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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田野調查為眾多領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研究者會親自下到田野實地紀

錄所見所聞，以便加強研究深度。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大量的影像和與之相關

的紀錄無疑是研究者重要的心血結晶，而大量的資料無論是在紀錄當下抑或者是

事後的整理均費時費力，但若不立即善加保管整理便有可能會遺失或忘卻照片所

隱含的資訊，紀錄方式不當亦會造成紀錄的損失與事後解讀的錯誤。

有鑑於此，本研究特別以需要處理大量影像資料的田野調查為例，嘗試以資

訊科技來解決大量照片資訊的編輯與管理問題。經由多次與田野調查工作者討論

和訪談的收穫，以及親身參與田野調查的經歷，思考並設計出輔助田野調查工作

者管理影像的系統，以期能減少田野調查工作者花費的時間心力，以及藉由不同

的訊息保存與呈現模式，提昇研究者往後回顧的易讀與正確性。

本系統提供方便的編輯模式，讓研究者在短時間內為大量的照片編寫資訊與

分類管理。而可在照片上標記的筆記系統，提供研究者更多的紀錄空間以及多樣

化的應用方式，可用於紀錄空間資訊,重點標示,建立相片間連結等。各式搜尋方

式確保往後使用者可快速蒐集到其所需的資料，不同的呈現方式也同時帶給研究

者觀察影像間關聯的環境。完善的匯出功能讓使用者可便捷的將資訊轉移至其他

平台，各式自訂選項則是讓系統更能貼近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關鍵字：田野調查,數位人文,影像標註,影像管理,EX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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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 resear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A

researcher collects material through field work to enrich the diversity of his or her re-

search material. Methods of Field work include informal interviews, direct observation,

and personal participation. Regardless of what is involved, a field trip invariably results

in the gathering of a collection ofphotographs and associated notes. If not organized and

processed right away, one may loose or misintegret the information hidden in the pho-

tographs.

We noticed not many systems are designed for documenting field research. Indded, a

field worker may need to use different softwares to organize the photos and notes properly.

In this thesis, we develop a system that allows a field researcher to organize and edit a large

amount of photographs.

Our system provides simple ways of organizing and editing the photos, so that the

researcher can easily classify and annotate them. The implicit information such as time and

location of the photos can be extracted and recorded automatically. The user can highlight

a portion of a photo and annotate accordingly. Relations between two photographs can

also be recorded so that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hotos in a collection can be explored

later. We also provide an export function so that the photos and their metadata can be

ported to other platforms.

Keywords: Field research, anno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hotographs, EX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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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田野調查 (Field Study) 又稱為實地考察 (Field Research) 或田野工作，其

中"Field" 直譯為「田野」，亦即所有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工作，都可稱為

「田野研究」。田野調查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為「直接

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田野考察者在研究工作開展前深入至實地觀察與訪

問，進而獲得研究第一手資料的最佳方式之一。[11]

田野調查涉獵的範疇和領域相當廣，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為學、

人類學、文學、哲學、民俗、地球物理學、生物學……等，都可透過田野資料的

蒐集和記錄，架構出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因此，田野調查是一個不可或缺

的輔助過程，更是研究者可以多多善加應用的利器。[10]

在實務層面上，雖會因調查對象的差異與臨場狀況的發生而有所變化，但大

體還是可以將整個田野調查的過程分成作業前、調查期間、事後的資料處理三個

過程。在開始作業前，除了增補其他相關的資料蒐集，田野工作者也應準備好行

前裝備並進行小組分工，田野調查是屬團隊工作 (Teamwork)的性質，也因此工作

分配以及紀錄方式的制定顯的彌足重要。

工作進行期間，一般會先進行概略的普查工作與測量紀錄，便以對現場有更

詳細的認識，讓後續拍攝工作能更加順利與作為對照之用。作為主軸的拍攝工作

與訪談的紀錄更需要注意細節以維護資料收集的品質，過程中也會輔以文字筆記

紀錄當下的記實、感受或心得，這些文字筆記將會成為日後還原與追憶田調現場

的重大線索。

最後是田野資料的處理工作，田野工作所蒐集的成果與記錄資料，固然富有

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但是這些原始資料仍會隨著歲月與人為因素，而有生命終

結的一刻，像是資料損毀、檢索不易等等，因此必須盡快且盡可能仔細的進行分

類、統整與收藏的動作。

田野調查者會使用不同的方法來取得資料，如夏茲與史濁斯所說：「田野調查

比較像一把活動傘，傘下的任何一項技術都可被用來獲得想要的知識」。透過「田

野調查」的過程及其成果，得以更進一步地瞭解人、空間、地方與環境之間的關

係 [14]。而不同領域的田野調查者處理資料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也因此，雖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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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實務手冊，但實際進行的情況還是因人而異。

1.2 研究動機

90年代開始，開始興起以田野調查作為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成了各種文化工

作的圭臬，各級政府、公司團體紛紛開辦各式田野集訓工作。隨著參與田野調查

的人員增加，相關的實務書籍與課程也逐漸推出 [15]。

隨著技術的發展，也開始有研究者提出使用新工具提昇田野調查效率的看法，

像是使用 iPad作為田野調查的工具 [6]，或是結合多種 GIS與影像工具，來達到

整理與編輯的目的 [18]，由此可見相關管理工具的需求正逐漸成長。但現今在田

野調查的實務中，多數仍舊以較為傳統的方式進行，專為田野調查者設計的系統

稀少，相關研究也不多。

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常會蒐集大量的影像、聲音與文字紀錄，這些資料需要在

短時間內完成進一步的處理與統整，才能夠在往後需要資料時可以快速找到並正

確解讀其中的訊息。延宕太久才進行處理或是整理過程中的疏失都可能會造成資

料的流失或失真。但若能將資訊科技融入田野調查的工作流程之中，勢必能減少

進行田野調查所需花費的時間與繁瑣，增加田野調查工作的效率與正確性。因此

本研究嘗試藉由參考文獻、訪談相關研究者與實際參與田野調查，以此作為設計

本系統的參考依據，以期能解決此類問題。

1.3 論文架構

本論文總共分成六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章為

相關研究回顧，分別介紹了影像標註、影像管理、影像中繼資料編輯、田野調查

輔助四種類型的工具。在第三章裡，會提供系統的基本資訊，像是系統環境、抽

象的系統架構與資料結構等等。第四章為需求分析與功能，說明如何進行需求分

析，以及因而設計的功能介紹。接下來將系統實踐的完整成果置於第五章，包含

網站架構和操作流程。最後於第六章結論與未來發展做總結，再延伸討論本研究

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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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回顧

此章節會介紹與本系統方向相近或是部份功能相似的系統，本系統目標為結

合影像標註與搜尋管理等功能來建置為田野調查工作所設計的影像資料編輯管理

平台，因此就影像標註、影像管理、影像中繼資料編輯、田野調查輔助四方面各

舉一例介紹。

2.1 影像標註工具 -Stipple

Stipple為一結合雲端技術的圖片標註服務，並由此延伸出多種類型的服務，

像是圖片搜索、社群商務、分析工具等等。但今年四月突然於 Twitter上宣佈結束

營運。

Stipple允許使用者在照片中加入各種類型的標註，像是人、影像、網站連結、

相片資訊等等。標註形式為各式的點狀圖標，平時標註會隱藏起來，當使用者將

滑鼠移過「有點狀標誌的」（Stippled）圖片，就會顯示出圖片中人物、地點、商

品及價格等相關資訊。Stipple這項等待專利權中的技術讓商務和內容標籤能在它

的網站中與圖片同步顯示。另外，藉由嵌入 JavaScript還可將圖片與標註轉移到

其他網頁平台，使其能夠更加便利的背使用於社群網路與社群商務的領域中。

圖 2-1: Stipple社群系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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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像管理系統 -Picasa

Picasa現為 Google所有，為數位相片自動化管理軟體，除了管理與重組照片

收藏集外，也提供簡便的影像編輯功能，像是顏色過濾、消除紅眼等等。目前支

援的作業系統為Windows和MAC OS系統。

除了 Picasa軟體外，Google也推出了 Picasa網路相簿（Picasa Web Albums），

是一分享相片的網路應用程式，提供使用者將相片放上網路空間的服務，和

Picasa軟體相比，網路相簿主要著重在影像分享、網路空間的提供、與 Google其

他系統的結合，尤其以互動、社群導向的功能為主,在影像編輯的功能較為缺乏。

但兩者之間可進行同步的工作，亦即使用者可用 Picasa軟體進行較進階的修改，

並同步至網路相簿中。

圖 2-2: Picasa Web Album系統頁面

2.3 影像中繼資料編輯 -Adobe Bridge

Adobe 系列產品之一，支援 Windows 與 MAC OS 等平台，主要用於組織圖

片、PDF 等檔案。提供各式檔案搜尋與瀏覽功能，使用者建立檔案相關資訊

（Metadata）後，可利用多重條件篩選所需的檔案，系統也與其他 Adobe系統相互

支援，提供更多元的應用。

在中繼資料的相關編輯功能方面，除了直接編輯資料外，還提供各式批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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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功能，像是可以建立範本達到批次更改資料的需求，或是依照規律來變更大

量的檔案名稱等等。系統雖不提供自訂欄位功能，但預設欄位數目綜多，足以應

付多數情況。

圖 2-3: Adobe Bridge系統頁面

2.4 田野輔助工具 -FieldHelper

此為專門為田野調查所設計的工具，需下載程式來使用，此工具利用 Adobe

AIR來達成跨作業系統運行，但因 Adobe AIR不再提供 Linux版本，因此實際上

只能在Windows和MAC OS上運行。

此系統自 2006 年開始開發，當前發展至版本 2，也有計畫會繼續發展新

的版本。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漸增加支援的檔案類型與功能。在系統設計上，

FieldHelper 主要包含地理資訊、時間軸、屬性的元素，這些元素同時作為檔案

Metadata的編輯與篩選工具。FieldHelper也結合地理資訊與時間軸呈現拍照路徑，

可根據 GPS紀錄在地圖上描繪經過的路徑並播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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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FieldHelper系統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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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資訊

本章將會簡述系統架設的環境、抽象化的架構與資料結構，以及在開發過程

中所使用到的工具，並概略描述如此設計的緣由。

3.1 系統環境

本系統為網站形式，具有 client端可在任意平台執行的優點。為了系統的穩定

性與增加編寫過程中可獲得的資源，選擇將網站架設在 Linux系統中。系統所需

的環境與工具挑選以免費的 Open Source為主，像是 server的 OS為 Ubuntu、資料

庫使用MySQL等等。詳細的環境列表如下：

表 3-1: 系統環境

OS Ubuntu 12.04.4 LTS

瀏覽器 Chrome

前端語言 HTML5、CSS、JavaScript

後端語言 Python

資料庫 MySQL

server Apache/2.2.22 (Ubuntu)

3.2 系統架構

在系統架構的設計上，為了方便日後的維護以及功能上的修改，整體設計以

MVC架構為主幹，輔以 Design Pattern中的技巧實踐，後端部份更選用物件導向

完整並具有眾多 libery的 Python語言。

3.2.1 MVC架構

系統整體的架構符合 MAC模式,MVC架構 (Model-View-Controller)將系統切

割成模型 (Model)、畫面 (View)和邏輯控制 (Controller)三個部分，能改善傳統系

統設計上畫面與邏輯等等程式碼混在一起導致不容易維護的狀況，藉由切割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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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模組，讓不同的部分各司其職，使得系統維護更加容易，並且也讓程式更加

具有擴充的彈性，這三個模組的工作分別為：

• 模型 (Model): 負責資料的溝通與操作，像是對資料庫的查詢與驗證；以及程

式演算法實作等等。

• 畫面 (View): 負責 UI的呈現，也就是使用者會看到的畫面。

• 邏輯控制 (Controller): 又稱控制器，View和Model間的溝通橋樑，負責決定

View的 action要取用那一個Model。

MVC 架構有多種溝通型態，本系統所使用的架構不允許 View 和 Model 間

的溝通，一切操作皆由 Controller(Presenter) 代理傳達，也有人將此種架構稱作

MVP(Model、View、Presenter)，如圖 3-1所示：

圖 3-1: MVP模式 [1]

參考MVP模式設計出本系統的整體概略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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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系統架構

3.2.2 Design Pattern

server端的物件設計中，會使用到部份 Design Pattern的概念，茲介紹如下：

Singleton

Singleton的英文意義是獨身，為 Design Pattern的一種，應用在物件導向語言

上，通常翻譯作單例，也就是單一個實例（Instance）。Singleton模式可以保證一

個類別只有一個實例，並提供一個訪問（visit）這個實例的方法。

Singleton在本系統中，主要應用在與 database的溝通上，確保同一時間不會

有多個使用者更改同一筆資料而造成錯誤，也方便管理系統與資料庫間的連線。

Facade

若是應用程式直接使用程式庫中所提供的各種 API，會使應用程式與程式庫呈

現高度耦合，要是將來程式庫異動，會需要修改許多地方。因此可以釐出一個入

口（Facade）介面，讓對程式庫的依賴實現在對介面的實作上，如此一來可以簡

化程式庫的使用、隱藏所依賴的程式庫、降低對程式庫的耦合，但也因此會失去

了一些直接操作元件的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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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多處使用了 Facade的設計模式，尤其是在需處理的程序眾多時，會額

外獨立出一 class來做為 Facade之用。

3.3 資料結構

3.3.1 EXIF結構

本系統會自動讀取與寫入部份訊息至 Exif 欄位中。Exif（Exchangeable im-

age file format），中文譯作「可交換圖像文件」，用以記錄數位照片的屬性信息和

拍攝數據，可以附加於 JPEG、TIFF、RIFF等文件之中。本系統使用其中的 GIS

地理資訊（GPS Latitude、GPS Longitude）與拍攝日期（Date）欄位。

表 3-2: TIFF Rev.6.0 Attribute Information Used in Exif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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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資料庫結構

本系統紀錄的資料眾多，包含了使用者資料、使用者自訂欄位、影像資料、

筆記資料、相簿結構、影像間的連結……等等。圖 3-3為資料庫的抽象模型架構，

因屬性眾多，為防止過於混亂，先省略掉所有 attributes，僅保留 Entity和其之間

的 relationship。

PhotoMeta

belong to

1

in

N

has

N

has Property
M

NoteData

has Property

M

Album

setting

N

User

setting

1

setting

1

setting

1

PhotoLabel

NoteLabel

DataColumn

N
1

1

N

N

1 N

N
N

圖 3-3: ER Model

3.3.3 影像 metadata與標註筆記欄位

相簿的預設欄位如表 3-3，使用者不可刪除這些預設欄位，但可變更其顯示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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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影像 metadata預設欄位

欄位名稱 欄位型態 說明

檔名 text 預設為檔案名稱，系統會依上傳的檔案名

稱自動填入

上傳時間 date 上傳時間，系統會自動填入上傳的日期

拍攝時間 date 拍攝照片的時間，系統會讀取影像 EXIF

資料，順利取得資料則會自動填入

拍攝地點 text 拍攝照片的地點，系統會讀取影像 EXIF

中的 GIS座標，順利取得資料後會自動將

座標轉換成地址填入，系統會顯示地址並

同時紀錄座標

內容 text 影像相關內容，需自行填入

類別 選項，可複選 由使用者自定義，類別用以分類照片的

屬性，一張照片可擁有多種或完全沒有類

別。

除了預設欄位之外，使用者另可自訂日期或是文字型態的自定義欄位，使用

者可變更這些自定義欄位的名稱，或是刪除任意的自定義欄位。

和影像欄位相同，使用者不可刪除筆記預設欄位，僅可變更其顯示名稱。除

了預設欄位之外，使用者另可自訂日期或是文字型態的自定義欄位，使用者可變

更這些自定義欄位的名稱，也可自由刪除自定義欄位。

表 3-4: 筆記資料預設欄位

欄位名稱 欄位型態 說明

標題 text 筆記名稱,必填。

內容 text 筆記內容,選填。

關聯圖片 圖片＆連結 可附加上位於系統中的其他圖片，系統會

顯示影像並自動建立連結，可用於連結其

他圖片。

標籤 選項，可複選 由使用者自定義，標籤用以標示筆記的

屬性，一筆筆記可擁有多種或完全沒有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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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相簿結構

每張照片僅會位於某一相簿之下，影像上傳後預設位於 root相簿中，使用者

可自行新增相簿並將照片存放於指定相簿中。

相簿為樹狀結構，根節點為 root相簿，所有相簿須位於 root相簿之內，root

相簿不可修改也不可刪除。其餘的相簿由使用者自行定義，在不違反樹狀架構的

前提下，可自由增加、編輯與刪除，編輯功能包含更改相簿名稱與更改相簿位置

兩種不同的功能。

3.3.5 匯出 XML架構

匯出時包含一 XML檔案，XML中會列出影像與筆記的 metadata，此 XML檔

的概略架構如下

• <root>

– <photo屬性 =...>

* <note屬性 =...>

· <note-label>

· <photo-in-note>

* <photo-label >

3.4 工具使用

本系統使用了許多工具、packages、library，可概分為 client端和 server端兩大

類，本節會將所使用的工具以表格呈現，並概略介紹工具資訊。由於使用的套件

眾多，部份細部或常見套件如 JQuery有可能會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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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使用工具列表

工具名稱 簡介

Client

bootstrap Bootstrap是一簡潔，直覺，強大的前端框架，讓網頁開發

可簡單快速的建立出美觀界面。

google map API 用以將 Google 地圖的功能嵌入網站，除了地圖顯示外，

也用作 GIS座標與地址間的轉換工具。

google-maps-

utility-library-v3

（cluster）

此為可用於 google map中的 open source library,本系統主

要使用其中的 MarkerCluster功能來完成 cluster功能，此

library使用 grid-based clustering作為 cluster的演算法，

jQuery Photo

Tagger Plugin

由 Ben Nadel所撰寫之 plugin,本系統以此 plugin作為影像

標註的雛型，並增加 tag資料欄位與部份互動模式等，以

符合系統需求。

blueimp/jQuery-

File-Upload

此 plugin提供檔案上傳的 API，達成多檔上傳，進度條，

檔案預覽等功能。

Fancytree Fancytree為一 JavaScript動態生成互動式樹狀圖像結構的

plugin，在系統中用於相簿新增,瀏覽的功能。

DOM Window 用以創建 DOM Window的 JQuery plugin，系統中影像資料

等視窗利用其來完成。

Server

ImageMagick 功能非常強大的影像轉換與編輯軟體，可以指令來操作，

本系統僅使用少量的功能，如影像大小調整,檔案格式轉

換等。

ExifTool 可讀取與調整 EXIF資料的工具，具備指令模式和 GUI界

面，在本系統中用以編寫 EXIF資料

jhead 輕量型 EXIF讀取與寫入工具，僅能以指令來操作，功能

較少但讀取資料方便，用以讀取 EXIF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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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需求分析與功能設計

4.1 需求分析

由於本身主修資訊工程，對於田野調查的認識較淺，為規劃此系統應有的功

能，第一步即為閱讀相關文獻與教材以加深對田野調查的認識。接著藉由多次訪

談田野相關工作者與參與觀察太陽花學運文史資料收集的歷程，分析出田野調查

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與合適的解決方式，進而條列實際需求並設計出相對應的功

能，最終整合所有功能並加入使用者經驗完成整個網站的建置。

4.1.1 文獻參考與討論

構想系統功能的第一步，便是參考田野相關實務手冊，了解田野調查工作者

在整理收集到的影像紀錄時，會需要哪些功能以及會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接著思考相關功能與問題實作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有更好的作法，並藉由徵詢

田野調查工作者的意見來獲得更加具體而微的資訊。經過多次的討論後，綜合不

同領域的想法，決定所需實踐的功能及優先順序，並開始嘗試實作。實作的過程

中有新想法或是遇到問題時也會進行討論並修正，最終結合各方意見完成本系

統。

討論過程中當然會遇到不少困難，也得到許多收穫，像是田野工作者有時會

提出一些難以達成的功能需求，但經過討論後，發現使用者所需解決的問題可以

更為簡便的方式解決；而有些在資訊人員眼中實用的功能卻被使用者認為過於複

雜而難以理解與使用。

4.1.2 參與觀察

因討論對象為多年參與田野調查的文史工作者，顧慮到其對於田野工作的流

程可能已有定型的認知與習慣，或許會因而未發現其他的需求，而其對資訊技術

認知的差異也可能造成需求分析的困難。因此，為親身體驗田野調查的過程與會

遭遇到的困難，於四月份的時候利用機會參與中研院太陽花學運的文物蒐集工

作。在這兩天的參與過程中，實際體驗了田野調查過程中的繁瑣，以及事後整理

工作的費時，也藉機向一同工作的夥伴們徵詢意見，詢問其對於田野調查過程中

所需工具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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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與過程讓我對於田野調查有更加具體的認識，像是實務工作必須視現

場狀況而進行必要的修訂，而非完全照著手冊上的指導來完成，有時在某些不得

已的情況下，也必須對資料蒐集的完整與精確有所取捨。另外在中場休息時與工

作夥伴的討論過程中，體會到有些功能雖然看似簡單到不起眼的程度，卻能幫田

野調查者帶來很大便利;而部份被我視為酷炫的功能，在工作者的眼中卻是華而不

實，能實際運用的機會不高。

事後整理資料的參與也讓我認識到目前田野調查如何借助現有的通用性工具

來整理資料，由於為團體性質的田野調查，所以需要將眾人負責的部份統整起

來，採取的方式是眾人將資料統一交給一位負責人，影像、照片等容量較大的資

料較為麻煩，若網路空間不足時得使用隨身碟或光碟等實體形式轉交，至於文字

部份則是以 google document作為統整的平台，影像與文字間的連結依靠著按規則

編號或的檔名做連結，因此重新改過影像檔名也是事後工作的一環。

4.1.3 需求列表

將上述藉由訪談討論以及參與觀察等方式得到的需求，整理後條列如下：

• 需要保持影像與 metadata間的連結

• 在檢視影像時可一邊瀏覽影像資料

• 需要批次更改影像的檔名

• 需要觀察影像在地圖上的分佈

• 影像本身可能不包含 GIS資訊（拍攝工具不支援 GIS），但希望能為影像加

入 GIS座標

• 需要紀錄物件在空間中的確切或相對位置，方便日後重現環境

• 照片所需的 metadata欄位會因不同的情況而有所改變

• 整個團隊一同蒐集完資料後，需要一共用平台一同上傳與編輯資料

• 欲取得影像資料時，可簡便的搜尋到目標影像

4.2 系統功能

系統功能根據用途分成三大類：資料編輯輔助、搜尋與呈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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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編輯輔助：可以用少量的時間上傳照片、填寫 metadata、增加標註與分

類照片等

• 搜尋與呈現：各種呈現或搜尋方式幫助使用者找到他所需的資料

• 其他:portable, extensibility

資料編輯輔助 搜尋與呈現 其他

影像資料的預設、

編輯與刪除
影像搜尋

標註筆記的新增、

編輯與刪除

批次更改與刪除 後分類

影像呈現模式

GIS 系統

相簿、類別與標籤

匯出功能

自訂欄位

圖 4-1: 系統功能分類

接下來將分別對各功能的用途與可能的應用做詳細介紹：

4.2.1 影像資料的預設、編輯與刪除

上傳功能可供使用者一次選取多檔上傳，在上傳影像的同時，系統即會自動

在資料庫中新增影像資料，且為了減少使用者編輯資料的時間，系統會自動擷取

照片中的 EXIF資訊並寫入資料庫中，例如：檔名、拍攝時間、拍攝地點等等。

影像各個欄位的詳細介紹可參閱 3.3.3影像 metadata預設欄位。

本系統可接受不同類型的影像檔，並不侷限於照片。但唯有附檔名為 jpg的

JPEG檔包含可供系統讀取與寫入的 EXIF，其他類型的影像檔將無法提供系統預

設資料，在匯出功能的部份也會有所受限。若是影像非 JPEG類型或是 EXIF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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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包含地理資訊，拍攝地點的欄位則會留空，讓使用者自行編輯，如果是缺少

拍攝日期，系統會將拍攝日期預設為上傳日期。

在照片資料頁面瀏覽影像內容時，系統會同時呈現照片與其 metadata，方便使

用者對照觀察。照片資料也可在任意時刻進行編輯與刪除的動作，在刪除影像時，

此影像所包含的 metadata與筆記也會一同被刪除。

圖 4-2: 照片資料頁面

4.2.2 標註筆記的新增、編輯與刪除

使用者可於影像中指定一方型範圍來新增標註，系統會紀錄此標註座標並對

應到一筆記資料，筆記資料中的標題欄位為必填，其餘欄位則讓使用者自由設

定，標註筆記各個欄位的詳細介紹可參閱 3.3.4標註筆記預設欄位。

標註筆記可分成兩個部份：標註的方框範圍與筆記的資料。標註方框平時會

隱藏，維持圖片的美觀與使用者觀察影像的需求。當滑鼠移動到影像之中或是呈

現筆記的詳細資料時才會顯示方框。若是滑鼠移動到方框之內，將會顯示筆記的

標題。除了標示作用外，標註方框也作為筆記的連結之用，點選方框即可開啟筆

記的詳細資料。

筆記資料的內容包含了文字資料與影像連結，文字欄位部份由使用者自行定

義，在 4.2.9自訂欄位的部份會對欄位的制定方式有更詳細的介紹。影像連結則是

使用者將先前上傳過的影像資料新增到筆記之中，此影像為連結形式，點選可連

結到影像的 metadata頁面，藉由麵包屑（Breadcrumbs）功能紀錄使用者的操作路

徑，方便使用者在各影像之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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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資料可在任意時刻進行編輯與刪除的動作，在刪除影像時，此筆記包含

的 metadata與影像連結也會一同被刪除。

由於標註筆記包含了標註的方框範圍與筆記的資料，因此可比一般的筆記功

能多出許多運用。首先，標註筆記可用於標示照片中的重點，尤其是當重要資訊

在照片中並不明顯或難以分辨的時候，像是以圖 4-3中的青蛙為例，如果不用標

註功能，往後瀏覽此張影像時可能會難以發覺綠地中的青蛙，即使知道此張影像

的重點為青蛙，可能也要花上一段時間來尋找青蛙所在之處。

圖 4-3: 標註筆記示例 -標示出影像中不明顯之重要資訊

另外，由於標註筆記包含了影像連結的資料，因此可應用於紀錄空間中的資

訊。大範圍的空間資訊可以利用 GIS座標輔以地圖紀錄，但當要紀錄小範圍的空

間位置資訊時勢必會出現困難，像是一間房間內的擺設。圖 4-4為太陽花學運時

的立院議場空間紀錄實例，以一張遠距大範圍的影像作為參照（替換成空間平面

圖效果會更佳），並在影像上標註出其他的文物位置，並利用筆記中的影像連結切

換至其他影像。

19



圖 4-4: 標註筆記示例 -標示出小範圍內的空間資訊

圖 4-5: 標註筆記示例 -利用筆記中的影像連結切換至其他影像

4.2.3 批次更改與刪除

此功能可讓使用者一次更改多筆影像的資料，使用者可選取要批次更改的照

片並一次編輯此批影像的 metadata，減少耗費在重複修改的時間。批次更改的欄

位大致與影像 metadata欄位相同，唯有檔名部份有所差異，設計成可以自動按順

序重新變更檔名的功能。

由於田野調查過程中會將照片重新編號以對應到相符的 metadata，因此特別設

計檔名批次更改的功能。在檔名的部份共有四個欄位可以設定，分別為：起始編

號、位數、前綴、後綴。被選取的照片會依原始檔名排序，並從起始編號開始遞

20



增，編號前面加上前綴，編號之後加上後綴即為新的檔案名稱。位數則是作為補

零之用，若是編號不足指定位數則會在前面補零。舉例來說：若是前綴為「神木

村」，後綴為「.jpg」，起始編號為「1」，位數為「2」，則被選取的圖片會以「神木

村 01.jpg」、「神木村 02.jpg」……的順序編號下去。

系統也提供批次刪除影像之功能，可一次刪除所選圖片與其關聯資料，方便

使用者刪除大量資料。

4.2.4 GIS系統

影像在地理上的分佈除了是重要的資訊之一，也是搜尋影像的好方法。在影

像上傳的過程中，系統會自動從 JPEG影像中的 EXIF欄位擷取 GIS座標，並將之

存入資料庫中。因此，若照片包含了完整訊息，使用者即可直接使用 GIS資訊來

做搜尋與呈現，不須經過任何的編輯動作。若照片不包含 GIS資訊，使用者仍可

自行為相片編輯或新增 GIS資訊。

為了方便使用者利用，在影像資料的呈現上，系統並不會直接顯示 GIS座標，

而是以地址和地圖標示兩種方式來呈現拍攝地點，但為了保持 GIS資料的精確

度，系統仍舊會保留並使用 GIS座標進行部份運算。

圖 4-6: 在地圖上標示拍攝地點

在搜尋功能方面，使用者利用 GIS資訊做搜尋時，只要輸入地址關鍵字，系

統便會自動搜尋地點，接著在地圖上標示出可能範圍，並顯示在範圍內的影像。

但系統判定的範圍並不一定等同於使用者預期的地點，這時使用者可直接調整搜

尋範圍標示，之後切換成以框線範圍搜尋，即可獲得新範圍內的影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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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呈現中，其一為地圖模式，會在地圖中標示出所搜尋到的影像。為

防止因大量影像而造成呈現上的混亂，系統會將相近的影像合併成一 cluster，並

標示此 cluster中所包含的影像數量，cluster使用的演算法為 grid-based clustering，

其數量與合併的影像數會因地圖的遠近和影像地理位置間的距離而有所差異。

4.2.5 相簿、類別與標籤

使用者可將照片加入至相簿之中，作為分類管理之用，相簿模式為系統搜尋

結果的呈現模式之一，由於相簿功能類與電腦檔案管理系統中資料夾的概念相

似，可讓使用者快速學會運用。

相簿為樹狀結構，根節點為 root相簿，所有相簿均須位於 root相簿之內，root

相簿不可修改也不可刪除。其餘的相簿由使用者自行定義，在不違反樹狀架構的

前提下，可自由增加、編輯與刪除。在系統中，每一張照片均會存放在某一相簿

中，預設會儲存於 root相簿之中。

類別為影像的 metadata之一，標籤為筆記的資料之一，兩者的性質相近，均

由使用者自行定義。每一影像可有 0至多個類別，使用上相當自由，類別間為並

列的形式，並無任何關聯，標籤亦然。表 4-1為類別與相簿的比較：

表 4-1: 相簿 vs類別

相簿 類別

與照片的對應形式 一張照片僅屬於一相簿 一張照片可有任意個類別

彼此間的內部關聯 相簿間為樹狀架構 類別間無任何關連

4.2.6 影像搜尋、後分類與呈現

在影像搜尋中可同時以照片 metadata與筆記資料搜尋照片，搜尋欄位因使用

者而異，基本上包含預設欄位以及使用者自定義欄位。各欄位之間為「AND」關

聯，亦即要同時滿足各欄位的條件才會被視為搜尋結果呈現。

文字欄位的搜尋方式是直接輸入關鍵字搜尋，若相對應欄位包含關鍵字則會

作為搜尋結果呈現。日期欄位可讓使用者選取日期區間，若此欄位數值位於區

間範圍內則會被視為相符。類別與標籤則是會列出所有選項，為可複選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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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類別自身間為「OR」關聯，亦即只要影像資料包含其中一個標籤便視為符合

搜尋條件。

拍攝地點的搜尋方式較為特別，分成兩種：其一為關鍵字搜尋，另一為以框

線範圍搜尋。使用者利用 GIS資訊搜尋影像時，只需要輸入地址關鍵字，系統會

自動搜尋地點後以在地圖上標示出可能範圍，並顯示在範圍內的影像。但系統判

定的範圍並不一定等同於使用者預期的地點，這時使用者可直接調整搜尋範圍的

框線標示，之後切換成以框線範圍搜尋，即可獲得新範圍內的影像資料。要注意

的是，以範圍搜尋僅能於地圖模式下使用。

圖 4-7: 利用 GIS資訊搜尋影像

使用者可利用後分類功能將搜尋結果進行進一步的篩選，系統會自動收集搜

尋結果的影像資訊，以便建立拍攝時間與地點的後分類，並附上各項後分類內的

影像個數，可用於篩選和統計之用，不包含相關資訊的影像則不會被列入後分類

之中。

系統可用三種不同的模式呈現搜尋結果，作為輔助搜尋與整體呈現的功能，

三種模式分別是：簡單模式、地圖模式、相簿模式，這三項模式各有獨特的功能

與特色。任意模式搜尋出的結果均可連結至影像資料頁面。有關各模式的系統實

際影像，請參考 5.3.3照片搜尋與呈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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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呈現模式

特色 限制

簡單模式 條列出所有搜尋結果，讓使

用者一目了然。

地圖模式 在地圖上顯示搜尋結果，可

看出每張照片的拍攝地點。

可藉由調整框線範圍來搜尋

在某一範圍內拍攝的照片。

只能顯示具有 GIS座標的影

像。

相簿模式 模擬電腦檔案系統中的資

料夾，可讓使用者簡單分類

與尋找所需影像。相簿為樹

狀結構，使用者可在預設的

root相簿中新增或刪除相簿。

僅能看到當前相簿中的照片，

無法一次看到所有搜尋到的

影像。

4.2.7 資料匯出

匯出時除了會將影像與筆記的 metadata寫入 XML做輸出之外，也會將相關資

訊寫入影像的 EXIF中，方便使用者轉移到其他平台。使用者匯出後即可下載包

含所選影像及一 XML檔的壓縮檔案。系統會將部份資料寫入影像的 EXIF中，並

將完整Metadata寫入 XML檔案。

會寫入 EXIF中的資訊有：地理資訊（GPS Latitude、GPS Longitude）、檔名、

拍攝日期。其餘欄位因為沒有相對應的 EXIF欄位，即使輸出也難為其他系統使

用，因此不強行寫入至 EXIF中。

為了讓匯出資料保持完整性，亦即所有使用者於系統中編輯的資料均可匯出，

系統會將所選影像的完整資料整理後寫入至 XML中，讓使用者做進一步的運用，

也為未來發展相關系統的可能做準備。

若是使用者不善於使用電腦，只是需要部份內容用以寫作，可直接以 excel開

啟 XML資料來利用影像資料的文字部份。若是使用者有程式設計相關背景能力，

XML更是方便匯入新系統使用。同時也是替未來發展鋪路，留下資料轉移的空

間。

XML實際的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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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實際輸出之 XML檔

為方便理解，列出 XML簡略的樹狀結構如下：

• <root>

– <photo屬性 =...>

* <note屬性 =...>

· <note-label>

· <photo-in-note>

* <photo-label >

4.2.8 自訂欄位

為了能夠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系統提供了自訂欄位的功能以增加彈性。

可自訂的內容包含影像與筆記的欄位、影像的類別、筆記的標籤。在欄位方面，

系統會分別幫影像與筆記預設部份欄位，預設欄位僅可變更顯示名稱，無法刪

除。但使用者可自行新增、變更或刪除自定義欄位。自定義欄位分成兩種數據類

型 -日期欄位與文字欄位，提供使用者更多樣化的選擇。

系統也會有預設的類別與標籤，不過使用者可任意刪除和新增類別與標籤，

無論該項目是否為系統的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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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實踐

本章節將會介紹實際的網站架構，以數個例子展示系統的實際畫面，並輔以

文字說明系統的實際操作流程。

5.1 網站架構

首頁

登入頁面

說明文件 照片上傳 照片搜尋 欄位設定

上傳影像 預設資料填寫 搜尋功能 搜尋結果呈現

簡單模式 地圖模式 相簿模式

影像頁面

影像資料 筆記列表 筆記資料

筆記欄位設定 照片欄位設定

圖 5-1: 網站架構

5.2 操作流程

圖 5-2為整個網站之操作流程，本系統在操作上給予使用者非常大的彈性，使

用者有多種可能的操作行為，也因此即使是概略的操作流程圖也顯的十分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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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登入系統

登入成功？

想執行動作為？

是

重新登入

否

選取欲上傳影像

上傳新影像

以各種方式
搜尋所需影像

搜尋已上傳影像

設定照片或
筆記欄位？

設定資料欄位

填寫共通預設資料
已搜尋到
所需影像？

新增、修改、刪除
照片欄位與照片類別

照片欄位

新增、修改、刪除
筆記欄位與筆記標籤

筆記欄位

影像上傳

繼續執行其他動作？

是

使用者登出

否

否

點擊欲瀏覽的影像

是

影像資料頁面

想執行動作為？

修改或刪除影像資料

修改、刪除影像資料

點擊圖片中的標記或
點擊筆記列表

選取欲瀏覽之筆記

瀏覽筆記

在圖片中拖曳出一方框

新增筆記

修改或刪除筆記資料

修改、刪除筆記

繼續瀏覽或變更此影像關聯資料？

編輯筆記內容並送出

否

是

圖 5-2: 網站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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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統界面

系統界面包含兩大區塊，上方的工具列可用以登入登出與開啟三項功能頁面：

說明文件、照片上傳、欄位設定。

圖 5-3: 系統整體界面

接下來會簡單介紹各個頁面的界面與所包含的功能，以及部份功能的操作方

式：

5.3.1 說明文件

說明文件以包含截圖的實例輔助初次操作本系統的使用者應用系統的各種功

能，希望讓使用者可以快速理解並順利上手。點選說明文件按鈕時，會跳出說明

文件的新視窗，方便使用者一面看說明一面操作系統。

28



圖 5-4: 說明文件

5.3.2 照片上傳

此頁面供使用者上傳個人照片並根據照片內的 EXIF資訊為照片預設資料。上

傳功能可供使用者一次選取多檔上傳，並預先顯示待上傳的影像，在上傳前也可

將部份影像取消上傳。使用者可分批加入欲上傳的檔案，決定好要上傳的檔案列

表後點選開始上傳按鈕，系統即會開始上傳工作並利用 EXIF中的資訊為影像預

設部份資料。

圖 5-5: 照片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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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照片搜尋、後分類與呈現模式

此頁面上方為資料搜尋界面，供使用者利用多種搜尋方式查找已上傳的影像，

搜尋欄位因使用者定義而異，基本上包含預設欄位及使用者自定義欄位，各欄位

之間為「AND」關聯。文字欄位的搜尋方式是直接輸入關鍵字搜尋，只要相對應

欄位包含關鍵字即符合條件。日期欄位則是讓使用者選取日期區間，若此欄位數

值位於區間範圍內則會被視為相符。類別與標籤則是會列出所有選項，為可複選

項目，標簽、類別自身間為「OR」關聯。

系統也提供後分類功能，用以進一步的篩選搜尋到的影像，此功能會分別以

拍攝時間與地點分類影像，並列出各個項目中的影像數目，點擊後分類中的任一

項目，即可讓搜尋結果頁面中只保留該項目中的影像。

為了擴大資料呈現的空間，後分類與搜尋功能區塊均能收合，後分類區域預

設為收合狀態，可點擊頁面左方的按鈕開啟，再次點擊按鈕可將之收合。資料搜

尋區塊預設為展開狀態，方便使用者搜尋，可點選「資料搜尋」收回搜尋視窗。

頁面下方用以呈現搜尋結果，可顯示所搜尋到的影像，並提供三種不同的呈現模

式 -簡單模式、地圖模式、相簿模式。在任何模式下點選圖片，即會跳出影像資料

呈現頁面供使用者瀏覽詳細資料，另外，勾選圖片後可藉由下方功能列進行批次

更改、加入資料夾、打包匯出等工作。

圖 5-6: 照片搜尋與呈現頁面說明

接下來會分別簡介三種不同的呈現模式 -簡單模式、地圖模式、相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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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模式

最基本的呈現方式，直接將所有結果呈現於頁面上，不另加其他功能，此模

式可方便使用者以最直接的方式獲得搜尋結果。上方的圖 5-6即為簡單模式呈現的

搜尋結果。

地圖模式

會將搜尋結果直接以影像形式顯示在地圖上，讓使用者觀看影像在地圖上的

分佈。為了處理大量影像的顯示問題，在此模式中加入 cluster設計，系統會將相

近的影像合併成一 cluster，並標示此 cluster中所包含的影像數量，cluster的數量

與合併的影像數會因地圖比例尺的大小和影像間地理位置的距離而有所差異。

正常情況下，cluster會隨著地圖距離的拉近而漸漸散開成單一影像，惟遇到多

個影像的地理資訊相同時會有所例外。在測量儀器精確度高的現今，遇到多張影

像 GIS座標完全一致的情況極低，但因本系統提供批次更改功能，使用者可以使

用批次更改功能同時修改多筆影像資料的 GIS資訊，造成多張影像 GIS座標相同

的結果。為避免位於相同座標的影像完全重疊而無法正常顯示，系統會將相同座

標的影像固定顯示為 cluster的標示，點擊後才會出現位於此座標的影像列表供使

用者選擇。

另外，此模式特別支援以 GIS資訊搜尋的功能，使用者利用 GIS資訊做搜尋

時，可在地理搜尋欄位中輸入地址，系統會自動搜尋地點後以紅框在地圖上圈選

出可能範圍，並顯示在此範圍內的影像，在其他模式中，僅會顯示搜尋結果的影

像而無法標示可能的範圍。如果系統判定的範圍不如使用者所預期，使用者可自

行調整紅框範圍，之後改選以框線範圍搜尋，即可獲得新範圍內的影像資料，以

框線範圍搜尋只能於此模式下使用，其他模式中並無調整選取範圍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地圖模式僅會顯示包含 GIS座標的影像，如果影像的metadata

中不包含地理資訊，將不會出現在這個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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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地圖模式結合地理資訊搜尋功能

相簿模式

為呈現與電腦檔案管理系統相似的管理與操作概念，另外設計了相簿模式。

使用者可以連點兩下右方呈現頁面的資料夾圖案開啟相簿，或是以左方的樹狀目

錄切換相簿顯示。呈現頁面會同時顯示包含於當前目錄下的影像以及相簿，為搜

尋結果做進一步的分類，方便使用者更快速的找到所需資料。

圖 5-8: 相簿模式（已收合搜尋區塊）

照片搜尋頁面下方功能列包含了移動至相簿、匯出所選影像、批次更改、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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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選影像等按鈕，並附上全選、全不選功能，方便使用者選取要操作的影像。

使用下方功能列的功能前，要先自搜尋結果的區塊中勾選欲操作的影像，勾選完

後點擊相對應的功能按鈕開啟視窗進入下一步。接下來會介紹下方功能列的各個

項目：

移動至相簿

使用者可選擇要將所選的照片新增至哪一個相簿，也可於此建立新的相簿。

建立新相簿時，需先點選新相簿所欲放置之位置（指定其父節點），並點選「新增

相簿」按鈕於所選相簿之內建立新相簿。

圖 5-9: 移動影像至相簿

匯出所選影像

系統會輸出一個包含所選影像及 XML檔的壓縮檔案，XML檔內具有所選影

像與筆記全部的 metadata，其中部份資料也會被寫入影像的 EXIF中，像是地理資

訊 (GPS Latitude、GPS Longitude)、檔名、拍攝日期等等，方便使用者轉移到其

他平台，詳細說明請參考 4.2.7資料匯出。

批次更改

此功能可讓使用者一次更改所有已選影像的資料，使用者可自由選擇欲更改

的欄位，不打算做變更的項目可勾選前方的「不變更」選項，除檔名以外的欄位

均和影像資料頁面的欄位相符，操作方式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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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檔名的部份共有四個欄位可以設定，分別為：起始編號、位數、前綴、後

綴。被選取的照片會依原始檔名排序，並從起始編號開始遞增，編號前面加上前

綴，編號之後加上後綴即為新的檔案名稱。位數則是作為補零之用，若是編號不

足指定位數則會在前面補零。

舉例來說：若是前綴為「神木村」，後綴為「.jpg」，起始編號為「1」，位數為

「2」，則被選取的圖片會以「神木村 01.jpg」、「神木村 02.jpg」……的順序編號下

去。

圖 5-10: 批次更改

刪除所選影像

雖然影像頁面中也有刪除功能，但考量到當要刪除大量影像時，勢必需要一

能快速將複數個影像一次刪除的功能，因此設計此功能以便將使用者所選影像全

部刪除，為避免操作失誤，系統會在刪除資料前再次向使用者確認。

5.3.4 影像資料頁面

使用者搜尋到所需影像後，點選影像可連結到影像資料瀏覽頁面，頁面內容

包含了影像、影像 metadata、筆記列表、筆記詳細資料、麵包屑（Breadcrumbs）。

此頁面的左半部為影像圖檔，右半部除照片資料外，也可列出筆記資料的列表，

或是切換到詳細的筆記資料。欲離開此頁面時，只需點選頁面外圍較暗的任意處，

即可關閉頁面回到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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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影像資料頁面

使用者可在瀏覽照片資料時編輯或刪除影像，在刪除影像時，會跳出警告提

醒使用者，而且此影像包含的 metadata與筆記也會一同被刪除。影像 metadata的

拍攝地點欄位顯示的內容為地址，但系統會另外紀錄 GIS座標，如欲在地圖上顯

示位置或是更改座標，可點選「顯示/變更」按鈕，會跳出地圖視窗供使用者瀏覽

或修改拍攝地點，有關 GIS的詳細介紹可參閱 4.2.4 GIS系統。

使用者可於影像中任意處拖曳出一方型範圍來新增標註，右半部會同時出現

筆記填寫視窗，填寫完畢送出後即會新增筆記資料，系統會紀錄此標註座標並對

應到筆記資料。此標註方框平時會隱藏，維持圖片的美觀與使用者觀察影像的需

求。當滑鼠移動到影像之中或是呈現筆記的詳細資料時才會顯示。若是滑鼠移動

到方框之內，將會顯示筆記的標題，而點選方框可開啟筆記的詳細資料。

查看詳細的筆記資料有兩種方式，一為點選筆記資料分頁，頁面會條列出此

影像所有的筆記資料，使用者可點選觀看詳細資料。另一為直接點選影像內的標

註方框，頁面也會自動從照片資料跳轉到筆記資料。無論頁面右半部呈現的是照

片資料、筆記列表還是筆記資料，頁面左半部均會保持呈現影像圖檔，方便使用

者對照觀察。

系統可讓使用者將其他位於系統中的影像新增到筆記之中，筆記中的影像為

連結形式，點選可連結到影像的 metadata頁面，所以特別於左上角設計了麵包屑

（Breadcrumbs）功能，用以紀錄使用者的操作路徑，讓使用者可以點選紀錄以便

回到先前瀏覽的影像頁面，達到在各影像間切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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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欄位設定

此頁面供使用者設定專屬自己的欄位與類別，包含了照片與筆記兩種不同資

料的欄位，藉由點選上方的分頁切換照片或筆記欄位設定。系統預設的欄位僅供

使用者變更顯示名稱，不過使用者可自行新增、變更與刪除自定義欄位。影像的

類別與筆記的標籤也可自由新增或刪除，無論是否為系統所預設。

圖 5-12: 欄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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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本系統為資訊科技與人文研究對話的結晶，將人文研究者提出的需求加上資

訊工程師的思考與轉化，經由多次的討論,爭辯,退讓最終成型，可視為兩個截然

不同的領域碰撞後的結果。

從探尋田野調查研究者需求出發，經過資料蒐集、訪談討論、參與觀察等方

式調查使用者需求，進而思考如何解決相關問題達成需求，過程中不免遇到許多

困難，包含不同領域的思維差距、技術限制、功能彈性與操作便利的取捨等等。

6.2 未來發展

6.2.1 照片分享

照片分享功能可讓田野工作團隊集中整合管理當次工作所蒐集到的影像與資

料，抑或者讓研究者彼此分享資料以便討論與研究。唯分享功能需注意到資料取

得、修改和刪除的權限設計與資訊安全，並設計好使用者與社群的管理方式，確

保不會出現資訊外洩的情況。

6.2.2 型態擴充

當前的筆記內容包含文字資料與影像連結（限制為已上傳到系統之影像檔），

未來可以擴充更多不同型態的資料欄位，像是讓影像資料與筆記包含常見的文件

（doc、pdf）、音訊、影片等等。如此一來，使用者可以將更多不同類型的資料存

放於此雲端系統中，並建立其與影像間的連結。

6.2.3 手機 client端程式

考量到田野調查現行流程仍先以紙筆抄寫相關資料，或以攝錄影音方式記錄，

兩者皆需在事後重新輸入到電腦中，耗費時間再次紀錄。若是額外設計一在手機

中的 client端離線程式，即可讓使用者拍完照片後直接輸入影像的 metadata，或是

附加影音檔於其中，等有網路時再直接匯入雲端系統中。如此一來，研究者在資

料蒐集的過程中僅需紀錄一次，不必重複進行紀錄的動作，節省相關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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