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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總評語 

2022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共有 318件作品參賽，其中 276件國內作品經初

審後，推薦 137件與 42件來自 22個國家的作品進入複審，但其中有 2件作品放

棄複賽參展資格。作品分為 13科別，以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科及工程科增加最

多。作品評審團由 49位評審委員組成。複審期間因應疫情艱困，國內評審採分

艙分流完成作者現場解說審查，並以視訊方式完成國外作品線上評審及出國代表

隊選拔。現場解說及視訊評審流程順暢，評審團選出前 5%為一等獎、再 5%為二

等獎、15%為三等獎、20%為四等獎。 

今年數學類科的參與算是踴躍，較特別的是有數件作品挑戰有名的猜想，雖

然成果還是有限，但是勇氣可嘉。部分作品試圖與實際問題有更多連結，但建模

的部分還有改進的空間。傳統的幾何、組合和數論方面的作品還是占較大的比

例，但是題材還是有些侷限，以致於不太容易有更亮眼的成果，期待未來學生在

選題方面可以更開放更全面。 

物理科作品主題廣闊，可以見到太陽風磁暴、磁流體、黏滯摩擦運動、室內

煙霧擴散、磁體運動、渦電流共振、肉體檢測等作品。多數作品的實驗豐富，能

夠探討多項參數的影響，並以物理函數歸納量測結果，選定主控物理參數，但對

數據的了解尚有加強空間。相較於往年的作品，今年作品的完整性明顯提升，也

能與理論預測做比較，指出差異性，或應可再加強對新穎物理或現象探討。 

化學科作品，作品研究範圍廣，包括奈米材料、生醫工程、永續科技。今年

的作品水準平均，學生的英語程度及表達能力均在水準之上。所解決的問題，從

二氧化碳還原、更有效率的有機合成、延伸到癌症治療的應用。然而，學生對於

研究的課題，普遍存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形，現在研究多半為跨

領域，所以知識的廣度可以再增加。最尖端的科技仍奠基於最基礎的知識上，如

何能夠用具有邏輯的方式，來推論自己研究的價值以及可能的影響，是研究是否

能受到關注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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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作品，研究題目多元而且具有新穎性，並兼具科學及工程之技術價值

及應用潛力。機械加工、風力或太陽能發電、民生或工業智聯網、交通、消費民

生等領域應用都包含在內。各組學生無論在研究過程與展示發表過程，都展現出

積極努力的態度與傑出的團隊合作精神，簡報及詢答過程也都展現優異之表達及

理解能力，其專題研究的過程與成果呈現，都能具體顯現國內工程學科領域之探

究實作與創新自造教學的成效。建議應加強宣導實驗日誌的正確撰寫與詳實記錄

之重要性，以增強研究成果之可信程度與智慧財產權之保障。 

動物科今年參賽作品有 7 件入圍複審。中間有 4件屬於無脊椎動物，三件為

脊椎動物。整體而言，水準相當高。學生們都受過長期的訓練，除了實驗技巧，

也學到統計與分析的方法。由於實驗技術的進步，大家的標準也逐年提高，所有

入圍的學生都非常厲害，許多都有獨到的創見。 

植物學科作品，參賽學生普遍表達能力良好，部分學生的英文介紹及答辯均

十分流暢。參賽作品主題多元，均能描述創新之處，具備學術性及實用性。學生

均有投入科學研究的熱忱，並能獲得科學研究的基礎訓練。學生均能提供詳實的

實驗記錄，也能對實驗原理有所說明。部分研究主題流於現象之觀測，缺乏假說

及驗證的過程，故形成很多臆測，論證不足。 

生物化學科作品，本次的研究特色大部分多充分利用大數據研究酵素的功能

與活性，尤其還解出蛋白質酵素結構來充分了解蛋白質酵素功能。參與的學生表

現良好，英文介紹與解釋十分流暢，亦能以英語辯答。充分反映學生對科學研究

投入大量的熱忱與心思。但有部分作品，完整性與未來的應用性有待提升。 

微生物學作品，件數較往年減少許多，僅三件入圍複選，作品各有其優劣。

推薦得獎的作品是參賽同學由某牙膏產品中發現含有乳酸菌而引發的靈感，進而

嘗試從各種乳酸食品或飲料中分離出菌株，並測試其對氫氧基磷灰石的分解能力

及對變異鏈球菌的抑制效果，最後能成功找到具保健牙齒的潛力乳酸菌。具有高

中生自發性與原創性的探究精神，並都是在自己高中校園內完成的實驗，是一件

生活化及實用性的高中生科展作品，值得肯定。國外僅一件作品參賽，也是由兩

位日本女同學經五年的時間完成，由土壤中微生物分離出的代謝物具有減緩細胞

生長，和發展抗癌藥物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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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與健康科得獎推薦作品如腸類組織、癌症微環境或免疫細胞分化，對於

疾病式臨床應用皆有很好的潛力，這些科研題目新穎。本屆學生整體壁報報告能

力提升，思路清晰。期許作者們在研究問題的背景知識、科研倫理、實驗紀錄與

統計方式上能更紮實。 

行為與社會科學科的作品，參展件數為往年的兩倍，研究的內容真正涵蓋範

圍廣泛，研究品質及深度也比往年更深入，使用的研究工具除了傳統社會科學研

究所使用的邏輯推理與研究設計外，也逐漸加入神經科學相關的研究手段，例如

腦波紀錄分析、眼動分析、動物行為操弄等等的實驗方法，讓作品的內容加深加

廣。今年參賽的隊伍也逐漸認知到使用人類當研究目標的話，必須申請 IRB以及

讓受試者簽署試驗同意書; 若使用脊椎動物當受試者的話，必須申請 IACUC。可

見這幾年參賽下來，讓行為與社會科學科的參賽作品更臻完善。 

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科作品，件數倍成長，且主題較為多元，其中有多個作

品皆能從現實生活中取材，並且能透過實驗方法進行驗證，整體而言作品的完整

程度高；然部分作品在資訊科學理論方面的著墨可再更為深入，對於相關文獻與

該主題當前最新發展的狀態掌握度仍有加強空間，同時在實驗日誌的撰寫上，可

更詳實記錄研究的過程。 

地球與環境科學科作品多元，整體而言，多件作品著重於開發偵測新技術與

新創的資料分析方法以探討各種地科與環境議題，相當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與關懷本土環境之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物理機制之說明可以多些探討。不過有些

研究構想很好，也已設計出很棒的檢測系統，但是欠缺實測之分析與驗證，相信

在往後持續的努力下，可以進一步成為一個更完善的作品。 

環境工程科作品，以微塑膠粒或廢塑膠分解為最大宗，共有四件作品，廢油

回收、廢汙水處理、建築降溫與水資源研究等，則各有兩件作品。一件國外回收

(去除)微塑膠粒之研究，因題材新穎，實驗完整，且具實用價值，被評定為一等

獎。一件探討溫度和碳源對 Pantoea sp.處理養殖廢水之影響及應用的國內作品，

經長時間的研究，提出降解水中亞硝酸鹽之機制，獲得二等獎。另外分獲三等獎

與四等獎的三件作品，也各有應用可能性與科學呈現之優點。整體而言，所有作

品之品質，均較以前作品為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