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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接續TaiEOL現有成果，擴充未完成之臺灣物種資料且適時修訂

TaiEOL上現有之資料，並鼓勵學生、年輕研究人員從事分類學研究，或是已退休資

深分類學者投入資料庫建置，並將成果彙整至TaiEOL平台供全民共享，讓全民共享

更多且更完整的資訊，促進生物多樣性之認知。同時進行跨單位協調，持續整合國

內物種資料，並參與全球生命大百科(EOL)國際合作，提供民眾最新之物種資訊。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The project aims to carry on with TaiEOL’s current achievements; expand

data on Taiwanese organisms and timely modify existing data on the TaiEOL

website; encourage students and young researchers to engage in the study

of taxonomy and urge retired taxonomists to contribute to contents in the

database; as well as add the results of these efforts to the TaiEOL

platform to be shared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so that everyone can access

additional  and  more  complete  information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ject will proceed with cross-agency

coordination,  continue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domestic  species

inform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global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 species. 

 

 

三、計畫目的：

針對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平台尚未收錄之物種，邀請專人協助編撰，預定新

增400篇物種資料，至少200篇，收錄500張物種圖片資料。 

檢視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已收錄之物種資料，篩選出資料過舊之部分，邀請

專人協助更新與修訂，完成200篇物種資料更新。 

辦理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推廣交流工作，舉辦工作坊2場次，邀集各界相關人

士參與物種資料協作。 

應用生物典藏資源為素材，完成6個自然科普專題，進行科普教育與保育推廣。  

 

 

四、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延續臺灣生命大百科(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網站之現有成果，秉

持開放授權、專業社群、公眾協作的精神持續整合國內生物圖資與相關政府出版品

之內容。同時，透過社群協作與推廣活動鼓勵學生、研究人員共同投入資料庫建置

，擴充未完成之臺灣物種資料，以提供民眾最新之物種資訊。另將策劃自然科普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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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透過爬梳臺灣動植物與生活的關係脈絡資訊，以豐富、多元的臺灣自然專題

，達成自然科普傳播與保育教育之目的。  

 

 實施方法或工作內容摘要說明  

收錄與更新物種資訊方面，依據盤點統計資訊，針對目前無資料的特有種、本土

常見種、重要經濟性、保育、瀕危、有毒害部份，分別邀請相關分類學者參與翻

譯或撰寫，每一物種文字300元(約300字)之方式取得授權。針對目前尚無圖片之

物種，依據其珍稀程度分級，以一張200元到800元不等的方式向該類群相關研究

人員或民間好者社群徵求，應一律採創用CC授權 (Creative Common)公開。 

持續關注民間、公部門新出版之本土物種解說手冊(圖鑑)或所建置之生物資料庫

狀況，並將相關書目資訊建立於「生命大百科書目資料庫」。同時針對公部門出

資的部分向相關委辦單位及作者爭取其同意公開上網，再協助其數位化上網之工

作。 

內容永續方面，將與國內公民科學相關社群或組織團體合作，除了向其推廣應用

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成果外，也透過公民參與活動徵集物種內容，並邀請相

關研究者協助審訂。同時也透過生命大百科(EOL)平台建立起研究者與民間愛好者

之資訊交流平台。 

自然科普專題方面，以主題、專文…等各項知識轉化方式進行內容推廣，以生命

大百科資料為後盾基礎，有效利用現有及持續收錄之物種圖資。 

推廣與交流方面，辦理分類專家與民間愛好者之應用推廣工作坊1-2場次，推廣臺

灣生命大百科(TaiEOL)之計畫目標、說明參與內容協作之方式，同時也收集各方

對此平台的建議以作為後續改善與維運的參考。另與民間社群合作參與志工培訓

推廣本計畫之成果，鼓勵民眾應用資料內容，也與相關單位合作進行推廣活動

，透過推廣活動讓更多民眾能接觸並熟悉運用生命大百科之成果，達到知識水平

拓展的目的。  

 

 

五、結果與討論：

本年度將持續進行物種內容徵集之工作，並持續關注與連繫官方及民間之物種內

容網站，洽談內容合作之可能性，這些可授權之圖資將經過學名檢核與專家審核

的流程後整合至臺灣生命大百科平台，再透過開放資料的模式釋出給各界應用，

期能藉由公部門與民間資源之整合，增加資料豐富度並提供各界近用。目前較常

見的應用案例為超連結方式;如衛福部疾管署與農委會防檢局、特生中心等單位合

作建置的「毒蛇鼬獾咬傷救急資訊站」網頁介紹六種毒蛇，直接以外部連結方式

引導使用者至臺灣生命大百科物種頁;另外，2018 年已知有教育部「教育百科」

及海保署「海洋保育資源網」採用介接本TaiEOL物種資料在其網頁重組呈現。 這

些案例都代表了物種資訊在不同應用呈現上的需求，透過開放資料的應用各方不

須再重新建立這些物種資訊，而能專注在各自網站的核心服務項目。 

開放資料(Open data) 已是國家既定政策，臺灣生命大百科採用的「創用 CC 授

權」更是完全符合開放資料的標準。採取「創用 CC 授權」開放資料除了有助於

推廣學術資源、增進檔案應用效益等非營利性公務目的之運用外，其著作權仍屬

於原著作權人，與傳統的高稿酬賣斷或一次性專屬授權有很大差異。惟過去政府

出版品大部分未能採用此方式將出版內容公眾釋出，多數單位也不甚了解何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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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用 CC 授權」，本計畫為增進更多政府出版品的物種圖資可被民眾利用，仍會

持續於辦理工作坊期間與相關規廣活動之場合說明創用 CC 授權之概念與應用。 

過去國內在物種資料協作案例主要多透過愛好者自發性地建置(如自然攝影中心、

嘎嘎昆蟲網等)，到近幾年公民科學社團與研究單位的合作下，已經開始系統性的

收集研究級的資料(路殺社)。物種資料協作是生命大百科計畫的工作項目之一

，本計畫團隊過去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在物種資料的管理流程與技術上與國內

的相關團體合作，協助開放這些物種資料內容。而國際生命大百科目前對於物種

協作貢獻的建議方案是使用 iNatureList 作為協作平台。去年開始嘉義大學林政

道老師開始在課程上推廣使用這套平台，目前我們正在評估該平台的適用性與開

放性，希望可推薦給研究單位與社群進行物種協作。 

臺灣生命大百科多年來累積大量台灣物種解說與圖資，為了介紹這些物種內容給

一般大眾了解，我們正擬定幾個科普主題方向，並逐步搜集資料與訪談相關研究

者、愛好者，希望未來可逐步透過多樣的主題連結臺灣物種，以不同面向的切入

方式將這些主題轉譯為較易理解的線上專題，讓更多一般民眾更認識台灣物種的

多樣性。 

 

 

六、結論：

 

(一) 為使網站內容之更新可永續經營，並追趕物種知識發展的進程，之後期望可透

過由維基志工組成之「臺灣生物學專案群」協助編寫與審定工作，臺灣生命大百科

則協助將物種內容轉換授權，讓過去刊載之可信內容釋出到維基上作為可信來源之

基礎，促使物種條目之增修訂進入維基協作之流程。待專家確認該條目之修訂後

，臺灣生命大百科再將該資料收錄至物種頁面，提供民眾最新、最正確之物種資訊

。 

(二)為使生命大百科的圖資可發揮更大效用，未來我們除了在辦理工作坊與相關推

廣活動之場合持續說明創用CC授權之概念與應用外，也將研擬如何增加資料曝光度

及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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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摘要 

生命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Life, EOL）係 2007年由有「生物多樣性之父」之稱

的愛德華．威爾遜（E. O. Wilson）所倡議發起之國際合作計畫，希望能集合全球科

學家之共同努力，將地球上已知的 190萬種生物之各類資訊收集在同一個網站上，並

且以一物種一網頁的方式將既有資訊予以整合。這些資料將可以滿足產官學各界、社

會大眾及喜愛觀察大自然的生態人士之參考需求。臺灣業已在 2012 年正式簽約成為

EOL全球第 16個夥伴國家。 

臺灣目前已紀錄物種達近五萬九千種，如能將臺灣生物圖文內容及科普資料整合並公

開供民眾使用，對於增進社會大眾對於臺灣本土生物多樣性的認識與教育是最直接有

效的方法。為了能使大眾更深入的認識臺灣現有生物的形態、分布與生態習性等資訊，

並滿足研究和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的需求，本計畫之目的即在建置一套具權威、正確性、

可完全免費上網公開，且能與國際接軌的臺灣生命大百科資料庫（ 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 

第二期第三年度計畫原訂預計新增與中譯共 400篇物種解說資料（至少 200篇），500

張物種圖片資料；辦理 2次推廣工作坊。 

計畫執行至今已累計收錄超過 21,906種的解說資料，及收集 24,777張圖片。本年度

新增與中譯共 264 篇物種解說資料，562張物種圖片資料。此外，本年度計畫期間已

完成辦理 2場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同時亦積極參與其它可以向民眾或學界宣導的

場合，累計共計參與 6場推廣活動（含 2場工作坊）。 

本年度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平台進行合作，將整合線上策展技術，

提供數位展演空間，以時空角度述說自然與人文的故事；目前已籌畫六個科普專題，

希望將豐富的物種知識內容轉化為主題故事，透過多樣的數位內容展現方式來達到科

普教育與之目的。 

 

關鍵詞：臺灣生命大百科、生命大百科、社群參與、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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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前言 

生命大百科（Encyclopedia of Life，EOL）之國際合作計畫係由素有「生物多樣

性之父」之稱的愛德華．威爾遜（E. O. Wilson）在 2007年所倡議發起，希望能集合全

球科學家之共同努力，將地球上已知的190萬種生物之各類資訊能整合在同一個網站上，

並且將每個物種既有之資訊均以一物種一網頁的方式予以整合。這些資料將可以滿足分

子演化、生態學家、分類學家、其他領域科學家及喜愛觀察大自然的生態人士之參考需

求。2011年目標希望達成約 50萬種生物都具有基本的描述資料，而其運作 10年後的目

標則希望可以達到約有 90％物種都有物種描述資訊。目前有 EOL網站已收錄全球物種資

料 133萬頁、圖片 380萬張。 

綜觀臺灣目前的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現況，目前已建置之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

（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TaiBIF）及臺灣物種名錄（Catalogue 

of Life Taiwan, TaiBNET）等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已累積不少名錄、標本典藏及物種觀

測之原始分布資料；而英文版的生物誌或是文獻等資料，則提供了生物多樣性研究、保

育、教育及經營管理最基本之參考資訊。然而，對於一般社會大眾及學生而言，最直接

需要的資料仍為一般科普性、能介紹臺灣各個本土物種之詳細物種解說及生態習性之中

文資料。民間自然觀察愛好者社群雖然不乏這類科普的圖資，但多存於各大論壇或個人

網站，無法從單一網站查詢，未能以創用授權的方式開放供民眾下載使用，其資料的正

確性也不易判別。另一方面，官方或坊間編撰出版的圖鑑或解說手冊數量繁多，但許多

資料也因智慧財產權未能釐清，實已無法再予以直接蒐錄及整合。此外，以上這些物種

資料在出版後，其物種學名及分類系統亦難免有所變動，不免有需再修訂之必要。 

臺灣目前已紀錄達五萬九千多種物種，如能將臺灣生物圖文資訊及科普資料整合並

公開供民眾使用，對於增進社會大眾對於臺灣本土生物多樣性的認識與教育是最直接有

效的方法。為使大眾對臺灣現有生物的形態、分布及生態習性等基礎資訊有更深入的認

識，並滿足研究和科學教育等各方面的需求，本計畫之目的即在建置一套具權威、正確

性 、 可 完 全 開 放 使 用 ， 且 未 來 能 與 國 際 接 軌 的 臺 灣 生 命 大 百 科 資 料 庫

（Taiwan,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整合及提升物種資料的查詢與使用。 

二、本年度目標 

(一) 針對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平台尚未收錄之物種，邀請專人協助編撰，

預定新增 400篇物種資料，至少 200篇，收錄 500 張物種圖片資料。 

(二) 檢視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已收錄之物種資料，篩選出資料過舊之部分，

邀請專人協助更新與修訂，完成約 200篇物種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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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推廣交流工作，舉辦工作坊 2 場次，邀集各

界相關人士參與物種資料協作。 

(四) 應用生物典藏資源為素材，完成 6 個自然科普專題，進行科普教育與保育推

廣。 

三、實施方法與步驟 

延續臺灣生命大百科（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網站之現有成果，

秉持開放授權、專業社群、公眾協作的精神持續整合國內生物圖資與相關政府出版

品之內容。同時，透過社群協作與推廣活動鼓勵學生、研究人員共同投入資料庫建

置，擴充未完成之臺灣物種資料，以提供民眾最新之物種資訊。另將策劃自然科普

專題，透過爬梳臺灣動植物與生活的關係脈絡資訊，以豐富、多元的臺灣自然專題，

達成自然科普傳播與保育教育之目的。 

實施方法或工作內容摘要說明 

(一) 收錄與更新物種資訊方面，依據盤點統計資訊，針對目前無資料的特有種、本

土常見種、重要經濟性、保育、瀕危、有毒害部份，分別邀請相關分類學者參

與翻譯或撰寫，每一物種文字 300元（約 300字）之方式取得授權。針對目前

尚無圖片之物種，依據其珍稀程度分級，以一張 200 元到 800元不等的方式向

該類群相關研究人員或民間好者社群徵求，應一律採創用 CC 授權（Creative 

Common）公開。 

(二) 持續關注民間、公部門新出版之本土物種解說手冊（圖鑑）或所建置之生物資

料庫狀況，並將相關書目資訊建立於「生命大百科書目資料庫」。同時針對公

部門出資的部分向相關委辦單位及作者爭取其同意公開上網，再協助其數位化

上網之工作。 

(三) 內容永續方面，將與國內公民科學相關社群或組織團體合作，除了向其推廣應

用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成果外，也透過公民參與活動徵集物種內容，並

邀請相關研究者協助審訂。同時也透過生命大百科（EOL）平台建立起研究者

與民間愛好者之資訊交流平台。 

(四) 內容推廣方面，以生命大百科資料為後盾基礎，將豐富的物種知識內容轉化為

自然科普專題，以多樣的數位內容方式展現於網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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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廣與交流方面，辦理分類專家與民間愛好者之應用推廣工作坊 1~2場次，推

廣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之計畫目標、說明參與內容協作之方式，同時也

收集各方對此平台的建議以作為後續改善與維運的參考。另與民間社群合作參

與志工培訓推廣本計畫之成果，鼓勵民眾應用資料內容，也與相關單位合作進

行推廣活動，透過推廣活動讓更多民眾能接觸並熟悉運用生命大百科之成果，

達到知識水平拓展的目的。 

四、重要工作項目執行成果 

（一）邀請若干學者協作物種解說及圖片 

臺灣目前物種紀錄五萬九千多種，本計畫目前收錄統計共超過 21,906筆物種分類

群解說資料及圖片 24,777張，資料完成度約 36%（表 1）。現階段以哺乳類、魚類、

兩爬類、鳥類、維管束植物資料的完整性較高，植物與大型常見動物多已完成，針對

昆蟲綱（Insecta）因物種繁多（兩萬三千種）、鑑定不易等問題，本年度已依據過

去聯繫之專家名單，並參考臺灣物種名錄之專家名錄，我們持續參與相關研討會，尋

找潛在專家並向其專家邀稿。 

 

表 1、網站目前各生物類群收錄總計 

類群 收錄筆數 臺灣紀錄總數 完成度（%） 

真菌（含地衣） 887 6,406 14 

植物（包含苔蘚） 5,742 9,061 63 

魚類 2,754 3,201 86 

兩爬類 147 175 84 

鳥類 565 788 72 

哺乳類 106 123 86 

昆蟲綱 7,490 23,062 33 

其他 4,145 16,985 24 

總計 21,836（扣除高階分類） 59,801 36.5 

註 1：臺灣紀錄總數欄位資訊來自臺灣物種名錄網站（http://taibnet.sinica.edu.tw），統計數字截至

201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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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二期第三年度新增物種解說列表 

 

 

 

表 3、本年度更新物種解說列表統計 

 

 

 

表 4、本年度計畫物種圖片收錄總計 

提供者 類群 收錄數量 

蕭昀 菊虎 44 

邱名鍾 鐵線蟲 10 

劉人豪 歐亞水獺 5 

劉敏慧 臺灣黑熊 1 

黃淑芬 生態繪圖創作 21 

劉俊甫 生態照片 49 

林業試驗所昆蟲標本館 胡蜂科標本影像 432 

總計  562 

撰稿者 類群 服務單位 數量 

施圓通/ 

施宏儒 蚜小蜂科 臺灣大學昆蟲系 83 

蕭昀 菊虎科 澳洲國立大學 30 

邱名鍾 鐵線蟲 臺灣大學昆蟲學系 2 

楊懿如 

兩棲類 

(增補 2016 新發表兩種)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2 

林琇美 海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147 

總數   264 

撰稿者 類群 服務單位 數量 

吳士緯 蛾類 中研院生多中心 3 

何彬宏 金龜子 中興大學昆蟲學系 188 

廖俊奎 植物 中山大學博士/禾本目專家 18 

總數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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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iEOL 內容之蒐集與整合 

TaiEOL 的資料收錄來源除邀請專家撰寫物種解說，亦包括國內相關網站圖資整

合、政府出版品之數位化授權和公眾參與圖資提供（圖 1）。資料庫同時也和國內重

要的生物相關資料庫作介接，如 TaiBIF 與 TaiBNET，也不定期提供物種資料給 EOL

（圖 2），達國際合作之目標。 

       
 

圖 1、TaiEOL的資料收錄來源與開放合作介接 

 

 

圖 2、臺灣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之整合及與國際相關資料庫接軌的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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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內容之蒐集與整合約可劃分三類同步進行： 

1. 書目資料之盤點與政府出版品之授權與數位化 

今年將持續盤點整理目前民間及公部門已有之圖鑑及相關出版品，以了解物種資

料撰寫之狀況及授權情形，並進行資料檢核工作，同時持續尋求各單位提供可授

權之政府出版品。 

2. 徵求盤點後尚無照片之物種圖片 

優先徵求網站尚未收錄任何照片的生物圖資，這些徵求之數位圖資將採取公眾授

權方式釋出，本年度已收集 562張。 

3. 持續收錄政府、民間團體或個人建置之網頁 

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與國內各單位建置的物種資料成果是重要的資料來源，本年

度將持續尋找曾經參與數典計畫或建置過物種資料之單位，洽談圖資整合的工作，

同時也會與資料庫尚在維護的單位洽談長期的內容合作，期望之後可以讓這些尚

在維護的資料集可以定期與生命大百科進行資料更新，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除此之外，國內有許多自然生態愛好者與民間社團，他們除了野外觀察活動的交

流外，透過網路的圖片分享與論壇交流也非常活躍。近年因臉書(Facebook)社群

媒體之崛起，許多自然觀察社群紛紛成立，這些民間的圖資豐富度已經毫不遜色

於政府單位建立的網站。本計畫第二期開始即與幾個民間網站和臉書公民科學社

群聯繫並進行合作（蕈哥菇妹園地、蝸蝸園－臺灣陸生蝸牛交流園地），今年度

也將持續嘗試與相關類型之社群接洽，期望能透過圖文資料授權方式，讓這些社

群的力量也參與其中，對科普資料的整合與永續經營將有很大幫助。 

（三）辦理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和計畫宣傳推廣活動 

 TaiEOL 平台建置的主要目的除了蒐集物種之資料，亦希望可以推動國內分類

人才的培養，因此藉推廣活動將此平台介紹給對生物有興趣的大眾使用。本年度

共舉辦二場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第一場工作坊於 2018 年 10月 21日於台南成

功大學與「2018 台灣昆蟲學年會」共同舉辦；第二場工作坊於 2018年 12月 18日

在金門與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共同舉辦。除了原先規劃的推廣工作坊外，我們

也積極參與其它可以向民眾或學界宣傳的場合，另包含以下 5個場次： 

➢ 2018森林市集（2018年5月18日至20日）華山中央藝文公園 

➢ 2018國際生物多樣性日（2018年 5月 22日）中央研究院 

➢ 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2018 年 5月 24日）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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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台灣昆蟲與蟎蜱資源調查聯誼會（2018年 8月 17~18 日）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 

➢ 2018資訊月（2018年 11月 28日~12月 3日）臺北世貿一館 

 

1. 今年度計畫啟動之際至今，已辦理工作坊兩場及推廣活動五場，活動內容與成果

如下： 

(1) 2018森林市集＿臺灣生命大百科計畫推廣活動 

時間：2018年5月18日至20日 

地點：華山中央藝文公園（北平東路、杭州南路口） 

主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TaiEOL團隊參加林務局所主辦之2018森林市集，向一般大眾展示及介紹

「臺灣生命大百科」生物多樣性資訊收錄的成果，透過自然科普、跨界創作等，

展現臺灣生物多樣性之美。此外，策劃挑戰生物多樣性拼圖卡遊戲、物種明信

片彩繪活動。本次活動接觸民眾約800~1000人次，符合將TaiEOL推廣到一般大

眾的目的。活動照片如下： 

  

臺灣生命大百科攤位團隊合照 林務局林華慶局長與 

保育組夏榮生組長訪視攤位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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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2) 2018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看見台灣生物多樣性」特展 

時間：2018年5月22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研究大樓一樓大廳 

主辦：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5月22日為第25屆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與

全球同步舉辦「看見台灣生物多樣性（International Day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8）」活動。TaiEOL團隊參與「看見台灣生物多樣性」特展，與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共同展出研究成果、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珍貴的典藏、

以及生物多樣性數位典藏的成果。活動海報詳附件三，活動照片如下：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TaiEOL活動海報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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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 

時間：107年5月24日（星期四）10：00~11：30 

地點：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一樓102室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為展現TaiEOL目前計畫成果，於今年度計畫啟動前協同「TaiBOL」共同辦

理「建臺灣冷凍方舟，記雲端生命百科，存物種永續未來「臺灣野生生物遺傳

物質冷凍典藏及生命條碼計畫」（TaiBOL）暨「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

計畫成果發表記者」，展示國內分類研究者與公民科學社群協力下的成果，開

放給各界近用。除展示現有成果外，亦向大眾徵求物種達人，希望擴大專業社

群與公眾之協作，砌出完整的臺灣生命拼圖！記者會相關報導連結詳附件四，

活動照片如下： 

  
林務局局長林華慶致詞 林務局局長林華慶致詞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副召集人王新民致詞 邵廣昭博士介紹計畫，說明臺灣生物多樣性 

  

專案經理許正欣介紹臺灣生命大百科 林務局長林華慶與計畫成員及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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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台灣昆蟲與蟎蜱資源調查聯誼會~與青年昆蟲學家對談~ 

時間：107年8月17~18日 

地點：奧萬大自然教育中心多功能教室 

主辦單位：台大昆蟲系系統分類研究室 

臺灣昆蟲與蟎蜱資源調查聯誼會為臺灣研究昆蟲與蟎蜱類分類、生態及生

物學研究者之非正式組織，並與臺灣昆蟲學會聯合，共同推展臺灣昆蟲與蟎蜱

類生物之研究與知識傳播等工作，每年定期舉辦一次年度大會，召集會員及會

友進行學術與其他相關事務之交流及討論。本次會議主題為「與青年昆蟲學家

對談」。 

會議邀請到青年昆蟲研究者進行研究與觀察分享，內容涵蓋榕小蜂、土白

蟻、鐵線蟲等各項研究分享，此外，會議中由楊曼妙理事長進行「外國人來台

採集規範新近版本修訂」說明，顏聖紘老師與大家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執行

對昆蟲系統分類學領域造成的困擾及我們在台灣可能要面對的問題」。 

與會者多數為昆蟲分類學家，或研究昆蟲分類之學生或業餘人士，其中不

乏長期積極參與臺灣生命大百科內容撰寫之專家，TaiEOL團隊亦利用此次與會

與各學者交流討論，除針對網站上資訊較缺乏的類群邀稿外，也在會議上向各

位與會者簡單介紹並推廣TaiEOL網站。 

本次會議與鐵線蟲研究者邱名鍾先生取得聯繫，並獲得他提供之鐵線蟲名

錄資料及解說資料；會議中亦邀請過去協助TaiEOL內容建置的李奇峰博士、蕭

旭峰老師、杜士豪先生等參與之後的撰稿計畫。2018台灣昆蟲與蟎蜱資源調查

聯誼會年會議程附件五，活動照片如下： 

  

與會者報到入場 台灣大學昆蟲所吳文哲教授 

到場致詞與鼓勵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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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生命大百科推廣文宣 青年昆蟲學家們分享研究成果 

 

(5) 2018資訊月＿林務局與臺灣生命大百科推廣活動 

日期：2018年11月28日~12月3日 

地點：臺北世貿一館（臺北市信義路5段5號）A915展區 

展出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臺灣生命大百科 

2018資訊月，臺灣生命大百科結合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聯手推出「搶救絕種大作戰—石虎拍貼機」，希望能藉由結合

漫畫內容的拍貼機互動裝置，一起傳遞生態保育的意識。 

本展區以連載於《CCC創作集》的漫畫作品【搶救棲地大作戰】為主題，

重現劇中經典場景，運用即時影像合成技術，讓民眾化身為漫畫角色，與主角

石唬趣味共演，並將合影圖像回傳於行動裝置。【搶救棲地大作戰】為漫畫家

KoKai結合「路殺社」保育議題，以「臺灣生命大百科」平台的物種資訊為基

礎，開展劇情的系列漫畫。石虎與領角鴞、穿山甲、水獺等角色，在劇中展開

一段搞笑與充滿爆破的冒險！現場將提供【搶救棲地大作戰】漫畫、《CCC創

作集》試閱，並由專人簡介「臺灣生命大百科」平台。 

該期CCC創作《非虛構的力量：CCC創作集8號》引用臺灣生命大百科所提

供之公眾授權圖片，選取石虎與領角鴞、穿山甲、台灣黑熊、水獺等…作為角

色繪製基礎，此外作者亦引用臺灣生命大百科之解說內容，轉化為漫畫讀者的

方式呈現。（詳附件七） 

TaiEOL團隊藉由「2018資訊月」，向一般大眾展示及介紹「臺灣生命大百

科」，以【搶救棲地大作戰】為漫畫家KoKai結合「路殺社」保育議題，讓一

般大眾在拍貼機的吸引之下，除了趣味互動，亦停留腳步了解林務局推動之保

育議題及生態保護之迫切性，符合將TaiEOL推廣到一般大眾的目的。活動照片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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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棲地大作戰攤位擺設 搶救棲地大作戰攤位擺設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6) 2018臺灣生命大百科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第一次） 

時間：107年10月21日 09：00 ~ 12：00 （星期日）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教學大樓」（力行校區生物科技教學大樓） 

主辦單位：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臺灣昆蟲學會 

指導單位：中央研究院、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本次工作坊與臺灣昆蟲學會合辦。臺灣昆蟲學會為「促進昆蟲學之研究、

發展及國際學術交流」，以定期與不定期方式舉辦各種相關議題研討會。近年

公民科學盛行，今年昆蟲學年會訂定「人人的昆蟲學」為主題，除學術研討之

外，亦邀請公民科學團體參與，促進青年昆蟲學家的對話與交流。因此，TaiEOL

受邀參與並合辦工作坊，以「臺灣生命大百科 x iNaturalist」為主軸，鼓勵

公民科學家善用既有之工具進行專案收集，及鼓勵大眾一同培養日常觀察之興

趣與習慣，參與臺灣生命大百科生物多樣性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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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作坊先由許正欣先生為大家介紹目前國際EOL現況、「何謂創用CC」

授權與本計畫目前的進度與說明，讓聽眾對本計畫有概念性的瞭解。後半場邀

請到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助理教授林政道博士，以「建立物種的互動式

檢索-以iNaturalist指南為例」為題，分享及教授iNaturalist平台之使用及

調查之經驗。演講結束後，由兩位講者與聽眾進行綜合討論。 

林政道博士學術專長為植物生態學、植群生態學、植群分析技術、物種分

布模式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氣候變遷對植群及植物分布影

響、地理資訊系統（GIS） 、生態資訊學（ecoinformatics）。近年林政道博

士專注於使用及推廣iNaturalist，其運用自身資訊專長，協助iNaturalist

進行中文化及相關除錯建議，並擔任臺灣對iNaturalist平台之主要聯絡窗口，

實為iNaturalist在台灣的主要推手。 

 

本次工作坊成果： 

A. 本次工作坊促成一項 iNaturalist 專案。由台灣昆蟲學會楊曼妙理

事長及陳一菁老師於工作坊正式公佈台灣昆蟲學會發起之「台灣蝴

蝶閃電調查」專案活動，邀請大家定時（每個月第一個週末）、不

定點上傳台灣蝴蝶照片資訊到專案頁面，收集觀察紀錄，譜成珍貴

的台灣蝴蝶的生態故事！（專案頁面請 iNaturalist 搜尋「台灣蝴

蝶閃電調查」） 

 

B. 本次於昆蟲學年會中，TaiEOL與「臺灣研蟲誌」編輯群取得合作共

識。未來臺灣生命大百科的昆蟲類群內容將與「臺灣研蟲誌」編輯

群合作，研蟲誌編輯群將協助「臺灣生命大百科」審訂解說內容、

更新物種解說與物種圖片分類，這些審核過的內容未來將可由維基

百科引用「臺灣生命大百科」，公開在網路平台。 

 

昆蟲學會議程詳附件六。2018臺灣生命大百科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海報及議程

如附件八，活動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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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教室會場 許正欣先生介紹臺灣生命大百科計畫 

  

陳一菁老師於工作坊公佈 

「台灣蝴蝶閃電調查」專案活動 

林政道博士介紹 iNaturalist 

  

林政道博士介紹iNaturalist 林政道博士介紹 iNaturalist 

 

(7) 2018臺灣生命大百科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第二次） 

時間：107年12月18日14：00 ~ 17：00 （星期二） 

地點：金門縣教育網路中心（金城國中資訊館2樓） 

主辦單位：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 

指導單位：中央研究院、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本次工作坊與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合辦理工作坊。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

會在野生物之保育、研究與推廣方面不餘遺力，近年更深根金門，以研究與教

育推廣，與當地民眾連結至深。藉由本次工作方之舉辦，向金門之民眾與教育

工作者，介紹台灣生命大百科。席間有長期紀錄潮間帶生態的退休教師、文化

紀錄工作者…等。 

本次工作坊先由許正欣先生為大家介紹目前國際 EOL現況、「何謂創用 CC」

授權與本計畫目前的進度與說明，讓聽眾對本計畫有概念性的瞭解。團隊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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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iNaturalist 平台之使用及調查之經驗，邀請金門在地觀察者加入

iNaturalist 的觀察行列。 

 

本次工作坊成果： 

A. 本次工作坊促成一項 iNaturalist 專案。由金門洪清漳老師成立之

「金門潮間帶」專案活動，邀請金門同好將潮間帶的觀察資訊上傳

到專案頁面，收集觀察紀錄，期待民眾一同記錄下金門特有的潮間

帶生態多樣性！（專案頁面請 iNaturalist 搜尋「金門潮間帶」） 

 

 

2018臺灣生命大百科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議程如附件九，活動照片如下： 

  

工作坊教室會場 許正欣先生介紹臺灣生命大百科計畫 

  

綜合討論 
（中華自然資源保育協會秘書長謝伯娟） 

綜合討論 
（金門縣教育網路中心主任蔡松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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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維運更新與永續經營 

內容永續方面，我們一直持續與國內公民科學相關社群或組織團體聯繫及合作，

除了向其推廣應用臺灣生命大百科（TaiEOL）成果外，也透過公民參與活動徵集

物種內容，並邀請相關研究者協助審訂。同時也透過生命大百科（EOL）平台建

立起研究者與民間愛好者之資訊交流平台。 

此外，由於近年國內分類人才日益減少，能參與物種編撰或審定之專家越來越有

限，為使未來網站內容之更新可永續經營，並追趕物種知識發展的進程，我們正

在嘗試串聯一個專家與社群協作的內容產出流程。 

以下是現階段初步規劃的兩個進行方向。 

1. TaiEOL x 臺灣研蟲誌 x維基百科（臺灣生物學專案群）： 

對於物種解說內容的協作部分，TaiEOL是作為一個內容公開的平台以及鏈結專家

與社群的角色。我們將逐步清點現有物種解說授權狀況，詢問原作者是否同意轉

授權至維基百科之創用 CC 條款，讓過去刊載之可信內容釋出到維基上作為可信

來源之基礎，「臺灣維基媒體協會」方面則可透過由維基志工組成之「臺灣生物

學專案群」協助編寫尚未建立資訊的維基物種條目，再由 TaiEOL 內容編輯決定

採用那些維基物種條目來補充目前 TaiEOL內容。 

除內容的協作產出外，內容的審訂也是整個產製流程不可或缺的部分，這方面

TaiEOL已與「臺灣研蟲誌」編輯群取得合作共識，未來部分 TaiEOL的物種內容

以及使用來自維基條目之內容將透過「臺灣研蟲誌」編輯群協助審訂，以便確保

TaiEOL的內容可提供民眾最新、最正確之物種資訊。 

2. TaiEOL x iNaturalist： 

iNaturalist 為 2008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資訊學院碩士班的期末計畫，直

到近幾年全球公民科學盛行並快速成長中，亦陸續得到經費的支持。iNaturalist

使用者均可設定分享圖片之創用 CC 授權條款，以便於大眾分享與使用，此方向

與 EOL公眾授權的方向相符。 

全球生命大百科（EOL）致力於推廣 iNaturalist，使一般大眾參與自然觀察並貢

獻照片與物種相關資訊，並將具科學價值的資訊提供給全世界科學家使用，以協

助全球生物多樣性之發現、記錄、交流與統計，做為幫助未來相關政策制定之基

礎。 

在臺灣，為突破介面語言限制，嘉義大學林政道博士首先投入 iNaturalist中文

化工作及進行教學推廣。自林政道博士推廣後，臺灣上傳資料成長迅速受到

iNaturalist 關注與重視。TaiEOL臺灣生命大百科為能協助推廣 iNaturalist，

亦於 iNaturalist 開啟「臺灣生命大百科 TaiEOL 綜合專案」，邀請 iNater（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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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Naturalist平台的使用者簡稱）加入臺灣生命大百科，一起協助各專案蒐集

自然觀察，為臺灣的生物多樣性盡一份心力。2019年 3月為止，已收集 906筆觀

察、292物種資料。 

目前臺灣生命大百科已協助合作單位「基隆鳥會」開啟 iNaturalist「基隆鳥會

生態觀察」專案，並建立 20 處以上之觀察點，協會將陸續累積觀察，以回饋至

「基隆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中，為基隆建立基礎的觀察資訊，期待未來能作為相

關環境現況的調查依據之一。 

 

圖 3、臺灣生命大百科 TaiEOL綜合專案 

 

圖 4、臺灣生命大百科 TaiEOL綜合專案統計（201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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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自然科普專題內容 

臺灣生命大百科營運多年收錄了豐富的物種資訊，為能吸引更多民眾瀏覽與使用

臺灣生命大百科平台，本年度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平台進行技

術合作，規劃進行六個自然科普專題內容，將豐富的物種知識內容轉化為主題故

事，推廣生命大百科的物種內容，並透過多樣的數位內容展現方式來達到科普教

育與之目的。 

「開放博物館（Open Museum）」是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開發的線上策展平台，集

結多家博物館、典藏機構與民間藏家，各路珍貴典藏匯聚於一站。無論大中小型

機構或民間藏家，皆能於平台上自由使用自身與他人的藏品，從自己的觀點出發，

搭配多種策展模組，進行數位策展，賦予原有內容新生命。為了能應用「開放博

物館」的數位策展功能技術以及時空模組，生命大百科的新系統正在擴充整合開

放博物館技術，未來將利用這些策展模組做為科普專題的展演模式之一，希望科

普專題的呈現除了圖文網頁之外，也可透過數位展覽方式展演，以時空角度述說

自然與人文的故事。 

 

現階段的專題已完成六篇如附件十： 

1. 台灣自然史探尋（1895前） 

2. 專訪|熱血阿傑領路帶你探索自然 

3. 都市常見金花蟲 

4. 專訪|台灣金花蟲的奇幻之旅＿李奇峯與台灣金花蟲研究團隊 

5. 鳥類的鳴唱 

6. 台灣的行道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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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 

1. 本年度將持續進行物種內容徵集之工作，並持續關注與連繫官方及民間之物種內

容網站，洽談內容合作之可能性，這些可授權之圖資將經過學名檢核與專家審核

的流程後整合至臺灣生命大百科平台，再透過開放資料的模式釋出給各界應用，

期能藉由公部門與民間資源之整合，增加資料豐富度並提供各界近用。目前較常

見的應用案例為超連結方式；如衛福部疾管署與農委會防檢局、特生中心等單位

合作建置的「毒蛇鼬獾咬傷救急資訊站」網頁介紹六種毒蛇，直接以外部連結方

式引導使用者至臺灣生命大百科物種頁；另外，2018年已知有教育部「教育百科」

及海保署「海洋保育資源網」採用介接本 TaiEOL 物種資料在其網頁重組呈現。

這些案例都代表了物種資訊在不同應用呈現上的需求，透過開放資料的應用各方

不須再重新建立這些物種資訊，而能專注在各自網站的核心服務項目。（詳附件

十一） 

2. 開放資料（Open data） 已是國家既定政策，臺灣生命大百科採用的「創用 CC

授權」更是完全符合開放資料的標準。採取「創用 CC 授權」開放資料除了有助

於推廣學術資源、增進檔案應用效益等非營利性公務目的之運用外，其著作權仍

屬於原著作權人，與傳統的高稿酬賣斷或一次性專屬授權有很大差異。惟過去政

府出版品大部分未能採用此方式將出版內容公眾釋出，多數單位也不甚了解何謂

「創用 CC 授權」，本計畫為增進更多政府出版品的物種圖資可被民眾利用，仍

會持續於辦理工作坊期間與相關規廣活動之場合說明創用 CC 授權之概念與應

用。 

3. 過去國內在物種資料協作案例主要多透過愛好者自發性地建置（如自然攝影中心、

嘎嘎昆蟲網等），到近幾年公民科學社團與研究單位的合作下，已經開始系統性

的收集研究級的資料（路殺社）。物種資料協作是生命大百科計畫的工作項目之

一，本計畫團隊過去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在物種資料的管理流程與技術上與國

內的相關團體合作，協助開放這些物種資料內容。而國際生命大百科目前對於物

種協作貢獻的建議方案是使用 iNatureList作為協作平台。去年開始嘉義大學林

政道老師開始在課程上推廣使用這套平台，目前我們正在評估該平台的適用性與

開放性，希望可推薦給研究單位與社群進行物種協作。 

4. 臺灣生命大百科多年來累積大量台灣物種解說與圖資，為了介紹這些物種內容給

一般大眾了解，我們正擬定幾個科普主題方向，並逐步搜集資料與訪談相關研究

者、愛好者，希望未來可逐步透過多樣的主題連結臺灣物種，以不同面向的切入

方式將這些主題轉譯為較易理解的線上專題，讓更多一般民眾更認識台灣物種的

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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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期中報告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意見回覆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袁委員孝維 1. 三篇專題發表平台普及度要評估，才能

有成效，否則現今太多如此之報導，不

易發揮其普及性與成效。 

謝謝委員建議。待新版系統

上線後，將透過網頁使用者

分析評估專題內容之點閱

與回饋。 

夏委員榮生 1. 結合科普，讓更多民眾踏入自然領域，

很棒。 

謝謝委員鼓勵。 

楊委員懿如 

 

1. 建議使用 iNaturalist作為協作平台，

評估合作方案。 

2. 建議網站首頁增加合作單位連結，可參

考 EOL網站，增加教育相關資料，提高

使用率。 

1.謝謝委員建議。本年度已

透過兩場工作坊，推廣

iNaturalist 作為協作管

道，並間接促成 2~3項專案

進行。期待透過後續推廣

iNaturalist 的同時，增加

TaiEOL 能見度，並回饋至

TaiEOL 資料庫。 

 

2.謝謝委員建議，本網站改

版新頁面將規劃合作單位

連結，以提高本網站及相關

合作單位之使用率。 

顏委員聖紘 1. 物種分類部份，能否列出屬與種的數

量，而不只是到科？ 

 

謝謝委員建議。已請網站企

劃師在新版系統考量此需

求。 

2. 物種分類部份的數量無法知道是

Taibnet 中的總數還是本資料庫中有照

片文字的數量，應該要釐清 

謝謝委員建議。此處指的是

Taibnet 中的總數。資訊不

清問題已請網站企劃師在

新版系統考量此需求。 

3. 物種分類部份選單拉開後的顏色差異

意涵不明，應該要說明 

謝謝委員建議。已請網站企

劃師在新版系統考量此需

求。 

4. 搜尋任何一個學名都會出現一些編號

如 tid...那應該是後台看見就好吧？

為何會在前台被看到？ 

謝謝委員建議。此為原系統

設計上須帶入後端的編

號，已請網站企劃師與系統

工程師評估在新版系統改

善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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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認為應該要給所有的寫手一個 guide 

line，例如不應該在這樣的地方發表自

己的個人評論，我看好多個人評論，這

是不應該出現的。TaiEOL應該只能陳述

資料上的東西，寫手無論如何，就算他

再怎麼懂都不可以寫自己的心得上去。 

謝謝委員建議。這部分我們

會與協助審定的研究者討

論如何提供撰稿人一個合

適的指引。 

6. 這個系統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分類階

層的縮圖都沒有人去挑正確的圖，都是

預測的灰底蛙鳥圖，希望能改善這個問

題，因為太久了。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已修改

未 分 類 的 圖 示 為 網 站

logo。新版系統會請視覺設

計改善這問題。 

7. 目前沒有看到偵錯機制，例如頁面上若

有錯誤可以即時反應的地方。舉例來

說，Rhodopsonamarginata 的一張照片

根本是 Formozygaenashibatai，但圖片

又 來 自 林 試 所 ， 這 樣 要 怎 麼 處

理 ?(http://taieol.tw/pages/105245

#2) 

謝謝委員建議。新版的介面

已請網站企劃師加入回報

機制。 

對於此案例我們能處理的

部分僅是在大百科端註記

依據專家建議修改鑑定，若

是合作的資料集屬於仍在

不定期更新的單位，我方可

彙整修正建議給原單位，但

源頭資訊修正與否仍要看

各館的作業流程。 

8. 各物種的描述欄位不一致，也缺乏定

義。描述經常和外觀重疊，或棲地應屬

於生物學一部份卻變成獨立的。 

謝謝委員建議。這部分將會

依類群逐步邀請專家進行

審查改寫。 

9. 備註無論如何都應該在最下面，但很多

物種的備註都穿插其中，是否有什麼

bug? 

謝謝委員建議。已請系統工

程師分析原因在新版系統

改善此狀況。 

10. 建議 2019 年應該要找人全部審過內

容，有些寫得太口語。 

謝謝委員建議。這部分將會

依類群逐步邀請專家進行

審查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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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期末報告審查委員及與會人員意見回覆表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楊委員懿如 

 

1. 累計新增 264篇物種資料、統計

收錄 562張物種圖片資料、累計

更新 209篇物種資料，達到標準。 

謝謝委員 

2. 提供 6篇專題書面稿，但未說明

如何進行科普教育與保育推廣。 

 

 

謝謝委員提問。6 篇專題為臺灣

生命大百科導入開放博物館之

先導文章，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故

事的方式吸引讀者進一步探索

閱覽其他物種內容，之後改版上

線後會搭配數位文化中心粉絲

專業的推廣，增加使用者觸及機

會。 
3. 完成 2場工作坊及多項推廣活動。 謝謝委員 

4. 完成 6個自然專題，但主題相當

分散，建議參考網站內容，進行

系統計規劃，達到開放博物館之

功能。 

謝謝委員提問，我們目前依據不

同面相定幾個大主題，初期先逐

步完成 6篇專題，之後上線後會

不定期與數位文化中心粉絲專

業配合推廣，吸引讀者進一步探

索閱覽其他物種內容。 

5. 資料庫和許多單位及網站合作，

有助於資源共享；增加曝光機

會，建議參考報告書第 7頁之圖 2

繪製符合執行現況的整體架構

圖。 

謝謝委員建議。因目前合作單位

眾多，圖片已無法容納，我們在

新版的網站會新闢合作者專區

來直接呈現所有參與單位。 

顏委員聖紘 1. 報告書第 8頁，夏組長名字誤繕。 謝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2. 由於 TaiEOL與 iNaturalist還有

wikipedia具有合作關係，因此建

議在收錄的時候一定要排除在臺

灣沒有被學術刊物正式收錄的物

種，以免造成困擾。 

謝謝委員提醒。目前 TaiEOL 從

外部匯入的資料需要透過與

TaiCOL 現有名錄比對才能呈現

出來，所以這部分會由 TaiCOL

團隊進行把關。 

3. 雖然與研蟲誌有合作，但是目前

沒有看到 TaiEOL有設定內文撰寫

的規範。例如：語氣、英數格式、

術語備註、文字量、內容結構排

列等。因此不確定整個網站的風

格要如何保持一定的水平。 

 

謝謝委員建議。撰稿規範尚在與

研蟲誌討論，因資料庫涵蓋類群

多樣性高且資料來源眾多，我們

初步是先與研蟲誌試行執行審

核與改寫的狀況，希望能定出一

個較通用之準則後於之後再提

供新的撰稿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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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似乎還沒有看到，如何促進

TaiEOL的利用率，例如資料科學

層面、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研究層

面、公眾教育層面的利用。因為

利用率與應用方式可以影響未來

國家對這方面計畫經費的投入。 

謝謝委員建議。TaiEOL是採用開

放授權方式釋出所有資料，而開

放授權精神基本上是一種讓使

用者得以「不告而取」，以進行

「真正深度開放式利用」，並且

知所份際的遊戲規則。依循此原

則下，任意第三方可以自由散布

與取用，我們較難追蹤實際的利

用率。而這兩年確實有幾個政府

大型資料平台來信詢問資料介

接，顯示公部門對於資料橫向連

結與開放資料應用已有共識，未

來我們會與數位文化中心之使

用者體驗評估小組討論如何向

這些協助散布 TaiEOL 資料之平

台取得可評估之訊息。 

5. 如何促進新紀錄或新分類群一被

發表以後就能夠在 TaiEOL上找到

文章的效率？ 

謝謝委員建議。目前我們與

TaiCOL 團隊皆會關注新紀錄或

新種的發表，一般我們會聯繫發

表人是否能協助撰寫，但礙於研

究者未必可以立即提供解說文

字，這部分還有賴之後與社群討

論是否能建立起一個撰寫到審

核的協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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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TaiEOL計畫介紹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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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補充資料 

建臺灣冷凍方舟，記雲端生命百科，存物種永續未來 

「臺灣野生生物遺傳物質冷凍典藏及生命條碼計畫」（TaiBOL）暨「臺灣生命大百科」

（TaiEOL）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 

時      間：107年 5月 24日（星期四）10：00~11：30 

地      點：中央研究院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一樓 102室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 

  

  

  媒體報導： 

《農傳媒》：打造冷凍方舟、建立雲端百科，期望保留臺灣 5 萬 9千多種生物資料 

《自由時報》：滅絕物種復育不是夢？ 「冷凍方舟」紀錄物種生命 

《中央社》：冷凍方舟保存標本 侏羅紀可能真實上演 

《國家地理》：乘載著臺灣生物多樣性的中研院「冷凍方舟」 

《青年日報》：侏羅紀成真？ 冷凍方舟保存近 4千種動物冷凍標本 

《國語日報》：臺灣冷凍方舟保存物種 滅絕生物復育有望 

《臺灣英文新聞》：打造台灣的冷凍方舟   農委會、中研院建置物種生命條碼 

                          自己的物種自己寫 徵求達人共同砌完「台灣生命」拼圖 

《China Post e-News》：「建臺灣冷凍方舟，記雲端生命百科，存物種永續未來」 

《公視》：跨單位合作保存物種「冷凍方舟」計畫有成（35:57-37:52） 

《漁業廣播電台》：建臺灣冷凍方舟，記雲端生命百科，存物種永續未來 

《聯合報》：重建侏儸紀？ 台灣「冷凍方舟」典藏物種 

《波新聞》：建臺灣冷凍方舟 記雲端生命百科 存物種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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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018台灣昆蟲與蟎蜱資源調查聯誼會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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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第 39屆臺灣昆蟲學會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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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2018資訊月＿林務局與臺灣生命大百科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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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唬和《搶救》系列的動物伙伴

瀕危動物搞笑生存戰

IUCN

SSR

V

120 150

I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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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2018臺灣生命大百科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第一場）議程表及海報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8：50~09：00 報到入場  

09：00~09：30 講題一：基於開放授權與公民參與的臺灣

生命大百科計畫 

許正欣先生 

09：30~12：00 講題二：建立物種的互動式檢索-以

iNaturalist 指南為例 

林政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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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2018 臺灣生命大百科教育推廣暨交流工作坊（第二場）議程表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8：50~09：00 報到入場  

09：00~09：30 講題一：基於開放授權與公民參與的臺灣生

命大百科計畫 

許正欣先生 

09：30~12：00 講題二：iNaturalist 簡介與專案參與說明 臺灣生命大百科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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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專題書面稿 

（屆時將依實際上稿進行文字與圖像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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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然史探尋（1895 前）（書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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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熱血阿傑領路帶你探索自然（書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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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金花蟲的奇幻之旅＿李奇峯與台灣金花蟲研究團隊（書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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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1073305

http://www.coa.gov.tw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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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的鳴唱（書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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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路樹（書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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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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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載自李奇峰農業試驗所，由臺灣生命大百科與李奇峰博士合作，將文章做圖文之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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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2018介接及引用台灣生命大百科單位 

1. 教育部教育雲 

https://pedia.cloud.edu.tw/NavigateWord/Taieol 

 
 

2. 海保署海洋保育資源網 

https://iocean.oca.gov.tw/OCA_OceanConservation/PUBLIC/Marine_Biodiversi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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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毒蛇鼬獾咬傷救急資訊站 

網址 https://bites.cdc.gov.tw 

相關報導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19040202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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