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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業務應用模組開發(二) 
伍  木  林 

 
摘    要 

雪霸國家公園設立目標有四大項：保育、育樂、研究、環境教育。七年
來建置完成基本資料庫含比例尺五萬分之一地圖、環境敏感區及潛在災
害分布圖、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地圖。針對業務問題，活用已建置資料
庫，開發業務應用模組。完成網際網路資訊系統、人造衛星定位系統、
工程管理系統、植物動物資料庫、地籍管理系統、牌示管理系統、舉發
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管理系統、武陵地區資料庫應用模組。系統功能以
解決實際業務問題為主,彈性為原則,可隨業務需要而調整。作業系統為
微軟視窗 2000高級伺服器版， 具備主從架構(client/server)、網際網路功
能。使用簡便，可隨意超連結各種資訊，可提高雪霸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成效。基本資料庫或應用模組可簡化及擇要後，公之於網際網路上，對
於雪霸國家公園保育應有正面效果。雪霸國家公園電腦及網路系統架
構、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及軟體架構，可供今後電腦及網路改善之參考。
業務應用模組宜隨時增加新功能，方能符合網路時代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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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Modules for Management of  

Shei-Pa National Park (II) 
 

Mu-Lin Wu 
 

Abstract 
Shei-Pa National Park is one of the six national parks in Taiwan pursuing conservation, 
recreation,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l simultaneously. In the last seven 
year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databases were 
created.  This year project was tried to develop some application modules using the 
Microsoft 2000 Advance Server as their operating system.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roject are creating the basic databases and developing application modules in order to 
solving problems encountering in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national park. Fortunately, 
the basic databases now can cover the whole national park sheet by sheet with scales 
1:10,000 and 1:5,000. All information in the 1:5,000 orthophoto map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digital forms such as five meters contour, river, road, compartment, 
parcel, and their images.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now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field for real time extraction of a giving site map. All databases now are ready for 
Internet browsing for general public if database security is not a concern. Application 
modules are now ready for implemented in the field and in the office. Animal, plant, 
land parcel management,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llegal activity enforcement, and 
guiding and interpretation signs management are those application modules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right away not in the office but also in the Internet. Databases updating is 
one of many functions inherent in the application modules that only requires several 
steps of copy, pasting, and typing. Refinement and updating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steps for all the application modul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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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雪霸國家公園設立目標有四大項：保育、育樂、研究、環境教
育。保護區內自然生態體系與景觀資源及人文史蹟，不違反保
育目標下，提供國民遊憩活動與機會、自然科學研究與戶外環
境教育之場所與機會。 

地理資訊系統可立即提供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所需要的地圖、影
像、屬性等資訊，唯需先建立資料庫及電腦系統。人造衛星定
位系統可立即顯示人員、車輛的地理座標，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的圖形資料庫，以及無線電通訊系統，可隨時掌握國家公園內
動態資訊。地理資訊系統全中文化，使用工作站、個人電腦、
筆記型電腦等不同主機，不需背誦指令，人人皆可用，且可按
業務課業務需求增添新功能。 

雪霸國家公園完成地理資料庫圖檔包括數化控制點分佈、簡化
控制點分佈、地形、高程分布、坡度、主要山岳、水系、集水
區、地質、植物分布、動物分布、國公園範圍、國家公園計畫
分區、行政區界、土地權屬、林業事業區界、道路與步道系統
現況、遊憩暨登山健行步道系統。除了地形及坡度所根據地圖
比例尺為一萬分之一外，其餘皆為五萬分之一。雪霸國家公園
轄區內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地形圖涵蓋新竹林區、東勢林區、宜
蘭林區，尚缺新竹林區與、宜蘭林區之地形圖。已完成應用模
組有 :立體地形模擬模組、人造衛星定位系統、計畫中欲取得土
地查詢系統、道路設計、道路整修工程查詢系統、牌示管理查
詢系統、園區森林火災查詢系統、巡山員無線電回報系統、各
類獵具分布範圍查詢系統、武陵地區水質監測查詢系統、土地
管理系統。操作簡便為各應用模組基本特性。以武陵地區各溪
流採樣點水質資料庫管理系統為例，製作多媒體簡報系統乙
套，包含動畫、聲音、音樂、影像、文字、圖形。此套多媒體
簡報兼具使用手冊之功能。資料可套繪統計圖，一組數據可選
用 37種平面統計圖、35種立體統計圖，繪製、編修、列印皆非
常簡便。 

工程管理系統、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已開發應用模組增加
網際網路執行功能，可大幅提高雪霸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成效，
提升雪霸國家公園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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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目的是數化補足雪霸國家公園像片基本圖資料庫，維護
與加強工程管理系統、更新已開發應用模組增加網際網路執行
功能、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布圖納入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
統。提高雪霸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成效。 

二.文獻評述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群琁地理資訊顧問有限公司完成『 國家公園
地理資訊系統整合規劃報告書』（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有限公
司，1994），為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模組開發之規範 。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伍木林，1994），已完成
地理資訊系統建立工作，開發應用模組，以解決各業務課之業
務需求。已開發完成應用模組有 :圖形影像疊合系統、獵物獵具
資料庫管理系統、人員車輛自動監控模組、步道現場數化模組
等。道路興建工程輔助設計規劃系統，尚待開發。已完成地理
資料庫，比例尺為五萬分之一及一萬分之一，等高線間距為50
公尺。較大比例尺地圖宜陸續建檔。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
統之建立 (二 )（伍木林，1995）、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之
建立 (三 )（伍木林，1996）、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四 )（伍木林，1997）、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五)
（伍木林，1998）、雪霸國家公園業務應用模組開發(一)（伍木
林，1999）開發應用模組，以解決各業務課之業務問題，落實
技術轉移。按管理處、企劃課、工務課、觀光課、解說課、保
育課分別開發，基本資料庫可共享。已完成應用模組有: 

1) 管理處－立體地形模擬模組、人造衛星定位系統 

2) 企劃課－計畫中欲取得土地查詢系統、土地管理系統 

3) 工務課－工程管理系統 

4) 觀光課－園區森林火災查詢系統、巡山員無線電回報系統 

5) 解說課－牌示管理查詢系統 

6) 保育課－各類獵具分布範圍查詢系統、武陵地區水質監測查
詢系統。 

實地使用時，各應用模組可配合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無線電回
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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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內容及範圍 

收集補足雪霸國家公園園區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人
工數化像片基本圖，轉換數值地圖格式為關聯式資料庫，具備
網際網路 (internet)超連結之特性。工程管理系統之維護與加強、
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布圖納入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整
合像片基本圖影像檔案。 

四.研究過程及方法 

4.1資料收集 

收集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等高線圖，已發包工程相
關之圖說與資料。   

4.2等高線圖數化及像片基本圖掃瞄 

補足雪霸國家公園園區之地圖資料庫，其中五千分之一像片基
本圖及等高線圖 (精度至5公尺 )約有20幅未數化，於本計畫數化
完成。屬性資料建檔，掃瞄像片基本圖，轉換數值地圖格式為
關聯式資料庫。轉換數值地圖資料庫為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之格式，具備超連結之特性。 

4.3工程管理系統之維護與加強 

已開發雪霸國家公園工程管理系統，有效管理全部已發包工
程。落實預算執行進度。需進行工程管理系統之維護與功能之
加強。 

4.4 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布圖納入網際網路地理
資訊系統 

雪霸國家公園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布圖包含雪見地區、觀
霧地區、武陵地區、大雪山地區．將其納入網際網路地理資訊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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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整合像片基本圖影像檔案 

像片基本圖影像檔案需整合為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圖幅為單位，
並進行幾何位置糾正為 TM2度分帶座標系統。 

4.6更新單機版應用模組為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將以前已開發之單機版應用模組如：獵具管理系統、遊客管理
系統、武陵地區溪流水質監測系統修改程式，納入網際網路資
訊系統之中，並將已建置資料轉檔至新系統中，另將改善操作
介面，增加介面之親和力，以提昇使用效率。 

4.7技術轉移 

電腦及網際網路使用技術轉移。 

 

五、研究成果討論與分析 

5.1.像片基本圖數化 

已完成比例尺五千分之一林區像片基本圖 151 幅，轉換格式為
關聯式資料庫，具備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超連結之特性。數
化等高線圖五公尺等高線共 16 幅，轉換數值地圖格式為關聯式
資料庫，具備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超連結之特性。 

林區像片基本圖數值影像檔 151幅格式為*.jpg、*.tif 及*.mix格式
(Photo Draw 2000) 。每個圖檔另有一個描述檔即*.txt、*.doc 及
*.tifw,  這個檔案記錄了這張圖的四角座標 ,及這張圖有多少像
元。 .所有圖檔解析度一致,邊皆已切掉 。提供灰階單一波段的影
像。每個圖檔皆做幾何糾正。解析度較高的影像為*.tif  及*.mix
格式。*.jpg 影像提供 WWW 網頁使用，解析度較差。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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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林區像片基本圖 (9521-I-039) 數值影像檔諸元 

檔名:95211039 

圖號:9521-I-039  

 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經  度 120 57 0 120 58 30 120 57 0 120 58 30 

緯  度 24 25 30 24 25 30 24 24 0 24 24 0 

TM2度分帶座標(X) 
244929.7470 247464.8737 244928.7484 247464.3743 

TM2度分帶座標(Y) 
2702085.5600 2702084.8739 2699316.7173 2699316.0317 

圖檔像元總數 JPG=888837bytes   TIF=58567886bytes 

 

 
圖 5.1. 圖名為大霸尖山圖號為 9621-I-011之數值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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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圖名為煙聲圖號為 9621-I-022之數值地圖 

 

5.2網際網路資訊系統更新 

5.2.1 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原為 Windows 98 及 NT 4.0 更新為 Windows 2000 專業版
(Professional) 、 伺服器版(Server) 、高級伺服器版(Advance Server)
三種。執行速度、系統穩定性、網際網路速度皆提高許多。 

5.2.2 使用程式 

使用程式包括: Visual basic 6.0, visual C++ 6.0, SQL 7.0, FrontPage 
2000, Dreamweaver, Flash, Authorware, Vdraft, Corel Draw, Access 2000, 
Reality Studio, Photo Draw 2000。網際網路上瀏覽器需外掛 plug-in: 
SVF, SVG, Flash, Shockwave, Reality Studio。 

5.2.3 網際網路資料格式 

地圖格式為 svf ( simple vector format) 及 svg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 svg為 網際網路管理委員會 (World Wide Web 
Commission)所制訂最新向量地圖與向量影像資料格式。座標系
統為 TM 2 度分帶，具備網際網路資訊系統超連結之特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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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格式為 svf。地圖或工程設計圖皆可放大、縮小、平移、
視窗放大、列印、圖層開啟關閉。超連結可連結地圖、影像、
聲音、表格、網站、文字。影像格式為 gif、 jpg 、 fif、svg。像
片基本圖格式為 fif、 jpg，可放大、縮小、視窗放大、列印。多
媒體格式為 Macromedia Shockwave *.aam 與  *.aas，Macromedia 
Flash *.swf。360度影像為 Reality studio。 

 
圖 5.3. 雪霸國家公園網際網路資訊系統首頁 

 

圖 5.4. 雪霸國家公園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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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林區像片基本圖 (9521-I-015)網頁 

 

圖 5.6. 林區像片基本圖 (9622-III-084)網頁 

 
圖 5.7 工程管理系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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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布圖網頁 

 
圖 5.9環境敏感區與潛在災害分布圖網頁 

 
圖 5.10雪霸國家公園全區整合圖(比例尺 1/5000)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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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雪霸國家公園全區整合圖(比例尺 1/5000)網頁 

 

 

圖 5.12雪霸國家公園全區河流圖(比例尺 1/5000)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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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雪霸國家公園全區山岳圖網頁 

 

 

圖 5.14雪霸國家公園全區道路與步道圖網頁 



 12 

5.3雪霸國家公園基本數值資料庫 
地形圖、等高線圖、坡度圖、坡向圖、林班圖、像片基本圖、環境敏感區及潛在

災害分布圖、國家公園計畫圖、地質圖、集水區圖、行政區界圖。 

5.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架構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基本資料庫應用系統

立體地形

武陵地區水質監測查詢系統

獵具資料庫管理系統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遊憩區遊客管理系統

土地管理系統

牌示管理系統

道路設計整修工程查詢系統

工程管理系統

 
圖 5.15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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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資料架構 
 

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地圖 (環境敏感區及潛在災
害分布圖、地形圖、等高
線圖、林班圖、坡度圖、
坡向圖、國家公園計畫
圖、地質、集水區、行政

區界)

MAPGUIDE

ARC/INFO
ARC/VIEW

網際網路(World Wide
Web Internet)

區域網路

違反國家公園法
管理系統

多媒體(360度
影像. 動

畫.立體地形)

影像(像片基
本圖.衛星影
像.林區像片
圖.照片)

屬性資料庫 (地籍.水
質.遊客量.工程資料
庫.動植物.遊憩設施.步
道.牌示.違反國家公園
法案件.獵具分布)

工程設計
圖.管線圖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
(GPS)

 
 
圖 5.16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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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架構 
 

Windows 2000 高級伺服器
(Advance Server)

Windows 2000 專業版
或Windows 98

Windows 2000 專業版
或Windows 98 或 NT 4.0Windows 2000 專業版

或Windows 98 或 NT 4.0

Windows 2000 伺服器
(Serrver)

印表機

掃瞄器

繪圖機

Windows 2000 專業版
或Windows 98Windows 2000 專業版

或Windows 98 或 NT 4.0 

圖 5.17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架構圖 
 

5.7雪霸國家公園電腦及網路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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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架構 

 

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地圖 (環境敏感區及潛在災
害分布圖、地形圖、等高
線圖、林班圖、坡度圖、
坡向圖、國家公園計畫
圖、地質、集水區、行政

區界)

MAPGUIDE

ARC/INFO
ARC/VIEW

網際網路(World Wide
Web Internet)

區域網路

違反國家公園法
管理系統

多媒體(360度
影像. 動

畫.立體地形)

影像(像片基
本圖.衛星影
像.林區像片
圖.照片)

屬性資料庫 (地籍.水
質.遊客量.工程資料
庫.動植物.遊憩設施.步
道.牌示.違反國家公園
法案件.獵具分布)

工程設
計圖.管
線圖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GPS)
自動找出現地所在地圖

提供以地圖為背景
的基本資料

資
料
共
享

印表機

自動列印

繪圖機

數幅地圖套疊
地圖與像片基本圖套疊

 
 

圖 5.19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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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業務應用模組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保育研究課
植物資料庫管理系統

動物資料庫管理系統

土地管理系統 

汶水行政中心地下管線管理
應用模組

各項工程查詢系統

解說景點管理系統

牌示管理系統

違反國家公園法管理系統

觀光遊憩課

解說教育課

企劃經理課

工務建設課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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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業務應用模組架構圖  

6.1 武陵地區資料庫應用模組 

 
圖 6.2 武陵地區資料庫網頁  

 
圖  6.3 武陵地區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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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  武陵地區各採樣點位置  

 
圖 6.5 武陵地區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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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程管理系統 
工程管理系統除加強八十八年度開發之工程管理系統外，新增汶水地下管線管理

應用模組、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應用模組。其系統架構圖如下。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汶水地下管線管理應用模組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87~89年度工程

工程管理系統(八十八年度)

 

 
圖 6.6 雪霸國家公園工程管理系統架構圖 
 

 
圖 6.7 雪霸國家公園工程管理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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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汶水地下管線管理應用模組 
汶水地下管線管理應用模組功能如下: 

 1. 汶水地下管線圖查詢、 
     2. 汶水地下管線圖套疊其他地圖(含等高線圖、建物平面佈置圖、道路圖、
牌示圖、路燈、像片基本圖⋯⋯⋯)。 

     3. 屬性資料查詢(按完工年度、照片、工程預算、⋯⋯⋯)。 
     4. 由地下管線圖查詢屬性資料或由屬性資料查詢地下管線圖。 
     5. 圖形及屬性資料庫更新。 

     6. 圖形及屬性資料自動列印。 

     8. 網際網路上展示與下載(部分網頁需要密碼) 。 

汶水地下管線管理應用模組可列印:   1.) 汶水地下管線圖局部或全部。 2.) 定
型表格(Excel 或 Word )。3.) 地圖。4.) 屬性資料查詢成果列印。 

汶
水
地
下
管
線
管
理
應
用
模
組

地下工程管線圖套疊建物平面佈置圖、等高線
圖、道路圖

地下工程管線圖套疊建物平面佈置圖、等高線
圖、道路圖、像片基本圖

地下工程管線圖

水管.涵管.箱涵

100公尺方格

電信陰井.跌落
井.PE管

圖層可自由選擇開或關

道路.停車格 電力
 

圖 6.8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地下管線管理應用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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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地下管線管理應用模組首頁 
 
 
 

 

圖 6.10 雪霸國家公園汶水地下管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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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工程管線圖套疊等高線、道路圖 

 
 

 
圖6.12工程管線圖套疊等高線、道路圖、像片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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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3工程管線圖圖層可自由選擇開或關 

 
 

 
圖6.14工程管線圖選擇開啟電信、電力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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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應用模組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應用模組可依照工程名稱圖層選擇開啟或關
閉，圖上可超連結 360度影像、警告牌、指示牌、解說牌、照片、細部設計圖… ..
等相關資訊。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87~89年度工程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87~89年度施
工位置圖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87~89年度施
工情形摘要一覽表

大鹿林道東線路基
缺口暨路面整修工

程

大鹿林道東線警告
牌示設置工程

大鹿林道維修工程
大鹿林道東線擋土
牆護欄設置工程

圖層可選擇開或關

360度影像

超連結

警告牌.指示牌.解
說牌

照片

細部設計圖

 
圖 6.15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應用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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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網頁 

 

圖 6.17 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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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八十八年度開發之工程管理系統應用模組 
 

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
處工程管
理系統
(88年度)

工程進度報表

管理處新建工程

服勤設施新建工程

營繕工程執行概況

工程執行表

遊客中心新建工程

觀霧管理站

使用手冊
 

圖 6.18 雪霸國家公園 88年度工程管理模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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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雪霸國家公園植物資料庫管理系統 

雪霸國家公園植物資料庫管理系統架構圖

植物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輸入與更新

自動列印

印表機

繪圖機

查詢

觀霧地區植物名錄

雪山主峰植物名錄

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
物名錄

依照單子葉植物. 裸子植
物.  蕨類植物. 雙子葉植物
查詢

依照英文學名查詢

依照中文學名查詢

依照英文科名查詢

依照科別查詢

查詢原生或栽培

查詢草本木本或藤

查詢特有性

查
詢
條
件

使用手冊

 

圖 6.19 雪霸國家公園植物資料庫管理系統架構圖 

 
圖 6.20雪霸國家公園植物資料庫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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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霧地區植物名錄如下: 

 

圖 6.21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植物名錄 
 
查詢特有性成果如下: 

 

圖 6.22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植物名錄查詢特有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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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特有性查詢成果如下: 

 

圖 6.23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植物名錄列印特有性查詢成果 
 
植物資料庫單一植物詳細資料如下: 

 
圖 6.24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植物名錄單一植物詳細資料 
 
移動滑鼠至地圖上?按滑鼠右鍵可選擇放大(Zoom In)與縮小(Zoo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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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與更新如下圖直接輸入與更新。 

 
圖 6.25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植物名錄資料輸入與更新 
 
 
雪山主峰植物名錄如下: 

 

圖 6.26雪霸國家公園雪山主峰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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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雪霸國家公園雪山主峰植物名錄列印 
 
 
 
 
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物名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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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雪霸國家公園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物名錄 
 

 
圖 6.29植物資料庫科別種別統計 
 

 
圖 6.30植物資料庫科別種別統計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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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雪霸國家公園動物資料庫管理系統 

 
圖 6.31雪霸國家公園動物資料庫首頁 
 
 
 

 
圖 6.32雪霸國家公園動物資料庫查詢成果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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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雪霸國家公園動物資料庫查詢成果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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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武陵地區地籍管理系統 

武陵地區地籍管理系統地籍屬性可由圖 6.34程式執行。地籍圖依照像片基本圖
圖幅及座標全數轉換完成，計有 9621-I-042等七幅。武陵地區地籍圖如圖 6.5。 

 

圖 6.34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地區地籍管理系統 
 
上圖中按『檢視地圖』鍵可見下圖： 

 
圖 6.35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地區地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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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雪霸國家公園武陵地區地籍圖 
 

6.6 舉發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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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雪霸國家公園牌示管理系統 

牌示位置圖具備超連結特色，可超連結屬性資料、照片、360度照片，如下圖。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牌
示
管
理
系
統

牌示管理系統

大霸尖山步道牌示管理系統

武陵遊憩區牌示管理系統

雪山步道牌示管理系統

牌示人造衛星定位系統(GPS)

 

圖 6.37雪霸國家公園牌示管理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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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8雪霸國家公園牌示管理系統程式 
 

 
圖 6.39 牌示管理系統可自動檢視牌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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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0 牌示具備超連結特色 
 

 

圖 6.41 牌示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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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2大霸尖山步道牌示 
 

 

圖 6.43武陵遊憩區牌示 
 

 
圖 6.44雪山步道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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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雪霸國家公園人造衛星定位系統 

下圖人造衛星定位系統(GPS)輸入 X, Y座標，自動叫出該地圖，圖上具備超連結
特，例如觀霧地區大鹿林道東線 87~89年度工程圖、大霸尖山步道(9621-IV-008)。 
6.8.1 GPS手機資料下載至個人電腦， 
6.8.2 GPS經緯度轉換為 X,Y座標，可供下圖程式之輸入資料。 

 
圖 6.45 輸入單筆 X, Y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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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 檢視地圖 
 

 
圖 6.47 檢視多筆 GPS資料 
 
 

 
圖 6.48 檢視多筆 GPS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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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9 檢視多筆 GPS資料 
 

 

圖 6.50 雪山步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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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1 圖形放大縮小 

 

圖 6.52 圖形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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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GPS手機資料下載至個人電腦 

1. 執行程式: GPS下載資料程式，如下圖。 

 

 

上圖中點選 ，立即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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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點選 OK，立即可見下圖。 

 
上圖Waypoints(10) 表示 GPS手機中已下載 10點資料至個人電腦。點選 File，
立即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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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點選 Export，立即可見下圖。 

 

上圖中輸入檔案名稱 test，按『存檔』鍵，立即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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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ord或記事本，即可見上圖。此檔案 test.txt可供『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經緯
度轉換為 X,Y座標』程式之用。 
 
 
 

6.8.2 GPS經緯度轉換為 X,Y座標 

1. 執行程式: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經緯度轉換為X,Y座標(1)。 
2. 使用記事本編輯去除不要之點位，儲存檔案為*.ASC。 
3. 執行程式: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經緯度轉換為X,Y座標(3)。 
4. 執行程式:  GPS  X,Y座標轉換為*.DXF程式。 

5. 檢視*.DXF檔案(使用VDRAFT，AUTOCAD或AR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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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按『選擇 GPS下載檔案』鍵，可見下圖。 

 

選定 GPS手機已下載檔案(*.TXT)。立即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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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經緯度轉換為 X,Y座標(1) 』，使用記事本編輯*.ASC，去除不要之點位，
儲存新檔案為*.ASC。 
 
執行程式: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經緯度轉換為 X,Y座標(3)，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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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按『執行』鍵，可見下圖。 

 

 

上圖中選定檔案(*.ASC)，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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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程式:  GPS  X,Y座標轉換為*.DXF程式。立即可見下圖。 

 

上圖中按『執行』鍵，可見下圖。 

 



 54 

 
 
上圖中選定檔案(*.XY)，可見下圖。 
 

 

關閉『GPS  X,Y座標轉換為*.DXF程式』，進入檔案總管，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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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移動滑鼠至『Gpstest0.dxf』，快速按滑鼠左鍵兩下，可見下圖。 
 

 

上圖需輸入 zoom按 Enter鍵，再移動滑鼠至『zoom extent』，，可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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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議與結論 

建議 

1. 雪霸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需要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確認地面座標，即

時找出該地相關地圖，依據各業務課實際需求所開發業務應用模

組，輔助解決業務問題。本計畫成果之一基本資料庫可由電腦即

時獲取及列印，配合業務應用模組，可符合業務需求，各業務課

應用模組宜實地操作，隨時更新資料。 

2. 網際網路除了可供業務課即時獲取所需地圖及其他資料，亦可供

一般大眾即時提供雪霸國家公園區內相關資訊，例如違規案件舉

發。 

3. 本計畫所完成資料庫資料量龐大，業務應用模組實際操作時，需

要較一般公文或文書處理所需電腦設備高出許多，相關套裝軟體

亦多出許多。建議電腦設備及相關軟體宜逐年更新，方能跟上網

路時代潮流。 

4. 工程圖、地形圖、地籍圖、牌示位置圖等應整合應用，方能符合

各業務課需求，且真正發揮地理資訊系統之功能。本計畫僅完成

少部份功能而已，將來宜加強擴大業務課之間整合型應用模組開

發。 

5. 本計畫所完成工作大部份可在網際網路上執行，唯需顧及相關法

規及業務需求，不須全部上網供一般民眾查閱。基本資料庫或應

用模組可簡化及擇要後，公之於網際網路上，對於雪霸國家公園

保育應有正面效果。 

6. 雪霸國家公園網際網路資訊系統軟體架構可以參考雪霸國家公園

網際網路資訊系統軟體架構圖。電腦及網路系統建議如雪霸國家

公園電腦系統架構圖。應加強網際網路功能,如雪霸國家公園地理

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圖。任何業務實地執行時務必使用人造衛星定

位系統,整合於數值地圖、屬性資料庫、數值像片基本圖。委辦研

究計畫成果宜提出附人造衛星定位系統座標成果的數值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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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本計畫完成雪霸國家公園區內地形圖、等高線圖、坡度圖、坡向

圖、林班圖、像片基本圖、環境敏感區及潛在災害分布圖、國家公園

計畫圖、地質圖、集水區圖、行政區界圖。整合各課業務資料庫，套

疊已建檔地形圖、地籍圖、像片基本圖、地籍屬性資料，協助各課執

行業務，提高雪霸國家公園管理成效。 

 
2. 人造衛星定位系統應用模組以 GPS手機現場實測 X, Y座標，輸入

電腦後，自動調出所在位置相關地圖，立即可得地籍圖、地籍屬性、

像片基本圖、牌示資訊、地下管線資料。確認位置無誤，可立即列印

地圖、表格。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的優點是指出位置，透過應用模組可

自動標示於地圖上，立即調出相關資訊，對於雪霸國家公園管理助益

良多。 

 
3. 開發完成業務應用模組，包括武陵地區資料庫應用模組.、工程管

理系統、植物資料庫管理系統、動物資料庫管理系統、武陵地區地籍

管理系統、舉發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管理系統、牌示管理系統、人造

衛星定位系統。加強已開發應用模組功能如：網際網路資訊系統、多

媒體簡報。業務應用模組宜隨時增加新功能，方能符合網路時代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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