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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 – 建立

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 – 傳承

溪流自然解方分析架構 –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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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Generic Analytical Data Architecture

https://www.globaldatast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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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資料的描述、資料的蒐集、以及既有資料的再次使用

請說明收集或產生新資料的方法或軟體

陳述既有資料在再次使用上的任何限制或使用
條款（如果有的話）

闡述如何記錄資料溯源（ data provenance）
若有考慮過重用任何既有資料來源但最終決定
不採用，請簡述原因

提供資料類型的詳細資訊：數值、文本、圖像、
音訊、影片、混合媒體等

提供資料格式的詳細資訊：編碼方式、副檔名
等

決定使用某資料格式的理由爲何？

請優先選用開放、標準的檔案格式

提供資料大小及數量的詳細資訊

核心需求 



文件與資料的品質：

請將提供哪些後設資料來協助他人識別和尋得資料

將使用哪些後設資料標準（例如 DDI,TEI )
說明如何組織資料以及相關之專業標準、版本控

制、檔案夾結

需附哪些其他文件記錄才能使資料可被再用？

如何擷取以上提到的資訊以及將其記錄在何處？

闡述收集回來的資料是一致、優良，及如何記錄這一

切。這過程可能包括：校準，重複收集樣本或測量，標準

化的資料擷取，資料驗證與勘誤，資料的同儕評審，使

用的控制詞彙表述等。

核心需求 



氣候變遷下坡地災害
跨領域風險評估與動
態調適策略技術發展

流域水資源管理之

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
與智慧調適

糧食生產於未來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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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評估

發展氣候智慧調適
演算法-跨領域風險評

估與動態調適路徑建
構

    |  臺灣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之研究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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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氣候調適六步法建立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之整體架構與方法論，並落實於坡地災害、水資
源及農業領域

• 產製全台的風險評估地圖，輔助利害關係人進行高風險地區調適策略研擬

貳、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 – 建立



臺灣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之研究

使用寄存庫之前，我們對自己計畫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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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之研究

使用寄存庫之後，我們對自己計畫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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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看到的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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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檔
由 TopoIndex 產生之結果

雨量資料

由 ArcGIS 產生的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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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資料管理方案
    |  Data Management Plan (DMP)

跨領域研
究跨平台
交換數據

積極管理與
規劃資料

對後續研究
者提供良好

基礎

安全、長久
地儲存研究

成果

研究計畫開始之前即準備數據管理的工作，預先考慮原始數據生成、數
據保存和分析等方面，從而對數據進行良好的管理，保存並為將來再利
用做準備。

中研院
Depositar 
資料寄存庫



DEPOSITAR     |  資料寄存庫使用現況



DEPOSITAR     |  資料寄存庫使用現況



研究資料寄存所（depositar）這個網

站是中研院為了實踐FAIR資料原、

研究資料管理（RDM）及資料管理計

畫（DMP）在符合各項國際規範及標

準下建立的公開資料儲存庫

參、氣候智慧調適與跨領域氣候風險評估 – 傳承

https://data.depositar.io/


1. 所有研究人員均可註冊使用，用
管理和開放研究資料集

2. 開放原始碼軟體CKAN提供研究
人員更加方便建構客製化功能

開放且自由使用

資料集易取易得

具程式存取介面

1. 無限制註冊資格及寄存資料
類型，且無須安裝額外軟體

2. 可透過資料集各項資訊描述
或關鍵字，藉由Google等搜尋
引擎快速找到指定資料集

1. 可透過程式存取介面(API)，自動
取用並匯入資料集

https://data.depositar.io/


在閱讀一份整合性DMP專案時，建

議先了解各計畫間之相互關係，並

加以解讀資料所提供之訊息。

以下舉專案:TaiSMART(子計畫一)為例

後設資料所需三大資訊

1.時間資訊
（資料內容時間）

時間解析度

起始時間

結束時間

2.空間資訊

空間範圍

•空間範圍X,Y方向
最大集最小值

•空間解析度

3.管理資訊

授權條款

產製者

資料產製時間

資料處理歷程

專案分類

聯絡人資訊



在閱讀一份整合性DMP專案時，建

議先了解各計畫間之相互關係，並

加以解讀資料所提供之訊息。

以下舉專案:TaiSMART(子計畫一)為例

• 資料處理歷程對研究資料的交接非常重
要

• 詳細描述資料產製歷程能夠讓未來欲研
究相關領域之研究快速地使用此資料

• 日後若能提供「新增圖片的功能」能夠更
加地清楚描述資料處理過程

3.管理資訊
授權條款

產製者

資料產製時間

資料處理歷程

專案分類

聯絡人資訊



TaiSMART子計畫一工作流程



以極端事件邊坡分析結果為例

• 右圖為在資料寄存所中找到子
計畫一對於邊坡分析之分析結
果資料集

• 從右圖可以得知對於資料集內
的概述，以及資料集內儲存檔
案的形式



以極端事件邊坡分析結果為例

分析結果之資料集內
所儲存之資料與資源

可依照需求上傳不同
形式之研究資料 可藉由備註欄位讓查

找資料之研究員更加
料解資料的內容

資料處理歷程在DMP中為最重要的一部分，此處對
於資料產製過程描述的詳細與否，直接影響到下一
位研究員了解上述資料的分析過程及原理



小結–優點

❑ 研究資料寄存所（depositar）實踐了FAIR資料原則

❑ 隨時需要都能夠找到資料，省去人員變動上交接的時間，且資
料持續被系統維護

❑ 研究成果能夠分享給給日後做延伸研究的團隊

❑ 相較論文純文字描述原理、方法與結果，DMP可提供更為詳細
之操作流程，配合上傳之檔案與網址，可知曉數據來源與更詳
盡之資料狀況

❑ 驗證你公開發表研究成果，確保研究可見並具有影響力



小結–缺點

❑ 對研究背景需要有基本了解

� 如雨量資料中，頻率分析、降雨之設計雨型等

❑ 需熟悉研究使用的分析軟體

� 若想重現研究分析成果，除透過資料處理歷程按步驟做之外，還需要
對分析軟體有基本熟悉度

❑ 增加研究團隊行政工作的負擔

� 撰寫一份詳細描述之DMP需耗費額外的時間，即使對於研究資料詳
細的描述可讓日後研究人員更快速了解此研究資料，但在
撰寫時會增加研究團隊的行政負擔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25

本團隊112年執行「臺灣溪流自然解方分析架構與防洪標準之建立 – 以磺溪為例」
之研究成果寄存於中研院Depositar，依模型分類創建資料集。

肆、溪流自然解方分析架構 – 建立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二維水理分析

26

二維水理分析部分，包含HEC-RAS模型檔案、調整參數教學、效益指標處理方式教學，
於資料摘要處註明使用方式，其他使用者能夠直接了解。



延时符

二維水理分析

27

描述各模型涵蓋之基本資訊、時空資訊、管理資訊, 依模型建立過程和輸入參數, 詳細
說明資料來源與處理過程。

研究資料寄存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二維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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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製作模型參數調整教學、效益指標處理方式教學, 包含教學簡報及示範檔案，提供
其他使用者快速上手的指南，並能夠復刻研究成果。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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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部分，包含InVEST三種分析模型輸入檔案、調整參數教學，依模型
排序, 於資料摘要處註明使用方式，其他使用者能夠直接了解。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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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各模型涵蓋之基本資訊、時空資訊、管理資訊, 依模型輸入參數及資料, 詳細說明
資料來源與處理過程。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

31

特別製作模型輸入介面、參數調整教學簡報, 提供其他使用者快速上手的指南, 下載本
資料集之寄存資料, 並依照簡報輸入, 即可復刻研究成果 。

土壤保持

1861.94



研究資料寄存

延时符

生態系服務價值評估

32

此外，已將三種生態系服務價值分析成果統整為同一ArcGis檔案，方便查看以及後續處
理應用。



● 版本控制

● 如何讓資料更容易被尋獲

● 評估資料的潛在研究用途和使用者

● 計畫整合性提升?

● 對下一個類似計畫之助益

● 輔助認識新領域的導入過程

結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