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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成果中文摘要：

臺灣生命大百科(Taiwan Encyclopedia of Life, TaiEOL)之成立，旨在建置一套具權威、正

確性，且免費上網公開的物種知識庫。111年度開始的TaiEOL計畫第四期以「物種知識庫的內

容擴充與協作推廣」為重點，以導入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開放博物館」技術的全新平台為基

礎，除持續邀集專家學者及在學中的研究者提供或翻譯物種解說資料、圖片，並鼓勵其採開放

授權條款於本平台分享資料。此外運用新平台的資料串連功能，盼能廣納多元的物種相關資

料；另線上策展功能將匯集的資料以更多樣的形式呈現在大眾視野中。亦舉行推廣工作坊鼓勵

大眾透過 參與TaiEOL，期待能吸引、養成更多的公民科學家共同參與協作iNaturalist愛自然

本平台之資料建置，進而落實TaiEOL的三大核心精神：專業社群、公眾協作及開放授權。

計畫執行迄今，本年度已新增物種解說211篇、更新307篇，新增物種圖片402張；並完成1場線

上自然專題展覽；另辦理2場推廣工作坊，參與學員共約70人。TaiEOL迄今累積的資料乃集眾

人之力而得，期望透過開放存取的機制，促進生物多樣性的知識保存、交換，以及視野共享，

進而實現生物多樣性知識開放的應用價值，達到資料的整合及永續經營。

二、執行成果英文摘要：

三、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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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專業社

群、公眾協作、開放授權的精神，持續整合國內生物圖資、相關政府出版品及生物相關公民科

學平台之內容。同時，透過社群協作與研討會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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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將持續舉辦推廣暨協作工作

坊，推廣平台精神及既有資料，並鼓勵大眾參與成為協作者。另以主題匯集的方式，將既有圖

文資料歸納為專題式展現，以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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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尚未收錄之物種，持續邀請專家參與物種內容建置與更新。1.

持續盤點書目資料與進行政府出版品之授權與數位化工作。2.

盤點、匯集坊間社群或其他官方公民科學網站等外部資料。3.

與中研院營運團隊合作，策劃物種相關科普專題。4.

辦理推廣暨協作工作坊，邀集各界相關人士參與物種資料協作。5.

持續關注國際上保育最新的趨勢和各國相關推動經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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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害及入侵種部份，分別邀請相關分類研究者參與物種內容翻譯或

新撰以取得授權；既有內容的更新方面，邀集相關領域研究者或公民科學社群團體，根

據現有內容進行科學內容與文字品質之審訂與更新。物種影音圖資則針對目前尚無相關

資料的物種，依據其珍稀程度分級給予稿費。所有資料一律採創用CC授權(Creative

Common)條款公開。

1.

持續關注民間、公部門新出版之本土物種解說手冊(圖鑑)或所建置之生物相關資料庫狀

況，並將相關書目資訊建立於「生命大百科生物圖書館系統」。同時針對公部門出資的

部分向相關委辦單位及作者爭取同意授權，並協助數位化上網，以促進政府出版品之物

種資訊公開與流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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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六、結論：

內容永續方面，以TaiEOL協作平台功能，介接、匯集坊間社群或其他官方公民科學網站

等外部資料，同時應用全球性的「iNaturalist愛自然」作為協作工具作為公眾協作的

管道之一，希望藉此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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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過與中研院「開放博物館」合作製作線上自然專題展覽並打造「臺灣自然史資料

庫」，以建構更加深度且全面的物種知識庫，引領大眾看見臺灣自然史、切身體會生物

多樣性與人類生活的關係，達成自然科普傳播與保育教育之目的。

4.

推廣與交流方面，辦理面向大眾的推廣暨協作工作坊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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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與各項生物多樣性相關活動進行推廣，使更多人能接

觸並認識臺灣生命大百科，進一步鼓勵大眾應用資料內容，達到知識水平拓展的目的。

2022年起加入TBIA(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的物種資料串連服務，提供開放資料API

供外界串接相關物種資訊，藉此協助加速臺灣生物多樣性資料的開放、累積與應用性。

5.

TaiEOL物種資訊之盤點與邀稿：本年度共新增物種解說211篇，更新物種解說307篇，並

新增物種圖片402張。

1.

辦理推廣暨協作工作坊及其他推廣活動：本年度已舉辦2場推廣暨協作工作坊，分別於5

月14日、8月26日採實體方式舉辦；參與者累積約70人次。

2.

本知識庫(https://taieol.tw/)建立已逾十年，所收錄之資料由各界提供，並經學名審

核及專家審核之流程，以開放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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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已有非常多單位使用API方式介接資料。

而TaiEOL所收錄之物種資訊以臺灣物種名錄TaiCOL資料庫收錄的學名為基礎；今年度適

逢「臺灣物種名錄」系統改版，牽動目前臺灣生命大百科的背後物種分類架構與對外的

API使用，為能讓對外API服務與臺灣物種名錄的新架構可以一致，名錄整合與新版API

的開發工作將是今年度中研院維運團隊的重要目標。除此之外過去已整合至TaiEOL的大

量物種解說與圖資：臺灣魚類資料庫與林試所昆蟲標本館，都在近期改版；因應這兩個

資料集的名錄架構變動，維運團隊也已規劃之後更新資料的機制。目前TaiEOL的臺灣物

種名錄骨幹已經整合TaiCOL的資料；惟新版的TaiCOL有許多高階分類的變動與學名異動

無法與舊有版本對應，為了避免既有資料因為未對應無法被顯示，同時影響到目前開放

API的資料介接服務，目前維運團隊正請專人以人工方式核對TaiEOL名錄與TaiCOL新系

統名錄之差異部分，預計2024年1月底前經測試確認後可以切換到新的分類樹。因前述

新平台所面臨名錄更新之問題，目前計畫雖仍持續關注臺灣新物種發表之情形亦持續邀

稿，但前台資料之更新將暫且以資料庫中既存的物種為主，包括以「臺灣樹木解說」套

書補充、更新常見樹種的資訊，並持續徵求其他政府出版品授權收錄。

1.

早期國內的物種資料協作案例多為自然愛好者自發性地建置(e.g. 自然攝影中心、嘎嘎

昆蟲網 etc. )，近年則有公民科學社團與研究單位合作進行系統性的研究等級資料收

集(e.g. 路殺社)。為使已建置超過十年的TaiEOL知識庫內容更符合當代分類學研究之

潮流、切合使用者需求，並使平台得以永續經營，111年度上線的新版平台串接開放博

物館平台服務，期使物種資料協作更為簡便且能達到更廣泛的應用；也能更方便地介

接、串聯不同公民科學資料庫，使各種不同來源的物種資料內容能更便利地開放供各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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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考文獻：

近用。為使資料庫得以永續、全面地經營，我們亦參考EOL之建議，嘗試引入

iNaturalist愛自然作為協作工具，鼓勵公眾透過iNaturalist之專案，於本平台分享臺

灣多姿多采的物種圖片。過去數年已邀請多位熟悉iNat的講師於數場工作坊詳盡地介紹

iNaturalist愛自然並解說其操作、使用方式；去年下半年起恢復實作工作坊方式進

行，實際帶領民眾於自然環境中觀察、記錄生物，並上傳、分享至TaiEOL於

iNaturalist愛自然開設的分享專案。希望能藉由iNaturalist愛自然本身知識共享、公

眾協作之特性，避免TaiEOL平台早年面臨的獲熱心公眾分享許多圖資，卻缺乏資源進行

資料檢核之困境。

近年來文化多樣性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影響及其重要性逐漸受到學界重視。自古以來

身處不同環境的人類對世間萬物之利用，形塑了各地不同的文化，這些多樣的文化又影

響了當代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TaiEOL對推廣生物多樣性的責任，與其說是「介

紹」生物多樣性之概念，更應該是「喚起」我們文化中既存的生物多樣性內涵。線上

「自然專題」展覽便是因應這樣的概念，加以開放博物館技術支援而得以實現。且新平

台引入開放博物館服務後，將使包含但不限於TaiEOL等平台收錄的豐富臺灣物種圖資，

也能被應用於線上策展。TaiEOL未來除持續整合各大政府資訊平台的開放標本、已開放

的線上展覽等資源，以及目前已累積不少資料的iNaturalist愛自然專案作為展覽材料

外，亦將嘗試邀請生物學家、分類學家之參與，並探詢文、史學界的自然相關研究者、

愛好者，期能透過不同的面向、多樣的主題，規劃更豐富多元的科普專題，期能使社會

大眾切身感受日常生活與生物多樣性密不可分的關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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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為鼓勵研究者善

用公眾授權方式分享自身的研究成果，亦促使更多政府出版品所含物種圖資能廣為大眾

利用，仍將持續於推廣工作坊及各式宣傳場合說明創用CC授權之概念與應用。網站早期

收錄的物種解說資料，由供稿者自「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BY-NC-SA)、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BY-NC)、「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BY-SA)、「姓名標示」

(BY)等四種不同的授權方式之中擇一授權。然而以「BY-NC-SA」或「BY-NC」此兩種方

式授權的資料，無法與維基百科等開放的公民科學平台共享。為使專家學者們珍貴的研

究素材及心血能更廣泛為人所知，未來我們將請供稿者選擇較為開放的「BY-SA」或

「BY」之方式授權。亦將持續聯絡過往曾經供稿的專家學者們，期使網站所收錄的所有

解說資料都採「BY-SA」或「BY」的授權方式，而能與維基百科等平台洽談合作，開展

更廣闊的資源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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