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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rupal整合網路地圖服務之研究 

──以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為例 

A Study on Integrating Web Mapping Services with Dru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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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導航裝置與智慧型手機的風行，電子地圖已深入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

舉凡景點查詢、門牌查詢、路徑導航、轉乘分析、景點分享等都可以透過電子地

圖進行。臺灣的消費者多半習慣使用 Google Map，其地圖內容是由 Google公司

向衛星影像公司、航測公司、地圖公司等採購原始圖資後匯整編輯而成。而歐洲

則是以 Web2.0 的概念發展出開放街圖(OpenStreetMap, OSM)，以協同製圖

(Collaborative Mapping)的方式，由各地的使用者自行產生圖資。然而專業精確的

地圖通常必須由政府投資測製，作為空間資訊的基礎建設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SDI)，提供土地管理、空間規劃、大地工程等應用。為達此目的，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整合所轄：通用版電子地圖、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航測正射

影像等圖資，提供一套「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作為便民服務。該系

統採用OSGeo(Open Source Geospatial Foundation)所提供的OpenLayers程式庫開

發而成，為建立地圖及地理空間資訊的開放源碼(Open Source)程式語言。然而使

用者仍須學習 OpenLayers 程式庫，才能順利將該網路地圖服務加入網站。本研

究採用內容管理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Drupal 來降低使用者在網站

中嵌入地圖服務的門檻，利用其 OpenLayers 模組可整合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ping Service, WMS)發布之圖層並能從多重來源呈現圖磚(Map Tiles)和標記

(Markers)的特性，整合常用的消費級電子地圖及國土測繪中心圖資，提供使用者

一個簡易架站系統。 

關鍵字：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內容管理系統、Drupal、Open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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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網路地圖應用的普及，不論是在生活、學術或教育等各領域，對於網路

地圖的需求都逐漸增加。儘管 Google Map 提供了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讓使用者可以在自己的網站中加入 Google 所提供的

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ping Service, WMS)，然而使用者仍需要具備程式設計能

力，且地圖來源也僅有 Google一種。一般缺乏網路程式設計經驗之一般使用者，

只能透過超連結(Hyperlink)使用現有的網際網路地圖平台，缺乏有效擷取、分析、

呈現、分享地理資訊之彈性。因此本研究擬透過內容管理系統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 Drupal 來整合多元地圖服務，建構一套使用者友

善的網路地圖服務架站系統，讓即使是缺乏程式設計經驗之一般使用者，也能透

過簡單的操作，有效整合現有的網路地圖服務，並運用網路地圖來獲取自己想要

的地理資料、分享自己的地理資料，甚至透過網路地圖來進行研究。 

Drupal 的 OpenLayers 模組具備豐富的消費級網路地圖資源，可用來降低技

術門檻並快速架設地圖網站。因此本研究透過其可整合網路地圖服務發布之圖層，

並且能從多種來源呈現圖磚(Map Tiles)和標記(Markers)的特性，使 Drupal 之

OpenLayers模組整合臺灣公部門自產之專業級圖資，增加模組圖資的豐富程度，

藉由 Drupal 簡化架設地圖網站與相關應用之流程，提升一般使用者及各種程式

供應者對於專業級地圖的可及性，以追尋一個簡單架設地圖網站，但卻具備更豐

富圖資的 All in One地圖模組為目的。 

貳、 網路地圖分類與其提供之服務 

地圖的發展由「手繪」到「光學機械」乃至「攝影化學」階段的硬拷貝(Hardcopy)

圖，發展到「電子」階段的軟拷貝(Softcopy)圖。而在資通技術蓬勃發展下，網

路益發普及、頻寬不斷提升，透過網際網路傳輸數位地圖已成為一般消費者擷取

地理資訊的主要管道。本研究將依據網路地圖的圖資品質將其分類為消費級圖資

與專業級圖資。 

2-1、 消費級圖資 

Google公司所提供的 Google Map以及Microsoft公司所提供的Bing Map都

是由大公司投入大筆資金進行測繪，但免費開放一般消費者使用，其著眼點在於

大量點閱率所帶來的廣告收益，以及消費行為與趨勢分析。臺灣的應用程式開發

商與一般使用者主要採用 Google Map 地圖服務，而近年來在歐洲則是興起以協

同製圖(Collaborative Mapping)發展出 Wiki-style 的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這些網路地圖的訴求在於簡便易用而不講求精度，一般歸類為「消費級

圖資」。目前，Google Map 和 OpenStreetMap 提供的 API功能都十分完善，但由

於 Google Map 在臺灣的部分，地圖完整度比 OpenStreetMap 佳，且提供的地圖

工具較為多元，因此，臺灣的網頁開發與應用程式開發者多以 Google Map 為獲

取網路地圖服務的管道。 

2-2、 專業級圖資 

政府依照嚴謹測量規範所測繪之「專業級圖資」有別於消費級圖資，臺灣在

空間資訊基礎建設(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SDI)的規劃下，由內政部國土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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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置一套專業等級的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3，所提供圖資均經過

品質檢驗，符合測量級精度之要求。此系統的內容整合正射影像、通用版電子地

圖、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等核心基礎圖資。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

目前提供的 Web Map API服務僅有兩項。因此，不論在學術研究、生活應用以

及其他層面的應用上，公部門自產之專業等級圖資應用並不多元，降低了圖資本

身的附加價值。 

2-3、 網路地圖之比較 

根據上述討論，臺灣可使用的地圖資源豐富且多元，而這些地圖也隨著製圖

方式、製圖者、製圖的規範而有不同的特質，茲整理如表 1。 

表 1、網路地圖服務比較表 

 
                                                      
3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101年 12月 7日上線）：http://maps.nlsc.gov.tw/ 

 消費級 專業級 

網路地圖服務 Google Map 
OpenStreetMap 

(with Bing Satellite) 

國土測繪圖資網 

路地圖服務系統 

產製方式 Top-down Bottom-up Top-down 

向量圖資 
1.勤崴 1.影像數化、GPS

紀錄之軌跡編修 

1.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路網數值圖 

影像圖資 

1. 衛星影像 

2. 航測正射影像

(群立科技) 

1.衛星影像 1.航測正射影像 

特殊圖層 

1.大眾運輸 

2.路況 

3.地形 

1. Transport Map 

2. Cycle Maps 

1.都市與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 

2.門牌號碼 

優點 

1.都市地區更新快 

2.一致的處理原則 

3.可使用之相關應

用與產品較豐富 

1.POI豐富多元 

2.更新具即時性快 

3.道路屬性標籤豐

富且劃分層級多。 

4.符合地區需求 

5.開源地理資料 

1. 符合測量精度檢

驗 

2.定時劃區更新 

3.地理語意有一定

標準 

缺點 

1.遙測影像處理程

度不一致 

2.雲遮蔽影像部分

區域 

3.道路僅有簡單等

級畫分 

1. 地理語意可能模

糊 

2.版本變動大 

3.臺灣除城市地區

外，許多地區目前

尚不完整 

4.需要大量且自願

mapper 

5.雖有社群維護與

共同討論，但製圖

者素質不一，且對

於屬性的詮釋有主

觀意識 

1.有浮水印 

2.有密區 

3.更新速度較不具

即時性 

 

http://map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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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相關研究 

3-1、 網路製圖(Web Mapping)的技術與應用 

網路地圖服務系統的架設技術方式眾多，Athan(2007)將已知的 45種技術工

具根據相似功能進行分類，並選出各分類中較為穩定的開源免費技術工具作為

Type Reference，此外，也依據網路地圖服務系統較常提供的四種服務類型，作

為各種技術工具的比較方式，其比較內容包含：以地圖作為線上教育的工具；使

用者根據被定義過屬性的位置資訊，回饋自己的所在位置給網站系統；使用網站

地圖展示其工作的成果；線上進行資料收集與檢索。根據以上四種常用服務類型，

Athan設計三個Web Mapping 服務的情境，並根據各種情境進行功能、成本、風

險與所需技術的可行性分析，開源軟體能夠有效降低開發網路地圖服務的成本，

但有技術上的問題需要克服，因此 Athan在架設上有無法克服的問題。在 Athan 

的分類中，Drupal 為具有空間感知(Spatially-aware)的內容管理系統，可將帶有地

理標記的內容展示在地圖上。Drupal 也是一個免費獲取的開源軟體，在 Athan 的

技術工具分類中，Drupal 在該分類屬於穩定性較佳的 Type Reference，因此在架

設網路地圖服務上，是一項值得考慮的方案。 

3-2、 內容管理系統應用於地理資訊系統 

內容管理系統(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是一種網站系統建置的工

具，架設者可以根據網站所需的功能來建構所規劃的網站架構與內容，Drupal

即是一種內容管理系統，透過核心(Core)模組與附加模組(Module)的搭載，建構

符合需求的網站(鄭美如等，2012)，可以透過資料庫以一種直接管理網站的方式

來建立、編輯以及儲存 HTML 內容(Bergstedt, 2003)，因此，使用者不需要透過

網頁編輯器，也不需要撰寫程式碼，即可直接在網站的管理介面，針對需要修改

的部分做編輯。由於模組的客製化程度很高，因此可避免大量編寫程式碼或手動

修改程式碼，與透過 API 開發地圖相關服務的門檻相較，透過內容管理系統架

站的技術上門檻相對較低。 

目前在各領域也有不少整合內容管理系統應用在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案例，

如表 2所示。 

表 2、整合內容管理系統與地理資訊系統之應用案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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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案例研究根據不同需求而採取不同的技術工具使用策略，在內容管理系

統的使用上，主要都是作為網站的框架，提供一些入口頁面導覽與資料提供的部

分，進而搭配各自選擇的 Web Mapping 工具，雖然功能完善且豐富，但對於一

般使用者欲自行架設網路地圖服務來講，這是一項繁複的工作，使用者必須會不

同的工具，才有辦法提供網路地圖，因此在技術上會有諸多的問題，因此，本研

究嘗試以不搭配其他工具的情況下，完全以內容管理系統提供之 Web Mapping

工具做升級，讓使用者在架設網路地圖服務時能夠更加簡便。 

3-3、 OpenLayers 

OpenLayers 是建立地圖及地理空間資訊的 Open Source程式語言，其建立地

理空間資料的方法符合 OpenGIS 的規範標準，可透過遠端服務方式將地圖資料

載入瀏覽器中(林佳樺，2011)。OpenLayers 可將動態地圖嵌入網站的物件導向

JavaScript API，只要符合地圖的標準規範，便可匯聚不同來源的圖資到

OpenLayers 的地圖中，使用此程式語言製作的地圖是具有互動性的，使用者可

以放大、縮小地圖，也可以拖曳或調整地圖顯示的比例尺、勾選想要啟用觀看的

圖層，也可以標記想要顯示的位置資訊或是編輯向量資料。OpenLayers 的優點

之一是，它可以完全根據網站的架構客製化地圖，它也提供使用者自行定義工具

和設定，同時也支援新的地圖圖資匯入(Sauerwein, 2010)。 

由於 OpenLayers API 是由 OSGeo(Open Source Geospatial Foundation)在開放

時，採用WMS-C(Web Mapping Service–Tile Caching)規格，因此，OpenLayers

可以應用以 WMS 發布之圖資(陳世儀等，2012)，此外，它也支援 XML, GML, 

GeoJSON, GeoRSS, JSON, KML, WFS, WKT(Well-Known Text)等格式(林佳樺，

2011)，只要是能夠被支援的格式，即可在網站前台顯圖。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

圖服務系統亦是採用 OpenLayers 程式庫所開發而成。 

陳世儀等(2012)針對 OpenLayers 的特性，設計一套不須 GIS 套裝軟體，直

接使用 Web 伺服器搭配 OpenLayers API，提供自有圖資圖磚的網路地圖服務，

該服務應用 OpenLayers API 的開放架構，加值其圖資並鞏固服務效能，使得網

路地圖服務的架設少了一道 GIS 軟體的關卡，提供除了 GIS 套裝軟體與 Google 

公司產品外，另一種網路地圖服務架設的選擇。除了 OpenLayers API 本身提供

的功能外，Sauerwein(2010)在OpenLayers中使用HTML5的Canvas元素(element)，

Canvas是HTML5中透過Script用來繪製圖形的元素，有數種方法可以繪製路徑、

圓圈、方盒形以及加入圖片，根據這個功能，Sauerwein 以 OpenLayers 作為網路

地圖網站的底圖，嘗試使用 Canvas 在用戶端呈現向量圖層和網格圖層，雖無法

取代目前使用的 SVG，但卻是另一種視覺化地理資訊的方式。 

OpenLayers 對於圖資的匯入與工具的搭載，都有很大的彈性，只要符合規

範的標準，在新增圖資內容與開發新工具上都有相對地優勢，對於本研究之整合

多元圖資的目的來說，有極大的助益。 

3-4、 Mashup 

混搭(Mashup)指的是從各種來源資訊的結合，例如：將照片 Flickr的像片和

Picasa像片作組合(Yee, 2008)，也可以指的是結合各種網頁服務所產生的新服務

(林泰宏，2006)，透過 API, Javascript 或是 RSS，將不同的服務或資訊內容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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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網路服務。Mashup 的類型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服務端的 Mashup 服

務和內容的整合發生在伺服器中，也被稱為 proxy-style mashup；第二種是用戶

端的Mashup，服務和內容的整合發生在用戶的瀏覽器中。(Ort et al., 2007)。 

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為止，綜合所有提供 Mashup 服務的使用排名前 10

名如圖 1，以 Google Maps 為最大族群，此統計結果顯示了混搭服務對地圖的需

求很高，以及使用者平時所能獲取地圖服務的圖資來源較為單一。 

 

圖 1、前 10名被用來混搭的 API 

肆、 以 Drupal整合專業級圖資實作 

4-1、 實驗設計 

網路地圖的架構可分為服務端與客戶端，如圖 2所示，在服務端的部分，網

路伺服器是用來處理瀏覽器和使用者要求，處理權限、內容溝通、URL 的重寫

和其他前端的要求。利用 Web application server 連結某個 GIS API和伺服器、空

間資料庫(Spatial Database)；在用戶端的技術部分，透過瀏覽器支援 HTML和顯

示網格影像，ECMAScript 是 JavaScript 的標準化版本，用來實現用戶端的互動、

重構網頁的 Document Object Model(DOM)來回應要求，因此，此網路地圖服務，

使用 ECMAScript 的事件(event)是用來實現用戶端互動地圖的方式，這些事件的

類型很多，可以用來觸發執行程序或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Language(SMIL)的操作，對網路發送請求必須載入額外的資料和內容到網頁中，

大多數現行的瀏覽器都提供 XMLHttpRequest 物件，可以用來 get 和 post http 的

請求，並提供資料的回饋，資料的接收可透過 ECMAScript，這些資料可以被包

含進當前網頁或網路地圖的 DOM tree，SVG User Agent 交替使用 getURL()和

postURL()的方式來進行請求，即 AJAX，透過此方式能在不重刷頁面的狀況下

使用網路地圖，使得回應用戶動作的順序變得較為流暢。 

在傳統的網路地圖服務架構下，使用者必須了解不同來源的專業技術，使得

一般無專業背景的架站者無法輕易提供多元圖資的網路地圖服務，因此，本研究

將原本連結用戶端與服務端的複雜工具，以內容管理系統的模組取代，如圖 3

所示。透過內容管理系統的 OpenLayers 模組獲取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

統的專業級圖資，架站者可以同時使用 OpenLayers 模組內原本已連結之消費級

圖資及內政部提供的專業級圖資，而使用者不需瞭解過多的操作背景知識，只需

要了解自己欲提供之服務所需之模組，並且安裝該項模組，即可獲取所需的地圖

圖資，減免架設地圖服務時的門檻，並增添使用者可選擇圖資的多元性，同時也

可搭配內容管理系統提供的其他模組，來增添地圖網站有更多元的服務，達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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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服務混搭的效果。 

  

圖 2、網路地圖服務架構圖 圖 3、修改後的網路地圖服務架構圖 

4-2、 通用版電子地圖與通用版正射影像 

在消費級圖資方面，臺灣在都市地區的更新效率與圖資豐富程度是不容置疑

的，但在非都市地區的圖資，就會有不少問題存在，如圖 4，Google的遙測影像

即無法使用，若需使用此區影像圖資，便可選擇通用版正射影像的詳細圖資，如

圖 5；在電子地圖部分，縱然 OpenStreetMap 的更新效率佳，可以仰賴公眾力量

來建置，但在非都市區域圖資仍明顯不足，如圖 6，此時，完整的通用版地圖將

會是使用者的絕佳選擇，如圖 7。 

因此，本研究將以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提供之「通用版電子地圖」

與「通用版正射影像」進行整合圖資實作之目標，納入已具備消費級圖資的 Drupal 

OpenLayers 模組，讓架站者在選擇圖資時，可以依照各自的需求來做選擇。 

  

圖 4、Google Satellite（同區比較） 圖 5、通用版正射影像（同區比較） 

  

圖 6、OpenStreetMap（同區比較） 圖 7、通用版電子地圖（同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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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OpenLayers Module 

一般使用者可以直接透過 OpenLayer UI 來加入其他 WMS 所發布的地圖，

但是使用者必須具備投影座標及其他相關的地圖知識，考慮到無法假設每位架站

者皆具備此能力，因此決定將圖資直接加入 OpenLayes 模組的預設圖層中，如同

已預設在模組中的消費級圖資，架站者在安裝的同時，即可獲得專業級圖資的來

源選項。 

Drupal 的 OpenLayes 包含三個模組，其架構如圖 8： 

1. OpenLayers：核心模組和 API； 

2. OpenLayers UI：使用者介面和表單； 

3. OpenLayers Views：所有與建立地圖列表頁相關的部分。 

 

圖 8、Drupal 的 OpenLayes 模組架構圖 

欲在模組中直接納入專業級圖資，可直接在圖層 (Layers)的 inc 檔中

(openlayers.layers.inc)寫入欲新增至 UI的地圖，以通用版正射影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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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Aerial 

      $layer = new stdClass(); 

      $layer->api_version = 1; 

      $layer->name = 'taiwan_aerial01'; 

      $layer->title = '通用版正射影像'; 

      $layer->description = '以測製電子地圖時之空拍影像，經正射糾正後之正射影像預切之圖磚，為提供使用者選擇之另一底圖。'; 

      $layer->data = array( 

        'base_url' => 'http://maps.nlsc.gov.tw/S_Maps/wms_c?', 

        'params' => array( 

        'buffer' => '2', 

        'ratio' => '1.5', 

        'singleTile' => 0, 

      ), 

      'options' => array( 

        'TRANSPARENT' => 0, 

        'exceptions' => 'application/vnd.ogc.se_inimage', 

        'format' => 'image/png', 

        'layers' => array( 

      0 => 'PHOTO2', 

        ), 

        'styles' => '', 

      ), 

      'projection' => array( 

        0 => 'EPSG:4326', 

      ), 

      'isBaseLayer' => 1, 

      'layer_type' => 'openlayers_layer_type_wms', 

      'layer_handler' => 'wms', 

      'transitionEffect' => 'resize', 

      'weight' => 0, 

      'serverResolutions' => array( 

        0 => 156543.0339, 

        1 => 78271.51695, 

        2 => 39135.758475, 

        3 => 19567.8792375, 

        4 => 9783.93961875, 

        5 => 4891.969809375, 

        6 => 2445.9849046875, 

        7 => 1222.9924523438, 

        8 => 611.49622617188, 

        9 => 305.74811308594, 

        10 => 152.87405654297, 

        11 => 76.437028271484, 

        12 => 38.218514135742, 

        13 => 19.109257067871, 

        14 => 9.5546285339355, 

        15 => 4.7773142669678, 

        16 => 2.3886571334839, 

        17 => 1.1943285667419, 

        18 => 0.59716428337097, 

        19 => 0.29858214169741, 

        20 => 0.1492910708487, 

        21 => 0.074645535424352, 

  ), 

      'resolutions' => array( 

        0 => 156543.0339, 

        1 => 78271.51695, 

        2 => 39135.758475, 

        3 => 19567.8792375, 

        4 => 9783.93961875, 

        5 => 4891.969809375, 

        6 => 2445.9849046875, 

        7 => 1222.9924523438, 

        8 => 611.49622617188, 

        9 => 305.74811308594, 

        10 => 152.87405654297, 

        11 => 76.437028271484, 

        12 => 38.218514135742, 

        13 => 19.109257067871, 

        14 => 9.5546285339355, 

        15 => 4.7773142669678, 

        16 => 2.3886571334839, 

        17 => 1.1943285667419, 

        18 => 0.59716428337097, 

        19 => 0.29858214169741, 

        20 => 0.1492910708487, 

        21 => 0.074645535424352, 

      ), 

     ); 

  $layers[$layer->name] =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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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方式寫入通用版電子地圖，在安裝完 OpenLayers 模組後，預設圖層選

項即會包含原本已含之消費級圖資與新增的專業級圖資，如圖 9，架站者無須再

透過 UI新增WMS 發布的地圖。 

 

圖 9、Drupal 的 OpenLayes 模組的預設圖層已包含新增圖資 

4-4、 整合成果 

啟用 Drupal 的 OpenLayers 模組後，在使用地圖圖資時，可以避免寫 API的

門檻，以利更多人使用各種類型的地圖，整合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的

圖資，可以讓一般使用者更易接觸公部門所提供之專業級圖資，架站者只需點選

圖資即可使用，如圖 10、圖 11。 

 

圖 10、Drupal 的 OpenLayes 架站者選擇圖資之表單 

 

圖 11、點選圖資表單即可使用專業級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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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 Geophp 及 Geofield，使用者可以輕鬆搭配出一個以專業級圖資

為基準，用來收集點、線、面資料的網站，用來蒐集相關的地理資料，或者混搭

其他服務，如圖 12。 

 

圖 12、以 Drupal 的 OpenLayes 模組搭配 Geophp 及 Geofield 收集地理資料 

伍、 結論與建議 

透過內容管理系統 Drupal 社群所提供之 OpenLayers 模組，可以有效整合公

部門自產之專業級圖資，提升 OpenLayers 模組的圖資豐富程度，同時避免架站

者獲取專業級圖資的門檻，有利於架站者對專業級圖資的可及性，另一方面，也

可以讓大眾對於專業級圖資有更多的認識，了解在消費級圖資以外，另有一套具

備優良條件的圖資可以使用，讓專業級圖資的獲取管道從單一的政府網站或地圖

服務平台，擴及至開源的內容管理系統，提升圖資的能見度。本研究僅針對專業

級圖資的增添作探討，對於架站者與使用者的意見並未評估，因此，後續可針對

架站者與使用者對於圖資使用的意見反饋進行模組修正，進一步可針對結合專業

級圖資所能產生的應用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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