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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0網路服務為基礎的地理資訊系統（Web-based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Web GIS）近年來被廣泛的應用在休閒旅遊

和醫療救護的網路服務上，提供使用者需要的地理位置資訊。傳統上，電子地圖均以點陣圖（Bitmap）的方式傳輸，不僅

不利傳輸且影像也不易瀏覽，容易失真。因之，如何有效率且適切的將圖形資料傳送到使用者的行動裝置上，成為一項值

得研究的主題。行動裝置發達的今天，Smartphone具有傳統手機的功能和高速的多媒體顯視能力，成為個人擷取旅遊、教

育與醫療資訊的利器。但Smartphone受限於電力無法持久、運算能力有限、螢幕小，無法處理大量的網路點陣圖格式圖像

資訊。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是以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為基礎的二維向量圖形標準，不僅利於

網路傳輸，且具有縮放不失真、交換性與再利用性等優點，近年來也被支援在非PC裝置上（如PDA、行動電話等手持裝置

），作為地圖的資料展示格式，以解決手機顯示的窘境。僅管如此，如何有效的切割及縮減SVG地圖資訊，縮短使用者等

待地圖載入的時間，進而減少小型裝置的運算量，以利於地圖的瀏覽，乃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Progressive Transmission的

資料縮減方法曾被廣泛應用在點陣圖格式上，並且能有效減少資料量，但如何應用在以SVG為主的向量圖形上，仍有許多

值得研究議題。本研究希望藉由向量圖形的Progressive Transmission 及LOD (Level of Detail)的漸層顯示技術之研究，實作一

個有效率的高品質SVG地圖資料行動裝置系統，讓使用者能透過網路服務，快速的瀏覽SVG地圖，達成能夠減少圖資傳輸

量之隨選地圖（Map-on-Demand）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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