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地圖

2-3

地圖的種類



2地圖

觀察 請說明以下兩張地圖有什麼差別？



2地圖

1:50000基本地形圖豐濱圖幅(局部)

土地
利用

水系

地形

區界

聚落

內容是包括多數

基本資料之綜合

性地圖

以了解當地概況

普通地圖

涵蓋自然

與社經現象



2地圖

主題地圖

表達某種特定地理現象，與主題無關的資料省略。

世界各國主要地標分布圖世界各國主要使用通訊軟體分布圖（2020年）



2地圖

觀察 請說明以下兩張地圖有什麼差別？



你認爲這樣的地圖對現代人
來說有什麼用處呢？



2地圖

思考與分析

1. 沒有精確的比例尺、方位和座標

2. 能呈現過去的地表景觀

3. 反映當時人們對於地表的認知

4. 可作為環境變遷的參考

古典地圖
乾隆台灣輿圖



第三節 地圖的種類

地圖
類型

內容

古典
地圖

1. 呈現過去的地表景觀，反映當時人們對於地
表空間的認知，可作為環境變遷的參考，是
了解歷史的基礎資料

2. 通常沒有準確的比例尺、方位和座標
3. 能表示地物的① ，無法表示絕對位置相對方位

二、古典地圖與實測地圖：依是否採現代測繪技術區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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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圖

觀察

圖片來源：台灣堡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下列地圖中，
具有哪些古典地圖沒有的要素？



2地圖

思考與分析

1. 臺灣最早的實測地圖

是臺灣堡圖(日治)。

2. 以現代化測繪技術較

接近實際地表狀況。

3. 地圖包括利於使用者

判讀的地圖要素。

圖片來源：台灣堡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http://www1.geo.ntnu.edu.tw/~shensm/Course/CourseWork/TaiGeom_Stu/%E5%8F%B0%E5%8C%97%E7%B8%A3%E4%BA%94%E8%82%A1%E9%84%89/images/22.jpg

比例尺 1:20000

圖名



2地圖

思考與分析
臺灣堡圖圖例

現代化的科學測繪技
術：包括比例尺、座
標、方位和科學測繪
圖例等地圖要素。



第三節 地圖的種類

地圖
類型

實例

實測
地圖

1. 臺灣最早的實測地圖為日治時期的
② 。

2. 經建版基本地形圖一

臺灣堡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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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不同時代的地圖
對人類的意義是什麼呢？



2地圖

1904日治時代臺灣堡圖 2001經建三版基本地形圖

市區的擴張，多由早期
的水田轉變而成。

環境變遷的疊圖分析



2地圖

藉由兩張不同年代地圖的

比對，可發現板橋城牆已

被拆除，城外也曾發展過

小型製糖業，河中沙洲地

已成為都市聚落，湳仔(湳

雅)地名則是今日湳雅夜市

名稱的由來。
新北市板橋的百年變遷

現今
湳雅
夜市

新北市板橋的百年變遷



不同時代的地圖
可與後續的實測地圖進行比對
進而認識一地環境變遷的情形



2地圖

看過齊柏林導演的看見臺灣嗎？

齊導演如何拍攝出美麗的紀錄片？



2地圖

彰化縣彰化市高爾夫球場附近的像片基本圖（民國95年）

1 拍攝航空像片

2 進行空間定位

3 影像幾何校正

4 加上圖形符號

航照圖

除了像齊柏林導演記錄地表實景外
也可以利用空照圖繪製地圖



2地圖

距地面較近：

空間解析度高

能清楚呈現地面的

實景適合小範圍地

理實察

臺北
101

世貿
中心 信義區

公所

圖源：歷史圖資展示系統。http://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urban/map/

航照圖



就像看YouTube影片
144P和1080P的差別

衛星影像也有同樣的特性



2地圖

觀察

這是蒙娜麗莎 這也是蒙娜麗莎

空間解析度高

網格邊長較短

網格數量較多

記錄較精確

空間解析度低

網格邊長較長

網格數量較少

記錄較粗略

有什麼差別？



2地圖

觀察

放大500％

放大500％

高雄市愛河出海口
衛星影像圖，影像
解析度6.25公尺

圖片來源：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



第三節 地圖的種類

三、航照圖與衛星影像圖：依③ 不同區分。載具

地圖
類型

內容

航照
圖

1. 以④ 為載具拍攝地面實景，再經空
間定位及影像幾何校正處理後，加入圖形
符號、文字註記等地圖要素所繪製而成

2. 飛機飛行高度愈低，空間解析度愈高，愈
詳細

飛機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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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此時此刻

我們頭頂上究竟有多少顆衛星呢？



根據福衛五號與七號的特性
你認為衛星影像與航空照片

可能有什麼不同？



2地圖

圖為福衛七號軌道示
意圖，運行於高度
550公里處，約97分
鐘繞地球一次。

福爾摩沙衛星七號



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
式

地理透視鏡

2地圖

衛星監測北極浮冰變化

資料來源：NASA



2地圖

中央氣象局每10分鐘更新氣象衛星影像具即時性

衛星影像圖具即時性



下列兩張衛星影像圖有什麼不同？



2地圖

比對不同年代的衛星影像圖，可進一步
分析熱帶雨林被砍伐的結果。

巴西隆多尼亞州衛星影像圖

具對照性

0 40km 0 40km

巴西隆多尼亞州衛星影像圖

可了解大範圍地
區的環境變遷



第三節 地圖的種類

地圖
類型

內容

衛星
影像
圖

1. 以⑤ 為載具，利用光學感測器接
收地表反射或散射的光轉繪而成

2. 宏觀性：涵蓋範圍較⑥ 喔
3. ⑦ 性：接收衛星訊號，掌握立即資訊

遙測衛星

廣
即時

31

講義P46



2地圖

依溫度、高度或物質選擇

註：近紅外光係指波段在0.7～1.2μm的光。新竹縣立體育場WorldView 4 衛星影像（民國106年11月7日拍攝）

(甲)自然色影像
-可見光波段

第二體育場及足球場的人工草皮 第一體育場的自然草皮

(乙)假色影像-
近紅外光波段

衛星影像可感測不同波段的光



第三節 地圖的種類

地圖
類型

內容

衛星
影像
圖

4. 完整性：衛星可感應⑧ 的光，
可拍攝到肉眼無法看到的現象，如水溫變
化、植被差異或植物病蟲害等（圖2-21）

5. ⑨ 性（週期性）：衛星固定軌道，
比對不同時期的影像，可進行大範圍週期
性的環境監測（圖2-22）

不同波段

對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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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補給站

• 紅外光衛星影像，其色調依慣例顏色代表地物

地表
景觀

植物 聚落
裸露
地

清澈
水體

混濁
水體

雲層

顏色 紅色
灰綠
色

白色
深藍
色

灰藍
色

稀薄
白色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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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檢驗 3-1

35

1. 下圖為美國維吉尼亞州某礦區不同時期的影像，

圖中的灰白色塊為開發後的裸露地。依據衛星影

像判斷開發的順序依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丙甲丁乙 (C)丙丁甲乙 (D)甲丙丁乙。

答：B

甲 乙 丙 丁

講義P48



立即檢驗 3-1

1. 依據衛星影像開發面積(灰白色塊)的大小判斷，順
序為丙甲丁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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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檢驗 3-1

37

2. 由於遙測技術的發展，解析度不斷提高，下列哪

些地理現象可以利用衛星影像來進行分析？(甲)

苗栗山區露營地的開發；(乙)北極海歷年夏季海

水溫度變化；(丙)登革熱的擴散狀況；(丁)臺灣

地區雲層的移動情形；(戊)1900年至今臺灣西部

海岸線的變遷情形。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戊 (D)丙丁戊。

答：C

講義P48



立即檢驗 3-1

2. (丙)疾病無法從衛星影像呈現；
(戊)1900年無衛星影像可比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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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圖

觀察

紙本地圖 數位地圖

下列兩種地圖各有什麼優缺點？



2地圖

數位地圖的運用Google Cloud 和 Google Maps API

「即時口罩地圖」，
可幫助民眾即時掌
握全台藥局販售口
罩的相關資訊，了
解鄰近自己的即時
口罩販售地點和庫
存狀態



2地圖

• 擔心出門找不
到飲水機嗎？

• 臺灣的開放街
圖飲水機地圖

圖片來源：https://watermap.teia.tw/#map=12/24.865568043476262/121.29695892333986

數位地圖的運用Google Cloud 和 Google Maps API

https://watermap.teia.tw/


由以上這兩個地圖應用可知
跟傳統地圖比起來，

數位地圖有什麼優點與特性？



2地圖

• 資料的更新、存取快速

• 可套疊多種地圖資料

• 可任意縮放比例尺

• 行動裝置隨時存取

• 可根據自身的需要，自由切換底圖

特性

數位地圖的特性



2地圖

使用者可提供資料

使用者可提供地圖資

料或網路協作編輯。

可做其他加值應用

如日常生活、導

航、緊急救災等

數位地圖除了可以自由縮
放之外，還可以如何應用
於我們的生活呢?

數位地圖的優點



2地圖

數位地圖的運用

資料來源：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10/03/google-maps-makes-money/

在2016年中，數位地圖幫臺灣使用者
平均減少9% 的交通時間，相當於每人
減少324分鐘；以臺灣薪資水平換算，
共創造了新臺幣 480億元的價值。

在2016年中，透過讓使用者更有效率
規劃路線以減少堵塞，數位地圖協助減
少900萬噸臺灣碳排放量。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10/03/google-maps-makes-money/


立即檢驗 3-２

46

1. 有關紙本地圖與數位地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紙本地圖能容納的資料較多且詳細

(B)汽車導航系統是透過基地台的協助，可快速在地

圖呈現汽車的位置

(C)數位地圖進行分析與應用較方便

(D)所有數位地圖皆可以查詢，使用者也可以成為編

輯者。

答：C

講義P49



立即檢驗 3-２

1. (A)數位地圖能容納的資料較多且詳細；
(B)汽車導航系統是透過 GPS 的協助；
(D)並非所有數位地圖皆可開放使用者編輯。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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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鍵盤參與人道救援行動—

人道救援行動！你我都能參加

該小組繪製救災地圖的方式，是先篩選世界各地提

出的繪製災區地圖的申請，然後協調衛星影像公司

提供災區最新的影像，並透過任務分派的方式，讓

世界各地的志工透過網路，在開放街圖上繪製出當

地最新的地圖資訊（圖2-32）。該小組運作至今，

已累積繪製出約8,700萬份人道救援地圖，拯救了無

數的寶貴性命。



用鍵盤參與人道救援行動—

人道救援行動！你我都能參加

拜資訊科技所賜，人們參與人道救援行動，也可以

透過鍵盤繪製地圖來達成。學完地圖章節的你，能

不能也在空閒時間，共同參與人道救援的行動呢？。



繪製開放街圖流程

１ 註冊帳號

先至OSM官網
右上角點擊註冊



２ 接受任務

移至HOT官網

依任務標題選

擇欲接受的繪

製任務

標題：
尼泊爾路網

繪製說明：
連接道路網絡

繪製開放街圖流程



３ 選擇區域、繪製

選擇空白格子進行道路
繪製

４ 任務完成

繪製完成後，須等待驗
證通過，所有修改皆能
在OSM地圖上被看見

繪製開放街圖流程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地圖種類繁多
適當挑選地圖

可以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



地圖—地圖量測與判讀



方位判讀

環境變遷的影響

高度、坡度判讀

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距離、面積判讀

地形判讀

等高線疏密

坡度百分比

山脊、山谷

鞍部

地圖量測

與判讀

地圖—地圖量測與判讀



竹山

在大比例尺地圖判讀兩

地相對方向，以圖網方

格上方為北方。

土地公
崎頂

方位判讀 竹山在土地公崎頂的什
麼方位？

南南東方



方位判讀

可測目標物所

在之方位、傾

斜角度、仰角

等。

羅盤傾斜儀指北針

野外實察常用方位判讀工具

紅色指針指向北方。



目標物
羅盤傾斜儀器方位判讀使用方法

1. 氣泡要在水平位置。

2. 將羅盤傾斜儀的Ｎ

對準目標物。

3. 讀出指北針與N之夾角。

(1)E與W相反→便於判讀

(2)方向角度讀取外圈數字

目標物在N40°E

方位判讀



距離判讀

所測得之圖上距離，再除以地

圖比例尺，即可得實際距離。

(因地圖為簡化後的結果，測得

出來的數據與實際會有誤差)

直線距離 以直尺、圓規測量。

曲線距離 棉線、曲線計測量。



量測多次求平均值。

方格劃分愈小，
面積愈精確。

完整格*1
非完整格*1/2

面積判讀

方格法

在目標物上畫數個等大的正

方格，算出覆蓋所使用的格

子數量，再加以換算。

求積儀



高度、坡度判讀

1. 地表上高度相同各點的假
想連線，此線為封 閉 曲
線。

2. 利於使用者從地圖中判讀
出高度、坡度、地形等資
訊。

等高線之意義與功能



高度、坡度判讀

1.在相同水平距離下，

等高線間隔越稀疏坡度越小

等高線間隔較密集坡度較大

等高線之坡度判讀

緩坡 陡坡



等高線之坡度判讀

高度、坡度判讀

這兩個圓圈處
哪個坡度較陡呢？

乙，等高線
較密集

甲

乙



2.坡度百分比

(1)計算方式：得出兩地之間

的水平距離&垂直高度差。

(2)計算公式：

等高線之坡度判讀

兩地間的
坡度百分比

兩地高度差

兩地間水平距離
× 100%=

高度、坡度判讀



甲乙坡度百分比=             X100%

=25%

40m

160m

等高線之坡度判讀

兩地間的
坡度百分比

兩地高度差

兩地間水平距離
× 100%=

高度、坡度判讀



凹凸坡的比較

高密 →  低疏 高疏 →   低密 高→低 等距分布

凹坡 凸坡 均勻坡

A

B

A

B

A

B

AB可互見 AB不可互見 AB可互見



1. 等高線圖中，有V字型

連續分布。

2. V字型尖端朝向較高處

者為谷地。

低

高

等高線之山谷、山脊判讀

地形判讀



低

高
1. 等高線圖中，有V字型

連續分布。

2. V字型尖端朝向較低處

者為山脊。

等高線之山谷、山脊判讀

地形判讀



等高線之山谷、山脊判讀

到底什麼是
山脊線呢？

山頂之間所
連成的線 低

山
脊
線

山
脊
線

高

地形判讀



甲

乙

丙 丁

等高線之山谷、山脊判讀

地形判讀

低

山
脊
線

山
脊
線

高



地形判讀

1. 將各河流水系分開

的山脊稜線。

2. 通常是由好幾座山

脈的山脊線所串聯

形成。

分水嶺



地形判讀

1. 山地中較兩側高峰低平

處，因形狀如馬鞍，稱為

鞍部。

2. 通常是山區重要通道，又

稱為埡口、山口；軍事

上，因易守而稱為隘口。

鞍部



地形判讀

鞍部

鞍部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請結合前面所學的方位、高度、坡度、地形

等判讀方式，以分組討論的方式完成綜合判

讀的素養試題。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火炎山的登山步道中

有甲、乙、丙、丁四

個重要地標，各小組

試著從等高線地圖中

判讀相關資訊，討論

後完成下列問題。

火炎山地形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1)：

從乙點往哪個方位

（以羅盤方位法表

示）可以看見照片中

的壯麗景觀？

照片2-1 火炎山Ａ：西南或南南西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2)：登山客判讀地圖的等高線資訊後，繪製了下列

三張剖面圖，請依據剖面圖的等高線型態，將

圖2-38上的位置代碼填入下列方框中。

Ａ Ｂ Ｅ Ｆ Ｃ Ｄ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3)：各小組分別完成四個路段的平均坡度計算，

並將答案填入下表。

路段 距離(公尺) 高度(公尺) 平均坡度(％)

甲→乙 1,600 200—500 19

乙→丙 1,150

丙→丁 1,760

丁→甲 1,260

500-560 5

560-280 16

280-200 6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4)：根據統計，有效使用登山杖，可減少身體的壓

力，各小組依第(3)題中火炎山登山步道四個路

段的坡度及高度差，依序判讀：

①陡坡、緩坡

②高落差坡

③上坡、下坡

④最適合的登山杖使用方式，並完成下表。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登山杖使用的
四種時機與方式

路段
①～③坡度
特性（圈選）

④登山杖使用
方式（填入英
文代號）

A.緩上坡與陡上坡：
方法與走路時相仿，
左手登山杖與右腳
同時著地，登山杖
的著地點要在腳後
方，反之亦同。

甲→乙

①陡／緩坡
②是／不是高
落差坡

③上／下坡

A、B
（複選題）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登山杖使用的
四種時機與方式

路段
①～③坡度
特性（圈選）

④登山杖使用
方式（填入英
文代號）

B.高落差上坡：雙手
的登山杖一起著地，
身體稍微往前傾的
同時，雙手一起向
下、向後出力，直
到站好為止。

乙→丙

①陡／緩坡
②是／不是高
落差坡

③上／下坡

A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登山杖使用的
四種時機與方式

路段
①～③坡度
特性（圈選）

④登山杖使用
方式（填入英
文代號）

C.緩下坡與陡下坡：
手腳的配合與緩上
坡相同，但登山杖
的著力點變成在腳
的前方。

丙→丁

①陡／緩坡
②是／不是高
落差坡

③上／下坡

（複選題）

C、D



綜合判讀：登山地形判讀與知識應用

登山杖使用的
四種時機與方式

路段
①～③坡度
特性（圈選）

④登山杖使用
方式（填入英
文代號）

D.高落差下坡：雙登
山杖同時著地，手
臂也同時打直，在
身體漸漸受力之
後，手慢慢彎曲以
分攤重量。

丁→甲

①陡／緩坡
②是／不是高
落差坡

③上／下坡

註：假定超過10％即為陡坡，高度差超過200公尺，代表路線中容易出現高落差坡。

C



延伸思考1：環境變遷的影響

圖2-39、圖2-40分別為嘉義市近郊民國78年測繪

的經建第一版地形圖，與民國 103年拍攝的

WorldView-2衛星影像，兩張地圖的比例尺與圖

幅範圍皆完全相同。在兩張地圖相隔的25年間，

此地環境出現重大的改變。各小組試著透過地圖

完成下列問題。



延伸思考1：環境變遷的影響

圖2-39 經建第一版地形圖嘉義市圖幅
（民國78年）

圖2-40 WorldView-2衛星影像
嘉義市圖幅（民國103年）



延伸思考1：環境變遷的影響

問題(1)：比較圖2-39、圖2-40，說出地圖範圍內

至少兩處明顯的環境變遷。

A：水庫蓄水淹沒農田、地圖左方及下方分別新建

兩條道路。



延伸思考1：環境變遷的影響

問題(2)：將圖2-39、圖2-40兩者進行比對，仁義

潭水庫蓄水面的海拔高度約為多少公尺？

A：100～110公尺之間。



延伸思考1：環境變遷的影響

問題(3)：討論圖中人工結構物興建的可能目的，

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A：目的：提供水資源供給民生、工業、農業用水。

影響：陸生生物棲地減少、水庫附近微氣候的溫

差變小，濕度提高。



延伸思考2：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利用中央研究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MapCompare/ ），分組找

出家鄉或學校周圍環境，百年以來明顯變遷之

處，並利用網頁功能將明顯變遷處標示後，以簡

報方式分組上臺報告，報告內容需包含以下項

目。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MapCompare/


延伸思考2：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報告內容需包含以下項目

1) 地圖資料說明。

（地圖類型、製圖年代、資料來源等）

2) 變遷處的差異。

3) 分析該案例環境變遷的可能原因及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