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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品摘要 

本作品旨在透過設置行動 APP 平台吸引民眾於住家陽台、窗台等空間種植

植物，以增加都市整體固碳量，將都市零碎空間垂直綠化，減緩全球暖化的問題。

並利用時下的科技、社交趨勢來促進參與和加強環境教育，朝著與自然共生共存

的願景邁進。 

二、 設計構想與運作說明 

(一) 構想來源 

跟據 2014年 IPCC AR5 報告指出自 1850年以來的過去 30年裡，每 10年的

地球表面溫度都依次比前一個 10 年的溫度更高。在北半球有可能做此項評估的

地方，從 1983年至 2012年可能是過去 1400年裡最熱的 30年。由線性趨勢計算

的結合陸地和海洋表面溫度資料的全球平均值顯示，從 1880至 2012年溫度升高

了 0.85(0.65至 1.06)°C 。 

自工業化時代前以來，人為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已經上升，這主要是由於經

濟和人口的增長所推動的。2000-2010年的排放量是歷史最高水平。歷史排放量

已推動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亞氮的大氣濃度達到至少過去 80 萬年來前所未有

的水平，從而導致氣候系統的能量吸收(IPCC, 2014)。2018 年夏威夷觀測站所

量到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的月均值超過 410ppm，相較工業命時期的基準值

(280ppm)，整整提升了 46%，其二氧化碳濃度為地球 400萬年以來的最高值(汪

中和，2018)。 

從各方研究與文獻可以得知，植物確實存在二氧化碳固定效果，並可改善

逐年上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政府也積極於公有地規劃綠地、制定相關獎勵制度

鼓勵私人土地設置綠化空間，希望可以減緩二氧化碳的增加。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的資料顯示，臺灣 2018 年都市人口佔總人口數高達 78.9%，都市化程度也愈來

愈高，都市建物密度也逐漸升高，可興建公園綠地的公有土地也所剩無幾，如何

在土地價值極高的都市地區找到增加綠化面積的空間，已然成為臺灣面對全球暖

化與都市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的一大難題。 

(二) 運作說明與流程 

本組作品運作方式如圖一所示，首先利用複合式感應裝置來紀錄窗台邊的

平均溫度、濕度及光線，並將統計資訊傳送至手機 APP，利用測量資料比對植物

資料庫(詳見附錄表 一)之生存條件，分析出適合種植的植物供使用者選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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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降低種植的難易度，提供即時推薦預覽的功能，對植物品種不熟悉的一般使用

者也能輕鬆的規劃與搭配。最後手機 APP提供分享交流的平台，讓不同的使用者

分享種植的經驗與成果，提升種植的樂趣及成就感。 

 

圖 一 作品流程圖 

 

三、 作品說明 

本組作品設計包含環境感應裝置及手機應用程式，環境感應裝置利用溫度、

濕度及光線感應器，透過藍芽數據傳輸至手機 APP(本組使用 Adobe XD 進行 APP

模擬)，進行數據處理與資料比對。手機應用程式介面由四個部分組成，以下為

運作方式與說明。 

 

圖 二 環境感應裝置模擬 

 

1. 環境感應裝置 

在環境感應裝

置的部分，偵測窗

台陽台周遭空間之

溫度、濕度及光照

度。並可透過藍芽

方式連接 APP 進行

數據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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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監測功能 

利用藍芽連接到環境感應器，蒐

集陽台、窗台周遭的光照度範圍、溫

度範圍、濕度範圍進行觀測。後續可

利用觀測到的環境條件來給予植栽種

類建議。 

 

3. 主畫面 

手機應用程式主畫面為「我的空

間」。我的空間提供使用者可使用 AR

空間模擬功能來預覽使用者設計的

空間擺設盆栽樣貌。根據環境感測器

所觀測之溫度、溼度和照度來提供配

適的盆栽選擇。 

 

圖 三 環境監測功能 圖 四 主選單 

 

  



4 

 

4. 植物資料庫 

在植物資料庫的部分，本組蒐

集盆栽植物的生長資訊(詳見附錄表 

一)。包含植栽的簡單介紹、生長環

境條件(溫度、濕度、照度)，以便供

環境監測所感應的環境條件區間挑

選條件區間內的植栽。 

5. 植物照顧條件 

在植物資料庫的詳細說明部分

包含植物的尺寸大小、生長習性和灌

溉頻率和澆灌頻率等栽培技術知識。

讓從未種植盆栽經驗的用戶也可以

輕易上手。並最後提供訂購之功能。 

 

 

圖 五 植物資料庫 

 

圖 六 植物照顧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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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線上交流功能 

本組因應時下的 APP 使用趨

勢，將社群交流功能納入設計。使用

者可以將自己親手打造的盆栽綠化

空間以照片文字的方式貼文分享並

串聯至各平台，達到推廣的效果。也

可以在此交流種植心得和疑問。 

7. 個人檔案 

在個人檔案的選項，可以簡單計

算自己購買的盆栽和累計之時間來

估算累積的固碳量。並且設立成就系

統，以增加趣味性的推廣方式來讓用

戶持續綠化、美化的意願不斷上升。 

 

圖 七線上交流功能 

 

圖 八 個人檔案 

 

四、 創作特點 

(一) 顛覆傳統種植 APP設計 

市面上也有多款與植物、作物種植相關的行動 APP，但大多是以指導為原則，

教導用戶如何種植不同植栽最為合適，使用群眾也多是原本就有在種植植栽的民

眾。因此本組希望藉由提升 APP的趣味性、互動性，以及服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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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在 APP 使用設計概念包含從初始的環境觀察，再到盆栽美化的挑選和

環境模擬，以及最後的訂購和線上分享交流，有完善的服務架構。 

(二) 結合時下社群軟體影響力 

社群軟體在當今的環境已經勢不可擋，舉例而言，2019 年統計 Instagram

每月使用人數高達 10億人，而五年前 2013年 6月，Instagram還只有 1.3億月

活躍用戶且持續成長中。 

因此本組希望利用社群軟體的趨勢，將自己精心規劃的陽台空間和盆栽組

合，分享至 APP社交功能亦或分享至其他社群交流軟體。跟著照片分享的潮流。

推廣空間綠化的概念以及讓 APP可以藉此串連更多社群媒體增加推廣力。 

(三) 綠化知識與環境優化 

許多研究都證實接觸植物或接近自然環境具有改善健康的效果(Davis, 

1995, Kavanagh, 1995)，亦有多篇研究發現從事園藝活動對於社交、學習等心

理層面的改變有正面的影響(Baietto, 2002, Flagler,1992)。 

現今許多人們因缺乏綠化相關經驗、生活忙碌等因素而錯過種植植栽的機

會，本組希望透過簡潔易懂的教學以及網路社群的經驗互動分享降低園藝活動難

易度與可能產生的挫折感，透過本作品提供的社群經驗分享讓綠化的知識更加普

及；在環境的優化方面，盆栽的種植不僅可以改善室內環境，當數量達到一定程

度後甚至可以改善都市整體的空氣環境。 

(四) 都市綠化與固碳策略 

由於都市化的影響，原先能夠調節地表溫度的綠地面積大量的減少，都市

大量比例的建築使得都市地區溫度上升，造成熱島效應，因此都市的綠化刻不容

緩，除此之外，都市空間的垂直綠化具有阻隔輻射熱、調節都市微氣候的效果，

有效的減少都市熱島效應的衝擊。植物同時也具有固碳的效果，透過光合作用將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鎖定在地表，因此利用都市零碎空間來種植植栽，可以減緩氣

候變遷的影響。 

五、 作品應用範圍與發展潛能 

(一) 氣候變遷減緩 

本作品透過改善種植體驗，讓更多人可以輕易的綠化環境，且因應植栽生

長條件的多樣性，因此本作品的環境限制條件不高，許多空間都可以透過數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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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篩選適合的植栽，有效利用都市的零碎空間。 

根據綠建築評估手冊(2019)所述之草花植物固碳量，約為每年每平方公尺

0.3公斤，若假設臺北市每家戶種植一株 900平方公分的盆栽，一戶約一年約可

有 0.027 公斤的固碳量，根據 2018 年臺北市戶籍登記戶數有 1,056,233 戶，則

一年約可有 28.51公噸的固碳量，對環境有極大的正面影響效果。 

(二) 產業結合應用 

本組嘗試進行多元的產業整合，提升整體產業的經濟附加價值，可結合科

技業、測量儀器行業和園藝產業，令 APP在設計架構上可以與其他產業進行整合。 

其中科技業可以提供讓用戶3D 模擬盆栽的 AR 技術，用戶可以通過智慧型

手機鏡頭，把網上的商品虛擬放置在自己的陽台、窗台空間，藉此查看到商品在

自己家中或辦公室裡的擺放效果。這種模擬方法操作容易，且方便用戶查看盆栽

的環境美化效果。 

在本設計作品的環境偵測器可以與測量儀器行業合作，訂製適合植物生長

環境(溫度、溼度和照度)的環境感測器。 

在植物資料庫的方面則可以與園藝產業互相整合，使園藝產業在行銷盆栽

方面有更多元的線上選擇，更可利用園藝產業的產業知識蒐集充足完整的植栽資

料庫，包含栽培技術、植物習性和生長條件等商品詳細資訊。 

(三) 功能擴充性 

因應近年來台灣推行的智慧城市等政策方案「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

案(2017-2025 年)」。物聯網越來越發達，許多廠商皆開發可與 APP 連接且遠端

遙控的智慧家具和智慧型管家。本組的 APP和環境感測器未來也可以與其他物聯

網產品整合，例如利用環境感測器的溫度濕度監控來串聯物聯網的冷暖氣或燈具，

在偵測到氣溫過高或過低時自動調節環境溫度；亦或在偵測到室內光線充足時調

低室內光線強度等。讓當今提倡的智慧物聯網的系統下增加環境綠化的功能。 

六、 工作分配 

隊員 主要工作 

顧翰琳 APP應用程式設計、作品概念構思、影片腳本製作、資料視覺化 

吳家辰 海報製作、作品概念構思、作品說明書、資料庫建置、影片拍攝 

林弘 作品概念構思、作品說明書、資料庫建置、海報製作、美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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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錄 

表 一 植物生長條件表 

植物名稱 
溫度範

圍(°C) 

濕度範

圍(%) 
照度範圍(LUX) 

尺寸(長*寬*

高) 

施肥頻率

(月) 

灌溉頻率

(月) 

六角柱 24-35 40-80 10,000-30,000 100(高) 0 0.5 

絲龍舌蘭 10-35 40-95 10,000-30,000 150(高) 1 2 

金鑽蔓綠絨 22-28 60-80 1,500-10,000 

 

2 2 

梔子花 24-35 60-95 10,000-30,000 100(高) 2 2 

蘇鐵 10-27 30-95 1,500-10,000 

 

3 2 

觀音棕竹 0-27 60-80 500-1,500 100(高) 

 

2 

仙人掌 10-35 40-80 10,000-30,000 200(高) 0.5 3 

金琥仙人掌 24-35 40-80 10,000-30,000 25(高)25(寬) 

 

3 

密葉朱蕉 22-28 70-95 1,500-10,000 10(長)4(寬) 

 

3 

萬年青 24-35 60-95 1,500-10,000 50(高) 0.1 4 

中美木棉 24-35 70-95 500-1,500 

 

2 4 

銀邊鐵 24-35 75-95 1,500-10,000 150(高) 2 4 

巴西鐵樹 24-35 75-95 500-1,500 

 

4 4 

千年木 24-35 80-95 500-30,000 20(高) 

 

4 

朱蕉 10-27 50-75 1,500-10,000 100(高) 

 

4 

花葉蕁麻 10-27 60-95 1,500-10,000 50(高) 

 

4 

非洲茉莉 0-35 60-95 500-30,000 

  

4 

綠寶石 20-28 75-90 1,500-10,000 25(長)12(寬) 2 6 

黃金葛 24-35 60-95 1,500-10,000 

 

0.1 8 

金邊富貴竹 24-35 60-95 10,000-30,000 100(高) 2 8 

山蘇花 22-27 60-95 1,500-10,000 60(高) 

 

8 

巴西鐵 24-35 60-80 10,000-30,000 40(長)6(寬)50(

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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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稱 
溫度範

圍(°C) 

濕度範

圍(%) 
照度範圍(LUX) 

尺寸(長*寬*

高) 

施肥頻率

(月) 

灌溉頻率

(月) 

文竹 10-27 75-95 1,500-10,000 

  

8 

富貴竹 24-35 70-95 500-1,500 100(高) 

 

10 

南洋杉 22-28 60-80 10,000-30,000 20(長) 

 

12 

裂葉蔓綠絨 24-35 80-95 500-1,500 80(高) 2 15 

觀音竹 22-28 60-80 1,500-10,000 

 

2 15 

紅鵝掌 18-28 50-95 500-1,500 80(高) 

 

15 

沙漠玫瑰 10-35 40-95 10,000-30,000 20(高) 0.1 30 

鉤蘭 24-35 30-95 1,500-10,000 

 

2 30 

白雪粗肋草 18-30 40-70 500-1,500 

  

30 

君子蘭 10-20 60-80 1,500-10,000 40(高) 

 

30 

虎尾蘭 10-35 30-95 500-1,500 50(高) 2 30 

合果芋 24-35 75-95 1,500-10,000 

 

4 30 

春芋 24-35 70-95 500-1,500 150(高) 

 

30 

白鶴芋 20-28 60+ 1,500-10,000 60(高) 8 30 

雪鐵芋 24-35 40-60 1,500-10,000 

   

袖珍棕 20-30 30-95 1,500-10,000 100(高) 2 

 

銀后粗肋草 10-27 75-95 1,500-10,000 30(高) 

 

30 

綠蘿 20-28 40-90 1,500-10,000 

 

3 15 

銀王粗肋草 24-35 30-95 10,000-30,000 20(長)5(寬)40(

高) 

1 

 

彈簧草 22-30 75-95 

 

10(高) 1 

 

五色葛鬱金 22-28 60-80 1,500-10,000 15(長)10(寬)60

(高) 

  

馬尾鐵 24-35 75-90 500-1,500 30(長)10(寬) 

  

常春藤 10-28 60-80 500-1,500 

   

散尾葵 22-28 60-80 1,500-10,000 150(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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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稱 
溫度範

圍(°C) 

濕度範

圍(%) 
照度範圍(LUX) 

尺寸(長*寬*

高) 

施肥頻率

(月) 

灌溉頻率

(月) 

滴水蓮 22-28 60-80 1,500-10,000 

   

綠帝王喜林

芋 

20-30 70-95 

    

蘆薈 15-20 30-60 1,500-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