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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下的APP定位系統一

兼論如何整合步道路線與路標系統

莊泓桀、林詠章

一、前言

由於台灣山區步道的建設與登山活動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接觸登山活動,但

是因為天候、路徑不清等因素,造成山區迷途事件層出不窮:而每當山難事件發生,相關單

位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與人力=芍了解決山難與迷途事件的發生,建立友善的指標即被

視為一項重要的課題。

為了能夠讓使用者提升遊憩的經驗,需要規劃出合理的路線行程與計畫,適當的瞭解山

區的路況以及困難地形等資訊,才能從容地進行各項活動=登山資訊從早期紙本的靜態資訊,

直到1990年起逐漸有使用者將相關資訊整理於網際網路上二因此,相關登山資訊的取得門檻

變低,接受程度也愈高。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的發展,人手一支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此外,行動裝置

所帶來的操作便利性,使用者可以透過軟體商店以免費或付費的方式,來下載、安裝各式的

行動應用程式,相關的單位也經由這類的軟體商店來推廣自身開發的產品‥透過行動應用程

式,也能讓生活上的各種活動更加方便。因此,將登山資訊結合目前行動裝置的使用習慣,

提供充足的資源供使用者使用:相關單位也能透過這類的應用程式來管理登山活動。

綜合上述觀點,本篇整理了相關文獻,提供路標與行動應用軟體的結合,期望藉此來推

廣登山活動的發展,增加社會大眾對於登山活動的認識及了解,並減少登山時發生迷途的情

況;甚至於在山難發生時,能提供救難單位相關訊息,減少搜救的時間。

本論文於第二章探討了相關文獻以及應用方式,第三章簡要說明了本文所規劃的流程及

使用方式o第四章則對於規劃方式提卅總結。

二、文獻探討

行動裝置的發展日趨成熟,行動裝置不單只有以前接聽電話的功能而已,許多日常生活

都可經由行動裝置來協助,例如智慧型手機可透過網路來瀏覽網頁、定位導航等功能。透過

適當的應用程式可以讓行動載具更加便利好用,也徹底改變了人們接收資訊的來源,不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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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利用紙本的方式,更可透過行動裝置在戶外達到查詢資訊的功能。

(一) APP定羲

App原為Application的簡稱,即程式工程師為某系統所開發之應用程式。隨著行動裝置

巾盛行,許多應用APP相繼根據不同的需求,於行動裝置上被開發出來。在本研究規劃的

-▲PP ,主要是用來協助登山客在登山環境中所會遏到的問題,並幫助相關的搜救單位。

(二)行動裝置定義

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又可稱為流動裝置、手持裝置、移動終端等,通常具有一個夠觸

空的顯示螢幕,結合其他開發的APP ,因應各種不同需求,就能得到各種需要的資訊。

在戶外的情況下,最基本的定位方式就是透過衛星GPs來進行導航定位,不過在戶外山

直的環境下,容易受限於地形環境因素,造成GPs無法達到原本的定位準確度,甚至無法定

位。此外, GPS耗電量大,電力的考量也是GPS應用於登山活動的關鍵因素。所以以下除了

介紹GPS外,整理了其他的定位方式,希望透過APP的使用,應用於不同環境,來彌補單

靠GPs而無法正確定位的缺點。

(三)全球定位系統(GIobal Positioning System , GPS)

提到定位技術,普遍都會直接聯想到GPs定位,目前的行動裝置中多已具備此功能,而

GPs也是使用最廣泛的定位技術,相關應用也日趨成熟o

GPs為美國國防部所研發的定位系統,能夠為地球表面大部分的地區提供準確的定位,

最少需要3顆衛星來進行定位,迅速確認用戶所處的位置與海拔高度,其中所能接收到的衛

星數量愈多,定位出來帥位置就愈準確o

GPs在應用上有以下優點

● 全天候,不受任何天氣的影響。

● 全球覆蓋(高達98%)。

● 三維定點、定速、定時,高精度。

● 快速、省時、高效率。

● 應用廣泛、多功能。

● 可移動定位o

GPs定位服務雖有以上優點,但容易受到地形影響,例如在山區的複雜環境中,如在樹

木遮蔽過多的地方,或者在山谷中, GPS常無法達到原本既有的準確度,甚至於無法使用。

隨著行動裝置與APP的崛起, APP定位系統已普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相關的應用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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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春筍般湧山,例如,為了推廣自行車業,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利用APP與GPs技術,開發出了「自行車旅遊服務平台」 ;並進一步整合自行車業者、導覽

與藺業活動,形成以GPs為主的服務平台。不僅成為自行車愛好者的入口網站,也讓業者透

過平台提供服務。

(四) QRCODE介紹

QR CODE為十固正方形的圖案,角落有三個較小的正方型圖案幫助定位,使用者只要使

用照相手機,不論以何種角度掃揣,搭配掃描QRCOE的軟體,都可讀取QRCODE中的資

料。

表2-1 , QRCODE資料儲存容童

數字 7089字元 

字母 4296字元 

二進位數 最多2953位元組 

中文漢字 最多984字元(採用UTF-8) 

中文漢字 最多1800字元(採用BIG5) 

QRCODE應用於導覽系統的實例也很多,例如,機票上使用QRCODE發展出有導覽功

能的機票,並搭配電子地圖,可顯示機場位置並提供通關資訊,協助機場的遊客。這個自動

化的導覽服務,主要利用智慧型手機、無線網路、與QRCODE以及後端的設備,結合規劃,

提供完整的導覽功能,目的是為幫助遊客能更加容易使用機場的各項設施。只要具有照相鏡

頭的行動裝置,都能使用此系統,例如PDA 、智慧型手機等o遊客透過行動裝置來掃描QR

CODE以進人導覽平台操作此系統,只須點選相關選項,就能立即提供路線與機場位置,也

能秀出機場的通關資訊與商家的訊息。透過此機場的導覽系統,能有效解決在機場的旅客所

會遭遇到的問題,節省尋找登機門帥寺間,並結合免稅商店與一些優惠;更重要的是,減少

了地圖紙張的浪費0

2013年時,有學者提出了一個名為Labelee的室內定位導航系統,經由掃描特定地點上

的標籤,通過QRcode來進行讀取資料,這技術在現在的智慧型手機上越來越普遍。在這系

統中,使用的標籤包含了QRcode ,其中包含目前的位置,以帶領使用者抵達目的地,並依

據大樓環境的複雜程度來放置這些具QR code的標籤o使用者只須在進入大樓後掃描這些標

籤,就能找到目的地的正確路徑;另外,系統也能讓使用者選擇自己想去的地方,幫助使用

者找到最近的電梯,或提供抵達其他樓層的最短路徑。

這系統能適用於具有相機鏡頭的智慧型手機或其他行動裝置,能應用於其它在GPs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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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使用的戶外環境。另外,在硬體需求上也不需要其他裝置,建構的成本很低,所以適用

叮環境相當多,例如:公園、遊樂園、展覽會、博物館或其他旅遊景點o

QR code為能夠快速地傳遞訊息而設計,但影響資訊讀取的因素較多,例如相機的品質、

手攝的角度與環境的亮度。

總結利用QR code來做室內定位的優點有:

● QRcode製作的成本低。

● 適用於大部分具有鏡頭的行動裝置c

(五)近場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 NFC)介紹

近場通訊,是一項基於非接觸式射頻識別(RfID)的技術,為短距離的高頻無線通訊技術,

聿夠允許電子設備在十公分內的距離建立傳輸通道來交換資料。

`FC的運作方式主要可分為兩種模式,分別為主動模式及被動模式‥

● 主動模式(ActiveMode) :資料傳輸由發起者控制。

● 被動模式(PassiveMode) :接收發起者的電磁波,利用線圈感應來產生電力,並將資料傳

給發起者。

\FC的三種主要操作模式:

●
點對點模式(Peer-tO-PeerMode) ‥在此模式中,兩個具有NFC的裝置必須相當靠近,當

兩者的裝置接觸時,就能馬上建立起連結傳輸資料,進行資料交換。

●
卡片模擬模式(CardEmulatedMode) ‥如同智慧型晶片卡一般運作,可以當作各類加值卡

使用。

●
讀取與寫入模式(Reader/Writer Mode) :具有NFC的裝置能夠讀取標籤內容以及寫入資

料o

vFC標籤依據使用的標準與規格分為4種類型:

l, rtyPel : fypel是依據ISO/IEC 14443A所制定,具有讀取與重新寫入功能,使用者可以

設定該標籤為唯讀。容量大小為96 bytes到2 Kbyte o

Type2 : Type2是依據ISO/IEC 14443A所制定,標籤可供讀取與重新寫入,使用者也可

以將標籤設定成唯讀。容量大小為48 bytes到2 Kbyte o

Type3 : rtype3是依據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 (JIS) X 63 19-4所制定,又可稱為「 FeliCa 」 ,

該標籤在出廠時先設定為讀取和可寫入,或唯讀。容量大小為可變動,理論上最大能夠

有IMbyte的容量o

J. Type4 : rtype4完全相容於ISO/IEC 14443系列,該標籤在出廠時先設定為讀取和可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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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唯讀o容量大小為可變動,最大能夠提供32 Kbyles o

於2012年時,有研究主要利用近場通訊來記錄目前位置並進一步導航的論文。此篇論文

中提到,由於主動式標籤(Active Tds)閑為本身需要電力消耗,所以建構成本會較高;而被動

式標籤(Passive Tag)木身不需要電力也能運行,所以用於室內導航大多是使用被動式標籤。在

研究當中,作者應用於校園環境中來實行,透過具有NFC功能的行動裝置,使用者要進入大

學前只要先掃描NFC Tag ,大樓內所有的訊息都會自動下載到使用者的行動裝置中,包含大

樓的室內地圖;也能知道自己目前的什置,及目的地的位罟,並提供最短路徑的導航供使用

者參考。此外,系統也能夠搜尋附近的餐廳、停車場、廁所等等訊息,並有多國語言白勺介面

可供切換o而為了能夠更方便建置,系統都是使用開放資源與免費軟體o例如,使用Android

SDK來做客戶端介面,利朋Apache來做伺服器使用c

此使用NFC的系統,已在校園環境中經過測言式與充分的評估驗證,將NFC Tag散佈在

大樓的指定位置供使用者掃描,來確保位置的準確性c

結合使用NFC技術的優點為以下‥

● 使用被動式標籤使定位的成本降低c

● 系統回應時間快速,減少等待時間。

● 使用方式簡單,減少使用者的不便=

● 提供準確的位置與方向資訊c

表2-2 , QRCODE與NFC差異整理

功能 QRCODE RFID/NFC標籤 

讀寫 僅可讀取,且資料不可更新 可隨時讀取並寫入新的資料 

耐用性 易受環境影響,當條碼毀損時可能無法 不易受環境影響,在嚴酷的環境下仍可 

讀取 讀取資料 

讀取速度 慢 快 

建置成本 低 較高 

容量大小 小 最大IMbyte 

(六) iBeacon

為Apple基於Bluetooth Low Energy(BLE)所研發的室內定位系統,除了ioS設備外,也能

夠相容於其他支援BLE的Android的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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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acon主耍是透過預先部屬藍牙發射器傳遞

訊號,當手機APP接受到資訊,便能顯示對應的

資訊o舉例來說,當進入iBeacon的訊號範圍後,

≒要有開啟藍牙功能,並有安裝對應的APP ,就

聿收到相關的堆播訊息。而實際上在國際消費電

÷展(CES)也有使用iBeacon來進行活動的例子,

三需要安裝專屬的APP ,開啟藍牙,便能打開展

量地圖來進行定位,讓使用者在整個展場裡進行

尋寶遊戲,透過iBeacon的技術,於各展場的據

彗來蒐集勳章、領取活動獎品。另外, 2014年於

台北舉行的Computex也跟上這個潮流,採用了

圭樣的技術來進行定位,幫助使用者在廣大的展

二尋中能得知方向。

圖2-1 、利用手機結合藍牙進行定位

表2-3 、各項技術之差異整理

GPs QRCODE NFC/RFID iBeacon 

敘述 能夠持續定位,但「汛 需掃描標籤才能得 需掃描標籤才能得 進入訊號範圉就能 

號易受遮蔽物影響 知目前位置,不須額 知目前位置,不須額 傳輸資料,但需額外 

外電力 外電力 

部署藍牙發射器,並 需電力供應 

除了定位技術之外,路標的標示應用也是改善登山迷途事件的方法。建立良好的步道指

噪將有助於減少迷途山難事件的發生,並且能夠使使用者更容易辨識方向,避免陷入迷失方

司的困境;而對於不熟悉方向判定的使用者,只要把握路標的辨識方式,也能順利抵達目的

士。

所以本篇提出了使用行動裝置原有硬體設備,結合路標掃描辨識的方式來進行定位,以

玥幫助使用者辨識路徑、了解登山時程、避免迷失方向,進一步規劃登山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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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規劃

(一)系統目標

依據文獻探討可以了解到相關技術的滕朋範圍,但實際上在山區步道上仍較少相對應的

APP出現。為了能提供最有效的協助,本研究則規劃出在行動裝置上所需耍的功能,使用標

籤搭配路標的方式來幫助使用者,建立一個統一路標應用的方法,讓使用者能夠透過此APP

來了解自己的登山行程,並且與登山同好一起分享自己的登山經驗;而相關管理單位也能夠

使用此APP來做登山管理,了解使用者的路徑,並在山難發生時提供一惘救難的訊息,縮短

救難時間,與減少人力資源的耗費。此外,也希望能透過本APP取代入山證的方式,節省人

力與其他資源的耗費c

本系統規劃為兩大部分‥使用者介面、管理者使用介面,如圖3-1所示。

使甩暮邦面

目崖贖鬢

入山晝申膏

蜻擅■礦

疊吏臟鍾

上傳分摹

暮玨睿介瞄

■取人山晝

賓臟臟鰻

暈取臼糧

圃3-1、系統功能圖示意圃

使用者介面使用功能如下:

● 路徑規劃

使用者可以透過此功能,在登山前先進行路徑的規

劃,選擇耍行經的路線,以及了解其他人於登山時所花

費的時間。

● 入山證申請

利用APP申請入山證,可以輸入基本資料,包含入

山日期、隨行成員以及路線規劃,可於入山時Ⅲ示證明,

以加速審核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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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標紀錄

在登山的路程中,可以讀取路標上的NFC標籤,將當前的時間寫進APP裡,也可以顯

該路標的導覽。同時也能將本身訊息寫入標籤當中,預防山難發生時,做為搜救規劃的依

姜=

● 歷史路徑

在本功能中,使用者可以看到過往登山的路線及每個路程所花費的時間,包含總路程,

′.及每個路標間所耗費的時間。

● 上傳分享

將白己行走過的歷史路徑整理後上傳至網路,提供其他使用者做為規劃路程的參考。

管理者介面使用功能如下:

● 讀取入山證

在使用者入山時,可利用NFC或者QRCODE來讀取使用者的行動裝置,顯示出相關訊

≡. ,並將訊息存人伺服器當中c

● 查詢路線

在山難發生時,管理者可以透過本功能來了解使用者所行走的路線圖,分為兩種取得路

二景的方式:

(l)入山證-一在本功能中,可以存取使用者於入山時所規劃的行程。

(2)網路一一當使用者使用此APP服務時,可透過3G , 4G電信網路,定期將目前位置上傳

至伺服器當中,而管理者可以透過本功能存取伺服器上的資料,了解使用者所行走的

路線3

● 讀取路標

由於在山區中,網路訊號可能不甚穩定,所以可以透過本功能來讀取使用者於各路標的

記錄,了解抵達的時間,判斷可能行走的範圍,提高搜救成功率。

為了能夠有效地進行路標與APP的結合規劃,首先須建立具有標籤(如NFC , QR CODE)

珞標的環境或部署訊號發射器(如iBeacon) 3管理單位可在入口處部署讀取器,供使用者寫入

圭己原本的規劃行程,藉此預防山難發生時,搜救單位能有所依據了解使用者的規劃,以進

∴了有效率的搜救;而在步道上的其他路標也需設置相關標籤,供使用者讀取,讀取時會將自

三抵達的時間寫人此路標上的標籤,供救難單位在搜救時參考,判斷搜救的範圍。另外,使

用者也能將此標籤上的資訊顯示於APP上,了解此路標的位置,以及記錄自己抵達的時間,

庚用者也可以於讀取時得到該路標附近的介紹,作為登山步道的使用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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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使用流程

使用者在進行登山活動前,可使用此APP來進行路線行程的規劃,並且能夠查詢其他使

用者的路線規劃以供參考,並進行規劃路線的儲存。

接下來,可進入入山證申請的功能畫面進行填寫,內容包含申請者的基木資料、人山日

期、路線規劃及同行人員,填寫完畢之後再送出資料c可於入山時出示APP的晝面,並以掃

描標籤或訊號傳輪的方式來進行資料的傳遞,利用APP來取代過往入山證的山示,加速審核

的流程,減少資源的耗費c

進行登山活動時,可在路程中沿途讀取所遇到路標的標籤,將抵達的時間寫入標籤當中,

供日後進行救難活動時的參考c APP也可於接觸路標標籤時顯示出該路標的導覽資訊,幫助

使用者了解環境一同時也會將抵達的地點與時間寫入此APP中,日後可讓使用者於歷史路徑

的功能中進行讀取,也可讓使用者在之後上悼路線與其他朋友進行分享。除此之外,於登山

活動中可定時檢查是否存在網路連線,如存在網路連線,則可上傳目前路線資料給山區的管

理者,幫助救難活動的進行,

在結束登山活動之後,使用者可進入歷史路徑的功能當中,來了解自己登山活動的路程,

包含了所走的路線,以及每段路標間所花費的時問,幫助日後登山活動的規劃。使用者也可

於上傳分享的功能中,上傳自己的路線圖,提供其他連用此APP的使用者參考。

在管理者部分,當使用者出示APP的入山證明時,管理者可以使用具NFC或者QR CODE

的裝置讀取使用者的行動裝置,並在管理者的APP上顯示入山證明的資訊,包含申請者的基

本資料、登山日期以及規劃路線圖,並將上述資料存入管理者的裝置當中,於搜救行動時可

供參考二

而當山難發生時,管理者首先可利用APP查詢使用者的資訊及登山路線圖,並請隨著路

線圖沿路讀取路標上的標籤。由於使用者於登山途中會利用APP讀取路標上的標籤,所以管

理者能夠藉此來了解使用者抵達路標的時間,如果發現使用者有尚未記錄到的路標,管理者

可回到上個路標進行搜救,且依據使用者抵達的時間與目前時間來做比較,掌握使用者的行

走範圍。除了使用路標外,管理者也可依據定時回傳的資料來進行搜救,來了解使用者的所

在地,提高搜救的成功機率。

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各項定們支術下所規劃出路標定位APP的功能,隨著行動裝置的盛行與

資訊的普及化,讓登山活動更加容易。此APP主要藉由路標上的訊號傳遞進行紀錄,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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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了解自己的登山情況,也能夠藉由該APP與其他同好進行分享;而一旦發生山難時,可提

≒相關管理單位搜救的資訊,縮短救援的時間,

=規劃研究的貢獻如下‥

(一)行程規劃輿經鹼分享

利用現有的地圖,規劃好登山路線行程,並與其他使用者相互交流經驗,掌握山區目前的

.亨況及其他注意事項,了解其他使用者所歷經帥寺間,才能訂定出合理的行程。

(二)救難處玨

協助救難單位了解使用者的登山情況、經過的路線及時間,才能有效分配救難資源,縮短

叮難時間,以提升救難行動的成功率。

(三)取代入山證

此APP結合入山證的申請,可於入山時出示證明,以NFC或QRCODE的方式進行資料

雩輪,加速審核的流程,減少人力的耗費。

由於目前大部分都是透過GOOGLE MAP作為主要定位導航的地圖,尚未有專屬APP

寺劃的電子登山步道地圖。為了能提供更加準確的定位導航效果,希望可以發展出台灣各步

壬白勺電子地圖,並結合本篇所提出的標籤掃描規劃,使登山活動更加安全、有趣。

總體而言,本篇研究探討了各項定位技術下的情況,並規劃出結合步道的APP使用功能,

刊用這些技術的訊號傳遞來做到定位及導覽規劃的需求,使用者能夠了解路程中所花的時間,

三與其他愛好者分享交流:另外,管理者也能夠透過此APP來取得相關資訊,在山難等事件

士提供適當的幫助。

五、參考文獻

1.蔡及文,登山資訊普及化,全國登山研討會, 2012 0

二,廖成文,楊宗憲,陳正鎔,餐飲APP消費行為研究,萬能商學學報, P213-223 , 2013 0

3. Wiki(行動裝

置) :/,,’zlr.Ⅴ,iki ‘wiki/%E7%A7%BB%E5%8A%A8%E8%A E%BE%E5%A4%87

2014/lO/’7 0

」. wiki(全球定位系

統) , http://zh,\\ ikipedla.Org \\ik仲6E5%85%A8%E7%90%83%E5%AE%9A%E4%BD%8D%

E7%B3%BB%E乃,♂13B♀,,乙9F , 2014/10/,’7 0

輊旅雪霜韻流聖稜∴齟5?



鬱總豐釜璧盍藍圭盂

5.陳俊壕,結合GPS與藍芽技術應用於照護系統,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2010 0

6.李俊宏、鄒侑達、林易泉,旺ID行動校園定位導勣艮務系統,第六屆離島資訊技術與應

用研討會, 2007 0

7.饒瑞估、梁志鴻、賴世平,自行車旅遊服務平台之建置與應用, Joumal of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 2012 0

8. Wiki(QR CODE) ,
∴/./‘小.v lki cdia.()惟州iki , R|〕,吒E7Y,,〈./\2?心B〔- 2()14/.10/′7 0

9.謝哲人,黃證翰,林俊岳,黃琨庭,陸冠竹,以機場導覽系統結合二維條碼之建置一以高雄

國際機場為例,文大商管擘報, p107-122 , 2012 0

10. Jose Antonio Puertolas Montaifes. Adriana Mendoza Rodriguez, Ivin Sanz Prieto, Smart Indoor

positioning/Location and Navigation‥ A Lightweight Approach, Intemational Joumal of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3 c

l 1. NFC fbmm. hiLP_」止韭2r!迎J2堊_⊥皇址i垃王o

12. OmranAI Hammadi. AhmedAI Hebsi. M, Jamal Zemerly and Jason W, P, Ng, Indoor

Localization and Guidance Using Portable Smartphones, IEEE/WIC/ACM Intemational Joint

conferences on Web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Agent Technology - Volume O3,201 3,Pages

337-3410

\\ \\ \\./dnet.coln小小at-is-a13. htt 〕le-i bc乙\con-1「乩es一\\ I呱t-\ ()L卜need-tO-kn()\\,一700003 0 1

划)14/’T(川) 。

14. 1rtt

15. htt

: ,.心,u,\\∴i山olllc.C(、n「 l\\

Chilr心●

化ch/80651 ,卦)11川) 0

●n朋d聾ct.c()ln/20】 4 ’o1.,03.c」`一30 1 J-ibcac(⋯-、C扒

3(=4.’10,’0 0

16. 1Ⅲ )L江c`tal 山.conr.t\\. 、 201巾10小。

()9′

cn寶cr-1甽"一COn山st‘/

17.黃福森,登山步道標示的間題與建議,全國登山研討會, 2012 0

54 ’齟輕旅雪霸積流聖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