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金門國家公園 112 年 

戰役史蹟 3D 模型建置暨研究推廣計畫 

成果報告書 

寓山文化工作室 

112 年 12 月 22 日 



審查意見表目錄： 

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意見回覆（112.01.16）........................................ 一 

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112.02.21）............................................ 四 

線上展間第一校回覆（112.06.04）................................................ 九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112.07.04）................................................ 一一 

線上展間第二校回覆 （112.07.05）............................................. 一六 

第一次工作會議（112.07.25）.................................................. 一九 

第二次工作會議 （112.08.17）................................................. 二○ 

第三次工作會議（112.10.11）.................................................. 二二 

第四次工作會議（112.11.16）.................................................. 二四 

第五次工作會議（112.11.24）.................................................. 二七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112.12.05）................................................ 三○ 

第六次工作會議（112.12.15）.................................................. 三三 



一 

 

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意見回覆（112.01.16） 

項次 內容 回覆 頁碼 

委

員

一 

1.      

本案除了 3D 建模工作，軍事史蹟研究推廣也

是本案重點項目之一，貴廠商如得標，建議

訪談退役將領或軍友有關據點各期演變，並

加強補充金門各軍事據點的武力配置、地點

選擇原因，以彰顯各軍事史蹟的獨特性與重

要性。 

遵照辦理，依照各營區特性

說明防區分佈與火點設置，

有關據點營區武力說明，本

團隊利用史料梳理說明。 

105-222 

2.      
本案標的軍事史蹟應完整記錄，例如銅牆山

下方有完整的坑道系統，也應完整呈現。 

遵照辦理，據點坑道系統會

以 3D模型說明。 
46-50 

3.      
寨子山坑道過去是以履帶車輛拖曳火砲，提

供廠商參考。 

謝謝委員意見，影片說明加

入火砲運輸解說。 
193-201 

委

員

二 

1.      

有關得標廠商之資料收集與研究，其中金管

處規定選擇本案指定據點至少 4處蒐集相關

文史資料，包含歷史影像、軍史典藏文獻及

軍友口述歷史等，因這些據點至少多有 60-70

年的歷史，而且歷經陸精專案、國軍精實

案、國軍精進案等過程，投標廠商要如何突

破這些困難，並選擇最具代表性之軍友口述

歷史人物？請補充說明。 

營區說明將影片分鏡圖逐格

出圖說明，從部隊防區、據

點空間使用分別介紹。 

105-222 

2.      

投標廠商寓山文化工作室在服務建議書共明

列有合作對象計宜勤廣告有限公司、祐鴻空

間資訊、日行學旅股份有限公司及顧問金門

縣戰地史蹟學會等四家之多，但對專業分工

僅提出大項目，細節並未詳細說明，因此怕

執行時會產生問題或疏漏，若有得標後檢送

工作計畫書應要詳細說明。 

遵照辦理，工作計畫書詳列

各單位分工項目。 
  

3.      

寓山文化工作室安排在 112年 3月份進行空

拍作業，因金門地區恐有氣候濃霧影響及極

端氣候等影響，應隨時滾動調整，以確保進

度不致後落。 

4、5月之後植物長出將遮擋

地貌而不利於拍攝作業，因

此團隊把握時間陸續進場工

作。 

  

4.      封面未註明服務建議書。 
謝謝委員意見，修正封面文

字。 
  



二 

 

委

員

三 

1.      

廠商服務建議書未檢附合作對象之一「宜勤

廣告有限公司」背景、經歷及過往服務實

績，請補充說明。 

宜勤是設立在金門塔后的公

司，執行過多次金門地方政

府的影片拍攝計畫，對於金

門空拍很熟悉；空拍之管

理，原則上海拔 400公尺以

下由地方政府、海拔 400公

尺以上則屬於航管局管轄。 

工作計劃

書檢附廠

商資料並

已核備 

2.      

廠商邀請金門戰地史蹟學會作為顧問合作，

請問是以團體或是內部個人同意協助？由於

這牽涉到顧問人數及費用編列，建議應敘明

由該學會哪些人提供協助。 

金門過往有關軍事史蹟資料

眾多，戰地史蹟學會將協助

審查每案營區 3D模型與 YT

影片，因此顧問費以本案執

行約 11個月份之數量計價。 

  

3.      

請廠商補充說明服務費用的顧問費及臨時人

力是如何編列？單價、單位及數量如何計

算？此外，營區據點現場可能具有危險性，

應針對執行人員辦理責任保險。 

本案要求人員保險，各營區

空拍等級、進場人數均不

同，目前以合約公告面積預

估施作費用。 

  

4.      

建議利用空拍梳理每個據點地理位置與周邊

環境的脈絡，並應加強文史訪談蒐集，就營

區的結構、駐紮兵力、任務等有所了解。 

營區說明將影片分鏡圖逐格

出圖說明，從空拍影像、部

隊防區、據點空間使用分別

介紹。 

105-222 

5.      

本案要求之 4支深度導覽影片，建議各選擇

不同類型如海防據點、坑道、後勤設施、訓

練場地等各擇 1處，以表現不同類型軍事據

點的特色。 

遵照辦理，目前有海防據

點、訓練場地、小艇坑道、

火砲坑道 4類。 

184-219 

6.      
寨子山營區建議廠商可加以調查蒐集史料與

軍友口述歷史。 

遵照辦理，已將訪談內容整

併於解說影音內。 
77-90 

委

員

四 

1.      

廠商規劃線上展覽預計使用 Artogo平台，是

否需有費用？請廠商補充說明。另，線上展

覽平台眾多，是否有機會使用不須付費如

Open Museum 之類的平台？ 

Artogo的優點為以實境為

主，方向感很清楚。由於金

門的營區空間複雜，團隊認

為適合以此平台進行線上瀏

覽呈現。 

223-250 

2.      請問影片可否達到 4K以上的規格？ 

普遍使用者螢幕多以 HD與

2K規格，本案影片以 2K製

作影片提供貴處。 

  



三 

 

3.      

本處可否取得 3D數位模型原始檔案？如果未

來本處開啟檢視、應用之需求，是否需要使

用特殊軟體？軟體是否需要付費？ 

10處營區均會提供 3D模型

原始檔。 
  

4.      
本案現場作業可能受季節性之影響，廠商應

酌加注意。 
感謝委員提醒。   

委

員

五 

1.      

本案 3D推廣之活用性如何？能否加入更多互

動性？增加民眾前往現場的動機？有無與本

案相關活用的案例分析可供參考 

影片後續可轉 QR CODE張貼

於營區現場，提供民眾現場

掃描觀看後再進入現場感受

實體空間。 

313-315 

2.      
軍事史蹟經常帶有黑暗沉重的記憶，建議廠

商應思考如何轉譯為正向和平的價值。 

本團隊預計將拍攝不同時

段、不同季節等影像作為影

片剪輯素材，呈現金門軍事

據點不一樣的面貌，吸引觀

眾的興趣。 

313-315 

3.      

金門多處因軍事或航空站而為禁航區，據悉

若經向民航局申請，多半會要求配合於清晨 7

點前或夜間 8點之後進行空拍作業，請廠商

應考慮是否會影響到工作時間？ 

空拍之管理，原則上海拔

400公尺以下由地方政府、

海拔 400公尺以上則屬於航

管局管轄，本案開拍均低於

400公尺以下，由團隊申請

空拍權限即可飛行，空拍將

以白天為主。 

  

4.      

本案若於開放遊憩據點進行拍攝，勢必需要

暫時封閉該遊憩據點，請廠商應預先評估所

需工時、提前申請告知。 

謝謝委員提醒，各開放據點

測量時間配合國家公園休館

時間進場工作，時間由後續

工作會議討論。 

  

 

  



四 

 

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112.02.21） 

項次 內容 回覆 頁碼 

業務

單位

(保

育研

究

課) 

1.      
全文件頁碼編列及意見回覆表頁碼對照請修

正。 
修正頁碼錯誤。   

2.      

審查意見表第 4頁，有關委員二 2.之意見，建

議於工作計畫書依各合作單位詳列各自分工項

目內容、預計交付成果及數量，並補充對照頁

碼。屬本案需求但未列入其他單位分工項目，

視為寓山文化工作室工作範圍。 

補述各自分工項目內容、

預計交付成果及數量。 
7 

3.      

第 7頁，依據本案邀標規範，至少 3處須以 3D

雷射掃描取得資料建置，該流程圖雷射點雲數

量為 2，數量不符規範;另，此頁 KPI及第 90

頁產出內容，應包含 4處據點文史資料收集與

研究成果。 

調整 ARTOGO 包含雷射點

雲，增加 4處文史資料收

集與研究成果。 

7 

4.      

第 8頁，本案標的有 3處位於無人機公告空域

紅區、4處位於黃區，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99條

之 13有關須在該條第一項範圍之區域從事遙

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例外情形以及申請流程，

請補充說明，並預為規劃納入執行期程；此

外，廠商如有規劃於日落後至日出前之時間進

行空拍，請依民用航空法第 99條之 14相關規

定檢討規劃。 

飛行以白天日光充足時段

為主，無夜間飛行計畫。 
  

5.      

有關「建置 3D模型資料庫」     

(1) 第 11-49 頁，九宮二、寨子山一、盤山訓

練場及庫北 4處營區未標示營舍範圍面積（前

面 6處皆有標示），請補充說明。並請列表整

合 10處預計辦理之個別面積及統計總數。另

建模作業包含地下坑道者應標示。 

（1）檢附各營區數位模型

資料，以及地下坑道分層

標示。 

23-59 

(2) 第 42頁，盤山訓練場施作範圍建議比照

本處「賈村及庫北營區活化利用整建工程」賈

村匡列範圍，並配合該工程環境整理期程 5執

行現場工作。 

（2）掃描環境以建物群為

主形成矩形區域，另外標

示規劃設計區域，配合該

案時間進場掃描。 

51-54 

(3) 第 46-49 頁，庫北包含集合場及彈藥庫 2

區，請補充本案僅匡列彈藥庫區域施作之說

明。 

（3）補充說明庫北兩處營

區差異，以及彈藥庫施作

說明 

55-59 



五 

 

(4) 第 50頁，內文說明「3處點雲以

Matterport 與 RTC360兩種技術掃描紀錄」，

惟比較表內 Matterport稱為實境拍攝、

RTC360為雷射點雲，請廠商補充說明

Matterport 是否亦是以雷射掃描取得資料？ 

（4）MATTERPORT 也有雷

射掃描資訊，可以輸出

OBJ、XYZ。 

17 

(5) 第 50頁，請說明「本案關聯」欄位名稱

的定義？施工測量 6案、建築測繪 8案等，是

否指本計畫將以該測量技術施作的數量？該數

量如何決定？ 

（5）「本案關聯」改名為

「本案標的」說明各方法

與本案十處相關性，施工

測量以整理國家公園發包

工程案統計數量，非本案

施作範圍。建築測量為額

外進行各點局部空間測

量，進入 3D 編輯程式修正

尺寸。 

8 

(6) 有關第 50頁整理之五種測量技術，本案

團隊是否皆規劃操作？第 54至 68頁分別說明

RealityCapture、Matterport及 RTC360三種

技術及工作內容，請補充「施工測量」及「建

築測繪」之技術及工作說明。 

（6）施工測量以整理國家

公園發包工程案統計數

量，非本案施作範圍。建

築測量以方正空間為對

象，曲面空間如坑道無法

以建築測量紀錄。 

9-16 

(7) 第 54-68 頁，建議 RealityCapture及

Matterport 之工作比照 RTC360繪製外業工作

流程圖如第 67頁、內業資料處理流程圖如第

68頁。並將「與合作廠商確認目標物、現場踏

勘、蒐集相關資料、作業規劃、現場作業、內

業資料處理」等相關工作期程預先規劃，彙整

至第 92頁執行期程。 

（7）製作

RealityCapture 及

Matterport 工作流程圖包

含外業與內業處理。將場

勘時間、作業時間、現

場、內業時間編在執行期

程內 

13 

業務

單位

(保

育研

究

課) 

6.      

有關「資料收集與研究」：請補充本案規範須

辦理「4處文史資料收集與研究」之標的、文

獻探討、調查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果，並納入第

90頁產出內容及第 92頁執行期程規劃。 

文史調查加入產出內容與

執行規劃項目 
 

7.      

有關「線上展覽」     

(1) 有關第 61-62頁九宮坑道展場光源調整及

展櫃拍攝反光問題，以及簡報第 44頁提請駛

入膠筏拍攝水上狀態等需求，請團隊規畫於現

場工作前預先提請本處共同現勘及協調，現勘

協調期程請納入執行工作進度表。 

(1)提前 1個月申請場勘與

設備，加入場勘與現場工

作時間。 

  



六 

 

(2) 第 85頁，展覽簡介區的影片可否直接內

嵌？觀看者可以不須跳離展間，直接在展覽介

紹頁觀看介紹影片？ 

(2) 影音檔以 YT影片內崁

說明點內，無跳出展間。 
  

(3) 第 86頁，團隊提交 ARTOGO上傳展覽間完

整展出資料前，建議先提送本處確認上傳內

容。 

(3) 依照工作期程提供業

主三次校稿（初步展間、

第一次測試、第二次測

試）雙方確認後，提供

（終版連結）以 iframe內

崁官網。 

  

(4) 第 87頁，4-3第 3點說明略以「乙方製作

之 VR實境展間成品與網站頁面，著作財產權

為乙方所有，並授權甲方與甲方再授權之第三

人使用」。惟依據本案契約第十四條(三)規

定，廠商履約結果涉及履約標的所產出之智慧

財產權者：「以廠商為著作人，機關取得著作

財產權，廠商並承諾對機關及其同意利用之人

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廠商得基於教學、研

究、著述、內部訓練等正當目的，無償使用該

著作，廠商並得以上述正當使用目的再授權他

人利用。廠商於完成該著作時，應經機關同

意，取得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利。」請廠商

再確認是否有違約之問題。 

(4) 修正合約「乙方製作

之 VR實境展間成品與網站

頁面，乙方為製作人，著

作財產權為甲方所有，甲

方授權乙方得基於商業、

教學、研究、著述、內部

訓練等正當目的，無償使

用該著作與乙方基於上述

正當目的再授權之第三人

使用」 

  

(5) 第 87頁，4-4第 2點說明略以「若延展期

間逾期甲方無給付維護管理費用……乙方有權

評估營運情形下架」展期快屆期前，乙方是否

會主動通知延展？乙方是否也可能評估營運情

形而未下架？下架與否是否會通知甲方？ 

(5) 線上展間存放於

ARTOGO線上平台一年，下

架前會在一個月前通知展

覽方，並且會詢問是否要

展延。 

  

(6) 本案另將製作九宮坑道現況影片及深度導

覽影片，建議將相關影片納入線上展覽提供觀

看。 

(6) 影片加入線上展間解

說點內。 
  

業務

單位

(保

育研

8.      

有關第 89頁「現場導覽」   

77-90 

(1) 寨子山一未來並無規畫對外開放，請團隊

應提出如何於導覽行程中宣導該據點租借金酒

公司之活化再利用價值，避免發生民眾進入一

次後要求未來開放參觀之情形。 

(1) 將場地背景說明加入

寨子山工作坊說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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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課) 
(2) 請補充預計如何辦理招生之方式，以及各

場次的規畫行程表。 

(2) 製作 GOOGLE 報名表

單，詳列各場次當天規劃

行程表(小時)。 

9.      

第 92頁，空拍申請文件許可有效期限為 3個

月，銅牆山、庫北及盤山訓練場皆位於禁航

區，其空拍預計期程於 7月，應注意是否需要

第二次辦理申請作業。另，本案無執行施工，

建議刪除相關內容。 

3-5月(5點)~跟 7-9月(5

點)兩張空拍申請都在 2月

一起申請，通過資料提供

甲方備存 

  

10.    
各據點現場作業如需展館配合閉館，請至少於

1個月前向本處提出需求申請。 

依照各案工作期程發文甲

方申請閉館時間。 
  

11.    
建議爾後各期報告書應編列圖表目錄，方便閱

讀及提供審查意見。 
增加圖表目錄   

12.    錯漏字請修正。 遵照辦理   

蔡秘

書立

安 

1.      
廠商預計使用金門縣戰地史蹟學會的資料，請

注意版權問題。 

感謝提醒，學會為本案顧

問團隊，使用學會資料均

會標註由學會提供。 

  

2.      

本處全球資訊網上傳檔案單一文件上限是

300M，請廠商針對可如何掛載本案成果的各類

型檔案提供建議。 

影片與線上展間均為內崁

(iframe)，可於官網內開

啟閱覽無儲存空間要求，

3D檔案建議以額外雲端空

間儲存以連結碼崁入官網

內。 

  

東區

管理

站 

1 
銅牆山、后扁一、盤山訓練場等具有下方坑道

的據點，建議 3D模型應包含坑道系統。 
遵照辦理。 43-54 

2 

本案規範至少有 3處據點需以雷射點雲建置資

料，而此項工作的費用單價最高，貴團隊規劃

選擇「庫北據點」作為其中 1處雷射點雲建置

對象，惟該據點未來預計將作為倉儲使用、未

規劃觀光遊憩等其他再利用方式，較不具活化

再利用之亮點，是否值得以此方式建置資料？

建議廠商予以評估，並補充說明 3處雷射點雲

資料建置據點選定之考量或依據。 

庫北彈藥庫為本案唯一後

勤營區，又屬於早期利用

地形內崁房舍等掩蔽型

態，因而將雷射掃描紀錄

建置數位檔案提供網路觀

覽，後續實體空間再利用

配合貴處規劃方向。雷射

點雲以有機形體(坑道、山

溝)測量最為有效。 

  

烈嶼

區管

理站 

1 

烈嶼鄉公所預計於 5月進行羅厝漁港改善計畫

的 2期工程，本案團隊辦理九宮坑道掃描作

業，請預先提供本處細節規劃，以便本處與烈

嶼鄉公所協調作業 

遵照辦理，團隊進場工程

錯開烈嶼鄉公所工程施作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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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醒團隊應注意工作安全。 遵照辦理   

黃副

處長

怡平 

1 
導覽案是本案工作的具體呈現，宜先有妥適之

規劃並建議預先模擬路線及導覽方式。 

各場導覽加註當日行程安

排(小時計算)，製作

GOOGLE表單註記集合時間

與現場空照圖說明。 

  

2 
有關 3D模型建置之專業審查，宜請此領域之

專家學者協助審查。 
遵照辦理   

鄭處

長瑞

昌 

1.      
地面植栽對拍攝建模造成干擾，是否可利用雷

射掃描方式克服？ 

雷射掃描也會受植栽影響

無法穿透，各類掃描工具

均需進行環境清理減少遮

蔽處。 

  

2.      

九宮坑道各展示內容已為公開資料，可直接提

供本案執行採用。各整修工程規劃設計資料，

尚未公開上網招工程標者原則不予提供；如為

已上網招標之公開資訊，依個案規劃設計契約

有關著作財產權之規定辦理。 

遵照辦理。   

3.      

由於本處全球資訊網掛載於內政部營建署網路

系統之中，考量容量、頻寬、管理權限等限

制，有關是否設置數位戰地專頁及成果檔案上

傳公開等方式，請再評估研議。 

影片與線上展間均為內崁

(iframe)，可於官網內開

啟閱覽無儲存空間需求，

3D檔案以線上模型瀏覽平

台 Sketchfab 連結金管處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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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展間第一校回覆（112.06.04）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審查意見 寓山文化工作室回覆 ARTOGO 回覆 頁碼 

一、展間首頁的展覽介紹是否只能是 1頁式

的？可否以下列方式讓使用者一開始進到展間

就能對九宮坑道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九宮現況影片會帶到

金門區位說明，以及

本案掃描範圍說明，

開頭頁插入影片連

結。 

前導頁功能這邊

是公版現在不支

援放影片，列入

未來功能優化討

論，慮將影片放

在入口的作品中 

  

1.有關於九宮坑道的地理區位：   

用一小段影片顯示從衛星影像框出金門的地理

位置，接著拉近到九宮的山頭空拍框出這檔展

覽針對的坑道範圍，再來到坑道入口。（如果

無法使用影片，也可以用照片搭配文字表現說

明） 

  

2.有關於九宮坑道的文史概述（讓這個營區的

線上導覽具有故事性並且呈現出它的軍事價

值）： 

  

接著以文字或直接用影片接續，簡單說明九宮

坑道挖鑿的時空背景（例如金鯨計畫）、規模

變革、該坑道的軍事價值，以及後續的利用變

遷（例如曾作為野戰醫院，而後改變為展示館

的歷程）。而後才進入現在的展間首頁。 

  

二、「展覽介紹」內容請補充並著重有關九宮

坑道本身的時空背景與變遷簡介，可在後面增

加「現場旅遊資訊」放入目前的文字內容。 

增加時空背景與變遷

簡介，5/26更新 

提供的文字更新

完成 
  

三、自由探索及作品目前將展區分為「前坑

道」、「後坑道」及「水坑道」，希望可以在

名稱上顯示出各展區的主要展示主題，例如前

坑道主要為地質介紹，可在「前坑道」名稱後

面以破折號「－」或括號「（）」標示出該區

主要主題。 

5/23更新 
已更新展覽專頁

和展區調整名稱 
  

四、作品#30「LCM機械登陸艇介紹」照片上

有一罐礦泉水瓶，請抽換。 
5/23調整 配合調整   

五、由於九宮坑道內的展示內容並非藝術作

品，「作品」可以改為「展品」嗎？ 
請 ARTOGO回覆 

網站通用文字目

前無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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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口處外面有幾個地方有出現民眾及機

車，是否能修掉或補拍? 
請 ARTOGO回覆 

已使用模糊將人

物和機車等物件

霧化 

  

七、會不會增加民眾目前無法到達的地方，如

九宮坑道尚未開放水道(坑道) 

不會，提案合約內已

標示掃瞄範圍，但透

過展點內崁現況照

片、3D模型、影片

延伸觀展到未開放水

道內 

無需調整   

八、會再增加羅厝側的進出口場景嗎?，因目

前海水大潮時，九宮坑道西側步道海水會漲上

來，為遊客安全會封閉並暫緩開放參觀，如果

西側步道區段能有更完整線上體驗，可以讓來

到現場卻遇大潮的無法參觀遊客，彌補深入其

境的體驗。 

不會，提案合約內已

標示掃瞄範圍，而且

延伸至羅厝出口段拍

攝角度單一，會造成

模型破碎觀感不佳，

透過展點內崁現況照

片、3D模型、影片

延伸觀展到未開放水

道內 

無需調整   

九、如果也有一張九宮二營區的全景 360度的

俯瞰圖，應該也不錯。 

展點內崁現況照片、

3D模型、影片延伸

觀展到未開放水道

內，詳#27小艇坑道 

即為坑道俯視 3D模

型，以及#29煙墩頂

是整座山頭俯視 3D

模型。 

無需調整   

十、建議能增加一些平時遊客蒞臨現場但無法

看到視角，可以增加民眾參與線上展間的誘

因。 

透過展點內崁現況照

片、3D模型、影片

延伸觀展到未開放水

道內 

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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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回覆（112.07.04） 

項次 內容 回覆 頁碼 

業務單

位（保

育研究

課） 

1.    

本課預審期中進度 5 支導覽影片及線上導覽

展間意見已利用線上 google 文件提供，包含

錯別字、3D模型破圖等，請廠商再進行修正及

優化。 

已修正 105-222 

2.     

影片片尾請依本處影片發行往例修正，補充空

拍、剪輯動畫製作等工作人員、本處發行人、

策畫、執行等人員名單，相關格式會後提供廠

商參考。 

已修正，詳影片

片尾 
  

3 
請依本案邀標書規範加入旁白，並使影片更容

易閱覽。配樂應於片尾標示出處及版權。 

配合主辦影片審

查，調整影片配

樂與旁白 

105-222 

4.     

報告書 p.130、 p.135及 p.137-138，安東三

現場導覽原訂於 8 月 12 日辦理，因本處辦理

夜行軍活動，經與廠商討論，該場導覽時間調

整至 9 月 16 日，請再修正期中報告書相關內

容。 

已修正   

5.     

銅牆山及庫北須以 3D 雷射掃描進行數位建

模，因本處整修工程之地表整理期程無法配

合，廠商預計自行辦理地表整理，庫北預計於

7 月第 3週、銅牆山規劃於 8月第 4週（報告

書 p.138），請廠商補充說明預計清理程度如

何？並請注意應提前至少一周函報本處確切

進場時間。 

下半年五處工作

時間，因應 7月

期中審查，調整

各點進廠工作時

間 

  

6.     

本案邀標書規定需辦理 4 處戰役史蹟史料收

集與研究，目前提交期中進度為九宮二及寨子

山一相關成果，請補充說明下期執行標的及預

計收集與研究之史料來源及論述方向。 

安東三以環境阻

絕設施與安東

三、安東二構築

防禦網絡。 

盤山以華視舊影

音資料與城鎮訓

練史料說明。 

202-222 

7.     
報告書格式及章節請參考本處其它委託辦理

計畫報告書編寫。 
遵照辨理   

邱委員 8.      

報告書第 4 頁，工作範圍圖表 1 本案 10 處位

置，由於金門大橋已在 111 年 10 月底完工並

開始通行，應更正最新的現況圖。 

遵照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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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深度導覽線上解說影片，其中旁白及配

樂，請執行團隊必須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充

分討論才能定案。尤其旁白才能使影片達到登

峰造極、驚天地、泣鬼神的地步，而配樂要注

意版權的使用規定，用於調節氣氛的音樂，插

入於對話之中，能夠增強情感的表達，達到一

種讓觀眾身歷其境的感受。 

配合主辦影片審

查，調整影片配

樂與旁白 

105-222 

邱委員 

10 

有關資料收集與研究方面，寓山文化工作室針

對相關文史資料包含歷史影像、軍史典藏文

獻、軍友口述歷史等，依期中報告書的內容僅

有九宮二及寨子山史料收集有詳細的著墨，並

無詳盡軍友口述歷史的搜集（簡單的講，該類

歷史資料源自人的記憶，由貴工作室的人員訪

問曾經親身活於歷史現場的見證人和歷史親

歷者，由貴社文字筆錄、有聲錄音、影像錄影

等，若見證者能行動自如，再返回現場，勾起

記憶，詳細描述，這樣的口述歷史才有意義和

價值。）目前從報告書看僅有寨子山坑道有訪

談軍友戴源泉先生及吳家興先生二位，但訪談

並未聚焦核心價值，僅將兩位不同時期坑道使

用狀態差異透過數位模型重現，建議另三處軍

事據點能邀請適當軍友參與訪談口述歷史。應

先行訂定每個營區的訪問題目，否則口述歷史

的人，不會主動將他所知道的事情都講出來。 

營區說明將影片

分鏡圖逐格出圖

說明，從歷史空

照、部隊防區、

據點空間使用逐

步介紹。 將參考

委員意見，與主

辦單位辦理工作

會議討論後調整 

105-222 

11 

表格 5拍照建模流程，其中欄位「拍攝圖資導

入建模軟體運」，在運後面應加「算」，另表

格 6，matterport施工流程，其中欄位「拍攝

圖資導入建模軟體運」，在運後面應加「算」。 

已修改。 17 

12 

有關 3D 模型的建置初步看書面資料略感內容

不夠豐富，畫面也不夠清晰，是否能再改進一

點？簡報時 3D 的播放有顯著的不同，尤其要

讓工作同仁、民眾容易操作使用方便最為重

要。 

調整報告書圖片

比例，以及增加

更多 3D視角說

明。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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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委員 

13 

10處軍事據點的文史基本資料收集不夠完整，

稍嫌不足，對文史資料要加以有系統的梳理，

能更臻完整性。 

期中五處營區說

明將影片分鏡圖

逐格出圖說明，

從歷史空照、部

隊防區、據點空

間使用均有介

紹。 將參考委員

意見，與主辦單

位辦理工作會議

討論後調整 

105-222 

14 

據點的文史資料是目前拍攝 3D 模型的支撐，

如何運用才是重點，便於凸顯據點等的價值及

軍事史蹟的特色。 

遵照辦理。  

15 

例如海岸據點的基本文史資料必須包括(1)據

點沿革(2)據點演進(3)構造(4)種類(5)任務

及功能(6)兵力部署及武器配置(7)戰術價值

(8)生活設施(備)(9)五防、七屯、十防的作為。

如果是坑道砲陣地應包括 (1)射擊指揮所

(F.P.C)(2)測地(3)觀測所(4)通訊連絡(5)火

砲種類(6)彈藥(7)火網構造。 

期中五處營區說

明將影片分鏡圖

逐格出圖說明，

從歷史空照、部

隊防區、據點空

間使用均有介

紹。 將參考委員

意見，與主辦單

位辦理工作會議

討論後調整 

105-222 

鄭委員 

16 

現地導覽希望能邀請縣府及國家公園管理處

相關人員參加，針對參與人員提出的意見及問

題能彙整參考（收集參與人員意見回饋）。 

國家公園人員均

有出席，增加檢

附每場會議簡報

資料，以及後續

三場增加出席人

員意見收集表。 

251-287 

17 

軍友訪談之對象建議能慎選實際駐守的幹部

（如連長、排長、班長等），對實際狀況比較

了解及熟悉。 

將參考委員意

見，與主辦單位

辦理工作會議討

論後調整。目前

規劃四處深度呈

現九宮以書籍、

史料。寨子山以

口述。盤山以操

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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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影像。安東以

歷史圖像。 

18 

3D 模型影片的中文字幕及旁白、配樂應逐案

再討論，否則效果不是很好，時間的掌握如何

凸顯據點的特色很重要，要抓緊重點。 

配合主辦影片審

查，調整影片配

樂與旁白 

105-222 

金門縣

文化局 

19 
本局將參考貴處相關成果，納入未來工作規

畫。 

配合提供相關資

料。 
  

20 建議要有適當旁白提供好的展示效果。 

配合主辦影片審

查，調整影片配

樂與旁白 

105-222 

21 
提醒應注意確認相關著作權取得，影片如有應

用他人素材，建議確認。 
遵照辦理   

解說教

育課 
22 

有關成果展示及推廣教育，對象經常是本來就

對該主題有興趣者，建議廠商可思考如何推廣

給不同客群？例如考慮「參與歷史」的設計概

念。 

遵照辦理，影片

規劃藉由網路，

讓各地過往服役

軍友能藉由網路

影片回憶，留言

過去軍旅回憶或

提供昔日照片，

即是邀請民眾共

同參與，譜寫各

據點不同時間點

歷史場景，彌補

口述歷史片段式

的紀錄，以及提

升民眾對軍事據

點的關注。 

3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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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服

務課 

23 

本案 3D 建模是否有包含周圍設施？例如安東

二營區外的軌條砦也是重要的據點設施，是否

可以包含在內？ 

安東二與安東三

深度導覽影片即

是介紹該區域

點、線、面不同

防禦設施，軌條

砦將收錄於該深

度導覽影片與 3D

內。 

100-104 

24 
報告書第 104頁，有關本處標租相關內容請修

正。 
遵照辦理   

25 金酒公司科長名字請修正為吳「奎」景。 

後續訪談人員考

量個資隱藏，僅

顯示姓名頭尾文

字。 

 

鄭處長 

26 涉及著作權相關問題請廠商務必確認取得。 遵照辦理   

27 

可思考本計畫成果未來的應用價值，例如成果

影片可提供本處利用 QR code 於據點現地張

貼，民眾掃描後觀影即可更認識；本處對外開

放地 39 處據點，官網介紹頁面可連結相關成

果與影片或 3D 模型，可豐富本處官網資訊；

累積相關素材可提供本處解說人員進修，提升

對歷史人文的認識等。 

遵照辦理，配合

提供相關資料。 
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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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展間第二校回覆 （112.07.05）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審查意見 寓山文化工作室回覆 
ARTOGO回

覆 
頁碼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已修正 已修正   

圖片大小不一

 

已修正 已修正   

金門國家公園區域範圍圖及烈嶼遊憩導覽圖請

修正
已修正 已修正   



一七 

 

 
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圖請刪除以下兩張

 

已修正 已修正   

#13 鳥類區塊文字說明有錯字，蠣行鳥應為蠣

鴴，褐翅鴨鵑應為褐翅鴉鵑 
已修正 已修正   

#17 歷史背景、#19小艇坑道、#21九宮醫院，

文字敘述未完整 

已將展場內容謄寫上展示

點。 
已修正   



一八 

 

#18 歷史背景、#20小艇坑道、#22小艇坑道投

影片，與前項#17歷史背景、#19小艇坑道、

#21 九宮醫院部分重複 

已修正。 已修正   

#25 九宮北坑道口，3D模型顯示已被刪除 更換連結 已修正   

#29 煙墩頂，第一個 3D模型部分未完整 更換連結 已修正   

希望以圖片做縮圖顯示(不要用文字多的) 

 

已修正

 

已修正   

影片觀賞以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網路速度，

會跑圈圈，部分檔案太大或是網頁沒有瘦身會

影響整體觀賞性，網頁速度會決定線上觀賞的

品質以及成效，請協助排除。 

Youtube會依照使用者頻

寬自動調整影片解析度，

上傳影片為 2k解析，內

建系統可選擇 144、240、

360、480、720、1040p不

同大小撥放。 

配合修

正。 
  

目前線上展示第一個畫面在「烈嶼遊客中心」

前，吸引力而言不太足夠。博物館展示對於

「入口位置」有舉無輕重的地位，會以破題法

或是開門見山方式表明展示之亮點，參考其他

arttogo有一個手法是直接將各個作品或是主

視覺放在進入展廳的地方。並以錄音檔撥放的

方式介紹展品，本案可以藉由建模之作品進行

語音介紹、作品介紹 

請 ARTOGO評估修改可行

性。 

配合系統

更新後，

增加前導

影音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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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作會議（112.07.25）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各影片於片頭加註影片主題（戰役史蹟名稱、影片為現

況或深度導覽） 

遵照辦理，調整開頭

與片尾內容 
  

2 改善文字、畫面、旁白的內容對應。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3 需加強各影片結論。 
遵照辦理，更正文稿

內容 
  

4 片尾文字修正調整。 
遵照辦理，更正文稿

內容 
  

5 
配樂建議以不同據點類型區分，使用不同音樂；較長之

影片可考慮使用不同配樂轉換前後主題。 

遵照辦理，每段影片

安排快慢不同配樂。 
  

6 如有底圖影響史料畫面呈現者，建議調整。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7 如有使用地圖或設計圖，應視情形加註指北針等圖例。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8 
史料或老照片建議於畫面以文字呈現年份及名稱等資

訊。 

遵照辦理，加強圖文

標示內容 
  

9 
如使用軍事防部圖相關史料或為表示相關內容，顏色及

標記建議以國軍使用慣例為之。 

遵照辦理，加強圖文

標示內容 
  

10 畫面視情況加註必要資訊，如地名、空間用途等呈現。 
遵照辦理，加強圖文

標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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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作會議 （112.08.17）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目前「九宮坑道線上展覽」使用 2.0版系統建置，

Artogo系統目前已推出 3.0版本，並預計於 10月底 11

月初正式上線 4.0版本。 

配合系統更新，進版

展間內容 
223 

2 
3.0版本主要優化項目為增加語音動態導覽功能，展間可

置入背景音樂，可免費提供 2.0升級至 3.0版本。 

配合系統更新，進版

展間內容 
  

3 

升級 4.0版本報價新臺幣 5萬元整，該版本預計優化項

目如下： 

1. 語音導覽同時可顯示字幕。 

2. 增加可置入展覽前導影片、展間介紹語音影片、進度

條及使用者留言評分等功能，導覽方式可設置動線導覽

與自由導覽 2種模式。 

配合系統更新，進版

展間內容 
  

4 
前述語音、字幕、影片，須由展覽單位提供，Artogo上

架。本平臺提供 AI語音生成服務，以長度計價。 

語音、字幕由團隊撰

擬生成，再由金管處

審查通過後，更新展

間資訊。 

  

5 

本平臺各檔展覽一旦建置即開始計算管理維護費用，原

訂 112年 8月公開上線至 113年 8月，調整為 113年 1

月上架至 113年 12月，將衍生延期費用。 

配合辦理。   

6 

請評估確定事項如後：展覽正式上線時間、展覽上線期

長、是否升級 3.0或 4.0版本、正式上線前需要多少校

正修改次數（依次數計價） 

配合辦理。   

7 
確定升級 4.0版本。正式上線時間訂於 113年 1月，展

覽期長為 113年一整年。 
配合辦理。   

8 升級及延期等費用皆由本案契約金額勻支。 配合辦理。   

9 

語音導覽內容將請本處烈嶼區管理站解說員協助，原則

由受託單位確認導覽內容後，以 AI生成語音及文字檔

案，作為升級所需素材使用。 

語音、字幕由團隊撰

擬生成，再由金管處

審查通過後，更新展

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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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期程預定如下： 

1. 112年 10月底 Artogo 正式上線 4.0版本。 

2. 112年 11月初寓山提供全數升級所需素材。 

3. 112年 11月中 Artogo 產出 4.0版本線上展覽。 

4. 112年 11月中到 12月初由主辦單位及寓山同步進行

校對並納入期末審查會議意見，與 Artogo線上討論確認

最終修正方向及內容。 

5. 112年 12月中到 12月底寓山與 Artogo修正展覽 

6. 112年 12月底 Artogo 產出最終版線上展覽 

7. 113年 1月 1日最終版上架，正式開放公開閱覽。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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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作會議（112.10.11）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尾修正本處全銜為「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

處」，更正「金門縣戰地史蹟學會」，並刪除最後一行的

「2023」標示。 

遵照辨理   

2 
旁白發音、頓點、語速及部分字幕缺漏語音，請酌予修

正。 

遵照辦理，更正發音

與字幕，以及影片節

奏感。 

  

3 
背景音樂請改善切換流暢度，切換時點建議適時搭配解說

主題之轉換。 

遵照辦理，調整影片

節奏感。 
  

4 字幕標點符號請修正 
遵照辦理，更正發音

與字幕 
  

5 

請適當補充畫面標示，例如當旁白提及射口、伏地堡、主

堡、沙盤、佈雷處、各方向火點、穿越孔洞等，或提及地

名，或有空間相對應之動向說明時，標示於空拍影像或模

型上。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6 
部分標示使用之線條、圖樣與顏色表現不清楚，請酌予調

整。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7 
部分影片 3D模型展示速度過快，請調整速度。如遇有特殊

標語或圖騰，畫面請稍作停留。 

遵照辦理，更正發音

與字幕 
  

8 
請考量後製調整 3D模型變形問題，例如線條扭曲、浮在空

中的樹、原有的樹變成地面突起物等。 

遵照辦理，模型移除

漂浮物件 
  

9 

庫北及銅牆山營區皆有以 3D雷射及實境拍攝 2種方式建

模，本計畫核心宗旨為 3D模型建置及推廣，建議可於影片

結合不同建模方式的成果，善用並表現不同技術在數位模

型建置上的特點及優點。 

遵照辦理，補充兩種

技術說明畫面 
 

10 
部分影片收尾空拍素材飛行速度請調整，並於畫面反白後

再浮現片尾名單，避免畫面雜亂。 

遵照辦理，調整影片

節奏感。 
 

11 后扁營區 3D模型解說片段請盡量不裁切到兩側伏地堡。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12 
銅牆山及盤山片尾影片建議採用其他空拍素材，前者目前

素材帶離銅牆山有點失焦、後者畫面則有光線閃爍情形。 

遵照辦理，更換影片

片段。 
 

13 
銅牆山營區編號建議補充說明為前後期差異。此外，模型

有破口請酌予修正。 

遵照辦理，加強說明

區位圖文標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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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盤山訓練場之介紹內容請聚焦於該訓練場軍事使用空間說

明，涉及本處活化再利用部分，可說明本處於 106年進行

環境整理及設置靜態解說版，後於 112年進一步規劃設計

為生存遊戲場地，提升國防教育及戰地文化體驗。如有負

面描述皆請移除。 

遵照辦理，更正文稿

內容 
 

15 
盤山訓練場空拍影片轉換為模型片段，請考慮調整速度，

改善影片流暢度。 

遵照辦理，調整影片

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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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作會議（112.11.16）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片頭修正案名為「金門國家公園 112年戰役史蹟 3D模型建置暨研

究推廣計畫」。 

遵照辦理，調整文

字。 
  

2 部分用語及語音勘誤（含發音、頓點及語速）等，請酌予修正。 
遵照辦理，更正發

音與字幕。 
  

3 部分解說內容請斟酌調整用語，使一般民眾易於理解吸收。 
遵照辦理，更正文

稿內容， 
  

4 

湖下二營區現況展示影片： 

1. 本處每年整理周邊沙丘提供夏季栗喉蜂虎作為營巢地，相關內

容請協助調整。 

2. 進入以數位模型介紹本營區之段落，可考量將周邊樹木植栽移

除展示。 

3. 一樓往二樓射口段落，請考慮調整運鏡，避免觀覽者誤以為天

花板與樓地板間具有空隙。 

4. 二樓射口模型破圖請修正。 

遵照辦理，更正文

稿內容，與微調模

型接合處。 

106-

112 

5 

安東二營區現況展示影片： 

1. 伏地堡匡列範圍請修正。 

2. 配樂轉換會同時聽到兩支音樂，請修正。 

3. 海巡曾作為停車間之空間，射口模型變形明顯，請考量修正。 

遵照辦理，模型微

調各段接合處，加

強說明區位圖文標

示內容 

1113-

119 

6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影片： 

1. 使用歷史影片請於畫面標示影片來源。 

2. 影片人物發言時，建議可先暫停配樂。 

3. 數位模型大樹破圖請修補。 

4. 兩層樓建築數位模型明顯變形及內部破圖，請修正。 

5. 核心訓練區域各項說明請補充畫面圖示，便於觀看理解。 

遵照辦理，加強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 

211-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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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東二及安東三深度導覽影片： 

1. 請補充紅框標示之圖例。 

2. 空拍說明海岸戰備設施之段落，但畫面較大比例為蚵田，建議

調整空拍畫面或解說內容。 

3. 配樂轉換建議優化流暢度。 

4. 模型外觀變形明顯，建議修正。 

5. 兼做魚塭使用之大壕，數位模型建議內部皆後置為海水填充情

形，表現以水路隔絕登陸之軍事設計用途。 

6. 套疊數位模型與設計圖稿之段落，建議微調畫面以正確對應位

置。 

7. 蚵道原本即已存在，近年為水泥化俾便蚵農載運石蚵；此外，

該養殖區之形成早於國軍設置軍事用途設施，建議修正相關說

明。 

8. 大壕內生長地被植物及流入海漂垃圾等敘述與壕溝本身用途無

關，建議刪除。 

9. 建議片尾酌增收尾段落。 

遵照辦理，加強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 

202-

208 

8 

安東三現況影片：1. 解說到射口段落時，建議畫面稍做停留。2. 

入口標語明顯變形，請修正。此外，該標語為拍攝《軍中樂園》

時噴塗，安東三營區原先並非海龍使用據點，建請補充說明。3. 

射口及兩側武器諸元牆面皆有變形情形，建請修正。 

遵照辦理，調整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以

及運鏡與說明流暢

度。 

120-

125 

9 

寨子山一營區現況影片： 

1. 請適當補充畫面標示，例如當提及獅山、五虎山、北嶽廟、各

長度距離、砲堡編號、地面建築、坑道、集合場及各空間等說明

時。 

2. 山頂觀測標示三角建議調整為較凸顯之顏色。 

3. 坑道口模型變形，建議修正。 

4. 請確認 T字路口或十字路口，另建議調整運鏡方式，使觀者容

易理解 T字（或十字）路口之樣貌。 

5.有關金門酒廠修復與經營管理之說明，請補充係由本處委託辦

理。 

遵照辦理，調整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以

及解說文稿再調

修。 

137-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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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寨子山一營區深度導覽影片： 

1. 請適當補充畫面標示。 

2. 內置火炮模型於切面時因顯示出內面綠色而有過多資訊易誤導

觀眾，建議調整。 

3. 老兵與金酒人員的現場說明影像有後製不真實感，建議調整。

此外，畫面上應標示人員名稱與職稱。 

4. 砲口從模型內部向外感覺像是包覆在山體內部，依其模型會變

成砲火發射在山壁內之不合理情形，建議調整模型及運鏡。 

5. 後段有關坑道內部各空間解說，穿插金酒人員修復再利用為儲

酒窖的說明，易使人誤解金酒人員解說內容為當年軍方之工程，

請調整內容。 

6. 請改善影片收尾段落。 

遵照辦理，調整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以

及運鏡與說明流暢

度。 

193-

202 

11 

九宮二現況影片： 

1. 空拍畫面解說整體周遭環境，提及九宮與金門西南水頭遙望，

以及整修戰備道供遊客旅遊等內文，請於畫面標示出水頭、戰備

道等位置。 

2. 空拍畫面運鏡卡頓，請修正。 

3. 水位高低標示應不會使用「筆跡」一詞，建議修正。 

4. 模型由金三碼頭進入坑道內部，海水水面與坑道之接縫多處有

破口，建議修正。 

遵照辦理，調整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以

及運鏡與說明流暢

度。 

127-

134 

12 

九宮二深度導覽影片：1. LCM請備註英文全名。2. 畫面標示多餘

紅點請修正。3. 結合史料圖說講解坑道內部設計之段落，建議利

用調整模型角度與史料相似，或於史料標示現在相對位置等方

式，使觀眾更易了解坑道與史料之對應。4. 部分模型有破圖，請

修正。5. 總統訪視九宮老照片，應用得有些突兀，建議調整。6. 

提及沿岸據點及金三碼頭等地方，請於畫面適當標示。7. 空拍畫

面運鏡卡頓，請修正。 

遵照辦理，調整說

明內容清晰度，模

型再修補破圖，以

及運鏡與說明流暢

度。 

18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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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工作會議（112.11.24）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銅牆山營區現況展示影片： 

1. 以下語音請修正：處、藏、舍。 

2. 標示「鐵壁山」及「銅牆山」名稱。 

3. 字幕漏字：各「方向」射口。 

4. 請修正配樂轉換流暢度。 

5. 部分模型破圖請再檢視修正。 

6. 模型空間介紹與不同技術建置模型比對的影片片段之間，

請增加說明作為銜接。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模型微調各段接合

處，加強兩種技術的

說明。 

158-164 

2 

后扁一營區現況展示影片： 

1. 以下語音請修正：為、垛。 

2. 提及「左右側伏地堡」以及「兩側通往伏地堡」等說明片

段，建議於紅框及方向箭頭上另以文字備註「伏地堡」、

「往伏地堡」。 

3. 部分模型破圖請再檢視修正（牆角凹槽、樓梯等處）。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模型微調各段接合

處，加強說明區位圖

文標示內容。 

151-156 

3 

庫北營區現況展示影片： 

1. 以下語音請修正：處、藏、舍。 

2. 請標示尚義機場及濱海位置與方向。 

3. 請修正以既有溝渠設置土坑道一段之說明與畫面搭配。 

4. 部分模型破圖請再檢視修正。 

5. 南側區域介紹（衛浴、廚房、水塔等使用空間）解說內容

與運鏡較顯凌亂，請修正。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模型微調各段接合

處，南側區域運鏡再

調整。 

177-181 

4 

紅土溝一營區現況展示影片： 

1. 「作為」。 

2. 介紹各標語分布情形之片段，建議調整模型切片停留畫

面。 

3. 射口及射擊位置等 2段說明文字，由畫面模型不易想像與

理解，建議修正。 

4. 動詞前應使用副詞，「的」請修正使用「地」。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模型微調各段接合

處。 

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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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影片： 

1. 「...利用，城鎮作戰...」此段文字請修正。 

2. 畫面標示文獻或歷史資料來源，建議全片統一顏色，並引

述出版、發表或著作之年份及作者（若有）。 

3. 「作為...攻防戰」建議語尾加上「的場所」或「之用

途」等語。 

4. 全區域分為三種區域之說明片段，建議於整體畫面標示三

個區域。 

5. 「打開」空間建議改為「透視」。 

6. 以坑道連結不同空間，「空間」建議修正為建築或構造物

等用語。 

7. 「兵推沙盤」請於畫面標示。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加強說明區位圖文

標示內容。 

211-220 

6 

安東二及安東三營區深度導覽影片：1. 請修正語音：植栽。

2. 「安岐附近據點及阻絕設施狀況寫景圖」與與本案數位模

型套疊對照說明段落，建議調整模型角度或呈現方式。3. 

「大壕」考量備註「戰車壕」。4. 「絕壁」畫面建議以面狀

標示。5. 模型畫面移動時有部分區塊閃爍，請檢視修正。6. 

「過往的戰場改造已成為今日金門觀光亮點」建議修正為

「過往的戰場已改造成為今日金門觀光亮點」。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加強說明區位圖文

標示內容。 

202-208 

7 

安東二營區現況導覽影片： 

1. 「...在潮間帶之間設置多條軌條砦，鐵軌造成艦艇船殼

破洞進水...」建議修改為「...在潮間帶之間以廢棄的火車

鐵軌條設置多道『軌條砦』，可使敵軍艦艇船殼於靠岸搶灘

登陸時破洞進水...」。 

2. 請標示「土丘」所指位置。 

3. 中後段配樂聲偏大而不易聽清楚旁白，請修正。 

4. 逐層解說完碉堡各空間分布，進入說明內部空間使用時，

建議調整運鏡方式與文字說明。 

5. 90砲堡破圖請修正。 

6. 動詞前應使用副詞，「的」請修正使用「地」。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加強說明區位圖文

標示內容。 

113-118 

8 

安東三營區現況導覽影片： 

1. 請修正語音：觀測所、植栽。 

2. 「步機槍」請修正為「步槍與機槍」。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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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湖下二營區現況導覽影片： 

1. 請修正語音：「由東坑旅輪調班兵駐守」。 

2. 說明唯一出入口鐵橋段，請搭配畫面。 

3. 字幕「轉換」請修正為「轉化」。 

遵照辦理，後續影片

更正發音與字幕，以

及調整運鏡內容。 

106-111 

 

  



三○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112.12.05）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本計畫結案後，請提供成果報告書供本處辦理相關業務參

考。 
遵照辦理   

2 各影片用語請再確認（例如米平方或平方公尺）。 遵照辦理，調整用詞   

3 

本計畫目前線上展間以 Artogo 2.0版本建置，請受託單位確

認將增加前導影片、動態導覽等素材，更新至 4.0版本，並

提供後續 1年保固維運服務。 

遵照辦理，展間為

4.0，後續保固 1年 
223 

4 

有關本計畫之結論建議，請受託單位協助提供具體參考建

議，例如後續可考慮優先做廣或是做精，未來可發展目標如

遊戲開發、景點介紹、深入研究等。 

增加後續不同延伸方

向建議。 
  

5 
據點營區周遭環境如有明顯造成重點失焦的人工構造物或設

施，建議可以模糊化處理，凸顯營區本體，淡化周邊環境。 

遵照辦理，修正圖像

效果。 
  

6 本案 14支影片請補陳處長核閱後再正式上架。 
遵照辦理，配合查閱

後修正。 
  

7 
銅牆山營區影片及數位模型周遭環境之大面積人工設施，可

能會造成重點失焦，建議另予處理。 

遵照辦理，修正圖像

效果。 
  

8 
影片運鏡帶入模型內部移動時，容易迷失方向，建議考量於

畫面一隅以平面圖標示所在位置。 

遵照辦理，增加營區

平面與點位效果。 
  

9 
影片目前 AI配音因斷點突兀、缺乏抑揚頓挫等語感，使影片

缺乏溫度感而易使人失去觀影耐心，建議調整改善。 

遵照辦理，配合查閱

後修正。 
  

10 請補充說明如何瀏覽線上展間，以及後續建議可有何應用。 
增加後續不同延伸方

向建議。 
  

11 
各營區模型或頂視圖建議匯入本處地理資訊圖台，供相關業

務科室參考應用。 

配合辦理提供相關資

訊。 
  

12 
請確認版權使用問題，例如報告書第 126頁華視影片之授

權，是否可供本處用於其他計畫、使用方式等規範。 

本次僅授權線上撥放

使用。 
  

13 
本案建置 3D模型原始檔可否應用於本處工程使用？如何應

用？建議補充說明。 

提供模型檔案，運用

寫於建議內。 
  

14 
目前人工語音開發有多種音色、語言等，建議可嘗試採用不

同語音，避免過於單調。 

後續工作會議，提供

三種語音模式選擇。 
  

15 
本案影片將於 youtube 及 facebook等公開瀏覽網站上架，上

線期間如有民眾留言提出錯誤，受託單位可否再協助修正。 

遵照辦理，配合上線

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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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影片正式上架前，應確認語音及字幕錯字等皆已修正完成。 
遵照辦理，配合上線

後修正。 
  

17 
羅厝出海口目前因鄉公所工程而填起來，工程完成後是否有

可能更新模型與空拍影像？ 

遵照辦理，配合修

正。 
  

18 
請勘誤缺漏字、錯別字、標點符號等，內文請以左右對齊方

式排版。 

遵照辦理，配合修

正。 
  

19 

本計畫於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

閱系統」及「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典藏史料時皆

以「檔案號」引註，惟典藏檔案編碼常有變動，目前已有部

分引註案號無法於網站正確檢索。引註參考文獻時，建請依

各網站系統欄位設定，補充各史料文件之「案名／案由」、

「事由（主旨）」或「題名摘要」之資訊。 

遵照辦理，修正註

腳。 
  

20 註腳「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名稱請修正。 
遵照辦理，修正註

腳。 
  

21 

報告書 p.33-p.68有關模型建置成果： 

（1） 部分模型指北針方向未正確標示，請修正。 

（2） 比例尺應標註單位。 

（3） 各模型檢視視角各有不同，建請以簡圖說明本章節如

何定義左視圖、右視圖、正視圖、前視圖、側視圖等檢視視

角。 

（4） 請補充說明頂視圖與屋頂平面圖有何差別，或納入前

揭視角定義簡圖說明。 

（5） 檢視各樓層平面圖，建議僅保留該樓層構造。例如

p.34「湖下二營區屋頂平面圖」並非僅有屋頂平面，同時還

透視了下方樓層構造。 

（6） 此外，如以模型高程切割樓層剖面，則同一樓層如有

高低差便會無法完整呈現，例如 p.34「湖下二營區屋頂平面

圖」左側空白處實為地板稍高之木板平台，該圖無法完整呈

現屋頂平面。建議文字可修正為說明以模型的哪一個高程切

割檢視某一樓層之剖平面圖。 

（7） 安東二、安東三、后扁一、銅牆山、盤山訓練場等營

區模型因包含許多周邊環境地被資訊，使模型顯得雜亂不易

理解，建議切割說明各平面圖時，僅保留建築本身資訊。 

遵照辦理，修改建物

周圍環境顯示程度，

增加小圖說明觀看位

置。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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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報告書 p.267-p.279 有關線上展覽：（1） p.267第 2段內文

建議修正如下：本案「九宮坑道線上展覽」原以 Artogo虛擬

展間 2.0版系統建置，為提升線上觀展體驗，以 2.0版本為

基礎，進一步優化本案展覽至 Artogo最新推出之 4.0版本，

增加「語音動態導覽」、「展間背景音樂」、「前導環境影

片」及「導覽路線選擇」等 4個項目，……。（2） p.268第

1段文字及 p.269頁表格 13，建議移至 p.274頁「3.模型展

間」之內文。（3） p.268第 2段文字說明展覽主要分為展覽

主頁及模型展間 2種模式，實際上是否應該為「展覽主

頁」、「作品導覽」及「模型展間」3種？建議修正。（4） 

p.271圖表 92展覽主頁顯示點位數量與內文不符，是否因為

模型分層？建議補充各樓層及其解說點位置以使圖文相符。

（5） p.274內文說明有 11處語音導覽，p.278-p.279「九宮

展間語音導覽與文稿」僅列 10處，請檢視修正，並建議列表

對照 11處語音導覽停駐點之展間作品。此外，本節內容應是

前一節「模型展間＞導覽體驗＞動線導覽」之內容說明，建

議調整章節編次或名稱。 

修正線上展間內容，

補充解說點文案與語

音文稿。 

223-250 

23 

報告書 p.310第二節建議： 

（1） 請分點陳述建議事項。 

（2） 本案執行經驗對於機關未來續辦 3D建模、文史研究或

行銷推廣工作，是否有其他建議參採事項？例如不同建模技

術於實務上的應用建議、數位模型建置以及瀏覽或下載使用

之軟硬體建議、建模執行實務中建議應先排除的困難點、是

否有數位建模可行性較高之主題等。 

遵照辦理，將後續建

議分列說明。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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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工作會議（112.12.15） 

  審查意見 回覆 頁碼 

1 
確定於影片右上角加入平面小地圖標示目前所在位置，平面

圖請依不同樓層切換。  

遵照辦理，使用每處

營區空間平面標示點

位說明。 

25 

2 
人聲語音採用原女性配音版本，但請嘗試調整斷句，使語句

更流暢。 
遵照辦理   

3 部分段落背景配樂音量過大，請酌予修正。 遵照辦理，調整音量   

4 
九宮坑道線上展間展示修正  

1.入口意象圖採用空拍畫面。 
遵照辦理   

5 
目前規劃 2條導覽路線名稱請修正，另新增 1條小艇坑道路

線。 

遵照辦理，共計 3條

語音導覽路線 
242 

6 
每個導覽點皆需有語音，內容以解說員解說優先，次依原有

版面文字，並視內容斟酌補充。 

遵照辦理，調整語音

文稿 
243 

7 
請提供目前各導覽點版面解說文字與語音逐字稿，俾利本處

校正確。 

遵照辦理，檢附展示

點解說文字與語音文

稿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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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金門、戰役史蹟、實境建模、調查研究、虛擬展間、數位導覽 

 

    金門國家公園是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亦是第一座以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

產為主且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歷經了長時期的軍事治理，為了保衛

臺澎金馬的安全，配合島嶼地形地貌以達偽裝、隱形、自保的目標，建構了具

戰鬥、防禦、運補等功能的工事，包括供作戰指揮的地下坑道、戰管情資的觀

測所、雷達站、戰鬥訓練的教練場、集會使用的集會廳、補給掩蔽的小艇坑道、

心戰喊話的播音站、反登陸的軌條砦及無數的軍事碉堡與營舍等，面積僅約

153平方公里的金門卻有著高密度的戰役史蹟，其規模及完整度在東亞地區、甚

至於全世界的軍事地景來說，都是相當特殊且獨有的資源。 

    現況數位紀錄實境建模輸出空間資訊，經由海陸空多向拍攝、建築測量、雷

射點雲產出 10 處數位模型檔，剪輯現場影像與數位模型檔以及文史資料解說據

點過往使用狀態，提供觀者線上體驗金門獨特戰地風貌，以及提供 10 處現況影

片、4 處史料收集與深度導覽影片、4 場現場導覽、1 場線上展覽。 

    影片以 Adobe After effect 影像剪輯軟體編輯，結合金門相關公開圖台以不同年

代航照圖說明據點時代演變，了解周遭環境防護設施與據點關係，以及據點空

間變化差異，該影片以現況空間解說為目的，帶入歷史航照與空間模型圖層解

說，感受防禦景觀植栽、地形地貌、碉堡空間平剖面分層說明，認識碉堡內人

員分布與火砲設施防護射界，盤點國史館、國防部史政處、中研院金門古地圖

等公私開放資料庫，將調查資料結合深度導覽影片，穿插史料圖資與歷史影像，

提供觀者了解據點過往發展脈絡與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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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源起 

  西元 1949 年以後，金門與馬祖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尤其在西元 1954 年的

第一次臺海危機、以及西元 1958 年爆發第二次臺海危機，廣受世人的重視，可謂「冷戰中的

熱區」(Hot Zone in the Cold War)。在此時空背景下，金門地區歷經了長時期的軍事治理，為

了保衛臺澎金馬的安全，配合島嶼地形地貌以達偽裝、隱形、自保的目標，建構了具戰鬥、

防禦、運補等功能的工事，包括供作戰指揮的地下坑道、戰管情資的觀測所、雷達站、戰鬥

訓練的教練場、集會使用的集會廳、補給掩蔽的小艇坑道、心戰喊話的播音站、反登陸的軌

條砦及無數的軍事碉堡與營舍等，面積僅約 153 平方公里的金門卻有著高密度的戰役史蹟，

其規模及完整度在東亞地區、甚至於全世界的軍事地景來說，都是相當特殊且獨有的資源。 

  金門國家公園是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亦是第一座以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且兼

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本次計畫將針對 10 處本處接管的軍事據點：包含湖下二（排）、

安東二（排）、安東三（加強排）、后扁一（排）、紅土溝一（排）、銅牆山（連）、寨子山一

（連）、九宮二（營）、庫北（旅）、盤山訓練場（訓練場）等營區，建置內外部空間環境結構

的 3D數位模型，並結合駐軍文史資料，設計線上解說影片及虛擬空間導覽介紹展覽。期能藉

由導入當代科技，提升金門軍事文化遺產的資料收集與研究紀錄，逐步建立金門戰役史蹟數

位典藏資料，並應用於雲端國家公園展示及互動推廣，致力於創生及永續經營管理目標。 

⚫ 導入當代科技，提升金門軍事文化遺產的資料收集與研究紀錄。 

⚫ 逐步建立金門戰役史蹟數位典藏資料。 

⚫ 透過 3D空間資料轉化為影音媒體，並結合線上展示平台，突破地理空間及時間之限制，

使大眾可透過雲端認識金門戰役史蹟，多元推廣教育。 

⚫ 藉由公開相關空間調查資料，提供國內外專業人才自由下載運用，拓展軍事據點活化再

利用的想像力及可能性，並作為相關工程設計之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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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項目 

（一）建置金門戰役史蹟3D模型資料庫 

1. 完成10處本處接管軍事據點數位3D模型建置，指定據點標示及基礎資料如後附件，詳細

工作空間範圍，於決標後與機關辦理現地勘查確認： 

(1) 海防據點5處：湖下二（排）、安東二（排）、安東三（加強排）、后扁一（排）、紅土

溝一（排） 

(2) 大型營區3處：銅牆山（連）、寨子山一（連）、九宮二（營） 

(3) 後勤單位3處：庫北（旅）、盤山訓練場（訓練場） 

總計訓練場1處、旅級1處、營級1處、連級2處、排級5處。 

2. 本項工作包含現場作業、後製資料處理、資料整合及數位模型產製，資料成果需結合GP

S坐標資訊，以利後續加值應用。 

3. 指定軍事據點如需更換，需經過機關同意。 

4. 其中至少3處須以3D雷射掃描取得資料建置。 

5. 產製之數位化空間資料，須能轉製成OBJ、STL或3DS等通用3D格式檔案；以3D雷射掃描

之成果，須能轉製成XYZ、PLY、E57或RCP格式檔案。 

 

（二）資料收集與研究：選擇本案指定據點至少4處，蒐集相關文史資料，包含歷史影像、軍

史典藏文獻、軍友口述歷史等。 

 

（三）成果展示及推廣教育 

1. 現況展示動畫影片： 

(1) 錄製10處3D模型展示動畫。 

(2) 動畫應包含剖平面、環繞、鳥瞰等視角，依各軍事據點規劃路徑，呈現其特色。 

(3) 成果影片檔案格式需可供本處上傳本處全球資訊網及本處Youtube頻道。 

 

2. 深度導覽線上解說影片： 

(1) 選擇至少4處軍事據點，結合歷史影像、調查研究等資料，撰寫腳本並製作深度導覽

線上解說影片。 

(2) 影片內容應包含中文字幕、旁白、適當之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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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影片檔案格式需可供本處上傳本處全球資訊網及本處Youtube頻道。 

 

3. 線上展覽：選擇至少1處軍事據點，製作虛擬空間導覽介紹，上傳專業線上展覽平台

並取得授權。 

 

4. 現場導覽：以本案10處營區辦理4場現場導覽解說活動，導覽方式不拘，以推廣戰地

歷史、體驗數位測量等內容為主。 

 

（四）其他事項 

1. 廠商須於服務建議書說明執行本案3D資料取得方式、數位模型製作方式、各項工作

產製規格與交付標準之規劃。 

2. 本案建置之3D數位化資料將公開於本處全球資訊網，提供一般民眾自由下載使用。 

3. 於每處標的物現場作業前應會同本處辦理現勘，討論事項包含範圍確認、坐標基準

點設置、站位規劃、特殊雕塑或標語加強掃描(手持掃描或基站式加密掃描)及其他事

項等。 

4. 本處112年預計辦理下列營區修復作業，本計畫之現場作業期程應隨時配合各修復工

程進行修正調整：紅土溝一、銅牆山、庫北、盤山訓練場。 

5. 廠商空拍作業應依據《民用航空法》及〈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6. 連級（含）以上規模之據點，片長至少8分鐘；排級（含）以下規模之據點，片長至

少5分鐘。片長含片頭及片尾，片頭應標示據點名稱及基本資料，片尾應標示本機關

及受託廠商名稱。 

7. 動畫影片及線上展覽規劃腳本，應經本處審查通過後執行。使用於影片中之音樂及

音效皆須符合智慧財產權要求，並擁有合法撥放及永久使用之授權。 

8. 影片格式為2048×1080，或更優於此版本。 

9. 需配合本處進行各期審查會議及檔案修整，以確保檔案符合細節及應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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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範圍 

 

圖表 1 本案 10 處位置 

表格 1 本案 10 處資訊 

編號 營區名稱 土地座落 房建物棟數 房建物面積 備註 

1 紅土溝一 紅山測段3-14、3-17 房12、建6 308.91㎡ L-034 

2 九宮二 九宮測段816 房13、建7 976.69㎡ 
九宮小艇坑道

內部空間 

3 湖下二 慈湖段702-2 房1、建4 946.68㎡ 
W-029 

慈湖三角堡 

4 銅牆山 珠山段1404-1 建7 130.55㎡ W-059 

5 盤山訓練場 中山林段 96 房25、建１ 374.5㎡ 賈村訓練場 

6 庫北 中山林段153 房7、建7 224.4㎡ 
雙乳山旅 

彈藥庫 

7 后扁一 山柄段403-1 房1 421㎡ 
E-037 

船型堡 

8 寨子山一 山柄段1358-5、1324、1324-1 建5 662.75㎡ 
屏東坑道 

內部空間 

9 安東三 寧安四劃919 房6 710.60㎡ W-011 

10 安東二 寧安五劃172-1 房7、建1 1020.62㎡ W-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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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執行方法 

第一節. 執行團隊 

  以寓山文化工作室為本案執行團隊，本案包含空拍、雷射掃描、線上虛擬展間等不同專

業工項，邀請宜勤廣告有限公司 執行飛航管制紅區範圍 3 處據點空拍申請與攝錄影，飛航管

制綠黃區由本團隊空拍與攝錄影，雷測掃描委由祐鴻空間資訊、日行學旅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

現況數位紀錄輸出空間資訊，經由拍攝建模、建築測量、雷測掃描、空拍紀錄製作 10 處數位

模型檔，剪輯現場影像與數位模型檔以及文史資料解說據點過往使用狀態，提供觀者線上體

驗金門獨特戰地風貌，以及提供 10 支現況影片、4 處史料收集與 4 支深度導覽影片、4 場現場

導覽、1 場線上展覽。 

表格 2 團隊分工計畫表 

 

 

 

 

 

 

 

 

 

 

 

  

金門國家公園 

寓山文化工作室 金門縣戰地史

蹟學會 

勞務委託 

顧問 

寓山文化工作室 宜勤廣告有限公司 祐鴻空間資訊 

空拍 

攝錄 

雷射

掃描 

雷射

掃描 

日行學旅股份有限公司 

專業分工 

寓山文化工作室 

影像彙整/空間模型/影片剪輯  

影像檔 

模型檔 

金門國家公園 

日行學旅股份

有限公司 

線上展覽 

網路連結 

一般 

民眾 現場導覽 

史料

論述 

1.標的腳本檢查 

2.產出資料複查 

3.訪談人員建議 

1. 空拍申請 10 處 

2. 空拍拍攝 10 處 

1.雷射掃描 2 處 

2.現場導覽 1 處 

1.雷射掃描 1 處 

2.線上展覽 1 處 

3.現場導覽 1 處 

一、 模型建置 10 處 

二、 影像剪輯 10 處 

三、 現場導覽 2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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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流程 

表格 3 執行流程 

 

 

 

 

 

 

 

 

 

 

 

 

 

 

 

 

 

 

 

 

 

已委外經營： 

寨子山一（金門酒廠） 

整修： 

庫北（工程） 

盤山訓練場（工程） 

開放： 

後扁一 

湖下二 

九宮二 

金門國家公園 

封閉： 

安東二 

安東三 

銅牆山 

紅土溝一 

 

場地會勘 

現場拍攝*10 

 

空中拍攝*10 

 

雷射點雲*3 實境建模*10 

配合工期 場地協調 

寓山文化工作室 

取得基礎資料 

取得進階資料 

3D模型*10 現況影片*10 

現場導覽*4 

線上展覽*1 深度影片*4 

KPI 

史料收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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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模型建置說明 

壹、 空間測量建模說明 

  本案盤點國家公園近 3 年本案 10 處相關施工圖說（施工測量），以及局部建築測繪補充

細部空間資訊（建築測繪），每案皆以（Polycam）建置外觀模型與內部空間，3 處點雲以

（Matterport）與（RTC360）兩種技術掃描紀錄，因而本案整理上述五種測量技術進行比較。 

表格 4 5 種測繪比較表 

暱稱 施工測量 建築測繪 拍照建模 實境拍攝 雷射點雲 

測量設施 全測站 測距儀 相機、軟體 測站、軟體 測站、軟體 

使用軟體 Autocad Sketchup 

Twinmotion 

Polycam Matterport Trimble Scan 

Essentials 

產出格式 CAD CAD OBJ OBJ.XYZ XYZ 

測量精度 高 中 中 中 高 

不規則測量 低 低 高 中 高 

現況影響 中 低 高 高 高 

現況擬真 低 低 高 高 中 

檔案大小 低 低 中 中 高 

施工費用 中 低 中 中 高 

延伸應用 無 影片製成 

3D 列印 

3D 列印 虛擬展間 影片製成 

3D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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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測量與建築測繪 

  施工測量為規劃設計案時，進行基地近況環境測量，該技術使用測量基站參考道路永久

定位點，測量地貌數據為最詳細資料，本案 10 處近 3 年貴處計有發包工程 6 案，統整貴處發

包工程圖說已獲得更為詳細尺寸。其餘他處尚未整修工程計有 4 案，盤點國防部史政處史料

圖資、使用 3D 軟體 Sketchup 製作 3D 素體模型（obj），置入武器載具 3D 模型，說明營區據點

早期軍事使用狀態製作說明影片。 

圖表 2  建築測繪圖資 

1  
據點史料圖資/國防部史政處 W011 建築測繪電子圖資 

 

 

建築測繪電子圖資 建築測繪電子圖資 

  

 

1 國防部史政調閱系統,檔案號 1989_57329_七十八年國防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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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修復工程圖說 

2 

紅土溝一修復工程圖說 | 二期發包中 

3 

寨子山一修復工程圖說 |二期發包中 

  

 

2 政府電子採購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22,紅土溝一營區整修工程圖說 

3 政府電子採購網,金門酒廠,2022, 寨子山一營區修復工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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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東二修復工程圖說 | 主體建築已完工 

5 

九宮二展示區修復工程圖說 | 施工中 

 

 

4 政府電子採購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22,安東二營區整修工程圖說 

5 政府電子採購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22, 金門國家公園烈嶼區九宮坑道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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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施工測繪與建築測繪流程圖 

  

施工測繪流程圖（非本案範疇） 建築測繪流程圖 

  

基地現勘，確認測量區域 

手繪測量區域平剖面圖 

雷射測距儀與捲尺測量 

 

測量數據填入繪製圖面 

測量區域拍照記錄 

手繪圖資轉繪平面電子圖 

平面電子圖繪製立體模型 

參考照片修改立體模型 

產出平面圖資、立體模型 

外

業 

內

業 

基地現勘，確認測量區域 

控制點埋設（至少６點） 

平面控制點檢測 

高程控制點檢測 

新設控制點座標高程測量 

導線測量（主導線測量） 

高程測量 

數值地形測量 

坐標及高程計算 

外

業 

內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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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境建模 Polycam 

  本案 10 處標的均使用建模軟體（Polycam）逆向運算畫面景深，計算出標的物模型空間位

置以及色彩質感，該軟體模型精細度取決於相片角度與數量，10 處標的團隊均安排空中與地

面拍攝，拍攝前現場清理雜物、人員清離、現場補光等前導工作，以減少拍照時現場障礙物

或光源不足影響畫面成像品質，輪流進場空拍機 360 度環拍以及地面連續性畫面捕抓與單點

360 度環拍，一處排據點至少 2 個工作天，創建足夠相片圖庫提供程式運算，軟體自動捕抓圖

庫內空間特徵物運算 3D 數位模型。 

  Polycam 將相片逆向運算出各點空間位置產生點雲圖資（PointCloud），模擬出空間立體狀

態，將各點聯集產出素色模型空間（mesh solid），貼上各點色彩與紋理渲染現實空間立體模型

（彩模），後續可轉出 3D 數位檔如 Obj 等格式，一處排據點彩色 3D 檔案約 50 MB，該檔案匯

入 3D 編輯程式 SKETCHUP 進行檔案破圖修正與套疊建築測繪模型，進行解說影片剪輯與線

上瀏覽平台（Sketch Fab）。 

表格 5 拍照建模流程 

 

 

 

 

 

 

 

 

 

 

 

  

基地現勘，相關施作團隊確認測量區域 

植栽清理，障礙物排除（門窗、木板等）、天氣觀測 

空拍環場拍攝、地面環場拍攝、補充光源 

拍攝圖資導入建模軟體運算 

立體模型檢視，調修細節 

產出立體模型 3D 編輯檔案 

外

業 

內

業 

資訊不足 

再行補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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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建模生成說明： 

圖表 5 拍照建模圖說介紹 

 

判讀空間狀態(線性 / 塊體)，空間明暗度是否一致 

 

線性空間維持同樣高度連續拍照，大約 3 步拍攝 1 張 

 

塊體空間維持同樣高度、環邊緣對內連續拍照，大約 3 步拍攝 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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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間拍攝完成，破碎空間進行局部補拍攝 

 

相片圖庫與逆向運算軌跡 

 

設置運算範圍減少破圖範圍與減少面數，產出點雲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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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模型（素模）貼附點雲色彩與質感，產出彩色實體模型 

 

左圖為運算產出彩模，右圖為相片原貌 

 

匯出 Obj 檔，匯入 Sktchup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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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境建模Matterport 

  本案標的（九宮二 / 九宮醫院與出海口）規畫網路虛擬展間，團隊使用 VR 實境拍攝以

Matterport 系統製作，不只是傳統的 360 度 VR 呈現，更能忠實展現出真實的空間感，並且有

多種觀看模式，也可任意於展覽空間內嵌備註點，說明作品資訊，可從 Lidar 相機，Matterport 

Pro2 各種捕獲設備創建 3D 空間數據，將捕捉到的數百萬個空間的地面真實數據進行獨特的組

合，以調整和優化 Cortex 的神經網絡，以使用不同的攝像頭改善 3D。 

  Matterport 先進的計算攝影算法可創建⼀條全自動的圖像處理管道，以確保專業級的圖像

質量。軟體處理白平衡和特定於相機的色彩校正，HDR 色調映射，降噪，除霧，銳化，飽和

度調整。同時全面改善圖像質量和各個方向上的外觀，包括混合光源和亮度的急劇變化對於

最終產品至關重要，⽽ Matterport 自動進行這些專業調整。 

  

表格 6 matterport 施工流程 

 

 

 

 

 

 

 

 

 

 

 

 

  

基地現勘，相關施作團隊確認測量區域 

植栽清理，障礙物排除（門窗、木板等）、天氣觀測 

基站進場拍攝、補充光源、場地人員清場 

拍攝圖資導入建模軟體運算 

立體模型檢視，調修細節 

產出立體模型 3D 編輯檔案 

外

業 

內

業 

資訊不足 

再行補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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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後生成平面觀看（Floorplan View）視角 

 
掃描後生成立體透視（Dollhouse View）觀看視角 

 
掃描後生成觀者視角（People View）觀看視角 

圖表 6 matterport 產出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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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測點雲 RTC360 

  本計畫採用 Leica RTC360 執行建築物主體掃描作業（銅牆山、庫北），可快速將現況完整

掃描，取得空間中所有點雲資料，並以點雲資料型態儲存。掃描儀係內含掃描稜鏡之快速雷

射測距儀，不需使用反射稜鏡即可精確測得待測點之三維坐標，並內建同軸 HDR 高動態範圍

彩色相機，用以拍攝環場 360°之彩色影像，使每測站之掃描點雲資料不僅包含三維資訊，更

同時包含與它相關之色彩值，而其掃描速度為每秒 2,000,000 筆點資料，可建置高密度之三維

點雲數位模型，且機體本身約 5.35 公斤（詳細規格如下表所示），可方便攜帶及快速移動測站。 

表格 7 Leica RTC360 儀器規格表 

掃描儀 規格 

 

⚫ 掃描距離：0.5 ～ 130 m 

⚫ 測距精度：1 𝑚𝑚 + 10 𝑝𝑝𝑚 

⚫ 測角精度：18” 

⚫ 掃描速度：2,000,000 Point/Sec 

⚫ 相機內建：1200 𝑀𝑃（HDR） 

⚫ 掃描角度： 

⚫ 水平 360° 

⚫ 垂直 300° 

 

  依建築物空間格局，將目標物完整雷射掃描以達數位典藏之標準，對於掃描目標物進行

雷射掃描規劃。為確保獲得精確之掃描成果，除掃描測站之經驗選擇外，將採用可靠度最佳

之共軛覘標自動套疊法處理，精準之套疊三維點雲模型，將可免除獲取之覘標中心坐標非真

正中心之誤差，及特徵點選擇法之人為誤差對整體三維模型之影響。踏勘時環繞標的物四周，

確認掃描標的物之所有角度，並擬定適合此標的物之作業模式，以便預估作業時間及流程。 

  踏勘後於適當位置擺設共軛覘標，其擺放準則為共軛覘標需三個覘標以上，且盡量避免

為同一平面（如下圖所示），其作為不同測站掃描之特徵點，並作為三維模型及未來結構物變

形分析之重要依據。且確認測站位置後，需於起始測站擺設兩組共軛覘標，一為與下一測站

之通視共用共軛覘標，方能使測站與測站間之相對坐標透過七參數轉換接合為同一坐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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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與最終測站共用共軛覘標，使整體掃描達閉合回起始測站。首先進行一般三維雷射掃描，

掃描儀之掃描角度水平掃描範圍為 360°、垂直掃描範圍為 320°，依現場標的物狀況調整掃描距

離 0.6 m ~ 120 m 不等。掃描原理為利用掃描儀器激發雷射光，經由儀器內兩片稜鏡之反射，

可控制掃描之水平角與垂直角，並接受自「自然物表面」反射回來之雷射光。針對每一掃描

點可測得測站至掃描點之斜距及水平與垂直之角度，據此計算掃描儀與每一掃描點之相對坐

標。 

 

圖表 7 共軛覘標之擺設方式 

   外業執行步驟為： 

(1) 擺設測站及共軛覘標進行掃描，以求得測站與共軛覘標之相對坐標系； 

(2) 進行建築本體及周邊環境掃描； 

(3) 單一測站工作結束，待儀器儲存該測站資料； 

(4) 移動測站至下一測站擺放位置，並確認是否通視上一測站之共軛覘標。 

重複上述(1)至(4)步驟直至掃描測站與起始測站之共軛覘標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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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雷射掃描外業流程 

確認掃描目標物

 現場踏勘：
     拍照記錄
    現況確認及安排
    擬定作業模式
    預估工作時間

 蒐集相關資料：
     地形圖
    地籍圖
    現況位置圖
    歷史文獻

 工作流程及作業模式規劃：
    掃描順序及方向規劃
    架設掃描儀之位置選定及安排
    共軛覘標(Sphere)之位置擺設規劃
    掃描儀兩測站之間需擺置三個以上共軛覘標，作為接合點雲模型之特徵點使用
    共軛覘標之擺放盡量避免放置於同一個平面上

三維雷射掃描儀架設並依設計擺放三個以上之共軛覘標

掃描時需特別注意各共軛覘標是否於兩測站間彼此通視

 掃描作業時需注意：
    選定適合之掃描解析度
    採取水平方向360度及垂直方向320度掃描
    掃描後數位影像拍攝(同時修正及調整相片品質)

檢視及判斷
掃描資料是否完整

補

掃

描

作

業

移
動
測
站
直
至
掃
描
完
成

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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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雷射掃描獲取建築本體之點雲資料後，將轉由內業資料處理，處理步驟為： 

(1) 將外業各測站掃描所獲得之三維點雲資料匯入； 

(2) 對於掃描之成果進行雜訊之濾除及刪除，以獲得所需之資料； 

(3) 進行各測站資料三維自動模組化，確認三維共軛覘標是否套合完整； 

(4) 判斷各測站間三維共軛覘標套合誤差是否符合精度規範之要求； 

(5) 若不符合規範之要求，則無法自動組成三維點雲模型，改採手動方式進行三維點雲模型 

(6) 將三維點雲模型與儀器所搭載相機拍攝之影像進行同心同軸立體貼圖，自動貼圖數位攝影

高解析及高像素之影像； 

(7) 完成三維點雲模型後，可依需求得到正射點雲或影像資料。 

表格 9 雷射掃描內業流程 

外業掃描所獲取之三維點雲資料匯入

濾除三維點雲資料之雜訊

利用共軛覘標進行三維點雲模型接合

檢核共軛覘標之套疊精
度及模型精度是否符合 

± 1 公分

進行彩色數位影像敷貼
建置三維彩色數位點雲模型

依需求匯出正射影像或影像資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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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行成果 

第一節. 3D 模型建置 

1. 湖下二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8 湖下二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101.8 m 模型寬度 97 m 模型高度 16.8 m 

模型面積 9874.6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87.2 MB 

座標資訊 TWD97: 

178783.556, 2706732.370 

WGS84: 

118.29749, 24.46527 

轉出格式 OBJ 

 

湖下二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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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下二營區二樓平面圖 

 

湖下二營區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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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下二營區側視圖 

 

入口透視圖 



25 

2. 安東二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9 安東二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103.35 m 模型寬度 104.47 m 模型高度 9.2 m 

模型面積 10796.97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113 MB 

座標資訊 TWD97: 

182326.170, 2707696.885 

WGS84: 

118.33239, 24.47413 

轉出格式 OBJ 

 

安東二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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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二營區二樓平面圖 

 

安東二營區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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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二營區側視圖 

 

安東二營區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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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東三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0 安東三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100.2 m 模型寬度 111.3m 模型高度 11.5m 

模型面積 11177.49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97 MB 

座標資訊 TWD97: 

182781.504, 2707324.389 

WGS84: 

118.33690, 24.47079 

轉出格式 OBJ 

 

安東三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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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三營區二樓平面圖 

 

安東三營區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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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三營區側視圖 

 

安東三營區透視圖 



31 

4. 九宮二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1 九宮二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424  m 模型寬度 300 m 模型高度 53.65 m 

模型面積 178821.43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437 MB 

7 GB(點雲) 

座標資訊 TWD97: 

175235.022, 2702164.939 

WGS84: 

118.26273, 24.42386 

轉出格式 OBJ 

XYZ 

 

九宮二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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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二營區山腰剖面圖 

 

九宮二營區坑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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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二營區坑道透視圖 

 

九宮二營區坑道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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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二營區（參觀區域）頂部點雲資料 

 

九宮二營區（參觀區域）平面層點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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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二營區(參觀區域)點雲資料 

 

九宮二營區(參觀區域)點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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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寨子山一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2 寨子山一 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372  m 模型寬度 372 m 模型高度 95 m 

模型面積 138384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89.7MB 

座標資訊 TWD97: 

192615.513, 2710672.336 

WGS84: 

118.43377, 24.50141 

轉出格式 OBJ 

 

 

寨子山一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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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子山一營區坑道山腰剖面圖 

 

寨子山一營區坑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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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子山一營區坑道透視圖 

 

寨子山一營區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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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紅土溝一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3 紅土溝一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111.5  m 模型寬度 76.5m 模型高度 5m 

模型面積  8529.75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106 MB 

座標資訊 TWD97: 

172464.081, 2705024.856 

WGS84: 

118.23525, 24.44955 

轉出格式 OBJ 

 

 

紅土溝一營區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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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溝一營區二樓平面圖 

 

紅土溝一營區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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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溝一營區機堡透視圖 

 

紅土溝一營區側視圖 



42 

7. 后扁一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4 后扁一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110  m 模型寬度 90m 模型高度  12.5m 

模型面積  9900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230MB 

座標資訊 TWD97: 

193957.622, 2710425.816 

WGS84: 

118.44702, 24.49923 

轉出格式 OBJ 

 

 

后扁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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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扁營區二樓平面圖 

 

后扁營區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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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扁營區全區平面圖 

 

后扁營區坑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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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銅牆山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5 銅牆山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500 m 模型寬度 315.8m 模型高度 40m 

模型面積  157900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253MB 

1 TB(點雲) 

座標資訊 TWD97: 

182048.432, 2698375.094 

WGS84: 

118.33009, 24.38996 

轉出格式 OBJ 

XYZ 

 

銅牆山營區模型頂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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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牆山營區(歐厝砲堡高度)平面圖 

 

銅牆山營區(翟山砲堡高度)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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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牆山營區(入口段坑道)平面圖 

 

銅牆山營區側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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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牆山營區地表雷射點雲頂視圖 

 

銅牆山營區坑道雷射點雲平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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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牆山營區入口側雷射點雲平面圖資 

 

銅牆山營區坑道雷射點雲透視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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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盤山訓練場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6 盤山訓練場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250.3m 模型寬度 200m 模型高度 13m 

模型面積   50060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263MB 

座標資訊 TWD97: 

183762.943, 2703971.642 

WGS84: 

118.34673, 24.44056 

轉出格式 OBJ 

 

 

盤山訓練場模型頂視圖 



51 

 

盤山訓練場一樓平面圖 

 

盤山訓練場地下構造物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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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山訓練場(行政中心)一樓平面圖 

 

盤山訓練場(家屋模擬區)一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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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山訓練場地下坑道平面圖 

 

盤山訓練場假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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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庫北營區模型資訊 

圖表 17 庫北營區模型資訊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項目 數據 

模型長度   134m 模型寬度 44 m 模型高度  8 m 

模型面積   5896 m2 編輯格式 SKP 檔案容量  267 MB 

0.8 TB(點雲) 

座標資訊 TWD97: 

185066.018, 2704397.792 

WGS84: 

118.35957, 24.44446 

轉出格式 OBJ 

xyz 

 

庫北營區模型頂視圖 



55 

 

庫北營區一樓平面圖 

 

庫北營區生活設施平面圖 



56 

 

庫北營區庫房平面圖 

 

庫北營區庫房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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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北營區庫房點雲圖資 

 

庫北營區生活設施點雲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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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北營區庫房雲圖資 

 

庫北營區全區頂視點雲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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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收集與研究 

  本案以九宮二營區、寨子山一營區、盤山訓練場、安東二安東三營區，該 4 處營區進行

資料收集與研究，盤點國史館、國防部史政處、中研院金門古地圖等公私開放資料庫，將調

查資料結合深度導覽影片，穿插史料圖資與歷史影像，提供觀者了解據點過往發展脈絡與使

用狀態，2 處相關收集研究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納入期末報告提交。 

文獻探討：參考國內各公私資料庫已解密資料為資料來源。 

a. 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b. 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 

c.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d.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e. 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f. 華視多媒體部－多媒體加值服務中心(懷舊頻道) 

調查研究方法及預期成果： 

表格 10 史料調查流程 

 

 

 

 

 

  

各公開資料庫收集 4 處史料 

以時間軸進行史料梳理 

依照事件分類、戰事分類、防區分類 

史料重新繪製撰寫 

產出分節影格說明 

剪輯解說影片 

收

集 

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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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九宮二營區史料收集與研究 

1. 九宮二營區史料梳理 

  小艇坑道史料報告眾多，更有多本專書介紹，團隊研讀《金門申遺軍事遺跡潛力點-九宮

坑道、翟山坑道、獅山砲陣地》與《開鑿九宮坑道那一段歷史》兩本專冊，並結合史政檔案、

歷史影像梳理，將小艇坑道介紹分成現況導覽影片與深度導覽影片兩支，現況導覽以介紹小

艇坑道設置目的與使用目的為主，深度導覽影片以九宮坑道不同時期開鑿計畫，以及坑道內

各類空間使用機能為主。坑道開鑿前的高低潮差測量擬定部隊施工計畫，制定主支坑道不同

斷面高寬尺寸，內部人行道與不同船艇尺寸限制，各種坑道防護掩蔽設施介紹（水閘門、絞

門間、防波堤），以及後續坑道使用單位「海軍小艇第二大隊第四中隊」進駐說明，並以 3D

模型模擬早期坑道內運行 LCM 機械登陸艇狀況，透過動畫與原始工程圖說，了解九宮坑道豐

富歷史。 

  九宮坑道屬於「金鯨計畫」其中一處小艇坑道，而該計畫由國家主導反攻大陸母案「國

光計畫」其中一件子案「龍騰計畫」所衍生，「龍騰計畫」計畫由金門發動對圍頭、廈門等地

不同方式反攻，其中「金鯨計畫」規劃金門儲存一定數量機械登陸艇，由海軍駕駛小艇裝載

陸軍搶灘廈門沿岸，而計畫所需機械登陸艇則由國內自建小艇案「大業計畫」、「中興計畫」

結合美援小艇所組成，後續分配各軍分工計畫，各自擬定執行方案。 

 

圖表 18 國光計畫各式反攻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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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表 19 小艇坑道與母計畫關係圖 

7 

圖表 20 小艇坑道原設計構想  

 

6閻亞寧、簡雪玲、林馬騰、陳秀竹、洪學文，2013，《金門世遺叢書 4-金門申遺軍事遺跡潛力點：九宮坑道、

翟山坑道、獅山砲陣地》，金門縣文化局 

7 《金鯨計畫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3，檔案號 4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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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年金防部與海軍共同討論會勘金門小艇儲存方式與地點，場地需要盡可能接近水際

便於小艇進出，灘岸需具適當坡度以利開鑿偽裝掩蔽小艇，更要避免被敵方直接觀測等等的

選擇條件，初步裁決依照地形地質特性以三種方式存放，明塹方案以天然渠道整修，或開鑿

薄岩山壁加建水泥構築明塹，選定溪邊、峰上兩地各存放 24 艘；露置方案利用天然隱密地形

偽裝露置，選定昔果山一帶溝渠存放 50 至 100 艘；坑道方案利用海岸礁石開鑿高潮線以上乾

坑道，或平均低潮線附近濕坑道，選定以漁村、大帽山、水頭、羅厝等地，預計存放約 100

艘。 

 

 

8 

圖表 21 三種小艇儲存方式構想  

 

8 《黎玉璽呈蔣中正小艇預置計畫簡報》，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4,檔案號 010202-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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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艇除了儲存空間需要討論外，將小艇低調安全的從台灣本島前運至金門更是一大課題，

尤其當時美軍顧問團為避免兩岸衝突加溫，強烈要求金門守軍須減量，前線島嶼更應以防守

為方針建設防護設施，因而大量小艇前運以及開鑿坑道除了避免敵軍發現，更需要減少美軍

疑心，多筆史料皆提到本案應盡量避免受美軍注意，將坑道開鑿以物資儲存坑道為名掩護本

案目的。 

  LCM 機械登陸艇前運金門方式，首要為保密執行以達成後續奇襲目的，再者小艇須保持

隨時機動以利任務執行，以及降低運送存放時受風浪衝擊或砲火損傷的消耗，海軍討論將以

五種方案適情況執行小艇前運，其一由海軍駕駛小艇從澎湖馬公港出發，隨行以軍艦護航；

其二由中型運輸艦以船外拖拉夾帶小艇運往金門；其三以各種登陸運輸艦裝載小艇運往金門，

細分為大型登陸艦（東海艦 / 船塢登陸艦 LSD）單趟裝載 12 艘、補給運輸艦 （天竺艦 / 遠洋

貨輪改軍用）單趟裝載 4 艘、中型登陸艦（中字艦 / 戰車登陸艦 LST）以甲板裝載小艇，然而

金門當時未設置岸際起重設備無法裝卸中字艦甲板小艇，而天竺艦單趟運輸效率過低不建議

採用，因而海軍後續都以前三案運送方式為主。 

9 

圖表 22LCM 小艇前運金門方式  

 

9《黎玉璽呈蔣中正小艇預置計畫簡報》，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4,檔案號 010202-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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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M 小艇長約 17 公尺、寬約 4.2 公尺、高約 4.8 公尺、重量約 28 噸，空間存放除了隱蔽

安全為第一目的，也需考慮空間小艇進出便利性，若將小艇存放於陸地，需要額外增設機械

起卸設備，利用台車鐵軌運載小艇進出水際，並將小艇加以偽裝隱匿於天然地形溝渠內，則

定於昔果山一帶存放 17 艘；或開鑿濕坑道利用潮水提供小艇機動進出坑道，也不須額外設置

起卸設備，金防部為降低受發現風險擇定分散於羅厝 20 艘、水頭 15 艘、大帽山 15 艘、漁村

20艘；少量配合戰術需求分散不同灘頭隱匿存放 1至 2艘，總計金門容納 120艘機械登陸艇。 

10 

圖表 23 金門第一期小艇坑道存放計畫  

 

10 《黎玉璽呈蔣中正小艇預置計畫簡報》，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4,檔案號 010202-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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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大陸「龍騰計畫」其中一案計畫利用各類水陸載具運載陸軍一師搶灘敵軍沿岸，如  海軍須先針

對金門潮汐統計不同時期高低潮水深高度，將坑道開鑿於平均低潮線大約海拔 2-3公尺間，退

潮坑道底部至少保留 1.7 公尺水深，以確保小艇進出不會擱淺；漲潮坑道頂部至少保留 4-5 公

尺高，因為小艇高約 4.8 公尺，小艇空載吃水深 0.8 公尺，滿載吃水深 1.2 公尺，因而船身露

出水面 3.5~4 公尺，為考量漲退潮不同時間任務需求，坑道水面上淨高至少要留設 4 公尺以上

空間，若坑道高開鑿至 11 公尺以上將提供小艇進出坑道時不受漲水限制，但施工期程與消耗

人物力將大幅提升，為求達成總統指示期持，調整相對經濟作法，坑道淨高至少 7 公尺以上，

平均小高潮時小艇可進出坑道，平均大高潮時小艇不至於觸頂，僅面臨大潮時節才影響小艇

無法進出或觸頂的狀況，後續戰術運用需準確安排潮差時間執行任務。 

11 

圖表 24 小艇與坑道高度關係圖  

 

11 《金鯨計畫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3，檔案號 45594 



66 

  「金鯨計劃」在烈嶼地區以羅厝至九宮一帶礁石岩岸為開發基地，第一期開發計畫將開

鑿兩條坑道儲存 25 艘小艇，主坑道寬 12 公尺、高 7 公尺、長 180公尺，支坑道寬 6 公尺、高

7 公尺、長 140 公尺，由當時烈嶼守備區陸軍步兵 41 師張建勛少將帶隊，由戰鬥工兵營與步

兵預備團兩個營共同開鑿，第一期於 1963 年 12 月 14 日開工，部隊採工作 4 小時輪流休息 8

小時分組施工，坑道照明規劃以防水 100 瓦燈泡間距 1.4 公尺至 2 公尺等距安裝於坑道頂端，

坑道口結構補強加增 5 公尺長混凝土坑道口。 

 

12 

圖表 25 第一期工程圖與內部照明規劃  

 

12 《國光案金鯨計畫(小艇坑道)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1，檔案號 49317  



67 

  1964 年 5 月總統指示大帽山、塔山、九宮坑道應加擴充儲存量，九宮工程修正為寬 12 公

尺、長 210公尺一洞二口，另開鑿數個支洞額外儲存 7艘，合併第一期 25艘調整為 32艘，陸

軍步兵 41 師配合工程完工後再行輪調。第二期計劃原構想單側增加 5 處深度 20 公尺、寬度

7.5 公尺支洞，後續調整為左側 30 公尺深三洞、右側 40 公尺深一洞，再行增加左側三洞加深

20 公尺、右側增加 40 公尺二洞，最後坑道一二期於 1964 年 10 月 30 日完工，坑道分布為左

側深度 50 公尺至 30 公尺四處支洞，右側深 40 公尺二處支洞，已與原構想兩條筆直主、支坑

道差異許多。 

 

13 

圖表 26 第二期工程討論方案 

  

 

13《國光案金鯨計畫(小艇坑道)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1，檔案號 4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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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 9 月 18 日總統指示金門小艇坑道多選適當地形另增建小艇坑道增加地區小艇總容

量，國防部黃中將與金防部王司令官於 10 月 3 日現勘討論後，回覆大帽山與九宮兩處各增建

坑道一條，可多容納 LCM 小艇 50 艘，預定於同年 12 月中旬開工至 1965 年 5 月底完工。 

  1964 年 11 月金防部頒布金鯨三號工程計劃，九宮段增設新坑道 180 公尺與人員坑道 60 公尺，

以及坑道內人行道與小艇引道等附屬工程，以烈嶼守備區陸軍步兵 34 師派遣工兵四個連與步

兵四個連施工，並將三號工程與一二號工程透過水上坑道與人員坑道相通，。 

  三期坑道原規劃開鑿寬 10 公尺、高 8 公尺 L 型配置，東側相通九宮碼頭長 100 公尺，南

側為避免敵軍直接觀測，改為室內碼頭並連接沿岸戰備道，提供安全隱密搬運物資的室內空

間，新舊坑道連接處原規劃於舊坑道左側中段支洞貫通相接，並於東側新設人員坑道串聯新

舊坑道口；後續調整為於舊坑道羅厝處支洞貫通 32 公尺串聯新坑道，並將南側坑道碼頭命為

「金三碼頭」設置長 19 公尺裝載斜坡，並於新坑道單側設置 1.2 公尺寬人行道，以及 T 字人

員坑道串聯東側新舊坑道口，人員坑道口設置避彈牆與廁所空間，逐漸形成現今所存九宮坑

道樣貌。 

14 

圖表 27 第三期工程討論方案  

 

14 《國光案金鯨計畫(小艇坑道)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1，檔案號 4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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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艇坑道斷面尺寸與LCM種類以及坑道功能有關係，LCM小艇分為LCM-3A型運補艇，

由國產「中興計畫」建造，船長 15.3 公尺，船身加上兩側防撞碰墊寬為 5.2 公尺，以及 LCM-

6A 型運補艇，該型號由國產「大業計畫」建造以及美援小艇組成，船長 17 公尺，船身加上

兩側防撞碰墊寬為 4.8 公尺。小艇坑道分為 12 公尺寬主坑道和 6 公尺寬支坑道，淨高至少都

需要大於 7 公尺，並於坑道一側設置人行道相連，以及人行道下方設置防撞墊保護船隻直接

撞擊坑道壁，而主坑道因寬度足夠兩艘小艇併行，可直接於坑壁增築 0.8公尺寬人行道，道路

面距離坑道底至少大於 3 公尺，避免受平均漲退潮影響無法通行，剩餘坑道淨寬約 11 公尺，

足夠各種 LCM 小艇安全行駛；而支坑道淨寬 6 公尺，人行道可採用坑壁內挖深 0.8 公尺、高

2.2 公尺的連續凹槽，道路面距離坑底至少 3 公尺，避免受平均漲退潮影響無法通行，此方式

保持小艇坑道淨寬 6公尺，足夠各種 LCM小艇安全行駛；或是採用單側增築寬 0.75公尺人行

道，坑道淨寬剩餘約 5 公尺，則僅能行駛較小型號 LCM 小艇 

 

15 

圖表 28 小艇坑道斷面尺寸與人行道關係  

 

15 《金鯨計畫》，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3，檔案號 4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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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艇主坑道與支坑道於坑道口時，均需要調整坑道開口範圍至 6 公尺，以降低小艇於坑

道內受砲火波及機會，以及減少敵軍直接觀測機會，並於開口部設置混凝土構造水閘門，連

通外海坑道口段加寬至 7 公尺，以利小艇進出操作便利性，並於以混凝土補強壁面減少落石

機會。 

  坑道開口水閘門以混凝土澆置左右兩側牆身，整體構造寬度約 13 公尺，由坑道底部始算

高度約 9.5 公尺，構造厚度 4 公尺；中央部開口留設 7 公尺寬洞口，以鋼鐵閘門控制洞口開關

範圍，鐵門寬 8.2 公尺、高度 8 公尺，由絞鏈控制鐵門頂端，以洞口為圓心上下滑動閉合，為

避免鋼門開啟時碰撞坑道岩石底面，必須在外側澆灌平放鋼門地坪，而絞鍊從鋼門上經由混

凝土閘門連接至洞口旁絞鍊機房，九宮坑道 3 處坑道口均留有水閘門殘跡，部分洞口底部殘

留鋼門殘骸。 

 

16 

圖表 29 水閘門圖說  

 

16 《國光案金鯨計畫(小艇坑道)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1，檔案號 4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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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坑口均需設置水閘門，以絞鍊拉動洞口鋼門開闔，為確保絞鍊控制安全性，必須單獨

設置絞鍊控制間（絞車間）於坑道內側，距離水閘門 3 至 5 公尺處，沿著坑道人行道側開鑿

坑壁創生一處凹洞，洞內淨寬 3.6 公尺、淨高 3 公尺，距離洞口底部高度 4 公尺，於洞內底部

設置絞車，絞鍊透過高角度拉動水閘門上下滑動，九宮坑道 3 處洞口皆留有絞車機殘骸。 

 

17 

圖表 30 絞車間位置圖  

 

17 《金鯨計畫》，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3，檔案號 4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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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道口外需設置一段引道與消波堤，減少海浪直接衝擊坑口造成洞內漣漪效應，會影響

坑道內小艇航行更加顛撥，也更能容易造成小艇側向撞擊壁體而受損，因此引道段與水閘門

必須盡量隱匿，避免敵軍直接觀測後鎖定目標砲擊造成洞口崩坍，引道段兩側壁體彩繪迷彩

融入周邊植栽，外圍沿岸與碎石區噴塗柏油降低彩度與亮度，坑口段設置寬 10 公尺、高 6 公

尺、恐木 4 吋或 6 吋的偽裝網，隱蔽混凝土柵門與周圍景觀及迷彩塗裝相互融合，降低敵軍

觀測發現洞口的機率。 

 

18 

圖表 31 小艇坑道口偽裝與防波堤  

 

18 《國光案金鯨計畫(小艇坑道)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1，檔案號 4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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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鯨三期工程於 1965年 10月完工，全案動用人力約 265,000人次，產出石料約 60,000立

方公尺，九宮段為金門全數小艇坑道內占地最大坑道，海軍編制小艇第二大隊於 1965年 12月

開始進駐金門，九宮由第四中隊 143 名人員進駐，常駐 LCM-6 型運補艇（大業計畫）8 艘、

LCM-6型砲艇（美援與大業計畫）3艘、LCM-6型救難艇（大業計畫）3艘、LCM-3A型運補

艇（中興計畫）19 艘，共計 32 艘各型 LCM 小艇，第四中隊小艇也是前運金門的最後兩個梯

次。九宮第三期工程增設陸地坑道，提供駐守人員進駐以及緊急時刻 LVT 兩棲登陸車存放，

坑道口均需設置避彈牆減少敵軍砲火波及洞內人員，坑道左右兩側陣列部隊床組。 

 

19 

圖表 32 小艇中隊與坑道床位分布圖  

 

19 《國光案金鯨計畫(小艇坑道)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1，檔案號 4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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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坑道於 1977 年配合部隊整編，改建為師級野戰醫院，烈嶼衛生所也一併遷至此處，

共同提供防區軍人與民眾醫療使用，並將該區命名為「烈嶼醫院」，也稱「九宮醫院」，人員

坑道前段提供軍人與民眾共用，設置醫療間、看診室、觀察病床、待產室等醫療復原空間，

人員坑道後段為軍人使用與觀察病床，「九宮醫院」使用至 1986 年，部隊調整再將野戰醫院

遷至黃厝，九宮坑道遂閒置至金管處活化。 

  

圖表 33 烈嶼醫院舊照 

  

圖表 34 九宮人員坑道未修繕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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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寨子山一營區史料收集與研究 

1. 寨子山一營區史料梳理 

  寨子山一營區撥交給金門國家公園活化再利用，於 2020 年金管處推動軍事營區活化招標

案，評選後由金門酒廠得標改建為儲酒坑道，訪談金酒修復工程負責科室 吳奎景科長，了解

金門酒廠選擇該營區改建為儲酒坑道原因，以及修復過程中面臨問題，後續儲酒工程規劃，

和後續管理維護計畫，坑道第一期修復工程於 2023 年 2 月完工， 2023 年 9 月金門酒廠將進行

第二期儲酒缸體工程，另外訪談 1983~1986 年於寨子山服役軍友 戴源泉先生，了解當時坑道

使用狀況，和 2004~2006 年金防部砲指部吳家興先生，了解後期坑道使用狀態，並將不同時

期坑道火砲狀態、彈藥寢具、裝載車輛等差異透過數位模型重現。利用本案契機介紹火砲坑

道戰備使用狀態以及未來活化再利用，深度導覽以坑道使用為主軸，了解坑道與山體之間尺

寸位置關係，透過不同角度 3D切片動畫解析四座砲堡使用狀態，並將不同時期增築牆體移除，

還原坑道戰備使用狀態，利用 3D渲染軟體將空間模型製作室內外不同角度動畫，提供觀者了

解坑道空間機能和現存設施使用目的。   

 

  金門東、北、西三側均緊鄰大陸沿岸，為準確將我軍火砲平均分布反擊，將敵軍沿岸分

為四區，從東至西依序為圍頭區、蓮河區、廈門區、煙墩山區，金防部定期透過空拍偵測、

敵火觀測、敵後工作等管道，將敵軍營區與陣地標示於地圖上，透過 1958 年八二三砲戰前敵

軍火砲分布，可了解敵軍可透過三側火砲將金門全面覆蓋，僅料羅灣南側部分較少重疊火網，

本案寨子山於當時仍未設置，而金東區域主要反擊圍頭區與蓮河區，因而砲戰初期我軍火砲

密集分布於金門東北角，透過 「大砲在前、小砲在後 」策略擴大我軍火砲射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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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圖表 35  金門砲戰時敵我砲兵分布  

 

20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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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八二三砲戰後資料檢討，金門與敵岸一直處於不對稱的火砲比例，砲戰初期 8 月 23

日至 9 月 26 日圍頭區敵軍火砲約 28 門、我軍火砲 12 門，後期 9 月 26 日至 10 月 6 日敵軍火

砲增加至 56 門，我軍僅增加為 22 門。兩軍火砲比例從初期 1:23 拉大至後期 1:4，敵軍火砲口

徑與種類也逐日提升，從初期 152mm 與 122mm 加農砲到後期高砲進駐，高射程更延伸圍頭

至金門東海岸內陸的射程，因而妥善保存我軍火砲抵禦敵軍轟炸，以及集中我軍火砲反擊重

要營區，便是金門後續反砲戰主要課題。 

  21 

圖表 36  金門砲戰時圍頭區敵我砲兵對比  

 

21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八二三戰役文獻專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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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 1962、1963 不同年代觀察敵軍火砲逐年增加，圍頭區從 1958 年初期 28 門，經過四

年 1962 年已增加到 72 門，1963 年增加至 80 門，火砲口徑也越來越多樣，從岸砲 122mm 加

砲與榴砲、152mm 加砲與砲混合，以及 85mm、100mm 高砲複合組合，經由榴砲轟炸與遠程

加砲及防空高砲，徹底封鎖金門東北角海、陸、空域，更造成金門南海岸運補動線受砲火影

響運補船艦計畫，形成封島物資中斷的危機。 

22 

圖表 37  1962 年敵軍火砲分布  

 

22《閩粵地區共軍第二線陣地位置判斷圖與金門當面敵砲位及射程判斷要圖》，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1961，檔案號 005-010202-00152 



79 

  我軍在 1958 年後大量爭取美援，又以重型火砲進駐金門更為重要，先後爭取 8 吋榴砲、

155mm 加砲、240mm 榴砲數十門依序前往金門，這類重型火砲皆屬於軍級重砲，由金門防衛

司令直屬砲兵指揮部管轄，最多時下轄 1 個 240mm 榴砲營、1 個 8 吋榴砲營、3 個 155mm 加

砲營、1 個 155mm 榴砲營、高砲連等，各營下轄 3 個連隊，每連配有四門火砲。1962 年金門

忙於反攻大陸「國光計畫」各種建設工程，準備更多火砲與人員進駐空間，如「龍騰案」計

畫我軍火砲分布和射擊敵軍範圍分區，圍頭區以鵲山營 155mm 加砲為反擊主力。 

23 

圖表 38 1962 年金防部直屬砲兵指揮部編裝表 

24 

圖表 39 1962 年龍騰計畫我軍火砲射擊範圍  

 

23《金門防衛部及直屬單位單位編裝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58，檔案號 56289 

24《金門當面共砲位置判斷圖》，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3，檔案號 005-010204-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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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1969 年敵軍也因應反制「國光計畫」各項戰略，持續提高沿岸火砲與防空高砲，

防範我軍突襲沿岸或空降內陸，從 1963 年 56 門火砲與 24 門高砲，1969 年提高至 68 門火砲

與 104 門高砲，持續增長的火砲射程與口徑，將可能產生從圍頭封鎖金門南海岸運補動線的

狀況，1968 年我軍也提高金門東北角與南海岸防禦火砲數量。 

 

25 

圖表 40 金門 1969 年敵軍火砲分布  

 

25  《金馬當面中共陸海空軍兵力部署判斷要圖金門當面中共砲數量及砲位射程判斷要圖等》，國史館檔案史料文

物查詢系統，1969，檔案號 005-01020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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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蔣中正總統指示強化金門東北角針對圍頭一帶反擊火砲，利用寨子山花崗岩山體

開鑿 155mm加農砲 16座，以及擴建獅山既有步兵坑道開鑿 8吋榴砲陣地 4座，利用寨子山南

北向山勢，由北至南設置 3 條 155mm 加農砲坑道，本案位於最北段，進駐金門防衛指揮部直

屬砲兵 610 營，配置 4 門 155mm 加農砲，寨子山一營區內「屏東坑道」與獅山「震東坑道」

兩條坑道為同期工程「屏震金東」，。  

   26 

圖表 41 寨子山一營區開鑿起因  

 

26 《陸軍備工作計畫案(五十七年)》，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8，檔案號 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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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本案拍攝空拍影像了解金門東北角五虎山系於地形要角的重要性，其高點俯瞰東北

角各海岸線與內陸平原地帶，金東守備區將步兵一旅（團）指揮部設於美人山體內，負責扼

守田浦至中蘭一帶範圍，金防部砲指部也利用五虎山系堅固花崗岩體，開鑿各種重型火砲陣

地，將山勢東北側接彈面開鑿火砲射口，山勢西南側背彈面開鑿坑道入口。 

 

 

圖表 42 寨子山一空照圖分析戰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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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寨子山坑道於 1969 年完工，隨後由金防部砲指部 610 營一連進駐，配置 4 門美援 M2 牽

引式 155mm 加農砲 ，經由坑道串連四座固定東北射向砲堡，以及西側入口處射擊指揮所與通

訊所，每門砲由 14 位砲班人員管理，後續於 1981、1982 年增改建坑道內部空間，提升班兵

生活環境。寨子山 155 加砲連原隸屬於金防部直屬砲兵營龍陵營管轄，1981 年參謀總長郝柏

村上將指示金防部砲兵發揮長短射程相輔，調整師砲兵與直屬砲兵營各隊內管轄關係，逐漸

形成近代混砲營的編制，寨子山連也調整由山外營統一管理全島 155 加砲連。 

27 

圖表 43 寨子山一營區修建紀錄 

28 

圖表 44 寨子山一權屬關係  

 

27 《國防工事整修整建案》，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9，檔案號_6539 

28 《民國 71_戰備(砲兵部隊)》，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82，檔案號 4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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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金防部將寨子山一營區撥交給金管處活化再利用，金管處於 2020 年推動民間促參

OT 案公開招標，後續由金門酒廠得標，金酒提出改建計畫修復再利用為儲酒坑道，坑道第一

期修復工程於 2023 年 2 月完工， 2023 年 9 月金門酒廠將進行第二期儲酒缸體工程，本案訪談

金酒修復工程負責負責科室 吳 o 景科長，了解金門酒廠選擇該營區改建為儲酒坑道原因，以

及修復過程中面臨問題，後續儲酒工程規劃，和後續管理維護計畫，以及另外訪談

1983~1986 年於寨子山服役軍友 戴 o 泉先生，了解當時坑道使用狀況，和 2004~2006 年金防

部砲指部吳家興先生，了解後期坑道使用狀態，並將不同時期坑道火砲狀態、彈藥寢具、裝

載車輛等差異透過數位模型重現。 

 

圖表 45 本案訪談金門酒廠 吳 o 景科長 

 
圖表 46 本案訪談寨子山軍友 戴 o 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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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寨子山一營區訪談資料 

I. 金門酒廠吳 o 景課長 

i. 屏東坑道活化想法 

  其實，這個看到，他是一個狹長型的，那其實我們當初會選擇這個跟他來做儲酒的活化，

其實坑道的環境吼他很潮濕，那很陰涼，很適合作為我們更久一些高粱酒的優質酒的存放空

間，那這個坑大的話，長度的話，走到底大概是 200 公尺，那橫向大概還有 180 公尺的空間。

那這個地方的話。其實我們當初的規畫，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們只有做一些簡單的照明，那地

坪稍微做一些重新的整理這樣子，那以後我們的儲酒桶就會放進去。那這個地方的話，未來

的話，我們使用的話會以不銹鋼坑道的桶子為主，那其實的話，金酒在坑道的地方做出儲酒，

像這邊的話，東北方是在寨子山，那我們在東南方也有坑道，那其實在太湖的話也有長江還

有金武坑道的坑道，然後也有做出這個部分，那其實在山前就是在。西南側的地方，我們現

在有一個山前坑道，然後目前我們做坑道的話就是活化起來的話，就是以不破壞他的現場環

境，然後做簡單的陳設這樣。 

ii. 屏東坑道活化方向 

  我們現在只有做簡單的照明，那我們的電纜的話是用改裝電纜，進去這樣子，那其實以

後在人行走的部分，就會以燈光下面大概 1 公尺到 1.2 公尺左右，那右手邊的部分，以後就會

放置不銹鋼的那個桶槽，那不銹鋼桶槽，它的直徑大概有 2 公尺到 2.5 公尺之間，所以其實大

家這樣注意看，如果不銹鋼桶只要放單側。那高度的話大概是 3 公尺左右的話，其實我們的

走道大概只有剩下 1 公尺到 1.2 公尺的空間。其實小小的，那如果說儲酒天氣的話，未來像 4、

5、6 月的話是比較潮濕，夏季比較潮濕，那潮濕的地板久了會濕滑，如果說以後這邊，我們

有開放參觀的話，以後是會用預約制，跟公司預約，然後我們就採一團一團的這樣子，那我

們也比較方便管理，那因為大家想像，雖然說現在看起來寬廣的，那就是說桶槽放進去以後，

就現在空間開放大量的人來參觀。其實管理還有那個介紹方面，其實比較不適合，所以我們

以後就是盡量採預約制，然後一團一團這樣子的話，這樣大家遊客來參訪，也比較能夠了解

到內部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iii. 坑道修復過程面臨挑戰 

  一些狀況會比較難處理。其實現在大家看到是很空曠，然後燈光很好，所以你現場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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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狀況的話，大家看的很清楚，那其實我們當初一進來的時候是頭燈一個手電筒，然後手上

可以拿個手電筒，那其實當初照的話沒有這麼明亮，我們不要說大概可能哪裡有落石，向現

場也有一點點小落石。那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規劃，可能那時候沒有辦法到都那麼周詳，那

不過我們後來會慢慢改進。 

  那其實大家如果注意看一下前面那一道牆，很明顯是後來才砌上去的，所以代表說這個

地方當初開發的時候也有崩掉，那崩掉我們再把它修復起來，那其實我們這邊在做地坪的時

候也有碰到一個問題，其實我們這邊的坑道總長度從坑口走到這邊將近 300 公尺左右，那我

們第一次混凝土澆置的時候，一直接管接到這個地方其實打不通。那後來打打到後來整個混

凝土，他等於是整個固化，然後就在管子裡面，所以後來。我們第一個方式就放棄了，那放

棄的話，我們再重新，還是有走出去，大概再看一下它的那個現場的狀況，那其實我們的 4

號坑口離光華路其實還蠻近的，那我們也有想辦法從窗口這邊找看看有沒有聯外道路，可是

可能樹林比較密，我們沒有找到，所以後來我們是用四號射口，然後從那邊接管過來，大概

接了 180 公尺，所以順利也把我們的地坪這樣子，我們還是分兩部分把它澆置。然後第一部

分就是把橫斷面把它鋪好，然後第二部分的話就從入口這個地方往外面大概 200 公尺把它鋪

設完畢，然後這是第一個部分。 

  然後第 2 個部分的話，我們其實四個砲口，為了要做一個區隔，然後不要去。把它現有

的砲口那個地方那個破壞掉，所以我們有做了 4 道牆，那 4 道牆當初在做的時候，其實因為

挖下去的時候有碰到岩盤，那岩盤挖不下去，你這邊有沒有辦法去用爆破，那挖土機進來要

切割什麼的，其實都不容易，因為看到裡面，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把地基上那上方再做一道牆，

這樣上來，其實做這地方還是有碰到一些小困難，那第 3 個部分就是說他現有結構啊。像我

們現在看到這地方有點小樹根，那就是說當初其實竟然沒有注意到讓小樹根的話，我們到時

候也要想說是不是做一些防護，然後阻隔他落實下來，這樣子我們到時候會慢慢的找一些方

法，然後把這些安全性的話盡量做到最好這樣子。 

iv. 砲堡保存與修復 

  4個砲堡有注意看的話，其實現在是要爆破它，上面是沒有泥土地加固，那如果說我們剛

做的話就是說保留這個地方，你是想說，假設未來開放觀光，然後有人會來這邊參觀的話，

它還可以比較體現出當初這個歷史背景的話。也就是說，當初砲堡長什麼樣子，然後其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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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有他們砲架腳架在這邊，那其實像 2號 3號 4號的話，因為他。可能是有加固過，所以他

上面的話，它有放混凝土的建築，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把 4 個砲堡就用一道牆去隔，然

後保留它歷史的原始的背景。然後如果說以後進來，大家看到這個場景的話會比較有感覺這

樣子，那如果假設我當初四個砲堡都納入儲酒的話，可能以後要體驗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

感觸這樣子。 

 

II. 金防部直屬砲兵營 610 營 3 連 1403 梯戴 O 泉下士（民國 72~75） 

i. 營區集合場介紹 

  民國 72 年 3 月新兵就直接來金門服役，這邊是我們的司令。連集合場，然後這邊應該有

那個。籃球場這邊也是籃球。我們以前都在這邊打籃球，嗯，在這邊活動的。然後呢，那一

邊是我們的。72 年的時候，這邊是中山室。在他的右手邊那邊是廚房這個。 

ii. 中山室、營站、廚房介紹（MAH02558 訪談逐字稿） 

  就是我們 72 年來當兵的時候，我們有做到的。這棟就是我們那年代建築的廚房，這就是

我們活動範圍，但是我們如果要下山，走旁邊那條小路直通到山西雜貨店。這邊是中山室，

上課都是上課擦槍，反正就是莒光日，都在這邊啊。吃飯也在中山室，我們那個年代是中山

室後面就是營站，營站就是球間、撞球、一些休閒活動包括福利社了。營站是連上自己經營

的。所謂營站就是連隊的福利社。 

iii. 構工訓練的過程 

  幾個人來、幾個弟兄來蓋這個中山市的。學有專長的，像是泥水工、土水工、模板工，

然後這棟都是空心磚，空心磚我們就自己做啊，需要時石頭的，我們就是整連帶出去撿石頭，

然後混凝土是配給的，然後砂是去海邊挖，都叫營部的卡車來支援，那時候一連大約 40-50人，

中山室蓋差不多半年左右，先蓋中山室再蓋廚房，中山室蓋完再延續蓋廚房，因為那時候的

廚房都舊了，環境很不好，高層為體恤官兵讓大家有比較好的環境。一般的上課、活動都在

這邊的空地(集合場)。砲操的時候都在砲班裡面，因為人數不夠，我們就集中在三砲統一訓

練，三砲就是坑道直接衝，直接走到底就是三砲。 

iv. 砲堡射口偽裝清理 

  射界正常上面命令下來就要清掃，我那時候清掃射界，像這些樹兩公尺以下的全部清空。

剩一枝樹幹，所以像我們砲射口看的方向非常清楚，射口外面要用偽裝網包起來，然後砲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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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晚上時都用浪板蓋住，浪板蓋在偽裝網裡面，偽裝網是輻射圓形的像是小蒙古包，浪板是

蓋到坑道口，晚上也才不會那麼冷，尤其冬天也才不會那麼冷，155加農砲的砲管很長也不會

卡到，一開始設計就有考量到，以前的阿兵哥真的厲害，都已經算好了，砲架不用動偽裝網

都可以蓋起來，寨子山連的砲是固定砲沒再移位的，算是我們的射界都是固定的，所以都不

會有那些問題，只要沒有機動射界轉向，我們的砲就是固定打那幾個點，砲堡裡面的駐鋤是

給砲架兩隻腳旁邊的各一個固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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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盤山訓練場史料收集與研究 

1. 盤山訓練場史料梳理 

   盤山訓練場以華視訪談影帶「民國八十四年金門外島班超部隊精誠連戰技演練（1995)」，

以及國防部史政資料「假城鎮家屋編組戰鬥研究（1983）」，和金管處「賈村及庫北營區活化

利用整建工程（2023）」調查報告，介紹 1980 期間國內興建假城鎮訓練場地操演部隊城鎮攻防

掩蔽，以影片為主體說明假城鎮訓練場地建物用途，以及建物掩蔽開口射擊等施工計畫說明，

以 3D 模型結合影片演練表現金門唯一假城鎮訓練場之獨特性，透過歷史影像呈現當時訓練狀

態讓民眾更好了解賈村特殊歷史。 

   賈村為國軍駐地專精管道及住民地訓練場，模擬村落戰鬥訓練場地，其中部分房舍皆有

坑道、機關設施，國軍訓練時除以兵力、武器來攻堅之外，並配合心戰喊話相互使用，以達

攻克村落之目標。國軍訓練科目包括地形地物利用、防毒面具簡介與操作、毒氣試驗、核生

化防治、手榴彈性能介紹及野戰投擲等，該場地訓練不只是駐防也包含進攻跨越障礙、利用

地形地貌攻入等單兵技能。 

 

圖表 47 賈村分區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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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場為提供城鎮戰訓練所用，因此形成較多且密集的建築群。建築物除了仿造城鎮中

可能會有的屋舍與外觀形制之外，進一步的精簡了相關的生活設施，僅留存必要的元素來區

隔屋舍在仿造城鎮中所扮演的機能與角色，如隔間牆、神龕等。現況所存的建築，以最少的

建築元素卻能映射出城鎮應有的想像與樣貌，也體現了軍隊在訓練為目的的前提之下，試圖

以最經濟、簡化的方式去模擬出城鎮的樣貌。 

  全區配置上，地表建築群共有 18 幢，以東南—西北向的軸線配置為主，並有零散的構造

物、坑道與壕溝大致圍繞著此軸線而建。北側配置兩排對稱的構造物，每一排由三幢房舍與

一道圍牆平行配置，構成仿造城鎮街道的主體；南側有三幢建築物與圍牆共同圍塑出具獨立

內院的建築配置，中央為較寬大醒目的兩層建築物，前方左右兩側則為較低矮的附屬一層建

築，內院尚有一大型沙盤，明顯與前方仿城鎮區域之功能有所區隔；周遭另有其他呈散落配

置的 14 幢房舍與 1 座伏地堡，並設有坑道、壕溝串連部份地表建築。房建物之間的開放空間

則為不同軍事科目的訓練場地所用。 

   現有的建築物依外觀與空間機能概略可分為兩種類型，即一般房舍與防禦工事，而防禦

工事又多附建於一般房舍或周圍空地。空間格局上，一般房舍的建築平面皆呈長方矩形狀，

較為一致，並且共有 15 幢一層房舍、2 幢二層房舍、1 幢三層房舍。一層房舍的屋頂，除編

號 9、14 以外皆採鋼筋混凝土雙坡屋面，二層以上的房舍則皆為平頂構造。大部份的房舍外

觀現況除了在外牆漆上圓形白底與紅色數字編號之外，皆無明顯裝飾或造型，外觀清楚顯露

空心磚構造牆體與混凝土構造、門窗等，於轉角或牆上多處開有小孔，推測為城鎮戰訓練時

模仿觀測孔或射口所用，沿開孔一圈漆有白漆清楚標明其位置。 

  參考國防部史政查詢系統，1984 年步訓部提供國防部步兵師依照「台灣防衛作戰指導」

有關村落戰鬥研究，提出「假城鎮家屋編組戰鬥研究（1983）」專題報告，各部隊平時對於守

備區內村落，應先進行偵查與編組，戰時即依照村落防禦要領，派部隊戰力與民防戰力實施

防禦戰鬥，以班、排、連小部隊編組防禦陣地，固守要屋、封鎖道路，以造成敵軍進攻遲滯、

侷限、阻止、拘束、殲滅等目的，其要旨為「反擊之支撐」，將城鎮區域大小、建物素質、地

形地貌加以防禦強化，按照三角形防禦要領佈設四周外圍防禦，以部隊兵力大小編成獨立據

點，每處據點均能進行獨立戰鬥與相互支援，尤其利用城鎮內重要要點（路口、高點、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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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構完整的防禦體系，將城鎮道路與建築設置多重障礙、阻絕設施，再分為陣地前線、

縱深陣地、核心陣地，整體形成閉鎖陣地。 

  陣地前線設置在城鎮外圍，利用大型阻絕設施或廢棄車輛阻擋敵軍車輛挺進，再進駐班

排級步隊於路口建築內，以雜物封鎖建物低層出入口，防止敵軍人員強佔建築，再將射擊火

力佈設在樓內不同高度建構多層防禦火力。火力輸出步隊與民防預備隊進駐城鎮內二線建築，

建構防禦縱深，利用交通中心建築，編組火力基點，以防守火力封鎖巷道，運用步砲兵火力

封鎖陣地，阻止敵軍攻勢，高大建物建置獨立據點，由下而上逐層配置火力，發揮上、中、

下多重火力，各據點間利用坑道、水溝、巷弄、涵管、下水道等隱匿連接方式，相互建構各

點連通網絡，已達成步隊轉進或逆襲。核心陣地選在城鎮中央堅固高大建築群內，作為外圍

防守據點的支撐，進駐防守步隊指揮系統與預備隊，考量全區戰力保存與後方逆襲路線，將

戰力保存於地下，發揚戰火於地上，一點受攻全力應援，發揮城鎮作戰特性，堅守村鎮是為

拘束、侷限敵軍，為友軍反擊創造時間。 

 

圖表 48 假城鎮家屋編組戰鬥研究資料 

 

城鎮防禦部隊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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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內兵力火網配置圖 

 

城鎮外圍設置阻絕設施，建構前線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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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陣地設置說明 

 

多層高大家屋防禦工事構築 

 

路口佈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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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防禦工事構築射口 

 

房屋防禦工事構築射口 

 

房屋防禦工事構築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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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火網配置圖 

 

路口火網配置圖 

 

路口火網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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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盤山訓練場歷史影像 

圖表 49 盤山訓練場訓練影片 

  

單人單手跳躍圍牆 建物遮蔽演練 

  

高層建物攀爬訓練(單繩與繩梯) 建物射口掩蔽 

  

高層建物破窗突襲 雙人互助跳躍圍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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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兵突進民房窗口 民宅屋頂設置火點 

  

利用建物掩護作戰 單兵高處突襲建物 

  

雙人合作跨越障礙 金西師張師長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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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安東二安東三營區史料收集與研究 

1. 安東二安東三史料梳理 

  安東二（W-012）與安東三（W-011）位處 1949 金門保衛戰共軍登陸第一線，嚨口至古寧

頭一帶成為防區重中之重防備要點，以國史館「安岐附近據點及阻絕設施狀況寫景圖」29該

系列為腳本，介紹金門北海岸繁雜防禦設施層次，從海岸蚵樁與軌條砦防止船艦登陸設施，

沙灘四面體與鐵鹿砦防止車輛搶灘移動，平原以據點、雷區、瓊麻、漁塭等人工構造物防止

阻斷人員車輛移動路線，連接至後方反空降設施與民防聚落（安歧）建構防禦縱深，以 3D 模

型結合歷史影像表現金門北海岸海防據點與周遭景觀防禦關係，透過影片說明戰地景觀不該

單指建築體，更了解不同時代改造地形緣由與防衛景觀植栽設置。 

 

圖表 50 安東三深度導覽資料 

 

1949 古寧頭戰役 201 師戰鬥境界線 

 

29 《安岐附近據點及阻絕設施狀況寫景圖》，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9，檔案號 010504-000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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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823 砲戰後美軍空拍圖與海岸一、二線佈防標示 

 

W011-W012 海防設施說明圖 30 

 

30 《安岐附近據點及阻絕設施狀況寫景圖》，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9，檔案號 010504-000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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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火砲警戒海面敵艦動態 

 

灘岸上利用阻絕設施與交叉火網壓制殲敵 

 

敵軍突入灘岸後，透過據點與地形迫使分流夾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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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登陸裝置（軌條砦）潮間帶設置規劃31 

 

反登陸裝置（軌條砦）平立面配置 

 

反登陸裝置（軌條砦）個體工程圖 

 

31 《金馬軍事化歷程與對比》，藍文佶，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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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11、W012 阻絕設施說明圖 

 

W011、W012 人員使用空間說明圖 

 

W011、W012 戰防砲射界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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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成果展示及推廣教育 

  10 處營區製現況解說影片（5~8 分鐘），其中 4 處結合上述資料收集與研究製作深度導覽

影片（8 分鐘），現況導覽影片以現況空間解說為目的，帶入空拍與模型解說，認識地景防禦

景觀、地形地貌改造狀況、碉堡空間分層說明，人員分布與火砲設施防護射界，結合金門相

關公開圖台以不同年代航照圖說明據點時代演變，了解周遭環境防護設施與據點關係，以及

據點空間變化差異。深度導覽影片結合上節研究資料，將過去軍事使用的過程以老照片與數

位模型模擬，讓人了解營區過去使用狀況，各營區影片分鏡列表呈現。 

表格 11 影片分段策略 

編號 種類 營區 規模 其他測量 現況導覽 深度導覽 

1 小艇 九宮二 中隊（營級） 有（雷射） 8mins 8mins 

2 火砲 寨子山一 營   8mins 8mins 

3 後勤 庫北 庫（排級） 有（雷射） 5mins   

4 海防 湖下二 排級   5mins   

5 海防 安東二 排級   5mins   

6 海防 安東三 排級   5mins 8mins 

7 海防 后扁一 排級   5mins   

8 海防 紅土溝一 班級   5mins   

9 海防 銅牆山 加強排級 有（雷射） 8mins   

10 訓練 盤山訓練場 軍級   8mins 8mins 

 

秒數 主題 內容 

0-10 本案名稱與主辦、執行單位 國家公園 logo、案名、執行單位、時間 

10-60 點位標示 據點於金門島位置，防區級別、據點編號 

60-150 現況空拍 360 度空拍說明 

150-270 建築解說 碉堡各層平面圖、剖面圖、屋頂圖說明 

270-300 內部空間環場解說 火砲射口、機槍陣地、中山室等空間區位 

8 分鐘 調整上表各節秒數，並視標的增加歷史影像、文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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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況導覽影片 

1. 湖下二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51 湖下二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湖下二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排 ( 無火砲 )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開放 | 頂樓委外經營 飛航區: 綠 (不須申請，飛航高度<120 m) 

土地: 慈湖段 702-2  建物數: 房 1、建 4 ( 建物 946.68m2） 

軍方編號: W-029、W146-2 暱稱: 慈湖三角堡 

規定片長 5 分鐘 實際片長 5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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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湖下二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52 湖下二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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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湖下二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湖下二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湖下二營區位於金門島的西北角， 

據點戰鬥編號為 W-029， 

防區隸屬於金西守備區， 

由東坑旅輪調班兵駐守。 

（轉場） 

該處為海防據點，負責扼守慈湖堤岸。 

沿著慈湖路行駛即可到達此據點。 

（轉場） 

近年軍方將據點撥交給金管處管理， 

經過建築體修繕、室內佈置展示板、周圍環境整理以及陳展除役戰車， 

湖下二營區（又稱慈湖三角堡）已成為知名景點。 

（轉場） 

經由實境掃描建立數位模型， 

從高空逐層揭開碉堡空間。 

碉堡外觀造型為三角形堡體， 

屋頂層外牆建造堅固的城垛與通道， 

二樓端點處，均設置三方向射擊口，形成全面向的防護網， 

而連通三處的通道，則可利於班兵快速轉移射擊位置， 

端點內側設置可通達中心區域的樓梯與通道， 

一樓東側設置唯一的進出口，以強化戒備與管理， 

並於各端點處，設置左右兩側的射擊口，形成守備火網。 

內部空間則配置放射狀的通道網絡，通達各個區域， 

中心區域為班兵生活空間。 

碉堡的外緣則挖掘了寬度 3 公尺的壕溝，作為防護。 

（轉場） 

灘岸邊也設置許多軌條砦，防止敵艦搶灘， 

據點周圍種植木麻黃，可以固沙、防風以及作為掩蔽。 

因此處擁有豐沛的林相與水源，也成為候鳥良好的棲息環境。 

金管處每年會整理周邊沙丘，在夏季時，便成為提供夏候鳥「栗喉蜂虎」作為營巢地。 

來訪民眾可在碉堡屋頂層設置的賞鳥站觀賞候鳥，以及在咖啡屋悠閒地品味茶點遠眺廈門夜

景。 

（轉場） 

透過數位模型可由外而內綜覽碉堡； 

首先是鄰海一側的端點處，額外增築了一層防護牆體，以抵抗火力攻擊， 

屋頂層設置的城垛，則可提供班兵從高處掩護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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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體的三角端點處，均留有兩層多向射口，形成嚴密的交叉火網。 

碉堡的入口處，以鐵橋作為唯一的通道。 

進到內部，在空間轉折處均留設了埋伏的射擊口， 

中山室也改造為鳥類的展示區，說明各種鳥類特徵， 

緊鄰核心區，開鑿牆體設置埋伏射口， 

堡體的中心為三岔路口，以利於快速轉移各端點兵力， 

通往屋頂層的樓梯則設置於鄰海側的通道內， 

三個端點處的雙層機堡皆設有獨立樓梯，以利於補給， 

一樓設置左右兩側雙射口， 

二樓設置左、右、前三向射口， 

射口留有寫景圖與射擊要領。 

如今據點已解除戰備轉換為觀光使用， 

經由建物修復與各式展示說明， 

得以讓更多人，認識金門獨特的戰地樣貌。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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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東二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53 安東二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安東二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排 (2 門火砲 90mm、57m )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已修復 | 封閉中 飛航區: 綠 (不須申請，飛航高度<120 m) 

土地: 寧安五劃段 172.1 (1498.77m2 ) 建物數: 房 7、建 1 ( 建物 1020.62m2） 

軍方編號: W-012 暱稱:  

規定片長 5 分鐘 實際片長 5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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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東二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54 安東二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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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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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安東二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安東二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安東二營區位於金門北海岸西側， 

防區隸屬於金西守備區， 

由東坑旅安岐營，派兵駐守該據點。 

（轉場） 

安東二營區戰鬥編號為 W-012，  

由後方唯一道路連接至安岐村。 

（轉場） 

據點前方的灘岸區，皆是平坦沙地， 

部隊在潮間帶之間以廢棄的火車鐵軌條設置多道「軌條砦」， 

可使敵軍艦艇船殼於靠岸搶灘登陸時破洞進水，損壞運載船隻， 

減少敵軍後援部隊的數量， 

據點地下化隱藏於沙丘中。 

（轉場） 

由實境建置的數位模型中，可見其周圍種植許多防禦植物與防風林木， 

再將碉堡隱匿於自然環境中， 

降低受敵軍發現的可能性。 

碉堡外側覆蓋厚實沙土增加抗炸能力， 

延伸植栽與土堆劃定據點邊界。 

（轉場） 

經由據點數位模型，從高空逐層揭開碉堡內部構造。 

屋頂層設置海哨，派員看守海面動態。 

據點後方土丘設置伏地堡， 

土丘持續連接至碉堡，構成防禦網絡， 

近代因蚵道工程才調整土丘範圍。 

從碉堡平面中可見，中央為突出部，兩側各配置一座戰防砲， 

建築外緣再以石塊砂土層層覆蓋。 

碉堡後方入口設置門口哨控管人員進出， 

再由廣場通達兩側砲堡與中間的人員生活設施入口， 

班兵生活設施則位於後方中心處。 

左側的砲堡配置一門九零高砲，以防護左線海岸， 

右側的砲堡配置一門五七戰防砲，以防護右線海岸， 

突出部左右各配置四處控灘射口， 

最前緣加強火力配置排級機槍。 

班兵寢室位於突出部中心處。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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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數位模型，穿越砂土透視碉堡內部。 

突出部前緣設置觀測窗，監視海面動態。 

前緣射口配置排級重型機槍戒護， 

後方等距設置控灘步槍射口。 

班兵寢室位於突出部中心，便於班兵快速反應戰情。 

碉堡通道以十字型連通各空間， 

左砲堡射口留有九零砲管收納空間，以及絕佳海景視野， 

砲堡牆上仍留有早期火砲諸元紀錄。 

（轉場） 

安東二營區於解除戰備需求後， 

曾經歷海巡單位的使用， 

近年則撥交給金管處進行修復活化， 

並透過招攬民間團隊進駐經營， 

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單位的力量， 

將海防據點作為歷史教材與觀光資源， 

讓過去軍事看守的海岸線， 

轉化為窗外獨特的文化風景。 

數位模型的應用則可讓民眾透過瀏覽據點空間， 

更進一步地認識金門獨特的戰地文化。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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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東三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55 安東三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安東三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排 (2 門火砲 57mm )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未修復 | 封閉中 飛航區: 黃 (不須申請，飛航高度<60 m) 

土地: 寧安四劃段 919 (5388.71m2 ) 建物數: 房 6 ( 建物 710.6m2） 

軍方編號: W-011 暱稱:  

規定片長 5 分鐘 實際片長 5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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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東三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56 安東三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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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安東三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安東三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安東三營區位於金門北海岸西側， 

防區隸屬於金西守備區。 

由湖南旅派兵駐守。 

（轉場） 

安東三營區戰鬥編號為 W-011， 

據點經由後方戰備道通往安岐村。 

（轉場） 

據點解除戰備需求後，撥交給金管處管理。 

安東三營區因擁有特殊的建築外觀， 

而被選中作為電影「軍中樂園」的拍攝場景。 

整體建築因左右兩側突出的雙軸，而形成更為龐大的海防據點。 

突出部兩側設置步槍及機槍射口， 

並利用土丘與植栽掩蔽據點構造體， 

隱藏在北海岸平坦的沙地中， 

持續見證著北海岸的歲月變化。 

（轉場） 

 經由實境掃描將據點數位化， 

記錄下當代的空間特徵。 

昔日戰備區已改作為停車場， 

屋頂層的觀測所也增建了步道與圍籬， 

海防據點轉變為觀光景點。 

（轉場） 

透過數位模型，逐層揭開碉堡空間。 

據點突出部兩側皆設置五處控灘射口， 

將寢室與彈藥庫設置在突出部中心處， 

再將訓練與生活空間安排於據點中心， 

左右兩側各配置一門五七戰防砲， 

砲堡入口設置避彈牆，減少來襲砲火射入室內。 

廣場連接後方伏地堡與庫房， 

並利用土丘高點設置單兵射擊壕， 

兩處伏地堡提供多處守點射口， 

建築外觀經由植栽與土丘偽裝隱匿， 

屋頂設置多處海哨，提供部隊多角度觀測海面。 

（轉場） 

據點入口設置哨所，控管人員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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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兩側土丘設置單兵射擊壕， 

建築牆面塗裝樹林迷彩偽裝， 

伏地堡入口留有 W-011 水泥浮雕， 

門口哨左右兩側都配有伏地堡， 

廣場處的精神標語及海龍圖樣，均為拍攝電影《軍中樂園》所噴塗的內容， 

碉堡入口旁留有碉堡改建落成碑， 

砲堡以避彈牆防護入口， 

開口再以雨遮及鐵門防護， 

牆面留有武器諸元與操作要領， 

射口繪製寫景圖與火砲射程， 

碉堡外觀以植物與砂土覆蓋偽裝， 

碉堡屋頂設置海哨與觀測所。 

（轉場） 

安東三營區經歷不同時期使用。 

仍持續挺立於北海岸，見證時代的變化。 

金門獨特的戰地文化，也將持續地傳承於世。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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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宮二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57 九宮二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九宮二 鄉鎮: 烈嶼鄉 

使用等級: 中隊 功能: 小艇坑道 

工程狀態: 開放  飛航區: 黃 (無需申請，飛航<60m) 

土地: 九宮測段 816  (2983.27m2 ) 建物數: 房 13 建 7 ( 建物 976.69m2） 

軍方編號:  暱稱: 九宮坑道、九宮醫院、小艇坑道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4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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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九宮二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58 九宮二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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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九宮二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九宮二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九宮二營區位於烈嶼東南角，也稱為九宮坑道， 

是烈嶼地區唯一的小艇坑道。 

（轉場） 

營區潛藏在九宮碼頭與羅厝碼頭之間的山體內， 

完整的花崗岩山體提供絕佳的防護效果。 

（轉場） 

營區從九宮碼頭側進入， 

位於烈嶼東南角，與金門西南角的水頭相互呼應 

兩點共同扼守金烈水道南端， 

該區海面更是前線島嶼－大、小二膽的重要運補動線， 

九宮側海岸線到羅厝皆是礁石岩岸， 

提供小艇坑道絕佳的開鑿條件。 

羅厝到東崗的海灘則是烈嶼地區重要的運補碼頭。 

（轉場） 

透過實境掃描建置山體與坑道的模型， 

逐層揭開山頂，一覽坑道分佈， 

九宮坑道呈現不規則的形狀， 

包含水上小艇坑道與陸地人員坑道。 

小艇從九宮側兩處坑道口進入。 

岩岸處開鑿一處室內裝卸碼頭， 

集中於坑道中心，再由羅厝側出航， 

提供人員使用的坑道，則均由九宮側進入。 

小艇坑道於 1963 年，由烈嶼守備區陸軍 41 師（常山部隊）負責動工開鑿， 

第一期計畫預計要容納 20 艘小艇，因此開鑿兩條坑道， 

然而，經蔣中正總統指示需再增加 7 艘容量，而有了第二期工程， 

隔年秋季完成第一、第二期工程後，再交由 34 師（長城部隊）負責施作第三期工程， 

最後於 1965 年 10 月完成九宮坑道全部工程。 

同年 12 月，海軍與登陸艇依序進駐坑道。 

（轉場） 

隨著國家戰略變化，九宮坑道也連動調整， 

1977 年配合陸軍戰備需求，改建為烈嶼醫院。 

醫院使用到 1987 年才搬遷至黃厝。 

坑道閒置到 1998 年，配合金門轉型發展觀光， 

軍方撥交給金管處修復再利用， 

歷經 3 年多整修改善室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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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沿岸戰備道並整修提供參觀動線， 

於 2001 年 12 月開放參觀。 

（轉場） 

成為遊覽烈嶼，必定到訪的文化觀光景點。 

過往的陸地人員坑道，改建成了遊客中心。 

（轉場） 

經由實境建模可瀏覽改建後的樣貌，首先是原有坑道口的牆體，改建成了遊客中心的入口大

門。 

前段坑道展示烈嶼地質類型說明， 

以及島嶼旅遊景點地圖與資訊站， 

同時也介紹地方特色美食與季節候鳥。 

坑道中央說明烈嶼醫院使用歷史， 

後段坑道播放著昔日金門影像與當時國際情勢， 

右側則介紹金門播音牆與小艇坑道的分布。 

坑道一端陳展兩支開鑿部隊的隊徽。 

另一側坑道壁體上，投影著早期軍民一家的相片。 

人員可由此處進入小艇坑道。 

為了參觀的安全性，坑道內通道均加裝了扶手，並搭設鋼橋連通左右側通道， 

坑道水閘門牆上仍留有水位深度的標示， 

坑口旁則留存著人員作業使用的工作樓梯。 

坑道岩盤隨著漲退潮汐，而若隱若現。 

坑道出海口處，新搭建一座鋼橋以連結遊客參觀動線。 

（轉場） 

建立了九宮坑道完善的瀏覽動線與參觀體驗。 

金管處並將沿岸峽角的海防據點，委由民間活化經營。 

裝卸碼頭（金三碼頭）前方，仍保留著戰備道的軌跡。 

進到碼頭入口處，「金三碼頭」的落成碑清晰可見。 

坑口前端為斜坡，提供登陸艇裝卸物資。 

坑道內通道較為低矮，需注意潮汐時間。 

內部可由分岔口通往九宮或羅厝。 

九宮段坑道保留戰備原始風貌， 

坑道通道也設有各自上下樓梯。 

此坑道段與轉折處，顯示不同時期的工程，穿鑿施工的樣貌， 

以及相互連通至三個方向的坑道出入口。 

既曲折又迂迴的坑道形體，讓人更能感受到當時開鑿工程的艱難。 

回到主坑道段，可清楚辨識與支坑道的空間關係。 

羅厝坑道口的水閘門，仍保留著原始的樣貌。 

由於羅厝段的通道也較為低矮，因此需留意潮水時間。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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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厝側出海口，目前因鄉公所辦理工程，所以暫時填置砂土，待工程完成後將移除。 

金管處後續也將規劃整修羅厝周邊參觀動線， 

將九宮坑道與各處活化據點相互連結， 

提升整體旅遊豐富度， 

將金門戰地文化轉化為旅遊關鍵字， 

成為軍事遺跡轉譯的亮點。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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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寨子山一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59 寨子山一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寨子山一 鄉鎮: 金沙鎮 

使用等級: 連  功能: 火砲坑道 

工程狀態: 整修中 | 委外金門酒廠 飛航區: 黃 (無需申請，飛航<60m) 

土地: 山柄段 1358-5、1324、1324-1 建物數: 建 5 ( 建物 662.75m2） 

軍方編號: 砲指部 610 營 暱稱: 屏東坑道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136 

I. 寨子山一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60 寨子山一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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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寨子山一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寨子山一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寨子山一營區位於金門東北角， 

由金防部直屬砲兵營派員駐守， 

隸屬於東區營群，均由龍陵射擊指揮所指揮。 

聯合東北角大口徑火砲，組成對圍頭反擊火力。 

（轉場） 

金防部利用寨子山花崗岩開鑿火砲坑道， 

從山西村橫貫寨子山到山后村。 

與鄰側獅山砲陣地相呼應，構成長短射程火網。 

（轉場） 

經由空拍一覽寨子山良好的視野， 

山頂高點俯瞰東北角平原地帶。 

金防部也於山頂設置觀測所，監控對岸部隊動態， 

細長的山系，提供部隊絕佳的天然屏障。 

直屬砲兵營在五虎山系內設置多門大口徑火砲， 

利用背彈面設置營區、開鑿坑道， 

體現潛藏戰力於地下，發揮戰火於地上。 

（轉場） 

經由實境掃描建立山體與坑道數位模型， 

逐層揭開山體，一覽坑道分布， 

坑道由山西村一側，山體的背彈面進入， 

鄰近入口處設置通訊所與射擊指揮所， 

火砲橫跨寨子山，從接彈面發射。 

坑道中軸全長約 186 公尺。 

山體的接彈面開鑿四門砲堡。 

坑道平面形成類似 T 字型。 

從坑道入口步行至 T 字路口，距離約 150 公尺， 

而由 T 字路口至最遠端的砲堡，距離約 170 公尺， 

從右至左依序為一砲、二砲、三砲、四砲， 

而二砲、三砲、四砲皆在坑道一側開鑿砲班寢室。 

（轉場） 

目前的射口，在部隊撤離後，已被自然林相覆蓋， 

而昔日班兵生活的區域，是位於坑口的平坦台地， 

設有集合場、中山室、廚房、福利社等建築物， 

營區可由北嶽廟前方戰備道進入。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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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外的分岔口，一側通往坑道，另一側則通往集合場， 

在分岔口處，設有機槍堡管制， 

浴室、廁所設置於坑道外部。 

目前坑道部分已委由金門酒廠修復再利用。 

坑道入口上方仍留有「屏東」坑道名稱， 

為了加強入口處的結構，再以水泥強化穩固。 

（轉場） 

進入坑道內，所見都是花崗岩壁體， 

右側坑洞處，增設通訊班空間， 

另一側開鑿作為營部射擊指揮所， 

坑道主線經由 T 字路口通往各砲堡， 

而 T 字路口處，也作為連部室內集合場使用。 

由主坑道延伸支坑道，進入砲堡空間， 

部分地質較脆弱的坑道段，均以水泥加固， 

近年金門酒廠進註辦理修復工程時， 

則以另行增築牆面區隔的方式加固， 

以保持砲堡的完整性 

此處為一砲砲堡，射口處以水泥加固， 

因開鑿花崗岩壁體， 

而留下天然壯麗的岩石肌理。 

在部隊停止使用後，射口處砌牆，以防止砂土進入。 

其餘三處砲堡，皆在花崗岩壁內增築鋼筋混擬土構造。 

因四砲地勢最低窪，故內部環境最為潮濕， 

導致混凝土構造部分脫落。 

四座砲堡內皆設置消防水池。 

砲堡旁另開鑿一處作為砲班寢室。 

金門酒廠進駐後所增築的牆體， 

區隔了未來的儲酒空間與原有的砲堡。 

此處可通達三砲，往左則回到主坑道。 

目前砲班寢室仍維持原貌，不作其他使用。 

在三砲的構造體上，留有「一呼百應」、「快動猛打」的標語。 

（轉場） 

金管處將屏東坑道委由金門酒廠修復後，將作為儲酒使用， 

軍事史蹟也能透過規劃與整修，轉化成符合目標使用功能的場域， 

讓金門戰地文化透過多元的方式持續傳承。 

（片尾字幕） 

  



143 

6. 紅土溝一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61 紅土溝一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紅土溝一 鄉鎮: 烈嶼鄉 

使用等級: 班排 (無火砲 )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整修中 | 第二期發包中 飛航區: 黃 (不須申請，飛航高度<60 m) 

土地: 紅山測段 3-17、3-14) 建物數: 房 12 建 6 ( 建物 308.91m2） 

軍方編號: L-034 暱稱: 誠實堡 

規定片長 5 分鐘 實際片長 5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紅框為掃瞄範圍 364.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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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紅土溝一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62 紅土溝一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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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紅土溝一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紅土溝一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紅土溝一營區，位於烈嶼西北角， 

扼守湖井頭北側海岸線， 

軍事防區隸屬於烈嶼守備區， 

由烈嶼北守備區紅山旅，派班兵駐守。 

（轉場） 

紅土溝一營區編號為 L-034 海防據點， 

經由濱海大道，可通達左右側相鄰的據點。 

（轉場） 

據點建立於海岸岬角堅硬岩盤上， 

以石塊、紅磚等建材，建構前後兩處機堡， 

機堡表面以土石與植栽覆蓋隱匿。 

（轉場） 

據點高度設置在海水高潮線之上， 

外觀融入海岸礁石與植物林相之中， 

降低據點識別度，保護班兵不受敵方發現。 

沿岸突出處設置一系列海防據點。 

（轉場） 

從空拍視野俯瞰據點與海岸線， 

據點精巧地鑲嵌在礁石上緣。 

據點後方以土坡（後期修建成階梯）連接戰備道。 

（轉場） 

以實景建置的模型切片，一覽據點空間組成， 

臨海面設置一處海哨，觀測敵方動向， 

機堡嵌入海岸礁石內， 

再以圍牆作為邊界的防護， 

最後以碎石、防禦植物覆蓋外觀偽裝隱匿。 

據點由前後兩座機槍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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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堡內配置左右兩側射口， 

機堡旁則設置部隊寢室與庫房。 

據點內仍留有多幅水泥浮雕，呈現部隊番號與精神標語。 

（轉場） 

碉堡以迷彩塗裝，降低辨識性， 

機堡的射口周邊設置了彈藥槽與燈座槽， 

機堡入口處留有精神標語與陸軍隊徽， 

機堡另一側則為寢室與庫房， 

機堡內仍留有昔日據點編號的泥塑浮雕， 

前端的機堡，設置左右側射口以防禦兩側灘岸。 

（轉場） 

據點入口處有著以泥塑雕刻的「誠實」部隊番號。 

天然的礁石掩體與機堡，形成多向射擊網。 

機堡入口前的避彈牆，可防止流彈射入。 

營區解除戰備使用後，撥交給金管處活化。 

透過修復工程與整體規劃重現據點光彩。 

讓民眾可以安全地走進據點，觀賞史蹟。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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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后扁一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63 后扁一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后扁一 鄉鎮: 金沙鎮 

使用等級: 排 (無火砲 )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開放 |  飛航區: 黃 (不須申請，飛航高度<60 m) 

土地: 山柄段 403-1 (56909.07m2 ) 建物數: 房 7 建 7 ( 建物 224.4m2） 

軍方編號: E-037 暱稱: 船型堡 

規定片長 5 分鐘 實際片長 5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紅框為掃瞄範圍 4990 m2) 

 

  



150 

I. 后扁一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64 后扁一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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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后扁一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后扁一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后扁一營區位處於金門東北角的許白灣澳口， 

軍事防區隸屬於金東守備區， 

由金東師美人山旅，負責派兵駐守。 

（轉場） 

寒舍花營區與后扁營區分別擔任海灣南北兩端的鉗口， 

而后扁一則為守備灣澳中心的據點。 

（轉場） 

后扁一的軍事編號為 E-037，編制屬於排級的海防據點。 

（轉場） 

據點垂直挺立於海岸高潮線之上。 

（轉場） 

碉堡前後兩端突出處有如矛頭的造型，可減少敵方火力衝擊的面積， 

因建築造型與船艦相似，亦暱稱為「船型堡」。 

堡體共有 4 層，分別為地下 1 層、地面 3 層。 

（轉場） 

建築物左右兩側建造厚實的牆身，並以相等間距設置射口，以利於守備與反擊。 

（轉場） 

經由實境建模逐層剖析據點空間。 

屋頂層內側的矮牆與外圍的垛口，可作爲人員掩護與射擊的屏障， 

二層左右外牆各設置 7 處射口，創造高處壓制的射擊火力， 

主堡火力與左右側伏地堡相互交織，形成緊密的防禦火網， 

一層等距離設置射口，並於後方留設了單一出入口， 

地下層的尾端開闢地下坑道，以連接左右兩側的伏地堡。 

（轉場） 

經由數位模型得以穿越砂土，一覽碉堡室內， 

伏地堡設置了三向射口，進行伏擊與夾擊， 

伏地堡步行至主堡距離約 300 公尺， 

兩側伏地堡以三岔口連接主堡， 

建構地下化的伏擊坑道。 

主堡以錯落的牆面區隔空間，阻絕侵入的敵軍， 

碉堡內部前後端各設有一組樓梯連通樓層， 

目前一、二層室內設有展覽解說版面， 

可供民眾認識碉堡的功能與過往士兵們在據點守備的生活。 

碉堡內部長型空間作為班兵寢室與操演教室。 

室內交錯的牆面開設射口，作為觀察與伏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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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矛點設置上下樓梯與兩側射口。 

（轉場） 

藉由建構數位模型，我們得以穿入牆體之間， 

感受碉堡厚實的牆面，其作用在提高抗炸能力； 

穿入屋頂層也可看見加厚的結構，加強頂部的抗炸能力。 

碉堡內部僅於前後矛點設置通往屋頂層的樓梯， 

如今的后扁一營區已整修為開放景點， 

二樓展示內容為昔日軍旅生活的速寫， 

一樓展示內容則說明據點駐守人數與建築特徵。 

矛點處展示著既有的火力設置與排級的機槍射口。 

據點經由金管處修復活化，以及豐富的陳展說明， 

讓人得以認識昔日在此駐守的生活與據點的特殊之處。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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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銅牆山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65 銅牆山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銅牆山 鄉鎮: 金城鎮 

使用等級: 連 (4 門火砲 57mm )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規劃中   飛航區: 紅 (須申請) 

土地: 珠山段 1404-4 (5830.23m2 ) 建物數: 房 7 建 7 ( 建物 130.55m2） 

軍方編號: W-059 暱稱: 銅牆山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30 秒 

基地範圍 (紅框為掃瞄範圍 1646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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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銅牆山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66 銅牆山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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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銅牆山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銅牆山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銅牆山營區位於金門西南角，鄰近古崗聚落， 

營區隸屬於金西守備區， 

由珠山旅派遣部隊駐守。 

（轉場） 

銅牆山位處海岸突出部，與鐵壁山共同看守金門西南側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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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場） 

部隊利用沿岸堅硬礁石逐層興建海防據點。 

（轉場） 

銅牆山據點戰鬥編號為 W-057。 

據點以高聳石牆明確界定範圍， 

形狀類似五角形，腹地約 5800 平方公尺， 

多數營舍皆藏於地底下。 

（轉場） 

石砌城牆順著地勢起伏， 

與周圍的礁石與植栽相互融合， 

據點利用不同高度設置多方向防禦火力， 

更提升該區域海岸防護的能力， 

也形成壯闊的銅牆山海岸據點， 

提供防區 360 度一覽無遺的視角。 

經由空拍與地面紀錄建置據點的數位模型。 

（轉場） 

以切片動畫逐層顯示據點的空間關係， 

高點設置不同方位的海哨， 

從高處以樓梯與坑道通往各方向射口， 

面向料羅的高點設置五七戰防砲與寢室， 

以坑道相互連接，形成十字型網絡， 

面向翟山方向同樣設置五七戰防砲與寢室， 

據點中心以交錯的坑道系統，連結火點與入口。 

針對歐厝海岸加強設置五七戰防砲， 

據點後方設置高聳石牆與伏地堡。 

（轉場） 

據點周圍海岸遍佈大小礁石， 

不利敵軍的登陸艦隊大量搶灘， 

也是該點易守難攻的天然優勢， 

據點得以立於山頭，取得高處優勢， 

配屬多種火砲，加強戒備西南沿海水域， 

礁石上佈滿玻璃刀山與帶刺植物， 

利用海岸岬角高點興建防禦據點， 

並以高聳石砌城牆加以鞏固， 

面向南海岸灘岸配置不同高度與方位的戰防砲， 

防範敵軍艦隊搶灘登陸。 

（轉場） 

經由數位模型一覽據點內部空間， 

砲堡牆面留有五七戰防砲操作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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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射口寫景圖與射程距離標記， 

後方建置彈藥庫與班兵寢室， 

營舍地下化，提高碉堡抗炸力， 

再以不同方位樓梯連通其他火點， 

體現「潛藏戰力於地下」的戰略方針。 

經歷不同時期的地形改造工事， 

產生了迂迴複雜的地下坑道網絡， 

坑道內牆體留有不同火點的指引方向， 

該方向通往臨海側五零機槍堡。 

坑道段開鑿岩盤與紅土，再以石塊加固， 

末端設置一座機槍射口看守海岸。 

翟山側設置一門五七戰防砲， 

後方配置彈藥庫與寢室， 

於碉堡入口旁設置消防水池， 

坑道入口處留有建造部隊與落成時間。 

經由坑道連接其他火點與入口， 

局部坑道段直接開鑿花崗岩盤， 

該段通往歐厝側砲堡。 

本處形成 T 字路口，連接砲堡與入口。 

通往入口側坑道段最為低窪。 

出口可直達銅牆山據點大門。 

坑道口再以交通壕串連其他營舍。 

（轉場） 

本次計畫中，藉由運用不同的掃描設備與建模軟體，獲得了多樣化的空間資訊。 

左圖為實境掃描，右圖為雷射點雲， 

兩者在操作技術、拍攝條件及呈現效果上，各有優缺點， 

可視不同計畫需求，評估採用合適的建模方式。。 

（轉場） 

再次利用以實境掃描建置之數位模型， 

從地下往上透視據點內部的交錯網絡， 

入口處坑道通往據點中心處， 

再以交錯十字路網，連接各方位火點， 

砲堡皆能以坑道到達或通往地面， 

形成錯綜複雜、高低起伏的地下據點。 

仰望壯闊的據點堡壘， 

更能感受昔日軍人構工的辛勞。 

銅牆山因其地利建成雄偉的海岸碉堡。 

（轉場） 

金管處透過修復工程與數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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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說明金門獨特的戰地文化。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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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盤山訓練場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67 盤山訓練場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盤山訓練場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訓練場 功能: 城鎮訓練場 

工程狀態: 設計中 | 預計 112 整修 飛航區: 紅 (需申請) 

土地: 中山林段 185-23 (112395m2) 建物數: 房 25 建 1 ( 建物 374.5m2） 

軍方編號:  暱稱: 賈村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紅框為掃瞄範圍 15090 m2)  

 

  

設計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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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盤山訓練場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68 盤山訓練場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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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盤山訓練場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盤山訓練場現況導覽。 

（轉場） 

盤山訓練場位於中山紀念林，亦稱為「賈村」。 

場地提供金門駐軍部隊演練城鎮巷弄作戰， 

另一處特殊訓練場為鄰近古崗村的「青山教練場」， 

負責訓練部隊於實際戰火震撼下的臨場反應。 

（轉場） 

盤山訓練場位在中山紀念林的邊緣， 

可經由園內路線或園外道路到達訓練場。 

（轉場） 

訓練場腹地約為 8600 平方公尺，共有四區訓練空間。 

（轉場） 

訓練場聯外道路整修後將更便捷到達， 

營舍分布在中山紀念林園區道路的兩側。 

營區內共有 18 棟建築物，多數為一層樓建物。 

訓練場內種植的大型林木，讓建築物得以融入在環境之中， 

以模擬巷道戰時，攻擊方與守備方可能面對的作戰場景。 

而在歷經不同階段的使用後， 

金管處於民國 106 年，進行環境整理及設置靜態解說板， 

再於民國 112 年，進一步規劃為生存遊戲場地，以提升國防教育及戰地文化體驗。 

（轉場） 

運用空中與地面多角度環場攝影技術，可建置出訓練場的數位實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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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區域，以並列配置的建築物與圍牆，仿造出街道建築群的樣貌， 

外部區域，以一、二層樓高的建築物與樹木交錯配置，仿造出郊外建築群的樣貌， 

另有一處以一棟二層樓建築及兩棟一層樓建築與圍牆構成的院落建築群，則是城鎮中心的模

擬。 

訓練場入口旁的區域，包覆著重重林木， 

由唯一路徑進入時，僅會看見一棟普通的廟宇， 

即是由伏地堡偽裝而成。 

（轉場） 

經由各種類型的區域模擬，訓練班兵熟練每項戰技， 

並能靈活穿梭在坑道與伏地堡空間，演練城鎮游擊戰術。 

（轉場） 

訓練場分為三類，共計 18 棟建築。 

分別為街道建築群、 

院落建築群、 

外圍建築群。 

鄰近入口處的外圍區域有三棟建築，其中編號 4 號為三層樓建築， 

編號 2 號為區域內，唯一仿造成廟宇的「天地廟」， 

街道建築群區域，共有六棟一層樓建築，均以圍牆連接。 

利用圍牆牆面作為戰技說明板，並留設可供人員穿越的孔洞。 

外圍建築群以此三棟建築物較為特殊， 

其中編號 10 號建築物的一樓設有伏地堡及坑道，能連通三棟營舍， 

院落建築以三棟組成。 

編號 6 號建築物為室內教練區，其戶外設有兵推沙盤。 

訓練場，沿著道路兩旁興建。 

（轉場） 

經由切片動畫呈現地下空間與地面建築關係， 

共計五棟有設置屋內伏地堡以及坑道， 

天地廟以神龕設置射口與坑道， 

訓練場內多以低矮層建築物，訓練部隊模擬城鎮游擊作戰， 

低層建築屋頂留設的天窗，可用來訓練攀登戰技， 

高層建築早期外掛樓梯，現今皆已拆除。 

因應現今作戰型態的改變，訓練場的功能已不敷使用。 

（轉場） 

訓練場內營舍皆以水泥空心磚砌造， 

屋內坑道出入口以水泥石砌加固， 

坑道則以紅土開鑿覆蓋水泥板。 

賈村獨特的空間特色， 

規劃轉型為有趣的活動場地。 

（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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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時代性的訓練場更為人所知。 

延續戰地文化的具有特色的戰地文化與建築生命。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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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庫北營區現況導覽 

圖表 69 庫北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庫北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旅 功能: 後勤庫存 

工程狀態: 設計中  飛航區: 紅 (需申請) 

土地: 中山林段 153 (306425m2) 建物數: 房 7 建 7 ( 建物 224.4m2） 

軍方編號:  暱稱: 雙乳山旅彈藥庫 

規定片長 5 分鐘 實際片長 5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紅框為掃瞄範圍 841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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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庫北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圖表 70 庫北營區現況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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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庫北營區現況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庫北營區現況導覽。 

（轉場） 

庫北營區位於金門島中央， 

防區隸屬於金中守備區，管理部隊後勤業務。 

（轉場） 

營區鄰近尚義機場與運補灘岸， 

由後勤部隊自機場與灘岸將飛機及船艦卸載之物資分送到各後勤分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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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場） 

庫北營區利用雙乳山天然的沖蝕溝開闢土路，以串連各部隊。 

（轉場） 

如今過往沖蝕溝的紅土地形多已綠化， 

與鄰近的中山紀念林形成重要的自然林海。 

（轉場） 

庫北營區由伯玉路旁小路進入。 

營舍多嵌入在沖蝕溝渠山壁內， 

紅土惡地也經由長期軍民共同植林， 

已形成高聳茂密的喬木林海。 

營區也逐漸地隱匿在林相之中。 

沖蝕溝渠內，以庫房坑道為主。 

沿著紅土路進入，可通達管理單位的住宿與衛浴空間。 

（轉場） 

經由將地形與庫房實境拍攝建模， 

可逐層切片觀看半地下化的營舍狀態， 

後勤部隊利用沖蝕溝作為天然掩體， 

在山溝壁體開鑿空間，建設庫房， 

山壁砂土提供庫房良好的防炸能力。 

掩蔽性良好的沖蝕溝成為早期土坑道的基礎， 

而其壁壘分明的特性， 

也使不同區域間以其作為區隔界線。 

外圍再以土路相連各營區。 

土路旁建設管理班兵所需生活空間， 

地面房舍以浴室、水塔為主， 

地下營舍則為寢室與廚房， 

地下營舍僅露出入口與透氣高窗， 

室內以高窗與天窗透氣採光， 

浴室分成士官與士兵兩區。 

庫房入口利用溝渠地形。 

溝渠內部留設廣場整備物資。 

庫房內崁在溝渠兩側的山壁中。 

如今營區內仍留有早期土坑道殘跡。 

（轉場） 

本次計畫中藉由運用不同的掃描設備與建模軟體， 

獲得了多樣化的空間資訊， 

左圖為實境掃描，右圖為雷射點雲。 

兩者在操作技術、拍攝條件及呈現效果上， 

各有優缺點，可視不同計畫需求，評估採用合適的建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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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場） 

庫北營區在卸下軍事用途後，軍方將其撥交給金管處， 

經由修復工程與數位保存技術， 

將不同用途的軍事史蹟活化展示說明， 

讓更多人認識金門戰地文化。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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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深度導覽影片 

1. 九宮二營區深度導覽 

圖表 71 九宮二營區個案資料表與深度導覽影片分鏡 

營區名稱: 九宮二 鄉鎮: 烈嶼鄉 

使用等級: 中隊 功能: 小艇坑道 

工程狀態: 開放  飛航區: 黃 (無需申請，飛航<60m) 

土地: 九宮測段 816  (2983.27m2 ) 建物數: 房 13 建 7 ( 建物 976.69m2） 

軍方編號:  暱稱: 九宮坑道、九宮醫院、小艇坑道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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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九宮二深度導覽分鏡圖 

圖表 72 九宮二深度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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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九宮二深度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九宮二營區深度導覽。 

（轉場） 

九宮二營區位於烈嶼東南角，也稱為九宮坑道。 

早期因反攻大陸戰略，金門規劃進駐大量登陸艇。 

目的是利用小艇分散運載攻擊部隊，分批搶攤攻擊。 

也協助戰火封鎖時，我軍運輸艦海上分流運補。 

金防部選址在羅厝、水頭、大帽山、漁村等四處，設置存放小艇的坑道。 

同時，海軍也規劃從臺灣島分批運送登陸艇至金門。 

由歷史資料可得知，當時規劃的各類艦艇，每次可容納裝運小艇的數量。 

（轉場） 

最常見的機械登陸艇為 LCM（Landing Craft Mechanized）， 

艇身長度 17 公尺，寬度 4 公尺，可運載約 60 名班兵。 

（轉場） 

運用空中與地面多角度環場攝影技術， 

可建置出九宮坑道與山體的數位實境模型， 

揭開山體，一覽錯綜複雜的坑道系統。 

九宮坑道呈現不規則的形狀， 

小艇從位於東邊的九宮側兩處坑口進入坑道， 

集中於坑道中心，往西邊的羅厝側出航， 

陸地人員坑道則統一由九宮側進入。 

（轉場） 

以空照圖套疊當時的工程圖，可以了解到坑道的建設歷程， 

軍方計劃在沿岸開鑿坑道儲存小艇。 

第一期工程規劃以兩條坑道存放 25 艘小艇。 

第二期工程進而開鑿數條支坑道，小艇存放數量增加至 32 艘， 

第三期工程再擴建成 L 型坑道，以增加小艇存放數量至 52 艘。 

並於九宮側增建陸地人員坑道，連結小艇坑道。 

1965 年 10 月，由烈嶼守備區 34 師完工。 

經歷數次使用調整才形成如今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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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宮營區從九宮碼頭側進入。 

其山頂位於烈嶼東南角，與金門西南角的水頭相互呼應， 

兩點共同扼守金烈水道南端。 

該區海面更是大膽前線運補動線。 

九宮到羅厝的海岸線都是礁石岩岸。 

提供小艇坑道絕佳的開鑿條件。 

九宮側的坑道出海口，增築防坡堤以減少海浪衝擊。 

坑道設置水閘門，控制船隻進出。 

水閘門旁設置絞車間控制鐵門。 

主坑道旁設置多條駐船支坑道。 

人員通道寬為 80 公分，存放小艇的坑道寬為 6 公尺。 

主坑道寬則為 12 公尺，一側增築人員通道寬為 80 公分。 

主坑道延伸不同方向支坑道。 

也有後期再築牆封閉的支坑道。 

利用一、二期支坑道與第三期施作的坑道銜接。 

曲折的銜接段，也反映出施作工程的困難處。 

三期形成Ｌ形坑道網絡。 

一處坑口改建為裝卸碼頭（金三碼頭）。 

九宮側再增築一處坑口。 

再以陸地人員坑道相互貫通， 

該陸地人員坑道同時亦作為駐守部隊的寢室使用。 

1977 年配合陸軍戰備需求，改建為烈嶼醫院。 

醫院使用到 1987 年才搬遷至黃厝。 

近年撥交由金管處修復活化，作為烈嶼遊客中心使用， 

已非當年樣貌，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珍貴的老照片，一窺坑道早期的狀態。 

由史料可得知，九宮營區是由海軍小艇第二大隊第四中隊駐守。 

沿岸設置海防據點，監測海上敵艦動態。 

外環戰備道，能通往金三碼頭裝卸物資。 

坑內小艇再由羅厝坑口出航。 

（轉場） 

金管處透過修繕工程與數位影像紀錄。 

將坑道的歷史，以多元的數位技術，記錄與轉化。 

讓民眾得以透過各種媒介與管道，認識金門獨特的戰地文化。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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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寨子山一營區深度導覽影片 

圖表 73 寨子山一營區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寨子山一 鄉鎮: 金沙鎮 

使用等級: 連  功能: 火砲坑道 

工程狀態: 整修中 | 委外金門酒廠 飛航區: 黃 (無需申請，飛航<60m) 

土地: 山柄段 1358-5、1324、1324-1 建物數: 建 5 ( 建物 662.75m2） 

軍方編號: 砲指部 610 營 暱稱: 屏東坑道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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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寨子山一營區深度導覽分鏡圖 

圖表 74 寨子山一營區深度導覽分鏡 

  

  

  

  

  



193 

  

  

  

  

  



194 

  

  

  

  

  



195 

  

  

  

  

  



196 

  

  

  

  

  



197 

  

  

 

II. 寨子山一營區深度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寨子山ㄧ營區深度導覽。 

（轉場） 

寨子山一營區位於金門東北角， 

由金防部直屬砲兵營派員駐守， 

隸屬於東區營群，由龍陵射擊指揮所管理， 

集結東北角大口徑火砲組成對圍頭反擊火力。 

島上高聳山體也提供後方腹地安全空間。 

（轉場） 

金防部利用寨子山高聳山體設置砲堡， 

開鑿坑道從山西村橫貫山脈到山后村。 

利用島嶼立體模型觀看該區地勢特徵。 

（轉場） 

大陸圍頭距離山后海邊約 12 公里。 

金防部利用五虎山山系優勢設置反擊火砲陣地， 

金防部將砲堡設置在接彈面，入口設置在背彈面。 

（轉場） 

金防部在山系內設置多處火砲反擊陣地。 

（轉場） 

經由實境掃描建立數位模型，並逐層揭開山體， 

坑道橫貫寨子山山腰帶，全長 186 公尺。 

坑道需提供軍卡運送火砲彈藥到砲堡。 

坑道高度至少開鑿 3.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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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坑道口到 T 字口，長度約 150 公尺， 

再由 T 字口分支到 4 座砲堡。 

藉由數位模型切片，以不同角度觀覽坑道， 

從右至左依序為一砲、二砲、三砲、四砲， 

4 座砲堡，各以直線連接至主坑道， 

坑道剖面如同蟻洞，四通八達。 

將剖面逐層推進至砲堡空間， 

砲堡旁開鑿一處空間作為寢室， 

砲堡內增築混凝土構造，防護落石， 

三砲構造體上留有「一呼百應、快動猛打」的標語。 

（轉場） 

以平面圖解析砲堡空間， 

155 加農砲展開時長 9.6 公尺、寬 6.2 公尺。 

揭開室內防護結構屋頂， 

花崗岩砲堡寬 16 公尺，長 15 公尺， 

空間分為火砲操作區，彈藥區、水池區， 

地面留設火砲砲架所需柱礎基座。 

（轉場） 

（以下為軍友口述－金防部直屬砲兵營 610 營 3 連 1403 梯戴 O 泉下士） 

第一個內凹的空間作為通訊班， 

然後左邊這個內凹的空間是指揮所。 

通訊班，他就是三、四個班兵，還有寢室在裡面， 

然後指揮所是外面這一間，那時候都用木板固定。 

（轉場） 

利用建置的數位模型，將當時使用的武器與車輛置入空間內， 

可清楚認識內部空間的運用。 

後期火砲機動由軍用卡車托運， 

托架固定在車輛後方。 

坑道內尺寸至少需容納軍卡通行。 

坑道前端開鑿通訊班與射擊指揮所。 

早期火砲有美援 M4 牽引車拖拉。 

砲堡外開鑿砲班寢室空間， 

坑道直通砲堡後方。 

砲堡左右牆面堆放托架、砲彈、沙包， 

砲堡內必須設置消防水池， 

射口以鋼板與偽裝網縮小開口面積。 

（轉場） 

一砲砲堡空間為花崗岩壁體， 

砲班寢室沿坑道牆面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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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活化單位口述－金門酒廠吳 O 景課長） 

四個砲口為了要做一個區隔， 

不要去把它現有的砲口破壞掉， 

所以我們有做了四道牆， 

而四道牆當初在做的時候， 

因為挖下去的時候有碰到岩盤， 

岩盤挖不下去，這邊又沒有辦法去用爆破， 

挖土機進來要切割，其實都不容易，因為這是坑道裡面，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將地基往上挪，地基上方再做一道牆。 

（轉場） 

此段坑道的岩盤質地較為脆弱， 

現在仍可見早期軍方以水泥加固之痕跡 

支段通往二砲與砲班寢室。 

（轉場） 

（以下為活化單位口述－金門酒廠吳 O 景課長） 

燈光下面大概 1 公尺到 1.2 公尺左右， 

那右手邊的部分，以後就會放置不鏽鋼的桶槽， 

不鏽鋼桶槽直徑大概有 2 公尺到 2.5 公尺之間， 

所以其實大家這樣注意看， 

不鏽鋼桶放單側，高度大概 3 公尺左右。 

我們走道大概只有剩下 1 公尺到 1.2 公尺的空間。 

（轉場） 

此處為四砲與砲班寢室。 

本次計畫透過數位模型重現昔日坑道使用的狀態， 

置入火砲與彈藥的模型， 

模擬過往軍事使用下的坑道空間。 

（轉場） 

讓寨子山坑道得以透過修復活化與數位紀錄， 

多管道地持續傳承金門戰地文化。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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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東二安東三深度導覽 

圖表 75 安東二安東三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安東二、安東三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排 功能: 海防據點 

工程狀態: 已修復 | 封閉中 飛航區: 黃 (不須申請，飛航高度<60 m) 

軍方編號: W-012、W-011 暱稱: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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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東二安東三深度導覽分鏡圖 

圖表 76 安東二安東三深度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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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安東二安東三深度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安東二、安東三營區深度導覽。 

（轉場） 

安東二、安東三營區位於金門北海岸西側， 

防區皆隸屬於金西守備區， 

分別由東坑旅與湖南旅派兵駐守。 

（轉場） 

觀察 1958 年軍事空照圖，兩處海防據點皆已存在， 

該區據點早期編號為 W112 到 W120， 

該區以前後線性陣地的方式構成口袋戰術的防禦網絡， 

並隨著各個階段的任務進行了地形改造與據點建設， 

才逐漸形成如今的戰地風貌。 

（轉場） 

安東三營區周圍皆是平坦沙地，易於敵軍搶灘登陸， 

因此在海岸線上布設了多道軌條砦，以防範敵艦搶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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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安岐蚵田更是良好阻絕設施， 

如今種種軍事遺跡皆成為金門特色風景。 

（轉場） 

軍方經由長期戰備改造自然地形地貌， 

海岸佈設大量阻絕設施，阻絕敵艦登陸。 

並善用潮間帶上既有的蚵田，作為第一線的防禦網絡， 

配合沿海種植的防禦植栽與防風林木，達到良好的立體阻隔， 

而自然的林相與土丘，也增加了海岸據點的隱匿性。 

（轉場） 

經由空拍實景建模創造該區域數位模型， 

便能以數位模擬的方式了解海岸高低潮與阻絕設施的相互關係。 

海岸大潮時，幾乎完全覆蓋灘岸。 

（轉場） 

透過早期的戰略佈防圖說， 

了解防護灘岸層層的阻絕設施， 

沿海的蚵田與軌條砦作為第一線阻絕， 

沙灘區以四面體與鐵鹿砦（佈防圖上名稱）阻擋人車前進， 

大潮線以上架設連續的鐵絲網劃定界線， 

再設置等距的海防據點構成防禦火網， 

並在據點之間埋設地雷與防禦植物， 

引入海水作為大壕阻絕車輛挺進， 

後方再以絕壁與土丘作為邊界， 

過去的軍事痕跡仍然清晰可見。 

（轉場） 

軌條砦也受潮汐覆蓋，而若隱若現。 

營區仍保留著早期戰鬥分界土丘。 

（轉場） 

安東二營區套疊過往佈防圖。 

灘岸上設置七道的阻絕設施， 

據點左右側各設置一門五七戰防砲，以警戒由海岸來犯的艦艇。 

班兵備勤置於據點突出部中心， 

突出部的左右兩側均設置多處控灘射口， 

據點間埋設 100 公尺深的雷區， 

末端再以 20 公尺寬的大壕阻絕。 

（轉場） 

安東三營區套疊過往佈防圖。 

灘岸設置七道阻絕設施， 

據點左右側各設置一門五七戰防砲，可隨時防範海面上的船艦動態。 

突出部左右側均設置數道控攤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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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兵備勤於突出部核心處，便於快速應對戰情。 

碉堡後方再以土丘界定防區， 

並與鄰近支堡構成守點火網， 

沿岸軌條砦佈設於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 

如今出海口處的蚵道，已改為鋪設水泥路面，以便於蚵農載運石蚵。 

在實景建置的數位模型中， 

仍可清楚辨識目前大壕兩端的機槍堡。 

大壕旁以 2 公尺高的絕壁阻擋後方砂土，兼提供部隊高處射擊。 

安東二營區的支堡增加後線防護火力。 

（轉場） 

過往的戰場如今已改造成為今日金門觀光亮點， 

雷區也已經掃雷完成，回歸自然的樣貌。 

隨著林相與地被植物逐年地增生， 

也形成一幅美麗的草原景色。 

海防據點也經由修復活化，轉變成觀光景點， 

金門的戰地文化將持續透過多種方式發酵與延續。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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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 

圖表 77 盤山訓練場個案資料表 

營區名稱: 盤山訓練場 鄉鎮: 金寧鄉 

使用等級: 訓練場 功能: 城鎮訓練場 

工程狀態: 設計中 | 預計 112 整修 飛航區: 紅 (需申請) 

土地: 中山林段 185-23 (112395m2) 建物數: 房 25 建 1 ( 建物 374.5m2） 

軍方編號:  暱稱: 賈村 

規定片長 8 分鐘 實際片長 8 分 05 秒 

基地範圍 (紅框為掃瞄範圍 15090 m2)  

 

  

設計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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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分鏡圖 

圖表 78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分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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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逐字稿 

（片頭標題） 

盤山訓練場深度導覽。 

（轉場） 

盤山訓練場位於金門中山紀念林內。 

（轉場） 

盤山訓練場，亦稱為「賈村」。 

訓練部隊於戰時利用既有城鎮建築組織防禦系統， 

阻擋來犯敵軍推進速度，爭取後方反擊部隊的整備時間。 

首先於城鎮外圍道路設置阻絕設施， 

再將火力單位派駐於高樓建築與轉角建築內， 

建構不同高層的防禦火網，封鎖巷道阻擋敵軍。 

（轉場） 

華視影像資料－金西師張師長： 

以往不容易碰到各種建築物， 

但是現在不同了，幾乎到處都是建築物林立， 

所以通過各項障礙物的作戰方式 

是我們軍中訓練的最主要目標。 

（轉場） 

金防部利用空心磚搭建模擬城鎮， 

作為部隊演練建築巷弄攻防戰， 

建設不同大小的建築群， 

營造街道、廣場的市容感， 

埋設各角落的伏地堡與坑道。 

（轉場） 

訓練場搭建不同高低密度的樓房，分成三種區域。 

首先看到的「街道建築群」，是利用一樓建築與牆面模擬家屋圍牆， 

利用沙袋建材進行家屋改裝，提高防護能力。 

首先將家屋所有門窗封閉，阻擋敵軍進入路線， 

再將屋子角落或屋頂開鑿射口位置。 

並利用外部花草、植栽進行射口掩蔽。 

（轉場） 

部隊也要訓練城鎮作戰技巧， 

相互掩護，進行家屋突破。 

利用植物地貌，快速攀登屋頂。 

（轉場） 

訓練部隊各式翻越障礙技巧。 

（轉場） 

從單兵獨自跨越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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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雙人合作跨越障礙物。 

（轉場） 

建築物牆面則開鑿不同方向的射口，訓練射擊與躲避。 

（轉場） 

透過數位模型將家屋逐層揭開， 

家屋內堆砌沙包與封閉門窗， 

屋頂留設天窗，作為射擊位置。 

（轉場） 

高層樓建築提供部隊觀測與狙擊使用， 

利用高地優勢伏擊穿越路口敵軍， 

封閉低層門窗與樓梯，阻止敵軍突入， 

於不同樓層派駐部隊，形成多層火網。 

（轉場） 

訓練部隊利用高樓垂降快速轉換位置， 

單兵攀爬繩索攻佔高樓層， 

利用繩梯控管人員進出， 

以及不同樓層的突入作戰。 

（轉場） 

訓練場內也搭建一座假廟「天地廟」。 

（轉場） 

利用數位模型逐步揭開建築空間， 

假廟分為兩區祭祀空間， 

左區模擬土地公、右區模擬關帝廟， 

關帝廟案桌與神像設計成空殼， 

可從案桌側邊鑽入進行埋伏， 

桌下坑洞則可連接神像軀體與後方坑道， 

神像內留設約 1.5 公尺的高度進行窺視， 

也可經由坑道從建築後方離開。 

（轉場） 

高樓層建築也可作為反擊陣地使用， 

轉角位置增建屋內相通的伏地堡， 

並以通道連接屋內。 

建築牆面開鑿多處孔洞，創造不同的射擊角度。 

再由屋內通往其它坑道系統， 

坑道開口處以混凝土加強結構強度， 

並利用地基開鑿坑道，再覆蓋混凝土強化。 

因坑道位處紅土地質，開鑿後，牆面較容易受潮， 

坑道內等距設置通氣口。 

以隱藏的方式連接不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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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城鎮中心堅固開闊的建築群。 

（轉場） 

作為駐守部隊反擊核心陣地， 

以圍牆包圍建築群，形成內部工作區域， 

低矮建築屋頂留設天窗作為射口， 

對外門窗開口皆予以封閉。 

外緣建築物則在室內增築射擊掩體， 

屋內轉角以地道相通伏地堡， 

並藉由伏地堡多向射口增加防守範圍。 

（轉場） 

「中心區」也作為賈村教練場教室空間， 

廣場設置該區域兵推沙盤， 

圍牆塗刷白漆繪畫訓練圖文， 

高樓層的屋頂設置垛牆，提供部隊掩護射擊。 

因應現今作戰型態的改變，訓練場的功能已不敷使用， 

場地也由軍方撥交給金管處。 

經由修復工程準備重新啟用， 

利用城鎮空間特色發展生存遊戲。 

重新讓人感受賈村的空間魅力。 

（片尾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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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線上展覽 

  本案與 ARTOGO 虛擬展間平台合作推出九宮坑道線上展覽平台，提供人員無法到場觀賞

另一種體驗，金管處未來也同步推動線上與現場不同的展覽方式，該平台以藝文展演為主體，

將空間展覽腳本透過 Matterport 平台建置虛擬空間，串接 youtube 影像、數位模型 SketchFab，

並結合 ARTOGO 專屬製作的導覽功能以及 UI 介面，達到比原生 Matterport 系統更佳的展覽體

驗。提供使用者選擇「環景遊覽」、「作品導覽」、「自由探索」等不同方式，體驗觀看展間空

間與內容物，本案以九宮二營區（已整理的參觀坑道）為掃描對象，串聯現場解說文稿與影

像，上架至網路平台提供各地使用者感受九宮坑道獨特風貌。 

  本案「九宮坑道線上展覽」原以Artogo虛擬展間 2.0版系統建置，為提升線上觀展體驗，

以 2.0 版本為基礎，進一步優化本案展覽至 Artogo 最新推出之 4.0 版本，增加「語音動態導

覽」、「展間背景音樂」、「前導環境影片」，「導覽路線選擇」等四個項目，讓觀者能選擇是要

如同親臨現場聆聽導覽員的效果，或是自己掌控參觀自主權的自由導覽效果，團隊將期中成

果持續優化，並邀請九宮坑道資深導覽員親自介紹各展區特色，加入許多口語說法，讓導覽

語音效果能更為親近，相關的文史資料與歷史脈絡依舊放在解說點內文中，提供民眾若想深

究可再點開細看。 

 
以九宮坑道展示間（九宮醫院）為主體，以及九宮坑道（小艇坑道）出海口局部 

圖表 79 線上展覽範圍  

九宮醫院 

九宮坑道出海口 



222 

1. 展覽主頁 

  展覽主要分「展覽主頁」、「作品導覽」、「模型展間」三種模式，使用者會先進入「展覽

主頁」，該頁面以靜態圖文呈現，說明本展覽展期時間與展覽地點，因九宮坑道為免費對外開

放景點，因此展期時間便無設定，而展覽地點標示九宮遊客中心門牌號碼。展覽介紹內文結

合九宮現場展示文字，說明九宮坑道設置歷史脈絡以及開閉館時間，提供線上遊客先行了解

營區歷史文本以及開閉館時間，「展覽主頁」可以插入影片連結輔助說明，未來主頁影片配合

金管處影片上線時間以及展間上架時間，更新審查通過後九宮現況導覽影片與深度導覽影片，

並將金管處官方頁面與縣政府金門觀光旅遊網網站都放入相關連結，提供民眾可延伸了解其

他參觀景點資訊，經由上述展覽文本介紹與場地說明，可由主頁右上方展間連結進入「模型

展間」。 

圖表 80 展覽主頁說明 

 

展覽主頁 



223 

I. 展覽介紹文稿 

  九宮坑道又稱四維坑道，位於烈嶼東南方羅厝與九宮之間，屬於 1962 年至 1972 年間，

計畫反攻大陸戰略「國光計畫」 子計畫「龍騰計畫」下產物 ，該案計畫由金門派遣小艇大隊

突襲敵軍沿岸，必須先在金門開闢多處小艇坑道基地 ，該系列命為「金鯨計畫」專案執行，

並配合海軍自造機械登陸艇 LCM「大業計畫」與「中興計畫」，以及美援登陸艦艇編列期程，

於 1963 年年初由金門防衛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部共同探勘大小金門擬定基地位置，裁定以烈

嶼羅厝、金門水頭、大帽山、漁村四處利用海岸完整礁岩開鑿水坑道，提供 LCM 機械登陸艇

駐金時安全停靠與掩蔽。 

  九宮坑道由烈嶼守備區駐軍陸軍 41 師負責開鑿，第一期於 1963 年 12 月開工，原計畫開

鑿一坑二洞存放 25 艘 LCM，1964 年 2 月總統指示增加九宮坑道存放小艇量，調整原設計啟

動金鯨第二期增設支坑道增加容量至 32艘，一、二期工程於 1964年 10月完工，同年 12月由

接替烈嶼守備區的陸軍 34 師，再起金鯨第三期工程，增加 20 艘小艇存放以及人員坑道相關

設施，三期工程於 1965 年 10 月完工，海軍第二大隊第四中隊於同年 12 月進駐坑道使用，九

宮坑道存放 LCM 運輸艇 27 艘、砲艇 2 艘、救難艇 2 艘，以及海軍官兵 143 名人員。 

   1977 年九宮人員坑道配合國軍組織調整，烈嶼師將人員坑道改建為師級野戰醫院「烈嶼

醫院」，亦稱「九宮醫院」、「石洞」，提供烈嶼官兵與民眾共同使用，醫療使用至 1986 年再次

配合國軍調整，將烈嶼醫院移至黃厝，九宮坑道持續部分醫療機能至 1987 年春天後結束使用。 

  1998 年金防部配合金門縣推動戰地史蹟保存與活化，將九宮坑道撥交予金門國家公園管

理處整修活化，經歷 3年多修繕工程於 2001年 12月正式對外開放參觀，並將烈嶼遊客中心設

置於人員坑道內，提供民眾參觀小艇坑道外也能更深入了解烈嶼人文歷史、地質、特產等多

元知識。 

  九宮坑道開館注意事項： 

每日上午 8:30~下午 5:00（農曆除夕休館） 

   注意事項： 

1.坑道內主要為花崗片麻岩結構，部份路段具有潛在危險性，坑道入口備有安全帽，入內參

觀請務必確實配戴，以維護自身安全。 

2.坑道內請勿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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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觀坑道時勿大聲喧嘩、嬉戲。 

4.勿讓幼兒自行在坑道內遊走。 

5.坑道內嚴禁釣魚、戲水。 

出品 |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製作 | 寓山文化工作室 

史料來源 | 國史館、國防部國軍史政黨案影像調閱系統 

參考書籍 | 

金門申遺軍事遺跡潛力點-九宮坑道、翟山坑道、獅山砲陣地/簡雪玲總編輯/金門縣文化局

/2013 

開鑿九宮坑道那一段歷史/林馬騰著/金門縣文化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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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品導覽 

I. 展場分區 

  作品導覽是線上展間分區概況，以及 33 處解說點的個別說明，團隊依照九宮坑道現場陳

展狀況，分為三區（前展示坑道、後展示坑道、小艇坑道），前展示坑道包含 15 處解說點，

範圍為遊客中心前段展示區，說明金門與烈嶼的地圖，以及地質、美食、特產等不同類別的

介紹；後展示坑道包含 10 處解說點，範圍為遊客中心後段展示區，說明小艇坑道、防禦工事、

歷史背景、九宮醫院、部隊隊徽；小艇坑道包含 8 處解說點，範圍為陸地坑道連接至坑道出

海口，該區現場並未設置解說版面，團隊將本案資料收集內容分類加註在各空間說明。 

 

圖表 81 展場分區與解說點 

 

展場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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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展示區(烈嶼旅遊資訊、地質景觀、軍事據點、鳥類生態、在地美食)15 處解說點 

 

後展示區(歷史背景、軍事設施、九宮醫院、軍民昔日的生活)10 處解說點 

 

小艇坑道(九宮、羅厝、金三碼)8 處解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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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解說點文稿 

表格 12 解說點文稿 

區

域 
編號 主題 解說版文字 

前

展

示

坑

道 

作品 01 
烈 嶼 地

質之美 

構成金門及烈嶼島的基盤岩石為中生代的變質岩和花崗岩，在基盤中有

各種不同的火成岩脈侵入岩體。基盤之上有金門層、紅土層及現代沖積

層之沉積覆蓋。多樣的地質架構和長期的地形演化，使得烈嶼的海岸與

陸地山嶺呈現豐富的面貌。 

作品 02 花崗岩 

花崗岩是岩漿在地底逐漸冷卻凝固形成的，屬於火成岩。 

在烈嶼，由花崗岩所構成的波狀丘陵，主要分布於九宮至湖井頭一帶和

東崗至上林一帶，形成島的南、北兩大主幹。 

作品 03 玄武岩 

玄武岩是岩漿由地底噴發、漫流而出，冷凝而形成的，故屬於火成岩

類。岩石顏色是墨綠或黑色，質地堅硬且多氣孔。風化後，顏色會變成

紅色或紫紅色。金門地區，只有在烈嶼才可看到玄武岩，主要覆蓋於已

風化的花崗岩或沉積岩之上。麒麟山、陽山、大山頂或南山頭海岸地區

都有它的出露。青岐更有金門地區較具特色的玄武岩海岸。 

作品 04 貓公石 

由埔頭村的海邊往東北方向至黃厝連線約一公里的海岸，在潮間帶散布

一層蜂窩狀、含鐵質結核的岩塊，俗稱「貓公石 」。 

其形成主要是由於分布在海岸的紅土，受到風化作用的影響，易溶的成

分如鉀、鈉等被溶解帶走，而不易溶於水的矽、鋁、鐵等逐漸殘留富

集，形成網狀的紋路，後來高嶺土被海浪沖走，氧化鐵形成堅硬的多孔

蜂窩狀岩石。貓公石的顏色為紅褐色至褐色，形狀富麗多變。 

作品 05 
生 痕 化

石 

觀察沉積岩時，有時可看到各種奇怪的圖案，有圓管狀、圓型或 Y 字形

等。這些圖案就是過去生物在此覓食、活動或築穴所留下的痕跡，經過

砂泥長期的掩埋，而形成生物活動痕跡的化石，簡稱為「生痕化石」 。 

青岐海岸的中段，在玄武岩熔岩流之下為含黏土、砂岩地層。於砂岩層

中，出現為數不少的生痕化石，為金門地區所僅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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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06 
九 宮 坑

道 

九宮坑道，位於烈嶼東南方之海岸岬角，扼守金烈水道門戶。民國五十

年代為海軍兩棲艦艇金門地區小艇大隊隊部所在，坑道以「雙丁」字形

建構。共有四處出海口與碼頭，坑道總長 790 公尺，最寬處 15 公尺，高

約 11.5 公尺（含副坑道五處，長約 190 公尺），規模較翟山坑道大一倍

有餘。為數眾多的海上出入口及地下運補碼頭，其功能在確保戰力、延

長作戰備戰時間，有效達成快速運補、快速攻擊的兩棲作戰目標。 

坑道因戰備功能減退，於民國 87 年 4 月由金門防衛司令部移撥給金門國

家公園管理處，以保存、維護此一偉大的戰役史蹟。 

本參觀坑道的出海口並未阻隔，故可見海水之漲、退潮景觀，大潮時海

水甚至會淹至參觀步道上，步道出口為羅厝漁港。 

作品 07 
地 質 與

生活 

在聚落裏，先民就地取材，使用當地石材興建房屋。 

在戰備時期，軍隊利用堅硬的花崗岩挖掘坑道，以作為防禦工事。 

在田野中，農民在花崗岩風化而成的沙質土上，種出風味絕佳的芋頭，

皆成為烈嶼獨特的文化特色。 

作品 08 

金 門 國

家 公 園

區域圖 

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圖 

作品 09 

烈 嶼 遊

憩 導 覽

圖 

烈嶼，又名小金門，為金門群島中的第二大島。東距金門本島最近約 2

公里，西距廈門島約 6 公里，全島面積 14.851 平方公里。 

行政上為金門縣之烈嶼鄉，所轄包括大膽、二膽、復興嶼，獅嶼等諸小

島。 

山多平地少的烈嶼，地勢東北寬而高聳，西南狹而平緩，海岸景觀優

美，湖泊眾多，有為數不少的水鳥聚集；沿著環島車轍道至海岸的部分

地區被劃入金門國家公園烈嶼區的範圍，以保護此區珍貴的自然與人文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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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0 
美 食 燈

箱 

圖 1：花生麻荖 

圖 2：麵線 

圖 3：竹葉貢糖 

圖 4：小芋頭 

圖 5：芋頭蒸肉 

圖 6：蚵仔煎 

圖 7：芋頭冰 

圖 8：蚵仔麵線 

作品 11 
軍 事 燈

箱 

圖 1：紅土溝三營區 

圖 2：反登陸樁 

圖 3：勇士堡 

圖 4：大膽島 

圖 5：將軍堡 

圖 6：湖井頭戰史館 

圖 7：崗哨 

圖 8：獅嶼 

圖 9：營區（反空降堡 

圖 10：戰車（M41、M42） 

作品 12 
烈 嶼 景

觀燈箱 

圖 1：烈女廟 

圖 2：上林將軍廟 

圖 3：眺望小金門 

圖 4：菱湖 

圖 5：風雞 

圖 6：風雞 

圖 7：北風爺 

圖 8：車轍道 

圖 9：陵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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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3 
鳥 類 燈

箱 

圖 1：黑頭翡翠 

圖 2：大白鷺 

圖 3：蠣鴴 

圖 4：斑翡翠 

圖 5：翠鳥 

圖 6：蒼翡翠 

圖 7：褐翅鴉鵑 

圖 8：蒼鷺 

圖 9：鸕鶿 

圖 10：環頸雉 

作品 14 
九 宮 醫

院燈箱 

軍方烈嶼醫院原設於烈嶼后頭，民國 66 年移至此，一般稱為「 九宮醫

院 」，民眾則習稱「石洞」。烈嶼衛生所亦於同年遷至九宮與軍方烈嶼醫

院合併，至民國 76 年歸建。民國 75 年軍方烈嶼醫院遷至黃厝，民國 81

年受國軍精實案影響，再搬回后頭，並縮編為「 烈嶼分院黃厝醫務

所」。 

作品 15 
坑 道 連

接口 

九宮小艇坑道在山壁單邊設置人行道，提供駐守部隊上下船隻以及繫泊

小艇使用，人行道開鑿洞口連接至陸地人員坑道（現今為九宮遊客中心

展示區）。 

後

展

示

坑

道 

作品 16 
烈 嶼 防

禦工事 

1949 年國軍進駐烈嶼，開始構築陸上及海岸防禦工事。 

1954 年「九三砲戰」後國軍加強防禦工事，於海岸要點增設軌條砦，構

築 155 榴砲掩體 20 座，興建湖井頭、龜山、大膽島等三處播音站。 

1958 年「八二三砲戰」後陸續構築龍蟠、龍韜、龍威、麒麟、龍門等坑

道工程，興建八吋榴砲掩體 4 座、240 榴砲掩體三座。 

1963 年國軍開鑿九宮小艇坑道，此後除強化各軍事據點外，陸續興建相

關道路、蓄水湖、發電廠、醫院、碼頭、淨水廠、運動場等基礎設施，

完善烈嶼民生發展。 

作品 17 

烈 嶼 防

禦 工 事

投影片 

圖 1：軌條砦 

圖 2：播音牆 

圖 3：砲堡掩體 

圖 4：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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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18 
歷 史 背

景 

1949 年兩岸分離，國民政府撥遷到台灣、整軍經武準備反攻大陸，於

1952 年提出「反攻抗俄」為今後思想言論行動遵從之準則，提倡「一年

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之口號。1954 年爆發「九三砲

戰」、共軍砲擊金門區域，因當時金門缺少永久性之堅固防禦工事，因此

造成重大傷亡，此後金門積極加強防禦工事。1958 年「八二三砲戰」爆

發，共軍以砲火猛烈轟擊金門島上軍事目標及封鎖海運線，國軍隨後以

砲火反擊，砲戰持續 44 天，10 月 6 日共軍宣布停火一週，隨後轉為

「單打雙不打（逢單日砲擊，雙日不砲擊）」直到，1979 年 1 月 1 日中

國和美國建交、砲擊始停止。 

作品 19 

歷 史 背

景 投 影

片 

圖 1：1949 年兩岸分離各自政體領導人 

圖 2：1952 年反共抗俄 

圖 3：反攻大陸「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圖 4：1958 年八二三砲戰 

作品 20 
小 艇 坑

道 

國軍為反攻大陸提出戰略「國光計畫 」，其中子案「龍騰計畫」規劃由

金門派遣小艇大隊突襲敵軍沿岸，因此必須先在金門開闢多處小艇坑道

基地 ，由金防部執行的「金鯨計畫」應運而生。該計畫於 1963 年擬

定，內容包含開鑿四個小艇坑道，分別為「九宮坑道」，規劃全長 790 公

尺、預置小艇 52 艘（含二期工程）；「翟山坑道」（大帽山坑道），規劃全

長 357 公尺、預置小艇 15 艘（含二期工程）；「水頭坑道」（塔山坑道），

規劃全長 450 公尺，預置小艇 15 艘；「漁村坑道」，規劃全長 340 公尺、

預置小艘 20 艘。 

作品 21 

小 艇 坑

道 投 影

片 

圖 1：小艇坑道位置圖 

圖 2：九宮坑道入口 

圖 3：漁村坑道 

圖 4：水頭坑道 

作品 22 
九 宮 醫

院 

1968 年初，海軍重做編制，小艇大隊僅保留一中隊於料羅灣做為離島運

補之用，其餘撤回台灣左營軍港。1977 年國軍組織調整，烈嶼守備部隊

將部分閒置的九宮坑道整建為野戰醫院「烈嶼醫院」並提供民間醫療。



232 

1987 年「烈嶼醫院」搬遷，2001 年金門國家公園開放參觀。 

作品 23 

九 宮 醫

院 投 影

片 

圖 1：烈嶼醫院 

圖 2：烈嶼醫院 

圖 3：烈嶼醫院 

作品 24 
昔 日 金

門影像 
早期國外媒體影像記錄金門戰地生活。 

作品 25 
開 鑿 部

隊隊徽 

九宮坑道分為三期工程，一、二期由陸軍步兵 41 師施工，第一期於

1963 年 12 月 14 日開工，第二期於 1964 年 10 月 30 日完工，第三期由陸

軍步兵 34 師施工，三期工程透過水上坑道與人員坑道與一、二期工程相

通，形成如今坑道模樣。 

左圖為陸軍步兵 41 師(常山部隊)隊徽。 

右圖為陸軍步兵 34 師(長城部隊)隊徽。 

        

小

艇

坑

道 

作品 26 
羅 厝 出

海口 

九宮坑道一開始由烈嶼守備區駐軍陸軍 41 師負責開鑿，羅厝段為小艇坑

道朝向烈嶼島西側之出口，屬於第一期工程，於 1963 年 12 月開工。原

計畫開鑿一坑二洞以存放 25 艘 LCM 機械登陸艇，由東側九宮碼頭進入

坑道，再由西側羅厝段出擊，1964 年 2 月總統指示增加九宮坑道存放小

艇量，調整原設計並啟動金鯨第二期，增設支坑道，增加容量至 32 艘。

第一、二期工程於 1964 年 10 月完工。 

作品 27 
九 宮 北

坑道口 

九宮坑道於烈嶼島東側設置有南、北兩處小艇出入坑口，此處為北坑道

口，由烈嶼守備區駐軍陸軍 41 師負責開鑿，屬於第一期工程，於 1963

年 12 月開工。原計畫開鑿一坑二洞以存放 25 艘 LCM 機械登陸艇，由東

側九宮碼頭進入坑道，再由西側羅厝段出擊，1964 年 2 月總統指示增加

九宮坑道存放小艇量，調整原設計並啟動金鯨第二期，增設支坑道，增

加容量至 32 艘，一、二期工程於 1964 年 10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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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28 
九 宮 南

坑道口 

九宮坑道於東側烈嶼島東側設置有南、北兩處小艇出入坑口，此處為南

坑道口。該坑道出口原規劃於第一期一坑二洞案內，因一、二期調整設

計，改排在第三期增建工程內，1964 年 12 月由接替烈嶼守備區的陸軍

34 師，再起金鯨第三期工程，增加 20 艘小艇存放以及人員坑道相關設

施，三期工程於 1965 年 10 月完工，海軍第二大隊第四中隊於同年 12 月

進駐坑道使用，九宮坑道存放 LCM 運輸艇 27 艘、砲艇 2 艘、救難艇 2

艘，以及海軍官兵 143 名進駐人員坑道。 

南坑道設有一處陸地坑口連接至陸地人員坑道與北坑道，並於坑口水道

上留有閘門鋼板，該段坑道人行道會因漲潮而淹沒，不利開放參觀。 

作品 29 
九 宮 小

艇坑道 

九宮坑道又稱四維坑道，屬於 1962-1972 年間國家計畫反攻大陸戰略

「國光計畫」子計畫「龍騰計畫」之產物 ，該案計畫由金門派遣小艇大

隊突襲敵軍沿岸，必須先在金門開闢多處小艇坑道基地 ，命名為「金鯨

計畫」的專案應運而生，配合海軍自造機械登陸艇 LCM「大業計畫」與

「中興計畫」，以及美援登陸艦艇編列期程，於 1963 年初，由金門防衛

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部共同探勘大小金門擬定基地位置，裁定以烈嶼羅

厝、金門水頭、大帽山、漁村四處，利用海岸完整礁岩開鑿水坑道，提

供 LCM 機械登陸艇駐金時安全停靠與掩蔽。 

作品 30 
金 三 碼

頭 

金三碼頭位於九宮坑道的南側，屬於第三期工程，於 1964 年 12 月由烈

嶼守備區陸軍 34 師執行，從九宮碼頭到羅厝的主坑道中段向南側再開鑿

支坑道，增加 20 艘小艇存放以及人員坑道相關設施，於烈嶼南側接泊裝

卸物資，並連通沿岸戰備。金三碼頭於 1965 年 3 月完工，坑道三期工程

全段於 1965 年 10 月完工。 

作品 31 煙墩頂 

煙墩頂也稱曬網山，位於烈嶼東南角，緊鄰羅厝漁港東側，海拔高 38 公

尺，明清時期作為烈嶼巡檢司烽火台使用，故一稱為煙墩頂。 

國民政府於中華民國 38 年轉進台澎金馬，羅厝漁港因面西側易受敵軍觀

測船隻動向，利用煙墩頂山體阻礙視線以及阻擋砲火直射，於山體東側

小澳口新設置碼頭，由當時駐守烈嶼陸軍第 200 師九宮部隊施工，故名

為九宮碼頭。 

小金門煙墩頂與大金門水頭共同扼守金烈水道南端，山頂設置多座防空

火砲陣地，沿岸等距設置海防據點佈設火網，1962 年實施金鯨坑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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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烈嶼唯一一處小艇坑道，利用花崗岩山體開鑿小艇坑道，以及加強

海防據點火力與防護，增加山頂防空陣地與步兵核心陣地，提升整座山

體觀測、防護火力。 

作品 32 絞車間 

九宮坑道共設置了三處小艇坑道的出入口，為降低小艇於坑道遭受攻擊

受損、減少敵軍直接觀測範圍，以及管控小艇出入狀況，各坑口均需設

置水閘門，以絞鍊拉動洞口鋼門開闔，為確保絞鍊控制安全性，必須單

獨設置絞鍊控制間（絞車間）於坑道內側，距離水閘門 3 至 5 公尺處，

沿著坑道人行道側開鑿坑壁創造一處凹洞，洞內寬 3.6 公尺、高 3 公

尺，距離洞口底部高度 4 公尺，於洞內底部設置絞車，絞鍊透過高角度

拉動水閘門上下滑動。目前三處坑口皆留有絞車機殘骸。 

作品 33 
坑 道 水

閘門 

小艇坑道口為避免敵軍觀察，以及減少砲火轟擊入內，不同寬度的坑道

至坑口皆統一縮小至 7 公尺寬。左右兩側建造厚度 4 公尺、高度 8.5 公

尺的水泥牆，開口統一 7 公尺寬，中央以絞鍊控制鋼門開關，提高小艇

於坑道內安全度。 

現場水閘門鋼門均已卸除，僅剩下九宮南坑口水道上殘留鋼門遺跡。 

  



235 

3. 模型展間 

   以實體觀展經驗設計了三個區段的瀏覽層次，分別為展覽前導、導覽體驗、展覽結束的

資訊頁面。展覽前導區段內容包含：1.前導影片與圖片、2.展區介紹、3.動線導覽介紹頁。導

覽體驗則是以動線瀏覽展示內容，最後瀏覽結束展場時會出現結尾感謝頁與相關資訊頁面。 

表格 13 展場架構表 

1.展覽前導 

1.1 前導影片與圖片 

1.2 展區介紹 

1.2.1 前展示坑道－展場二樓 1.2.2 後展示坑道－展場二樓 

1.2.3 小艇坑道－展場二樓、展場一樓  

1.3 動線導覽介紹頁 

1.3.1 解說員路徑  

2.導覽體驗 

2.1 解說員導覽路徑體驗 2.2 自由探索路徑體驗 

3.展覽結束 

I. 展覽前導 

(1).前導影片與圖片：為進入展間後的第一視覺，作為協助參觀者一進入展間時，就可

以先對展覽有基本的了解。 

(2).展區介紹：結束前導影片及圖片後，將有一個簡單的展區介紹，此部分可以帶領參

觀者了解整個展場空間的架構，配合與語音導覽，讓參觀者認識每個區域的重點。「九

宮坑道展覽」將展示區域依既有展覽類型及坑道屬性分為前展示坑道、後展示坑道及

小艇坑道等三個區域。 

(3).動線導覽介紹頁：結束展區介紹後，參觀者可以選擇動線導覽模式，在這邊參觀者

可以看到不同的導覽員或是導覽動線等資訊，參觀者可以自行選擇有興趣的進行體驗。 

II. 導覽體驗 

(1).動線導覽：導覽過程中，會以自動撥放及移動的方式，配合文字及語音導覽帶領參

觀者細細體驗整個展覽。而本案依烈嶼遊客中心導覽員的導覽路徑，安排了 11 處語音

導覽，分別由遊客中心主入口介紹九宮歷史，進入坑道後便接續解說九宮坑道的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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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歷史沿革以及烈嶼的地質與美食地圖，接著抵達人員坑道與小艇坑道連接處說明小

艇坑道的開鑿歷史，進入小艇坑道後說明九宮側的出海口，緊接著往羅厝側方向步行

則會經過支坑道認識在此棲息的蝙蝠，抵達羅厝出海口前會介紹一旁的捲揚機，最後

則是羅厝出海口處，說明早期登陸艇如何由此出海。 

(2).自由探索：觀展者可在 31處作品點位中自由瀏覽其中的作品說明、圖片以及影片。 

III. 展覽結束 

 

(1).結尾感謝頁：最後結束時，會出現感謝名單，以及主辦單位、協辦單位等資訊，以

各單位標示圖像及文字的方式呈現給參觀者。 

 

圖表 82 九宮二線上展間成果 

 
娃娃屋模型狀態 

 
第一層(目前參觀動線區域)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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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層(目前參觀動線區域)解說點分布  

 
地下層(坑道出海口河床)3D 模型 

 
地下層(坑道出海口河床)解說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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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點內文字描述與解說影音 

 
前展示坑道內現況３６０照片 

 
小艇坑道 360 照片與解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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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道水閘門 360 照片與解說點 

 
解說點內內插空間模型（Sketch Fab）瀏覽 

 
解說點內內插解說影片（Youtube）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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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宮展間語音導覽與文稿 

  語音導覽預計分成四種路線「現況導覽」、「小艇坑道導覽」、「深度導覽」、「自由遊覽」，

連結各解說點內文字、語音、現況照片，建構成 3~10 分鐘不同長度的語音導覽，考量解說語

音順暢度，邀請九宮坑道現場解說員以口語方式說明，以及萃取解說板內文字精簡介紹。 

 

圖表 83 語音導覽路線圖 

 

圖表 84 九宮坑道解說員解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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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解說點語音 

表格 14 解說點語音 

區

域 

區域

語音 

編

號 
主題 解說點語音文稿 

路線 1 

(九宮遊

客中心) 

路線 2 

(小艇

坑道) 

路線 3 

(全區) 

    

入

口

點

位

(無

法

編

輯)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烈嶼遊客中心。這

座遊客中心以軍方早年開鑿作為小艇坑道的九宮坑

道內部空間設置，由於九宮坑道早年也曾作為醫院

使用，因此又稱為九宮醫院。民國 87 年移撥給金

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將軍事設施活化

利用作為展示空間，內容包含了烈嶼的旅遊資訊、

地質景觀、軍事據點、鳥類生態還有在地美食，值

得您慢慢欣賞，現在隨著我的腳步一起來吧。 

a  1 

前

展

示

坑

道 

在前

段展

示坑

道

中，

您可

以認

識到

烈嶼

的旅

遊資

訊、

地質

景

觀、

軍事

據

點、

鳥類

生態

與在

地美

食。  

作

品

01 

烈嶼

地質

之美 

烈嶼有著極具特色的地質景觀，有五色岩之稱。這

裡不僅有大金門沒有的玄武岩、生痕化石，更有較

大面積的貓公石海岸，長期的地形演化，使得烈嶼

的海岸與地質景觀形成如今豐富多樣的面貌，東岸

以火成岩、變質岩形成的岩岸為主，北岸的埔頭一

帶為貓公石分布的海岸。西側和南側的海岸以沙灘

較為發達，但其中南山頭為玄武岩構成，而我們現

在所在的位置九宮這邊，則是花崗岩及花崗片麻

岩。 

b  2 

作

品

02 

花崗

岩 

在烈嶼，由花崗岩所構成的波狀丘陵，主要分布於

九宮至湖井頭一帶和東崗至上林一帶，形成島的

南、北兩大主幹。 

   

作

品

03 

玄武

岩 

玄武岩是岩漿由地底噴發、漫流而出，冷凝而形成

的，屬於火成岩類。岩石顏色是墨綠或黑色，質地

堅硬且多氣孔。風化後，顏色會變成紅色或紫紅

色。金門地區，只有在烈嶼才可看到玄武岩，主要

覆蓋於已風化的花崗岩或沉積岩之上。分布於烈嶼

麒麟山、陽山、大山頂或南山頭海岸地區。 

   

作

品

04 

貓公

石 

貓公石是俗稱一種散布在潮間帶、由氧化鐵形成堅

硬多孔蜂窩狀的特殊岩石，烈嶼島上可見分布於北

側的埔頭至黃厝海岸，其顏色為紅褐色至褐色，形

狀富麗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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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05 

生痕

化石 

觀察沉積岩時，有時可看到各種奇怪的圖案，有圓

管狀、圓型或 Y 字形等。這些圖案就是過去生物

在此覓食、活動或築穴所留下的痕跡，經過砂泥長

期的掩埋，而形成生物活動痕跡的化石，簡稱為 

[ 生痕化石 ] 。 

青岐海岸的中段，在玄武岩熔岩流之下為含黏土、

砂岩地層。於砂岩層中，出現為數不少的生痕化

石，為金門地區所僅見。 

   

作

品

06 

九宮

坑道 

九宮坑道於民國 87 年 4 月由金門防衛司令部移撥

給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保存維護此處偉大的戰

役史蹟，參觀時可以看到海水於坑道內漲、退潮景

觀，大潮時海水甚至會淹至參觀步道上。 

   

作

品

07 

地質

與生

活 

在聚落裏，先民就地取材，使用當地石材興建房

屋，在戰備時期，軍隊利用堅硬的花崗岩挖掘坑

道，以作為防禦工事。在田野中，農民在花崗岩風

化而成的沙質土上，種出風味絕佳的芋頭，皆成為

烈嶼獨特的文化特色。 

d  4 

作

品

08 

金門

國家

公園

區域

圖 

各位可以從這張地圖看到烈嶼與大金門的相對位

置，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九宮坑道在烈嶼的東南

角，九宮坑道緊鄰九宮碼頭與羅厝漁港。在金門大

橋沒有通車之前，九宮碼頭是烈嶼最熱鬧，也是唯

一與外界聯繫的港口。另外在地圖上我們還可以看

到一些特別鮮豔的顏色，這就是金門國家公園的區

域範圍，不同顏色各代表著不同的土地利用分區。 

c  3 

作

品

09 

烈嶼

遊憩

導覽

圖 

透過九宮遊客中心的導覽可以讓民眾快速地認識烈

嶼，也就是大家所稱的小金門，面積大約 14.8 平

方公里，位置在大金門的西邊。早年因處前線中的

前線，使其留下了眾多的戰地史蹟，除了目前所處

的九宮坑道，其它還有將軍堡、勝利門、L36 據點

及八達樓子等。在金門大橋尚未通車前，烈嶼也可

以說是離島中的離島，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易受

外界影響，因此保留了相當豐富的自然景觀及自然

資源，西湖、菱湖、陵水湖都是很好的賞鳥區域，

值得細細漫遊品味。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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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10 

美食

燈箱 

食物，跟當地的食材和人文風情有最直接的關係，

絕對是認識一個地方的最好途徑，來到烈嶼，千萬

不能錯過烈嶼的芋頭，烈嶼因為土質帶有紅性黏土

且富含礦物質，讓種出來的芋頭特別的鬆綿，也因

此衍生出芋頭蒸肉、芋頭冰等各種芋頭料理；金門

土壤特性也非常適合種植花生，竹葉貢糖、花生荖

其主要原料也都是花生。還有生長在沿海岸邊的石

蚵，也是烈嶼當地的美食來源。來烈嶼記得一定要

品嘗一下。 

n   

作

品

11 

軍事

燈箱 

金門作為保障台澎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多次的戰火

洗禮在這裏留下了不可抹煞的歷史痕跡，長期的戰

備需要則使得島上各項防禦工事極為堅強，金門因

此被打造成一個枕戈待旦的戰地空間，其戰備設

施，已成為深具歷史意義的紀念物。今日，不少軍

事史蹟經過修復整理與開放，成為觀光踏青、文化

旅遊的好去處。 

l   

作

品

12 

烈嶼

景觀

燈箱 

隨著時空背景的不同，金門由戰地慢慢轉型成為觀

光島嶼，島上擁有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與景觀，讓

金門擁有屬於自己的島嶼獨特性。風雞、北風爺是

烈嶼獨特的人文景觀、烈女廟、上林將軍廟代表著

在地的民間信仰。 

m   

作

品

13 

鳥類

燈箱 

金門位處於亞洲大陸邊緣及東亞地區候鳥遷移的路

徑上，因此擁有豐富的鳥類相。而烈嶼更是絕佳的

島嶼型賞鳥聖地，自砲聲絕跡後，少受干擾的田

間，春季小麥和夏秋高粱的收成、海灘潮間帶的魚

蝦貝類，都為各種候鳥和留鳥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成為各種鳥類棲息的天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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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14 

九宮

醫院

燈箱 

民國六十六年到七十五年之間，這裡是烈嶼師衛衛

生連管理的九宮醫院，並提供民間醫療之用。這段

時間烈嶼的小朋友，都是在這個石洞裡面出生的。 

   

作

品

15 

坑道

連接

口 

現在所處的位置，是連接小艇坑道與陸地人員坑道

的通道。小艇坑道在山壁單邊設置人行道，提供駐

守部隊上下船隻以及繫泊小艇使用，於人行道末端

開鑿洞口連接至陸地人員坑道。如今的九宮遊客中

心即是以陸地人員坑道為主要區域，設置介紹烈嶼

各種自然與人文資源的解說內容。 

k  10 

             

後

展

示

坑

道 

在後

段展

示坑

道

中，

您可

以了

解到

金門

作為

前線

的歷

史背

景以

及軍

民昔

日的

生

活。  

作

品

16 

烈嶼

防禦

工事 

國軍於 1949 年進駐烈嶼，開始構築陸上及海岸防

禦工事，其後經歷「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

等重大戰役，陸續增設軌條砦、掩體、坑道等軍事

工程。同時並興建道路、蓄水湖、發電廠、醫院、

碼頭、淨水廠、運動場等基礎設施，完善烈嶼民生

發展。 

g  6 

作

品

17 

烈嶼

防禦

工事

投影

片 

國軍於 1949 年進駐烈嶼，開始構築陸上及海岸防

禦工事，期後經歷「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

等重大戰役，陸續增設軌條砦、掩體、坑道等軍事

工程。同時並興建道路、蓄水湖、發電廠、醫院、

碼頭、淨水廠、運動場等基礎設施，完善烈嶼民生

發展。 

   

作

品

18 

歷史

背景 

此作品帶各位了解金門的重要戰役歷史。1949 年

國民政府撥遷到台灣、整軍經武準備反攻大陸，於

1952 年提出「反攻抗俄」之準則，提倡「一年準

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之口號。

1954 年爆發「九三砲戰」造成重大傷亡，此後金

門積極加強防禦工事。1958 年「八二三砲戰」爆

發，砲火猛烈轟擊島嶼持續四十四天，十月六日停

火一週後轉為「單打雙不打」，直到 1979 年中國

和美國建交，才停止了持續長達 20 年的單打雙不

打。 

e  5 

作

品

19 

歷史

背景

投影

片 

此作品帶各位了解金門的重要戰役歷史。1949 年

國民政府撥遷到台灣、整軍經武準備反攻大陸，於

1952 年提出「反攻抗俄」之準則，提倡「一年準

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之口號。

1954 年爆發「九三砲戰」造成重大傷亡，此後金

門積極加強防禦工事。1958 年「八二三砲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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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砲火猛烈轟擊島嶼持續四十四天，十月六日停

火一週後轉為「單打雙不打」，直到 1979 年中國

和美國建交，才停止了持續長達 20 年的單打雙不

打。 

作

品

20 

小艇

坑道 

國軍為反攻大陸提出戰略「國光計畫 」，其中子

案「龍騰計畫」規劃由金門派遣小艇大隊突襲敵軍

沿岸，因此必須先在金門開闢多處小艇坑道基

地 ，由金防部執行的「金鯨計畫」應運而生。該

計畫於 1963 年擬定，內容包含開鑿四個小艇坑

道，分別為「九宮坑道」，規劃全長 790 公尺、預

置小艇 52 艘（含二期工程）；「翟山坑道」（大

帽山坑道），規劃全長 357 公尺、預置小艇 15 艘

（含二期工程）；「水頭坑道」（塔山坑道），規

劃全長 450 公尺，預置小艇 15 艘；「漁村坑

道」，規劃全長 340 公尺、預置小艘 20 艘。 

h  7 

作

品

21 

小艇

坑道

投影

片 

國軍為反攻大陸提出戰略「國光計畫 」，其中子

案「龍騰計畫」規劃由金門派遣小艇大隊突襲敵軍

沿岸，因此必須先在金門開闢多處小艇坑道基

地 ，由金防部執行的「金鯨計畫」應運而生。該

計畫於 1963 年擬定，內容包含開鑿四個小艇坑

道，分別為「九宮坑道」，規劃全長 790 公尺、預

置小艇 52 艘（含二期工程）；「翟山坑道」（大

帽山坑道），規劃全長 357 公尺、預置小艇 15 艘

（含二期工程）；「水頭坑道」（塔山坑道），規

劃全長 450 公尺，預置小艇 15 艘；「漁村坑

道」，規劃全長 340 公尺、預置小艘 20 艘。 

   

作

品

22 

九宮

醫院 

1968 年初，海軍重做編制，小艇大隊僅保留一中

隊於料羅灣做為離島運補之用，其餘撤回台灣左營

軍港。1977 年國軍組織調整，烈嶼守備部隊將部

分閒置的九宮坑道整建為野戰醫院，並提供民間醫

療使用直到 1987 年，其後部隊將醫院搬遷至烈嶼

黃厝。2001 年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設置成現今

之烈嶼遊客中心，開放參觀。 

j  9 

作

品

23 

九宮

醫院

投影

片 

1977 年國軍組織調整，烈嶼守備部隊將部分閒置

的九宮坑道整建為野戰醫院，並提供民間醫療使用

直到 1987 年，其後部隊將醫院搬遷至烈嶼黃厝。

2001 年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設置成現今之烈嶼

遊客中心，開放參觀。 

   

作

品

24 

昔日

金門

影像 

本處展示早期國外媒體來訪金門，錄影記錄下昔日

的戰地生活，若要瀏覽影片請按入解說點。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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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25 

開鑿

部隊

隊徽 

九宮坑道的施工前後歷經陸軍步兵 41 師(常山部

隊)與陸軍步兵 34 師(長城部隊)負責，分三期工程

才完成如今小艇坑道與人員坑道相通的模樣。此作

品左圖為陸軍步兵 41 師的隊徽、右圖為陸軍步兵

34 師的隊徽。 

i  8 

             

小

艇

坑

道 

在小

艇坑

道展

示

中，

您可

以瀏

覽坑

道與

坑道

出海

口的

現狀

以及

興建

歷

程。  

作

品

26 

羅厝

出海

口 

九宮坑道一開始由烈嶼守備區駐軍陸軍 41 師負責

開鑿，羅厝段為小艇坑道朝向烈嶼島西側之出口，

屬於第一期工程，於 1963 年 12 月開工。小艇可由

東側九宮碼頭進入坑道，再由西側羅厝出海口出

擊。該出海口不在本線上展間範圍內，以點位照片

示意。 

 C 11 

作

品

27 

九宮

北坑

道口 

九宮坑道於東側烈嶼島東側設置有南、北兩處小艇

出入坑口，此處為北坑道口，屬於第一期工程，於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開工。小艇能由東側九宮段進入

坑道，再由西側羅厝段出擊，工程於一九六四年十

月完工。 

 F 15 

作

品

28 

九宮

南坑

道口 

九宮坑道於東側烈嶼島東側設置有南、北兩處小艇

出入坑口，此處為南坑道口，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由

陸軍三十四師執行第三期工程開鑿完成，該段坑道

的人行道設有一處坑口以連接至陸地人員坑道。該

坑道口不在本線上展間範圍，僅以點位照片示意。 

   

作

品

29 

九宮

小艇

坑道 

九宮坑道又稱四維坑道，屬於 1962-1972 年間國家

計畫反攻大陸戰略「國光計畫」子計畫「龍騰計

畫」之產物。國軍為反攻大陸，提出戰略「國光計

畫」，其中子案「龍騰計畫」規劃由金門派遣小艇

大隊突襲敵軍沿岸，因此必須先在金門開闢多處小

艇坑道基地 ，由金防部執行的「金鯨計畫」應運

而生。一九六三年金防部與海軍共同探勘基地位

置，裁定以烈嶼羅厝、金門水頭、大帽山、漁村四

處，利用海岸完整礁岩開鑿坑道儲存機械登陸艇。 

 A 13 



247 

作

品

30 

金三

碼頭 

金三碼頭位於九宮坑道的南側，屬於第三期工程，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由陸軍三十四師施工，從九宮碼

頭到羅厝的主坑道中段向南側再開鑿支坑道，其功

能設定為坑道內小艇裝卸物資使用，坑口上緣留有

金三碼頭落成碑，記載落成時間與開鑿部隊。該碼

頭不在本線上展間範圍，僅以點位內照片說明。 

 D  

作

品

31 

煙墩

頂 

1949 年，國軍利用煙墩頂阻礙敵軍觀測視線與砲

火，於山體東側灘岸新闢設置戰備碼頭，由九宮部

隊施工，亦名為九宮碼頭。 

1962 年，金防部實施金鯨計畫，利用花崗岩開鑿

小艇坑道，並增加山頂防空陣地與海防據點，提升

煙墩頂海岸岬角防護火力。 

   

作

品

32 

絞車

間 

九宮坑道共設置了三處小艇坑道的出入口，為降低

小艇於坑道遭受攻擊受損、減少敵軍直接觀測範

圍，以及管控小艇出入狀況，各坑口均需設置水閘

門。該閘門以絞鍊拉動開闔，為確保絞鍊控制安

全，於距離水閘門不遠處，開鑿坑壁創造一處凹

洞，設置絞車間。 

目前三處坑口皆留有絞車機殘骸，金門國家公園於

北坑口絞車間設置一艘縮小版的機械登陸艇，提供

民眾互動與認識機械登陸艇。 

 B 12 

作

品

33 

坑道

水閘

門 

為降低小艇於坑道內受損機會，以及減少敵軍直接

觀測範圍，坑道開口處設置混凝土構造水閘門，中

央區域留設洞口設置閘門，再由絞鏈控制閘門開

關，管控小艇出入狀況。 

 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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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權屬與管理維護 

1、 甲方提供之相關資料，如照片、影像、紀錄片、手稿、檔案、劇本、文字紀錄、書籍、

影音資料（包括但不限片段影音檔）、詮釋資料、小圖及相關作品等，著作財產權為甲方所有；

並授權予乙方運用於相關成果展現、宣傳行銷及各項實體與虛擬之推廣活動及維持平台營運

使用。 

2、 甲方若同意將提供之相關資料及展覽上架至 ARTOGO 頁面，即授權乙方按照乙方

ARTOGO 平台營運之守則及規範使用。 

3、 乙方製作之 VR 實境展間成品與網站頁面，乙方為製作人，著作財產權為甲方所有，甲方

授權乙方得基於商業、教學、研究、著述、內部訓練等正當目的，無償使用該著作與乙方基

於上述正當目的再授權之第三人使用，包含但不限於內嵌於個人網頁公開展示、於通訊軟體

傳播等。本專案製作之 3D 空間建模 obj 檔歸屬於甲方。 

 

I. 維護管理 

1、 本專案包含線上展間維護管理一年，維護期間配合甲方計畫上線時間調整維護期間。若

因情勢變更延展製作日期，應以實際驗收日起算，維護管理延展合約得另行簽定。 

2、 若延展期間逾期甲方無給付維護管理費用，視為甲方使用網頁服務之授權失效，乙方有

權評估營運情形下架。 

3、 維護期間若歸屬乙方責任致使本案線上展間無法連線運作，乙方接獲甲方通知後應進行

緊急處置，並應於接獲通知後 3 個工作日內予以排除。 

 

II. 侵權責任 

1、 雙方應保證履約行為及交付對方之相關著作，皆經授權或合法取得，不得侵害第三人權

益，如有侵害第三人權益者始乙方受損害，應負責一切法律責任與損害賠償責任。 

2、 甲方委託乙方進行的相關設計，若乙方設計之製作物成品或內容有侵犯他人著作權之情

事發生時，乙方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但甲方明知或發生侵害爭議之廣告內容係依甲方之指示

完成者，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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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現場導覽 

  本案執行 4 場現場導覽，主題訂為戰地史蹟數位化，依照本案內容安排實境掃描說明與營區

歷史介紹，透過金門國家公園臉書粉絲頁公告曝光，總參與人數約 160 名，期中審查後再第

2.3.4 場加入意見回饋機制，完成成果參閱下述。 

1. 寨子山一營區現場導覽 

以金門酒廠修復後寨子山一（屏東坑道）為導覽點，講解火砲坑道設置歷史與空間特色，

並介紹拍攝建模技術運用，透過手機民眾實地拍攝演練，了解坑道活化修復歷程。 

地點：寨子山一營區（屏東坑道內） 

日期：4 / 22 / 六 / 14:00~17:00（3hr） 

主題：屏東坑道文史介紹、拍照建模體驗、現場導覽 

對象：40 人 

期程：3/22 開放報名 

流程：14:00(1hr)文史導覽與影片撥放、15:00(1.5hr)參加人員操作演練、16:30(0.5hr)心得交流 

報名方式：Google 表單開放報名至額滿為止 

新聞曝光： 

 

金門國家公園臉書粉絲頁 2023.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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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5 寨子山一現場導覽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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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簽到： 

  

 
 

圖表 86 寨子山一錄取單與活動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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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活動團體照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軍友分享昔日軍旅記憶 軍友分享昔日軍旅記憶 

圖表 87 寨子山一現場導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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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寨子山一營區導覽簡報 

圖表 88 寨子山一營區導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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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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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宮二營區現場導覽 

  以九宮二營區（九宮坑道）為導覽點，透過數位拍攝工具將複雜的水陸坑道建模，導入寨子

山線上平台彙整歷史紀錄、空拍影音、講解影片，講解小艇坑道設置歷史與空間特色，以及

推出線上展間[九宮坑道|線上展間]，並邀請 ARTOGO 團隊執行長分享其他縣市如何將藝文展

覽、歷史空間轉化為線上展間，延長展覽生命週期以及提高歷史空間推播率。 

地點：九宮二營區（九宮坑道展示區） 

日期：7 / 22 / 六 / 14:00~17:00（3hr） 

主題：九宮坑道文史介紹、現場導覽、虛擬展間體驗、雷射掃描介紹 

對象：40 人（金門縣政府、金門高中、一般民眾） 

期程：06/22 開放報名 

流程：14:00 文史導覽與影片撥放、15:00 虛擬展間介紹、16:00 心得交流、17:00 結束。 

報名方式：Google 表單開放報名至額滿為止。 

新聞曝光： 

 

金門國家公園臉書粉絲頁 2023.06.22 

圖表 89 九宮二現場導覽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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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簽到： 

  

 

 

圖表 90 九宮二錄取單與活動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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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ARTOGO 講解線上展間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圖表 91 九宮二現場導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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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92 九宮二現場導覽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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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九宮二營區導覽簡報 

圖表 93 九宮二營區導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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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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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東二安東三營區現場導覽 

  安東二（W-012）與安東三（W-011）位處 1949 金門保衛戰共軍登陸第一線，嚨口至古寧頭

一帶成為防區重中之重防備要點，介紹金門北海岸繁雜防禦設施層次，從海岸蚵樁與軌條砦

防止船艦登陸設施，沙灘四面體與鐵鹿砦防止車輛搶灘移動，平原以據點、雷區、瓊麻、漁

塭等人工構造物防止阻斷人員車輛移動路線，連接至後方反空降設施與民防聚落（安歧）建

構防禦縱深，結合歷史影像表現北海岸據點與周遭景觀防禦關係，透過數位模型說明戰地景

觀包含當時改造地形緣由與防衛景觀設置。 

地點：安東三營區（安東三營區 至 安東二營區 海岸線 1 KM） 

日期：9 / 16 / 六 / 14:00~17:00（3hr） 

主題：安東二三文史介紹、據點現場導覽、海岸防禦設施導覽 

對象：40 人（金門一般民眾） 

期程：8/16 開放報名 

流程：15:00(1hr)數位據點文史導覽、16:00(1 hr) 海岸防禦導覽、17:00(1hr)戰備道導覽 

報名方式：Google 表單，開放報名至額滿為止。 

新聞曝光： 

 

金門國家公園臉書粉絲頁 2023.08.15 

圖表 94 安東二安東三現場導覽媒體曝光  



275 

活動簽到： 

  

 
 

圖表 95 安東二安東三錄取單與活動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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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圖表 96 安東二安東三現場導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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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97 安東二安東三現場導覽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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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東二安東三導覽簡報 

圖表 98 安東二安東三導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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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銅牆山營區導覽 

  以銅牆山為導覽點，講解南海岸大型海防據點歷史脈絡，與雷射點雲團隊（祐鴻空間資訊有

限公司）分享雷射點雲基站與空拍 UAV 運用，導覽天然海岸線與人工構造物共構防護網絡。 

地點：銅牆山營區 

日期：10 / 14 / 六 / 14:00~17:00（3hr） 

主題：銅牆山文史介紹、雷射點雲介紹、據點現場導覽、海岸防禦設施導覽 

對象：40 人（一般民眾） 

期程：9/7 開放報名 

流程：14:00(1hr)數位文史導覽、15:00(1hr)掃描設備介紹、16:00(1hr)現場導覽 

報名方式：Google 表單開放報名至額滿為止。 

新聞曝光： 

 

金門國家公園臉書粉絲頁 2023.09.05 

圖表 99 銅牆山現場導覽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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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簽到： 

  

 
 

圖表 100 銅牆山錄取單與活動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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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文史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團隊現場導覽 

圖表 101 銅牆山現場導覽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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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2 銅牆山現場導覽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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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境建模導覽簡報 

圖表 103 實境建模導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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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拍攝建模注意事項與限制條件 

  拍攝完成後需要對於建模作修整，排除空間外漏射雜訊。模型完成後即可進行展間內備

註以及各功能設定。 

1. 拍攝時四周皆須淨空無⼈，需要預留拍攝時段，若無法完全清場會影響拍攝時間。 

2. 拍攝性質屬靜態，動態作品須暫停為靜止狀態，像是影片、會移動的裝置、風會吹動的物

件等；現場聲音並不會收錄進去。 

3. 由於拍攝時是 3D 建模的概念，3D 相機的拍攝點位需要相鄰，空間與空間連接的「門」需

要在拍攝時打開，若無法打開則會需要獨立拍攝，成為 2 個獨立空間。若有不同的空間須

相連或緊鄰，並有連接通道。 

4. 作品間距離不宜太近，需保留相機進入拍攝空間，合適距離同時是避免拍攝扭曲變形（建

議展櫃間至少預留 150cm 距離，若有走道建議 180 公分以上，避免距離過近變形） 

5. 拍攝現場的光源盡量均勻明亮，單點拍攝的光影落差太大可能造成成像的困難。 

6. 如有布簾區分展覽隔間，需事先準備束帶以利拍攝建立空間。 

7. 拍攝以室內為主，若有大片落地窗或戶外空間，陽光的紫外線會影響紅外線拍攝造成拍攝

時的困難以及成像的不佳，可能有破圖的狀況發生。 

8. 後製的限制： 

  VR 展間製作由於是 3D 建模的製作，拍攝之全景圖會含有紅外線空間資訊，在後製上無

法分割，所以無法進行圖片修改，像是修掉相機影子等ㄧ般圖像後製工作。 

9. 相機影子： 

  須注意現場光源以及作品打光方式，若聚焦在作品上的光源較遠，拍攝時可能會將相機

的影子投在作品上，需請展覽方特別注意，並在拍攝前請展覽人員先測試，以距離作品

80cm~100cm 距離 & 160cm~165cm 高度，檢測是否有影響，並請在拍攝前調整完畢；若拍攝當

天才進行調整會影響拍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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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反射： 

  須注意現場有無鏡子、玻璃，或是作品本身為金屬雕塑等高反光材質，由於相機反映實

際拍攝的現場真實樣貌，在這些材質前會將相機與腳架拍攝進畫面，僅能盡量調整角度避開，

但無法完全避免反射 

11. 陰暗的空間拍攝⽅式： 

  陰暗的空間仍需要有⼀定的光源，才能完成建模，若光線不足則需要做環境打光，但這

打光僅是打亮空間讓建模可以進行，在後製時會將打光的拍攝點位關閉。 

12. 作品打光： 

  拍攝時因為是 360 全景，請展覽方先處理好現場光線，當下無法架設打光設備，我們僅

作建模的拍攝。 

13. ⾊偏的狀況： 

  在黑暗的環境下由於相機鏡片折射光源，成像時可能會出現偏藍色的光線；在藍光的環

境下由於紅外線的影響更有可能出現色偏的情況。 

14. 鏡⾯以致模型破碎： 

  須注意現場有無鏡子、玻璃，由於建模相機配置的紅外線會抓取空間資訊，鏡面會導致

無法判讀實際空間，使系統誤判成為其他延伸空間；尤其天花板與地板鏡面需要特別留意。 

15. 線條或邊緣的錯位與破碎： 

  由於建模相機配置的紅外線會抓取空間資訊，記錄所有物件的距離尺寸，但 3 組紅外線

感測器的範圍有限，對於線條以及物件邊緣的抓取可能會出現誤差，造成欄杆或線條成像上

的錯位，僅能在拍攝時多花時間補拍，或是拉遠距離拍攝，無法後製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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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圖資接圖部位容易產生錯位 

 

現場光線造成相機影子入鏡 

 

現場反射物件造成拍攝相機與人員入鏡 

圖表 104 拍攝建模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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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不足區域容易有色偏折射 

 

光源不足區域容易接收鄰近測光 

 

鏡面反射造成模型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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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史料圖資盤點 

  本案 10 處結合本團隊過往收集金門文史研究內容，將各時代金門防區分布與老航照照片

統一標示於金門島圖，經由影片將各時代各點防區變化、參與戰事、戰場策略進行整體說明，

並以中文字幕、配樂輔助說明。 

32 

1949 初期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33 

1949 後期古寧頭戰役後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34 

1954 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32 呂嘉凱、鄭守均、張海南，《古寧頭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暨 60 週年紀念戰地巡禮紀實》，行政院國軍退除官

兵輔導委員會，2010 

33 《金門防衛部暨所屬單位編制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1949，檔案號 B5018230601 

34 《金門防衛司令部工作月報(四十四年) 》，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55，檔案號 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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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5 金門防區史料圖資 

35 

1958 金門航照圖 

36 

1959 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37 

 

35 「1958 金門百年歷史地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kinmen.html） 

36
 《金門砲戰戰史 (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64 

37
 《六一七砲戰資料》，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0，檔案號 2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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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38 

1966 金門航照圖 

39 

1966 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40 

 

38 「1966 金門百年歷史地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kinmen.html） 

39 《金門防衛工程案(五十六年)》，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影像調閱系統，1966，檔案號 33654 

40《軍事—金門防衛部步兵兵力部署圖 》，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70,檔案號 010202-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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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41 

1971 金門防區圖（本團隊重新繪製） 

42 

2006 金門航照圖 

43 

2017 金門航照圖 

  

 

41 《軍事—金門防衛司令部工作報告等 》，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1961,檔案號 010202-00049 

42 2006 正射影像，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https://urban.kinmen.gov.tw/kmgis/publicweb/index） 

43 2017 正射影像，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https://urban.kinmen.gov.tw/kmgis/publicweb/index） 

https://urban.kinmen.gov.tw/kmgis/publicweb/index
https://urban.kinmen.gov.tw/kmgis/public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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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法規檢討 

  本案 10 處據點均位於國家公園使用分區內，執行業務包含空拍攝錄影涉及《民用航空法》

及〈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套疊公告禁航區、限航區與國防部《要塞堡壘地帶法》管制區域，

檢討本案 10 處點位拍攝管制。 

表格 15 法規檢討 

法則 項目 內容 檢討 

民 用 航

空法 

第 九 章之

二 遙控無

人機 

第 99-

9 條 

建築物外開放空間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適用本章規定。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應負使用安全、風險管理及法規遵

循等責任。 

飛行圖資使用最新版

民航局公告無人機圖

台。 

第 99-

10 條 

自然人所有之最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及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應辦理註冊，

並將註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機上顯著之處，且一定重量以上

遙控無人機飛航應具射頻識別功能。 

飛行器>250g 操作人

機均已登記，檢附相

關資料。 

第 99-

13 條 

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禁

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

範圍由民航局公告之。 

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不逾四百呎之區域，由縣政府依公益及

安全之需要，公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

項。 

飛行圖資使用最新版

民航局公告無人機圖

台。 

飛行以白天日光充足

時段為主，無夜間飛

行計畫。 

遙 控 無

人 機 管

理規則 

第  6 

條 

自然人所有之最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及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應由其所有人

檢附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註冊，並於註冊完成後，將民航局

賦予之註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機上顯著之處後，始得操作 

飛行器>250g 操作人

機均已登記，檢附相

關資料。 

第 12 

條 

  最大起飛重量一公斤以上且裝置導航設備之遙控無人機，應具

備防止遙控無人機進入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

之一定距離範圍之圖資軟體系統，其圖資應符合本法第四條劃

定及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告之範圍。 

飛行圖資使用最新版

民航局公告無人機圖

台。 

第 31 

條 

應於活動日十五日前檢附活動計畫書提出申請，報請民航局會

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第一項同意文件期限，以三個月為限。 

審查通過後即申請空

拍，工作計畫書檢附

核定文 

要 塞 堡

壘 地 帶

法 

軍 事

設 施

管 制

區 

金門：太武山、龍蟠山、大膽、二膽、復興嶼、猛虎嶼、獅

嶼、東碇島、后嶼、草嶼、北碇、烏坵島等為要塞管制區 

10 處均不在管制區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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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項目 檢討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出處：金門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 10 處均在國家公園內。 

44 

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

系統 

民航局公告之禁航區、限航區、航空站

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 

出處：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

理資訊系統空域查詢 

3 處位於紅區 

4 處位於黃區 

3 處位於綠區 

10 處皆位於國家公園範圍 

45 

圖表 106 飛行限制套圖 

 

44 金門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https://gismap.kmnp.gov.tw/kmnpuse/Map.aspx） 

45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空域查詢，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https://drone.caa.gov.tw/） 

https://gismap.kmnp.gov.tw/kmnpuse/Map.aspx
https://drone.c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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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案透過實境掃描建置數位模型與前端文史調查，產出導覽影片、線上展間、現場導覽

等多種後端觀看方式，然而金門目前軍事歷史調查多為全島系統性的梳理，單點空間的文史

資料則較難爬梳，因而各營區的歷史脈絡必須透過不同時代戰略佈防圖，窺視單點與防區相

互關係，再經由防區圖與各年代空照圖解析空間地景的變化。 

  本次海防據點占多數，據點空間有通則性的攻防戰略原則，而金門南北海岸與烈嶼不同

區位特性也有差異，更與跨軍種的需求有關，如運補動線、小艇坑道、觀測所等等，以及部

隊不同時代武器設備變化、駐防單位變動等等，影響了空間的使用。今日這些海防據點均已

解除戰備需求，空間的保存活化成為當代主要課題，透過影像紀錄與數位掃描，重點在於保

存現今的空間狀況，提供未來研究者或活化單位使用，他們得以利用數位模型進行活化設計

或軍事研究。 

  本案標的也包含聯勤、海軍、直屬砲兵營等等等不同單位營區，然而各單位史料歸檔與

數位記錄層度不盡相同，也增加了跨軍種史料梳理的難度，尤其聯勤與海軍的單位資料，更

是零碎與片段，目前史料較無法系統性的陳述營區設置脈絡與歷史緣由。 

  空間模型，若沒透過系統性的介紹與導讀，空間資訊仍然很難讓民眾了解營區特徵，因

此數位模型與文史調查等各類素材，皆是做為據點介紹的工具，空拍影像陳現自然環境的壯

麗，而數位模型則能創造現實無法穿越或到達的觀看位置，進而提供據點全盤性的解說畫面，

因此本案的影音導覽扮演了重要的工作角色，經由畫面與編劇，將營區歷史脈絡、建築特色、

環境景色以空拍與模型導覽特徵。 

   現況導覽影片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目的讓民眾驚艷營區美景，認識不曾到過的家鄉，因

而影片軍事解說比例較少，希望透過景色與模型作空間導覽，提供民眾更輕鬆的認識據點。

深度導覽影片鎖定具備一定背景的民眾，將營區所涉及的軍事史料透過影像與數位模型併列

陳現，也能提供軍友回顧過去服役的營區，以及觀看過現況導覽影片的民眾，更進一步認識

據點的歷史脈絡，經由影音介紹吸引民眾實地走讀營區，感受現場環境與軍事史蹟的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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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次工作包含「調查研究」、「實境掃描」、「導覽影音」、「線上展間」、「現場導覽」五個

項目，十處標的依照類型分為海防據點六處（湖下二、安東二、安東三、后扁一、紅土溝一、

銅牆山）、坑道兩處（九宮二、寨子山一）、後勤兩處（庫北、盤山訓練場），後續的成果產出

以單點介紹為主，使用線上（導覽影音、線上展間）與現場（現場導覽）不同方式呈現。 

1. 實境掃描工法建議 

  本案使用三種掃描技術「Poly Cam」、「Matter port」、「Leica point cloud」，各種技術掃描

成效比較已於第二章第三節列表呈現，考量金管處掃描標的多無文化資產身分，而且掃描成

果期望能後續再加工與延伸運用。建議後續使用「Poly Cam」或其他「影像建模」軟體作為

主要方式，該技術拍攝硬體僅需相機與補光設備，裝備輕巧好移動，能進行高低不同角度掃

描，突破其他技術所需大型掃描機台拍攝限制，「影像建模」也能結合空拍機高處拍攝照片，

完整建立室內外模型檔案。「影像建模」成型後產出模型檔案，可輸出 POLY、3DS等直接 3D

程式編輯檔案，檔案大小也能於一般繪圖電腦開啟操作，增加未來延伸加工與運用便利性。

若以點雲資料產出模型檔案，每筆資料至少 10GB 以上，而能開啟軟體較不普及操作上也較

複雜，目前多作為文化資產高精度掃描，再提供專業建築繪圖人員描圖製作 POLY 或線稿，

該技術能產出高細緻度的數位模型，然而高昂掃描經費以及龐大模型檔案，都讓普及性與延

伸運用門檻提高許多。 

2. 3D建模前置工作建議 

  3D 建模完全仰賴當下的現場狀況，後續若要持續進行其他場地掃描，建議先以整理完成

之營舍作為標的，一方面場地因為整理修繕過，建築物外觀不再受植栽包覆影響 AI 判讀，營

區內部廣場或屋頂也有整地舖設草地，降低大型植栽影響掃描成效，減少後續清除模型零碎

物件工作，但部分營區在早期修繕時，受限整修經費或是管理範圍，營區整理並非完整全區，

該類營舍於未來建模時建議再加強整區環境清理，外觀若已經進行環境清理完成，多數掃描

皆能順暢無礙工作。 

  建築經由修繕清理屋內雜物垃圾，能有效提高成效品質，但營舍若只有基本修繕與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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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都只有單一色彩缺少差異性，則容易造成內部環境相似度太高，影響 AI 判讀空間成形效

果，容易只會生成局部空間模型。而已經修繕整理開放觀光之營區，則受到廁所、管理間以

及開放區影響，會有局部空間無法掃描或成效不佳。團隊進場掃描當下，建議金管處完全關

閉營舍，減少外來人員干擾掃描過程，也有助於工作團隊進行掃描區域佈置調整，而空間掃

描也受到光線影響，環境光過暗會造成掃描成效細節黯淡，建議掃描過程中架設捕光設備，

提高後續成果整體亮度品質。 

3. 線上與現場跨域運用 

  數位媒介在於提供跨場域的介紹，以及非現實的觀覽視角，但線上瀏覽並無法代替空間

現場的感動，現實據點中的氣候變化、光影效果、建物痕跡、植物色彩都能產生不同的空間

效果，現場導覽則會受制場地容納量、導覽品質、移動順暢度而有所限制，如移動不便者與

長者不方便進入據點參觀，因此數位產出除了線上媒體曝光，也能設置現場掃碼連結，提供

民眾到達現場時能先進行空間導讀或瀏覽模型，也讓民眾走訪現場時更能感受昔日軍事使用

的空間。 

4. 文史研究建議 

  後續建議以主題式研究深化本案的產出，透過「海防據點的脈絡」、「小艇坑道的歷程」、

「據點活化的多變性」等等，讓民眾以系統性地認識現存軍事史蹟，讓功能相同的單點之間

分出差異性，也能透過主題式地研究，定義不同個體在後續保存活化的程度，挑出具代表性

與特殊性的營區，深化史料提升參觀深度，較為普遍的營舍則能開放較大程度的活化改造，

提供不同屬性的單位進駐活化，讓遺留下的軍事史蹟產生更多可能性，活化也不只是無償開

放景點參觀，更是將戰地文化衍生出文化觀光的經濟效益，增加金門旅遊的豐富性與趣味性。 

5. 數位模型運用 

  空間經由數位掃描建立空間模型為記錄的第一步，透過模型解讀建築內部空間組成，與

外部地形植栽等環境相互間的關係，而此判讀多需透過空間專業者才得以解析。第二步將數

位模型經由線上瀏覽（Sektch Fab、Poly cam、Trimble）等不同觀看平台，提供一般民眾可以

從鳥瞰或地下等不同視角觀覽營區，加速建立觀覽者的空間地圖，協助他們進入室內參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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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辨別自身位置以及空間文本。第三步則是提供數位模型給未來經營者或修繕單位，以模

型研擬增改建工程與修復活化，協助各單位討論空間修復再利用的未來願景。經由上述三方

面運用，短期可以透過解析產出說明資訊協助民眾認識空間，中期可以協助活化再利用，長

期則是記錄不同時空營區使用的狀態，做為未來研究當代建築重要的數位空間素材。 

6. 行銷推廣 

  線上媒體未來將以金管處官方臉書或Youtube頻道依序曝光，透過影片與臉書曝光單點的

空間介紹，本案的影片與模型作為網友討論的載體，不只是單次計畫的成果，更是營區歷史

的留言板，可以提供昔日服役軍友留言分享軍旅生活，也能提供行動不便人員利用網路瀏覽

營區美景，而曝光頁面再借助眾人分享的資料，成為未來據點活化研究的素材庫，再結合後

續活化再利用的空間機能改造，以及昔日軍事使用的狀態模擬，經由過去、現在、未來不同

時期數位模型的變化，呈現出單一營區在不同時間下，空間使用的多變性，讓金門軍事史蹟

除了豐富的文史研究，更衍生了多元的史蹟活化樣態，將金門戰地文化成為島嶼文化觀光的

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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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案產出內容 

表格 16 本案產出內容 

營區 
現場 

影片 

深度 

影片 

現場 

導覽 

雷射 

掃描 

線上 

展覽 

數位 

模型 

史料 

收集 

立體 

檔案 

湖下二 5mins     ●  Obj 

安東二 5mins     ●  Obj 

安東三 5mins     ●  Obj 

寨子山一 8mins 8min 4/22   ● ● Obj 

九宮二 8mins 8min 7/22 ● ● ● ● 
Obj 

Xyz 

安東二 

安東三 
 8min 9/16   ● ● 

Obj 

 

后扁一 5mins     ●  Obj 

紅土溝一 5mins     ●  Obj 

銅牆山 8mins  10/14 ●  ●  
Obj 

Xyz 

庫北 8mins   ●  ●  
Obj 

xyz 

盤山訓練場 8mins 8min    ● ● Obj 

# 現場導覽、線上展覽配合甲方規畫期程調整。 

# 影片規格以 2048×1080 製作，上傳 Youtube。 

#  3D 模型上傳線上免費瀏覽模型網站 Sketch F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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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執行期程 

 



316  



317 

第五章、 資料出處 

政治檔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 

國防部，國軍史政檔案調閱系統：https://newarchive.mnd.gov.tw/login.aspx 

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閱系統：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空照影像：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金門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kinmen.html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https://map.rchss.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634192277642 

金門縣，都市計畫整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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