國土測繪空間資料庫詮釋資料表，相關流程

圖可參閱圖 4- 3ǵ圖 4- 4Ƕ 

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

匯入
詮釋資料

製作縮圖 ④產生縮圖

國土測繪圖資e
商城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
㉥制點查詢系統資料庫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
㉥制點查詢系統

荛儲存資料 新增/編輯
控制點資料

產生
詮釋資料檔
(XML)

荜上傳XML

 

圖 4- 3 控制點詮釋資料同步流程圖(新增ǵ修改) 

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

刪除
詮釋資料

刪除縮圖 ④刪除縮圖

國土測繪圖資e
商城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
㉥制點查詢系統資料庫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
㉥制點查詢系統

荛儲存資料 刪除
控制點資料

產生刪除之
計畫代碼檔
(XML)

荜上傳XML

 

圖 4- 4 控制點詮釋資料同步流程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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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ǵ 網站擴充建議 

一ǵ 控制點資料查詢服務 

(一) 擴充資料傳輸上限 

Ȩ控制點資料查詢服務ȩ於 103 年度開ว，基於資料安全性

與伺服器效能考量，限制每次回傳筆數上限為 100 筆資料Ƕ目前

已完成介接的應用系統包含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ǵ控制測量作業

規劃及成果檢核系統ǵ控制測量行動應用程式，由於回傳查詢結

果筆數有上限，無法滿足國土測繪中心介接應用系統之需求，建

議可放寬回傳上限的限制，例如：於介接應用系統引用服務的授

權設定的同時，增設回傳上限筆數的設定；Ȩ控制點資料查詢服

務ȩ的回傳結果，則依據前述設定，如該次查詢結果超過上限筆

數，僅回傳第一筆到上限筆數的資料，否則回傳全部資料Ƕ 

(二) 擴充 JSON 交換格式 

Ȩ控制點資料查詢服務ȩ為一 Web Services，其服務查詢與

回應採用最為普遍的 XMLȐ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ȑ格式Ƕ

XML 是一個完整性的標記語言，由一些特殊ӷ碼ȐCodeȑ或控

制標籤ȐTagȑ組成，具有結構性及較佳的延展性，並可透過軟

體經由一定的規則解讀後由文件輸出Ƕ 

JSON 基於 JavaScript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標準，是一

種以純文ӷ為基礎的結構化資料，可以透過特定的格式去儲Ӹ

ӷǵ數ӷǵ陣列ǵ物件資料，也可以透過物件或陣列來傳送較複

雜的資料，用於程式溝通或資料交換ǶJSON 具有以下優點： 

1ǵ格式容易瞭解，閱讀及修改方便Ƕ 
2ǵ支援許多資料格式 Ƕ 
3ǵ解析速度快Ƕ 
4ǵ數據的體積小Ƕ 
5ǵJSON 與 JavaScript 的交互更加方便Ƕ 
6ǵ相容性高，許多程式支援函式庫讀取或修改 JSON 資料Ƕ 

目前控制點資料查詢服務是以 XML 為資料交換基礎，而

JSON 格式的使用也與日俱增，建議可擴充支援 JSON 格式，除

可滿足不同使用者之需求，也可以大幅縮小資料傳輸量ǵ提高使

用便利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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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 JSON 格式 
<DOC> 
   <POINTNAME>天祥</ POINTNAME> 
   <PUBLISHRESULT>一等衛星控制點</ 
PUBLISHRESULT> 
  <OSID> E091</OSID> 
   <PLANNAME>內政部 101 年公告一等衛星控制點

</ PLANNAME> 
   <COORDINATESYSTEM>TWD97</ 
COORDINATESYSTEM> 
   <COORDINATEGRID>121</ COORDINATEGRID>
</DOC> 

{ 
"POINTNAME" : "天祥" 
"PUBLISHRESULT" : "一等衛星控制點" 
"OSID" : "E091" 
"PLANNAME" : "內政部 101 年公告一等衛星控制

點" 
"COORDINATESYSTEM" : "TWD97" 
"COORDINATEGRID" : "121" 
} 

圖 4- 5 XML 與 JSON 格式範例 

二ǵ 縣ѱ加密控制點之計畫編號規則 

目前網站的計畫編號規則為Ȩ點位等級＋年度(西元年 4 碼)
＋流水號(4 碼)ȩ，因縣ѱ加密控制點計畫包含引用之基本控制點

測量成果，而系統的 CON 自動化匯入資料庫模組係按照檔名排

序依序處理，導致該計畫第一筆資料多為基本控制點，致使加密

控制點計畫之編號無法識別期資料屬性Ƕ為讓計畫編號確實反映

計畫類別，建議調整 CON 自動化匯入資料庫模組之計畫編碼產

生規則，例如：調整 CON 處理區的檔案儲Ӹ架構，於資料夾上

層增設一個點位等級資料夾加以區分，CON 自動化匯入資料庫

模組則可依據資料儲Ӹ的點位等級資料夾定義計畫編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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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簡介 

壹ǵ 系統概述 

目前全國衛星追蹤站分別由內政部ǵ地球所ǵ水利ǵ中央

氣象局ǵ地調所ǵ臺灣大學ǵ成功大學ǵ交通大學等單位設立；

控制點亦自民國 82 年開始，由內政部及國土測繪中心陸續開辦

補建ǵ新建等管理維護作業Ƕ國土測繪中心為妥善管理與維護衛

星追踨站資料並建立共享機制，並建立基本控制測量相關成果統

合查詢ǵ管理ǵ維護與通報方式，以簡化控制點位查找與避免點

位重複建置情形，規劃建置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

彙整管理衛星追踨站及基本控制測量相關成果，提供單一查詢入

口，以利各界查詢使用前述彙整成果Ƕ 

目前納入衛星追蹤站資料共享的機關包含地球所ǵ地調所ǵ

水利ǵ內政部及國土測繪中心Ƕ地球所ǵ地調所ǵ水利各追

蹤站之觀測資料為 1 天儲存成 1 檔案，容量約 0.5 MBȐ以壓縮

成 Z 檔計算ȑ；內政部及國土測繪中心各追蹤站，則為 1 ࣾ收集

1 筆觀測成果，再由程式進行資料檢核ǵ疏化及壓縮為 30 ࣾ收

集 1 筆，1 天儲存成 1 檔案，容量約 0.5 MBȐ以壓縮成 Z 檔計

算ȑǶ 

本計畫接收各共享機關之衛星追蹤站資料，與中央氣象局ǵ

高雄市政府等非共享機關之衛星追蹤站資料，以及內政部及國土

測繪中心之基本控制測量成果，建立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

系統ȩ，提供各界查詢使用Ƕ有關非共享平台所屬機關之 GPS 觀

測成果，係以整理其成果並將點位展示於圖台，供民眾於未ฦ入

情形下即可查詢Ƕ 

目前各共享機關與非共享機關提供之衛星追蹤站資料及國

土測繪中心之基本控制測量成果，請參閱附表 5- 1 至附表 5- 4： 

附表 5- 1 衛星追蹤站站數統表一覽表 

項次 機關單位 數量 
1 中央研究院地球ࣽ學所 63 
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64 
3 健行ࣽ技大學 1 
4 內政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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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機關單位 數量 
5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61 
6 彰化縣政府 1 
7 新竹縣政府 1 
8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93 
9 經濟部水利 18 
10 臺中市政府 10 
11 臺北市政府 4 
12 臺南市政府 8 
1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2 
14 高雄市政府 10 

 合計 443 

 

附表 5- 2 共享機關觀測成果數量統計表 

 

附表 5- 3 共享機關資料傳遞情形統計表 

機關名稱 需求傳遞數量(1 站 1 天 1 筆) 
中央研究院地球ࣽ學所 153,870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85,977 
經濟部水利 213,709 
合計 653,556 

 

 

 

機關名稱 追蹤站

數量 
開始接收

日期 
最後接收

日期 
資料數量 

(1 站 1 天 1 筆)
內政部及國土測繪中心 68 2005/5 2017/10/26 285,977 
中央研究院地球ࣽ學所 63 1990/5 2017/10/26 321,026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93 2002/6 2017/10/26 258,142 

經濟部水利 18 2010/1 2017/10/26 30,950 
合計 242   896,095 



附錄一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簡介 

附 1--3 

附表 5- 4 各等級控制點資料現況 

等級分類 範圍 坐標系統 數量

ĩ點Ī 資料建置年度 

衛星追蹤站 全國 TWD97 8  84 
TWD97[2010] 18  100 

一等衛星控制點

(GPS 連續站) 
全國 TWD97[2010] 219 100 

一等衛星控制點 全國 TWD97 168 85ǵ88ǵ90ǵ91 
TWD97[2010] 105 100 

二等衛星控制點 全國 TWD97 938 85ǵ88ǵ90 
TWD97[2010] 569 100 

三等衛星控制點 全國 TWD67 1989 84ǵ85ǵ86ǵ87ǵ88ǵ
89 

TWD97 6286 84ǵ85ǵ86ǵ88ǵ89ǵ
90ǵ91ǵ92ǵ93 

TWD97[2010] 2102 100 
一等水準點 全國 TWD97 7561 89ǵ92ǵ98ǵ103ǵ

104ǵ105    
絕對重力點 全國 TWD97 17 103 
一等重力點 全國 TWD97 683 103 
二等重力點 全國 TWD97 6080 103 
加密控制點 全國 TWD97[2010] 19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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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ǵ 資料接收處理程序 

在接收處理的部分，可分為追蹤站成果資料接收處理及控制

點資料接收處理，以下၁述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針

對兩種資料接收處理規劃之程序Ƕ 

一ǵ 追蹤站成果資料接收處理程序 

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之衛星追蹤站觀測資料來

源包括地球所ǵ地調所及水利 30 ࣾ 1 筆之觀測成果，與內政

部及國土測繪中心 1 ࣾ 1 筆之觀測成果，各機關除需提供Ȩ全國

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資料外，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

系統ȩ亦需自動傳遞部分觀測成果給前述共享機關，以下說明共

享機關資料接收及共享機關資料傳遞兩種資料交換程序： 

(一) 共享機關資料接收程序 

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在接收共享機關程序的部

分，分成國土測繪中心自動讀取及共享機關自行上傳觀測成果兩

種方式，前者由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提供Ȩ追蹤站

成果讀取模組ȩ安裝於國土測繪中心，定時自動讀取各共享機關

提出的追蹤站觀測成果，並存放於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

統ȩ的追蹤站成果暫存區，自動讀取模式適用於如地球所或水利

此類已建置 FTP Server 提供其他機關交換追蹤站成果之單

位；後者由國土測繪中心架設 FTP Server，共享機關可選擇安裝

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另行提供之Ȩ追蹤站成果上傳

模組ȩ，自動讀取共享機關特定目錄的追蹤站觀測成果，並上傳

至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的追蹤站成果暫存區或安裝

FTP Client 軟體，即可自行上傳追蹤站觀測成果Ƕ 

 

附圖 5- 1 國土測繪中心自動讀取觀測成果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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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2 共享機關自行上傳觀測成果程序圖 

(二) 共享機關資料回傳程序 

本系統在回傳共享機關程序的部分，分成國土測繪中心自動

回傳及共享機關自行下載觀測成果兩種方式，前者由Ȩ全國衛星

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提供Ȩ追蹤站成果回傳模組ȩ安裝於國土

測繪中心，定時將平台管理者設定提供各共享機關的追蹤站觀測

成果，傳遞回各共享機關，自動讀取模式適用於如地球所或水利

此類已建置 FTP Server 提供其他機關交換追蹤站成果之單

位；後者由國土測繪中心架設 FTP Server，共享機關可選擇安裝

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ȩ另行提供之Ȩ追蹤站成果下載

模組ȩ，自動將平台管理者設定提供各共享機關的追蹤站觀測成

果，從國土測繪中心 FTP Server 追蹤站成果暫存區讀取觀測成果

檔，並傳遞回各共享機關Ƕ 

 

附圖 5- 3 國土測繪中心自動回傳觀測成果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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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4 共享機關自行下載觀測成果程序圖 

(三) 追蹤站成果資料檢核與匯入 

完成各共享機關資料傳送接收後，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

合系統ȩ需針對取得之觀測成果進行資料檢核Ȑ如新增追蹤站ǵ

資料異常ȑ，並疏化為 30 ࣾ一筆資料後進行壓縮，再轉存至正式

區，並刪除原始檔案；未通過檢核，或因故無法匯入之檔案，將

搬移到待檢核確認之衛星追蹤站資料夾Ƕ 

當ว現有新增的追蹤站時，將ว送通知給平台管理者及資料

傳送單位管理者，告知需建立新增追蹤站基本資料，以利資料匯

入Ƕ 

 

附圖 5- 5 新增追蹤站成果檢核與匯入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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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6 既有追蹤站成果檢核與匯入程序圖 

二ǵ 控制點成果資料接收處理程序 

控制點成果資料來源為內政部及國土測繪中心存管之一ǵ二

及三等控制點成果檔，使用者上傳批次控制點成果或單點控制點

成果至控制點成果暫存區，並由系統定期掃描控制點成果暫存

區，並檢核暫存區之控制點成果Ƕ 

 

附圖 5- 7 控制點位成果資料接收處理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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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檢核之控制點成果，會將屬性資料更新至資料庫，並將

點之記及點位相片之影像資料轉存至國土測繪中心的成果區，其

目錄架構為Ȩ/CTRDATA/計畫編號/控制點號ȩ，其中計畫編號為

本系統自訂，編碼規則為Ȩ控制點等級代碼 1 碼+西元年度 4 碼+
流水號 4 碼ȩǶ以Ȩ97 年臺灣一等水準網水準點測量成果－寧馨

公園ȐL5001ȑȩ控制測量成果為例，၀計畫為西元 2009 年所建

置的第一筆一等水準點作業計畫，故其控制點成果檔存放路徑為

Ȩ/CTRDATA/L20090001/L5001ȩǶ 

 

附圖 5- 8 控制點位成果區存放路徑 

參ǵ 系統功能簡介 

考量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的資料供應對象ǵ功能權

限及資料權限等需求，規劃非會員Ȑ外部使用者ȑǵ一般使用者ǵ

控制點管理者ǵ追蹤站管理者ǵ控制點成果處理人員ǵ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員及平台管理者七種角色，並規劃Ȩ整合系統入口ȩǵȨ帳

號及密碼管理ȩǵȨ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ȩǵȨ控制點成果查詢ȩǵȨ購

物車ȩǵȨ成果申請與下載記錄ȩǵȨ追蹤站管理ȩǵȨ控制點管理ȩǵ

Ȩ系統管理ȩǵȨ備份還原ȩǵȨ資料接收處理模組ȩǵȨ使用空間警

示模組ȩǵȨ坐標轉換模組ȩǵȨ圖台ȩ及Ȩว送通知模組ȩǵȨ成果

檔案打包模組ȩǵȨ單機版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ȩǵȨ控制點資料

查詢服務ȩ等十八個功能模組；其中Ȩ坐標轉換模組ȩǵȨ控制點

資料查詢服務ȩ為 Web Service，Ȩ備份還原ȩǵȨ使用空間警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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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ȩǵȨ資料接收處理模組ȩǵȨว送通知模組ȩ及Ȩ成果檔案打包

模組ȩ為系統底層功能，Ȩ單機版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ȩ為單

機版視窗程式，其餘均為系統網站功能Ƕ系統功能架構及功能權

限如附圖 5- 9 及附表 5- 5 所示Ƕ 

一ǵ 整合系統入口：為國土測繪中心內部人員及其他機關人員ฦ入

全國衛星追蹤站資料整合系統之入口Ƕ 

二ǵ 帳號及密碼管理：提供維護個人基本資料及密碼Ƕ 

三ǵ 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提供查詢追蹤站觀測成果，及展示追蹤

站分佈及速度場資訊Ƕ 

四ǵ 控制點成果查詢：提供查詢控制點測量成果，及展示控制點分

佈Ƕ 

五ǵ 圖台：配合Ȩ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ȩ及Ȩ控制點成果查詢ȩ之

查詢及展示點位成果所需的圖台功能，以及放大ǵ縮小等基本

圖台操作功能Ƕ 

六ǵ 購物車：提供使用者暫存欲下載的追蹤站或控制點成果資訊，

並提供申請功能Ƕ 

七ǵ 成果申請與下載記錄：提供使用者查詢個人申請資訊，並提供

資料下載連結Ƕ 

八ǵ 追蹤站管理：提供使用者管理維護追蹤站基本資料ǵ成果資料

及相關資料處理資訊Ƕ本項功能可分為Ȩ追蹤站基本資料維護ȩǵ

Ȩ追蹤站成果上傳ȩǵȨ追蹤站成果異常管理ȩǵȨ追蹤站檢核情

形ȩǵȨ成果缺漏天數資訊ȩ及Ȩ成果上傳/下載資料量資訊ȩ等

子功能Ƕ 

九ǵ 控制點管理：提供使用者管理維護控制點基本資料ǵ成果資料

及相關資料處理資訊Ƕ本項功能可分為Ȩ控制點資料維護ȩǵȨ控

制點異常成果維護ȩǵȨ控制點成果上傳ȩǵȨ控制點點位分析ȩǵ

Ȩ控制點異動資訊ȩ及Ȩ控制點下載情形ȩ等子功能Ƕ 

十ǵ 系統管理：提供平台管理者執行共享機關ǵ使用者及角色群組

管理ǵ審核帳號申請單等平台維運所需各項功能Ƕ 

十一ǵ 備份還原：為系統底層功能，提供執行系統程式碼及資料庫

之備份及還原功能Ƕ 

十二ǵ 資料接收處理模組：為系統底層功能，負責接收處理及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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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追蹤站觀測成果及控制點位成果Ƕ 

十三ǵ 使用空間警示模組：為系統底層功能，負責定時掃描磁碟空

間及資料庫可用空間資訊，並於空間不足時自動ว送警示通知

功能Ƕ 

十四ǵ 坐標轉換模組：提供坐標框架轉換功能，၀轉換則是依據

ITRS 提供之 ITRF 國際參考框架參數進行轉換Ƕ 

十五ǵ ว送通知模組：為系統底層功能，負責定時ว送Ȩ成果缺漏

天數清單ȩ及Ȩ停用追蹤站清單ȩ之功能Ƕ 

十六ǵ 成果檔案打包模組：為系統底層功能，負責將使用者申請的

資料挑選出來並進行壓縮後提供使用者下載Ƕ 

十七ǵ 單機版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為一單機版視窗程式，支援

控制點調查作業於離線環境之資料儲存與編輯，以 CON 檔做為

資料流通格式，並提供報表輸出功能Ƕ 

十八ǵ 控制點資料查詢服務：為 Web Service，提供國土測繪中心其

他應用系統，如Ȩ測繪圖資申購及管理系統ȩǵȨ國土測繪資訊

整合流通倉儲服務網站ȩ介接查詢控制點資料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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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9 系統功能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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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5 網站功能角色權限對照表 

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用

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成

果處理人

員 

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

員 

平台管理

者 備註 

1.整合系統入口 

1.1 申請帳號 V        
1.2 ฦ入平台  V V V V V V  
1.3 忘記密碼  V V V V V V  
1.4 ฦ出平台  V V V V V V  
1.5 系統簡介(靜) V V V V V V V  
1.6 系統操作說明(靜) V V V V V V V  
1.7 最新消息 V V V V V V V  

2.帳號及密碼管理 

2.1 個人資料維護  V V V V V  
Ȩ身分類

別=非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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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用

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成

果處理人

員 

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

員 

平台管理

者 備註 

2.2 密碼變更  V V V V V  

中 心 人

員ȩ，才可

使用這個

功能 
3.衛星追蹤站成果查

詢 V V V V V V V 
(1)非會員

不可下載

查詢結果 
(2) Ȩ身分

類別=測繪

中心人員

且資料權

限 = 機

密ȩ，方可

查詢機密

控制點 

4.控制點成果查詢 V V V V V V V 

5.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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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用

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成

果處理人

員 

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

員 

平台管理

者 備註 

5.1基本操作 V V V V V V V  
5.2 框選範圍查詢 V V V V V V V  
5.3量測距離 V V V V V V V  
5.4底圖切換 V V V V V V V  

6.購物車 

6.1查詢購物車  V V V V V V  
6.2維護購物車  V V V V V V  
7.成果申請與下載記

錄  V V V V V V  

8.追蹤站管理 

8.1追蹤站基本資料

維護    V  V V  

8.2追蹤站成果異常

管理    V  V V  

8.3追蹤站成果異常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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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用

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成

果處理人

員 

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

員 

平台管理

者 備註 

管理 
8.4追蹤站檢核情形    V     
8.5成果缺漏天數資

訊    V  V V  

8.6成果上傳/下載資

料量資訊    V  V V  

9.控制點管理 

9.1控制點資料維護     V  V  
9.2控制點異常成果

維護     V  V  

9.3控制點成果上傳   V  V  V  
9.4控制點點位分析   V  V  V  
9.5控制點異動資訊   V  V  V  
9.6控制點下載情形   V  V  V  
9.7測量計畫資料維

護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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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用

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成

果處理人

員 

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

員 

平台管理

者 備註 

9.8單機程式授權管

理   V  V  V  

9.9會員上傳照片管

理   V  V  V  

9.10控制點資料查詢

服務授權設定   V  V  V  

10.系統管理 

10.1機關管理       V  
10.2使用者管理       V  

10.3 群組管理       V  

10.4 表單管理       V  

10.4.1 待審核表單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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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功能 

角色 
 
功能 

非會員 一般使用

者 
控制點 
管理者 

追蹤站 
管理者 

控制點成

果處理人

員 

追蹤站成

果處理人

員 

平台管理

者 備註 

10.4.2 表單審核記錄       V  

10.5 最新消息管理       V  

10.6 主版頁面顯示管

理 
      V 

 

10.7 系統參數設定       V  

10.8 系統使用情形       V  

10.9 使用空間警示       V  

10.10 到訪人次統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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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基本測量成果檔案格式說明 

一. 目錄架構及內容 

(一) 依點號(OSID)分Ӹ，每 1目錄內僅Ӹ放單 1點位成果Ƕ 

(二) 相片內容:依點號及相片內容分類Ƕ 

(三) 新版點位屬性說明檔(CON) Ƕ 

二. 檔案格式說明 

(一) 點位相片: 

1. OSID-0:點之記 

2. OSID-1:標石頂端俯視面Ȑ維護狀況為良好時ȑ 

3. OSID-2:點位透空環境 1Ȑ維護狀況為良好時ȑ 

4. OSID-3:點位透空環境 2Ȑ維護狀況為良好時ȑ 

5. OSID-4:點位透空環境 3Ȑ維護狀況為良好時ȑ 

6. OSID-5:標石東面 

7. OSID-6:標石西面 

8. OSID-7:標石南面 

9. OSID-8:標石北面 

10. OSID-9:標石頂端俯視面Ȑ維護狀況為遺失ǵ移動毀損或

無法到達時ȑ 

11. OSID-10:點位透空環境 1Ȑ維護狀況為遺失ǵ移動毀損或

無法到達時ȑ 

12. OSID-11:點位透空環境 2Ȑ維護狀況為遺失ǵ移動毀損或

無法到達時ȑ 

13. OSID-12:點位透空環境 3Ȑ維護狀況為遺失ǵ移動毀損或

無法到達時ȑ 

(二) 點位屬性說明檔(CON): 

1. 計畫名稱 

2. 點名 

3. 點號(個別計畫中使用的 4碼點號) 

4. 種類等級 

5. 縣市,鄉鎮,里 

6. 標石號碼 

7. 標石質 

8. 測設機關 

9. 測設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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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地產權 

11. 地質狀況 

12. 露出高度 

13. 頂面刻ӷ 

14. 東面刻ӷ 

15. 西面刻ӷ 

16. 南面刻ӷ 

17. 北面刻ӷ 

18. 維護狀況 

19. 十ӷ狀況 

20. 電信設備(以逗號分隔，每 4 段資料為 1 項設備，每段內

容依序為Ȝ名稱ȝ,Ȝ距離ȝ,Ȝ方位角ȝ,Ȝ仰角ȝ) 

21. 遮蔽物(以逗號分隔，每 5段資料為 1 項設備，每段內容

依序為Ȝ名稱ȝ,Ȝ距離ȝ,Ȝ起始方位角ȝ,Ȝ終止方位角ȝ,

Ȝ仰角ȝ) 

22. 觀測者高度 

23. X 坐標,Y 坐標(目前未使用，改由 pre 檔紀錄公告坐標與

展點坐標) 

24. 出ว地,耗時,里程,下車地 

25. 步行時間(分鐘為單位) 

26. 說明 

27. 建議事項 

28. 調查機關 

29. 調查日期民國年,月,日 

30. 調查人員級職 

31. 調查人員姓名 

32. 調查人員地址 

33. 調查人員電話 

34. 調查人員信箱 

35. 注意事項 

(1) 格式：0000000000000(由 13 個 0ǵ1組成，0為非，1

為是) 

(2) 各項意義如下： 

Aǵ 需 4WD 

Bǵ 需機車 

Cǵ 需短車身 

Dǵ 需ฦ山 

Eǵ 需背包 

Fǵ 需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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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ǵ 需標竿 

Hǵ 需砍刀 

Iǵ 手機不良 

Jǵ 透空不良 

Kǵ 無法架設 

Lǵ 需公文 

Mǵ 需聯絡人 

36. 繩梯長(公尺為單位) 

37. 受文單位 

38. 受文地址 

39. 聯絡對象 

40. 聯絡電話 

41. 已公告點號 

42. 已公告 E 

43. 已公告 N 

44. 已公告 H 

45. 展點點號 

46. 展點 E(經度) 

47. 展點 N(緯度) 

48. 展點 H 

49. OSID 
50. 點位種類(已知點或新設點) 

51. 事務所代碼 

52. 點位設置地點 

53. 鄰近點位(以逗號分隔，每 4 段資料為 1 項點位，每段內

容依序為Ȝ點號ȝ,Ȝ距離ȝ,Ȝ方位角ȝ,Ȝ通視良好或不

佳ȝ) 

54. 測量現況 

55. 公告坐標系統 

56. 建築物名稱 

57. 現況備註 

58. 觀測備註 

59. 展點坐標系統 

60. 縣市碼,地段碼,地段延伸碼,地號母號,地號子號 

61. 水準成果 

62. 重力 

63. 公告類別 



附錄三 直轄ѱ、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 

附 3-1 
 

附錄三 直轄ѱ、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 

縣ѱ

代碼 
縣ѱ 
名稱 

計畫名稱 數量 

G 宜蘭縣 93年度宜蘭縣南澳澳花及蘭崁山四等控制點 4 
G 宜蘭縣 94年度宜蘭縣三星鄉農村社區四等控制點 5 
G 宜蘭縣 九十一年度宜蘭縣冬山縣辦重測局四等控制點 28 
G 宜蘭縣 九十一年度宜蘭縣頭城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8 
G 宜蘭縣 九十二年度宜蘭縣礁溪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G 宜蘭縣 九十二年度宜蘭縣蘇澳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5 
G 宜蘭縣 九十三年度宜蘭縣五結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G 宜蘭縣 九十三年度宜蘭縣員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9 
G 宜蘭縣 九十下半年度宜蘭縣礁溪測區四等控制點 44 
G 宜蘭縣 九十四年度宜蘭縣冬山測區四等控制點 21 
G 宜蘭縣 九十四年度宜蘭縣辦頭城測區四等控制點 40 
G 宜蘭縣 九十年度宜蘭縣壯圍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1 
G 宜蘭縣 八十九(含九十)年度宜蘭縣冬山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70 
G 宜蘭縣 八十九年度宜蘭縣頭城測區(含縣辦)四等控制點 70 
G 宜蘭縣 八十八年度宜蘭縣蘇澳測區精密導線點 15 
G 宜蘭縣 八十三年度宜蘭縣宜蘭測區精密導線點 20 
G 宜蘭縣 八十五年度宜蘭縣五結測區精密導線點 5 
G 宜蘭縣 八十四年度宜蘭縣五結測區精密導線點 10 
J 新竹縣 九十一年度新竹縣竹北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3 
J 新竹縣 九十一年度新竹縣湖口測區四等控制點 79 
J 新竹縣 九十二年度新竹縣局辦竹北重測區四等點 55 
J 新竹縣 九十三年度新竹縣局辦新埔重測區四等點 43 
J 新竹縣 九十三年度新竹縣橫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4 
J 新竹縣 九十四年度新竹縣竹東測區四等控制點 37 
J 新竹縣 九十年度新竹縣竹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J 新竹縣 八十七年度新竹縣湖口測區精密導線點 50 
J 新竹縣 八十九年度新竹縣新豐測區四等控制點 100 
J 新竹縣 八十九年度新竹縣寶山測區四等控制點 32 
J 新竹縣 八十八年度新竹縣湖口測區精密導線點 26 
J 新竹縣 八十八年度新竹縣寶山測區精密導線點 41 
J 新竹縣 八十三年度新竹縣竹東測區精密導線點 36 
J 新竹縣 八十五年度新竹縣芎林測區精密導線點 45 
J 新竹縣 八十六年度新竹縣香山(浸水)測區精密導線點 6 



附錄三 直轄ѱ、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 

附 3-2 
 

縣ѱ

代碼 
縣ѱ 
名稱 

計畫名稱 數量 

J 新竹縣 八十四年度新竹縣橫山測區精密導線點 13 
K 苗栗縣 九十一年度苗栗縣造橋,後龍測區四等控制點 113 
K 苗栗縣 91苗栗縣苑裡上館、泰田農地重劃四等點 23 
K 苗栗縣 92年度苗栗縣頭份鎮綠地樁位四等控制點 12 
K 苗栗縣 92年度高速鐵路苗栗車站特定區計畫區段徵收四段控制點 20 
K 苗栗縣 九十一年度苗栗縣苗栗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9 
K 苗栗縣 九十二年度苗栗縣通霄測區四等控制點 46 
K 苗栗縣 九十三年度苗栗縣銅鑼測區四等控制點 72 
K 苗栗縣 九十三年度苗栗縣頭份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K 苗栗縣 九十四年度苗栗縣後龍測區四等控制點 35 
K 苗栗縣 九十四年度苗栗縣辦卓蘭測區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65 
K 苗栗縣 九十四年度苗栗縣辦頭份測區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64 
K 苗栗縣 九十年度苗栗縣卓蘭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1 
K 苗栗縣 八十七年度苗栗縣苗栗頭屋測區精密導線點 31 
K 苗栗縣 八十九年度苗栗縣三義測區四等控制點 43 
K 苗栗縣 八十九年度苗栗縣卓蘭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6 
K 苗栗縣 八十九年度苗栗縣頭份測區四等控制點 61 
K 苗栗縣 八十八年度苗栗縣頭份測區精密導線點 52 
K 苗栗縣 苗栗縣南庄鄉國有林班地四等控制點 14 
M 南投縣 94年度南投縣竹山鎮雲林段四等控制點 5 
M 南投縣 九十一年度南投縣名間測區四等控制點 47 
M 南投縣 九十一年度南投縣竹山一測區四等控制點 29 
M 南投縣 九十一年度南投縣竹山二測區四等控制點 28 
M 南投縣 九十二年度南投縣草屯一測區四等控制點 17 
M 南投縣 九十二年度南投縣草屯二測區四等控制點 42 
M 南投縣 九十三年度南投縣名間測區四等控制點 56 
M 南投縣 九十下半年度南投縣名間測區四等控制點 15 
M 南投縣 九十下半年度南投縣埔里測區四等控制點 82 
M 南投縣 九十四年度南投縣南投測區四等控制點 28 
M 南投縣 九十四年度南投縣辦名間測區四等控制點 31 
M 南投縣 九十年度南投縣竹山測區四等控制點 81 
M 南投縣 九十年度南投縣南投中寮測區四等控制點 71 
M 南投縣 九十年度南投縣埔里測區四等控制點 88 
M 南投縣 九十年度南投縣草屯測區四等控制點 106 
M 南投縣 八十七年度南投縣國姓測區精密導線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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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南投縣 八十八年度南投縣魚池測區精密導線點 33 
M 南投縣 八十三年度南投縣名間測區精密導線點 20 
M 南投縣 八十四年度南投縣草屯測區精密導線點 9 
M 南投縣 八十四年度南投縣集集測區精密導線點 13 
M 南投縣 南投縣三等控制點補建新建美化點成果 25 
M 南投縣 南投縣仁愛鄉國有林班地四等控制點(大禹嶺) 18 
N 彰化縣 九十一年度彰化縣員林測區四等控制點 14 
N 彰化縣 九十二年度彰化縣芳苑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41 
N 彰化縣 九十二年度彰化縣花壇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5 
N 彰化縣 九十二年度彰化縣埔心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2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大村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大城測區四等控制點 10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田尾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7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和美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2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社頭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5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鹿港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1 
N 彰化縣 九十三年度彰化縣彰化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5 
N 彰化縣 九十下半年度彰化縣員林測區四等控制點 22 
N 彰化縣 九十四年度彰化縣竹塘測區四等控制點 14 
N 彰化縣 九十四年度彰化縣辦和美測區四等控制點 8 
N 彰化縣 九十四年度彰化縣辦社頭測區四等控制點 15 
N 彰化縣 九十四年度彰化縣辦溪湖測區四等控制點 30 
N 彰化縣 九十年度彰化縣田中社頭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8 
N 彰化縣 九十年度彰化縣花壇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6 
N 彰化縣 九十年度彰化縣員林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N 彰化縣 八十九年度彰化縣彰化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7 
N 彰化縣 八十九年度彰化縣福興測區四等控制點 60 
N 彰化縣 八十八年度彰化縣田中測區精密導線點 66 
P 雲林縣 91雲林水林鄉蔦松農地重劃四等控制點 10 
P 雲林縣 91雲林東勢鄉同安北農地重四等控制點 13 
P 雲林縣 92年度雲林北港好收南及西湖農地重劃區四等控制點 35 
P 雲林縣 93年度雲林後溝子農地重劃四等控制點 12 
P 雲林縣 93年度雲林縣新美農地重劃四等控制點 8 
P 雲林縣 94年度雲林縣口湖鄉梧北農地重劃四等控制點 11 
P 雲林縣 94年度雲林縣古坑未登記土地四等控制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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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雲林縣 九十一年度雲林縣麥寮測區四等控制點 19 
P 雲林縣 九十二年度雲林縣二崙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2 
P 雲林縣 九十三年度雲林縣斗六測區四等控制點 62 
P 雲林縣 九十三年度雲林縣斗南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7 
P 雲林縣 九十三年度雲林縣四湖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5 
P 雲林縣 九十四年度雲林縣古坑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P 雲林縣 九十四年度雲林縣辦台西測區四等控制點 5 
P 雲林縣 九十四年度雲林縣辦西螺測區四等控制點 6 
P 雲林縣 九十四年度雲林縣辦虎尾測區四等控制點 8 
P 雲林縣 九十年度雲林縣台西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8 
P 雲林縣 八十七年度雲林縣虎尾測區精密導線點 7 
P 雲林縣 八十九年度雲林縣斗六測區(含自辦)四等控制點 78 
P 雲林縣 八十八年度雲林縣崙背測區精密導線點 30 
P 雲林縣 八十三年度雲林縣斗南測區精密導線點 18 
P 雲林縣 八十三年度雲林縣麥寮測區精密導線點 28 
P 雲林縣 八十五年度雲林縣西螺測區精密導線點 23 
P 雲林縣 八十六年度雲林縣虎尾測區精密導線點 4 
Q 嘉義縣 91嘉義縣太保交流道特定區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12 
Q 嘉義縣 93年度高鐵嘉義站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11 
Q 嘉義縣 93年度嘉義縣中埔中崙風景特定區四等控制點 17 
Q 嘉義縣 93年度嘉義縣阿里山國有林班地租地第一區四等控制點 47 
Q 嘉義縣 93年度嘉義縣阿里山國有林班地租地第二區四等控制點 52 
Q 嘉義縣 93年度嘉義縣阿里山國有林班地租地第三區四等控制點 31 
Q 嘉義縣 94年度嘉義縣山區風景帶石桌四等控制點 14 
Q 嘉義縣 94年度嘉義縣山區風景帶阿里山四等控制點 37 
Q 嘉義縣 94年度嘉義縣山區風景帶頂湖四等控制 6 
Q 嘉義縣 94年度嘉義縣山區風景帶奮起湖四等控制點 16 
Q 嘉義縣 94年度嘉義縣山區風景帶豐山四等控制點 10 
Q 嘉義縣 七十七年度嘉義縣Ѳ袋測區精密線點 6 
Q 嘉義縣 七十九年度嘉義縣民雄測區精密線點 16 
Q 嘉義縣 七十八年度嘉義縣水上測區精密導線點 7 
Q 嘉義縣 七十八年度嘉義縣朴子測區精密導線點 2 
Q 嘉義縣 九十一年度嘉義縣水上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9 
Q 嘉義縣 九十二年度嘉義縣Ѳ袋測區四等控制點 56 
Q 嘉義縣 九十三年度嘉義縣水上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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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嘉義縣 九十三年度嘉義縣鹿草測區四等控制點 9 
Q 嘉義縣 九十四年度嘉義縣中埔測區四等控制點 11 
Q 嘉義縣 九十四年度嘉義縣辦竹崎測區四等控制點 41 
Q 嘉義縣 九十年度嘉義縣竹崎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Q 嘉義縣 八十一年度嘉義縣大埔測區精密導線點 6 
Q 嘉義縣 八十一年度嘉義縣太保測區精密導線點 10 
Q 嘉義縣 八十九年度嘉義縣大林民雄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7 
Q 嘉義縣 八十九年度嘉義縣中埔測區四等控制點 37 
Q 嘉義縣 八十二年度嘉義縣竹崎測區精密導線點 22 
Q 嘉義縣 八十八年度嘉義縣Ѳ袋測區精密導線點 34 
Q 嘉義縣 八十三年度嘉義縣太保測區精密導線點 33 
Q 嘉義縣 八十五年度嘉義縣溪口測區精密導線點 21 
Q 嘉義縣 八十六年度嘉義縣中埔測區精密導線點 49 
Q 嘉義縣 八十四年度嘉義縣六腳測區精密線點 19 
Q 嘉義縣 嘉義縣阿里山鄉國有林班地四等控制點 38 
R 臺南ѱ 92台南縣新ѱ、善化南科工業區四等點 27 
R 臺南ѱ 92台南縣關仔嶺特定區四等控制點 43 
R 臺南ѱ 93年度台南縣仁德會區公園四等控制點 13 
R 臺南ѱ 93年度台南縣國有林班地玉井事業區四等控制點 70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七股農地重劃四等控制點 5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安定鄉四等控制點 47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佳里鎮四等控制點 5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委辦山上鄉圖根補建四等點 8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委辦善化、新ѱ鎮四等控制點 50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委辦新化、山上、左鎮鄉四等控制點 76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官田計樁補建之四等控制點 50 
R 臺南ѱ 94年度台南縣新化鎮四等控制點 31 
R 臺南ѱ 七十七年度台南縣善化測區精密導線點 10 
R 臺南ѱ 七十八年度台南縣麻豆測區精密導線點 5 
R 臺南ѱ 七十五年度台南縣麻豆測區精密導線點 15 
R 臺南ѱ 七十六年度台南縣下營測區精密導線點 18 
R 臺南ѱ 九十一年度台南縣北門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3 
R 臺南ѱ 九十一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四等控制點 21 
R 臺南ѱ 九十二年度台南縣仁德測區四等控制點 9 
R 臺南ѱ 九十二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四等控制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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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臺南ѱ 九十三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四等控制點 10 
R 臺南ѱ 九十三年度台南縣新營測區四等控制點 14 
R 臺南ѱ 九十三年度台南縣辦七股重測區四等點 17 
R 臺南ѱ 九十三年度台南縣辦後壁重測區四等點 25 
R 臺南ѱ 九十四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四等控制點 6 
R 臺南ѱ 九十四年度台南縣辦仁德縣測區四等控制點 19 
R 臺南ѱ 九十四年度台南縣辦後壁測區四等控制點 18 
R 臺南ѱ 九十四年度台南縣辦新營東山測區四等控制點 7 
R 臺南ѱ 九十年度台南縣仁德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9 
R 臺南ѱ 八十一年度台南縣學甲測區精密導線點 5 
R 臺南ѱ 八十一年度台南縣歸仁測區精密導線點 11 
R 臺南ѱ 八十七年度台南縣山上測區精密導線點 25 
R 臺南ѱ 八十七年度台南縣仁德測區精密導線點 24 
R 臺南ѱ 八十七年度台南縣柳營測區精密導線點 8 
R 臺南ѱ 八十九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四等控制點 35 
R 臺南ѱ 八十九年度台南縣安定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0 
R 臺南ѱ 八十九年度台南縣後壁測區四等控制點 53 
R 臺南ѱ 八十九年度台南縣新營測區四等控制點 6 
R 臺南ѱ 八十二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精密導線點 10 
R 臺南ѱ 八十二年度台南縣楠西測區精密導線點 2 
R 臺南ѱ 八十二年度台南縣學甲測區精密導線點 12 
R 臺南ѱ 八十二年度台南縣歸仁測區精密導線點 15 
R 臺南ѱ 八十八年度台南縣後壁測區精密導線點 61 
R 臺南ѱ 八十八年度台南縣新營測區精密導線點 25 
R 臺南ѱ 八十三年度台南縣佳里測區精密導線點 9 
R 臺南ѱ 八十三年度台南縣東山測區精密導線點 8 
R 臺南ѱ 八十五年度台南縣新化測區精密導線點 16 
R 臺南ѱ 八十六年度台南縣六甲測區精密導線點 16 
R 臺南ѱ 八十六年度台南縣永康測區精密導線點 25 
R 臺南ѱ 八十六年度台南縣將軍測區精密導線點 8 
R 臺南ѱ 八十四年度台南縣玉井測區精密導線點 10 
R 臺南ѱ 八十四年度台南縣西港測區精密導線點 16 
R 臺南ѱ 八十四年度台南縣將軍測區精密導線點 6 
R 臺南ѱ 八十四年度台南縣新化測區精密導線點 7 
R 臺南ѱ 八十年度台南縣佳里測區精密導線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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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高雄ѱ 94年度高雄縣甲仙未登記土地四等控制點 8 
S 高雄ѱ 七十七年度高雄縣路竹測區精密導線點 9 
S 高雄ѱ 九十一年度高雄縣大樹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S 高雄ѱ 九十一年度高雄縣仁武測區四等控制點 4 
S 高雄ѱ 九十一年度高雄縣內門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2 
S 高雄ѱ 九十一年度高雄縣六龜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1 
S 高雄ѱ 九十一年度高雄縣岡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3 
S 高雄ѱ 九十一年度高雄縣湖內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 
S 高雄ѱ 九十二年度高雄縣大寮測區四等控制點 42 
S 高雄ѱ 九十二年度高雄縣大樹縣重測區四等控點 7 
S 高雄ѱ 九十二年度高雄縣內門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5 
S 高雄ѱ 九十二年度高雄縣美濃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5 
S 高雄ѱ 九十二年度高雄縣梓官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8 
S 高雄ѱ 九十二年度高雄縣路竹縣辦重測區四控制點 4 
S 高雄ѱ 九十三年度高雄縣大寮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8 
S 高雄ѱ 九十三年度高雄縣大樹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2 
S 高雄ѱ 九十三年度高雄縣內門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7 
S 高雄ѱ 九十三年度高雄縣梓官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 
S 高雄ѱ 九十三年度高雄縣路竹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9 
S 高雄ѱ 九十三年度高雄縣燕巢測區四等控制點 52 
S 高雄ѱ 九十下半年度高雄縣仁武測區四等控制點 47 
S 高雄ѱ 九十四年度高雄縣路竹測區四等控制點 10 
S 高雄ѱ 九十四年度高雄縣辦大社測區四等控制點 11 
S 高雄ѱ 九十四年度高雄縣辦大寮測區四等控制點 4 
S 高雄ѱ 九十四年度高雄縣辦大樹測區四等控制點 13 
S 高雄ѱ 九十四年度高雄縣辦旗山測區四等控制點 9 
S 高雄ѱ 九十年度高雄縣大寮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 
S 高雄ѱ 九十年度高雄縣六龜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0 
S 高雄ѱ 九十年度高雄縣岡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7 
S 高雄ѱ 九十年度高雄縣湖內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5 
S 高雄ѱ 八十一年度高雄縣鳥松測區精密導線點 5 
S 高雄ѱ 八十七年度高雄縣湖內測區精密導線點 19 
S 高雄ѱ 八十七年度高雄縣彌陀測區精密導線點 57 
S 高雄ѱ 八十九年度高雄縣大寮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 
S 高雄ѱ 八十九年度高雄縣岡山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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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高雄ѱ 八十九年度高雄縣路竹測區四等控制點 35 
S 高雄ѱ 八十九年度高雄縣旗山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5 
S 高雄ѱ 八十九年度高雄縣燕巢測區四等控制點 68 
S 高雄ѱ 八十二年度高雄縣甲仙測區精密導線點 4 
S 高雄ѱ 八十八年度高雄縣大寮測區精密導線點 37 
S 高雄ѱ 八十八年度高雄縣仁武測區精密導線點 31 
S 高雄ѱ 八十八年度高雄縣湖內測區精密導線點 8 
S 高雄ѱ 八十三年度高雄縣大寮測區精密導線點 8 
S 高雄ѱ 八十三年度高雄縣鳳山測區精密導線點 22 
S 高雄ѱ 八十五年度高雄縣美濃測區精密導線點 18 
S 高雄ѱ 八十五年度高雄縣燕巢測區精密導線點 29 
S 高雄ѱ 八十六年度高雄縣六龜測區精密導線點 27 
S 高雄ѱ 八十六年度高雄縣湖內測區精密導線點 16 
T 屏東縣 92年度屏東縣新埤農地重劃四等控制點 25 
T 屏東縣 93年度屏東縣恆春山海社區重劃四等控制點 9 
T 屏東縣 94年度屏東生技園區及高雄農業改良場四等點 16 
T 屏東縣 九十一年度屏東縣長治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0 
T 屏東縣 九十一年度屏東縣恆春測區四等控制點 103 
T 屏東縣 九十一年度屏東縣新園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6 
T 屏東縣 九十一年度屏東縣鹽埔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8 
T 屏東縣 九十二年度屏東縣車城測區四等控制點 40 
T 屏東縣 九十二年度屏東縣長治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T 屏東縣 九十二年度屏東縣新園(仙公廟)縣辦重測區四等點 15 
T 屏東縣 九十二年度屏東縣新園鄉(烏龍)縣辦重測區四等點 21 
T 屏東縣 九十三年度屏東縣竹田測區四等控制點 30 
T 屏東縣 九十三年度屏東縣佳冬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7 
T 屏東縣 九十三年度屏東縣新埤(萬巒)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50 
T 屏東縣 九十三年度屏東縣新園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4 
T 屏東縣 九十三年度屏東縣麟洛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3 
T 屏東縣 九十下半年度屏東縣恆春測區四等控制點 27 
T 屏東縣 九十四年度屏東縣萬巒測區四等控制點 23 
T 屏東縣 九十四年度屏東縣辦里港測區四等控制點 21 
T 屏東縣 九十四年度屏東縣辦佳冬測區四等控制點 13 
T 屏東縣 九十四年度屏東縣辦東港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T 屏東縣 九十四年度屏東縣辦麟洛測區四等控制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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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屏東縣 九十年度屏東縣內埔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40 
T 屏東縣 九十年度屏東縣屏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0 
T 屏東縣 八十七年度屏東縣長治測區精密導線點 46 
T 屏東縣 八十七年度屏東縣潮州自辦重測區精密導線點 72 
T 屏東縣 八十七年度屏東縣鹽埔測區精密導線點 55 
T 屏東縣 八十九年度屏東縣內埔縣辦重測區四等控點 64 
T 屏東縣 八十九年度屏東縣枋寮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41 
T 屏東縣 八十九年度屏東縣南州、東港測區四等點(含自辦) 47 
T 屏東縣 八十九年度屏東縣高樹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3 
T 屏東縣 八十九年度屏東縣潮州測區四等控制點 65 
U 花蓮縣 94年度花蓮秀林鄉礦務局委辦四等點 6 
U 花蓮縣 九十一年度花蓮縣玉里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9 
U 花蓮縣 九十一年度花蓮縣光復測區四等控制點 65 
U 花蓮縣 九十一年度花蓮縣秀林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5 
U 花蓮縣 九十二年度花蓮縣玉里縣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2 
U 花蓮縣 九十二年度花蓮縣光復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3 
U 花蓮縣 九十二年度花蓮縣壽豐測區四等控制點 41 
U 花蓮縣 九十三年度花蓮縣瑞穗測區四等控制點 23 
U 花蓮縣 九十三年度花蓮縣壽豐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U 花蓮縣 九十四年度花蓮縣辦玉里測區四等點 37 
U 花蓮縣 九十四年度花蓮縣辦鳳林測區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35 
U 花蓮縣 九十年度花蓮縣玉里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 
U 花蓮縣 九十年度花蓮縣壽豐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7 
U 花蓮縣 八十七年度花蓮縣光復測區精密導線點 71 
U 花蓮縣 八十九年度花蓮縣秀林鄉國有林班地四等控制點 23 
U 花蓮縣 八十九年度花蓮縣新城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41 
U 花蓮縣 八十九年度花蓮縣鳳林(光復.瑞穗)測區四等控制點 162 
U 花蓮縣 八十八年度花蓮縣秀林鄉國有林班地四等控制點 17 
U 花蓮縣 八十八年度花蓮縣壽豐測區精密導線點 218 
U 花蓮縣 八十三年度花蓮縣吉安測區精密導線點 25 
U 花蓮縣 八十五年度花蓮縣富里測區精密導線點 49 
U 花蓮縣 八十六年度花蓮縣壽豐吉安測區精密導線點 87 
U 花蓮縣 八十四年度花蓮縣吉安測區精密導線點 40 
V 臺東縣 93年度台東縣紅葉風景特定區四等控制點 28 
V 臺東縣 94年度台東縣台東巿小野柳風景特定區四等控制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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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臺東縣 94年度台東縣台東自強段四等控制點 3 
V 臺東縣 七十九年度台東縣台東測區精密導線點 6 
V 臺東縣 九十一年度台東縣太麻里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25 
V 臺東縣 九十一年度台東縣池上測區四等控制點 95 
V 臺東縣 九十二年度台東縣長濱測區四等控制點 79 
V 臺東縣 九十三年度台東縣台東測區四等控制點 89 
V 臺東縣 九十四年度台東縣台東測區四等控制點 23 
V 臺東縣 九十四年度台東縣辦台東ѱ豐樂段四等點 6 
V 臺東縣 九十四年度台東縣辦池上鄉重測四等點 6 
V 臺東縣 九十年度台東縣卑南鄉代辦測量四等控制點(VA1) 9 
V 臺東縣 九十年度台東縣卑南鄉代辦測量四等控制點(VA2) 6 
V 臺東縣 九十年度台東縣關山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33 
V 臺東縣 八十七年度台東縣關山測區精密導線點 38 
V 臺東縣 八十九年度台東縣太麻里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7 
V 臺東縣 八十九年度台東縣台東測區四等控制點 82 
V 臺東縣 八十二年度台東縣太麻里測區精密導線點 18 
V 臺東縣 八十二年度台東縣鹿野測區精密導線點 31 
V 臺東縣 八十八年度台東縣綠島測區精密導線點 17 
V 臺東縣 八十三年度台東縣台東(卑南)測區精密導線點 12 
V 臺東縣 八十五年度台東縣台東測區精密導線點 32 
V 臺東縣 八十六年度台東縣台東卑南測區精密導線點 22 
V 臺東縣 八十六年度台東縣成功測區精密導線點 36 
V 臺東縣 八十四年度台東縣大武測區精密導線點 16 
V 臺東縣 八十四年度台東縣太麻里鄉金崙測區精密導線點 11 
W 金門縣 91金門縣烏坵鄉未登記土地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13 
W 金門縣 93年度金門縣農地重劃地籍整理補建四等點 111 
X 澎湖縣 九十一年度澎湖縣馬公,湖西測區四等控制點 58 
X 澎湖縣 91澎湖縣望安鄉草嶼_南塭_石礁島四等控制測量成果 6 
X 澎湖縣 九十二年度澎湖縣馬公測區四控制點 27 
X 澎湖縣 九十三年度澎湖縣白沙測區四等控制點 28 
X 澎湖縣 九十四年度澎湖縣白沙測區四等控制點 16 
X 澎湖縣 九十年度澎湖縣湖西縣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11 
X 澎湖縣 八十七年度澎湖縣馬公測區精密導線點 12 
X 澎湖縣 八十九年度澎湖縣七美自辦重測區四等控制點 6 
X 澎湖縣 八十九年度澎湖縣湖西測區四等控點 51 



附錄三 直轄ѱ、縣(ѱ)政府歷年加密控制測量成果匯入資料統計 

附 3-11 
 

縣ѱ

代碼 
縣ѱ 
名稱 

計畫名稱 數量 

X 澎湖縣 八十八年度澎湖縣馬公測區精密導線點 19 
X 澎湖縣 八十六年度澎湖縣馬公測區精密導線點 2 
合計 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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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ǵ 前言 

近年來衛星定位應用層面逐漸廣泛，國內各機關單位依其主

管業務需求，設置 GPS 連續觀測站進行精密定位ǵ地震監測及
ࣽ學研究等作業，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建置
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將衛星定位技術結合網路及

通訊技術，達到快速且可獲取高精度之坐標成果Ƕ 

雖然各機關設立 GPS 連續觀測站之目的不同，但其資料實
可互通使用，以達資源共享之目的Ƕ內政部於 99年 12月 13日
邀集中央研究院地球ࣽ學研究所Ȑ以下簡稱中研院地球所ȑǵ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Ȑ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ȑǵ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Ȑ以下簡稱中央地質調查所ȑǵ經濟部水ճȐ以下簡稱水ճ

ȑ等單位，召開Ȩ研商 GPS連續觀測站資料共享事宜ȩ會議，
咸認有整合國內 GPS 連續觀測站ϩѲ資訊及共享觀測資料之必
要Ƕ嗣後內政部交җ本中心建置Ȩ全國衛星追蹤站資料整合系

統ȩ，以有效運用 GPS連續觀測站觀測成果Ƕ另共享機制部ϩ，
經內政部 100 年 6 月 1 日邀集討論相關細節後，於 100 年 7 月
29日完成簽ȨGPS連續觀測站資料共享合作備忘錄ȩ，近年來
配合接收儀設備更新，共享成果已可包含 GPS 及 GLONASS 等
GNSS衛星資料Ƕ 

為有效應用 GPS 連續觀測站資料，本中心近年積極協調及
取得國內各機關設置之測站資訊與成果，納入本系統提供各界查

詢參考使用Ƕ目前已協助宜蘭大學ǵ花蓮縣政府及彰化縣政府部

ϩ連續觀測站，完成設備升級並交җ本中心負責後續管理及維護

工作，又納入高雄ѱǵ中央氣象局ǵ新竹縣ǵ彰化縣ǵ行政院農

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ǵ臺南ѱǵ臺中ѱ與臺北ѱ之測站

資訊Ƕ 

另依據國土測繪法第 3條規定，測繪包含測量及製圖，基本
測量指為建立全國統一之測量基準及基本控制點，以作為測繪基

礎之測量，屬中央主管機關法定職掌，基本控制測量所設置之點

位為基本控制點，採衛星定位測量方法設置者，稱為衛星控制

點，另有採水準測量及重力測量之一等水準點與重力點，其測量

成果應依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 34 條Ȩ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已公告
之基本測量成果建立資料庫，並公開資料清冊供各界查詢，地方

主管機關應將加密控制測量成果建立資料庫，除公開資料清冊供

各界查詢外，並應將該清冊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Ƕȩ為使各界了

解相關成果進而善用資料，Ȩ全國衛星追蹤站查詢系統ȩ自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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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起建立基本控制測量相關成果查詢ǵ管理ǵ維護機制，納入基

本控制點相關資料Ȑ包含一ǵ二ǵ三等衛星控制點(TWD97 及 
TWD97[2010])ǵ一等水準點ǵ絕對重力點及一ǵ二等重力點等
資料ȑ，提供單一查詢入口，將系統更名為Ȩ全國衛星追蹤站暨

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ȩȐ以下稱為本系統，網址為

http://track.egnss.nlsc.gov.tw/CORSȑ，以永續經營之理念，建立基
本控制測量成果交換檔案格式，並開วȨ單機版控制點調查表建

檔程式ȩ，以ճ後續基本控制測量成果資料整合Ƕ 

考量直轄ѱǵ縣(ѱ)政府於加密控制測量查詢及管理之迫Ϫ
需求，以本系統為原型，客製化Ȩ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統ȩ，協

助各直轄ѱǵ縣(ѱ)政府建立管理ǵ查詢及ҙ請機制Ƕ 

 

圖 1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構想 

貳ǵ 系統特色 

一ǵ 建立自動化同步機制，接收各機關衛星追蹤站觀測資料，並配
合內政部推動並簽完成之ȨGPS 連續觀測站資料共享合作備
忘錄ȩ之共享機關，將衛星追蹤站觀測資料同步到其他參與共

享機關Ƕ 

二ǵ 建立自動化機制將基本控制測量成果匯入本系統Ƕ 

三ǵ 提供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測量成果查詢ǵ管理機制Ƕ 

四ǵ 提供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測量成果ҙ請機制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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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ǵ 提供基本控制點網路介接服務(Web Service)Ƕ 

參ǵ 系統建置環境簡介 

本系統係以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為軟體開ว工具，
伺服器端元件的開ว語言為 C#，客戶端網頁則使用 ASP.NET為
開ว語言，並採用 jQuery程式庫以提升網頁的操作性Ƕ 

圖臺部ϩ採用逢Ҙ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研ว之

EASYMAP API作為圖台開ว的核心技術ǶEASYMAP API是一
個用於開ว WebGIS 用戶端的 JavaScript，其核心採用
OpenLayers，可於電腦ǵ行動裝置Ȑ至Ͽ包含 Android/iOSȑ之
瀏覽器Ȑ至Ͽ包含 Chrome 50/FireFox 48/IE 11/Safari 9/Edgeȑ正
常顯示，且不需使用外掛Ȑplug-inȑ元件Ƕ在建立地理空間資料
的方法符合 OpenGIS的WMS和WFS規範標準，可以通過遠
端服務的方式，將以 OGC 服務形式ว佈的地圖資料載入到基於
瀏覽器的用戶端中進行顯示Ƕ 

資料庫Ӹ取採用 Postgresql 9.3版，該資料庫是自җ的物件關
連式資料庫伺服器Ȑ資料庫管理系統ȑ，可安裝於 Windowsǵ
LinuxǵMac OSǵSolaris及 BSD等作業系統，另配合 POSTGIS 擴
充套件，可使資料庫增加空間資訊(GIS)的處理能力，提供 Esri 
ArcGISǵQGIS等軟體及本系統直接連結使用Ƕ 

網路介接服務(Web Service)，是一種服務導向架構的技術，
透過標準的 Web 協議提供服務，目的是保證不同平台的應用服
務可以交互操作，是許多應用程式接口ȐAPIȑ所組成的，透過
網際網路ȐInternetȑ的遠程伺服器端，執行使用者所提交服務的
請求(引自維基百ࣽ)Ƕ 

肆ǵ 系統介紹 

本系統之資料包含衛星追蹤站與基本控制點，功能包含互動

式圖臺查詢ǵ資料管理及資料提供等，另提供基本控制點資料建

檔之輔助工具，簡化資料建置流程Ƕ 

一ǵ 系統架構 

本系統點位查詢及管理功能(架構如圖 2)，功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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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功能架構圖 

(一) 整合系統入口：為國土測繪中心內部人員及其他機關人員ฦ

入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之入口Ƕ 

(二) 帳號及密碼管理：提供維護個人基本資料及密碼Ƕ 

(三) 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提供查詢追蹤站觀測成果，及展示追

蹤站ϩѲ(圖 3)Ƕ 

(四) 控制點成果查詢：提供查詢控制點測量成果，及展示控制點

ϩѲ(圖 4)Ƕ 

(五) 圖臺：配合Ȩ衛星追蹤站成果查詢ȩ及Ȩ控制點成果查詢ȩ

之查詢及展示點位成果所需功能，以及放大ǵ縮小ǵ測量等基

本操作(圖 5)Ƕ 

(六) 追蹤站管理：提供使用者管理維護追蹤站基本資料ǵ成果資

料及相關資料處理資訊Ƕ本項功能可ϩ為Ȩ追蹤站基本資料維

護ȩǵȨ追蹤站成果上傳ȩǵȨ追蹤站成果異常管理ȩǵȨ追蹤站檢

核情形ȩǵȨ成果缺漏天數資訊ȩ及Ȩ成果上傳/下載資料量資訊ȩ
等子功能(圖 6)Ƕ 

(七) 控制點管理：提供使用者管理維護控制點基本資料ǵ成果資

料及相關資料處理資訊Ƕ本項功能可ϩ為Ȩ控制點資料維護ȩǵ

Ȩ控制點異常成果維護ȩǵȨ控制點成果上傳ȩǵȨ控制點點位ϩ

析ȩǵȨ控制點異動資訊ȩ及Ȩ控制點下載情形ȩ等子功能(圖
7)Ƕ 

(八) 資料ҙ請下載：提供使用者填寫資料ҙ請單ǵ查詢個人ҙ請

單，及ҙ請資料下載功能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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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系統管理：提供平台管理者執行共享機關ǵ使用者及角色群

組管理ǵ審核帳號ҙ請單等平台維運所需各項功能(圖 8)Ƕ 

 

圖 3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追蹤站成果查詢 

 

圖 4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基本控制點成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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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測量 

 

 

圖 6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追蹤站管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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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控制點管理 

 

圖 8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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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ǵ 系統資料處理流程 

本系統處理之資料，ϩ為衛星追蹤站基本控制點測量成果，

衛星追蹤站成果透過自動化機制接收各共享機關之衛星追蹤站

資料，基本控制點成果ճ用上傳機制，將特定格式資料傳遞至主

機，再將資料ϩӸ至資料庫及儲Ӹ空間(如圖 9)Ƕ 

 

圖 9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架構示意圖 

(一) 衛星追蹤站成果資料接收處理 

各機關自有衛星追蹤站資料，җ本系統定時讀取並傳至成果

暫Ӹ區，җ系統Ȩ衛星追蹤站觀測成果檢核匯入模組ȩ疏化為每

30 ࣾ一筆資料後進行壓縮，轉Ӹ至成果區，並մ除原始檔案以
減Ͽ儲Ӹ空間需求Ƕ若共享機關需其他機關特定測站之觀測資

料，則會於處理完成後將資料再複製回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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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衛星追蹤站成果資料接收處理程序圖 

(二) 基本控制點測量成果接收處理 

基本控制點測量成果來源依據公告(或公Ѳ)之一ǵ二ǵ三等
衛星控制點(TWD97 及 TWD97[2010])ǵ一等水準點ǵ絕對重力
點及一ǵ二等重力點等資料，將檔案上傳至系統暫Ӹ區，再透過

自動化機制ճ用Ȩ基本控制點檢核匯入模組ȩ自動檢核，再匯入

資料提供系統使用Ƕ 

    

圖 11基本控制點測量成果接收處理程序圖 

三ǵ 資料供應方式 

若要ҙ請基本控制點有關點之記及坐標成果等資料，可ճ用

點位成果查詢頁面中，以匯出 CSV 格式產製條件檔(圖 12)，再
至本中心資料供應之單一窗口 (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
https://whgis.nlsc.gov.tw/)，ฦ入並匯入條件檔後ҙ請取得(圖13ǵ圖 14)Ƕ 

https://whgi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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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基本控制點成果匯出頁面  
圖 13 國土測繪圖資 e商城ҙ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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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國土測繪圖資 e商城控制點ҙ請成果清單 

四ǵ 基本控制點網路介接服務(Web Service) 

為確保提供基本控制點成果時之時效性，及降低資料重覆整

理之維運成本，本系統內擴充Ȩ控制點資料查詢Web Servicesȩ
項目，提供本中心或其他機關之應用系統介接，為點位查詢服務

之單一窗口Ƕ 

五ǵ 控制點資料建檔輔助工具 

控制點測量資料的記錄方式包含紙本及電子資料，其中電子

資料依不同使用目的定義不同格式，但對於調查表內容並無統一

的規範Ƕ為簡化資料建檔作業，定義一致性資料格式(CON格式
檔，文ӷ檔做為資料流通格式，以單一目錄放置同一點位之點之

記ǵ像片及 GPX等相關成果)方式，可應用於本系統及本中心協
助直轄ѱǵ縣(ѱ)政府建置之控制點查詢系統，以此格式匯入點
位提供系統使用Ƕ 

配合前述建檔作業，本中心開วȨ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ȩ，

提供全國各單位於辦理控制測量作業時使用，除可統一控制點測

量資料的記錄方式並兼顧資料品質，在外業調查之前，可透過此

程式列印調查表書面資料，方便野外記錄Ƕ程式可於 WIN7 及
WIN10 作業系統及離線環境下進行控制點成果儲Ӹ與編輯，並
提供報表輸出功能(圖 15-18)Ƕ 

為支援離線環境資料儲Ӹ與編輯，程式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作為軟體開ว工具，考量程式執行並未與外部資料庫
連線，資料以攜帶型小型資料庫ȐSQLiteȑ儲Ӹ控制點屬性資料，
使用者不需安裝任何資料庫管理工具，即可於本程式視窗介面中

進行資料之維護操作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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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架構圖 

 

圖 16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版面配置 

工作區

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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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輸出報表 

 

圖 18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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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ǵ 推動成效 

一ǵ 整合及共享全國衛星追蹤站資訊 

內政部ǵ中央研究院地球ࣽ學研究所ǵ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ǵ經濟部水ճ及本中心於 100 年 7 月 29 日簽生效ȨGPS
連續觀測站資料共享合作備忘錄ȩ，並完成資料介接與共享，提

供查詢衛星追蹤站點位ϩѲ情形及資訊，後陸續增加其他非共享

機關資料，包含： 

(一) 衛星追蹤站共享平臺相關成果 

本系統目前可顯示之衛星追蹤站資訊，包含 14 個
機關(單位)計 443站(如表 1)，共享機關觀測成果及機關
間傳遞情形如表 2及表 3，合計收Ӹ 896,095筆及提供
共享機關 653,556筆觀測成果Ƕ 

表 1:衛星追蹤站站數統表一覽表 

項次 機關單位 數量 

1 中央研究院地球ࣽ學所 63 

2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64 

3 健行ࣽ技大學 1 

4 內政部 7 

5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61 

6 彰化縣政府 1 

7 新竹縣政府 1 

8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93 

9 經濟部水ճ 18 

10 臺中ѱ政府 10 

11 臺北ѱ政府 4 

12 臺南ѱ政府 8 

1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 

14 高雄ѱ政府 10  合計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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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共享機關觀測成果數量統計表 

表 3:共享機關資料傳遞情形統計表 

機關名稱 需求傳遞數量(1站 1天 1筆) 
中央研究院地球ࣽ學所 153,870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85,977 

經濟部水ճ 213,709 

合計 653,556 

(二) 追蹤站點位ϩѲ資訊 

1ǵ103年度納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ǵ新竹縣政府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點位Ƕ 

2ǵ104年度納入臺中ѱ政府地政局及花蓮縣政府點位Ƕ 

3ǵ105年度納入臺南ѱ政府點位Ƕ 

4ǵ106年度納入臺北ѱ政府點位Ƕ 

二ǵ 提供基本控制點相關資訊及成果 

本系統自上線起計有 97,055 使用人次，基本控制點成果部
ϩ於 104年 6月 15日起提供民眾使用，可查詢點位衛星控制點
(TWD97ǵTWD97[2010])ǵ一等水準點與重力點等，現已匯入 51
個計畫共 28,673 個點位成果Ƕ資料供應部ϩҗ本中心Ȩ測繪圖
資ҙ購及管理系統ȩǵȨ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ȩ負責(表 4)，網路
介接服務(Web Service)已達到 506,779次(表 5)，調查表建檔程式
則有 23,252人次使用Ƕ 

 

 

 

 

機關名稱 
追蹤站

數量 

開始接收

日期 

最後接收

日期 

資料數量 

(1站 1天 1筆) 

內政部及國土測繪中心 68 2005/5 2017/10/26 285,977 

中央研究院地球ࣽ學所 63 1990/5 2017/10/26 321,026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93 2002/6 2017/10/26 258,142 

經濟部水ճ 18 2010/1 2017/10/26 30,950 

合計 242   89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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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控制點測量成果資料流通供應統計表 

表 5:各系統介接服務引用統計情形 

陸ǵ 協助直轄ѱǵ縣(ѱ)政府建立加密控制點管理機制 

本中心為協助各直轄ѱǵ縣(ѱ)政府維護管理加密控制點成
果，以本系統既有版型為基礎，於 102年 11月 1日辦理控制點
成果使用說明會，說明本中心建置之控制點管理系統使用與操

作，與會人員為內政部地政司ǵ各直轄ѱǵ縣(ѱ)政府地政局
(處)Ƕ經說明會意願調查，各級單位在引用控制點管理系統至各
單位進行控制點資料管理的意願甚高，後於 103年 9月 26日辦
理縣ѱ版加密控制測量查詢及管理系統安裝協調會，依據各縣ѱ

政府調查意願，以及設備準備情形，陸續辦理各縣ѱ政府安裝系

統事宜Ƕ 

截至 106年 10月為止，已有 16個直轄ѱǵ縣(ѱ)完成系統
安裝，提供各直轄ѱǵ縣(ѱ)加密控制測量成果查詢與管理用途，
並開始對外提供服務，有關系統建置及資料處理情形ϩ述如下: 

(一) 系統建置 

1ǵ104年度:高雄ѱǵ臺南ѱǵ新竹縣ǵ彰化縣ǵ南投縣ǵ
嘉義縣ǵ嘉義ѱǵ宜蘭縣ǵ臺東縣ǵ金門縣等 10縣ѱǶ 

2ǵ105年度:基隆ѱǵ苗栗縣ǵ雲林縣ǵ屏東縣ǵ花蓮縣等

流通供應類別 統計區間 件數 點數 

國土測繪圖資 e商城

Ȑ內部ҙ請ȑ 
2014/10/1～2017/10/26 8 5,852 

測繪圖資ҙ購及管

理系統Ȑ外部ҙ購ȑ 
2014/10/6～2017/10/26 14 571 

合計 22 6,423 

介接系統名稱 統計區間 引用次數 

控制測量作業規劃及成果檢核

系統 

2016/5/17～2017/10/26 
5,204 

控制測量行動應用程式 2016/6/9～2017/10/26 18,288 

測繪圖資ҙ購及管理系統 2014/10/6～2017/10/26 152,360 

國土測繪圖資 e商城 2014/10/1～2017/10/26 330,927 

合計 50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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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縣ѱǶ 

3ǵ106年度:澎湖縣Ƕ 

(二) 資料處理 

輔導各直轄ѱǵ縣(ѱ)相關人員匯入 105至 106年度重測
區及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之加密控制測量成果，並協助匯

入本中心收Ӹ之 95 至 104年度加密控制測量成果資料，
計已完成 839個計畫及 16,682點(如表 6)Ƕ 

表 6:協助直轄ѱǵ縣(ѱ)政府匯入點位數量統計表 

項次 直轄ѱǵ縣(ѱ) 計畫數 點數 1 高雄ѱ 109 1,709 2 臺南ѱ 118 1,856 3 基隆ѱ 1 60 4 新竹縣 30 830 5 苗栗縣 55 1,178 6 彰化縣 85 1,324 7 南投縣 54 910 8 嘉義縣 49 1,105 9 嘉義ѱ 1 410 10 雲林縣 66 1,594 11 宜蘭縣 60 837 12 花蓮縣 48 1,449 13 臺東縣 51 1,104 14 屏東縣 106 2,110 15 澎湖縣 5 92 16 金門縣 1 114 
合計   839 16,682 

柒ǵ 結論及未來展望 

Ȩ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ȩ現已包含衛星追

蹤站及基本控制點資訊，為提供點位查詢之單一窗口，其建置之

介接服務(Web Service)亦已成為相關系統查詢基本控制點成果
之基礎Ƕ因本系統統籌資料管理之更新異動，ճ用服務機制可確

實掌握點位資訊即時性，也可避免資料重覆建置所需耗費之經費

及人力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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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本系統版型為基礎所客製化之Ȩ縣ѱ版控制點查詢系

統ȩ，已協助 16個直轄ѱǵ縣(ѱ)政府建立管理ǵ查詢及ҙ請機
制，並協助匯入 95年至 106年度之加密控制測量成果，其統整
之機制除使民眾查詢介面一致性外，相同的成果資料格式亦可協

助相鄰縣ѱ或有跨區域使用之民眾，於辦理規劃加密控制測量作

業時使用Ƕ 

本系統未來將著重於使用者操作便ճ性，除圖臺介面逐步調

整，可於不同作業系統(WINǵMac OS 及手持式設備)及不同瀏
覽器使用外，亦將協調җ各直轄ѱǵ縣(ѱ)政府提供加密控制測
量成果之介接服務，使在地化之點位查詢更加完整與及時，成為

進社會經濟建設ว展的重要基礎，促進整體測繪業加值應用需

求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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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GPS連續觀測站資料共享合作備忘錄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附件 2:調查直轄ѱǵ縣(ѱ)政府使用控制點查詢系統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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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直轄ѱǵ縣(ѱ)政府安裝控制點查詢系統協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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