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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營養地圖集的繪製--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

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係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將

「國民營養現況，1993-1996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繪製成營養地

圖。之後再利用 Visual Basic 及 MapObject LT 軟體與既有之 2002 年「台灣地

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KAP)」資料庫中所繪製的地圖，以及既有

之 1972-2001 年代之死亡率/ 1995-1998 年代之發生率地圖進行整合。此平台

將健康風險影響因子及健康結果地圖整合在同一畫面，畫面左邊為營養地圖及

KAP 地圖，右邊為癌症死亡/發生率地圖。透過健康風險及死亡/發生資料的比

對，有助於癌症聚集原因的探討。此平台並提供一系列的功能按鈕，包括地圖

放大、縮小、平移、資料屬性顯示工具、恢復原大小、死亡率/發生率切換扭、

營養地圖按扭、健康風險按扭、男女按扭、自定圖例數值及列印等功能，非常

值得作為健康風險評估相關研究以及供衛生主管單位訂定政策時之參考。

關鍵詞：地理資訊系統、營養地圖、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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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struct the electric atlas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by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he databank of nutrition map is primary from
the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 NAHSIT, 1993-1996. The color maps for
these risk factors in NAHSIT were drawn by using GIS. Furthermore, these map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nother maps drawn from the survey of KAP of health
promotion in Taiwan in 2002 and from mortality data in 1972-2001/incidence in
1995-1998 in Taiwan. For the production of the luxurious electric atlas, the Visual
Basic (version 6.0) and Map Objects LT (version 2.0) software were used to integrate
these nutrition, KAP, and mortality/incidence color maps. The nutrition maps and
KAP maps were located at the left side and the cancer mortality/incidence maps at the
right side on the platform of the luxurious electric atlas.
The luxurious electric atlas provides a convenient comparison between potential risk

factors and mortality/incidence rates. The electric atlas also provides a series of
functions icons like Zoom In tool, Zoom out tool, Pan tool, auto label tool, Zoom to
Full text, ASR icon, SMR icon, SIR icon, nutrition icon, sex icon, index icon, legend
and print icon. The luxurious electric atlas integrated various risk factors and cancer
maps. It is easier for updating and identifying the data. We were impressed that many
of the first clues to cancer etiology came from the map of unusual clusters that could
be traced to a particular exposure. Therefore, the electric atlas becomes more powerful
and important tool for elucidating the risk factors of disease.

Keyword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utrition map;

electric 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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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1]是處理地理
空間屬性資料之有利工具，方便繪製成各種地圖供比較，對公共衛生上疾病危
險因子假說的提出有很大的助益。因此，國內外常利用 GIS 繪製癌症地圖，供
癌症研究學者參考。國內外眾多國家[2-5]每隔數年（如十年）均會繪製死亡
率或發生率癌症地圖集。Blot 及 Fraumeni[6]即利用美國 1950-1969 年地圖，
發現男女性口腔癌死亡率有地理上的差異，後來經過一系列研究才發現男性口
腔癌死亡率與抽煙喝酒有關，而女性可能與吸水煙有關[6，7]。在美國地圖集
中也因發現男性肺癌有地理上差異，後來才有一系列的研究，結果發現肺癌死
亡率可能與石綿的暴露有關[8-10]。可見癌症地圖集對癌症病因研究的重要
性。我國曾先後出版過四次死亡率地圖集[11-16]。最近的一次是廖等人[14-15]
所完成的「中華民國癌症死亡率地圖集，1972-2001」及「中華民國癌症發生
率地圖集，1995-1998」，並將其製成一電子癌症地圖[16]。

雖然癌症地圖集是流行病學家探討疾病因果關係的第一步，但影響居民健
康的因素很多，包括個人的生活型態、社經地位、營養健康狀況以及外在環境
(包括環境污染事件)等等。如果將各種健康風險因子地圖(例如營養狀況地圖)
及健康結果地圖(如死亡率或發生率地圖)進行整合，收錄於同一張光碟片中，
將更有助於建立疾病與健康相關因子間的假說，以利病因之探討。

由於營養與疾病之關係密不可分，營養健康狀況是一疾病重要之健康風險影響因

子。目前國內「第一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1993-1996（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in Taiwan，NAHSIT，1993-199）」[17]已正式對外釋出，本計畫

乃進一步利用此營養資料庫之調查結果繪製成營養地圖，並與「建置健康風險影

響因子的地理資訊資料庫」的電子地圖接軌，以利癌症研究者進行病因探索並提

供衛生單位製定政策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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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

國內外雖有很多癌症地圖集的出版，但很少有包含健康相關因子的地圖。
廖等人[18]曾以「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資料庫[19]為
主，嚐試以 2002 年前十大死因和約三十種癌症的死亡率及發生率為輔，將地
圖集的圖檔利用 Visual Basic 6.0 版程式及 Map Objects LT 2.0 版軟體[20]
將各種圖形整合成同一介面。本計畫進一步利用「第一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
遷調查 1993-1996」資料庫之調查結果繪製成營養地圖，並與「建置健康風險
影響因子的地理資訊資料庫」的電子地圖接軌，這將是全世界第一套包含營養
地圖的癌症電子地圖。

研究方法

先利用 SAS 統計軟體對「國民營養現況，1993-1996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

調查」資料庫進行分析，並將上述結果用 GIS (ArcView 3.1 軟體)繪製成台灣地

區營養地圖。之後再利用 Visual Basic 及 MapObject LT [20]軟體進行圖形整

合，將營養地圖併入「健康風險影響因子地圖」及「健康結果(死亡率/發生率)

之地圖」之比對分析平台。

結果

一、營養地圖內容依屬性共分為男女性兩層，年齡分 19 歲以上、19 歲至 44 歲、

45 歲至 64 歲及 65 歲以上四層。營養調查內容共含 70 種營養健康狀況。故總計

約有 560 種營養健康狀況地圖圖層。本研究將調查資料處理分析後並分類為四大

類，分別為營養素（利用二十四小時回憶問卷）、飲食頻率（飲食頻率問卷）、體

位及體檢生化值。在營養素部分，依據營養類型分為熱量及三大營養素、維生素、

礦物質、各類脂肪、纖維。在飲食頻率部分，分為每日與每週特定食物種類攝取

頻率，如每日水果、奶類、蛋白質類、蔬菜類攝取頻率，每週肉類、高脂食物、

蛋類攝取頻率等。體位部分則根據各種標準所區分的過重及肥胖的盛行率、血壓

及高血壓盛行率。體檢生化值部分，包括 GOT、GPT、TC、TG、HDL-c、LDL-c 等。

本計畫依據各類資料逐一繪製成地圖（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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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台灣男性 19 歲以上成人中間型肥胖盛行率分布圖

圖二、營養地圖、KAP 地圖與癌症死亡/發生率地圖比對平台

圖三、中華民國癌症死亡率/發生率電子地圖則以彈跳方式進出平台



7

二、圖二為營養地圖、KAP 地圖與癌症死亡/發生率地圖比對平台，其中平台左

上側為營養地圖，營養地圖部份之內容如結果一所述，共含約 560 張營養地

圖；而左下側提供「台灣地區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資料庫各

種重要的健康風險影響因子地圖及資料表格，包括縣市別個人基本資料、縣

市別個人健康行為(如交通安全、吸煙、喝酒、嚼食檳榔、運動行為、體重

以及飲食型態等)的地圖。平台右側則提供各種健康結果地圖包括(一)、癌

症死因(男女性)之各鄉鎮 SMR 地圖。(二)、上述癌症(含男女性)各鄉鎮 SIR

地圖。(三)、2002 年十大死因 (含男女性)縣市別 SMR 地圖。(四)、2002 年

「國民健康促進知識、態度與行為調查」中的個人健康罹病狀況縣市別地

圖。另外，台灣第四次繪製的「中華民國癌症死亡率/發生率電子地圖」則

被設計以彈跳方式進出平台(圖三)。此外，平台亦提供台灣各種特徵圖，包

括台灣地區人口密度、出生率、氏族分佈、地質、土壤、雨量、氣溫、地形

等彩色圖。

討論

個人飲食及生活型態調查，其資料收集非常不易與珍貴，並且費時費力，未來

在進行大規模的資料收集時，可進行跨領域的合作，可充份有效利用與分享資

源。例如在進行飲食頻率問卷、24 小時回憶問卷時，若能透過跨領域的合作，

針對不同的營養狀況、攝取以及可能引發的疾病加以設計(如肝癌與黃麴毒素暴

露之相關議題)，將更有利於建立地區別疾病病因與健康風險間的相關假說。

營養地圖、KAP 地圖與癌症死亡/發生率地圖比對平台是全世界第一套疾病與

風險因子比對平台。該平台均可同時比對特定地區健康風險影響因子與健康結果

地圖，並提供一系列的功能按鈕，包括地圖放大、縮小、平移、資料屬性顯示工

具、恢復原大小、死亡率/發生率切換扭、男女按扭、自定圖例數值及列印等功

能。該平台更被設計將「中華民國癌症死亡率/發生率電子地圖」以彈跳方式進

出平台，以提供更多角度的比對與探索，不失為癌症研究者建立假說以及衛生單

位訂定政策時之重要參考。

本地圖集在使用時要特別留意生態謬誤的可能性，由於比對圖檔上營養素缺乏

的地區與該地區死亡率高未必有因果關係，因為營養缺乏的居民與造成該地區死

亡率的居民未必是相同的一群人。另外，比對的風險因子大部份均非鄉鎮別資

料，而癌症死亡率則按鄉鎮別分析，因此行政區域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也必需被考

慮。由於癌症的死亡或發生成因非常複雜，不能由單一因子所解釋，因此，在進

行癌症電子地圖比對時均應持謹慎態度。雖然，本比對平台有上述之限制，但利

用各領域的有用資料庫與癌症死亡/發生資料進行整合後的平台，因資料可充份

被利用而產生可能的疾病熱區(〞hot spot〞)，研究者有此 hot spot 訊息可快

速產生可能的假說，對病因的探索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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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 90%以上，達成預期目標亦達 90%以

上。本研究雖為生態相關研究，由於國內外從未有針對營養地圖與生命統計

地圖建構成比對平台，這對癌症盛行的台灣，提供了跨領域學者合作的平

台，以及提供癌症病因研究的假說平台，加速癌症成因的了解與研究，對降

低台灣癌症的發生有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