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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不打烊無邊界博物館 

—「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建立與應用 

 

摘要 

此次研究透過一種新的嘗試，建立一套原則上應用於可無限擴充空間範圍(地球地面)且

不限時間的導覽系統，利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將解說目標物(以木本植物為主)所在點之座標

做為導覽資訊的一組索引值，透過「區塊解說」與「定點解說」兩種策略連結至解說內容(圖

文、影音檔案)，配合「委眾策略」(crowdsourcing)與行動科技設備的運用，一種不打烊無邊

界的博館—「大地生態導覽系統」於焉誕生！ 

 

壹、 研究動機 

現今繁忙社會，生態旅遊與休閒農業蓬勃發展，「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萬物靜觀皆自得，道通天地有形外！」我們嚮往這樣的愜意瀟灑與自然探究，處於「資訊

爆炸」的現代人忙於處理、面對人造現象與訊息，反而常常疏忽了許多欣賞與探究大自然的

機會。而在生態學習的知識與工具日新月異的同時，行動科技(例如手機軟體)觸及第一手的

自然資訊取得或開發，相對來說，卻是極度偏少，現存的軟體與系統(如 Google、衛星導航)，

也無法單獨解決問題，當我們身處博物館與美術館時，每隔一段時年其實都有創新的「導覽

解說」技術服務引進，其中有不少就是結合功能漸趨多元、強化與普及的行動科技(例如手

機)，不禁發想：其實自然就是我們學習生態最深廣的活教室，大地就是我們品味生命最美妙

的博物館！因此如何利用專業背景與現有科技，建構一套可應用於具有廣大且可擴充的自助

導覽系統，成為我們此次探究最大的發展方向！ 

另一方面，生物資源的重要與生態運作的智慧可以說是歷久彌新，每每發現更新更妙的

價值，例如藥用植物與仿生科技，都讓大自然實驗室進行萬千年試驗的精妙成果令人讚嘆！

目前行動科技上所能獲得的資訊也非常多樣化，食衣住行育樂都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務，例如

可以用手機查詢人、車所在處附近的商店與餐廳，但若是大眾想對學習、探究或遊憩時身邊

一棵大樹之類的自然資源做基本的認識與進一步的了解，現有的科技設備與技術往往愛莫能

助，也可能是定位系統精密度的限制，對地(區)對景的搜尋科技已經非常普及與強大，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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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物的導覽服務則顯得欠缺與不足。而根據「科學人」期刊一篇專文，「2009 年 11 月 5 日，

DARPA 舉辦了一項有獎科學競賽，名為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網路挑戰，以慶祝網際

網路 40 週年紀念，探索網際網路和社會網路的連結，如何為時間急迫、涉及廣邈空間的實際

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參賽者必須找到 DARPA 在美國隨機放置路旁的 10 顆兩公尺高的紅色

氣象氣球，最早完成任務者，可獨得四萬美元。比賽開跑前，就有人在部落格發表意見，分

析高科技的衛星照相、飛機空照策略，以及低科技的社會網路與委種的優劣得失，預測動員

地面部隊委眾策略(crowdsourcing)將會勝出。果然，比賽開始不到九小時，運用委眾策略的麻

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團隊找到了全部的氣球，贏得比賽。」 

上述訊息更激勵研究團隊的發想，相信針對無專責團隊負責或無可負責的大範圍定位目

標解說物，將可透過行動科技、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委眾策略的整合，建立一套突破時空限

制的博物館解說概念與技術—「大地生態導覽系統」。 

 

貳、 研究目的 

此研究期能以校園植物為試驗基礎(以木本植物為主)，建立並應用一套初步的「大地生

態導覽系統」，以植物所在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給定經緯座標為導覽索引參考基準，資

料建立者多次運用行動設備與網路科技將資料建立於網站上，參訪者可透過行動設備獲得眼

前目標物(植物)的相關解說資訊，以增進認知生態，親近生態之功能，亦可說是一種「雲端

科技」概念與「委眾策略」的應用。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此次研究所應用的主要設備與器材如下： 

一、筆記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手持儀(eTrex Vista Hcx) 

三、個人數位助理(PDA，附 Excel Mobile 軟體) 

四、數位相機 

 



 

 3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生態博物館的觀念 

近代博物館界提出一種有別於傳統博物館的建立與經營概念，名為「生態博物館」，雖

然詳細內涵與此次研發的「大地生態導覽系統」不盡相同，但部份關鍵理念是不謀而合的。

它的目的是以生態學的方式，呈現環境如何與動物、植物和礦物互動的脈絡，以及在人類有

意識的運作下的變貌。希望將地區的人文特質與自然環境視為整體考量，也希望地方居民能

義務性地參與博物館的規劃和營運，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視為有機的連續體，主張瞭解過去

有助於更精確的掌握現在，更紮實的對未來。生態博物館的功能側重社區集體記憶的重建： 

(一)它從中央威權「由上而下」型態，變成「由下而上」的草根型態。 

(二)它由傳統的「由內而外」變成「由外而內」的經營方式。 

(三)它放棄「大理論」(grand theory)或「大論述」(grand discourse)。 

(四 )它的營運基礎改變，由「物件導向」 (object-oriented)變成「以人為導向」

(person-oriented)。 

(五)它從「過去導向」(past-oriented)變成「現在或未來導向」(present or future-oriented)。 

二、群的智慧 

此次研究所要建立的導覽技術是可應用於無限延伸的空間範圍，在米勒所著「群的智

慧—向螞蟻、蜜蜂、飛鳥學習組織運作絕技」一書中提到四項智群守則如下， 

(一)智群守則一：自我組織的三大機制—去中心式的控制、分散式的問題處理、多重互

動； 

(二)智群守則二：善用知識的多元性； 

(三)智群守則三：間接的協同合作； 

(四)智群守則四：適應性的模仿。 

這些原則給予此次研究採取「委眾策略」多所啟發。研究團隊則思考到針對一些無專責

單位負責或非固定範圍的解說對象，例如大樹老樹，其實從某種角度而言，反而是參訪者與

一般民眾最感興趣的對象。「群的智慧」還提到：「儘管不同的動物群體因應各自的問題，採

用的是不同的機制，但我們仍可歸納出幾個基本策略，包括：訴諸在地知識(使資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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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簡單的黃金守則(減少複雜的計算)、成員間多次互動(強化微弱但重要的信號、並加速決

策過程)、設定門檻值(增加決策精準度)，以及讓個體行為適當保有隨機性(以免全體都卡在同

一條老路上)。」提供這類系統未來的進步方向。 

 
圖一  若非絕頂聰明的專家與專責，更需透過「群」的運作展現智慧 

三、現存導覽方式的問題分析與「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可能優勢確立 

(一) 樹木(或景點)解說(標示)牌類： 

 
圖二  校園與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所使用的傳統植物解說牌 

 

1. 解說範圍通常為一固定(小)範圍，也需要特定一組專業人士負責。 

2. 樹木解說牌受天然因素(如氣候)或人為(如損壞)負面影響機會大，使用期限不長。 

3. 設置與內容確認上亦頗花人力與經費，維護與修復成本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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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更新解說資料時，修改內容或重製標示牌花費更高的成本。 

(二)自助式語音導覽系統 

1. 有時傳統的美術館或博物館提供相關設備的租借，例如提供參訪者錄放音設備，隨著

播放內容(言語)的導引，提供目標物的解說內容，解說成本仍不低。 

2. 參訪動線必須事先由特定人員規劃，且是固定的。 

3. 言語導引上的障礙與理解成本。 

(三)個人行動導覽系統： 

 

 
 

圖三  台北植物園採用結合手機科技的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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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台北植物園的二維條碼數位導覽系統 
 
 

 
 

圖五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採用結合手機科技的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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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結合行動科技(手機)的語音導覽系統 

1. 結合行動設備(如手機)的最新解說科技，但解說對象仍需建置條碼、RIFD(電子標籤)

或輸入代碼，此策略增加解說服務的方便性，但成本在擴大範圍時仍將提高。 

2. 仍有賴特定一組專業人士負責。 

3. 亦不太可能做為非常廣大範圍的解說系統，在更新資料時也有一定的門檻。 

(四)「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優勢說明： 

1. 導覽的時空範圍可以是開放空間與廣大的。 

2. 導覽的內容具可擴充性及可更新性。 

3. 經濟成本與技術門檻低，某種程度上應用了「委眾策略」，導覽內容建置工作由廣大

的相關主題偏好者與專長者共同參與。 

4. 建構與應用風險低。 

5. 使用上的便利性與即時性。 

四、建立解說目標的座標索引 

(一)選定一所農工校園、台中科博館植物園、苗栗市區國小校園、苗栗市公所市民廣場、

台北花卉博覽會會場，原始樣本設定共 141 個樹木解說目標點，初步測試座標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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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現優劣不一，增大目標點距離為 3 公尺以上，第二階段選定 90 個樹木解說目標

點，其座標值效果表現就相當良好(同一個目標點座標值趨向穩定，不同座標點座標

值差異明顯)。 

 
圖七  於農工、國小校園、台中科博館與台北花博會測定目標樹木解說點之座標值 

 

92%

8%

座標值穩定度達
80%以上

座標值穩定度未達

達80%

 
圖八  同一點測計次數 10 次，距離 3 公尺以上 
，座標值相同(穩定度)達 80%者佔 92%(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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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個樹木解說目標點以 GPS 手持儀測得其座標 5~10 次，過程中曾以手機(ASUS A50

系列、HTC 智慧型手機系列)、個人數位助理 PDA(Mio 系列)測試，效果(精密度)以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 手持儀(eTrex Vista Hcx)最佳。 

 
圖九  GPS 手持儀(eTrex Vista Hcx)於測定 

座標索引值(經緯度系統)表現最佳 
 
 

(三) 建置者將測得座標儲存於 Excel 軟體工作表，再貼於事先預設的網路共編軟體

(Google docs: Spreadsheet )、直接連結網路建置於共編軟體上，或者上傳於網路硬碟

空間甚至嘗試以動態伺服器網頁 Asp 軟體建立網路選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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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為發揮「委眾策略」與雲端科技之運用，將系統資料直接 

建立於網路共編軟體(Google docs: Spreadsheet ) 
、以動態伺服器網頁 Asp 建立網路選單介面或上傳於網路硬碟 

 

 
圖十一  於伺服器端可供參訪者連結使用的「大地生態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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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所能獲得之衛星定位儀(GPS)未必精密度達至一定水準，所以資料建置後的整理分

為下列兩種方式： 

1. 依同一個座標值，列出所有相應的樹木解說紀錄。 

2. 依座標出現次數高低，排序或以 MODE 函數列出同一樹木解說目標點最多次座標紀

錄(儲存格)。 

五、「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使用測試 

因資源有限，所能測試的 GPS 設備精確度並非能達置理想值，但預設為一種先驅性的研

發，並合理預期未來使用者的行動設備功能將愈來愈強(GPS 精確度提高)，取得成本也愈來

愈低，因此這次研發先行採取以下兩種策略，並於台中科博館邀請參觀民眾做第一次對外測

試(民國 100 年 3 月)，於苗栗市市民廣場、台中科博館、苗栗職校校園做第二次對外測試(民

國 100 年 5 月)，獲得符合假設的成果(參訪者可藉由 GPS 給予座標作為索引，從系統中找出

目標解說樹木之解說資訊)： 

(一) 區塊解說： 

使用者依 GPS 手持儀測得所在處之縱橫座標 X、Y(可為經緯度)，運用行動科技設備(如

手機、平板電腦、PDA 等等)，對照「大地生態導覽系統」資料表，或輸入座標值以 Excel

「搜尋」功能找出同值各資料，連結與 X、Y 鄰近範圍內的數個樹木解說資料。 

(二) 定點解說： 

使用者依 GPS 手持儀測得所在處之縱橫座標 X、Y(可為經緯度)，運用行動科技設備(如

手機、平板電腦、PDA 等等)，對照「大地生態導覽系統」資料表，列出符合該座標出

現頻率最高者，或以 Excel 函數「=Mode( )」列岀每一目標點之頻率出現最高值，連結

其樹木解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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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第一次對外測試：邀請台中科博館參觀民眾(非特別挑選)以此系統分別依序 

測試楓香、鐵冬青、森氏紅淡比、稜果榕，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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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第二次對外測試：於苗栗市市民廣場、台中科博館、苗栗職校校園 

邀請一般民眾測試，獲得滿意回覆與肯定 
 

測試者 測試前認識樹木數量 測試樹木數量 測試後所認識樹木數量 

1 號 10 2 12 

2 號 4 3 6 

3 號 7 1 8 

4 號 0 3 3 

5 號 15 2 16 

6 號 20 5 24 

7 號 0 2 2 

8 號 0 4 2 

表一  第二次對外測試成果，測試者皆可透過「大地生態導覽系統」 
，增進所欲查詢的現場植物資訊，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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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此次研發設計並測試了一套全新的「不打烊無邊界博物館」服務—「大地生態導覽系統」

的觀念與技術，將試驗目標樹木點的 GPS 座標多次測計(5≦次數 n)與紀錄於資料庫(試算表)，

結合各種行動科技設備，如手機、PDA、平板電腦，可以單機操作或運用雲端科技與委眾策

略，參訪者(使用者)可依座標之索引聯結到眼前樹木目標點的解說資料庫，查閱或聆聽相關

的資訊。 

 
圖十四  「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初步資料庫成果 

 

 
圖十五  三公尺以上之 90 測點，GPS 座標值相同次數(穩定度)圖(測數 10 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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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以兩個目標樹木解說點說明「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區塊解說」與「定點解說」

兩種方式之應用： 
一、 區塊解說： 

(一) 首先選定一處目標樹木解說點 A； 

(二) 以 GPS 設備測定岀其座標值(經緯度系統)； 

(三) 於「大地生態導覽系統」資料庫中輸入上述緯度座標值； 

 

 
圖十六  首先選定一處目標樹木解說點 A 

並測定其座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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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以「搜尋」功能，於「大地生態導覽系統」資料庫中輸入所測得之緯度座標值 

 

(四)「大地生態導覽系統」列出符合相同緯度座標所連結之數筆資料； 

 
圖十八「大地生態導覽系統」列出符合相同緯度所連結之數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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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於「大地生態導覽系統」資料庫中輸入上述經度座標值並加以「搜尋」； 

 
圖十九 「大地生態導覽系統」列出符合相同經度所連結之數筆資料 

 

(六) 從「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相符經緯度索引值連結出該「目標樹木解說點」之

樹名為「流蘇樹」，並呈現其相關解說內容。 

 
圖二十  從「大地生態導覽系統」查出之樹名為「流蘇樹」，並呈現其相關解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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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點解說： 

(一)首先選定一處目標樹木解說點 B，並以 GPS 測定其座標值(經緯度)； 

 
圖二十一  首先選定一處目標樹木解說點 B 

 

(二)以多次測定的座標值中出現最多次數值(函數=Mode)進行篩選 

 
圖二十二  以多次測定的座標值中出現最多次數值(函數=Mode)進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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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別依據其經緯度座標索引值，逐步篩選出目標樹木解說點為「紅檜」 

 
圖二十三  以緯度座標索引值進行篩選 

 
 

 
圖二十四  以經度座標索引值進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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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篩選出目標樹木解說點 B 為「紅檜」 

 

(四)連結「大地生態解說系統」中關於「紅檜」的解說內容 

 
圖二十六  「大地生態解說系統」中關於「紅檜」的解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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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 

這次「大地生態導覽系統」的試驗對象以部分地點的校園植物(木本)與植物園樹木為主，

嘗試了一種嶄新的「生態博物館」觀念與技術的實踐。合理預測，它具備很大的延伸性，例

如研究團隊三~五名成員，既可初步建立數處中學、國小、科博館等地點的重要樹種解說點資

料，將來解說平台一但正式公開、傳播，隨著有志者、愛好者的投入(增加到百人、千人甚至

萬人)，「大地生態導覽系統」將發揮加乘效用。但是此次亦是初步嘗試，可以改善的空間也

很大，例如軟體介面的方便性，如果能達到全自動精確化將是一個終極夢幻的版本。但不論

邁出的步伐有多大，這種導覽系統方向的可行性與價值透過此次試驗得以驗證與確立。 

試驗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與未來可以繼續努力或期待的方向如下： 

一、GPS 手持儀或具有 GPS 功能之設備(如智慧型手機)精密度的增加，將更有利於此系

統實用性的強化。 

二、在現有資源之下，解說目標點之間之距離增加，有利於解說索引之穩定性與正確性。 

三、GPS 座標索引與解說資料庫的更有效結合(例如在硬體與程式設計上將兩者自動連

結)，將是此套系統後期發展的重要方向。 

四、因為所獲得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種類與品質高低不同，單純一次的座標測定的實用

性不大，但隨著資料建置次數(或建置者)的增加，將提高此系統的使用價值。 

五、資料建置者必須事先統一資料單位與座標格式。 

此外，建置成本低與技術普及性亦在此次研發中扮演重要地位，也就是說，具有 GPS

功能的行動科技設備日趨普及，功能性勢必越來越強，網路資源與試算表(Excel)軟體和技術

於現今更是可以輕易獲得，此次研發支持「大地生態導覽系統」不失為大面積與不限時的植

物解說一項有效的解決策略！ 

 

柒、 結論 

我們常聽說：「科技來自人性！」但不知此為應然或是實然？近年「(交友)社群網站(例

如 Facebook)」如火如荼的發展，造成一個驚人規模的轟動與流行，但理想上，我們更應該開

發一種「融合環境」、「交流生態」的社群網路，讓人們與大地之間，人們與人們之間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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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與「互惠」。從事生態學習與教育的這些年來，腦海中不斷出現一些若似科幻的景

象，其中之一，就是生態學習者或訪客在大地遨遊，或急切熱誠，或瀟灑愜意，手持或穿戴

各種科技設備，透過這些技術與產品的幫忙，學習者更深更廣地認識、紀錄與探索自然中的

奧秘與樂趣！實際上，這正是國內外將科技融入生態教育與推廣，規劃中甚至已實現工作與

活動的一個方向！ 

富涵文化意義的生態教育與林學推廣，自當靈活、廣泛、積極地應用各種新事物，達成

「科技生活融入自然生態，自然生態啟發科技生活」的目的。除了從「垂直思考」的角度不

斷提升生態理論與研究的深度，從「水平思考」的方向，應用已成熟、普及的技術與產品，

創造它們在生態學習與實務的「新價值」，亦是不容忽視的工作。 

各式博物館或科學教育館在科學教育與推廣中扮演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解說導覽服務

與科技更是當中關鍵的一環，很榮幸也很高興此次研發能以創新的思維與方法，初步實踐一

個無邊界不打烊的「大地生態博物館」理念，於其中的導覽系統作出貢獻，期能鼓勵並引導

大眾親近自然、認識自然，進一步愛好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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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91403 

1. 實驗主題及擬解決之問題具創意。 

2. 整合跨領域知識以進行實驗之分析。 

3. 實際成果之應用性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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