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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OpenLS 應用於停車資訊服務 

 
 

摘要 
本研究以開放地理資訊系統協會（Open 

GIS Consortium, OGC）的 OpenLS（Open 
Location Service）平台來做為資訊整合平台，

將不同停車場所擁有異質資料透過 XLS（XML 
for Location Service）的轉換後儲存於伺服器端

的資料庫中，讓使用者能依其查詢條件及其地

理位置，在資料庫中取得適合的資訊，並由伺

服器製成地圖呈現於使用者端。 
關鍵詞：定位服務、OpenLS、XLS 

1. 前言 (Introduction) 
根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

FIND 於 2007 年 9 月針對使用車用電子設備之

開車族的調查結果顯示1，在各種車用電子設備

中，以 GPS 的使用率最高，有 37%受訪者在車

上裝置 GPS 衛星導航；進一步詢問目前未裝置

車用電子設備的受訪者，其未來購買車用電子

設備的意願，結果亦顯示以 GPS 的購買意願最

高（82%）。整體而言，GPS 不管在目前普及率

或未來市場需求度皆為最高，開車族對 GPS 的

依賴程度將越來越高，可望成為台灣未來車用

電子的基本配備。在開車族最想要的各種車用

通訊加值服務中，本調查結果顯示「導航路線

規劃（62%）」為民眾最需要的車用通訊加值服

務，而「停車空位收費資訊（53%）」、「塞車施

工路況通知（51%）」也都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

表達需求。2008 年 5月在台北所舉辦的 Canalys
導航論壇中亦公佈一份針對台灣上千名消費

者所做的調查報告。在報告中指出「導航、定

址服務的必要性已被多數人所認同，但隨著科

技的進步，消費者渴望這些服務能夠免費開放

使用。例如協尋附近停車場空位，就被認為是

                                                 
1 該調查期間為 2007 年 9 月 7 日至 2007 年 9 月 12
日止。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持有汽車駕照超過一

年，具備自用車，並且近一年平均每月開車至少 4
天之開車族，有效樣本為 811 份。 

十分有用的服務。」 
就這兩份問卷調查中顯示出廣大開車族對

於停車位協尋的強烈需求。若能將停車場的停

車位利用 Web GIS 的形式來呈現，對於開車族

而言應該是個方便又能節省時間的好方法。 
台北縣公共停車場資訊查詢系統即是一個

利用 WebGIS 所架設的停車場資訊查詢系統，

在首頁的左方是查詢條件，右方則是操作圖

層，可以對圖層做拖曳、放大、縮小…等操作。 
今天如果想要查找台北縣新莊市雙鳳路上

路邊停車設施的停車狀況，在停車場形式上選

擇路邊停車場，鄉鎮市選擇新莊市，路段選擇

雙鳳路，即可得到查詢結果。但是這個結果是

令人失望的，它提供的停車位資訊中包含汽車

共有 47 格停車位，機車共 287 格停車位，並

沒有提及目前空位的資訊，這對於開車族而言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如果能有一套系統可以讓停車場管理者透

過簡單的介面，提供停車場基本資訊後，系統

即可依照停車場的基本資訊產生該停車格的

地圖，並且根據屬性資料來呈現停車格是不是

空位；使用者只要在停車場查詢系統中利用制

約條件查詢，就可依照圖形所呈現查詢結果，

來找到適合的停車空位。 
然而各個不同的停車場所構成的基本資訊

不盡相同，包含停車格數量、停車格配置、停

車場型式皆不相同；對於這些異質資訊可以利

用開放地理資訊系統協會（Open GIS 
Consortium, OGC）的 OpenLS（Open Location 
Service）平台來做為資訊整合平台，將異質資

料透過 XLS（XML for Location Service）的格

式轉換後儲存於伺服器端的資料庫中，使用者

發出查詢後，即可在資料庫中取得適合的資

訊，製成地圖呈現於使用者端。 

2. 研究方法 
本節將依序探討 OpenLS 標準、如何將

OpenLS 運用至停車資訊服務上及本研究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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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架構與驗證測試。 

2.1 OpenLS 標準 

開放式空間服務平台（OpenLS Platform, 
Open Location Service）計劃是 OGC 在 2003 年

為了整合即將快速發展的定位服務並增進其

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而制定的一套規

範，並認為定位服務可透過核心服務（Core 
Service）與附加服務（Additional Service）交

相應用所組成，其中核心服務包括了索引服務

（Directory Service）、閘道服務（Gateway 
Service）、地理編碼／反向地理編碼服務

（Geocoder / Reverse Geocoder Service）、展示

服務（Presentation Service）、路徑規劃服務

（Route Determination Service），而附加服務

OGC 目 前 僅 提 出 導 航 服 務 （ Navigation 
Service）。其服務及說明如表 1 所示。現在的

最新版本為 2008 年 9 月 9 日所釋出的                                                        
1.2 版。 

規範中並不限制各服務的後端資料格式與

實作方法（Implementation），而是透過定位服

務可延伸描述語言（XML for Location Service, 
XLS）定義了定位服務之間的標準溝通介面

（ Standard Interface ）， 使 得 處 於 異 質

（Heterogeneous）環境中的各定位服務可以透

過此介面互相交換訊息，真正達到「開放」概

念下資訊共享與交互操作的終極目標。 

表 1 OpenLS 中規範的核心服務 

Services 說明 
Directory Service 提供使用者查詢特定

地標 
Gateway Service 提供使用者取得其他

行動用戶位置 
Geocoder/Reverse 
Service 

提供地址轉換坐標/坐
標轉換地址服務 

Presentation Service 提供使用者取得某範

圍地圖 
Route Service 提供使用者路徑導引

的資訊 
 
在規範中並認為 OpenLS 所使用之 XLS 需

具有下列特點： 

 必須以 XML Schema 定義 

XLS 即為利用 XML 易於擴充與自定標籤

之特性所產生，因此在描述 XLS 文件結構時必

然得依循 W3C 所制定文件結構描述標準。 

 必須完整支援 GML Simple Feature Object 

同為 OGC 提出之地理標示語言

（Geographic Markup Language, GML）中有一

組不但是為 XML 所組成，同時也為了避免

GML 過大的資料量，因此 OGC 設定了 XLS
必須使用並完整支援簡單圖徵物件（Simple 
Feature Object）之空間資訊的描述與記錄方式。 

 必須支援規格書中所有的虛擬資料型態 

XLS 定義了多種用以描述定位服務中經

常使用的虛擬資料型態（Abstract Data Type, 
ADT）。OGC 認為每一個以 XLS 為標準溝通

介面的定位服務都應能夠辨認規格書中所有

的虛擬資料型態。 

 必須能支援各種廣泛的行動設備、使用者及

應用程式 

行動設備因其硬體能力各有所不同，所能

處理的資訊之複雜度亦有所不同。因此在面對

不同等級之行動設備時，XLS 就必須提供不一

樣的操作介面或不一樣的展示內容。 

圖 1為一個透過 OpenLS 平台進行定位服

務查詢的典型範例： 

1. 使用者透過無線網路環境向入口網站

（Portal）發送查詢（Request）。 

2. 入口網站依據使用者需求，將查詢轉向

（Re-direct）至相關之 GMS。 

3. GMS 透過閘道（Gateway）服務向

GMLC 伺服器查詢該行動用戶目前的

空間位置。 

4. GMLC 伺服器回傳該使用者目前的空

間位置。 

5. GMS 將查詢結果（Response）回傳入

口網站。 

6. 入口網站透過無線網路環境將查詢結

果回傳予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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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典型的 OpenLS Request / Response 服務 

OpenLS 的核心服務使用之相關地理空間

資，實際上是由各種 ADTs 所組成如表 2所示，

這些 ADTs 構成了如圖 2 所示 OpenLS 的資訊

模型，也成為核心服務溝通時之資訊框架。 

表 2 OpenLS 定義的 ADTs 

ADTs 說明 
Position ADT 閘道服務之主要元

素，包含關於已知行

動用戶位置之資訊 
Address ADT 包含關於地址之資

訊，含郵遞區號、地

區名稱、道路名稱、

建物名稱等。 
Point of Interest (POI) 
ADT 

目錄服務之主要元

素，定義關於感興趣

位置之資訊，可以是

一個提供物件或是服

務的位置，包含位置

名稱、種類型態等。

Area of Interest (AOI) 
ADT 

包含關於感興區域之

資訊，該區域可以是

一個圓形、矩形或是

多邊形。 
Location ADT 用來表示所有在

OpenLS 中關於位置

之資訊，Position 
ADT、Address ADT、
POI ADT、皆為其擴

充形態。 
Map ADT 包含關於地圖之資

訊，含地圖格式、地

圖長寬、涵蓋空間範

圍(外包矩形)、中心

點位置及比例尺。 
Route Summary ADT 包含全部距離、全部

時間、最小外包矩形

等資訊。 

Route Geometry ADT 記錄了一系列的點位

來表示路徑 
Route Instructions 
List ADT 

包含一系列分段路徑

指示(Turn-by-Turn)
來提供路徑導功能，

由 Route Service 產生

Route Instructions 
List ADT，再由展示

服務加以展示。 
 

 
圖 2 OpenLS 資訊模型 

2.2 OpenLS 標準應用於停車資訊服務 

利用 OpenLS 所提出的 ADTs 可以將停車

場的基本資料加以描述，並且以 OpenLS 的平

台架構可以讓使用者發出查詢及得到查詢結

果。 
首先利用 XML Schema 來描述停車場之基

本資料，其描述的部份包含有停車場地址、電

話、停車場 GPS 坐標、停車場形態、停車格數

量、…等，如圖 3所示。另外利用松旭資訊公

司的 GIS 軟體 SuperGIS2.1 來繪製停車場的地

圖，其中將以停車格編號、GPS 坐標、大小、

特定用途（是否為保留停車位，例如月租戶）

做為屬性資料，記錄在 SuperGIS2.1 之屬性資

料庫中，流程如圖 4 所示。 
最後再利用 Microsoft SQL 資料庫來設計

停車場資料庫，依照停車格編號來與

SuperGIS2.1 之屬性資料庫做關聯，即可於停車

場資料庫中記錄停車位之使用狀況。 
利用 OpenLS 平台的目錄服務，可以讓使

用者發出查詢條件，並利用解析器來將查詢轉

換為 SQL 語法於資料庫中找出適合的資料，並

將資料以 GML3.0 的格式，並以 OpenLS 平台

的展示服務傳回於使用者。 
如此一來，使用者只要透過無線行動網

路，即可以在入口網站上發出尋找停車場的請

求，並以空停車位做為制約條件，系統便會以

OpenLS 架構向空間服務地理行動伺服器

（GeoMovility Server, GMS）要求服務，之後

GMS 會透過行動通訊網路閘道伺服器

（Gateway Mobile Location, GMLC）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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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在地理位置，並跟據此位置及使用者的查

詢將適合的服務回應給使用者，流程如圖 5 所

示。 

 
圖 3 以 XML Schema 描述停車場資料綱要 

 
圖 4 停車位狀態與伺服器資料庫運作示意 

 
圖 5 客戶端與伺服器端運作示意 

2.3 系統架構驗證及測試 

為了驗證 OpenLS 標準能夠將異質性的停

車場資訊加以整合並運用，本研究將架設一系

統，並於系統完成後以實際驗證的方式來確認

系統可行性。 

2.3.1 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為一套四層式系統架

構。整個系統架構是由各個不同功能的層堆疊

組合而成的，由最上層的客戶層對下層的服務

提出 Request，往下經過各層的處理後取得後

端資料庫之資料，最後將符合要求之資料以特

定之形式回傳給客戶端的使用者，各層之間的

傳輸介面則遵循 OGC 制定的 OpenLS 1.2 規範

和 GML3.0。四層式系統架構如圖 6 所示。 
各層說明如下： 

 客戶端（Client） 
為行動設備的使用者，透過網際網路或、

無線網路與伺服器連線。在本研究中客戶端以

行動設備下達 Request 送至伺服器端進行處

理，並接受來自伺服器端的 Response，傳輸資

料內容依據 OGC 制定的 OpenLS 標準規範，因

此客戶端程需將使用者的要求包裝成符合

OpenLS 標準的資料內容，並亦能解讀伺服器

所回傳的資料內容。 

 入口層（Portal） 
負責接收和解讀來自使用者的要求，並判

斷使用者的要求，交由資料處理層中對應的服

務項目來負責處理。並提供伺服器詮釋資料，

客戶端可以藉由此伺服器詮釋資料來了解伺

服器所提供之服務項目之內容，包括提供之圖

層、地圖格式、坐標系統等資訊。 

 資料處理層（Data Processing） 

負責處理各種不同種類的要求，解讀

使用者的要求後，便會向行動通訊網路閘

道伺服器 GMLC 取得使用者位置資訊，結

合使用者要求及使用者位置資訊後，轉換

成為後端資料庫的操作指令來取得資料，

並將取得之資料經過特定程序之處理後回

傳，例如將取得之空間資料輸出成 GML 之

格式並回傳。此層需具備能夠解讀使用者

要求之能力、資料庫操作指令轉換以及輸

出回傳結果之功能。將來當系統需要擴充

功能時，只需要增加資料處理層的服務項

目，而不需要修改到整體架構。 

 資料來源層（Data Source） 
負責提供原始地理資料之地理資訊資料

庫，且必須具備對地理資訊資料進行操作之能

力。除了地理資訊資料庫外，還加上儲存停車

場中停車格狀態的資料庫。當使用者要求與使

用者位置資訊經資料庫操作指令轉換後，於資

料庫中取得符合的資料並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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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系統架構 

在資料庫規劃的部份，系統建置了兩個資

料庫，第一個資料庫是利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架設的，目的是記錄車位編號、車位狀

態資訊；另一個資料庫是使用 WebGIS 軟體中

的屬性資料庫，用以記錄車位的位置以及車位

編號，讓使用者可以在呈現的地圖上清楚明白

車位的位置及編號。 

2.3.2 系統實證及測試 

本研究以醒吾技術學院各停車區域模擬為

各不同的停車場，因各停車區域可停放之車輛

數及停車格配置方式皆不相同，如圖 7所示。

所以在資料不相同的情況下驗證下列各項目： 
1、 各相異停車場資料是否能經由 XML 

Schema 整合，正確的寫入資料庫。 
2、 使用者是否可以利用行動裝置得到正確的

停車資訊。 
使用於本研究設計及測試成果之硬體規格

及作業平台如下： 
 伺服器端 
作業系統：Windows Server 2003 
中央處理器：Intel Pentium D 2.80GHz 
記憶體：2.00GB RAM 
Web Server：Microsoft IIS 6.0、SuperGeo 
SuperWebGIS 2.1 
DataBase：SQL Server 2005 Express、

DBASE IV 
 客戶端 
手持式裝置：CHT 9110 
作業系統：Windows Mobile 6.0 Professional 
中央處理器：Samsung 500MHz 
記憶體：256MB ROM / 64MB RAM 
無線網路卡：Huawei E220 HSDPA 
 

 
圖 7 醒吾技術學院停車場環境 

3. 結論 
在本研究中發現利用 XML 來做為異質資

料的整合是可行的，並且其具有良好的擴充性

及一般性，只要藉由資料處理層及資料來源層

之組合擴充，可進一步滿足其他地理資訊服務

的查詢需求。 
本研究採用 OGC 所制定之 OpenLS 與

GML 規範作為系統架構的資料傳輸介面與地

理資料格式，建立行動裝置與伺服器間資料傳

輸的作業模式，包含資料傳輸方式、格式、內

容，因此本系統為一個符合 OGC 標準規範的

系統架構，適合推廣於開放式地理資料環境。 
在本研究中也遭遇了 GML 資料量太大的

問題，當系統回傳 GML 給使用者時，若包含

的地理資料太多，會造成傳輸資料量大增，若

行動裝置的硬體效能或是行動無線網路訊號

不佳，就會讓使用者等待時間太長。或許在

GML 的部份可以改用 Compact GML 來加以改

進。Compact GML 使用了較為簡短的元素名稱

來取代原本的 GML 元素，並且移除了部分元

素和屬性，可以有效的減少資料量，提升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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