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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由多年來軟體動物學研究室的研究成果累

積，目前已初步完成以下貝類相關資料庫：一、具

有學術研究特性的臺灣貝類資料庫及網站；二、將

貝類相關資訊，透過人文角度重新整理所得之貝類

人文資料庫及網站；三、利用地理資訊系統整合後

的貝類資源 e地圖資料庫與網站。透過以上各項資

料庫建置與網站建立，「貝類資料庫」成為結合了

資訊科學中資料庫查詢與管理元素，多媒體技術中

的平面圖像、影像和 3D 環物影像元素，以及電子

圖書的動態學習模式，乃至 PDA 和 GPS 等科技相結

合的地理資訊科技的應用，充分的結合了各種資訊

科學技術，同時更將貝類相關知識透過各種媒介，

傳播到社會大眾的身邊，達成「將國家重要的文物

典藏數位化，建立國家數位典藏；進而以國家數位

典藏促進我國人文與社會、產業與經濟的發」的數

位典藏之主要目標。 

 

關鍵詞 

臺灣貝類資料庫，貝類人文資料庫，貝類資源

e地圖，數位典藏。 

 
一、前言 

筆者所任職之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

心（即 92 年前之動物學研究所）軟體動物學研究

室，自 90 年後，陸續參與「臺灣動物相典藏之研

究：臺灣貝類相之數位典藏」、「貝類、人文、資料

庫的數位典藏創意加值研究」，以及「貝類資源 e

地圖研究」等由國科會人文處所支持的國家型數位

典藏科技計畫，歷次成果包含了臺灣貝類資料庫、

貝類人文資料庫網站、貝類人文資料庫互動式光

碟，以及將於 94 年 6 月開放的貝類資源 e 地圖網

站和貝類人文圖誌（貝-有殼的世界）等，提供社

會大眾分享與使用。其中已完成的研究成果，計有

一、具有學術研究特性的臺灣貝類資料庫網站，將

台灣貝類完整的中英文學名、產地、分布、形態特

徵、參考文獻、貝種資料（如棲息環境、資源情形

及相關資訊等）、標本館典藏之標本資料、標本相

關圖像及備註等記錄予以數位化處理，協助於台灣

本土性自然生物的教學、研究、宣導、研究，資源

管理、野生動物保育、甚至於作為未來的國土利用

與規劃、資源管理及本土自然教育推廣的基本素

材。二、貝類人文資料庫網站（張文誠，巫文

隆,2004）則是將貝類相關資訊透過人文角度，重

新整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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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文

字解說，圖片，多媒體影片和聲音記錄檔，多媒體

互動等型態，引導大家進入生活中的貝類的領域，

並藉而學習到環境保護與野生動物保育兩項重要

課題。三、貝類資源 e 地圖網站，利用地理資訊系

統整合後的資料庫，製作更具備圖像化與直覺式思

考功能的多功能網站；同時，整合後的資料庫亦可

快速方便的移植至市售的各種多媒體載體，如

e-book 電子書、PDA、導覽式電腦系統、九年一貫

國民教育–自然科學教材，以及平台式電子地圖

等，廣泛的切入社會各角落。 

 

二、臺灣貝類資料庫 shell.sinica.eud.tw 

2.1 台灣貝類名錄子資料庫－民國 89 年，台灣貝類

相資料庫正式進入學術網際網路時，所登錄的台灣

貝類種類已經超過 3,100 種以上。本資料庫包含科

名、屬名、種名、亞種名、同種異名、中文名、種

類描述、產地分佈、文獻出處及備註等貝類基本資

料。透過關鍵字查詢，可以依照科名，科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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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中文名，同種異名，臺灣分布等屬性進行任

意輸入字的查詢。 

全版的單筆貝類資料詳細描述，紀錄該貝的綱

名，目名，科名，屬名，學名，中文名，同種異名，

俗名，分布，棲息環境，參考文獻等等。其中點選

分布資料時，可透過鍵結連接到設置於中研院計算

中心的地理資訊系統伺服器，進行 GIS 地圖式的

分布資料搜索，而參考文獻在未來資料庫完備時，

則將提供該筆資料在軟體動物研究室擁有的相關

文獻 PDF 檔查閱。 

 

 

2.2 台灣貝類標本子資料庫－本功能提供典藏標本

之後設資料（Metadata）及標本照片，透過學名，

標本號，中文名，科名，採集者，採集地點，採集 

日期，採集地點等標本屬性的查詢，可以進入標本

資料庫，提供該照相標本各項基本資料；另外也可

以鍵結至台灣貝類名錄子資料庫，提供子資料庫間

多向查詢功能。 

 

 

 

2.3 台灣貝類分科查詢子資料庫－台灣貝類資料庫

目前登錄的台灣貝類種類總數為 3122 種（持續增

加中），分別隸屬於 260 科。本科名的子資料庫目

前先針對這 260 科，描述各科的重要特徵，以後

將擴增為世界貝科的描述。 

  

 

2.4 貝類外部形態查詢子資料庫－藉由常見的貝科

外形輪廓圖，查詢台灣貝類物種，以經過初步分

類、整理的搜尋方式，提供最直接的視覺辨識，讓

不熟悉貝類基本生物學分類常識的使用者，也能輕

鬆的使用本資料庫。透過最易辨識的外型分類，來

協助網站使用者，尋找出符合自己需求的貝類資

料，將使用者的層級與範圍擴大。 

 

2.5 台灣貝類新種新紀錄種子資料庫－台灣貝類新

種及新紀錄種子資料庫是以台灣貝類目錄及新種

記載（Kuroda, 1941）為新種登錄起點，從台灣地

區所採集的國內外文獻的新種及新紀錄種為登錄

對象。資料庫包含學名、種描述、產地分布、棲地

環境及圖像等相關資訊，目前已有 199 筆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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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貝類相關文獻子資料庫－貝類相關文獻子資料

庫蒐集羅列所有利用台灣地區的貝類標本所發表

之圖書，學術期刊之文章，包括作者、年代、題目、

出處等相關資訊，目前已蒐集共約六百篇文獻。本

資料庫現階段以提供文章出處與相關資料為主要

內容，未來將進一步直接提供全文之 PDF 檔案下

載，以方便讀者與使用者利用。 

 

2.7 世界常見貝類子資料庫－全世界的貝類約有

10-12 萬種，分布於全球十六個區域中，然而常見

的貝類不超過 1-2 萬種。本資料庫初步先選取主持

人所主編的拉漢/漢拉世界海貝名典（巫文隆等, 

1999）中約四千種貝類，資料庫包含世界常見貝類

的中英文學名、俗名、分布區域、生活環境、數量

的多寡、標本大小、同種異名、形態特徵及圖像等

相關資訊，並提供子資料庫間多向查詢功能。 

 
 

 

2.8 貝字百譜－貝類與人類關係密切，因此很多以

「貝」字為部首或含「貝」字者多少與金錢或貝種

類有關，透過此資料庫可查詢其讀音及字詞解釋，

寓教於樂，提供自然科學習以外的中文國學相關資

訊。點選貝字百譜單字，將會帶出字意解釋。 

 

三、貝類人文資料庫 shellmuseum.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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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隆等，

2003）將會以兩個主軸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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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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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類學習加油站單元，包含常見問

題集、桌面下載、好書好站推薦，以及 Flash 遊戲

區等趣味項目，提升幼齡或初學者進入網站學習貝

類常識的意願。以下將針對網站提供的主要功能作

概略敘述與介紹： 

 

3.1 網頁架構－貝類人文資料庫網頁內容仍舊屬於

貝類（軟體動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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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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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透過「食」的飲食與經濟價值、「衣」的服

裝與飾品利用、「住」的建築與工藝展現、「行」的

交通運輸與貿易、「育」的宗教民俗與教育、「樂」

的人類的休閒娛樂六個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領

域延伸，讓大家在生活化的介紹中認識貝類，試圖

摘除學術研究死板印象。 

 

3.2 搜尋引擎－為配合網站「全民使用」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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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文字與圖像並重－為擺脫以往研究成果公布或

展示類型的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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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學習加油站－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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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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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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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貝類網站間的接軌－「貝類人文資料庫」計畫，

在規劃之初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希望將兩個不同性

質的資料庫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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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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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結文字即可連接回到臺灣貝類資料庫的物種名

錄，顯示該筆貝類資料的各項物種相關資料。 

3.5.2 透過實際比對照片與其他任何圖像的方式，

指明文物照片中的貝殼實體，亦或是類似貝殼造型

的部，透過人們對貝殼的實際利用的情形，以文字

鍵結的方式，連結到台灣貝類資料庫，如此一來兼

顧了人文與生物科學的學習，也可以讓使用者進一

步瞭解各種貝類的相關資料 

3.5.3 透過遊戲認識與「貝」相關的中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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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業專業素

養，變成一個寓教於樂的貝殼小遊戲「組裝大隊」。

另外「通關密語」也是配合國字注音，製作成類似

對對碰的益智遊戲。 

 

四、貝類資源 e 地圖網站 shellemap.sinica.edu.tw 

經由國科會的支持，軟體動物學研究室在 93

年有機會延續 92 年貝類人文資料庫的成果，將學

術與人文資料庫再次整合，以地理資訊系統（GIS）

資料庫的架構出發，執行新一年度的貝類資源 e 地

圖計畫，目前網站主體已經完成，正由協力廠商與

中研院計算中心進行運行測試。為使本計畫更生活

化及立體化，團隊引進環景與環物 3D 電腦技術，

將使貝類資源更具活力與商業競爭動力，計畫執行

之後，可將人文資源、自然資源、及教育資源中的

貝類資訊與知識，利用 GIS 科技加以擷取及整合，

除了產出貝類資源 e-地圖系統網站外，為了方便網

路或一般使用者，更容易了解及親近貝類資源，也

將同時出版貝類資源平面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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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貝類資料庫與 GIS 的整合－本計畫的網站是

以 GIS 為平台，因此除了具備 GIS 的功能外，還

可提供查詢與瀏覽貝類資源相關的資訊，例如實地

走訪或點選（虛擬網路走訪）到彰化鹿港，除了可

以連接主持人已經建置的台灣貝類資料庫網站中

有關彰化鹿港貝類相外，還提供鹿港地區的貝類人

文資源，如貝殼廟的來龍去脈。來到高雄桃源，也

可有當地的陸貝相和鮮為人知的南鄒貝神祭（巫文

隆，2003）相關民族學中的貝類資訊。 

 

為達成整體計畫承先啟後的目的，除了文化典

藏、觀光景點與美食地圖等三項主題導覽，提供人

文層面的各種相關資訊外，貝類資源 e 地圖採用了

經過重新轉置為 GIS 資料庫的臺灣貝類資料庫之

貝類名錄資料庫、貝類標本資料庫、分科查詢資料

庫與外型查詢資料庫進行 GIS 模組化的即時地圖

呈現，預期能夠達成生態分布、採集點分布、漁獲

分布等等圖層的顯示功能，提供圖形介面供使用者

查詢各項資料。 

 

4.2 貝類資源 e 地圖的人文層面－透過文化典藏的

博物館群、寺廟宗祠與歷史遺址；觀光景點的風景

名勝、地名相關與文化園區；美食地圖的漁港漁

市、觀光市集與風味小吃等九大群組，將貝類人文

主要的休閒教育資源完全網羅，也兼具整合窗口的

特性，為各各不同單位，組織，機構提供一個共同

的窗口，此一概念，相信可以大大的提升貝類資源

e 地圖的擊點率與閱覽率。 

 

五、貝類資料庫的實際應用 

本單元將透過學習教材的應用模式與貝類相

關資料庫的結合，來對貝類資料庫如何融入教學，

進行可能之步驟與建議提出。學習單的初擬，可透

過以下的關係圖，得到初步概念。透過主要步驟（方

形框物件），將貝類資源依功能或作用（圓形框物

件）分別歸納導入，主題的選擇可以透過臺灣貝類

資料庫「貝類介紹」中的貝類分類、貝類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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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貝類、測量貝類與各部位名稱取得，貝類分

類則可配合「台灣貝類分類系統」作下一步學習目

標；亦可透過貝類檢索中的簡單檢索表，學習貝類

特徵的描述，在配合直接的「台灣貝類名錄」文字

搜尋，或是「以貝類外型查詢」的圖形搜索，作為

下一步的學習目標；觀察貝類與測量貝類則可透過

「台灣貝類名錄」名錄下的貝類標本照片，採集地

點與棲息環境等生態是資訊，作室內的貝類生態導

讀，亦可用來規劃戶外教學的內容；有了地點或是

主題貝殼名稱，就可以轉至貝類人文資料庫利用

「全文檢索」功能來蒐集，各種貝類與人類生活相

關的資訊，讓教學活動的內容更加充實與吸引學

生。 

 

 

<適合國民教育教材使用的學習單範例二> 

如欲透過貝類人文資料庫進行主題選擇，則可

簡單的透過網頁的主題，軟體動物與貝類、貝類的

生態行為、飲食與經濟價值、服裝與飾品利用、建

築與工藝展現（邱聖芬等，2003）、交通運輸與貿

易、宗教民俗與教育、人類的休閒娛樂及貝類學習

加油站來選擇，有系統的瞭解貝類與人類食、衣、

住、行、育、樂所產生的關係，最後透過鍵結，重

新與臺灣貝類資料庫接軌，保有教學的深度與廣

度。簡單從餐桌上的「紅燒牡蠣」這道菜，透過網

站的「全文搜索」的直接搜尋或是「飲食與經濟價

值-貝類食譜 」的導引式搜尋，就可以尋得該筆食

材資料，而實際操作的過程中，使用者將會發現，

將蚵殼從生蚵中取出的動作，常使用工具「蚵刀」

或「蚵鋟」，或是建築與工藝展現項目中的貝灰窯-

金門牡蠣灰窯全景，亦或是交通運輸與貿易項目中

的高雄縣梓官鄉蚵仔寮漁港地名介紹，以及宗教民

俗與教育項目中的民謠-青蚵仔嫂，最後透過鍵結

串連到臺灣貝類資料庫的牡蠣科介紹，都將因為

「紅燒牡蠣」而讓使用者全盤知悉。將來，配合貝

類資源 e 地圖網站的運作，原本需要以文字操作的

介面，將會被圖示完全取代，使用者只要利用手指

點選熟悉的臺灣地圖，透過資料庫幕後技術的串

連，即可彈指優游於臺灣的貝類相關資料庫中。配

合博物館與文物館、貝塚遺址、休閒文化及農漁業

特區、漁港、漁市、貝類工業與工藝，等地方性的

主題，一趟貝類人文知性之旅近在咫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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