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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 

題目名稱：我要當智慧農夫-自動灑水器 

一、摘要 

    為了要協助技藝班學長姐種植，我們想製作自動灑水器，因此本研究動機為尋找能減

輕人力並促進植物生長的方法，近期氣候炎熱少雨，土壤濕度對植物來說十分重要，因此

以土壤溼度為主軸，設計利用 Microbit 主控板和外接土壤濕度檢測計的裝置，目標是讓 

Microbit 顯示濕度並控制馬達運轉，讓土壤濕度能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在文獻探討方面，我們探究了包含濕度的定義與種類、校園種植植物

所需的土壤濕度，以及 Microbit 與土壤濕度感測計的原理。此外，本研

究計畫也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2 中的「消除飢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

營養狀況和促進永續農業」相關。 

    實驗設計階段，我們測試了不同濕度狀況下的數值，並設定自動澆水的程式，由於學

長姐種植的植物為辣椒，因此我們以辣椒為例，設立了實驗組（自動灑水）和對照組（人

工定時澆水）進行比較。實驗結果顯示，在為期 89 天的觀察中，實驗組的辣椒植株高度

高於對照組 3.7 公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維持一定的土壤濕度可能較適合植物的生長，

表示在栽培植物時應該注重環境條件的調節，從而可能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 

    在實驗設計和過程中，我們製作出了自動灑水器並實際在學校菜園測試，除了將

Microbit 供電改為太陽能行動電源外，我們也在馬達抽水處加設水壓偵測器，除了可以穩

定提供水量外，更可以降低抽水馬達壞掉的狀況。 

    由研究結果得知，自動灑水器可作為一種智能化的植物管理裝置，我們相信能夠讓學

長姊在技藝班變得比較輕鬆，也能夠讓學長姐們所種下的植物生長收成的不錯，期待未來

可以讓我們大飽口福。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研究動機始於在炎熱的天氣裡，我們看到國三的學長姐們

在技藝班的農業課程中辛勤地為校園菜圃的植物澆水。看到學

長姐們汗流浹背地工作，心中燃起想要幫忙的衝動，希望能找

到一種方法，減輕學長姐在技藝班的勞力負擔，同時讓他們種

植的植物能夠良好生長並順利豐收。 

生活中所有食物的原料都來自於種植，而植物的種植需要許多技巧，其中水分和植物

的關係尤其重要。近期天氣炎熱且不常下雨，導致環境乾燥，澆水的頻率和水量都增加

了，然而，傳統的「按天數、按時間」澆水方式，容易出現過度或不足的情況，影響植物

的水分吸收和健康。 

因此，我們決定利用 Microbit 主控版和外接土壤濕度感測計來設計自動灑水裝置，除

了讓 Microbit 能夠監測土壤濕度外，並隨時讓土壤濕度保持在一定的範圍內。希望藉由此

圖一、SDGs2 

圖二、辛苦的學長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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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來確保植物獲得所需的水量，最終目的是讓學長姐輕鬆種植並收穫豐盛的成果。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土壤濕度對植物生長的影響，並設計一種自動灌溉系統以

改善傳統灌溉方法的不足。研究結合科技的應用，透過 Microbit 主控板和土壤濕度檢測器，

自動調整土壤的水分以滿足植物的生長需求，達到提高作物產量和品質的效果。 

    假設方面，我們認為維持適當的土壤濕度能夠促進植物的生長速度和健康，並起到改善

植株生長環境的作用，若實驗組中的植物在自動灌溉系統下生長狀況優於對照組（即定時澆

水的傳統灌溉方法），則可證明該自動灌溉系統在提高土壤水分管理及減少人力資源需求方

面的有效性，期望透過這項研究，能為未來的可持續農業提供技術支持和理論依據。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在探究方法和步驟上，我們分成： 

 Step1：詢問老師（學校教師和農業技職老師）、農夫、家人，得

到影響種植植物收成的原因有溫度、土壤濕度、地域大小、所

種植物的時間性等。但近期因天氣炎熱不常下雨，導致環境變

得比較乾燥，澆水的次數和水量皆有上升。因此，為了達到我

們的目標，我們決定從土壤濕度著手。 

 

Step2：我們透過 Microbit 主控版和外接土壤濕度感測計來設計

我們的裝置，利用有效的方式來監控土壤濕度，讓濕度可以保

持在植物所需要的範圍內，降低澆水的頻率外，也可以讓植物

獲得需要的水量。 

 

Step3：架設實驗組和對照組，以種植辣椒（因學長姐有種），實

驗地點為學校三樓的實驗室。實驗組安裝自動撒水器。當土壤

濕度低於 350 時會自動抽水，只需要每天確認水桶內的水量即

可；而對照組則是每天下午 4 點固定澆水，將土壤濕度用到 350

以上。每天紀錄植株生長結果。 

 

Step4：透過這個裝置，我們可以實際在校園中菜園使用，協助

學長姊監測澆水的時間點和水量。此外，也根據使用狀況進行

改良，包含使用的抽水馬達、柵欄式的開關連接水龍頭、以及

Microbit 電源供應。 

 

圖三、詢問農業老師 

圖四、討論程式 

圖五、架設並測量數據 

圖六、實際在菜園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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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這項實驗旨在探討實驗組與對照組利用 Microbit 監測土壤濕度並加以澆水後，不同環

境條件下植物生長的差異。首先，為了要界定出濕度的範圍，我們將 Microbit 主板和外接

的土壤濕度感測計接好後，進行第一次的測試。其 Microbit 程式如圖七所示。 

 

 

 

 

 

 

 

接著為了得到在不同狀態下土壤的濕度，我們準備了三種不同的狀況進行測試，分別

是完全乾燥的土壤、已經澆水後的土壤以及水，結果如表一： 

狀況 乾燥的土壤 已經澆水後的土壤 水 

實驗

結果 

   

濕度 11 509 544 

 

根據表一所得到的資料，我們得知在乾燥的土壤時，其濕度值為 11；在已經澆水後的

土壤中濕度值 509；而在只有水中測的濕度值為 544。因此可知土壤的濕度值範圍約在

11~544 之間。根據文獻探討中提到辣椒的土壤濕度要在 50~75%中，應該濕潤但不是潮濕

的環境下，我們認為土壤的濕度區間應該為 272~408。又因為我們實驗設置擺放的地方濕

度(57%)雖然合宜，但溫度較高(32℃)，水分蒸散的速度較快，我們將土壤濕度範圍設定在

350。 

圖七、確認土壤濕度的程式 

表一、不同狀況土壤濕度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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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可以自動澆水，我們外接了抽水馬達，其裝置如圖八，並結合上面的濕度

區間，設計程式，讓裝置可以根據土壤濕度進行補水的動作，詳細的程式設計如圖九所

示。 

 

 

 

 

 

                                

    確認好區間和自動抽水後，我們架設了實驗組和對照組，並紀錄了實驗開始到結束的 89

天間實驗室溫度、濕度以及植物的高度後。從圖十中我們發現初始時，兩組植物的高度均為

20 公分，而在 19 天後，實驗組的高度比對照組高出了 0.7 公分；在 89 天後，實驗組的高度

比對照組高出了 3.7 公分。從實驗結果中實驗組與對照組的高度差異，反映了不同環境條件

對植物生長的直接影響，我們可以推測維持一定的土壤濕度可能較適合植物的生長，表示在

栽培植物時應該注重環境條件的調節，以確保植物能夠在最適合的條件下生長，從而提高農

作物的產量和品質。 

 

在完成實驗後，我們實際將自動灑水器裝置拿到學校菜園測試，並針對實際測試後所得

到的狀況和回饋進行修正。在第一代自動灑水器(如圖十一)時，我們將 Microbit 的電源從原

本插電改為使用太陽能行動電源供電，達成了能源自給自足的目標，也避免了插頭漏電的危

險；而第二代自動灑水器(如圖十二)則是在馬達抽水處加設了水壓偵測，這樣可以隨時保持

加水處的水量，並降低抽水馬達空抽損壞的可能性，進而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 

確認好裝置後，我們開始使用第二代自動灑水器來協助學長姐種植。經過一段時間的運

行，學長姐們對於這台裝置的便利性給予了正面回饋。例如，張學長表示：「自動灑水器真

的很方便，不僅省時省力，還能精準控制水量，讓植物健康生長，我們使用起來也很輕鬆，

圖八、外接抽水馬達 圖九、根據土壤濕度澆水的程式 

圖十、實驗組與對照組結果(含 19 天和 8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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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學弟妹！」潘學姊則直爽地說：「這台超好用！不用一直澆水，還能省水省時間，植物

長得又好，學弟妹真的很厲害！」這些回饋讓我們更加確信自動灑水器的實用性，也讓團隊

更有動力繼續優化系統。 

除了學長姐的肯定，學弟妹們也對這次的設計產生濃厚興趣。學弟妹說：「很有趣，沒

想到利用身邊的東西加上程式就可以解決生活問題。」這讓我們意識到，透過這次研究，不

僅能幫助學長姐減少灌溉的負擔，也能啟發學弟妹對科技與農業結合的興趣，許多人開始對

感測器、程式設計與智能設備產生好奇，並希望未來能夠進一步學習相關技術。 

 

 

 

 

 

 

 

 

 

 

總而言之，自動灑水器的使用讓灌溉變得更加簡單，降低了人力消耗，使學長姐在技藝班的

種植過程更加輕鬆。透過土壤濕度偵測器與 Microbit 程式控制，系統能根據土壤的實際水分

需求進行灌溉，精確維持土壤濕度，避免過度澆灌或缺水問題。這不僅能有效減少水資源浪

費，還能提升植物的健康生長狀況，使學長姐們所種植的作物有更好的收成。此外，自動灑

水器搭載太陽能行動電源，使其具備能源自給自足的能力，符合永續發展的理念，減少對傳

統電力的依賴，進一步提升環保效益。 

在長時間運行後，我們發現這套系統在技藝班的實際應用上確實帶來許多便利，但仍有

可改進之處。例如，在相同環境中，不同植物對水分的需求有所不同，未來可以增加不同的

灌溉模式，讓使用者依照植物種類與生長階段調整水量。此外，水壓偵測器偶爾會出現誤判，

可能導致灑水時間或水量異常，因此我們希望能進一步優化感測器的精準度，以提升系統的

穩定性與可靠性。 

此外，我們也將學長姐在技藝班所學到的知識加以應用，親手製作盆栽，並搭配自動灑

水系統，實現智慧化管理，如圖十三。這項技術不僅能有效解決傳統

植栽養護時需定期澆水的問題，減輕人力負擔，也能確保植物獲得

適量的水分，提高存活率，讓盆栽能夠健康茁壯地成長。我們在設計

過程中，考量不同植物的特性與需水量，並測試自動灑水系統的灌

溉頻率與覆蓋範圍，以達到最佳養護效果。 

 

圖十一、第一代灑水器 圖十二、第二代灑水器 

圖十三、應用於小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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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校內應用，我們也在技藝博覽會上向來賓和同學展示這項技術，如圖十四。透過實

物示範與解說，讓更多人了解自動灌溉系統如何幫助改善植栽管理，並提升對綠化環境的興

趣。我們獲得了許多正面回饋，許多來賓對此技術表示高度肯定，認為這樣的應用能廣泛運

用於居家園藝、學校綠化，甚至是農業發展。 

 

 

 

 

 

 

 

 

 

展望未來，自動灑水器的應用不僅限於技藝班的農場，也可推廣至校園內的其他綠化區

域，如校園農場、溫室與花圃，甚至可應用於社區花園或都市農業。透過這樣的智慧灌溉技

術，社區居民能更輕鬆地維護公共綠地，提高都市綠化品質，並提升節能減碳意識。此外，

未來若能結合天氣預測數據，自動調整灌溉頻率與水量，將進一步提升節水效果，使系統更

加智慧化。 

透過這次的研究，我們不僅學會了如何結合科技與農業解決生活問題，也提升了團隊合

作與問題解決能力，同時，這項技術的應用不僅改善了學長姐的耕種體驗，也讓學弟妹們對

智慧農業產生興趣，激發大家探索科技創新的動力，未來，我們希望能持續改進這項技術，

使其更廣泛地應用於不同場域，為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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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於屏東縣技藝博覽會進行解說和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