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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大地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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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基準及參考系統

 依據國土測繪法第三條，為測繪之基本準據。

 參考系統指依據測量基準，作為基本控制測量參
考所訂定之系統

 大地基準

 高程基準

 重力基準

 深度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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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測繪法於96年3月21日公布施行，並於同年訂
定基本測量實施規則明定測量基準及參考系統

 測量基準:大地基準、高程基準及重力基準

 參考系統:

 一九九七坐標系統(TWD97)

 二○○一高程系統(TWVD2001)

 二○○九重力系統(GS2009)

 本中心查詢系統包含衛星追蹤站及基本控制點成果

測量基準及參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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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基本測量實施規則第三十四條:「中央主管
機關應將已公告之基本測量成果建立資料庫，
並公開資料清冊供各界查詢，地方主管機關應
將加密控制測量成果建立資料庫，除公開資料
清冊供各界查詢外，並應將該清冊送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部分縣（市）政府已依內政部責成本中心統整，
開發建置加密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統，協助系
統建置及資料匯入

 配合重測手冊繳交加密控制測量成果-訂定控制
點調查表內容

測量基準及參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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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坐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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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

參考框架 ITRF94，參考時刻1997.0。

參考橢球體 GRS80
長半徑： a = 6378137公尺

扁 率： f = 1/298.257222101

地圖投影 二度分帶橫麥卡托投影

中央子午線：
東經121°-台灣、琉球嶼、綠島、蘭嶼及龜山島
東經119°-澎湖、金門及馬祖
東經117°-東沙地區
東經115°-南沙地區

中央子午線尺度比：0.9999
橫坐標西移量：250,000公尺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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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坐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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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1997.0解算資料來源:
每日基線計算(17站):

國內(9站):
鳳林、墾丁、北港、太麻里、陽明山、金門、馬祖、東沙、
成功大學(CK01)

國際站:
DS10、FAIR、KOKR、YAR1、GUAM、SHAO、TAIW、USU3

整合平差計算
結合13個國際核心站及全球51個國際網測站之計算成果

•資料時間:1995年4月10日至1997年8月31日
•固定坐標採用之國際站:

HART(南非)、DS42(澳洲)、YELL(北美)及WTZR(歐洲)
•解算軟體:Gamit

TWD97坐標系統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TWD97[2010]坐標系統
•定義:TWD97@2010.0

依國際地球參考框架(ITRF94)，方位採國際時間局
(BIH)定義在1984.0時刻之方位。

參考橢球體用GRS80。

坐標時間點為2010.0 時刻。

地圖投影採用橫麥卡托，中央子午線採用

•東經121度:

臺灣、小琉球、綠島、蘭嶼及龜山島

•東經119度:

澎湖、金門及馬祖

•東經117度:

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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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2010]坐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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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2010]坐標系統
•定義:TWD97@2010.0

依國際地球參考框架(ITRF94)，方位採國際時間局
(BIH)定義在1984.0時刻之方位。

參考橢球體用GRS80。

坐標時間點為2010.0 時刻。

地圖投影採用橫麥卡托，中央子午線採用

•東經121度:

臺灣、小琉球、綠島、蘭嶼及龜山島

•東經119度:

澎湖、金門及馬祖

•東經117度:

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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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

陽明山

金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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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97成果更新－TWD97[2010]
• 大地基準站以內政部87年公布之8站為基礎，新

增成功、成功大學、宜蘭、竹南、高雄港、埔
里、台中港、外垵、武陵及霧鹿等10站。

• 公告各級控制點成果3,013點，新增GPS連續觀
測站219站。

點位等級 數量

衛星追蹤站 18
一等衛星控制點(GPS連續站) 219
一等衛星控制點 105
二等衛星控制點 569
三等衛星控制點 2,10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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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衛星控制點(GPS連續站)之應用

•由原管理單位持續接收資料，並可提供申請
使用。

•坐標值及觀測成果，可納入加密控制測量計
畫視為已知控制點。

•施測單位不需於已知控制點上架設儀器。

•等級公布為一等衛星控制點。

15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GPS連續觀測站解算說明
原有大地基準站之TWD97［2010］與原公告TWD97坐標差異比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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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衛星控制點平面坐標
差值向量示意圖
ＴＷＤ９７［２０１０］—ＴＷＤ９７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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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衛星控制點高程
方向差值向量示意圖
ＴＷＤ９７［２０１０］—ＴＷＤ９７

紅色表示負值
綠色表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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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3]與TWD97[2010]坐標變位差異

平面最大量級:
綠島基準站（LUDA）
向西北方向變位約25公分

西部平原及北部山區:
平均1-3cm

中央山脈及西部山區:
向西北平均約3-10cm

南高屏地區:
向西或西偏南平均約
15cm

花東地區:
向西北平均約15-25cm

蘭陽平原區:
順針方向變位2-8cm

高程最大量級:
彰化湖南國小
（HNES）
下沉變位約25公分

平面(N,E) 橢球高(h)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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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NSS[2017]TWD97[2010]+TWVD2001

分量 N E h H
MAX 0.151 0.115 0.146 0.137 
MIN -0.089 -0.084 -0.344 -0.201 
STD 0.023 0.030 0.056 0.050 

MEAN 0.006 0.003 -0.062 -0.026 

單位：m

1,966點一等水準點e-GNSS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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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查詢及管理機制過程簡介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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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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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機版控制點查詢程式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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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測量資料查詢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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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測量成果查詢(Query or buy the control data)

依條件選擇(Query Sections by)
1.測量年度(Survey Year)
2.計畫名稱(Working Plan)
3.點位資料(Point Name)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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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圖資查詢系統
控制點定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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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

現有查詢及管理機制簡介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系統登入區

系統使用資訊

資料查詢展示區

版權宣告區

28

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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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衛星追蹤站暨基本控制點查詢系統
• 配合「控制點成果查詢」及「追蹤站成果查詢」之查詢及展示點位成果所需的圖台功

能，以及放大、縮小等基本圖台操作功能

工具列

地圖縮放
工具列

查詢功能

切換底圖

比例尺及
坐標顯示

結合GIS技術，顯
示控制點資料，並
提供瀏覽、下載各
站細部資訊

照片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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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料包含:

衛星追蹤站
各機關單位依其主管業務需求設置GNSS連續觀測站
本中心建置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系統

為達資源共享之目的，本中心近年積極協調及取得國內各機關
設置之測站資訊與成果，納入本系統提供各界查詢參考。

基本控制點
衛星控制點、一等水準點、重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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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全國衛星追蹤站之點位分布及相關屬性

31

屬性查詢

顯示比例

滑鼠操作功能切換
切換顯示底圖

切換顯示坐標系統

以行政區、共享機關等屬性方式查詢以框選方式查詢
可定位方式快速查詢點位空間位置

列出點位清單及空間分布，可由不同圖例區分共享機關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控制點成果查詢
•一般查詢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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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成果查詢
•成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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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成果查詢
•利用定位方式查詢點位位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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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成果查詢

• 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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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控制點查詢系統

• 共計協助16(+1)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包含
 95-106年度地籍圖重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

形圖套疊計畫加密控制測量成果

 其他應用測量成果

• 104年度完成(10)
高雄市、臺南市、金門縣、宜蘭縣、臺東縣、新竹縣、彰化縣、南
投縣、嘉義縣、嘉義市

• 105年度7月31日前完成(4+1)
花蓮縣、屏東縣、基隆市、苗栗縣、雲林縣、(桃園市)

• 106年7月31日前完成(1)
澎湖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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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控制點調查表建檔程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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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架構

授權機制

功能選單

控制點資料匯入

新增控制點調查表

欄位編輯、CTL檔案匯入、
欄位檢核

成果資料夾匯出

輸出報表-基本控制點

輸出報表-加密控制點

說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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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介面
•資料格式：CON

•成果資料夾選取方式：

–單一計畫資料夾

–單一計畫資料夾內的數個成果資料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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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控制點調查表資料格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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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資料格式說明

•目錄架構

–依點號(OSID)分存，每1目錄內僅存放單1點位成果。

–相片內容:依點號及相片內容分類。

•加密控制點點號(OSID):點位等級+點號

–點位定義:G+縣市碼+鄉鎮碼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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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格式說明

•點號(OSID):點位等級+點號

–點位等級定義
B:衛星追蹤站

D:一等衛星控制點

E:二等衛星控制點

F:三等衛星控制點

L:一等水準點

T:三角點(T1,T2,T3)

W:重力點(W0,W1,W2)

G:加密控制點(+縣市碼+鄉鎮碼)

H:圖根圖(+縣市碼+鄉鎮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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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點成果介接服務
Web Service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控制點成果介接服務

44

現有運作中的系統包含
• 行動化應用方式-i控制測量
• 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
• 控制測量作業規劃及成果檢核系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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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控制測量
•利用智慧型手機及網路，可以查找控制點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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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天井圖

46

i控制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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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點查詢

47

i控制測量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基本控制點查詢

48

i控制測量

48



基本及加密控制點成果查詢機制之現況與未來展望

國土測繪圖資e商城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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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測量作業規劃及成果檢核系統

50

可查詢TWD97 及 TWD97[2010] 坐標系統控制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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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努力方向

•資料與服務單一化

•納入檢測資訊

•強化點位通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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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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