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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計畫名稱 

校園安全三維 GIS 平台--空間資訊加值應用(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 計畫緣起 

鑒於大學校園日益開放，校園安全為一重要的課題，加上現有校園安全問題：設

施故障、安全死角、夜間照明、陌生人群聚集等，經目擊後通報總務處後常常沒有標

準 SOP 流程及有效的精準程序，且日期延滯更無法預期，因此若學生與校方能擁有即

時的校園安全平台三維模型，將有利於校園安全的發展。 

三、 計畫摘要 

國立成功大學為國內重要大學，各學院及系所包含眾多教學設施，校園內亦擁有

大量之歷史建築、公共設施、珍貴老樹、網路系統、景點等。校園之完善及安全為學

校運作之基礎，然而因校園範圍開放、廣大，專職人員不足等因素，無法隨時掌握校

園內存在之危險因素及分布區域，故提出此計畫以改善現況。 

以下針對本計畫欲達成的目標補充說明，並針對校園安全課題進行作業以期達成

目標： 

(一) 基於校園安全之課題收集消防設備、戶外路燈照明系統、無障礙設備等空間

資訊並進行三維 GIS 平台的展示。 

(二) 周遭道路交通意外事故熱點、人群聚集處可展示於三維 GIS 平台。 

(三) 三維 GIS 平台之展示提供使用者以 GIS 軟體方式檢閱 3D 校園，以利校方安全

人員掌握校園安全課題。 

此計畫建置的操作型校園安全三維 GIS 平台雛形，提供三維展示、搜尋、量測

等功能，並開啟各大學之先。本計畫透過結合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呈現與校園維安相關

資訊，提供校方、師生進行參考，並針對系統呈現之危險區域進行硬體軟體上的補強，

以增強本校安全方面維護。 

本計畫將由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大三部學生負責主持，希冀經通力合作後能如期

如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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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業範圍 

本次施測範圍爲成功大學成功校區，主要分爲 A、B 兩大區，分別由乙方兩大隊

進行施測工作，每一隊分若干小組及其中一組自我檢核組。自我檢核組對內以相關作

業程序及成果之品質檢驗為主，對另一大隊則執行丙方工作，負責各階段成果檢查及

驗收，也就是兩隊要互相檢核另一大隊的成果。A、B 兩區以道路中心線來區分，施

測範圍需包括此區圍牆外之道路邊界。 

(一) A 區：北至小東路，東至長榮路，西至勝利路，南至測量系館與化學系館的道

路相隔處。 

(二) B 區：北至測量系館與化學系館的道路相隔處，東至長榮路，西至勝利路，南

至大學路。 

 

圖 1- 1 作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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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作業項目及內容 

(一) 前期-外業組 

1. 建物補測 

2. E-GNSS 測量 

(1) 路燈點位 

(2) 消防栓點位 

(3) 緊急電話亭點位 

3. 照度測量 

(二) 前期-內業組 

1. 資料處理 

2. 屬性建置 

(1) 各主題圖層屬性表建置 

3. 空間分析 

(1) 環域分析 

(2) 服務圈分析 

(3) 核密度分析 

(三) 後期-文書檢核組 

1. 詮釋資料建置 

2. 成果報告書撰寫 

(四) 後期-三維組 

1. 建物拉升 

2. 路燈模型建置 

(五) 後期-發布組 

1. Online 地圖建置 

2. Web APP 

六、 整體流程及工作進度規劃 

(一) 工作期限 

本案由 108 年 7 月 5 日開始執行，至 108 年 7 月 26 日結束，預計工作時程爲 22
個日曆天，除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造成期程延遲，否則應於制定的作業時程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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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體流程圖 

 

 

教育訓練 

外業測量 GIS 系統建置 

取得現有圖資 

檢查地圖完整性 

圖根點測量 

細部點測量 

完整的成功 
校區底圖 

利用 E-GNSS 測量 

電話亭點位 

路燈點位 

無障礙設施 

資料彙整 

照度計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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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坡道 

導盲磚路線轉點 

資料數化 資料庫設計 

標準化 

空間分析加值應用 
 

二維地圖建置 
 

加入建物高度 
標準化資料 

三維地圖建置 

資料蒐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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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工作計畫甘特圖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建
物

補
測

消
防

栓
點

位

緊
急

電
話

亭
位

置

測
量

路
燈

點
位

及
照

度

無
障

礙
坡

道
位

置
、

導
盲

磚
中

心
線

建
物

補
測

資
料

處
理

(S
H

P
檔

建
置

)

導
盲

磚
中

心
線

資
料

處
理

(S
H

P
檔

建
置

)

路
燈

、
消

防
栓

、
無

障
礙

坡
道

、
緊

急
電

話
亭

點
位

整
理

(E
-G

N
S
S
測

量
成

果
整

理
為

C
S
V

檔
)

其
他

外
業

紀
錄

資
料

整
理

外
業

成
果

自
我

檢
核

檢
查

歷
屆

地
形

圖
資

料
完

整
性

歷
屆

地
形

圖
C

A
D

轉
S
H

P
、

屬
性

建
置

事
故

C
S
V

資
料

整
理

及
匯

入
A

rcM
ap

、
建

置
S
H

P
與

屬
性

表
及

產
製

熱
點

圖

A
E

D
的

位
置

C
S
V

資
料

整
理

及
匯

入
A

rcM
ap

、
建

置
S
H

P
與

屬
性

表

夜
間

加
強

巡
邏

點
位

數
化

(由
紙

本
地

圖
概

略
數

化
)、

建
置

S
H

P
與

屬
性

表

上
述

各
項

目
屬

性
表

建
置

及
確

認

建
物

補
測

S
H

P
檔

屬
性

建
置

及
確

認

路
燈

點
位

及
照

度
圖

層
屬

性
建

置

消
防

栓
點

位
圖

層
屬

性
建

置

無
障

礙
坡

道
位

置
、

導
盲

磚
中

心
線

圖
層

屬
性

建
置

緊
急

電
話

亭
位

置
圖

層
屬

性
建

置

上
述

各
項

目
屬

性
表

建
置

及
確

認

路
燈

亮
度

環
域

分
析

消
防

栓
環

域
分

析

數
化

校
區

路
網

資
料

夜
間

加
強

巡
邏

點
位

服
務

圈
分

析

前
期

二
維

之
各

項
S
H

P
資

料
詮

釋
資

料
撰

寫

後
期

三
維

之
各

項
S
H

P
資

料
詮

釋
資

料
撰

寫

檢
查

各
項

資
料

有
無

缺
漏

總
成

果
報

告
書

撰
寫

檢
查

建
物

唯
一

識
別

碼
及

樓
層

數
屬

性

依
據

樓
層

數
以

A
rcG

IS
 P

ro
拉

抬
建

物
高

度

路
燈

模
型

依
據

路
燈

點
位

加
入

現
成

路
燈

模
型

檢
查

二
維

及
三

維
地

圖
成

果

發
布

至
A

rcG
IS

 o
n
lin

e，
必

要
時

進
行

修
正

及
調

整
圖

徵

接
入

o
n
lin

e地
圖

，
設

計
版

面
及

功
能

按
鍵

系
統

測
試

及
最

終
發

布

1
.3

2
.6

3
.9

5
.2

1
5
.6

3
1
.2

3
7
.7

4
2
.9

4
8
.1

5
3
.2

5
7
.1

6
1
.0

6
4
.9

6
8
.8

7
2
.7

7
6
.6

8
0
.5

8
4
.4

8
8
.3

9
2
.2

9
4
.8

9
7
.4

1
0
0

教
育

訓
練

進
行

期
末

簡
報

資
料

蒐
集

外
業

成
果

檢
核

(丙
方

)

2
0

1
9

年
7

月
工

作
項

目

詮
釋

資
料

成
果

報
告

後
期

－
文

書

資
料

處
理

、
彙

整
及

二
維

底
圖

建
置

前
期

－
內

業

前
期

－
外

業

資
料

彙
整

資
料

處
理

屬
性

建
置

內
業

成
果

自
我

檢
核

內
業

成
果

檢
核

(丙
方

)

空
間

分
析

預
計

累
積

進
度

(%
) 建

物
拉

升

O
n
lin

e地
圖

後
期

－
三

維

W
eb

 A
p
p

後
期

－
發

布

後
期

成
果

檢
核

(丙
方

)

製
作

期
末

簡
報



6 
 

貳、作業流程規範及執行方法 

一、外業執行 

(一) 建物補測 

1. 作業目的 

由於採用的底圖，並未包含成功校區近幾年落成的六棟建築，包括三系館鋼構

區(材料新館、資訊新館、資源新館)、水利系館(海工大樓)、理學教學大樓和

格致堂等，因此需採取細部測量方式，測繪出建物輪廓，並將資料利用西谷資

訊工程軟體處裡後，再利用 ArcGIS 的 display x y 功能，將資料製作成 SHP
檔，併入底圖，以利三維建物建模。    

2. 儀器設備 

外業：全測站(儀器型號：SOKKIA SET530R)、稜鏡標竿、Trimble R4 

內業：導線平差處理程式、西谷資訊工程軟體 

3. 工作項目及程序 

 
圖 2-1 外業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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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點 

控制點選擇在各建物四周，並利用 e-GNSS 雙測回觀測以解算其坐標，

觀測速率為 1Hz，每次取 60 秒平均值為一筆資料，一測回取 3 筆資料，共

觀測 180 秒，同一點位兩測回間須相隔至少 1 小時以上。若 e-GNSS 測站附

近透空度不佳，則採用自由測站法來獲取控制點坐標。 

控制點選擇在各建物四周，並利用 e-GNSS 雙測回觀測以解算其坐標，

觀測速率為 1Hz，每次取 60 秒平均值為一筆資料，一測回取 3 筆資料，共

觀測 180 秒，同一點位兩測回間須相隔至少 1 小時以上。 

(2) 導線測量 

得到控制點後，利用全測站測量各導線點間之距離及各點水平角和垂直

角，閉合成一個導線，導線點無法通識所有細部點時，須增加補點，全測站

正倒鏡量測至多 30 秒，利用一測回的數據檢核至多 1 分。 

(3) 選點及佈點 

先於影像上進行導線設計，再到實地探勘並選擇點位，完成後進行釘點或以

舊點上噴漆標註。選擇的點位須符合以下原則： 

A. 點位間應盡量互相通視。 

B. 應選擇不易變動之點位，且能夠固定以實施導線測量。  

C. 加密網之導線長度應盡量等長。 

(4) 施測規劃 

由於考量工作量及地理分布，特將材料系館之測繪併入 B 區工作範圍。控

制點及圖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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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理學教學大樓 

 
圖 2-2 A 區理學教學大樓周邊點位 

圖根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左上角點位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圖根點

A-1→A-2→A-3→A-4→A-
5 

A 區水利系海工大樓 

 
圖 2-3 A 區水利系海工大樓周邊點位 

圖根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左上角點位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圖根點

B-1→B-2→B-3→B-4 

註：關於圖 2-2 A 區理學教學大樓周邊點位新增二個補點，解決現有控制點觀測不到細部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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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格致堂 

 
圖 2-4 B 區格致堂周邊點位 

圖根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左上角點位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圖根點

C-1→C-2→C-3→C-4 

B 區三系館共構新館 

 
圖 2-5 B 區三系館共構新館周邊點位 

圖根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左上角點位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圖根點

D-1→D-2→D-3→D-4→D-

5→D-6→D-7→D-8 

註：關於圖 2-5 B 區材料系館(三棟上)周邊點位新增一個補點，解決現有控制點觀測不到細部點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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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理學教學大樓 

 
圖 2-6 A 區理學教學大樓周邊點位 

圖根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右上角點位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圖根點

SB01→SB02→SB07→SB0
3→SB04→SB05→SB06 

A 區水利系海工大樓 

 
圖 2-7 A 區水利系海工大樓周邊點位 

圖根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左下角點位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圖根點 

W-1→W-2→W-3→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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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格致堂 

 

圖 2-8 B 區格致堂周邊點位 

導線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控制點(紅) 
CK02(上)、SL01(下) 
導線點(黃): 
C-1(左一)、C-2(右二)、
C-3(上右)、C-4(上左)、
C-5(右一) 

B 區三系館共構新館 

 
圖 2-9 B 區三系館共構新館周邊點位 

導線測量點位與周邊關係 

由右上角點位順時針環繞

一圈命名為:  

控制點(紅) 

D-1→D-2→D-3→D-4 

導線點(黃) 

D-5→D-6→D-7→D-8→D-

9 

補點(藍):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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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儀器率定 

依據全測站（SOKKIA SET530R）的操作手冊對於儀器的檢查及調整，有下

列幾項： 

A. 管氣泡檢查及調整 

a. 儀器整平。 

b. 儀器整平後，擺放成如圖 2-10 位置，並確定管氣泡在中央。  

c. 旋轉 180 度，看管氣泡是否仍然位在中央。 

 
圖 2-10 管氣泡率定過程圖 

d. 如果仍在中央，則不需進行調整。若已有偏離，則請進行以下步驟來

調整。 

e. 微微旋轉整平螺絲 C，將管氣泡偏離量調整一半回來。 

f. 剩下一半的偏離量則藉由旋轉管氣泡調整螺絲來調整回來。 

g. 管氣泡調整螺絲反時鐘旋轉時，管氣泡也是以反時鐘方向移動，如圖

2-11 所示。 

h. 旋轉儀器至另一位置，並重複步驟 c～f，直到不管任何位置管氣泡

皆會在中央。 

i. 若仍然無法將管氣泡調整至中央，則將儀器送回總公司進行精密調

整。 

 
圖 2-11 管氣泡率定過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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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圓氣泡檢查及調整 

a. 進行圓氣泡檢查及調整前，請先確定管氣泡是正常的，必要時進行管

氣泡的檢查及調整。  

b. 請先使用管氣泡來將儀器整平。  

c. 檢查員氣泡是否在中央圓圈範圍內。  

d. 若是在中央圓圈範圍內則不需調整；若是已偏離中央圓圈範圍，則請

進行以下步驟 來調整圓氣泡。  

e. 首先確認偏離的方向。  

f. 使用儀器所附的調整工具來旋鬆圓氣泡調整螺絲，位置如圖 2-12 所

示。 

g. 調整三個圓氣泡調整螺絲至緊度相同，同時圓氣泡也位於中央圓圈範

圍內。  

h. 三個圓氣泡調整螺絲的鬆緊度必須完全一樣不可過度旋緊。 

 

圖 2-12 圓氣泡率定過程圖 

C. 傾斜偏差檢查及調整 

a. 必要時請先進行管氣泡和圓氣泡的檢查和調整。  

b. 鎖緊儀器水平軸制動螺旋，再按歸零兩次，讓儀器的水平角設定為零

度。  

c. 按 ESC 鍵，回倒選單首頁。按設置來進入各項基本設定。  

d. 按儀器常數，如圖 2-13。  

e. 進入儀器常數選單後按傾斜 XY，如圖 2-14。 



14 
 

 
圖 2-13 傾斜偏差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一 

 
圖 2-14 傾斜偏差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二 

f. 等候幾秒鐘，讓讀數穩定後，抄下讀數為 X1 和 Y1。 

g. 鬆開水平軸制動螺旋，旋轉儀器 180 度，再鎖緊水平軸制動螺旋。h、
等候幾秒鐘，讓讀數穩定後，抄下讀數為 X2 和 Y2。 

h. 計算以下的數值：Xoffset=(X1+X2)/2 Yoffset=(Y1+Y2)/2 j、若是兩個

數值都在±20”範圍內，則不需進行調整，請按鍵返回儀器常數選單 

i. 將儀器旋轉至零度，等穩定後按下 OK。 

j. 儀器旋轉至 180 度±1’，等穩定後按下 OK。 

 
圖 2-15 傾斜偏差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三 

 
圖 2-16 傾斜偏差檢查及調整過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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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螢幕出現目前值和新值，XY 新值必須在 400±30 內，如果符合則按 
YES；不符合則必須按 NO，並重做一次。 

l. 若仍然超出 400±30 的範圍，則將儀器送回總公司。 

D. 視準差測定 

a. 按 ESC 鍵，回到選單首頁。按設置來進入各項基本設定。 

b. 按儀器常數，如圖 2-17。 

c. 進入儀器常數選單後，按視準差測定，如圖 2-18。 

d. 先以正鏡來照準基準點，然後按 OK。 

e. 再以倒鏡來照準同一基準點，然後按 OK。 

f. 螢幕上會出現視準差測量數值，如圖 2-19。 

g. 若是接受，則按 YES 來設定新值。 

h. 若是不接受，則按 NO 放棄新值，並返回視準差設定選單。 

i. 若按 YES 出現超出範圍，此時請將儀器送回總公司處理。 

 
圖 2-17 視準差測定過程圖一 

 
圖 2-18 視準差測定過程圖二 

 
圖 2-19 視準差測定過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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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望遠鏡十字絲檢查及調整 

a. 整平儀器。 

b. 找一個清晰可見的目標，例如屋角。 

c. 將十字絲的垂直線對其點 A，如圖 2-20 所示。  

d. 旋轉垂直軸微調螺旋，直到對齊點 B，如圖 2-21 所示。  

e. 如果目標是以平行移動，則不需進行任何調整。 

f. 若是目標已偏離垂直線，則必須進行調整，此時必須將儀器送至總公

司處理。 

 
圖 2-20 望遠鏡十字絲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一 

 
圖 2-21 望遠鏡十字絲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二 

F. 求心鏡檢查及調整 

a. 在地面上設置一基準點。 

b. 儀器整平及對心。 

c. 儀器旋轉 180 度，並觀察求心鏡的中心是否仍對準基準點。 

d. 如果求心鏡中心仍對準基準點，則不需進行任何調整。 

e. 若是求心鏡中心已偏離基準點，則進行以下步驟來調整。 

f. 先用整平螺旋來修正一半的偏移量，如圖 2-23。  

g. 移除求心鏡的鏡頭蓋。 

h. 求心鏡內有四顆調整螺絲。 



17 
 

i. 如果基準點是位在如圖 2-24 的下半部(上半部)，則：輕輕旋鬆上面(下
面)的調整螺絲，同時以同樣的鬆緊度來旋緊下面(上面)的調整螺絲。

如此，基準點將會慢慢移動到中心線上。 

j. 如果基準點在如圖 2-25 的實線(虛線)上，則：輕輕旋鬆右邊(左邊)調
整螺絲，同時以同樣的鬆緊度來旋緊左邊(右邊) 的調整螺絲。如此，

基準點將會慢慢移動到中心上。 

k. 調整螺絲的旋緊或旋鬆程度必須相同，才不會有任何一螺絲是過度旋

緊的。 

l. 按照步驟 c 再檢查一次，看看求心鏡中心是否對準基準點。 

m. 如果還有偏心，則請重複步驟 f～j 來進行調整。 

 

圖 2-22 求心鏡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一 

 

圖 2-23 求心鏡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二 

 

圖 2-24 求心鏡檢查及調整過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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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求心鏡檢查及調整過程圖四 

(6) 資料處理 

A. 導線平差計算 

a. 結束外業測量後，將觀測資料由全測站儀傳輸儲存為電腦檔案。 

b. 開啟導線計算軟體，建立導線作業(檔案→開啟新導線作業)，依序輸

入作業目錄、作業名稱，並載入控制點檔案(.ct0、.ct1)，選擇正確之

坐標系統和中央經線，按下確定即可建立導線作業，畫面上則會顯示

匯入之控制點點位。附註：作業目錄務必輸入，否則後續無法輸出平

差作業檔。 

 
圖 2-26 建立專案過程圖 

c. 建立完導線作業後，可以選擇匯入現有導線觀測資料檔(.tr0)、測站觀

測紀錄檔 (.tr1)；或利用導線程式內建功能(觀測資料→輸入外業觀測

資料→人工輸入)，由人工輸入先前儲存之全測站儀觀測資料，以建

立測站觀測紀錄檔(.t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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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輸入資料過程圖 

d. 導線測站連線檔的部分同上面步驟，可以選擇匯入現有導線測站連線

檔(.tr2)；或利用導線程式內建功能(工具→建立導線路線)，點選點位

以連線為導線。 

e. 輸入完控制點資料、導線觀測資料檔以及測站觀測紀錄檔後，點選工

具→(單條)導 線計算，系統會要求點選要計算的導線，選完要計算

之導線後，即會輸出導線計算成果於視窗。 

 
圖 2-28 導線資料圖 

f. 利用導線程式內建功能(輸出→角邊網形平差輸入檔)，設定完參數後，

即可輸出後續平差所需要的檔案(.CON、.COR、.OBS)到上述步驟之

作業目錄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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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導線成果轉檔過程圖 

g. 點選三角三邊平差計算程式(配合視窗版導線計算程式)之檔案，並輸

入上述步驟輸出之檔名，即可輸出平差報表即可靠度分析報表。備註：

控制點檔案(.ct0、.ct1)、 導線官舍資料檔(.tr0)、測站觀測紀錄檔(.tr1)
和導線測站連線檔(.tr2)，若需人工輸入，其格式必須參照視窗版導線

計算程是使用說明文字檔。 

 
圖 2-30 導線平差成果過程圖 

B. 建物補測 SHP 檔建置 

a. 建立專案：開啟西谷資訊工程軟體，在主畫面點擊"更換/選擇工程專

案"，接著輸入工作區域、工程編號、工程名稱。 



21 
 

 
圖 2-31 西谷資訊工程軟體畫面 

b. 匯入及整理觀測資料：在主畫面選擇"測量計算等高線編輯繪圖"。接

著，在視窗下方的數值功能列點擊資料下載，如圖 2-32 所示。 

(a) 輸入儀器代號(用來判釋格式轉換的依據) 
(b) 選取.sdr 檔(SOKKIA 全站儀的資料格式) 
(c) 編譯資料(轉換為此系統之通用格式) 
(d) 整理觀測資料(依圖 2-32 編輯設站資料、細部點資料) 
(e) 讀入觀測資料(會進入數值功能列的數值測量) 

 

圖 2-32 細部點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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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匯入已知點資料：在下方控制功能列點選已知坐標點，再從功能表中

選擇"檔案"接著點擊"讀入文字檔"並"匯入控制點檔案"，最後檢查資

料次序、資料內容，並更改為控制點，再選擇確定讀入。 

 
圖 2-33 匯入控制點資料 

d. 重算細部點坐標：在下方數值功能列點選"數值測量"，並點擊"全部

坐標重算"，最後點選"將測點轉入碎部點資料庫"，選擇轉出資料內

容：全部測點；接著會進入繪圖功能列的碎部點 

 
圖 2-34 重算細部點資料 

e. 匯出細部點之坐標檔案：下方繪圖功能列點選"碎部點" 接著在功能

表選擇"檔案"，再點擊"寫出文字檔"便能存成 XYZ 坐標檔 



23 
 

 
圖 2-35 匯出成果座標文字檔 

f. 將得到的 XYZ 坐標檔，利用 EXCEL 開啟，並存成.csv 檔 將.csv 檔
匯入 ArcMap，按右鍵點選"Display XY Data"，最後選擇 XY 值之欄

位與坐標系統 

 
圖 2-36 將座標檔匯入 ArcMap 

g. 之後會產生一個名稱為 Events 的圖層(此圖層並非是 shp 檔，故不

能對其做後續應用，需要另存為 shp 檔。) 

h. 新增 shp 檔並進行數化：按下 Events 圖層右鍵，選擇"Data"，再點

擊"Export Data"，即完成補測建物之 SHP 檔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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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匯出為 Shapefile 圖一 

在 Catalog 中，對欲儲存的資料夾右鍵新增一個 shapefile 

 

圖 2-38 匯出為 Shapefile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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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Starting Editing，點選 Create Feature，選擇欲數化的圖層及圖徽

種類。圖徽種類採用 Polygon 數化 Events 中的點位，即可得到 
Events 的面狀 shp 檔。 

 
圖 2-39 數化說明圖 

4. 作業規範 
表 2-1 細部點施測 

水平角觀測 使用儀器(單位:秒) 1 
測回數 2 
各觀測值與平均值之差(單位:秒) ≤ 5 

邊長測量標準誤差 1/30000 
天頂距對向觀測 測回數 2 

觀測值之差(單位:秒) ≤ 20 
成果精度 經方位角平差後位置閉合差(單位：公

尺)或閉合比數（K 為導線長度之公里

數） 

≤ 0.8√𝐾𝐾或≤ 1/5000 

表 2-2 導線點施測 
水平角觀測 測回數 2 

各觀測值與平均值之差(單位:秒) ≤ 30 
天頂距對向觀測 測回數 2 

觀測值之差(單位:秒) ≤ 30 
成果精度 經方位角平差後位置閉合差(單位：公

尺)或閉合比數（K 為導線長度之公里

數） 

≤ 0.8√𝐾𝐾或≤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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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精度檢查及品質控管 

(1) 外業出發時需檢查是否儀器正常，電量是否足夠。 

(2) 每次觀測完畢收拿儀器需注意，並且確保儀器不受到損壞。 

(3) 每次觀測完須檢查成果是否符合要求。 

表 2-3 全站儀記錄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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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燈、緊急電話亭、消防栓、以及導盲磚轉角中心點 

1. e-GNSS RTK 測量 

(1) 作業目的 
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習服務建議

書》，本次作業擬量測 1/1000 地形圖中測區內未紀錄之路燈、緊急電話亭、

消防栓點位，搭配 1/1000 地形圖以建置三維 GIS 模型，在人員及經費考

量之下，為達到快速的量測以及達到符合施測的品質要求，本案擬透過 
e-GNSS 的方式，透過即時動態定位技術 (Real-Time Kinetic)完成路燈、緊

急電話亭、消防栓。 

(2) 作業原理 

即時動態定位(Real Time Kinetic，RTK)透過載波相位觀測量，將參考站之觀

測資料以及參考站坐標即時傳給移動站。此方法之優點在於測量時間迅速，

且完成測量後不需要再處理之計算作業等。 

 
圖 2-40 RTK 定位原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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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流程 

 
圖 2-41 e-GNSS 作業流程圖 

(4) 使用儀器數量型號 

使用儀器：Trimble R4 GPS 4 台。 

(5) 工作項目及程序 

A. 規劃與準備 

此次以 e-GNSS 量測補測 1/1000 地形圖中未紀錄之路燈、緊急電話亭、

消防栓，規劃點位時於成功校區內進行實地探查，紀錄須補測之路燈、緊

急電 話亭、消防栓。後以 e-GNSS 量測其位置，若量測途中受建築物及

樹木等遮蔽物影響導致精度不足，再另外進行補測。 

B. 儀器設定與 e-GNSS 外業測量 

Trimble R4 操作方法： 

a. 主畫面 →點選「Settings」→「Connections」→點選「WiFi」→ 長

按選擇的 WiFi 名稱 →點選「Connect」→ 進入 WiFi 設定畫面修

改，若畫面中 WiFi 名稱顯示 「Connected」，表示連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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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畫面 → 點選「Trimble Access」→ 點選「General Survey」 

c. 點選「Jobs」選擇「New job」 修改 job name：例如:日期＋組別 

選擇 Template：TTG 

d. 點選「Measure」→選擇「NLSC」→選擇「Measure points」→ 選擇 
TTG_TWD97  

e. 點選「Survey」選擇「Measure points」 

(a) 輸入基本資訊：修改 Point name、檢查 Method：Topo point、輸

入 Antenna Height: 2m、檢查 Measured to：Bottom of antenna 
mount  

(b) 點選底下「Options」→ 修改「Occupation time」: 0m30s  
→勾選「Auto store point」 → 完成後點選下方「Accept」 

(c) 設定完成後選擇下方「measurement」開始測量 
(d) 測量結束時，點選「Store」完成儲存(若在「Options」選項中勾

選「Auto store point」，則會自動儲存，不會出現此選項) 

f. 點選「Switch to」→ 點選「point manager」→拍照座標精度 

g. 測量完成後，按「ESC」→點選「Measure」→ 選擇「End GNSS Survey」 

C. 內業處理 

 路燈、緊急電話亭、消防栓： 

a. 將 e-GNSS 量測之成果，計算平均值，輸入 Excel 中，並匯出成 csv 
檔。 

b. 在 ArcMap 中 layer 處點選滑鼠右鍵，選取 Add Data，讀入 csv 檔。 

c. 在 csv 檔處點選滑鼠右鍵，選取 Display XY Data，並將其經緯度

調整至對應的 x、y 座標。 

d. 在 Display XY Data 的元件處點選滑鼠右鍵，選擇 Export Data，
並選取 shp 檔案匯出。 

 導盲磚： 

a. 將 e-GNSS 量測之成果，計算平均值，輸入 Excel 中，並匯出成 csv 
檔。 

b. 在 ArcMap 中 layer 處點選滑鼠右鍵，選取 Add Data，讀入 csv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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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csv 檔處點選滑鼠右鍵，選取 Display XY Data，並將其經緯度

調整至對應的 x、y 座標。 

d. 將其點位進行連線，步驟為在 Catalog 處點選滑鼠右鍵，選取指定

位置資料夾，點選滑鼠右鍵，移至 New，且選取 layer，在 layer
選項中選擇 polyline，並點選 editor 下拉選單中的 start editing，將

步驟 c 中的點為連線，完成後選擇 editor 下拉選單 中的 stop 
editing。 

e. 在新增的 polyline 圖層處點選滑鼠右鍵，選擇 Export Data，並選

取 shp 檔案匯出。 

(6) 作業規範 

本作業規範參考《VBS-RTK 定位技術應用於管線孔蓋測量參考作業規範》

所訂定之相關原則如下： 

A. 精度需求與控制 

路燈、緊急電話亭、消防栓、以及導盲磚轉角中心點測量上的定位精度需

求為在 95%的信心區間條件下，平面精度須達 20 公分。 

B. 施測模式及記錄筆數 

雙測回觀測，觀測速率為 1Hz，每次取 30 秒平均值為一筆資料，一測回

取 3 筆資料，共觀測 90 秒，同一點位兩測回間須相隔至少 1 小時以上。 

C. 坐標成果 

平面分量優於 5 公分，高程分量優於 10 公分。另外根據《一千分之ㄧ數

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定》採用 GPS 方法，量測之點位避免設置於雷

達站、微波站、電視轉播站及金屬結構物等易干擾衛星訊號之人工構造物

附近。 

D. 資料精度及品質管控 

根據《三維即時坐標轉換輔助 VBS-RTK 定位技術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

量成果之研究》研究指出，e-GNSS 系統可以快速地獲得公分級的精度資

料，而利用坐標分量平移法可將 e-GNSS 坐標[2013]轉換至 TWD97[2010]
坐標。其施測紀錄表及品質管控表格如表 2-4、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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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e-GNSS 測量紀錄表 

e-GNSS 測量紀錄表 

時間: 紀錄人: 

點位 E N 是否符合規範 

    

    

    

    

    

    

    

表 2-5 品質控管表 

 內容 是否達到標準 

資料記錄頻率 5Hz  

PDOP 值 小於或等於 5  

有效高度角 10 度-20 度之間  

2. 其他地物補測 

(1) 作業目的 

因校區內路燈、緊急電話亭、消防栓、以及導盲磚轉角中心點與建築和

行道樹過近，容易干擾接收的 GNSS 訊號，如果精度未達規範，則利用交會

法，以附近的 2~3 個控制點或路燈為基準進行距離測量或使用全站儀進行細

部點測量，若附近基準點數量不夠，則先以 e-GNSS 在附近量測控制點後再

進行距離量測。量測完畢後使用 AutoCAD 對 1/1000 地形圖進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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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流程 

 
圖 2-42 距離測量流程圖 

(3) 使用儀器與軟體 

外業：全站儀(儀器型號：SOKKIA SET530R)、稜鏡標竿、皮捲尺或電子測

距儀 4 個。 
內業：AutoCAD2018 以上版本、Arc MAP10.5 以上版本、西谷資訊工程軟

體。 

(4) 作業規範 

本作業規範參考《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訂定之相關原則如下: 距離測

量用皮捲尺者，應往返施測二次，取其平均值，算至毫米為止，二次之差不

得超過四毫米√S ( S 為距離，以公尺為單位) 。但在平坦地不得超過三點二

毫米√S ；在地勢起伏地區不得超過四點六毫米√S。距離測量用精於(含) 5 
mm＋ 5 ppm 電子測距儀者，以單向觀測為原則，照準 觀測目標施測二次，

取其平均值，算至毫米為止，二次之差不得超過十毫米。 

(5) 工作項目及程序 

A. 規劃與準備 

勘查欲補測的路燈附近有無已測得坐標之路燈或控制點，若可作為前視基

準的點位不足，則需在附近以 e-GNSS 測得控制點作為前視基準。 

B. 距離測量 

利用捲尺或電子測距儀量測前視點位到欲測量路燈之距離，共實施兩測回

檢並記錄於紀錄表上。 

C. 全站儀細部點測量 

利用兩個已知坐標點(包含新增設的補點及已知控制點)進行角度及距離

的觀測，觀測所得之細部點資料由西谷資訊工程軟體進行細部點坐標解算，

相關測量方法參考建物補測第 27 至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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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品質管控 
實施距離測量後，應符合上述作業規範，其距離測量施測紀錄表及品質管控

表如表 2-6 及表 2-7 所示。 

表 2-6 距離施測紀錄表 

距離施測紀錄表 

點位 前視點位 第一測回 第二測回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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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距離量測品質管控表 

距離量測品質管控表 

點位 前視點位 兩次測量間之差 是否符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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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圖繪製 
使用 AutoCAD 2018 以上版本(可至成功大學授權軟體下載中心下載)打開對

應區域之千分之一地形圖，利用圓形繪製工具 

 

圖 2-43 AutoCAD 繪製方法示意圖一 

繪製一個前視點位為圓心、觀測距離為半徑的圓。 

 
圖 2-44 AutoCAD 繪製方法示意圖二 

之後複製一個路燈的圖示並貼在交點上(若有 2 個以上交點依地圖判斷該路

燈位於哪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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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AutoCAD 繪製方法示意圖三 

重複上述步驟將全部的路燈繪製完成。 

用 ArcMap 開啟該地形圖並將圖層屬性為路燈的點匯出成 shp 檔。之後與

e-GNSS 的點進行合併。 

(8) 地圖繪製 

使用 ArcMap 10.5 以上版本，先新增一個地物的 SHP 檔，並開啟工具列中

的 Editor 對新建 SHP 檔進行數化 

點選 Editor 工具列中 Distance-Distance 的功能用滑鼠左鍵點選測距基準的點

位，並按下”D”鍵輸入距離，對另一基準點重複上述動作即可畫出交點，再

依照點位間的相位關係找出正確的點位。 

 

圖 2-46 AutoCAD 繪製方法示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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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度測量 

(1) 作業目的 

路燈的量測，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

習服務建議書》所提之 e-GNSS RTK 法，量測完畢後進行照度的測試，並

考核照度是否有達到標準。 

(2) 一般校園環境之照度標準 

參考《陽明大學校園戶外燈具照度規範標準》校園內人行通道照度應該要達

到1LUX以上，並且車行路線、夜間人潮聚集較多的地方應設置較多的路燈，

其各型態照明區域及照度對應圖如下： 

表 2-8 校園環境之照度標準 

照明對象(區域) 平均照度(Lux) 
主要車道 10 
次要車道 7 
人行道 5 

依照實際使用狀況，將成功校區道路分級，如圖 2-47 所示： 

 
圖 2-47 成功校區道路分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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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測方法 
於統一時間晚上九點進行，且為避免量測人員衣著影響光線，需著深色衣服

進行作業。 
A. 將照度計擺放路燈正下方、距離地面起高度約 15 公分處進行施測，紀錄

照度。 
B. 以路燈為圓心，將照度計逐漸以同心圓方式遠離，直至照度無法維持表

2-8 之照度平均標準，紀錄照度及該距離。 

 
圖 2-48 亮度量測示意圖 

 
(4) 量測亮度的工具 

本作業擬透過 LM-81LX 掌上型照度計完成本次的量測任務，其產品優點如

下所述： 

A. 極為輕巧細緻的外觀設定，允許單手操作 

B. 測量範圍 

0~20000LUX(流明) 

0~2000Ft-cd(呎/燭光) 

C. 精確值：±5% 

D. 自動換檔功能 

E. 讀值鎖定及紀錄測量中之最大/最小值 

F. 感光器光譜反應符和 C.I.E 規範 

G. Size：156×60×33mm 

(5) 儀器使用方法 

A. 電池裝妥，將電源開關。 

B. 選擇測量單位照度或呎。 

C. 將照度感應器受光面朝光源進行量測，此時顯示器顯示當時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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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下讀鎖定鍵，顯示器右上角出現"HOLD"符號，取消此功能再按一次即

可。 

E. 測量中，記錄最大值或最小值，取消記錄功能按 2 秒鐘後恢復原有狀態。 

F. 開機無測量狀態十分鐘後自動關機 

G. 長時間不使用，將電池取出。 

(6) 成果繳交 

A. 路燈量測照度表： 

表 2-9 路燈量測照度表 
路燈量測照度表 

日期 紀錄人 照度標準：主要 10/次要 
7/人行道 5 

點號 照度

(Lux) 
標準照度最遠距

離(m) 
是否符合規範 備註 

     

     

     

     

     

     

a. 將照度量測成果輸入到 excel 中，照度符合規範則為 1、照度不足則為 
0。(.csv) 

b. 在 ArcMap 的路燈圖層中，滑鼠右鍵點選 joins and relates 中的 join。 

c. 選擇 join 的條件：依照屬性條件 join attributes from a table。 

d. 選擇要依據的屬性欄位：路燈之點號。 

e. 選擇照度量測成果表(.csv)。 

f. 選擇要 join 的資料所依據的屬性欄位：路燈之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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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設備紀錄 

(1) 作業目的 

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107學年度測量總實習服務建議書》，

需要量測測量系館內之消防設備各樓層之數目。 

(2) 量測方法 

紀錄各式消防設備之種類，並記錄其對應之樓層 
 

表 2-10 測量系館內消防設備量測表格 

測量系館內消防設備量測表格 

紀錄人 日期 

消防設備種類 樓層 備註 

   

   

   

二、二維地圖建置 

(一) 作業目的 

將歷屆地形圖成果、補測地形圖成果、戶外照明設備資料、校園警衛及其巡邏

系統資料、交通意外事故熱點資料、消防設備資料與無障礙設備資料分別轉為 GIS 
資料，將其編修後並給予屬性資料，以利後續查詢與相關地圖之製作。 

(二) 使用軟體及平台 

1. AutoCAD 2018 及以上。  

2. ArcMap 10.5 版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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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項目及程序 

1. 資料彙整 

(1) GIS 資料預處理 

A. 各項空間資訊檔案備份與保管 

將歷屆地形圖之 CAD 檔、有關校園安全之資料備份並且妥善保管，

避免在處理資料的過程中發生錯誤或不可逆之結果，導致無原始檔可修復

或查驗之狀況。  

B. 地形圖基本檢查 

確認所有建物為面狀資料，若非面狀資料，須進行物件維度之轉換，

利用內建指令或採用 region 功能選取欲變為面狀物件之線段，將其轉成面

狀物件。針對位相關係不符之部分進行修正，例如：建物邊線有超出道路

的部分、狹縫多邊形或是物件有重疊的部分。可利用 AutoCAD Map 中的

圖面清理工具，將重複之項目、延伸未達目標之項目或懸掛之物件等進行

刪除。針對地理資訊主題圖層之需求進行編輯，像是繪製道路中心線及道

路面、編輯道路節點資料等。 

 

圖 2-49 地形圖檢查流程圖 

 

1/1000 地形圖 
(CAD) 

重新設定 

坐標系統 
檢查 

進行編修 

位相關係 
檢查 

封閉性 
檢查 

圖層分層
正確檢查 

進行編修 

GIS ready 
圖檔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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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坐標系統檢查：檢查坐標系統是否為 TWD97。 

(a) 利用滑鼠選取已知控制點，透過「性質」選項板可知其坐標值，

檢查坐標值是否和已知點坐標相符。 

 
圖 2-50 性質選項板 

(b) 可透過功能表列之下拉式選單查詢已選定之坐標系統(地圖 →
工具→指定坐標系統)，若非 TWD97 則重新定義坐標系統 (地
圖→工具→定義坐標系統)。  

b. 位相關係之合理性：針對位相錯誤(Topological Error)的部分進行編修，

例如：物件的重疊(Overlap)或重複、線段或弧(Arc)的未搭(Undershoot)、
超搭(Overshoot)或懸突(Dangle)、破碎之圖元以及相鄰建物之狹縫多

邊形(Sliver Polygon)等，可利用「圖面清理工具」搭配人工檢視進行

編修。 

針對位相關係不符之部分進行修正，例如：建物邊線有超出道路的 部
分、狹縫多邊形或是物件有重疊的部分。可利用 AutoCAD Map 中
的圖面清理工具，將重複之項目、延伸未達目標之項目或懸掛之 物
件等進行刪除。 針對地理資訊主題圖層之需求進行編輯，像是繪製

道路中心線及道 路面、編輯道路節點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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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AutoCAD 清理工具選項 
 

c. 建物圖層：確認所有的建物均為封閉之聚合線，可透過選取物件並檢

視其性質選項板得知其是否封閉。 

註：根據需求書之要求，建物的資料型別必須為「面狀」 (Polygon)，
但因透過 CAD 匯出成 SHP 檔之功能，並無法將面狀物件直接做轉

換，須利用「將聚合線視為多邊形」之選項進行轉檔，轉檔步驟將在

後面進行詳細說明。 

 
圖 2-52 AutoCAD 性質選項板：圖形封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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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校園安全資料基本檢查 

確認所有蒐集的校園安全設施資料格式為點資料、巡邏路線為線資料，

且需注意是否有點位位置出現錯誤。若有錯誤，則針對位置不符部分進行

修正，利用 AutoCAD MAP 中的圖面清理工具來進行刪除。 

(2) GIS 資料處理 

A. 歷屆地形圖 CAD 檔轉置成 shp 檔 

將 CAD 檔轉置成 shp 檔，須保留原始檔案，先另存新檔後進行編輯。

在轉置過程中，須注意物件的空間維度問題，每一個 shp 檔僅能記錄同

一個維度的物件，例：都是面狀資料，不同維度的物件無法同時記錄於同

一個檔案中，然而 CAD 檔卻沒有此限制，故在 CAD 檔編輯過程中，

必須注意編輯之物件是否在正確的圖層分類中，避免檔案在轉換過程中產

生缺失等問題。 

a. 將 dwg 另存為通用檔案格式另存為通用檔案格式 dxf 檔，如圖 2-53。 

 
圖 2-53 AutoCAD 儲存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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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 ArcMap 中匯入 dxf 檔案格式(亦可直接匯入 dwg)，如圖 2-54。 

 
圖 2-54 ArcMap 介面 

c. 對圖層右鍵，Export data 即可將 dwg/dxf 格式轉為 shp 檔，如圖 2-55
及圖 2-56。 

 
圖 2-55 匯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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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6 選擇 shp 格式 

d. 檢視屬性表，選擇要抽取的地物，依照表 2-11 進行 Select By Attributes，
如圖 2-57 及圖 2-58。 

表 2-11 圖層名稱對應之資料形態 

 

 

圖 2-57 Select By Attributes 選擇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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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8 Select By Attributes 界面 

e. 選擇完，進行 Export Data，如圖 2-59 及圖 2-60。 

 

圖 2-59 Export Data 匯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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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0 Export Data 界面 

B. 確認坐標系統 

確認坐標系統設定是否正確並與 1/1000 地形圖相符，且沒有任何空

間的移位或物件的缺漏。物件的總數量可由 AutoCAD 圈選全部物件後顯

示出總個數，並針對其物件類型進行分類。ArcMap 則可透過 ArcToolbox
中的 Get Count 功能進行計算，或檢視屬性資料表下方所顯示之資料筆

數。  

C. 交通事故點位處理及建置 

本計畫根據台南市政府開放資料，獲得台南市 107 年 7 月至 12 月道

路交通事故原因傷亡統計。接著，利用 ArcMap 將事故點位展示於千分之

一地形圖上，保留校內的事故點位，並進行熱區分析，其具體作法及流程

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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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交通事故點位處理及建置流程圖 

a. 取得道路交通事故資料CSV：由台南市政府開放資料取得 107年 7~12
月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b. 坐標轉換：將 TWD97 經緯度坐標轉換為 TWD97 TM2 的坐標。 

c. 資料彙整：利用 excel 將台南市東區的所有資料選取並保留，其餘的

刪除。 

d. 匯入 ArcMap：匯入後注意坐標轉換問題，並且展示 XY 坐標。 

e. 匯出 shp 檔案：將 XY 坐標展示成果匯出 shp 檔。 

f. 製作熱區分析：利用 kernel density 將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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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ED 點位處理及建置 

開放資料有提供附有坐標的 CSV 檔案，其格式是以逗號連結的方式

記錄一筆資料，可以 Excel 或記事本開啟；反之，無完整之 CSV 檔案即

無附有坐標之檔案，需採取查詢各 AED 所在地點經緯度及其他描述資訊

後，再自行建置 CSV 檔以匯入 ArcMap 中之執行方法。 

AED 位置取得來源自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與衛生福利

部公共場所 AED 急救資訊網。 

開啟 CSV 檔步驟 

a. 在 Excel 內，將資料依表格排列輸入，同一類型資料必須輸入於同一

行，並於首列輸入欄位名稱(例：X,Y,經度,緯度,備註…等)。 

b. 另存為 CSV 檔，並且在 ArcMap，可以將有坐標的 CSV 檔展點，並

存成一個 shp 檔。 

於 ArcMap 執行步驟 

a. 匯入 CSV 檔→滑鼠右鍵→Display XY Data→選擇 XY 值之欄位與坐

標系統→OK。 

 
圖 2-62 Display XY Data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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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成上述步驟後，可以得到後面名稱為 Events 的圖層。此圖層並非

shp 檔，無法對其做後續應用，需要另存成 shp 檔。 

按下 Events 圖層右鍵→Data→Export Data。 

 
圖 2-63 ArcMap 介面 

E. 夜間加強巡邏點位的處理及建置 

a. 從國立成功大學總務處取得巡邏點位紙本圖，如圖 2-64 所示。 

 
圖 2-64 巡邏點位紙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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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定 ArcMap 坐標系統：TWD97。 

c. 匯入 1/1000 地形圖(.shp)檔案。 

d. 建立新圖層(.shp)檔案，命名為 patrolpoint.shp。 

在 Catalog 下選擇欲儲存新增圖層的資料夾，右鍵「New」選擇

「Shapefile」。 

 

圖 2-65 ArcMap 介面 

命名圖層後下拉選擇向量圖層類型。 

 
圖 2-66 Create New Shapefile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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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參照手繪地圖及 1/1000 地形圖，對巡邏點位進行數化 

於 Editor 工具列選擇「Start Editing」，點選 Create Features 內欲數

化的圖層，即可開始數化。 

 

圖 2-67 開啟編輯 

儲存數化內容時，於 Editor 工具列選擇「Save Edits」；停止數化程

序時，於 Editor 工具列選擇「Stop Editing」 

 
圖 2-68 結束編輯 

f. 輸出.shp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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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外業資料彙整及處理 

 
圖 2-69 外業資料彙整及處理流程圖 

2. 標準化 

為促進 A、B 兩團隊之二維資料共通共享，以現有相關規定為範疇，針對

下列項目制定統一標準。 

(1) 屬性資料建置及資料庫設計 

以《內政部一千分之ㄧ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定》中數值地形圖

地理資訊圖層之標準訂定，相關內容詳列於第 55 至 66 頁。 

向學校申請已有的相關資料 

檢查地圖資訊是否完整 

交由外業組進行測量 

(建物補測、消防栓點位、路燈點位及照度、

導盲磚點位、無障礙坡道、緊急電話亭點位) 

交回內業組將圖層資料匯入 ArcGIS 
進行後續建置 GIS 系統 

是 

否 

外業組資料處理 

外業組自我品管 

丙方檢核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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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詮釋資料建置 

以「地理資訊詮釋資料標準」(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
TWSMP) 為詮釋資料填寫標準，相關內容詳列於第 85 至 93 頁。 

3. 屬性資料建置及資料庫設計 

根據已設計好之各主題圖層屬性欄位結構規定進行屬性欄位編輯。在

CAD檔中並沒有屬性資料表，所以轉置成 shp 檔後，屬性資料表並沒有內容，

僅有 ArcMap 內建的欄位(FID、Shape)，因此要先新增欄位，若屬性資料需要

人工輸入，必須先設定其為可編輯之圖層，才可進行編輯，若其為幾何上之計

算，例如：長度或面積等屬性，可利用 Calculate Geometry 進行計算，但需注

意單位的設定。 

(1) 屬性表資料建置 

A. 新增欄位： 

開啟屬性表(Attribute Table → 左上方 Add Field (新增欄位只可位於非編

輯狀態下進行) 

 

圖 2-70 開啟 ArcMap 屬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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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新增屬性表欄位 

有三行顯示在視窗上，分別為欄位名稱(Name)、資料型別(Type)、計算位

數(Precision)或長度 (Length)。  

 

圖 2-72 新增屬性表欄位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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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欄位之資料型別依據你所需要填入的資料做選取，Field Property 為
定義欄位之資料屬性，輸入完畢後點選 OK： 

Type 

 Short Integer：短整數，介於 -32,768 至 32,768 間  

 Long Integer：長整數，介於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8 間 

 Float：浮點數，可記錄小數值，介於 -3.4E38 至 1.2E38 間 

 Double：可記錄較長之小數值，介於 -2.2E308 至 1.8E308 間 

 Text：文字 

 Date：日期、時間 

Field Properties 

 Precision：儲存格之位數 

 Scale：儲存格之小數位數 

 Length：文字的長度 

 

圖 2-73 新增屬性表欄位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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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4 新增屬性表欄位介面 

新增之欄位位於表格最右側： 

 
圖 2-75 ArcMap 屬性表介面 

B. 表格資料編輯與填寫 

需要在新增的欄位填入資訊時，則要使用 Editor 功能，點選 Start Editing，
方能開始編輯表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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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6 開啟編輯 

右邊會產生一個 Create Features 的視窗，如果沒有顯示，可以點紅色圈起

來的地方，開啟之後，點選你所需要編輯的圖層，就可以開始編輯。 

 
圖 2-77 編輯屬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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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完成後，點選 Save Edits，再點選 Stop Editing，所做的更改才會被儲

存： 

 
圖 2-78 儲存編輯 

C. 刪除欄位 

於該欄名稱處按右鍵，選擇 Delete Field 即可。 

 
圖 2-79 刪除屬性表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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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屬性表建置內容 

參考《內政部一千分之ㄧ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定》中數值地形圖地理

資訊圖層製作進行圖層分類，未於手冊中所規範之資料，將另外進行分類。 

A. 主題圖層分類及名稱 

a.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表》中有包含之地物 

表 2-12 主題圖層分類及名稱表 
地形圖圖層名稱 GIS 圖層名稱 資料型態 檔案格式 

91210 _衛星控制點 
控制點 

點 .shp 
91230 _導線點 點 .shp 
93110_永久性房屋 

房屋 

面 .shp 
93120_建築中房屋 面 .shp 
93130_臨時性房屋 面 .shp 
99222_博物館 面 .shp 
94210_道路 

道路 
面 .shp 

94213_市區道路 面 .shp 
94214_市區道路 面 .shp 
94230_人行道 人行道 面 .shp 
96910_塔、桿、燈柱 

塔桿 
點 .shp 

96913_電線桿 點 .shp 
96914_路燈 路燈 點 .shp 

b. 以下資料不包含於《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表》中，故其

編碼參考編碼表中之定義進行編制，只限用於本案。 

表 2-13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習圖式規格表 
資料型態 實物 地形資料分類編碼 GIS 圖層名稱 

線 路網 94906 路網 
點 消防栓 93599 消防栓 
點 無障礙坡道 93600 無障礙坡道 
線 導盲磚 93601 導盲磚 
點 緊急電話亭 93602 緊急電話亭 
點 AED 93603 AED 
點 巡邏點位 99217 巡邏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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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層名稱及屬性欄位結構 

a. 控制點 
    表 2-14 控制點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控制點空間資料檔之點

序號對應 

TerrainID 控制點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

編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CNO 控制點點號 Text 20  
CName 控制點名稱 Text 20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OrthoH 高程 H 坐標值 Long Integer 5 
記錄高程值(正高)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b. 房屋 

表 2-15 房屋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房屋空間資料檔之多邊

形序號對應 

TerrainID 房屋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

編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Build_Name 房屋名稱 Text 20 記錄房屋名稱 
Build_STR 房屋構造 Text 3 參考地形圖房屋樓層註記 
Build_NO 房屋樓層數 Short Integer 3 參考地形圖房屋樓層註記 
Build_HEI 房屋高度 Float 10 以樓高及樓層數進行計算 

Build_FEX 房屋滅火器數 Integer 3 
房屋能使用滅火器數量，

本案僅調查測量系館內之

數量 

Build_FHY 房屋消防栓數 Integer 3 
房屋能使用消防栓數，本

案僅調查測量系館內之數

量 
Build_BNO 起始樓層數 Short Integer 3 紀錄房屋起始樓層 
Build_BHEI 起始高度 Float 10 紀錄房屋起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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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道路 

  表 2-16 道路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道路空間資料檔之多邊

形序號對應 

TerrainID 道路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

編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RoadName 路段名稱 Text 20 
記錄路段名稱 
(位於校內的道路沒有特定

名稱，填寫校內道路即可) 

d. 人行道 

表 2-17 人行道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人行道空間資料檔之多

邊形序號對應 

TerrainID 人行道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

編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e. 塔桿 

表 2-18 塔桿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線塔空間資料檔之點序

號對應 

TerrainID 塔桿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

編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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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路燈 

表 2-19 路燈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Text 10 

與路燈空間資料檔之點序號

對應 
A 隊左側：AL+流水號 
A 隊右側：AR+流水號 
B 隊(未分左右)：B+流水號 

TerrainID 路燈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編

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LAMPNUM 路燈編碼 Text 10 紀錄路燈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LUX 照度  Short Integer 4 紀錄路燈之照度 

FD 標準照度最遠距離 Float 8 
紀錄路燈之標準照度最遠距

離 
SD 標準 Integer 4 紀錄路燈之照度標準 

g. 消防設備 

表 2-20 消防設備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消防栓空間資料檔之點

序號對應 
TerrainID 消防栓地形編碼 Text 10 進行分類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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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無障礙坡道 

表 2-21 無障礙坡道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無障礙坡道空間資料檔

之點序號對應 

TerrainID 
無障礙坡道地形 
編碼 

Text 10 進行分類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i. 導盲磚 

表 2- 22 導盲磚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導盲磚空間資料檔之多

邊形序號對應 
TerrainID 導盲磚地形編碼 Text 10 進行分類編碼 
RdTLength 路段總長度 Short Integer 4 填寫路段總長度 

j. 緊急電話亭 

表 2-23 緊急電話亭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緊急電話亭空間資料檔

之點序號對應 

TerrainID 
緊急電話亭地形 
編碼 

Text 10 進行分類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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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ED 

表 2-24 AED 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AED空間資料檔之點序

號對應 
TerrainID AED 地形編碼 Text 10 進行分類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l. 巡邏點位 

表 2-25 巡邏點位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巡邏點位空間資料檔之

點序號對應 
TerrainID 巡邏點位地形編碼 Text 10 進行分類編碼 

E_COORD97 TWD97 E 坐標值 Long Integer 8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E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N_COORD97 TWD97 N 坐標值 Long Integer 9 
記錄 TWD97 坐標系統之 
N 坐標值 
(公尺，四捨五入至整數) 

m. 路網 

表 2-26 路網屬性表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Long Integer 10 
與路網空間資料檔之多邊

形序號對應 

TerrainID 路網地形編碼 Text 8 
依據「基本地形資料分類

編碼表」進行分類編碼 

RoadName 路段名稱 Text 20 
記錄路段名稱 
(位於校內的道路沒有特定

名稱，填寫校內道路即可) 

RdTLength 路段總長度 Short Integer 4 填寫路段總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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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間加值應用 

(1) 環域分析 

A. 消防栓環域分析 

本案的創意加值中，我們將利用外業蒐集以及成功大學總務處事務組、營繕

組所提供的成功校區內消防設備資料來進行環域分析。 

參考內政部消防署第 231 條法令，消防水帶標準規定為二十公尺的長度，以

國內消防設備設置標準之規定室內消防栓之出水壓必須在 1.7 公斤以上而 1 公斤

壓力之水柱可以噴 10 公尺遠，所以 1.7 公斤的壓力可以噴 17 公尺遠，因此消防

栓環域範圍設定為 37 公尺。 

消防栓環域執行方法與步驟說明如下： 

a. 在 ArcMap 軟體作業環境點選工具列中點選 Geoprocessing → Buffer。 

 
圖 2-80 ArcMap 功能列  

b. 於 Buffer 視窗下進行設定，首先在 input Features 輸入消防栓點位資料之圖

層，接著在 Distance 中勾選 Linear Unit 並設定環域之距離為 37 公尺，全部

圖徵以單一距離進行環域分析，其餘的工具選項皆為 optional，我們維持預

設值不進行更改。 

 
圖 2-81 設定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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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燈點位環域分析 

本案的創意加值中，我們將利用外業蒐集的路燈點位以及照度資料，於內業

工作中對成功校區內各個路燈之照度範圍進行環域分析，可以藉此觀察校園中晚

間的路燈照明分布是否充足，提供師生夜歸較安全的路線。路燈照度環域執行的

方法與步驟說明如下： 

a. 依照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頒布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十九章、

道路照明」規定人行道照度如下表，人員於晚上九點統一時間，使用照度計

於路燈正下方量測路燈照度；並記錄以路燈為中心距離多遠可維持下表對應

之平均照度基準以上之照度。因此在內業的資料處理中，我們以外業量測得

到的照度及距離資料，來進行環域分析。距離愈遠，環域範圍相對愈大。 

b. 在 ArcMap 軟體的作業環境下點選工具列 Geoprocessing → Buffer。 

 
圖 2-82 ArcMap 功能列 

c. 於 Buffer 視窗下進行設定，首先在 Input Features 輸入路燈位置的點圖層，

接著在 Distance 中勾選 Field，以選擇按照各個路燈的照度相應之距離來做

環域分析。其餘的工具選項皆為 optional，我們維持預設值不進行更改。 

 
圖 2-83 Buffer 設定頁面 

(2) 數化及建置校區路網資料 

A. 數化校區路網 

a. 首先在工具列上選擇 Add data，選擇 GIS Server,接著 Add WMT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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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4 Add Data 介面  

b. 輸入 URL (https://wmts.nlsc.gov.tw/wmts)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圖轉服

務)。 

 
圖 2-85 輸入 URL 介面 

c. Get layer，新增完後會出現新增的 WMTS 網址，選擇後按 Add 選擇該服

務提供的圖層，再按 Add 就會加入視窗中。 

 
圖 2-86 Add Data 介面 

https://wmts.nlsc.gov.tw/w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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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 Catalog 選擇要儲存新圖層的資料夾，右鍵點擊 New 選擇 Shapefile，命

名圖層下拉選擇向量圖層類型(路網資料選擇 polyline 屬性)，接著選擇與

參考資料相同的坐標系統(TWD1997)。 

 
圖 2-87 Create New Shapefile 介面 

e. 在開始數化之前，需先開始編輯功能，在 Editor 工具列選擇 Start Editing，
點選 Create Features 内欲數化的圖層(polyline)，便可以開始數化。 

 
圖 2-88 開啟編輯及數化 

f. 欲結束數化可按 F2(或右鍵選擇 Finish Sketch)便可完成數化。若有錯誤，

按 Ctrl+Z 可以回到前一點的數化。 

g. 若要儲存數化内容，點選 Editor 工具列的 Save Edits；選擇 Stop Editing
便可停止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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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在 Editor 工具列選擇 Snapping，勾選 Snapping Toolbar，可選擇鎖點類型，

使數化成果與現有資料相符，如鎖轉點，邊界線等。也可在 Snapping 鎖

點工具列中點選 Options 調整 Tolerance 數值以改變鎖點的靈敏度。 

 
圖 2-89 鎖點功能介面 

i. 匯出校區道路資料之 shp 檔 

B. 建置校區路網：利用上述所得之校區道路資料.shp 檔建立校區路網。 

a. 設定 Network Analysis 作業環境 

(a) 啟動 Network Analyst 模組：工具列 Customize → Extensions → 勾選

Network analysis  

(b) 開啟 Network Analysis 工具列：工具列 Customize → Toolbars →勾選

Network analysis 

 

圖 2-90 Extensions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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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路網資料，操作內容皆於 Catalog 視窗 

(a) 建立路網資料庫：資料夾右鍵 → New → File Geodatabase 

(b) 設定資料集：對 Geodatabase 右鍵 → New → Feature Dataset 設定資料

及名稱及平面坐標系統 (TWD1997) 

(c) 在資料集內新增道路資料：對 Feature Dataset 右鍵 →New Feature 
Class。 

 路網為道路資料，Type 選擇 Line Features。 

 

圖 2-91 New Feature Class 介面 

 匯入道路資料的屬性表點選 Import → 選擇校區道路資料之 shp 檔 → 
設定完成按 Finish。 

 

圖 2-92 New Feature Class 介面 



73 
 

 匯入道路資料：對道路之 Feature Class 右鍵 → Load Data 選擇校區道

路資料之 shp 檔，選完後按 Add。 

 
圖 2-93 Simple Data Loader 介面 

 建立路網資料 Network Dataset：Feature Dataset 右鍵 New Network 
Dataset 設定長度屬性值為 SHAPE_Length。 

 

圖 2-94 設定長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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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完成後出現之對話框說明是否建立 network dataset 選擇 Yes 

 
圖 2-95 確認建立路網 

(3) 建置夜間加強巡邏點位服務圈 

利用第 41 頁資料彙整得到的巡邏點位及第 67 頁空間加值應用得到的校區路

網，建立警衛巡邏服務範圍 (Service Area)。 

A. Network Analyst 工具列 → Network Analyst 下拉式選單 → New Service 
Area 

 
圖 2-96 建立服務圈 

B. 將資料匯入 Facility 圖層 

a. 路網視窗內對 Facilities(設施)右鍵 Load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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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7 匯入設施點位 

 
圖 2-98 匯入及設定設施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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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定分析屬性 

a. 點選 設定分析屬性 

 
圖 2-99 設定分析屬性 

b. 於 Analysis Settings 內設定服務範圍 

Impedance：分析考量條件，可選最短時間或距離。本次計劃之考量

條件為「距離」。 

Default Break：最短時間或距離之限制條件。本次計劃之距離限制為

「100 公尺」，原因為夜間能見度較低，且校園燈光偏昏黃，加上巡

邏點位之 100 公尺範圍內會有障礙物(建築物)之阻隔，令巡邏警衛的

視距變短，能見度就更差。 

 
圖 2-100 設定服務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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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多重服務範圍之設定方式 

圖 2-101 為分析 5,7,10 分鐘內之服務範圍之範例。 

 
圖 2-101 設定多重服務圈範圍 

D. 服務範圍展示設定 

於 Polygon Generation 內設定規劃之面域展示，此處可選擇 Merge by break 
value。 

 
圖 2-102 服務範圍展示設定 

E. 點選確定即可獲得警衛巡邏服務圈 

三、三維地圖建置 

(一) 作業目的 

    將總實習前期內業組所完成之成功校區二維底圖成果透過 ArcGIS Pro 軟體進

行建物高度之三維化以及套疊 ArcGIS Pro 軟體內建之三維路燈模型至總實習前期

外業所取得之成功校區路燈位置。以三維立體之方式呈現成功校區之建物以及路燈

位置，提供使用者較二維展示更為直觀、美觀與實用的立體展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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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項目及程序 

本次作業流程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為三維建物模型建置，第二階段為立體

路燈模型建置。 
表 2-27 三維組作業流程圖 

階
段
一 

 

階
段
二 

 

1. 第一階段：三維建物模型建置 
(1) 開啟 ArcGIS Pro 軟體，點選 Local_Scenen 建立新專案。 

 

圖 2-103 ArcGIS Pro 初始畫面 

加入建物高度 

建置三維建物模型

套疊內建路燈模組 

建置三維路燈模型

二維底圖成果 

匯出三維校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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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檔案名稱及建立位置後點選【OK】。 

 

圖 2-104 檔案建立介面 
 

(3) 將總實習前期內業組所完成之成功校區建物二維底圖 SHP 格式檔案拉入

左側”Contents”視窗。 

 
圖 2-105 匯入二維建物底圖 

 
(4) 將匯入之圖層從 2D Layers 向上拉至 3D Layers。 

 
圖 2-106 將 2D 圖層轉至 3D 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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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圖層按右鍵可開啟 Attribute Table，查看各欄位資訊。 

 
圖 2-107 開啟 Attribute Table 

(6) 進入上方工具列之【Appearance】後，點選【Type】開啟下拉選單並選取

【Base Height】。 

 
圖 2-108 進行建物高度類型設定 

(7) 【Type】右方可以設定要依據屬性表中哪一個欄位作為建物高程的值以及

欄位值的單位。 

 
圖 2-109 高程依據欄位及單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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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述各項設定完成後待程式自動處理完畢即可得三維建物模型。 

 
圖 2-110 三維建物成果 

2. 第二階段: 立體路燈模型建置 
(1) 將以數化為點狀 SHP 格式之路燈位置檔案拉入左側”Contents”視窗。 

 
圖 2-111 匯入路燈資料 

(2) 將匯入之圖層從 2D Layers 向上拉至 3D Layers 

 
圖 2-112 將 2D 圖層轉至 3D 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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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著對路燈圖層按右鍵點選【Symbology】 

 
圖 2-113 設定符號 

(4) 接著右側會跳出”Symbology”視窗，進入【Gallery】選單後將右側下拉選

單設為【All styles】；左側搜尋”Light”即可得 ArcGIS Pro 所內鍵之立體路

燈樣式。 

 
圖 2-114 設定路燈樣式 

 
(5) 選定完路燈樣式後，可以看到右方資訊欄中的高度資訊 Height 單位為 pt，

代表目前路燈的大小是不會隨著我們縮放地圖而跟著改變大小的，因此我

們要到左方”Content”視窗中對路燈圖層按右鍵，點選最下方之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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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5 設定符號大小 

(6) 進入【Properties】後，點選【Display】項目，進入設定畫面後將【Display 
3D symbols in real world】勾選，代表路燈的大小將會以真實方式呈現，

代表其大小會隨著畫面縮放而變化。 

 
圖 2-116 設定真實大小 

(7) 設定完成後可以看到右方資訊欄中的高度資訊 Height 單位為已經改成 m
了，如此即可設定路燈的真實高度。 

 
圖 2-117 立體路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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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業規範 

三維細緻度參考規範：CityGML LOD1  

根據「OGC City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CityGML) Encoding Standard」之

規範書內容，CityGML 分為 5 個層級的 LOD(Levels of Detail)，其內容如下： 

 
圖 2-118 CityGML 規範書截圖(1) 

 

 

 

圖 2-119 CityGML 規範書截圖(2) 

框處即需求書建議之細緻度參考規範-CityGML LOD1。LOD1 標準下之建物模

型為稜角建物加上平面屋頂，無須貼附建物表面紋理及屋頂材質，因此建模時僅需

以建物高程拉升建物即可。建物高程精度要求為 5 公尺以下、建物定義為基地面積

大於 6*6 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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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精度檢查及品質控管 

    由於測區內建物數不超過一定值，因此資料之檢查以及品質控管進行全面性的

人工檢核，也就是每一棟建物在完成三維立體化後，進入屬性表中建物高度之欄位

由小組內之成員人工比對原始建物樓高資料與屬性表中之高度值是否相同。若有高

度值之不同則立即修改屬性表中之高度欄位值，修正完畢後再由組內成員進行比對，

確認合格。 

四、詮釋資料建置 

(一) 作業目的 

擬定所需建置之詮釋資料項目，其內容有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一千分之一數

值地形圖及數值地形圖地理資訊圖層之各項目圖層。 

(二) 工作項目及程序 

甲、選擇詮釋資料樣式 

工具列 Customize→ArcMap Options…→Metadata 頁籤→選擇 ISO 19139 
Metadata Implementation Specification 

 
圖 2-120 選擇詮釋資料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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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檢視詮釋資料 

對圖層右鍵→Data→View Item Description… 在此視窗亦可編輯詮釋資料。 

 
圖 2-121 檢視詮釋資料 

丙、編輯詮釋資料 

(A) 詮釋資料之建置項目 

表 2-28 詮釋資料建置項目 
詮釋資料之建置項目 型態 檔案格式 

控制點 點 .shp 
房屋 面 .shp 
道路 面 .shp 
人行道 面 .shp 
塔桿 點 .shp 
路燈 點 .shp 

路燈_Buffer 面 .shp 
路網 線 .shp 
消防栓 點 .shp 

消防栓_Buffer 面 .shp 
無障礙坡道 點 .shp 
導盲磚 線 .shp 

緊急電話亭 點 .shp 
AED 點 .shp 

巡邏點位 點 .shp 
巡邏點位服務圈_100M 面 .shp 

事故_TWD97 點 .shp 
事故密度_TWD97 面 .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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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詮釋資料填寫項目 

(1) 詮釋資料資訊 MD_Metadata：描述詮釋資料本身的基本資訊，並不是地理

資料的基本資料。詮釋資料資訊包括檔案識別碼、語言、字元集、聯絡資

訊、詮釋資料建置時間、參考系統等。 

表 2-29 詮釋資料資訊（MD_Metadata） 
詮釋資料資訊 MD_Metadata 

檔案 
名稱 

控
制
點 

房
屋 

道
路 

人
行
道 

塔
桿 

路
燈 

路
燈_B

uffer 

路
網 

消
防
栓 

消
防
栓_B

uffer 
無
障
礙
坡
道 

導
盲
磚 

緊
急
電
話
亭 

A
ED

 

巡
邏
點
位 

巡
邏
點
位
服
務
圈_100M

 

事
故_TW

D
97 

事
故
密
度_TW

D
97 

檔案 
格式 

shp 

檔案識別碼、語言、字元集、詮釋資料建置時間(Metadata→Details) 

檔案 
識別碼 

(File 
Identifier) 

(1) 資料編號：控制點(01)；房屋(02)；道路(03)；人行道(04)；塔桿(05)；
路燈(06)；路燈_Buffer(07)；路網(08)；消防栓(09)；消防栓_Buffer(10)；
無障礙坡道(11)；導盲磚(12)；緊急電話亭(13)；AED (14)；巡邏點位

(15)；巡邏點位服務圈_100M(16)；事故_TWD97(17)；事故密度

_TWD97(18)。 
(2) 管理與維護機關(成功大學)編碼：309260000Q。 
(3) 格式：TW+資料編號(2 碼)+管理與維護機關編碼(10 碼) 

詮釋資料

建置時間 
(Data 

Stamp) 

依建置時間填寫 

語言 
(Language) 

Chinese 

字元集 
(Character 

Set) 
utf8 



88 
 

描述層級 
(Hierarchy 

Level) 
Feature 

描述層級

名稱 
(Hierarchy 

Level 
Name) 

Feature 

聯絡資訊(Metadata→Contacts) 

姓名

(Name) 
填寫人之姓名 

隸屬組織 
(Organizati

on)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所在位置 
(Position) 

台南市 

角色(Role) Publisher 
維護資訊(Metadata→Maintenance) 

更新頻率 
(Update 

Frequency) 
Not Planned 

姓名

(Name) 
填寫人之姓名 

隸屬組織 
(Organizati

on)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所在位置 
(Position) 

台南市 

角色(Role)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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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識別資訊 MD_DataIdantification：描述地理空間資料的相關資訊。 

表 2-30 資料識別資訊（MD_DataIdantification） 
資料識別資訊 MD_DataIdantification 

檔案 
名稱 

控
制
點 

房
屋 

道
路 

人
行
道 

塔
桿 

路
燈 

路
燈_B

uffer 

路
網 

消
防
栓 

消
防
栓_B

uffer 

無
障
礙
坡
道 

導
盲
磚 

緊
急
電
話
亭 

A
ED

 

巡
邏
點
位 

巡
邏
點
位
服
務
圈_100M

 

事
故_TW

D
97 

事
故
密
度_TW

D
97 

檔案 
格式 

shp 

資料摘要(Overview→Item Description) 

目的 
(Summary)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習 

摘要 
(Description) 

成功大學成功校區之[建置項目名稱]，例如：成功大學成功校區之控制點 

主題與關鍵字(Overview→Topics & Keywords) 

主題分類 
(Topic 

Categories) 

控制點、事故_TWD97：Location 
房屋、塔桿、路燈、消防栓、無障礙坡道、導盲磚、緊急電話亭、AED、

巡邏點位：Structure 
道路、人行道、路網：Transportation 

路燈_Buffer、消防栓_Buffer、巡邏點位服務圈_100M、事故密度_TWD97：
Boundaries 

內容型態 
(Content Type) 

Offline data 

引用資訊(Overview→Citation) 

名稱(Title) 依預設值即可 

展示型態 
(Presentation 

Form) 
Digital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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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料參考

日期 
(Dates) 

填寫引用資料發布日期(Published)，選擇此份地理空間資料的發布日期。 

地理空間資料的語言與字元集(Resource→Details) 

語言 
(Language) 

Chinese 

字元集 
(Character Set) 

utf8 

地理空間資料的時空範圍(Resource→Extent) 
摘要 

(Description) 
成功大學成功校區 

地理資料的生產者聯絡資訊(Resource→Points of Contact) 

姓名(Name) 填寫人之姓名 

隸屬組織 
(Organization)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所在位置 
(Position) 

台南市 

角色(Role) Processor 

地理資料的維護資訊(Resource→Maintenance) 
更新頻率 
(Update 

Frequency) 
Not Planned 

姓名(Name) 填寫人之姓名 

隸屬組織 
(Organization)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所在位置 
(Position) 

台南市 

角色(Role) Processor 

地理資料之參考坐標系統資訊(Resource→Spatial Reference) 

Code 3826 

Code Space EP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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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品質資訊 MD_DataQuality：資料品質訊息為評估地理空間資料的品

質。 

表 2-31 資料品質資訊（MD_DataQuality） 
資料品質資訊 MD_DataQuality 

檔案 
名稱 

控
制
點 

房
屋 

道
路 

人
行
道 

塔
桿 

路
燈 

路
燈_B

uffer 

路
網 

消
防
栓 

消
防
栓_B

uffer 

無
障
礙
坡
道 

導
盲
磚 

緊
急
電
話
亭 

A
ED

 

巡
邏
點
位 

巡
邏
點
位
服
務
圈_100M

 

事
故_TW

D
97 

事
故
密
度_TW

D
97 

檔案 
格式 

shp 

資料特性(Resource→Quality→Scope Level) 
資料品質特性 
(Scope Level) 

Feature 

資料級別說明(Resource→Quality→ Level Description) 

屬性 
(Attributes) 

控制點、塔桿、路燈、消防栓、無障礙坡道、緊急電話亭、AED、巡邏

點位、事故_TWD97：point 
路網、導盲磚：polyline 

房屋、道路、人行道、路燈_Buffer、消防栓_Buffer、巡邏點位服務圈

_100M、事故密度_TWD97：polygon 
資料品質報告(Resource→Quality→New Report) 

評估品質類別 
(Report Type) 

Completeness Commission (資料完整性) 

評估時間 
(Measure Date) 

依評估時間填寫 

量測 
方式 

(Measu
re) 

名稱 
(Name) 

資料完整性量測 

簡述 
(Descri
ption) 

資料完整性報告量測，比對確認資料是否完整記錄，參考「國立成功大

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第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習乙方工作執行計畫書」

相關規定以評估資料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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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方

法種類 
(Evaluat

ion 
Method) 

檢核 
方法 

(Type) 
Direct Internal 

簡述 
(Descri
ption) 

(1) 檢查繳交成果種類、名稱及數量，應符合乙方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 
(2) 屬性是否有缺漏或誤植。 

檢核 
成果

(Confor
mance 
Result) 

詳細 
內容 

(Explan
ation) 

(1) 成果種類、名稱及數量符合乙方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 
(2) 屬性無缺漏或誤植。 

參考規範(Specification) 

主題

(Title) 
乙方工作執行計畫書 

檢核 
日期 

(Dates) 
填寫檢核成果建置日期(Created)。 

參考規範(Specification)-聯絡資訊(Contact) 

姓名

(Name) 
填寫人之姓名 

隸屬 
組織 

(Organi
zation)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所在 
位置 

(Positio
n) 

台南市 

角色

(Role) 
Owner 

資料歷程資訊(Resource→Lineage) 

資料歷程敘述 
(Statement) 

ex：將歷屆地形圖 dwg 檔轉成 shp 檔，建置各地物的屬性表。 
(闡述資料產製過程) 



93 
 

(4) 資料供應資訊 MD_Distribution 

表 2-32 資料供應資訊（MD_Distribution） 
資料供應資訊 MD_Distribution 

檔案 
名稱 

控
制
點 

房
屋 

道
路 

人
行
道 

塔
桿 

路
燈 

路
燈_B

uffer 

路
網 

消
防
栓 

消
防
栓_B

uffer 

無
障
礙
坡
道 

導
盲
磚 

緊
急
電
話
亭 

A
ED

 

巡
邏
點
位 

巡
邏
點
位
服
務
圈_100M

 

事
故_TW

D
97 

事
故
密
度_TW

D
97 

檔案 
格式 

shp 

供應者(Resource→Distribution→Distributor→Contact) 

姓名(Name) 填寫人之姓名 

隸屬組織 
(Organization)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所在位置 
(Position) 

台南市 

角色(Role) Distributor 

供應格式(Resource→Distribution→Distribution Format) 

格式名字

(Format Name) 
Shapefile 

格式版本 
(Format 
Version) 

2 

五、成果發布 

(一) 作業目的 

將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成功校區的所需相關資料以圖層方式分別建立檔案，並

將建置好的三維地圖發布於 ArcGIS Online 中，並利用 Web AppBuilder 建置網頁，

透過 Web 介面開放資料給民眾閱覽，且支援多平台的檢視。在管理方面使用 ArcGIS 
Online 建立管理人群組，各管理人分工負責各自的資料修正與更新。外觀採簡潔的

操作介面，也方便一般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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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軟體 

本次發布組利用 ArcGIS Online、ArcGIS Pro、Web AppBuilder 進行 GIS 網頁

建置及發布展示。 

(三) 預期成果 

提供使用者易於操作及理解的介面，於網頁中瀏覽路燈照明範圍、消防設施、

路面平整度等資料彙整而成的校園安全地圖。並以 3D 方式呈現，針對校園安全層

面，給予不同於平面地圖的角度，讓不同使用者能根據地圖，做出合適的決定。 

(四) 作業流程圖 

 

圖 2-122 網頁發布流程圖 

發布並展示 

ArcGIS Pro 
三維地圖發布至

ArcGIS Online 

ArcGIS Online 
創立 Web APP 

選擇風格及顏色 

新增功能及按鍵 

預覽不同平台的 
呈現效果 

利用 Web AppBuilder 
創建線上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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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置流程 

1. 將建置好的三維地圖由 ArcGIS Pro 發布 

點選頁面上的 Share 頁籤，並點選 Web Scene 進入發布畫面。在發布頁面

中選擇專案名稱，並填選下方資料，最後勾選 Share With 選項為 Everyone，接

著即可按下 Share 按鈕並等待發布。 

 
圖 2-123 點選 Web Scene 畫面截圖 

 
圖 2-124 Share As Web Scene 視窗畫面截圖 



96 
 

2. 由 ArcGIS Online 創立 Web App 

發布至 ArcGIS Online 後，利用 ArcGIS Online 開啟，並點選「建立 WEB
應用程式」。並於新建 Web 應用程式選單中選取 Web AppBuilder，輸入標題、

標記、摘要及選擇儲存資料夾，輸入完畢後點選「確定」。 

 
圖 2-125 ArcGIS Online 創立 Web 應用程式畫面截圖 

 
圖 2-126 點選使用 Web AppBuilder 畫面截圖 

 
圖 2-127 新建 Web 應用程式視窗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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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風格及顏色 

於 Web AppBuilder 中，畫面左方工作區可選擇主題及風格，其中包含顏

色、樣式等，可加強展示畫面之美觀及良好視覺。本案風格以折疊式主題為主，

可視資料蒐集之情況變更。 

 

圖 2-128 主題視窗截圖 
 

4. 新增功能及按鍵 

於 Web AppBuilder 中，畫面左方工作區之 Widget 視窗可設定需要呈現在

展示板之物件，本案為三維 GIS 展示，需有比例尺、座標、首頁、範圍導覽、

屬性表、縮放滑桿，可視資料蒐集之情況增減，選定 Widget 後可設定 Widget
之位置。若須增加其他 Widget 可利用視窗上方頁眉控制器進行圖例新增及圖

層清單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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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9 Widget 視窗截圖 

 
圖 2-130 Widget 頁眉控制器視窗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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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覽不同平台的呈現效果 

點選工作視窗下方之預覽，可檢視其在不同平台裝置上是否正常運作，並

可進行功能之測試。 

 
圖 2-131 預覽畫面截圖 

6. 發布 

點選畫面左上方之「顯示項目詳細資訊」，接著選按分享，並勾選分享至

「任何人」，確定之後即可將頁面拉到最後，複製並發布其 URL，即可展示本

案之建置成果。 

 
圖 2-132 顯示項目詳細資訊按鈕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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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3 分享鍵畫面截圖 

 
圖 2-134 分享視窗畫面截圖 

 
圖 2-135 URL 位置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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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案提供之展示平台功能 

1. 提供頁面縮放檢視 

利用 Widget 之縮放滑桿可提供展示畫面之縮放檢視，以達成彈性利用平

台之效果。 

2. 提供屬性檢視 

利用 Web AppBuilder 之原始功能可檢視單一物件屬性。 

3. 具備選項可呈現特定校園安全相關地物位置 

可利用 Widget 之圖層清單功能，進行圖層之開關，控制校園安全相關地

物圖層，可僅顯示所需之圖層。 

4. 多平台顯示 

利用預覽功能可預覽於不同裝置上顯示畫面之效果，以測試各項功能之適

用性。 

5. 呈現加值應用 

利用 Widget 之圖層清單功能，進行圖層之開關，控制各項加值應用如路

燈亮度範圍 Buffer、巡邏點及校園路網等資訊產製巡邏服務圈、消防設備及校

園路網之等資訊產製消防服務圈、巡邏點位核密度分析、消防設備和密度分析、

無障礙設施核密度分析，即各項加值應用之交集分析等，可檢視加值應用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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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進度管制 

一、乙方每日工作進度  

表 3- 1  7 月 8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8 日(一)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0:00 建物補測、消防栓與緊急電話

亭點位量測 
檢查歷屆地形圖資料完整性 

10:00~12:00 事故 CSV 圖層建置、屬性表建

置、及產製熱點圖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6:30 建物補測、消防栓 

與緊急電話亭點位量測 
歷屆地形圖 CAD 轉 SHP、屬性表

建置 

16:30~17:30 資料彙整(建 CSV 檔)、其他外

業紀錄表整理 
19:00~21:00 測量路燈點位與照度  

 
 

表 3- 2  7 月 9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9 日(二)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0:00 建物補測、無障礙坡道與導盲

磚點位量測 
AED 圖層建置、夜間加強巡邏點

圖層建置、消防栓圖層建置、緊

急電話亭圖層建置、以上屬性表

建置 
10:00~12:00 事故 CSV 圖層建置、屬性表建

置、及產製熱點圖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6:30 建物補測、無障礙坡道與導盲

磚點位量測 
歷屆地形圖 CAD 轉 SHP、屬性表

建置。 
各完成圖層之屬性表建置與確

認。(緩衝加自我檢核) 16:30~17:30 資料彙整(建 CSV 檔)、其他外

業紀錄表整理 
19:00~21:00 測量路燈點位與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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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7 月 10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0 日(三)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0:00 建物補測、無障礙坡道與導盲

磚點位量測 
路燈點位圖層建置、消防栓圖層

建置、以上屬性表建置 
10:00~12:00 事故 CSV 圖層建置、屬性表建

置、及產製熱點圖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7:00 建物補測、無障礙坡道與導盲

磚點位量測 
各完成圖層之屬性表建置與確

認。(緩衝加自我檢核) 

16:30~17:30 資料彙整(建 CSV 檔)、其他外

業紀錄表整理 
 

表 3- 4  7 月 11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1 日(四)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0:00 (若有補測需求，則進行補測) 

建物補測資料處理建置圖層、 
導盲磚資料處理建置圖層 

消防栓圖層環域分析 
10:00~12:00 路燈點位圖層建置及屬性表建

置、建物補測圖層屬性表建置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7:00 (若有補測需求，則進行補測) 

建物補測資料處理建置 shp、 
導盲磚資料處理建置 shp 

無障礙設施圖層建置及屬性表建

置、導盲磚圖層屬性表建置 
 

 
表 3- 5  7 月 12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2 日(五)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2:00 
(若有補測需求，則進行補測) 
建物補測資料處理建置圖層、 
  導盲磚資料處理建置圖層 

建物補測 SHP 檔 
屬性建置及確認 

12:00~13:30 午餐、午休 

13:30~17:00 
 

(若有補測需求，則進行補測) 
建物補測資料處理建置圖層、 
導盲磚資料處理建置圖層、 
自我檢核 

各完成圖層之屬性表建置與確

認。(緩衝加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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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7 月 13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3 日(六)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2:00 緩衝時間 檢查外業資料屬性表完整性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6:00 

緩衝時間 空間分析(路燈亮度環域分析、消

防栓環域分析、數化校區路網資

料、夜間加強巡邏點位服務圈分

析) 

16:00~17:00 自我檢核 
 

表 3- 7  7 月 15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5 日(一)工作進度 

時間 外業組 內業組 

9:00~12:00 緩衝時間 資料彙整及二維底圖建置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6:00 緩衝時間 
 

資料彙整及二維底圖建置 

16:00~17:00 自我檢核 

 
表 3- 8  7 月 16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6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建物拉升-檢查建

物唯一識別碼及

樓層數屬性 

協助他組工作 前期二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

料撰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5:00 
建物拉升-檢查建

物唯一識別碼及

樓層數屬性 

協助他組工作 前期二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

料撰寫 

15:00~17:00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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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7 月 17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7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建物拉升-依據樓

層數以 ArcGIS Pro
拉抬建物高度 

協助他組工作 前期二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

料撰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5:30 

建物拉升-依據樓

層數以 ArcGIS Pro
拉抬建物高度 

協助他組工作 後期三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

料撰寫 

15:30~16:00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6:00~17:00 
建物拉升-依據樓

層數以 ArcGIS Pro
拉抬建物高度 

 
表 3- 10  7 月 18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8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路燈模型-依據路

燈點位加入現成

路燈模型 

協助他組工作 後期三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

料撰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5:00 

路燈模型-依據路

燈點位加入現成

路燈模型 

協助他組工作 後期三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

料撰寫、檢查各項

資料有無缺漏 

15:00~16:00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6:00~17:00 
路燈模型-依據路

燈點位加入現成

路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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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7 月 19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19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建物拉升-成果自

我檢查及補強 
協助他組工作 檢查各項資料有

無缺漏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6:00 
路燈模型-成果自

我檢查及補強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6:00~17:00 
路燈模型-成果自

我檢查及補強 
 

表 3- 12  7 月 20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20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0:00 

協助他組工作 檢查二維及三維

地圖成果有無缺

漏項目(註 1) 

檢查各項資料有

無缺漏 

10:00~12:00 

發 布 至 ArcGIS 
online，必要時進

行修正及調整圖

徵(註 2)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6:00 

協助他組工作 發 布 至 ArcGIS 
online，必要時進

行修正及調整圖

徵(註 2)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6:00~17:00 
Online 地圖成果自

我檢查 

**註 1：檢查各大項目資料在不在就好，如路燈圖層在、消防栓圖層在等等，整個細節

的檢查由文書組確認 

**註 2：要確認三維跟二維的資料展示的可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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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3  7 月 21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21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0:00 
協助他組工作 接入 online 地圖，

設計 Web App 版

面及功能按鍵 

檢查各項資料有

無缺漏 

10:00~12:00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5:00 
協助他組工作 接入 online 地圖，

設計 Web App 版

面及功能按鍵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5:00~16:00 
系統測試及最終

發布 

16:00~17:00 
Web App 成果自我

檢查 

 
表 3- 14  7 月 22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22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7: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表 3- 15  7 月 23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23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7: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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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6  7 月 24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24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7: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表 3- 17  7 月 25 日工作進度表 

7 月 25 日工作進度 
時間 三維組 發布組 文書檢核組 

9:00~12: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12:00~13:20 午餐、午休 

13:30~17:00 
協助他組工作 協助他組工作 總成果報告書撰

寫 

二、工作會議 

(一) 內部討論會議  

本團隊透過定期舉行內部討論會議之方式，規劃組長會議、全隊會議及組內會議，

由各工作小組組長於會議中報告，並由丙方一同參與，藉此相互了解各組成員之執行

進度及成果，討論臨時事項之解決方案，以確保整體計畫如期進行，具體規劃說明及

時間請參閱下述之例行會議時間。  

(二) 與甲方舉行工作會議  

計畫執行期間，本團隊與甲方之間必須建立暢通之溝通管道，以使甲方可以隨時

掌握計畫之執行進度。本團隊規劃指定專人運用通訊軟體或到教授辦公室(測量系館

55313、55315、55321)和本系指導教授建立聯絡管道，另規劃總會議定期向甲方報告

作業進度，對於工作之疑義之處由本專案之計畫主持人和甲方進行討論，確認方向以

利後續推動，具體規劃說明及時間請參閱下述之例行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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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例行會議時間 

表 3- 18 例行會議時間表 
七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總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7 8 9 10 11 12 13 
 
 

總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14 15 16 17 18 19 20 
 
 

總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組

內會議 
21 22 23 24 25 26 27 
 
 

總會議 
組間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全隊會議

組內會議 
組長會議 
組內會議 

報告 
 

 

28 29 30 31    
    

 
   

1. 總會議：預計執行四次，由指導老師及乙方、丙方全體人員一同參與，乙方

主持人主持，討論整體執行狀況、檢核結果及後續規劃。 

2. 組長會議：預計執行十次，由乙、丙方隊長副隊長人各組組長參加，乙方主

持人主持，討論各組運行狀況及進度。 

3. 全隊會議：預計執行七次，由乙、丙方所有人員一同參加，乙方主持人主持，

討論整體執行狀況及進度，目的為讓所有成員了解目前作業狀況、規劃及進

度。 

4. 組內會議：每日由組長安排召開，時間由組長和組員共同決定，討論每日進

度及預計規劃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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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度控管 

表 3- 19 前期-外業組進度控管表 
日

期 
7 月 8 日~7 月 12 日 

 項目 

出

發

時

間 

結

束

時

間 

預

計

進

度 

完

成

進

度 

精度

是否

達標

準 

組

長

簽

名 

大隊

長簽

名 

資

料

蒐

集 

建物補測       

 

消防栓點位       

緊急電話亭位置       

測量路燈點位及照度       

無障礙坡道位置、導盲磚中心線       

資

料

彙

整 

建物補測資料處理(.shp 建置)       

導盲磚中心線資料處理(.shp 檔

案建置) 
      

路燈、消防栓、無障礙坡道、緊

急電話亭點位整理(E-GNSS 測

量，成果為.csv 檔案) 
      

其他外業紀錄資料整理       

 
表 3- 20 前期-內業組進度控管表 

日

期 
7 月 8 日~7 月 15 日 

 

項目 

預 
估 
進 
度 

完 
成 
進 
度 

精度 
是否 
達標

準 

組

長 
簽

名 

大

隊 
長

簽 
名 

資 
料 
處

檢查歷屆地形圖資料完整性      
 
 歷屆地形圖 cad 轉 shp 及屬性表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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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故資料處理、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產製熱點

圖 
    

 

AED 資料處理、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夜間加強巡邏點位數化、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屬 
性 
建

置 
 

建物補測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路燈點位及照度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消防栓點位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無障礙坡道位置與導盲路線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緊急電話亭點位建置 shp、屬性表建置     

空 
間 
分 
析 

路燈亮度環域分析     

 
消防栓點為環域分析     

數化成功校區路網資料     

夜間加強巡邏點位服務圈分析     

 
表 3- 21 後期-三維組進度控管表 

日期 7 月 16 日~7 月 19 日 

 

項目 

預 
估 
進 
度 

完 
成 
進 
度 

精度 
是否 
達標準 

組長 
簽名 

大隊 
長簽 
名 

建 
物 
拉 
升 

檢查建物唯一識別碼及樓層數屬性     
 
  

依據樓層數以 ArcGIS Pro 拉抬建物高度     

路 
燈 
模 
型 

依據路燈點位加入現成路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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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2 後期-文書檢核組進度控管表 
日期 7 月 16 日~7 月 25 日 

 

項目 

預 
估 
進 
度 

完 
成 
進 
度 

精度 
是否 
達標準 

組長 
簽名 

大隊 
長簽 
名 

詮 
釋 
資 
料 

前期二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料撰寫     
 
  

後期三維之各項 SHP 資料詮釋資料撰寫     

成 
果 
報 
告 

檢查各項資料有無缺漏     

 
總成果報告書撰寫     

 
表 3- 23 後期-發布組進度控管表 

日期 7 月 20 日~7 月 22 日 

 

項目 

預 
估 
進 
度 

完 
成 
進 
度 

精度 
是否 
達標

準 

組

長 
簽

名 

大

隊 
長

簽 
名 

Online 
地 
圖 

檢查二維及三維地圖成果     
 
  發布至 ArcGIS online，必要時進行修正及調整

圖徵 
    

Web 
App 

接入 online 地圖，設計版面及功能按鍵     

 
系統測試及最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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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繳交成果予丙方進度 

(一) 資料蒐集乙方需繳交成果與日期 

1. 導線測量繳交成果及日期 

(1) 繳交成果： 

A. 導線網形展點圖。 

B. 測量精度、品質管制規劃書(含測量精度及儀器率定檢校紀錄)。 

C. 原始觀測資料(含已知點檢測紀錄)。 

D. 點之記(含坐標)。 

E. 導線測量之平差計算報表(包含書面資料及電腦檔案)。  

F. 品質管制紀錄(包含儀器率定檢校紀錄及已知控制點檢測成果)。 

G. 導線測量成果報告書。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3 日。   

2. 細部點測量繳交成果及日期 

(1) 繳交成果： 

A. 數值地形圖檔(含 DXF、DWG 及 DGN 格式)。 

B. 原始觀測資料。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3 日。 

3.   各項設施繳交成果及日期 

(1) 繳交成果： 

A. 戶外照明設備之詳細點位資料及其資訊（如：明亮度）。 

B. 消防設備點位資料。 

C. 緊急電話亭點位、體外去顫器(AED)、無障礙設施等其餘地物資料。 

D. 校園警衛及其巡邏系統之相關資料。 

E. 交通意外熱點及其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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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單項完成即可陸續繳交，總繳交期限為 7/10 日。 

(二) 資料整理乙方需繳交成果與日期 

1. 資料整理繳交成果及日期 

(1) 繳交成果： 

A. 原始觀測紀錄表。 

B. 數化建置之點位資料。 

C. 建置資料之屬性表。 

D. 建置資料之詮釋資料。 

E. 數化資料自我檢核表。 

F. 詮釋資料自我檢核表。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5 日。 

(三) GIS 建置(二維)乙方需繳交成果與日期 

1. GIS 建置(二維)繳交成果及日期 

(1) 繳交成果： 

A. CAD 轉置 GIS 資料之內容須與 1/1000 地形圖相符。 

B. GIS 面狀建物資料(.tab 檔或.shp 檔)。 

C. GIS 線狀道路資料(.tab 檔或.shp 檔)。 

D. GIS 面狀道路資料(.tab 檔或.shp 檔)。 

E. GIS 點狀校園安全設施資料(.tab 檔或.shp 檔)。 

F. GIS 線狀巡邏路線資料(.tab 檔或.shp 檔)。 

G. GIS 其他地物資料(.tab 檔或.shp 檔)。 

H. 地形圖及 GIS 資料之詮釋資料。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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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IS 建置(三維)乙方需繳交成果與日期 

1. GIS 建置(三維)繳交成果與日期 

(1) 繳交成果： 

A. 各建物樓層數、一層樓的高度 

B. 各建物唯一識別碼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5 日。 

(五) Web GIS 與加值應用乙方需繳交成果與日期 

1. 加值應用繳交成果與日期 

(1) 繳交成果： 

A. 路燈亮度的環域分析之資料 

B. 巡邏點、校園路網之巡邏服務圈產製過程之參數 

C. 消防設備、校園路網之巡邏服務圈產製過程之參數 

D. 巡邏點、消防設備、無障礙設施核密度分析產製過程之參數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5 日。 

2. Web GIS 繳交成果與日期 

(1) 繳交成果： 

A. 已發布系統網址 

B. MySQL 資料庫帳密 

C. ArcGIS-Online 的系統管理者權限 

(2) 繳交日期： 

以上成果資料繳交期限為 7/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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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應變方案 

(一) 單日進度回報表 

為了確實掌握乙方之工作進度，要求乙方每日填寫單日進度回報表並繳回，

以確保進度之控管。 
表 3- 24 每日進度回報表 
每日工作進度回報表 
日期:2019 年__月__日 

負責人  連絡電話  

小組成員  

工作項目  

預定進度  

完成進度  

今日完成 
百分比(%) 

 

未達預定進

度原因 
 

總人力數  

其他備註  

負責人簽名  丙方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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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度遲滯程度評估 

未達 100%之單日進度，需於次日補上進度且不得再延誤，若連續兩天進度延

誤即進行評估，若第三天尚未解決，則連同乙方、丙方召開臨時會議。 

(三) 召開臨時會議 

於連續三天進度落後，得召開會議詢問原因，並且要求乙方提出趕工計畫。 

六、趕工計畫 

如執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原因導致進度嚴重落後或必須更動原本之規劃，由計畫

負責人呈報三位指導老師，並召開臨時工作會議，具體提出執行問題、討論檢討方向

以尋求解決辦法，並提出應變計畫，必要時調整工作內容、進度規劃。處理程序如下： 

(一) 問題發生之報告提出。 
(二) 確認問題並尋求應變措施。 
(三) 與甲方召開臨時會議。 
(四) 討論解決方案。 
(五) 追蹤執行成果並監控後續整體規劃程序。 

肆、人力配置 

一、組織架構 

 
 
 
 
 
 
 
 
 
 
 
 
 
 
 

 
圖 4- 1 107 學年度測量總實習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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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成員之分工及負擔任務 

(一) 計畫主持人 

負責計畫、組織、指揮及協調整個測量工作案，以期能圓滿完成測量任務。 

(二) 丙方負責人 

協調、管理及統整丙方業務，建立丙方與乙方各組溝通的橋樑。 

(三) 隊長與副隊長 

彼此研究及擬定各項作業流程，並監督、控管各組分項事務與進度。 

(四) 組長 

於作業時擔任指導角色，並監督、控管組內分項事務與進度，分擔隊長及副隊

長工作量。  

(五) 內業組 

前期作業階段中，內業組負責範疇為資料的初步處理，包含二維底圖的建置以

及對外業組蒐集的資料進行數化、編修基本的屬性資料，並將所有檔案匯出成

ArcGIS 軟體能讀取的格式類型，以利後期三維建置作業的進行。A、B 隊的組

長分別由曾子珊和林承賢擔任，各組員的工作內容將由組長統籌分配。 

表 4- 1 內業組分組 
組別 組長 組員 

內業組 A 曾子珊 
陳德瑋 譚思穎 邱品瑞 李佳玲 
李定家 鄭紹亨 陳雪莉 葉韻儀 
白皓瑀       

內業組 B 林承賢 
賴姿璇 楊宜蓁 謝芝芸 宋昀叡 
李廣興 刁韻晨 李佳昱 林廷威 

(六) 外業組 

本次外業蒐集與校園安全相關之空間資訊，將取得補測地形圖、戶外照明設備

坐標資料、消防設備坐標資料與無障礙設備坐標資料，以利後續之內業工作。

工作流程為同時進行 GPS 及水準測量，結束後再進行導線測量，外業組所有

人員皆需參與外業工作。A、B 隊的組長分別由劉興匀及林信宇擔任，由組長

控管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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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外業組分組 
組別 組長 組員 

外業組 A 劉興匀 
林諦 朱漢峰 楊凱崴 顏永萱 
楊貽鈞 蔡昕澔   

外業組 B 林信宇 
錢祥原 蔡沈彤 陳學萱 江秉諺 
許君任 李柏逸   

(七) 發布組 

利用 ArcGIS Online 將地圖發布至網路，之後使用 Web AppBuilder for ArcGIS
進行網站架構與設計，若有不足之部分將再以 HTML、JavaScript、CSS 等程

式語言輔助建構系統，確認系統達預期成效後以 Web App 平台將三維成果發

布至 ArcGIS Online。A、B 隊的組長分別由邱品瑞及林信宇擔任，實際工作內

容由組長依據組員能力分配，並控管工作進度。 

表 4- 3 發布組分組 
組別 組長 組員 

發布組 A 邱品瑞 譚思穎 李定家 
發布組 B 林信宇 蔡沈彤 李廣興 

(八) 三維組 

蒐集到的各式資料由內業組進行資料預處理，之後交由三維組利用 ArcGIS Pro
建置校園安全三維平台，最終成果交由發布組發布至 ArcGIS Online。A、B
隊的組長分別由朱漢峰及林承賢擔任，實際工作內容由組長依據組員能力分配，

並控管工作進度。 

表 4- 4 三維組分組 
組別 組長 組員 

三維組 A 朱漢峰 
白皓瑀 劉興勻 鄭紹亨 蔡昕澔 
陳雪莉 葉韻儀   

三維組 B 林承賢 
賴姿璇 楊宜蓁 謝芝芸 宋昀叡 
江秉諺    

(九) 文書檢核組 

考量到此組在 AB 組各有 7 人，三維建置與發布方面的檢核小組內為一位在前

期負責內業的人員與兩位非負責內業的人員，原因為內業組可能對於 GIS 的

程式較熟悉，所以在三維組跟發布組的檢核都配一位前期有做內業的人員，在

做檢核時，如果其他兩位有什麼不熟的操作，可以協助。在成果報告書的撰寫

上，先由無須檢核的一位組員開始撰寫，之後根據檢核的進度，其他組員皆可

一起分工撰寫成果報告書。A、B 隊的組長分別由曾子珊及李佳昱擔任，由組

長控管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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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文書檢核組分組 

工作內容 人員 
檢核三維組資料 A 李佳玲 楊貽鈞 顏永萱   
檢核三維組資料 B 林廷威 李柏逸 錢祥原   
檢核發布組資料 A 陳德瑋 林諦 楊凱崴   
檢核發布組資料 B 刁韻晨 陳學萱 許君任   

撰寫成果報告書 A 
曾子珊 李佳玲 楊貽鈞 顏永萱 陳德瑋 
楊凱崴 林諦    

撰寫成果報告書 B 
李佳昱 林廷威 李柏逸 錢祥原 刁韻晨 
陳學萱 許君任    

伍、儀器管理 

一、專案所需儀器與器材之清單 

專案的執行可分為內業與外業兩部分。外業包含 e-GNSS 定位測量、導線測量、

細部測量，以及以資料蒐集為目的之儀器設備，外業所需儀器種類及數量如表 8-1、
8-2、8-3。內業部分所需之硬體設備均使用測量系館二樓電腦教室進行作業，使用軟

體如表 8-4。外業人員進行外業、資料蒐集時需著藍色背心方能進行作業。 
 

表 5- 1 e-GNSS 定位測量所需儀器清單 
e-GNSS 定位測量 

名稱 數量 備註 
標竿 8  
可連接網路之行動裝置 4  
手持式 PDA 4  
天線 4  

 
表 5- 2 導線與細部測量所需儀器清單 

導線與細部測量 
名稱 數量 備註 
全測站儀 4  
腳架 4  
稜鏡標竿 8  
皮尺 4  
記錄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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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資料蒐集為目的所需儀器清單 

資料蒐集 
名稱 數量 備註 
照度計 2  
記錄版 4  
   

 
表 5- 4 內業使用軟體清單 

內業使用軟體 
名稱 數量 備註 

ArcMap 19  
Excel 4  

ArcGIS Pro 14  
AutoCAD 8  
西谷軟體 4  

Word 14  
Web AppBuilder 6  

 

二、儀器使用規範 

(一) 租借及歸還儀器時，務必登記並清點儀器數量是否正確，並正確填寫登記表。

登記表如下： 

表 5- 5 儀器借用登記表 

組別 
儀器名

稱 
數量 

出借時

間 
歸還時

間 
出借人 

所屬組

長簽名 
大隊長

簽名 
        
        
        
        
        

 

(二) 租借儀器前，需確認儀器是否可以正常操作後再進行租借。 

(三) 使用儀器前須先確認儀器是否經過校正。 

(四) 搬運儀器時，需確認儀器和是否損壞、背帶是否牢靠，以免造成儀器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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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業時，務必攜帶儀器操作手冊，以便應付儀器可能發生之不穩定情況。 

(六) 儀器操作時，須按照規定步驟依序操作。 

(七) 儀器使用過程中若有問題須停止當前工作進行檢查修理，如遇到無法立即排除

的狀況需立即返回系館檢查儀器。 

(八) 操作過程中，借用人員應位在儀器附近，不可隨意離去，需保證儀器不會受到

干擾及破壞。 

(九) 盡量避免對儀器之不良影響之發生，例如：淋雨、長時間日照、撞擊。 

(十) 照度量測須於夜間操作，操作人員需著亮色衣服與背心，隨身攜帶照明設備。 

(十一) 內業軟體需適當操作，檔案適時存檔以確保作業進度。 

陸、教育訓練 

一、教育訓練規劃 

為增加全員於作業開始前熟悉儀器及各項軟硬體操作，除增加工作效率外，並加深組員

對各組工作項目之了解，共分為七種教育訓練項目，其中外業兩項、內業五項。如下表

所示： 
表 6-1 教育訓練項目表 

教育訓練項目 指導人員 時間 
e-GNSS 操作 傅承芸 三小時 
全站儀、照度計操作 朱漢峰、劉興勻 三小時 
Web AppBuilder 軟體操作及發布 黃鈺涵 三小時 
ArcGIS Pro 軟體操作 邱品瑞 四小時 
詮釋資料建置 曾子珊 兩小時 
西谷軟體操作 李佳奇 三小時 
AutoCAD 軟體操作 黃瓘茗 三小時 
施測規劃、檢核要求說明 林信宇、劉興勻、潘

柏丞、戴裕澄 
三小時 

 

二、教育訓練日程表 

本次教育訓練將預期安排於一零八年七月四日至六日，七月七日為彈性利用時間，

若教育訓練長度不足則由指導人員評估後可向大隊長申請教育訓練之複習，由大隊長

向系辦額外借用教室。以下為教育訓練之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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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七月四日教育訓練流程表 

時間 流程名稱 內容 參與人員 地點 
9:00-11:00 全站儀操

作 
全站儀操作示範 A、B 兩方前期外

業組成員 
系館戶外周圍 

13:00-15:00 詮釋資料

建置操作 
詮釋資料建置操

作示範 
A、B 兩方前期內

業組，後期發布

組、三維組成員 

系館電腦教室 

15:00-18:00 AutoCAD
軟體操作 

AutoCAD 軟體

操作示範 
A、B 兩方前期內

業組成員 
系館電腦教室 

20:00-21:00 照度計操

作 
照度計操作示範 A、B 兩方前期外

業組成員 
系館戶外周圍 

 
表 6-3 七月五日教育訓練流程表 

時間 流程名稱 內容 參與人員 地點 
9:00-12:00 e-GNSS 操

作 
e-GNSS 操作示

範 
A、B 兩方前期外

業組成員 
系館戶外周圍 

13:00-16:00 西谷軟體

操作 
西谷軟體操作

示範 
A、B 兩方前期內

業組成員 
系館電腦教室 

16:00-18:00 ArcGIS 
Pro 軟體操

作 

ArcGIS Pro軟體

操作示範 
A、B 兩方後期三

維組成員 
系館電腦教室 

 
表 6-4 七月六日教育訓練流程表 

時間 流程名稱 內容 參與人員 地點 
9:00-12:00 施測規劃

與檢核要

求說明 

施測規劃與檢

核要求說明 
全體人員 經緯廳 

13:00-16:00 Web app 
Builder 軟
體操作及

發布 

Web app Builder
軟體操作及發

布示範 

A、B 兩方後期發

布組成員 
系館電腦教室 

16:00-18:00 ArcGIS 
Pro 軟體操

作 

ArcGIS Pro軟體

操作示範 
A、B 兩方後期三

維組成員 
系館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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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教育訓練守則 

針對組內管理與安全，訂定安全守則，於教育訓練期間、實際作業期間，請各組

人員遵守規範： 

(一) 維持良好健康體能狀況，適當休息，若身體一有不舒服、難過症狀， 
 不可硬撐，應有充分警覺性。 

(二) 避免人員、儀器、材料、運輸所產生之危險。 

(三) 提供適當的防護裝備，使用合宜之工具。 

(四) 如有占用道路需擺放警告標誌於車道旁，必要時須協助疏導交通。 

(五) 應用常識作良好判斷，並考量能力所及、不逞強，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傷害發生。 

柒、繳交資料說明 

表 7- 1 乙方所需繳交資料 
工作項目 單位 格式 

建物補測之導線測量 
導線網形展點圖 式 圖文檔 
測量精度、品質管制規劃書(含測量精度及儀器率

定檢校紀錄) 
 

式 
文字檔 

原始觀測資料(含已知點檢測紀錄) 式 文字檔 
點之記(含坐標) 式 圖文檔 
導線測量之平差計算報表(包含書面資料及電腦

檔案) 
 

式 
報表 

品質管制紀錄(包含儀器率定檢校紀錄及已知控

制點檢測成果) 式 
文字檔 

導線測量成果報告書 式 文字檔 
建物補測之細部點測量 

數值地形圖檔(含 DXF、DWG 及 DGN 格式) 
式 

圖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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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觀測資料 式 文字檔 
各項校園安全設施 

路燈之點位資料及其明亮度資訊 式 圖文檔 

消防栓點位資料 式 圖文檔 
緊急電話亭點位資料 式 圖文檔 
體外去顫器(AED)點位資料 式 圖文檔 

無障礙設施點位資料 式 圖文檔 

導盲磚路線資料 式 圖文檔 

夜間加強巡邏點位資料 式 圖文檔 
成功校區周遭道路交通意外熱點資料 式 圖文檔 

資料整理 
原始觀測紀錄表 式 文字檔、報表 
數化建置之點/線(道路)資料 式 文字檔 
建置資料之屬性表 式 文字檔 
建置資料之詮釋資料 式 文字檔 
數化資料自我檢核表 式 報表 
詮釋資料自我檢核表 式 報表 

GIS 建置（二維） 
CAD 轉置 GIS 資料 式 shp 或 tab 
GIS 面狀建物資料 式 shp 或 tab 
GIS 線狀道路資料 式 shp 或 tab 
GIS 點狀校園安全設施資料 式 shp 或 tab 
GIS 其他地物資料 式 shp 或 tab 

GIS 建置（三維） 
各建物樓層數、一層樓的高度 式 文字檔 
各建物唯一識別碼 式 文字檔 

加值應用 
路燈亮度的環域分析之資料與參數 式 shp 或 tab、文字檔 
夜間加強巡邏點之服務圈產製過程之參數 式 shp 或 tab、文字檔 
消防栓環域分析之資料 式 shp 或 tab、文字檔 
周遭道路交通事故熱點分析之資料 式 shp 或 tab、文字檔 

WebGIS 
已發布系統網址 式 文字檔 
ArcGIS-Online 的系統管理者權限 式 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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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經費分析 

表 8- 1 台南市成功大學成功校區校園安全三維 GIS 平台建置經費估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1 計畫擬定 式 1 12760 12760  
2 導線測量 條 1 12221 12221  
3 細部點測量 式 1 17510 17510  
4 路燈 EGNSS 量測 式 1 37593 37593  
5 安全設施現地調查 式 1 46682 46682  
6 無障礙空間設施量測 式 1 16065 16065  
7 補測地形圖 幅 1 29371 29371  
8 詮釋資料製作 式 1 37866 37866  
9 二維底圖製作 幅 1 28659 28659  
10 三維模型製作 幅 1 48793 48793  
11 WebGIS 建置及發佈 式 1 17515 17515  
12 測量工作報告書製作 式 1 68551 68551 373585 
13 管理費 式 1  37359 1~12 項總和的 10% 
14 營業稅 式 1  20547 1~13 項總和的 5% 

合計    431491  

備註：單價分析表(見附錄 1)，測量技師和測量員的月薪分別假定為組長和組員的薪資。 

玖、效益分析 

 本專案建置計畫成果，將可獲得更視覺化、直覺且即時的校園安全資訊，提供

校方參考並針對校園有安全疑慮之地點進行更有效的管理，例如加強巡邏、增加夜間照

明、改善硬體設備(監視器、消防設施)等以提高校園內安全，除了確保學生就學品質，

且相較於以往，將能更有效的分配人力和資源，省去不必要的成本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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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單價分析表 

項次 1 工作項目 計畫擬定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員 人天 7 1679 11753  
交通費 天 2 100 200  
雜費 式 1 40 40  

設備維修費 式 1 667 667  
材料費 式 1 100 100  

      
每    點         單價合計 12760  

規劃數條導線測量，共 7 名測量員，其中 1 名為組長負責管理其餘 6 名測量員，預計 2

天完成。 

單價： 

測量員： 

若其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月薪資，並加上勞、健保分別為薪資 6%、5.5%，

一年工作天約365 − 15�國定假日� − 22�氣候等其他因素� = 328，所以一天薪資為

(37000 × (12 + 1.5) + 37000 × 12 × (0.06 + 0.055))/328 = 1679 元 

交通費： 

機車自備，每車每日補助 100 元 

雜費： 

保險、醫療……等，每式約 40 元 

設備維修費： 

個人電腦使用，估其一台電腦約 20000 元，三年進行汰換，並估計一年進行 10 項工作，

故三年總計 30 項工作，故其一個工作天設備費約 667 元。 

材料費： 

材料包括紙、筆……等文具用品，估約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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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2 工作項目 導線測量 單位 條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員 人天 7 1679 11753  
交通費 天 2 100 200  
雜費 式 1 40 40  

儀器維修費 式 1 228 228  
      
每    條         單價合計 12221  

規劃數條導線測量，共 7 名測量員，其中 1 名為組長負責管理其餘 6 名測量員，預計 2

天完成。 

單價： 

測量員： 

若其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月薪資，並加上勞、健保分別為薪資 6%、5.5%，

一年工作天約365 − 15�國定假日� − 22�氣候等其他因素� = 328，所以一天薪資為

(37000 × (12 + 1.5) + 37000 × 12 × (0.06 + 0.055))/328 = 1679 元 

交通費： 

機車自備，每車每日補助 100 元 

雜費： 

保險、醫療……等，每式約 40 元 

儀器維修費： 

全測站儀一台 25 萬，用 5 年，一年約使用 220 天，而假設一天測一條導線，故一條導

線使用25000 ÷ 5 ÷ 220 × 1 = 2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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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3 工作項目 細部點測量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3 2678 8034  

測量員 人天 4 2202 8808  

儀器維修費 式 1 228 228  

雜費 式 1 40 40  

交通費 天 4 100 400  

每    式         單價合計 17510  

單價： 

測量技師： 

技師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為薪資的 6%、5.5%，一

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測量員： 

測量員負責協助幫忙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

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2 

儀器維修費： 

全站儀一台 25 萬，用 5 年，一年使用 220 天，一天測一條導線，所以一條導線使用

250000/(5×220)=228 元 

雜費： 

紙、筆、紀錄版，一式約 40 元。 

交通費: 

機車自備，一台一天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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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4 工作項目 路燈 EGNSS 量測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14 2678 37492  

雜費 式 1 40 40  

儀器維修費 式 1 61 61  

      

每    式         單價合計 37593  

單價： 

測量技師： 

技師需 7 人，2 天完成計劃，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

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雜費： 

雜費、水電，一式約 40 元。 

儀器維修費： 

GNSS 天線一台約 32 萬，一年使用大太 220 天，一台半天側兩點，一天側四點，所以

一點 32000/6/2200/4=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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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5 工作項目  安全設施現地調查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員 人天 21 2202 46242  

雜費 式 1 40 40  

交通費 天 4 100 400  

每    式        單價合計 46682  

單價： 

測量員： 

測量員負責協助幫忙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

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2。此項目需三天，七人。 

雜費： 

紙、筆、紀錄版，一式約 40 元。 

交通費: 

機車自備，一台一天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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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6 工作項目  無障礙空間設施量測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員 人天 7 2202 15414  
材料費 式 1 250 250  
雜費 式 1 100 100  

程式使用費 式 1 400 400  
            每    式    單價合計 16065  

測量員： 

測量員負責協助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為

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2 元。 

程式使用費： 

ArcGIS (Collector)：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材料費： 

磁片、光碟：一式為 250 元。 

雜費： 

雜費、水電，一式約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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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7 工作項目  補測地形圖 單位 幅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4 2678 10712  

測量員 人天 8 2202 17616  

材料費 式 1 250 250  

雜費 式 1 40 40  

程式使用費 式 1 700 700  

儀器維修費 式 1 53 53  

每    幅         單價合計 29371  

測量技師： 

技師需 2 天完成計劃，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為薪資

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共需兩天，二人。 

測量員： 

測量員負責協助幫忙測量技師，月薪為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

分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37000)5.112(37000( 2202 元。共需兩天，四人。 

材料費： 

材料為隨身碟，一式約 250 元。 

程式使用費： 

AutoCAD：15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300 元。 

ArcMap：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雜費： 

雜費、水電，一式約 40 元。 

儀器維修費： 

個人電腦，一台電腦要 20000 元，大概三年淘汰一次，共需 2 台，一年使用 250 天，所

以一幅 20000÷3÷250×2=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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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8 工作項目  詮釋資料製作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4 2678 10712  
測量員 人天 12 2202 26424  
材料費 式 1 500 500  
雜費 式 1 150 150  

儀器維修費 式 1 80 80  
            每    式    單價合計 37866  

測量技師： 

技師需四天，一人完成計劃，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

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測量員： 

測量員負責協助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為

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0 元。共需三人，四天完成計畫。 

材料費： 

磁片、光碟：一式為 500 元。 

雜費： 

雜費、水電、郵電，一式約 150 元。 

儀器維修費： 

個人電腦，一台電腦要 20000 元，大概三年淘汰一次，一年使用 250 天，3 天完成，所

以一式 20000÷3÷250× 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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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9 工作項目  二維底圖製作 單位 幅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2 2678 5356  
測量員 人天 10 2202 22020  
材料費 式 1 250 250  
雜費 式 1 100 100  

儀器維修費 式 1 133 133  
程式使用費 式 1 800 800  

            每    幅    單價合計 28659  

測量技師： 

技師需二天，一人完成一幅圖，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

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測量員： 

共需二天，五人測量員負責協助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

勞、健保分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0 元。 

程式使用費： 

ArcMap：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ArcGIS：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材料費： 

磁片、光碟：一式為 250 元。 

雜費： 

雜費、水電，一式約 100 元。 

儀器維修費： 

個人電腦，一台電腦要 20000 元，大概三年淘汰一次，共需 5 台，一年使用 250 天，5

天完成一幅圖，所以一幅 20000÷3÷250×5=1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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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0 工作項目  三維模型製作 單位 幅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5 2678 13390  

測量員 人天 15 2202 33030  

材料費 式 4 250 1000  

雜費 式 1 40 40  

程式使用費 式 1 1200 1200  

儀器維修費 式 1 133 133  

每    幅         單價合計 48793  

測量技師： 

技師需 5 天完成計劃，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為薪資

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測量員： 

共五天，三人測量員負責協助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

健保分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0 元。 

材料費： 

材料為隨身碟，一式約 250 元。 

程式使用費： 

ArcGISPro：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ArcMap：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ArcGIS online：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雜費： 

雜費、水電，一式約 40 元。 

儀器維修費： 

個人電腦，一台電腦要 20000 元，大概三年淘汰一次，共需 5 台，一年使用 250 天，所

以一幅 20000÷3÷250×5=1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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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1 工作項目  WebGIS 建置及發佈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6 2678 16068  
材料費 式 1 500 500  
雜費 式 1 40 40  

儀器維修費 式 1 107 107  
程式使用費 式 1 800 800  

            每    式    單價合計 17515  

測量技師： 

技師需二天，三人天完成計劃，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

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程式使用費： 

Appbuilder：100000，使用一年 250 天，一天為 400 元。 

材料費： 

磁片、光碟：一式為 500 元。 

雜費： 

雜費、水電，一式約 40 元。 

儀器維修費： 

個人電腦，一台電腦要 20000 元，大概三年淘汰一次，共需 5 台，一年使用 250 天，4

天完成一幅，所以一幅 20000÷3÷250×4=10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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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2 工作項目  測量工作報告書製作 單位 式 
工料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測量技師 人天 8 2678 18746  
測量員 天 20 2202 44040  
材料費 式 1 2500 2500  

儀器維修費 式 1 187 187  
雜費 式 1 400 400  

            每    式    單價合計 68551  

測量技師： 

技師需四天，二人完成報告書製作，月薪 45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

保分別為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 250))055.006.0(1245000)5.112(45000( 2678 元。 

測量員： 

測量員負責協助測量技師，月薪 37000 元。年終獎金為 1.5 個月薪資，勞、健保分別為

薪資的 6%、5.5%，一年的工作天約為 250 天，所以一天的薪資為

（37000×(12+1.5)+37000×12×(0.06+0.055))÷250=2200 元。共需四天，五人完成。 

材料費： 

磁片、光碟：一式為 250 元。 

儀器維修費： 

個人電腦，一台電腦要 20000 元，大概三年淘汰一次，共一年使用 250 天，7 天完成，

所以一式 20000÷3÷250×7=187 元。 

雜費： 

雜費、水電、郵電、寄送費用，一式約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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