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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研討會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Conference, GBIC) 會議報告 
 

1. 會議期間 

   2012年 7月 1-4日 

 

2. 會議地點 

   丹麥哥本哈根 

 

3. 會議網址 

   http://www.gbic2012.org/index.html 

 

4. 會議目的 

此會議由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Facility, GBIF)、生物多樣性研究資訊基礎設施與活動國際協調組織 

(Coordination of Research e-Infrastructures Activities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Biodiversity, CReATIVE-B)、倫敦自然史博

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生命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生命條碼聯盟 (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 Life, CBOL) 等組織共

同舉辦。目的在於探討如何以生物學、電腦資訊科學及社群網路的最新發展趨勢

和技術來解決全球生物多樣性不斷快速流失和生物資源管理的危機。會議主辦單

位邀集 100多位來自各國生物、生態、電腦資訊科學、官方政策等各領域的科學

家，分組進行三天密集的腦力激盪，討論愛知目標 (Aichi Targets) 重大的生

物多樣性議題及其應用整合科學方法的可能解決之道。分組討論過程中所有科學

家提出的想法、建議，再經過綜合的整理和論述，將集結成“全球生物多樣性資

訊學展望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Outlook, GBIO)”做為未來十年

達成阻止全球生物多樣性持續損失的跨領域整合科學方法參考指引，以支援保育

優先策略擬定和政策執行。 

 

5. 研討會議程 

2012 年 7月 1日 

19:00-21:00 晚間聚會 哥本哈根大學動物博物館(Zoological Museum) 

http://www.gbic2012.org/index.html
https://maps.google.dk/maps?q=Zoologisk+Museum,+Universitetsparken,+K%0A%C3%B8benhavn&hl=da&ie=UTF8&sll=55.655825,12.644663&sspn=0.008595,0.015879&t=h&z=14&iwl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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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2012 年 7月 2日 

8:45-9:00 開幕式及會議介紹 

9:00-10:20 

主題演講： 

• Lucas Joppa: "Science-driven data" 

• Daan du Toit: "The policy -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interface: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10:20-10:50 Coffee break 

10:50-11:30 

主題演講： 

• Robert Robbins: "Half of Our Biosphere is (No 

Longer) Missing: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Biodiversity, Bioinformatics, and Life Itself" 

11:30-12:30 GBIC 團隊歡迎與介紹 

 

紅隊主席群 

• Cyndy Parr 

• Alberto 

Apostolico 

• Jeff Price 

• Jerry 

Harrison 

綠隊主席群 

• Elizabeth 

Arnaud 

• Rod Page 

• Selwyn 

Willoughby 

• Gregoire 

Dubois 

藍隊主席群 

• Dawn 

Field 

• Bryan 

Heidorn 

• Dora 

Canhos 

• Juan 

Bello 

12:30-1:30 午餐 

1:30-3:00 

第一日 平行分組討論： 

生物多樣性科學－資訊學和資料管理如何增進我們對生物

多樣性的瞭解、如何支援生物多樣性的基礎與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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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Science - How can informatics and data 

management suppor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iodiversity and support basic and applied 

biodiversity research? 

3:00-3:30 休息 

3:30-5:30 第一日 平行分組討論 (繼續) 

7:00-10:00 晚宴 

第二日： 2012 年 7月 3日 

8:30-9:00 第一日平行分組討論成果之整合摘述 

9:00-10:00 

第二日 平行分組討論： 

愛知目標 (全球政策優先目標之摘要) 

資訊學和資料管理如何支援達成這些目標所需的資訊需求

與全球行動？ 

Aichi Targets (as summary of global policy priorities) 

- How could informatics and data management support 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global response to these 

targets? 

10:00-10:30 Coffee break 

10:30-12:30 第二日 平行分組討論 (繼續) 

12:30-1:30 Lunch 

1:30-3:00 第二日 平行分組討論 (繼續) 

3:00-3:30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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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5:30 第二日 平行分組討論 (繼續) 

第三日： 2012 年 7月 4日 

8:30-9:00 第二日平行分組討論成果之整合摘述 

9:00-10:00 

第三日 平行分組討論： 

建立視野－兩日的平行分組討論關於資訊學的需求和機

會，各團隊對於以下各項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建議： 

• 內容需求 

• 資訊學需求 

• 文化變革需求 

Establishing the Vision - From the discussions of 

informatics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in Day 1 and Day 

2, what are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each team for: 

 

• Content needs 

• Informatics needs 

• Cultural change needs 

10:00-10:30 休息 

10:30-12:30 第三日 平行分組討論 (繼續) 

12:30-1:30 午餐 

1:30-3:00 第三日平行分組討論成果之整合摘述 

3:00-3:30 休息 

3:30-5:30 

GBIC 成果摘述與下一步發展之討論 

Summary of GBIC outcomes and discussion of next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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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會議重要內容記述 

6.1 主題演講 

6.1.1 科學研究導向的資料收集 (Science–driven data) 

過去累積了很多資料，形成資料洪流 (data deluge) 而塑造資料導向的科學研

究 (data-driven science)；然而，此現象是否真能解決全球所面臨的生物多樣

性不斷快速損失的難題？儘管我們現在看起來像是被淹沒在資料洪流中，但實際

狀況卻是資料乾旱 (data drought)，因為我們缺乏跨越不同時空尺度的重複觀

測和實驗資料來回答這些問題。為解決實際問題，必須將過往僅止於任意收集資

料的方式轉變為解決問題收集資料的策略。要解決那些問題而收集特定的資料，

可以參考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 年需

達成之目標 (愛知目標 Aichi Targets)。講者認為有四類資料必須優先收集：

1) 物種受威脅狀態製圖應用(threat mapping application)，2) 保育優先

(conservation priorities)，3) 生物特徵資料 (trait-based data)，4) 生物

多樣性公民科學家社群收集的資料 (iNaturalist data and services)。為了收

集、分享、利用這些資料，也必須發展公開的生物多樣性資訊平台。 

 

6.1.2 政策－研究基礎架構介面：對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意義 (The policy -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interface: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儘管我們對於物種、遺傳、生態、生物特徵等個別領域有許多的資料和了解，但

是缺乏一個整合的知識體系協助我們了解、掌握這些知識之間的關聯，以解決全

球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的危機和挑戰。要解決全球性的難題挑戰，必須要全球的

通力合作。現有分散的科學研究基礎設施必須進行整合，以提供更好的決策支

援。對於如何建立一個全球合作的研究基礎設施架構，講者對大學、學術研究單

位、政府、全球資料和基礎設施提供者、公眾參與社群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並

舉 GEOSS、GEO-BON的架構為例。最後，強調全球公開、共享資料，盡可能的促

進資料的使用，以解決全球生物多樣性消失的危機。 

 

6.1.3 我們半個生物圈 (不再) 不見了：瞭解生物多樣性、生物資訊學和生命

本身的意義 (Half of Our Biosphere is (No Longer) Missing: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Biodiversity, Bioinformatics, and 

Life Itself) 

多樣性是生物學的必要條件，演化是生物學的核心，而基因是演化的基礎。過往，

由於技術的限制，讓我們看到、理解生命或生物多樣性的現象是有所偏差、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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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藉由最新基因定序技術而發展的基因組學 (genomics) 和元基因組學 

(metagenomics) 改變了過往我們對於微生物多樣性的認知。過去，我們談的生

物多樣性，往往忽略了微生物的重要性 (講者將微生物比喻微生物學的暗物

質)。現在藉由元基因組學的研究 ，不僅可釐清微生物間演化的親緣關係，更讓

我們深入瞭解微生物與其他生物間的密切關係。因此，21世紀生物多樣性的研

究必須涵蓋更多有關對微生物多樣性的瞭解。 

 

6.2 分組討論與結論 

研討會依據與會專家的專長、特質分為紅、綠、藍三組，進行三日不同議題的腦

力激盪與討論。會議分組討論初步結果彙整的文件請參考：

http://bit.ly/LLUhUb 

 

第一日的討論主軸是針對生物多樣性科學與資訊學的整合和資料管理如何增進

我們對生物多樣性的瞭解、如何支援生物多樣性的基礎與應用研究進行討論。第

二日的討論核心是以愛知目標 (Aichi Targets) 作為阻止全球生物多樣性消失

議題的優先政策目標，針對生物多樣性資訊學和資料管理如何支援達成這些目標

所需的資訊需求與全球行動。第三日的討討論則為凝聚、建立解決這些重大議題

的視野，針對前兩日平行分組討論關於生物多樣性資訊學的需求和機會，各團隊

對於解決全球性生物多樣性消失危機所需的資料內容、資訊學和全球文化變革等

各項需求，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做為未來 5-10年內的 生物多樣性資訊學應

用、發展的方向。 

 

7 會議重點結論： 

1) 應善加利用公眾的巨大潛能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知識網的一部分，因為貢獻

者和受益者都使用了最新的科技、社群網路和當地 (本土) 的知識。 

2) 盡可能利用所有的科技以獲取關於物種間複雜交互作用關係的資料和知

識。例如，捕食/被捕食者、寄生/宿主、傳粉者及其特徵。這些科技將包含聲音

監測和各種遙測技術，並協助分析這些物種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以闡明這些交互

作用所產生的生態系統服務的重要性和價值。 

3) 大幅改進跨越不同時空尺度模式預測的能力，以評估在地球上任何地點特定

環境因子變化生物多樣性的衝擊，及其對生態系服務和人類及生物群聚造成破壞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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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連結開放資料 (linked open data, LOD) 技術將生物學名、博物館館

藏紀錄、其他生物多樣性出現資料與 DNA、基因、微生物、甚至生態系監測的衛

星遙測影像進行資料的連結，以拓展跨越不同尺度資料整合應用的能力。 

5) 利用大量基因定序技術瞭解生存於空氣、河流、湖泊、海洋、土壤及其他生

物體內數百萬、千萬種微生物的多樣性，及其在如何支持、控制地球的維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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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主題演講簡報內容 

8.1 Lucas Joppa: "Science-driv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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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Daan du Toit: "The policy -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interface: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infor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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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Robert Robbins: "Half of Our Biosphere is (No Longer) Missing: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Biodiversity, Bioinformatics, and Lif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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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議活動照片 

 
大會團體照 

 

 
分組會議中各領域科學家齊聚討論場景 

 

  
小組討論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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