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唭石辨簡單—探究唭哩岸石的辨識系統與教學系統
一、摘要：

AI是這世代非常流行且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於是我們想要去了解並利用它來製作一個唭哩岸石辨識教學系
統。首先，是與AI辨識度的實驗中其結論為AI訓練照片時，最大數量為210張，而照片張數和照片種類皆影響不大。
而影響AI辨識度的因素有光源的擺設角度以90度角最佳、背景顏色以白色為最佳和辨識物體呈現方式以實體最佳
，而光源亮度能影響辨識度的範圍為0~375lx，光源色溫則不影響辨識度。而訓練時各項硬體使用率由大到小為
GPU (圖形處理器) > Memory (記憶體) > CPU (中央處理器) > HDD (磁碟容量)，最後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做出總
辨識度，其結論為對照組的辨識相似度平均為0.639248；實驗組的辨識相似度平均0.936199，改善成長率為
46.45%。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探究題目：
1.唭哩岸石的成份？分布區域？
2.電腦硬體是否會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訓練時的各項硬體使用率？
3.有哪些變因會影響AI辨識相似度？其影響程度？
4.運用以上研究結果的關鍵因素，分析出最佳情況與原情況的成長幅度是多少？
動機：
有時候去圖書館看書時，都會拿與地球科學有關的書來看，對這方面的知識知道些許，後來在學校也有學到如何去
做AI辨識，於是決定把地球科學和AI辨識這兩種看似毫無關聯的知識結合在一起，親自動手去做，讓人順利地去辨
別各種石頭並讓人了解各種石頭的特色。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
(一)探究唭哩岸石的成份、分布區域、所屬岩石種
(二)探討採集到的岩石特徵與種類
(三)探究各電腦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及其各項硬體使用率
(四)探究光源對AI辨識相似度的影響
(五)探究背景顏色對AI辨識相似度的影響
(六)探究辨識物體呈現方式對AI辨識相似度的影響
(七)探究運用以上研究結果的關鍵因素對整體AI辨識度的影響
(八)製作唭哩岸石的辨識教學系統
假設：
(一)假設每次且每種電腦的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及其各項硬體使用率皆不同
(二)假設每次的AI訓練結果皆不同
(三)假設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有上限值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研究設備：
三種電腦(型號VM2640G、D18W1、VX2640G)、筆電(型號82FX)、手機鏡頭放大鏡、KittenBot for micro：bit喵星
造物能量魔塊—攝像頭支撐架、logitech 羅技 C270 HD WEBCAM、NKNUBLOCK 軟體、LED閱讀用檯燈(LED
型號SMD 2835)

圖1 所有研究設備
二、文獻：
1.唭哩岸石的成份有石英(乳白色或無色半透明狀)、沙、水銀玻璃質、矽元素。
2.唭哩岸石的分布區域是在木山層(圖1中淺綠色地區)，它為臺灣地質西部麓山帶的一種沉積地層，在這一層當中
主要由灰白色粗中粒正石英砂岩及副石英砂岩組成。(石英砂岩正是唭哩岸石)

3霍爾感測器原理指的是在導體上通過電流，並在垂直電流方向施以外加磁場時，電子會被擠壓到一端，並在勞倫
茲力的作用下產生微弱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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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唭哩岸石分布區域                       圖3 霍爾感測器原理示意圖
4.唭哩岸石的特徵是有乳白色和黃色相間的條紋，而之所以會有一點一點的亮點，是因為有硅(矽)分布在各個點
射光線，摸起來明顯有顆粒脫落。而對照組安山岩的特徵是主要含有氧化鐵(深褐色)和氧化鈦(白色或黑灰色)，其
中含有斑晶(依據斑晶中含有的不同成分分成許多種安山岩)，摸起來較平滑。

5.離子置換作用指的是在造岩礦物中，鍶的分布受控於鈣和鉀的離子置換，而離子置換常發生於斜長石和鉀長石
中。由於礦物本身若含鍶濃度高會對基質的鍶同位素比值造成影響，於是先把含鍶濃度低的礦物排除，如石英、
方矽石、鱗石英、明礬石與赤鐵礦。

6..唭哩岸石屬於一種海底沉積岩，大約在兩千兩百萬年前整個唭哩岸地區是沉積在海底的，後來因為經過地殼的
變動與擠壓它就壟升上來。

7.勒克斯(Lux，通常簡寫為lx)為一種光線照明度的國際單位制的計算單位，表示1標準燭光在距離1米的物體表面，
所產生的照明度，又稱為米燭。

8.CPU與GPU的差別：
CPU也就是中央處理器，它由數百萬個電晶體打造而成，負責執行電腦與作業系統所需的指令與程序，可能

具有多個處理核心，通常被稱為電腦的大腦。 另外，CPU 是決定程式執行速度的關鍵，無論是瀏覽網頁還是製作
試算表都會受到影響。

GPU也就是圖形處理器，它是由許多比CPU更小也更專業的核心所組成。 核心協力運作時效能強大，能夠將
處理工作分配給許多核心處理，同時也是深度學習與人工智慧訓練時的效能影響關鍵因素。
三、製作AI訓練模型步驟：
1.拍攝要訓練的資料，並依順序命名1,2,3,4…
2.把訓練資料存在電腦某處，把路徑記下來(檔案最好放進專屬資料夾)
3.開始訓練(建議30回合)
4.儲存訓練後模型(會有兩個檔案)
5.儲存後的檔案路徑記下來(兩個檔案最好放進專屬資料夾)
6.撰寫分辨程式
四、LED閱讀用檯燈的支架與桌面成90度而燈管與地面平行且唯一光源的情況下，最暗(色溫：最暖；亮度：最暗)

114lx，最亮(色溫：最冷；亮度：最亮)達到660lx。(色溫冷~暖有分成1~5程度；亮度暗~亮有分成1~3程度)。
五、研究流程圖

圖3 研究流程圖
六、實驗設計
【研究一】探究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
操縱變因：無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250張)、照片種類數(3種)、照片尺寸(1477×1108)、實驗設備(筆電82FX)
【研究二 ~ 1】探究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的照片張數因素
操縱變因：訓練照片張數(250(對照)、300、350、400張)
控制變因：照片尺寸(1477×1108)、照片種類數(3種)、實驗設備(筆電型號82FX)
【研究二 ~ 2】探究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的照片種類因素
操縱變因：照片種類數(3(對照)、6、9種)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250張)、照片尺寸(1477×1108)、實驗設備(筆電型號82FX)
【研究二 ~ 3】探究各電腦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及其各項硬體使用率
操縱變因：實驗設備(筆電82FX(對照)、電腦VM2640G、D18W1、VX26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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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250張)、照片種類數(3種)、照片尺寸(1477×1108)
【研究三 ~ 1】探究不同光源擺設角度的AI辨識相似度
操縱變因：檯燈擺設角度(90、45、0度)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165張)、照片種類數(9種)、照片尺寸(1280×720)、實驗設備(筆電82FX)、檯燈配置(色溫：

最冷；亮度：最亮)、環境亮度(50lx)、辨識物體呈現種類(實體)、背景(預設)
【研究三 ~ 2】探究不同光源色溫的AI辨識相似度
操縱變因：檯燈配置(色溫：最冷(對照)~最暖；亮度：最亮)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165張)、照片種類數(9種)、照片尺寸(1280×720)、實驗設備(筆電82FX)、環境亮度(50lx)

、辨識物體呈現種類(實體)、背景(預設)、檯燈擺設角度(90度)
【研究三 ~ 3】探究不同光源亮度的AI辨識相似度
操縱變因：檯燈配置(色溫：最冷；亮度：最暗~最亮(對照))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165張)、照片種類數(9種)、照片尺寸(1280×720)、實驗設備(筆電82FX)、環境亮度(50lx)

、辨識物體呈現種類(實體)、背景(預設)、檯燈擺設角度(90度)
【研究四】探究各種背景顏色的AI辨識相似度
操縱變因：背景(預設(對照)、青色、洋紅色、黃色、黑色、白色)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165張)、照片種類數(9種)、照片尺寸(1280×720)、實驗設備(筆電82FX)、環境亮度(50lx)

、辨識物體呈現種類(實體)、檯燈配置(色溫：最冷；亮度：最亮)、檯燈擺設角度(90度)
【研究五】探究不同辨識物體呈現方式的AI辨識相似度
操縱變因：辨識物體呈現種類(實體(對照)、列印照、沖洗照)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165張)、照片種類數(9種)、照片尺寸(1280×720)、實驗設備(筆電82FX)、環境亮度(50lx)

、檯燈配置(色溫：最冷；亮度：最亮)、背景(預設)、檯燈擺設角度(90度)
【研究六】探究運用以上研究結果的關鍵因素對整體AI辨識度的影響
操縱變因：檯燈配置(色溫：最冷；亮度：最亮、未開燈(對照))、檯燈擺設角度(90度、未開燈(對照))、背景(白色、預設

(對照))
控制變因：訓練照片張數(165張)、照片種類數(9種)、照片尺寸(1280×720)、實驗設備(筆電82FX)、環境亮度(50lx)

、辨識物體呈現種類(實體)
七、探究結果
【研究一】探究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

表1 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實驗結果

次數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第5次 實驗結果討論：
由表1可得知，依我們目前所使用的設備能達到的AI訓練照
片的最大數量大致為200±2張。結果 199 198 202 201 199

【研究二 ~ 1】探究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的照片張數因素
表2 照片張數因素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實驗結果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實驗結果討論：
由表2可得知，雖然的確照片張數越多，AI訓練照片的最
大數量越低，但影響程度不大。

250張(對照) 199 198 202

300張 197 196 201

350張 194 199 196

400張 197 198 194

【研究二 ~ 2】探究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的照片種類因素
表3 照片種類因素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實驗結果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實驗結果討論：
由表3可得知，照片種類因素並不會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
數量。

3種(對照) 199 198 202

6種 201 198 201

9種 198 201 201

【研究二 ~ 3】探究各電腦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及其各項硬體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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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筆電82FX各項硬體效能  圖5 電腦VM2640G各項硬體效能 圖6 筆電82FX各項硬體效能 圖7 電腦VM2640G各項硬體效能
表4 電腦因素影響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實驗結果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實驗結果討論：
(1)由表4可大致得知，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或許跟
磁碟空間HDD有關。

(2)總和圖4~7結果可得知，在AI訓練時，主要會使用
到硬體是記憶體Memory和圖形處理器GPU，而
次要的是磁碟空間HDD和中央處理器CPU。

筆電82FX(對照) 199 198 202

電腦VM2640G 212 212 211

電腦D18W1 211 210 210

電腦VX2640G 211 209 209

【研究三 ~ 1】探究不同光源擺設角度的AI辨識相似度

圖8 在光源擺設45度角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9 在光源擺設0度角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0 在光源擺設90度角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01~09分別是，01是安山岩(有斑晶)，02是無長石(石英)安山岩，03是砂岩，04是砂岩帶赤鐵礦灰點(沉澱)，05是

砂岩鏽染紋，06是唭哩岸石，07是褐鐵礦，08是安山岩，09是背景)

圖11 光源擺設0度角時示意圖
實驗結果討論：
總和圖8、9的結果可得知，在光源擺設90度角時，相似度最佳。
【研究三 ~ 2】探究不同光源色溫的AI辨識相似度

圖12 在光源色溫最冷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3 在光源色溫偏冷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4 在光源色溫中間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5 在光源色溫偏暖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6 在光源色溫最暖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實驗結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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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圖12~16的結果可得知，改變光源色溫並不會改變相似度。
【研究三 ~ 3】探究不同光源亮度的AI辨識相似度

圖17 在光源亮度偏暗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8 在光源亮度中間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19 在光源亮度偏亮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實驗結果討論：
總和圖17~19的結果可得知，雖然光源的確會影響相似度，但影響的範圍只有0~375lx。
【研究四】探究各種背景顏色的AI辨識相似度

圖20 青色背景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1洋紅色背景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2 黃色背景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3 白色背景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4 黑色背景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5 預設背景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實驗結果討論：
總和圖20~25的結果可得知，在預設背景下相似度最佳。
【研究五】探究不同辨識物體呈現方式的AI辨識相似度

圖26 實體辨識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7 列印照辨識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圖28 沖洗照辨識時的相似度折線圖
實驗結果討論：
總和圖26~28的結果可得知，實體辨識時的相似度最佳。
【研究六】探究運用以上研究結果的關鍵因素對整體AI辨識度的影響

圖29 唭哩岸石對照組辨識相似度折線圖           圖30 唭哩岸石實驗組辨識相似度折線圖
實驗結果討論：
對照組的相似度平均0.639248，而實驗組的相似度平均0.936199，成長率為46.45%。
唭哩岸石辨識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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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AI辨識系統程式

圖32唭哩岸石辨識教學系統首頁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一、AI訓練照片的最大數量在一般情況下大約200張，一般電腦的話大約210張，而照片張數和照片種類等因素皆
對此影響不大。訓練時各項硬體使用率由大到小為GPU(圖形處理器)>Memory(記憶體)>CPU(中央處理器)
>HDD(磁碟容量)。
二、影響AI辨識相似度的實驗中得知光源的擺設角度以90度角最佳。
三、影響AI辨識相似度的實驗中得知背景顏色以白色為最佳。
四、影響AI辨識相似度的實驗中得知辨識物體呈現方式以實體最佳
五、影響AI辨識相似度的實驗中得知光源的亮度能影響辨識度的範圍為0~375lx，光源色溫則不影響辨識度。
六、對照組的辨識相似度平均為0.639248；實驗組的辨識相似度平均0.936199，其辨識相似度成長率為46.45%。
七、本研究設計一套唭哩岸石辨識教學系統，整合了AI辨識系統、光照度偵測系統、岩石特徵系統、唭哩岸石故

系統、唭哩岸石特徵教學系統等五大系統，以便讓更多人認識北投區在地特色的唭哩岸石。
生活應用:
我們會把這五大系統，推廣給有興趣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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