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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統維運與開發部分，TaiBIF 團隊持續根據今年度所蒐集到之

使用者回饋更新與優化程式。上傳程式介面調整內容包含連拍補齊

功能可設定到秒數、編輯區塊提供使用者選擇字體大小功能、鳥類

清單位置調整、新增同步上傳狀態功能、提供 csv範例檔與物種清單

csv檔供匯入功能參考使用、資料上傳時提醒尚未填寫物種欄位之資

料有哪幾筆、上傳狀態通知調整為僅寄到當次資料夾上傳者與管理

者之信箱等；線上系統調整部分則包含查看影像資料頁面版面及功

能優化、新增受委託單位計畫成員權限、新增管理者刪除計畫功能、

資料下載同時提供 csv與 excel類型的檔案、新增聯絡我們頁面的附

加檔案類型等。針對更新、調整後的上傳程式介面與線上系統，本團

隊辦理了四場教育訓練並完成對應的引導說明內容調整，另外線上

系統今年度所有調整內容亦皆已進行資安檢測，確保無高風險資安

問題。本年度亦完成上傳程式介面正式開放予第一線人員使用前所

累積之自動相機舊資料清理並匯入至系統，雲端系統亦持續維持功

能正常運作之狀態。除此之外，由於今年度確定不進行系統移轉作

業，故未有相關之系統移轉計畫，但計畫團隊仍完成系統程式說明

及資料標準文件撰寫，作為本四年期計畫之整體系統狀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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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問題分析 

過去國內自動相機資料欠缺整合的平台，也欠缺對相關調查計畫、

拍攝影像及影片的管理機制，以致於難以整合不同計畫所收取的資料，

也無法即時提供分析結果以支援及評估保育決策。隨著近幾年自動相

機資料持續且快速地累積，對相關資料與資訊妥善地進行倉儲、管理

與整合，便成為影響資料應用價值的重要關鍵。 

為此，於民國107至108年，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前身為農委

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委託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BIF 團隊），建置完成「臺灣自動相機資

訊系統」，提供一雲端資料整合及資訊管理平台，支援從自動相機影

像檔案的倉儲、影像與計畫資訊的擷取及管理、計畫及資料的篩選與

下載，到資料的分析及計畫的管考。此系統利用雲端服務降低開發跟

維護的人力，成功地將過去自動相機資料生命週期中各階段的工作統

整於單一平台、提供支援各項工作的線上工具，並確保相關資料與資

訊得以在一致的結構與格式下進行倉儲及後續利用。自民國109年起，

TaiBIF 團隊舉辦數次教育訓練，協助林業保育署各分署同仁使用該系

統，並將歷年長期監測系統累積之照片上傳至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

中，以利野生動物長期監測在照片資料倉儲、查詢、統計、管考等工作

的執行。 

然而經過一年的實務操作，雖然這套系統在一般網路環境下能使

用無礙，但在林業保育署各分署及工作站的第一線人員操作這套系統

時，卻受限於網路頻寬不佳，無法順暢於線上操作系統，或甚至無法

完整上傳大量影像資料。因此，此段期間仍委由 TaiBIF 團隊由後端上

傳歷年累積之照片至自動相機資訊系統上。此外，由於原先系統的設

計支援整個資料生命週期中各階段參與人員的使用，提供的功能多樣，

又加上當初設計時希望盡量擷取相關資訊，以致介面的操作相對複雜，

所需填寫的內容相對繁複。雖已提供詳盡的操作說明手冊，並盡量減

少必填資訊，但使用者仍多反映希望簡化操作介面。同時，相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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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擷取也造成系統後端資料結構複雜，增加系統維運及後續功能

優化上的困難。 

最後，除了支持科學研究與決策的價值外，自動相機影像與資料在

對一般民眾傳遞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上，以及對於學校教

育的應用上，也具有極高的潛力，值得進一步探索此資訊系統支援相

關應用的可能性。 

擬解決問題重點 

1. 解決目前系統在網路不佳之環境下的操作問題，以確實支援第一線

工作人員的使用需求。 

2. 優化系統前端的操作介面及簡化後端的資料結構，以提升系統操作

及管理上的便利性。 

3. 提升系統的應用，除強化資料分析與計畫管考功能外，並探索支援

學校課程教學及科普教育推廣的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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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研究概況 

中研院  TaiBIF 團隊所建置之「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

(https://camera-trap.tw/)，提供資料上傳、編輯、影像瀏覽與標註等工具

與介面。使用者可以上傳照片及影片到系統中，在多數人所習慣使用

的試算表介面進行物種辨識資料的登打及修訂；資料編輯同時，影像

及影片可以自動播放，讓編輯工作可以流暢地進行。系統也提供資料

篩選與基本的計算分析功能。使用者可以依照計畫名稱、資料收集時

間與地點、標註的物種等資訊進行資料的搜尋與篩選。所篩選出的資

料可以下載，也可以於系統上計算包括相機工作時數及各類 OI 值等

數值，並以圖表顯示計算結果。 

計畫管理與管考功能方面，系統提供計畫、樣區、相機位置、相機，

以及資料收取行程的管理，使用者可以新增這些項目，並編輯各項目

下的細項資訊。使用者在計畫總覽頁面可以瀏覽自己所屬的各計畫，

以及所有於系統中開放瀏覽使用的計畫，或依照計畫名稱、計畫時間

及計畫中標註的物種等資訊進行篩選。各計畫的首頁中顯示影像收取

與物種標註的進度狀況，並可產生每月的資料繳交進度報表，協助計

畫管考。 

為了增加系統的可使用性，TaiBIF團隊於本計畫第一至第三年度

(2021年-2023年)針對林業保育署各分署及工作站等第一線資料上傳人

員開發完成上傳程式介面並優化線上系統，上傳程式介面功能包含了

影像檔瀏覽與管理、影像資料的標註與上傳功能，資料上傳者可直接

於離線的狀況下在電腦端匯入照片並編輯資料，等到上傳資料時才需

要連線至系統，且提供資料續傳功能，不易受網路頻寬不足或連線不

穩等問題影響，在2023年時亦開發完成文字資料（csv檔案）匯入功能，

讓使用者除了匯入影像外，也可以匯入標註的文字資料至上傳程式介

面進行資料的編輯與上傳；線上系統除優化現有功能外，亦新增計畫

內的相機樣點運作及缺失比例頁面，以方便計畫管理者確認資料上傳

狀況，並更新資料視覺化內容以及介面樣式，讓系統整體畫面呈現具

有一致性。而為配合上傳介面的開發及因應篩選分析需求，另已調整

系統的資料庫架構，將原本系統中的 MongoDB轉換成關聯式資料庫

https://camera-tr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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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PostgreSQL，全部採用Python程式語言撰寫，提升系統的效能及

維運的便利。 

另外，2021年至2023年間已完成共十六場介紹本案系統操作的教

育訓練，並已針對部分意見回饋調整系統功能。上傳程式介面及優化

後的線上系統已於2023年1月1日上線至正式站供各分署與工作站上傳

與管理影像資料使用，截至2023年12月，此系統中已包含從2009年至

2023年共40個研究計畫、超過1,000萬筆資料與800萬筆多媒體檔案(影

片或照片)，涵蓋全台296個樣區、2,705個相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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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全程計畫目標 

1. 強化自動相機資訊管理系統的使用效能，優化操作介面並提升系統

管理、計畫管考與資料分析功能，推廣系統的使用及擴展系統的應

用層面。 

2. 提供社會大眾、學者專家及管理單位公開的野生動物族群變動趨勢

資訊，以利民間、學界、政府三方在野生動物保育及狩獵管理方面

的溝通與政策依據。 

本（113）年度目標 

1. 維運並持續優化線上管理系統及資料上傳程式介面。 

2. 研擬並進行系統程式與資料轉移的前置準備工作。 

三、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 

1. 上傳介面功能優化 

上傳程式介面已於2023年1月1日正式上線供林業保育署及林業分

署人員使用，目前資料上傳仍採新舊機制並行的方式進行，一方面由

各工作站人員直接利用上傳程式介面輸入並上傳資料，一方面將影像

及資料表按過去機制交由各林業分署承辦人員彙整後提供屏科大翁國

精老師團隊。今年度計畫團隊持續針對使用者實際操作後提出的反饋

調整系統與修復所發現之錯誤，並對新的資料上傳機制與流程進行檢

討，依據需要進行調整與優化。上傳程式優先調整的項目包含： 

⚫ 根據不同尺寸的電腦螢幕對應調整上傳程式介面的版面呈現，

並調整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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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鳥類清單的關鍵字搜尋功能 

⚫ 優化連拍補齊功能 

2. 線上系統功能優化 

目前線上系統前台的主要功能為資料的搜尋及下載，並有針對計畫成

員設計的管考功能（即為後台），而為因應未來系統開放後的一般大眾使

用需求，也已規劃不同的身份選項供使用者選擇，目前有教師、學生、研

究人員、公家機關單位、一般大眾等五個選項，今年度可配合需求新增其

他的使用者身份選項，並針對不同身份調整系統使用權限，如涉及敏感

物種或相機架設確切點位的相關資料查看權限。在資料搜尋頁面，則針

對現有資料欄位強化篩選功能，如影像及時間的相關篩選等，並提供包

含csv與excel等至少兩種下載檔案類型。計畫團隊今年度亦持續依據系統

使用狀況與問題回饋，調整、優化線上系統其他功能與資料視覺化呈現，

以及於計畫結束前對前端及後端系統進行資安漏洞掃瞄，並針對發現之

漏洞修補及更新程式碼。調整後的功能操作與使用流程持續補充進問題

幫助頁面中，並對應更新操作說明文件內容。 

3. 系統維運及移轉準備 

計畫團隊今年度持續進行系統操作面相關問題回覆與線上系統錯誤

修復，以使系統與相關操作流程能夠穩定運行，另外亦持續維運目前建

置於雲端的系統，確保系統功能正常運作，並協助將2023年1月上傳程式

介面正式使用前，林業保育署全島監測計畫所產生之自動相機影像與文

字資料自後端匯入系統，或利用上傳介面的文字資料匯入功能將舊資料

進行上傳。 

而為配合後續的系統移轉，計畫團隊將與林業保育署討論系統架構與

現有資料轉換至林業保育署內部或國網中心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並協助

排除移轉時出現的錯誤樣態。系統移轉作業準備工作預計將於2024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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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開始進行，並將同時展開系統程式說明文件及資料標準文件的撰

寫。 

4. 教育訓練 

本年度將針對林業保育署計畫管理者與執行者，辦理至少4場實體或

線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如為實體辦理，則預計於林業保育署、林業分署

或各工作站進行。實際規畫將於計畫執行期間持續與林業保育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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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1. 建立野生動物資源之公開資訊平台。 

2. 提升目前自動相機資訊管理系統的效能與功能。 

五、期末評核標準 

1. 完成系統移轉計畫 

2. 完成系統程式說明文件及資料標準文件 

3. 更新操作指引說明 

4. 進行資安檢測 

5. 完成至少 4 場教育訓練 

  



9 

 

六、結果與討論 

1. 上傳介面功能優化 

TaiBIF 團隊去年度已使用 python 語法及其內建的 Tkinter GUI 套

件完成上傳程式介面的更新與功能優化，今年度 TaiBIF團隊則針對使

用者對於系統的回饋，持續更新與優化程式，以強化自動相機資訊管

理系統的使用效能及易用性。目前上傳程式介面的使用者除了林業保

育署各分署相關人員外，亦邀請雪霸國家公園執行自動相機業務的成

員進行使用，至今本案系統中已有 575,083 筆資料是由雪霸國家公園

提供。從 2022 年 12 月 29 日系統正式上線截至今年度 11 月 5 日期間

的上傳程式介面版本與對應之已上傳資料數量則如表 1。 

以下條列今年度上傳介面優化的主要項目： 

⚫ 連拍補齊功能原本僅能設定到分鐘，調整為可設定到秒數（圖 1） 

⚫ 調整上傳介面版面呈現使之能適用於各式尺寸的電腦螢幕，並可

於編輯區塊調整字體大小，目前提供三種尺寸供使用者選擇（圖

2） 

⚫ 原鳥類清單中的鳥種移至物種下拉選單選項中（圖 3），可利用下

拉選單的關鍵字搜尋功能選擇特定鳥種，目前可供選擇之物種可

參考表 2 

⚫ 新增同步上傳狀態功能（圖 4），若使用者遇到資料實際上傳狀態

與上傳紀錄不符時，可以使用此功能同步資料庫的上傳狀態 

⚫ 於上傳介面程式資料夾中提供 csv 範例檔與物種清單 csv 檔（圖

5），供使用者使用文字資料匯入功能時可參考使用 

⚫ 若有資料之物種欄位未填寫，點擊上傳資料夾功能時將跳出彈出

視窗提醒尚有哪幾筆資料未填（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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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上傳狀態通知信調整為僅寄到當次資料夾上傳者與管理者的

信箱 

⚫ 因應防毒軟體阻擋問題更新相關程式碼，並在每次釋出新版本上

傳介面時皆將程式提供給林業保育署，以確認程式碼是否有被誤

判情形 

 

圖 1、連拍補齊功能原本僅能設定到分鐘，調整為可設定到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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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可於上傳程式介面的編輯區塊調整字體大小，目前提供三種尺

寸供使用者選擇。 

 

 

圖 3、原鳥類清單中的鳥種移至物種下拉選單選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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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同步上傳狀態功能。 

 

 

圖 5、上傳介面程式資料夾中提供 csv 範例檔（檔名 import-example）

與物種清單 csv檔（檔名 import-example-species）。 

 

圖 6、資料上傳時出現彈出視窗提醒尚未填寫物種欄位之資料有哪幾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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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系統功能優化 

今年度上半年 TaiBIF 團隊針對使用者對於系統的回饋，持續更新

與優化程式，所調整的項目如下： 

⚫ 查看影像頁面新增媒體類型及備註兩項篩選條件（圖 7），並調整

時間及日期的篩選功能 bug 

⚫ 查看影像頁面篩選條件後顯示的照片自動依照相機位置名稱(A-Z)、

日期時間(舊-新)、檔名(1-n)排序 

⚫ 查看影像頁面的資料筆數每頁最多可呈現至 1,000筆（圖 8） 

⚫ 新增「受委託單位」權限，可在計畫成員中進行設定（圖 9），受

委託單位僅能查看與下載所屬樣區的資訊，且與資料上傳者相同，

不能使用包含檢視及編輯計畫管理頁面、編輯或刪除查看影像中的

資料等功能 

⚫ 於計畫管理頁面中，新增刪除計畫功能（圖 10） 

⚫ 計畫管理頁面的計畫管理人與計畫成員依照信箱帳號首位數字與

字母(1-n, A-Z)排序 

⚫ 資料下載同時提供 csv與 excel類型的檔案供使用者選擇 

⚫ 聯絡我們頁面的附加檔案功能新增可附加 db 檔及 zip 檔兩種檔案

類型 

⚫ 其他細部調整，包含首頁及計畫資訊頁面的地圖呈現邏輯優化、查

看影像頁面的版面優化、資料篩選與計算頁面的計算錯誤問題處理

等 

上述優化及調整內容皆已更新至正式站(https://camera-trap.tw/)，在

經過 TaiBIF團隊內部測試、並於教育訓練中供各分署學員實際操作確

認無功能缺失後，現已通過資安檢測並確保無高風險資安問題（附錄

1）。 

https://camera-trap.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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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查看影像頁面新增媒體類型及備註兩項篩選條件。 

 

 

圖 8、查看影像頁面的資料筆數每頁最多可呈現至 1,000筆。 

 

 

圖 9、可在計畫管理-計畫成員頁面中進行受委託單位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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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計畫管理-基本資訊頁面中新增刪除計畫功能。 

3. 系統維運及移轉準備 

自 2023 年度起，林業保育署各分署及工作站人員開始透過本案系

統上傳資料，TaiBIF計畫團隊於此期間除了持續維持系統正常運作外，

亦針對蒐集到之意見回饋調整與優化系統，自 2023年度期末報告撰寫

完畢後至本期末報告撰寫完畢前所蒐集到之相關意見回饋內容均整理

成表單（附錄 2），以供查閱問題處理狀況。 

過去由於各分署及工作站的第一線人員受限於網路頻寬不佳，無法

順暢於線上操作系統，或甚至無法完整上傳大量影像資料，故於上傳

程式介面正式開放予第一線人員使用之前，累積之自動相機舊資料由

本團隊協助從雲端系統後台上傳。目前計畫團隊已將所有上述舊資料

清理完畢（包括清點舊資料欄位及對應等）並匯入至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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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雲端系統持續維持功能正常運作之狀態，所有資料仍繼續於

AWS 雲端服務託管，未受後端系統調整的影響。系統所使用的 AWS

雲端服務包含了 AWS EC2 運算單元（8G 記憶體、2 vCPU）及 AWS 

S3物件儲存(Object Storage)服務，且目前已使用了大約 38 TB的資料

空間。 

系統移轉工作部分於上半年度與林業保育署討論後，確認可採取以

下四種可能形式： 

⚫ 使用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所提供之雲端服務 

⚫ 使用中華電信所提供之雲端服務 

⚫ 直接移轉至林業保育署之內部機房 

⚫ 繼續使用 AWS 雲端服務，但將系統搬遷至林業保育署之 AWS 帳

號 

後續在林業保育署之考量下，確定本計畫今年度不執行系統移轉工作，

明年度系統亦將繼續透過本團隊 AWS 帳號下之雲端服務進行託管。

但為了未來可能的移轉工作，我們仍完成系統程式說明及資料標準文

件的撰寫，作為本四年期計畫之整體系統狀況參考，目前的系統程式

說明及資料標準如附錄 3。 

4. 教育訓練 

為讓本案系統的使用能夠有效納入第一線人員自動相機資料收集、

分析、管理的流程中，以建立資料完善發布機制，本團隊於今年度上

半年 5月 31日及 6月 14日、與下半年 10月 8日及 10月 14日，在中

央研究院辦理了共四場教育訓練，針對林業保育署各分署之自動相機

相關業務執行者與管理者進行自動相機設置與系統操作之說明，共計

111位相關人員參與（圖 11），各分署參與人次如表 3。課程除了提供

自動相機設置的基本原則說明與物種辨識技巧外，亦透過實作練習方

式，讓每位學員皆可使用電腦實際按步驟操作，將測試資料上傳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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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系統中，並引導學員使用線上系統的其他功能。課後則邀請學員填

寫線上問卷，提供操作上的回饋意見，四場教育訓練共蒐集到 78份問

卷，上半年場次及下半年場次各有 93.8 %與 100 %的學員認為操作流

程介紹清楚明瞭（圖 12）、各有 85.4 %與 93.3 %的學員認為線上系統

有符合使用需求（圖 13）、負責資料上傳工作的學員中則各有 86.4 %

與 100 %認為上傳程式介面有符合使用需求（圖 14）。課程內容細節

請見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計畫書（附錄 4）。 

在四場教育訓練皆完成後，本案系統提供的引導說明教學文件也進

行了對應的內容調整（附錄 5及附錄 6），並同步更新至上傳程式介面

的教學說明頁面與線上系統的常見問題頁面中。 

 

圖 11、四場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8 

 

 

圖 12、教育訓練回饋問卷統計—操作流程介紹說明是否清楚明瞭（縱

軸為回應數，橫軸 1至 5分別為非常不清楚至很簡單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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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教育訓練回饋問卷統計—線上系統是否符合使用需求（縱軸為

回應數，橫軸 1至 5分別為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 

 



20 

 

 

圖 14、教育訓練回饋問卷統計—上傳程式介面是否符合使用需求（縱

軸為回應數，橫軸 1至 5分別為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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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自 2022年 12月 29日系統正式上線截至今年度 11月 5日期間的上

傳介面版本與對應之已上傳資料數量。 

版本 釋出日期 更新內容 已上傳 

資料數量 

v1.0.0 2022/12/29 正式上線的第一版 540,123 

v1.1.0 2023/03/02 ⚫ 可選擇單頁呈現資料筆數 

⚫ 匯出資料功能問題調整 

⚫ 說明頁改為以彈出視窗顯示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781,323 

v1.1.1 2023/05/10 ⚫ 新增「匯入資料夾時判斷資料

夾名稱是否與已上傳之資料夾

名稱重複」功能（此版本匯入

資料夾時亦需連網） 

⚫ 新增「判斷上傳程式版本是否

為最新版」功能 

⚫ 資料夾匯入未完成時將無法關

閉程式，避免後續影像匯入排

程錯誤 

⚫ 資料上傳時將不能進入資料夾

編輯，避免後續資料上傳排程

錯誤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43,047 

v1.1.2 2023/06/21 ⚫ 新增資料編輯介面中的欄位拖

曳下拉複製內容方式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559,261 

v.1.1.6 2023/10/27 ⚫ 新增帳號登入功能：與線上系

統相同，需使用 orcid帳號登

入，登入後即可選擇可上傳之

計畫與對應樣區/相機位置 

⚫ 新增文字資料與對應影像匯入

功能：可匯入已標註欄位內容

之 csv文字檔與對應影像，csv

資料欄位需與現有上傳程式欄

位相同，並需有影像檔名欄位 

⚫ 連拍補齊功能調整為預設開啟 

⚫ 物種選項調整：飛鼠改為「大

赤鼯鼠」「白面鼯鼠」「小鼯

52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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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松鼠改為「赤腹松鼠」

「條紋松鼠」「長吻松鼠」 

⚫ 影像匯入錯誤時調整為可點擊

進資料夾刪除此匯入錯誤資料

夾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v.1.1.7 2024/02/16 ⚫ 停止 v1.1.2(含)以前的上傳功

能服務 

⚫ 連拍補齊設定功能調整為可設

定到秒數 

⚫ 物種下拉選單選項與鳥類清單

選項更新 

⚫ 因應防毒軟體阻擋問題更新相

關程式碼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218,083 

v.1.1.8 2024/03/18 ⚫ 配合部分資料的上傳狀態混亂

調整，設計「同步上傳狀態」

功能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349,078 

v.1.1.9 2024/04/30 ⚫ 編輯區塊提供不同的字體大小

選項 

⚫ 原鳥類清單中的鳥種移至物種

下拉選單選項中，並移除原鳥

類清單功能 

⚫ 於上傳程式資料夾中提供 csv

範例檔供匯入功能參考使用 

⚫ 其他操作與上傳 bug調整 

984,674 

v.1.1.11 2024/07/22 ⚫ 上傳時提供哪幾筆資料尚未填

寫「物種」欄位資訊的提醒文

字 

⚫ 更新教學說明內容 

⚫ 其他操作與上傳功能優化及

bug調整 

391,609 

v.1.1.12 2024/08/30 ⚫ 更新「同步上傳狀態」功能 

⚫ 其他操作與上傳功能優化及

bug調整 

14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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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13 2024/09/27 ⚫ 更新物種下拉選單選項 

a. 新增「灰鷽/褐鷽」、「山

鶺鴒」、「灰頭黑臉鵐」、

「臺灣/酒紅朱雀」4種鳥類 

b. 「山羊」更改為「野山

羊」 

c. 「柳鶯類」改為「柳鶯類

(無法辨識)」 

⚫ 上傳程式資料夾中新增物種清

單檔案（檔案名稱 import-

example-species.csv），使用文

字資料與對應影像匯入功能時

請統一物種寫法 

⚫ 上傳通知調整為僅有上傳者會

收到自己上傳資料完成與否的

通知信件 

⚫ 其他操作與上傳功能優化及

bug調整 

48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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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上傳程式介面中可供選擇之物種 

通用物種 鳥類 

工作照,測試,空拍,無法辨識,水鹿,

山羌,獼猴,野山羊,野豬,鼬獾,白鼻

心,食蟹獴,鳥類(無法辨識),鼠或鼩

形目,赤腹松鼠,條紋松鼠,長吻松鼠,

松鼠-無法辨識種類,飛鼠-無法辨識

種類,大赤鼯鼠,白面鼯鼠,小鼯鼠,黃

喉貂,黃鼠狼,小黃鼠狼,麝香貓,黑

熊,石虎,穿山甲,狗,貓,梅花鹿,野兔,

蝙蝠,人,獵人,其他 

臺灣山鷓鴣(深山竹雞),黑長尾雉

(帝雉),藍腹鷴,臺灣竹雞(竹雞),野

鴿,灰林鴿,金背鳩,紅鳩,珠頸斑鳩,

翠翼鳩,白腹秧雞(白胸秧雞),灰腳

秧雞,山鷸,白鷺類(無法辨識),大/中

白鷺,小白鷺,岩鷺,黃頭鷺,池鷺,夜

鷺,黑冠麻鷺,大冠鷲,松雀鷹,鳳頭蒼

鷹,黃嘴角鴞/領角鴞,蘭嶼角鴞,東方

灰林鴞(灰林鴞),赤翡翠(紅翡翠),五

色鳥,小啄木,大赤啄木,綠啄木,八色

鳥,黑枕藍鶲,紅尾伯勞,棕背伯勞,松

鴉,臺灣藍鵲,樹鵲,星鴉,巨嘴鴉(烏

鴉、大嘴烏鴉),方尾鶲,青背山雀,臺

灣鷦眉(鱗胸鷦鷯),白環鸚嘴鵯,烏

頭翁,白頭翁,紅嘴黑鵯,棕耳鵯,柳鶯

類(無法辨識),棕面鶯,紅頭山雀,斯

氏/日菲繡眼(綠繡眼),低地繡眼,山

紅頭,小彎嘴,大彎嘴,頭烏線,繡眼畫

眉,臺灣噪眉(金翼白眉),白耳畫眉,

紋翼畫眉,黃胸藪眉(黃痣藪眉、藪

鳥),大陸畫眉(中國畫眉),臺灣畫眉,

黑喉噪眉(黑喉笑鶇),臺灣白喉噪眉

(白喉笑鶇),棕噪眉(竹鳥),鶇科(無

法辨識),白氏/虎斑地鶇,白頭鶇,灰

背鶇,白眉鶇,赤腹鶇,白腹鶇,斑點

鶇,白腰鵲鴝,黃腹琉璃(黃腹仙鶲),

白腹琉璃(白腹藍鶲、白腹姬鶲),小

翼鶇,琉球歌鴝,臺灣紫嘯鶇(紫嘯

鶇),白尾鴝,臺灣白眉林鴝(臺灣林

鴝),栗背林鴝,黃胸青鶲,白腰文鳥,

麻雀,山鶺鴒,灰鷽/褐鷽,灰頭黑臉

鵐,臺灣/酒紅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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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四場教育訓練各分署參與總人次 

單位名稱 參與總人次 

林業保育署 7 

南投分署 1 

臺東分署 13 

嘉義分署 7 

屏東分署 14 

新竹分署 10 

臺中分署 15 

宜蘭分署 17 

花蓮分署 12 

其他非林業保育署轄下單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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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資安檢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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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自 2023年度期末報告撰寫完畢後至本期末報告撰寫完畢前所蒐

集之意見回饋內容表單 

回饋形式 回饋日期 
上傳程式/

線上系統 
問題描述 TaiBIF 團隊修改評估 

信箱回饋 20231207 
上傳程式/

線上系統 

想取消"[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 

上傳通知"此類的信件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31214 上傳程式 
下載 1.6版本會被防毒軟體偵測導

致執行程式不見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31217 線上系統 
請將我加入 [林務局哺乳動物監測

網] 計畫成員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31218 上傳程式 檢視計畫沒有台東分署成功工作站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31218 上傳程式 執行程式被防毒軟體檔直接被刪掉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31219 上傳程式 CSV 檔案上傳問題 已調整 

電話回饋 20231219 上傳程式 
匯入功能沒有反應，也沒有錯誤訊

息 
已解決 

信箱回饋 20231225 上傳程式 

因前幾天署內的防毒軟體將程式刪

除好幾次,今日重新打開程式,結果

之前判識完成的資料夾無法進行上

傳,出現 TypeError: '>=' not 

supported between instances of 

'NoneType' and 'int'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102 上傳程式 

上傳程式登入 ORCID 帳號提示視

窗，上面有提示要「登入

ORCID」，但會以為是文字提示而

不知道要點選該按鈕後才會出現驗

證碼。 建議「登入 ORCID」按鈕

可修改為「請按此處並登入

ORCID」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102 上傳程式 
系統的「檢視計畫」下拉沒有選項

(如圖)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110 上傳程式 

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丹大工作站同

仁，在更新使用 1.1.6 版本上傳程

式軟體後，資料夾內之「檢視計

畫」無「林務局哺乳動物監測網」

可以選擇 

已跟小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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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回饋 20240206 上傳程式 

目前同仁下載 v1.1.6 版本，檢視計

畫那欄無計畫可選以致新版上傳作

業無法完成 

待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217 上傳程式 
因發生有 3張影像未成功上傳 能

協助上傳並修改上傳結果狀態嗎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217 上傳程式 新改版 1.1.7 會被防毒軟體擋下 待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219 上傳程式 
有部分資料夾中的照片未上傳成功

或重複上傳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307 上傳程式 

想請問我昨天上傳 DS-LTMM-016-

20240205-20240304 相片，用軟體

上傳到一半就關掉了，今天要再上

傳，但我按成更新文字資料，軟體

顯示覆寫完成，沒辦法再上傳影

像，請問要怎麼重新上傳? 上傳進

度顯示上傳完畢，但有上傳成功的

照片是 0 張，點進照片編輯的畫

面，只有更新文字資料的按鈕，沒

有上傳的按鈕。點進網頁看上傳紀

錄，顯示影像未上傳成功。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416 
上傳程式/

線上系統 

下表是林業保育署宜蘭分署太平山

工作站 上傳資料異常部分說明 詢

問是否可協助註記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416 上傳程式 上傳還是有問題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418 線上系統 

已申請 ORCID 帳號登入系統， 但

尚未被加入計畫，需要貴單位的協

助，以加入計畫進行上傳作業。 

另外關於最新版本的程式，在網站

上點擊更新公告後，即顯示權限不

足的訊息，想請問該如何下載上傳

程式軟體 v1.1.8 版? 

已說明並跟小古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423 線上系統 

要進入線上系統下載自動相機監測

上傳程式 v1.1.8 時，上面寫權限不

足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423 上傳程式 
不會操作新版的上傳程式，舊版的

上傳程式也無法使用 
已提供寄圖文操作手冊 

信箱回饋 20240424 
上傳程式/

線上系統 

近期有工作站巡視員反應， 該巡

視員以自己的 Orcid 帳號登入後，

下載的上傳軟體無法使用(會顯示

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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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不足，無法順利上傳照片)。 

但是如果是職員(技士 OOO)以自己

的 Orcid帳號登入後下載的軟體，

傳給該巡視員使用後，反而可以在

該巡視員的電腦上正常使用。 因

為工作站常常是巡視員須獨立作

業，請協助排除此類差異。 

電話回饋 20240424 上傳程式 用自己 orcid 登入後看不到計畫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425 線上系統 分署承辦看不到計畫管理 已解決 

信箱回饋 20240502 其他 

一直無法註冊 orcid 帳號．所以無

法設定相機記憶卡的資料上傳。無

法辦識機關單位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502 線上系統 如何下載相機上傳程式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502 上傳程式 

臺東分署反應他們分署與工作站下

載最新版單機程式，防毒軟體都還

是會阻擋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505 上傳程式 上傳錯誤，找不到刪除鍵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509 上傳程式 
最新版上傳程式沒有上傳的鍵可以

選 
小古已寄信回覆 

電話回饋 20240514 上傳程式 

最新版上傳程式沒有上傳的鍵可以

選(另外一個同事要上傳時，發生

問題，問題同上) 

已解決 

信箱回饋 20240522 上傳程式 
檢視計畫欄位無資料可選擇； 樣

區欄位無資料可選擇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523  
目前看不到全站相機上傳情況，請

協助處理 
待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523 線上系統 我無法更新 1.9，說權限不足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524 上傳程式 

台東分屬利嘉林道 TD106-03 相機

之「20230101-20230214」檔案

夾，最後一張水鹿圖檔拍攝呈像不

全，導致 App 上傳資料夾時無法上

傳、整個資料夾 Error。 由於嘗試

數次整個資料夾無法上傳 App，故

我也無法讀取全部圖檔，目前處置

方式為刪除整個上傳的資料夾，先

行跳過本資料夾。另外，我在想是

否先將該圖檔移出資料夾，其他圖

檔就可以完整上傳，等完整上傳後

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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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將該圖檔移回資料夾。 附檔

為同時段的水鹿圖檔

「RCNX1763~RCNX1773」，有問

題圖檔為「RCNX1773」。 

電話回饋 20240524 上傳程式 

利嘉林道 TD106-03相機 

20230101-20230214 的最後一張可

能因為相機系統問題，拍的照片是

不完整的，我在上傳資料夾就卡在

那一張無法完成上傳資料夾 

已回信 

信箱回饋 20240526 
上傳程式/

線上系統 

台東分屬在利嘉林道的 TD106-03

相機總共有五個資料夾，我透過

App 將其全部檢視完畢並上傳，

App 顯示全部五個資料夾皆上傳完

成了，但網頁的「上傳紀錄」只有

四個資料夾，少一筆資料夾

「TD106-03-20230416-20230609」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528 上傳程式 

上傳進度這裡沒辦法往下拉，看不

到下面的資料夾，有資料夾上傳到

一半，要按重啟上傳沒辦法按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603 上傳程式 

使用快捷鍵撰打物種名稱後，選擇

框會跳到頁面的最左上角那欄位，

變成要再用滑鼠手動拉回接續的欄

位，對於只用鍵盤快速撰打的同仁

較為不便，而前幾個版本無此問題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603 線上系統 忘記帳號和密碼 待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604 上傳程式 

已建立帳號 ORCID 帳號，並加入計

畫(林務局哺乳動物監測網)，下載上

傳程式(v1.1.9)。新增資料夾後欲進

行相片編輯，但"檢視計畫"、"樣區

"和"相機位置" 無法選擇(點下去後

沒東西可點選)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604 
上傳程式 /

線上系統 
上傳資料同步有問題 已調整 

電話回饋 20240605 上傳程式 
上傳程式打開後出現警告，無法匯

入以及上傳影像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605 上傳程式 

1. 上傳程式看不到計畫、樣區、相

機位置 

2. 匯入資料夾失敗後卡住 

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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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回饋 20240605 上傳程式 

想知道如果已經匯入資料到筆電，

可以在另外一台桌電上編輯這些已

匯入的資料嗎？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606 線上系統 
確認相機樣點運作及缺失比例的頁

面資訊邏輯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606 上傳程式 

介面無法放至最大，且文字完全重

疊，看不到自己輸入的物種，造成使

用上嚴重的困擾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611 上傳程式 

登入之後看不到我的現有資料夾 

我上週陸續上傳完成好幾個月的照

片 上傳後再編輯 但還沒編輯完成 

我現在完全看不到可編輯的資料夾 

待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613 上傳程式 

程式軟體更新(V1.1.9 版) 執行程式

後檢視計畫和樣區和相機位置無法

下拉式選單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617 上傳程式 

資料夾中有照片沒有上傳完成，網

頁也顯示錯誤，但按了上傳程式中

的同步狀態之後還是錯誤 

已說明 

電話回饋 20240621 線上系統 
相機壞掉，目前相機位址的照片還

沒收回來，不能填缺失問題回報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625 
上傳程式 /

線上系統 

上傳後系統網頁上顯示影像未成功

上傳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710 上傳程式 
請問上傳資料除了照片以外，可以

上傳影片嗎？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710 上傳程式 

1.最近常常明明己經上傳成功了但

是網路系統出現未完成  2.上傳後

出現綠色己完成 ,但是網路系統出

現未完成 3.檔案可以刪除重傳嗎 

待確認 

信箱回饋 20240716 上傳程式 

我是林業署台中分署雙崎工作站新

任紅外線相機相片判釋人員，煩請

新增我的帳號進入全台哺乳類監測

計畫，感謝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719 上傳程式 

下載新版的上傳系統，但檢視計畫

那邊沒有林業署哺乳動物監測網可

以選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722 上傳程式 

在操作程式時會使用方向鍵操作圖

片上下，然後會用快捷鍵輸入物種

名稱 但在輸入物種後接著使用方

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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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鍵往下，並不會接著往下張圖片

而是跳到第一張圖片。應該是選取

框在輸入完物種後，選取框會失去

目標，因此如果再按下方向鍵就會

跳回該頁第一張照片，所以建議在

輸入完物種後自動往下一格跳 

信箱回饋 20240722 上傳程式 

1.複製一列後再輸入物種，物種無

法成功帶入進複製後的照片(會是

空白)，因此會要在手動輸入複製照

片的物種名稱。 2.若選取該頁第一

張照片時，希望按上鍵能跳至該頁

最後一張照片 

第 1點已說明 

第 2點待評估 

信箱回饋 20240723 上傳程式 

保育相機上傳成功時，其他非本人

的信箱會收到上傳成功的信，非常

干擾。(ex: A相機照片上傳後，因該

是管理 A相機的甲收到上傳成功的

信，而不是甲乙丙丁都收到) 若該

項無法快速改善，乾脆直接不要信

箱收到信件僅主管信箱能收到。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723 上傳程式 
v1.1.11版本目前仍然會被防毒軟體

封鎖，再麻煩協助解鎖 
已調整 

電話回饋 20240726 上傳程式 新版 1.1.11 的 key in 很慢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726 上傳程式 

最新版本的系統在批次填寫辨識物

種後，按下一格時會跳回最坐上格

（之前系統不會），無法用上下鍵逐

一填寫物種，需用滑鼠點選，易出現

漏填情形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726 線上系統 

在資料篩選與計算，篩選條件確定

後，按右下角的「下載搜尋結果」，

EMAIL 收到的 CSV 檔案，打開會

是亂碼，請問可以怎麼處理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801 上傳程式 

同仁反映在上傳紀錄有一筆未完

成，點選檢視錯誤後，顯示物種未填

寫完整(同仁說他當時有填) 請問可

以如何重新補填資料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803 
上傳程式 /

線上系統 

LTMM-53 明明都 2369/2369 上傳

完，但還是未完成 
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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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回饋 20240805 上傳程式 

1. 不會取消連拍補齊 

2. 一張照片有兩隻同樣的物種，要

怎麼填寫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813 
上傳程式 /

線上系統 

目前無法瀏覽資料，再麻煩幫忙開

承辦權限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0905 上傳程式 

再次建議，請不要將上傳成功通知

信件群發給所有計畫同仁，可以將

信件發至給該上傳人或僅群發給保

育主辦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906 
上傳程式 /

線上系統 

上傳還是有問題，已有試過很多次

同步上傳狀態功能 
已調整 

信箱回饋 20240912 
上傳程式 /

線上系統 

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同仁帳號未被

加入至林業署哺乳動物監測網，想

麻煩協助設定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1001 線上系統 

本人原任職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

分署南澳工作站，由於本人業於今

年 9 月初退休，相關業務已由其他

同事辦理，爰相關業務訊息請勿再

續傳此信箱 

已說明 

信箱回饋 20241024 上傳程式 

可不可以將別人帳號內已辨識的資

料直接移至另一人的帳號內  面臨

此問題是因遇到業務交接的情況，

方便未來管理資料。如可轉移 版本

不同是否有影響 

確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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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系統程式說明及資料標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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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計畫書 

（上下半年之計畫書內容相同，僅日期有差異，故此僅呈現上半年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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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上傳程式引導說明教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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