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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龍潭地區早年以農業(茶園、水稻田)為主，近

年來隨台灣社會的進步逐漸發展成兼具農業、觀光

與工業的鄉鎮。使用涵蓋百年的多個年期地圖，有

利於探討此種變遷的脈絡。本文擬使用龍潭地區兩

個時期的地形圖來探討近百年建築區的變化情形，

並比較歷史事件來了解其關係。使用的資料包括台

灣堡圖以及經建版地形圖。首先使用SuperGIS的

影像套合功能將各年期地圖處理成同一坐標系統，

然後以編輯功能分別萃取建築區系統資料，藉由

SuperGIS的空間分析功能比較近百年建築區系統的

變遷情形。

一、動機與目的

1.研究動機及目的
　　都市隨著社會環境及政策環境改變而一直處於

改變的狀態，最明顯的就是建築不斷拆除與擴建，

代表居民生活方式隨著環境變化調整，所以從建築

數量變化，觀察該區域的發展變化。

　　以龍潭為例，龍潭地區早年以農業為主，近年

來隨社會進步逐漸發展成兼具農業、觀光與工業的

鄉鎮，龍潭地區如何從以前的農業聚落慢慢的發展

成現在以農工產系社區為發展，這種農業和工業並

存的現象的現象值得關注。

　　本文之目的為由一百年以前的地形圖與目前的

地形圖探討跨越近百年龍潭地區建築區的變化情

形，並觀察期由農業社區轉變為農業和工業並存的

情形。使用的資料為中研院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中所典藏的1989年地形圖(比例尺1:20,000)及2003
年版的經建版地形圖(1:25,000)。

2.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方法如圖1，首先擷取台灣百年歷史

地圖中龍潭地區的台灣堡圖影像(1898年版)及2003
年的1:25000經建版影像地圖；然後將之拼接處理後

套合至TWD97坐標系統；在SuperMap軟體中分層

數化影像地圖中的建築區；最後進行空間分析，探

討近百年間龍潭地區建築區之擴張變化。各項處理

方式與成果說明如後。

季軍 第一屆SuperGIS軟體應用徵文比賽

本文實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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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擷取、拼接、套合及數化影像地圖

1.影像擷取

　　於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使用圖層功能選取

所需查詢地圖和年份，如圖1，以螢幕複製功能擷取

影像，於影像處理軟體中切割所需之目標區影像，

如圖2。由於研究區涵蓋範圍超過單一畫面，因此必

須分區擷取影像，相鄰影像必須有重疊區域，否則

影像無法正確拼接。

圖1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查詢畫面

2.影像拼接

　　本文擷取影像後使用P h o t o S h o p提供之

Photomerge功能，將研究區內分區擷取之影像拼接

成單張影像，其處理流程如圖3。拼接處理成之範例

如圖4。

圖2 影像擷取處理畫面

圖3 自動拼接影像處理流程

圖4 影像拼接成果範例

3.影像套合

　　前一步驟拼接所得之影像僅具影像坐標，為使

前後年期影像之成果可以套疊比對，本研究使用

SuperGIS之影像對位工具，先至座標轉換TWD97
坐標，將影像套合至TWD97坐標系統，其處理範例

如圖5，點選至少四個控制點後，使用糾正功能將影

像處理成TWD97之影像。

圖5 影像套合範例

4.數化建築區

  為探討1898與2003年龍潭地區建築區之變化，本

研究將套合至TWD67之影像，使用編輯功能，將影

像中之建築區數化成向量圖(儲存成Shape格式)。
在數化前先於圖層集以滑鼠右鍵按出之快捷選單

中啟用新向量圖層，其定義範例如圖7，建立一張

可供建築區向量輸入之多邊形圖層。建立了新的多

邊形圖層後，先於編輯選單中點選開始編輯，即可

使用滑鼠圈選建築區多邊形，於完成所需數化工作

後，則可使用儲存編輯結果將完成的工作儲存。

圖6 建立新向量圖層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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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分析

　　為探討1898與2003年龍潭地區各村里建築區之

變化，我們利用前一步驟所完成數化後的1898年與

2003年建築區與目前之村里界圖進行聯集分析。分

析完後，建築區圖與村里界圖合併為一個新圖層，

此一圖層將包含兩來源圖層的資訊。然後於該圖層

進行各村里建築區面積之推算，其執行過程如下。

圖7 啟動向量圖編輯功能畫面

3.資料分析

　　為推估1898年及2003年各村里之建築區面

積，將前述具有村里界及建築區面積屬性的資料匯

出至Excel，再依各村里加總計算其建築區面積，

並進行各村里統計資料之繪圖，其執行程序如圖

10。其中建築區面積使用率及都式擴張率之計算公

式如下：

面積使用率公式=(村里建物面積/村里的總面積)*100  (1)

都市擴張率公式=((後期-前期)/(前期*年差))*100    (2)

圖10  統整Excel的資料

圖8 啟用圖層聯集功能

1.圖層聯集

　　第一步驟須先開啟SuperGIS 程式，開啟兩張

圖，使用空間資料處理中的「聯集」功能，處理完

後產生具有二者屬性之新圖層如圖8。

圖9 計算面積

2.新增欄位計算面積數值

　　由聯集產生之新圖層中，除建物數性外，還會

有縣市、鄉鎮、村里等屬性資訊，此時於屬性表

中新增一個用來儲存面積資料的欄位，建立該欄位

後，使用欄位計算功能，選擇AREA()函式來計算，

此時各多邊形之面積會自動記錄於該欄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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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龍潭鄉1898-2003各村里面積及建築區面積

四、成果與討論

   根據前述之方法，龍潭地區1898年及2003年數

化完成的建築區圖如圖10及圖11。

圖10 龍潭1898年之建築區分布

　　從圖10和圖11中的建築區分布，可觀察出近百

年間龍潭建築區有明顯擴張，而根據公式(1)及(2)
以及圖10及圖11之資料，龍潭鄉建築區使用率與

都式擴張率如表1。依表1可知道1898年到2003年
這近百年建物區總面積和建物區使用率有明顯的變

化。推測由於龍潭工業園區、渴望園區，帶來工作

機會讓建築區明顯擴大，加上國道3號北二高穿越

過科技工廠，沿這條國道，就近可至新竹科學園區

就業，使得移入龍潭鄉人口增加，間接也促進建築

區的發展。

    各村里之面積、建築區使用率及都市擴張率等計

算資料如表2及表3，根據表2及表3之直條圖如圖12
及圖13。

圖11 龍潭2003年之建築區分布

表1 1898-2003建築區使用率與都市擴張率 

　　這些資料中顯示三和村、高平村為在1898年
與2003年面積變化最大的村里，這兩個村洽為龍

潭工業區與渴望園區所在的區位，因為工業區的發

展以及隨伴的周遭住宅的開發而產生較大的建築區

擴張；而變化最小的村里為龍潭村、建林村，主要

為行政區面積較小，在早期已部分開發，因此看起

來面積增加量較小，但若從面積使用率觀察，面積

使用率較高者為龍潭村、建林村、中興村，而從都

市擴張率而言，建林村與中興村有較大的擴張率，

也呼應了因中科院設置而在建林村產生的住宅區開

發，以及近年來在中興村百年大鎮的造鎮計畫所產

生的較大住宅區的發展。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資訊系統季刊

Vol.7 No.3 Jul. 2013 23

五、結論與建議   

   藉由1898年與2003年地形圖建築區的分析，

可以發現龍潭鄉在過去100年間建築區有顯著的擴

張，增加了261%，平均年擴張率為2.34%。其中

主要的擴張區大都位於工業區與新市鎮開發區的周

邊。顯見政府政策的引導對於都市發展的影響。本

文僅針對這個議題進行了局部的探討，對於都市擴

張的相關因素還有很多，值得持續進行分析。

表3 龍潭鄉1898-2003各村里的使用率與都市擴張率

圖13 1898-2003各村里面積使用率與都市擴張率

圖12 1898-2003各村里面積直條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