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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一）計畫中文摘要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TAI）自 1929年成立迄今，所累積的標本量已達二十五

萬份以上，這些標本涵蓋台灣維管束植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種類。其中還典藏有

植物學上最珍貴的模式標本一千餘份，以及日治時代所採集的本省固有植物且深具

研究價值的老標本六萬餘份。因此七十餘年來成為國內外研究台灣及東南亞植物的

重鎮。以這些標本為研究材料而發表之各樣圖書及期刊文章數以千計，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台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 （1st edition, Vol.1-6, 1975-1979）、Flora of 

Taiwan (2nd edition, Vol. 1-6, 1993-2003)。為更有效利用及管理這些標本，本子計畫

擬於五年內分年完成館藏資料之數位化並納入網站，以利永久典藏、學術研究、專

業教學及通俗教育之用。本計畫建置之數位化資料庫內容及範圍包括模式標本影像

及相關文獻資料庫、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影像資料庫、標本後設資料、古今採集地

名資料庫、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數位化、及早年台灣植物相關圖譜文獻全文

數位化等。本年度預定進度包括：(1)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影像數位化新增10,000

份；(2) 標本Metadata (含分佈資料及經緯度)建檔(10,000筆)；(3) 臺灣植物誌第

三卷數位化(含文字1084張，插圖 521張及照片 90頁)；(4) 標本資料庫查詢系統

及網站建構維護與更新；(5) 古今採集地名資料庫登入網頁及查詢系統；(6) 一般標

本影像數位化5,000份；(7) 一般標本Metadata(含分佈資料及經緯度)建檔5000

筆；(8)台灣植物圖譜第一卷（早田文藏，1911）、台灣植物名錄(Henry，1896年)等

代表性古籍之數位化。 

  

中文關鍵字：植物標本、後設資料、數位化、臺灣植物誌、模式標本、採集地名、

台灣植物圖譜、台灣植物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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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英文摘要 
Taiwan is well-known for the diversity of its plant specimens. Since 1929 the 

continuous botanical surveys have resulted in the housing of more than 250,000 

specimens of plants in the Herbarium (TAI)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TAI also 

contains over 1,000 types which are specimens upon which a unique plant name is based. 

While TAI’s special emphasis is on the Taiwan Flora, it also contains plenty of specimens 

from southern China, Pacific islands, Japan,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For a maximal utilization of the specimens information, a computerized data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ll be developed. Through this program, seven major activities will 

be pursued in this year: (1) digitizing representative species images (10,000 jpg files) and 

metadata for each specimen and link them to the database for public access; (2) 

digitization of general specimens images (5,000 records) and metadata; (3) digitization of 

Icones Platarum Formosanarum, vol. 1 (Hayata, 1911); (4) digitization of 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 (Henry, 1896); and (5) the creation of useful Web tools for botanists as 

well as nonspecialists with botanical interests, mainly to allow them to access information 

describing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plant groups. 

In addition, Flora of Taiwan (2nd edition, vols. 1-6) contains samples of more than 

4,000 of vascular plant species from all over Taiwan Island and its islets. It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botanists, ecologists, commercial users, conservationists, geographers and 

others. The project of this year plans to integrate both textual and image based botanical 

information in a web accessible database. Data contained in the database includes 

nomenclature, descriptions, keys to taxa, distribution, specimen citations, illustrations, 

photos and indices (vol. 3, 1084 pages, including 521 illustrations and 90 photos). 

 
英文關鍵字(KEYWORDS)：Specimens, Metadata, Digitization, Flora of Taiwan, 
Type specimens, Collection localities, 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 A List of 
Plants from Formosa. 



 

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時程 
全程執行期限：自民國 91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95年 12月 31日止 

第五年執行時程：自民國 95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95年 12月 31日止 

二、參與人員 

類    別 姓  名 服務機構/系所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

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備註 

計畫主持人 謝長富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教授/兼任所長 

計畫架構設計、軟硬體

規劃、整體協調 

 

計畫共同主持人 郭城孟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副教授/ 

標本館兼任館長 
標本館行政支援 

 

專任助理 王雅諄 
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級專任助理 執行數位化工作 

碩士第二年助理 

專任助理 楊綉玉 
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級專任助理 

執行計畫事務、協調人

力、執行數位化工作 

碩士第九年助理 

專任助理 江宜樺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碩士級專任助理 執行數位化工作 

碩士第一年助理 

專任助理 劉姮昭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碩士級專任助理 執行數位化工作 

碩士第一年助理 

專任助理 張佳惠 
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高中級專任助理 執行數位化工作 

高職第三年助理 

博士班生 蘇夢淮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博士班研究生 

網路建構、規劃並設計

資料庫 

博士班第五年 

博士班生 范素瑋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博士班研究生 執行數位化工作 

博士班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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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人員 王貴美 
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執行數位化工作 

參與本計畫第四年 

 
三、計畫目標 

1、 模式標本影像資料庫：模式標本是新物種發表時所依據的標本，標本館所典藏

之模式標本約 1000餘份，包含臺灣、太平洋諸島、海南島等地的物種，具永久

參考價值。 

2、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影像資料庫：標本館早年收藏之古老標本較易損害，擬優

先建成影像檔。另外臺灣原產約 4,220種之維管束植物，擬就具代表性的標本先

行製作成影像檔，並製成資料庫上網供各界人士研究與參閱。此等老標本及代

表性標本計約 65,000份。 

3、 標本資訊資料庫：標本館典藏有 250,000份標本，其標籤上所記載的資料需加以

建檔，以供查詢；建檔作業擬以臺灣本土生長的植物種類先行處理，初估總計

有十二萬份，本期計劃五年預計完成之目標約為 65000筆資料。標本標籤資料

包括學名、採集地點、採集日期、採集者、鑑定者、採集編號、生育地資料、

標本館編號、標本狀態等。 

4、 古今地名資料庫：標本標籤上所記載之採集地名是物種產地來源且為製作地理

分佈圖所必具之資料，因標本館標本的採集年代跨越清末、日據時代迄今，標

本上出現之地名也因而古今兼具頗為複雜，因此需建立一個可以對照古今地名

的資料庫。 

5、 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數位化資料庫：臺灣植物誌第二版共分六卷，自 1993

年開始出版，第六卷於 2003年完成。臺灣植物誌是對臺灣維管束植物記述最詳

盡的英文版著作，為國內外從事自然資源經營管理、農林產業、教育及學術研

究等眾多人士所必備之書籍。由於各界索取踴躍，但印刷冊數有限，很快即分

送完畢，第二、四及六卷已經贈送完。因此數位化後，將使得資料之取得、運

用更趨完備及有效。 

6、臺灣代表性植物圖文古籍之數位化：包括福爾摩沙植物名錄(Henry，1896年)、

台灣植物圖譜（早田文藏，1911－1921）、續台灣植物圖譜 (山本由松，1925－

1932年)等。 

本年度已規劃完成標本資訊資料庫，並利用該資料庫系統從事標本標籤資料的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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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四、計畫內容 

1.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影像數位化新增 15000份。 
2. 標本Metadata（含分佈資料及座標經緯度資料）建檔新增 15000筆。 
3. 古今採集地名資料庫。 
4. 臺灣植物誌第三卷數位化。 
5. 臺灣代表性植物圖文古籍台灣植物圖譜第一卷之數位化 
6.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影像(15,000張)及Metadata(分佈資料，15,000筆)登入網頁。 
7. 臺灣植物誌第三卷、臺灣代表性植物圖文古籍之登入網頁。 
 
五、執行方法與過程 

1. 模式標本 metadata建檔 

由於模式標本是新物種發表時所依據的標本，具永久參考檢視之價值，因此十分

珍貴與重要。根據製成影像檔，利用自行開發資料庫輸入程式建檔。 

2.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影像數位化 

標本影像數位化處理之前，先進行標本的整理與修復，必要時更換新的台紙。處

理標本擬選取老標本中保存良好且各項特徵完備者，優先建成影像檔。另外臺灣原

產約 4,220種之維管束植物，就具代表性的標本先行製作成影像檔並製成資料庫上

網，供各界人士研究與參閱之用。 

3. 典藏標本之 Metadata（含分佈資料及座標經緯度）建檔 

利用已建立完成之影像檔，剪取標籤影像，並以臺灣植物誌（第二版）為參考資

料確認標本學名之正確性，逐一進行輸入與考證之工作。標本資料包括每一份標本

的學名、採集地點、採集日期、採集者、鑑定者、採集編號、生育地資料、標本館

編號、標本狀態等。利用自行開發設計之程式完成標本資料之輸入。 

4. 古今採集地名資料庫 

建立標本採集地點之資料時，若出現清末及日據時期的採集地名時，先行核對日

治時代的地圖及相關採集資料，並對照現今的地圖，進行地名對照表的製作與建檔，

以供未來標本研究及採集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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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灣植物誌（Flora of Taiwan）數位化 

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第二版）於 2003年全數完成，共計 Vol. 1.（648

頁）、Vol. 2.（855頁）、Vol. 3.（1084頁）、Vol. 4.（1217頁）、Vol. 5（1143頁）、

Vol. 6（343頁）。內容包含 233 科、1355屬、及 4220種之學名、形態描述、檢索、

插圖、引證標本、分佈地區、總名錄、索引相關資料等。九十一年度計畫完成第五

卷數位化，九十二年度計畫完成第一卷及第六卷數位化，九十三年度計畫完成第二

卷數位化，九十四年度計畫完成第四卷數位化，九十五年度計畫完成第三卷數位化

並可直接在網頁中全文檢索，提供專家學者作為查詢、研究之用。 

6. 臺灣代表性植物圖文古籍之數位化 

臺灣代表性之植物圖文古籍包括「台灣植物圖譜」、「續台灣植物圖譜」等。「台

灣植物圖譜」為早田文藏不朽之著作（1911－1921），共十卷。書中包括的種數達

3458種，其中 1200種為台灣之新發現種，均有詳盡之拉丁文描述及插圖，具永久

之參考價值。「續台灣植物圖譜」則為山本由松博士所著（1922－1932），共五卷。

記載早田文藏「台灣植物圖譜」出版後所發現之新種及新記錄種。九十四年選擇「續

台灣植物圖譜」先行嘗試進行數位化，執行步驟包括圖文影像掃瞄、文字辨識、字

句核對、全文索引製作、上網等。九十五年完成早田文藏所著「台灣植物圖譜」第

一卷(1911年出版)，及福爾摩沙植物名錄(Henry，1896年)，並可直接在網頁中全文

檢索，提供專家學者作為查詢、研究之用。 

7. 標本資料庫系統設計及網路建構 

標本資料庫及網路系統之規劃與設計，係依據本館過去所累積的相關經驗及參考

相關資料，於九十二年度九月開始規劃網路系統，擬結合已數位化影像檔與標籤資

料庫方便使用者可上網路瀏覽。九十三年度大致搜尋功能已設計完成，在網頁中可

做模式標本查詢、地名查詢、植物學名查詢、植物採集地查詢、植物標本影像查詢，

以及台灣植物誌全文查詢。九十四年度新增加代表性古書籍續台灣植物圖譜五卷之

全文查詢及期刊 Taiwania全文查詢，查詢植物標本影像時也可同時查詢其植物分佈

點。九十五年度將繼續新增加代表性古書籍台灣植物圖譜之全文查詢及期刊

Taiwania全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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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成效 
一、工作進度報告 
（一）典藏內容類型與特色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成立於 1929 年，當時為調查臺灣植物資源之大本

營，同時也是南進太平洋諸島、大陸南方、及東南亞之基地，因此陸續累積了許多

的標本。戰後由國人承接繼續採集本省的植物標本，迄今所累積的標本量達二十五

萬份以上。這些標本代表臺灣維管束植物種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中三分之一的

標本為臺灣地區固有的種類。由於從日據時期即開始蒐藏，館內除了藏有植物學上

最珍貴的模式標本（即新種發表時所依據之標本，需永久保存，以供各界比對參考）

一千餘份外，並藏有日據時期及之前西洋植物學者所採集的本省固有植物且深具研

究價值的老標本五、六萬份。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所擁有的標本，實代表八十多年

來臺灣植物資源探勘及植物研究之歷史過程與成果，誠為國寶級的典藏資產。 

七十餘年來國內外以這些標本為研究材料而發表之文章、碩博士論文及叢書達

3,000篇以上，未來還將不斷成長。最具代表性的有如 Flora of Taiwan （1st edition, 

Vol.1-6, 1975-1979）、Flora of Taiwan (2nd edition, Vol. 1-6, 1993-2002)、Woody 

Flora of Taiwan（Li, H. L., 1971）臺灣木本植物圖誌（Vol.1-2, 劉棠瑞，1960-1962）、

臺灣樹木誌（金平亮山，1936）等。由於這些文獻之發表，使得臺灣的植物分類研

究成果在亞洲甚至世界立於極重要的地位，由此亦可體會這些典藏資產珍貴性之一

斑。 

為更有效管理及利用這些標本，本子計畫擬於五年內完成館藏標本及資料之數

位化並納入網站，以利永久典藏及學術研究、專業教學及通俗教育之用。本計畫預

定建置之數位化資料庫內容及範圍包括模式標本影像資料庫、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

影像資料庫、標本資訊資料庫、古今採集地名資料庫、臺灣植物誌 Flora of Taiwan (2nd 

edition, Vol. 1-6)數位化資料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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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定與實際執行甘梯圖（詳表一） 

表一、95年度預定與實際執行甘梯圖（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1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

本影像數位化新增

10,000份 
            

            
2 
老標本Metadata 

(含分佈資料及經緯

度)建檔(10,000筆) 
            

            
3 
臺灣植物誌第三卷

(含文字及插圖，照

片)數位化 
            

            
4 
標本資料庫查詢系

統及網路建構維護

更新 
            

            5 
古今地名資料庫登

入網頁及查詢系統             
            6 

一般標本影像數位

化 5000份             
            7 

一般標本Metadata 
(資料）建檔 5000筆             

            
8 
台灣植物圖譜第一

卷及台灣植物名錄

數位化 
            

            9 網頁英文化 
            

月

次工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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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第 
8 
月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10 授權開放 
            

預   定 2 3 8 20 30 45 55 65 75 85 95 100 進度累計

% 實   際 2 3 8 20 30 43 54 65 73 82 95 100 

執行落後原因  
 
 

月

次工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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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困難說明 

1. 執行計畫所需人力：本年度計畫自九十五年一月開始執行，執行計畫所需之人

力、設備、雜支等均需費用支出，由於聘用助理必須兼具植物地理或分類等專業

知識，故有人員流動時並不易馬上聘到合用人員。 

2. 標本資料庫系統設計及網路建構：資料庫系統設計於九十一年已有部分系統可

用，網路建構於九十二年九月間開始初步建構，於九十三年二月份成果展時有所

呈現，同時藉由此次測試彙整問題，作為修改之重點。九十三年底又進一步更新

網頁，同時請多位學者進行使用測試，至目前為止仍未收到任何不適用的回報。 

3. 網頁呈現方式大致符合所需，至於英文網頁已準備多時，原本網頁內容是中英文

並存或僅中文頁面，如一切用詞不再更動，將中文與英文畫面分開意即會改版面

產生中文版與英文版。 

 

（四）落後原因說明、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1. 老標本及代表性標本的影像數位化：本計畫數位化解析度的要求很高，目前進行

全張的影像掃描，配合學名資料庫進行影像之查詢，做為網路瀏覽以及提供下載

使用。目前已有部分標本資料上網，由於已完成的科別多為重要的大科，份數極

多，如果使用者對使用上有所回應，當會盡力配合。 

2. 關於植物誌全文檢索部分：目前已將續台灣植物圖譜全數數位化，95年台灣植物

圖譜如期數位化。 

 

二、經費執行運用與說明 

（一）九十五年度各季預算分配數 
               金額單位：元 

 
 
 

研究人力

費 
研究設

備費 

其它研

究有關

費用 

國外

差旅

費

國際

學術

會議

費用

管理費 合計 
預定 
累計執

行% 

本年度 
核定金額 3,137,600 500,000 760,000 0 0 512,400 4,910,000 100﹪

第
一季 

當季 
分配數 643,563 0 60,000 0 0 128,100 831,663 

1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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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 
分配數 643,563 0 60,000 0 0 128,100 831,663 

當季 
分配數 647,410 50,000 300,000 0 0 128,100 1,125,510 第

二
季 累計 

分配數 1,290,973 50,000 360,000 0 0 256,200 1,957,173 
39.86﹪

當季 
分配數 638,237 350,000 300,000 0 0 128,100 1,416,337 第

三
季 累計 

分配數 1,929,210 400,000 660,000 0 0 384,300 3,373,510 
68.71﹪

當季 
分配數 1,208,390 150,000 100,000 0 0 128,100 1,586,490 第

四
季 累計 

分配數 3,137,600 500,000 760,000 0 0 512,400 4,910,000 
100﹪

備註說明： 
1. 累計分配數 = 當季分配數 +上月分配數 
2. 累計預定執行率 = 累計分配數 ÷核定總額 
 
（二）九十五年度經費執行與運用說明 

金額單位：元 
執行與運用說明 

執行率%
預

算 
科

目 

核定 
金額 內容說明 金 額 落後、超前及變更 

經費說明 預定 實際

人

事

費 
3,137,600 

1.碩士級專任助理三
名（勞建保費） 
2.高職級專任助理一
名 
3.博士班研究生二名
4.研究主持費 
5.臨時工資 

3,258,115 

由 管 理 費 變 更

120,515 做為人事費
中的離職儲金 

研

究 
設

備

費 

500,000 

資料儲存櫃、電腦及

周邊設備、掃描器 
500,000 

其

它 
費

用 

760,000 

資料處理/製作費、影
印費、標本修復材料

費、沖印費、文具費、

電腦耗材費、郵電

費、儀器耗材等 

760,0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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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費 
512,400 

管理費 
391,885  

合

計 4,910,000 本年度執行額度 4,109,000 

備註說明：實際執行率 = 累計執行額 ÷ 核定總額  
 
三、計畫成果 
 
(一)自行開發之系統與技術 

國內目前有關標本資訊暨標籤資料製作之相關資料庫，主要均針對近年採集之

標本資料進行規劃與設計，而標本館珍藏之標本，尤其是日治時代所採集年代

久遠之古老標本，其標籤上的資料頗為混亂，因此無直接法適用於標本館。 

本計畫以標本館館藏實際現況之角度，並參考國內外現有資料庫之相關資料，

設計具備輸入、管理、查詢與輸出等功能之介面（圖一）。 

 
圖一、標本影像暨標籤資訊輸入系統 

該輸入系統於九十三年六月進行第二次改版(圖二)，資料庫系統設計完成並輸

入標本標籤資料後，未來若有資料需更新將進行第三次改版，同時不排除也可

與其他單位之資料庫進行溝通與整合。輸入系統的設計同時結合植物學名資料

庫(圖三)、採集者資料庫(圖四)及地名資料庫(圖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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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標籤輸入系統輸入介面 

 

圖三、植物學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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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採集者資料庫 

 

圖五、地名資料庫（1994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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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地名資料庫（1924年地圖） 

 

(2) 地名資料庫 

以《臺灣大學植物系標本館日據時期之臺灣植物標本採集地點目錄》為基本，

進行新舊地名與經緯度資料之轉換，於該轉換完成之地名資料內為具備之資料

內容則利用古、今地圖之掃描資料檔找出採集地點之地名資料，並予以新增至

地名資料庫內(圖七)，此程式已進行改版多次，在不斷改進中尋求最適合的輸

入操作方式。操作方法可先選取現台灣地圖（圖五）或舊台灣地圖（圖六），

再點選縣市別區塊，並依照中英文地名進行搜尋。為了便於在同一個輸入介面

中觀看標本及標籤影像，將數位化標本暨標籤的影像分別儲存於 Access資料庫

之 Image與 Label子目錄中，以標本館館號為檔名，儲存格式為 Jpg檔，如此

便可於輸入介面中選擇讀入標本影像(圖八)或標籤影像以供研究參考之用，並

利輸入作業之進行，以方便輸入作業進行（如圖五、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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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以 Access資料庫儲存地名資料，並予以輸入系統做一連結 

 
圖八、輸入時選擇讀入標本影像 

 (3) 計畫網站 

本計畫於九十二年開始規劃網站，網址為 http://tai2.ntu.edu.tw。網頁如下圖示

(圖九)，在『資料庫查詢』方面有「模式標本」、「一般標本」及「地名」；『文

獻查詢』有「植物學電子書 Botanical eBooks」及「Taiwania」。在電子書部分

又分成台灣植物誌(一至六卷)、續台灣植物圖譜(一至五卷)、台灣植物圖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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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福爾摩沙植物名錄(Henry，1896年)。 

 
圖九、網頁首頁，使用者可依各種需求做點選查詢 

 

模式標本：模式標本對一般研究學者極為重要，本計畫首要重點也在模式標本的數

位化。目前在網頁中使用者可依所欲查詢之科名或屬名等進行點選查詢(圖

十)，同時可點選進入文獻查閱當時所發表該種植物之全文。 

 

圖十、模式標本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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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標本：為考慮到一般使用者與專業人士如研究人員或學者等有不同的

使用方式或所謂之需求不同。本計畫為此作一區別，如下圖 (圖十一) 所示。 

(a)「館號查詢」為查詢已知館號所用，此部分多屬於館內作業。 

(b)「標本影像查詢」，一般使用者在沒有特定的查詢對象，或僅做一般瀏灠時

可選用此項。由於目前已完成的數位化科別不多，但每科的標本份數又很多，

如果用下拉選項方式，會產生可選的下拉選項科別不到十科，進去該科後又因

份數太多，容易造成流灠速度減慢或停頓。因此產生目前的查詢方式，到九十

四年底將會進一步更新此查詢形式。在目前的查詢方式下，使用者可經由下拉

點選科名，學名後(圖十一)，按go直接進入資料欄，點選要查詢的欄位即可

看到所要選的標本影像，同時藉由分布圖可查看該種植物在全台所分佈之位置

(圖十二)。 

 

圖十一、一般標本查詢分為館號查詢、標本影像查詢及標籤名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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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植物分佈查詢 

 (c) 「標籤影像查詢」，對於植物學名極為嫻熟或已有特定的查詢目標者，可

就其使用習慣做標籤資料的查詢。如圖十三，點選屬名，再輸入rosa（薔薇），

按go，進入資料欄，按要查詢的欄位即可看到要所查詢的標本影像(圖十四)。 

 

圖十三、輸入查詢屬名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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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直接點選要查看的標本影像 

地名：地名資料庫結合新舊地名，以及中英文對照，呈現台灣地名的變化。使

用者可以點選「地圖查詢」、「地名關鍵字查詢」、「縣市行政區界查詢」(圖十

五)。 

 

圖十五、地名資料庫查詢(英文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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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地名資料庫查詢 

 

 (a) 地圖查詢，框選查詢的大小、範圍(圖十六)，再點選資料欄(圖十七) 按

go，進入資料欄，出現在此一範圍內為標本館在該區塊內的採集地名，按查詢

的欄位即可看到查詢的地名相關資料(圖十八)。 

 

圖十六、框選查詢大小、範圍 

 

 

圖十七、在此範圍內為目前館藏標本所有的採集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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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點選「羅東」查詢其所在地之經緯度及新舊中名與英文名 

 

(b)地名關鍵字查詢，直接輸入查詢的地名(圖十九)，以及範圍(如現今中名或

舊英文拼名)，按go，進入資料欄(圖二十)，點選要查詢的欄位即可看到查詢

的地名相關資料(圖二十一)。 

 

圖十九、直接輸入要查詢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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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出現同一地名關鍵字的資料欄後，再點選要查詢的地點 

 

 

圖二十一、出現該地名的相關資料 

 

(c) 縣市行政區界查詢，直接輸入所欲查詢的行政區界(圖二十二)，按go，進

入資料欄，此為目前館藏在該區塊內的相關地名(圖二十三)，點選要查詢的欄

位即可看到要查詢的地名相關資料(圖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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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選擇行政區塊做查詢 

 

圖二十三、在此區塊內所有相關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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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點選「檜山」後所呈現的相關資料 

 

文獻查詢： 

(1)植物學電子書，台灣植物誌的查詢台灣植物誌至九十四年底已完成第一、二、四、

五、六卷全文數位化，其中第一、六卷是以電子書 pdf版的形式呈現在網頁上(圖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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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網路呈現電子書之圖文（台灣植物誌第二版第一卷） 

除了電子書的查詢方式外，第一、二、四、五、六卷可用全文檢索的查詢方式，

進入查詢網頁後，直接輸入查詢的關鍵字詞(圖二十六)，點選查詢的項目(圖

二十七) ，即可直接查閱植物誌之內容(圖二十八)同時做相關圖片的查閱連結

(圖二十九)。同時完成的續台灣植物圖譜、台灣植物圖譜、福爾摩沙植物名錄

資料在植物學名查詢時也會查到(圖三十)，方便使用者在相關資料的瀏覽。 

 

圖二十六、輸入要查詢的關鍵字詞 

 



 29

圖二十七、點選要查詢的項目 

 

圖二十八、直接閱讀植物誌內容 

 

 

圖二十九、連結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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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續台灣植物誌圖譜」五卷、「台灣植物誌圖譜」、「福爾摩沙植物名錄」已

上網，使用臺灣植物電子書查詢，亦可直接點選植物圖書籍查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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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化產出情形 
(1) 完整產出表 

實體數位化類型 
文字資料 多媒體資料 後設資料 

子計畫 
名稱 資料群 細目名稱 

內容

主題1

1. 
文獻 
掃描 
（頁）

2. 
文字 
輸入 
（字）

3. 
目錄/
書目/
標籤 
（筆）

4. 
2D 
影像檔

（張）

5. 
3D 
影像檔 
（張） 

6. 
聲音 

(Audio)
（小時）

7. 
影片、

動態 
影像 

(Video)
（小時）

8. 
動態 
影音 

(Flash)
（小

時） 

9. 
其他

（請註

明類

型、數

量及單

位）

電腦 
儲存量

（MB） 筆數 MB 
工作 
描述 

臺灣大學植

物標本館典

藏數位化計

畫 

標本影

像數位

化 

老標本及代

表性標本影

像掃描 

B 10000
張

 397.5GB  標本影
像掃描 

 台灣植物

誌第三卷

圖片數位

化 

植物誌圖片

影像 
B 插圖 521

張，照片

90張

 56MB  圖片掃
描 

 台灣植物

誌第三卷

圖片數位

化 

植物誌文

字影像 

B 文字 1084
頁

 500MB  圖書影
像掃描 

 標本影 一般標本 B 5000張  170GB  標本影
像掃描 

                                                 
1內容主題請依 16個主題分類，以英文字母(A~Q)標示：A動物、B植物、C地質、D人類學、E檔案、F器物、G書畫、H地圖與遙
測影像、I金石拓片、J善本古籍、K考古、L新聞、M語言、N漢籍全文、O影音、P建築或 Q其他。 



 32

實體數位化類型 
文字資料 多媒體資料 後設資料 

子計畫 
名稱 資料群 細目名稱 

內容

主題1

1. 
文獻 
掃描 
（頁）

2. 
文字 
輸入 
（字）

3. 
目錄/
書目/
標籤 
（筆）

4. 
2D 
影像檔

（張）

5. 
3D 
影像檔 
（張） 

6. 
聲音 

(Audio)
（小時）

7. 
影片、

動態 
影像 

(Video)
（小時）

8. 
動態 
影音 

(Flash)
（小

時） 

9. 
其他

（請註

明類

型、數

量及單

位）

電腦 
儲存量

（MB） 筆數 MB 
工作 
描述 

像數位

化 

影像掃描 

 台灣植

物圖譜

第一卷 

植物誌文

字影像 
B 文字

426頁
 25GB  圖書影

像掃描 

合計  594GB   
 
(2)非完整產出表 

(1) 僅實體數位化，無建立後設資料 
實體數位化類型 

文字資料 多媒體資料 

子計畫 
名稱 資料群 細目名稱 

內容

主題

1. 
文獻 
掃描 
（頁）

2. 
文字 
輸入 
（字）

3. 
目錄/
書目/
標籤 
（筆）

4. 
2D 
影像檔

（張）

5. 
3D 
影像檔

（張）

6. 
聲音 

(Audio)
（小時）

7. 
影片、

動態 
影像 

(Video)
（小時）

8. 
動態 
影音 

(Flash)
（小

時） 

9. 
其他 

（請註明類

型、數量及

單位） 

電腦 
儲存量 
（MB）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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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僅建立後設資料，無實體數位化 

後設資料 子計畫 
名稱 資料群 細目名稱 內容主題 筆數 MB 

工作 
描述 

 標本

Metadata
建檔 

標本標籤資料

（含分佈資料

及經緯度資

料）建檔 

B 15000筆 20 文字鍵入 

       
合計 15000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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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站表列 

本計畫九十二年度已開始規劃與建置計畫所屬相關網站。網址為 tai2.ntu.edu.tw 
(圖九) 

網站名稱 網址 內容簡介 架構方式 管理者聯絡資訊 是否有權
限管理

台灣大學植物標

本館典藏數位化

計畫 

http://tai2. 
ntu.edu.tw 

典藏數位化計

畫成果 
  是 

 

本網站內容為配合計畫結果，目前首先登錄為模式標本與文獻。故由首頁版

權頁點選後將可直接進入網頁(圖九)，查詢標本館典藏模式標本或是台灣植物

誌，均是對外公開沒設任何限制。 

 

肆、檢討與建議 
本計畫自九十一年一月開始執行，至今進行第五年，已累積相當經驗與一些工作

成效，現在又獲得支持可進一步利用此階段所完成之成果，繼續下一階段第二個

五年。未來在網頁呈現好用又有用的數位化成果，將是優先處理之重點。同時對

於網站的維護與資料更新需要相關人力的配合。如何維護網站內容將是下一階段

要努力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