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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常見生態資料庫平台介紹 -為什麼需要生態資料庫？

工區生態資料查詢方式 - TBN

• 一般查詢 - 找資料和找物種：廣泛通用的查詢方式

• 進階查詢 - 結合地圖的條件查詢

資料屬性說明 - TBN

• 資料介紹 - 構成前述服務的資料類型、來源，及特性

• 使用注意 - 現有資料的特性下的使用提醒與建議



為什麼要有生態資料庫
我們先一起來建立共同的想法

歐亞水獺 Lutra lutra © 獺足金門 https://otter.tbn.org.tw



為什麼要做生態友善工程？

•什麼是生態？
• 物理環境 VS 仰賴物種環境生存的「生物」

•工程改變的是什麼？
• 物理環境改變 >> 「生物」受到衝擊 >> 生態改變 >> 人類生活品質劣化

•如何減少生物受到的衝擊以降低人類生活品質劣化？
• 生態友善工程

•如何做到生態友善工程？
• 「迴避、縮小、減輕、補償」



「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5W1H

• WHO：出現在工區的生物是「誰」

• WHEN： 對象「什麼時候」出現在工區

• WHERE：對象出現在工區內的「哪些位置」

• WHAT：對象在工區內「做些什麼事」

• WHY：對象是為了「什麼目的」在工區內做那些事

• HOW：對象「如何運用工區內的物理環境」做那些事



5W1H舉例：

•八色鳥（WHO）

• 每年五月到九月（WHEN）

• 出現在工區東側（WHERE）

• 築巢（WHAT）

• 為了養育後代（WHY）

• 利用工區東側潮濕的森林底層
環境與豐富的蚯蚓（HOW）

•石虎（WHO）

• 每天晚上（WHEN）

• 出現在工區西北側（WHERE）

• 穿越（WHAT）

• 為了從山上去河邊高灘地獵食
（WHY）

• 利用工區西北側有高草叢的緩
坡（HOW）

©  Kuan-Chieh (Chuck) Hung©  Weiting Liu



首先要知道WHO
WHO=對象生物是誰
不然後面都是假的



要如何知道工區的WHO？（之一）

現地調查與訪談：

• 委託生態專業人員進行現地調查

• 訪談當地居民與社群的在地知識

（能掌握關鍵現況，但因時間緊迫，獲得的資訊有限）



要如何知道工區的WHO？（之二）

資料查詢與彙整

• 翻找歷年研究報告與相關調查文獻

• 整合不同來源格式不同的資料

• 查詢各個物種屬性

• 繪製出現時間與出現空間的圖表

（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時間落差，但能在緊迫時程內獲得更多的資訊）



運用生態資料庫提升
「資料查詢與彙整」工作效率

更快掌握「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的WHO
讓更多資源可以投注於「現地調查與訪談」及友善工程實作



那麼，
有哪些生態資料庫呢？



國內常見生態資料庫可分為兩大類

•蒐集資料為主
• 路殺社

• 臺灣

• 脊椎動物與陸蟹死亡紀錄（活體紀錄不收）

• 公民科學資料蒐集平台

• eBird
• 全球

• 鳥類

• 公民科學資料蒐集平台

• iNaturalist
• 全球

• 不限生物類群

• 公民科學資料蒐集平台

•應用資料為主

• 國土綠網藍圖
• 圖面資料應用

• 關注物種資訊連結TBN

• TBN：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 點位與圖面資料應用

• 提供各個物種（WHO）分布資訊

• 提供時間與空間的視覺化圖表



TBN致力於提供WHO會出現
在特定地點的資料應用資訊
所以本報告的生態資料庫應用與基礎概念會以TBN為主喔！



這樣「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資訊公開作業指引（112年4月）」中提到的TBIA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又是哪種資料庫？



關於TBIA

• TBIA是個「由夥伴單位在共同理念下建立的組織」。

• 這個組織的目的是提升夥伴單位生物調查資料的串連與整合。

• 即將於今年年底上線的TBIA入口網，其功能定位是各夥伴單位的
生物調查資料的「資料查詢總目錄窗口」。
• 參考情境：

• 臺灣各地有多所圖書館，各自有不同的藏書。

• 對想找書的人來說，會想知道可以去哪個圖書館借自己想看的書。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串連各圖書館的藏書書目，讓使用者可以在該網站找到全
臺灣各地的圖書館藏書有哪些。

• 「TBIA入口網」的角色就是類似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路殺社
eBird

iNaturalist
…

各機關資料上傳平台

TBIA
(GBIF)

應用
資料

蒐集
資料

整合
資料

國土綠網藍圖
TBN

除了國內常見生態資料庫的兩大類之外



生態資料的蒐集、整合，應用
仍是個發展中的領域
需要拆解分工，也因此產生眾多資料平台
這都是為了讓生態資料能真正應用於現地實務
的基礎建設過程

（可能跟工程開發中的工地樣貌一樣，不容易被理解與欣賞的情境類似🥹）

在這裡暫停一下，想請各位理解🙏



小結（之一）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是生態檢核的資訊公開

• 請詢問你的資料管理單位的資訊公開管道

• 關於「生物分布資料」的資訊公開管道，
若不知道該問誰，歡迎跟TBIA聯繫：
tbianoti@gmail.com

mailto:tbianoti@gmail.com


小結（之二）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是生態檢核的生態資料蒐集

• 關於「國內既有生態資料庫套疊成果」，
請善用「國土綠網藍圖」等工具套疊保護區
、生物多樣性熱區、綠網關注區域等等。

• 關於「出現在工區的生物是誰（WHO）」
建議委託生態專業圖隊，輔以TBN，以獲得
工區內需要關注的「友善措施對象」：
https://www.tbn.org.tw

https://www.tbn.org.tw/


關於TBN
認識成員與核心價值

©  adachao https://www.inaturalist.org/observations/150127712



張藝鴻 系統工程師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團隊成員

俞佑錚

資料管理員
- 系統規劃
- 模式建立

張慧玲

協同主持人
- 標本館

- 植物調查

倪旻萱

平台經理
- TBN主站台

- 公民科學

吳俊毅

資料分析師
- API

- 生物地圖

柯智仁

計畫主持人
- 總機

- 動物調查

陳佑真

內容經理
- 開放資料

- 資料視覺化



以開放資料和跨界協作之力，
提供知識支持生物多樣性的經營管理，
引領人類走向與自然共融的永續未來。
理念



遠程 - 預測趨勢
中程 - 掌握變遷
近程 - 促進流通
彙整生物調查資料的點位分布
目的





TBN網址：www.tbn.org.tw

QR Code

http://www.tbn.org.tw/


TBN的主要功能：

1. 查某物種的分布位置
2. 查某地區的物種清單
3. 把資料下載打包回家



功能1範例：
關注物種
草鴞的分布位置
查某物種的分布位置



功能2範例：
台東池上附近
5KM的物種清單
查某地區的物種清單



功能3範例：
開放資料一鍵下載
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把資料下載打包回家



TBN首頁的功能引導





一般查詢
找資料和找物種：廣泛通用的查詢方式

水雉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 Liu JYUN-FU https://macaulaylibrary.org/asset/235283881





選擇工具



按下「找」

框選範圍



也可以使用
「單點座標+
搜尋半徑查詢」

按下「找」



看資料筆數
看名錄



下載名錄





























看觀測紀錄

下載觀測紀錄



功能3範例：
開放資料一鍵下載
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把資料下載打包回家



看引用方式（首頁）



進階查詢
結合地圖的條件查詢

熊鷹 Nisaetus nipalensis © Allen Lyu https://macaulaylibrary.org/asset/398967781





















除了各分區的關注物種以外
也可以獲得各分區的物種清單
（前提是有資料）











資料介紹
構成前述服務的資料類型、來源，及特性

密刺菝葜 Smilax horridiramula © 陳慧珠 https://plant.tbn.org.tw/occurrence/c8640f79-55fb-4d17-8230-971ab1128e39



符合 FAIR Data Principle並且以
CC0或 CC BY或 CC BY-SA 或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釋出的資料
TBN所有資料均為開放資料：



CC BY-SA 4.0 SangyaPundir

找得到 拿得到 看得懂 可再用

資料及其說明有在可搜尋
且可下載的公開儲存庫

資料格式與說明
有依據資料標準

資料有採用
開放授權發佈



收錄的資料類型 Type

•出現紀錄：

什麼物種、
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地點
的出現紀錄

• 出現紀錄所屬
資料集：
• 資料集作者

• 資料集摘要

• 資料授權條款

• 資料發佈單位

• 資料更新日期

• 資料紀錄筆數

• 出現紀錄的
物種屬性：
• 在學者眼中的演化

分支（學名）

• 在大眾眼中的生物
類群（俗名）

• 特有種、原生種、
外來種

• 是否面臨威脅：
法定保育類、
國內紅皮書、
國際紅皮書



彙整的資料來源 Source

•開放資料

•由我們發佈
•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專家學者調查資料

• 公民科學計畫資料

• 民間組織調查資料

•彙整自他處
• GBIF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包含TaiBIF、eBird，以及iNaturalist）

• 有開放資料的政府單位生物多樣性資料庫（林務局、營建署、海保署等等）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 物種屬性（學名、俗名等等）：臺灣物種名錄TaiCOL



現有的資料特性 Characteristics

•有調查、有數位化、有結構化，且有開放才有資料

•各種計畫來源中以公民科學計畫為最大宗（72%+）

•涵蓋的生物類群以鳥類為最大宗（66%+）

•涵蓋的空間範圍以平地低海拔人口密集區為最大宗
（22%資料空缺主要位於中高海拔山區）



現有的資料特性 Characteristics

•有調查、有數位化、有結構化，且有開放才有資料

•各種計畫來源中以公民科學計畫為最大宗（72%+）

•涵蓋的生物類群以鳥類為最大宗（66%+）

•涵蓋的空間範圍以平地低海拔人口密集區為最大宗
（22%資料空缺主要位於中高海拔山區）





現有的資料特性 Characteristics

•有調查、有數位化、有結構化，且有開放才有資料

•各種計畫來源中以公民科學計畫為最大宗（72%+）

•涵蓋的生物類群以鳥類為最大宗（66%+）

•涵蓋的空間範圍以平地低海拔人口密集區為最大宗
（22%資料空缺主要位於中高海拔山區）



使用注意
現有資料解讀上的前提條件

草鴞 Tyto longimembris © Ting-Wei (廷維) HUNG (洪) https://macaulaylibrary.org/asset/179445621



使用注意（一）

• 「不分布」注意：資料庫找不到就沒有關注物種？

• 現有的資料庫只提供「哪裡有分布」，無法提供「哪裡不分布」的資訊。
• 對於「目標區域沒有XX物種的分布」的判斷建議請生態專業人員協助評估。

• 「數量」注意：資料筆數越多表示數量越多？

• 資料筆數與數量無關，不能由資料筆數較多來推估該區域有比較多的某
物種（原則上） 。
• 資料筆數的多寡反映的是該區域被調查的次數與資料開放的量能。

• 部分資料雖有數量的資訊，但由於沒有經過單位面積標準化的程序，數
量在各筆之間（原則上）都是不能比較的。
• 若需要進行數量比較，建議至GBIF查詢「調查活動（Sampling Event）」的資料

料集，並依據詮釋資料的說明解讀資料。



使用注意（二）

• 「年份」注意：以前有現在不一定有。

• 資料庫涵蓋臺灣自19世紀至今的資料，年代涵括150年以上。
• 建議依需求篩選適當年份的資料（進階查詢功能也可以幫忙篩選）。

• 「座標」注意：生物不一定出現在該筆資料的座標點位上。

• 部分物種會因屬於保育類、紅皮書物種，或因資料提供者的考量有進行
座標模糊化（我們稱為敏感資料），模糊化程度亦會以座標誤差的方式
告知使用者。
• 若需申請敏感資料的原始座標，請參考：TBN使用者手冊-如何取得敏感資料？

• 每筆有座標的紀錄，該座標誤差可以由<10公尺至30公里（甚至更多），
建議依據需求篩選座標誤差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 座標誤差的紀錄為近10年來才漸漸普及的概念，許多資料的座標沒有誤差資訊，建

議請生態專業人員評估判斷其適用範圍。

https://www.tbn.org.tw/about/faq/67446668


1. 資料庫目的是降低資訊查找門檻
2. 解讀生態資訊需由專業人員進行
3. 記錄座標誤差以提升資料可應用
以上內容有三個重點請大家帶回去



臺灣需要的生物多樣性開放資料
離完整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但是真正的侷限還在這裡：



跨機關生物多樣性資訊夥伴關係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

TBIA成立！



110.09.29 六個初始成員簽署 MOU 正式成立TBIA



TBIA至112年共有八個聯盟成員



野外調查
資料輸入表格
資料本地端儲存

資料發佈
資料開放
資料標準
資料串連

不同資料生命週期的分工

資料應用
Data 

Application

資料生成
Data 

Generalization

資料流通
Data 

Mobilization

資料視覺化
資料整合
資料分析
資料解讀



結語
希望大家聽完能帶回去的訊息

日本瓢鰭鰕虎(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 japonicus © Mac Lin https://www.inaturalist.org/photos/43412131



希望大家帶回去的訊息

1. 請依據要做的事情選擇你要用的生態資料庫。

2. 生態檢核資訊空開：請詢問資料管理單位或TBIA。

3. 生態檢核生態資料蒐集：請使用「國土綠網藍圖」和「TBN」。

4. 生態資料庫查詢結果的使用需注意：「不分布」、「數量」、「誤差」。

5. 生態資料庫查詢結果的解讀建議需委託專業人員進行。

6. 請大家支持開放資料與TBIA，共同完善可供全民應用的生物多樣性資訊。



回顧「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5W1H

現在的生態資料庫可以提供的：

• WHO：出現在工區的生物是「誰」

提升資料精確度以後比較可以提供的：

• WHEN： 對象「什麼時候」出現在工區

• WHERE：對象出現在工區內的「哪些位置」

需要現有生態資料庫的2.0版本以上才能提供的：

• WHAT：對象在工區內「做些什麼事」

• WHY：對象是為了「什麼目的」在工區內做那些事

• HOW：對象「如何運用工區內的物理環境」做那些事

委託
生態
專業
團隊
的必
要性



Q&A
感謝聆聽

並邀請大家幫我們填問卷：

聯絡email：service@tbn.org.tw

異紋紫斑蝶(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 Te Wei Tsai https://twmoth.tesri.gov.tw/peo/FBMothInfo/38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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