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室簡介

本研究室係發展及應用資源調查技術，
進行資源調查實務應用，並透過適當的工具
及分析方法。對所蒐集資料進行管理分析，
最後將分析所得結果提供資源管理規劃與決
策使用，提高資源經營效率。

近年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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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發展適用林業知識管理的原理與技
術，提昇林業知識。

３.林業知識管理：

根據林火原理發展適合用於台灣環境。包
括火前火中及火後的林火管理體系。

２.林火管理：

運用調查分析結果，針對不同資源管理目
的，發展規劃技術，協助經營決策進行。

１.資源管理規劃：

管理面

運用各種統計分析方法，結合地理資訊系
統所具備的空間分析方法，發展針對不同
資源主題的分析技術，讓資源調查成果能
夠具體分析出有意義的資訊，以提供實務
單位管理決策使用。

３.資源分析技術研發與應用：

應用各種不同資料庫管理技術，整合空間
及非空間的各種資訊，發展適用於相關調
查資料的資料庫管理系統，並透過網際網
路的連結，讓使用者能快速地掌握資料庫
內容，提昇資料使用率。

２.資料庫管理技術研發與應用：

整合全球定位系統（GPS），研發適用於
不同空間尺度資源調查需求的調查技術，
同時結合國內相關自然資源之經營管理單
位，進行實務應用測試，讓所研發的技術
能落實應用。

１.資源調查技術研發與應用：

應用面

一、溪頭營林區崩塌裸露地變遷分析

利用遙感探測技術，對台大實驗林溪頭營林區進行崩塌裸露地
的植生恢復監測，同時也利用11的衛星影像來瞭解本區的崩塌
裸露地歷史，進而得知數個崩塌裸露地的熱點。從過去11年的
崩塌裸露地可以看出，溪頭地區的崩塌裸露地多發生在1996
年、1999年及2001年，這三年分別有賀伯颱風、921集集大地震
以及桃芝颱風等三個大型的天然災害發生，尤其是921集集大地
震以及桃芝颱風，兩者分別新造成112.88公頃及140.54公頃的
崩塌裸露。不過在這些大型天災發生後的兩、三年，植生的恢
復相當迅速，均可達到八成以上的覆蓋率。

崩塌裸露地屬性

研究方向

二、遙測技術於海岸林分植生演替變遷監測之研究

衛星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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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裸露地頻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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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賀伯風災與921大地震 B、921大地震與桃芝風災

舊崩塌裸露覆蓋恢復區

舊崩塌裸露擴大區

新崩塌裸露區
植生覆蓋恢復區
重複崩塌裸露區

森林資源是休閒遊憩活動的重要資源，尤以現今以永續生態經營為目標，森林資源於
遊憩上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路線的規劃在旅遊行程中是核心的部分，其必需考慮
許多面向，如時間、體力等，這些必需被考慮的面向是一種條件的限制；而山區活動
的進行主要受坡度影響，因此必需充分的掌握遊憩地區的資訊，才能夠妥善規劃。旅
遊路線的規劃屬於線型資料分析的範疇，藉由地理資訊系統內的動態路段分析，可獲
取道路上各項資訊的分佈；藉由各路段的資訊配合動態規劃的概念，使用地理資訊系
統路網分析的功能，可依照不同的旅遊目的尋求最佳化的旅遊路徑 。

三、溪頭步道美質、時間與熱量之路網分析

步道資訊之獲取 步道土地覆蓋型分佈

步道美質分佈

步道坡度分佈

步道之各項資訊

最佳化路徑之選取

以同樣之起點與終點

不同目的選取之最佳化路徑

以最短時間為目的 37.89 (mins)

以最高美質感受 分數: 4.04

海岸林分因外界的干擾，如颱風、東北季風，常造成海岸造林地的林相破裂，形成旺
盛的植群演替現象，所以針對海岸林分的植生演替變化監測，是瞭解海岸林分動態變
化的重要資訊來源。由於植生演替變化緩慢，所需監測時間常較為長久，若在監測實
施之前未設置監測樣區，往往造成此種演替監測在時間的軸向上，因缺乏比較的監測
基線樣區，導致僅能進行目前或未來的監測工作。遙測技術利用不同載台承載不同感
測器，能在同一時間對於大面積的區域，進行永久性記錄的量測工作，能提供歷史性
的記錄資料，常做為追溯以往生態變化的重要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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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區規劃示意

不同孔隙形成期分布圖

開授課程

森林多資源調查
(Forest Multiresource Inventory)
高等生物統計學
(Advanced Forest Biometry and Practice)
生物統計學
(Biometry and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