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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測繪中心)基於確保測繪成

果品質、落實測繪法令，於研擬「測繪科技發展後續計畫」中程綱要

計畫時，爭取經費辦理「建立航遙測感應器校正作業」工作，並委託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探究建立國內

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制度，並規劃建置完整校正體制，建立具有公

信力校正場及研擬校正相關作業程序。 

本計畫共分 4 年辦理，本（103）年度為第 4 年作業，主要工作

為配合國土測繪中心實際辦理試營運輔導訓練，確保未來作業人員熟

悉各項校正工作內涵與技術，並持續辦理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以下簡稱 TAF)認證申請準備，完善相關準

備工作及文件。 

關鍵詞：航測攝影機校正、校正場、輔導訓練、整合作業、能力試驗

活動



 

 

 



 

 

 

 

Absr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ith 

airborne sensors,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NLSC）,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OI）, has planned to establish a 

calibration field for calibration of airborne sensors intended for 

photogrammetric mapping purposes. The project was commissioned to 

CSPRS (Chinese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This document contains the entire work within this year. The main 

tasks of this project are training NLSC staffs to carry out all the 

calibration work, assisting Survey Instrument Calibration Laboratory 

(SICL) to prepare for applying approval by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 and update the calibration operation system. 

Keyword：aerial camera calibration, calibration field, calibration training,  

lab proficiency tes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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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緣起 

行政院於民國 96 年 7 月 9 日「院臺建字第 0960027673 號函」

核定經建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

十年計畫」，將全國「核心圖資建置與基礎圖資建置」納為重點工作，

並預定於民國 104 年完成，包括各比例尺之基本地形圖、數值地形

模型、影像資料(含航照影像資料與衛星影像資料)、門牌位置資料、

地籍圖與臺灣地區通用版電子地圖等建置作業。而相關作業極度仰賴

航遙測技術，有必要對其使用之基礎作業設備加以校正之需求。另

外，國土測繪法應用測量實施規則第 12 條中，規定「辦理應用測量

使用之儀器裝備所為之校正，應依測量計畫目的及作業精度等需求辦

理」。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為國內相關測繪業務之執行機關，基於確保

測繪成果品質及落實測繪法令，於研擬「測繪科技發展後續計畫」中

程綱要計畫時，爭取經費辦理「建立航遙測感應器校正作業」工作，

就國內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制度予以探究，建置完整體制，規劃建

立國家級校正場及研擬校正相關作業程序，以利整體航遙測業發展與

工作執行。並委託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探究建立國內航

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制度，並規劃建置完整校正體制，建立具有公信

力校正場及研擬校正相關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除了是航遙測專家學者們的

社團法人組織，以促進我國航遙測學術活動為宗旨外，其服務委員會

還為國內少數歷史悠久的實際從事航遙測業務的機構之一。累積有

30 多年的正射影像製作、立體測圖、地圖編繪經驗以及多年地理資

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GIS)數值地形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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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理資訊系統成果應用服務經驗。 

經本學會的努力，本計畫於 100 年進行校正作業相關評估時，並

召開專家學者會議討論校正場選址之因素與建議，隨後同年亦邀集產

官學界召開測攝影機校正作業場址選定會議，聽取各界建議。完成準

備評估工作後，於 101 年實際建場並進行校正航拍測試，依測試結果

撰寫校正作業程序、系統評估等技術文件。102 年持續了解國際校正

相關發展，精進校正流程與成果分析，並協助國土測繪中心辦理航測

攝影機系統校正整合作業、規劃 TAF 認證申請準備工作及校正場更

新維護與營運準備工作，並試辦空載光達校正測試分析，以作為未來

發展參考。本(103)年度為第 4 年作業，主要工作為配合國土測繪中

心實際辦理試營運輔導訓練，以確保未來作業人員熟悉各項校正工作

內涵與技術，並持續辦理 TAF 認證申請準備，完成相關準備工作並

完善各項文件。 

二、目的 

航測攝影機即使在出廠時品質如原廠率定報告所宣稱，但隨執行

各項業務長期，儀器可能產生衰退之情形，或因執行任務不同，於歷

經多次裝卸中遭遇碰撞，致使儀器內方位改變產生誤差。截至目前為

止國內卻無標準校正場地及流程，可供校正儀器了解是否有與出廠當

時所率定參數不同之情形。 

此外，目前市面上的航測數位攝影機所檢附之率定報告，多屬於

原廠於實驗室內完成之率定報告、或廠商各自設計校正場自行校正之

成果報告等。而廠商出具的報告或證明，則存在是否屬實或美化之疑

慮，或於環境受控制的實驗室內所為之率定是否與實際高空飛行作業

兩者間能共通等問題，卻尚未建立標準的校正流程及方法作公正的驗

證。 

因此，本計畫目標即為設計並建置一個標準的野外校正場，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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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飛行拍攝的成果做校正，檢驗其是否與當初設計規格相符以及是否

合於我國測繪相關規定並落實，以保障測繪成果品質並且為民服務，

達到雙贏目標。所設計的校正流程僅作為規格之驗證，並不對儀器內

部零組件或參數設定等進行調校或變更，因此校正成果不得取代任何

原製造廠商要求的任何定期或臨時召回的回廠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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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年執行工作項目 

一、工作內容 

按本案契約應辦理的工作項目如後所述： 

(一)輔導辦理校正作業試營運 

1、使用歷年校正飛行航拍影像、影像校正區塊、幾何校正標及

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其他校正場航拍影像與校正標等資料，

輔導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辦理校正標維護、測量、測量成果整

理分析、幾何、解析力校正分析、出具校正報告等校正作業

試營運相關工作，需依國土測繪中心需求於實際作業地點輔

導相關作業。 

2、提出包含輔導流程、所需時程、人力配置、儀具需求、輔導

紀錄表等輔導計畫。 

3、依國土測繪中心實際作業狀況需求，增修或整併校正場規格

書、更新維護作業手冊、營運作業手冊、校正整合作業操作

手冊、校正標標準值測量作業手冊、校正作業手冊等營運相

關文件、幾何校正報告及空間解析力校正作業程序。 

4、依校正場規格書製作鋼釘標 150 個、鋼片標 50 個。 

5、提供校正標維護所需工具供國土測繪中心使用。 

(二)精進校正作業整合工作 

1、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內新增可輸出校正標坐標標準值管制圖

表，並可設定管制期間、呈現校正標遺失補設所需資訊，如

點位間距或可分區統計點位數量等，另依國土測繪中心辦理

校正作業操作便利需要，適時修正現有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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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發單一介面可執行幾何校正程式、空間解析力校正程式、

自動化輸出幾何校正報告（可讀取或統計幾何校正成果，並

預先規劃讀取系統之送校資訊）、讀取空間解析力校正成果以

輸出解析力校正結果、管理歷史送校資料（含校正飛行數位

影像檔、航拍紀錄掃瞄檔、導航資料、校正報告掃瞄檔等）

等功能。 

3、撰寫歷年校正作業整合工作所建置介面及管理系統之系統分

析、系統設計文件。廠商應自行測試彙整為測試報告，並增

修納入校正整合作業操作手冊。 

(三)辦理 TAF 認證申請準備 

邀請曾任或現任 TAF 或 CNLA 合格評審員至少 1 人及技術專家

1 人（具備評審員資格尤佳）協助辦理 TAF 認證申請準備工作，各項

作業內容說明如下： 

1、提出 TAF 認證申請準備執行規劃文件，含時程、評審員及技

術專家名單、校正場規格與設施、校正原理、方法與國際期

刊或文獻對應情形。 

2、請 TAF 合格評審員及技術專家審查目前已完成之航測攝影機

系統技術文件（航測攝影機系統之幾何校正作業程序、校正

系統評估、能力試驗活動參與計畫方案、校正報告）內容，

是否符合 ISO/IEC 17025 規定，若有不完備之處，廠商應增

修相關技術文件。 

3、依 TAF「實驗室與檢驗機構認證服務手冊」（TAF-CNLA- 

A01(6)）第 23.3 規定，針對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項目，完成

符合「能力試驗活動要求」（TAF-CNLA-R05(4)）的參加紀錄。 

4、請 TAF 合格評審員及技術專家協同模擬 TAF 辦理航測攝影機

系統校正認證流程及程序，辦理國土測繪中心增加航測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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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系統校正認證項目之評鑑模擬（配合實驗室延展認證時提

出），協同模擬 TAF 辦理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認證流程及程

序，找出執行各項程序可能的缺失，含校正作業執行相關之

各項紀錄或表單（幾何校正標維護紀錄、幾何校正標 GPS 測

量紀錄、校正作業申請書、航拍作業成果清單申請書等）與

品質文件是否妥適詳實齊全、審查符合「能力試驗活動要求」

（TAF-CNLA-R05）的參加紀錄是否完備，若不儘周全，廠

商應增修相關紀錄、表單或改正相關缺失。 

(四)辦理教育訓練及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 

1、辦理 1 場次教育訓練，介紹大像幅與中像幅航測攝影機、無

人飛行載具系統、空載光達等之校正作業計 6 小時，廠商應

提出教育訓練課程配當表，含課程、時數、講師等，提供至

少 10 份教材，並製作簽到簿，其中訓練所需講師、教材、餐

飲及場地費用均由廠商負責。 

2、辦理 1 場次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邀請產官學研各界與會，

介紹本校正場相關設施、校正方式、校正資料公開機制規劃

等事宜，並製作成會議紀錄，廠商應提出校正場營運推廣說

明會規劃文件，含會議議程、會議資料、討論提案（如申請

流程、校正週期、收費方式等）、與會人員建議名單等，經國

土測繪中心同意後辦理營運推廣說明會，所需餐飲、場地、

會議資料及相關費用均由廠商負責。 

(五)工作進度報告、工作會議、論文及報告書 

1、每月交付工作進度報告，相關進度應統計至當月月底，內容

包含預定及實際執行工作進度、記載當月辦理之工作項目及

作業人力與時間，並視需要提出工作協調事項及工作遭遇困

難，應於當月 30 日前函送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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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月召開 1 次工作會議，必要時得調整之，廠商應將各項工

作每月執行執行情形及困難、國土測繪中心協助事項等，於

會中提出報告，會議紀錄應於會後 7 日內函送至國土測繪中

心。 

3、撰擬 2 篇期刊或研討會論文摘要，其中 1 篇需介紹校正場規

格及設施、幾何校正原理方法及幾何校正分析結果，並投稿

至國外期刊。 

4、第 1 期成果報告：各項工作辦理情形；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

會規劃；評審員及技術專家辦理航測攝影機系統各式技術文

件審查紀錄；修訂之能力試驗活動參與計畫方案；100 至 103

年度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 4 年總報告章節架構。  

5、第 2 期成果報告：各項工作辦理情形；修訂之航測攝影機系

統之幾何校正作業程序、校正系統評估、校正報告、解析力

校正作業程序；增修或整併之營運文件清單與修訂之營運文

件；符合「能力試驗活動要求」（TAF-CNLA-R05）的參加紀

錄；評審員及技術專家協助辦理增項認證模擬評鑑相關工作

紀錄、增項認證模擬評鑑結果（含各項紀錄、評鑑缺失及改

進建議）及增修文件清單與增修後文件；校正作業整合工作

之測試紀錄、操作手冊、系統程式規格書、安裝手冊。 

6、100 至 103 年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 4 年總報告：

應綜整歐盟、美國及日本等國校正作業發展歷程、現況、校

正服務或營運方式、各項工作辦理緣起、作業依據及方法、

流程、辦理過程遭遇困難與解決方式、成果、會議、教育訓

練、相關參考文獻蒐集、手冊與論文產出說明、推廣工作等，

報告章節架構應經本中心同意後辦理。 

7、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至少包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字、前言、

目的、本年度各項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成果、檢討、結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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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本年度各項作業辦理期程、人力與成本分析、104 至

107 年工作規劃，附件包含論文摘要、歷次會議紀錄、輔導

紀錄、教育訓練簽到簿、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會議紀錄。 

二、工作辦理期程及應交付成果 

以下說明本學會本年度工作進度管控方法及對於整體工作之時

程安排與規劃： 

(一)工作進度管控 

為了確實掌握進度，本學會提出的進度控管從二方面著手，並積

極與國土測繪中心協調溝通，使工作能互相配合順利進行。 

1.提報月進度報告 

於簽約後次日每個月底前提出工作執行書面報告交付國土測繪

中心，內容包含預定及實際執行工作進度，視需要提出工作協調事項

及工作遭遇困難，並於召開工作會議時提出報告。 

2.參與工作會議 

本案之工作會議之召開以每個月一次為原則，如於作業中遭遇困

難或臨時有疑義，將第一時間提報國土測繪中心，先作充分溝通，如

仍無法解決才會提出臨時召開工作會議之要求。 

每次工作會議議題與結論將均列入會議紀錄，並持續追蹤後續執

行狀況，會議召開時將優先針對上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進行檢討說

明。所有工作會議紀錄將收錄於工作總報告書，作為本案執行過程中

的詳實紀錄。本年之歷次會議紀錄如本期成果附件 2「歷次會議簽到

簿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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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工作時程進度及權重分配 

按契約內容本案應於決標日（103 年 3 月 13 日）起 240 日曆天

內辦理完畢，即於 103 年 11 月 8 日前完成本案相關工作。全案共分

3 期辦理，各期應交付工作成果及期限如表 2-1 所示，本（第 2）期

已按契約如期執行完畢。 

表 2-1、各期應交付工作成果及期限 

 成果項目 數量 契約期限 實際完成日期 

校正作業試營運輔導計畫。 

TAF 認證申請準備執行規劃文件。 

書面各 8 份、 

電子檔各 2 份 

103.04.12 

（D+30） 

103.04.11 

第 1 期成果報告。 書面 8 份、電

子檔 2 份 

第 1 期 

鋼釘標、鋼片標。 鋼 釘 標 150
個、鋼片標 50
個 

103.05.27 

（D+75） 

103.05.26 

校正作業整合工作之系統分析與

系統設計文件 
書面各 8 份、 

電子檔各 2 份 

103.07.26 

（D+135） 

103.07.25 

第 2 期成果報告。 書面 8 份、 

電子檔 2 份 

第 2 期 

校正整合作業之原始程式碼（含編

譯所需函式庫）、編譯後執行檔、

系統自動安裝光碟。 

電子檔各 2 份 

103.10.09 

（D+210） 

103.10.09 

100 至 103 年度辦理建立航遙測感

應器系統校正作業 4 年總報告。 
書面 10 份、 

電子檔 2 份 
第 3 期 

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 書面 16 份、 

電子檔 2 份 

103.11.08 

（D+240） 

103.11.10 

註：（1）D 為決標日 103 年 3 月 13 日。 

   （2）實際完成日期為國土測繪中心接收成果之日期。 

而本案之工作權重配置及工作進度表，如表 2-2 所示。本表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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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之權重分配，為依據實際作業之經費與時間進行計算，得出各

作業項目及每個月之工作預定進度百分比，而每月實際進行進度亦依

此原則按完成比例計算，如實登錄於月工作進度表中，以利有效掌握

工作執行進度。可藉由本表完整呈現本案執行之實際進度是否與預計

進度相符。截至本案作業至 11 月 7 日止，本案工作進度及權重配置

如表 2-2 所示，天數的部分是以日曆天規劃。 

表 2-2、工作權重配置及工作進度表 

 

(三)函文紀錄 

有關執行本案期間之往返公文紀錄，則詳列於表 2-3~2-5。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3 年度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案」 

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  

1 
11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 

1.成果交付與紀錄 

有關本案各項文件及報告書之交付與審查紀錄，如表 2-3 所示。 

表 2-3、成果交付與紀錄 

交付日期 文號 內容概述 

103.04.11 103 航測會字

第 0084 號 
1.提送校正作業試營運輔導計畫 

2.TAF 認證申請準備執行規劃文件 

103.05.09 103 航測會字

第 0115 號 
1.校正作業試營運輔導計畫修訂 

2. TAF 認證申請準備執行規劃文件修訂 

103.05.26 103 航測會字

第 0128 號 
1.提送第 1 期成果報告 

2.鋼釘標 150 個（另交付 2 個作為驗收測試用） 

3.鋼片標 50 個（另交付 2 個作為驗收測試用） 

103.06.23 103 航測會字

第 0163 號 
第 1 期成果報告修訂 

103.07.25 103 航測會字

第 0198 號 
提送系統分析與系統設計文件 

103.08.11 103 航測會字

第 0220 號 
提供校正標維護所需工具 

103.10.08 103 航測會字

第 0267 號 
提送第 2 期工作成果 

103.10.28 103 航測會字

第 0302 號 
第 2 期工作成果修訂 

103.11.07 103 航測會字

第 0324 號 
提送第 3 期工作成果 

103.12.24 103 航測會字

第 0366 號 
第 3 期工作成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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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送工作進度報告紀錄 

自決標日起每月提送工作進度報告，統計各項工作進度至當月

30 日前，內容包含預定及實際執行工作進度、記載當月辦理之工作

項目及作業人力與時間如有需要則提出工作協調事項及遭遇困難等

事項，每月提送之工作進度報告如表 2-4 所示。 

表 2-4、工作月報提送紀錄 

交付日期 文號 內容概要 

103.04.08 103 航測會字第 0082 號 103 年 3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04.28 103 航測會字第 0101 號 103 年 4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05.30 103 航測會字第 0135 號 103 年 5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06.30 103 航測會字第 0169 號 103 年 6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07.30 103 航測會字第 0202 號 103 年 7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08.29 103 航測會字第 0234 號 103 年 8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09.30 103 航測會字第 0259 號 103 年 9 月工作進度報告 

103.10.30 103 航測會字第 0305 號 103 年 10 月工作進度報告 

3.工作會議辦理紀錄 

於作業期間內應定期舉行工作會議並提送會議紀錄留存，以每月

辦理 1 次為原則，但必要時得調整之。召開工作會議時預先準備相關

工作會議書面資料並於會上提出報告，於工作會議結束後製成工作會

議紀錄留存備查。歷次召開工作會議及製成會議紀錄情形如表 2-5。 

表 2-5、歷次工作會議辦理紀錄 

召開工作會議 提送會議紀錄 次

別 
召開日期 會議地點 提送日期 提送文號 

1 103.03.25 國土測繪中心 103.04.01 103 航測會字第 0073 號 

2 103.04.29 國土測繪中心 103.05.06 103 航測會字第 010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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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3.05.28 國土測繪中心 103.06.04 103 航測會字第 0142 號 

4 103.07.04 國土測繪中心 103.07.09 103 航測會字第 0182 號 

5 103.08.04 國土測繪中心 103.08.11 103 航測會字第 0219 號 

6 103.09.01 國土測繪中心 103.09.17 103 航測會字第 0251 號 

7 103.10.13 國土測繪中心 103.10.20 103 航測會字第 0293 號 

4.論文投稿 

本年度所撰擬 2 篇論文摘要，規劃於 104 年 3 月後投稿至國外期

刊，相關資訊如表 2-6 所示，詳細摘要內容可參閱本期成果附件 1「論

文摘要」。 

表 2-6、本年度撰擬論文題目與投稿資訊 

論文題目 預定投稿期刊 預定投稿時間 

On the Certification 

Program for UAS Imaging 

Mapping Systems 

Photogrammetric Record 
104 年 3 月後 

National Aerial Mapping 

Camera Field Calibration 

Facility in Taiwan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ASCE) 
104 年 3 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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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人力成本分析 

本年主要工作執行所需人力及經費估算如表 2-6，供國土測繪中

心作為明年計畫執行以及未來校正場營運之參考。 

表 2-7、本年工作執行人力、經費估算表 

本年主要工作項目 人工天統計(人×天) 成本費用 
輔導校正作業試營運   

外業訓練及講習 40 120,000 

內業訓練及講習 60 120,000 

鋼標製作與訓練器具 N/A 100,000 

精進校正整合作業工作   

系統功能開發及維護 250 400,000 

校正程式介面整合更新 100 180,000 

系統文件設計與撰寫 120 100,000 

TAF 認證申請準備   

技術專家協助 N/A 220,000 

校正分析與文件整合 180 150,000 

辦理能力試驗活動 180 220,000 

辦理教育訓練 N/A 90,000 

辦理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 N/A 90,000 

其他工作成果、耗材、管銷、保險、

雜費...) 
N/A 100,000 

總計  1,890,000 

註：人工天單價包含酬勞、差旅費以及分攤法定退休、資遣準備、保險等固

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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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輔導校正作業試營運 

為利於國土測繪中心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後

續對外提供航測攝影機校正服務，本學會提出的輔導計畫以辦理人員

教育訓練及完備內部校正人員考核機制為主，並預先實際操作演練。

於本案第 1 期成果所提出校正作業試營運輔導計畫，即為校正場日後

實際營運所需辦理之各項準備工作內容，作為受訓人員參考之依據。

希望藉由本學會的輔導與經驗分享，使國土測繪中心受訓人員能更加

理解此校正工作所需的技術與內涵，並使受訓人員具備作業資格。以

下說明校正場未來營運規劃及本年度輔導作業情形。 

一、校正作業服務流程 

目前所規劃航測攝影機校正頻率為每 2 年 1 次，費用每案 10 萬

元，採野外現場校正方式對外提供校正服務，每年度僅於事先公告之

時間內開放校正場辦理校正，非為全年常態性執行業務，開場時間長

短視該年度預估校正案件數量及天候狀況每年彈性決定。目前規劃開

放受理申請項目為「幾何校正」，其餘校正項目尚需研議合適校正標

準，因此暫時未納入申請項目。整體作業服務流程如下說明。 

(一)校正場維護 

執行校正服務前先完成場地更新維護作業，包含幾何校正標清

查、維護以及控制測量作業。 

(二)公告野外校正場開場日期 

南崗校正場每年擇定固定期間開放，且須於開放前完成維護工

作。實際開放期間未來由實驗室依場地維護狀況及遠期氣象預報而

定，並於預定開放 2 個月前，於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資訊網頁上公

告。目前規劃開放期以至少連續 15 至 20 個工作天為原則，並限定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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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於期間內每工作天上午 09：00 至下午 14：30 間內進行校正航拍。 

(三)顧客進行航拍作業及提出校正案件申請 

顧客應遵守校正航拍須知所訂原則，於公告校正場開放期間完成

航拍作業，填具申請表及其他表單，隨航拍成果資料向實驗室提出校

正案件申請。如資料完整無缺漏實驗室將繼續辦理後續校正作業，並

列管追蹤作業進度；如資料不齊全，則退回通知補件。 

(四)校正案件申請審核 

接獲校正申請資料及航拍成果，實驗室應於接受申請後 14 天內

完成資料審核。經審核發現因檔案數量或格式有誤而無法校正時，即

通知顧客於 10 日內補件，補件以 2 次為限，未完成補件者退件；如

因校正航拍影像成果不符合校正之要求，則以退件處理。實驗室確認

需求接受委託後，作業人員即可將申請資料及航拍成果登錄至校正場

資訊管理系統。 

(五)執行校正作業及製作校正報告 

確認顧客繳交成果資料齊全無誤後，由校正作業人員依「航測攝

影校正作業程序」執行校正作業；校正作業中若發現異常導致無法校

正，通知實驗室主管及顧客進行異常事件處理。若無異常狀況發生，

校正作業本身原則上在 20 個工作天完成，校正作業完成後，製作校

正報告初稿並由品管主管負責審核；審核通過簽章後，正式出具校正

報告。如果報告初稿完成在等候審核期間，顧客需要臨時證明，得先

出具臨時報告。 

(六)通知與結案 

取得校正報告後，通知顧客領取。顧客收取校正報告且對內容成

果無異議後，完成繳費相關行政手續，由實驗室主管簽核結案，相關

資料存檔列冊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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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異議處理 

如顧客對校正結果或實驗室服務程序有異議，依實驗室「客戶服

務與抱怨處理程序（SICL-2-03-0）」處理。顧客針對校正作業方法、

內容或服務提出之不滿或建議，由承辦人員負責與顧客協調，如涉及

技術相關異議則會同技術主管協助處理。 

  

圖 3-1、對外公布校正場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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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場前準備工作 

執行校正服務之人員需完成相關訓練經過評估及考核，取得實驗

室授權資格後始得以進行特定作業，於公告開場日期一個月前，開始

進行準備工作。簡述此階段準備工作流程：幾何校正標清查及維護

後，視點位保存情形進行油漆維護或重新設置，填寫點位維護紀錄表

及製作維護結果清冊。依該年度點位分布情形進行 GPS 靜態測量規

劃與施測，製作 GPS 靜態測量成果檢核表，並對測量成果進行檢核。

確認成果無誤，將相關資料上傳至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並填寫校正

場維護紀錄表記錄該年度場地維護情形，完成後實驗室便可開始提供

校正服務受理校正申請。 

三、開場後校正作業服務 

開場後校正作業服務流程簡述如下：接獲校正申請資料及航拍成

果，實驗室應於接受申請後 14 天內完成資料審核。經審核發現因檔

案數量或格式有誤而無法校正時，即通知顧客於 10 日內補件，補件

以 2 次為限，未完成補件者退件；如因校正航拍影像成果不符合校正

之要求，則以退件處理。實驗室確認需求接受委託後，作業人員將申

請資料及航拍成果上傳至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開始進行校正作業程

序。校正作業中若發現異常導致無法校正，需通知實驗室主管及顧客

進行異常事件處理。校正完成後，校正作業人員填寫校正作業檢核紀

錄表及製作校正報告，由主管審定簽核，通知顧客領取校正報告，完

成校正作業服務。 

開場前準備工作流程圖，與開場後校正作業服務流程圖，如圖

3-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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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準備 內部人員訓練 規劃開場日期 

能力評估 

實驗室授權 

資料蒐集（點之記） 

前置工作準備 

幾何校正標清查及維護 

校正標維護結果清冊及檢核表 

點位情形? 

幾何校正標維護（油漆） 備用點位取代或新設 

點之記及維護紀錄檢核 

GPS 靜態測量規劃與施測 

校正場維護紀錄表 

GPS 靜態測量外業觀測紀錄表 

成果解算與偵錯 

GPS 測量成果檢核 

上傳校正標坐標成果(xls) 

更新校正標資料欄位（xls） 

一個月前 
公告開場日期 

■系統紀錄 
■人員決策 
□系統外作業 

■新設計之 4 階表單 

所有表單以PDF格式儲存 

不通過 

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良好 毀損或遺失 

更新相關檔案及點位調查表 

填寫點位維護紀錄表 

GPS 測量成果檔案 重測或補測？ 

是 

否 

GPS 靜態測量成果檢核表 

完成系統更新 
 

圖 3-2、對外提供校正服務前準備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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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案件及填寫基本資料 
（案件編號=申請單編號） 

通知補件紀錄 

上傳校正航拍成果 

通知退件紀錄 

補件以 2 次為限，仍不

全者退件，超過 10 日未

補件者退件 

不通過 

校正作業程序（含品管） 

上傳通過品管之校正作

業成果及品管紀錄 

通知繳費 

紀錄收據編號 

廠商領取校正報告或結果 

■系統紀錄 
■人員決策 
□系統外作業 

■新設計之 4 階表單 

所有表單以PDF格式儲存 

收件(申請表、航拍成果、人

員及影像檢核紀錄) 

上傳補件單紀錄 

通知審核通過紀錄 

上傳合約異動單 通過 

是否為實驗室

標準方法？ 

是 

顧客需求確認 

是否接受委託? 

是 

否 

否 
是否通過審核? 

資料審核 

上傳審核表格 

15 日內是否有

顧客抱怨？ 

是否需重新辦

理校正作業? 

上傳 
矯正及預防措施管制單 
矯正及預防措施處理單 

3 日內顧客抱怨處理 

修正後校正結果通知 

是 

否 

是 

製作修正後校正報告 
及校正報告檢核表 

上傳修正後通過品管之

校正作業成果、品管紀錄 

否 

製作校正報告 

主管簽核及 
上傳校正報告檢核表 

是 

是 
審核通過？ 

否 

檢視校正作業流程

(及報告) 

結案（完成校正作業） 
上傳校正作業管理表 

是否需修訂校

正報告？ 
否 

上傳校正作業管理表 

異常事項？ 

是 
否 

上傳顧客抱怨處理情形表 

通知品質主管 
或技術主管 

 

圖 3-3、校正作業服務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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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訓練規劃 

於本年度試營運輔導作業中，由於校正場尚未對外開放，亦未邀

請廠商參與，因此暫不辦理對外（校正單位）相關之申請案件審核、

航拍作業及異議處理等工作，僅針對實際營運時實驗室人員須辦理工

作項目進行演練，即校正場維護工作及校正分析工作二大項。按契約

規定，於試營運輔導作業時，使用歷年校正飛行航拍之影像及相關資

料進行演練，實地演練校正場營運時之工作流程，並由本學會從旁協

助及輔導。開場前準備工作主要為針對場地設備維護及進行控制測量

確認標準值正確性，而校正作業服務即針對收到的航拍影像進行校正

分析工作並出具校正報告。本學會將輔導訓練內容區分如下： 

 校正場維護工作輔導訓練 

1、幾何校正標清查。 

2、幾何校正標選址及設置。 

3、幾何校正標油漆與維護。 

4、空間解析力校正標維護。 

5、輻射校正標維護。 

6、GPS 測量時段規劃、靜態測量及成果解算。 

7、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 

8、配合歷年建立相關作業文件輔導。 

目前校正場規劃開放受理申請項目為「幾何校正」，其餘校正項

暫時未納入。考量本計畫其餘校正項目未來有可能納入營運服務，因

此本年度輔導訓練亦一併安排空間解析力校正與輻射校正之外業準

備工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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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正分析工作輔導訓練 

1、校正資料蒐集與整理。 

2、空中三角測量上機訓練。 

3、校正程式操作與結果判定。 

以下說明各項輔導訓練項目作業內容及要點。 

(一)幾何校正標清查 

1.輔導訓練說明 

依據點之記及點位分布圖，執行幾何校正標數量及保存狀況調查

並記錄。清查前備齊點之記及點位清查紀錄表，到達點位先進行簡單

清理動作並判斷點位是否堪用，之後以白板或紙本記錄點位保存狀

況、清查日期以及清查人員姓名，連同點位四方向照片，以數位相機

拍照存檔。清查人員須能判斷點位保存狀況是否符合空中三角測量需

求並當場記錄。 

  

※保存良好點位範例 ※需維護點位範例 

圖 3-4、清查點位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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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作業時需注意，布設於水泥地或路面上的幾何校正標，埋設

於中心的鋼標有無遺失、明顯位移；標翼油漆是否因積水、髒汙或車

輛磨損導致無法清理、辨識。若有上述情形，應特別註記於點位清查

紀錄表。清查作業完成後，訓練人員需提交數位相機電子檔以及點位

清查紀錄表。電子檔應包含該次清查作業所有點位資料，點位清查紀

錄表各欄位需確認是否依清查情形詳實勾選。 

本次輔導訓練，對選定規劃作為未來固定維護點位之校正標優先

清查，清查作業由本學會人員全程陪同，俾利於所選定固定維護點位

附近，就近選定不易變動點位備用。 

2.儀器工具需求 

(1)點之記、點位分布圖、點位清查紀錄表。 

(2)白板、紙本或其它記錄工具。需記錄點位保存狀況、清查日

期以及清查人員姓名 

(3)數位像機或其它拍攝工具。 

(4)掃帚、抹布。 

3.工作人力配置 

2~3 人。 

4.工作時程估算 

2~3 工作天。 

(二)幾何校正標選址及設置 

1.輔導訓練說明 

幾何校正標清查後，於判斷須補設點位處重新埋設鋼標。幾何校

正標需易於直接量測坐標，且應於像片上清楚辨識，因此補設點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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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需注意透空度及有無其他遮蔽物。鋼標類型區分為鋼釘標與鋼片

標，因應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施作方式。 

 

(a)正面 (b)側面 

圖 3-5、鋼釘標、鋼片標實品照 

鋼釘標為埋設水泥地或硬式路面所設計，於選定位置以電鑽鑿出

深約 6cm 之洞孔，於洞內灌滿 EPOXY 膠後將其置入。 

 

圖 3-6、鋼釘標設置方式 

鋼片標為建物頂樓或特殊無法鑽鑿之地形所設計，因所選點位無

法鑽鑿或破壞，因此使用 EPOXY 膠塗滿鋼片標底部，直接黏著於布

設位置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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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鋼片標設置方式 

2.儀器工具需求 

(1)鋼釘標、鋼片標。 

(2)電鑽(鑽頭半徑約 25mm)。 

(3)EPOXY 膠(或以 AB 膠、植筋膠、水泥漿代替)。 

3.工作人力配置 

一組 2~3 人。 

4.工作時程估算 

不含重新油漆的情形下，僅鋼釘標布設一個需 30~40 分鐘；鋼片

標布設一個需 10 分鐘。 

(三)幾何校正標油漆與維護 

1.輔導訓練說明 

根據點位清查紀錄表記載之點位保存狀況，對新設或標翼已磨損

不利於空中三角測量時影像量測需求的點位，進行重新清理或油漆標

翼，即為校正標之維護。 

若幾何校正標已無法藉由簡單的清理動作維持其狀態，或標翼油

漆已遭破壞、磨損，則需對標翼進行重新油漆。標翼表面的積水可以

抹布或刮刀去除，而泥沙髒汙則以掃帚或鋼刷盡可能地清除乾淨，再

以黑色、白色的油漆針對破損處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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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維護前先拍攝點位遠照、近照存檔；油漆完成後以白板或紙

本記錄維護日期以及維護人員姓名，連同點位四方向照片，以數位相

機拍照存檔。 

2.儀器工具需求 

(1)白色、黑色油性油漆。1 加侖油漆約可塗刷 10 個幾何校正標。 

(2)甲苯溶劑與白色油性油漆以適當比例混合。 

(3)松香水溶劑與黑色油性油漆以適當比例混合。 

(4)水桶與油漆刷。 

(5)掃帚、抹布、鋼刷、刮刀。 

(6)白板、紙本或其它記錄工具。需記錄維護日期以及維護人員

姓名。 

(7)數位像機或其它拍攝工具。 

3.工作人力配置 

一組 2~3 人。 

北 

8cm 

鋼標 

黑白二色油漆 

1m 

0.5m 

1m 

0.5m 

 

 

         (1)標翼設計樣式            (2)現場照 

圖 3-8、幾何校正標樣式規格 

黑白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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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時程估算 

一個幾何校正標油漆需 30~40 分鐘。 

(四)空間解析力校正標油漆維護 

1.輔導訓練說明 

油漆維護以砂布製作的空間解析力校正標。油漆維護前先以抹布

將標面的泥沙髒污盡可能清除，油漆完成後以白板或紙本記錄維護日

期以及維護人員姓名，以數位相機拍照存檔。油漆完成後，標面色澤

應保持均勻一致，不得有明顯裂痕及色差。油漆維護後若標面仍有超

過 5cm×5cm 之裂痕及色差，則須重新製作。 

2.儀器工具需求 

(1)白色、黑色油性油漆。黑色油漆需為平光漆。 

(2)甲苯溶劑。與白色油性油漆以 1:10 的比例混合。 

(3)水桶與油漆刷 

(4)抹布。 

 

 

圖 3-9、空間解析力校正標樣式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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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白板、紙本或其它記錄工具。需記錄維護日期以及維護人員

姓名。 

(6)數位像機或其它拍攝工具。 

3.工作人力配置 

2~3 人 

4.工作時程估算 

完成空間解析力校正標油漆維護需 0.5 工作天。 

(五)輻射校正標油漆維護 

1.輔導訓練說明 

油漆維護以砂布製作的 8 階灰度輻射校正標。油漆維護前先以抹

布將標面的泥沙髒污盡可能清除，油漆完成後以白板或紙本記錄維護

日期以及維護人員姓名，以數位相機拍照存檔。油漆完成後，標面色

澤應保持均勻一致，不得有明顯裂痕及色差。油漆維護後若標面仍有

超過 5cm×5cm 之裂痕及色差，則須重新製作。 

 

 

圖 3-10、空間解析力校正標樣式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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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儀器工具需求 

(1)白色、黑色油性油漆。黑色油漆需為平光漆。 

(2)8 階灰度輻射校正標之中，兩端之純黑與純白色階以黑、白二

色油漆塗滿，中間有 6 階灰度採電腦調色漆製作以達到相對顏色的差

異。製作時採用的油漆廠牌為得利油漆(Dulux)並使用電腦調色，色

卡色號如表 3-1。 

 

圖 3-11、得利油漆（Dulux）色卡 

表 3-1、得利色卡色號 

色階 色相 Hue 明度 LRV 彩度 CHROMA 
1 00NN 72 000 
2 00NN 53 000 
3 00NN 31 000 
4 30BB 21 014 
5 00NN 13 000 
6 00NN 05 000 

(3)甲苯溶劑。與白色油性油漆以 1:10 的比例混合。(電腦調色漆

無須添加溶劑) 

(4)水桶與油漆刷 

(5)抹布。 

(6)白板、紙本或其它記錄工具。需記錄維護日期以及維護人員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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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數位像機或其它拍攝工具。 

3.工作人力配置 

2~3 人 

4.工作時程估算 

完成輻射校正標油漆維護需 0.5 工作天。 

(六)GPS 測量時段規劃、靜態測量及成果解算 

1.輔導訓練說明 

未來校正場控制測量作業，將以 GPS 測量方式辦理校正標標準

值(坐標值)測量。由於場內校正標數量眾多，測量時段規劃可採用「蛙

跳法」(或稱「逐步推移法」)的方式，如圖 3-12 所示，使基線向量形

成閉合的幾何圖形，以增加成果的可靠度和精度。 

   

1 2 3 

   

4 5 6 

圖 3-12、蛙跳法方式實施網形測量示意 

規劃時需將測區周圍 3 個以上已知控制點納入聯測，且需滿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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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段最少共同測站數 2 個，不同時段最少基線重複觀測率 5%此原

則。完成測量時段規劃後，可依據時段表，參考圖 10 方式繪製觀測

網絡圖，檢視所排定測量時段是否符合原則。 

GPS 測量使用校正效期內之衛星定位儀辦理，測量作業採靜態測

量方法，過程中需注意： 

(1)最少連續且同步觀測時間應大於(含)45 分鐘； 

(2)衛星訊號資料記錄間格為 5 秒； 

(3)觀測衛星顆數應大於 4； 

(4)PDOP 值需在 6 以下； 

(5)詳實填寫觀測紀錄表； 

(6)如為相鄰兩時段之重複觀測點位，待上一時段觀測時間結束

後，則必需於下一時段開始觀測前，重新定心定平設置天線

盤及量取儀器高。 

若測量作業達一天以上，則每日作業結束後，應對下載之觀測數

據做預處理以進行初步檢核，透過觀測數據預處理的結果評估成果好

壞，及決定是否需要補測。觀測資料預處理要點如下： 

(1)傳輸及整理觀測數據(統一檔案格式、剔除無效觀測)； 

(2)剔除無效觀測後網形是否有缺漏情形； 

(3)初步基線解算是否符合精度指標。 

待整體測量作業完成後，將所有接收的觀測資料註明儀器編號及

日期歸檔，以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現有平差計算軟體進行資料解算。

過程採半自動化作業，部分階段需人工介入判斷。觀測資料處理全區

採網形平差，其主要流程是以「自由網平差→粗差偵測→強制附合網

平差→粗差偵測」，配合所使用之平差計算軟體，進而完成資料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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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資料解算後，檢視成果品質須滿足： 

(1)重複觀測基線水平分量之差值不得超過≦（ L10630 -6 ）毫

米，重複觀測基線垂直分量之差值不得超過≦（ L101575 -6 ）

毫米（L 為單一基線長度，單位為公里）。 

(2)校正標坐標平面中誤差小於 2 公分、高程中誤差小於 5 公分。 

平差計算軟體是由國土測繪中心開發並普遍使用於一般控制測

量作業，參與訓練之作業人員對其操作及成果分析應該已經具有相當

經驗。相關作業規定，可參考「校正標標準值測量作業手冊」。 

2.儀器工具需求 

(1)通過 TAF 認證實驗室校正合格之衛星定位儀。 

(2)GPS 基線解算軟體。 

(3)GPS 網形平差計算軟體。 

3.工作人力配置 

GPS 靜態測量依觀測時段及機器數量而定。 

4.工作時程估算 

(1)控制測量時段規劃需 1 工作天。 

(2)GPS 靜態測量單一觀測時段需 80 分鐘(含架設儀器及移動換

站)。 

(3)資料解算需 2 工作天。 

(七)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 

1.輔導訓練說明 

未來校正場需定期對幾何校正標實施控制測量，如此將產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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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的 GPS 控制測量資料，且部分幾何校正標資料亦須更新或修改，

因此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 102 年度優先開發幾何校正標維護管理模

組，以網際網路型態方式自動化管理幾何校正標資料。 

輔導訓練將對下列項目進行實際操作並說明： 

(1)帳號管理功能； 

(2)校正標資料管理模組； 

(3)圖台輔助功能； 

(4)系統公告與文件下載資料管理。 

2.儀器工具需求 

PC 電腦設備(可連接網際網路)。 

3.人力規劃 

1~2 人(建議為未來實際負責人員)。 

4.訓練時程估算 

完成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需 0.5 工作天。 

(八)校正資料蒐集與整理 

於辦理校正分析工作前，應先確認下列資料項目是否完備： 

1、 航線圖。 

2、 GPS 輔助資料。 

3、 像機參數檔。 

4、 航拍影像。 

5、 廠商應送之其它附件(航拍紀錄、影像檢核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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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項資料於實際營運時，為送校正廠商應備齊整理資料，因

此，僅須 1 人約 0.5 工作天逐項檢查資料是否齊全。 

(九)空中三角測量上機訓練 

1.輔導訓練說明 

幾何校正方式採地面上布設足夠數量且已知其坐標的幾何校正

標，由受校攝影機對其進行航拍後於影像中量取各該校正標的坐標後

與參考標準比較，由其差值推估受校正攝影機之幾何精度，因此影像

量測與空中三角平差計算為幾何校正重要之作業程序。上機訓練流程

如下說明： 

(1)專案建立； 

(2)影像匹配、人工補點與連結點除錯； 

(3)校正標立體量測； 

(4)平差分析與粗差偵測； 

(5)單航線校正。 

建立專案後，初步以影像自動匹配得到連結點後，使用航測影像

工作站進行空中三角測量影像立體量測，量測連結點以及所有航線影

像內出現之校正標，隨後進行連結點粗差偵測。連結點粗差偵測完畢

後，將校正標依其 GPS 網形平差後結果推估其應有之中誤差配賦適

當權值，進行校正標粗差偵測用之平差計算。校正標粗差偵測完畢，

選擇單一航線進行校正平差。平差時以該航線涵蓋區周圍校正標作為

控制點，其餘校正標作為檢核點，進行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以平

差後檢核點坐標與標準值器差，配合幾何校正程式進行幾何精度分

析。 

詳細作業程序，可參考「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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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儀器工具需求 

(1)PC 電腦設備。 

(2)影像工作站。 

(3) 空中三角測圖軟體 ( 採用國土測繪中心現有之 Leica 

Photogrammetry Suite)。 

(4)空中三角平差軟體(搭配前項軟體之 ORIMA 套件)。 

3.人力規劃 

1~2 人。 

4.訓練時程估算 

訓練時程內含實際作業、協助作業問題排除及成果檢核，總共約

需 25 工作天，其中實際辦理空中三角測量作業，依本案 101 年、102

年作業經驗推估約需 14~20 工作天。 

(十)校正程式操作與結果判定 

1.輔導訓練說明 

考量各校正項目分析環節是各自獨立，均於單機環境下現有的軟

體或程式執行，因此並不與管理系統直接連結，而採個別程式來進行

不同校正項目的分析。輔導訓練將對個別開發程式進行實際操作並說

明。 

2.儀器工具需求 

(1) PC 電腦設備。 

(2) 航測攝影機校正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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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力規劃 

1~2 人。 

4.訓練時程估算 

完成校正程式操作與成果判定說明之訓練時程需 0.5 工作天。實

際執行校正程式操作與成果分析，依本案 101 年、102 年作業經驗推

估約需 1~2 工作天。 

五、辦理輔導訓練 

(一)校正場維護工作輔導訓練 

外業訓練課程講習於民國 103 年 7 月 7 日上午於國土測繪中心中

區測量隊隊本部實施，下午至南崗校正場現地實施外業工作項目操

作。由於部分學員日後將實際負責校正場維護工作業務，因此課程講

習中除告知學員校正目的及法規依據外，並詳細說明校正場環境及點

位現況、作業前準備事項、各作業項目辦理方式、成果要求及應注意

事項，目的希望於實際營運前使學員對本案內涵及其中作業方式能有

初步的了解，輔助日後實際作業。課程講習情形如圖 3-1 所示。 

 

圖 3-13、外業訓練課程講習 

上午完成外業訓練課程講習後，下午至南崗校正場現地實施外業

工作項目操演。輔導人員藉由執行幾何校正標設置、油漆維護、可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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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校正標佈設使學員了解作業方式外，亦讓學員實際操作演練，以熟

悉各項外業作業。現地操作情形如圖 3-14 所示。 

圖 3-14、外業工作項目現地操作  

完成本次校正場維護工作輔導訓練後，本學會安排於 7 月 8 日、

7 月 9 日共 2 工作天，與國土測繪中心作業人員共同辦理幾何校正標

清查，確認固定維護點位及備用點位現況及保存情形，相關紀錄提供

作為後續維護、GPS 靜態測量…等工作規劃之參考。依據固定維護點

位數量及作業人員分組，本學會依契約書規定提供校正標維護工具供

作業人員使用，詳細工具清單如表 3-2 所示。 

表 3-2、提供校正標維護工具清單 
序 號 品名 數量 

1 油漆桶 12(個) 
2 棕刷 12(支) 
3 手套 12(雙) 
4 石筆 2(盒) 
5 油漆刷 12(支) 
6 鋼刷 12(支) 
7 路線漆 (白，1 加侖) 7(桶) 
8 油漆 (黑，1 加侖) 7(桶) 
9 松香水(1L) 4(桶) 
10 甲苯(1L) 4(桶) 
11 植筋膠(300ml) 5(支) 
12 植筋膠注射器 1(組) 
13 木板(50cm*100cm) 4(片) 
14 字釘 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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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正分析工作輔導訓練 

校正分析工作講習與上機實習，103 年 7 月 15 日於本學會辦公

室實施。校正分析主要工作項目包含：1.空中三角測量作業及品質分

析、2.幾何校正成果整理及品質分析、3.空間解析力量測及成果製作、

4.校正程式操作與成果分析。講習中除說明各項內業作業流程與注意

事項外，由於航測攝影機校正使用空中三角測量執行航拍影像的量測

及坐標轉換，日後作業人員須熟悉相關軟體操作，因此亦安排本學會

空中三角測量經驗豐富之作業人員於講習中依其過去實務經驗分享

作業技巧與軟體操作設定，並讓受訓學員上機操作練習。課程講習情

形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內業訓練課程講習與現場輔導作業示意 

校正分析工作課程講習結束後，由作業人員獨立使用本案過去所

得校正航拍影像以國土測繪中心儀器進行影像量測、空中三角平差計

算、品管成果分析…等校正作業訓練。作業過程中遭遇問題，本學會

即派員至現場輔導提供相關協助，以利訓練進行。 

以上所述為輔導國土測繪中心人員辦理校正標維護、控制測量、

測量成果整理、校正程式操作、出具校正報告等校正作業試營運等工

作的實際情形。各工作項目作業人員受訓之詳細紀錄，可參閱本期工

作成果附件 3「校正作業試營運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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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精進校正整合作業工作 

一、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架構規劃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包含了校正場維運相關行政作業、校正案

件管理及校正分析技術。經考量國土測繪中心日後對外需提供的服

務，以及內部辦理校正分析作業的需求，102 年依契約書所要求，預

先以行政、技術此二層面將整體校正作業服務的工作內容適當地分

類，如圖 4-1，規劃將不同工作內容需要的功能與流程進行連結整合，

以輔助國土測繪中心校正工作辦理。 

 
圖 4-1、整合作業架構 

二、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建置成果 

102 年以上述規劃完成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雛形架構，同時並預

留多項功能欄位於 103 年持續精進開發。經過多次需求訪談及工作會

議討論後，決定將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功能主要區分為九大部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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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校正標管理、歷史控制測量坐標管理、校正案件作業、使用者帳

號管理、系統群組管理、系統公告管理、文件下載資料管理、展示首

頁及校正分析。系統功能結構圖如下所示。 

 
圖 4-2、系統功能結構圖 

以下對完成建置後之系統功能作說明。 

(一)系統環境 

系統相關參與者可分為系統管理員、國土測繪中心內部使用者、

以及一般使用者。系統管理員主要為本系統之維護管理人員，主要功

能為管理後端平台、資訊網內容維護與管理系統權限、帳號管理。國

土測繪中心內部使用者主要為校正業務之負責人員，負責校正標資料

維護、案件資料管理及校正分析作業。一般使用者不需帳號登入，即

可進入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資訊網瀏覽網頁訊息，作系統前端之功能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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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環境圖 

(二)系統資料流程圖 

系統前端主要為建立航測攝影機校正資料內容首頁，供一般使用

者查看相關資料，後端系統則對校正相關資料進行管理，資料流程圖

如下圖所示。 

 
圖 4-4、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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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系統說明如下： 

1、 校正標管理：維護校正標資料。主要功能為校正標資料

查詢、校正標資料編輯、校正標資料輸出。 

2、 歷史控制測量坐標管理：維護歷年校正標控制測量資

料。主要功能為控制測量坐標查詢、控制測量坐標編輯、

控制測量坐標輸出。 

3、 校正作業審核：維護校正案件資料。主要功能為送校案

件維護、送校案件查詢、案件檔案管理、審查進度查詢、

校正成果上傳、校正報告輸出。 

4、 使用者帳號管理：維護系統資料及個人帳號使用功能權

限。主要功能為系統資料維護、帳號資料維護、管理者

個人資料維護。 

5、 系統群組管理：維護群組帳號資料及帳號使用功能權

限。主要功能為使用者群組維護、使用者群組權限設定。 

6、 系統公告管理：首頁訊息公告管理。主要功能為系統公

告編輯、系統公告查詢。 

7、 文件下載資料管理：首頁檔案下載管理。主要功能為文

件下載資料編輯、文件下載資料查詢。 

8、 首頁：提供航測攝影機相關資訊瀏覽 

9、 校正分析： 

(1) 幾何校正計算：可計算檢核點坐標值於空中三角測量

平差計算後與地面測量值之差值，或檢核點之像點於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前後之差值，並分別計算

dx、dy、dxy、dz 和 dxyz 的及其均方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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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析力校正計算：計算航測影像指定位置之 MTF、

PSF 之標準偏差σ，並輸出計算作業相關資訊。 

(3) 幾何校正點位坐標管制：可讀取不同專案之空三報表

檔，比較控制點之差值。 

(三)系統子功能說明 

1.校正標管理 

 

圖 4-5、校正標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校正標資料匯入：依範例檔格式將校正標資料匯入。 

(2) 校正標維護管理：依關鍵字查詢或依條件篩選資料後，搜尋

出符合條件之校正標資料後，對資料進行編輯。 

(3) 校正標資訊輸出：依關鍵字查詢或依條件篩選資料後，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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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校正標資料匯出。 

(4) 校正標圖台查詢：以介接方式將國土測繪中心網路地圖服務

導入系統。依設定條件查詢後，於圖台上展示校正標分布與

資料，並可進行簡易地理資訊分析與資料輸出。 

(5) 校正標點之記輸出：依關鍵字查詢或依條件篩選資料後，將

個別校正標點之記或所選取之校正標資料匯出。 

(6) 校正標管制圖表：依範例檔格式將管制表資料匯入，可於畫

面顯示各點位校正標管制圖。 

2.歷史控制測量坐標管理 

 

圖 4-6、歷史控制測量坐標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控制測量坐標匯入：依範例檔格式將歷史控制測量坐標資料

匯入。 

(2) 控制測量坐標資料管理：依關鍵字查詢或依條件篩選資料

後，搜尋出符合條件之歷史控制測量坐標資料，對資料進行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3 年度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案」 

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  

1 
45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 

編輯。 

(3) 控制測量坐標資料圖台查詢：以介接方式將國土測繪中心網

路地圖服務導入系統。依設定條件查詢後，於圖台上展示歷

史控制測量坐標分布與資料，並可進行簡易地理資訊分析與

資料輸出。 

3.校正案件管理 

 

圖 4-7、校正案件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送校案件維護：依關鍵字查詢或依條件篩選資料後，搜尋出

符合條件之案件資料，對資料進行編輯。 

(2) 送校案件查詢：依關鍵字查詢或依條件篩選資料後，搜尋出

符合條件之案件資料。 

(3) 案件檔案管理：將校正航拍成果檔案、校正作業成果檔案、

紀錄表單上傳，並可執行下載或刪除檔案功能。 

(4) 幾何校正成果上傳：選取案件後，將幾何校正成果檔案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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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執行下載或刪除檔案功能。上傳幾何校正成果檔案後，可

輸出幾何校正報告。 

(5) 空間解析力校正成果上傳：選取案件後，將空間解析力校正

成果檔案上傳，可執行下載或刪除檔案功能。上傳空間解析

力校正成果檔案後，可輸出空間解析力校正報告。 

4.使用者帳號管理 

 

圖 4-8、使用者帳號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使用者帳號維護：管理使用者資料。 

(2) 使用者帳號權限維護：管理使用者之權限使用狀態。 

(3) 個人資料維護：使用者編輯個人資料。 

(4) 單位維護：使用者之單位資料編輯。 

(5) 系統資料維護：可針對如：「校正場類別」、「土地產權」、「測

設機關」內容作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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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統群組管理 

 

圖 4-9、系統群組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使用者群組維護：可對使用者群組資料如：「群組名稱」、「說

明」進行新增、編輯或刪除。 

(2) 使用者群組權限設定：可設定使用者群組使用系統功能之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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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統公告管理 

 

圖 4-10、系統公告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系統公告維護：可新增、編輯、刪除公告資料，並上傳任意

格式之附件檔案，提供瀏覽者下載。 

(2) 系統公告查詢：依設定條件查詢公告資料。 

7.文件下載資料管理 

 

圖 4-11、文件下載資料管理功能畫面示意 

(1) 文件下載資料維護：可新增、編輯、刪除文件資料，並可上

傳任意格式之附件檔案，提供展示首頁瀏覽者下載。 

(2) 文件下載資料查詢：可依設定條件查詢上傳之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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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展示首頁 

 

圖 4-12、展示首頁功能結構 

(1) 首頁靜態資料：瀏覽網頁訊息。 

(2) 檔案下載：已上傳系統之文件可供一般使用者下載。 

(3) 服務信箱：提供一般使用者以電郵方式與實驗室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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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正分析 

 

圖 4-13、校正分析功能畫面示意 

(1) 幾何校正計算：可計算檢核點坐標值於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

算後與地面測量值之差值，或檢核點之像點於空中三角測量

平差計算前後之差值，並分別計算 dx、dy、dxy、dz 和 dxyz

的及其均方根值。 

(2) 空間解析力校正計算：計算航測影像指定位置之 MTF、PSF

之標準偏差σ，並輸出計算作業相關資訊。 

(3) 幾何校正坐標點位管制表：可讀取不同專案之空三報表檔，

比較控制點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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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系統功能更新維護 

(一)新增校正作業審核功能 

除了按需求針對系統既有功能進行維護外，另於系統新增「校正

作業審核」功能，可將校正案件資訊登錄後作編輯維護，作業人員可

藉由查詢功能掌握各案件辦理情形，並可讀取幾何校正報表與空間解

析力校正報表輸出校正報告。以下將對新增之各項子功能作出說明。 

1.送校案件維護 

於此功能下使用者可新增校正案件，對已存在校正案件進行編輯

或刪除，或對校正報告輸出資料進行維護。 

 

圖 4-14、送校案件維護功能畫面 1 

案件編輯欄位參考航測攝影機校正申請表內容所設計，於此功能

下可編輯資料、勾選案件狀態，如：審核中、補件、退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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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送校案件維護功能畫面 2 

校正報告輸出資料維護可對校正報告內工作標準件、參考資料資

訊進行新增、編輯或刪除。 

 

圖 4-16、送校案件維護功能畫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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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送校案件查詢 

使用者可根據案件編號、送校單位、案件日期或關鍵字對特定案

件作查詢。 

 

圖 4-17、送校案件查詢功能畫面 

3.案件檔案管理 

使用者可依設定條件查詢特定案件資料，進入檔案上傳介面後，

可將校正航拍成果檔案、校正作業成果檔案、紀錄表單以壓縮檔形式

上傳至系統，隨案件共同管理。 

 

圖 4-18、案件檔案功能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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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幾何校正成果上傳 

使用者選取案件後，可上傳該案件幾何校正成果，上傳後點選製

作幾何校正報告按鈕，系統開始製作校正報告，完成即可下載校正報

告電子檔。 

 

圖 4-19、幾何校正成果上傳功能畫面 

5.空間解析力校正成果上傳 

使用者選取案件後，可上傳該案件空間解析力校正成果，上傳後

點選製作解析力校正報告按鈕，系統開始製作校正報告，完成即可下

載校正報告電子檔。 

 

圖 4-20、空間解析力校正成果上傳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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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原有功能維護 

以下對系統原有功能維護調整情形作出說明： 

1.查詢條件複選 

校正標資訊輸出與校正標查詢，部分條件設定調整為可複選。 

 

圖 4-21、系統原有功能維護調整-查詢條件複選 

2.圖台顯示點號 

校正標資料查詢，圖台調整可顯示校正標點號。 

 

圖 4-22、系統原有功能維護調整-圖台顯示點號 

3.點位間距與分區統計點位數量 

可於設定半徑範圍內查詢點位資料，並可顯示各象限點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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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系統原有功能維護調整-點位間距與分區統計點位數量 

4.管制圖表輸出 

校正程式可輸出坐標管制報表，且將報表上傳系統後，可於系統

展示器差分布圖。 

 

 

圖 4-24、系統原有功能維護調整-器差分布圖展示與管制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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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正程式整合 

102 年度所開發幾何校正程式、空間解析力校正程式，於本年度

整合於單一介面供作業人員使用。以下將說明程式功能與操作方式。 

(一)幾何校正計算 

如圖 4-25 所示，於程式操作介面下，匯入單航線校正所使用的

控制點檔、空中三角專案報表檔，可設定計算檢核點之權組與該次校

正擴充不確定度，點選計算按鈕後即匯出結果報表。 

 
圖 4-25、校正程式介面-幾何校正計算 

檢核點檢查報表內除了列有各項統計指標外，亦列出個別檢核點

的器差結果，若超出該次校正所設定擴充不確定度，結果旁以星號(*)

作標記，作業人員應再次作檢核。 

 

 
圖 4-26、幾何校正計算-檢核點檢查報表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3 年度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案」 

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  

1 
58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 

像點檢核報表則列有各檢核點倒投影回像面後的像點坐標與殘

差，作業人員可由此報表確認校正標立體量測的精度與品質。 

 
圖 4-27、幾何校正計算-像點檢核報表 

(二)空間解析力校正計算 

如圖 4-28 所示，於程式操作介面下，匯入空間解析力校正標影

像，於視窗內設定欲量測的邊界線，點選計算按鈕後即匯出結果報

表，報表內資訊包含影像名稱、大小、量測範圍、校正結果…等資訊。 

 

 

圖 4-28、校正程式介面-解析力校正計算 

(三)校正標點位管制 

如圖 4-29 所示，於程式操作介面下，匯入全區空中三角平差所

使用的控制點檔、空中三角專案報表檔，可設定管制區間，點選計算

按鈕後即匯出結果報表。坐標管制報表內列出控制點實測坐標值與平

差後計算坐標值，若超出管制範圍於計算差值結果旁以星號(*)作標

記，作業人員應檢核該點位坐標成果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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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校正程式介面-校正標點位管制 

校正程式內所匯出之幾何校正檢核點檢查報表、空間解析力校正

結果報表及校正標坐標管制報表，均可上傳至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隨

校正案件共同管理，於系統內藉由讀取報表輸出各類校正報告與管制

圖。詳細系統規格與程式操作方式，可參考本年工作成果「校正場資

訊管理系統及介面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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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TAF 認證申請準備工作 

本年度工作邀請具相關經驗之輔導人員協助，依其專業經驗提出

改進建議後，由本學會及國土測繪中心按模擬評鑑結果設計並實施改

善措施，以達完備校正作業相關程序之目的，使後續能順利取得認

證。初期本學會所提出「TAF 認證申請準備執行規劃」文件，內容說

明本年度認證申請準備工作執行規規劃，協助審查文件並提供技術專

家建議名單，以及校正場規格與國際文獻之對應。以下說明本項目工

作辦理情形。 

一、技術專家及評審員邀請 

本年度工作欲請相關經驗之輔導人員協助，確保航測攝影機系統

校正作業設計、技術與文件符合 ISO/IEC 17025 之規定。除確認文件

內容符合 ISO/IEC 17025 之要求外，有關追溯、標準件使用、校正方

法之確認、能力試驗活動方案、品質管制措施完善程度與相關工作準

備是否符合 TAF 認證要求。 

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工研院量測中心)

長年來致力於計量技術發展與計量驗證，且為 TAF 校正領域內指定

之能力試驗與量測稽核指定辦理機構，因此優先列為尋訪對象。經實

際與工研院量測中心取得聯繫後，其所屬部門「機構精密與動態工程

計量部」正工程師李瓊武先生，及「品質工程部」品質副理呂錦華先

生，具備豐富評鑑經驗與技術知識，且目前均為現任 TAF 合格評審

員。經本學會積極邀請後同意擔任本案之技術專家及評審員角色，協

助本案認證準備工作。 

二、技術文件審查與修訂 

取得工研院量測中心同意協助本案認證準備工作後，本學會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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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3 年 3 月 25 日安排第一次會談，說明本案校正原理、作業細節

與認證申請規劃。評審員聽取後表示，目前航測攝影機校正相關技術

準備已有相當程度，原則上已符合校正領域所要求。唯航測攝影機校

正之特殊性，整體作業並非於特定環境或由實驗室作業人員執行，如

航測攝影機執行校正航拍與影像處理階段便是由外部人員執行，因此

作業流程各階段還需注意人員資格或器材管制措施的規範是否完

備，實驗室文件化紀錄是否完整，連同校正結果品質之保證，以符合

認證所要求的品質精神。 

雙方會談後依評審員初步提示之重點，針對第 1 期成果所要求技

術文件(作業程序、系統評估、校正報告、能力試驗活動參與計畫方

案)進行調整修訂後，送交評審員檢閱。工作執行期間本學會密集保

持與評審員的聯繫，在其提出技術文件審查意見後，於 103 年 5 月

14 日安排第二次會談，釐清評審員所提意見內涵。各項技術文件除

依評審員提示應呈現於文件中之管理、技術重點進行補充修訂外，整

體校正作業流程亦再逐一檢視是否符合 ISO/IEC 17025 之要求。以下

說明依評審員審查意見所提出技術文件修訂規劃。 

(一)航測攝影機校正系統評估 

1、 依 ISO/IEC17025 技術及管理要求，檢視並增加作業執行

相關之紀錄或表單。 

2、 確認校正所使用之軟體說明均已書面化，可供作業人員使

用。 

3、 本校正項目不需於特殊環境之實驗室進行，且校正結果不

受環境條件影響，將於文件中加以說明。 

4、 補充有關校正作業過程中校正標選用之規範(透空度、光線

數、位置、分布等)，以確認選用之校正標適於立體量測及

校正使用，確保校正結果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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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建議「航測攝影機」可定義為「校正件」；標準值量測

所使用之「衛星定位儀」可定義為「工作標準件」；南崗

校正場內之「校正標」可定義為「設備」；而供追溯之認

證實驗室衛星定位儀標準件可定義為「參考標準件」。 

6、 上述之「工作標準件」均向上追溯至認證實驗室所使用的

「參考標準件」，若國土測繪中心尚有其他校正合格非實

驗室標準件之衛星定位儀，即可作為校正場標準值量測所

使用的工作件。 

7、 本校正量測系統追溯調整為：南崗校正場→衛星定位儀

（工作標準件）→NLSC（國土測繪中心）GPS 校正系統

→NMI（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校正系統→國際單位制

SI。 

8、 檢討本校正系統目前所評估之各項不確定度是否充分。 

(二)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程序 

1、 依 ISO/IEC17025 技術及管理要求，檢視並補足現行作業

程序各步驟相對應品質管制程序。 

2、 文件章節參考國土測繪中心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三階文

件編排，使與現行文件一致。 

3、 參考文獻應有可供識別資訊，如：編碼、版次…等。航測

攝影機校正項目所屬之三、四階文件，後續將請國土測繪

中心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核定後予以編碼。 

4、 有關校正標標準值品質管制程序，目前所提出之管制措

施： 

(1)標準值監測：開放校正服務前實施控制測量，以前三期  

GPS 靜態測量所測得坐標平均值繪製管制圖，再與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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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標值相比較，超過管制標準之校正標該次作業不予使

用。 

(2)校正前及校正過程中對標準值實施確認：於航拍前實施

GPS 靜態測量，航拍後則藉由空中三角測量粗差偵測實施

品質管制，將殘差過大之校正標剔除，該次校正不予使

用，且不必於關場後再次實施量測。 

    此二種管制措施均可有效對校正標標準值品質作管

制，且能訂出標準值效期，均為評審員所認同。後續將與

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出最適之標準值管制措施，並於作業程

序內詳述管制方法。 

5、 航測攝影機校正所使用方法為國際通用之方法，依建議於

概述內簡要說明與國際期刊、文獻對應情形。 

6、 校正作業試營運輔導計畫及校正整合作業手冊可規劃作

為實驗室人員訓練依據，以確保所有操作特定設備、執行

校正工作、評估結果、以及簽署校正報告人員之能力。 

7、 以衛星定位儀測定校正標坐標為本場獲取標準值之方

法，標準值量測作業手冊內容將適當納入作業程序內作為

說明。其餘如：LPS 操作簡介、校正場營運作業手冊、更

新維護作業手冊…等，可適當選用作為作業程序附件。 

8、 幾何校正程式為自行開發用於輔助檢核點計算，後續使用

不同檢核點參數執行程式並驗算其結果，將驗算流程、各

項數據予以書面化紀錄，作為校正使用軟體之驗證。 

(三)校正報告 

1、 依 ISO/IEC17025 技術及管理要求，確認目前校正報告格

式內容是否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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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正報告使用說明所提實驗室環境相關敘述，依本校正項

目適用情形再作調整補充。 

3、 校正報告內容原則上呈現校正結果、涵蓋因子及不確定度

相關說明即可，本校正項目最終校正結果為檢核點之器

差，因此依建議針對「一、校正結果」及「備註」內容再

作精簡。 

4、 影像畸變是面狀函數，無法用個別校正標之偏差來表示，

因此本校正項目便以所選取均勻分布之檢核點綜合得到

的標準差來代表。依建議可出示計算報表作為校正報告之

參考資訊附件。 

相關審查意見詳細內容及回覆，可參閱本期工作成果附件 7「技

術文件審查意見修訂回覆」。 

(四)能力試驗活動參與計畫方案 

由於本校正作業可謂為全球首例，故於參與能力試驗活動項目上

遭遇相當困難。為解決此困境，與評審員研議後，本校正作業各階段

需建立完善品質保證方案作為代替能力試驗活動方案之選項，但是為

盡可能符合 TAF 對能力試驗活動之要求，本計畫中亦仿照能力試驗

活動，尋找合適之機構辦理實驗室比對，並加強本案各項作業過程的

品保作業，於申請時兩方案並陳。 

三、實驗室文件增修 

實驗室作業程序與文件化紀錄是否完整為認證審查的重要事

項，因此現有文件若適用於實驗室整體的原則性規定，不因校正作業

不同而有所區別，則維持原版本不再進行調整，但若需增加文字敘述

則進行補充修訂。 

實驗室現有第一階文件屬政策性文件，原則性制訂實驗室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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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規定；第二階文件屬程序性文件，即實驗室運作時需要依循的

項目；第三階文件屬技術性文件，說明實驗室各校正項目技術內容；

第四階文件為各種表單、紀錄。本學會依航測攝影機校正適用之原

則，逐一檢視實驗室各項文件，並設計航測攝影機所屬各類檢核紀錄

表單，整合後清單及說明可參考表 5-1，表單詳細內容可參考本期工

作成果「TAF 認證申請準備工作成果-增修文件清單與增修後文件」。 

表 5-1、航測攝影機校正實驗室文件整合清單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說明 

第一階文件-實驗室品質手冊 

SICL-1-01-0 品質手冊 依航測攝影機校正適

用性修訂內容 

第二階文件-實驗室程序書 

SICL-2-01-0 組織與管理作業程序 沿用 
SICL-2-02-0 

文件與紀錄管制作業程序 
依航測攝影機校正適

用性修訂內容 
SICL-2-03-0 顧客服務與抱怨處理程序 沿用 
SICL-2-04-0 不符合事項矯正措施及預防程序 沿用 
SICL-2-05-0 內部稽核程序 沿用 
SICL-2-06-0 人員管理與訓練作業程序 沿用 
SICL-2-07-0 校正方法與確認程序 沿用 
SICL-2-08-0 

實驗室管理程序 
依航測攝影機校正適

用性修訂內容 
SICL-2-09-0 

設備儀器管理及量測追溯程序 
依航測攝影機校正適

用性修訂內容 
SICL-2-010-0 校正作業管理程序 沿用 
SICL-2-011-0 校正報告管制程序 沿用 

第三階文件-校正作業程序、系統評估 

SICL-3-04-0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程序 新增技術文件 

SICL-3-04-1 航測攝影機校正系統評估 新增技術文件 

第四階文件-表單及紀錄 

SICL-4-46-0 幾何校正標點位維護紀錄表 新增表單 

SICL-4-47-0 幾何校正標點位維護結果清冊及檢 新增表單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3 年度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案」 

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  

1 
66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 

核表 

SICL-4-48-0 幾何校正標點位調查表 新增表單 

SICL-4-49-0 幾何校正標 GPS 靜態測量外業觀測

紀錄表 
新增表單 

SICL-4-50-0 幾何校正標 GPS 靜態測量成果檢核

表 
新增表單 

SICL-4-51-0 航測攝影機校正場維護紀錄表 新增表單 

SICL-4-52-0 航測攝影機校正場點位管制表 新增表單 

SICL-4-53-0 航測攝影機校正申請表 新增表單 

SICL-4-54-0 校正航拍作業紀錄 新增表單 

SICL-4-55-0 校正航拍檔案清冊 新增表單 

SICL-4-56-0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設備操作人員

基本資料表 
新增表單 

SICL-4-57-0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設備操作人員

能力評估及授權表 
新增表單 

SICL-4-58-0 校正航拍影像檢核紀錄表 新增表單 

SICL-4-59-0 校正航拍成果審核紀錄表 新增表單 

SICL-4-60-0 校正航拍成果補件紀錄單 新增表單 

SICL-4-61-0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及檢核紀錄表 新增表單 

SICL-4-62-0 航測攝影機校正報告檢核表 新增表單 

SICL-4-63-0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管理表 新增表單 

其他 

 航測攝影機校正系統作業手冊 作業手冊 

 標準值 GPS 測量作業手冊 作業手冊 

 LPS 作業手冊 作業手冊 

 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及介面操作手

冊 
作業手冊 

註 1：新增之文件、表單，編號依實驗室原有文件編號續編。 
註 2：實驗室原有四階文件，屬於營運管理、或適用於所有校正作業之表單紀錄，

在此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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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年度所新增航測攝影機校正 4 階表單，對應校正作業服務流

程之使用時機如表 5-2 所示。 

表 5-2、服務流程各階段所使用表單清單 

服務流程 使用表單 
校正場維護 幾何校正標點位維護紀錄表 

幾何校正標點位維護結果清冊及檢核表 
幾何校正標點位調查表 
幾何校正標 GPS 靜態測量外業觀測紀錄表 
幾何校正標 GPS 靜態測量成果檢核表 
航測攝影機校正場維護紀錄表 

校正案件申請 航測攝影機校正申請表 
校正航拍作業紀錄 
校正航拍檔案清冊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設備操作人員基本資料表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設備操作人員能力評估及授權表 
校正航拍影像檢核紀錄表 

校正案件申請審核 校正航拍成果審核紀錄表 
校正航拍成果補件紀錄單 

執行校正作業及製作

校正報告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及檢核紀錄表 
航測攝影機校正報告檢核表 

結案與異議處理 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管理表 

四、品管措施制定 

   能力試驗活動要求（TAF-CNLA-R05(4)）」中，於「4.3 制定

能力試驗參與計畫的要求」之註 2 所述：「實務上，有許多校正或測

試項目之合適的能力試驗是不存在或不可行，因此當現實可行的能力

試驗活動不足以支持實驗室所有校正或測試品質保證時，實驗室應研

究發展其它品質保證方案，以取得或維持本會認證。」有鑑於此，為

了確保校正品質，本學會於校正作業各階段設計完善品質保證方案，

以符合 TAF 對於實驗室品質管理的要求，同時亦可作為能力試驗活

動的備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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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正資料檢核 

顧客應自行依其所擁有的航測攝影機之儀器規格，如像元尺寸、

焦距…等，依據實驗室所訂校正航拍須知規劃航線，以取得最佳影像

為原則。航測攝影機於無雲、晴朗之天候，即可進行航拍，影像涵蓋

南崗校正場之區域不得有雲霧遮蔽、或模糊之情形，導致無法用於空

中三角測量。實驗室接受申請後，亦會再對顧客所提交校正資料作審

核，審核重點包括： 

1. 檔案數量、格式是否正確； 

2. 檔案是否能正常開啟無損壞； 

3. 航拍影像是否符合校正航拍須知要求； 

4. 自行查核紀錄是否完備無遺漏。 

(二)人員品質管制 

1.實驗室人員 

實驗室人員除需遵守相關管理與訓練作業程序規定外，校正作業

規格書內詳述人員訓練及考核機制，作業人員需達各項能力要求，並

定期接受技術考核以維持作業資格。 

2.外部人員 

由於校正作業為取得航測攝影機之航拍影像後進行，校正航拍及

航拍影下載像處理均由顧客端負責。因此實驗室規定顧客提送資料前

須檢附紀錄表格如：校正航拍作業紀錄表、檔案清冊、人員資料表、

能力評估及授權表…等，以證明相關工作人員之能力及確實按標準程

序執行航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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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值品質管制 

1.標準值量測儀器設備管制及操作 

校正之標準值係衛星定位儀測得校正標於國家坐標系統之三維

空間坐標，因此規定採用校正效期內之衛星定位儀進行標準值量測，

並由本實驗室合格作業人員負責操作及計算。 

2.控制測量成果檢核 

完成校正標控制測量與成果解算後，由審核人員再次確認測量成

果之正確性，並詳實填寫年度幾何校正標 GPS 靜態測量成果檢核表。 

3.標準值空中三角測量檢核 

為確認當期校正標於場地開放後至校正航拍完畢期間是否有位

移之情形，空中三角測量階段以半強制網平差對校正標進行粗差偵

測。 

(四)校正作業品質管制 

1.校正作業成果檢核 

校正作業程序完畢後，作業人員須填寫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及檢

核紀錄表，確認作業程序之正確性。若發現異常事項，通知品質主管

及技術主管並做異常事項檢核。 

2.校正作業比對查核 

由檢核人員自單航帶受校影像中抽樣 5%，每張影像抽 3 點進行

完全獨立之人工重複量測後，加入原校正量測成果中，重新進行空中

三角測量平差計算，完成之結果與既有成果比較，兩者差異在本校正

系統不確定度 1/5 以內，則原既有成果可視為可靠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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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正報告檢核 

校正報告製作前，須由其他作業人員擔任數據檢核工作，檢查校

正結果數據是否有計算錯誤或誤植的情形。校正報告製作人員及數據

檢核人員不得為同一人。 

校正報告製作完成後，作業人員須填寫航測攝影機校正報告檢核

表，隨校正作業管理表送審。主管確認相關文件無誤後，使得出示校

正報告並通知顧客領取。 

五、人員訓練及考核機制設計 

為有效達成人員品質管制，特訂定人員能力要求規範，用以檢視

作業人員是否符合作業資格，且特定工作項目作業人員需定期接受技

術考核以維持作業資格。表 5-3 說明各工作項目之人員能力要求、技

術考核方式與應有工作成果。 

表 5-3、航測攝影機校正工作相關訓練、考核要求 

1.外業資料準備與幾何校正標清查 

人員能力要求 
作業人員需具備測量外業實務經驗 3 個月以上，或經 4

小時以上相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工作成果確認 

1.準備資料及校正標所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聯繫記錄。 

2.點位現場清查像片電子檔。 

3.點位清查紀錄表。 

2.幾何校正標選址及設置 

人員能力要求 

1.作業人員需具備測量外業實務經驗 3 個月以上，或經 4

小時以上相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2.作業人員需能獨立使用電鑽完成挖掘，並將鋼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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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片標黏著固定。 

3.作業人員需具有航測影像成像幾何基本知識，瞭解透

空度需求。 

工作成果確認 完成鋼標設置像片電子檔。 

3.幾何校正標設置與維護 

人員能力要求 

1.作業人員需具備測量外業實務經驗 3 個月以上，或經 4

小時以上相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2.作業人員需有影像立體量測相關經驗，以判斷校正標

維護後是否能清楚於航拍影像中辨識。 

工作成果確認 
1.油漆維護前、後像片電子檔。 

2.點位紀錄表。 

4.空間解析力校正標維護 

人員能力要求 

1.作業人員需具備測量外業實務經驗 3 個月以上，或經 4

小時以上相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2.作業人員需有影像判釋相關經驗，以判斷校正標維護

後是否能清楚於航拍影像中辨識。 

工作成果確認 油漆維護前、後像片電子檔。 

5.輻射校正標維護 

人員能力要求 

1.作業人員需具備測量外業實務經驗 3 個月以上，或經 4

小時以上相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2.作業人員需有影像判釋相關經驗，以判斷校正標維護

後是否能清楚於航拍影像中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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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確認 油漆維護前、後像片電子檔。 

6. GPS 測量時段規劃、靜態測量及成果解算 

人員能力要求 

1.外業作業人員需具備測量外業實務經驗 3 個月以上，

或經 4 小時以上相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2.內業解算人員需具備軟體操作經驗 3 個月以上，完成

測量成果解算專案 3 件以上，或經 6 小時以上軟體操作

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3.於靜態測量階段，外業作業人員需於 10 分鐘以內完成

測站定心、定平、架設天線、儀器高量測及完成衛星定

位儀接收器設定。 

4.內業解算人員每 2 年需接受技術考核，或提出 1 年內

持續執行 GPS 測量工作證明，以維持作業資格。 

技術考核 

選擇過去已完成 GPS 靜態測量成果專案為案例進行考

核，內業解算人員需重新使用未完成平差之基線資料進

行處理，實際完成測量成果解算。完成成果與既有成果

比較，若解算坐標與之前坐標差異在一倍規範中誤差之

內，則視為通過考核。 

工作成果確認 

1.三等衛星控制點檢測成果。 

2.成果網形圖。 

3.觀測時段表(含儀器高)。 

4.觀測資料原始檔。 

5.平差成果報表。 

7. 校正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 

人員能力要求 作業人員需具備系統操作經驗 2 個月以上，或經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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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軟體操作訓練，可視為具有作業資格。 

工作成果確認 

1.帳號權限管理。 

2.校正標資料編輯。 

3.圖台功能使用。 

4.公告與文件管理。 

8. 空中三角測量 

人員能力要求 

1.作業人員具有影像立體量測、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

分析與粗差偵測經驗 1 年以上；或完成空中三角測量專

案 5 件以上；或經 16 小時以上軟體操作訓練，可視為具

有作業資格。 

2.作業人員每 2 年需接受技術考核或於 1 年內有立體量

測以及空中三角測量平差計算經驗，以維持作業資格。 

技術考核 

1.影像立體量測：須以立體觀測之方式，對一立體像對

內之所有校正標實施 4 次獨立重複觀測，估計其觀測標

準誤差。由全部重複觀測計算出之觀測標準誤差不得超

過 1/3 像元。 

2.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分析：選擇過去已完成之空中三角

測量專案，作業人員需由未完成除錯前之原始量測資料

開始，執行平差計算分析及偵錯。完成後透過幾何校正

程式與既有成果比較，差異需在本校正系統不確定度 1/5

以內。 

3.完成上述二項目之考核要求，則視為通過考核。 

工作成果確認 1.控制點及連結點展點網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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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點號及像片編號對照表。 

3.像坐標原始量測檔。 

4.控制點檔。 

5.GPS 與 IMU 資料。 

6.空中三角平差報表(含最小約制與強制附合)。 

7.空三成果自我檢核紀錄。 

8.本次空中三角測量上機訓練完成後，由講師上機抽選

影像總數 2%（或不少於 2 張）且像主點之間相距至少

200 公尺的像片，於每張像片內隨機挑選 2 連結點檢視

其連結情形。由作業人員於變更點號後重新量測連結點

或於其附近重新選擇，量測涵蓋原有連結點的像片重新

平差。平差後所有點新的地面坐標與先前差異最大值化

算為像片坐標系後，不超過 1/2 像元，則視為通過查核

完成訓練。 

9. 校正程式操作與成果分析 

人員能力要求 

1.曾完成校正專案 2 件以上；或經 4 小時以上校正作業

教育訓練，可視為具有校正作業資格。 

2.作業人員每 2 年需接受技術考核或於 1 年內有獨立執

行校正計算經驗，以維持作業資格。 

技術考核 

1.選擇歷年已完成校正資料為案例進行考核，作業人員

需實際完成校正作業並進行比對。 

2.幾何校正：器差成果差異不得超過本系統不確定度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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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解析力校正：模糊參數成果差異不超過 0.2。 

3.完成上述之考核要求，則視為通過考核。 

工作成果確認 

1.幾何校正分析報表。 

2.空間解析力校正分析報表。 

3.本次校正程式與操作分析訓練完成後，將以技術考核

規定與歷年成果比對，通過比對者則視為完成訓練。 

10. 外部品質管制 

管制要求 

由於本校正作業為取得航測攝影機航拍影像後進行，故

儀器操作及生產航拍影像，非由實驗室操作，故須對顧

客作業人員資格及作業流程進行審查確認，掌控其品質。 

管制項目： 

1.作業人員資格管制-確認作業人員具相關經驗及能力 

顧客申請時須檢附： 

(1)校正作業設備操作人員基本資料表。 

(2)校正作業設備操作人員能力評估及授權表。 

2.作業流程管制-證明校正件於搬運、安裝及使用過程中

均按標準程序，以及成果之正確性。 

顧客申請時須檢附： 

(1)校正航拍作業紀錄表。 

(2)校正航拍檔案清冊。 

(3)校正航拍影像檢核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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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模擬認證討論會議 

此次會議即委託所邀請評審員及技術專家，協同本學會與國土測

繪中心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召開，目的為模擬航測攝影機校正申請

TAF 認證時之流程，針對前節所述修訂後文件內容適當性、各項品管

措施制定、能力試驗活動籌備…等，確認執行程序有無缺失。若有，

即再做調整及改進。 

 
圖 5-1、評鑑模擬認證討論會議辦理情形 

會中就校正作業服務、校正作業技術文件、表單以及能力試驗活

動三方面為主題進行相關討論。以下說明各主題重要討論事項。 

(一)校正作業服務相關 

(1) 校正作業名稱經討論後決議由原「航測攝影機幾何精度校正」

調整為「航測攝影機校正」，而校正項目為「影像幾何畸變」。 

(2) 校正計量追溯以工作標準件(1 年內經校正之衛星定位儀)進一

步追溯至國際單位，由工作標準件測得校正標坐標作為標準

值。本校正作業雖於二維影像平面（像空間）進行量測工作，

但標準值為物空間之三維坐標，因此校正結果之器差建議以

物空間量值呈現較為恰當。 

(3) 本校正使用均勻分布且一定數量之校正標來呈現影像幾何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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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之情形，原器差定義為所有檢核點所計算之殘差均方根

值，經討論後決議器差改以表列出所有檢核點之殘差值作呈

現，故相關文件所提及器差敘述應一併作調整。 

(4) 本校正作業程序始於收到顧客所提供相關資料後進行，校正

航拍及航拍影像下載處理均由顧客端負責，因此執行校正航

拍之資格管理與資料成果品質保證屬於校正前注意之準備事

項，於校正作業程序文件內說明即可。 

(5) 本校正場之有效期僅限於每年公告之服務期間，故標準值的

管制亦只在服務期間進行，並以每年 GPS 靜態測量施測得之

校正標坐標作為該年度之標準值，而標準值之管制建議除於

校正空中三角測量時以粗差偵測進行外，可設計於服務期間

或服務結束後，以定期或不定期對校正標抽樣的方式對坐標

值進行管制。若於管制期間發現坐標差值超出 2 倍測量中誤

差則視為異常，應查明原因並通報技術主管處理。 

(二)校正作業技術文件相關 

(1) 校正為在特定條件下所確立之量測儀器或量測系統的器示值

（或實物量具、參考物質所代表的值），與相對應被量測已知

值之間關係的一組操作。因此估計不確定度時，應考量特定

條件之影響，故建議系統評估文件內補充本校正系統能力與

航高條件對應之關係。且不確定度可以變數表示，如最後轉

換為不同校正能量(5cm~25cm 地元尺寸)及不同方向(平面、高

程)所對應之不確定度。 

(2) 有關校正系統評估中之不確定度來源分析，應適當考量校正

作業過程中各項影響因素與不確定度類別，並建議以表列方

式評估各項不確定度。 

(3) 估計不確定度時，以保守估計為佳；但擴充不確定度可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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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情況宣稱，如以使用最佳之校正能力(5cm 地元尺寸)試算各

項量值，以此推算擴充不確定度。 

(三)校正作業文件表單 

(1) 建議於校正報告內補充航測攝影機規格資訊如：焦距(f)、像

元大小(pixel size)…等，並清楚描述本校正之器差。 

(2) 本校正項目新增之文件、表單，可適當納入技術文件內作為

附件。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現有之實驗室品質手冊(第一階文

件)及實驗室程序書(第二階文件)，文件架構及內容尚屬完

整，僅需依本校正項目適用性對文字敘述微幅調整。 

(四)能力試驗活動相關 

(1) 本校正經評估後主要不確定度來源為空中三角測量，所執行

之實驗室比對採比對機構與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使用相同校

正件所拍攝之航空影像，執行本校正作業程序計算器差後，

比對雙方校正成果。有關比對結果判定，校正領域多以 En 為

比對結果一致性之判定標準，且可同時包含雙方作業過程中

所受 A 類與 B 類不確定度之影響，因此建議可採用 En值評估

比對雙方一致性。其中比對結果建議可採所有檢核點殘差之

平均值作為代表。 

(2) 本校正目前所辦理之實驗室比對，比對機構並無提供航測攝

影機校正、能力比對或其他量測稽核之服務，因此以達成比

對活動要求之精神為主。能力試驗活動適當性查檢表則視實

際比對情形填寫即可。 

後續根據討論內容及會議決議，再次檢視整體認證申請作業之完

整性並做調整。透過邀請具相關經驗之輔導人員協助，即為確保航測

攝影機系統校正作業設計、文件與品質管制程序符合 ISO/IEC 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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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七、辦理能力試驗活動 

因航測攝影機校正並非 TAF 指定項目及量測稽核項目，無法按

規定與已經過認證實驗室進行比對以證明本實驗室能力。依所邀請評

審員提出除了完善目前作業程序各階段品保措施外，可尋找國內機構

具有專業設備及航測實務經驗豐富的公務部門或大學，執行所訂定之

校正作業程序以執行校正比對，保證校正品質。雖然國內目前此領域

並無通過相關認證之機構，但因本案項目類型特殊，且於校正領域內

首次提出申請，並無其他案例可參考，因此比對活動若符合能力試驗

活動所要求的精神，比對執行後相關紀錄亦可作為品質保證之參考。 

(一)邀請比對機構 

就國內而言，航測領域於產、官、學界不乏許多設備齊全及實務

經驗豐富的單位。經評估後，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

組(以下簡稱政大地政系)，為國內唯一整合地政與測量專業之完整學

系，系所內設有測量儀器實驗室、製圖教室與遙測實驗室，且為配合

航測教學及研究需求，購置軟、硬體設備如：光達系統、數值航測工

作站、MapInfo、ArcInfo、ArcView、LPS…等均相當齊全。系所具備

相關技術設備與專業師資人才，亦常接受政府單位委託執行航測相關

研究計畫，因此規劃為優先邀請比對機構。本學會與系所實際取得聯

繫後，說明本案研究目標與比對目的，政大地政系了解後認同且同意

協助配合辦理實驗室比對工作。 

(二)比對方法說明 

比對方法係依據 ISO/IEC17043:2010 符合性評鑑─能力試驗的一

般要求（TAF-PTP-R01(2)）文件附錄 A.1 所述的定量型比對且採 A.2

的順序參加型計畫類型所設計。國土測繪中心測量儀校正實驗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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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實驗室，政大地政系為參與實驗室。由於空中三角測量為航測攝影

機校正作業程序中重要之環節，因此規劃雙方使用相同校正件所拍攝

之數位影像，執行校正作業程序中所規定的空中三角測量，將器差計

算之結果予以比對，比較雙方校正成果。比對所使用待測件為 101 年

校正航拍試驗所得的 UltraCam Xp 航測攝影機所拍得的影像，相關資

訊如表 5-4 所示： 

表 5-4、待測件資訊 

拍攝日期 航測攝影機

廠牌型號 
航測攝影機

像元尺寸 
校正航拍地

元尺寸 
校正航拍航

高 
航 拍 影

像數量 

101.09.04 UltraCam Xp 6μm 20cm 2200m 39 張 

主辦實驗室依據校正作業程序對待測件執行校正後，將資料傳給

參與實驗室依據相同的作業程序重複進行校正作業，依據

TAF-PTP-R01(2)附錄 B.3 之統計方法評估雙方校正成果之一致性。比

對規劃雙方實驗室由檢核點中選取相同的 16 個，以該 16 個點上所呈

現器差的相符性來驗證雙方實驗室針對相同待測件所得的校正結果

是否一致。 

由於僅在比對二實驗室之間所得結果是否一致，而不在判定受校

件幾何精度到底如何，因此器差的大小不影響比對結果。只要二實驗

室所得的器差一致，無論器差值大小如何，都顯示二實驗室結果相

符。16 個校正標的器差是由母體中隨機抽樣 16 個的結果，故比對時

可以針對 16 個器差的平均值，亦即器差母體的估值，做為比對對象，

不必 16 個器差一一比對。此外，器差係以絕對值大小來判定，故實

際計算以絕對值來計算平均值，避免正負器差互相抵消產生錯誤。 

(三)比對結果判定 

由二實驗室各 16 個器差絕對值的平均值分別做為比對設定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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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值，得依 TAF-PTP-R01(2)附錄 B.3 公式(B.1)計算設定值與參加

值的差值。各實驗室 16 個器差的均方根值即為各實驗室器差量測的

不確定度，由該值再分別計算器差絕對值平均值的不確定度以及平均

值的擴充不確定度。 

由於航測空中三角測量所得的平面坐標與高程獨立不相關，而且

平面與高程之標準偏差不同，故計算設定值及參加值時係將平面（E、

N）與高程（H）分開計算。 

器差絕對值之平均值 

平面：   

     
n

d
E

n

i Ei  1 ，
n
d

N
n

i Ni  1  

高程：   

     
n
d

H
n

i Hi  1  

式中 dEi、dNi 及 dHi 為空三平差後校正標坐標與校正標標準值在

E、N 及 H 三個方向上之器差，n 為校正標個數。上式分別為設定值

（主辦實驗室校正成果）與參加值（參與實驗室校正成果）各算一次。 

器差值的標準不確定度 

由於器差值是由校正結果與標準值相減而得，而標準值為高精度

GPS 測量所得者，在此可視為無誤差之真值，因此估計器差的標準不

確定度時，係依據已知母體中值(mean)時的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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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n
dS Ei

E


2

，
n
dS Ni

N


2

 

高程：    

      
n
dS Hi

H


2

 

式中 dEi、dNi 及 dHi 為空三平差後校正標坐標與校正標標準值在

E、N 及 H 三個方向上之器差，n 為校正標個數。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的標準不確定度 

平面：   

      
n
SS E

E  ，
n

SS N
N   

高程：  

    
n

SS H
H   

式中 ES 、 NS 及 HS 為三方向器差標準不確定度，n 為校正標個數。

標準不確定度是由 16 個校正標依照精密的量測技術所得到的值所計

算出來的，各校正標器差屬常態分佈，以 95%信賴水準估計，採涵蓋

因子 k=2 計算擴充不確定度： 

EE SU 2 ， NN SU 2 ， HH S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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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估係依據 En值來判定 

En值計算： 

퐸n =
푥 − 푋

푈푙푎푏2 + 푈푟푒푓2
 

 

因比對所含不確定度同時包含 A 類與 B 類 2 種，因此校正領域

內多以 En值表示參加單位間等同度。式中 x 為參與實驗室所得 n 個

偏差量絕對值的平均值，X 為主辦實驗室所得 n 個偏差量絕對值的平

均值， 及 分別為參與實驗室及主辦實驗室的擴充不確定度。

由於 E、N、H 三方向器差係分別評估，故 En 值亦須三方向分別評估。

當 |En|  1 時，表示參與實驗室與主辦實驗室之量測結果一致；若|En| 

> 1 時，表示參與實驗室與主辦實驗室之量測結果可能不一致，應該

重新檢核實驗設計或操作程序的正確性。 

(四)能力試驗活動成果 

以本案過去所完成校正成果與本次政治大學所作校正成果比

對，結果如下： 

1.主辦實驗室校正結果表 

表 5-5、主辦實驗室校正成果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E) 0.067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N) 0.043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H) 0.075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標準偏差(E) 0.071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標準偏差(N) 0.058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標準偏差(H) 0.074m 

擴充不確定度(E) 0.14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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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不確定度(N) 0.116m 

擴充不確定度(H) 0.148m 

2.參與實驗室校正結果 

表 5-6、參與實驗室校正成果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E) 0.023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N) 0.020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H) 0.081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標準偏差(E) 0.042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標準偏差(N) 0.040m 

器差絕對值平均值標準偏差(H) 0.083m 

擴充不確定度(E) 0.084m 

擴充不確定度(N) 0.080m 

擴充不確定度(H) 0.166m 

3.校正比對結果 
表 5-7、檢核點器差比對結果 

項目 主辦實驗室 

量測值 擴充不確定度 參與實驗室 

量測值 擴充不確定度 |En| 值 

E 方向器

差絕對值

平均值 
0.067m 0.142m 0.023m 0.084m 0.267 

N 方向器

差絕對值

平均值 
0.043m 0.116m 0.020m 0.080m 0.141 

H 方向器

差絕對值

平均值 
0.075m 0.148m 0.081m 0.166m 0.026 

此次比對於 E、N、H 三方向所計算之|En|分別為 0.267、0.141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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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就結果而言可視為比對雙方校正能力相當。 

根據「能力試驗執行機構認證服務說明（TAF-PTP-A01(2)）」，能

力試驗計畫主要工作可區分為：1.規劃設計、2.待測件製備、3.均勻

性\穩定性、4.統計設計、5.設定值、6.資料分析及結果之評估與 7.發

布結果/報告等七項。本學會依上述條件，將此次比對活動資料詳實

記錄給予活動編號並整理相對應之文件，以作為辦理能力試驗活動之

證明。文件清單如表 5-8 所示，詳細內容可參考本年度 TAF 認證申請

準備工作成果。 

 

表 5-8、能力試驗活動文件清單 

航測攝影機校正-檢核點器差比對(PT-3-04-01)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 

PT-3-04-0101 實驗室比對同意書 

PT-3-04-0102 航測攝影機校正比對計畫 

PT-3-04-0103 主辦實驗室校正報告 

PT-3-04-0104 參與實驗室校正報告 

PT-3-04-0105 航測攝影機校正比對結果與說明 

PT-3-04-0106 實驗室比對紀錄 

PT-3-04-0107 能力試驗活動適當性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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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育訓練 

本年度教育訓練課程安排於 103 年 8 月 15 日，一天共計 6 小時，

於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辦理，課程配當表如表 6-1 所示。 

表 6-1、教育訓練課程配當表 

   日期 
 
時間 

103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五） 

09：00 報到 

09：00 
∫ 

09：50 
大、中像幅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介紹(1) 

講師：王蜀嘉教授 

10：00 
∫ 

10：50 
大、中像幅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介紹(2) 

講師：王蜀嘉教授 

11：00 
∫ 

11：50 
空載光達校正作業與未來展望 

講師：史天元教授 

12：00 
∫ 

13：00 
午    餐 

13：00 
∫ 

13：50 
小像幅像機、UAV 校正作業與未來展望 

講師：史天元教授 

14：00 
∫ 

14：50 
像機幾何解析度率定介紹(1) 

講師：蔡和霖博士 

15：00 
∫ 

15：50 
像機幾何解析度率定介紹(2) 

講師：蔡和霖博士 

本次教育訓練主題，第一為大、中像幅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介

紹，此項目邀請本案計畫主持人 王蜀嘉教授，說明近年航測設攝影

機校正研究成果。第二為空載光達校正、小像幅像機、UAV 校正作

業與未來展望，此項目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史天元教授

說明國內相關技術發展與研究經驗分享。另特邀請國家實驗研究院儀

器科技研究中心 蔡和霖博士，就其業務所研究各類像機及解析度率

定方法與結果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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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當天約有 13 名人員參與訓練，上課情況如圖 6-1 所示。 

圖 6-1、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3 年度建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案」 

103 年度工作總報告  

1 
88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 

柒、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 

航測攝影機校正將影響到航測實務界之權利與義務，故本計畫已

在 101 年辦理過產官學座談會聽取各界意見作為校正設計的參考。如

今航測攝影機校正場已經建置、測試完成，即將開放接受委託校正服

務，為使各界了解本場校正作業現況及未來營運設計，本年度規劃辦

理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於營運前再次宣導此校正制度。 

一、說明會資訊 

(一)舉辦時間 

10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二)參與人員 

1、邀集測繪業、航測攝影機擁有者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2、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3、委託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三)辦理地點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第一會議室（位址：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

段 497 號 4 樓）。 

二、說明會議程 

(一)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說明 
1、 校正作業介紹 
2、 營運作業服務說明 
3、 送校作業須知與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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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討論 

實施國土測繪航測攝影機校正頻率及費用草案，作為未來擬定營

運計畫之參考。 

三、辦理情形 

舉辦說明會當日討論踴躍，與會人士亦提供相當之意見，可供後

續作業參考，對本案有所助益。辦理情形如圖 7-1 所示。當日與會人

員提問及國土測繪中心回覆詳細內容，可參閱本期成果附件 5「推廣

說明會會議紀錄」。 

圖 7-1、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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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工作結論 

一、檢討與建議 

(一) 幾何校正系統除了參考國際間先進國家著名校正場設計規

格與作法，也設計了較多的幾何校正標數量，經研究證實本

場校正標數量已足夠辦理現行規劃之校正作業，確定本場校

正能力。校正作業為實務操作，如測量儀器或電腦設備之使

用，除了本計畫執行期間所設計各種作業手冊與文件可作為

參考外，還需藉由不斷地實務練習，始能掌握其技巧。作業

人員未來尚須持續進行校正相關訓練，以助於未來能有效率

地提供營運服務。 

(二) 經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後，本案所規劃之航測攝影機校正

頻率(每 2 年 1 次)及費用(10 萬元/案)，經與會人員討論後初

步同意，可作為國土測繪中心擬訂航遙測攝影機校正場營運

規劃參考。但初期所設定之營運方式未必適用於業界現況，

未來可視實際營運情形，酌予調整開場期間、校正頻率及費

用…等方針，以更符合業界廠商使用需求。 

(三) 待校正場穩定營運後，業務量應能穩定成長。其中校正飛行

數位影像檔需要較大的儲存空間，逐年累積後勢必會超過現

有伺服器負荷。未來應編列維護、升級資料庫硬體設備所需

的預算，以應付逐年增加的作業資料量。 

(四) 經本年度評鑑模擬會議後可確認，國土測繪中心實驗室本身

組織嚴謹，且航測攝影機校正項目執行方式、工作程序均已

適當文件化，應符合 ISO/IEC 17025 要求。建議可於明年度

實驗室辦理延展認證時一併提出航測攝影機校正系統增項

認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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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成試營運輔導訓練後，受訓人員應已符合校正服務特定工

作項目能力要求，建議將實際受訓情形登載於各項考核紀錄

表，實驗室可依據考核紀錄表所登載資訊將作業資格授權予

特定人員。 

二、未來工作規劃 

表 8-1 為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可發展方向與工作規劃，謹提出

請國土測繪中心作為未來工作計畫之參考。 

表 8-1、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未來工作規劃 

規劃年度 辦理工作項目 

104 年 

1. 航測攝影機校正 TAF 增項認證申請提出。 
2. 航測攝影機校正場更新維護。 
3. 試營運及服務訓練。 
4. 地物特徵點可行性研究。 
5. 規劃、設計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場建置方案及作

業機制。 

105 年 

1. 航測攝影機校正場更新維護。 
2. 航測攝影機校正場營運及服務訓練 
3. 辦理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測試。 
4. 研擬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標準作業程序。 

106 年 

1. 精進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流程及成果分析。 
2. 規劃、設計空載光達系統校正場建置方案及作業機制。 
3. 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系統校正營運服務可行性評估。 
4. 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系統 TAF 校正認證申請可行性評估。 
5. 辦理空載光達系統校正測試。 
6. 研擬空載光達系統校正標準作業程序。 

107 年 

 

1. 空載光達校正營運服務可行性評估。 
2. 空載光達校正 TAF 認證申請可行性評估。 
3. 其他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規劃。 
4. 航測攝影機校正 TAF 延展認證申請準備。 

以下說明未來工作規劃構想： 

(一) 建議國土測繪中心持續研究以影像內地物特徵點（屋角、牆

角、地磚）代替人工漆標方式之校正標。目前已累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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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辦理校正實驗各機型所拍攝的影像，具有大量的重複觀

測能力。依據本學會計畫執行期間之研究，所量測的地物特

徵點應該可以得到極高品質的特徵點位坐標供作未來校正

標之用。 

(二) 建立地物特徵點坐標管制制度。研究於每年度校正作業後，

依據當年地物特徵校正標量測的最新成果，與往年平均值比

較，建立坐標管制圖。一方面可以剔除有位移變化的特徵

點，另一方面可以將新的成果納入平均值平差計算，以提升

舊有坐標的精度。而長期累積下來，既可以得到大量極高品

質的地物特徵校正標，又可節省每年校正場維護的費用與相

關成本。後續可評估提供部分非校正作業所需點位資訊對外

開放使用，並持續研究以自然點位(影像控制區塊)逐步取代

人工設置校正標之可行性。 

(三) UAV 所搭載之攝影機是否適合一般航測製圖使用，除受載台

穩定性影響外，還與其內方位是否穩定有關。102 年本學會

自行以 P65 像機拍攝校正場並進行空中三角量測，初步確認

中、小像幅攝影機與航測攝影機可合用校正場，惟中、小像

幅像機本身內方位條件並不如量測型像機，意即受限於本身

精度限制，校正後所得器差較大。此類型像機校正項目與時

機與本場目前所設計之大像幅航測專用攝影機不同，必須另

行研究始可定案。鑒於近年來 UAV 或其他中、小像幅航測

攝影機在攝影測量領域應用之潛力，建議國土測繪中心爭取

經費持續發展中、小像幅航測攝影機校正作業。惟一般商用

無人機飛行尚未獲得民航局立法許可，短期間內應無民間應

用之可能。



 

 

審查意見回覆 

103 年度工作總告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回覆 
蔡榮得委員 
1.P24-25，鋼釘標及鋼片標依照圖 3-6 及

圖 3-7 所示之圓盤片標直徑均為 8cm，但

依圖 3-5 所示之實品照片，二者之圓盤片

尺寸不一樣大小，是否修正圖 3-6 與圖 3-7
支援盤片標直徑尺寸，使與實品一致。 

圖 3-5 已修正，p24。 

2.P83，(二)比對方法說明 
(1). 第 2 列：「…且採 A.3 的順序參加

型計畫類型所設計。」，應更正為

「…且採 A.2 順序參加型計畫類

型所設計。」，依 TAF-PTP-R01(2)
附錄 A 所述：A.2 為順序參加型

計畫，A.3 為同步參加型計畫。 
(2). 倒數 3 列：「以該 16 個點上所呈

現的偏差(器差)來驗證雙方實驗

室針對相同待測件所得的校正結

果是否一致。」，其中「偏差(器差)」
一詞是否更正為「差值」，以與

TAF-PTP-R01(2)附錄 B.3 之用詞

一致，同理，第 84-87 頁中，「偏

差」、「偏差量」、「偏差值」、「器

差」等詞，均應更正為「差值」。 

比對方法說明一節，內容已重新檢視

並修正，p79~80。 

3.P84-87，(三)比對結果判定與(四)能力試

驗活動成果，本部分之計算方式、公式、

與成果，似乎與 TAF-PTP-R01(2)附錄 B.3
中 B.3.1.3 定量結果的常用統計量之計算

方式不同。 
(1). P86 第 1 段：「由於共有 16 個校正

標的偏差作為比對，可將它們視

為由母體中隨機抽樣 16 個的結

果，而用 16 個的平均值做為比對

所欲比對者係二實驗室間的一致

性。某實驗室量測時在任何一個點上

的偏差應該與該點在影像面上位置

無關，故可將影像面上各處所呈現的

偏差視為由同一母體抽樣而得。已補

充說明於 p79「伍.七.（二）比對方法

說明」一節內。 
以坐標或位置做為比對標的，已按測

繪中心意見將 E、N、H 均分別各自



 

 

設定值及參加值。」，此 16 個校

正標的偏差(三維坐標差值)非同

一個物理量(例如同一段距離)，以

16 個差值之平均值作為設定值

(主辦實驗室)及參加值(參與實驗

室)，與 TAF-PTP-R01(2)附錄

B.3.1.3 公式(B.1)差值計算不符

合。 
(2). 偏差值絕對值之平均值： 

A、 將平面坐標(E, N)差值與

高程(H)坐標差值分開計

算尚稱合理，惟以偏差值

絕對值之平均值「分別為

設定值(主辦實驗室校正

成果)及參加值(參與實驗

室校正成果)各計算一

次」，與前述(1)說明「用

16 個(差值)的平均值做為

比對設定值及參加值」不

符合。 
B、 平面偏差值絕對值之平

均值：

，係分別取 E、N 二個方

向之坐標差值絕對值之

平均值，為何不取此 n 
(=16) 個校正標之平面位

置差值(Positional error)之
平均值：

？對一個點之坐標差值

( , )而言，

計算其 En比對結果。 
(1)已補充說明，p80 第一段。 
(2)相關內容與公式已重新檢視並修

正，p80~83。 
(3)相關內容與公式已重新檢視並修

正，p80~83 
。 
(4)相關內容與公式已重新檢視並修

正，p80~83。 
(5)因校正標器差屬常態分布，以 95%
信賴水準估計。已補充說明，p82。 
(6)實驗室應重新檢核實驗設計或操

作程序的正確性。已補充說明 p83 首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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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偏差值的標準不確定度：標準值

視為已知真值，可以理解。但依

(2)(b)，平面偏差值的標準不確定

度，如以平面位置差值(Positional 
error)計算，則

。 

(4). 偏差值平均值的標準不確定度：

依(2)，是否應更正為「偏差值絕

對值平均值的標準不確定度」。另

外，依誤差傳播定律：

，    

(5). 「採涵蓋因子 k=2 計算擴充不確

定度」，有何依據？ 

(6). 「若 時，表示參與實驗

室與主辦實驗室之量測結果可能

不一致」，則後續如何改善？請提

出方案。 
曾義星委員 
1.請完整說明校正作業服務的各項作業期

限，如目前僅在 P18 僅說明接受申請後 14
天內完成資料審核，然並未說明接受後的

校正作業程序之期限，請補充系統性圖表

完整說明。 

已補充對作業時間之建議，p16(五) 
、17。 

2.P20 圖 3-3 圖片模糊，請更換清晰版本。 圖 3-3 已調整，p20。 
3.目前規劃對外提供的校正作業服務，按

P20 說明為針對攝影機品質校正並出具校

正報告之完整的服務，是否可考慮非完整

的服務，如只提供室外校正場及相關資料

給民間公司使用。 

實驗室現行服務流程可先確認顧客

需求是否為實驗室標準方法，再決定

是否接受委託辦理非標準化服務。建

議國土測繪中心未來可評估是否開

放非校正作業必要點位或資料供民

間公司使用。 



 

 

趙鍵哲委員 
1.辦理校正是否一定需要使用原廠提供之

內方位資料？另，是否可能在辦理校正

中，發現內方位參數有問題？ 

原廠提供之內方位僅供校正作業立

體量測及空中三角測量之用。目前未

規劃針對個別內方位參數進行驗證。 
2. p77，針對空中三角測量作業人員能

力，請明確說明影像立體量測、平差分

析，需由同一人具備 2 種技術，或可分由

不同人具備。 

原則上獨立之作業程序可由不同或

相同人員執行，視國土測繪中心人力

安排執行。 

3. 請說明附件 1 論文未來投稿之期刊或

研討會之規劃。 
已補充規劃之投稿期刊，P13、附件

1。 
邱式鴻委員 
1.P99，考量近年無人機酬載非量測相機的

發展與廣泛使用，建議未來 4 年工作規劃

時應將無人機酬載非量測相機校正作業

提早至第 1 年執行。 

按建議調整未來工作規劃，p91 表

8-1。 

鄭彩堂委員 
1.報告書封面標題請修訂為「103 年度建

立航遙測感應器系統校正作業工作總報

告」。 

封面、書背已修訂。 

2.請再檢視契約書所訂工作項目，是否均

已完成，如輔導試營運出具校正報告之辦

理狀況。 

各作業項目辦理輔導情形已納入附

件 3。 

3.本中心預計於 104年向TAF提出航測攝

影機校正項目增項認證申請，倘作業順

利，將需依照 TAF 規定每 3 年辦理 1 次

延展認證，期間並需辦理監督評鑑，相關

期程請預為規劃納入於 P99 表 8-1 中。 

按建議納入未來工作規劃，p91 表

8-1。 

4.為配合未來校正實驗室營運增加航測攝

影機校正項目，請參考 103 年 10 月 29 日

召開校正場營運推廣說明會規劃收費標

準，於保固期間再協助本中心依規費法第

10 條規定研擬相關收費標準之成本分析

工作。 

後續將配合協助辦理成本分析工作。 

6.報告書中有出現英文縮寫者，請先完整

顯示全名及中文名稱後，以後篇幅再以簡

寫表示。 

已全文檢視並修正。 



 

 

7.P17 圖 3-1 中各流程宜呈現明確工作項

目，且不宜同時包含多項工作內容，請修

訂。 

圖 3-1 已調整，p17。 

林志清委員 
1.摘要內容在簡稱本（103）年度時，贅字”
案”請刪除。 

已修正。 

2.P20 目前本案所規劃之收費時機為辦竣

校正後再行收費，與本中心現行辦理繳費

後，再行辦理校正作業，作法不一致。 

經確認後目前國土測繪中心測量儀

器校正實驗室為校正後收費。 

 
3. P39 第肆章內多處圖片編號與內文說明

並未對應，請修訂。 
P39，第肆章內容已調整修正。 

地形及海洋測量課 
1. 請補充期刊及研討會論文之後續規劃

投稿的國際論文期刊或研討會名稱，及預

定辦理期程。 

已補充於 p13 末段及附件 1。 

2. P9 實際完成日期應記錄本中心收到日

期。 
已修正，p9。 

3. P10 末行請列出表名。 已修正，p10。 
4. P11-13，第 1、4 項請整併並更名為「成

果交付與紀錄」，表格內容亦整併，並納

入第 3 期報告交付與修訂資料。 

已修正，p11~13。 

5. P2、15 名稱使用室外、野外現場校正

場，請修訂。 
全文名稱已修正並統一為野外。 

6. P16 在第 1 次提及本中心測量儀器校正

實驗室時，括號以下簡稱實驗室。 
已修正，p15 首行。 

7. P39 請加強本系統目前架構相關描述。 第肆章內容已調整修正，p39~59。 
8. P60 非管制圖，請改善。並請增加可設

定半徑搜尋範圍內校正標的功能。 
已修正。 

9. P39-63，請針對系統與程式介面說明主

要功能，並適當摘錄畫面，至 P43-54 請

酌以整體功能架構圖輔以文字方式說明

即可，系統功能結構細節請予刪除。 

第肆章內容已調整修正，p39~59。 

10. P65 提到請專家學者委員協助審視校

正場文件及能力試驗活動等，目前沒有看

到能力試驗活動部分，請再補充。 

已補充，p64(四)。 

11. P66-68 多處提及”審查意見表”，惟於 技術文件審查意見回覆調整納入本



 

 

本報告中並無對應資料，請改善。 期成果附件 7。 
12. P79 圖 5-2 內簽到簿掃描檔不易閱讀，

請放大顯示並置於附件。文內以本團隊描

述者，請修訂為本學會。 

簽到簿掃瞄將納入報告附件。 
文內以本團隊描述稱呼者，全文檢視

後已修正為本學會。 
13. P83 表 5-4 像元尺寸單位有誤。 單位已修正，p80 表 5-4。 
14. P84-86 請補充符號說明。 已補充說明，p81~83。 
15. P87 請補充引述能力試驗計畫主要工

作之來源文件。 
已補充說明，p85 末段。 

16. P89 圖 6-1 內簽到簿掃描檔不易閱讀，

且與附件四內容重複，請刪除。 
已修訂，p88。 

17. P91 圖 7-2 不易閱讀，且與附件五內容

重複，請刪除。 
已修訂，p89。 

18. P92 提問及回覆，請納入本中心提問內

容。 
表格刪除並調整納入附件 5 

19. P98納入 102年使用中像幅攝影機 P65
測試分析發現問題，及延續可辦理之研究

方向。 

102 年度本學會自行以 P65 像機拍攝

校正場並進行空中三角量測，初步確

認中、小像幅攝影機與航測攝影機可

合用校正場，惟中、小像幅像機本身

內方位條件並不如量測型像機，意即

受限於本身精度限制，校正後所得器

差較大，未來須研議中、小像幅像機

合適之校正項目與標準。相關建議已

納入未來工作規劃，p92。 
20. P99~100，有關未來工作構想內容屬於

建議事項者，請調整納入 P98 中。 
已調整修正，p90~92。 

21. P100 (二)，當以歷年影像資料取代校

正標，歷年資料坐標是使用當年度 gps 資
料以空三平差而得，勢必將隱含歷年 gps
坐標變動誤差，請問此誤差量是否有列入

考量？且以影像區塊當作校正標，請問如

何追溯？ 

年度間 GPS 坐標系統框架之變動遠

在本場校正能力（目前 1/3 地元）之

內。因此對同一地物於不同年度量測

之坐標應可視為重複抽樣。若為地物

顯著移位變動，則於平差計算時可以

粗差偵測予以剔除。 
影像區塊(自然點)均以校正效期內之

衛星定位儀施測，未來如需納入 TAF
認證申請，可考慮以衛星定位儀作為

追溯源。 
22. 請更新附件 5-9～5-10，於提供書面意 已更新，附件 5-8~5-9。 



 

 

見委員簽名欄後適當註記。 
23. 報告書引用或參考至 TAF 文件者，請

納入附件。 
已納入附件 8。 

24. 其他文字修訂部分，另提供 Word 追

蹤修訂檔或書面資料供參。 
遵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