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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學生對於學校的植物只有模糊的概念，自然課中曾提過植物分類的方法，經過詳細

觀察校園中的植物，以手繪及實物攝影記錄校園中 128 種植物，並利用圖層方式製作可依需

求顯示、隱藏資訊的校園植物分布地圖。在比較各種葉形特徵組合的差異性後，由其中篩選

出較好的組合方式，我們發現可以經由簡單的葉子形態特徵，將其中 70 種的植物作簡單卻有

效的系統分類，藉由這個分類方式，使小朋友能將隨手撿拾的一片葉子，藉由電腦的資料庫

方便又容易地查詢其來源植物的名稱與相關資訊。未來希望進一步充實這套分類方式，建立

完整的校園植物資料庫，讓所有的人都能容易認識校園植物。 

壹、研究動機 

我們對於自己學校的植物只有模糊的概念，感覺這些植物很雜亂，大家又亂採摘花

木，很多樹枯死了，大家也漠不關心，甚至很多植物樹木都修剪過度，看起來不太美觀，

在五年級自然課中，學到了植物的構造特徵與二分法的分類概念，所以我們想要以這些

方法為基礎，有系統地研究我們學校的植物。 

貳、研究目的 

一、普遍調查校園植物種類 建立植物基本資料庫 

二、探討如何有系統有效率的分類校園植物 

三、建立適合小朋友的植物資料庫查詢方法 

四、提供學校種植物的方向與建議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植物(葉、花、果實、種子)、紙、鉛筆、色鉛筆、0.3mm 黑色原子筆、夾鏈袋、長

尾夾、膠帶、剪刀、掃描器、影印機、放大鏡、桶子、鏟子、耙子、色票、電腦程式(Freemind、

Office Powerpoint、Office Word、Office Excel、Photoimpact X3、Illustrator、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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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普遍調查校園植物種類 

（一）分組調查植物 

我們先分成數組，每組分配一個區域，有 1.校門 2.中庭 3.前操場 4.後操場。

先觀察校園內的植物，每天去看植物的變化，用筆記本記錄下所有的植物特徵

和位置，不知道植物的名字也沒關係。 

（二）製作校園植物分布地圖 

為了瞭解植物的分布狀況，我們畫了地圖，把植物編號後標在地圖上。再

去調查有沒有新植物，再把地圖合併成一張全校大地圖。我們立刻發現了很多

問題，例如:比例不一，我們各區域都有各自的植物分布地圖，但是後來拼在一

起時，大小差太多了，沒辦法合併。此外，一樣的號碼卻是不同的植物，大家

才決定要統一號碼。如果校門的植物有 40 種，號碼就是 1~40，下一個區域(中

庭)就從 41 號開始編，並把校園平面圖修改後，統一標上號碼來解決問題。不

過，我們修改的圖，比例還是有差異，老師就拿了學校平面設計圖的紙本，讓

我們把植物的位置用號碼標上去。 

但是把號碼標上去後，發現地圖上植物編號很多，顯得一團亂，無法擷取

想要的資訊，後來老師提示可以用電腦裡繪圖程式的圖層功能，在地圖上標示

植物的的編號。可是，地圖很大、數字很小，不容易看到數字在哪裡。為了解

決這個問題，我們想到了用「加上植物顏色的巨大圓形」來凸顯每一個植物的

所在位置，讓看地圖的人一眼就找到植物編號的所在位置。（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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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校園植物分布地圖修正過程 

二、手繪及拍攝植物 

（一）畫線條稿 

1.畫鉛筆稿 

第一個工作是要畫出植物葉、花、果實的線條和顏色。美勞老師教我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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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用 2B 鉛筆畫出葉子的葉緣、葉形和葉柄，畫的時候要把實際的大小放大兩、

三倍，老師還說，如果看不到葉脈要拿放大鏡，或顯微鏡看清楚，不要忽略這

些細微的線條，畫上色稿的重點就是葉脈要留白，而葉面上如果有什麼顏色或

斑點，都要表現上去（圖二）。 

 

 

 

 

 

 

圖二、手繪植物線條稿示範圖 

2.畫原子筆稿 

一次採 1~3 株植物，拿 A4 紙用自動鉛筆把植物一一畫在 A4 紙上，如果有

人已經畫完自己的範圍，再去幫別人畫，之後用 0.3mm 原子筆描鉛筆稿後，再

把鉛筆稿用橡皮擦擦掉，再掃描一次，把原子筆稿影印四份，並拿其中一份上

色。有些人因為原子筆稿畫太淺了，掃描出來的稿子就會不清楚，也沒辦法上

色了，所以只好再按照之前的原子筆稿重新描一次。 

（二）上色 

我們拿其中一張影印稿去請美勞老師教我們上色的技巧，為了表現出深、

淺、明、暗，我們選擇用色鉛筆上色，從淺色上到深色，凸顯葉脈和葉緣的型

態，要凸顯葉脈、葉基和葉緣，就要善用色鉛筆來畫，例：葉脈(中肋)是淺色的

話，就要在周圍塗深一點的顏色，如果是淺的，就要在周圍塗深一點的顏色，

才可以凸顯葉脈的「深、淺、明、暗（連光影也要）」，畫好後請老師檢查，如

果老師不滿意，再拿其他張影印稿重畫，畫到老師滿意為止（圖三），確認上完

色之後再掃描一次，並用 Photoimpact X3 把圖片一個一個裁切下來，放到各自

的資料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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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手繪植物上色稿示範圖 

（三）採集植物 

一開始是用手拔植物，但是常被植物的汁液沾到，手也拔得很痛，常拔得

亂七八糟、撕得一絲一絲的，有時候還會因為施力的位置不對，而一次採太多

的植物，後來老師建議我們使用剪刀來採植物，這工作做起來就方便多了。 

葉子並不難採，難的是花和果實，因為具有季節性，所以有看到就要把握

機會採下來。如果採的數量很多時，用桶子收集會比較方便。回自然教室後，

就各開始編號。很多時候都採太多植物樣品，來不及分類完就枯掉了。所以後

來我們一次只採取當天來得及編號的量（圖四）。 

 

 

 

 

圖四、採集植物觀察過程 

（四）拍攝記錄 

1.拍攝流程 

剛採的植物因為最新鮮，所以放在第一張桌子先拍照，拍完後再放到二張

桌子對葉形，拍之前要在旁邊附上對應的編號，例如：美人樹是 1 號，就用一

張紙寫 1，放在它的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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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攝部位 

植物整體及各部構造，包含葉、莖、花、果實、種子，各個角度、部位、

整體、細節都要仔細地拍下來。 

3.拍攝技巧 

拍攝聽起來很簡單，按一下快門就好了，但是老師叫我們拍的時候手不可

以抖，要先深呼吸、閉氣或慢慢吐氣時輕輕地按下快門，也可以用三角架輔助

拍攝。拍出來的照片才不會模糊，若拍壞了就要重拍。所採集植物的攝影重點

請見圖五。 

圖五、所採集植物的攝影重點示意 

三、製作校園植物圖鑑 

我們使用手繪及實際照片製作校園植物圖鑑（圖六)。我們先把手繪稿資料夾裡的電

腦檔案用 Photoimpact X3 剪裁下來，再貼到 Powerpoint 檔案裡。例如：我們剪裁了 1 號

美人樹所有的手繪稿，貼上後，也要輸入它的號碼和名字。 

接著將 Excel 的植物資料表做超連結，連到每一個植物的 Powerpoint 校園植物圖鑑，

這樣以後要查詢植物資料就非常方便了，以後若有修改植物的資料，只要在 Powerpoint

檔中增刪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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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校園植物圖鑑範例 

三、探討如何有系統有效率的分類校園植物 

（一）第一次比對 

1. 決定分類特徵（用形狀分類） 

一開始我們討論了很多主題，例如用草本和木本來分類，或用花的顏色分

類…等，但是都遇到一些無法克服的問題，而且想要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分

類，最後決定用最容易觀察的特徵－形狀來做為分類的標準。在蒐集調查植物

的過程中我們採集到的大多是葉子，很少有其它構造，例如果實、花、種子（因

為它們都有季節性），所以就方便性來說也是用葉子的特徵來做分類最適合，而

葉子型態的分類基準則是參考「植物型態術語圖解」來分類(表一)。 

表一、植物型態術語圖解（參考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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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對原則和方式 

先把「植物型態術語圖解」中的葉子圖片印下來，將特徵編上號碼後開始

比對形狀，將比對出來的結果寫在表格裡。缺點是有些葉子找不到適合的特徵

圖片分類，所以我們就用最像的圖片為標準來寫，大家在比對植物葉緣、葉先

端、葉基、葉形、葉著生的過程中，常常會意見不同、或是植物的形狀沒有出

現在圖解中，例如：一些形狀像兩端都尖尖的，在圖解上就是沒有，所以我們

是看哪一端比較尖就算哪一個，這樣就沒有那麼精確，所以，當大家的看法有

差異時，就以較多數人同意的特徵作為最後的決定。 

3. 比對結果 

我們對完後每一種植物會有如下圖的一組數字，就像植物的「身份證號碼」

一樣，以後就可以照著這植物「身份證號碼」，來找到這一種植物（圖七）。 

 

圖七、植物身分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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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比對 

第一次比對後，發現如下的問題 

1.未來使用此分類系統的小朋友一方面可能不熟悉特徵的辨別與判斷，一方面也

可能像我們一樣，每個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2.大家對一些相近特徵的判斷常有爭議，以表決結果最多數的一種特徵來決定比

較不週全。 

3.有些植物同時擁有好幾種型態的葉子，如果只用單一的特徵編號，就無法涵蓋

所有的葉形特徵。 

所以我們想到了 3 個方法來解決： 

1. 利用圖八「使用說明書」，用圖形與文字詳細說明我們判斷的標準與細節，減

少別的小朋友使用此分類系統時會發生的錯誤。 

 

圖八、校園植物資料庫的使用手冊 

2.比對時大家判斷的不同特徵，依照表決結果，票數最多的特徵作第一順位，第

二多的作備註 1， 第三多的作備註 2，依此類推。這樣一個植物就有一個以上

的身分證號碼與它對應，這樣查詢資料庫時，就算使用的小朋友對特徵有不同

的判斷，查到正確植物的機會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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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各個不同的葉形特徵都做為備註，列入該植物的特徵編號，就可以將各該植

物特徵涵蓋得比較完全。 

四、查詢資料庫再設計 

使用關聯式資料庫的概念將原來 Excel 資料庫加以改進，減少重複資料的發生，如果

未來植物種類增加時讓使用的小朋友可以更方便輸入和查詢資料，並減少錯誤發生及加

快查詢效率（圖九）。 

 

 

 

 

 

 

 

 

 

 

 

 

 

 

圖九、植物查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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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共調查了 152 株植物，去除重覆與不確定的部分，以其中 70 種資料完整的植物進一步

比對與分類並建立查詢資料庫。 

二、校園植物分布地圖 

可依研究需求與目的，切換植物顯示隱藏，非常方便（圖十）。 

 

圖十、校園植物分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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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植物手繪圖與照片整合到地圖中，提供更豐富的資訊。 

此外我們更進一步用「十字線」表示植物的精確位置。 

三、第一次比對 

葉子特徵組合情形及以各特徵組合之分類組數 

（一）2 種以上特徵共有 57 種組合。 

（二）把每種特徵組合的分類結果用Excel樞紐分析，

如表二： 

說明： 

1.「植物種類/組」：每一分類組別所包含的植物

種類數 

2. 「植物種類百分比/組」：每一分類組別所包含

的植物種類數佔全部植物種類的百分比 

3.例如分類組別編號 11 表示葉緣是 1（全緣），

葉基是 1（圓形），其餘依此類推（圖十一）。 

 

 

 

 

 

 

 

 

 

 

 

圖十一、分類組別編號意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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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各特徵組合之分類組數，結果如表三： 

特徵編號：1 脈系  2 葉緣  3 葉基  4 葉先端  5 葉序  6 葉著生 

表三、各特徵組合之分類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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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檢視後，從其中依以下標準選出推薦之特徵組合（表四） 

表四、推薦之特徵組合 

特徵組合 植物種類/組

（最大） 

植物種類百分比/

組（最大） 

植物種類/組

>1 的組數 

植物種類/組>1 的

組數百分比 

選取標準 

植物種類百分比/

組都…. 

特徵數 2 <15.0% 

23 9 12.7% 12 38.7%  

34 10 14.1% 15 48.4%  

35 8 11.3% 14 45.2%  

特徵數 3 <9.0% 

123 4 5.6% 15 36.6%  

234 5 7.0% 9 16.7%  

345 5 7.0% 9 18.8%  

特徵數 4 <5.0% 

1234 3 4.2% 8 13.3%  

1235 3 4.2% 9 15.5%  

2345 3 4.2% 7 11.5%  

特徵數 5 <3.0% 

12345 2 2.8% 5 7.6%  

23456 2 2.8% 6 9.2%  

特徵數 6  

123456 2 2.8% 2 2.9%  

  越小越好 越少越好 越小越好  

因為用這樣的標準所分出來的組數很多，但是每一組裡面的植物數量比 1 種多的組

卻很少，即使一組中的植物超過一種，其種類也不會太多，所以依據這些特徵組合來分

類時，能快速找到正確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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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次比對 

（一）取第一順位的特徵作樞紐分析，如圖十二。 

 

 

 

 

 

 

 

圖十二、Excel 樞紐分析示意圖 

（二）將樞紐分析後的結果依照下圖中 3 個的基準來排序（圖十三） 

 

 

 

 

圖十三、樞紐分析結果之排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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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序的結果 

1. 以「同組中包含 1 種以上植物的組數佔全部組數百分比」為基準，由小到大排

序（表五） 

表五、「同組中包含 1 種以上植物的組數佔全部組數百分比」為基準之排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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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同一組中所含植物種數的最大數」為基準，由小到大排序（表六） 

表六、「同一組中所含植物種數的最大數」為基準之排序結果 

 

 

 

 

 

 

 

 

 

 

 

 

 

 

 

 

 

 

 

 

 

 

 

3.以「分類組數」為基準，由大到小排序（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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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分類組數」為基準之排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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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 

一、選取分類特徵的基準 

（一）脈系： 

因為脈系對於小朋友來說是最好分辨的，而且最沒有爭議。所以是一個一

目瞭然的特徵。 

（二）葉緣： 

大部分都是平滑和鋸齒狀的，很容易分辨。就算有些葉緣旁邊有細毛看不

清楚，只要用放大鏡輔助，就可以看清楚了。 

（三）葉基： 

因為大多數的葉子的葉基都集中在某幾種，所以也容易分辨。 

（四）葉先端： 

因為比起其他兩個特徵（葉序、葉著生）好分辨。 

（五）葉序： 

因為我們希望能【隨手】撿一片葉子就可以找到判斷它的特徵，而葉序需

要【一整串】才能比對，比較不方便，所以就把葉序放到比較後面。 

（六） 葉著生： 

我們覺得最不容易判斷，也要有較完整的植物才能比對(包括葉子、枝條) 

二、第一次比對之推薦特徵組合分析 

（一）兩個特徵：每一組含有的植物種類佔全部種類的百分比不超過 15%（圖十四～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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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 3個圖中可看出 23這個特徵組

合、在同一組中含超過一種植物的有12組，

佔全部植物種類的 38.7%，是這三種組合中

最少的，所以比較推薦 23 這個組合。 

 

圖十六、葉基_葉序（35） 

（二）三個特徵：每一組含有的植物種類佔全部種類的百分比不超過 9%。（圖十七～

圖十九） 

1. 脈系_葉緣_葉基（123）：每組植

物種類多於 1 種的組數百分比是

36.6%，是這三個組合中最多的。 

2. 葉緣_葉基_葉先端（234）：特別

推薦這個特徵組合，因為分類組

數最多(總共有 54 組)，而且每組

植物種類多於 1 種的組數百分比

是 16.7%，是這三組中最少的。 

3.葉基_葉先端_葉序（345）：雖然每

組的植物種類百分比（最大）和

234 那組都是 7%，但是每組植物

種類多於 1 種的組數百分比是

18.8%，比 234 那組多，而且分類

組數比 234 那組少，只有 48 組。

所以比較不推薦這組。 

4.我們希望先篩選出 3 組，所以只要

超過 9%，我們就會淘汰這個特徵組合（例：235、236、245 他們的組數滿多的，

但是有些組包含太多植物，其中有一組有 7 種植物，佔全部的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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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脈系_葉先端_葉著生（146）：分類組數少（27 組），而且其中有兩組植物種類有

14 種(19.7%)和 16 種（22.5%），都接近百分之 20，我們覺得太多了。 

（三）四個特徵： 每一組含有的植物種類佔全部種類的百分比不超過 5%。（圖二十～

圖二十二） 

1. 脈系_葉緣_葉基_葉先端（1234）：每組所含植物種類百分比最高的也只有 4.2%，

而且組數也很多，總共有

60 組。 

2.脈序 _葉緣 _葉基 _葉序

（1235）：分類組數也很多

(58 組)，最高的百分比也

是只有 4.2%。 

3. 葉緣_葉基_葉先端_葉

序（2345）：分類組數很

多(61 組)，每一組裡面

所含的植物種類最多有

三種，佔全部植物種類

的 4.2%，但是它有三組

植物種類的百分比都是

4.2%，比 1234 的分類系

統多了一點。 

4.超過標準(5%)的特徵組合

就不推薦： 

例如：脈系_葉先端_

葉序_葉著生 1456，其中有一組含有的植物種類佔全部植物種類的百分比是

14.1％，已經超過我們的標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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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個特徵：篩選的標準是每一組含有的植物種類佔全部種類的百分比不超過 3%

（圖二十三～圖二十四） 

1. 脈系_葉緣_葉基_葉先端

（12345）：最推薦這個分

類系統，分類組數有 66

組，是五個特徵組合中最

多的。 

2.葉緣_葉基_葉先端_葉序_

葉著生（23456）：分類組

數還算滿多的，有 65組。

但是同組中含 1 種以上

植物的有 6 組，比 12345

的組合多了一組，所以

比較推薦 12345 的分類

系統。 

3.超過標準(3%)的分類系統不推薦： 

例如：脈系_葉緣_葉先端_葉序_葉著生（12456），雖然這個分類系統的組

數很多，有 60 組，可是有其中一組的百分比是 7.0％，已經超過我們的標準了。 

（五）六個特徵（圖二十五）： 

1.脈系_葉緣_葉

基_葉先端_葉序_葉

著生 123456：分類組

數 69 組，而我們調查

的植物有 71 種，那就

表示在全部植物裡面，

只有兩組含有兩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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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餘每一組只有一種植物，也就是只要比對這 6 個特徵，就幾乎能確認葉

子的來源植物了，這是很理想的結果。 

三、第二次比對之推薦特徵組合分析 

如研究結果所示如果使用我們第一次比對使用的基準來分析第二次的結果，發現有

些特徵組合其排序名次落差較大，所以較難用單一的基準來決定推薦組合。  

改進的方法：把每個特徵組合依不同基準排序的三個名次加總，依照這個加總後的

名次由小到大排序，名次總和越小的，代表整體來說它是較好的分類特徵組合，  

下列表格中，有顏色標記的分別是我們依照此方法選出的推薦特徵組合（表八）： 

表八、第二次比對之推薦特徵組合分析 

 

 

 

 

 

 

 

 

 

 

 

 

 

 

 

 

以下是推薦特徵組合總表（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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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推薦特徵組合總表 

 

 

 

 

 

 

以下是推薦特徵分析圖（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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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使用 6 個特徵時，就可以只有 4 組包含 1 種以上的植物，所以幾乎可以精確找到

所有植物。而這 4 組植物如果加入單葉、複葉的特徵後，結果如表十所示 

表十、加入單葉、複葉兩個特徵之結果 

6 個分類特徵組合中有 4 個組別含有一種以上的植物 加入更多特徵 

特徵組別(植物身分證號碼) 
編

號 
名稱 單葉 複葉 

2-1-5-2-1-8 38 變葉木_長條_黃點 19   

網狀脈-全緣-楔形-銳形-互生-有柄 66 七里香   4 

  
   

  

2-1-4-6-2-8 16 金露花 4   

網狀脈-全緣-漸尖形-漸尖形-對生-有柄 46 立鶴花 4   

  
   

  

2-1-4-2-1-8 47 鴨掌樹   3 

網狀脈-全緣-漸尖形-銳形-互生-有柄 62 變葉木_紅中肋 5   

  
   

  

3-1-5-6-1-5 14 酒瓶椰子   4 

平行脈-全緣-楔形-漸尖形-互生-葉鞘 28 黃椰子   4 

  48 文殊蘭 13   

例如：七里香和流星變葉木，因為他們的身分證號碼一樣（2-1-5-2-1-8），所以當我

們輸入這個號碼時，就會找到這兩個植物，如果我們加入單葉和複葉等特徵，就可以將

他們分成不同組，這樣就可以更準確的查詢到這個植物。未來可以加入花冠、花序等更

多特徵將其他尚未分開的組分開。也就是越多特徵就會讓這個分類系統越精確。 

五、第一次比對和第二次比對的結果統整（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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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兩個特徵裡：23、35、34

特徵組合，總是在前三名，所

以比較推薦這些組合。 

（二）三個特徵組合：234 和 345

保持在三名內，所以，這兩個

是其中比較推薦的，而且 234

一直保持第一名，因此這個特

徵組合是裡面最好的。 

（三）四個特徵組合：2345 和 1234

都有保持在前三名，所以較推

薦這兩組。 

（三）五個特徵組合：12345 和 23456 都有保持在前二名，所以較推薦這兩組。 

五、由以上討論，可以知道即使在沒有開花、結果的時間，只要比對越多葉形的特徵，那

麼分在同一組的植物種類就越少，植物的身分證號碼就越能讓我們找到特定種類的植

物，因此我們可以只使用葉子就能辨認出我們校園中的來源植物，這也說明了很少植

物的葉子形狀是一樣的，大自然真奇妙！ 

六、過程中我們也有做整個葉形的比對，但依型態圖解單葉共有 19 種，複葉有 7 種，比較

複雜且不易判斷單葉、複葉，因此建議先用以上 6 種特徵來判斷，若有需要可再加入。 

柒、結論 

一、只要用葉子形狀的特徵就足以將校園植物做精確的分組，也就是可以由一片葉子找到

它的來源植物，如果未來調查的植物種類增加，可以加入更多特徵如花序、花冠等來

提高查詢時的精確程度。 

二、最推薦、最有效的分類特徵組合： 

（一）23（葉緣_葉基）、35（葉基_葉序）、34（葉基_葉先端）。 

（二）234（葉緣_葉基_葉先端）、345（葉基_葉先端_葉序），尤其是 234 更好。 

表十一、第一次比對和第二次比對的結果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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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345（葉緣_葉基_葉先端_葉序）、1234（脈系_葉緣_葉基_葉先端）。 

（四）12345（脈系_葉緣_葉基_葉先端_葉序）、23456（葉緣_葉基_葉先端_葉序_葉著

生）。 

（五）123456（脈系_葉緣_葉基_葉先端_葉序_葉著生） 

三、特徵數越多，分的組數越多，但如以方便、快速來說，其實只要比較 3~4 個就很足夠

找到大部分的植物了。 

四、雖然我們覺得脈系最好判斷，但只用少於 4 個分類特徵時，脈系的分類效果並沒有最

好。 

五、用繪圖程式的圖層功能做出的地圖，利用圖層的顯示與隱藏，讓我們可以靈活控制顯

示在地圖上的資訊，就可以依照目的擷取和比較我們想要的資訊，未來要做進一步研

究的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工具。 

六、可以利用「製作詳細的使用說明書」和「備註可能或近似特徵」的方式，提高使用這

個分類資料庫的方便性與準確性。 

七、我們的簡易分類方式可以提供自然課教學，幫助學弟妹更方便認識校園植物，才不會

一直隨意破壞它們。學校要種新植物時，可以拿研究的資料向校方建議，提供學校種

植物的方向，例如在操場的金露花中間穿出一株立鶴花，顯得很雜亂，就是一個可以

改進的方向。 

八、有一些採集困難的植物（太高的小葉欖仁、樹高六公尺以上的植物…...），導致於我們

做的「植物分布地圖」和「植物身分證」少了一部份。 

捌、參考資料 

一、植物型態圖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型態解說摺頁 

二、謝宗欣(2011) 踩不扁的小小花 台南：國立台南大學 

三、史家瑩(2013) 自然與生活科技 台北：翰林 

四、認識植物 取自 http://kplant.biodiv.tw/index.htm 

五、校園植物葉形圖鑑 取自 http://www.dhips.ttct.edu.tw/cyberfair2012/pla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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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302  

研究透過校園植物的調查、採樣、標記，並使用電腦軟體抽取

葉子外形的特徵，建立易於辨識的數位資料庫，這點很棒。學生表

現積極與努力，值得鼓勵。唯在軟體資料建立與應用的層面上，建

議再加以簡化，以提高操作使用的方便性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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