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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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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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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觀測站架設緣起

觀測站資料種類與蒐集流程

網站架設技術

觀測站資料呈現方式

● 自動化流程之設計

� 如何擷取外部資料網站之API並記錄數據到資料庫

� 如何擷取本站即時監測資料並撰寫成API，以自動

更新的方式發布到網站上

● 會員系統的建立以及使用者如何下載觀測站的長期資料

觀測站資料庫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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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之前
…

森林政策

水資源政策

集水區管理

淨零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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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esourc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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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SER翡翠站 –Monitoring Sites

溪流、水庫

湖泊生態系代表

架設於大壩前

中研院與翡管局共同維護

森林自然背景

本區為次生林

福山森林集水區為背景站

與林業試驗所共同維護

農林複合的茶園

茶園佔金瓜寮溪7％土地

金瓜寮新設設上、下游站

與水特局共同維護

https://www.ltsertwfeits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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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站位置與站點分布



資料蒐集流程

NAS
觀測集水區

採樣

儀器化學分析

環境監測
自動儀器

即時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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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代理伺服器

NGINX

本地端主控台，擷取

後端資料庫內容並

利用前端渲染提供

使用者瀏覽網頁

使用 python 數據分

析即時監測資料 即時

更新於資料庫

前端 React.js 

使用 SPA (Single – Page - 

Application)技術，跟傳統的 php 不同 

點選不同頁面時不需要重新傳送請求

於伺服器

後端 Django

資料庫 PostgreSql

NAS

透過AWS購買網域，

並指向架設於所屬

臺灣大學之IP位置

通過SSL數位憑證，確

保使用者在網站行動

或輸入資料的安全性。

網站架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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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即時監測資料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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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中央氣象署、水利署、農業部…等開放式資料API

使用 Python 抓取API之回傳資料

存取到後端已建立好之表格，透過前端渲染提供資料給使用者

每小時 Python 程式自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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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應用程式介面）是一種允許不

同軟體應用程式互相溝通和交換

資訊的協議。透過API，開發者能

夠存取特定程式、服務或資料庫

的功能，而無需了解其內部實現

方式。

API促進了程式間的整合，提升

了應用程式的互通性和擴展性，

使開發者能更有效地建立新功

能或整合現有功能。

開放式資料API

本資料庫目前取用包含中央氣象

署、水利署、農業部等開放式資料

API，藉以即時同步水源特定區內

相關測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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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API

水利署API

中央氣象署API



API擷取流程(以水利署為例)

自水利署API呼叫JSON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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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JSON檔案中之水源特定區內

水位站之水位與時間數據

將水位站之水位與時間數據存

取到後端已建立好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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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即時監測資料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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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監測儀器
數據回傳到研
究室主機

觀測資料同
步更新於伺
服器主機

利用 Python 每10分鐘自動抓取同步之觀測資

料中最新筆數，並更新至 PostgreSQL 資料庫

當資料庫被更新，前端使用者透

過 API 即可獲得即時資料

NAS

觀測資料同步異地
備援於NAS系統

提供資料給使用者



本站即時監測資料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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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即時觀測資料量相當複雜且龐大

，透過python程式碼的截取，提取原始

資料中所需項目數據，更新到SQL資料

庫中，大大提升資料庫的使用效率

觀測資料來自福山林外氣象站、福山林內氣象站、福山自動水質站、金瓜寮上游氣

象站、金瓜寮上游水質站、金瓜寮下游氣象站、金瓜寮上游水質站…



資料庫管理程式

PostgreSQL是一個開放式、高度擴展的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RDBMS)，支援事務處理、複雜查詢、正反器等豐富功能。其優

點包括高度可靠性、遵循SQL標準、支援多版本同時運行、強大

的擴充性、廣受開放性程式碼社群支持。同時也支援地理空間

數據和JSON型態。PostgreSQL被廣泛應用於企業和開發者社群

，為資料庫管理提供可靠且彈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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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會員註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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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系統註冊

範例：登入後選擇會員中心 → 資料下載 → 上游氣象站



即時監測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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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即時監測資料 → 選擇想要的資料欄位 → 測站時間 → 點選下載即可獲得壓縮檔案

觀測站的會員帳號，其中除了包含信箱驗證、使用者背景調查等流程，也提供使用者個人資料與密碼

修改的功能。可供下載的資料建置於會員中心，僅提供註冊會員並下載完整資料，除了防範資料濫用

，更可追蹤使用者屬性與統計資料使用次數。



網站年度訪問人數接近1000人，主要來自台灣，另有部分來自於

美國與中國。

資料服務方面，包含水文氣象、水質、土壤物理參數，每個月資料

筆數平均超過30萬筆，詳細測項為：

● 日照輻射量、降雨量、風速、風向、平均氣溫、水氣壓、氣壓、相對溼度、

打雷次數、土壤溫度濕度鹽度、河川水位、水溫、導電度、濁度、溶氧、

pH、光合有效輻射、葉綠素a、Phycoerythrin (藻紅蛋白)、Phycocyanin (藻

藍蛋白)、氧化還原電位、CDOM、鹼度、主要陰離子（氟、氯、亞硝酸、硝

酸、硫酸）、主要陽離子（銨、鎂、鈣、鈉、鉀、鍶）、矽、溶解有機碳、總氮、

水氫氧同位素。

資料服務對象擴及公私部門，包含：

水特局、坪林採集人共作室、臺灣藍鵲茶、臺科大營建工程系、師

大環教所

資料庫運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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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福山手動採樣化學分析項目 (每周採樣) 420 485 556 495 待分析

金瓜寮手動採樣化學分析項目 (每周採樣) 581 475 975 803 待分析

福山微氣象觀測 (9項參數) (每10分鐘) 40185 40185 38880 40176 43200

福山氣象觀測 (自11月起從3項改為9項參數) (每10分鐘) 13395 13395 12960 13392 43200

福山水質自動監測 (4項參數) (每10分鐘) 17860 17860 17280 17856 17284

福山水位 (每10分鐘) 4465 4465 4320 4464 4321

福山3深度土壤參數監測 (3項參數) (每10分鐘) 13395 13395 12960 13392 12963

金瓜寮上游氣象觀測 (9項參數) (每10分鐘) 38376 26379 38880 40185 43200

金瓜寮上游3深度土壤參數監測 (3項參數) (每10分鐘) 12792 8793 12960 13395 12963

金瓜寮上游水位 (每10分鐘) 4466 4465 4320 4465 4321

金瓜寮上游自動水質 (9項參數) (每10分鐘) 建置中 建置中 建置中 7290 43200

金瓜寮下游氣象觀測 (9項參數) (每10分鐘) 40194 40185 38880 40185 43200

金瓜寮下游3深度土壤參數監測 (3項參數) (每10分鐘) 13398 13395 12960 13395 12963

金瓜寮下游自動水質 (9項參數) (每10分鐘) 建置中 建置中 建置中 7290 43200

翡翠水庫庫區逐深度水質記錄計 (10項參數) (雙周測量) 3820 3820 3820 5730 3820
19

資料庫資料筆數（近半年）
每月平均新增資料大小約為7.9 MB

(以11月估計)



觀測站與研究資料寄存所

2
0

即時監測資料可在depositar同步更新

增加資料庫的能見度

加強資料庫保險

利用關鍵字與其他資料庫連結



推動資料庫進入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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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網站已大致完成英文化作業，為推動本觀測站資料庫之國際化旅程邁出第一步



推動資料庫進入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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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與美國CZO（Critical Zone Observatory program）的Dr. Tim White與日本福島計畫Dr. Yuichi Onda，將LTSER觀

測站點登錄至CZEN中。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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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站與網站大致建置完成

（進行中：實體站維護、網站-英文化、改善、推廣）

擴大交流與合作

（進行中 :在地聲音、國內外社群）

目前的初步分析已經發現一些科研議題

（進行中：持續觀測、多方討論）

具備孵蛋器功能，呼應社會生態議題發展

（進行中：深化社會生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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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Thank you for l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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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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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保育經理及實習」，台大地理環境學系

「水文學」，台大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引導大專院校課程進入觀測站，除了協助同學接軌

未來的專業實務，並培養長期觀測人才



觀測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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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地圖－社區參與式作圖工作坊

留一手捕撈技能—與水共生：從傳統捕撈到公民科學家

深入在地社區以推廣觀測站，透過參與式作圖、水質計

發放，訓練居民參與觀測，提高公民科學發展潛能。



觀測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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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Jamia Millia Islamia中央大學學者

Dr. Hasan raja Naqvi參訪

以色列理工學院之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

Dr. Daniel Orenstein參訪

比較並討論台灣與喜馬拉雅山區山地農業集水區之差

異、交換ILTER、LTER-Europe的觀測經驗。



觀測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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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工作坊-Dr. Rudolf de Groot

團隊帶領ESP學員參訪金瓜寮觀測站，同時也聯絡在地

利害關係人包含坪林區長周慶珍、茶農、居民加入與會

，除了推廣生態系服務之概念，更達到推廣觀測站能見

度之效果。



觀測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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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國際論壇

邀請包含台美日法義五國的成員與政府單位、在地青農

參與活動，除了比較各國的水庫集水區特色及管理差異

，同時促進決策單位、在地、學術單位與國際學者的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