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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 9 月 1~6 日赴日本沖繩參加「自然史蒐藏保存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簡稱 SPNHC)與「生物多樣性資料標準社群」

(Taxonomic Databases Working Group，簡稱 TDWG)舉辦的聯合年會。兩會雖然高度相

關但各有重點，SPNHC 聚焦在全世界各地自然史博物館在蒐藏理念與實務的分享交流，

並促進單位間的合作，而 TDWG 則著重於全球生物多樣性資料數位化、資料庫欄位標

準化、資訊公開流通等議題，期能在實體標本外，擴大物件和附帶資料的可近用性

(accessibility)。SPNHC 自 1985 年成立以來，這是首度在歐美以外地區舉行年會。由於

台灣享有地利之便，加上有較多亞洲成員參與，本次年會本館有生物學組、人類學組、

營運典藏與資訊組的典藏管理科共 8 位同仁與會，並主持兩場研討會(symposia)，發表

8 篇論文。另有多個台灣的單位、組織與個人參加，總人數約 30 人。大會議程安排 36

場研討會、4 個工作坊、2 個展演會、1 個短講會，還有沒有歸入前述類別的宣讀，共

有超過 200 篇的發表，分成五個平行場次進行。除現場宣讀外，每場也都有線上轉播

與錄影，方便與會者切換場次聆聽。由於平行研討會主題多樣且場次眾多，同仁各自

聆聽自己感到興趣的講題，文中乃依據日期彙整同仁們對不同場次內容的重點與感想。

會後的自由行程安排了參訪附近學術單位(如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琉球大學)、

考古人類學遺址(カンーガラの谷)與沖繩縣立博物館等地。文末就本次會議的相關主

題與參訪提出建議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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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國期間、地點及前往之機構 

出國期間：2024 年 9 月 1~7 日，共計 7 日(前、後日為交通日)。 

出國地點：日本沖繩縣宜野灣市。 

前往機構：SPNHC & TWDG 2024 年聯合年會(會場於沖繩會議中心)。 

 

2. 出國人員姓名、單位及職稱∕職務 

人員 單位 職稱∕職務 

楊宗愈 生物學組 研究員∕維管束學門負責人與蒐藏經理 

鄭明倫 生物學組 副研究員∕生物學組主任 

蔡經甫 生物學組∕營運典藏與資訊組 副研究員∕典藏管理科科長 

黃俞菱 生物學組 副研究員∕真菌學門負責人 

李作婷 人類學組 助理研究員∕考古學門蒐藏經理 

陳叔倬* 人類學組 助理研究∕民族學門負責人 

陳美蓉 營運典藏與資訊組 典藏管理科助理研究員 

陳哲志 生物學組 研究助理∕真菌學門蒐藏經理 

     *陳員行程與其他成員有較大差異，出國報告另行繳交。 

 

3. 經費來源與補助項目 

  經費由各人所屬組室的「科博之眼」項下支應，補助機票、保險、報名費與日

支費(依 113年「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日

本其他地區 172美元/日計算)，每人上限為新台幣 6.3萬元，若有超出則自行負擔。 

 

4. 出國緣起與目的、行前準備及過程 

4.1. 出國緣起與目的： 

「自然史蒐藏保存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簡稱 SPNHC)是由歐美博物館人士在 1985 成立的民間組織，迄今已有 39

年歷史。目前有來自全球 30 餘個國家超過 800 名會員，在自然類的博物館是知名且重

要的國際組織。有別於「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或「亞太科學中心協會」(Asia Pacific Networ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res，

簡稱 ASPAC)放眼在更全面的博物館議題，SPNHC 聚焦在促進自然史蒐藏在保存技術、

管理經營、教育推廣、多元近用、跨域研究等各方面知識與技術的交流，並促進成員

間的合作。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成立至今已 38 年(1986~)，經過數代人員的努

力，從創館時的零蒐藏到現在已逾 160 萬件藏品。雖然以國際上自然史類的博物館來

說，本館相對年輕，蒐藏量也不算特別大，但是具有台灣最大的自然史整體蒐藏，且

是東南亞國家中較具蒐藏規模的博物館之一。而由於台灣的大陸島本質和複雜的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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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冰河期歷史，劇烈的造山運動和地震活動，加上又是南島語族的擴散起源地，因此

無論在生物學、地質學與人類學的自然史上都極具特色；此外，台灣的海島型氣候、

颱風與地震頻繁等環境也和博物館旺區的歐美顯著不同，因此在自然史蒐藏保存上，

台灣與歐美雖有一些共通問題，但也有獨特的議題和因應，反而可以提供發展背景類

似和地處類似自然環境的國家參考。因此參與 SPNHC 年會不僅是向有著龐大蒐藏和招

牌響亮的博物館取經學習，也能分享經驗給跟我們有許多共通性的博物館參考，促進

彼此之間的合作交流。 

4.2. 行前準備： 

在本館科學傳播中心∕國際發展中心的規畫協助下，2023 年 5 月由研發長張鈞翔

博士率隊，與生物學組、人類學組、營運典藏與資訊組的其他 7 位同仁一起前往美國

舊金山參加 SPNHC 年會，這是台灣首度有成員參與 SPNHC。會議中除發表外，也聽

聞許多關於蒐藏與近用的新概念、技術與作法，激發出新的想法，並積極與其他單位

或廠商交流，尋求合作機會(見《出國報告：參與國際組織 SPNHC 2023 之學術交流與

論文發表》，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1200902)。

年會結束前決定 2024 年年會地點在日本的沖繩，並將與「生物多樣性資料標準社群」

(Taxonomic Databases Working Group，簡稱 TDWG，1985 年成立，2006 年起改稱為

「生物多樣性資訊標準」，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Standards，但維持原縮寫)聯合舉辦。

這是 SPNHC自成立以來首度在亞洲舉辦年會，有其拓展會務和擴大參與的企圖。這是

難得的機會，台灣不僅享有地利之便，且應該會有較多亞洲主題和夥伴參加，同仁們

便有了更多的構想，館內也鼓勵更多負責蒐藏業務的同仁參與。 

3月時確定本館與會人員名單，包含生物學組、人類學組、營運典藏與資訊組的典

藏管理科同仁共 9 人(其中生物學組的林展蔚助理研究員於 8 月轉任國立台灣大學教職，

故未列入本次出國人員)，每一位都曾經是或是現任的學門蒐藏經理，或負責管理全館

的蒐藏業務。除個別同仁投稿外，我們也向大會報名籌組兩個研討會(symposia)，分別

是人類學組擔綱的〈原住民傳統知識與自然史蒐藏〉(Indigenou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及生物學組負責的〈揭開印太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蒐

藏實務與基於標本的研究〉(Unveiling the Rich Tapestry: Biodiversity collection practices 

and specimen-based research in Indo-Pacific Asia)，希望能讓國際同行注意到台灣在自然

史蒐藏上的相關成果，並引發興趣。6 月議程確定(見附錄一)，大家的投稿和兩個籌組

的研討會都被接受，人類學組被排在第 21 場，除陳叔倬與李作婷博士的 2 篇外，另有

澳洲、美國、多哥 3 國的學者投稿同場論文宣讀；生物學組排在第 34 場，除本館同仁

的 6 篇論文，另有台灣大學、澳洲國立大學學生投稿的 3 篇。由於篇數較多，因此被

分成 34.1 和 34.2 兩個場次。 

年會時間是 9 月 2~6 日，地點在沖繩本島宜野灣市(ぎのわん，Ginowan City)的沖

繩會議中心(沖縄コンベンションセンター)。由於本館與會同仁眾多不便全部集體行

動，因此大家各自找夥伴訂機票與住宿，安排行程。陳叔倬博士因為要先飛韓國參加

另一個會議，又須提前離開，行程只跟大家部分重疊，故獨立撰寫出國報告；其餘 7

位同仁都全程參加 SPNHC & TDWG 聯合年會，也共同撰寫本次出國報告。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11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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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會議過程： 

9 月 1 日(週日)。去程：台中～桃園～沖繩那霸～宜野灣市。 

大會在 9 月 2 日上午報到，因此大部分同仁都在 9 月 1 日中午或晚上抵達那霸機

場。在桃園機場也遇到許多要參加年會的同行，如「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簡稱

TaiBIF)與「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簡稱 TBIA)成員，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

心的端木茂甯博士帶隊。不過他們的重點是放在 TDWG 的專題上。 

雖然觀光網站寫現在入境日本最好填寫電子入境卡，不過可能由於是 3 月才實施

的新制，在那霸機場大排長龍的狀況下並未被要求出示。機場有區間巴士到宜野灣市，

不過由於日幣大幅貶值，大家都是直接預約計程車(約 18 公里，不塞車約半小時路程)

前往，省得上下車拖行李步行的麻煩。大夥兒訂的飯店或出租公寓(民宿)散布在沖繩

會議中心周邊 1 公里步行可及的範圍內，相當便利。以一間兩層樓獨立建築的出租公

寓(Guesthouse Seawall)來說，樓下是客廳、衛浴和廚房，二樓有兩間房間四張床，雖

然不算大，但很舒適，傢俱一應俱全，包棟六天下來平均每人每天只要台幣 1100 元，

相當划算。 

晚上同仁們先約聚會，討論接下來幾天的分工與行動(如論文宣讀時互相支援)，

相約明早十點鐘在會場集合。 

9 月 2 日(週一)。會議第一日：開幕式、大會演講、主題演講∕破冰晚宴 

上午開始報到。1987 年落成的沖繩會議中心座落於遊艇碼頭、市立體育場和海濱

公園之間，是由展示棟、劇場棟和會議棟所組成的複合功能建築群。當中以展示棟最

大，造型也最特別，遠遠就可以看到它綠色波浪狀的屋頂和挑高透空的設計，結合沖

繩的環境意象與功能需求，展現空、海、洞的設計概念。會議棟有 A、B兩棟，A棟是

主館，有一間可容納 500人的大會議廳和兩間中、小型會議室；一旁的 B棟較小，有 7

個大小不等、但可彈性合併的空間，能組成 4間會議室，最大的空間(B5-7合併)可容納

約 220 人，最小則約 46 人，可安排 4~7 個平行場次(見附錄二)。 

在報到會場我們發現台灣來的夥伴真的很多，總共應該有超過三十人，除了中研

院相關團隊和我們之外，還有台大、彰化師範大學、台灣博物館等單位的成員。反而

日本與會的人沒有預期中多，甚至比台灣人還少。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國際昆蟲學

大會」(ICE)今年的年會八月底剛在京都舉行，所以日本為數眾多的昆蟲學家幾乎都沒

參與本次會議。 

因為我們將主持兩場研討會，十一點時參加大會秘書處辦的說明會，提醒主持人

注意事項，如感謝贊助商、時間控制提醒、問答時間等；每間會議室大會都有派專人

負責操作機器，每場發表也都會做現場轉播和錄影，用 zoom 登入後觀看；若人數太多

進不了會場，也可線上聽講和提問，主持人負責在最後轉達線上提問給講者，現場問

答；提問的錄音麥克風設置在走道中間，確保發言的錄影和錄音品質。這在後來的議

程中發揮了很大的效果，稍後會談到。 

今日議程都在大會議廳(A1)舉行。下午一點鐘正式開幕，現場與會的成員應該有

超過 400 人。主辦單位宣佈一些注意事項，並特別強調沖繩當地重視的永續行動，例

如無紙化、垃圾減量、避用塑膠製品、保護環境，愛護生態等，希望大家能盡可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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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隨後是兩場各 45 分鐘的 keynote 演講，首場是麻省理工學院 Sara Beery 博士

的”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intersection of AI and Biodiversity”，主講訓練和利

用 AI 進行物種辨識和生態資料分析等目前的進展。目前的 AI 技術尚無法辨識形態相

近的物種，仍然需要依賴分類學家的專業；AI 的優勢在於處理大量的資料並進行分析，

但對於生態學資料的處理仍要注意資料偏誤，所以資料的數位化以及標準化非常重要，

為了增加這些資料的可用度，我們必須要努力維護和管理標本或各種生物資料，這樣

的資料才有價值，而不是無意義的數字與文字。第二場 keynote 演講則是加拿大學者

Tom Strang 博士帶來的「一期一會」，講述因緣際會認識日本學者後，合作進行日本

文化財古蹟的保護除蟲的分享，這場分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研究團隊將日本的古蹟整

個包覆進行加熱除蟲，如此大規模的實驗能實行，實在很佩服團隊的執行力以及日本

政府和古蹟管理單位的配合度，而講者因為參加研討會和不認識的人交流，因而促成

了這麼有意義且寶貴的研究經驗。他也建議大家要多跟不同領域的人交流，可以激發

許多新點子與研究方向。 

Keynote 演講後，接著是從這次大會的所有投稿中選出來的 8場精選演講，每場 15

分鐘，內容包含將博物館資料加入 Wikidata、資料標準化的情形、愛丁堡植物園分享

製作植物標本的科教活動、現今分類學研究的執行和支援概況、利用機器人進行昆蟲

標本數位化、台灣的聲音資料的平台介紹(端木博士報告)、蒐藏標本的採集許可資料

清點建檔、以及博物館哺乳類動物標本之體型尺寸偏差。 

較讓人印象深刻的有幾場，例如愛丁堡皇家植物園Robyn Drinkwater博士的分享。

為了讓民眾了解植物標本館的蒐藏與應用，她們舉辦了製作植物標本的活動，讓民眾

挑選自己喜歡的植物，體驗植物學家如何製作標本與描述和鑑定標本，甚至還設置了

網頁讓民眾展示作品，這樣親近民的做法讓大家了解標本館的重要性，提升標本館在

社區的地位，以進一步支持標本館的存在，做法值得學習。 

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的 Rederic Page 博士則從發表和報表的資料去統計呈現，當今

有哪些人和哪些地區還有很多的分類學研究，資金又是從哪邊來。滿有趣的結果是，

幾個分類學的大國如美國、中國、日本等國，不僅資助其他國家做相關研究，也接受

別國的資助。例如美國資助幾乎所有南、北美洲國家、法國、荷蘭、南非、哈薩克、

蒙古、澳洲和許多東南亞國家等，但也接受了來自加拿大、墨西哥、德國和中國的資

助；中國資助印度和中南半島國家、美國、英國、馬拉加西、索馬利亞等國，也接受

俄羅斯、加拿大、巴西、埃及等國的資助。沒想到在分類研究上不僅僅是人員或機構

間的合作交流，連資金都有意想不到的流動。 

另一個與蒐藏實務相關的主題是美國的自然史博物館(NMNH)的 Cailin Meyer 分享

的採集許可的資料清點。早期博物館的蒐藏取得並沒有那麼嚴格的法令或倫理規範，

但是自 1960 年代以來這方面的議題越來越受重視，1975 年「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

貿易公約」(CITES)生效後，跨國間的野生動植物取得正式受到法律規範，因此博物館

過去從國家或博物館探險隊、私人探險家、私人蒐藏家等各式來源獲得的蒐藏品如果

沒有釐清當初取得的過程，日後都可能會產生紛爭；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在

2010 年簽訂的《名古屋議定書》(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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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有更明確的倫理規範，科學研究社群也重視這點，許多研究論文的發表都要求

提出採集許可證明。NMNH 成立 100 多年，長期接受民間捐贈的藏品，但過去並未重

視文件的整理，近年才注意到問題的嚴肅性，乃開始整理與標本蒐藏有關的許可、捐

贈文件，並增加人力加速處理。本館過去在接受捐贈的標本時，雖然要求簽訂捐贈契

約以避免日後糾紛，但並未強制對方提供採集許可文件。未來也需要考量這個問題，

在蒐藏管理辦法中提出因應的做法。 

晚上在會議中心附近的 Laguna Garden Hotel 舉辦破冰晚宴，提供輕食、啤酒和氣

泡飲料，並安排琉球當地的太鼓舞、古武術的棒術，和舞獅等表演節目。西方同好對

這些具有東方神秘色彩的表演頗感新奇，我們雖然對此熟悉，但也進一步體認到台灣

與鄰近地區文化背後的共通性。晚宴中經由蔡經甫科長的引介，我們也跟專門做博物

館典藏數位化的荷蘭廠商 Picturae的商務代表們碰面閒聊。他們在去年舊金山的年會中

便有過接觸，或許未來有機會進行合作。 

9 月 3 日(週二)。會議第二日：平行場次研討會。 

今日起會議移師到會議棟 B 棟進行。接下來三天的議程共有 36 個研討會(SYM)、

4 個工作坊(WKSH)、2 個展演會(DEMO)、1 個短講會(LTNG)，還有沒有歸入前述類別

的宣讀，共有超過 200 篇的發表。它們被劃分為 5 個平行場次，利用 B1、B3、B4、

B5，和 B6+7 場地。二樓的 B1 最大，可容納約 120 人；一樓的 B3~5 都是小型空間，

各約 45 人；B6+7 整併為一個可容納約 90 人的中型空間；B2 中型空間則給贊助廠商設

攤。主辦單位也沿著走廊設置長桌，供各單位擺放文宣或紀念品。我們從台灣帶來的

50 份紀念品和 100 份文宣品不到一天就被拿取一空。 

會議開始後大家就發現空間規畫並不理想。除 B1 空間較寬裕外，其餘會議室都有

點甚至太過擁擠，有的場次連站著聽都很難，也不易在中間換場出入。雖是聯合年會，

但跟數位化、資料庫、格式標準化等主題的場次約是單純蒐藏研究主題的兩倍，但議

程的安排不太親民，所有場次的編號順序看不出規則，跟類別或日期無關，也許是基

於主題吸引力和空間分配的考量，例如今天上午同時開始的研討會有第 1、2、15.1、

25，茶敘之後則是 7、13、15.2、24、27，不容易記憶也難找出邏輯。由於場次眾多，

加上全場無紙化，連會議室門口都沒有簡單的海報，除非事先在每個一個半小時的分

場就選好要聽哪幾場，不然在當中要換場找會議室真的很不方便。後來有幾位同仁就

發現線上聽講更有效率，可隨時切換場次，也不會因擁擠而喪失機會。 

同仁們的宣讀分散在今日上午的SYM27、下午的SYM21，以及5日下午的SYM34，

有空的同仁便去支援講者場。由於同仁們各自參加有興趣的主題，以下分享同仁有摘

錄重點和心得的場次。 

上午場： 

【SYM01  A Fly Can’t Bird but a Bird Can Fly: Current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Collection Management Systems,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這場研討會主要是介紹不同的蒐藏系統的特色與營運模式。Specify 7 是由 Specify 

Collection Consortium 開發的開源軟體，該組織已有 30 年的歷史，目前在全世界有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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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提供約 300 個蒐藏單位使用他們的蒐藏管理系統，此系統發展的緣起很特別，

由於許多小的蒐藏單位沒有資源能夠單獨建立自己的蒐藏管理系統，在歐美有一些政

府計劃資助的系統開發應用供其使用，但這一類的系統往往可能因為政府經費調整而

中止，對蒐藏管理造成很大的問題，Specify 考量這類問題，依據使用費用高低建立了

不同階級的會員制度，在這樣的分級制度上，Specify 獲得足夠的經費維運軟體，並且

滿足了不同大小蒐藏單位的使用需求，堪稱為一個成功的經營模式。 

接著由 EarthCape 分享介紹他們的蒐藏系統，EarthCape 是英國 Kew Garden 採用的

蒐藏系統，在這場研討會他們只簡單介紹了他們的基本架構與服務，之後在別的場次

有詳細的 Kew Garden 經驗分享。再來是 Arctos 的介紹，他們是由美國非營利機構

Community Initiatives 支持的一個線上蒐藏管理系統與社群，支援資料遷移與數位化，

有許多美國的大學使用他們的系統管理蒐藏。TaxonWorks 則是提供給分類學家或生物

學家適用的資料管理平台，主要處理物種描述資料、物種命名和採集資料等，這個平

台並非專門設計給蒐藏管理使用，但對於研究者來說或許是個便利的系統。雖然這樣

的平台設計和理想是好的，但由於是美國政府出資支持的開放平台，未來萬一政府不

再支持，平台的維運和資料保存可能會有永續性的問題。最後一篇宣讀則是耶魯大學

分享他們文化遺產蒐藏管理系統的建置，不過這部分和生物學蒐藏的需求較為不同。 

【SYM24  Microscope Slide Curation, Conservation, and Access】 

本館也有生物玻片的蒐藏，所以有同仁聽了這個研討會的幾場分享。雖然大多數

是講水生微生物和魚類的玻片，不過因為很少有機會接觸這方面的資訊，也是個不錯

的學習機會。 

首先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分享他們整理纖毛蟲的玻片標本，他們其實平常也沒

有這類玻片的正式蒐藏，但是他們原生生物學實驗室有大量從 1990 年代開始研究的玻

片蒐藏，所以花時間與人力整理歸檔這些玻片，並連結相關已發表的文獻，希望可以

將這些資料與各界共享。 

另一個演講是關於哈佛大學接受了大量的組織玻片蒐藏捐贈後，如何建立一個處

理的標準流程，首先將捐贈品放在隔離區，並使用二氧化碳消毒 3 週，然後為每張玻

片加上條碼後上架，由於捐贈者也提供了詳細的玻片製備筆記，所以也必須將這些紙

本紀錄掃瞄建檔數位化，並和相關的玻片連結，最後他們共整理了近六萬三千多片的

玻片，發現共來自 919 個標本紀錄，這些蒐藏也包含了 33 個物種。 

難得可以聽到一個博物館如何處理別人捐贈的標本流程。博物館是接受各方研究

人員捐贈標本的理想對象，但博物館必須好好處理這些珍貴的研究標本，不只要做好

保存，後續的資料建檔與數位化同樣重要，不要讓博物館變成巨大的儲藏室，而是打

造成一座多樣的圖書館，好好整理建檔並供大眾使用。 

研討會中也有關於玻片封片膠的老化測試的演講，包含 Canada balsam、Euparal、

Eukitt三者間的比較，第一者是天然樹脂，也是傳統植物解剖學常使用的封片膠，其餘

兩者則是合成樹脂。經過加熱與照光測試，結果發現 Canada balsam 的黃化和劣化程度

最嚴重，Eukitt的效果最好。這類實驗很實用，可以讓研究者在做永久封片時選擇適當

的封片膠，避免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保存後卻發現玻片標本已經老化劣化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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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27  Pre- & Post Disaster Management of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 

本場次研討會聚焦在博物館蒐藏品對於大規模災害致損的預防與補救。2018 年巴

西國家博物館大火使得全館珍藏的文物與標本付之一炬，殷鑑不遠。水災、地震頻仍

的日本也非常關切這些災難問題，本場是由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副館長栗原祐司主持，

八篇宣讀中有三篇由日本人報告，一篇是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 

其中一場分享是關於熊本縣人吉市收藏的植物學家前原堪次郎的植物標本，在

2020 年因水災而有九成的標本泡水，之後日本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及西日本自然

史博物館伸出援手協助，將受害標本分送到 35 個單位進行冷凍、退冰、乾燥與清潔的

整理工作，目前已有八成的標本完成乾燥清潔，但仍有一些問題，如標本沒有編號、

有非常多的副份標本、以及部分標本狀態過差無法修復，而且標本屬於地方政府，並

未存放在標本館中，所以仍然有許多工作要進行才能整理到可用的狀態。這演講除了

提醒我們保存標本的安全性外，完整的標本蒐藏管理有助於標本資料的保存與未來運

用，不要像只是將標本方在儲藏室中，再珍貴的標本都會失去價值。 

本館同仁許美蓉也發表本館近年完成的極早期火災預警系統和已經舉辦多場的蒐

藏庫消防演練經驗，提供博物館同行們在降低火災風險並減少災損上的參考。 

下午場： 

【SYM33  Unlocking Barriers and Access Inequities to Museum Collections in Archaeology 

and Paleontology】 

本專題乃是以考古學和古生物學的研究與藏品管理當中，商業交易、標本保存與

破壞性分析的平衡等兩個問題為主題。Takumi Tutaya、Yuli Kimura、Masaki Fujita 等

提到，標本的收集、保存與分析涉及多方利益，並引發一系列倫理、法律和技術問

題。儘管現代技術促進了對標本的深入分析，但這些分析過程往往具破壞性，限制了

標本的長期保存和未來研究的潛力。例如:標本保存與研究的衝突，在考古學和古生物

學的領域中，標本既具有學術價值，也是文化和自然遺產的象徵。 

然而，隨著分析技術的進步，破壞性分析成為必要手段，特別是提取 DNA、同位

素分析等技術。但這些分析會對標本造成不可逆的破壞，尤其是對於不可再生的標本

如古人類和恐龍化石，這使得博物館管理者面臨兩難選擇。這種破壞性分析與標本保

存之間的矛盾，既是科學進步的驅動力，也帶來了標本資源的稀缺性和管理困境。 

另一方面，商業交易與標本的歸屬問題，以古生物標本為例，商業交易在全球範

圍內相當普遍，私人收藏往往導致標本無法用於科學研究。同時，考古文物的非法交

易和採集，破壞了地層背景資訊，削弱了其研究價值。此外，標本歸還問題也成為國

際爭議的焦點，許多來自前殖民地國家的標本被要求歸還，這引發了關於標本歸屬的

法律和倫理討論。 

同時，Takumi Tutaya、Yasuhiro Ito 等也提到，標本數據的公開與全球資料庫的整

合，對於促進研究合作與提高可及性也具有重要意義。這樣的狀況下，博物館的角色

與標本管理的客觀性就受到關注。博物館在標本保存與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

許多博物館面臨財務困境，部分藏品被迫拍賣或棄置。儘管現代技術可以通過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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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標本的可及性，但地方性博物館中的未歸檔標本管理仍是一大挑戰。為此，區域

支持計畫等措施幫助博物館整理和數位化標本，並通過跨國資料庫提升全球範圍內的

訪問和共用。 

在此專題發表者也提出了跨學科研究，或許是解決以上許多的問題的希望。多學

科分析，如地球化學、分子生物學和人類學等，為解鎖史前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提供了

強大工具。然而，博物館在如何在破壞性分析與標本保存之間取得平衡的挑戰，尤其

嚴峻。不同標本的多樣性要求在發掘現場即進行多樣分析，最大限度地保留資訊並減

少對標本的損壞。透過國際合作與資料庫共用，不僅能夠減少重複分析，還能促進更

深入的全球研究合作。 

最後這個專題也提出幾點問題值得討論： 

1. 破壞性分析與標本保存的兩難選擇 

    破壞性分析雖然對於取得 DNA或同位素資訊至關重要，但其破壞標本的行

為對於不可再生資源（如古人類化石）來說是無法挽回的損失。這使得博物館

和研究者需要在科學發現和標本保存之間找到平衡。問題是，如何標準化破壞

性分析的流程，以便在進行研究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標本？ 

2. 標本的商業化與非法交易 

    古生物標本和考古文物的商業化交易使得許多標本無法進入研究領域，或

地層背景資訊因非法交易而丟失，從而削弱了其學術價值。這引發了關於標本

交易的法律和倫理問題，應如何監管標本的商業交易，並確保研究所需標本能

夠被科學社群利用？ 

3. 標本數據公開與跨博物館資料庫的建設 

    日本博物館的跨博物館資料庫顯示出，通過公開標本數據、整合多學科資

料庫，能夠提升全球研究者對標本的訪問權限，並促進國際合作。問題是，如

何進一步推動其他國家的博物館加入全球資料庫共用計畫，從而減少重複分析

和資源浪費。 

【SYM28  Scaling Up Capacity to Address Global Biodiversity Goals for Data Mobilization 

and Use】 

這節研討會中有幾個滿受用的演講，包含英國 Kew Garden 分享他們自 2018 年開

始使用 EarthCape系統遷移並統合所有蒐藏資料的經驗；Symbiota 最初是為了生物多樣

性資料保存設計，但目前成為 1000 個以上的單位使用的蒐藏管理系統， iDigBio 

Symbiota Support Hub 則是協助使用者提供教育訓練和選擇系統的建議，促進整個

Symbiota 社群間的交流與進步；SISRIS 訓練各階段的植物學家，使用 Bionomia 將標本

資料與採集者的歷史與發表資料進行連結；eDNA 是現代生物學研究常獲取的資料之

一，如何管理建檔與使用，也是自然史蒐藏重要的課題之一，這個研討會中有兩個演

講以 eDNA 為主題，一個是介紹以水域生物為主的 eDNAqua-Plan，另一個則是提倡發

表 eDNA必須遵守的 FAIR原則。這場研討會雖然包含了各式主題，主要還是在強調資

料管理與公開的重要，這是身為自然史蒐藏單位的人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環，難得有

機會可以聽到這些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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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21  Indigenou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 

這是由本館人類學組陳叔倬博士和李作婷博士籌畫主持的研討會，主要探討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原住民傳統知識的保存、傳遞以及與博物館收藏的物質文化之間的關

係，並結合台灣、澳洲與美國原住民的案例，從民族學典藏、考古典藏以及展示等角

度進行討論。 

陳叔倬博士的發表提到，台灣擁有豐富的地理與生物多樣性，這也反映在原住民

與自然環境間長久以來的共生關係上。原住民族群不僅在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文化足

跡，還對生物多樣性的維護有著重要貢獻。然而，台灣的殖民歷史和後來的現代化進

程，使得原住民族的文化和傳統知識面臨威脅。原住民文化遺產需要重新詮釋，以避

免過去漢族和日本學者對其錯誤的解讀。他以被稱為「喪巾」的文物為例來說明這個

矛盾與問題。這顯示了在保存原住民文化時，應更多地依賴本土知識與原住民的參與。 

墨爾本皇家植物園的Alison Vaughan博士以澳洲的殖民探險為例，談到當地的原住

民知識與文化亦面臨類似的挑戰。以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Hahn Expedition 項

目為例，該項目重審 1872 年殖民探險期間收集的植物標本，嘗試將原住民的傳統知識

與西方科學結合。在過去的探險中，原住民雖然為探險隊提供了關鍵幫助，卻經常被

迫參與且其貢獻常被忽略。如今，該項目強調了與原住民的合作，尊重其傳統知識並

以共同設計的方式推進研究。這種方式不僅豐富了標本的科學價值，也強化了其文化

意涵，對於原住民的文化保存具有重要意義。 

Jennifer Zaspel 博士提到的案例中，強調美國博物館在新建館計畫中如何去規劃跨

文化合作。她介紹了美國密爾沃基公共博物館的新館建設計畫，展示規劃中注重博物

館如何在全球化中加強原住民與全球文化的展示與合作。該博物館通過與全球 25 個國

家和 14 個文化組織合作，確保展品展示符合文化社區的期望，並尊重原住民歷史。博

物館的展品不僅是科學與歷史的載體，還承載著文化的記憶和故事。透過這樣的跨文

化合作，不僅能提升博物館的展示效果，也能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特別是在展示原住民文化時，這樣的合作更顯重要。 

李作婷博士則是報告了本館考古生態遺留的保存管理，與如何應用清代地方縣志、

民族誌紀錄進行研究。台灣考古中的生態遺物是理解古代人類活動的重要線索，但這

些遺物的收集、保存與研究仍面臨挑戰。雖然台灣擁有約 1200 個考古遺址，但只有少

數遺址出土了生物遺物，且目前僅有約 20%的遺物被鑑定和發表，這反映出臺灣考古

在跨領域合作上的不足。隨著 AI 技術的應用，史前生態遺留成果，可以將地方誌中的

歷史文獻與 AI 生成的古代村落圖像結合，為展覽提供更多動力，並加強考古遺物的展

示與保存。 

綜合而言，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保存與傳承原住民傳統知識是一個迫切且重要的

議題。博物館作為文化保存的機構，應該更多的與原住民社群合作，尊重其知識體系

並促進雙向的文化理解。透過重新詮釋過去的殖民遺產，結合現代科學技術，並加強

與原住民的合作，可以讓這些文化遺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獲得更多的關注和保存。同

時，這也有助於修復歷史創傷，並為不同文化社群之間的互相理解與合作、包容，創

造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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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d Oral Presentations: Digitisation  Theme】 

這是大會議程中比較特別的部分，應該是個人投稿被接受後未被排入特定研討會，

而是根據標題相關性整合成的集合演講，但每天上下午都有一到兩個這樣的場次，講

述不同主題。比如這場就是講博物館各式各樣的數位化作法，共有 6 篇宣讀，分享決

策、流程和效率的經驗，有幾篇頗值得我們目前正在積極進行的蒐藏數位化參考。 

第一場是澳洲 CSIRO 的 David Yuan 分享了他們用流水線作業法對館藏超過數萬件

的昆蟲模式標本的數位化。他其實是台灣大學昆蟲系畢業，之後到澳洲留學取得學位

後便應徵上 CSIRO 的蒐藏經理工作。藉由自己設計的流程，一年多便完成將近 13,000

件模式的數位影像。其實本館在十多年前執行「散佚海外的台灣昆蟲模式標本計畫」

中也有類似的流水線設計，因為要把握出國可以工作的時間最大化數位化產出，每次

都會有明確的人員和設備分工，有人拍整體照，有人拍標籤，有人拍細節，有人負責

復原標本。不過當時刻苦得多，什麼裝備都得自己帶出去，要拍什麼也得出國前先找

好資料和相關文獻。 

第二場是美國猶他州自然史博物館的 Alyson Wilkins 分享小館的數位化做法。這場

帶給我們不少啟發，那就是要很明確知道數位化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再來規畫要怎麼

做。例如她們博物館的蝴蝶蒐藏眾多，但是並不需要每一件標本都拍得很好很漂亮，

因為物種都已經被好好鑑定，所以標本影像只需要能供辨識即可，反而是標籤資料更

加重要，可以看出分布和物候。所以數位化的重點便是取得後者的 metadata，影像拍

攝則可大幅減少設備投資和人力分配。對資源有限的館所來說，確立目標重點再來分

配資源的確很重要。 

第三和第四場都是講海洋動物浸液標本的數位化，講者是洛杉磯郡自然史博物館

的 Dean Pentcheff。其實浸液標本始終是比較麻煩的拍攝對象，若拍攝玻璃罐內的標本

會有變形的問題，取出拍攝又耗時費工。跟前場一樣，他們也是先評估不同資料類別

的重要性再來決定作法，因為美國的海洋動物也都鑑定得很清楚，所以最重要的資訊

同樣是標籤資料而非標本影像。但是為了提高效率，發明了四組並行的做法，每次由

走道的前後兩端和保存架的左右兩側走道，四組同時進行數位化。每組一個工作桌，

上頭有相機、電腦、各式工具，每停一處，工作人員(多半是大學工讀生)便將架上的

標本罐取下、照相、輸入標籤資料，然後重複動作，直到完成架上各層標本罐的數位

化。藉著妥善利用人力和時間，很快便取得極大的成果。不過這和台灣的狀況又有些

不同，主要是因為東方的物種並不像美國那般清楚，有鑑定的問題，所以標本影像可

能更加重要。本館之前無脊椎動物學門的蒐藏經理李坤瑄便花費很多時間將標本拍清

楚，以方便鑑定。不過洛杉磯郡自然史博物館的作法仍舊給我們未來進行數位化工作

的參考。 

第五場是英國皇家植物園 Kew Garden 的資料與工作流程經理 Ashleigh Whittaker 分

享他們的蒐藏數位化計畫。Kew 園有全世界最大的植物和真菌蒐藏，蒐集的時間超過

200 年，有來自全球各地高達 700 萬件臘葉標本和 125 萬見真菌標本，但是之前只數位

化了 130 萬件。為加速數位化以因應快速的氣候變遷危機，Kew 園從各界獲得 2930 萬

英鎊的資金，預計在 2026 年完成所有館藏的數位化並公開植物標本資料給全世界使用。

三年內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的確深具挑戰性，需要事前縝密而全面地規劃，加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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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密切的配合，以及專業技術的投入。英國的 Max Communication 承接此一部分的

技術工作，動用了 38 名人力，每日產出 17000 影像。而手寫標籤影像轉錄成文字的部

分則分包給下游的印度廠商做人工判讀。標本從影像、到資料建檔和審訂就是個流水

線工程，成功達成第一年 200 萬份標本數位化的目標，效率和成就令人刮目相看。 

最後一場則是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簡稱 KU)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資

訊部門的 Grant Fitzsimmons 分享利用 Specify 7 系統進行大規模資料數位化的經驗。

Specify是在生物多樣性領域著名的 GitHub公司提供的開源資料管理平台，世界許多博

物館都已採用此系統來管理他們的蒐藏和相關後設資料。這在之後幾天的研討會也會

有更專門的分享。 

9 月 4 日(週三)。會議第三日：平行場次研討會、短講、工作坊、展演∕亞洲之夜。 

上午場： 

【LTNG05  Specimen Spotlight】 

這是很特別的一節發表，講者給五分鐘短講，介紹怪奇或具有特別意義的蒐藏品、

研究者的奇聞軼事、研究小發現等等主題，總共有 16 場。例如有的講者分享博物館裡

面少有的廣翅鱟化石、具有分叉尾的蜥蜴標本，都市蜂類遺留下的巢的重複利用、早

期的探險行程中採得的特殊標本、上下重疊鳥巢下發現鳥蛋的案例、博物館蒐藏的某

位動物學家所採集的猴子的剝製標本、博物館展示動物標本搬遷重建、動物園死亡動

物對博物館蒐藏的貢獻、同時包含昆蟲與真菌模式標本的琥珀標本、身兼間諜、育種

師、分類專家身分的 Joseph Thompson 的生平等。這些短講的知識性並不高，但是趣味

性十足，也因為背後都有故事，人味十足，很適合博物館在做科普推廣教育時的參考。 

【SYM29  Specify Spotlight: Enhancing Biodiversity Data Management】 

此場研討會聚焦在 Specify系統的利用，許多單位分享了他們使用或轉移至 Specify 

6 或 Specify 7 的經驗，包括知名的英國愛丁堡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俄羅斯的北西伯

利亞生物多樣性資料平台(North Siberian Biodiversity Data Platform)的真菌蒐藏，另外，

Specify 7 也分享了其開發之可以應用在地質蒐藏的系統。聽了他們的經驗分享，會覺

得想要試用看看這個系統，或許未來本館或台灣其他的博物館也可以考慮使用這類開

源系統，降低在蒐藏系統開發和維護上的成本。 

【Contributed Oral Presentations: Collection Management Systems, Standards and Modelling 

Themes】 

英國皇家愛丁堡植物園的植物標本館分享他們在疫情期間，將使用了 25 年的舊系

統，轉移並分開成植物標本蒐藏系統 Specify 7 和植物活體蒐藏系統 IrisBG；全世界最

重要的植物標本館之一的英國 Kew Garden 也分享了他們使用 EarthCape 系統統合 8 個

蒐藏庫的資料的經驗，他們花了 18 個月進行規劃與整合資料，再進行時仍遇到各種困

難，人力和時間都是必須面對的問題；比利時的 ILVO 也分享了使用 DiSSCO Flanders

進行整合自然史與研究蒐藏的架構。由這些分享可知，世界各蒐藏單位都非常注重蒐

藏管理系統，在資料的保存、數位化、開放公平與永續發展等方面，都需要積極處理

與整合。 



14 

 

中午時間： 

午後餐我們邀請日本科學博物館副館長栗原博士一起前往 Picturae 和 Max 

Communication公司的攤位。這兩間公司都有執行過歐美大型博物館的蒐藏數位化業務，

Picturae 主要是推廣他們的流水線自動化流程，Max Communication 則是推廣他們高效

率的標本拍攝機台和文字自動辨識。我們正在審慎評估哪家更適合本館的數位化業務

需求，經費、需求、流程都是重要考量。找日本科博館則是想看看亞洲地區的博物館

有沒有合作進行蒐藏數位化的可能性，若同時有好幾家博物館有興趣，這些公司或許

會更重視亞洲這邊的業務，或降低成本。 

下午場： 

【DEMO01  DemoCamp: Live Demonstr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nd Biodiversity Data】 

主要由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的 Symbiota 系統，也是另一個開發 20 年以上，世

界各地皆有使用者的的開放蒐藏管理軟體，目前全世界 2 千個以上的蒐藏單位使用中，

此研討會中，他們也分享了系統的連結延伸標本資料的功能；此外，Specify 7 也在此

研討會中分享了他們的系統更新，包含清理資料與合併的功能；EarthCape 則分享 Kew 

garden 的蒐藏管理系統操作。雖然我們管擁有自己的蒐藏系統，但是有機會可以看看

其他蒐藏系統展示功能操作，讓我們未來在提出系統更新需求時，能有具體的參考對

象，或是遇到類似的問題時，該如何請系統工程師設計功能，達到我們的需求。 

【SYM20  Herbarium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Sharing Best Practice from Across the 

Globe】 

標本數位化也一直是 SPNCH 會議重要的主題之一。本次會議中，擁有巨大蒐藏量

的英國 Kew Garden 分享了他們為期 5 年(2022-2026)大量標本數位化的計畫，其中包含

雇用標本修復人員協助修復受蟲害的植物標本，而他們的植物標本館使用 Max 

Communications的服務進行數位化。加州科學院的植物標本館則與 Picturae合作，花了

240 萬美金，在兩年內完成了 1 百萬份的標本數位化的情形。美國哈佛大學的植物標本

館，也分享他們設計使用照相站的方式，建立的標本數位化工作流程，目前完成約

30%的數位化，目標 100%。日本的西日本自然史系博物館 network 則分享了一個利用

AI 辨識標本標籤文字，加速數位化的工具(https:// innovatemuseum.net)，也歡迎大家免

費試用。 

【亞洲之夜】國際交誼 

早在會議第一天，日本學者便計畫舉辦「亞洲之夜」的交誼活動，廣邀亞洲與其

他地區的夥伴參加，訂在今日議程結束後，在會議中心旁的 Fishtail 餐廳聚餐聯誼。參

加的人相當踴躍，有來自台、日、中、澳、印、馬、加、美等國的同行，估計近 50 人，

但是台灣人最多，人數高過地主國日本數倍。當中大多數人原先都不認識或不熟，趁

此機會輕鬆聊認識新朋友，知道彼此的工作重點，也尋求未來可能的合作機會。 

回程路上不時看到巨大的狐蝠就停棲在路邊的電線和行道樹上，比起台灣的難得

一見，真令人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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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週四)。會議第四日：平行場次研討會、工作坊∕海灘晚會。 

上午場： 

【SYM05  Biodiversity Biobanking Network GGBN: A Global Infrastructure for Molecular 

Collections】 

除了傳統的自然史標本蒐藏，近年由於分子生物學發展，與蒐藏有關的 DNA 與基

因體資料產出增加，故管理統合這些資料也是重要的課題，Global Genome Biodiversity 

Netword (GGBN)在本研討會中，分享推廣 Biobank 的工作架構，將自然史標本蒐藏、

冷凍遺傳物質以及 DNA 資料等做連結建立標準。本館真菌蒐藏除了乾燥標本外，也同

時保存了標本的 DNA 以及活的菌種，目前也已使用文化部的蒐藏系統進行系統性的管

理，所有資料都相連結，但這場研討會讓我們進一步思考，或許可參考 GGBN 的 SOP，

並加入他們的組織，讓本館的資料增加國際能見度，未來生物學組的其他蒐藏，亦可

朝此方向前進。 

下午場： 

【SYM34  Unveiling the Rich Tapestry: Biodiversity Collection Practices and Specimen-

Based Research in Indo-Pacific Asia】 

這是由本館生物學組籌畫主持的研討會，分享印太地區的生物多樣性蒐藏相關經

驗與研究。包含生物學組同仁在內共有 9 篇宣讀，分為上下兩場。楊宗愈博士、陳哲

志博士、黃俞菱博士、蔡經甫博士分別分享了本館臘葉標本蒐藏、真菌冷凍遺傳物

質、真菌多樣性、昆蟲模式標本與多樣性基礎研究等主題；林展蔚博士則分享了他之

前在館內服務期間做的島嶼蜥蜴生態型態關聯性的研究；兩位台大生命科學系的同學

則分享如何以公民科學蒐集非自然死亡動物的遺體，並轉為自然史蒐藏研究之用，以

及如何利用這些遺體敘事，作為博物館的主題展示和與觀眾間對話的媒介；澳洲國立

大學的研究生分享了鮮為人知的某類喜蟻性甲蟲的基礎研究。雖然幾乎都是本館與台

灣大學的分享，但也為台灣進行了不錯宣傳與交流機會。台大學生的兩場演講都讓我

們對這些 00 世代新血關懷環境的意識、積極的行動力、卓越的表達能力、不輸專業的

策展能力感到佩服。 

這場研討會也是本次大會最後的分享議程，結束之後大家也都輕鬆許多。晚間在

會議中心旁的海濱公園舉行露天晚會，提供自助餐與飲料，讓與會者在海灘旁可以輕

鬆交誼。可惜天公不做美，晚會開始不久便下起傾盆大雨，而且延續一個多小時，大

家只能擠在帳棚下聊天，分享這幾天會議的心得或對工作的啟發。 

9 月 6 日(週五)。會員大會、閉幕式。 

上午分別為 SPNHC 和 TDWG 的會員大會，下午則是這次研討會的閉幕式，發表

了這次大家在會議期間利用 iNaturalist 紀錄沖繩的生物多樣性的競賽結果，表揚貢獻非

凡的大會工作人員，還有沖繩政府分享本次會議環保永續放面措施的評分。另外的重

頭戲就是宣布下屆 SPNHC 和 TDWG 大會分別在美國堪薩斯州 Lawrence 的堪薩斯大學

以及哥倫比亞波哥大舉辦，本次的研討會也在此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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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自由參訪行程： 

由於 9月 6日純屬行政議程，有些同仁決定不參加閉幕式，早上便出發去參訪其他

單位或遺址(李作婷與許美蓉)，或拜訪日本學者一同做田野探查(楊宗愈)，剩下的同仁

則在閉幕式後出發到那霸市參觀博物館。以下為同仁的參訪過程與心得分享。 

李作婷與許美蓉： 

會議最後一天，兩人一同前往琉球大學，拜訪國際地域共創學科的考古學家後藤

雅彥教授，並參觀當地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在日本各地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

都規劃有很完善的出土考古遺物整理、分析、保存研究、管理典藏等的空間與設施。

會依照該地區最重要的出土遺物的材質來規劃合適的保存處理分析工作流程與典存空

間。沖繩縣以首里城的文物為重要文化財，因此在金屬器、木器保存修護上有很好的

保存與修護實驗室。另外當地的史前貝塚、舊石器時代人骨等，也是重要的文化遺產。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中心】 

在埋文中心和後藤教授碰面後，由中心的金城貴子小姐為我們導覽。進去就先看

到埋文的吉祥物，「埋文小象」，金城小姐說這是因為「埋藏まいぞう，發音ｍａｉ

ｚｏｕ」，而「ぞう」這個發音和日文的「象ぞう，ｚｏｕ」同音，因此設計了這個

吉祥物埋文小象君。小象君還會有不同造型和體型，特別是對於兒童體驗室的小朋友

們，十分有吸引力。 

展廳當中將沖繩縣全縣的重要遺址發掘出土遺物，都做了簡單的介紹與陳列，有

重要的舊石器時代人骨，是東亞島弧一帶亞熱帶環境罕見的完整更新世人類遺留。用

貝殼磨製成鯊魚牙形狀的飾品和小貝珠、九千年前的陶器。還有根據出土的生物遺骸

殘留，海龜和儒艮的骨頭、蠑螺等貝殼、蟹腳、魚刺等生態遺留，復原出史前時代的

飲食。由於地理關係上沖繩和台灣東北部相近，沖繩的考古文化一直受到台灣考古界

關注，但是目前都一直沒有找到相關性。反而由於環境上相似於台灣東海岸、墾丁、

鵝鑾鼻等石灰礁岩地形和亞熱帶海岸熱帶雨林氣候，從飲食內容到文物上，能發現更

多相似性。這點在過去閱讀的考古報告中就有感覺，親眼見到文物，更加覺得親切。 

這次的參訪重點之一是文物整理工作和庫房，庫房部分，會由同行典藏科同事補

充詳細內容，我重點介紹整理分析工作室。沖繩縣埋文中心有兩大典藏庫和兩個遺物

分析室、兩個文物整理工作室，以及一間圖書室。典藏庫一間是收納首里城的重要文

化財的重要文物典藏庫，無法參觀，但是有介紹內部的手板和圖片，包括庫房門為加

厚的金屬防火門，內部收納使用桐木櫃架和桐木盒，全室為木地板。24 小時溫溼度控

制，一般職員無法自由進入等門禁管制。 

第二間典藏庫則是收納首里城其他考古遺物，以及全縣各個考古遺址出土遺物。

在行進典藏庫途中，我們收先經過文物清理工作室，周圍是幾個洗手槽，清洗文物標

本用，中間的桌子是分類、編號拼合、陶器修復等工作區。接著是兩間保存修護工作

室，包括金屬器修護室和木器保存修護室。木器工作室剛好有人在工作，我們得以進

入參觀了兩名工作人員，利用醣類含浸法及冷凍乾燥，緩慢地置換木器中間空隙的雜

質，並形成固化的質地，以加固木器，長久保存。一件木器的保存過程，有時要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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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年才能完成。25 年前當李博士還在台大碩士班就讀期間，曾有幸前往靜岡縣埋文

中心參觀過當地處理出土獨木舟古船的保存工作，因此並不陌生。盡管這裡相對設備

規模小型，但還是對沖繩縣立埋文中心積極操作這類木器遺物保存，感到欽佩。金屬

器修復室雖然沒有進去參觀，透過玻璃窗上可以看到裡面儘管空間不大，卻也設備齊

全。 

另外兩間工作室，包括繪圖、攝影工作室，以及一間整合報告、排版、製作、發

掘資料彙整工作室。由於中心同時承接多個考古調查計畫，因此每張桌子都代表一個

計畫承辦的中控中心，牆上有工作進度和分配表，有條不紊地忙碌著。 

【琉球大學】 

參觀完後我們和金城小姐一同前往琉球大學，參觀後藤老師的研究室。一進去，

就看到走廊成排的標本木盒收納櫃。空氣中飄盪的考古氣氛，讓人想起了九州大學的

研究室。在這裡，我們遇到了山極海嗣先生，目前是島嶼地域科學研究所講師，研究

沖繩、台灣東海岸到菲律賓北部的地域文化交流。我們跟他提到本館在蘭嶼的工作站，

他說他們的計畫團隊一直對蘭嶼十分有興趣，希望有機會和本館有所合作。後藤雅彥

老師一直都關注著台灣、沖繩、中國東南這一帶區域的考古研究，這次也提到目前加

入了宮崎大學宇田津徹朗教授一項文部省科研計畫，調查沖繩縣的史前稻米農業的發

展進程。李博士近年的研究發現與此十分有關，另外也發現沖繩縣新石器時代並沒有

石刀?這些問題點，都是未來合作研究的機會。最後在這裡和老師的學生松瀨彩同學見

了面，她 11 月即將到台灣大學交換一陣子，金城貴子小姐則是 10 月因為故宮的借展

計畫，會有機會來訪台灣，我們同樣也邀請她們兩位來館參訪。匆忙在大學食堂和老

師們用餐後，我們一行人前往一處預約的考古遺址自然生態導覽活動。 

【カンーガラの谷】 

「港川人」是沖繩縣重要的考古發現，1970 年在沖繩縣八重瀬町(具志頭村)長毛

區的一個石灰岩採石場中，深達 20 公尺的岩隙發掘出來。共有四具人骨，1 具男性，3

具女性，共伴許多野豬的骨頭。經過同層採集的碳樣本定年測定結果，大約是距今

18000年前的遺物。這個發現讓日本沖繩地區的史前文化年代大幅提前，也包括對沖繩

地區史前野豬出現的年代也提早了。考古學家們對這群人生活的地點十分感興趣，

2007 年，沿著一只旁邊的樋川往上游溯源，約 1.5 公里處即為有名的玉泉洞所在的石

灰岩地形區，有許多石灰岩溶洞分布。考古學家展開了一連串的調查後，焦點鎖定幾

個大型且乾燥的洞穴，果然從中發掘出除了更新世動物化石之外，還共伴石器、骨角

器，之後也出土了距今 9000 年前的爪型紋陶器，以及新石器時代的的組合式石棺，是

由石灰岩塊圍成，中間是 1 具距今 3000 多年前的俯身葬人骨。這些考古發現，正是在

本次預約參觀的當地人稱為「カンーガラの谷(kan-ka la no tani)」當中的武藝洞。 

本行程為預約制，有人數限制的導覽行程。到達集合地點，就是一個巨大、寬廣

的石灰岩洞，放著幾個陽傘桌，這是一個洞穴咖啡廳。洞穴上方密布著鐘乳石，洞內

還算乾燥，並且非常陰涼。洞穴內一角，有一處覆蓋著帆布的區域，用繩索圍起管制

進入。後來導覽小哥說，是正在考古發掘的調查區之一。也就是說，我們正在考古遺

址裡面喝咖啡……。導覽開始，導遊小哥侃侃而談，流暢的介紹起港川人的考古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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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查歷史，以及這個地點和港川人遺址的關係。之後介紹了琉球石灰岩地形的特性，

以及對於古老人骨保存發揮作用的機制，深入淺出，簡明易懂。啟程前，每人得到一

瓶清涼的麥茶，用鋼瓶裝，很保溫，也會拿到有號碼標示的一本英文或中文的導覽手

板，可以跟著號碼，對照了解導遊日文導覽的內容。 

行程一開始，走出鐘乳石洞就進入一片中低海拔森林步道，濕熱的溫度撲面而來。

接著會途經一叢茂密的巨竹，雖然非本土植物，但是粗壯的莖幹仍很驚人。後來有女

神洞(イナグ洞)，是一個垂直型溶洞，據說洞底的橫穴內有雙乳狀鐘乳石因而得名。

而這個女神是沖繩縣自古以來崇拜的創生女神，因此有良緣、安產之意。步道沿著一

條河流前進，導遊說這條河就連接到港川人出土的岩隙地區。接著就到達男神洞(イキ

ガ洞)，也是另一位創生神，洞穴很大、陰暗，河流直接流入洞中。在洞口，導遊發給

每隊一盞煤油燈，人群三兩成隊，緩慢地進入洞中。穴居的氛圍油然而生，導遊解說

著洞穴地形，並且說明男神洞洞中，最具象徵性的巨大男根狀鐘乳石。出了洞穴，之

後的形成中石灰岩地形與周圍共生的植物生態，持續令我們驚嘆不已。當然身為體驗

過台灣墾丁、鵝鑾鼻生態的我們，倒是行程規畫設計，以及導遊的專業解說，導覽風

格的特色，十分有興趣。之後眼前突然出現一株從石灰岩頂垂落生長下來的大榕樹，

密布的氣根，很具熱帶風情。最後的景點，是由岩頂遠眺 1.5公里外的港川人遺址，確

實有種史前人視野的共情感。 

整趟行程 1.5 小時，回到武藝洞前，會經過另一個考古遺址，大家坐下來聽導遊詳

述港川人發掘的故事，以及カンーガラの谷這個地點和港川人的關係。整體上，行程

是以考古遺址的古人類開頭，包含了自然景觀的特殊石灰岩地形、熱帶季風雨林生態

解說，最後再以古文化結尾。第一次看到民間社團能如此熱情、投入的介紹考古遺址、

遺物，且充分傳遞了考古遺址重要性，讓聽者感受到保護考古文化遺產的使命感。值

得台灣相關單位借鏡。 

楊宗愈博士： 

與沖繩當地教師渡邊謙太博士前往名護市近郊的名護岳及北邊大宜味村的坊王森

進行植物考察、拍照與採集。 

其他同仁(鄭明倫、蔡經甫、黃俞菱、陳哲志)： 

蔡經甫科長約了跟目前在沖繩科學技術大學(Okinaw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縮寫 OIST)做博士後研究的翁逸明博士今早在 Seawall 民宿碰面。他畢業

自中興大學昆蟲系，之後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分校取得博士學位，在佛

羅里達大學做博士後，最近才轉移到 OIST 的演化基因體學部門(Evolutionary Genomics 

Unit)。由於同住的幾位夥伴都跟中興昆蟲有淵源，所以也算學長學弟。 

跟翁博士談了很多，從近年分子譜系方法與技術的發展、最佳工具選擇、經費、

人事，乃至美國和日本的近況或現況，還有 OIST。OIST 是一所很特殊的學校，在法

規、人事、經費和經營管理都有別於其他的日本大學，是一所高度菁英化與國際化的

研究型學校，每年只收 50 名博士班學生，提供高達 300 萬日圓的獎學金，入學競爭非

常激烈。現任校長 Peter Gruss 是德國普朗克學會(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前任會長，

全校師生日本人比例都不高，全部以英語授課，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在世界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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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9，在日本是第一。翁博士的單位主要研究白蟻與蟑螂的基因體學，特別是在

演化、生物地理、族群以及腸道菌等方面。老闆 Tom Bourguignon博士是比利時人，生

態與演化學家，2017 年才到 OIST 任職。在這邊提出的計畫若能通過，都能獲得足夠

的經費支援而且獲得國際合作，是個令人羨慕的研究環境。這跟我們之前到中國科學

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很像，也是高度國際化的研究機構，並放眼整個東南亞地區，

大量培養周邊國家的研究生，是具有國家戰略高度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單位。雖然台灣

本土的生物多樣性研究大約在 1980 年代就開始逐漸茁壯，可惜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仍

舊未能開創出新的局面。 

下午剩下四位同仁去會場參加閉幕式，結束後決定一起行動。由於黃博士今天要

轉移到那霸市住宿，隔天方便就近搭機，大家便共乘計程車前往那霸，抵達時已三點。

由於時間有限，我們先行參觀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之後的行程再視情況而定。 

沖繩縣立博物館大家之前都沒來過。目前的館舍 2007 年落成後舊館才遷入，在略

顯擁擠又現代的那霸市區，博物館園區彷彿是開闊而古老的存在，外頭以無窗的方塊

體建構出如同琉球王國時期城堡的外型，但又具有強烈的現代感。外牆不是光滑的平

面，而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格子壁」，在光線反射下能呈現更大的明暗交錯，也藉此

降低室溫。雖然四邊無窗，但光線卻是從屋頂灑下的自然光，是充分發揮當地自然環

境特性的設計。從外到內的精心設計曾獲得日本「建築業協會賞」、「GOOD 

DESIGN AWARD」與「日本建築學會作品選獎」等獎項的肯定。 

博物館與美術館在同一棟建築的不同側，購票時可以擇一或全選，全選的成人票

不到 1000 日圓，可說是相當便宜。大夥兒先參觀博物館，還沒真的入場就在外頭的兒

童體驗區(相當於本館的自然學友之家)玩了起來，裡面的題材五花八門，從生物多樣

性到產業、歷史都有，有些教具的設計大家看了都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做」。 

館內以常設展為主，但蒐藏品之豐富和面向之多元真令人驚嘆，展出的近十萬件

藏品分屬自然史、文史、藝術、產業、社會、傳統工藝……，從地質生成到近代社會

都有，可說無所不包。雖說縣立博物館在規模上比不上國立博物館，但卻是在日本的

基本元素上再找出自己的地方特色，釐清其演化脈絡，才能做出獨特的詮釋。這必須

對自身和整體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與完整的理解才能辦得到，日本各式匠人精神也在

博物館具體呈現。 

琉球不僅有自己的原住民，也長期保有獨特的歷史文化，且深受中國的影響。但

從 1609 年薩摩藩入侵，將琉球納為附庸，到明治天皇在 1879 年廢藩設縣，正式併吞

琉球，再到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日在沖繩激戰，造成當地百姓大量傷亡和環境破壞，

戰後琉球由美國託管，建立軍事基地，直到現今都未搬離，最後在 1972 年美國將琉球

移交日本，琉球當地人都未能是自己命運與家園的主人。雖說沖繩現在是日本的領土，

但不論當地人普遍的特性和對歷史、世局的見解肯定與日本本島不同。沖繩縣立博物

館的展示也清楚地呈現了這一點，明白交代歷史的演進與地緣政治對沖繩的各種衝擊

與後果。 

展場主要都是實物展示，沒有太多高科技或互動的展品，甚至連影片都不算多，

這似乎也是日本博物館的共同特色。展場內不會看到像台灣的小朋友瘋狂敲打按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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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拉扯展品的行為，從這也可以看到雙方民族性的差異。 

閉館前最後一點時間大家匆匆地瀏覽了一下美術館，不過實在沒有慧根，不像對

博物館那般有感。晚餐後搭電車前往港區附近的淳久堂書店買了一些自然方面的圖書。

最後走路到著名的國際通購物，發現整區幾乎都是台灣人和中國人，講著我們熟悉的

語言，大型賣場內更是如此，跟 2014 年時前來此地時相比宛若天淵之別。 

9 月 7 日(週六)：沖繩那霸～臺灣桃園～台中 

七位同仁都搭乘中午的華航班機回台。 

5. 參訪心得及建議 

1. 由於本次會議和 TDWG 合辦，更加瞭解了一些生物多樣性資料標準化的相關知

識，本館目前已加入台灣生物多樣性資料聯盟(TBIA)，也朝著資料標準化的目標前

進中，但由於本館的各學門標本資料異質性高，也都有各自偏好的格式紀錄資料，

導致資料不易整合，建議各學門在鍵入資料時，可參考 TDWG 建議的資料標準，

尋找相對應的欄位，可以加速本館資料標準化以及與世界接軌。 

2. 標本數位化幾乎是未來博物館、研究機構及植物園（植物標本館）重要的溝通管

道，尤其在新冠肺炎發生後，世界彼此幾乎中斷時值聯絡，而網路世界能有足夠相

關標本數位影像材料，是可以繼續共同發展及開展合作項目。從本次年會眾多的分

享也顯示出典藏的數位化與公開是世界眾多自然史博物館目前的重要目標。但為什

麼做、怎麼做、做什麼則因為每間博物館在資源、技術、蒐藏量、國際化等各方面

都有差異，因此想法做法也都有不同的因應，很值得我們思索與參考。 

本館曾在 2002~2012 年間加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得充分的經費支

援，合計產出超過 10 萬筆各式數位資料(標本影像、知識單元、生態影像等)，並上

網公開，在亞洲算是很早呼應世界潮流進行蒐藏數位化與公開的博物館。然而計畫

結束後便再無經費挹注，計畫助理散盡，在沒人沒錢沒技術的情況下停擺十多年，

近年甚至面對數位典藏網站因資安風險而必須下架的窘境，落後給許多後起的博物

館。這宛如龜兔賽跑的故事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訓：一是沒有確立數位典藏的整體目

標和定位，二是沒有統一規格，三是沒有與世界標準或平台接軌，四是放煙火式的

計畫執行。 

  例如計畫當初多數的數位典藏都設定以民眾端為主要使用者，但這和博物館數

位資料庫經營管理的永續性有所衝突，因為每個當下所提供的知識都會逐漸落伍、

網站介面和技術更是快速更替，若沒有持續挹注資源去更新，數位化的成果將從資

產變負債。單靠館員之力去保持資料庫的知識更新絕非易事，甚至計畫人員退休之

後就有各式權利問題。此外，數位典藏計畫之初在規格、欄位和平台上並沒有與世

界接軌，多半由各單位自行開發，不僅耗費大量經費，到最後還因經費或技術問題

沒法永續經營，必須打掉重練，甚至無法再現。至於計畫執行，若不是像 Kew 

Garden 宏大的數位化計畫(第 12 頁)，能夠一舉拿到充足的資金在短時間內完成目

標，那就該穩紮穩打，依據可用的資源訂出每年可執行的目標和預計完成的時限。

當初數位典藏計畫因為偏向知識面，比較像”取樣式”的呈現，數位化的物件僅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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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蒐藏很小部分，無法讓外界知道我們到底有多少和哪些東西。 

這次年會讓我們看到很多值得反省的問題和可參考的做法。最重要的有兩點，

一是確立數位化的目的到底為何，再據此建立可行的目標和做法，二是盡量利用國

際上已經技術成熟的開源軟體或平台，一方面避免經費不足的限制，二方面降低科

技落伍的風險，減少對技術開發的依賴才能在經營維護上永續。 

3. 演講中有不少博物館提到他們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有效率地進行蒐藏數位化，最重

要的便是確立哪些資料是最重要的，分配比較多資源。例如洛杉磯郡自然史博物館

的海洋生物浸液標本蒐藏，或是猶他州立自然史博物館的蝴蝶蒐藏(第 12 頁)，因為

物種鑑定沒有問題，採集資料這類後設資料的數位化和公開才是重點，有了它們才

能進一步分析分布、物候、變遷等等問題。因此人力應投資在後設資料數位化，至

於標本影像的拍攝只要有足夠的解析度即可，並不需要每隻都拍到高清照。回頭看

本館，每個學門的狀況都不同，例如維管束植物的鑑定較無疑問，數位化重點即可

放在標籤資料；但昆蟲或無脊椎動物學門因為有大量未鑑定至種類的標本，那些類

群的標本便需要花費較多力氣拍攝，但像蝴蝶則無此需求。在數位化之前，蒐藏經

理須依據特性和現況設定相關計畫。 

4. 本館近年將使用超過 25 年的舊的典藏管理系統，轉移至文化部的文典系統。事前

各蒐藏經理根據學門需求跟工程師討論欄位設計，逐一克服問題，再一個學們一個

學門的資料轉過去。文典系統看起來短期內沒有問題，但若考量蒐藏管理的永續性

則是另一回事，一來無法保證文典系統永遠有穩定的經費可維運，二來是技術總有

落後的一日，屆時的更新或替代方式目前都不可知。本次研討會中有多篇宣讀的

Specify 7 是世界博物館廣泛使用的開源平台系統，而且持續更新版本。例如愛丁堡

皇家植物園便是從 25 年的舊系統轉移至 Specify 7(第 13 頁)。以維護蒐藏管理系統

的永續性而言，這對本館應該是個更合理的選擇。 

5. 本館十多年前便加入冷凍遺傳物質蒐藏計畫，但只有真菌學門持續執行至今，維持

有系統的蒐藏保存。適逢中部海洋保育教育中心在本館成立，有海洋動物的冷凍遺

傳物質保存計畫，因此生物學組也趁此機會籌備擴大此部分的蒐藏到別的分類群，

以議題、類群或地區導向去蒐集，結合冷凍遺傳物質、存證標本、資料產出與公

開，讓博物館的冷凍遺傳物質蒐藏具有系統性、完整性、存證性和再驗證性，而有

別於單純的保存蒐藏。本次年會也有相關議題，發現博物館間的想法都不謀而合。

未來可以參考 GGBN 的架構進行整合，並考慮加入該網絡。 

6. 連續兩年參與 SPNHC 會議，得到許多自然史蒐藏管理的方法與相關發展資訊，建

議館方未來持續支持蒐藏經理與典藏相關人員出席此會議，至少每年派 1、2 人參

與，與世界的自然史蒐藏單位交流學習，以提升本館蒐藏管理品質與世界接軌。 

7. 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流通與交流，相對於生物領域強調一個資訊共享的雲端平台，

文化方面的研究也透過藏品的數位化進程，讓各地的多樣性文化能更容易被觸及與

觀賞，然而不可避免地文化詮釋問題一一浮現。文化詮釋，這個人類學的亙古難

題，博物館專家的詮釋，或是文物主體族群的自我詮釋，如何整合，以傳遞更接近

文化本質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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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享多樣性文化資訊的同時，博物館如何透過數位化平台，讓這些文化差異性能有

更友善、更包容的對話空間，實是本次會議期間，多元跨領域交流所帶來的最大啟

發。相較於不會說話的其他生物，可以在生物學家共識下，任由他們詮釋其多樣

性。反觀人類文化卻非如此，全球化之下，文化的優劣勢差距日益加深，帶來了弱

勢傳統文化受到侵蝕的風險。台灣、澳洲和美國的原住民族群都面臨著如何在現代

化、全球化進程中保存與傳承其傳統知識的挑戰。透過與博物館和學術界的合作，

原住民的傳統知識有機會與科學知識相互補充，共同展示出一個更完整的文化面

貌。例如，澳洲探險標本的重新審視、台灣考古遺物的 AI 展示技術，以及美國博

物館的跨文化合作，都展示了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互動與交流。能讓博物館

典藏的人類學標本，更能達到延續文化多樣性，保存傳統知識的目的與目標。 

9. 這次參與會議以及參訪行程中，都深刻感受到沖繩和台灣在許多地方的相似性。生

態與地質環境上的類似，古文化的發展也應該有更多的連結，近年來，台灣考古對

於東岸的北上的文化傳播路線，越來越關注。隨著沖繩考古和台灣的發展，兩地一

定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10. 沖繩縣立博物館的展示讓我們有許多感想。一是具有很明確和完整地方特色的蒐藏

展示；二是展示都是基於非常深入的本土研究去整合詮釋，視角既具有大脈絡，也

突出獨特之處；三是傳統的展示方式，沒有太多花俏的影音互動；四是提出反思，

特別是琉球自身獨特的歷史和 1870 年代併入日本以來的發展，讓讀者想想何去何

從；五是建築本身級融合了當地文史特色及綠建築設計。日本的縣立博物館雖然不

是國立規模，但都是在日本自然史與文化的普遍性中再找出地方特色，這必須有宏

觀的視角、紮實的研究去找出當中的脈絡，然後突出重點。我們也在博物館中看到

了日本人細膩執著的匠人精神。本館的展示空間也將陸續更新，上述的第一、二、

四點都很值得反思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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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SPNHC &TDWG 2024 聯合年會 logo                       沖繩會議中心展示棟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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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ry 博士的 keynote 演講：AI 與生物多樣性的交會：挑戰與機會(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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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ng 博士的 keynote 演講：一期一會 (p.6) 

 

 

 

 

 

 

 

 

 

 

 

   愛丁堡植物園的科普活動經驗分享(p.6)        美國國家自然史博物(NMNH)的報告 (p.6) 

 

 

 

 

 

 

 

 

 

 

 

            會後台灣與會同僚合影 (p.7)                  破冰晚宴與 Picturae 商務代表會談 (p.7) 

 

 

 

 

 

 

 

 

 

 

 

                                           破冰晚宴上的民俗表演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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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方館植物蒐藏水災受害處理 (p.9)          本館許美蓉分享防災設施與措施 (p.9) 

 

 

 

 

 

 

 

 

 

 

 

本館陳叔倬分享原民傳統知識與展示( p.11)     本館李作婷分享考古生態遺留保存 (p.11) 

 

 

 

 

 

 

 

 

 

 CSIRO 的昆蟲模式標本數位化作業 (p.12)    猶他自然史博物館的昆蟲標本數位化(p.12) 

 

 

 

 

 

 

 

 

 

  洛杉磯郡自然史博物館的濕式海洋動物標本的數位化，右邊照片為一組工作台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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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w Garden 分享其臘葉與真菌蒐藏數位化計畫，預計 2026 年完成並完全公開 (p.12) 

  

    KU 分享利用 Specify 7 開源生物多樣性資訊管理平台數位化大量蒐藏的計畫 (p.13) 

 

 

 

 

 

 

 

 

 

 都市獨居蜂巢被其他動物再利用(p.13)              巢下有巢還有卵的有趣藏品 (p.13) 

 

 

 

 

 

 

 

 

 

德國博物館早期探險的剝製猴子標本(p.13)    動物園死亡動物進入博物館的蒐藏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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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琥珀包埋昆蟲與真菌正模標本(p.13)         Joseph Thompson 的傳奇故事(p.13) 

 

 

 

 

 

 

 

 

 

 

 

荷蘭 Picturae 公司的攤位(p.14)             英國 Max Communication 公司攤位(p.14) 

 

 

 

 

 

 

 

 

 

 

 

                                              「亞洲之夜」國際交誼活動 (p.14)        

 

 

 

 

 

 

 

 

 

 

 

路邊不時可見倒吊或飛行的狐蝠 (p.14)                 本次年會最後一場研討會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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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楊宗愈分享蠟葉標本蒐藏 (p.15)            本館陳哲志分享真菌標本蒐藏 (p.15)   

 

 

 

 

 

 

 

 

 

 

 

本館黃俞菱分享真菌冷凍遺傳物蒐藏(p.15)    本館蔡經甫分享昆蟲模式標本議題 (p.15) 

 

 

 

 

 

 

 

 

 

 

 

台大林展蔚博士分享島嶼蜥蜴的形態 (p.15) 台大學生謝季恆分享窗殺的展示敘事 (p.15) 

 

 

 

 

 

 

 

 

 

 

 

  台大學生劉宇桁分享公民科學與路殺 (p.15)  澳洲國立大學賀毓翔分享蟻客甲蟲研究 (p.15) 

 



29 

 

 

 

 

 

 

 

 

 

 

 

 

 

         本節研討會結束後同仁合影 (p.15)                           會後的討論 (p.15) 

 

 

 

 

 

 

 

 

 

 

 

 

   宣布會議 iNaturalist 上傳競賽優勝 (p.15)   沖繩政府評量本會期間的永續性表現 (p.15) 

 

 

 

 

 

 

 

 

 

 

 

 

                          閉幕式 (p.15)                            SPNHC 2025 年會在堪薩斯大學舉辦 (p.15) 

 

 

 

 

 

 

 

 

 

 

 

            參訪沖繩縣立埋葬文化財中心，右圖人物背後為考古挖掘出來的貝塚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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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設展展示考古挖掘界牆            新出土遺物展示櫃            密封袋加絕氧劑保存鐵器 

 

 

 

 

 

 

 

 

 

 

 

 

 

 

 
  供外部研究人員使用的空間  供不同尺寸文物進出的特規門      檔案室使用滑軌式書架 

 

 

 

 

 

 

 

 

 

 

 

 

埋葬文化財中心出土物庫房內人車(物)分道     琉球大學考古部門走道擺放的出土物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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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藝洞前的洞穴咖啡廳 (p.17)         導遊準備油燈(台上有敬男、女石神之奉茶) 

 

 

 

 

 

 

 

 

 

 

 

 

 

 
  導遊解釋港川人之埋藏特徵      導遊介紹形狀奇異的鐘乳石      導覽也結合當地植物生態 

 

 

 

 

 

 

 

 

 

 

 

沖繩縣立博物館宛若城堡(網路圖片，p.18)         兒童體驗區的傳統產業展品 (p.18) 

 

 

 

 

 

 

 

 

 

 

 

門口擺放北海道出土的神威龍複製品 (p.18) 館內展示沖繩出土的爬蟲類化石標本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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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嶼動物侏儒化或巨大化實例展示(p.18)     台灣的龜殼花是沖繩的有害外來種 (p.18) 

 

 

 

 

 

 

 

 

 

 

 

 

考古遺址中發現以儒艮骨加工的物件 (p.18)  沖繩出土的 15 世紀貿易陶瓷器溯源(p.18) 

 

 

 

 

 

 

 

 

 

 

 

明弘治帝登基時賞賜琉球國王的敕諭 (p.18)  18 世紀琉球使節赴清國與日本路徑 (p.18) 

 

 

 

 

 

 

 

 

 

 

 

 

 

魚垣即石滬，是東亞共通的傳統漁法 (p.18) 原首里城石獅遭戰火摧毀後的復刻品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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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SPNHC & TDWG  2024 年聯合年會完整議程 

  

 9/2 (週一)：開幕式、keynote 演講、專題演講、破冰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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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週二)：會議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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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週三)：會議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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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週四)：會議第四日、海灘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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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週五)：會員大會、閉幕式、明年會場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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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沖繩會議中心會議 B 棟平面圖 

 

9/2~4 議程之空間使用(Room B1、B3、B4、B5、B6-7)請對照內文(p.7)及附錄一 

(圖片來源：沖縄コンベンションセン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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