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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最近幾年在臺灣的氣候可說是愈來愈炎熱，所使用的空調

設備次數也逐日漸多，為了方邊觀看目前的溫度約多少，本專

題可以經過測量來呈現。  
 
本專題為了能夠與每戶家庭都能使用到所以在材料以及成

本都是低消費，而且在家中也能透過網路來進行觀看及調整，

所以在生活品質是不可或缺的。  
 

關鍵詞：Arduino、溫度、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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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在家中就能夠方便知道目前的溼度以及溫度，看溼度是

否太高來決定要不要開除溼機，相同的看溫度是否太高也方

便來決定要不要使用空調設備。  
 

二、製作目的  
以高職三年用心學得專業能力拿出來實用，以及配合課

程的需要，學習在學校無法學到的事物。並讓學生了解一套

系統並非是只要有一門專業技術能力就夠了，而是要多種專

業能力的融合才能設計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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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架構  
 

主題討論

計劃書擬定

專題製作實施

研究方法

專題製作報告

歷程紀錄掌握進度

簡報 電子檔

專題成果發表

期末檢討

書面報告

 

圖 1 專題製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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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  
一、數位化原理  
  將聲音圖像及原文，轉換成電腦可判讀的形式－為使用一連串的 0 與

1 之組合，來將資訊以暗碼之形式做傳輸。從媒介轉換的角度來說，數位

化就是原有媒介 (如文字、器物 )轉變成只以電腦判讀形式的訊息呈現。數

位訊號之形成（要經過取樣、量化、編碼等過程）與處理（如多工、調變

等），都是經由一些繁複的數學理論所導引得來的，在不同應用上，有各種

不同的模式，最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系統。  

從字面上來說，數位化 (Digital)就是以數字來描述事物。例如用數字紀錄

一張桌子的長寬高尺寸以及各木料間的角度，這就是一種數位化。跟數位

常常一起被提到的字是類比 (Analog/Analogue)。類比的意思是用相似的東

西去表達，例如將桌子用傳統相機將三視圖拍下來，就是一種類比的紀錄

方式。  
 
 
 
二、為什麼要數位化？  
數位化的最大好處是方便資料傳輸與保存，使資料不易失真。只要紀錄資

料的數字大小不改變，紀錄的資料內容就不會改變。傳統類比的方式紀錄

訊號，如使用 LP 表面的凹凸起伏或是錄音帶表面的磁場強度來表達振幅

大小，在我們複製資料時，無論電路設計多麼嚴謹，總是無法避免雜訊的

介入。這些雜訊會變成複製後資料的一部份，造成失真，訊號大小與雜訊

大小的比值會越來越低，有意義的資料細節也越來越少，複製過錄音帶或

是錄影帶，一定有過發現拷貝版雜訊較大的經驗。在數位化的世界裡，數

字轉換為二進位，以電壓的高低判讀 1 與 0，並可加上各種檢查碼，使得

出錯機率大大降低，因此在一般的狀況下無論資料複製多少次，都可以達

到不失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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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 Arduino 

Arduino 是一種開放授權的互動環境開發技術，互動裝置其實無所不在，

像是冷氣的恆溫裝置，便是使用感測器偵測環境溫度，進行室內溫度的自

動調節；還有汽車使用的倒車雷達，過於靠近物體便會發出聲音警告駕駛

者。這些裝置為生活增加不少安全及便利，互動能帶給使用者驚喜，有時

會以藝術品的方式呈現在生活當中。  

 以往要處理相關的電子設備時，需要透過工程師，逐一由單一小元件拼

湊出整個電路。大多數的設計工具都是為了工程師設計，除了電路外還需

要廣泛的知識，才有辦法完成電路。還好微處理器有了長足的進步，除了

在使用上變得更為容易，價格上的減少更降低了學習的門檻。  

 
四、Arduino 的特色  

開放源碼 (open-source)。不僅軟體是開放源碼，硬體也是開放的。軟體的

開發環境可在網上免費下載，而 Arduino 的電路設計圖也可從官方網站自

行下載，依據自身之需求進行修，但須要符合創用 CC 授權條款 (創用 CC

授權條款 )。  

 開發簡單，參考資料多。在以往的硬體環境中，要開發微控制器的程式，

開發者需要具備電子、電機及相關科系的背景，一般人需花費大量時間能

有機會進入這個開發環境中。Arduino 學習門檻較為簡單，不需要電子電

機相關科系的背景，也可以很容易學會 Arduino 相關互動裝置的開發。由

於  Arduino 以公開共享為基礎，多數人都樂於分享自己的的創品，網路上

能找的創作案子非常豐富。以此會基礎，有時只需要參考分享者的作品，

依據自身的需求行調整，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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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rduino 硬體介紹  

微控制器  ATMEGA328 

工作電壓  5V 

輸入電壓（推薦）  7-12V 

輸入電壓（限制）  6-20V 

數字 I  /  O 接腳  14（ 6 個提供 PWM 輸出）  

模擬輸入接腳  6 支  

EEPROM 1 KB（ATMEGA328）  

震盪速度  16 MHz 

圖 2 Arduino 硬體介紹  
 

 

 
圖 3 Arduino 電路板  

 



 
 

6 

六、溫度感測器應用  

能夠用來感測溫度變化之元件有許多，所利用原理不外是藉電阻變化、電

動勢產生，或顏色、體積之改變等方式間接表現出溫度變化。而在感測方

式上可大致區分為感測器與被測物直接接觸之接觸式，與不和被測物接

觸、利用輻射熱間接推測溫度的非接觸式二種。  

 

測量條件：  

 

 直接接觸受測物  

 

 受測物溫度不會因與感測器接觸而損失  

 

 感測器溫感特性不會受直接接觸影響  

 

 需能感測受測物之熱輻射  

 

 受測物發散之熱輻射需明確並具再現性  

 

工作特徵：  

 

 熱容量小待測物易因直接接觸造成熱能損失  

 

 不易測量運動中的物體  

 

 感測位置不受限制  

 

 不會影響受測物體溫度  

 

 可量測運動中物體  

 

 通常僅能對物體表面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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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阻式溫度感測器特性  
(1) 線性度高、線性範圍廣、輸出訊號位準高，且特性曲線近乎直線。  

 

(2) 量測準確度高。  

 

(3) 感測元件與訊號處理元件間之距離不受限制，但需有三線或四線工作

電路。  

 

(4) 無參考冷點問題。  

 

(5) 量測範圍約在－ 200℃至＋ 500℃之間，且於高溫環境下穩定性高。  

 

(6) 感測元件體積大，不適合快速測量及較小物體之溫度量測。  

 

(7) 靈敏度低。感測元件體積大，溫度傳導較慢，故反應較慢。  

 

(8) 價格較高。  

 

(9) 容易受接觸電阻及震動影響。  

 

(10) 沒有插入效應誤差。所謂插入效應誤差，為感測器置入待測物體或環

境中時因深度不同所造成之量測結果誤差。  

 

(11) 屬被動型感測器，需外加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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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４ 溫度感測器電路圖     

 

 
圖 5 溫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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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溼度感測器  

 
圖 6  溼度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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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表 1 使用儀器設備一覽表  

設備名稱  用途說明  

個人電腦  
程式設計、報告撰寫、電路圖繪製

及專題成品測試  

電源供應器  模擬、實驗過程使用  

數位相機  紀錄整個專題製作流程  

三用電錶  測量元件好壞及量測元件之信號  

Arduino 開發板  輸入訊號  

噴墨印表機  列印專題相關資料  

Microsoft Office Word 製作專題報告  

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 

進行口頭報告、製作及專題成品報

告呈現  

LCD 液晶顯示板  顯示目前溫溼度是否到達超標值  

銲接工具（電烙鐵、電

烙鐵架、吸錫器）  
焊接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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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使用材料  

材料名稱  數量  備註  

LED 燈泡  3  

SD 卡  1  

蜂鳴器  1  

銲錫  1  

麵包板  1  

精密可變電阻  2  

可變電阻  7  

USB 延長線  1  

多功能 USB 轉接頭  1  

電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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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題製作計畫書  

專 題 類 型  □個人型專題  ■團隊型專題  

科 別 ／ 年 級  電機科／三年級  

專

題

名

稱 

中 文  數位化家庭溫溼度監測記錄裝置  

英 文  D i g i t a l  t em p er a tu r e  a n d  h u mi d i t y  m o n i t o r i n g  o f  h o m e  r e c o r d i n g  d ev i c e   

專 題 內 容 簡 述  

利用腳踏車的鏈條帶動發電機運轉發電，經

整流後對內部鋰離子電池充電／蓄電，供電

用於腳踏車燈照明，讓後方來車知道你是否

有要轉彎或煞車；增強日、夜間騎車安全

性、方便性。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蘇志雄  老師  

組 長 姓 名  施沛辰 (16) 

組 員 姓 名  劉錦文 (38)、李晉仲 (08)、陳冠仲 (29) 

專 題 執 行 日 期  103 年 9 月 1 日至 10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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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任務配置：  
以下每個組員利用每天的早自修或下課跟專題指導老師

報告專題製作進度，同時也利用 FB 或 LINE 通訊與指導老師

作線上溝通詢問題或直接針對控制程式利用網路遠端進行解

答程式問題，使專題進度持續前進。  
 

表 4 工作進度甘特圖  

時間  

工作進度  

103 年  104 年  
負責成員  

9 10 11 12 1 2 3 4 5 6 

確認研究主題            施沛辰  

擬定研究大綱            陳冠仲  

文獻資料蒐集            劉錦文  

製作原理探討            全體成員  

硬體電路設計            全體成員  

購買專題器材            李晉仲  

硬體電路製作            陳冠仲  

整體專題測試            施沛辰  

數據資料整理            劉錦文  

撰寫專題報告            劉錦文  

專題成果發表            施沛辰  

完成進度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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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一、製作過程  

  

圖 6 焊接 LCD 板  圖 7 焊接 Arduino 

 

 

圖 8 接圖  圖 9 麵包板電路  

 

 

圖 10 模擬溫溼度上升  圖 11 測試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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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成果與功能介紹  

  

圖 12 實體正面  圖 13 電源線  

  

圖 14 網路控制板  圖 15 電路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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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近年來求方便以及實用，市場之所以快速擴張，係由於

以下幾點因素所促成：  

(一 )方便：在家中就能觀看目前的溫度以及溼度，也能夠適

應的使用空調設備。  

(二 )警示：如果溫度上升超過一定的溫度 LED 燈將進行閃爍

或是蜂鳴器鳴響，同樣溼度超過預設值也有相同

的警示裝置。  
 

二、建議  
(一 )多使用一些環保的概念。  
(二 )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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