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只是資料
架構客製化的海洋科學資訊服務

海洋學門資料庫 (ODB)翁其羽

1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學門資料庫 2

溫度 / 鹽度 / 深度
海流

多音束聲納
單音束聲納

重力
波浪雷達

海床底質剖面
二氧化碳分壓

NOR 2
NOR 3

NOR 1 ARGO 水文剖面SVP 漂流浮標軌跡資料數據可視化海面溫度圖層海面葉綠素濃度CTD 溫度統計圖台ADCP 海流統計查詢海底地形地貌名Glider 觀測網海洋研究船位航跡潮汐與潮流預報海洋數值預報統計平均場查詢海洋渦旋偵測ECMWF 風場預報視覺化動態流場海面高度衛星遙測海面高度異常值地轉流向量場海表溫度鋒面表面漂流軌跡推算水深斷面擷取浮游動物群聚分析海洋影像辨識資訊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學門資料庫 3

整合與展示

駕駛專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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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Information Strategy
Stream of Information

Logs

IoT

ExternalAPI

Message brokerEvent queues,API gateway, Service router,DB, NoSQL DB

MicroService

• 並非追求結構的複雜化而是以“完成任務”導向架構最簡化、可調性 (scalability) 結構
• 資料、服務分散化，有助於可調性架構。資訊在其中的“流動”是架構設計的考慮重點

• 然而資訊服務結構的可調性，完全取決於基礎 IT 軟硬體的配合
• 開源化、開放性架構會是長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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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船即時資訊互動系統
Interactive Real-time Information System on NOR1

Infrastructure of BioQuery API
Identification Keys of Calanoid Copep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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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科研調查時協助船上作業人員
掌握即時船舶動態強化部門協同作業
資料即時檢視比對確保儀器運作正常
實時作業影像監看提升人員作業安全
科研設備影像串流了解設備運作現況

研究船即時資訊互動系統
Interactive Real-time Information System on NOR1

6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學門資料庫 7

研究船探測資訊系統 IRIS

訊息代理伺服器( 資料收集 / 轉送 )

感測器( 提供資料 )

IoT MQTTBroker

Data Information Strategy
訊息代理伺服器
可同時提供多位使用者依需求訂閱資料並呈現
EX:研究船副控室電儀室濕式實驗室作業甲板匯入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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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街圖服務 (Open Street Map)。 ODBWMS 底圖服務 - 全球水深 (ETOPO1)- 臺灣週邊海域 200公尺解析度水深

風向指示

行進方向

船首向

匯入TimeZero測線資料

研究船探測資訊系統建置─ 即時船舶動態
NOR1已完成建置之圖資服務系統：

船速小於 1節時自動放大作業區域

半徑 100米指示圓

近 1:1 圖示

風向指示

基於已建置的圖資服務及 IoT 訊息遞送網路系統， NOR1 可於封閉網路上發展相關 Web GIS加值應用。ODB將持續開發各式系統協助研究探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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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系統 - 儀器資訊看板／儀器串流畫面
接收儀器原始資訊，即時檢查 IoT 運作
儀器串流畫面與電儀室電腦畫面近同步 ( 有數秒延遲 ) ，可異地監控 CTD 、 Time Zero 、 EM2040 、 EM304 、EA640 、 EK80 、 ADCP150K 、 S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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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管理及研究人員查看下載最新資料
 即時掌握資料品質 快速查詢過往時段之海氣象資訊 配合地圖掌握資料與位置關係

海上作業後勤支援─ 研究船即時資料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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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船探測資訊系統建置─ 影像串流系統
研究船內部網路提供
• 研究船作業區實時影像供操作人員使用，提升作業安全
• 軟體操控系統畫面推播供一般人員使用，了解作業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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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群聚分析
 趨勢監測 環境變遷影響 分布預測

海洋生物物種分布

SpringSummerAutumnWinter

Calanus sinicu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Lat
itud

e

Salinity Longitude

Environmental gradient

SST

 區域物種組成 生態系統功能 自然資源評估 區域保育決策

生物多樣性

 物種保育 指標生物 生物棲息地 季節動態

Infrastructure of BioQuery API

Figure (Copepods) from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by Wilhelm Giesbrecht, 1892 https://t.co/0i9XNQEx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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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游生物物種類群資料明顯較不足
• 區域性尺度下，群聚豐度資料闕如

13Tittensor, D. P. D. et al.,  2010. Global patterns and predictors of  marine biodiversity across taxa. Nature, 466(7310):1098–1101.

西太平洋在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具重要地位

• ODB致力於蒐集東亞海域浮游動物、仔稚魚群聚豐度資料，將有助於理解浮游動物群聚生態在西太平洋所佔關鍵性連結的生態地位

Rombouts, I., et al. 2009. Global latitudinal variations in marine copepod 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6(1670):3053–3062.



Copepoda, 34871, 26%
Other Crustacea, 6%Hydrozoa, 4%

Polychaeta, 1%Gastropoda, 3%Chaetognatha, 2%Appendicularia, 1%
Other Zooplankton, 8%

Ichthyoplankton, 61438, 46%

Decapoda, 3%
仔稚魚

科技部計畫成果
期刊論文

研究室資料共享
公開資料庫

彙整臺灣周遭海域的生物拖網資料，且具群聚豐度之記錄為主。生物類群則以海洋浮游動物、仔稚魚為主。經資料正規化、學名校正、品質控制之後進入關聯性資料庫。

ODB Bio-database資料來源、內容、採樣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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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資料來源 https://chao.shinyapps.io/iNEXTOnline/趙蓮菊教授網站 iNEXT online

• 不重複發明輪子
• 更彈性地加入既有統計模組、套件

• 快速開發、部署
• 多數生態研究者並非專業的程式人

員，更希望彼此處理資料的方法可以
共享，把時間花在其他研究刀口

• 讓資訊服務回到生態研究問題上
• 尺度 Scale，以及區域間比較
• 與環境因子的關聯性
• 不同方法下是否得到再現、一致結果

• 資料模式、統計成果呈現

資料庫提供的資料服務，並非為了提
出新理論或統計上新解法，而是讓使
用者更便利、更快速使用資料、了解

資料與檢視資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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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ful API: curl https:/bio.odb.ntu.edu.tw/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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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B生物海洋資料庫架構與資訊服務

iNEXT
Geo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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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Keys of Calanoid Copepods
非典型資料 Context → Key (Features) extraction

Taxonmy, key link
Identification key

Reference, citation
Figure corresponding

Context → Key → HTML tags



18

MongoDB

GraphQLAPIGateway
Node Server

React Client
React-Query

Other REST API
GraphQL API

Context → Key → HTML tags → Web rendering by user query

3rd-party API
• 群聚生態資料規模“成長”有一定限制，資料的加值，與多樣資料的整合，以及容納外部資料來源將是未來重點。反映在資訊服務的實作上，朝向彈性結構的微服務與應用程式介面。
• 需求與可調性影響了資訊服務的基礎架構，也將影響資訊服務疊架的可能性，也常有取捨 e.g. 不重複發明輪子、快速部署開發VS. 服務的效能與規模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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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BHidyviewer ─「海的」資料展示網頁(http://odbgo.oc.ntu.edu.tw/odbargo/)

海洋地名圖層、物理環境疊圖，如海表溫度、溫度鋒面、渦旋、海流等

資料來源、資料匯出、航次規劃工具

Argo水文溫鹽深度剖面、溫鹽密度分布、附近3D地形、
SVP漂流速度、其軌跡海水溫度、時間序列等圖資

臺灣周遭海域Argo、 SVP數量與時間顯示／控制 表層平均場漂流軌跡模擬



20

海上作業後勤支援─ 開發各式探測輔助工具C-Plan 航次規劃小幫手
• 含探測航程作業概況
• 自動估算航次時程
• 任意擷取測站 /線縮圖-快速製作出海申請單- 協助海委會進行出海計畫審查

一鍵產出 PDF

跨平台支援： Hidy馬上看

航次規劃輔助：颱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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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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