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續競賽得獎作品－金牌獎】金零碳排 
校系：中原大學電機工程系三年級 

參賽者：許〇欣 高〇鈞 張〇妮 

作品內容： 

此作品旨在設計一款電子金爐，藉由現代科技與環保理念，替代傳統的燒金紙習

俗。傳統燒金紙雖然具有深厚的文化意義，但其燃燒產生的煙霧以及製造金紙過

程對環境與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為了延續文化傳承，該金爐結合 AR 技術與電子

螢幕，模擬燒金紙的儀式效果，使用者可以通過手機 APP 中的 AR 技術將虛擬

金紙投擲到金爐中，螢幕即時顯示金紙燃燒的效果，保留了傳統儀式的心理慰藉，

同時減少環境負擔，此外 APP 還搭載廟宇地圖與集點系統，讓參拜過程更便捷

且具互動性，而該電子金爐使用太陽能供電，實現能源的可持續性。電子金爐不

僅具備環保性與實用性，還展示了科技在文化保護中的應用潛力，而透過手機

APP 提升整體參拜體驗，為廟宇提供現代化且環保的選擇。 



【永續競賽得獎作品－銀牌獎】SoilEASY 土壤觀察與檢測器具 
校系：明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四年級 

參賽者：陳〇妗 

作品內容： 

SoilEASY 是一可以讓農民定期好做土壤觀察與快速檢測的器具，不是所有的農 

作物都可以依照觀察葉片的方式來得知施肥的好壞、是否受到汙染或生病等， 而

肥料的控制與土壤的檢測皆是種植時的重要事情，因此 SoilEASY 利用錐形反 射

鏡的方式將土壤中的樣貌反射到管中，農民可更好地從上方觀察土壤的狀況 以

去應對與處理，而當需要更進一步的檢測時，可使用 SoilEASY 將土壤更好地 挖

起、並裝置內可直接混和檢測試劑，更好地得知土壤當中的氮、磷、鉀的含 量，

以去控制水分、肥料等。而 SoilEASY 兩側為抓土壤、下肥料的小器具，可 讓農

民更好地去挖土跟施肥。 

  

  



【永續競賽得獎作品－銅牌獎】蕉生灌養 

校系： 

中興大學生物與永續科技碩士班 一年級 

中興大學生物與永續科技博士班 一年級 

參賽者：薛〇文 陳〇德 

作品內容： 

在香蕉收成後產生比產品重量重之假莖和其他剩餘物，未有效運用則造成大量廢

棄及處理問題，每年台灣約 100 萬噸的香蕉假莖農業剩餘資材問題。前人研究

發現香蕉假莖具有豐富的鉀、鈣、磷等元素，且其纖維具有高纖維素比例有助於

複合材料強度增加，故本計畫「蕉生灌養」希望將剩餘資材香蕉假莖再生應用於

灌養我們的土壤。重新創造香蕉假莖價值，除假莖長纖維可以成為紡織廠混紡的

天然原料，其剩餘之假莖短纖維來製作生物可分解複合材料增強其強度，並製作

成農業資材如栽培盆、育苗穴盆、農地膜等，本構想設計之循環製造生物可分解

環保農業資材可減少農用塑膠廢棄和汙染等問題，在香蕉假莖纖維農資材分解後，

更能夠幫助土壤肥沃度，達到永續農業循環的目標。 

  



【永續競賽得獎作品－佳作】從海水開採永續化工原物料 

校系：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四年級 

參賽者：宋〇蓁 曹〇安 

作品內容： 

本計畫發想透過結合採用曬鹽場的濃縮海水，滿足公正轉型戰略策略；利用電化

學海水產氫，滿足氫能戰略策略；而妥善利用陰極鹼液副產物，誘發氫氧化鎂膠

體的成長，同時利用生物炭作為異質界面，加速鈣鎂物種晶體的成長與析出，滿

足資源循環零廢棄戰略策略，藉此得到附載鈣鎂物種生物炭替代原料/燃料，呼

應政府 2050 淨零轉型政策，實現從海水開採永續化工原物料的終極目標。 

 

  

  



【永續競賽得獎作品－佳作】GO 乘 GO 享 App  

校系：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四年級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系二年級 

參賽者：王〇 吳〇芸 

作品內容： 

我們設計了一個 App 平台，裡面分成共享與共乘兩個部分。其中共享部分為方

便學生租借閒置機車給其他同學使用者(前期只先開放機車共享)， 裡面的共乘

部分則方便一般汽機車共乘媒合，以及共乘 Uber 媒合。這樣的共享共乘平台除

了帶給在地同學便利性外，也符合永續發展指標(SDGs)11—永續城鄉發展。我

們在設計的過程也發現，全台也有許多大學有著和長庚大學類似的地理背景，例

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中國文化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中正大學

等。這些學校的交通場域與長庚兩校類似—校園至大眾運輸系統接駁點都具備單

一指向性。因此，若我們的 App 設計成功，我們可將此 App 成功的經驗推廣到

全台類似地理環境的學校。這樣的想法具備共享經濟、規模經濟與永發發展等多

重好處，這是我們提案的原因。 

 

  



【永續競賽得獎作品－佳作】海龜消波塊  

校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三年級 

參賽者：陳〇均 

作品內容： 

此為一款能讓海龜輕鬆通過的消波塊，讓海龜能順利前往產卵地點，而不會受

困其中導致死亡。且採用環保的玻璃，減少傳統消波塊遮擋海面上的自然光

線，導致剛孵化的海龜無法沿著海平面的光線爬向大海。透明的設計使海龜能

夠清楚看到海平線，增加它們順利到達大海的機率，從而提高生存率。此設計

中的底部通道專門為海龜設計，避免它們被卡在消波塊的縫隙間。通道的流線

型設計讓海龜更容易通過，而不會因為狹窄縫隙造成身體受損或困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