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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近年來快速發展的一種跨學門新科技，GIS

所包含的理論和技術來自於測量學、地理學、地圖學、

數學、資訊科學、統計學等相關學科。再以現今涵蓋

的應用層面來看，地理資訊系統更涉及了環境影響評

估、資源管理、國土規劃、都市和區域計畫、交通管

理、森林經營、運輸規劃、生態保育、考古調查等領

域，舉凡需要涉及地理因子或空間資料的研究，都可

以利用 GIS作為輔助工具。中央研究院軟體動物學研

究室累積了二十年以上台灣軟體動物的研究成果、貝

類標本典藏以及台灣貝類文獻等基礎資料，透過電腦

整理後，完成「台灣貝類相資料庫」的數位化工作。

截至目前為止，已完成的有：貝種名錄的子資料庫、

科名的子資料庫、貝類標本的子資料庫、新種的子資

料庫、文獻的子資料庫及世界常見貝類的子資料庫等

貝類研究相關知識資料庫；近期亦透過參與國科會數

位典藏應用服務分項計畫，將貝類資料庫創意加值，

透過與食、衣、住、行、育、樂六大主題的結合，完

成了「貝類人文資料庫」及貝類人文網站的建置。 

    貝類資料庫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帶給社會大眾一

個能夠學習貝類相關知識的平台，不侷限於學術型的

研究資料提供，而是以「全民尋寶貝」為依歸，如何

兼顧專業、正確、趣味、生動、平易近人等不同特性，

是未來貝類資料庫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資料

庫資料量越臻完善，素材內容多樣化的同時，透過 GIS

技術的導入，相信可以帶給貝類資料庫嶄新的生命。

經由平面數據轉至立體空間分佈，再配合各種多媒體

載具的利用，目前已經有「貝類資源 e地圖」網站，「貝

類地名走透透 HTML-PDA 版」共享軟體，以及「貝

類資源 e 地圖 PDA 版」套裝軟體等應用 GIS 技術的

研究成果，期間的發展歷程，將透過本文與大家分享。 

研究背景 
一、台灣貝類資料庫的貝種名錄子資料庫 

貝種名錄子資料庫（圖一）中的中英文綱、目、

科、屬、種名、中文名、中英文俗名、命名者與形態

特徵等主要的分類基本資料（Kuroda，1941；巫，

1997a,b,c；巫，1999；巫等，1999；巫，2000a,b；巫

與張，2000；巫，2003a,b,c,d；巫與張，2003；巫，

2004a,b,c；余等，1997a,b,c），為整個學術資料庫之基

礎，透過索引關聯的方式，與其他子資料庫分享資料；

而台灣分佈，世界分佈，棲所環境則是歷年來野外調

查採集所記錄的物種資料。由於台灣貝類資料庫的部

分內容來源為研究室較早期的研究成果，因此地理資

訊相關的地理區域及地名，亦不乏日治時期或更早的

名稱，如七星郡，海山郡，台北州等，為保持資料的

原溯性，資料的整理與呈現方式以維持原始登錄名稱

與格式為原則，因此，僅對古今地名對照，與大範圍

區域（如恆春半島，嘉南平原）做額外的補充與編修。 

 

二、台灣貝

中央研
圖一、台灣貝類資料庫的貝種名錄子資料庫

類資料庫的貝類標本子資料庫 

究院軟體動物學研究室目前已經正式登錄



的貝類標本超過 1000瓶，數量仍持續增加，這些標本

所屬的數位化資料（圖二）包括貝種中文名、英文學

名、採集時間、採集地點、採集者、鑑定者、標本數

量、提供者、文獻以及標本的圖像等。其中，與地理

資訊相關的採集地點欄位顯示，為了原溯性原則，採

用與「貝種名錄子資料庫」同樣的整理與呈現方式，

但自 2004 年以後的採集資料，已在幕後工作項目增加

實際經緯度數值欄位的建置，並逐步完成資料的登

錄，隨時可與 GIS平台接軌。 

 

四、e地圖資料庫中的貝文化資料庫 

為了讓台灣貝類資料庫與貝類人文資料庫相互銜

接利用，貝文化資料庫（圖四）透過坊間時興的 GIS

旅遊平台概念，

以文化典藏、觀

光景點、美食地

圖等三大主題，

配合博物館群、

寺廟宗祠、歷史

遺址、風景名

勝、地名相關、

文化園區、漁港

漁市、觀光市

集、風味小吃等

九個分項，將各

分項資料庫緊密

結合。與地理資

訊相關的資料格

式，如同的貝類

文物典藏品資料

庫所規劃，包含

了行政區劃分與

實際經緯度數據

兩項資料。 

 
 圖二、台灣貝類資料庫的貝類標本子資料庫

 

三、貝類人文資料庫中的貝類文物典藏品資料庫 

貝類文物典藏品資料庫（圖三）主要記載由軟體

動物學研究室所

蒐集貝類相關文

物典藏品的各項

屬性資料，除文

物名稱，文物描

述，多媒體影像

及聲音檔等資料

相關欄位外，亦

包含了地理資訊

相關資料，統一

格式有二：第

一，依照中華民

國行政區劃分記錄省

照文物取得地點實際

點與網格概念的應用

 

五、與地理資訊系統結合的概念 

地理資訊系統泛指結合電腦軟、硬體設備，地理

資料及屬性資料，以便有效的擷取、儲存、處理、分

析與顯示各類地理相關資訊的設備，除了具備處理地

圖資料能力的試算表、統計軟體或工程繪圖等功能，

更提供了空間運算（Spatial Operations）以及資料連結

（Data Linkage）的能力。典型的空間運算如「中研院

到三芝貝殼廟的最短路徑」，「中研院附近方圓五公里

內的扁蝸牛分佈位置」等。而資料連結則指不同圖層

間資料的統合處理能力以及地理資訊與相關屬性資訊

的結合等，因此，地理資訊系統不僅有助於處理空間
圖三、貝類人文資料庫中的典藏品資料庫縣 依

經緯度數據進行記錄，兼具了網

層面。 

資訊，更可結合多重

屬性資訊。透過一連

將歷年的基礎研究資

鄉鎮市等分類訊息；第二：
圖四、e地圖資料庫中的貝文化資料庫
空間圖層（layer）資訊或空間與

串構想，軟體動物學研究室計畫

料庫進一步轉型，成為新世代的



空間資料庫，達成以下四項功能：1.具備「全方位資

訊整合網站」的功能：整合 GIS系統與貝類資料庫的

貝類資源入口網站，不僅具有一般網頁互動的功能，

更具備圖像化與直覺式思考功能，將所有相關資訊以

圖表及圖像的方式整合後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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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

用者查一種貝類不只得到一筆資訊，而是可以得到相

關的所有資訊。2.多樣的主題探討：貝類資源入口網

站多面向的內容，不僅可供研究人員使用，也提供一

般大眾與親子、師生有興趣的議題，讓貝類資源能廣

泛散播出去，使更多人了解及愛上貝類。3.資訊與互

動功能：以 GIS為平台，因此，例如行走到（實地走

訪）或點選（虛擬網路走訪）到彰化鹿港，除了可以

連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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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的來龍去脈等。來到高雄縣桃源鄉，也可檢視當地

的陸貝相和鮮為人知的南鄒貝神祭（巫，2003a）相關

民族學中的貝類資訊。當然也可以查尋某一種的貝類

在台灣的產地分布及其相關的利用於食、衣、住、行、

育、樂各方面。 

圖五、台灣貝類地理分佈查詢 

 

 

研究成果 
一、台灣貝類地理分佈查詢系統 

http://gis2.sinica.edu.tw/website/shell/viewer.asp 透

過GIS技術來呈現貝類資料庫的第一步，是由軟體動

物學研究室與中研院計算中心GIS小組所合作的台灣

貝類地理分佈查詢系統（圖五）。在前一章節的貝類資

料庫基本資料介紹時曾提到，貝類物種資料庫中的地

理分佈資訊是由大小不等的區域（如陽明山，台北縣，

蘭陽平原，海山郡，台北州）所組成，而不是點狀的

經緯度資料，因此在團隊工作進行之初，透過幾次的

小組會議，決定採用網格的方式來呈現台灣貝類資料

庫的地理分佈狀況。網格式地理資訊系統是將研究區

域分為規則的格子，紀錄每一個格子的數值，因此，

貝類地理分佈系統即以地點為主，儲存該地點各項性

質，不同於以經緯度數值作為登錄資料的網點資料

庫；而透過網格式地理資訊系統使用，台灣貝類資料

庫中原本文字描述的地理分佈資料，透過地圖圖層的

呈現，讓使用者不需要腦中套圖，想像理解，而直接

瞭解貝類的地理分佈情形。 

 

 

 

二、貝類地名走透透網站及 PDA版本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gis/ct-map.htm 與
嘉利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所合作的貝類人文資料庫相

關網站與軟體研發工作，是軟體動物學研究室第一次

與業界廠商的合作（巫等，2003；張與巫，2004；張

與巫，2005）。2003 年，透過這個合作計畫完成的網

站內容中，「貝類與行」主題中「貝字相關地名」單元，

主要在介紹台灣各地與貝相關的地名。臺灣各地不同

行政區中，常有類似或相同的「地名」，如：淡水鎮與

魚池鄉的田螺穴，台南北門與高雄旗津的蚵仔寮，台

南下營與北門的蚵寮仔等，主要皆是由於當地地形或

是產業而命名，因此地名中的貝類，或許可以看出當

地經濟產業的興衰，亦或許可以看出地域的演變；生

動有趣的主題，在同年的數位典藏成果展時，讓許多

民眾對貝類有了想進一步瞭解的衝動。也因此研究室

與嘉利博再度攜手，並於 2004 年透過既有之資料庫格

式配合地理資訊的觀念，將所有典藏物品重新群組

化，打破原有食衣住行育樂的分類特徵，改用台灣省

的行政區劃分為依據，製作出「貝類地名走透透」的

網路版（圖

六）與PDA

版 （ 圖

七），為了

能 夠 讓 整

個 概 念 與

廣泛

語法

有網
圖六、「貝類地名走透透」網路版首頁畫面 應 用 軟 體

流傳，推廣貝類知識，主要程式結構採用HTML

，方便一般民眾下載安裝閱讀，使用者只要在裝

頁瀏覽器的各型電腦或PDA進行下載動作，下載

http://gis2.sinica.edu.tw/website/shell/viewer.asp
http://shellmuseum.sinica.edu.tw/gis/ct-map.htm


完成即等於安裝完成，在不需要額外的執行軟體安裝

的前提之下，即可使用該項軟體，符合免費共享的原

則，進而完成第二階段的貝類相關資源推廣的任務。 圖九、利用多向搜尋串連「貝類」、「人文」、「資料庫」

 
 

 

三、貝類資源

http://shellem
構重組之後，

皆有相當成長

與人文資料庫

究成果的加值

標，軟體動物

科技及誠毅科

（圖八），並

體。計畫採用

配合各筆資料

覽方式的貝類

台灣地圖印象

導覽的網路知

九）。與過去不

統的概念，將

料，再藉由電

所提到

類，利用網頁

庫，產生一個

料庫圖資結合

版休閒導覽軟體，未來預期以縣市為基本單位，出版

一系列「台灣貝類趴趴走」軟體出版品，指日可待。 

 

圖八
    

圖七、「貝類地名走透透」PDA 版 

（左)圖十、透過地圖旅遊方

式，取得圓山貝塚相關地理位

e地圖網站與 PDA版 

ap.sinica.edu.tw/  歷經幾次重要的結

貝類相關資料庫群不論在深度及廣度上

，為了符合下一階段「台灣貝類資料庫

的整合」，「研究成果的應用推廣」，「研

應用與商業化的實現」等三個發展目

學研究室於 2004 年與業界廠商互惠網路

技共同合作，完成貝類資源e地圖網路版

計畫於次一年完成PDA版本旅遊行動軟

了貝文化資料庫的人文旅遊分類方式，

的經緯度座標，完成一個視覺與圖像導

資源查詢窗口，使用者只要擁有簡略的

，配合滑鼠的擊點，就可以在類似風景

性之旅中，間接學習到許多貝類知識（圖

同之處，本計畫成果已完全採用GIS系

經緯度定位資料作為資料庫的核心資

子地圖的圖資圖層，將所蒐集的貝類相

關旅遊

資訊層

疊於電

子地圖

中，配

合介紹

內容中

 

 
 

 

四、蘭陽集水區及溼地貝類資料庫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隨著網

路科技的日新月異，各種網際網路相關產品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目前相當炙手可熱的Google Earth 與

Google Map這兩套應用軟體，是相當具有潛力的地理

資訊軟體。軟體動物學研究室利用「中央研究院競爭

型計畫-蘭陽集水區及溼地生物多樣性普查與資料庫
的相關貝類種

技術連接到台灣貝類資料庫與人文資料

多元化呈現的網站入口。此一概念與資

，再經過程式的轉置處理，即可完成PDA

之建立

中研院

中心的

前已可

、貝類資源 e地圖網站首頁
 」計畫，蒐集兩年來記錄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

協助，完成了Google Ea

於Google Earth單機版呈
置，位於台北市大同區中山北

路附近。 

 

 

（下）圖十一、透過點選，即

可進入圓山貝塚的相關文字

與圖片介紹網頁。
彙整的成果，並透過

理資訊科學研究專題

rth檔案格式的轉置，目

現（圖十二），此一發

http://shellemap.sinica.edu.tw/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展模式是希望透過現今全世界通用的工作平台，讓研

究成果得以向台灣以外的地區傳播，並配合英文版貝

類資料庫相關網站的逐漸完成，讓貝類資料庫準備好

與國際舞台接軌的工作。 

 

圖十二、Google earth 下呈現的蘭陽集水區及溼地的貝類分佈狀況

圖十三、貝類相關資料庫與工具的整合應用

 

 

 

貝類相關資料庫結合 GIS的未來 
貝類資料庫與創意加值資料庫經由地理資訊系統

台式電子地圖–結

PDA，汽車導航系統，小型電腦 GPS，製作出市售

十三）。 

 

術，將所有記錄的媒

分的步驟都交由電腦

，將這套技術轉移至貝類田野

以應用。 

 

技術的導入，將來利

至市售的多媒體載體

載體應用，以及網際

標式資料庫，可以直入導覽式軟體，進行相關導覽服

務，如博物館，展覽館，觀光魚市，漁港，文化及休

閒農漁場。3、九年一貫國民教育–自然科學教材，可

協助老師輕鬆取得學習單，不論在室內的網路教學，

或戶外的情境教學皆可使用。4、平

合

一般導覽式休閒地圖（圖

一、PDA調查工具開發 

由多面向貝類搜尋網站群的開發，貝類資料庫的

架構日臻完善，再透過兩次與 PDA 串連的程式模組的

開發，亦確定了貝類、貝類資料庫與行動裝置連結的

可行性。貝類由於分佈廣泛與密度高的生態特性，對

於田野調查採集工作進行時，往往必須花費相當多的

時間在文字資料紀錄，事後資料的整理手續亦相當繁

雜，倘若能夠透過工具的協助，縮短在這方面所花費

的時間，相信將有助於核心研究的執行；在此，由中

研院人社中心為史語所研發的田野調查記錄系統，目

前已裝載在 PDA上，並由史語所相關人員進行實際測

試，該系統只需透過選項選擇的方式，完成每筆資料

所需的記錄內容，並透過與外接 GPS和數位相機的技

體仲介相互結合，等於是將大部

自動執行，回到室內，只需將

PDA中的記錄傳輸至電腦中，即

可進行整理與分析。根據雙方初

步討論，由於貝類資料庫已具備

地理資訊資料庫的格式與功

能，未來可透過技術人員的協

助

調查與採集的工作加

二、貝文化的研究 

文化角度而言，貝類的使用

與流通在太平洋許多地區的文

化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從中

國、日本、台灣、東南亞到大洋
用各種平台即可快速方便的移植

上，1、e-book–市售電子書，PDA 

網頁等。2、導覽式電腦系統–座

洲諸島，貝類不但是食物的重要

來源，貝殼以及相關加工品常被用為錢幣，特殊的貝

類與衍生文物甚至成為珍品，在許多地區成為物品交

換的重要媒介，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與象徵意涵。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http://shell.sinica.edu.tw/lanyang/index.htm


圖十四、世界島嶼會議海報

之外，唯一能橫跨廣闊的

期間，筆者透過這些多媒體資料呈現和與會各國研究

人員相談甚歡，再配合程式的後台管理系統及未來的

野調查記錄系統，無國界的學術研究

 

算中心、人文

會科學研究中心、嘉利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互惠

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術協助。 

 

 

可以說，在印度-太平洋島嶼以及沿岸地區之其特殊地

理生態環境中，貝類的分佈不僅於原生的海洋，也跨

足陸地（人類的介入）；貝類的重要性不僅在太平洋生

態圈具關鍵位置，也是諸多人類文明中的重要角色；

貝類是這個區域內除了人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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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人文研究進行的同時，採訪者與受訪的人、

事、物，如何能迅速清晰的瞭解彼此的動機與意圖，

尤其是在跨國界與跨越不同文明的情境裡，回溯到最

原始的溝通模式，圖像的呈現，將可以是一個相當合

適的輔助工具，透過這幾年來的努力，軟體動物學研

究室的相關研究成果，如同本文前面各章節所述，以

不同的形式分別記錄在電腦資料庫中，亦同時開發了

電腦單機平台，網際網路平台，以及 PDA平台的呈現

工具，以 2004 年於金門所舉辦的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

暨學術研討會（Wu and Chang，2004）（圖十四）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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