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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智仁
2023生物多樣性資料發布與應用工作坊

Rui-Yang Ho @ Macaulay Library
https://macaulaylibrary.org/asset/260785401



關於我

鳥類調查
族群監測
野生動物聲音辨識
生物分布資料開放與應用

小柯（柯智仁）

副研究員

資源管理組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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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野生動物與植物分布資訊
的開放資料應用平台



張藝鴻 系統工程師
- 全系統開發

- Drupal

俞佑錚

資料管理員
- 系統規劃
-模式建立

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TBN團隊成員

張慧玲

協同主持人
- 標本館

-植物調查

倪旻萱

平台經理
- TBN主站台
-公民科學

(新人loading)

資料分析師
- API

- 生物地圖

柯智仁

計畫主持人
- 總機

- 動物調查

陳佑真

內容經理
- 開放資料

-資料視覺化





TBN的主要功能：

1. 查某物種的分布位置
2. 查某地區的物種清單



功能1範例：
關注物種
草鴞的分布位置
查某物種的分布位置



功能2範例：
高雄壽山附近
5KM的物種清單
查某地區的物種清單



開放資料一鍵下載
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把資料下載打包回家



因為開放資料
整合應用模式才能實現
為什麼要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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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開放資料的正面效益

•理想的開放資料流程

•什麼是開放資料？（工作坊設定的定義範圍）

•以開放資料圓滿資料生命週期

•同場加映：TaiBIF vs TBIA vs T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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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的正面效益

1. 讓你的資料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知識的一環。
contribute to global knowledge about biodiversity  

2. 讓你與其他研究者與資料擁有者之間，迸發新的合作契機。
reveal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mong data owners and researchers  

3. 讓你蒐集與管理生物多樣性資料的工作價值被看見與重視。
Properly credited for your work to create and curate biodiversity data  

4. 讓你追蹤資料被使用與引用的情形。
trace usage and citations of digitized data  

5. 讓你滿足要求資料必須開放的計畫支助條件。
make data freely accessible at the end of 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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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知識的一環

•就能成為保育與永續發展的解方。
•舉例：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政府補助50%+的公共工程案要做生態檢核
（主要為彌補面積小不用做環評的小型工程案，如溪流整治）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水保局）會將工程場域於事先分級，被
歸類為一級檢核區的會在施工流程中加入生態初評、生態友善措施建議、
生態監測等作業程序。
• 生態檢核的分級依據的是工程案有範圍內有沒有敏感性物種分布（如保
育類或紅皮書物種）。
• 有沒有敏感物種的分佈的依據是符合FAIR資料原則的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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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生態檢核HANDBOOK
水保局（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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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發新的合作契機

•資料的發布促成了全球資料集的整合
•更容易讓志同道合且擁有彼此需要的知識的人找到彼此

•舉例：
• 蛾類採集者 x 氣候變遷學者 x 資料科學者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2500-2

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9-1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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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與管理資料的工作成就被看見與重視

•透過好的詮釋資料（metadata）撰寫
•彰顯資料搜集與管理過程中，不同角色的個人工作成就
•提升重視資料管理與發佈的機關或組織的能見度（厲害的KPI）

•撰寫成資料論文（data paper），透過學術引用，促進你的相
關工作成就在學界的認可

•（若希望有資料論文課程請跟TaiBIF敲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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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蒐集/清理
/管理資料的人

誰可以回答這個
資料集的問題

詮釋資料誰寫的

還有誰對資料集
有所貢獻



追蹤資料被使用與引用的情形

• GBIF對於資料集的引用與追蹤做得特別好
•可以透過追蹤他人如何使用你所搜集或典藏的資料啟發研究靈感
•很棒的KPI（而且統計GBIF幫你做好）

•（請大家期待第三天的資料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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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要求資料必須開放的計畫支助條件

•提升計畫的公益性
•促成研究成果的可再現性
•越來越多經費補助的申請條件包含開放資料
•或至少明確規劃與交代「資料最終放置位置」
• （通常不是個人電腦）

•研究期刊對於期刊論文所採用的資料應該要open access的期待
也日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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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 國科會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發展處-永續發展整合研究
• 112 年度計畫申請及議題：
• 「為促進研究計畫之科學資料產製品管、資料保存及研究成果資料分享。
鼓勵於研究計畫納入「研究資料管理方案(Data Management Plan, 
DMP)」」
• DMP需要明訂交代後續資料分享的方式。
• DMP所需經費最高可佔核定額度總數的10%。

•（請大家期待第三天的研究資料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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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
採集者

觀察現象
與記錄第⼀⼿

資料

資料
管理者

管理建檔
資料以協助知
識典藏

研究
發表者

建構理論
進⾏驗證
論⽂發表

策略
擬定者

評估資訊
考量情境
定下決定

⼀線
⼯作者

科學教育推廣
保育措施實作
⽣物多樣性

不論你的⾓⾊是何者
你都可以參與開放資料的貢獻與應⽤



開放資料促進研究調查資料
的應用價值

但最開始的初衷
只是覺得過去的資料躺在硬碟裡很可憐

尤其如果硬碟莫名壞掉的時候那種悵然所失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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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開放
讓你的調查人生
不留下遺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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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該怎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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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BIF IPT
資料發佈工具



TaiBIF IPT >>> GBIF



什麼是理想的
開放資料流程？
就是幫助我們達成前述各種開放資料的條件的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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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開放資料流程 = IPT的資料發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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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這場工作坊
要談的「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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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0（公眾領域貢獻宣告）
CC BY（姓名引用標示）
CC BY-NC（姓名引用標示+非商業使用）

補充說明：
以臺灣來說，「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在定義上等同於CC BY，所以採用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釋出的資料可以無痛改成在GBIF上以CC BY釋出。



FAIR Data Principle
科學資料FAIR原則
但資料不僅僅是有開放授權就夠，更完整的定義是資料要符合四個條件：
Findable、Accessible、Interoperable、Reusable



FAIR原則是根據2016年於Nature的系列期刊Scientific Data內發表的文章，
已被科學界廣為採用。這四個原則有很詳細的定義，請見後表：
doi: 10.1038/sdata.2016.18



doi: 10.1038/sdata.2016.18



CC BY-SA 4.0 SangyaPundir

找得到 拿得到 看得懂 可再用

資料及其說明有在可搜尋
且可下載的公開儲存庫

資料說明與格式
有依據資料標準

資料以可信賴
的開放授權釋出



符合 FAIR Data Principle 並且以
CC0 或 CC BY 或 CC BY-NC 或
釋出的資料
這場工作坊聚焦的開放資料的明確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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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得到 拿得到 可互用 可再用

可被搜尋 = 
有標籤跟有辨識號

可被取得 = 
有公開的取得位置

看得懂 = 
公用與流通的語言

不會被告抄襲 = 
符合著作權相關法律

不論你是誰、你在哪、任何時候，可以不受限的取得資料
並以CC0、CC BY、CC BY-NC使用的就是開放資料！

CC BY-SA 4.0 SangyaPundir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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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able
找得到

Accessible
拿得到

Interoperability
可互用

Reusable
可再用

用FAIR理解開放資料的to-do list

在公開的地方
介紹你的資料
詮釋資料

在公開的地方
放上你的資料
xlsx, csv, ⋯etc.

照公開的標準
整理你的欄位
Darwin Core

選適當的開放法律授權
宣告引用或使用方式
Creative Commons

這些全部，都可以在 TaiBIF IPT 上帶你一步一步作到好！

CC BY-SA 4.0 SangyaPundir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以開放資料圓滿
資料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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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生命週期



同場加映

TaiBIF、TBIA、TBN
這三個到底有什麼差異？！



TaiBIF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2004年成立作為國際組織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BIF）的臺灣節點
亞洲區唯一被GBIF 認證的資料託管中心（Data Hosting Center = IPT）
臺灣物種名錄（TaiCOL）等生物多樣性資訊基礎建設骨幹的建置與推動者



TBIA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Alliance
2021年由 6 個創始成員簽署MOU成立夥伴關係（2022年+2，今年預定再+2）
夥伴關係成員皆為管理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政府組織
串聯夥伴單位資料庫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入口網預定於今年（2023）底正式上線



TBN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
2007年開創；2017年改版為開放資料整合流通平台
今為臺灣生態檢核等資料使用者最常取得應用資料的平台



骨幹 開放 整合 應用

TaiBIF TBIA TBNTai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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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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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
建立信任
促進協作
克服逆境
冠羽畫眉Rui-Yang Ho @ Macaulay Library

https://macaulaylibrary.org/asset/260785401



Q & A
~ 開放資料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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