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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與自然共存之道
是人類當前所面對最為迫切的挑戰



對生物多樣性的了解是克服此挑戰的必要條件

• 全球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 愛知目標 19 – 到2020年，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知識、科學基礎和技術已獲得

提升，且能廣泛分享、移轉及使用

• 2020後全球生物多樣性綱要之行動目標 20 – 確保相對應的知識可以引導生物

多樣性的經營管理決策

credit: RODRIGUE AKO



資料為獲取及應用知識的基礎

智慧

知識

資訊

資料

統整、連結

分析、解讀

判斷、應用

時空分布資料

物種分布動態

棲地破壞對物種分布的衝擊

迴避、縮小、減輕、補償措施

野生生物時空分布資料：什麼物種、在何時、出現在哪裡的資料



生物多樣性資料支援決策的挑戰

• 資料類型多樣 • 資料分散

人為觀察

機器觀測

典藏標本 文獻資料

遺傳物質萃取

資料的流通與整合為資料應用的關鍵



達成資料流通與整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讓生物多樣性資料成為開放 且 FAIR 的資料



什麼是開放資料？

按照 Open Definition 的定義：

開放資料能被任何人為了任何目的
自由地使用、改作與散佈

”Open data and content can be freely used, modified, and shared

by anyone for any purpose”

https://opendefinition.org/



資料的 FAIR 原則

CC BY-SA 4.0 SangyaPundir 

找得到 拿得到 可互通 可再用

資料與詮釋資料要存放於
可搜尋與下載的公開儲存庫

(詮釋)資料
要標準化

資料要詳盡描述
要以明確的授權方式釋出



GBIF 與 TaiBIF 的任務即是讓生物多樣性資料成為

開放且FAIR的資料

臺灣生物多樣性
資訊機構

資料流通

資料數位化
資料庫建立
資料發布工具
資料授權

資料標準化

物種名錄
達爾文核心標準
生態詮釋資料標準

資料模板

人才培育

工作坊
學術研討會

科普教育及推廣



臺灣開放的物種時空分布資料

14,698,604 筆出現紀錄 88 個資料集 19 個發布單位

https://www.gbif.org/occurrence/search?publishing_country=TW&advanced=1
https://www.gbif.org/dataset/search?publishing_country=TW
https://www.gbif.org/publisher/search?country=TW


資料整合所需要的條件

工具

知識
技術

合作網絡

資料

錢？



TBIA的成立

2017 TaiBIF、特生中心與林務局資料團隊開始定期交流

2018 夥伴關係的共識建立

2019 決定組成聯盟、邀請其他單位資料團隊加入
完成敏感資料開放原則

2020 提出共同願景
發布行動倡議、設定策略目標與行動項目
完成資料共享指引

2021 聯盟正式成立

2022 完成組織架構規劃
召開第一屆委員會
擴展聯盟成員



TBIA 成員含跨國內負責陸、海、淡水域

野生生物觀測與自然史典藏資料的單位



TBIA 成立的目的

期望藉由夥伴關係成員間的協作，促進生物多樣性
資料交換、標準制定、技術共享，以支援生態保育
、科學研究、教育推廣，並提升生物多樣性資訊的
能見度



TBIA 長期任務



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共通查詢系統

https://tbiadata.tw/

支援跨機關的一站式資料搜尋下載

結合物種出現紀錄與自然史典藏資料

提供生物多樣性資訊最完整的訊息

預計2023年底前正式上線
！

https://tbiadata.tw/


TaiBIF 的工作為資料整合打下基礎

TBIA 的成立開啟資料整合的新頁

接下來…

讓資料有效支援各類應用



整合的物種時空分布資料能提供什麼應用？

• 生物物種的分布位置

• 一個區域中的物種清單

• 生物分布的熱點

• 生物分布或族群的變動

• 關注空間的指認

• 關注物種的監測

• 保育資源的配置

• 保育策略的制定

• 保育成效的評估

• 科學知識的提升

• 知識推廣與應用



生物多樣性資料通常是不完整的

白鼻心分布點位

類群的不完整 空間的不完整

時間的不完整
臺灣黑熊的
出現紀錄筆數



如何讓不完整的資料成為有價值的資料？

• 填補資料的缺口

• 擴大合作網絡

• 降低資料進入網絡的門檻

• 針對缺口擬定資料填補策略

• 建立長期監測機制

• 依據應用目的正確使用資料

• 理解資料的限制

• 由專業人員進行資訊的解讀

• 結合模型的發展與應用

• 培養生物多樣性資訊學人才



TBIA 行動倡議

2021-2025的策略規劃與行動目標



TBIA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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