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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個小論文主要是關於研究土壤濕度感測器的相關資料，包含了研究的整

個過程，以及中間遇到的困難等，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研究動機
因為我們有一項寒假作業是要種植物並觀察，但是我們常有忘記澆水

或是澆水量不足或過量的情況發生。所以我們就想利用 microbit嘗試做出

土乾濕度感應器，來解決這個生活上的難題， 使得種出來的植物較為完

美。

另外我們想要了解土壤的溼度會對植物有多大的引響因為我們實在

太常把植物不是澆水澆到爛就是水澆太少導致枯萎，所以我們一致覺得需

要研究及了解植物需要與可以生長的乾濕度。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嘗試利用microbit土壤乾濕度感測器去製作一個土壤濕度感應器，從而降

低植物枯萎或太濕的情況，增加大家在自家陽台種植物的意願。這個目標

只要達成了，就可以促進綠化城市，減少二氧化碳在空氣中的含量。



三、文獻探討

這篇文章主要探討地表過程與大氣之交互作用對於短期天氣預報及

區域氣候變遷的影響。文章首先說明地氣交互作用過程的複雜性，例如土

壤溫度和土壤濕度可透過地表的可感熱、潛熱通量或植物蒸散作用等過程

與大氣交換能量及水氣，進而影響大氣邊界層以及局部環流的發展。

文章接著討論都市熱島效應（Urban Heat Island, UHI）對於風暴的形

成及轉向的影響，並指出都市充足綠化的地區會影響近地表的溫度及空氣

品質，進一步影響大氣邊界層的垂直結構。都市型態之地表類型會藉由都

市熱島效應改變局部之天氣型態。

文章最後指出影響模式地表過程的三個重要因子：

一、使用正確的地表參數，如土地利用型態、土壤種類及植被覆蓋率等；

二、合適的地表參數化過程；

三、提供土壤模式正確的初始資料。文章提出引進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

所發展之高解析土壤資料同化系統 (High Resolution Land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HRLDAS)，以期得到較好的土壤溫度和土壤濕度分

析場，並作為 WRF模式之土壤初始場。



四、研究方法

使用下列的物品

1.電線

2.USB連接器、microbit
3.鱷魚夾x2
4.土壤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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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程式:
如果電流感測到很多，會顯示「X」表示別澆了;如果電流快不夠了，會顯

示「O」可以澆水;如果電流嚴重不足，會顯示「！」表示趕快澆水。

另外，按下A鍵還能顯示電阻的大小，方便精準控制。( 數字越小越濕)
X、O、！的電阻數字判定請參考左圖程式。

其中含意 太乾了，趕快澆水
(電阻值>300)

正常濕度，可澆水
(電阻值>150，
<300)

夠溼了，不用澆水
(電阻值<150)

顯示的符號 ！ O X



原理介紹 土壤中的水分含量能改變土壤的電阻率，通常來說土壤中的含

水量越高，導電能力就越強。 土壤濕度感測器的金屬片在插入土壤中時，

能充分接觸到土壤，檢測到電阻率的改變，並轉化成電阻訊號的值。



伍 、預期研究結果（實驗結果未來延伸 ）

能利用我們的micro.bit測試土壤濕度讓植物發芽

當按下A鍵時的圖片

O代表可以澆適量水了 「X」是太濕，「！」是太乾



陸、研究建議與限制

1.必須要有microbit才能進行此實驗且必須用microbit的土壤濕度偵測器

才能偵測。

2.下次可以自記設計一台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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