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4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利用 AI 辨識凶器，防範兒虐事件 

摘要：  

    最近，一歲大男童疑遭保母虐待致死的事件，凸顯幼兒受虐的議題，以及在發現和預防

這類事件的挑戰。傳統的傷痕鑑定受限於專業人數不足，難以滿足實務需求。本文提出利

用人工智慧（AI）的深度學習技術來識別傷痕和分類凶器，不僅能提高型態證據分析的速

度和準確性，還能減少對專業鑑定人員的依賴。該技術的應用可快速辨別傷痕成因，有助

於識別凶器類型和重建幼兒虐待事件，從而防止類似悲劇的再次發生。透過 AI 的幫助，

醫護人員、社工和警察可以更有效地研判傷痕是否為兒虐事件，有助辨識凶器種類，重建

虐兒事件，防範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關鍵字：兒虐事件，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傷痕辨識，鑑識科學 

文章內容：（限 500字~1,500字） 

      最近新北市 1 歲多的男童（化名剴剴）疑遭保母虐待致死，報載描述男童的雙手指甲

全被拔光，頭部有多處瘀傷，牙齒只剩 8 顆，雙腿嚴重變形骨折，急救後仍傷重不治，後

經醫院緊急通報才揭發此事，引發社會高度重視與關注，更讓社會大眾群情激憤，如何防

範兒虐事件的議題，再度浮上台面。因為幼兒學習走路或好奇心，導致跌倒或撞傷，加上

幼兒的表達能力不足，甚至還不會講話，導致受虐的第一時間未能被發覺。探究兒虐的根

源，當發現幼兒身上出現傷痕時，不易判斷傷痕的成因？是否為兒虐事件？傳統的傷痕鑑

識，因專業和準確度的局限，專家人數不足，難以滿足實務需求。因此引用 AI（人工智

慧）的深度學習技術，應用於傷痕的識別與分類，有助型態證據分析的速度和準確性，可

減少對鑑識專家的依賴，此辯識技術可推廣到醫護急診、社工、警察等領域，對於識別傷

痕的成因至關重要，可助辨識凶器種類，重建虐兒事件，防範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鑑識科學」作為現代司法偵查的重要科學，在法醫和鑑識的工作發揮著關鍵作用。

被害人身上的「傷痕」係屬於物理的型態跡證，其中涉及所謂「工具痕跡」，其定義為

「當物體或工具，以足夠力量接觸表面時形成的印痕、刮痕或磨損」。反推由「傷痕」來

識別和解釋犯罪現場工具（凶器）留下的痕跡，藉由工具痕跡的辨識，可將特定「工具或

兇器」與特定犯罪相聯繫，可提供犯罪動機、手法、過程、時間、地點等資訊，對於重建

犯罪現場及追蹤犯罪者扮演關鍵作用，其結果直接影響後續刑事調查、起訴和審判的結

果。羅卡交換原理說明「凡兩個物體接觸，必會產生轉移現象」，此理論運用在犯罪現場

調查（CSI）具有重要意義，它指出犯罪嫌疑人必然會帶走一些東西，同時也會在犯罪現

場留下一些東西，這些跡證經常成為破案的關鍵，例如人體與物體接觸後，出現表面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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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換，產生指紋、足跡等跡證；因互咬、打鬥或用凶器，也會產生咬痕、抓痕或各類傷

痕等，俗話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就是這個道理。 

      探究兒虐的犯罪工具包含常見的「皮帶、熱溶膠條、塑膠水管、鞋印、電線、木屐、

指印、捏掐」等，造成典型傷痕（圖二～五），如何從這些傷痕反推工具（凶器）的種

類，也是鑑識調查的重要環節。傷痕分析包括視覺檢驗和微觀測量，以確定傷痕的尺寸、

形狀和深度。鑑識專家根據傷痕的特徵，如傷口的邊緣、角度和表面的紋理，來推測可能

的致傷工具，這種辨識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和經驗，有時因傷痕的型態不明顯，難以分

析。尤其在幼兒身上出現多種重疊傷痕時，更加深難度，在此情況下，專家需要進行一系

列的比對和測試，不僅耗時，且可能對現場的其他證據造成干擾。另研判幼兒虐待傷痕，

需從瞭解典型的兒虐傷勢開始，包含幼兒身體雙側受傷、軟組織受傷、特殊形狀傷痕、傷

痕與成因解釋不符、出現延遲就醫的傷、未受治療的傷等特徵。另觀察新舊傷痕的顏色變

化，通常傷痕由紅→藍紫→綠→黃，慢慢復原，可藉以研判新痕或舊痕；另發現咬痕時，

如果咬痕犬齒間距離，超過 3 公分即表示是成人所咬傷的兒虐傷痕，以上的粗略簡介，說

明學習觀察傷痕，就可發現兒虐真相，但很多人不敢看，也看不懂，導致憾事一再發生。 

      透過 AI 訓練出高準確率的神經網路模型（如圖一），藉大量的傷痕資料（圖二～五）

來執行演算，以更新神經網路內部的參數，確定傷痕與致傷工具之間的對應關係。再將訓

練好的模型轉化，以便輸出到硬體端進行後續的開發，即可善用 AI 協助醫護人員、社工

或警察，觀察傷痕的型態，反推辨識出凶器種類，進而協助研判是否為虐兒事件？提早發

出警訊預防，即可避免悲劇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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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科學文章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2. 字數沒按照本競賽官網規定之限 500字~1,500字，將不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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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摘要、參考資料與圖表說明文字不計入。 

3.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 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 12pt，不

得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 20 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