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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類利用貝殼的造型、材質再加

上工業科技與人類的巧思，使得貝類

在食、衣、住、行、育、樂等方面，

都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如食用性的

養殖貝類、食用性的漁獲貝類、醫用

性的貝類、有害的貝類、貝類郵票、

真珠、貝類與宗教、貝類與民俗、螺

鈿、貝類錢幣、貝類造型、貝類圖騰、

巧思貝藝、巧彫貝藝、貝類工藝、彩

繪貝殼、貝類圖書與印刷品、貝類產

業、軟體動物學與貝類學的研究、其

他如貝殼配對、貝殼彩繪、貝殼貼畫

等相關活動，都能豐富人類的文化與

生活。 
國家型「貝類、人文、資料庫的

數位典藏與創意加值研究」計畫 
(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 )主要
針對：貝類與人類的飲食，貝類在人

類服飾中的角色，貝類有關的人類建

築工藝，貝類與人類的行，貝類與宗

教、民俗、教育的關係和貝類與人類

休閒娛樂的結合等六個主題，利用資

料庫適當的文字解說，圖片，多媒體

影片和聲音記錄檔，帶領大家以瞭解

人類生活的方式，進而瞭解貝類族

群；本文將利用計畫成果網站的各分

項描述，將本計畫的概念、架構與未

來方向做簡略介紹。 
 
 

關鍵字：軟體動物學，貝類學，貝類資料

庫，人文科學 

1. 前言 
「貝類、人文、資料庫」是以「數

位典藏國家科技計劃：魚類與貝類」[1]
所產出之貝類部份的數位化資料及網

站 http://shell.sinica.edu.tw，加以整理、
分析、運用，將適合科普角度的資料，

重新系統化編排，以貝類生態和人文運

用為主，融入本土特色，研製產出「互

動式多媒體網站」和「WEB-Title 光
碟」，多面向提供自然、生物老師教學

利用，學生報告資料查詢，初學者的入

門、進階途徑，愛好者的交流園地等社

會正向教育宣導功能，進而達到保育生

態，維護環境的無形效果。 
為達到教育功能和人文價值並

重，「貝類、人生、資料庫」的「互動

式多媒體網站」和「WEB-Title 光碟」
將會以兩個主軸呈現：教育功能-結合
現行九年一貫課程大綱，製作輔助教案

及教材。做為教師授課之電子輔助教具

及學生報告、評量所需之素材。人文

價值-以本土貝類為主軸，用不同的角
度探討貝類的可能性，發展下列相關主

題，呈現貝類多面向的價值(圖一)，
如：基本生態，經濟利用，人文藝術，

宗教民俗，裝飾藝術，相關資訊與同好

交流等大項。 
除了教育與人文並重外，貝類與人

文資料庫的產出物，亦將展現電子載體

的特有功能，在光碟和網頁裏，加入多

樣化的影、音、圖、文等效果，增加入

門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和趣味性，能親臨

其境、實地體驗貝類生態。 



 
圖一、貝類人文資料庫網站索引頁 

 
2. 計畫內容 
計畫成果「貝類人文資料庫」網

站，已於 93年 4月正式對外開放使用
(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 )。配
合軟體動物與貝類的基礎教學、食衣住

行育樂六項主題、留言版、貝類學習加

油站的小遊戲，好書推薦，問與答等單

元，構建出本計畫之主要架構。 
 

2.1 Matadata資料庫 
為結合所有人力，資料庫建置初期

採用微軟 Access 軟體，透過簡易的介
面，讓參與工作的教授，助理，研究生

與工讀生均能對資料庫進行填入，修改

與維護。後設資料欄位如下( 表一)： 
 

欄位名稱 內容 
序號 自動編號 
項目 食衣住行育樂六大分項 
細目 以用途不同所做細部分項 
名稱 文物名稱 
大小 長，寬，高，直徑等 
材質 製作材質 
產地 國家城市 
用途 對用途作細部描述 
描述 所有相關文字資料 
拍攝者 拍攝者 
管理人 持有人，保管人，所在地 
出版社 影音圖書出版公司 

國家 影音圖書出版國 
出版年 影音圖書出版年 
作者 影音圖書作者 
備註 備註 
圖像檔 OLE連結 
影音檔 OLE連結 
音樂檔 OLE連結 
經緯度 產地或出處地點的經緯度 
表一、後設資料欄位一覽表[2,3] 

 
2.2 網頁架構 
網頁內容仍舊屬於對貝類的研究

觀察結果，但不同於以往的呈現方式，

本計畫選擇了以人為主的概念，透過

食、衣、住、行、育、樂六個與人息息

相關的領域延伸(圖二)，讓大家在生活
化的介紹中認識貝類，試圖摘除學術研

究死板且一般人格格不入的印象。 
 

 
 

圖二、貝類人文資料庫六大主題網頁 
 
2.3 搜尋引擎 
為配合網站「全民使用」的製作精

神[4]，讓每個有能力進入網站操作的
使用者都能尋找到想要瞭解的知識，解

答心中的疑惑。「貝類人文資料庫」網

站的「全文檢索」搜尋引擎，只要在輸

入欄中填入想要查詢的字眼，系統會自

動比對資料庫中所有的文字資料，尋找

出符合的條件的網頁內容，再利用色塊

的區隔區分，分別列出相關文章的標題

與摘要內容，讓使用者輕鬆的確認答

案，之後再透過標題的點選，就可以輕

鬆引領使用者至相關主題的網頁，下表

為實際操作範例(表二)。 



1.點選「全文檢索」 
2.輸入欲搜尋的文字 

 
↓ 

3.系統直接列出所有可能的相關文章(網頁)，
並以明顯色塊標示 

4.選擇希望閱讀的文章，點選標題 

 
↓ 

5.自動帶領使用者至需要的網頁內容 

 
表二、全文檢索的使用步驟 

 
 

2.4 文字與圖像並重 
累積了歷年來的數位化工作成

果，軟體動物學研究室除了保存大量的

文字資料與文獻影像資料外，更擁有豐

富的彩色影像與圖片資料。 
為擺脫以往研究成果型的網站常

因內容只有文字的受限，而成為呆板冷

漠的視覺呈現，「貝類人文資料庫」透

過接近 1:1 的文字與圖像共同呈現的
方式，加上專業的多媒體網頁製作公司

在美工與編排上的協助，製作出活潑生

動的網站，達到計畫吸引全民參與的企

圖心與目標(圖四)。 

 
圖二、利用文字與照片介紹台灣的貝類 

 

 
圖三、電子顯微鏡照片協助解釋「齒舌」 

 

 
圖四、利用生態照片輔助文字描述 

 
2.5 多媒體的應用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分

項-「創意加值」計畫，其主旨之一即
是希望透過典藏單位與產界的合作，激

發數位化資料的新生命。而「貝類人文

資料庫」則是本研究室與嘉利博資訊科

技公司所合作完成的成果，透過該公司

數年來在文化產業領域發展的技術與

經驗，將單調的貝類相關人文素材重新

編排，從基礎的文字介紹，圖片展示(圖
五)，之後更以音樂與動態影片(紀錄
片，環物攝影，生態影片等）來增加趣

味性與教育意義(圖六)，在 93 年 3 月
的成果展中，網站首次呈現在參觀民眾



的面前，同時受到相當程度的肯定。 
 

 
圖五、放大的實物拍攝照片 

 

 
圖六、各種動態的影片播放 

 
2.6 學習加油站-小遊戲(圖七) 

為了吸引小朋友的參與，製作團隊

利用各種與貝類相關的知識製作 Flash
小遊戲，希望透過幼齡兒童喜歡的遊戲

方式，來協助家長或是老師教導小朋友

關於貝類的知識，目前計有： 
1. 地名大拼圖-以台灣的地名中（現
在、過去，甚至可回溯到古書、古

地圖），含有貝類相關字眼的地點作

為遊戲主軸。 
2. 通關密語-利用國字中含有「貝」字
者，配合注音製作成類似對對碰的

遊戲，讓使用者可以學習到國字，

同時瞭解其讀音。 
3. 貝類大找碴-使用者比對兩張貝類
相關的圖片，其中一張是經過細微

部位修改過後的合成圖，找出不一

樣的地方。 
4. 益智連連看-利用雙殼貝兩兩對稱
的種類的貝殼圖片，進行配對的遊

戲(圖八)。 
5. 成語對對碰-與貝類有關的成語進
行配對，可同時學習到成語的含意。 

6. 組裝大隊-利用上下左右的相關位
置，組合國字中含有「貝」字的字。 

 

 
圖七、貝類相關小遊戲 

 

 
圖八、遊戲-「益智連連看」 

 
3. 其他介面開發 
由於電腦科技的日新月異，透過資

訊科學與網路技術來協助管理資料庫

已非舊聞。因此，「貝類人文資料庫」

亦利用了這些便利的電腦功能來達到

遠端維護管理與銜接過去兩項目的。 
 

3.1遠端維護管理介面開發 
本介面的開發主要著眼於現今的

研究人力，往往由於工作內容的變更或

其他因素，造成頻繁的人員流動，至

此，如何讓一個持續運作中的資料庫能

夠不間斷的提供資料管理功能，不致因

為部分人員的離開而無法正常操作；再

者，現今的研究活動已非昔日侷限在小

範圍中進行，轉而朝向區域、國家、乃

至全世界的研究領域擴展；同時間，其

他如跨領域的合作模式，也會造成研究



活動的進行必須擴及其他範疇，如何讓

相關工作人員隨時與自己的資料庫進

行互動，執行維護或是更新的動作，一

個很好的方式即是利用網路的無遠弗

屆，透過網頁界面的維護與更新，來達

到上述的目的，貝類人文資料庫的管理

介面，依其需要性提供了下列九項功

能：A.留言版；B.討論區；C.單元內容
管理(圖九)；D.貝類資料庫連結管理(圖
十)；E.常見問題管理(圖十一)；F.好書
推薦；G.好站推薦；H.桌面下載管理；
I.管理帳號管理。同時間亦撰寫了一份
使用操作手冊，提供操作人員參考。 

 

 
圖九、單元內容管理 

 

 
圖十、貝類資料庫連結管理 

 

 
圖十一、常見問題管理 

3.2資料庫的「過去」與「現在」 
在過去，由軟體動物學研究室自

民國 90年開始執行的國科會「台灣貝
類相之數位典藏」計畫[5]，陸續將研
究室過去 20年累積的研究成果數位
化，並完成「台灣貝類資料庫」的建

置，目前該網站共有六大項主要資料

庫的搜尋介面，並配合持續的資料更

新與增加，以提供完整的學術研究參

考與討論。 
而現階段所執行的「貝類人文資

料庫」計畫，在規劃之初的一個主要

目標，就是希望將兩個不同性質的資

料庫緊密結合，利用較為通俗的傳播

管道，引領一般民眾進入較為生澀難

懂的專業學術領域，從而發覺樂趣，

推廣貝類的全民教育。因此，「貝類人

文資料庫」透過以下方式來與「台灣

貝類資料庫」互相接軌： 
 

A. 透過一般的文字描述中與貝類有
關的字眼，來進行台灣貝類資料庫

該筆資料的鍵結動作，點選鍵結文

字即可顯示該筆貝類資料的各項

物種資料(圖十二)。 

 

圖十二、透過文字與貝類資料庫鍵結 

 

B. 透過實際比對的方式，將文物照片
中的貝殼實體(圖十四)，或是類似
貝殼造型的部分 (圖十三)，再直接



利用鍵結連結到台灣貝類資料

庫，進一步瞭解貝類的相關資料。 
 

 
圖十三、透過圖像與貝類資料庫鍵結 

 

 
圖十四、透過實體與貝類資料庫鍵結 

 

C. 與遊戲的結合-「台灣貝類資料
庫」中「貝字百譜資料庫」透過

計畫主持人的創意巧思與合作廠

商的專業素養，變成一個寓教於

樂的貝殼小遊戲(圖十五)。 
 

 
圖十五、組裝大隊 

 
4. 未來發展 
未來所有的貝類相關資料庫，都將

企圖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結合，讓現有的資
料庫更加進化，漸漸擁有主動更新的功

能，採集者只要透過遠端介面的使用

（如 PPC、HPC等掌上型電腦），藉由
偵測硬體與應用軟體的配合，達到自動

更新地理資訊與自動上傳影音文字等

記錄等過去由人工操作的步驟。同時，

也可利用反向的運作方式，讓一般民眾

只要持有掌上型電腦就可以自動下載

相關的飲食，遊憩，自然人文，歷史典

故等貝類相關資料，融入大眾生活。 
目前研究室的各項貝類相關資料

庫都建置有「地標」 、「地名」 、「經
緯度」等等與定位相關的欄位資訊，主

要就是為了將來「資料庫與 GIS 平台
整合」的動作預作準備；同時，更長遠

的規劃則是希望透過目前 GIS 迅速發
展的全球趨勢，而能在不久的未來與其

他各領域經由 GIS 資訊化的各種資料
庫相互結合(圖十六) [6,7,8]。 

 
 

 
 
圖十六、各領域 GIS資訊化資料庫的結 

合可能 



 
圖十七、貝類資料庫透過科技，與民 

眾休閒生活結合 
 

5. 結語 
本網站內容是行政國家科學委員

會人文處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

畫：貝類人文資料庫的數位典藏創意加

值研究計畫(NSC 92-2422-H-001-0200-)
的部份成果，計畫執行期間，承數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應用分項計畫、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動物研究所、軟體動物

學研究室全體成員及嘉利博資訊公司

相關同仁的支援與協助，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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