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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新二代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技正 陳利貞   科長 郭麗秋   技士 江婉綺 

壹、前言 

 臺灣地質構造複雜且又地狹人稠，平均每人需要面對的地質災害頻率高於他

國人民，因此民眾如果對於所處的環境地質多一分認知，就能少一分災害，況且

面對全球環境變遷頻率加劇，以及全民防災意識傳遞之需要，地質相關知識逐漸

受到注意與重視。然而地質科學領域廣泛而專業，社會大眾較難以理解其與生活

層面的關係，因此，地質學術用語轉譯成通俗易懂及高可用性的文字或圖像，已

成為一門顯學，不少相關名詞及議題，如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土石流、

順向坡等，經常成為刊物、媒體及網站的熱門發問或查詢詞。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下簡稱地質調查所）建置上線的新二代臺灣地質知

識服務網（以下簡稱地質知識網），融合數位典藏、資訊技術、知識管理及管理行

銷等理念，輔以專家群聚服務概念，透過文字與圖像包裝地質科學，且試圖依據

地質資料及知識的特性，突破一般資料檢索及資訊公開思惟，開發地質儀表板、

地質知識樹、地質文獻地理資訊、地質多媒體、地質新聞、地質百科等數位典藏

資料庫及平臺，期為建構完善的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絡架設永續經營的基礎。 

貳、發展歷程 

地質知識網啟建於民國91年，為打造「每分地質知識都有人用，每人都能找

到他要的地質知識」服務平臺，首創多項臺灣地質科學領域資料數位典藏的管理

及公開機制，包括：(1)建立地質知識樹、地質歷史事件卷夾；(2)地質新聞、地質

知識及地質活動訊息之建置，並開放全民瀏覽；(3)以會員參與模式控管地質知識

全文、討論、共建共享、我的最愛、圖片上傳、新聞上傳、問卷投票、電子報等

功能的利用權限；(4)配合國土地質資訊系統發展，設計簡易圖文連結功能、安排

教育訓練及展覽等各項活動；(5)引發地質資訊單一窗口為民服務，及著作權相關

問題的探討及研究，其間也完成多項規定及報告。 

99年知識網提出「在生活中多關心一分地質，在生命裡創造百分百幸福」理

念，以Web2.0及SOA服務導向資料交換XML技術建立二代地質知識網，將地質知識

以簡易方式放送給社會大眾閱讀，而非僅止於提供詮釋資料、或下載深奧的地質

文獻，設計了分眾版面、二代知識樹、影音館、地質百科、地質日報、GIS辨識文

獻地點等功能或概念。 

101年二代地質知識網開始引領民眾融入「虛實整合環境」中進行體驗式地質

學習，從電腦到戶外、展場或教育場域，觀看難以理解卻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地質

景物，打造「新簡單地質」、「地質生活圈」、「地質好好玩」等形象，開發地質儀

表板、3D看標本、社群(facebook)、臺灣地質知識遊APP等功能或介面，並投注心

力設計體驗式學習活動，提高社會大眾對臺灣地質特色的認知度，並逐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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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及愛護我們的生活環境。 

參、系統架構 

「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建構於服務導向架構(SOA)之平台上，包含共通性資

料訊息發布服務、外部新聞擷取服務、電子資源系統整合，以及外部資料交換介

面，系統架構分述如下： 

一、產品服務軟體環境：Windows 2000 以上、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以上。 

二、用戶端瀏覽器需求：網站：IE 7.0 以上/ Chrome/ Firefox/ Safari 等主流瀏覽器；

APP：Android。 

三、產品服務管理技術：網站目錄管理、版面管理及單元管理，皆以 XML 做資料

儲存與交換；電子報管理以 HTML 來呈現資料。 

四、產品服務內容類型：書籍、研究報告、研討會論文、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

叢刊、地圖、古地質圖、礦物岩石標本、網站、網頁、系統、影音、百科、新

聞、訊息、歷史地質事件等。 

五、產品服務內容來源：西元 1849 年以來包含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機關、學

校、團體。 

六、產品服務技術說明：(1)知識資源詮釋資料(metadata)主要欄位，依據中國圖書

編目規則及中國機讀編目格式（CMARC），並參考國際數位典藏通用詮釋資料

標準–Dublin Core Metadata Elements（都柏林核心集詮釋資料錄）、ISBD(ER)國

際書目標準協會電子資源格式所定義之資訊；(2)新聞資訊，使用自動排程與

網站擷取引擎(spider)程式，以 Multi-thread（多執行緒）方式進行擷取入資料庫

後，經審查、建立 Metadata 後公開查詢。 

七、產品內部流程整合：支援本所行政資訊系統(EIP)單一登入。 

 
圖 1 新二代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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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二代臺灣地質知識網網站功能 

二代地質知識網自99年開發，為迎合民眾因環境變遷及資訊技術產生的知識

需求，在第一代地質知識網的基礎上，與時並進提供多項創新功能服務，目前已

建置數萬筆文獻、資訊、新聞、知識內容，及數十萬全文或圖片影像，資料在「地

質知識樹」基礎上被分類放置、交叉查詢；網站首頁以「地質儀表板」，清晰表示

地質知識來源。 

一、地質儀表板 

    地質知識網於 101 年提出「地質儀表板」概念，左方為新知區塊，右方由 Q

版臺灣組合臺灣地質知識源。儀表板為「落實地質生活化」，區分北、中、南、

東及離島，依據地區提供最新地質影音、地質新聞、地質活動、地質文獻，並

以「時間軸」提供地質事件查詢，民眾印象深刻的「集集地震」、「莫拉克颱風

災害」、「東日本大地震」等相關知識，均得以輕鬆解讀。 

 

圖 2 首頁以地質儀表板概念設計 

二、知識樹串聯關鍵字查詢 

    地質知識網的查詢功能，除了儀表板概念外，其他途徑還有：知識樹串聯

關鍵字查詢、進階布林邏輯查詢、縮小範圍再查詢、標籤雲查詢、最新文獻查

詢等。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有關「知識樹串聯關鍵字查詢」的發展。第一代地質知

識網以分類夾提供便易查詢，第二代轉換成地質知識樹，成為本網站資料庫的

主架構，內容綜合地調所圖書管理及地質專家學家意見，並建立地質知識樹及

關鍵字之關聯性，提供「地質知識樹智慧型關鍵字檢索」功能，使得資料可被

循線搜尋。總計知識節點約有 800 多個，關鍵字約有 19,000 個。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22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圖 3 知識樹串聯關鍵字查詢 

三、文圖互查機能 

    與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整合查詢系統」、GeoTag（地理標籤） 與 Google 

Maps 等系統進行整合與介接，查詢結果除提供詮釋資料、知識內容，亦帶進

Google Maps 定位服務，及地質 GIS 圖資，強化民眾對於區域判別。 

四、地質新聞及新知 

    提供地質新聞、新知服務，以配合社經變動趨勢，加速地質資訊供應，並

作為地質業務決策時的支援參考工具。知識來源包含地質相關機關團體、各大

報社、電子新聞（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中央通訊社等）。此項技術透

過自動排程與網站擷取引擎(spider)程式，對以上的資訊來源以 Multi-thread（多

執行緒） 的方式進行資料擷取。 

五、地質影音館 

    因應多元地質知識時代的來臨，開立地質影音單元，內容包含：影音、數

位學習、群像、古地質圖、3D 標本透視等，永久保存多樣性臺灣地質素材（照

片、影音、教材、廣宣、文件等），並以提供運用。 

六、地質百科、百問 

    建立地質百科及百問，以管理龐大的地質知識，幫助民眾解釋看不懂的地

質用語、名詞或事件，同時有地質小博士或熱門查詢詞區塊（標籤雲），提醒民

眾注意臺灣地質環境現況。 

七、地質大事紀 

    將歷史上地質事件畫成時間軸，提供民眾捲動瀏覽，點選單筆事件後進行



政府機關資訊通報第 322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知識閱讀，提醒人們愛護環境，避免類似事件發生時陷於同樣傷害。 

八、地質出版品 

    針對地調所的出版品建立專屬的地質出版品網頁，民眾可一目了然 11 大類

出版項目，並開放部分全文閱覽。 

九、地質社群互動 

    建立「地質知識服務網社群(facebook)」，以及「臺灣地質知識遊 APP」二

個子網，期使更多網站使用民眾接觸及認識地質知識。 

伍、未來展望 

新二代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提供了文字、圖片、影像等多媒體，並輔以地質

百科及3D影像，讓有意嘗試接觸地質專業知識的一般大眾，得以學習地質辭彙、

思想及概念；而將民眾帶入戶外、展覽或教室場域進行體驗式地質學習模式，則

是積極推動的項目。二代地質知識網期望民眾可於虛實兼顧的環境中，對於較為

陌生的地質知識，透過專業人員引導，體認地質與生活的關係。 

另一方面，隨著高科技產品的進步和發展，人們使用手持行動設備的機會愈

來愈高，然而於較小的螢幕畫面傳達專業的知識內容，必然是一件艱難的任務。

 因此將目前既有的網站內容恰當的呈現於各個輔助學習的設備，也是地質知

識網未來努力的方向及目標。臺灣地質知識服務網應力求符合各個裝置平臺的開

發工具，予以使用者良好的學習經驗，才更能將地質知識的服務推廣至大眾的日

常生活中，達到深化地質知識宣導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