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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 

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數位化工作流程簡介 

更新日期：2004/11 

  計畫單位：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計畫名稱：地質學典藏計畫數位化計畫─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 

計畫執行年度：九十一年 

計畫目標： 

挑選 200 件代表性之脊椎動物化石標本，依循生物分類系統，完成數位化建檔工

作。 

   計畫主持人：程延年博士 

   計畫協同主持人：張鈞翔先生 

   計畫簡介：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脊椎動物化石蒐藏非常豐富，歷經了十餘年的收集，

目前已達 4,500 餘件。標本種類包括軟骨魚綱、硬骨魚綱、兩生綱、爬行綱、鳥

綱與哺乳綱，範圍涵蓋台灣地區、中國大陸與世界各地之古生代、中生代與新生

代的脊椎動物化石。由於脊椎動物化石體型較大、結構清晰易辨，故復原其動態

造型與生態環境一向是博物館中最受歡迎的展覽之一。該計畫主要將代表性的脊

椎動物化石建立數位化影像，並配合相關野外地質照片、模型與文獻資料，以介

紹本館所珍藏之脊椎動物化石和推廣古生物學知識，並提供蒐藏家、化石愛好者

專業查詢資訊以及各級學校、機構在教學研究上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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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動物化石數位化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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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化工作流程說明： 

一、 查詢及整理脊椎動物化石標本之基本資料 

(一) 瞭解標本基本資料  

                            在進行脊椎動物化石數位化工作之前，須先了解標本之相關背景。             並向

科博館「古生物學門蒐藏經理」調借標本原始檔案（圖一）。 

 

圖一、調閱標本相關資料，進行標本基本資料查詢 

(二) 核對儲位、調查館藏標本狀況 

                       於蒐藏庫核對標本儲位是否正確，並瞭解標本保存狀況（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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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在蒐藏庫做核對儲位調查，並確認化石狀況 

(三) 詳細清單之整理 

                       利用現有標本清冊加以整理修改、製作詳細標本清單，清單內包括標本

之分類、儲位、分類等基本資料（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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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詳細清單之整理、建檔 

(四) 相關表格設計製作 

                       設計適用表格欄位，藉由表單來彙整標本之基本資料，             以利日後建立數

位典藏博物館之典藏知識單元說明以及 Metadata 建置之用（圖四）。 

 

圖四、相關表格設計製作 

二、 挑選欲數位化之標本及借出標本 

                 由於蒐藏庫中有豐富的化石典藏品（圖五），所以挑選標本時，主要選擇具

有特色及代表性之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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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地質蒐藏庫內有豐富的化石標本 

                  標本挑選由具有古生物專長之研究人員負責，針對各類不同標本，如爬蟲

類、哺乳類等挑選其中具特色和代表性標本進行數位化（圖六、圖七）。 

                 此外還需瞭解標本之狀況，對於不利搬移或拍照之脆弱標本，必須判斷其是

否需要修補或強固。 

 

圖六、標本挑選，瞭解標本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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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小型標本挑選 

三、 標本前置處理 

(一) 標本清理  

                   研究人員利用小鑿子、修磨機、小型鎢鋼尖針、甚至是牙醫修補牙齒用

的工具組合，         將這些包裹在骨骼化石周圍的基質岩石或附著物除去（圖八）。 

                  細部的清除甚至得借助立體顯微鏡（圖九），利用小型的噴砂機或微型

振動機，來清理較細緻微小的化石（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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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利用修磨機清理化石表面的附著物 

  

 

 圖九、細緻的構造需借助立體顯微鏡來進行修整工作 



 9

 

 圖十、研究人員利用微型振動機清理包裹的基質岩石 

(二) 標本強固處理 

                   部分標本因與基質膠結不佳，或受風化作用影響，使得化石本身變得十

分脆弱。         因此專業的技術人員利用 B72、固化漆、丙酮及清漆等，進行化石

強固處理（圖十一）。 

 

圖十一、將固化漆均勻塗佈於標本表面之脆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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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本修補 

                   利用特殊的膠著劑、修補材料以及填充用物質，修復裂隙或者破損的地

方（圖十二），並記錄之。 

 

  圖十二、由技術人員用特殊材料修補標本裂縫 

        

 

圖十三、針對裂縫或破損地方灌注 B72 填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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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化石復原、複製化石標本 

             在修整之後，遇有不完整的部分需要重新塑形復原。一般將在其他標本中找

尋缺失部分進行比對，或是參考相近似的種屬化石或現生動物骨架加以塑形（圖

十四、圖十五）。 

              部分較稀罕或珍貴的標本，將利用玻璃纖維樹脂或石膏翻模，進行化石標本

複製，以供展示或教學研究之用（圖十六）。 

 

圖十四、利用陶土對缺損部分塑形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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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利用白色石膏復原後的脊椎動物化石 

  

 

圖十六、利用矽橡膠及玻璃纖維樹脂翻製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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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拍照 

               將化石標本借出，利用單眼相機或數位相機，由攝影師或館內技術人員在攝

影室內進行拍攝，          捕捉各角度特寫，提供真實、精確與令人驚奇的實物相片，以

呈現在使用者眼前（圖十七）。 

 

圖十七、由館內技術人員進行化石標本的拍攝 

六、 正負片及照片掃描，產生影像數位檔 

              利用平台式或者專業用的正負片掃描器，掃描先前所拍攝標本之正負片或照

片（圖十八至圖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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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利用專業正負片掃描器進行幻燈片掃描 

  

 

圖十九、利用平台式掃描器進行負片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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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使用平台式掃描器進行照片掃描 

  

 

圖二十一、掃描器設定及掃描時之電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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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影像修整與檢核 

                對掃描產生之影像檔進行修整，特別是針對顏色及背景再做處理，力求不失

真，符合原件，並進行檢核（圖二十二）。 

 

圖二十二、運用 Photoshop 等軟體對掃描影像檔做修整與檢核 

八、 轉檔（降階轉檔） 

         依照網站需求，將掃描好之影像檔分別轉檔為（圖二十三）： 

(一) 保存用：TIFF 檔 

(二) 展示用：JPG 檔 

(三) 瀏覽用：JP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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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將掃描好之影像檔，依網站需求降階轉檔，並分別儲存 

九、 文字解說資料收集與整理，撰寫說明內容，文字素材數位化 

             將化石標本簡介、中英文學名、編號、儲存位置及其他相關解說資料收集與

整理（圖二十四），並數位化建檔（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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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運用 Word 等軟體，將所收集之解說資料分別建立成文字檔 

 

圖二十五、建立單一標本資料檔內有分類、簡介等資料，以利日後建立 Metadata 

 

十、 媒體之保存，影像檔儲存備份 

               將已數位化保存用之影像檔及文字檔複製儲存備份（圖二十六），同時燒錄

備份（圖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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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六、利用 Windows 內建備份功能，將影像檔及文字檔案儲存於 MO 備份 

 

圖二十七、利用 Nero 燒錄軟體，將影像檔及文字檔案燒錄成光碟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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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建置應用典藏數位博物館，架構「地質學」之「脊椎動物化

石」分頁 

     依科博館資訊組提供之框架，將數位典藏結果分別建立、加入各大項主題，

以架構地質學部分之「脊椎動物化石」分頁（圖二十八）。 

 

圖二十八、架構地質學「脊椎動物化石」分頁 

十二、 準備典藏數位博物館之綜合介紹區說明之文字檔及影像檔，

供資訊組建立 

收集相關文字，以提供綜合介紹區說明之文字（圖二十九），並提供影像檔

（圖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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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綜合介紹區之文字檔及網站成果 

 

圖三十、綜合介紹區之影像檔及網站成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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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Metadata 之建置，建立典藏數位博物館之典藏知識單元    

     建置數位典藏知識單元（圖三十一），及各標本之 Metadata，包括化石標本

之學域、學門、類別等資料（圖三十二），以便在數位博物館中搜尋瀏覽數位化

石標本的各項相關資料（圖三十三）。 

 

圖三十一、串聯影像、文字、文獻資料上傳至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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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輸入各標本之 Metadata 建立資料庫 

 

 

圖三十三、網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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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單位：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 

※文字撰寫：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 

助理  張光羽先生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地質主題小組助理  張瑞芸 

※圖片拍攝：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地質主題小組助理  張瑞芸、陳嘉萍 

※部分圖片提供：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 

※圖文編輯：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內容發展分項計畫 

            地質主題小組助理  張瑞芸 

              
※以上數位化工作流程簡介之文字，主要是參考「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

典藏數位化計畫脊椎動物化石子計畫工作流程調查表」、《國立自然科學博物館

地質學門—國家典藏數位化計畫中程綱要計畫書—地質學典藏數位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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