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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希望開發一套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利用AI辨識植物生長曲線，適時補充所需營

養。Micro:Bit監控生長環境，建立雲端資料庫。實驗發現： 

一、使用過濾海綿、光照9小時、營養液濃度控制在pH值5.5到6.5、EC值（導電度）800至

2000μs／cm的「植物生長環境」比「一般種植」的空心菜平均高度增加7.88公分，

莖也更粗壯。 

二、當植株出現病徵，如缺氮的葉面黃化，再以「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種植，新葉能

逐漸回復健康狀態。 

本研究不僅幫助家庭簡易取得新鮮蔬菜，若推廣在科技農業，能有效減少人力成本，增

加作物生長效能，邁向SDGs目標2消除營養不良與永續農業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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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以前自然課種植時，除了澆水、除蟲等日常照顧工作外，植物也可能遭莫名的病蟲害

而生長遲緩、死亡。所以我們思考，若能利用AI觀察植物健康情形、給予及時的治療，

就能降低種植的難度，人人都能成為最棒的「綠手指」，享受種植樂趣。 

        但因都市空間有限、土壤取得不易等因素，我們選擇家中方便獲取的自來水和空心

菜進行研究。控制不同變因，找出室內各類適合「植物生長環境」，再搭配自己訓練的

植物健康AI辨識模型打造「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 

         我們認為這個研究應用在蔬菜培育上，能在菜價高漲或特殊情形時，讓家庭輕易獲

取新鮮蔬菜，保障大眾健康。實踐SDGs 2消除營養不良與永續農業的目標。 

 

二、研究目的 

1. 如何設置適合植物生長環境。 

2. 訓練能發現植物生長情形的AI影像辨識模型 

3. 探討不同營養液的濃度，對空心菜的影響？ 

4. 探討不同光照時間，對空心菜的影響？ 

5. 探討使用不同海綿，對空心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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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查詢歷屆全國科展作品，發現每隔幾年就有關於蔬菜種植相關研究，從基礎環境控制到

機械化設定、大數據資料的建立。尤其是近年來AI技術躍進，農業逐漸開始導入判別式AI，

像是害蟲即時預警、農作物收成預判等，都可利用判別式AI進行分析，可見科技農業的無窮

潛力。由文獻中發現，目前尚無使用AI模型進行植物健康判別的相關研究，於是引發我們思

考能否能利用AI判別植物的健康狀況，及時給予回饋。讓蔬菜健康成長，加速收成。判別式

AI模型可分為「物件識別」、「人臉識別」、「表情識別」、「姿勢識別」等、本研究主要

利用AI模型中的「物件識別」進行植物葉面生長的即時監控，我們將蔬菜種植與AI物件識別

分別行作品分析與關鍵技術整理，如表1、表2。 

表1 蔬菜種植相關文獻探討 

屆數 組別 作品名稱 作品分析 關鍵技術 

61 國小組 

生應一 

智能菜圃~利用多元

控制及 AI 辨識技術

協助蔬菜種植之研

究 

自動控制土壤濕度、添加營養液的

頻率以及遮陽設備，水位過低時自

動補水。哈士奇AI影像辨識系統來

辨識對蔬菜有害鳥類，進行驅趕。 

AI物件識別 

發現鳥類，

啟動驅趕

器。 

59 高中組農

業與食品

學科 

因「菜｣施教－自製

水耕蔬菜自動化栽

培之研究 

自動加換水與營養液，讓使用者只

需負責採收與觀察 

自動加換水

與營養液 

57 國小組 

生應一 

智立耕生～智慧監

控栽培箱之研究 

智慧調控光照、養份、溫度濕度，

並把資料上傳的植物栽培箱系統。 

建立植物的

雲端資料。 

57 國小組 

生應一 

植物百寶箱-探討自

製植物箱植物生長

之可行性 

自製「植物箱」，建立較適宜植物

生長環境。利用水冷機、風扇控制

貯水槽溫度。 

水冷機控

溫，調節光

照與濕度。 

(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二)、AI物件識別方面 

表2 AI物件識別相關文獻探討 

屆數 組別 作品名稱 作品分析 關鍵技術 

63 國小組 

生應一 

應用機器學習實現

家務輔助機器人-以

收玩具為例 

用Teachable Machine 進行分類

訓練，在車上安裝Pixetto 視

覺感測器模組分辨環境與玩

具，進行夾取收拾玩具。 

線上平台訓練模型。 

將訓練模型搭載於

視覺感測器上。 

63 國小組 

生應一 

哈士奇撿球 - AI辨

識撿取乒乓球自走

滾筒 

利用AI影像辨識技術，辨認

乒乓球位置，判別移動方

向，達成撿球之目的。 

找出物件位置的x標

軸。判別左右移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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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國中組 

生應一 

救從這裡來－圖像

式避讓裝置效能之

研究 

由生活情境出發，但環境噪

音會影響辨識，若在交通繁

忙處辨識不易。 

AI鏡頭辨認救護車

位置，並及時給予

避讓指示。 

62 國中組 

生應一 

「蟲」來不「蚊」 

-校園AI防蚊管制系

統 

以ESP32-cam建立即時影像串

流，搭配COCO-SSD 預練的

模型進行積水容器辨別，回

傳積水容器的位置。有效減

少人力使用。 

使用預練的AI模型搭

載ESP32-cam，再利

用程式調整監控角度

與角度變換時間。 

61 國中組 

生應一 

AI影像辨識輔助視

力量測系統 

Yolov3訓練AI模型，利用電

競筆電USB WEB攝影機偵測

手部模組，資料上傳雲端。 

辨識手部方向，讓

視力測量更方便。 

(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空心菜種子 

(本照片作者拍攝) 

水耕定植籃 
(本照片作者拍攝) 

定植海棉(左)、 

洗碗海綿(中)、

過濾海棉(右) 
(本照片作者拍攝) 

EC檢測計、校正液 

pH檢測計、校正液 
(本照片作者拍攝) 

pH感測器、 

EC感測器 
(本照片作者拍攝) 

       

含蓋收納盒    
(本照片作者拍攝) 

沉水馬達 
(本照片作者拍攝) 

水管 
(本照片作者拍攝) 

保麗龍板 
(本照片作者拍攝) 

植物生長燈 
(本照片作者拍攝) 

 
    

照度計 
(本照片作者拍攝) 

哈士奇AI鏡頭 
(本照片作者拍攝) 

Micro：bit V2.21 
(本照片作者拍攝) 

Robot:bit V2.0 
(本照片作者拍攝) 

連雲晶片 
(本照片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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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溫度感測器 

DS18B20 
(本照片作者拍攝) 

平板 
(本照片第一指導

老師拍攝) 

水耕營養液、控釋尿素氮肥、鈣鎂硼液態肥、磷鉀液態

肥(本照片作者拍攝)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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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如何設置適合植物生長環境 

一、實驗步驟：  

(一)構思如何設置一套適合植物生長的環境，如圖1。 

圖1 第一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草圖(本照片作者拍攝) 

 

 

(二)使用兩張廢棄木桌裝訂成簡易植物生長箱，並在四周加裝防蟲紗網，底部安裝車輪

方便移動，如圖2、3。下方可放置兩個含蓋收納盒。上方可夾植物栽培燈。 

圖2 簡易植物生長箱(正)(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3 簡易植物生長箱(反)(本照片作者拍攝) 

  

 

(三)搜尋農業部農業知識入口網和高德錚（1991b）的文章得知葉菜類培養液的建議pH值

在5.5~6.5，溫度在攝氏25度左右。pH值偏離過多容易使水耕植物生育不正常。利用校

正液對市售pH計進行校正後，檢測營養液A的pH值為3.39、營養液B的pH值為3.64、營

養液C的pH值為3.93，三者皆為酸性。 由此可知若檢測數值偏酸，可加水稀釋濃度提

高pH值；若檢測數值偏鹼，可加入營養液降低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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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了能即時監控植物的各種數值，需要將植物營養液的pH數值、水溫上傳在雲端資

料。先利用傳輸線將具有wifi功能的連雲晶片、pH感測器與防水溫度感測器DS18B20

與Micro:Bit、Robot:bit V2.0如圖4連接。 

圖4 Micro:Bit、擴充板、感測器聯接連接示意(第一代) (圖與照片由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五)由於pH感測器並無可直接使用的擴充程式，需測試不同pH值溶液對應的回傳數值，

於是我們利用市售的pH值校正液與pH值檢測計進行測試，得到pH值範圍與pH值感測

器的對照表，如表3。並以此作為控制依據。 

(六)將pH感測器、防水溫度感測器DS18B20感測接頭分別放入調製好的營養液中。 

(七)將與繼電器聯接的沉水馬達放入事前調製好的高濃度營養液與清水中，設置每小時

檢測一次。當pH感測器數值高於425(pH值＞6.5)時，啟動腳位p15的沉水馬達，抽取高

濃度營養液10秒，然後停止抽取，直到pH感測器數值降低到425以下(pH＜6.5)；當pH

感測器數值低於355(pH值＜5.5)時，啟動腳位p12的沉水馬達，抽取清水10秒，然後停

止抽取，直到pH感測器數值升高到355以上(pH值＞5.5)。系統運作流程如圖5。 

表3 pH感測器數值對照表 

pH值 7.0 6.5 5.5 4.1 

pH感測器數值 453~457 424~425 354~355 249~245 

(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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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設置google表單接收水溫與pH值資料，憑此監控植物生長環境數值，結果如圖6。 

圖5 第一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運作流程 
(本圖由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圖6 水溫及pH值監測數值(本圖由第一指導老

師拍攝) 

 

 

 

(九)第一代系統，如圖7、8。 

圖7 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外觀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圖8 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內部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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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因導入研究二的AI辨別，將設備升級為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規劃如圖9。 

 

改進部分如下： 

1. 加入AI識別模型 ： 利用平板、哈士奇AI鏡頭與MicroBit連接。 

2. 加上EC感測器監控導電度數值。 

3. 將外接繼電器改用擴充版中馬達腳位M1A、M1B、M2A、M2B控制，使沉水馬達運

作更為穩定與快速，也能節省空間。 

4.將原有營養液與自來水操控的水耕植物營養液，細分為液態氮肥、液態磷鉀肥、液

態鎂錳肥與清水共四種，可依植物生長需求分別及時給予養分補給。 

5.第一代系統發現植株「徒長」情形。由植物燈廠商教學網頁得知綠葉蔬菜所需的光

子通量密度為PPFD55至PPFD350，換算為3096.5lux至19705lux (1PPFD = 56.3 lux )。

第二代系統將植物燈位置調整如圖10，使植物葉面受到照度在3100 lux至6000 lux

內。 

圖10  第二代系統植物燈位置與照度(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9 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草圖 (本照片作者拍攝) 

 



10 

(十一)由臺南區農業改良場（2007）與農業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網頁常見問答中設施園藝

第73號問答得知，空心菜適合EC為800μs／cm至2000μs／cm。因EC感測器無Micr

o:Bit直接使用的擴充程式，需測試不同EC值溶液對應的回傳數值，於是我們利用

市售的EC值校正液與EC值檢測計進行測試，如圖11，得到EC計與EC值感測器的數

值對照表，如表4。並以此表數值作為控制依據，第二代系統控制流程如圖12，程

式碼詳見附錄二。 

 

圖11 利用EC計測試回傳數值 
(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12 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流程 

(本圖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十二)設置google表單接收上傳的水溫與pH值、EC值與各種肥料添加次數資料，憑此監

控植物的生長環境數值，監測結果如圖13。 

表4 EC感測器數值對照表 

EC計(μS/cm) 668 752 796 1036 1220 1608 1998 2004 2180 3374 

EC感測器數值 30 34 36 45 56 74 90 94 121 171 

(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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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水溫及pH、EC值及肥料添加次數監測數值(第二代)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十三)第二代系統個腳位配置如圖14，外觀如圖15，程式碼如附錄二。 

圖14 Micro:Bit、擴充板、感測器聯接連接示意(第二代)(本圖、照片由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圖15 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 (本照片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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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以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種植，每隔三、四天測量六株空心菜的生長高

度。本實驗所稱的生長高度為莖的露出海綿部位到最高葉片底端，如圖16。計

算與第一次測量之差異、六株植株生長差異的平均，成長情形如圖17。 

圖16 測量生長
高度示意(本照片

作者拍攝) 

圖17 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對空心菜生長情形的影響 
(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二、結果：  

    由圖18 可發現未使用系統的空心菜平均成長高度為0.1公分。只長出子葉，更有一株植

株死亡，導致5/27的數值呈現負數；使用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的空心菜平均成長

高度為7.98公分。六株皆長出多對本葉，莖也更粗壯，兩者比較如圖18。由此可知第二代

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系統能及時提供植物所需養分，提高植物生長速率。 

圖18 有無使用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的空心菜比較 (本照片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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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訓練植物健康AI偵測模型 

一、實驗步驟： 

(一)由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之「蔬菜作物營養障礙診斷圖鑑」(張庚鵬、張愛華，1997)與

「作物病蟲害診斷系統」中可發現蔬菜若發生營養障礙，葉片外觀和型態最先出現特殊

徵狀，而後是果實、莖部等。表5為作物產生營養障礙徵狀整理表。 

表5 作物營養障礙徵狀整理表 

徵

狀

敘

述 

缺氮 缺磷 缺鉀 缺鎂 缺錳 

老葉黃化，部

分葉肉出現燒

焦狀褐班。 

莖、葉易呈現

紅紫色小點、

葉片變厚、變

小、生長緩慢 

正常(左)與不同

缺 鉀 程 度 葉

片。葉間雜白

或褐色斑點。 

成熟葉肉出現

脈間黃化及黃

色斑點 

正常(左)。缺錳

葉片 (右 )較狹

長，呈現網狀

黃化。 

障

礙

徵

狀      
資料、圖片來源：「蔬菜作物營養障礙診斷圖鑑」(張庚鵬、張愛華，1997) 

 

(二) 選取常見營養障礙類型，如缺氮、缺錳、缺鎂、缺磷、缺鉀與健康蔬菜共計六種類型。

由作者自行拍攝、並取得農藥所「作物病蟲害診斷系統」照片授權38張(附錄二)，共收集

作物的相關葉面照片共93張。 

(三)搜集AI模型訓練相關資料時，發現需使用「Python」語法進行設置。因我們沒有相關經

驗，於是利用Roboflow線上平台提供的雲端GPU進行AI模型訓練。將照片上傳至Roboflow

網站，成立資料集並使用方框標記不同營養障礙類型，如圖19，共標記764個特徵。 

(四)將資料劃分為訓練集（training）80%、驗證集（validation）10%和測試集（test）10%。將

照片統一拉伸至640x640，隨機進行水平翻轉、垂直翻轉、加入5%雜訊等增強方式將照片

擴增三倍。使用Roboflow Train 3.0訓練後得到模型數值分別為mAP 38.4%、Precision 44.9

%、Recall 42.5%。其中Precision為「所有被檢測為目標」並「正確分類為目標」的比例，

也稱為精確率。Recall為資料中的「所有目標」但「正確分類為目標」的比例，也稱為捕

獲率。mAP為多個物品偵測中平均精確度。由此可知整體數值偏低，尚需調整與優化。 

(五)由kaggle開放平台中取得更多植物營養障礙的照片，將原始照片增加到345張。使用多邊形

標記更貼合特徵，如圖20。共標記1770個特徵。將照片隨機進行水平、垂直翻轉、不同角

度旋轉、水平或垂直 ±13°裁切等增強方式將照片擴增3倍。訓練後模型數值提升為mAP 62.

9%、Precision72.1%、Recall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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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使用方框標記 (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20 使用多邊形標記(本照片作者拍攝) 

  
 

(六)將模型佈署到網頁，開啟手機鏡頭或使用電腦進行即時物件識別，如圖21、22。  

圖21 使用手機 
(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22 使用電腦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圖23 營養障礙與顏色對應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七)由於哈士奇AI鏡頭無法直接套用自製的植物健康AI模型。為此，我們將營養障礙徵狀辨別

的色框顏色設定為紅色(健康)、黃色(缺氮)、藍色(缺磷、鉀)與洋紅色(缺鎂、錳)共四種，

如圖23。使用哈士奇AI鏡頭中的顏色辨識模型將黃色(缺氮) 記憶為ID1、藍色(缺磷、鉀) 

記憶為ID2與洋紅色(缺鎂、錳) 記憶為ID3。 

(八)平板啟動佈置到網頁上的植物健康AI模型。再以哈士奇AI鏡頭辨識平板畫面的色框，將辨

識結果回傳Micro:Bit。若辨識到植物葉面出現營養障礙徵狀，便會補充對應的營養液，藉

此達成植物健康的控制系統，如圖24。 

圖24 植物健康AI模型設置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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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故意造成空心菜葉面出現缺氮的黃化與焦褐狀，如圖25。使用植物健康AI模型進行健康監

測及營養補充後，新長出的葉面雖還有點狀黃化，可發現已逐漸返回綠色，如圖26。證

明此模型能成功監控植物健康情況，如圖27。 

圖25 出現缺氮徵狀植株 
(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26 用植物健康AI模型監控後植株 
(本照片作者拍攝) 

  

圖27 植物健康AI模型監控畫面 
(本照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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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探討不同濃度營養液對空心菜生長的影響？ 

一、實驗步驟： 

(一)在平底淺盤中放入過濾棉，加水到與過濾棉同樣高度。將空心菜種子放到過濾棉

上。待種子發芽後，找12株生長狀況接近的空心菜苗進行實驗，如圖28。 

圖28 育苗與挑選可供實驗使用之空心菜苗(本照片作者拍攝) 

 

 

(二)取兩個含蓋收納盒分別放入4公升自來水，A盆以每公升水加入0.6ml營養液A，0.6ml

營養液與1ml營養液C的比例做為一倍濃度營養液。B盆以每公升水加入1.2ml營養液

A，1.2ml營養液與2ml營養液C的比例做為兩倍濃度營養液。保麗龍板挖六個洞放入水

耕定植籃，並將選好的的空心菜苗與定植海綿放入定植籃，如圖29。 

圖29 保麗龍板與水耕定植籃之設置情形(本照片作者拍攝) 

 
 

 

(三)將每株菜苗進行編號，第一碼水耕盆編號，第二碼為菜苗序號。 

(四) 使用與研究一同樣的測量方式，每隔三到四天測量、紀錄兩個盆內各六株空心菜

的生長高度，並計算與第一次測量之差異，如圖30、圖31。兩者比較如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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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圖31  (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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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五)為了解兩盆營養液的pH值變化，使用pH檢測器進行兩點校正後測量pH數值，如

表6。 

表6  A、B盆 營養液pH值 

 11/14 11/15 11/16 11/17 11/21 11/24 11/25 11/28 12/01 

A盆pH值 6.6 6.8 6.8 6.5 6.8 5.8 6.1 6.6 6.3 

B盆pH值 6.7 6.7 6.8 6.9 6.6 6.1 6.3 6.2 5.9 

             (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 
 

二、結果：  

    圖30、31顯示A盆(一倍濃度)中的六株植物中，只有一株枯萎；B盆(兩倍濃度)中的六

株植物，有四個枯萎。由圖32可知A盆(一倍濃度)植物平均成長高度為0.56公分，B盆(兩

倍濃度)植物平均成長高度為-4.54公分。我們可以得知水耕植物需要從營養液中獲取足

夠養分，若為了方便一次添加過多營養液，反而會加速菜苗死亡。所以需要控制營養液

的濃度，使植物順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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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探討不同光照時間對空心菜生長的影響？ 

一、實驗步驟：  

(一)在平底淺盤中放入過濾棉，加水到與過濾棉同樣高度。將空心菜種子放到過濾棉

上。待種子發芽後，找12株生長狀況接近的空心菜苗進行實驗。 

(二)以每公升水加入0.6ml營養液A，0.6ml營養液與1ml營養液C的比例調製4公升營養液，

攪拌均勻後，將海綿和種子一起放入水耕定植籃，再放入營養液中。 

(三)將簡易植物水耕箱外圍用黑色垃圾袋封住，避免環境光影響實驗結果，如圖33。A盆

將植物燈設為每日連續照射三小時，B盆將植物燈設為每日連續照射九小時。 

圖33 簡易植物水耕箱外觀(本照片作者拍攝) 

 
 

(四) 用研究一相同測量方式，每隔兩天測量、記錄每株空心菜的生長狀況。 

圖34 每日光照時間三小時 空心菜生長變化(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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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每日光照時間九小時 空心菜生長變化(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圖36 每日光照時間對空心菜生長影響(本圖片第一指導老師拍攝) 

 

        二、結果： 

            實驗前8天日照9小時的菜苗平均長高1.48公分比日照3小時的菜苗平均長高0.95公分成

長更好。但第12天起日照3小時的菜苗有四株逐漸枯萎，如圖34中A-1、A-2、A-3與A-5。

日照9小時的菜苗存活較多，也持續成長。因枯萎菜苗的造成數據出現負數，可以由存活

菜苗生長紀錄可看出日照9小時的菜苗成長較好。但植株的莖較細軟，疑似有「徒長」的

情形出現。故在研究一進行第二代系統升級時，將植物燈進行位置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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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探討不同海棉材質對空心菜生長的影響？ 

一、實驗步驟：   

(一)在平底淺盤中放入過濾海棉，加水到與過濾海棉同樣高度。將空心菜種子放到過濾

海棉上。待種子發芽後，找12株生長狀況接近的空心菜苗移植到不同海綿上實驗。 

(二)取將兩個含蓋收納盒裡個別放入4公升的水，以每公升水加入0.6ml營養液A，0.6ml營

養液與1ml營養液C的比例調製營養液，攪拌均勻。為了避免誤差，每個盆中各放入兩株

菜苗(定植海棉)、兩株菜苗(過濾海棉)與兩株菜苗(洗碗海綿)。編號第一碼水耕盆編號，

第二碼為菜苗序號。 

(三)採用與研究一相同測量方式，每隔三到四天測量兩個盆內三種不同海棉生長高度，

並記錄每一株空心菜的高度，如圖37、圖38、圖39。  

圖37 洗碗海綿空心菜生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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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定植海綿空心菜生長變化 

 

 

 

圖39 過濾海綿空心菜生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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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0 不同海棉材質對空心菜生長的影響 

 

 

二、結果：    

       由圖40可知，實驗開始的前4天洗碗海綿比定植海棉和過濾海棉好，使用洗碗海綿種

植的空心菜的平均長高0.7公分，但實驗開始4天後，使用過濾海綿的空心菜成長高度卻

逐漸上提升並穩定維持，所以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選用過濾海綿來種植空心菜。 

 

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一可知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確實能提高植物生長速率，讓植物更健康。 

二、研究二發現，就算對「Python」語法不熟悉的新手，也能借助線上平台的雲端GPU進

行簡易模型訓練。所訓練的模型搭載於 

三、研究三結果可知營養液濃度須受控制，才能讓植物順利生長。 

四、由研究四可得知植物燈較弱，需控制植物葉面的照度，搭配長燈照時間，才能讓植

物在家中順利成長。 

五、研究五發現，使用過濾海綿含水性較佳，種植空心菜之類的半水生植物種植效果比

定植海棉和過濾海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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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一、實驗開始時，發現培育出的空心菜苗的真葉葉片多有受損，且莖與根容易壞死。觀

察後發現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育苗時，種皮未完全脫落，限制真葉生長，導致葉片受損嚴重。 

(二)將發芽菜苗移植至海綿的過程容易使菜苗受到損傷，在種植過程中逐漸死亡。 

(三)剛開始種植時，定植海棉只有接觸水的地方含水，無法將水吸至海綿上部，導

致部分菜苗枯死。 

(四)菜苗放置根的位置過低，導致莖部長期泡在營養液中逐漸腐爛。 

     上述原因導致研究三的實驗失敗，需要重新實驗。於是我們開始修正育苗的

方法。將種子直接放在切割好的過濾棉上並置於淺盤中，淺盤放水讓種子微微泡在

水中，每兩天換水一次，並觀察若有種皮卡住真葉的情形，會將種皮加水軟化後用

鑷子協助脫落，約10天可育苗完成。此方式種子會直接將根扎入過濾棉，可有效避

免移植時受到的損傷。移植時也較方便固定根的位置，避免莖部在營養液中泡爛。 

二、在AI技術不停躍進的現在，越來越多線上平台開始免費提供大眾進行線上資料標記

與線上GPU訓練模型，這不僅降低了AI訓練的門檻，這些開放資料也能快速推動AI

在日常生活的應用，開啟人們對未來生活更多的想像。 

三、在實驗過程中，需將感測器測得資料上傳google表單時，原本想利用學校wifi，卻發

現無法順利連上學校網路，若使用家用wifi或手機熱點就能順利傳送。在反覆請教

學校資訊組的老師與連雲晶片工程師後，發現須注意網路防火牆設定，不然就容易

被擋住，使得連雲晶片無法順利運作。 

四、研究時發現營養液容易出現大量孑孓，雖對空心菜不造成損害，但蚊子為登革熱傳

染源，非家庭中樂見的生物。故將培養箱加裝防蚊網，發現孑孓出現情形大量減

少，所以安裝防蚊網為必要措施。 

五、植物燈距植物葉面過遠，需控制葉面所受植物燈照度，才能避免植株徒長，莖部過

細折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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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從研究一發現： 

（一）第二代AI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確實可以做到實時監控植物的生長健康狀態，適

時補充所需營養，提升植物生長速度。。 

（二）從植物健康AI模型中，我們發現植物會在葉面反映營養障礙情形。未來亦可

加入植物蟲害表現進行判別，讓植物健康AI模型功能更為完善。 

二、從探討不同濃度營養液實驗中可以發現，種植空心菜時，一倍濃度營養液比兩倍濃

度營養液更適合植物生長。濃度控制不當，會造成菜苗快速死亡。故適時監控營養

液的EC值與pH值更顯重要。 

三、我們從農業部農業知識入口網得知蔬菜的產量與生長期間所接受的總光量成正比。

在未達光飽和點前，光強越大，光合作用越多。若超過光飽和點，則光合作用不

再增加。陽性植物的光飽和點較高，陰性植物者較低。陰性植物再高光照下容易

受傷。由實驗結果可知，空心菜苗在植物燈照9小時的環境中生長狀況比燈照3小時

較好。表示空心菜較適合使用植物燈進行長日照環境生長。若在家中使用AI植物診

療輔助系統種植空心菜，建議要使植物葉面受到照度3100 lux 至6000 lux 內及長日照

的時間設置。 

四、從探討使用不同海綿實驗中發現過濾海棉更適合空心菜苗生長，雖然開始生長情形

是洗碗海綿最好，但使用洗碗海綿內部孔洞較小，含水效果不佳，生長一段時間後

空心菜苗不易持續吸到水，導致死亡。而過濾海棉孔隙較大，含水效果較好。若菜

苗的根生長較慢，也能從表面輕易吸取水分。定植海棉內部孔洞則是介於過濾海棉

與洗碗海綿之間，含水效果與洗碗海綿接近。推測是因為空心菜為耐熱、喜濕的半

水生蔬菜，適合含水量較多的過濾海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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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藥所作物病蟲害診斷系統照片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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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代系統程式碼。 

 



【評語】082803 

這份科展作品展現了學生們對科技應用於農業領域的創新思考。他們

成功開發了一套 AI 植物診療輔助系統，結合了物聯網技術、AI 影像

辨識和自動化控制，用於監測和改善植物生長環境。他們系統性地探

討了影響植物生長的多個因素，如營養液濃度、光照時間和種植介質

等，並通過對照實驗來驗證系統的效果，他們開發與訓練了 AI 模型

來識別植物的健康狀況，對於照顧植物的新手應有實際幫助。建議作

者可在強調此作品的優勢，例如:在農產品大量生產或減少人力成本

方面，與傳統種植方式的複雜度與經濟的分析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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