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研究蛋白質演化具碩士水準 獲金獎 

媒體 自由時報 性質/版面 A10 

記者 簡惠茹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9 

網址 N/A 

「旺宏科學獎」高中生的諾貝爾獎 

〔記者簡惠茹／台北報導〕有高中諾貝爾獎之稱的「旺宏科學獎」第十七屆得獎名

單昨天出爐，最高獎項旺宏獎連續五年從缺，金牌獎則由師大附中二年級方詔陽和

鳳山高中三年級的丁祥峰獲得。丁祥峰高中生涯都在解決數學問題，方詔陽自己寫

程式比對蛋白質序列，更被科學獎召集人、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講座教授吳妍華

稱讚，具有碩士論文水準。 

 

鳳中生丁祥峰研究數學 同獲金獎 

方詔陽自己開發程式進行生物資訊研究，以「大腸桿菌、秀麗隱桿線蟲、烘培酵母

菌和阿拉伯芥的粒線體之蛋白質關係演化網路」研究獲獎；丁祥峰則是鑽研「正多

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定點與面積極值」相關數學問題。 

 

附中生方詔陽 自寫程式分析演化 

目前就讀高二的方詔陽，高一下學期開始進行這項研究，他表示，蛋白質序列比對

需要龐大的計算，複雜又費時，所以希望透過演算法程式設計簡化工作，他結合自

己寫程式的興趣，利用演算法進行序列比對分群，再進一步將資料整合成視覺化圖

像，形成蛋白質關係網路圖，進而依據粒線體的組成構造和?的種類，分析探討演化

關係。 

 

從開發程式到生物演化關係的討論，方詔陽說，一方面寫程式要不斷除錯，另一方

面還要閱讀大量的相關生物文獻，也會有心煩的時候，可是生物的世界真的太有趣

了，逐步解開謎題的過程，讓他著迷於研究，捨不得放下。 

 

丁祥峰的高中生活，則是與正多邊形度過。高一時開始投入研究，丁祥峰說，這是

一個不斷推導證明的過程，一有什麼想法冒出來，就會趁下課時間衝到老師辦公室

借電腦，證明自己的想法，後來推導出相當漂亮的證明，覺得好有成就感。 

 

對於旺宏獎連續五屆從缺，吳妍華表示，旺宏獎希望有非常突出的作品，建議學生

針對想研究的題目多閱讀相關文獻，從既有研究上進一步提問，可讓研究更加有創

意。 



 

  



2 旺宏科學獎 金門高中首獲學校獎 

媒體 金門日報 性質/版面  

記者 詹宗翰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9 

網址 N/A 

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昨日於台北松菸誠品表演廳舉行頒獎典禮，金門高中在本

屆旺宏科學獎首次獲得學校獎殊榮。今年旺宏科學獎獲獎總積分最高之前三名學校

金門高中位列其中，為本屆科學獎學校獎得主，金門高中校長廖俊仁到場領獎，該

校的歐陽瑩芸同學以「彈簧圈在受迫轉動下的共振」為研究題目，作品獲得旺宏科

學獎銀牌獎。 

 

本屆共有全臺 129 所學校組成 554 支隊伍參賽，今年入圍學校也較往年更為多元，

金門高中也在獲獎之列。今年獲獎總積分前三名的學校，分別為國立師大附中、國

立金門高中、國立板橋高中及高雄市立高雄女中四所學校，獲得學校獎暨校長獎獎

勵，其中金門高中及板橋高中為首次獲得學校獎之學校。 

 

本屆頒獎典禮多位產、官、學、研界重量級人士皆應邀出席頒獎，包括科技部陳良

基部長、教育部林騰蛟次長、中央研究院周美吟副院長、國立科學教育館陳雪玉館

長、前科學獎召集人清華大學李家同教授、中央研究院劉兆漢院士、遠哲教育基金

會馬蕙蘭執行長，以及中央大學、清華大學、中正大學等校方代表皆到場共襄盛舉。 

 

歐陽瑩芸的研究先將彈簧首尾黏合，捲成像甜甜圈的形狀，接者放置在旋轉振動儀

器底板上，觀察紀錄在不同振動頻率下彈簧圈的運動情形。她發現起初彈簧圈會和

底板以相同的方向旋轉，但在提高振動頻率後，彈簧圈竟越轉越慢，最後甚至以相

反方向旋轉，而令彈簧圈變換方向時的頻率，就稱為彈簧圈的「自然共振頻率」，後

更以各種不同材質、長度、圈數和圓圈半徑的彈簧玩具進行實驗。經過反覆測試，

她發現所有彈簧圈無一例外，只要達到某「自然共振頻率」，叛逆的彈簧就會開始用

與振動板相反的方向旋轉。她還發現自然共振頻率的大小，則和彈簧的重量、圈數、

內外圈半徑、長度及彈簧的硬度（又稱彈力常數）等各種變數有關。經不斷實驗、

紀錄，已能大致掌握這些因素對共振頻率的影響，並以這項前所未有的發現參加科

展比賽。以此研究成果在本屆旺宏科學獎中獲得銀牌獎。 

 

對於歐陽瑩芸解開了彈簧運動的秘密，指導老師李育賢表示，法拉第單純因為好奇

而發現了磁生電的物理現象，而數百年後的今天，磁生電已是所有發電機中最基本

的原理，關於彈簧圈的共振發現目前尚不清楚能應用在什麼地方，「但也許能期待，



未來它會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 

 

旺宏科學獎發起於 2002 年，旺宏教育基金會邀請暨南大學榮譽教授李家同教授擔任

召集人，與中央研究院特聘講座劉兆漢院士、東海大學物理系王亢沛榮譽教授、元

智大學張進福校長及清華大學孫運璿榮譽講座陳信雄教授共同組成召集委員會齊力

推動，舉辦第一屆旺宏科學獎，至今已邁入第十七屆。 

 



3 旺宏科學獎 金門高中首獲學校獎 

媒體 聯合報 性質/版面 B2K 

記者 蔡容喬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18 

網址 N/A 

高雄市中山工商今年首度參加有「高中職諾貝爾獎」美譽的旺宏科學獎，三年級學

生林紀存以「碳黑塗料運用於訊號識別之可行性分析」勇奪銀牌，打敗建中、北一

女等明星高中強勁對手，成唯一獲獎高職生。 

 

林紀存說，老師鼓勵他以該項研究參加旺宏科學獎，但準備過程中不斷遇到挫折，

放棄的念頭從沒斷過，獲獎讓他更加確定自己未來上大學後，將持續從事相關研究。 

 

林的指導老師楊鎮添說，林花了 1 年研究碳黑塗料的導電性如何控制電器，至少調

配幾千次才找到最佳導電濃度，因旺宏科學獎著重學術根基，對高職生挑戰大，林

志在參加，得知獲獎驚喜萬分。銀牌得主可獲頒大學 4 年獎學金 20 萬元，5 名召集

委員還會撰寫推薦信，讓得獎者申請知名大學科系推甄，但林紀存對於得獎「想都

不敢想」，並沒有事先報名大學入學「特殊選才」，明年仍得靠自己實力考大學學測。 

 

林紀存說，自己班上一位同學專精書法，某天他突發奇想，拿電表去測量同學寫的

書法字，發現電表竟對毛筆字有反應，他嘗試自行調製碳黑塗料，利用其煤煙粒子

的導電性，取代傳統塑膠開關功能，只要塗在電器或牆面上薄薄一層，就能扮演控

制電器訊號的角色。 

 

不過，為了找出煤煙粒子導電的最佳比例，林吃盡苦頭，因為濃度、溫度、濕度等

外在因素，都會影響碳黑塗料的電容感應，他用電腦記錄數萬筆資料，才歸納出穩

定的濃度曲線，投入 1 年時間才掌握最佳比例。 



 

 

 

  



4 旺宏科學獎 金門高中首獲學校獎 

媒體 真晨報 性質/版面 06C 

記者 陳信銘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18 

網址 N/A 

 中山工商資訊科林紀存首度參加有高中職諾貝爾獎美譽的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

以「碳黑塗料運用於訊號識別之可行性分析」奪得銀牌獎，不僅成為私校唯一獲獎

學校，得獎者林紀存還獲二十萬元升讀大學四年獎金，名利雙收。 

 

   旺宏科學獎 私校唯一獲獎學校 

 

 旺宏科學獎今年共有一百二十九所學校五百五十四支隊伍參賽，歷屆迄今己逾一

萬四千人次參賽，被譽為高中職的諾貝爾獎。過去都由公立名校所獨佔鰲頭，林紀

存從研究到實驗，挫折家常便飯，放棄更是在腦海縈繞，但他喜歡一句廣告詞「不

做不怎麼樣，做了才更不一樣」，楊鎮澤老師鼓勵他參加旺宏科學獎時，一口就答應。 

 

 校長林昭億表示，人們生活中離不開各種開關，傳統開關都是機械原理，按壓易

生火花，潛藏危機，林紀存突發奇想，提出了一個兼具安全、時尚美觀且更環保的

方法，取代電器訊號辨識，未來生活空間恐變得不一樣。 

 

 林紀存研究「炭黑塗料運用於訊號辨識之可行性分析」，以自行調製的獨門碳黑塗

料，取代開關功能，獨門塗料只需在電器或牆面上，塗製薄薄一層即可扮演控制訊

號的重大角色。 

 

 林紀存說，班上有位同學專精書法，某天他調皮拿著三用電表去測量他寫的書法

字，結果竟然出現上課所學到的電容感應特性，才萌生奇想，並想方設法予以實踐。

【記者陳信銘／大寮報導】 

 

  



 

 

  



5 旺宏科學獎 中山工商林紀存奪銀 

媒體 民眾日報 性質/版面 B11 

記者 陳明成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N/A 

【本報記者陳明成高雄報導】中山工商林紀存參加有高中職諾貝爾獎美譽的第 17 屆

旺宏科學獎，就以「碳黑塗料運用於訊號識別之可行性分析」奪得銀牌獎，成為私

校唯一獲獎學校，獲 20 萬元升讀大學四年獎金，名利雙收。 

 

 旺宏科學獎今年共有 129 所學校 554 支隊伍參賽，被譽為高中職的諾貝爾獎。林

紀存國中畢業後未考上雄工，多數親友兄弟都讀中山工商，他選擇中山工商資訊技

術學程，他喜歡廣告詞「不做不怎麼樣，做了才更不一樣」,楊鎮澤老師鼓勵他參加

旺宏科學獎時。 

 

 旺宏科學獎過去都由公立名校所獨佔鰲頭，林紀存從研究到實驗，挫折家常便飯，

放棄更是在腦海縈繞，不曾中斷，最終得獎連他和指導老師都感意外與興奮。 

 

 校長林昭億表示，人們生活中離不開各種開關，傳統開關都是機械原理，按壓易

生火花，潛藏危機，林紀存突發奇想，提出了一個兼具安全、時尚美觀且更環保的

方法，取代電器訊號辨識，若實驗成功，未來生活空間恐變得不一樣。 

 

 林紀存研究「炭黑塗料運用於訊號辨識之可行性分析」，以自行調製的獨門碳黑塗

料，取代開關功能，獨門塗料只需在電器或牆面上，塗製薄薄一層即可扮演控制訊

號的重大角色。研發過程吃足苦頭，碳黑塗料導電的關鍵在於塗料內的煤煙粒子，

煤煙粒子的比例是影響電容感應的重要關鍵，而濃度、溫度、濕度都影響碳黑塗料

的電容感應，他整整投入一年時間才掌握最佳比例。 



 

  



6 高中生諾貝爾獎 鳳山和師大附中學生奪金牌 

媒體 自由時報電子報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簡惠茹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36797 

〔記者簡惠茹／台北報導〕有高中諾貝爾獎之稱的「旺宏科學獎」第 17 屆得獎名單

今天出爐，最高獎項旺宏獎連續 5 年從缺，金牌獎則由師大附中二年級方詔陽和鳳

山高中三年級的丁祥峰獲獎。方詔陽自己寫程式比對蛋白質序列，更被召集人吳妍

華稱讚具有碩士論文水準。 

 

 有高中諾貝爾獎之稱的「旺宏科學獎」第 17 屆得獎名單今天出爐，金牌獎則由師

大附中二年級方詔陽（右）和鳳山高中三年級的丁祥峰（左）獲獎。（記者簡惠茹攝） 

有高中諾貝爾獎之稱的「旺宏科學獎」第 17 屆得獎名單今天出爐，金牌獎則由師大

附中二年級方詔陽（右）和鳳山高中三年級的丁祥峰（左）獲獎。（記者簡惠茹攝） 

 

今年旺宏科學獎共有 554 隊隊伍參賽，金牌獎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方

詔陽，以及國立鳳山高級中學丁祥峰獲得，方詔陽自己開發程式進行生物資訊研究，

以「大腸桿菌、秀麗隱感線蟲、烘焙酵母菌和阿拉伯芥的粒線體之蛋白質關係演化

網路」研究獲獎，丁祥峰則是鑽研正多邊形數學問題，「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

角形」』定點和面積極值」。 

 

目前就讀高二的方詔陽，從高一下學期開始進行這項研究，他表示，一開始從課程

中學到粒線體是獨特胞器，本身會自己產生能量、有雙層膜、還有遺傳物質，所以

很想了解大腸桿菌、秀麗隱感線蟲、烘焙酵母菌和阿拉伯芥這四種粒線體彼此的蛋

白質演化關係。 

 

方詔陽說，但是生物資訊需要龐大的計算，屬於複雜費時的工程，所以他希望透過

演算法程式設計來簡化工作，因此結合他自己寫程式的興趣，利用演算法來進行蛋

白質序列比對分群，得出相似分數後，再進一步將資料整合成視覺化圖像，形成清

楚的蛋白質關係網路圖，進而依據粒線體的組成構造和酶的種類，分析探討演化關

係。 

 

從開發程式到生物演化關係的討論，方詔陽說，一方面寫程式要不斷除錯，另一方

面還要閱讀大量的相關生物文獻，也會有心煩的時候，可是生物的世界真的太有趣

了，所以逐步解開謎題的過程，讓他著迷於研究捨不得放下。 



 

每個禮拜一晚上都會固定跟老師討論研究進度，每次都幾乎討論到晚上九點多，指

導老師李伯翰表示，方詔陽幾乎不會缺席討論，提供給他的論文文獻或研究進度都

會按部就班完成，是很認真的學生。 

 

丁祥峰的高中生活，則都是與正多邊形度過，他高一時因為看到過去的科展題目，

開始研究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定點和面積極值，丁祥峰說，這是一個

不斷推導證明的過程，一有什麼想法冒出來，就會趁下課時間衝到老師辦公室借電

腦，開始證明自己的想法，後來終於推導出相當漂亮的證明，自己更覺得好有成就

感。 

 

丁祥峰也有遇到低潮凡悶的時候，他說，有一天晚上坐在家裡的電腦前，怎麼也無

法再繼續下一步，可是這時媽媽幫她泡了一杯熱奶茶，讓他深深覺得有家人的支持，

指導老師黃佩瑜的協助，他有這麼多堅強的後盾，一定能完成這項研究。 

 

對於旺宏獎連續從缺五屆，旺宏科學獎召集人、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講座教授吳

妍華表示，旺宏獎的研究作品希望是非常突出的研究，建議學生可以針對想研究的

題目多閱讀相關文獻，從既有研究上進一步提問，可以讓研究更加有創意。 

 

吳妍華也稱這次是最感動的一屆，她說，旺宏科學獎初衷是想要推動高中科普，從

今天頒獎的題目和參加得獎的學校，可以看到科學推廣已經達到社區學校甚至離島

都有學生參與，也拿到很好的獎項。 



 

   

 

  



 

  

7 研究蛋白質演化網路 高校生奪旺宏科學獎金牌獲 40 萬獎學金 

媒體 ETtoday 新聞雲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崔至雲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208/1326068.htm 

有著「高中諾貝爾獎」的「旺宏科學獎」8 日舉行頒獎典禮，本屆金牌得主由師大

附中方詔陽的「大腸桿菌、秀麗隱桿線蟲、烘培酵母菌和阿拉伯芥的粒線體之蛋白

質關係演化網路」獲得，他利用大數據方式進行蛋白質序列比對，探討其演化關係。 

 

方詔陽提到研究理念時他說，有次閱讀國外論文時，發現結合資訊及生物的跨領域

研究，啟發他想到以大數據方式進一步研究基因特徵，他從蛋白質資料庫下載蛋白

質序列，再設計一套演算法，針對大腸桿菌、線蟲、酵母菌、阿拉伯芥粒線體的組

成蛋白質為研究對象進行比對，找出粒線體各構造中的主要蛋白質分群並將資料視

覺化，探討內膜、外膜、膜間隙及基質蛋白的相關性，繪製出蛋白質網路圖，完成

演化細節上的分析，未來他期待能透過 AI 為研究帶來更突破性的發展。 

 

另外，鳳山高中學生丁祥峰的作品「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定點與面積

極值之研究」，以獨特的創意，運用密克定理解決任意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的

問題，成功奪得金牌獎，2 名金獎得主，各可獲得大學四年 40 萬元獎學金。此外，

今年獲獎總積分最高之前三名學校包括師大附中、金門高中、板橋高中及高雄女中

四所學校，為本屆科學獎學校獎得主。 

 

本屆頒獎典禮多位產官學研界重量級人士皆應邀出席頒獎，包括科技部部長陳良

基、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周美吟、國立科學教育館陳雪玉館長、

前科學獎召集人清華大學李家同教授等。 

 

這屆共有 129 所學校組成 554 支隊伍參賽，今年入圍學校也較往年更為多元，有多

所社區高中及東部，甚至離島高中獲獎。旺宏電子暨旺宏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吳敏求

則分享過去打橋牌的經驗提到，橋牌透過一局 52 張牌，組合出千變萬化的策略，如

何從蛛絲馬跡中判讀對手及隊友的策略，是他過去鍛鍊邏輯能力的方法。他鼓勵在

座的同學們，未來不管從事科學研究或是到職場工作，都要去思考自己能創造什麼

樣的價值，鍛鍊及培養自己的「紀律」、「觀察力」及「邏輯能力」，以掌握成功三個

重要關鍵鑰匙。 



 



 

 



8 別人唸高中追女孩 他用大數據完成生物演化分析 

媒體 台灣蘋果日報網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洪德諭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s://tw.appledaily.com/hot/realtime/20181208/1480384/ 

有「高中諾貝爾獎」美稱的第 17 屆旺宏科學獎今天舉行頒獎典禮，來自師大附中的

方詔陽以大數據方式，花費半年時間完成大腸桿菌、酵母菌等生物彼此演化細節分

析，更透過此方式將過去需 1 個月分析時間縮減至 1 周左右，獲得金牌肯定。指導

老師李柏翰更指此研究有「碩士論文等級」。 

  

有「高中諾貝爾獎」美稱的旺宏科學獎從 2002 年起舉辦，今年邁入第 17 屆，至今

已有 189 支隊伍、1 萬 7 千人次參與，今年總計有 20 件作品入圍決賽。獲得旺宏金

牌獎得獎者大學 4 年最高可獲得 40 萬補助。 

  

旺宏教育基金會表示，方詔陽的研究是先從蛋白質資料庫下載蛋白質序列，再以

Minimum Spanning Clustering(MSC)設計一套演算法，針對大腸桿菌、酵母菌等組成

蛋白質為研究對象進行比對，找出粒線體各構造中的主要蛋白質分群並將資料視覺

化，探討內膜、外膜、膜間隙及基質蛋白的相關性，繪製出蛋白質網路圖，完成演

化細節上的分析。 

  

現就讀師大附中高二的方詔陽表示，由於他對於生物相當在行，加上國三時學習程

式覺得只要打幾個字就可教電腦做事很酷，因而決定本次以生物結合資訊科技為主

軸進行研究。 

  

方詔陽回憶，由於分析程式是由自己開發，在進行資料比對時會出現 BUG，讓他必

須自行找出方法解決，而為順利完成研究，他也得利用課餘時間，像是周一晚上會

與指導老師李柏翰討論，假日有時也得趕進度犧牲休假，面對研究的內容，更會閱

讀相關的論文，找出研究蛋白質的作用為何。 

  

方詔陽指出，本次研究最大的收穫，除了透過比對完成大腸桿菌、酵母菌等生物彼

此演化細節分析外，由於整合比對生物資訊是龐大的工程，像是本次的研究，就得

針對 4 千多筆資料做分析比對，不過透過資訊科技的方式，可將分析時間從 1 個月

縮短至 1 周左右。 

  

獲獎後，方詔陽直呼「很意外」，特別感謝家人一直支持他做研究；面對研究上的困



 

 

難，他則認為靠著耐心、熱情將可迎刃而解，而在生物資訊工程領域廣大但僅有少

數族群去做的情況下，未來他也將會往此方向繼續發展。 

  

指導老師李柏翰則說，完成此研究，得要對基因資料庫很熟悉、對生物的訓練夠紮

實，且能透過程式將無意義的資訊變得有意義，這項研究絕對有「碩士論文等級」。

李還說，方詔陽相當認真，像是周一晚上固定的討論時間，他只有考試前才會缺席，

同時要求的作業也從來未遲交。（洪德諭／台北報導） 



 

 

  



 

 

 

 

 

9 第 17 屆旺宏科學獎頒獎典禮將舉行 重量級貴賓助陣 

媒體 台灣蘋果日報網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楊喻斐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208/1475953/ 

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今（8）日舉行頒獎典禮，本屆金牌由師大附中學生方詔陽、

鳳山高中學生丁祥峰奪得，兩人將各可獲得大學四年新台幣 40 萬元獎學金。 

 

本屆全國共有 129 所學校組成 554 支隊伍參賽競賽，今年獲獎總積分最高之前三名

學校，包括師大附中、金門高中、板橋高中及高雄女中四所學校，為本屆科學獎學

校獎得主，其中金門高中及板橋高中皆是首次獲得學校獎殊榮。 

 

典禮邀請到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周美吟、清

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李家同、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兆漢等多名學術代表到場。 

 

師大附中得獎學生方詔陽的研究主題，即為「大腸桿菌、秀麗隱桿線蟲、烘培酵母

菌和阿拉伯芥的粒線體之蛋白質關係演化網路」，他以大數據研究蛋白質序列，探討

其演化關係，獲得評審青睞，勇奪金牌獎。 

 

方詔陽表示，他在閱讀國外論文時，發現結合資訊及生物的跨領域研究，啟發他以

大數據研究基因特徵。 

 

另外，鳳山高中獲獎學生丁祥峰的作品，則為「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

定點與面積極值之研究」，他以獨特的創意，運用密克定理，解決任意多邊形內接指

定內角三角形的問題，同樣成功奪得金牌獎。 

 

丁祥峰則說，他對幾何的特性深深著迷，並且參考歷屆科展作品中，看到多邊形存

在一個點可內接一個正三角形，引發他想進一步延伸到任意指定內角三角形，意外

發現三角形暗藏的美麗性質，透過運用幾何學中的密克定理中相交圓的特性，讓他

順利破解難關。 



 

 

 

 



 

 

 

 

 

 

 

  



10 旺宏科學獎邁入第 17 屆 科技部長也曾參與獲獎 

媒體 台灣蘋果日報網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楊喻斐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08002523-260405 

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今（8）日舉行頒獎典禮，本屆金牌由師大附中學生方詔陽、

鳳山高中學生丁祥峰奪得，兩人將各可獲得大學四年新台幣 40 萬元獎學金。 

 

本屆全國共有 129 所學校組成 554 支隊伍參賽競賽，今年獲獎總積分最高之前三名

學校，包括師大附中、金門高中、板橋高中及高雄女中四所學校，為本屆科學獎學

校獎得主，其中金門高中及板橋高中皆是首次獲得學校獎殊榮。 

 

典禮邀請到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周美吟、清

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李家同、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兆漢等多名學術代表到場。 

 

師大附中得獎學生方詔陽的研究主題，即為「大腸桿菌、秀麗隱桿線蟲、烘培酵母

菌和阿拉伯芥的粒線體之蛋白質關係演化網路」，他以大數據研究蛋白質序列，探討

其演化關係，獲得評審青睞，勇奪金牌獎。 

 

方詔陽表示，他在閱讀國外論文時，發現結合資訊及生物的跨領域研究，啟發他以

大數據研究基因特徵。 

 

另外，鳳山高中獲獎學生丁祥峰的作品，則為「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

定點與面積極值之研究」，他以獨特的創意，運用密克定理，解決任意多邊形內接指

定內角三角形的問題，同樣成功奪得金牌獎。 

 

丁祥峰則說，他對幾何的特性深深著迷，並且參考歷屆科展作品中，看到多邊形存

在一個點可內接一個正三角形，引發他想進一步延伸到任意指定內角三角形，意外

發現三角形暗藏的美麗性質，透過運用幾何學中的密克定理中相交圓的特性，讓他

順利破解難關。 



 

 



 

 

 
 

  



 

11 旺宏科學獎金獎 師大附中、鳳山高中學生勇奪 

媒體 中時電子報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李侑珊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08002523-260405 

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今（8）日舉行頒獎典禮，本屆金牌由師大附中學生方詔陽、

鳳山高中學生丁祥峰奪得，兩人將各可獲得大學四年新台幣 40 萬元獎學金。 

 

本屆全國共有 129 所學校組成 554 支隊伍參賽競賽，今年獲獎總積分最高之前三名

學校，包括師大附中、金門高中、板橋高中及高雄女中四所學校，為本屆科學獎學

校獎得主，其中金門高中及板橋高中皆是首次獲得學校獎殊榮。 

 

典禮邀請到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周美吟、清

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李家同、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兆漢等多名學術代表到場。 

 

師大附中得獎學生方詔陽的研究主題，即為「大腸桿菌、秀麗隱桿線蟲、烘培酵母

菌和阿拉伯芥的粒線體之蛋白質關係演化網路」，他以大數據研究蛋白質序列，探討

其演化關係，獲得評審青睞，勇奪金牌獎。 

 

方詔陽表示，他在閱讀國外論文時，發現結合資訊及生物的跨領域研究，啟發他以

大數據研究基因特徵。 

 

另外，鳳山高中獲獎學生丁祥峰的作品，則為「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

定點與面積極值之研究」，他以獨特的創意，運用密克定理，解決任意多邊形內接指

定內角三角形的問題，同樣成功奪得金牌獎。 

 

丁祥峰則說，他對幾何的特性深深著迷，並且參考歷屆科展作品中，看到多邊形存

在一個點可內接一個正三角形，引發他想進一步延伸到任意指定內角三角形，意外

發現三角形暗藏的美麗性質，透過運用幾何學中的密克定理中相交圓的特性，讓他

順利破解難關。 

  



 

 

 



 

 

 

 

 

12 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 附中、鳳中南北稱雄 

媒體 大成報(台灣)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林瑞明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8 

網址 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3&n_id=17

4192 

（大成報記者林瑞明/台北報導）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今（12/8）日舉行頒獎典禮，本

屆旺宏科學獎由師大附中方詔陽以「大腸桿菌、秀麗隱桿線蟲、烘培酵母菌和阿拉伯芥的

粒線體之蛋白質關係演化網路」贏得金牌，他利用大數據方式進行蛋白質序列比對，探討

其演化關係；另外，鳳山高中丁祥峰的作品「正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定點與面

積極值之研究」，以獨特的創意，運用密克定理解決任意多邊形內接指定內角三角形的問

題，成功奪得金牌獎，將各可獲得大學四年新臺幣 40萬元獎學金。此外，今年獲獎總積分

最高之前三名學校包括師大附中、金門高中、板橋高中及高雄女中四所學校，為本屆科學

獎學校獎得主，其中金門高中及板橋高中皆是首次獲得學校獎殊榮。 

 

隨著 AI人工智慧議題發酵，本屆科學獎獲獎作品首見高中生也將 AI 概念融入作品，除了

AI智能橋牌機器人之外，也有使用無人機監測並傳輸溫濕度及 PM2.5等數據，以及利用區

塊鏈概念開發智能合約等作品。另外，環保永續主題也是同學持續關注的重點，這次獲獎

作品包括運用碳黑塗料的導電性取代現行常見的塑膠開關、以更環保的方式分離廢紙中的

碳粉及紙纖維增加廢紙回收效率，也有探究可重複使用的觸媒紙作品，更有同學將常見的

蛋殼再製成環保磚等。同學對生活週遭的觀察所衍生的創意作品也相當有趣，例如自製咖

啡檢測儀判斷咖啡的香氣、顏色及酸鹼度，運用隨手可得的針製作簡易除溼器。還有同學

們研製可攜式油品快篩儀為食安把關。 

 

本屆共有全臺 129所學校組成 554支隊伍參賽，今年入圍學校也較往年更為多元，有多所

社區高中及東部，甚至離島高中獲獎，顯示旺宏教育基金會這幾年在臺灣各地推展科普教

育的具體成果。其中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新北市立新北高中及高雄中山工商，皆是首度進

入決賽獲獎的學校，而今年獲獎總積分前三名學校，分別為國立師大附中王淑麗校長、國

立金門高中廖俊仁校長、國立板橋高中賴春錦校長及高雄市立高雄女中林香吟校長四所學

校，獲得學校獎暨校長獎獎勵，其中金門高中及板橋高中為首次獲得學校獎之學校。 



  

    

       



 

 

 

  



13 第 17 屆旺宏科學獎 竹女建功獲獎抱回共 30 萬獎金 

媒體 聯合新聞網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陳斯穎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12 

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533566 

被喻為「高中的諾貝爾獎」的「旺宏科學獎」，日前舉辦第十七屆的頒獎典禮，本屆旺宏

科學獎新竹地區成果優異，拿下一銀一優等及觀眾票選最佳人氣獎等。其中，新竹女中黃

以慧以「『賊』頭『賊』腦一探討烏賊的分數數感及其相關特性」作品贏得銀牌獎，將可

獲得大學四年新臺幣 20萬元獎學金；建功高中涂可凡以「調皮搗「蛋」-蛋殼環保人造磚」

作品獲得優等獎及票選最佳人氣獎的肯定，則獲得大學四年新臺幣 10萬元獎學金。 

 

本屆科學獎共有 129所學校組成 554支隊伍參賽，今年入圍學校也較往年更為多元，有多

所社區高中及東部，甚至離島高中獲獎，顯示旺宏教育基金會這幾年在臺灣各地推展科普

教育的具體成果。 

 

新竹女中繼去年成功拿下旺宏科學獎金牌獎後，今年黃以慧同學再度以生物組作品獲得旺

宏科學獎銀牌獎的肯定。黃以慧表示，有次在科學雜誌中閱讀到一篇研究，發現烏賊面對

蝦子時，會常選擇多數的那一邊靠近捕獵，證實烏賊具有整數數感，促使她想知道烏賊在

整數判別之外，是否也具有分數數感。 

 

因此，她使用一隻大蝦搭配一隻小蝦，同樣運用二選一的方式讓烏賊捕食，藉此研究烏賊

的選擇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烏賊擁有分數數感，但她也發現此數感隨著蝦子整體數量增

加後會達到辨別極限，符合韋伯定律的表現。 

 

建功高中涂可凡同學則注意到臺灣人使用大量雞蛋，蛋殼只能丟棄，當她看到有關蛋殼製

作粉筆的研究後，便聯想到加入蛋殼變成磚塊的可能性。經過無數次實驗，涂可凡成功找

到蛋殼、石灰粉及黏著劑混合的最佳比例，自製出具有環保概念的蛋殼人造磚。新穎的環

保概念，除了獲得本屆旺宏科學獎優等獎的肯定外，並在票選(網路佔 40%及現場佔 60%)

後獲得最佳人氣作品。 

 

旺宏科學獎召集人、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吳妍華講座教授表示，審查委員非常重視科學

作品各項細節，除了會詳閱參賽學生們的實驗記錄簿，對於成果報告書或簡報內容中的細

節，例如座標軸單位，數據的小數點位數未統一，甚至是引用文獻來源資訊標註不清楚或

不完整等問題都相當注意。 

 



 

 

 

她指出，這些細節，反映出科學研究的態度及嚴謹性。她也勉勵同學們在參考文獻上能加

強國際觀，提昇語文能力，多參考國際研究成果以拓展更寬廣的視野。 



 
  



 

  

14 第 17 屆旺宏科學獎 竹女建功獲獎抱回共 30 萬獎金 

媒體 中時電子報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羅浚濱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12 

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213002425-260412 

第十七屆「旺宏科學獎」日前頒獎，新竹地區成果斐然，新竹女中黃以慧以「『賊』

頭『賊』腦」作品贏得銀牌獎，建功高中涂可凡以「調皮搗『蛋』作品，獲得優等

獎及票選最佳人氣獎，兩人進大學四年分別各獲 20 萬和 10 萬元獎學金。 

 

本屆旺宏科學獎有全台 129 所學校組成 554 支隊伍參賽，新竹女中繼去年成功拿下

旺宏科學獎金牌獎後，今年黃以慧同學再度以生物組作品獲得旺宏科學獎銀牌獎的

肯定。 

 

黃以慧表示，有次在科學雜誌閱讀到一篇研究，發現烏賊面對蝦子時，會常選擇多

數那一邊靠近捕獵，證實烏賊具有整數數感，促使她想知道烏賊在整數判別外，是

否也具有分數數感。 

 

她使用一隻大蝦搭配一隻小蝦，同樣運用二選一方式讓烏賊捕食，藉此研究烏賊的

選擇並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烏賊擁有分數數感，並發現此數感隨著蝦子整體數量增

加後會達到辨別極限，符合韋伯定律的表現。 

 

建功高中涂可凡同學說，看到有關蛋殼可以變成粉筆的研究後，聯想是否可以透過

加入蛋殼變成磚塊，經過無數次實驗，找到蛋殼、石灰粉及黏著劑混合的最佳比例，

自製出具有環保概念的蛋殼人造磚。 

 

涂可凡新穎的環保概念，除獲得本屆旺宏科學獎優等獎的肯定外，並在票選(網路佔

40%及現場佔 60%)後獲得最佳人氣作品。 

 

旺宏電子暨旺宏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吳敏求鼓勵同學們，未來不管從事科學研究或是

到職場工作，都要去思考自己能創造什麼樣的價值，鍛鍊及培養自己的「紀律」、「觀

察力」及「邏輯能力」，以掌握成功三個重要關鍵鑰匙。 



  

  

  



 

  



 

  

15 潮州高中兩學生 特殊選材分別錄取台大、成大 

媒體 聯合新聞網 性質/版面 web 

記者 蔣繼平 圖/表 圖 

時間 2018/12/17 

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3542305 

國立潮州高中免試升學放榜，兩位學生靠特殊選才上了台大和成大，熱愛人文及宗

教文化的潘宗佶錄取成大台灣文學系，他也曾投稿過鳴人堂，寫下「為老祖而歌或

為政治跳舞」一文；另外，劉宇晴靠著研究捕蠅草得獎，順利錄取台大園藝系。 

 

潘宗佶來自萬巒鄉赤山村的平埔族，也就是馬卡道族，再加上從小跟著家人餐與宮

廟活動，培養熱愛在地文化的興趣，但是不愛念書考上屏東高工機械科，但確認只

喜歡文史研究，高一下學期轉學考進潮州高中社會組就讀。 

 

潘宗佶曾以馬卡道族的文史研究獲選潮中的文學獎，也陸續參加教育部的小論文和

閱讀比賽，撰文過幾篇馬卡道族及台灣史的研究，今年也投稿過聯合報鳴人堂，他

對文化保存具有使命感，立志未來會繼續研究馬卡道族和台灣民俗。 

 

劉宇晴高二下和同學研究捕蠅草獲得全國科展第二名，月初又獲得第 17 屆旺宏科學

獎銀牌獎，拿到 20 萬元獎學金，研究捕蠅草捕捉獵物時葉子會快速閉合，分析膨壓

運動及翹曲現象，跟細胞排列方式有關，希望未來延伸到製衣技術。 

 

劉宇晴說，高一開始對豬籠草、捕蠅草、毛氈苔有興趣，相較其他植物很特別，會

運動捕食獵物，也希望減少一般對食蟲植物的認知，「其實，牠們很可愛」。長期以

來對植物研究抱持熱忱，相信透過努力能夠應付未來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