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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現有的地圖資訊如數值地形圖、數值地形模型資料或其他圖籍如地籍圖、交通路網、行政區 界等係分別由不同機關建

置與分散儲存，使得跨系統的資料整合與應用出現困難，如能應用格網 (Grid)進行系統整合，組成格網地理資訊系統，將

有利於整合各種資料成為資訊，並提供加值應用。 現今有關飛行模擬、導覽應用或土石流預測，所需的資訊是目前尚未完

整建立的3D地形地物資訊 。因此本文探討能否應用格網技術整合分散各地既有的2D數值地形圖與數值地形模型(DTM)等

圖籍資料 ，並以此建立3D地形模型，以減少資料建置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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