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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雪霸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本島中北部，屬於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內地形

錯綜複雜，景色變化萬千，高峰溪流景觀壯麗，蘊涵完整豐富的動植物及人

文資源。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成立以來，已針對園區內之動植物等生態資

源進行調查研究，並已有相當豐富之成果，然其過去之就有資料多為文數字

資料或是以圖文描述示意之方式紀錄，缺乏坐標紀錄其空間地理位置，使得

在後續的研究應用上較為困難。 

本研究依企業系統規劃法規劃，透過訪談及規劃，建立一完整之「雪霸

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包括生態環境資料庫以及生物資源資料庫，並建立

「雪霸國家公園氣象資料轉檔系統」以及「雪霸國家公園植群調查資料轉檔

系統」，提供生態資料庫建置之輔助工具。此外，本研究亦以個人行動定位

技術與數位式行動載具為平台規劃「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示範作業系統」示

範作業，提供現地調查人員一行動式生態資料調查紀錄機制以及未來系統開

發之參考。 

 

關鍵詞：生態資料庫、地理資訊系統、個人數位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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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及目的 

 

雪霸國家公園於民國 81年成立，為台灣第五座國家公園，位於台灣本

島中北部，屬於高山型國家公園。園區以雪山山脈為主軸，範圍涵括了新竹

縣五峰鄉和尖石鄉、苗栗縣泰安鄉、台中縣和平鄉，總面積達76,850公頃。

園區內地形錯綜複雜，景色變化萬千，高峰溪流景觀壯麗，蘊涵完整豐富的

動植物及人文資源。 

為合理管理園區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及掌握園區內自然事物的動態變

遷，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自成立以來，已針對園區內之動植物等生態資源進

行調查研究，並已有相當豐富之成果，然其過去之就有資料多為文數字資料

或是以圖文描述示意之方式紀錄，缺乏坐標紀錄其空間地理位置，使得後續

的研究應用上較為困難。 

本研究依企業系統規劃法，規劃完整之「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架

構及內容，以提供未來生態資料庫之成果匯整至「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

用系統」，以進行生態調查資料之管理與查詢作業。此外，本研究亦以個人

行動定位技術與數位式行動載具為平台規劃「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示範作業

系統」示範作業，提供現地調查人員一行動式生態資料調查紀錄機制以及未

來系統開發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工作項目及流程 

 

本研究之工作項目如下，及整體計畫作業流程如圖1-1所示。 

(一)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整體規劃 

依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過去之生態調查研究成果以及目前數值化資

料之狀況，並評估未來相關研究之需求，採用YourDon所提出的企業系統規

劃法（BSP）理念與原則規劃「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包括資料庫之

整體架構、分類架構、項目、內容等，並經由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各管

理站人員之訪談及調查結果，瞭解生態資料之使用現況需求與相關應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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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二)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1. 舊有研究調查報告內容數化建檔 

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歷年之相關生態調查研究報告書面資料，進行數

值資料之建置，包括文、數字資料、圖形資料、照片資料、統計圖表以及相

關之事意圖等，將之數化為數值化資料，並將具有空間分佈性質之資料進行

數化，並轉換為GIS格式，與雪霸國家公園現有之GIS資料庫進行整合。 

2. 生態環境資料建置 

建立雪霸國家公園園區範圍內之生態環境資料，包括氣象資料（降雨、

溫度、日照等）、坡度、坡向、山脈、水系、地質、土壤等，並與「雪霸國

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整合。 

3. 現有數值檔案整合 

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之相關生態調查研究報告（具有空間坐標紀

錄之數值檔案者），將其研究之成果轉換為GIS格式，並彙整至「雪霸國家

公園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中，以供查詢。 

(三) 生態資料庫查詢系統建置 

依據本研究所建置之「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內容以及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於生態資源管理之需求，以 Web之方式建置「生態資料庫查詢系

統」，並可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現有之「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

合，以彙整生態調查資料至GIS資料庫中。 

(四) 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系統示範作業 

本研究以個人行動定位技術以數位式行動載具為工作平台，規劃視窗式

查定作業系統，以下拉式選單、核取方塊及選項按鈕等方式，作為現地調查

作業之介面。本研究規劃之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系統示範作業，提供雪霸國

家公園管理處人員測試使用，以為後續應用系統發展之建置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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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整體作業流程圖 

計畫開始

資料蒐集及背景分析

系統整合測試

生物資源資料庫
規劃

雪霸國家公園
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匯整

期末報告

PDA行動生態調查
系統示範作業

報告彙整及修訂系統覆驗及修正

研究成果交付

技術移轉

工作會議

問題回饋

相關文獻回顧

生態資料庫規劃

資料標準研擬
生態環境資料庫

規劃

生物資源資料庫
建置

生態環境資料庫
建置

資料標準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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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作進度 

 

本研究九十一年度之執行期間自九十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計11.5個月，各項工作之進度如表1-1所示。 

表1-1工作進度甘梯圖（Gantt Chart）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年別 九十一年 工作項目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

1.目的及範圍確立             

2.相關文獻回顧             

3.專家學者訪談             

4.生態資料庫規劃             

5.生態資料庫建置             

6.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彙整             

7.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系統示範作業             

8.期中報告           

9.期末報告、修正及付印       

10.研究成果交付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5 10 20 26 35 42 5

6  

 

 

 

 

 4
 /19
      

      

8 67 75 88 96 100

1
2/9



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預期效益 

 

(一) 生態資料庫之整體規劃，提供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生態資料調查內容
之依據。 

(二)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整合雪霸國家公園之所有生態調查資
料，提供未來相關研究之查詢與參考。 

(三) 生態資料庫之成果整合至「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提供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業務人員進行資料登錄、管理以及查詢，透

過單一介面存取所有相關生態調查資料，提升生態及保育研究之效

率。 

(四) 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系統示範作業提供生態調查人員以數位化及行動
式之方式紀錄調查資料，並建立未來數位行動調查機制，提升生態資

料調查及登錄之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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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資料庫概述 

資料之管理與維護，涉及決策之制訂和經營管理之效能，在資訊爆炸的

時代，面對日與俱增的龐大資料，任何的研究、規劃、應用，都必須仰賴正

確且即時的資訊才能進行，故必須要利用電腦軟體工具來處理如此龐大的資

料。所謂資料庫（Database）即是以電子化之方式來管理檔案或資料的集合，

以最少重複之儲存方式，用最佳型態供多個使用者使用，並使資料易於維護

及管理，而用來管理資料庫之系統及稱之為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在資料庫管理系統的環境下，使用者能更有效

率地存取、維護資料，取代大量的人力操作。而空間資料庫（Spatial Database）

與資料庫的差異在於其所管理的資料具有複雜結構的圖形料，故較一般所談

論的資料庫更為複雜。 

資料庫所儲存之資料皆以規律之排列方式儲存，欄位（Field）是資料庫

中最小的單位，描述一資料實體（Entity）的某一屬性（Attribute），可以欄

位表示。將有關係的欄位組合在一起使用，以描述一個資料實體，此即為紀

錄（Record），各紀錄及合成一個檔（File），而資料庫即為檔之集合。 

資料庫之類型依其資料結構之不同，分為以下幾種資料庫模式（Database 

Model）：階層式資料庫（Hierarchical Database）、網路式資料庫（Network 

Database）、關連式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物件導向式資料庫

（Object-oriented Database）。對於不同之資料形式、資料關係、重複性以及

複雜度，所使用之資料庫類型將影響資料存取與使用之容易度。 

 

第二節 地理資訊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為結合地理資訊與

科技的一門新興學科，除於製作地圖之助益外，更將真實世界（real world）

的資料相連結，可改善各項土地利用與提升環境資源的使用效率（efficiency）

與效果（effectiveness）；並可因應不同或特殊之需求，表現空間特徵；連結

各項資料則有助於決策之擬定。由圖 2-1可以說明地理資訊系統、空間特徵

與決策的關係；利用各項技術，將真實世界的現象與事件簡化，並將資料蒐

集與整理後，帶入電腦分析，以輔助決策之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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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圖 2-1地理資訊與空間決策之關聯 

 

(資料來源：Tor Bernhardsen,1999) 

依據 Burrough（1986）所提出地理資訊系統所應具備的基本功能有下列

五項： 

(一) 資料輸入 

需具備地圖、野外調查、航空照片、衛星影像、磁帶或報告等不同來源

的資料，透過文字、圖形終端機、數位儀、掃描機等轉換成電腦能夠接受的

數據型式資料的功能。 

(二) 資料儲存與資料庫管理 

資料庫儲存區位與屬性資料，會隨著使用者需求或時間演變，而產生新

資料。為了滿足使用者需求，必須設計適合的資訊儲存的結構，定出資料間

相互關係的位置，以減少資料重複儲存及能夠迅速、正確的尋取資料以利未

來資料庫擴張。  

(三) 資料輸出和展示 

地理資訊系統資料經過分析之後，其成果可以透過彩色終端機、印表

機、繪圖機或磁帶等方式以圖形、地圖、表、或數值等形式表現。 

(四) 資料轉換 

地理資訊系統資料的轉換包括兩種功能：1.資料維護(包括資料的更新、

編輯、比例及投影的轉換，面積的計算等)，2.資料利用與分析(滿足使用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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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用地理資訊系統的需求設計出一組資料分析模式)。而這些分析模式的建立必

須具有一套數學模式或評估架構，然後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本身特有的指令，

以進行模擬、分析，發揮決策功能。 

(五) 交談式處理功能 

由於地理資料龐大且複雜，地理資訊系統必須具備交談式處理功能，以

利使用者能夠透過一套畫面指令驅動方式，直接在終端機螢幕上進行資料更

新、編輯或分析等處理過程。 

地理資訊系統之技術發展已達成熟之階段，加上其他資訊技術之整合，

其相關之應用涵蓋相當廣泛，包括：環境管理、交通運輸、農業、國防、電

信通訊、零售業、保險業等。而在國家公園管理之應用上，更可映用於環境

資源管理、資源調查、環境監測、土地管理、設施管理以及查報作業等，目

前國內各國家公園管理處皆致力於地理資訊相關業務之發展，並且已有相當

多之成果，包括GIS資料建置以及應用系統之開發等，而未來各項成果之整

合與流通將是GIS應用之主要課題。 

 

第三節 國土資訊系統 

隨著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以及社會經濟活動日益頻繁與複雜，對於過內

各項環境及資源的分佈，政府有必要瞭解並予以登錄。自民國七十九年政府

正式成立國土資訊推動小組進行各項推動工作，建立全國性大型地理資訊系

統，即為國土資訊系統（National GIS, NGIS）進行各項推動工作，以分工合

作方式之方式完成國內各項空間地理資料之建置與管理，達到資料共享與多

目標應用之目的。 

依據國土資訊系統實施方案，此一資訊系統之目的在於結合全國各種具

有空間分佈特性之地理資料，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達到資料共享與多目標應用

之整合性分散式地理資訊系統。經由建立資訊的供需體系與標準制度，可提

供各有關的機關單位作為施政規劃、輔助決策建立與執行之用。 

為掌握國內所有地理資料狀況，國土資訊推動小組將全國地理資料庫細

分為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品質、社會經濟、土地、區域及都市

計畫、交通網路、公共設施管線、基本地形圖等九大資料庫，並成立相關資

料庫之工作分組，以統籌規劃建立各資料庫與協調各資料生產單位負責事

項，其中「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分組」即為其中之一員。自然資源與生態

資料庫分組之組織概況如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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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分組業務相關單位組織圖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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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之權責單位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召集單位，資

料生產單位包括：農委會、農航所、農試所、各區農改場、水土保持局、林

務局、林業試驗所、漁業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礦物局、中央地調

所、水利署、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臺北市政府等。其資料項目分為

大類、中類及小類，其分類如表2-1所示。 

 

表 2-1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分類表 
資料大類 資料中類 資料小類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農業資源 農業土地調查 

農業土壤 

農業相關設施 

作物生產力 

農產及農業經濟 

農田灌溉 

農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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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林業資源 林業土地調查 

森林土壤 

林業相關設施 

林產及林業經濟 

林業災害 

 漁業資源 沿海漁業土地利用 

海況及漁況調查 

漁業相關設施 

漁業經濟 

漁業災害 

 畜牧業資源 畜牧業土地調查 

畜牧業登記資料 

畜牧業相關設施 

畜業經濟 

畜牧業疫情 

 礦業資源 礦業資源調查 

礦場登記 

礦業相關設施 

礦業經濟 

礦業災害 

 生態 陸域動物生態 

陸域植物生態 

海域動物生態 

海域植物生態 

濕地動物生態 

濕地植物生態 

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護區 

其他保護區 

 基本圖資 航遙測影像 

依農委會資料典之定義及其所涵蓋之實體資料範圍，生態資料中類生態

資料所指的是自然環境中之動、植物、微生物與無生物之間因交互作用而產

生的關連、現象或成果的資訊。本資料中類涵蓋了陸域動物生態、陸域植物

生態、海域動物生態、海域植物生態、濕地動物生態、濕地植物生態、自然

保留區、自然保護區與其他保護區等九項資料小類，其實體資料項目如表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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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實體資料項目 
資料小類 實體資料項目 

陸域動物生態 林務局之林區動物生態資料 

林試所之林區動物生態資料 

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料 

內陸河川動物生態資料 

海岸保護區動物生態資料 

陸域植物生態 林務局之林區植物生態資料 

林試所之林區植物生態資料 

國家公園植物生態資料 

海岸保護區植物生態資料 

闊葉林生態資料 

台灣地區植物分佈資料 

台灣地區植物錄 

台灣地區植物資源資料庫 

全省平地老樹資源 

台灣地區主要都市綠資源航測調查 

海域動物生態 漁業資源保護區及人工漁碓區動物生態 

台灣沿海動物生態資料 

海域植物生態 台灣沿海植物生態 

濕地動物生態 大肚溪口鳥類生態 

蘭陽溪口鳥類生態 

濕地植物生態 竹南紅樹林 

新豐紅樹林 

台南紅樹林 

自然保留區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大武山事業區台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 

台東紅葉村台灣蘇鐵自然保留區 

坪林台灣油杉自然保留區 

淡水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哈盆自然保留區 

鴛鴦湖自然保留區 

關渡自然保留區 

插天山自然保留區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台灣一葉蘭(阿里山地區)自然保留區 

出雲山自然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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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高雄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 

貓嶼野生動物保留區 

自然保護區 觀霧台灣擦樹自然保護區 

雪霸自然保護區 

武陵櫻花鉤吻鮭自然保護區 

二水台灣彌猴自然保護區 

阿里山針闊葉林自然保護區 

鹿林山針闊葉林自然保護區 

霧頭山自然保護區 

浸水營闊葉林自然保護區 

翠峰湖自然保護區 

獨立山自然保護區 

玉里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 

台東海岸山脈闊葉林自然保護區 

海岸山脈台灣蘇鐵自然保護區 

關山台灣胡桃自然保護區 

關山台灣海棗自然保護區 

台東台灣獮猴自然保護區 

大武台灣油杉自然保護區 

北大武山針闊葉林自然保護區 

翠峰紅豆杉自然保護區 

碓溪台灣油杉自然保護區 

屏東茶茶牙賴山台灣穗花杉自然保護區 

阿里山台灣一葉蘭自然保護區(林務局) 

出雲山自然保護區 

南澳闊葉林自然保護區 

其他保護區 高雄四德化石保護區 

高雄六龜十八羅漢山保護區 

台北大華壺穴地形保護區 

基隆壺穴地形保護區 

基隆海蝕地形保護區 

花蓮富里羅山泥火山保護區 

烏石鼻自然保護區 

觀音海岸自然保護區 

雪山坑溪自然保護區 

瑞岩溪自然保護區 

高雄烏山頂泥火山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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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生態環境資料庫 

生態資料庫主要包含生物資源資料庫及物理環境資料庫兩部分，生物資

源資料庫主要由植物與動物兩資料庫所組成；物理環境資料庫則包含行政區

界、山脈水系、道路步道、事業區林班小班、地質土壤、氣候、水質等資料

所組成，此二資料庫在經由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後，成為一大型資料庫，可供

科學研究、環境教育觀光遊憩與經營管理三大方面使用。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研究，是根據國土資訊九大資料庫中的自

然生態資源與生態資料庫與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之建立（林永發等，

2001）中的實質資料庫架構為主，其實體資料架構如圖2-3所示。 

圖 2-3實質資料庫架構 

生物資源
資料庫

地理資訊
系統

物理環境
資料庫

衛星
影像

相片
基本圖

等高線

數值
高程
模型

水質

行政區界

山脈、水系

道路步道

事業區
林班小班

地質、土壤

氣候

植物
資料庫

動物
資料庫

文獻資料庫 檔案目錄規劃

生態資料庫

科學研究 環境教育
觀光遊憩

經營管理

 

（資料來源：林永發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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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生物資源具有空間上和時間上的動態性，這種動態會隨著各種內在及外

在環境因素的改變而變，且這種變化正是生態系內環境品質狀況指標（李培

芬，1994）。 

對自然資源管理單位而言，自然環境監測計畫及生態資料庫之實施與建

立不僅有助於保育對象之現況能進一步掌握，對造成族群變遷之可能因素也

較易歸納，進而在實施對應管理策略上之成效追蹤、評估與調整皆有莫大助

益。現今稀有動物保育意識逐漸受重視，國寶魚櫻花鉤吻鮭復育列為雪霸國

家公園生態重點計畫，在七家灣溪因為防砂壩阻礙魚類回游路線，造成族群

隔離、近親交配導致生存力降低，因此河床棲地改善之結果，會直接影響魚

類生存，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系列研究（葉昭憲等，1998-2002）

雖歸類在物理環境部分，但其河床演變結果對生物資源有相當影響。 

在生態監測部分，理想的環境指標應該能夠量測生物與物理環境之整體

穩定性與永續性，而其中某些指標並且能夠提供即將發生迅速變化的警告。

當然，這些指標必須是複雜現象的量化與簡化資訊（葉昭憲等， 2002）。例

如Hilsenhoff曾在1977年對Wisconsin州的53條河川做研究，更提出一種利

用節肢動物族群來評估水質的生物指標法（Hilsenhoff，1982，簡稱BI），是

以採樣所得的各分類群的個體述，乘以此一分類群所設定的忍受度，在以此

總合之值來區分水質等級（楊平世、汪良仲，1997）。 

Stalmans et al. (2001)曾針對狩獵區保育管理監測資料在生態階層尺度之

差異進行比較（表2-3）。此外，他認為生態資料庫內容包含物理參數、植生

資料、食草動物資料及管理資料（火災⋯）。而GIS系統所使用之空間資料

包含行政資料、物理參數、遙感探測資訊、生物資料及管理資訊等類別，而

生物資料則涵蓋植生調查樣點、植生群落、固定觀測橫斷面、固定影像監測

點、狩獵頻率觀測點、狩獵分佈、生物資訊（衝擊樣點、分佈）。 

 

表 2-3狩獵區保育管理在不同尺度下之監測資料類型 

生態階層之尺度 
生物單元 

植生群落 地景 區域地景 

草本植物 
Point-based橫斷面、狩獵頻

率區域 

GIS-pooled 資料、NDVI NDVI 

食草動物 狩獵頻率區域 狩獵觀測區 直昇機普查 

（資料來源：Stalmans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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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西北太平洋區域之鮭魚棲地管理及復育，Healy (2000)認為監測計畫所應

包含之調查項目應隨監測計畫之尺度而調整（見表2-4），但基本仍可分為巨

棲（macrohabitat）參數與微棲（microhabitat）參數兩類：前者可適用於整個

集水區，通常包含流況、溫度、水化學性、泥砂供應、濁度與濱溪植物；而

後者則是提供水棲生物所需之當地化特性，通常包含水深、流速、底質組成、

覆蓋與遮陰（葉昭憲等， 2002）。 

 

表 2-4不同監測尺度下之魚類保育之河川棲地分析項目 
監測尺度 分析項目 資料來源 衍生資訊 

集水區範圍 地形圖、航照圖 集水區面積、高程範圍、平均

高程、坡向 

一般資訊 地形圖、航照圖、地

面調查 

集水區特性、集水區分區 

河道 地形圖、航照圖 河川級序、河道斷面 

地質組成 地表地質圖 沖蝕率、溶解性、水力控制、

地下水 

土地利用、植

生 

航照圖、地面調查、

GIS圖層 

生態組成、人為衝擊 

流量 水文站、由相鄰集水

區推估 

總流量、季流量、最大及最小

流量、洪水頻率 

氣候 氣象紀錄 季溫度、降雨、降雪、日照時

數、風 

水質 現場量測 溫度、鹽度、鹼度、電導度、

濁度、主要養分 

集水區 

其它 航照圖、地面調查 當地土地干擾、泥砂來源、村

落形狀、濱岸整體性 

河道形狀 地形圖、航照圖、地

面調查 

平均河寬、深度、濕周、滿槽

流量、蜿蜒半徑、水力單元間

距、水力控制 

河床底質 地面調查、地質圖 粒徑、河道穩定度、曼寧燥度

、沖淤範圍 

坡度與凹岸

深度 

地面調查、地形圖 河道橫斷面、河道複雜度（至

特定河道或河道外棲地之通路

） 

流量與流速 現場量測 流量與流速之局部變異 

河段 

水溫與水質 現場量測 局部變異、養分或污染之當地

來源、地下水來源 

 15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濱溪植物 地面調查、航照圖 物種組成、河道遮陰、落下量

、木屑來源、河道穩定度、昆

蟲掉落 

生產力 現場量測 底棲植物、 

天敵或競爭

者 

現場量測 河段特定物種關聯、鳥哺乳魚

類天敵或競爭者、外來種生物 

寬度、深度 現場量測 表面積、平均深度、體積 

速度分佈圖 現場量測 速度變異、流速遮蔽區、不同

生命其之可用面積（依流速水

深之喜好） 

底質 現場量測 粒徑、嵌接性 

覆蓋分析 現場量測 木屑、巨礫、植生、內削河岸

、遮陰 

物種關聯 現場量測 水力單元尺度之天敵、競爭者

、外來種生物 

水力單元 

溫度 現場量測 地下水輸入 

 

（資料來源：Heal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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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五節 生物資源資料庫 

台灣地區位處亞熱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加上

全島涵括了熱、暖、溫、寒不同的氣候帶，因而孕育了極為豐富的生物相。

因此，建立一套詳實便捷、有效整合與管理本土植物資訊的資料庫，以了解

物種的名稱、分布、數量、特徵、生育環境現況，作為植物保育、土地利用、

保護區的劃定、經營管理等工作之參考，及進一步進行環境監測之依據，在

現階段及未來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由於生物基礎資料的建立與結構相當重要，而物種基礎資料之記錄匯

集、管理與保存更可說是生物領域研究的基礎，所以生物資訊是否充分交流

與方便擷取對於生物多樣性之研究影響至鉅。為了能使生物多樣性之科學資

料提供充分而便捷的應用，網路資源的提供與延伸無疑是最適合的策略，目

前生物科學資料庫之建置多分散各地，而自行開發的資料庫亦缺乏聯繫，因

此如何妥善的管理、應用與整合生物科學資料與生物科學資料庫系統無疑是

目前最為迫切的課題。，以下針對國內動植物資料庫之建置成果擇述如下： 

(一) 中研院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 

根據初步的估計，台灣擁有維管束植物約 4,000種，單位面積物種歧異

度之高，為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國家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堪稱是地球上重要

的生物資源庫。中央研究院植物所目前將台灣本土植物標本典藏記錄、野生

植物及標本影像、相關文獻等加以數位化，配合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建置

一套兼具文字與影像的台灣植物資源查詢系統提供各界人士使用。未來將配

合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研發，整合標本採集地之經緯度數據，製作「台灣植

物分布圖」，與資料庫內容結合，並顯示植物物種在台灣的分布狀況，將地

理分布與標本資料、物種文獻與影像整合為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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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2-4中研院台灣本土植物資料庫查詢系統介面 

 

(二) 國科會臺灣生態研究網計畫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各大學、研究機構及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於

一九九二年創設了「臺灣生態研究網計畫」，以瞭解臺灣重要生態系的長期

生態現象與過程；迄今已陸續設置了五個試驗地，致力於長期生態學研究

（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 

臺灣生態研究網計畫主要焦點為蒐集生態系的生產力、多樣性、結構、

功能與過程、穩定性與動態學等資料及資訊。其研究群組主要分為生態系結

構、生態系功能及資料整合三大群組，提供生態系永續經營的科學資料，並

作為政策研擬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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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三) 台灣地區野生動物分布資料庫 

民國 60年後，由於各級政府的重視，民間保育觀念的抬頭，各種保育

研究如雨後春筍，二十多年來已累積許多寶貴的資料，然而這些資料均散佈

各處和圖書館內，除了有關野生動物文獻目錄的整理外，其他的生物性資料

並無統合，而有關生物分布的資料，亦缺乏整合。「台灣地區動物資料庫」

研究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台灣大學動物學系進行研究，整理相關之野生

動物調查報告和研究文獻，建立台灣地區56種哺乳類、430種鳥類、30種兩

生類、78種天蛾類之地理資訊系統檔案，以2×2公里之網格系統為動物分布

圖製作之基礎，研判每一篇研究報告所描述之發現動物種類和其出現位置，

記錄於網格內，作為該種動物的分布資料，並利用 ARC/INFO，將野生動物

分布資料庫，轉為地理資訊系統檔案。在地理資訊系統下畫出每一種動物分

布圖，並計算每一網格內之動物種數為生物多樣性分布，作為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規劃之基本資料和生態保育之決策輔助。 

圖 2-5台灣地區野生動物分布資料庫查詢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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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四)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生物資源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 

台灣由於自然環境特殊，同時受地理上長期區隔影響，特有種比例相當

高，維管束植物約4,200種，27%為特有種；野生動物（包括哺乳類、鳥類、

兩棲類、爬蟲類、淡水魚類、蝴蝶類及其他昆蟲）約18,500多種，特有種占

60%以上，為加強特有動植物及特殊生態體系的調查研究，並推動生態教育，

設立台灣省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對現存特有生物刻意加以保護與研究。

目前所建置之資料庫已相當完整，並於網路上整合Web GIS技術，提供查詢

系統，提供以「特定地區」或「特定物種」之方式，查詢特有生物之分佈以

及調查出現之時間。 

圖 2-6農委會特生中心生物資源調查資料庫管理系統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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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五) 雪霸國家公園生物資源資料 

雪霸國家公園生物資源資料建置，歷經多年之調查、研究，並已有相當

豐碩之成果。依據雪霸國家公園歷年生態研究計畫（表一）之研究結果，彙

整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所完成之動、植物相調查報告以及後續的相關調查，

由於同一物種的計畫書其研究區域不一定相同，在整合重複物種之後，雪霸

國家公園園區內生態物種數量大致有31種哺乳類、122種鳥類、11種兩生類、

17種爬蟲類、16種魚類、144種蝶類、136種蛾類、93種鞘翅目與1588種維

管束植物（林永發等，2001）。目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已建置完成園區內

植物名錄以及動物名錄（部分），並於雪霸國家公園網站提供Excel檔及PDF

檔下載。另外，在雪霸國家公園稀有植物之查詢亦提供照片及說明文字瀏覽，

較屬於靜態、單向式的方式呈現。 

圖 2-7雪霸國家公園稀有植物之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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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第一節 生態資料庫建置流程及方法 

(一) 建置流程 

依據生態資料需求與應用之特性，本研究進行生態資料庫規劃建置之流

程與步驟如圖3-1所示。 

圖 3-1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流程圖 

相關研究計畫與文獻蒐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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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調查資
料彙整

動植物名錄彙整

資料庫架構
規劃

資料庫欄位
內容規劃

訪談專家建議與修訂

資料庫架構訂定
資料庫欄位內
容訂定

生物資源
資料庫

NoNo

修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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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Roug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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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1. 初步資料之蒐集 

將雪霸歷年研究計畫（如表 3-1）與文獻資料依照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

料庫之建立的實質資料庫架構加以分類整理後，分成生物資源資料、物理環

境、地理資訊系統與資料庫建置、其他相關資料或網站。將生物資源文獻資

料分成動、植物二大資料群並加以彙整，並參考相關生物資源生態資料庫之

建立與管理與雪霸歷年生態資料庫文獻，規劃出雪霸國家公園動、植物定性

定量基本表格與生物資源資料庫架構。 

表 3-1雪霸國家公園歷年生態研究相關計畫列表 
類別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83 2之1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步道沿線動物資源、

植群及其景觀之調查研究—動物資源部分 
張祖亮 

83 4 
雪霸國家公園大型哺乳動物族群與習性之研

究（武陵地區） 
李玲玲 

83 10 櫻花鉤吻鮭保育計畫 
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 

84 6 
雪霸國家公園大型哺乳動物族群與習性之研

究（雪見地區） 
李玲玲 

84 7 櫻花鉤吻鮭復育研究 曾晴賢 

84 8 
雪霸國家公園步道沿線動物資源及景觀之調

查研究 
袁孝維 

85 3 雪霸國家公園螢火蟲生態研究 楊平世 

85 4 
特稀有種生物之生態調查—寬尾鳳蝶之生態

研究Ⅰ 
楊平世 

85 7 櫻花鉤吻鮭族群生態之調查研究 曾晴賢 

85 10 七家灣溪的水棲昆蟲監測調查 楊平世 

86 1 七家灣溪的水棲昆蟲監測調查 楊平世 

86 5 
特稀有種生物之生態調查-寬尾鳳蝶之生態

研究Ⅱ 
楊平世 

86 6 
櫻花鉤吻鮭族群生態之調查及育種場位址之

評估 
曾晴賢 

87 1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一) 曾晴賢 

87 10 雪霸國家公園園區螢火蟲生態調查研究 
李志穎、藍森

彬 

87 11 台灣寬尾鳳蝶基礎生物學之研究 
李志穎、羅錦

文 

88 6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二) 曾晴賢 

動物 

88 10 七家灣溪鴛鴦族群生態調查（一） 孫元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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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89 1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Ⅱ) 孫元勳 

89 6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三) 曾晴賢 

89 11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兩棲爬蟲調查研究 呂光洋 

90 1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四） 曾晴賢 

90 3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Ⅲ） 孫元勳 

90 8 雪山東峰火燒後鳥類族群變化研究 周大慶 

91 1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五） 曾晴賢 

91 3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四） 孫元勳 

91 5 
雪霸國家公園兩生爬蟲類調查研究—武陵地

區 
呂光洋 

91 7 雪霸國家公園昆蟲相之調查研究—雪見地區 唐立正 

91 8 台灣櫻花鉤吻鮭種內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郭金泉 

90 10之1 
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廊道之研究—目

標物種的認定與其生物特徵的需求分析 
吳海音 

91 10之2 
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廊道之研究—有

勝溪上游動物相的調查 
吳海音 

91 14 櫻花鉤吻鮭棲息地水生昆蟲監測調查 趙仁方 

83 1 雪霸國家公園特有及稀有植物之研究 徐國士 

83 2之2 
雪霸國家公園觀霧地區步道沿線動物資源、

植群及其景觀之調查研究—植被及景觀部分 
張祖亮 

84 9 七家灣溪潛在植被之研究  

85 8 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群調查 歐辰雄 

86 4 野火對環山、雪山地區植群之研究Ⅰ 陳明義 

86 8 觀霧地區植群生態調查及植栽應用之研究 歐辰雄 

86 10 雪霸國家公園民俗植物之研究 歐辰雄 

87 6 野火影響環山、雪山地區植群之研究Ⅱ 陳明義 

88 1 
武陵地區雪山主峰線植群調查與植栽應用之

研究 
呂金誠 

88 11 櫟慕華鳳仙花植群調查 歐辰雄 

89 10 苗栗野豇豆族群調查研究 歐辰雄 

91 6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大雪山地區 歐辰雄 

91 10之3 

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廊道之研究—有

勝溪上游土地利用、人為活動與植被現況的

調查 

夏禹九 

91 11 雪山東峰火燒後植群之變化 邱清安 

91 15 雪山東峰火燒後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 呂金誠 

植物 

91 17 武陵火燒後植群之變化 呂金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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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2. 資料庫分類規劃 

生物資源資料庫是依照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之建立的實質資料庫

架構（林永發等，2001）分類，架構中生物資源資料庫主要包括動、植物二

資料庫。在動物資料庫部分則依照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林永發等，

2001）之建議，遵循野生動物資料庫與分布圖之建立（林曜松等，1996；李

培芬等，1998）的分類模式，將動物分為兩生類、爬蟲類、魚類、鳥類、哺

乳類，但在歷年雪霸國家公園計畫中對昆蟲相亦有研究，因此在分類項目中

加入昆蟲類。在植物資料庫部分，一開始也是參考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

建置（林永發等，2001）附錄三，將植物分成單子葉、雙子葉、蕨類、裸子

植物四大類；但經由專家建議後，將植物分為維管束植物、菌類與藻類三大

類。 

3. 資料庫欄位規劃 

依據生物資源生態資料庫之建立與管理（陳朝圳，1997）之研究結果，

將動、植物基本表格劃分成定性、定量兩部分。定性表格指的是動、植物的

基本資料，如中英文名、學名、種名保育等級、特有種、食性、毒性、生殖

季節等，主要紀錄動、植物的一般生活習性；定量表格指的是調查時的時間、

空間等變異資料，如調查年月日、天氣狀況、氣溫、XY座標值、海拔高、

坡向、坡度、數量、巨微棲地類型、體長、水溫、水深、全天光空域、直射

光空域、土壤pH值、水分指數、相對密度、頻度與相對優勢度等。 

利用定性與定量資料之關係，可以了解季節變化與物種棲息環境之關

係、物種在空間上的分布等，利用這些紀錄資料，可以對生態做更深入的研

究及分析。 

(1) 植物資料庫欄位 

在定性資料部分，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之建置（林永發等，2001）

已經將園區內 1588種維管束植物進行建檔，因此在定性資料部分以此為依

據。 

在定量資料部分，觀霧地區植群生態調查及植栽應用之研究（歐辰雄、

呂福原，1997）與武陵地區雪山主峰線植群調查與植栽應用之研究（呂金城，

1999）中，皆以海拔高、坡度、全天光空域、直射光空域、水分指數等環境

因子對植物加以觀測或評估；在植群關係中以相對密度、相對頻度與相對優

勢度代表某種植物在林樣地區中佔有之重要性。 

(2) 動物資料庫欄位 

在定性資料部分，行政院農委會曾委託台灣大學動物系進行野生動物資

 25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料庫與分布圖之建立（林曜松等，1996；李培芬等，1998），其所建立之資

料庫詳列哺乳類、兩生類、爬蟲類、鳥類、魚類之代號、中文名、學名等，

是目前台灣地區野生動物最完整之資料庫；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之建立

（林永發等，2001）曾建議尚未建立之資料庫可與國土資訊系統九大資料庫

進行資料的交流與分享，因此雪霸生態資源資料庫的動物定性資料依照臺灣

地區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料庫報告為主。在決定名錄時，採用目前公認的系

統做為基礎，每一種類均有一代碼，以做為建檔之標準，譬如台灣獼猴為

M0026、大赤鼯鼠M0032、黑面琵鷺B0064等等，每一個代碼均為 5位碼，

第一碼均採用英文字，M代表哺乳類 (Mammal)、B代表鳥類 (Bird)、A代表

兩生類 (Amphibian)，除了昆蟲外，其餘種類之第2~5碼均為數字；昆蟲類之

第二碼為英文字，以顯示其不同之類別，譬如在天蛾為Mo (moth)，其餘3碼

則均為數字。各種依順序編號，成為建立動物分布資料庫之基本資料。（李

培芬，1998） 

在定量資料部分，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化會影響動物的行為、棲地類型

等，因此把調查日期、時間、天氣狀況、氣溫、海拔高、棲地類型、河床底

質、水深、水溫與出現地點之 XY坐標作為調查所需資料，讓未來做更深入

生態調查時有一定的依據。 

4. 問卷訪談 

在資料庫規劃的過程中，經由訪談之方式來整合雪霸歷年研究計畫主持

人與專家建議，修訂動、植物基本架構基本資料表格欄位及後，訂定動、植

物定性定量基本表格與生物資源資料庫架構，將所有調查資料進行彙整，以

完成雪霸國家公園生物資源資料庫之建置。 

為能使本研究所規劃之資料故架構更能符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之需

求，並能在研究與實務上落實應用，本研究以問卷訪談之方法，經由專家學

者之建議之整合，使本資料庫之規劃結果更趨完善。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以歷

年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調查相關計畫主持人與專家學者為主，主要以問卷方式

來獲得各方面對雪霸生態資料庫的建議與電子檔資料，期透過計畫主持人與

專家學者的建議，使雪霸生態資料庫建置的更加完善。 

本訪談問卷經設計、並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課人員討論修正後，

發送予相關計畫主持人與專家學者，詳細內容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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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第二節 生態資料庫架構規劃 

本研究彙整雪霸國家公園歷年研究報告，並規劃生態資料庫之整體架構

如下： 

(一)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架構 

圖 3-2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架構圖 

雪霸生態資料庫

動物 植物

兩
生
類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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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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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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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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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類

報告書全文 原始調查資料
(raw data)

雪霸物種名錄

全台物種資料庫

 

由本研究目前所蒐集到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生態調查資料，並參考目

前保育課之業務執行需求以及資料庫整合之可行性，規劃資料庫之關連架

構。由生態調查資料為基礎，對任一調查之物種之屬性資料（定性資料）以

關連之方式進行連結（多對一），「物種名稱」為關鍵欄位，由物種名稱連

結照片資料庫，關連至該物種之照片。 

而各研究計畫所交付之資料，包括原始資料（raw data）、報告書全文檔

案以及研究計畫之相關資料，都可從生態資料庫中進行連結，以供未來資料

之其他應用或引用參考。 

此外，本研究並考慮未來生態調查方式之技術更新，如為以固定式攝影

機拍攝之紀錄，將關連至該攝影機編號以及其空間坐標位置、拍攝照片等。

本研究所規劃之資料庫關連架構如圖 3-3所示。資料庫中各類資料之詳細欄

位規劃結果之表格範例與資料結構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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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3雪霸生態資料庫資料關連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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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二）動、植物基本表格範例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1）植物（維管束植物） 

物種名稱 英文名 類別 科名 
調查日期

(年月日)

調查

時間

天氣

狀況

氣

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海拔

高

(m)

坡向 坡度
全天光

空域

直射光

空域

土壤

pH值

水分

指數

相對 

密度 

相對 

頻度 

相對 

優勢度 

玉山杜鵑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ata 雙子葉植物 杜鵑花科 2003/4/25     13:36 4 16 25865026911835 2,68731045 0.74 0.59 3.82 10

玉山圓柏 
Juniperus squamata Lamb. var. morrisonicola 

(Hayata) Li & Keng 
裸子植物 柏科 2003/4/25     13:36 4 16 261497 26923153,37035 15 0.92 0.91 4.56 15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水分指數是依方位視為水分梯度之對應值，由最乾燥(1)至最潮濕(16)分別如下： 

1.SSW．2.SW．3.S．4.WSW．5.SSE．6.W．7.SE．8.WNW．9.ESE．10.NW．11.E．12.NWN．13.ENE．14.N．15.NE．16.NNE 

 

 

（2）鳥類 

物種 

名稱 
英文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類別
遷徙性 水鳥別

生殖季節

(月) 

調查日期 

(年月日時)

天氣 

狀況 

氣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出現海拔

高度(m)
數量

棲地

類型

覓食

行為
活動習性 備註 

大冠鷲 Serpent Eagle Spilornis cheela P2 Es D 否 11 
2003/4/25 

13:36 
4      16 20313 3撲攫 單獨.成群

保育等級：P1:瀕臨絕種 

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P3: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遷徙性：D:留鳥 

W:冬候鳥 

T:過境鳥 

L:迷鳥 

S:夏候鳥 

特有類別：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棲地類型：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6.河道周圍．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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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3）兩生類 

物種 

名稱 
英文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類別
食性

生殖季節

(月) 

調查日期

(年月日)
調查時間

天氣

狀況

氣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出現海拔

高度(m)
數量

巨棲地

類型

微棲地

類型

體長

(cm)
指尖

上顎

齒

卵塊 

性質 
備註 

山椒

魚 

Formosan 

salamandar 
Hynobius formosanus P2 E 肉食性  2003/3/8      16:54 4 10 26844 3 1.D 10

卵鞝 

包被卵 
 

保育等級：P1:瀕臨絕種 

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P3: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巨棲地類型：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6.其他 

微棲地類型：1.水域(A.急流．B.緩流．C.永久靜止．D.暫時靜止) 與2.陸域(E.林內．F.林緣．G.草叢．H.草地．I.生物洞穴．J.洞穴) 

 

（4）爬蟲類 

物種

名稱 

英文

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類別
毒性 食性

生殖季節

(月) 

調查日期

(年月日)
調查時間

天氣

狀況

氣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出現海拔

高度(m )
數量

巨棲地

類型

微棲地

類型

體長

(cm)
備註

標蛇  Achalinus niger P2 E 無 肉食性  2003/1/2      15:12 1 10 21571 3 2.G 93

台灣

蜓蜥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 P2 E 無 肉食性  2003/1/3      11:19 4 11 22683 1 2.H 14

保育等級：P1:瀕臨絕種 

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P3: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巨棲地類型：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6.其他 

微棲地類型：1.水域(A.急流．B.緩流．C.永久靜止．D.暫時靜止) 與2.陸域(E.林內．F.林緣．G.草叢．H.草地．I.生物洞穴．J.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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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5）魚類 

物種 

名稱 
英文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類別
食性

生殖季節

(月) 

調查日期

(年月日)
調查時間 天氣狀況 

氣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出現海拔

高度( m )
數量

棲地

類型

河床

底質

水深

(cm )

水溫

(℃)

體型 

 ( cm ) 
備註 

臺灣間爬

岩鰍 
 Hemimyzon formosanum 無 E 雜食性  1999/9/9       12:37 8 16  20305 1 4 20 13.4 15

臺灣櫻口

鰍 

Hillstream 

fish 
Crossostoma lacustre 無 E 草食性  2001/1/1       14:01 1 7  23016 1 3 18 14.2 12

保育等級：P1:瀕臨絕種 

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P3: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棲地類型：1.急流．2.緩流．3.永久靜止．4.暫時靜止．5.深潭．6.淺灘．7.其他 

河床底質：1.混凝土．2.岩盤．3.大石(粒徑<50cm)．4.中石(粒徑30~50cm)．5.中卵石(粒徑13~30cm)．6.小卵石(粒徑6~13cm)．7.碎石(粒徑<6cm)．8.砂粒．9.淤泥．10.其他 

 

（6）哺乳類 
物種

名稱 
英文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類別
食性

生殖季節

(月) 

調查日期

(年月日)
調查時間 

天氣

狀況

氣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出現海拔

高度(m )
數量 棲地類型 備註

山羌 
Formosan barking 

deer 
Muntiacus reevesii micrurus P2 否 肉食性  1998/3/7    9:16 3 12 20124 3 

台灣

獼猴 

Formosan rocky 

monkey 
Macaca cyclopsis P2 E 雜食性  1996/9/21    10:21 4 18 234112 3 

保育等級：P1:瀕臨絕種 

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P3: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棲地類型：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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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7）昆蟲類 

物種

名稱
英文名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類別 
毒性

生殖季節

(月) 

調查日期

(年月日)
調查時間

天氣

概述

氣溫

(℃)

出現地點 

X坐標 

出現地點

Y坐標 

出現海拔

高度(m )
數量 幼/成蟲

巨棲地

類型

微棲地

類型

體長

(cm)
備註

       

保育等級：P1:瀕臨絕種 

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P3: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E:特有種 

Es:特有亞種 

天氣狀況：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巨棲地類型：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6.其他 

微棲地類型：1.水域(A.急流．B.緩流．C.永久靜止．D.暫時靜止) 與2.陸域(E.林內．F.林緣．G.草叢．H.草地．I.生物洞穴．J.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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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三）資料結構說明 

（1）植物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植物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概述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ASP 坡向 數字 3 0 

SLO 坡度 數字 4 1 

WLS 全天光空域 數字 4 2 

DLS 直射光空域 數字 4 2 

pH 土壤pH值 數字 5 2 

MOI 水分指數 數字 2 0 

備註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水分指數是依方位視為水分梯度之對應值．由最乾燥(1)至最潮濕(16)

分別如下．1.SSW．2.SW．3.S．4.WSW．5.SSE．6.W．7.SE．8.WNW．

9.ESE．10.NW．11.E．12.NWN．13.ENE．14.N．15.NE．16.NNE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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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2）鳥類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鳥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CONSER_LEVEL 保育等級 文字 2 

EXCLU 特有類別 文字 2 

MIGRATE 遷徙性 文字 1 

AQUATIC 水鳥別 文字 2 

REPRO_SEASON 生殖季節（月） 數字 15 0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概述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QUANTITY 量(隻) 數字 3 0 

TYPE 棲地類型 數字 1 0 

備註 

保育等級分為P1.瀕臨絕種．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P3.應予保育

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分為E.特有種．Es.特有亞種．N.無 

遷徙性分為D.留鳥．W.冬候鳥．T.過境鳥．L.迷鳥．S.夏候鳥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棲地類型 : 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6.河

道周圍．7.其他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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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3）兩生類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兩生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CONSER_LEVEL 保育等級 文字 2 

EXCLU 特有類別 文字 2 

FOOD_TYPE 食性 文字 3 

REPRO_SEASON 生殖季節（月） 數字 15 0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概述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QUANTITY 量(隻) 數字 3 0 

HUGE_TYPE 巨棲地類型 數字 1 0 

SMALL_TYPE 微棲地類型 文字 2 0 

LENGTH 體長(cm) 數字 5 1 

備註 

保育等級分為P1.瀕臨絕種．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P3.應予保育

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分為E.特有種．Es.特有亞種．N.無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巨棲地可分為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

6.其他 

微棲地可分為1.水域(A.急流．B.緩流．C.永久靜止．D.暫時靜止) 與2.

陸域(E.林內．F.林緣．G.草叢．H.草地．I.生物洞穴．J.洞穴) 3.其他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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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4）爬蟲類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爬蟲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CONSER_LEVEL 保育等級 文字 2 

EXCLU 特有類別 文字 2 

FOOD_TYPE 食性 文字 3 

REPRO_SEASON 生殖季節（月） 數字 15 0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概述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QUANTITY 量(隻) 數字 3 0 

HUGE_TYPE 巨棲地類型 數字 1 0 

SMALL_TYPE 微棲地類型 文字 2 0 

LENGTH 體長(cm) 數字 5 1 

備註 

保育等級分為P1.瀕臨絕種．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P3.應予保育

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分為E.特有種．Es.特有亞種．N.無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巨棲地可分為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

6.其他 

微棲地可分為1.水域(A.急流．B.緩流．C.永久靜止．D.暫時靜止) 與2.

陸域(E.林內．F.林緣．G.草叢．H.草地．I.生物洞穴．J.洞穴) 3.其他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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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5）魚類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魚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CONSER_LEVEL 保育等級 文字 2 

EXCLU 特有類別 文字 2 

FOOD_TYPE 食性 文字 3 

REPRO_SEASON 生殖季節（月） 數字 15 0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狀況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QUANTITY 量(隻) 數字 3 0 

TYPE 棲地類型 數字 1 0 

RIVER_BOTTOM 河床底質 數字 2 0 

WAETR_TEMP 水溫(℃) 數字 4 1 

WATER_DEPTH 水深(cm) 數字 5 1 

LENGTH 體長(cm) 數字 5 1 

備註 

保育等級分為P1.瀕臨絕種．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P3.應予保育
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分為E.特有種．Es.特有亞種．N.無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棲地類型可分為1.急流．2.緩流．3.永久靜止．4.暫時靜止．5.深潭．6.
淺灘．7.其他 

河床底質可分為1.混凝土．2.岩盤．3.大石(粒徑<50cm)．4.中石(粒徑
30~50cm)．5.中卵石(粒徑13~30cm)．6.小卵石(粒徑6~13cm)．7.碎石(粒
徑<6cm)．8.砂粒．9.淤泥．10.其他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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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6）哺乳類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哺乳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CONSER_LEVEL 保育等級 文字 2 

EXCLU 特有類別 文字 2 

FOOD_TYPE 食性 文字 3 

REPRO_SEASON 生殖季節（月） 數字 15 0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狀況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QUANTITY 量(隻) 數字 3 0 

TYPE 棲地類型 數字 1 0 

備註 

保育等級分為P1.瀕臨絕種．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P3.應予保育

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分為E.特有種．Es.特有亞種．N.無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棲地類型可分為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

6.其他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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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7）昆蟲類 

資料庫名稱 雪霸生態資料庫 

類別 昆蟲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資料類型 欄位大小 小數點位數 

ID 編號 數字 5 0 

NAME 物種名稱 文字 20 

SPECIES 英文名 文字 50 

FAMILY 科名 文字 6 

CONSER_LEVEL 保育等級 文字 2 

EXCLU 文字 2 

TOXIC 毒性 文字 3 

REPRO_SEASON 生殖季節（月） 數字 15 0 

X X坐標 數字 6 0 

Y Y坐標 數字 7 0 

DATE 調查日期 數字 16 0 

WEA 天氣狀況 數字 2 0 

TEMP 溫度(℃) 數字 4 1 

ELEV 海拔高(m) 數字 4 0 

QUANTITY 量(隻) 數字 3 0 

HUGE_TYPE 巨棲地類型 數字 1 0 

SMALL_TYPE 微棲地類型 文字 2 0 

LENGTH 體長(cm) 數字 4 1 

備註 

保育等級分為P1.瀕臨絕種．P2.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P3.應予保育
之第三級保育類 

特有類別分為E.特有種．Es.特有亞種．N.無 

天氣狀況可分為1.陰天．2.多雲．3.下雨．4.晴天．5.陰陣雨．6.雷陣雨．
7.多霧．8.暴風雨(颱風)後．9.下雪．10.積冰．11.其他 

巨棲地可分為1.高山草原．2.針葉林．3.混合林．4.闊葉林．5.裸露地．
6.其他 

微棲地可分為1.水域(A.急流．B.緩流．C.永久靜止．D.暫時靜止) 與2.
陸域(E.林內．F.林緣．G.草叢．H.草地．I.生物洞穴．J.洞穴) 3.其他 
         表定性資料欄位          表定量資料欄位 

特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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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第三節 生態資料庫建置成果 

 

一、 生態環境資料庫  

(一) 氣象資料管理系統開發 

為建立雪霸國家公園氣象資料庫，本研究配合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92

年度「雪霸國家公國氣候環境之研究」計畫，開發「氣象資料管理系統」，

提供雪霸國公園管理處進行氣象資料之轉檔與資料統計以及報表輸出等功

能，進而進行各項空間統計，分析雪霸園區內之氣象條件，以建立完整之氣

象資料庫，並將其成果整合至「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對於雪

霸國家公園園區內之生態環境研究有相當大之助益。本系統提供之功能如下： 

圖 3-4氣象資料管理系統程式執行之主畫面 

 

1. 基本功能： 

(1) 資料匯入：將各類型之測站資料匯入資料庫。 

(2) 資料檢核：針對特定之資料查詢或修正之。 

(3) 新增測站：在資料庫中新增測站之資料。 

(4) 資料匯出：將特定年份之資料匯成Excel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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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圖 3-5資料匯入畫面 

 

 

圖 3-6資料檢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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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7新增測站畫面 

 

 

2. 進階功能 

(1) 基本資料篩選：對匯入資料庫之資料進行「明顯有誤」之篩選。 

(2) 連續無變化界限之資料篩選：對連續數日無變化之資料過濾之。 

(3) 高低值界限之資料篩選：對落差特別大之資料過濾之。 

(4) 最後資料匯成總表：將所有測站之資料進行加總進而會出各個總

表。 

 

 42



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圖 3-8資料篩選功能畫面 

 

 

當進行完資料處理之後，可直接將所有資料匯出成Excel格式之總表，畫面

如下： 

圖 3-9匯出總表畫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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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10匯出總表畫面(二) 

 

(二) 登山步道資料庫建置 

本研究依據「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手冊」內容進行資料庫建置包括：

登山步道數化、登山步道屬性資料建置、登山步道剖面圖資料建置以及登山

步道照片建置。 

1. 登山步道數化 

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之「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圖」(比例尺

1/25,000地形圖)將地圖進行掃描、定位，並依據不同登山路線進行數化，地

圖畫面如下圖所示。 

圖 3-11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圖(部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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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北坑溪古道因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已委託測量公司進行全步道之測

量，故本研究使用其成果(CAD檔，比例尺1/1,000)直接進行轉檔， 

圖 3-12北坑溪古道測量圖幅接合圖 

 
 

圖 3-13北坑溪古道測量圖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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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本研究數化完成之登山步道共計十條登山步道，包括：雪東線、大霸群

峰線、聖稜線、志佳陽線、武陵四秀線、雪劍線、雪山西稜線、聖O線、聖

Y線以及北坑溪古道。其成果圖如下圖所示。本研究將所建置之步道資料整

合至「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中」，提供民眾查詢。 

圖 3-14登山步道數化成果圖 

 

2. 登山步道屬性資料建置 

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步道小組提供各步道之屬性資料，並由本研究整

合至「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中，其屬性資料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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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圖 3-15登山步道屬性資料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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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3. 登山步道剖面圖資料建置 

圖 3-16登山步道剖面圖資料建置成果 

 

4. 登山步道照片建置 

圖 3-17登山步道照片建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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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二、 植群調查資料庫建置 

(一) 植群調查資料庫轉檔系統開發 

本研究開發「植群調查資料庫轉檔系統」，提供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進

行植群調查資料之轉檔與資料統計以及報表輸出等功能，而對於植群調查的

成果可轉換為具空間分布之資料，並整合至「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

統」中，提供關聯式查詢，對於雪霸國家公園園區之植群調查研究有相當大

之助益。程式功能包括： 

(1) 名錄製作，匯入試區資料而轉換成名錄格式； 

(2) 資料轉檔，分為一般與PCORD之格式； 

(3) 資料檢查，針對上層或下層之資料進行篩選。 

(4) 試區合併，合併多個已轉檔過之試區資料。 

系統提供之功能說明如下： 

圖 3-18植群調查資料庫轉檔系統程式執行之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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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19選擇原始檔案之畫面 

 

 

 

圖 3-20名錄製作成果畫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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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圖 3-21名錄製作成果畫面(二) 

 

 

 

圖 3-22一般格式資料轉檔畫面(一) 

 

 

 51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23一般格式資料轉檔畫面(二) 

 

圖 3-24 PCORD格式資料轉檔畫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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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圖 3-25 PCORD格式資料轉檔畫面(二) 

 

 

 

圖 3-26 資料檢查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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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27 試區合併功能畫面 

 

 

圖 3-28試區合併之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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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二) 植群調查採樣區資料庫建置 

為使植群調查資料庫之成果能以空間之方式展現，並利未來進行植群

空間分析推估之用，本研究整合雪霸國家公園歷年研究報告，將植群調查

之採樣點數化為GIS格式，包括：85年「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群調查」、

86年「觀霧地區植群生態調查及植栽應用之研究」、88年「武陵地區雪山

主峰線植群調查與植栽應用之研究」以及91年「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

查—大雪山地區」研究計畫中所列之採樣點。共計四個地區、176個採樣

點。數化成果如下圖所示： 

 

圖 3-29植群調查採樣點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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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1. 武陵地區雪山主峰線： 

包括：水池登山口至三六九山莊(11採樣點)、三六九山莊至雪山主峰(17

採樣點)、雪山主峰至雪山北峰(6採樣點)以及雪山主峰至翠池、下翠

池(12採樣點)，共計四條路線之46個採樣點。其分布如下圖所示。 

 

圖 3-31武陵地區雪山主峰線植群調查採樣點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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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2. 雪見地區步道沿線： 

包括：司馬限林道(21採樣點)、北坑溪古道(26採樣點)，共計二條路線

之47個採樣點。其分布如下圖所示。 

 

圖 3-32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群調查採樣點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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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3. 大雪山地區： 

包括：230林道沿線(3採樣點)、大雪溪上游溯大雪山沿線(5採樣點)、

小雪山尾稜(4採樣點)、中雪山支稜(2採樣點)以及雪山西稜主線(29採

樣點)，共計五條路線之43個採樣點。其分布如下圖所示。 

 

圖 3-33大雪山地區植群調查採樣點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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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4. 觀霧地區： 

包括：九九山莊至大霸尖山(5採樣點)、大鹿林道東線大霸尖山登山口

至班山(4採樣點)、大鹿林道東線觀霧至大霸尖山登山口(14採樣點)、

大霸尖山登山口至九九山莊(6採樣點)、榛山步道(3採樣點)、樂山林

道(3採樣點)、檜山巨木步道(3採樣點)以及觀霧瀑布步道(2採樣點)，

共計八條路線之40個採樣點。其分布如下圖所示。 

 

圖 3-34觀霧地區植群調查採樣點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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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三) 七家灣溪潛在植被資料庫建置 

依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84年「七家灣溪潛在植被之研究」計畫成果，

將七家灣溪潛在植被分布圖數化為GIS格式，並整合至「雪霸國家公園地

理資訊應用系統」中。其成果如下圖所示。 

 

圖 3-35七家灣溪潛在植被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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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四) 稀有植物分布資料庫建置 

依據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85年「雪見地區步道沿線植群調查」計畫成

果，將雪見地區稀有植物分布圖數化為GIS格式，並整合至雪霸國家公園

地理資訊應用系統中。其成果如下圖所示。 

圖 3-36雪見地區稀有植物分布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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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第四節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於92年度開發「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

統」，以Web based架構利用地理資訊伺服軟體建立各項系統功能，提供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各課室及一般民眾上網查詢園區內之各項資訊。本研

究將於計畫完成時將成果彙整至此系統中，以利生態資料庫之查詢及管理。 

 

一、 系統架構 

 

圖 3-37整體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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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二、 資料庫架構 

系統資料庫包括：環境地理資料庫（水文資料、基本圖資料、土地利用

資料、地質地型資料）、坡地防災資料以及環境敏感地資料庫，資料庫架構

如下圖所示： 

 

圖 3-38資料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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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三、 系統功能架構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經由需求分析所訂定之系統功能架

構如下，系統畫面說明如後： 

圖 3-39系統功能架構圖 

列印出圖

列印設定

最新訊息管理

帳號及權限管理

步道現況看板管理

多媒體資料上傳

定位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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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應
用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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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屬性
查詢

顯示設定

定位查詢

列印管理

系統管理

電子地圖

步道現況
看版

相關連結

最
新
訊
息
顯
示

查詢設定

顯示設定

圖例切換

圖層套疊

地標定位

坐標定位

五千分之一
圖框地位

計畫分區定位

登入確認

登山、健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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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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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一) 系統操作畫面 

系統操作介面包括：地圖視窗、工具列、圖層控制視窗以及進階功能視

窗。 

圖 3-40系統操作畫面 

 

圖 3-41稀有植物分布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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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二) 計畫分區定位 

選取【依分區查詢】項目之分區，再選取該分區中之細分區後，按【定

位】鈕後，即可顯示該分區位置。 

圖 3-42計畫分區定位畫面 

 

(二) 坐標定位 

輸入【X坐標】、【Y坐標】及【搜尋半徑】後，即可顯示所輸入坐標

之位置。 

圖 3-43坐標定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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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五) 地標定位 

選取【依分類查詢】、再選取該細項後，即可顯示所查詢之地標位置及

顯示屬性。 

圖 3-44地標定位畫面 

 

(六) 1/5000圖框定位 

選取【依圖號查詢】，即可顯示所查詢之地標位置及顯示屬性。 

圖 3-45 1/5000圖框定位畫面 

 

 67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六) GPS點位影像查詢 

選取【路徑名稱】再選取【點位】，即可顯示該點位置及屬性表。如欲

瀏覽詳細資料，則點選【瀏覽】鈕即可顯示詳細資料，並可利用滑鼠點選瀏

覽該點之影像。 

圖 3-46 GPS點位影像查詢畫面 1 

 

圖 3-47 GPS點位影像查詢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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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七) 步道路線查詢 

選取【依名稱查詢】選項後按【查詢】鈕，即可顯示該步道路線及顯示

屬性表。如欲瀏覽詳細資料，按【瀏覽】鈕即可顯示詳細資料，並可利用滑

鼠點選影像瀏覽。 

圖 3-48步道路線查詢畫面 1 

 

圖 3-49步道路線查詢畫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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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第五節 數位式行動生態調查系統示範作業 

 

一、 整體系統架構規劃 

本研究規劃數位式行動生態調查系統示範作業之操作模式，建立

GPS、PDA及數位相機之整合機制，新增各項生態調查紀錄表單及查詢與

登錄儲存功能，提供生態調查作業匯入、匯出，更新於生態資料庫。 

圖 3-50整體系統架構 

 

GPS模組  

數位相機  使用CF規
格界面  

連接電腦使  
用USB介面 

背

匣

PDA 
連接網路  
伺服器  內建CF擴充槽或  

接CF週邊擴充背匣  

 

使用PDA填寫生態調查資料，及使用數位相機拍攝照片，透過USB介

面將PDA、數位相機與個人電腦連接，並籍由執行個人電腦上的傳輸程式，

經網際網路與伺服器間資料傳輸。設備需求如下： 

Pocket PC 2000/2002 (使用Microsoft WinCE 作業系統)。 

內建CF擴充槽或接CF週邊擴充背匣。 

GPS接收器/CF規格界面。 

數位相機及資料連接線(USB介面) 。 

PDA資料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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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二、 系統操作流程規劃 

本『數位式行動生態調查系統示範作業』提供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生態

調查人員於調查作業時，將現場取得之資料及照片利用 PDA及數位相機記

錄，再利用 PC端之網路傳輸程式將資料直接上傳至伺服器端；其系統操作

流程及架構如下： 

 
圖 3-51系統操作流程圖 

生態調查表紀錄及生
態調查資料維護

拍攝生態
調查照片

現場調查

資料傳輸

伺服端處理

PC端，連結PDA系統及伺服器的
網路資料傳輸程式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應用系統，
提供客戶端生態調查表及照片資料

上傳下載之服務

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
應用系統資料庫

 

 

 

 

PDA生態調查

系統

 數位相機 

 客戶端PC 
資料傳輸 

雪霸國家公園地
理資訊應用系統

伺服器

雪霸國家公園地
理資訊應用系統

資料庫
 

 

三、 系統功能架構規劃 

本研究以生態調查之現場作業之需，規劃「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系統」

之功能，其功能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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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圖 3-52系統功能架構圖 

地圖控制
工具

生態調查記
錄登錄

GPS顯示
地圖定位
查詢

說明
維護/查詢生
態調查資料

放大工具

縮小工具

平移工具

查詢工具

鄉鎮查詢

地標定位

坐標定位

地圖放大

地圖縮小

顯示全圖

圖層設定

啟動/關閉

定位

空域圖

GPS設定

物種類別
選取

現場調查
資料登錄

照片資料
登錄

生態調查
記錄查詢

生態調查
記錄維護

圖例說明

關於
本系統

雪霸國家公園數位式生態行動調查系統

物種分布
查詢

 

 

四、 示範作業系統畫面範例  

圖 3-53系統操作介面            圖 3-54生態調查登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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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料庫建置 

 

圖 3-55生態調查登錄介面 1          圖 3-56生態調查登錄介面 2 

        
 

 

圖 3-57生態調查登錄介面 3            圖 3-58登錄坐標位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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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計畫執行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 資料蒐集及彙整：蒐集雪霸國家公園歷年生態調查研究報告、原始紀錄

檔案、動植物名錄等，進行整理與彙整，以利資料庫之整合。 

二 訪談問卷設計：完成訪談問卷設計，藉由專家學者之建議，使本研究所

建置之生態資料庫更能符合實際應用需求。 

三 資料庫架構規劃：完成資料庫架構之規劃（整體架構與關連架構），並

針對每一類別之欄位結構進行規劃。 

四 「氣象資料管理系統」開發，提供生態環境資料分析之輔助工具。 

五 「植群調查資料轉檔系統」開發，提供植群調查後之資料處理與統計之

輔助工具。 

六 生態環境資料庫建置(氣象環境資料、步道資料庫)以及生態資料庫建置

(植群分布)。 

七 完成數位化生態行動調查系統示範作業，包括系統架構規劃、系統功能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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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建立完善的生態資料管理機制：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生態調查之研究成果為相當寶貴之資料，不但可以提供他人了解園區生

物資源分布之情形，更可作為日後研究之參考基礎。建議能建立一完善的生

態資料管理機制，包括對於研究成果報告書、基礎資料、分析成果以及各圖

形、影片等相關成果資訊上傳，並能以網路之方式進行管理或流通，以保存

此類之寶貴資料，並提升資料之利用價值。 

 

建議二 

建置數位行動式生態調查作業系統：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目前生態調查之方式大多為現場調查以紙筆紀錄為多，然而這些資料帶

回研究室後仍需重複登打一遍，或因時間因素而遺失闕如。建議能以本研究

之規劃成果，建置一套數位行動式生態調查作業系統，以 PDA、GPS、數位

相機等之整合機制，提供生態調查現場之一貫化作業，並與生態資料庫管理

系統整合，以提升生態資料調查與管理應用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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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附錄一  問卷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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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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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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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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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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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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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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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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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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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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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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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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