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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在善用近年快速發展之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後，空間資料之流通已不再侷

限於現存之單一檔案內容，而可依循使用者之需求，即時供應符合約制條件之資

料。如何伴隨流通之資料而建立適切之詮釋資料內容因此成為必要之考量，但如何

在低成本、低工作量之前提下完成此工作仍是目前有待克服的瓶頸。階層式觀點之

引入可有效減低重複之資料建置量，並因應需求而提供合適之描述內容。本文探討

階層式詮釋資料之發展架構，並依建置型態而分析不同層級詮釋資料項目內容間複

製、補充、聚合及覆寫等操作之適用情形，以達到降低供應者端項目填寫數量及動

態產生符合使用者所需詮釋資料之目標。基礎於本研究之規劃機制，未來詮釋資料

之生產及流通將可以資料庫、檔案或物件為對象而描述與剖析，更適合於未來以圖

徵為基礎之開放式地理資料流通環境。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詮釋資料，階層式，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 

Abstract 

By taking advantages of recent development of GIS technology, the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restricted to be based on individual files that already exist. 

Since users nowadays can already retrieve only those data content qualifying their constraints, the 

supply of metadata that appropriately describe the distributed data content therefore becomes a 

necessary consideration.  How to complete this task with low cost and working load is 

nonetheless still a technological bottleneck that needs to be overcome.  To reduce providers’ 

duplicated metadata entry loading and dynamically generate metadata that meet users’ application 

nee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ed framework of hierarchical metadata and propose four 

major operations, namely, copy, supplement, aggregation and overwritten, which exist betwee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hierarchical metadata elements.  Based on the proposed mechanism,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etadata can be respectively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database, file 

or object.  This progress provides an advantage of serving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feature-based OpenGIS data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 

Keywords: metadata, hierarchy, OpenGIS 

 
１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２
經緯衛星資訊公司工程師，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碩士 



洪榮宏 鄭淳謙 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應用於地理資料之描述與流通之研究 

 

 ～35～ 

 

一一一一、、、、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基於確保空間資料生產之專業性、

樽節發展成本及避免不必要之重複建

置，全球使用地理資訊之組織及產業莫

不將地理資料共享（Data Sharing）視

為 必 要 之 推 動 策 略 (de Montalvo ，

2003)。由於地理資訊系統之發展需要

大幅仰賴其他單位所生產的資料，近年

之 技術 發 展 趨向 透 過 具有 開 放 介面

（Open interface）之空間網路服務

(Geospatial Web Service)，即時取得

遠端伺服器之資料，再據以發展即時性

之資訊整合 應用（ Weiser & Zipf，

2007）。分散於廣大網際網路之各類異

質空間資源也因此需要一個更為有效

的管理與分享機制，以促進資源的正確

解讀與整合應用。國家級空間資料基礎

建 設 （ 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NSDI） (Crompvoets 

& Bregt，2003；Crompvoets et al.，

2004，Cragua & Annoni，2007) 期許

藉由分散式之資料管理架構而串連位

於不同單位之資料，並透過開放服務及

開放資料概念之引入，以促進國家範疇

內 地 理 資 料 可 在 互 操 作

(interoperability)前提 下整 合運 作

理想之達成。例如美國 GOS（Geospatial 

One Stop）計劃即以一次式網站之概

念，彙集所有可應用之資料與服務，允

許使用者進行查詢與應用，以充分發揮

基礎建設之成效（Goodchild et al., 

2007）。我國國土資訊系統亦於近年推

動類似 GOS 之資料倉儲架構（莊堯峻，

2009），期許提供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共

享機制進一步發展之基礎環境。但整合

應用之必要前提為可確實掌握及瞭解

各類現有之空間資源，因此恰如其份的

詮釋資料規劃也成為必要之考量。 

詮釋資料之最簡單定義為「描述資

料的資料」（Data about data），亦即

對於現有之空間資源，另外撰寫一份說

明該空間資源之各類特性的文件，以滿

足後續之資料查詢及應用參考。詮釋資

料是資料共享的必要基礎，資料提供者

藉由建置詮釋資料而描述資料節點內

之內容，使用者則透過資料目錄或詮釋

資料彙整機制而搜尋地理資料，判斷其

適用性後，再實質取得資料。然而由於

設定之角色、目的與應用不同，過去不

同國家與領域之詮釋資料規劃往往存

在差異(Kim，1999)，也因此應用不同

來源資料時，必須首先解決詮釋資料內

容間之差異，才可能允許使用者正確解

讀 其 內 容 (Nougeras-Iso et al. ，

2004)。為促進更廣層面的資料共享，

詮釋資料標準(Metadata standard)透

過「標準化」（Standardization）之項

目設計「約制」詮釋資料之架構與內

容，使不同供應者之詮釋資料可遵循一

致之架構而建立，配合支援軟體之發展

後，具有簡化流通程序，促進整體空間

資訊環境發展之成效(Nebert，2004)。

針對空間資料基礎建設之範疇而設計

詮釋資料標準是近年常採用之作法，並

可視協同合作關係之建立而推廣至區

域或世界層級（Glob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GSDI）。為促進空間

資料之流通與整合應用，ISO/TC211 與

OGC 制訂了系列之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

標準（Kresse，2004），其中包括編號

為 ISO19115 之 詮 釋 資 料 標 準

（ISO/TC211，2003b），期許為制定國

家或領域詮釋資料標準之共同參考架

構，ISO/TC211 之後並進一步提出以 XML

為 編 碼 基 礎 之 詮 釋 資 料 實 作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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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C211，2007）。在此開放架構之

精神下，基於需求而以開放 GML 格式

（ISO/TC211，2003a；Lake，2005）流

通的領域資料及遵循國際標準而建立

之詮釋資料將同以 XML 為編碼之參考基

準，允許使用者正確且完整地解讀流通

之 地理 資 料 及詮 釋 資 料（ 陳 松 靖，

2003）。 

由於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常以「資料

檔案」（data file）為管理之基礎，因

此過去之詮釋資料標準也常設定以單

一地理資料檔案為主要之描述對象。但

由空間資料之流通觀點，資料並不僅侷

限於單一之資料檔案層級，由多個資料

檔案所構成之資料庫（Database）或資

料 檔 案 中 所 包 括 之 圖 徵 或 屬 性

（attribute）也可被視為一種資料，

理論上也應可配合記錄其詮釋資料，進

而提供更為有效之資料管理與應用。尤

其在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技術

快速發展後，大量地理資料將透過網際

網路而達成共享，使用者之決策必將頻

繁面對不同「階層」之空間資源，可建

立因應不同層級描述需求之詮釋資料

也成為必要之考量。例如在資料搜尋過

程中，可先在資料庫層級篩選符合需求

之資料庫，此時並不需逐一檢視各資料

檔案之詮釋資料；而在實際應用時，我

們也可能僅需要檔案中少數的圖徵，此

時依整個檔案為描述對象而建立之詮

釋資料內容即不見得適合。 

ISO19115 標準之階層式詮釋資料

架 構 （ Hierarchical metadata 

framework）將描述之角色區分為資料

集 系 列 （ Dataset Series）、 資 料 集

（Dataset）與圖徵（Feature）等三個

不同階層（圖 1）。資料集為一群具有同

質特性之資料所構成之集合，可類比於

前述之「資料檔案」；資料集系列則為

由具有共同特性之資料集所構成之集

合，可類比於「資料庫」；圖徵層級為

針對存在於現實世界各時空現象所描

述的單一實體資料，可類比於單筆之

「資料記錄」。階層式架構之引入可擴

充詮釋資料可描述對象之彈性，但也增

加了詮釋資料建置與維護之作業量與

複雜程度。單一資料集詮釋資料之建置

與流通本就不易，若再加上資料集系列

及圖徵層級之考量，運作之機制無疑將

更形複雜。ISO19115 標準雖提出此基本

架構，但並未針對不同階層詮釋資料之

運作機制進一步提出規劃，也並未針對

各階層之間詮釋資料互動之關係加以

探討。 

 

 

 
圖 1 詮釋資料的階層式架構(ISO19115，2003b,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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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分析與探討階層式架構對於

詮 釋資 料 之 描述 與 流 通所 帶 來 之影

響，並進一步發展可有效結合不同層級

詮釋資料之處理機制，以達成以最低成

本適切描述不同層級地理資料之終極

目標。以下第二節首先討論階層式詮釋

資料之概念，並提出不同層級之間適用

操作之概念，第三節則以第二節所提出

之操作為基礎，進一步提出跨階層操作

之程序，第四節以實際之例子進行測

試，最後於第五節提出本文之結論及討

論後續之可能發展。 

二二二二、、、、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之設計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之設計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之設計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之設計    

資料共享之成功關鍵在於建立供應

者與使用者兩者之間的溝通橋樑，詮釋

資料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圖

2）。資料供應者需完整建立地理資料與

詮釋資料，並維持兩者之對應關係，且

建置之詮釋資料必須納入資料目錄進

行管理，允許使用者透過資料目錄之服

務介面進行查詢與初步篩選符合之資

料。使用者則透過檢視所篩選之詮釋資

料而判斷資料之適用性，最後再透過地

理資料之服務介面取得實際之地理資

料，實際應用時還必須配合詮釋資料而

建立對資料之正確認知。由於以往之詮

釋資料幾乎均以單一檔案為基礎，並不

具有資料庫或單一圖徵之考量，因此無

法因應快速篩選或較為精準的描述需

求。本節將討論基礎於階層式概念之詮

釋資料建立及推動機制，2.1 節首先分

析階層式詮釋資料建置之規劃，2.2 節

再進一步探討如何處理個別種類詮釋

資料項目之內容。 

 

 

 

 

 

 

 

圖 2 詮釋資料在地理資料共享環境之應用模式 

 

 

2.1 2.1 2.1 2.1 詮釋資料記錄架構與內容分析詮釋資料記錄架構與內容分析詮釋資料記錄架構與內容分析詮釋資料記錄架構與內容分析    

如圖 1 所示，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

之概念在於將實際地理資料之管理區

分為資料集系列、資料集及圖徵（包含

圖徵類別、圖徵個體、屬性類別、屬性

個體）等三個階層。一個資料集系列可

包括多個資料集，一個資料集由多個圖

徵所構成，每個單一圖徵個體之內容由

特定圖徵類別所定義，可包括多個屬

性，每個屬性具有特定之參考屬性類

別。圖 3 顯示此階層式之概念，理想之

狀況為無論處理之對象為哪個階層，都

可藉由解讀其對應階層之詮釋資料而

加以判斷，但顯然必須面對的問題是過

去並沒有資料集系列及圖徵層級的詮

釋資料規劃，尤其隨階層之擴展，檔案

地理資料 

詮釋資料 

資料目錄 

關連 

查詢 

回傳 

檢視 

建置 

彙整 

服務介面 

服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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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量將更形龐大，詮釋資料內容之規

劃或及如何自動完成建置程序仍有待

研究。 

 

 

圖 3 階層式詮釋資料架構示意圖 

 

ISO19115 標準為目前各國規劃子

標準（profile）之參考，其項目為基

於資料描述之通用目的而設計，廣泛包

括如詮釋資料識別、引用、範圍、內容、

資料品質、空間展示、供應、參考系統

及擴充等用於描述地理資料之各類套

件（package），每個套件並包括大量描

述不同特性之項目，分由不同之類別所

定義。詮釋資料項目所規定之記錄型別

可概略分為文字、代碼、空間、時間、

數值、布林值、複合等七種情形，前六

種型別可直接應用於 XML 檔案中之記錄

內容，複合型別則是透過聚合一個以上

之資料元素而定義一個特殊的主題描

述內容，各元素可再由前述之六種型別

定義。原則上詮釋資料之建置係依設計

項目之定義及資料之特性而逐一填寫

各項目之規定內容，因此當需處理之對

象很多時，工作量即可能相當驚人。表

1 依資料型別分析其記錄內容之特色，

若兩描述對象在同一項目之內容相同

或頗為相近，即可考量引入特殊之操

作，以減低重複之工作量。 

 

表 1 詮釋資料引用資料型別分析 

 資料型別 說明／檔案範例 

1 文字 
文字型別通常規定以自由文字（Free Text）記錄描述內容，內容依項目之定義
而異，建置者必須具有斟酌描述文字內容之能力。 

2 代碼 
依資料之實際情形，由預先規劃之系列代碼中選擇合適之代碼，表示特定之意
義。 

3 空間 
空間型別常用於描述地理資料之空間特性，例如外包矩形、外包多邊形、垂直
範圍及地理網格之中心坐標等，其記錄參考 GML 幾何型別或 angle 等外部的類
別。 

4 時間 
時間型別記錄地理資料之時間因素，可能為時間點（參考 Date、DateTime 等類
別）或時間段（參考 TM_Primitive 類別）。且常配合代碼說明其意義（例如為
資料建置時間或資料供應時間）。 

5 數值 
數值型別用以記錄統計或度量之描述，其內容可包括值與單位兩個部份，記錄
可引用整數、實數等基本型別及 distance、measure、record、scale、UomLength
（量度單位）、GenericName（圖徵型別名稱）等外部類別。 

6 布林值 
布林值型別記錄真偽之狀態（1 或 0）。例如當品質評估結果（ConformanceResult）
之 conPass 記錄為 0 時，表示該資料「不通過」指定規範之資料品質測試。 

7 複合 
複合型別不直接記錄描述內容，而是分別記錄各單一項目之內容，例如聯絡資
訊（mdContact）聚合個人姓名（rpIndName）、單位名稱（rpOrgName）、職稱
（rpPosName）、聯絡資訊（rpCntInfo）、角色（role）等資料項目。 

Dataset Series Dataset series metadata 

Dataset metadata 

Feature metadata 

數量大

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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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 2.2 2.2 資料項目內容之處理策略資料項目內容之處理策略資料項目內容之處理策略資料項目內容之處理策略    

ISO19115 標準之階層式詮釋資料

概念為不同階層之詮釋資料可以相同

之詮釋資料項目描述，但其內容必須針

對其描述對象而調整。現行之作業程序

多以逐一項目建置之方式進行，因此顯

然不易處理大量之資料，本文認為突破

現有限制之關鍵在於如何可（1）善用

已建置之詮釋資料內容而形成不同階

層之詮釋資料及（2）以最低之作業量，

盡可能以自動化之方式完成詮釋資料

之建置。換言之，可以無需重複處理之

作業即須避免，且可自動處理者也必須

可以自動形成。本文之主要策略為基於

不同階層實體資料間之關係而分析其

詮釋資料記錄內容之關係，進而達到簡

化詮釋資料建置作業之目標。透過具體

分析同一詮釋資料項目在不同描述對

象記錄內容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兩

者之間可執行之操作，可因此引用已存

在詮釋資料而提升建置之效率，且不同

項目之建置策略也可各自不同。基礎於

表 1 之詮釋資料內容及記錄型別分析，

不同階層詮釋資料間可執行之操作可

歸納包括複製、補充、聚合及覆寫等四

類情形，分別討論如下： 

1111....複製複製複製複製    

當不同描述對象之同一詮釋資

料項目具有相同內容時，即可透過

複製之操作而引用已建置之內容，

例如同一系列之地形圖通常由同一

機關管理，亦即該資料集系列及其

轄下之所有資料集之管理機關聯絡

資訊（例如機關名稱、聯絡人、電

話、地址等）均相同，一旦資料集

系列之詮釋資料建置完成，所有資

料集之對應內容即可直接複製。當

僅供應單一圖徵時，該圖徵之管理

機關也可直接以複製方式取得。複

製操作可避免重複建置詮釋資料內

容，是可精簡工作量之主要操作，

可適用於所有詮釋資料之型別，分

析如下： 

(1)複製文字與代碼資訊：同一資料

集系列中之各資料集常具有相同

的發展背景，因此其詮釋資料項

目中之摘要、目的、主題關鍵字

資訊、限制資訊、供應資訊等文

字項目及狀況、主題分類、維護

資訊等代碼項目均可能具有相同

之內容，可直接以複製方式建立。 

(2)複製空間與時間資訊：當同資料

集系列同時發佈或建置多個資料

集時，如資料發佈時間、時間範

圍資訊等涉及時間描述之詮釋資

料內容即可直接複製。各資料集

之空間範圍可能各自不同，但若

參考相同之框架（例如 1/5000

地形圖圖廓），可透過指定識別碼

而描述空間範圍。 

(3)複製數值與布林值資訊：同一資

料集系列之各資料集常具有相同

之規格，因此如解析度資訊、資

料品質結果、量度單位等詮釋資

料項目常具有相同之內容，亦可

直接透過複製操作而建立相關內

容。 

(4)複製複合資訊：類別之複製僅發

生於該類別之所有項目內容在不

同對象均相同之情形，例如前述

相同管理機關之描述資訊。類別

資訊之複製係以各單一項目逐一

複製之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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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聚合聚合聚合聚合    

聚合之操作通常適用於下階層

之描述內容係由上階層之描述內容

細分而成之情形。基於必須描述單

一細節之需求，其作業方式通常為

完成下階層之描述後，再經由聚合

之操作而自動產生上階層之描述內

容，詮釋資料中共包括空間範圍聚

合、時間範圍聚合、數值聚合、項

目聚合等四種情形。 

(1)(1)(1)(1)空間範圍聚合空間範圍聚合空間範圍聚合空間範圍聚合：資料集通常為針

對特定空間範圍進行資料蒐集後

之成果，因此在界定資料集系列

與其隸屬資料集之關係後，可由

各資料集之空間範圍描述（例如

外包矩形之範圍、外包多邊形資

訊等）聚合為資料集系列之空間

範圍描述，可適用於資料集系

列、資料集及圖徵之間上下階層

之描述關係（圖 4）。另一方面，

此聚合關係也可視為兩者之間的

約制關係，亦即資料集系列之空

間範圍描述必定包含（contains）

其中任一資料集之空間範圍描

述。 

 

 
圖 4 各層級地形圖資料之外包矩形範圍 

 

(2)(2)(2)(2)時間範圍聚合時間範圍聚合時間範圍聚合時間範圍聚合：詮釋資料之時間描述

主要用以記錄與資料生命週期有關

之時間範圍資訊，例如資料蒐集、生

產或發佈之時間描述。當各資料集之

描述時間不同時，其聚合操作之

成果代表整體資料集系列之總和

描述，可考慮以各資料集時間描

述之最初與最末的日期記錄其代

表之時間範圍。 

(3)(3)(3)(3)數值聚合數值聚合數值聚合數值聚合：數值聚合之操作適用

於該項目符合前述上下階層總和

關係之情形，例如資料集系列之

幾何物件數目即為各資料集幾何

物件數目之總和。在建立隸屬關

係後，當下階層項目內容變化

時，資料集系列之項目內容即可

自動變更。布林型別之資料項目

之 記 錄 內 容 僅 有 「 True 」 與

「False」兩種情形，因此必須採

取交集（Intersection）之操作

概念，僅在下階層記錄內容均為

「True」時，上階層之記錄內容

才可記錄為「True」。例如當各地

形圖均通過驗收規範之品質評估

作業時，可於其資料集系列之對

應項目記錄「通過」之結果，代

表該系列之所有資料集均符合品

質規範之要求。 

(4)(4)(4)(4)項目聚合項目聚合項目聚合項目聚合：部分詮釋資料項目為

下階層具有各自之描述，而上階

層之內容由下階層之描述總和而

成，例如各資料集可因應其記錄

內容而各有主題關鍵字，由於資

料集系列之內容由其成員之資料

集決定，因此理論上也必須包括

各資料集之所有主題關鍵字。當

下階層之詮釋資料內容可自動聚

合而形成上階層之詮釋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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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採取聯集（Union）之操作，

以所有資料集之內容說明資料集

系列之內容。部分文字及代碼型

別之詮釋資料均適合以此方式處

理。 

3.3.3.3.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補充操作適用於由現有描述取

得某詮釋資料項目之參考內容，再

依實際狀況補充而形成該資料特殊

描述內容之情形。自動納入之內容

多為一般或共同之描述，基於該類

資料之基本特性而設計，其內容多

為自由文字之型態，補充之內容則

依各單一資料之特殊內容而手動額

外輸入。與複製之操作不同，經補

充操作後，各下階層之記錄內容將

各自不同，但均包括共同部分之內

容。以詮釋資料之建置作業而言，

補充操作雖沒有減少處理項目之效

果，但可減少單一項目內容編輯之

作業量，共同內容之程度愈高，需

額外擴充之內容就愈少，可節省之

工作量也就愈大。 

4.4.4.4.覆寫覆寫覆寫覆寫    

當以現有詮釋資料為基礎而編

輯為另一描述對象之詮釋資料時，

除可引用前述之複製、聚合或補充

操作外，必然會面對某些詮釋資料

項目在不同描述對象之記錄內容完

全不同的情形，此時必須執行覆寫

之操作，以符合描述對象之記錄內

容取代原先之記錄內容。此類詮釋

資料項目多須逐一處理，其建置成

效僅能透過使用者介面之技巧（例

如下拉式選單）減少鍵盤輸入之動

作或約制填寫之內容而改善，並沒

有精簡處理項目數目之成效。此類

項目也往往是必須具備描述資料之

專業知識方能建置之項目，由於必

須由詮釋資料建置者負責處理，因

此是詮釋資料教育訓練時之重點。 

綜合上述討論，若能明確分析各

詮釋資料項目在不同階層描述對象

中之特性，界定其可執行之操作，

並盡可能提升適用於複製、聚合及

補充操作之詮釋資料項目的數量，

即可有效縮減需要覆寫之詮釋資料

項目的數量，也可因此精簡詮釋資

料建置作業之複雜度，充分發揮階

層式詮釋資料架構之運作成效，表 2

整裡不同操作之使用條件與適用之

型別。 

 

表 2 詮釋資料項目內容之處理策略 

操作 使用條件 

複製 
適合於同階層之詮釋資料項目內容相同之情形，可由上階層複製至下階層或於

同階層之間的項目內容直接複製。 

擴充 
適合於該項目之描述內容在同層描述對象中具有共同特性，但同時包括各自差

異之內容，可由上階層複製至下階層，再進行逐項補充。 

聚合 
適合於上階層之描述由下階層聚合而成之項目，須先完成下階層之描述，管理

機制可自動更新上階層對應項目之描述內容。  

覆寫 適合於各描述對象之記錄內容各自不同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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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階層式詮釋資料之運作程序階層式詮釋資料之運作程序階層式詮釋資料之運作程序階層式詮釋資料之運作程序    

階層式詮釋資料可被分別應用於地

理資料生產與管理階段作業之改善，生

產階段之重點為減少建置之工作量，管

理階段之重點則為提升查詢之效率，有

助於資料提供者及資料倉儲在最精簡

的模式下推動詮釋資料之建置與流通。 

3.1 3.1 3.1 3.1 生產階段之詮釋資料處理生產階段之詮釋資料處理生產階段之詮釋資料處理生產階段之詮釋資料處理    

為減低詮釋資料建置之工作量，善

用已完成建置之詮釋資料內容是最佳

的策略，此觀念可透過「詮釋資料樣板」

（陳郁心，2002）之設計而達成，但過

去之研究多僅著重於資料檔案層級樣

版之研究，並未擴及不同層級之詮釋資

料處理。本文之樣版概念為預先分析資

料描述對象之詮釋資料內容，凡其資料

特性可適用於前述複製、聚合及擴充操

作之項目即預先設計建置內容，再於詮

釋資料建置系統中依其適用之操作類

型規劃對應之操作，以達到減少重複建

置量之目標。詮釋資料樣版之建立可大

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確認描述

之對象後，評估不適用於該資料描述之

詮釋資料項目，不適用之項目在建置時

即無須處理，可進一步減低所需之工作

量，第二階段則是就第一階段篩選之描

述項目，依其特性而分析適用之操作類

型，並進而建立對應之描述內容。 

1.1.1.1.不適用資料項目篩選：不適用資料項目篩選：不適用資料項目篩選：不適用資料項目篩選：    

由階層式詮釋資料之觀點，上階

層描述對象所不具有之特性，其下

階層之描述對象亦不具有，因此判

斷過程可以上階層為基礎。以我國

TWSMP 詮釋資料標準之設計項目為

對象，表 3 列舉本研究針對「是否

適用」之判斷而歸納之考量因素，

評估結果將影響其對應詮釋資料類

別與項目之適用性。例如問題 1 之

目的為判斷資料是否具有空間特

性，其對應之詮釋資料項目包括如

識別資訊之空間解析度、空間展示

資訊、參考系統資訊、範圍資訊（空

間範圍）等，若描述資料為不具空

間特性之屬性資料，則相關項目即

可快速排除。問題 2 之目的則為了

解供應單位對於資料之取用及使用

是否已有明文規定，若尚無規範，

其相關項目即無需處理。評估時由

資料集系列層級為出發點，其下之

資料集及圖徵之適用詮釋資料項目

將依此規劃而定。相對於過去以逐

項填寫詮釋資料項目之方式，經由

資料特性分析及與相關意涵之詮釋

資料項目建立關聯，分析成果將可

同時影響不同階層之詮釋資料建

置。 

    

表 3 資料項目之篩選介面 

考量因素 相關複合元素 

1 
本資料之格式與內容為何 

(僅含空間資料／僅含屬性資料／含空間與屬性資料) 

識別資訊、空間展示資訊、參考系統資

訊、範圍資訊、內容資訊 

2 本資料在取得或使用上是否受到限制 限制資訊、法律限制、安全性限制 

3 本資料於建置完成後是否進行維護 維護資訊 

4 本資料是否以固定方式生產且符合特定品質規範 資料品質資訊／資料品質評估 

5 本資料是否由其他現存之資料處理而成 資料品質資訊／資料處理過程 

6 本資料是否對外供應 供應資訊／數位轉換選項資訊 

7 本資料是否依循固定之申購程序 供應資訊／標準申購程序資訊 

8 本資料是否包含特定圖層或包含物件化的圖徵資料 內容資訊 

9 本資料是否使用 TWSMP以外的詮釋資料項目進行描述 延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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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各資料項目操作分類：各資料項目操作分類：各資料項目操作分類：各資料項目操作分類：    

第一階段所篩選出之資料項目

必須進一步分析其適用之操作，以

決定可套用之操作。在精簡設計之

前提下，本階段設計問題原則上以

「該項目是否在描述階層之描述皆

相同」為主要之詢答內容，答案只

可為「是」或「否」，凡回答「是」

者，該項目即適用複製操作，建置

系統應針對該類詮釋資料項目予以

標示，並進一步提示須建立複製之

內容，凡回答「否」者，須進一步

評估是否適用「補充」操作，若為

否，原則上及視為適用「覆寫」操

作之項目。以問題七之「各資料之

生產歷程是否遵循共同之程序，且

無需個別說明其差異？」為例，若

同一資料集系列之資料集遵循固定

之方式生產，且無需說明各資料集

處理時之差異，則各資料集之資料

處理歷程資訊即可以複製之方式建

立，無需在每個資料集詮釋資料建

置時重複處理。當同一資料集系列

之各資料集均由同一建置者完成

時，建立資料組織之資訊即無須重

複建置，可透過複製操作而直接建

立。但當建置者各有不同時，資料

集系列之建置者描述即應由各資料

集之描述聚合而成。由於聚合操作

之特性不同，必須另行分析是否具

有聚合之特性。表 4 歸納設計之考

量及其適用操作之對應情形： 

 

表 4 資料項目之適用操作分類 

設計考量 複製 補充 聚合 

是否由同一單位負責詮釋資料之建置？ V V  

是否由同一單位負責地理資料之生產？ V V V 1 

是否由同一單位負責地理資料之供應？ V V V 

整系列資料是否於相同時間測製？ V  V 

各資料之描述摘要內容是否相同？ V V  

各資料之生產目的是否相同？ V V  

各資料之維護狀態是否相同？ V   

各資料之主題分類是否相同？ V  V 

各資料之空間解析度是否相同？ V   

各資料之空間展示型別是否相同？ V  V 

2 

各資料之描述關鍵字是否相同？ V V V 

各資料之空間範圍是否相同？ V  V 

各資料之時間範圍是否相同？ V  V 3 

各資料之垂直範圍是否相同？ V  V 

4 各資料之更新或維護頻率是否相同？ V   

各資料之用途限制是否相同？ V V V 

各資料之法律限制是否相同？ V V V 5 

各資料之安全性限制是否相同？ V V V 

6 各資料之之圖徵型別是否相同？ V V V 

各資料之完整性是否遵循特定規範，且測試合格後，以符合規範方式記錄。 V   

各資料之位相一致性是否遵循特定規範，且測試合格後，以符合規範方式記錄。 V   

各資料之絕對位置精度是否遵循特定規範，且測試合格後，以符合規範方式記錄。 V   
7 

各資料之生產歷程是否遵循共同之程序，且無需個別說明其差異。 V   

向量空間展示資訊 V  V 
8 

地理網格資訊 V   

各資料之格式是否相同 V   

線上傳輸之方式是否相同 V V V 

離線供應方式是否相同？ V   
9 

是否依循相同之申購程序？ V   

各資料是否參考相同之橢球？ V   
10 

各資料是否參考相同之投影方式？ V   

11 各資料是否具有相同之延伸資料元素？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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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分析，單一層級之詮釋

資料項目可依其適用之操作而加以

區隔（圖 5），包括不適用、複製、

補充、聚合及覆寫等五類情形，不

適用之項目在樣版建立時即予排

除，建置時無需處理，其下各階層

之詮釋資料描述也無需處理。屬於

複製及補充型之詮釋資料項目則必

須依其定義而建立參考之內容，前

者在複製後即無需處理，後者必須

進一步提示建置者額外進行編輯之

處理。對建置詮釋資料之工作而

言，主要必須進行之處理為補充及

覆寫之項目內容，且須逐一處理，

聚合之操作一般可在建立下階層資

料後自動執行。基於上述規劃，謹

慎選擇描述之層級後，將可有效減

低其上下階層需要處理之詮釋資料

工作量。 

 

 

圖 5 以樣版建立詮釋資料之概念 

 

圖 6 顯示不同層級詮釋資料項

目之間的操作關係，可依操作之性

質區分為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之操

作策略，其中不適用、複製及擴充

項目皆屬於由上而下之處理策略，

由建立上階層之描述內容後，進行

其下階層各詮釋資料建立之參考。

相對而言，聚合型項目之處理為上

階層描述由下階層描述聚合而成，

其內容或為列舉下階層之所有描

述，或為綜合之描述，屬於由下而

上之建置策略： 

 

 
圖 6 不同階層詮釋資料項目操作示意圖 

不適用詮釋資料項目 

 

複製項目 

聚合項目 

覆寫項目 

擴充項目 

不適用詮釋資料項目 

 

複製項目 

聚合項目 

覆寫項目 

擴充項目 

上階層詮釋資料 

下階層詮釋資料 

不適用詮釋資料項目 

 

複製項目 

聚合項目 

覆寫項目 

擴充項目 

 
詮釋資料 Template 

含複製及擴充 

項目之內容 詮釋資料

建置者 

 

資 

料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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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實際之地理資料流通時，必須

可基礎於描述之對象而提供符合其

特性之詮釋資料內容。由於圖徵之

數目往往相當龐大，預先建置完整

之圖徵詮釋資料不但可能增加作業

之負擔，也增加後續維護及供應之

負擔。引入階層式詮釋資料概念之

後，意味僅須記錄下階層（例如圖

徵）詮釋資料之差異描述（使用擴

充及覆寫操作），供應時再結合複製

型項目之內容即可構成完整的詮釋

資料描述。換言之，屬於複製型項

目之記錄內容可僅記錄一次，且重

複引用至其下階層之描述內容中。

由此觀點，謹慎設定合適之資料集

系列，將可由增加複製型詮釋資料

項目之數量而有效減低作業之負

擔。圖 7 顯示此動態之詮釋資料生

產概念，僅在需要供應時才動態產

生。 

 

圖 7 透過資料集詮釋資料形成圖徵層級之詮釋資料 

 

3.2 3.2 3.2 3.2 流通階段之流通階段之流通階段之流通階段之詮釋資料處理詮釋資料處理詮釋資料處理詮釋資料處理    

隨大量地理資料之累積，未來詮釋

資料之數量勢必相當可觀，如何可快速

過濾符合需求之地理資料，並由其中選

擇 最合 適 之 地理 資 料 將成 為 新 的挑

戰。以往之詮釋資料搜尋機制以單一資

料集之詮釋資料為基礎，當詮釋資料數

目相當龐大時，不但可能耗損相當成本

於詮釋資料內容之比對，簡單而較不具

約制力之查詢更可能有大量地理資料

符合約制條件，因而增加決策之困難。

引入階層式詮釋資料將可有效提升查

詢之效率。 

詮釋資料標準雖然包括有諸如搜

尋、說明、識別等不同功能考量之項

目，但就搜尋之觀點，使用者之約制條

件往往僅基礎於其中有限的詮釋資料

項目，例如空間範圍、時間範圍、主題

關鍵字、資料名稱、比例尺、供應單位

等。以透過「台南市」為地名關鍵字而

搜尋地形圖為例，其查詢涉及空間與資

料名稱之約制條件，但此情形將造成多

達數百幅之「所有」台南市地形圖檔案

均符合條件，再加上版本因素後，瀏覽

所 有符 合 條 件 之 詮 釋 資料 將 頗 為繁

雜。由階層式詮釋資料之觀點，若可將

搜尋之層級首先設定為各比例尺地形

圖資料集系列之詮釋資料，則至少具有

以下之優點： 

1.若將初始之搜尋層級設定為資料集系

列，則整體比對之資料量可大幅減少。 

2.資料需求者在解讀該資料集系列之詮釋

資料集層級 

儲存資料 

圖徵層級 

儲存資料 

 

複製型 

詮釋資料 

擴充/覆寫型 

詮釋資料 

（僅記錄差異部分） 

複製型 

詮釋資料 

擴充/覆寫型 

詮釋資料 

圖徵層級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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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內容時，即可透過總和之描述（由

資料集系列詮釋資料內容聚合而得）瞭

解其時間因素而判斷其適用性，無須逐

一解讀相關之資料集詮釋資料。 

3.資料需求者可進一步解讀其他詮釋資料

項目，對其隸屬資料集之內容獲得更充

分之了解。 

4.當資料需求者確認該資料集可能對其具

有參考價值時，可透過階層式詮釋資料

之目錄架構直接取得隸屬資料集之詮釋

資料，節省逐一搜尋之成本。 

基於上述討論，在滿足詮釋資料

內容之快速篩選及選擇決策上，階

層式詮釋資料架構可成功扮演「過

濾 及 精 鍊 」（ Filtering and 

Refining）之角色，允許資料需求

者先以較為快速之方式過濾上階層

之詮釋資料內容，若符合需求，再

進一步檢索下階層之詮釋資料。由

於隸屬同一資料集系列之資料集本

就常以特殊之方式組織（例如地形

圖之規則空間分割），因此在過濾資

料集系列後，在精鍊過程所花費之

成本將可更有效縮減。此概念同樣

可適用於資料集與圖徵之間的關

係，無需過濾所有資料集中之圖徵

資 料 。 目 錄 服 務 （ Catalogue 

service）之功能為由詮釋資料中抽

取特定項目，彙整後提供使用者進

行查詢，因此推動時可由彙整最上

層之詮釋資料開始，視需要往下擴

展納入之階層，充分利用階層式詮

釋資料之優勢而提升查詢之效率。

圖 8 說明此搜尋概念。 

 

 

 

 

 

 

 

 

圖 8 階層式詮釋資料應用於資料之管理 

 

在階層式詮釋資料之架構下，管

理階段之重點為確保各層級詮釋資

料之正確對應關係，可透過標準化

之識別碼而記錄兩者之關係。亦即

運作機制必須明確記錄資料集系列

與其資料集之間的隸屬關係，而各

資料集若包括圖徵層級的詮釋資料

描述，則資料集與圖徵之間的隸屬

關係亦必須記錄。當可透過資料庫

記錄此類關係後，詮釋資料的管理

查詢即可因此快速取得相關層級之

詮釋資料，提升運作之效率。 

四四四四、、、、系統測試與分析系統測試與分析系統測試與分析系統測試與分析    

為驗證階層式詮釋資料之概念，本

文以下針對以相關操作建立不同階層

詮釋資料進行實務之探討，於.net 環境

發展網路之詮釋資料建置系統。圖 9 為

設定適用詮釋資料項目之介面，如前所

述，整體之設計介面無需使用者了解詮

釋資料內部之分類架構，改以另行設計

之問題介面而協助使用者篩選適用之

Dataset Series Dataset series metadata 

Dataset metadata 

Feature metadata 

判斷是否符合條件 

判斷是否符合條件 

判斷是否符合條件 

符合才移至下階層 

符合才移至下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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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再經第二階段之分析而設定及記

錄適用項目之操作型態後，可依操作之

型態而輸入詮釋資料之參考內容。 

 

 

圖 9 詮釋資料樣版建立第一階段之詢答畫面 

 

樣版之設計者必須具有對資料集詮

釋資料項目之認知才可能正確評估該

資料項目所適用之操作，並進而建立樣

版所需之內容。圖 10 顯示發展之詮釋

資 料建 置 系 統納 入 參 考內 容 後 之結

果，參考內容係由領域專家分析資料之

特性後加以規劃，並記錄於後端之資料

庫中，詮釋資料建置時可依適用之操作

而代入建置介面之對應項目中，實際流

通之詮釋資料則以 XML 之格式編碼（圖

11）。 

 

 

圖 10 於詮釋資料建置系統套用複製及補充項目之參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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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以 XML 編碼之詮釋資料範例 
 

圖 12 與圖 13 為以地籍資料為例，

展示空間範圍聚合操作之成果，假設名

稱為「桃園縣八德市地段範圍」之資料

集系列中包括「茄明段」及「茄苳段」

兩個地段的資料，圖 12 顯示兩個地段

的空間範圍，分別以其四角坐標表示近

似範圍。由於資料庫中記錄了「桃園縣

八德市地段範圍」與兩地段之間的隸屬

關係，且空間範圍適用「聚合」之操作，

因此在分別完成兩個地段之詮釋資料

建置後，桃園縣八德市地段範圍之空間

範圍將自動改變為兩地段空間範圍聚

合之成果，同樣以四角坐標表示（圖

13）。 

 

圖 12 實驗區示意圖 

 

 
 

 

 

 

 

 

 

 

 

 

 

 

 

 

 

 

 

 

 

 

圖 13 兩地段聚合後之資料集系列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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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為進一步取出某一範圍之宗

地後供應之範例，所提供詮釋資料之空

間 範圍 必 須 隨供 應 之 圖徵 資 料 而改

變，本例中同樣以四角坐標範圍表示，

須以覆寫操作之方式改變原資料集所

記錄之空間範圍，由於宗地已完成選

定，其空間範圍也因此確定，因此可自

動 計算 其 四 角 坐 標 後 ，代 入 對 應之

EX_Extent 項目中。 

 

  

圖 14 「空間範圍」項目在資料集及圖徵層級之覆寫例子 

 

五五五五、、、、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歷經過去十餘年之發展，詮釋資料

已成為資料共享機制中不可或缺之關

鍵技術，但也面臨建置對象侷限於單一

檔案、無法處理大量建置工作與建置品

質不佳等問題。ISO19115 國際詮釋資料

標準雖可望使未來建置之詮釋資料更

趨標準化，但若不能突破現有之窘境，

其成效仍將大打折扣。本研究延伸探討

ISO19115 標準之階層式詮 釋資料概

念，除首先以單一項目為基礎，歸納出

不同階層描述對象之詮釋資料內容間

具有複製、聚合、補充及覆寫等四類基

本操作外，並進一步探討此架構在詮釋

資料生產及流通時之應用策略。除聚合

之操作為由下階層而產生上階層之描

述，其餘三類操作均由上階層而擴展至

下階層，因此未來之詮釋資料建置應採

取由資料集系列開始，逐階層擴展設計

之策略。當屬於複製型項目之數量可有

效提升時，工作量即可有效縮減。本文

所發展之架構除可透過目錄服務達成

快速過濾之目標外，也可避免重複建置

相同內容之詮釋資料，可謂一舉數得。

在階層式架構中，上階層之詮釋資料多

為較總體描述之資訊，隨層級之下降，

描述資訊也將更為精準，資料選取之決

策也將更為細緻。國土資訊系統無論在

資料種類及數量上均頗為可觀，未來更

期待有大量使用者同時使用資料共享

之機制，階層式架構之「過濾及精鍊」

優勢將可提升整體之瀏覽及搜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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