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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數位典藏內容的呈現多是以單純網頁搭

配文字、圖表與照片的方式呈現，雖然提供了詳細

的資訊，但是大量的文字卻令一般入門民眾望而怯

步，如此便無法達到推廣數位典藏內容的意義；後

來，有許多計畫除了使用文字圖片的網頁之外，更

搭配地理資訊系統（WebGIS）的方式來呈現其內

容。使用此一方法不但將原本只能以文字或圖表的

描述方法改善，更能夠以「空間」的概念整合典藏

成果，是相當不錯的方式；但使用此一方法必須具

備簡單的 GIS 概念才能夠操作上手，此對於沒有操

作過類似軟體的民眾有些門檻限制。最近一年多

來，由於資訊業界本著「數位地球」的概念發展出

多套的軟體，部份軟體不但提供極具親和力的操作

界面，更提供豐富的地理圖資與衛星影像，因此，

如果能將數位典藏的成果結合「數位地球」的概

念，相信可以讓數位典藏的內容對民眾而言更具吸

引力。本研究即以數位典藏計畫為例，描述其圖資

整合的架構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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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自民國 91 年開始執

行，第一階段為期五年至今已經累積相當豐富的典

藏資料，因此，各個典藏單位的執行目標也從計畫

執行初期的典藏蒐集轉為思考應該如何呈現典藏

的成果。過去一般的呈現方式除了發行紙本的書籍

或相關出版刊物外，其他的方式就是建置該計畫的

相關網站，提供一般民眾查詢及檢索相關典藏的資

料；不過此一方法對於想瞭解典藏文物內涵的民眾

而言卻顯吃力，因為典藏網站往往為了提供詳細的

資訊而將大量的文字或圖片放置於網站上，但對於

民眾來說，想要在短時間瞭解其內容，就相對困難

了。 
因此，思考「如何呈現」成為最重要的課題。

現今地理資訊系統（WebGIS）相關技術的發展漸趨

成熟，目前已有許多的單位除提供相當詳細的文字

與圖片資訊外，另外會再搭配 WebGIS 的方法，使

用該界面可以針對特定區域，以空間的方式檢索與

查詢資料。此一方式可以說是相當重要的突破，因

為研究人員透過 WebGIS 的技術，可以將原本需要

使用詳細文字敘述的方式改以圖形界面的方法來

呈現，讓廣大的群眾瞭解原本文字圖片想要表達的

內容；透過不同內涵圖層的套疊，可以讓民眾簡單

比較其差異，譬如不同時期疆界的改變等。 
不過以 WebGIS 的方式呈現典藏的內容，仍需

具備一些基礎的 GIS 概念，無形中就對一般民眾造

成入門的障礙；所幸自 1998 年由美國前副總統高

爾（Al Gore）先生所提出數位地球（Digital Earth）
[9]的概念在近一兩年的資訊產業界有了蓬勃的應

用與發展，如 Google 公司所推出的 Google 
Earth[8]、微軟公司所推出的 Virtual Earth[10]或者是

GIS 廠商 ESRI 所推出的 ArcGIS Explorer [5]等，都

是有著類似的想法。因此，如果能夠將數位典藏的

豐富資料透過數位地球的概念來呈現，不僅使用界

面更具親和力，讓一般使用者易於理解與接納外，

也能夠以更宏觀的角度來看待與瞭解數位典藏內

容的意涵。 
本著此一想法，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空間資訊

技術小組[1]開始嘗試並應用相關技術，除了使用新

的技術之外，更嘗試將原本以 WebGIS 呈現的內

容，更進一步以數位地球的概念與想法進行實作。 
本文章第一部份為前言，第二部份係簡介數位

典藏成果呈現的幾種方式，第三部份則說明目前中

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空間資訊技術小組依據數位地

球的概念所採行之系統的呈現架構方式，第四部份

主要就是以實際執行的計畫為例子作介紹，第五部

份為結論與未來展望。 
 
2. 數位典藏成果呈現方式 

在典藏成果的呈現方法上，不外乎就是以文字

或是書本、雜誌…等方式去展示。除了這些基本的

呈現方式之外，還可以下列三種不同類型的成果展

示，此三種方式分別為：「傳統數位典藏網頁」、「地

理資訊系統」、「數位地球概念」。以下分別針對這

三種方式詳為說明。 
 
2.1 傳統數位典藏網頁之呈現方式 

各個數位典藏單位在蒐集、分析及考究…典藏

的文物之後，往往會整理出相當多的資料與文物，

以研究歷史方面的典藏單位來說，在取得相關的史

籍資料或是珍貴的文物之後，通常都會對於其史料

或文物撰寫出相當詳細的描述；另外一方面，以動

植物方面的典藏單位來說，在執行計畫的過程中，

對於每一物種的分佈或是該物種的相關習性也會

有相當多的文字描寫；以上是兩種完全不同領域的

典藏類型計畫。但都有一致的特性，就是會擁有詳

細且大量的敘述內容，其描述內容除了有利於典藏

之外，更讓有興趣的民眾可以透過文字瞭解其典藏

所代表的意涵。 
因此在呈現的界面上，最直接的作法就是將所

得之照片或圖案搭配文字直接放置於網站之上。其



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傳統數位典藏網頁呈現方式架構 

 此一方法雖然最快可以將典藏成果直接展示

於民眾眼前；但龐大的資料要讓民眾可以短時間就

瞭解，是有其一定的難度。因此，此一方式雖然是

必要的，但如果能夠有更具親和力的的檢索查詢方

式，應該可以達到更好的效果。 
 
2.2 地理資訊系統之呈現方式 

除了上述使用網頁的方式去呈現數位典藏的

成果之外，如果可以從空間的角度檢索或搜尋相關

的資訊，對於一般的民眾而言，應該是更具方便性

與實用性。以「台灣原住民數位典藏」[2]為例，該

數位典藏計畫在執行一段時間之後，想要將成果呈

現在一般民眾面前，除了利用網站將相關的資訊藉

由圖片、文字、照片…等方式，以網頁呈現在大家

面前外，更搭配了 WebGIS 的檢索界面。如圖 2 所

示。 
 

 
圖 2 原住民文化地圖搭配 WebGIS 界面 

 
透過 WebGIS 的方法，只需要使用簡單的操

作，即可讓使用該界面讓想要瞭解相關「人口及聚

落」、「研究田野地」、「族群分佈」、「神話起源地」…
等資訊，快速的瞭解其相關的分佈情形。 

使用地理資訊系統最大的好處，是能夠將原本

需要擁有許多相關知識背景才能夠辨別該資訊所

代表的意涵，簡化成為僅需要使用不同圖層的套

疊，即可以顯而易見地得知其相關或差異性。以上

述的計畫為例，如果想要瞭解當時原住民族群分佈

與當時州廳界的關係，在過去，使用者必須具備有

當時州廳界的資料以及原住民族群分佈的資訊，在

學者透過其專業知識整理後，才能得知其相關係；

但現在透過 WebGIS 的方法，使用者只需要將學者

整理出當時州廳界的資料（如圖 3 所示）與原住民

族群分佈（如圖 4 所示）即可對相關資料做進一步

的應用。 
 

 
圖 3 大正十五年(1926)州(廳)界 

 
圖 4 原住民分佈圖層 

 
經由考證與定位，即可利用 GIS 的概念將兩種

不同的圖層套疊在一起。如圖 5 所示。 

 
圖 5 原住民分佈與州廳界圖層套疊結果 

如此一來，研究學者即能夠利用此一結果，清



楚地瞭解當時原住民的分佈對於州廳界設立的影

響，進而針對這樣的結果作更進一步的研究；而一

般民眾也可以根據圖片呈現的結果，更清楚地瞭解

當時州廳界與原住民分佈的關係。 
 
2.3 數位地球概念的整合架構呈現方式 

雖然使用WebGIS的方法可以用空間的方式去

檢索或搜尋相關的資訊，不過如果是一般人想要使

用此一方法，仍需要有一些 GIS 的觀念以及操作的

能力，此則對於沒有該種觀念或不太會操作的民眾

而言，可就稍具難度了。 
因此，如果能有一更具親和力的界面，將可大

幅降低一般民眾對於數位典藏內容瞭解的門檻；而

這一年多來資訊產業界如 Google 或是微軟等公司

相繼推出地圖瀏覽的軟體，其操作界面不僅簡單且

更具親和力，因此，本小組嘗試將典藏的成果以此

種方式呈現。 
此類軟體的發展的概念其實是源自於前美國

副總統高爾在 1998 年時所提倡的「數位地球」概

念。他在加州科學中心發表演講，演講中指出數位

地球對人類社會的重要性，它是一個將我們星球與

社會的原始數據轉換成有用之數位資訊的難得機

會；講稿中並闡述應如何發揮高解析影像之資訊科

技傳輸能力，讓全世界的人們經由網際網路，即能

在電腦的一端瀏覽地球上從天空至家園以及各種

不同尺度的虛擬環境與文化現象。 
直到最近一年來，隨著資訊產業蓬勃的發展以

及衛星影像解析度的提升，如 Google Earth, Virtual 
Earth…等軟體相繼推出，如能善加利用此一類軟體

當作底層操作的界面，再搭配上我們所蒐集圖資的

內容，即可以更簡易、操作方便的方法，讓一般民

眾可以親和地接觸數位典藏的成果。其架構方式如

圖 6 所示。 
 

 

Internet
數位典藏內容

使用者

+

Google Earth, Virtual Earth…

使用者

使用者  
圖 6 數位典藏內容結合數位地球概念架構圖 

 
3. 數位地球呈現方式之架構 

以數位地球概念的方式呈現典藏的圖資時，其

架構約略可以分為：「後端資料庫」、「前端瀏覽器」

與「中間聯繫層」三個部份，其架構圖如圖 7 所示。

各組成部份介紹如下： 

 
圖 7 數位地球方式呈現之架構 

 
3.1 後端資料庫 

在各典藏計畫執行後，會累積大量的圖資，以

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空間資訊技術小組為例，其儲

存方式可以分為以下兩種；藉由該方式除了可以將

典藏成果以 WebGIS 的方式展示外，也可以支援開

放式空間資訊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簡稱 OGC）中網路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
簡稱 WMS）的功能；也因為支援 OGC 此類開放的

格式，可以針對典藏內容做更多的應用。 
 
3.1.1 儲存資料媒體 – GeoExpress Server 

此一工具為 Lizardtech 公司所設計之空間伺服

器軟體。GeoExpress Server[7]其主要目的雖然是為

提供高解析度的圖片或影像以透過網頁的方式呈

現在使用者面前，譬如：蒐集所得之標本影像檔

案，然該原始檔案可能非常大，因此並不適合直接

放置於網頁上供人瀏覽；但是使用此一技術可以將

檔案壓縮，而不流失觀察該標本的影像品質。不

過，由於該軟體符合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的

規範，對於影像資訊也能有效處理，因此，只需要

將具有地理座標資訊的檔案（譬如衛星影像…等）

放置於此一伺服器，經過發佈成為符合 WMS 的規

範之後，便能夠讓前端瀏覽器進行讀取並使用。 
 
3.1.2 儲存資料媒體 – ArcIMS 

過去，許多單位在呈現的界面上會使用 ESRI
公司所出品的 WebGIS 軟體 ArcIMS[6]，使用此軟

體所做出的成果如果想要藉由「數位地球」的概念

去呈現其成果，並不需要重新去建構其資料內容，

因為 ArcIMS 在新版的軟體也是支援 OGC 的規範。

因此，在過去所完成的作品透過以下的步驟即可開

放其資源。 
以本小組所利用的後端儲存資料媒體為例，在

ArcIMS 的部份，由於該軟體雖然有自己的檔案格

式，但只需要建立好的該軟體 WMS Connector[11]
的設定，即可將原本以 WebGIS 做好的系統開放成

為支援 WMS 格式的資訊。 
 
3.2 前端瀏覽器 

在使用者操作的界面上，目前在網際網路上所

可以取得的相關軟體主要可以分為：Google 所推出

的 Google Earth、微軟所推出的 Virtual Earth 以及

ESRI 公司所出品的 ArcGIS Explorer。 
Virtual Earth 主要是透過網頁的方式展示全

世界的影像，其內容包含衛星影像（如圖 8 所示）

以及部份地區的街道圖（如圖 9 所示）；在部份的

地方甚至提供高解析度的航空照片影像。 



 
圖 8 Virtual Earth 台灣北部地區衛星影像 

 
圖 9 Virtual Earth 台灣北部地區主要道路圖 

 
ESRI 公司的 ArcGIS Explorer（其界面如圖 10

所示）則是高度利用 GIS 的技術。因此，該軟體不

但可以提供大眾瀏覽圖資，更可以針對特定圖資進

行分析的功能。 
 

 
圖 10 ESRI 公司之 ArcGIS Explorer 軟體界面 

 
 此軟體雖然可以支援相當多 GIS 軟體的圖

資，不過其與之前所提到 Virtual Earth 最大的不同

之處，在於它並不直接提供全球詳細的衛星影像或

是街道圖。 

 至於 Google Earth（其操作界面如圖 11 所示）

是以一種 3D 的方式呈現全球的圖資。該軟體在執

行後，會透過網際網路直接下載使用者所瀏覽的區

域。該服務雖然沒有將街道圖直接整合在選項中供

使用者選取（Google Map 則有提供此項服務），但

是高解析度的衛星影像使得民眾可以瀏覽到相當

細緻的影像資訊，且利用 Streaming 的技術，也使

得整個操作的流程變得相當順暢，不會有顯示畫面

卡住或停滯的情況發生。 
 

 
圖 11 Google Earth 操作界面 

 
 除此之外，在 Google 併購 SketchUp 公司之

後，推出免費版本的編輯軟體。使用該軟體，即可

以在 Google Earth 上面建立 3D 的建物。如圖 12 所

示。 
 

 
圖 12 Google Earth 上建立之 3D 建物 

 
 有了 3D 的模型的功能，日後如果針對部份典

藏資訊需要展示模型，就可以快速地建立好該模

型，並且直接放置於 Google Earth 之上供民眾直接

瀏覽。 
 
3.3 中間聯繫層 

在前端瀏覽的工具與後端儲存資料媒體的連

結，則是依靠 OGC 當中的網路地圖服務的規範。

WMS 主要是由伺服器透過 HTTP 協定與用戶端的

使用者進行互動，經由伺服器端的程式來處理使用

者所提出的請求，從網路上有提供此類服務的伺服



器中擷取資料庫的內容，並從中取得地理圖形或相

關資訊內容以產生圖片。這類圖形一般以 JPEG、

GIF 或 PNG...等圖形格式儲存。由於所取得之圖形

照片皆具有地理參數，因此可以藉由套疊的方法合

成使用者所想要的地圖。假設是使用支援背景透明

度可以調整的影像格式，如 GIF、PNG 等圖形格式，

更可以依據調整透明度的方式，將不同圖層的內容

同時顯現。 
除了上述以 WMS 的規範進行連結之外，在實

際應用中仍需要有 Reflector 的存在。 
所謂 Reflector，即是介於前端瀏覽器與後端資

料庫連結的一個媒介。在使用者以前端瀏覽器瀏覽

圖資時，其實並不需要即時將後端的圖資全部載

入，而僅需要將使用者瀏覽畫面所在的區塊範圍的

影像載入即可；而 Reflector 即是扮演此一角色。 
除此之外，由於目前資訊業界所提供的前端軟

體瀏覽服務，幾乎都以經緯度為其座標系統；而在

台灣地區經常所使用的座標系統為 TWD67 或

TWD97 兩種，與國際上所使用的座標系統有些不

同，因此，Reflector 除了扮演之前提到告訴後端資

料庫所需載入的圖資範圍外，也扮演著座標轉換的

工作。其示意圖如圖 13 所示。 

 
圖 13 Reflector 扮演的工作 

4. 以數位典藏計畫展示為例 
 說明了上述的系統架構與方法，此節以數位典

藏 實 際 執 行 的 計 畫 為 例 （ 相 關 資 訊 可 於

http://gis.ascc.net/googlemap 取得），說明此一架構

實際應用於數位典藏成果展示時可以使用的方向。 
 在前端瀏覽的界面上，我們以 Google Earth 此

套軟體為例說明，因為該軟體不但具有簡單操作的

界面，且提供台灣部份地區之高解析度的衛星影

像，非常適合應用在數位典藏內容與現今民眾生活

居住的環境作結合。 
在展示時，其畫面如圖 14 所示。左半邊即是

過去數位典藏所累積的典藏資料；而圖 14 右半邊

是由 Google Earth 所提供的衛星影像。 
 

 
圖 14 數位典藏內容與 Google Earth 結合界面 

在左邊的部份，我們可以將來源不同的數個典

藏成果在此整合畫面並同時產生，以供使用者勾選

並做即時套疊。 
以左邊第一個選項「1900 台灣堡圖」[4]為例，

此一選項是由「台灣歷史文化地圖」[3]這個以

ArcIMS 為開發平台所完成的系統。由於此一系統

蒐集相當多與台灣人文、自然有關的圖資，過去您

可以使用此一系統去瀏覽或查詢這些資料，如果此

時想要以之前提到的方式向民眾展示，則只需要設

定好 ArcIMS 中 WMS Connector 的部份即可開放。

在開放之後，不但可以將台灣堡圖與 Google Earth
所提供的衛星影像做套疊；使用者更可以利用該軟

體所提供的功能，簡單地達到放大、縮小，甚至以

不同的角度瀏覽台灣堡圖的內容。其結果如圖 15
所示。 
 

 
圖 15 台灣堡圖結合 Google Earth 結果 

  
以另一個選項「2001 年經建版地形圖」為例，

由於 Google Earth 本身僅有衛星影像資料，對於應

用在數位典藏上仍有些不足，因此，在政府部門所

提供的圖資中，我們利用經建版地圖配合

GeoExpress Server，透過 WMS 的方式，也可以將

圖資整合在一起。此外 Google Earth 也提供不同透

明度的呈現，如圖 16 所示。 
 

 
圖 16 經建版地形圖結合 Google Earth         

以不同透明度呈現 

因此，在展示的時候，可以使用不同的透明度

來同時呈現多種圖資的內容，讓民眾可以更輕易地

瞭解或比較幾個不同圖層所整合代表的意義。 
 



5. 結論與未來展望 
透過上述的說明與實例展示，我們可以明顯地

看出，在過去以單純網頁搭配文字照片的方式，雖

然是可以達到數位典藏成果給予一般民眾瞭解的

方法，但如果僅止於此種方法，可能無法達到數位

典藏成果普及於一般大眾的目的，而是應該要讓民

眾能以簡單的方式快速掌握到該典藏文物的所包

含的內涵與價值；另一方面，如果使用 WebGIS 的

方法去展示其成果，雖然提供了以空間的方式檢視

其內容，但使用此一方法可能會有些許門檻需要突

破；也就是必須瞭解一些簡單 GIS 的觀念與操作方

式。因此，此種方式可能比較適合對於具有上述基

本概念的人士使用。如果真正想要讓廣大民眾瞭解

數位典藏的內涵與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有何關

連，以「數位地球」的方式去呈現應該是最好的方

法；再加上其具有更具親和力的操作界面，將可加

深民眾對於數位典藏成果的興趣，並同時達到典藏

成果普及大眾的宗旨。 
對於圖資的整合與呈現，以目前世界的潮流而

言，讓自己的所擁有的資訊能夠支援公開的格式是

不可避免的。本研究中僅是以 Google Earth 作為前

端的瀏覽的界面，但本身的架構仍是依循公開的標

準。因此，未來也許會有更好更具親和力的產品或

方式產生，但個人認為，只要朝著資訊開放的方向

邁進，就是資訊拓展與普及的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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