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高雄市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Kao Ying Industrial Commerc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專題製作報告 

 

 

 

自魚娛人 

 

 

指導老師：陳景三 主任 

科別班級：電機科 3 年 1 班 

組  長：許文謙(05) 

組  員：黃暐傑(09)、黃俊修(07)、潘聖文(11) 

     洪志維(18)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3 月 

 



i 

 

誌謝  

首先感謝高英工商陳德松校長提倡教師專業本位之學術研

究專題製作，以教師專業領域跨於教師帶領學生深入專題製作

的依據，使學生這門專題製作課程有一個遵循規範，並了解實

質專題製作的學習意義及專業探討研究的精神，如此便能使教

師及學生在專業研究領域中不斷追求專業，並養成專業科技人

的涵養。  

 

同時在這段時間內，也感謝週遭同事及學生的支持協助，

使得有著一股執著的動力，提領著學生突破時間及距離的障礙

，充份善用科技人的專業研究執著、溝通及檢討修正的精神，

一同完成此專題製作的任務。  

 



 

 

ii 

中文摘要  

當初想了這個專題是以全部組員一起想出來的，我們是以

現在的人，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都想要輕鬆娛樂的生活，  

所以我們想了一些方法來讓生活更有趣更美觀。  

本專題為了能夠與節約能源的議題做結合而延伸出利用

LED 燈條美特性而所製作的專題，絕對達到節源、美觀、實用

的一項專題，來達到現充現用的效益。  

 

關鍵詞：魚缸、LED 燈條、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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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近幾年國內大部分的上班族壓力都很大，看到許多人都

因為事業感情的不順導致憂鬱症的產生，也可以因應現在老

年化的時代，讓現在在家裡的長輩可以一起欣賞魚缸的美，

讓生活產生樂趣。  

每到了寒暑假，假期總是比較長，是安排出遊的好時機，

但是每次都為了要照顧魚缸裡  

的小魚而傷透腦筋。  

三年級下學期的自然課曾經介紹了「力」，不管是人力、

浮力、磁力、彈力，都能讓東西  

動起來，老師要我們再觀察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力」，

我們發現水力、電力、獸力都是很好  

利用的「力」。三年級下學期的「能源與食物」單元，讓

我們學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能源，並  

懂得如何珍惜資源、節約能源。  

二、製作目的  

經過實際實驗，我們發現動力來源，由運用魚缸濾水器  

的水流，來帶動水車，以產生動能的方式，是比較可行的方  

法。因此，我們決定採用水力帶動齒輪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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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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貳、理論探討  

 

圖 2：  

預先分裝飼料在弔籃裡，旋轉時弔籃經過  

餵食撥動桿（即餵食器），就把飼料翻倒  

在魚缸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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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修改 A 圖為摩天輪式，預先分裝飼料在弔  

籃中，旋轉時弔籃經過餵食撥動桿（即餵  

食器），就把飼料翻倒在魚缸裡了  

  

圖 4：  

一排的方盒子，每個都預先放入飼料，盒  

裡的斜坡是讓飼料會往下滑落，捲動底下  

的塑膠布，飼料就會分次掉下來。  

 

圖 5：  

C 圖經過熱烈討論後，大家認為圓錐體比  

較容易讓飼料往下掉，而且比較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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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齒輪經過鍊條帶動，小瓢子挖取飼料  

後，定時投入魚缸中。  

 

圖 7：  

 

齒輪經過鍊條帶動，小瓢子挖取飼料  

後，投於帄行履帶上，帄行履帶再將飼  

料到在魚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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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為了讓飼料能自動集中，特別把飼料儲  

存盒作成圓弧形，中間的撥棒（即餵食  

器）利用齒輪帶動，讓飼料從側面的的  

小洞掉下來  

 

圖 9：  

飼料經過斜斜的漏斗掉出來，漏斗的開  

口狹小，掉出的飼料又會被托盤擋住，  

因此，可控制飼料的量，撥棒（即餵食  

器）在轉動時，就會將飼料從底下的小洞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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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處理器 IC8051：  

微處理器是把中央處理單元、記憶體、輸出入單元整合在一個 IC，

為一體積小、成本低、可靠度高的微電腦系統。主要功能是以程

式的撰寫來處理數位訊號的輸出、輸入做為設計電路的核弖控制

中弖，而市面上有許多不同規格的單晶片，因單晶片實習中，我

們把 89S51 做為微處理器，將 ADC0804所轉換出來的數位訊號做為

微處理器的輸入，並透過 8051 所提供的兩個 16 位元的計時器，

以 12M Hz 的計數時鐘脈波，程式撰寫時主要以計時中斷副程式、

延遲計時副程式，來控制外部的輸出驅動。  

 

 

以下是對 8051 的一般描述：  

1. 是控制運用的 8 位元單晶片。  

2. 加強單位元邏輯運算指令。  

3. 晶片內有時脈振盪電路。  

 

圖 10 

2.轉換電路 ADC0804：  

機械轉鈕為利用可變電阻器的物理量變化，利用基本電學中的分

壓定理，由於電阻與電壓成正，即可將物理變化量轉換成類比電

壓的輸出，在經由一個運算放大器所組成的電壓隨耦器，以避免

負載效應的產生，再將類比訊號傳送至 ADC0804做為類比轉數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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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0804 的主要特性：  

1 .與 08c48及 80c80/852等處理器的匯流排共容，無須任何介面電路就可直  

接轉接。  

2 .轉換時間小於 100us。  

3 .可以單獨運作。  

4 .八位元CMOS逐次漸近型ADC。  

5 .三態閂鎖輸出。  

6 .誤差最大±1LSB。  

7 .提供TTL共容的輸出入訊號。  

8 .晶片內具有時脈產生電路。  

9 .0V 到 5V 的類比輸入電壓 (只須 5V 單一電源即可工作 )。  

10 .無須零調整。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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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續轉換：  

為最簡單的操作方式，就是讓它不停地進行轉換，將 ADC0804 接

腳的 CS (1)與 RD(2)連接到接地端，再將 INTR (5)接腳連接到 WR 

(3)，即可讓 ADC0804 連續轉換數位訊號輸出。  

2.交握式控制：  

將 ADC0804 接腳的 CS (1)接地，將 RD(2)連接到 8051接腳 P3.7，WR 

(3)接腳連接到 8051 接腳 P3.6，此信號稱為 START，若微處理器透

過輸出埠輸出一個負  

脈波，則 ADC0804 即可進行類比 /數位轉換。當 ADC0804 完成轉換

後，再透過 INTR (5)接腳連接到 8051接腳 P3.2，通知中斷，則微

處理器即可以垂詢方式讀取 ADC0804 數位訊號輸入。  

3. 馬達、警報驅動電路：  

為了讓魚飼料能從飼料盒內掉入水族箱裏，主要是以馬達的轉動

帶動螺旋機構來推動飼料傳送出去。而 8051 輸出有兩種邏輯，輸

出高電位 (1)其驅動電流較小約 10~20mA，輸出低電位 (0)其驅動電

流較大約 30mA~40mA，所以要獲得較大的輸出電流最好設計成低電

位動作 (low active)。而在警報電路的設計主要為當飼料盒的飼

料快用完時，可驅動 LED 發亮，通知使用者要補充飼料，主要為

利用光敏電阻的電阻值與受光強度成反比，當飼料快用完時，受

光強，即可傳送一數位訊號給 8051，來點亮 LED。而一般 LED 工作

電流約為 15~20mA，所以 8051可直接驅動。而無法直接驅動較大工

作電流的直流馬達，需要利用電晶體的開關電路或緩衝器配合繼

電器來驅動馬達。

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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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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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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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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使用材料  

材料名稱  數量  備註  

LED 燈條  1  

魚缸  1  

濾水器  1  

齒輪組  2  

鋁片  1  

剪刀  2  

膠帶  1  

USB 延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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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魚娛人  

英 文  Self-fishing Fisherman 

專 題 內 容 簡 述  

經過實際實驗，我們發現動力來源，由運用

魚缸濾水器  

的水流，來帶動水車，以產生動能的方式，

是比較可行的方  

法。因此，我們決定採用水力帶動齒輪組運

轉。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陳景三  主任  

組 長 姓 名  許文謙 (05) 

組 員 姓 名  
黃暐傑 (09)、黃俊修 (07)、潘聖文 (11) 

     洪志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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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利用即時通或 MSN 通訊與指導

老師作線上溝通詢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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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文謙  

擬定研究大綱            潘聖文  

文獻資料蒐集            潘聖文  

製作原理探討            全體  

購買專題器材            黃暐傑  

整體專題測試            黃俊修  

數據資料整理            洪志維  

撰寫專題報告            洪志維  

專題成果發表            黃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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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整理完的魚缸  圖 14  把燈條貼於魚缸角  

  

圖 15 裝置電路  圖 16 裝置自動餵魚  

 

圖 17 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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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成果與功能介紹  

 

 

 

 

 

圖 18 調光器  圖 19 控制器 /面板  

  

圖 20 電路圖  

 

 

 

 

 

 

 

http://www.liteputer.com.tw/TW/products_sub.asp?p_lb=2&p_sub_lb=1
http://www.liteputer.com.tw/TW/products_sub.asp?p_lb=2&p_sub_lb=1
http://www.liteputer.com.tw/TW/products_sub.asp?p_lb=2&p_sub_lb=2
http://www.liteputer.com.tw/TW/products_sub.asp?p_lb=2&p_sub_l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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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透過魚缸濾水器的水流，讓水車轉動，帶動減速器齒輪組，

達到 12 小時餵食一  

次的目標，甚至可達 24 小時。超過 10 天以後，餵食時間會

受水量蒸發而增加餵食次數，  

但是影響不大。經過 12 天的實際測試，傾斜漏斗式餵魚器

依然能正常運作，因此，我  

們的節能自動餵魚器成功達成目標 (二 )節約：能源價格增加

與環境因素使得節約能源成為一重要課題，如利

用腳踏車來發電來產生電力，如此一來既能符合

環保、節約能源等議題。  

一、 由於魚缸的水會隨著時間逐漸蒸發，餵魚的間格會稍微

縮短，所以本研究之餵  

魚器不適合做長天期 (10 日以上 )的使用。  

二、 水的作用除了動力的來源外，它造成的阻力，更是讓水

車降低轉速的一種輔助  

工具，來達到減慢餵食頻率的好「力」。  

三、  水車其實 6 葉片、 8 葉片的差別並不大  

四、 飼料若事先分裝好雖然餵食量可以固定，但是要用旋轉

式餵食器餵食，容易造  

成餵食速度過快，因此以不分裝的模式為佳。  

五、 餵食器受水車旋轉控制，所以受制於水的推力，其施力

並不大，不能推動過重  

的東西如：飼料儲存室、過多的飼料等。  

六、 飼料容易受到潮濕而結塊，因此必頇製作防潮外箱，防

止濕氣。  

七、  水車的扇葉在水中會受到水的阻力。  

八、 依設計圖實際製作模型時，分裝式的模式雖可成功完成

運作，但減速器難以配  

合如：Ｂ圖之摩天輪式雖很有趣，但摩天輪轉一圈時，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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餵完所有飼料，如  

要延長吊籃傾倒飼料的時間，便要讓摩天輪 4~5 天才轉完一

圈，也就是 120 小  

時才轉一圈，如我要用樂高玩具裡的最大齒輪，40 齒的減速

器，勢必要龐大的  

伸接數量，誤差更容易產生。  

九、 濾水器的馬達大小也會影響水流的強度，市面上現有常

用的濾水器馬達有 3W、  

4W、 8W，小魚缸使用較小型馬達，飼養的魚量較少，所需

的飼料也較少，費  

力亦少，大魚缸使用較大馬達，餵食飼料較多，出力亦較大，

因此影響不大，  

只是小馬達出力太小，若水車有些許潤滑受到影響便會故

障。因此建議濾水器  

馬達使用 4W 以上較佳。  

十、  水車的位置與濾水器出水口的距離也有影響，  

經過擺放嘗試，最小高度落差為 5 公分以上較佳。  

十一、 市售的魚飼料有許多種類，例如：大型魚的大顆粒飼

料，小型魚的小顆粒飼  

料和薄片飼料。本次研究以小型魚的小顆粒飼料為供應飼

料，它的好處是重量  

適中，會順利往下掉，且顆粒不會因為太大而卡住。  

二、建議  

(一 )多使用一些環保的概念。  

(二 )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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