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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值為 拓樸關係之 拓樸關係之 滿足程度。 滿足程度。 滿足程度。 此研究 此研究 利用地理 利用地理 利用地理 網路 資料的位置以及形狀 資料的位置以及形狀 資料的位置以及形狀 資料的位置以及形狀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資訊來衡量各個源符合一項特定拓樸關係 的程度，此 的程度，此 的程度，此 的程度，此 程序主要根據 程序主要根據 程序主要根據 「最小花費 最小花費 」的概念 的概念 進行 設計。 設計。 設計。 為了驗證 為了驗證 所提出的方法， 提出的方法， 提出的方法， 提出的方法， 本研究 使用 問卷調查之方式 問卷調查之方式 。由計算受測者排序與本研究 。由計算受測者排序與本研究 。由計算受測者排序與本研究 。由計算受測者排序與本研究 。由計算受測者排序與本研究 。由計算受測者排序與本研究 方法 排序之間的斯皮爾 排序之間的斯皮爾 排序之間的斯皮爾 排序之間的斯皮爾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曼排名相關係數，探討本研究是否能滿足大部分人們對序的需求。 所設計的 問卷分為兩 問卷分為兩 問卷分為兩 類，第一 ，第一 類針對拓樸關係排序， 針對拓樸關係排序， 針對拓樸關係排序， 針對拓樸關係排序， 設計 八種拓樸關 八種拓樸關 係不同 情境 的問卷， 的問卷， 的問卷， 共收集了 收集了 20 份問卷 ，其 平均 斯皮爾曼排名相關 斯皮爾曼排名相關 斯皮爾曼排名相關 斯皮爾曼排名相關 係數為 0.8710.8710.8710.8710.871。第二 。第二 類針對整體 GeoRank之排序，在問卷 之排序，在問卷 之排序，在問卷 內提供必要 提供必要 的排序資訊， 的排序資訊， 的排序資訊， 讓受測者 受測者 以各自的想法進行排序 各自的想法進行排序 各自的想法進行排序 各自的想法進行排序 ，此類問卷 收集 數量為 數量為 10 份，並包含兩個案例 。第一並包含兩個案例 。第一並包含兩個案例 。第一並包含兩個案例 。第一並包含兩個案例 。第一並包含兩個案例 。第一隨機選取問卷資料，其 隨機選取問卷資料，其 隨機選取問卷資料，其 隨機選取問卷資料，其 隨機選取問卷資料，其 平均 斯皮 爾曼排名相關係數為 爾曼排名相關係數為 爾曼排名相關係數為 爾曼排名相關係數為 0. 709709709，第二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 以人工挑選問卷資料，其 以人工挑選問卷資料，其 以人工挑選問卷資料，其 以人工挑選問卷資料，其 以人工挑選問卷資料，其 以人工挑選問卷資料，其 平 均斯皮爾曼相關係數為 均斯皮爾曼相關係數為 均斯皮爾曼相關係數為 均斯皮爾曼相關係數為 0. 806 。基於 驗證成果得知，本研究所 驗證成果得知，本研究所 驗證成果得知，本研究所 驗證成果得知，本研究所 驗證成果得知，本研究所 驗證成果得知，本研究所 提方法 提方法 內，不論是 拓樸關係 拓樸關係 排序或是地理資源皆 排序或是地理資源皆 排序或是地理資源皆 排序或是地理資源皆 可符合人對於 符合人對於 符合人對於 該資源排 該資源排 序的預期，進而作為 序的預期，進而作為 序的預期，進而作為 序的預期，進而作為 地理網路搜尋引擎排序 地理網路搜尋引擎排序 地理網路搜尋引擎排序 地理網路搜尋引擎排序 機制的基礎 機制的基礎 機制的基礎 。
	摘要(英)	With the advance of World-Wide Web (WWW) technology, the volume of public-available geospatial resources on the web is rapidly increasing. The collection of geospatial resources was defined as the geospatial web (i.e., GeoWeb).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GeoWeb resources, individuals face difficulties in searching for resources of their interest. Currently, users are finding geospatial data via data portals and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SDI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at these solutions cannot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GeoWeb resources to user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GeoWeb search engine that can index all the GeoWeb resources is necessary. In a previous study, we have proposed the GeoWeb Crawler to discover several kinds of GeoWeb resources. However, for users to find their target resources efficiently, the GeoWeb search engine requires a ranking mechanism that can rank the candidate resources based on users’ need. Henc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anking mechanism of a GeoWeb search engine. To be specific, we propose a ranking algorithm called GeoRank which contains two main modules, i.e., Analyzer and Ranker. The Analyzer extracts information from GeoWeb resources as ranking factors, which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1) general attributes, (2) quality of service, (3) importance and (4) relevance. The general attributes are mainly for selecting resources according to users’ needs, such as thematic attributes. The quality of service represents different performance metrics of services such as online rate, load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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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importance is resources’ significance considering various aspects. Finally, relevance is how much a resource matches users’ query. In addition, as spatial and temporal attributes are the unique attributes of GeoWeb resources, how to utilize these attributes in ranking algorithms is a unique challenge for a GeoWeb search engine. In the past, spatial attributes are evaluated for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 as Boolean values. However, to rank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s, we need to transform the Boolean values into degrees of satisfaction. In general, we utilize location and shape information of geometries to determine how much each a geometry satisfies a specific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This procedur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minimum-effort modification”. To evaluate the proposed method, we use questionnaires and compare the similarity of ranking order between participants and the proposed methods by calculating th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s. Based on the 20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the averag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can reach 0.871 for the proposed topology ranking algorithms. For the overall GeoRank, the average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is 0.709 from 10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proposed ranking algorithms can satisfy people’s expectations when ranking based on topology and GeoWeb resources. Consequently, users can find their targeted GeoWeb resources efficiently from a GeoWeb search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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