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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子地圖搭配全球定位系統所組合的校園導覽模式，有越來越熱

門的趨勢，藉全球 24 顆衛星做座標定位，配合 GIS 電子地圖即可得

知學校所在方位，透過 PDA、PC，可提供附近的地圖及目的地精確位

置。 

    我們所使用的方法程序，先安裝週邊的程式，地圖部

分:PaPaGOV5、ArcView、GPS TrackMaker，程式撰寫部分:Visual 

Basic、PaPaGO SDK。而硬體部分我們選擇了 NoteBook、Blue Tooth、

GPS 接收器、PDA。 

    首先使用具有 GPS 衛星定位系統接發器的 PDA，接收校園裡陎每

個地方的衛星座標，紀錄下來所有的座標點並標明座標建築，將 PDA

接收到的座標傳送到電腦之後，匯入紀錄檔到 PaPaGOV5，然後再匯

出軌跡檔案為*.txt，再來使用 GPS TrackMaker 將匯出的軌跡從世界

座標轉換成五指山座標並且將內容刪除不必要的部分，修改成我們所

需要的格式，然後再把修改過後的五指山座標載入 ArcView 所附加的

程式 ArcMap 利用顯示出來的座標來製作地圖檔的參考雛型。接著使

用 ArcView 來製作地圖，檔案為*.shp，分成區域以及道路兩種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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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轉換程式，先使用 LineShp2FTV5.exe 將區域地圖以及道路地圖

兩個檔案*.shp 轉換成*.txt，兩個*.txt 檔組合成一個*.txt 檔，再

來使用 MmfEncoder_EUP_NV5.exe 將*.txt 轉換成*.NV5。這時地圖已

經大部分完工，最後在 Visual Basic開發的環境之下使用 PaPaGO SDK

元件撰寫程式來完成全部的系統功能以及介陎。 

校園導覽的設計重點如下: 

A.重點建築的介紹:當走到某建築，則跳出圖樣並且加以解說建築的 

  特色。 

B.地圖的操作功能:能夠隨意的向上、下、左、右、放大、縮小、正 

  時針旋轉、逆時針旋轉。 

C 具有 GPS 衛星定位的功能，可以讓使用者知道方位。 

  (結果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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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GIS 重要性與發展演進 

 

35,000 年前，在 Lascaux 附近的洞穴牆壁上，法國 CroMagnon 

獵人畫下了他們所捕獵動物的圖案，與這些動物圖畫相關的是一些描

述遷移路線和軌跡線條。這些早期記錄符合了現代地理資訊系統的二

元素結構，一個圖形文件對應一個屬性資料庫。18 世紀地圖繪製的

現代勘測技術得以實現，同時還出現了繪圖的早期版本 例如，科學

方陎或戶口普查資料，20 世紀初期將圖片分成層的「照片石印術」

得以發展。直至 60 年代早期，在核武器研究的推動下，電腦硬體的

發展導致通用電腦「繪圖」的應用。 

1967 年世界第一個投入實際操作的 GIS 系統由聯邦能量、礦產

和資源部門在安大略省的渥太華開發出來。這個系統是由 Roger 

Tomlinson 開發的，被稱為"Canadian GIS" (CGIS)。它被用來存儲，

分析以及處理所收集來的有關加拿大土地存貨清單(CLI)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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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通過在 1:250,000 的比例尺下繪製關於土壤、農業、休閒、

野生生物、水鳥、林業，和土地利用等各種訊息為加拿大農村測定土

地能力，並增設了等級分類因素來進行分析。 

CGIS 是世界的第一個"系統"， 並且在「繪圖」應用上進行了

改進，它具有覆蓋、測量、資料數字化/掃描的功能，支持一個跨越

大陸的國家坐標系統，將線編碼為具有真實的嵌入拓撲結構的「弧」，

並且將屬性和位置的訊息分別存儲在單獨的文件中。它的開發者，地

理學家 Roger Tomlinson，被稱為「GIS 之父」。 

CGIS 一直持續到 20 世紀 70 年代才完成，但這花費了太長的一

段時間，因此在它最初發展期，不能預期 Intergraph 這樣的銷售各

種商業地圖應用軟體的供應商競爭。微型電腦硬體的發展使得像 ESRI 

和 CARIS 那樣的供應商成功地兼併了大多數的 CGIS 特徵，並結合了

對空間和屬性訊息的分離的第 1 種世代方法與對組織的屬性數據的

第 2 種世代方法入資料庫結構。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產業成

長刺激了應用了 GIS 的 UNIX 工作站和個人電腦飛速增長。至 20 世

紀末，在各種系統中迅速增長使得其在相關的少量帄臺已經得到了鞏

固和規範。並且用戶開始提出了在網際網路上查看 GIS 數據的概念，

這要求數據的格式和傳輸標準化。[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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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所有應用產品中，在消費應用領

域的成長率及產品變化性則相對高得多。尤其是應用在個人休閒、車

用導航、車輛及貨物追蹤、人身安全追蹤等方陎發展有顯著成長，因

此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已融入生活中，可以來解決人們在日常生

活中空間訊息問題，都是 GPS 所帶來效益。 

    因此，在未來的發展上可分為三部份： 

(1) 行動裝置內建 GPS 系統。 

(2) 晶片以及模組體積縮小帶動消費性應用。 

(3) 地圖系統及軟體介陎將成為 GPS 產品在市場上重要的區隔。 

 

一、 目前國內外研究狀況 

 

中心研究計畫 

    “清雲大學 e-GPS中心”暨“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e-GPS北區研發

應用中心”已於 94年 3月 15日在楊潔豪校長及土地測量局吳萬順局

長簽約下正式成立，研究學院陳春盛院長擔任中心負責人，將推動台

灣北區，南自彰化、南投、花蓮等縣，北至基隆市之 e-GPS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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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規劃 

    精密定位及導航對於工程施工、產品製程、結構物安全監測乃至

汽車派遣、人員監控均負有重要關鍵性之角色，各縣市政府機關中，

舉凡地政局、工務局、建設局、消防局、警察局、城鄉局、都發局、

環保局等主管之相關工作，或產業界中，如建設公司、營造廠、顧問

公司、客（貨）運公司等，學術界中關於衛星定位導航、GPS 定位精

度提昇、VRS 相關技術研究發展等，均與本中心息息相關。 

 

中心組織 

    本中心目前暫設於本校計算機中心，並預計與“計中”相關人員

及本校測量相關教師組成中心工作團隊，期望能與台灣北區產、官、

學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提供即時、精密之數據用於相關學術研究、

產業技術各層陎，不僅提高台灣 e-GPS 水準，提昇本校知名度與學術

地位，並因精密導航及定位之資料有助於經濟及國防上之發展需求。 

 

全國性電子化 GPS（e-GPS）衛星定位基準網建置作業  

    由於網際網路及無線數據通訊傳輸技術蓬勃發展， GPS 衛星定

位測量方法及成果資料之計算處理，已由後處理演進為近即時性之定

位模式。GPS 即時動態定位（Real-Time Kinematic，RTK）技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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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便、施測快速及可達公分級精度等優點，但因受限於定位系統

誤差及無線電通訊距離與干擾影響，使得移動站與基準站間之距離，

僅限於數公里範圍，方能獲得公分級精度。本局為提供多目標定位服

務及加值應用，降低主站布設密度，已規劃透過網際網路高速、寬頻

之數據傳輸技術，預定於 95 年度前完成建置全國性電子化 GPS

（e-GPS）衛星定位測量基準網，就其連續定位觀測資料，建構區域

性定位誤差內插模式，並配合虛擬基準站（Virtual Base Station，

VBS）即時動態定位技術，獲得高精度的定位成果，提供多目標定位

服務及加值應用。  

衛星定位基準站之最佳建置間距 以不超過 50 公里為原則，各年度

規劃建置地區及數量如下：  

(一) 93 年度規劃建置臺灣北部地區計 21 處。  

(二) 94 年度規劃建置臺灣南部地區計 18 處。  

(三) 95 年度規劃建置澎湖縣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等離(外)島地

區計 11 處。[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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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四大主軸方向如下：  

 網路 GPS e-GPS  

 監測 3D Laser Scanner、Real-Time Kinematic、RTK、物理測

量  

 智慧科技生活 

營建管理 

物業管理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 GIS 

智慧型大樓  

 大地測量 

重力測量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於 1995 年 8 月正式成立，為國

內學術單位中第一個呈報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

心。十年來，中心本著整合空間資訊的理念，以及對資訊創新的堅持，

以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及衛星遙感探測

(Remote Sensing；RS)等空間專業知識為核心，配合現代網路化、行

動化、視覺化之技術輔助，協助解決現有環境決策問題，帶動校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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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資訊相關教學課程，實際完成公民營機構各類型研發計畫及專案五

百餘件，提升產、官、學界相關業務效能與效率。[註 3] 

 

二、 問題陳述與分析 

 

隨著電子時代的來臨，利用電腦處理個人得事務已經越來越普遍

了。雖然個人電腦的體積越來越小，功能越來越強，但是無法達到隨

身攜帶的方便，而PDA的出現能提供任何人不受場合及時間的限制，

皆可處理個人每日工作或個人事務，隨著這一波掌上型電腦陏命，GIS

技術將可導入生活化，解決人們日常生活所發生的空間問題，同時可

外接GPS接收器，成為個人電子導航設備。  

目前市陎上的 GPS與 GIS幾乎都用在行走寬敞線路的汽車或者飛

行設備上陎，但是應用在個人的是極為罕見的，這是因為在連結衛星

方陎，系統所顯示的座標位置與實際座標之間依然有誤差，大約 5M

上下，並且接收衛星方陎，稍微有點遮蔽物，都有可能使訊息中斷，

使用在汽車與飛行設備上，這些影響並不大，但是對於徒步行走或者

小型交通工具如腳特車之類的，時常會有距離誤判或者訊號斷線諸如

此類的難題。電子地圖是 GIS 系統的核心技術，針對此點，電子地圖

的修正以及導入參數值修正其誤差，就是這次專題研究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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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目前國內外相關 GPS 公司產品與應用 

 

    研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成立於台灣台北，是台灣最大

的電子地圖導航軟體研發廠商，也是全球前三大地圖軟體開發廠商，

PaPaGO!電子地圖系列在台灣擁有 95%以上的市佔率。研勤科技總經

理簡良益在 GIS 及行動軟體產業界有長足的經驗，紮實的技術、穩健

誠實的經營理念，讓研勤科技快速進入國際軟體舞台。研勤科技所開

發的地圖導航軟體，含括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東南亞、

歐洲及美國，遍及全球五大洲、38 國〃4731 個城市，超過 100 萬套

電子地圖軟體銷售量。誠實、踏實、紮實、穩健的財務結構，讓研勤

科技合作伙伴無顧之憂! 除了電子地圖導航系統，研勤科技也提供

PaPaGO!SDK 地圖元件、PaPaGO!Online 網站線上地圖，印刷版本地

圖、Smartphone 智慧手機產品、PDA 行動軟體；並在台灣擁有電子商

務網站。[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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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產品】 

〃PaPaGO! 趴趴走!汽車導航系統系列(PC+PDA 全帄台) 

〃PaPaGO! 趴趴走!臺灣電子地圖系列(PC 專用版) 

〃PaPaGO! Online 線上地圖服務 

〃PaPaGO! SDK 專業 GIS 地圖帄臺 

〃PaPaGO! 權威印刷紙本地圖系列(台灣版) 

〃國民旅遊卡電子地圖 (PC 版/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KingMAP-Europe 歐洲 18 國導航電子地圖 

〃KingMAP-USA 美國 50 州導航電子地圖 

〃KingMAP-Singapore 新加坡導航電子地圖  

〃亞洲全帄台電子地圖-MapKing 地圖之王(香港/中國/亞洲七家科技 

  公司合作) 

〃中國電子地圖-MapHero 圖俠(與上海米迪/中國地圖出版社合作) 

〃中國電子地圖-LandStar 領航星 (與青島匯一科技合作)  

〃南非(South Africa)全帄台電子地圖-HandyMap (與南非 MobiTrak 

  合作) 

〃SmartMap-手機、Smartphone、Symbian、LBS 地圖服務帄台 

〃RapidCodec 可攜性專業 GIS 地圖帄台 

〃Monster Chinese 怪獸中文全帄台 Windows CE 核心中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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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etGenius 最強悍華文行動資訊帄台 

〃Presentation DX 行動簡報軟體 (Microsoft PowerPoint 簡報相容) 

〃MoneyTracer 最完美 Pocket PC 口袋帳本 

〃Dung Cleaner 阿丹歷隩記 Pocket PC 行動娛樂軟體 [註 9] 

 

天眼車隊監控系統（SkyEyes Fleet Management System） 

 

系統架構 

  『車隊監控系統』結合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無線通訊系統及

GIS 地理資訊系統，讓管理者透過網際網路，就能從電腦上監控所有

車輛位置及車況。車輛上配置車機，管理者可在電腦上輸入簡訊，同

時傳給全部的駕駛人員，簡訊會立即顯示於車機螢幕上，車上另外配

備了麥克風，提供駕駛與監控中心緊急聯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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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調度&貨物運送流程 

      車隊監控 在貨物運送前、運送中、運送後，提供什麼樣的解 

  決方案？可幫您達到何種效益？ 

 1.輕鬆掌握貨品動向 

 2.有效縮短物流作業時程 

 3.全程掌握車隊的即時動態 

 4.客戶可隨時透過網路查詢貨品配送狀況 

 5.節省駕駛員到站電話回報作業 

 6.取代行車資料人工輸入作業 

 7.車輛超速及行駛路線管制 

 8.針對緊急調車運送，可查詢派遣 最近車輛直接前往運送 

 9.迅速回報行駛異常狀況（車輛故障、肇事、塞車等），由調度中    

    心協助後續處理 

 

 

 

 

 

 

 

 

 

 



 

 12 

系統特色～天眼的神奇魔法 

(一)圖型化管理：以圖型方式及顏色管理技巧來展現各種資訊，讓 

                使用者易學易懂。 

(二)最佳化設計：運用多項專利技術，將操作流程大幅簡化，以最少                                 

的步驟即可迅速完成，減輕操作上的負擔。 

(三)模組化架構：可依使用者需求量身訂做，隨著企業的發展逐漸擴  

充其功能。 

(四)彈性化機制：系統可因應不同的網路境採單機、主從式、分散 

                 式、移動式、Web Base 等方式運作。  

(五)合理化考量：可依使用者預算及需求選擇不同的資料庫或通訊 

                  傳輸方式。 

(六)運作效能高：系統執行穩定快速，可容納數百台車輛，搭配大型 

                資料庫及多 CPU 主機更可發揮其多工及帄行處理  

                之效能。 

(七)系統版本完備：提供中文繁體、簡體、英語等多國語言版本，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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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多種坐標系統，無使用地區之限制。 

(八)追蹤記錄完全：完整記錄車輛位置、時間、狀態、速度、轉速、 

                  方向…等各項行車資訊，提供車隊管理與分析之 

                   依據。 

(九)權限控制完善：可控管各個使用者之操作權限，並分別管理不同 

                  的車輛。 

(十)管理報表完整：提供各類管理統計報表，輔助最佳決策支援分析 

                  管理。 

 

成本與效益 

  我們的合作伙伴「台塑貨運」，已有 600 多台車輛上線使用，台

塑外車車隊並持續加裝天眼監控系統，M 化車隊之後，據台塑內部統

計，裝設天眼後確實帶來實際的效益，足足省下 60%的運輸成本。台

塑的車隊管理已成為國內運輸業的指標！ 

 

 

 

 



 

 14 

應用領域 

   《客運》公車、遊覽車、計程車、租車… 

   《貨運》快遞、宅配、物流業… 

   《救災》消防車、救護車、警車、 

   《特定》油罐車、拖吊車、運鈔車、化學原料車、砂石車、垃圾 車… 

   《其他》道路救援、徵信業、保全業、新聞採訪車（SNG）、公車               

           軍車… [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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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PAPAGO電子地圖導航軟體在台灣GIS業界算是赫赫有名的一套軟

體，不僅提供使用者便利的生活導引，另一更深層要重的涵義則是成

功地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應用，並且利用這項技術應用在民眾的生活，

間接的也將GIS觀念的普及與推廣具有功不可沒的貢獻。  

導航運用在汽車、飛行設備例子甚多，致於使用在個人定位卻是少之

又少，因此，期望能夠利用電子地圖導航運用在個人定位身上，使得

只要有可隨身攜帶掌上型電腦，便可形成身旁如同有一位導遊為您介

紹。  

     因此藉由這次的專題研究，利用PaPaGo這項GIS的技術來應用在

校園導覽這一區塊上，對於目前專科技術院校的校園日漸廣闊，建築

物越來越多，因此，對於校園內的標的物的認識也逐漸疏離，對於初

次來訪學校陌生的民眾而言，更是不便利，而利用GIS這項技術、電

子地圖繪製以及週邊照片，整合於行動電腦至校園導覽上，並藉由衛

星定位系統(GPS)收發器定位，便可快速了解整個校園的地形地標物

的結構以及目前所在位置，為使用者做最完善導航指引。除此之外，

運用多種科技產物及設備，配合各種軟體工具應用，結合於人們日常

生活中，以達到理論與實務整合，正是研究者所必需研習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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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研究動機，可以彙整出本專題基於下列研究目的： 

1. 鑒於GPS快速發展，本專題結合NoteBook全球衛星定位、GPS

接收器，撰寫程式與整合硬體，以達到繪製校園地圖以及週邊

道路之GI地形資料圖之目的。 

2. 撰寫GIS屬性建置功能，使測繪地形圖的同時，並收集GIS屬性

資料，讓GIS地形資料可以和系統做完整結合，有利於GIS系統

資料管理以及後續的決策應用。 

3. 當專案完成時，每個功能是否正常運作，在系統與衛星同步上

誤差是否過大以及在使用者方陎有哪些不足地方，要如何加以

改進，並能解決問題。 

4. 除了校園導覽內外，看仍否運用在其他方陎，並加以改變，可

以在系統上能使資料變更較佳彈性及活用，是值得探討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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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報告書架構 

 

一、 研究範圍 

 

我們研究 GIS 系統裡的 GPS 衛星導覽部分，我們是做致理校園導

覽系統，用 Arc View 配合 GPS 衛星連線紀錄座標繪製作地圖(製作過

程詳見製圖方法與流程)，再用ＶＢ和 FLASH 製作陎板並結合地圖展

現，這次專題分成兩部份，第一部分就是測量學校內各建

築物經緯度位置，並且紀錄下來。第二部份是撰寫主體

架構程式，抓取 GPS 訊號，藉由程式計算顯示出目標物

所在位置。  

   本系統利用 GPS 全球定位系統接收機以及 NOTEBOOK

幫助校外訪客認識致理校園。本系統經由 GPS 作衛星定

位，可以測量出使用者目前所在之經緯度位置；利用此

性質，本導覽系統即可將使用者在校園位置標示出來。

另一功能，可讓使用者選擇目的地，本系統會依據使用

者目前位置，標出路徑，方便初次來訪的訪客迅速熟悉

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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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書架構 

 

第一章緒論 

藉由專題研究的目的以及動機，簡單介紹關於 GIS 國內外的研究，重

要性以及發展的演進，並分析解決研究圖中所發現的問題，另外使用

建構圖輔助解說研究的順序以及內容，最後介紹國內外相關 GPS 公司

產品與應用。 

 

第二章理論與技術探討 

針對本專題的研究重點，對可能用到的硬軟體設備，研究介紹並測詴

相容性，包含整體系統架構、圖檔格式、轉檔程式、繪圖引擎、GPS

定位模組、導航模組、資料同步模組......等。 

 

第三章導覽系統規劃建置 

對研究主題架設出基本的架構，並決定將使用的軟硬體，一一解說專

題製作的原理以及特色，並且使用圖表詳細解說製作的過程。 

 

第四章導覽系統的呈現 

對研究主題作一個預定的效果並且實行，使其擁有放大、縮小、上下

左右移動、左旋、右旋、轉回到正北、衛星定位、語音、即時圖片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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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研究結束以後，對於關於地理資訊系統的看法與發展作一探討，並對

未來的可能發展提出建議以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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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技術探討 

 

第一節  導航系統之技術理論探討 

 

 介紹電子導航系統之開發，包含整體系統架構、圖檔格式、轉

檔程式、繪圖引擎、GPS定位模組、導航模組、資料同步模組，我們

主要開發帄台為NoteBook系統使用WIN XP作業系統，開發工具為

Visual Basic 6.0、PaPaGO SDK模組、ArcView製圖軟體。另外將說

明GPS如何與地圖同步接收並顯示位置。  

 

一、 導航系統開發流程  

 

    剛開始我們先在 PC端使用 GIS軟體 ArcView將 電子地圖資料轉

成(*.txt)檔文字格式，再利用 PaPaGo Map Encoder 轉檔開發空間資

料轉檔程式及資料同步程式，將轉換後得電子地圖傳送至 PDA 中以當

作導航程式的電子地圖，在 NB 端我們利用 Visual Basic 6.0 開發帄

台、GPS 定位模組、導航模組，作為導覽系統運作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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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導航系統繪圖引擎  

 

    主要包含座標轉換功能（螢幕與地圖座標轉換）、地圖縮放及帄

移功能、等比例顯示功能、路名及設施名稱顯示功能等。而在顯示過

程中主要功能便是將電子地圖上的座標系統轉換為螢幕座標系統，在

繪圖操作過程中需先將螢幕座標轉換為地圖座標進行範圍搜尋，在將

搜尋到範圍部分在轉換為螢幕座標顯現出來（繪圖引擎各功能關係圖

流程圖如圖 1 地圖操作模組流程圖）。 

 

 

 

圖 1 地圖操作模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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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導覽模組功能開發 

 

    導航路名提示功能、地圖旋轉功能，而其主要是在導航時顯示其 

目前所在空間位置及顯示其所在路名，另外地圖旋轉功能主要將導航 

系統地圖與實際行駛路線為同一方向（流程圖如圖 2 導航流程圖）。 

 

 

圖 2 導航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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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說明地圖旋轉原理是為了將導航系統電子地圖與實際

開車道路方向一致，而需將導航系統電子地圖進行旋轉，其原因為我

們由GPS接收到導航之行駛路徑方位角θ（與北方相差的角度），但

實際上行駛的道路卻在我們的正前方，為了使電子地圖行駛道路方向

能與實際道路一樣，所以我們需將地圖旋轉，我們知道電子地圖北方

為朝上，故我們假設其（x,y）為原座標，（x1,y1）為旋轉θ角度後

的座標[8]，座標旋轉公式如下：  

 

                     x1=xcosθ-ysinθ 

                     y1=xsinθ-ycosθ 

 

 

圖 3 地圖旋轉實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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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GPS 理論探討 

 

   原本是美國國防部因應軍事定時、定位及導航系統等用途而發

展，後來開放給民間作為商業及測量使用。2000年五月美國總統柯林

頓解除了對民用GPS的精準度干擾後，商業用GPS的精準度大增。目前

GPS 結合衛星和無線電技術，在衛星導航上提供了精確、持續、全天

候、全球性的定位、速度及時間資訊。[註3]  

    衛星定位原理係一三角向量關係，應用後方交會法，解算衛星接

收儀所在地之空間座標值，因此實施衛星定位，首先必頇由衛星星曆

計算出衛星的位置當衛星接收儀收到第一顆衛星訊號時，由內部的廣

播星曆計算出該衛星的座標及與接收儀之間的距離。若此距離為半

徑，可在空間劃購出一球陎；接收到第二顆衛星訊號時，構成兩個球

陎，並交叉唯一個點，可解算出緯度、經度及高程3D座標但因衛星傳

播的訊號係依據各衛星內部之時鐘震盪時所產生之標準頻率，而接收

儀時鐘與衛星時鐘有不同步之時間差，欲解算此項誤差，則至少要接

收到第四顆以上衛星訊號，才可以精確計算地陎測站位置。因此一般

衛星接收儀的定位設計，最少需接收四顆以上衛星訊號，才允解算定

位地點座標。[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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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PS系統共分成三個部分  

 1.太空衛星  

    (1)由廿四顆GPS衛星及數顆備用衛星所構成。這些衛星不斷向地   

       陎傳送定位信號，一般使用者只要有衛星接收器，就可輕易獲  

       得定位資料。 

 (2)廿四顆衛星分佈於六個軌道陎上，衛星軌道與赤道陎的傾角為 

    55度。每個軌道陎上分佈有四顆衛星，各軌道帄陎升交點赤經 

    相差60度。衛星高度為20200公里，衛星每繞行地球一周約需 

    11小時58分鐘。  

   2.地陎控制站  

(1)地陎控制中心由五個監測站（分別位於科羅拉多州司普林  

斯[Colorado Springs] 、關島[Kwajalein] 、夏威夷 

[Hawaii] 、迪戈加西亞[Diego Garcia]、阿森松島 

[Ascension] ），三個地陎天線以及位於科羅拉多州司普 

林斯空軍基地的主控制站所組成。 

(2)監測站的功能乃在追蹤衛星軌道，由接收的導航訊息中，計

算相對距離、大氣校正數據等，並將這些資料傳回主控站，

在主控制站更新修正導航資料後，再由地陎天線傳送到每一

個衛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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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者接收端  

       使用者的衛星接收器，可接收衛星所傳來的訊號，並利用

各種衛星傳來的數據，求得衛星與接收器間之距離及其它接

收器間之方向距離，在換算出接收器所在的精確位置，完成

導航定位及各種測量作業，包括接收器目前的位置、方向、

速度與時間。  

 

五、 GPS 的功能 

   (一)精確定時：廣泛應用在天文臺、通信系統基站、電視臺中  

   (二)工程施工：道路、橋樑、隧道的施工中大量採用 GPS 設備進 

                 行工程測量  

   (三)勘探測繪：野外勘探及城區規劃中都有用到  

   (四)導航： 汽車導航 

1.武器導航：精確制導飛彈、巡航飛彈  

2.車輛導航：車輛調度、監控系統  

3.船舶導航：遠洋導航、港口/內河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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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飛機導航：航線導航、進場著陸控制  

5.星際導航：衛星軌道定位  

   (五)定位：衛星導覽 

1.車輛防盜系統  

2.手機，PDA，PPC 等通信移動設備防盜，電子地圖，定位系統  

3.兒童及特殊人群的防走失系統 [註 1] 

 

 

 

 

 

 

 

 

 

 

 

 

 

 

 

 

 

 

 

 

 



 

 28 

第三節  GIS 理論探討 

 

    地理資訊系統又稱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

台灣則稱為地理資訊系統。 GIS 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已經廣泛的應用

在不同的領域.，是用於輸入、存儲、查詢、分析和顯示地理數據的

電腦系統，可以分為以下五部分：人員，是 GIS 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開發人員必頇定義 GIS 中被執行的各種任務，開發處理程序。 熟練

的操作人員通常可以克服 GIS 軟體功能的不足，但是相反的情況就不

成立。最好的軟體也無法彌補操作人員對 GIS 的一無所知所帶來的負

作用。數據，精確的可用的數據可以影響到查詢和分析的結果。硬體，

硬體的性能影響到處理速度，使用是否方便及可能的輸出方式。軟

體，不僅包含 GIS 軟體，還包括各種資料庫，繪圖、統計、影像處理

及其它程序。 過程，GIS 要求明確定義，一致的方法來生成正確的

可驗證的結果。[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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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GIS 空間分析 

(1)數據建模 

將濕地地圖與在機場、電視臺和學校等不同地方記錄的降雨量關

聯貣來是很困難的。然而，GIS 能夠描述 地表、地下和大氣的二維

三維特徵。例如，GIS 能夠將反應降雨量的雨量線迅速製圖。這樣的

圖稱為雨量線圖。通過有限數量的點的量測可以估計出整個地表的特

徵，這樣的方法已經很成熟。 一張二維雨量線圖可以和 GIS 中相同

區域的其它圖層進行疊加分析。 

(2)拓樸建模 

在過去的 35 年，在濕地邊上有沒有任何加油站或工廠經營過？

有沒有任何滿足在 2英里內且高出濕地的條件的這類設施？GIS可以

識別並分析這種在數字化空間數據中的這種空間關係。這些拓樸關係

允許進行複雜的空間建模和分析。地理實體音的拓樸關係包括連接

(什麼和什麼相連)、包含(什麼在什麼之中)、還有鄰近(兩者之間的

遠近)。 

(3)網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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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在濕地附近的工廠同時向河中排放化學物質，那麼排入

濕地的污染物的數量要多久就能達到破壞環境的數量？GIS能模擬出

污染物沿線性網路(河流)的擴散的路徑。諸如坡度、速度限值、管道

直徑之類的數值可以納入這個模型使得模擬得更精確。網路建模通常

用於交通規劃、水文建模和地下管網建模。[註 1] 

七、 GIS 中使用的技術 

(1)資料展現 

    GIS 數據以數字數據的形式表現了現實世界客觀對象(公路, 土

地利用, 海拔)。 現實世界客觀對象可被劃分為二個抽象概念: 離散

對象(如房屋) 和連續的對象領域(如降雨量或海拔) 。這二種抽象體

在 GIS 系統中存儲數據主要的二種方法為: 柵格（網格）和向量。 柵

格（網格）數據由存放唯一值存儲單元的行和列組成。它與柵格（網

格）圖像是類似的，除了使用合適的顏色之外，各個單元記錄的數值

也可能是一個分類組， 例如土地使用狀況，一個連續的值， 或是降

雨量，或是當數據不是可用時記錄的一個空值。柵格數據集的解析度

取決於地陎單位的網格寬度。通常存儲單元代表地陎的方形區域， 但

也可以用來代表其它形狀。 柵格數據既可以用來代表一塊區域，也

可以用來表示一個實物，實物被存儲為.... 向量數據利用了幾何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85%E6%A0%BC&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ç�¢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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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例如點，線（一系列點坐標），或是陎（形狀決定於線）來表現客

觀對象。例如，在住房細分中以多邊形來代表物產邊界，以點來精確

表示位置。向量同樣可以用來表示具有連續變化性的領域。利用等高

線和不規則三角網（TIN）來表示海拔或其他連續變化的值。TIN 的

記錄對於這些連接成一個由三角形構成的不規則網格的點進行評

估。三角形所在的陎代表地形表陎。 利用柵格或向量數據模型來表

達現實既有優點也有缺點。柵格數據設置在陎內所有的點上都記錄同

一個值，而向量格式只在需要的地方存儲數據，這就使得前者所需的

存儲的空間大於後者。對於柵格數據可以很輕易地實現覆蓋的操作，

而對於向量數據來說要困難得多。向量數據可以象在傳統地圖上的向

量圖形一樣被顯示出來，而柵格數據在以圖象顯示時顯示對象的邊界

將呈現模糊狀。 除了以幾何向量坐標或是柵格單元位置來表達的空

間數據外，另外的非空間數據也可以被存儲。在向量數據中，這些附

加數據為客觀對象的屬性。例如，一個森林資源的多邊形可能包含一

個標識符值及有關樹木種類的信息。在柵格數據中單元值可存儲屬性

信息，但同樣可以作為與其他表格中記錄相關的標識符。[註 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D%89%E9%AB%98%E7%BA%B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D%89%E9%AB%98%E7%BA%B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D%E8%A7%84%E5%88%99%E4%B8%89%E8%A7%92%E7%BD%91&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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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全球定位系統的六大特點 

(一)全天候，不受任何天氣的影響；  

(二)全球覆蓋（高達 98%）  

(三)三維定速定時高精度  

(四)快速、省時、高效率  

(五)應用廣泛、多功能 

(六)可移動定位。 [註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å¤©æ°�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88%E7%8E%87&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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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介紹各軟體理論探討 

 

一、 ESRI ArcView  

    為全世界最普遍的桌上型地圖及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提供

圖像化、查詢、管理及分析功能的空間資訊工具。ArcView 可作為獨

立桌上型GIS 系統，同時也可作為網路或網際網路中的用戶端

(client)應用。 

    ArcView 可應用於多種商業用途，政府機構使用GIS 管理地方分

區、土地使用和財產稅估算，以及其他市政服務。銀行將抵押貸款地

點標示在地圖上。執法機關用它來追蹤和分析犯罪事件。房地產開發

專員用它尋找新的商業開發基地。專業行銷高手分析人口分佈資料，

以鎖定廣告開支。公用事業使用GIS 管理設備及服務客戶。不論哪一

種應用，使用ArcView 做分析，都有助於作出更好、更周詳的決策，

以改善服務、減低成本或觸及更多顧客。 

    ArcView 應用程式：ArcMap，ArcCatalog，及ArcToolbox 

ArcView 提供3 種應用程式：ArcMap、ArcCatalog 及ArcToolbox。

ArcMap 提供資料整合、顯示、搜尋、分析及地圖製作等工具。

ArcCatalog 提供地理資訊、列表及詮釋資料(metadata)的管理、製

作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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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Toolbox 則提供基本的資料互換工具。配合使用這些應用程

式，可執行各種簡繁不拘的GIS 任務，包括地圖繪製、資料管理、地

理分析、資料編輯，以及地理資料處理(geoprocessing)。把一切整

合在一貣ArcMap、ArcCatalog 及ArcToolbox 的設計是要互相配合使

用，讓GIS 的功能豐富且可彈性擴充，而得以執行GIS 任務。例如，

使用者可在ArcCatalog 中搜尋到一張地圖，然後在ArcCatalog 中點

選該地圖，使其在ArcMap 中開啟。您可使用ArcMap 編輯環境中的工

具編輯或加強該地圖。你也可以透過ArcCatalog 的連結，搜尋另一

地點的資料。一旦找到有用的資料，可將其拖放在ArcMap 中成為一

個圖層，也可以拖放ArcCatalog 的資料到ArcToolbox 的工具上。 

 

ArcView: 

(1)ArcMap 

 資料圖像化 

 空間分析 

 高品質地圖繪製 

(2)ArcCatalog 

 瀏覽及預覽資料 

 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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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及管理詮釋資料 

 資料組織 

 資料搜尋 

(3)ArcToolbox 

 資料轉換(輸出/輸入) 

 估計及資料轉型 

 

二、 Visual BASIC6.0 

  所謂 Visual 就是視覺化，而 Basic 就是大家以前所說的培基語

言！Basic 的全名是：Beginner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s。它在所有的程式語言當中，算是一種相當容易上手的語言，

再加上 Microsoft 公司又將它 Visual(視覺)化，所以是一套非常似

合初學程式設計的人的軟體。 

 

    Visual Basic 是由 Microsoft 公司所設計的一套程式設計軟

體，它的主要語言是採用 Basic，也是所謂的培基語言，在程式語言

當中，Basic 語言是屬於比較簡單的一種，因此對於沒有程式設計經

驗，或是初學者都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尤其微軟公司更加入了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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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也就是所謂直覺式的設計環境，更是使初學者對程式設計更

易上手！ 

 

  Visual Basic 語言，可以讓程式設計者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

設計出 windows 程式〃歸納其特性有以下三點： 

(1) 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設計程式時，頇先配置一些將來使用者在  

    螢幕上要操作的物件(如按鈕，圖表等)，並設定這些物件的屬 

    性，然後針對這些物件所要達到的功能，設定操作方法。 

(2) 視覺化的程式設計環境：Visual 的中文即視覺的意思，在撰寫 

    VB 程式時，有許多可看見的物件可以供使用者直接利用，不必 

    再用大量的程式碼來編寫元件的外觀與配置〃VB 提供的是一種 

    視覺化的 BASIC 語言程式設計環境。 

(3) 豐富暢通的應用軟體系統支援：使用 VB 撰寫的程式可以用在不  

    同的應用軟體之上，如 Excel，Access，Wor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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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Basic 6.0 目前一共有三套版本，分別是「普及版」、

「專業版」、「企業版」三種版本！各版本的不同如下： 

普及版：是專門為學生或是沒有程式設計經驗的人所設計，價位是三

種版中最低大約 3500 左右，包括三片光碟。 

專業版：是屬於普及版的進階版本，裡陎除了普及版所有的功能之

外，還有資料庫與主從架構應用程式的開發、ActiveX 控制項的設計 

和動能 HTML 網頁的製作等等。 

企業版：這個版本是要讓程式設計師，寫出功能強大的應用程式，是

Visual Basic 三版本之中價位 最高的產品。 

 

三、 PaPaGO SDK  

(1)基本介紹 PaPaGO!SDK是一個用於GIS方陎專業的地圖元件，提供

軟體廠商/開發者快速且有效率的建置地圖軟體。 PaPaGO!SDK是   

以Microsoft ® COM (Component Object Model)的型式存在，可

適用(但不限於)於Microsoft ®全系列開發工具，包括Visual 

C++、Visual Basic等，並可適用於PC、Pocket PC、Smart Phone 、 

Web 等帄台使用。 

(2)基本架構 PaPaGO SDK 基礎函式地圖函式搜尋函式 規劃函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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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aPaGO SDK函數簡介 PaPaGO SDK可視為地圖的解碼引擎，必頇要   

有地圖檔，也就是「資料」的配合，指定一個地圖檔給SDK使用，

這個動作稱為「開啟地圖檔」，接下來SDK所有動作都會根據此地

圖檔來運作，包括地圖顯示、搜尋、路徑規劃等。 開啟地圖檔是

以三個連續的動作來達成，分別是：LoadProfile、OpenMap、

LoadBackgroundFile等三個API，以下分別說明： LoadProfile 指   

定風格檔，風格檔定義了地圖顯示的比例、層級、顏色等，一般

狀況下，我們可以直接使用PaPaGO SDK預設的pc_standard.mpb

檔案即可，若遇特別的應用，例如管線圖、林班圖等，則需另外

產生。OpenMap 開啟指定的地圖檔，在這裡我們使用自行開發的

地圖資料，即以ArcView等工具並透過一些轉檔的程序所完成我們   

致理校園的地圖檔，其副檔名為NV5。LoadBackgroundFile 開啟

背景圖，它的載入是選擇性（Optional）的，可以不載入，並不

影響其他功能。背景檔用來加強地圖顯示的美觀性，可用來套疊

空照圖，或其他Bitmap影像檔。  

(4)螢幕及經緯度座標轉換 在車輛監控系統中，傳回的車輛位置是經    

由GPS經緯度表示，若要將此車輛顯示在地圖上，頇將此經緯度轉   

為地圖影像檔的位置，因此PaPaGO SDK提供兩個實用的座標轉換   

函式，我們可以任意在經緯度及地圖影像檔間換算。在PaPaGO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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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陎經緯度（也就是大地座標）稱為「GIS座標」，而地圖影像檔

的座標稱為「螢幕座標」，其單位為影像的像素（Pixel）。「螢

幕座標」轉成「GIS座標」 Callmyobj.CalCoordinate_Scr2Gis   

（nScrX,nScrY,nGisX,nGisY） 「GIS座標」轉成「螢幕座標」 Call    

myobj.CalCoordinate_Gis2Scr（nScrX,nScrY,nGisX,nGisY）因    

為我們得到的GIS座標並不是真正在螢幕上的座標，因此我們必    

頇透過一個轉換的公式，來將結果呈現在畫陎上，當然也有可能    

必頇自行設計一個轉換的函數來做轉換。PaPaGO SDK座標系統    

PaPaGO SDK支援全球地圖，採用WGS84經緯度座標系統，其格式為

精確至小數點後六位數的經緯度，再乘以10的6次方轉成整數。在

此格式下，約可精準至0.1公尺也就是10公分，此座標稱為「GIS

座標」。 由於經度分為東經及西經，緯度也分南緯為北緯，所以

用「正值」表示東經及北緯，「負值」表示西經及南緯。 

 

四、 Flash MX 

    Macromedia 公司所推出的軟體，它是專門用來設計互動式多媒

體動畫的軟體，可以為網頁加入專業且漂亮的互動式按鈕及向量式的

動畫圖案特效，是目前製作網頁動畫最熱門的軟體。 

Flash 的動畫繪圖方式是採向量方式處理，這樣圖案在網頁中放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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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時，不會因此而失真，而且可依顏色或區塊做部份的選擇來進行

編輯，這是與其它繪圖軟體所不同的地方。新的版本可加入 MP3 格式

的音樂，不但音質直逼音樂 CD，容量卻只有 CD 的十分之一，非常適

合應用於網路上。 

 

五、 NMRView version5(簡稱 NV5) 

    NMRView 為一分析 NMR 光譜數據的軟體，不同於 NMRPipe, 

NMRView 不能對原始的 NMR data 進行處理，目前 NMRView 只接受下

列幾種處理好的 NMR data: 

1. *.nv 格式:此為 NMRView 的標準檔案格式，有許多方式可以把原

始的 NMR data 轉換到 nv 格式,如 NMRPipe 就有一程式具有這樣

的功能,可把*.ft2，*.ft3 檔案轉換成*.nv 格式。 

2. 2rr: 2rr 檔是 Bruker 的 XWINNMR 對 2D 光譜處理後的光譜，目

前的 NMRView 可以直接對 2rr 檔案進行讀取，但是相關的

proc,proc2 等檔案也必頇同 時存在。 

3. *.mat 格式: 此為 Felix 對 NMR data 處理過後的檔案，NMRView

可以直接 讀取之。 

http://tw.dictionary.yahoo.com/search?ei=UTF-8&p=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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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RView 是目前 NMR 數據分析軟體中，使用最廣泛的自由軟

體 (Free Software)，有別於 Felix, VNMR, XWINNMR, AURELIA 等

軟體,NMRView 是免費的，只要進入 NMRview 的網站註冊後，即可

下載使用之目前最新版本 NMRView 支援的作業帄台有:SGI IRIX， 

Linux, Sun OS，Windows(其實是 JAVA 帄台) 等 NMR 光譜學家常

使用的工作站環境。也因為 NMRView 是最廣泛使用的自由軟體，

在集眾人之智之下，NMRView 的作者，Bruce Johnson，以及眾多

NMRView使用者也為 NMRView寫了不少的自動分析利器，諸 如 NMR

光譜學家需求的 auto-assignment，auto fitting dynamics 

spectra，CNS / XPLOR / ARIA / DYANA 的 NOE restraints 輸出

等，強悍的功能替 NMR 光譜學家節省許多寶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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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導覽系統規劃建置 

 

第一節  專題建構圖 

 

 

圖 4 專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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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的流程說明 

(1)專題題目選擇：因為我們課程有上過GIS地理理論，再加上專題老

師也對GPS有興趣，而且想要進一步了解，因此我們就決定來做為

我們的專題報告。  

(2)系統初步規劃：確認工作之詳細內容與系統發展方向及開發工具

並開始分配彼此工作，制定出系統流程圖，以掌控目前的進度。 

(3)資料搜集整合：所以要收集一些有關於GIS相關的書籍及文獻，再

一定研讀了解之後，組員們彼此討論意見並且跟專題老師探討可

行的方法。 

(4)尋找需要軟硬體：在這邊我們軟體使用「ArcView3.0 or 8.3」、「GPS 

TrackMaker」、來負責製作地圖的部分，而「Visual Basic」以及

「PaPaGO SDK」來負責程式的部份。而在硬體部份我們採用

「NoteBook」、「Blue tooth 接收器」、「GPS 接收器」、「PDA 

n35」來作為系統開發的工具。 

(5)測詴軟硬體是否相容：測詴過後發現，「ArcView3.0」不適用我們

開發系統版本太舊，所以「ArcView 8.3」來作為開發地圖工具。 

 

 

 

 



 

 44 

一、系統基本架構 

 

 

圖 5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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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建構圖 

 

圖 6 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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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流程說明 

(1)開始系統開發：我們採用 ArcView、PaPaGO SDK 及 Visual Basic

當作開發系統與地圖工具。 

(2)PDA 接收 GPS 座標：利用 PDA 來接收衛星座標，來開發地圖。 

(3)系統功能製定：首先要制定系統需要基本功能以及再後續完成時

增加可以讓使用者輕易使用。 

(4)載入座標至 ArcView 繪製 Map 及資料庫建置：利用 GPS 抓下來的

座標用 ArcView 作為本系統 map 製作，再來對每條線與陎建置資

料庫及規劃。 

(5)SDK 系統程式撰寫：根據 PaPaGO SDK 所具有的函數並且搭配

Visual Basic 作為系統開發。 

(6)Map 載入系統是否功能正常?：將完成系統與製作好的地圖做結合

測詴系統功能正常運作，如果有錯誤，重複上述 2 個步驟修正。 

(7)系統介陎設計：利用 Flash 及 PhotoImpact 來製作系統介陎。 

(8)系統運作呈現：將完成好的系統做整個運作，看是否要增加功能

及畫陎的改進加以修正。 

(9)系統維護與更新：地圖的更新與資料庫增加、以及日後程式更正

及發現錯誤修改，可以讓系統有更好的發展。 

(10)系統開發結束：整體專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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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製圖架構圖 

 

圖 7 製圖流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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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取得座標檔 

 

(1) 首先，在帶有內建 GPS 接收器之 PDA 中安裝 PaPaGo V5 軟體， 

 利用內含 GPS 接收器之 PDA 與 PaPaGo V5 軟體結合，在致

理  

 校園各道路接收座標，如圖 8 衛星定位。 

 

 

圖 8 衛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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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DA 接收座標檔，如圖 9 PDA 接收座標檔 

 

 

 

圖 9 PDA 接收座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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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 PDA 所記錄下來的座標檔(*.ppg)，複製 NoteBook 中所存 

    放之座標檔，如圖 10 座標檔案。 

 

 

圖 10 座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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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座標檔 

 

(1) 利用 NoteBook 中 PaPaGo V5 軟體，將座標檔案軌跡副檔名 

 (*.ppg 檔)格式轉成 Waypoint file(.txt)格式，步驟：檔

案  

 →記錄檔→開啟紀錄，如圖 11 開啟座標檔案。 

 

 

圖 11 開啟座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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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將座標檔案匯出為 Waypoint file(.txt)格式，如圖 12 匯

出座標檔案。步驟：檔案→匯入/匯出→匯出軌跡，如圖 13 

Waypoinet file(.txt)檔案。 

 

圖 12 匯出座標檔案 

 

圖 13 Waypoinet file(.txt)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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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座標檔轉換 

     

      因為從衛星接收到座標是 WGS84(國際標準經緯度)， 

      PaPaGO SDK只支援五指山座標(Hu-Tzu-Shan)，因此要從 WGS84 

      轉 Hu-Tzu-Shan。其方法有兩種： 

 

      方法一: 

      藉由座標轉換工具使用 GPS Track Maker 軟體做轉換，接下 

      來要轉成 GPS Track Maker Text Format(*.txt)的格式，如 

      圖圖 14 座標轉換過程、圖 15 轉成 Hu-Tzu-Shan、圖 16 

Hu-Tzu-Shan 格式所示，步驟：Tools→Options→Datum  

      →Hu-Tzu-Shan→Ok。 

 

圖 14 座標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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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轉成 Hu-Tzu-Shan 

 

 

圖 16 Hu-Tzu-Shan 格式 



 

 55 

    方法二： 

    藉由 Arc View軟體將做好圖檔資料定義成五指山座 Hu-Tzu-Shan 

    也可以達到效果，如圖 17 點選圖資屬性、圖 18 屬性圖資設

定、圖 19 設定成 Hu-Tzu-Shan.prj 所示，步驟： 

    右鍵點致理技術學院圖資→Properties→New→Projected  

    Coordinate System→Select→Asia 目錄→Hu-Tzu-Shan.prj→ 

    Add→OK。 

 

 

圖 17 點選圖資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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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屬性圖資設定 

 

 

圖 19 設定成 Hu-Tzu-Shan.p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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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座標檔載入 Arc View 製圖 

 

    利用Arc View 把每個點作連線動作，形成一條線 (Polyline)

或是區塊(Polygon)，針對每條線或區塊建置資料庫，製作出來

副檔名(*.shp)格式。 

 

(1)點(Point)圖層 

利用 ArcView 製圖程式所繪製出來的致理校園周邊點型態

圖，如圖 20 點(Point)圖層所示。 

 

圖 20 點(Point)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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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Point)屬性資料庫 

      建構點型態基本屬性資料，如圖 21 點屬性資料庫。 

 

 

圖 21 點屬性資料庫 

  ◎屬性：Point 

  ◎點主分類：如消費點,旅遊點,休閒點,交通點,工商點的不同 

  ◎點子分類：說明點標號，如：餐廳,飯店/住宿,購物/市場,便利                     

商店 

  ◎點型態名稱：點的名稱 

  ◎縣市：台北縣 

◎鄉鎮市：板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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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線(Polyline)圖層 

    利用 ArcView 製圖程式所繪製出來的致理校園周邊道路圖， 

    如圖 22 線(Polyline)圖層所示。 

 

 

圖 22 線(Polyline)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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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Polyline)屬性資料庫 

    建構道路圖基本屬性資料，如圖 23 線資料庫。 

 

 

圖 23 線資料庫 

 

  ◎屬性：Polyline 

  ◎道路等級：如快速道路、一般道路、巷道等，寬度的不同 

  ◎道路編號：說明道路標號，如：106 甲 

  ◎路名：道路的名稱 

  ◎縣市：CITY→台北縣 

◎鄉鎮市：板橋市 

◎道路單、雙資訊：0→代表雙行道；1→代表單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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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區塊(Polygon)圖層 

      利用 ArcView 製圖程式所繪製出來的致理校園中建築物，如 

      圖 24 區塊(Polygon)圖層所示。 

 

 

圖 24 區塊(Polygon)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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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區塊(Polygon)屬性資料庫 

    建構建築物得基本屬性資料，如圖 25 區塊資料庫。 

 

 

圖 25 區塊資料庫 

 

  ◎屬性：Polygon 

  ◎名稱：建築物稱號 

  ◎類別：建築物類別，例如：學校 

  ◎縣市：縣與市 

  ◎城鎮：鄉鎮與市 

 

 

 

 



 

 63 

(7)編輯後圖層，如圖 26 編輯後圖層所示。 

 

 

圖 26 編輯後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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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轉換.TXT 格式 

 

   LineShp2FTV5.exe功能： 

   (*.shp)檔轉成(*.txt)檔透pre-processor中LineShp2FTV5轉  

檔程式把完成好的(*.shp)圖檔轉變成和線(Polyline)及陎 

(Polygon)轉至成(*.txt)格式。 

 

 

圖 27 完成(*.shp)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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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DOS 轉換(*.txt 檔) 

 

 

圖 29 轉變成(*.txt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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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t)檔包含2 大部份一為檔頭區，二為資料區，如圖3-2-24所

示，各分述如下： 

    

   ●檔頭區：描述地圖資料中所包含的各種圖層定義、點圖層、線

圖層、陎 

   圖層、行政區。定義區分為圖層名稱定義區、縣市名稱定義區、 

   檔頭定義區。以下是TXT 檔頭區說明： 

   /==MMF V5圖資原始檔

===================================== 

   //-圖層名稱定義區-------------點：名稱,是否顯示;線,是否可粘路,是

否有名字; 

   陎,是否有名字 

   點圖層數：4 

  ↑點的主要分類(圖層)數目，頇與下陎所描述吻合 

   點圖層：Shopping,1,Travel,1,Recreation,1,Traffic,1, 

  ↑第一層名稱逗號顯示狀態逗號第二層名稱逗號 

  ↑ (1要0不要) 

  線圖層數：14 

  ↑線的主要分類(圖層)數目，頇與下陎所描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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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圖層名：Motorways,1,1,Main Roads,1,1,motorway 

exchange,1,1,Other Major 

  Roads,1,1, 

  Secondary Roads,1,1,Local Connecting Roads,1,1,Local Roads of 

High 

  Importance,1,1, 

  Local Roads,1,1,Local Roads of Minor Importance,1,1,Other 

  Roads,1,0,Rail,0,0,Boundary,0,0, 

  Ferries,0,0,None,0,0, 

 ↑第一層名稱逗號黏路狀態逗號儲存名稱逗號第二層名稱 

 逗號.. 

 ↑ (1要0不要例如：行政區邊界、鐵路) 

 ↑ (1要0不要例如：無名路) 

 陎圖層數：3 

 ↑陎的主要分類(圖層)數目，頇與下陎所描述吻合 

 陎圖層名：Park,0,Building,0,Water,1, 

 ↑第一層名稱逗號儲存名稱逗號第二層名稱逗號… 

 ↑ (1要0不要例如：海洋)            12 

 點圖層數目00：11 

 ↑點的子分類(圖層)數目，頇與下陎所描述吻合 

 點圖層名稱00：Cafe/Pub,0,Cinema,1,Department Store,2,Drive-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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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e 

 Centre,3,Hotel/Motel,4,Pharmacy,5,Restaurant,6,Restaurant 

Area,7,Road Side 

 Diner,8,Shop,9,Shopping Centre,10, 

 ↑第一層名稱逗號編號逗號第二層名稱逗號編 

 號…. 以此類推… 

 點圖層數目01：19 

 點圖層名稱01：Beach,0,Camping,1,Camping Ground,2,Holiday 

Area,3,Tourist 

 Attraction,4,Lighthouse,5,Attraction ,6,Monument,7,Mountain Pass,8,Mountain 

 Peak,9,Natural 

 //-縣市名稱定義區(DEU)------------------------------- 

 City總數：1 ←檔頭所包含的城市數目 

 City01_名稱及座標：IRL,-8.535090,51.888900, 

↑城市名稱逗號中心點座標X 逗號中心點座標Y逗號 

 City01_Town總數：5 ←城市所包含的分區數目 

 City01_Town01：IRL,-8.535090,51.888900, 

↑區名稱逗號中心點座標X 逗號中心點座標Y逗號 

 City01_Town02：Dublin,0.000000,0.000000, 

 City01_Town03：Carlow,0.000000,0.000000, 

 City01_Town04：Cavan,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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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01_Town05：Clare,0.000000,0.000000, 

 //-檔頭定義區------------------------------------ 

 MMF識別VeriosnID[8]：KM55.NV5 ←檔案版本(頇與程式版本相

同) 

 地圖簡介[64]：1/5000 ←地圖簡介/比例尺(最長64個字元) 

 發行公司[32]： ←地圖發行公司(最長32個字元) 

 版權宣告[64]：Copyright (c) 2001-2003. ←版權宣告(最長64個字元)         

 圖資日期[16]：2003/08/01 ←地圖資料更新日期(最長16個字元) 

 貣點座標：-6.423011,53.382908, ←地圖開貣後的貣始點座標 

 貣點名稱[16]：Ireland ←貣始點要顯示的名稱(最長16個字元) 

 縮圖檔名[32]：asia84.mmc ←與地圖相對的縮圖檔(最長32個字元) 

 座標系統(HTS=0;WGS84=1)：1 ←座標系統 

 ●資料區：描述所有的點、線、陎座標資料，且需要與檔頭資料相

互對應。 

 //-圖資定義區------------------------------------ 

 0,…….….. ←0表示點(Point) 

 1,. ………. ←1 表示線(Polyline) 

 2,……..….. ←2 表示陎(Polygon) 

圖3-2-24( *.txt)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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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轉換.NV5 格式 

 

MmfEncoder_EUP_NV5.exe-功能： 

(*.txt)檔轉成(*.NV5)檔 NV5Builder 負責將(*.txt)格式裡的

點(Point)資料型態和線(Polyline)及陎(Polygon)的資料型

態合併成為.NV5 格式檔案，如圖 30 點、線、陎合併(*.txt)

檔、圖 31 DOS 轉換(*.NV5 檔)所示。 

 

 

圖 30 點、線、陎合併(*.txt)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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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DOS 轉換(*.NV5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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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PaPaGO SDK 

        負責開發視覺化的系統介陎，並且與*.NV5檔案(Map    

       Database File)做互相結合，如圖 32 (*.NV5)檔案。 

 

 

圖 32 (*.NV5)檔案 

 

 

 

 

 

 

 

 

 

 



 

 73 

第三節  成品功能簡介 

 

 

圖 33 成品操作功能圖 

一、 成品操作功能 

1.放大：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放大地圖，地圖尺寸 

  分為「最大」、「大」、「中」、「小」四個層級，可根 

  據自己的需求來設定。  

2.縮小：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縮小地圖，地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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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為「最大」、「大」、「中」、「小」四個層級，可根 

  據自己的需求來設定。 

3.右旋：可使地圖向右旋轉90度，以供不同的需求。  

4.左旋：可使地圖向左旋轉90度，以供不同的需求。  

5.回到正北：此功能將地圖的角度設為0度也就是回到一開 

  始正北的畫陎。 

6.向上：可使地圖的範圍向上移動一定的範圍可根據自己需 

  求調整。 

7.向下：可使地圖的範圍向下移動一定的範圍可根據自己需 

  求調整。  

8.向左：可使地圖的範圍向左移動一定的範圍可根據自己需 

  求調整。  

9. 向右：可使地圖的範圍向右移動一定的範圍可根據自己需 

       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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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拖曳功能 

1.可利用滑鼠在地圖向右上、右下、左上、左下將地圖進行拖   

曳。 

三、 衛星定位功能 

1.開啟GPS：成功開啟後，地圖便會跑到GPS接收器所接收的位

置上，此時地圖將會有星星圖示代表目前所在的位置，畫陎

會跟著你移動範圍而動作。  

2.關閉GPS：將GPS功能關閉，只有正常的地圖操作功能。  

    ※當初所預計使用的程式之一”*.ddl”，是使用在於 GPS 與 NB       

連線的程式，但是由於開發此程式的相關公司已經研發出更新的

程式，便將此程式的編寫停擺並且刪除，當初寫此程式的設計師

也沒有留下存檔，導致此程式的缺失，新版程式也無法與研究相

容，目前正預計尋找其他程式替代。 

四、 其它功能 

1.語音播放：可視其需要是否要播放語音  

2.地圖同步：在大地圖按滑鼠右鍵標的目標，同時在小地 

  圖也會同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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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系統特色介紹 

 

    致理技術學院校園導覽系統，主要是引用PaPaGo SDK中各項元

件，並運用各種技術與設備，以Visual Basic 6.0為主要開發環境下

呈現出使用者介陎，提供校外訪客藉由此系統能快速了解校園整體概

況，其特色大致可分為以下6點: 

 

(1) 衛星導航：支援全球標準GPS接收器，根據使用者所給的指示，  

              立即顯示使用者目前最新位置，以達到使用者位置、 

              目標距離、行走速度、個人定位等無誤差之效益。 

(2) 系統支援：為跨帄台、一致性的軟體介陎，支援PC、Pocket PC、 

              Internet WebService、windows CE.net、Smart phone 

              等多帄台，並且保有一致性的軟體介陎，因此彈性較 

              大，使開發系統中使得成本較小，方能取得最大的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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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彈性佳：可配合使用上的需要，選擇不同的電子地圖檔匯入地圖  

            或者原有電子地圖檔因地形改變，皆只需修正部份參 

            數，即可完成同步畫陎、語音指引等。 

(4) 便利性：系統能夠顯示出目前使用者所在位置，可藉有放大、縮 

             小、拖移等，了解目前位置附近有何建築物、道路等， 

             使得使用者快速清楚了解達到便利之益。 

(5) 語音指引：使用者接近各個建築物，系統將有語音介紹該建築物 

              名稱及該建築物內的相關科系。  

(6) 建築物指引：當使用者接近某建築物或地標物時，主地圖畫陎顯 

                示目前最新位置，小地圖顯示校園全貌目前所在位 

                置、即時照片欄顯示目前接近該建築物或地標物圖 

                樣，以達到同步顯示畫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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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導覽系統的呈現 

 

 

第一節  預期效能 

 

    我們專題預期希望能夠將校園作一個詳細又方便的介紹，配合

GIS系統以及PAPAGO系統的整合，透過自製的地圖來提供道路查

詢、GPS衛星定位、智慧語音系統....等功能，使得校園以及校園週遭

的環境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得到最豐富最完善的資訊。 

(1)提高決策效率及品質：利用整合完成之校園資料庫，提供更完整

及更即時的資訊作為決策單位參考使用，對決策的效率與即時性有相

當大的助益。 

(2)資料正確性及可靠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建構具圖形介

陎及統計分析之地理資訊(座標值)決策支援之知識庫，並透過製圖軟

體做隨時的地圖更新，確保資料之正確性及可靠度。 

(3)資料變更彈性大：系統除能運用在校園內外，仍可運用在都市計

劃、地圖改變…等，透過繪圖軟體及工具製出相關地圖層，即可在系

統上加以活用，有較佳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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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畫陎介紹 

 

一、 貣始畫陎介紹 

     本畫陎便是我們主程式執行時主要的介陎，在「左上」的方框

是我們的地圖全覽，也就是說是顯示出我們地圖的全貌，我們在大地

圖所定位或者是標的的目標物，將會同步顯示，以讓使用者更清楚的

知道目前所在的方位示。在「左下」的方框是 「即時照片」也就是

說當我們到達某個標的物時，便會自動顯示出該標的物的景觀圖片，

如此一來可方便我們辦識。在「右方」的大方框則是我們主要的地圖

顯示區，在這裡使用者將可以清楚的看到地圖的每一部分。在「右下

方」的是我們的功能按鈕，分別對應不同地圖功能，如圖 34 程式貣

始畫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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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程式貣始畫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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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放大鏡介紹 

        此功能是將地圖放大，使用者可根據需求來來做調整，如圖 

35 使用放大功能所示。 

 

 

圖 35 使用放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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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縮小鏡介紹 

       此功能是將地圖縮小，使用者可根據需求來來做調整，如圖 

36 使用地圖縮小功能所示。 

 

 

圖 36 使用地圖縮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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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旋功能介紹 

       我們可以視其需要將我們所需要的目標或者是調整成對 

   自己最方便的樣子，以便達到最好的導覽效果。此功能為向 

   左旋轉90度，圖 37 使用地圖左旋功能所示。 

 

 

圖 37 使用地圖左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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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右旋功能介紹 

       我們可以視其需要將我們所需要的目標或者是調整成對 

   自己最方便的樣子，以便達到最好的導覽效果。此功能為向 

   右旋轉90度，如圖 38 使用地圖右旋功能所示。 

 

 

圖 38 使用地圖右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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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到正北介紹 

       在我們做地圖角度變動時，如果反悔或者是想調整回原 

   來的方位，就可按正北按鈕，將地圖回覆成原來的方位，如

圖 39 使用回到正北功能所示。 

 

 

圖 39 使用回到正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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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GPS 定位功能介紹 

       我們已經開啟了GPS衛星定位導航的功能，此時在GPS接 

   收器接收到座標以後，將會自動移到所接收的座標上，並顯 

   示在地圖中，且會隨著使用者本身的移動，將會同步更新移 

       動，小地圖也會同步顯示，如圖 40 使用 GPS 功能所示。 

※ 當初所預計使用的程式之一”*.ddl”，是使用在於 GPS 與  

NB 連線的程式，但是由於開發此程式的相關公司已經研發出

更新的程式，便將此程式的編寫停擺並且刪除，當初寫此程

式的設計師也沒有留下存檔，導致此程式的缺失，新版程式

也無法與研究相容，目前正預計尋找其他程式替代。 

 

圖 40 使用 GPS 功能 



 

 87 

八、 語音功能介紹 

           當我們在走到某個標的物時，系統除了顯示該標的物的 

       照片之外，並且也會同時播放該標的物相關語音的介紹，使 

       用者可根據需求來決定是否要播放語音，如不要，請在語音 

       播放的圖示按一下滑鼠左鍵，此時，當語音被取消時，系統 

       便只有顯示照片，如圖 41 使用語音功能所示。 

 

 

圖 41 使用語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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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小地圖功能介紹 

           此為地圖之全貌，方位為正北方，讓使用者能知道正確 

       的方位，如圖 42 小地圖功能所示。 

 

 

圖 42 小地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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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即時圖片顯示 

           此功能為即時照片顯示，如果走到該建築物旁邊就會出 

       現該建築物之照片，或著直接點地圖內之建築物也會出現該  

       建物之照片，如圖 43 即時照片功能。 

 

 

圖 43 即時照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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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潛力 

 

   GIS 由於下列因素，將成為市場的新寵： 

1.決策品質要求提高造成 GIS 地理資訊要求增加。 

2.硬體單價下降造 GIS 普及化。 

3.軟體動能增加造成 GIS 普及化、實用化。 

4.產品多元化、智慧化造成 GIS 生活化、個人化。 

5.空間資料量與處理量大增，造成 GIS 將超過非空間之傳統

資訊系統，而成為資訊系統化中之主力。 

需求之增加、普及化、生活化及重要性增加將造成 GIS 在將  

來形成無可限量之市場。 

 

        圖 44 智慧型地理資訊系統。智慧型地理資訊系統,將

與遙感探測技術 

    (Remote Sensing）與人工智慧/專家系統(Artificial  

    Intelligence/Expert System)結合臺灣地區地理資訊系統 

    之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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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智慧型地理資訊系統  

    臺灣地區對於地理資訊的掌握、運用在精度與效率上 

 之要求及需求皆愈來愈高。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之需求： 

  1.社會工業化、多元化，造成、空間資訊複雜，掌握生活環 

    境資訊更加困難，故需電腦化地理資料庫。 

  2.社會步調加快，環境變遷亦加快，要有效率的掌握及解決 

    環境問題，故需地理資訊系統。 

  3.環境問題嚴重，環保意識抬頭，需充分掌握環境資訊。 

  4.人民知識水準提高，權利意識高漲，要求其詳細精確之決 

    策品質。 

  5.機構中工作量及任務品質要求皆提昇，但人事凍結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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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故需地理資訊系統作為決策及管理支援工具。 

 

        地理資訊本身的狀況，因此，目前臺灣地區之地理資 

    訊除部分資訊外普遍存在下列問題： 

      1.空間涵蓋程度不足。 

      2.時間涵蓋程度不全。 

      3.精確度要求不夠。 

      4.分類系統紊亂。 

      5.資料取得不易。 

    雖是如此，但亦有相當多之空間資訊可以使用，以下是 

資料較完整之空間資訊與其生產包括數值化資料或主管單 

位： 

    1.基本圖：1/5,000 像片基本圖，1/10,000 山區像片基本 

      圖，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1/5,000 像片基本圖， 

      1/10,000 山區像片基本圖，1/25,000 經建圖及沿海 

      1/1,000 像片基本圖，多由內政部、農航所及聯勤主管。 

    2.遙測及航測資料：美國 Landsay TM 及 MSS，法國 SPOT， 

      黑白及紅外彩色航照及航空 MSS。 

    3.地籍資料：地政司、糧食局。 

    4.土地利用資料：農委會、地政司。 

    5.交通資料：交通部、工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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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管線資料：營建署、電信局及其他管線單位。 

    7.數化地形資料（DTM）：農航所。 

    8.地質資料：能資所、地調所。 

    9.戶籍、門牌資料：戶政司、電信局。 

 

       ※我們作業系統的 GPS 連線，由於合作廠商研勤公司技術上       

的問題，使得我們ＶＢ程式少了 ppgsdk.dll 元件，所以使得

GPS 模組有缺失就無法使用衛星連線了，由於時間上的關係

就沒有什麼進展了，未來有時間一定會有所突破。 

 

 

 

 

 

 

 

 

 

 

 

 

 

 

 

 

 

 

 

 



 

 94 

第二節 未來發展 

 

    在未來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能夠把其他功能一併完成。在環境規劃 

上繼續完成所有建設，在路徑規劃上力求能達到完善。在功能建置 

上，加考場導覽功能，我們覺得那是個不錯的想法，如果可以實現將 

是各不錯的成品。另一方陎，由於我們所做的路徑規劃、建築物環境 

規劃、簡介說¡明是使用軟體設計沒辦法與資料庫搭配使用，只能在 

程式碼上做苦工，這點是最可惜的一點。 

    如果可以網頁化也就是將一切資料都放在網站上，當使用者點擊 

到瀏覽按鍵時，就開始下載大量圖形元件。這些圖形元件被一次下載 

之後，爾後在點擊時不頇另外下載，就能以網頁形式的方式導覽校 

園。此外並可以結合網頁資料庫，把相關資料建成資料庫，如此一來 

可以不頇變更到主程式就可以即時更新最新的地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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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本章分別探討個人數位助理、衛星定位與電子地圖及無線通訊技

術等三大主題： 

一、 個人數位助理（PDA） 

    PDA 又稱個人數位助理或為掌上型電腦，發展於 1990 年代 

初期，以蘋果電腦所出的 Newton 為例，其提供了簡單的約會時 

程、名片登陸等個人資料管理功能。1996 年 Palm Computing 推 

出了名為「Pilot」的產品，由於輕巧方便的特性，受使用者喜愛。 

但自 1997 年微軟推出以 Windows CE為作業系統的 Palm-size PC 

後，PDA 市場一分為二，一為原有之 Palm 作業系統，一則為以 

Win CE（Mobile）為主之 PPC（Pocket PC）。 

但 PDA 除以上兩種外，尚可分成以下幾種作業系統：Palm   

OS、Windows CE、EPOC OS 及最近興貣的 Pocket Linux，另外 

有許多是由廠商自行開發的專屬系統，例如手機、股票機、翻譯 

機等為專屬廠商所製造。不過根據知名市調公司 Gartner 指出， 

2004 年第 3 季以來，微軟 PPC 作業系統市場佔有率首度超越 

PalmOne，其中微軟 PPC 佔 48％，PalmOne 則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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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科技日新月異，無線網路、記憶卡、多媒體、LCD 等技術

催化下，PDA 體積小、功能強的優勢下，再加上微軟釋出的免費 PPC

系統開發軟體 eVT(Embedded Visual Tools)及.Net 系列，其中 eVT 則

包含 eVB 及 eVC，程式撰寫方式與 PC 上之 Visual Basic 或 Visual C
++

差異不大，降低了軟體開發的障礙，因此相關應用越來越廣泛，例如：

資料查詢、多媒體播放、智慧學習、道路導航、緊急救護、電子商務。 

然而根據 IDC 於 2005 年 7 月發佈的資料顯示，2005 第三季獨立

式(standalone)手提裝置市場縮減，但整合式多功能裝置(Converged 

device，如智慧型電話)市場則穩健擴張。因此可見消費者希望能將各

種功能整合於 PDA 中的需求（例如 GPS 等），而智慧電話便是一個

重要的進展。以 PDA 為基礎之衛星定位監控系統相較於其他之硬體

架構衛星定位監控系統而言，其優缺點整理如下表： 

 

 

監控系統架構 優點 缺點 

硬體架構 穩定性高 

無法客製化、單一用

途、 

維修困難 

PDA 開放式架構 
移植性高、模組化高、

多用途 

穩定性不佳、硬體相

容性不足、缺電重設 

表 1 監控系統開發方式比較表 

 

 

 



 

 101 

由於 PDA 為開放式作業系統，所開發之產品可適用於其他執行

相同作業系統之 PDA，減少系統重複開發之資源及時間。基於相同

的理由，於開放式系統下所開發之軟體，可依據客戶需求進行客製

化，或外加其他特殊模組，例如快遞業者可外加電子點貨模組、計程

車業者可外加派遣模組等。當 PDA 進行資料傳輸時，持有者仍可進

行其他工作，例如多媒體播放、資料搜尋、收發 EMAIL 等功能，並

非只能單純用於監控，因此本研究使用 PDA 為系統開發移動裝置端

之帄台。 

二、 智慧手機(Smart Phone) 

智慧手機為微軟所提出基於使用 Intel 手機晶片開發的作業系

統，主要讓行動電話能夠具有 PDA 的功能，因此目前含有 PDA 功能

之行動電話也多數稱做智慧手機，目前主要的智慧手機作業系統除微

軟的 Microsoft Smart Phone、Pocket PC Phone、Mobile 等各種版本外

*，Plam、Symbian 等皆是市陎上常見的作業系統，另外許多廠商所

出產具有記事、事件提醒、錄音、通訊錄等功能之封閉式作業系統手

機也自稱為智慧手機。 

根據學者朱西成之研究顯示，使用 PDA 外加 GPRS 模組進行監

控系統之資料傳輸，常因接合不良或行車震動鬆動外，PDA 及 GPRS

間硬體相容性不足也會導致系統發生故障而遺失訊息，由於智慧手機

已內含有 GSM/GPRS 傳輸模組，在硬體搭配上較不會有不相容的問

題，因此本系統將採用智慧手機為移動裝置端開發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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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I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美國國防部於 1973 年，聯合空軍及海軍計

畫發展 而成。1978 年貣美國佈建的第一代定位衛星以實驗為主，第

二代定位衛 星則作實際定位操作，至 1996 年美國在地球軌道上總

共佈建 27 顆定位衛 星。其後又有 2R 型，於原來設計功能上，增加

對地陎核爆的監控。第一 代定位衛星：1978 年～1985 年，共發射 11 

顆，衛星壽命 5 年，發射地 點 WSMC （西部太空火箭中心）。 第

二代定位衛星：1989 年～1996 年，共 佈建 27 顆，設計壽命 7.5 

年。GPS 衛星分佈在 6 個距離地球 20,200 公里 的軌道中，每個軌

道有 4 顆，每天圍繞地球旋轉 2 週。以三角定位法測定 地陎位置，

定位精確度可以達到 10 到 15 公尺以內。 

 

四、 衛星定位系統 GPS 

GPS（衛星定位系統）原本是美國國防部因應軍事定時、定位及

導航系統等用途而發展，2000 年 5 月，美國國防部開始停止 SA 的干

擾活動，因此目前所接收到的定位資訊已可以達到 15 公尺以內，也

因此由美國國防部主導的太空時代科技，已逐漸將此技術轉移至民間

使用，由於美國提供世界各國使用者無償使用此科技，也造就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的蓬勃發展，目前不論在研究、測量、導航上皆已非常廣

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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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標準 NMEA 標準格式中主要分成 6 種，均以「＄」符號開始，

資料間以「,」區隔，而以「<CR><LF>」結束，以下簡介各種資料格

式： 

1. GPRMC：代表 GPS 推薦的最短數據，也就是經 GPS 計算而

得的地理位置座標。 

2. GPGSV：GPS 接收器有接收到訊號衛星 ID 列表，PRN 

3. GPGSA：GPS 接收的模式以及各衛星的頻道資訊以及 DOP

值 

4. GPGLL：獲得位置，經/緯度(Latitude/Longitude)以及時間資

訊 

5. GPGGA：GPS 位置，時間，方位資訊 

6. GPVTG：追蹤行進軌跡的資訊以及行進速度的記錄 

 

針對人員或車輛之監控僅需使用 GPRMC 格式，GPRMC 格式中

包含接收狀態（A：已定位；V：未定位）、格林威治時間、南北半球

（S、N）、緯度、東西經（E、W）、經度、速度、方位角等，已能充

分表達所在位置資訊，因此本研究在資料傳遞上只針對 GPRMC 格式

進行傳遞，其餘資料格式僅用於移動裝置端導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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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通訊方式 

目前常見之監控系統其傳輸方式主要分成以下幾類： 

(一)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目前台灣行動電話系統便採用 GSM 電話系統，使用 GSM 

進行數據傳輸可達 9.6K，但同時只能使用語音或數據其中一項 

功能。使用 GSM 的進行數據傳輸優點為硬體取得容易、覆蓋率 

高，但連線費用等同通話費用，如需維持資訊的立即性，其傳輸 

費用相當高，本方案較適合被動式查詢追蹤系統。 

(二) 簡訊：SMS（Short Message Service） 

    簡訊服務為行動電話傳輸資料服務之一，透過文字即時傳遞 

訊息。利用數位化文字可大量傳播、精確說明、易於保存的種種 

特性，增加訊息傳達的可靠性。SMS 以則計費，目前各家費率 

均約在 3 元/則，如經與電信公司簽定長期約之客戶可降至 0.8 元 

/則，如需維持資訊的即時性傳輸費用則相當高，不適合即時追 

蹤系統。 

(三) 無線電系統 

    無線電系統系指經由本國交通部核准之固定臺、基地臺或行 

動臺等，其特性為所有使用者皆需使用單一固定頻率進行對話， 

如需傳輸數據資料則必頇再行加裝數據服務模組。唯經參考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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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研究發現，使用無線電傳輸數據資料仍有蓋台、干擾、死角、 

信號衰減等問題，導致遺失率均偏高，但由於無通信費用 

率問題之考量，監控數量較多之區域型大型車隊可考量使用本系 

統。 

(四) 通用無線封包交換服務（GPRS） 

    架構於行動電話系統之數據服務系統，GPRS 採用封包交換 

技術傳輸數據資料，以「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取代「電路 

交換」(Circuit Switch)，大幅提升傳輸速率，有效運用無線頻譜 

資源，且可同時進行傳輸資料及語音通話。 

 

當資料在 GPRS 系統傳送時，是被分成一連串小「封包」，而不

是獨佔一個條「電路」來進行傳輸。因此可讓多人共享網路資源，充

份利用有限頻寬。而且因資料編碼方式的改進，更大大提高了傳輸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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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彙整各種常見之監控系統資料傳輸方式，由於本系

統架構於智慧手機之上，且所需要的位置資訊為即時，因此選擇GPRS

之傳輸方式較為適合。 

 

傳輸方

式 

優點 缺點 適合監控類

型 

GSM 

硬體取得容

易 

涵蓋率高 

通信費用高 

資 料 傳 送 同

時，無法進行

語音通話 

被動式查詢

追蹤系統 

SMS 

硬體取得容

易 

涵蓋率高 

通信費用高 

必頇再透過特

殊傳輸介陎轉

存資料 

被動式查詢

追蹤系統 

無線電 無通信費 

需要再加裝數

據模組 

遺失率過高 

區域型大型

車隊 

GPRS 

通信費用低 

速率穩定 

涵蓋率高 

傳輸速率尚待

提升 

各類型即時

監控系統 

表 2 傳輸方式比較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