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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本研究與展望是對現今社會的狀況做一個改善，現在不只健忘的老人

需要服用藥物，連工作繁忙的年輕人都有可能必須按時吃藥，不管是哪一

個族群都可以利用【時間提醒藥盒】來達到提醒吃藥的作用，有些人也經

常會忘記藥盒放置處，這時當時間到時就有可能要找老半天，那如果藥盒

會發出聲音那就可以利用聲音來更快速的尋找到藥盒，而【時間提醒藥盒】

會有五組提醒時間可以提供設定，當時間到時就會有蜂鳴器發出聲音來提

醒，這時跟第幾組提醒時間相對應的 LED 也會跟著亮，可以提示使用者吃

下對的藥物，使用者被提醒後也知道要吃哪一格的藥盒時，就可以按下停

止提醒的按鈕讓聲音與 LED停止，而有時使用者當下特別忙碌時，就可以

按下延後提醒的功能，每按一下就會增加一定的時間，這時就會開始倒數

延後的時間，時間一到就會再次響起蜂鳴器以及對應的 LED燈。 

 

貳、 研究動機 

一、 動機 

    最近過年家族團圓時看到許多長輩都要隨身攜帶藥在身上，聊天

聊到一半就會看一下時間確認是否時間到了，也會經常性的忘記服

用藥物，發現了這些情況之後就有了些想法，於是上網查了些相關

資料，發現平常很正常的按時吃藥，對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人來說

卻是非常重要的，平常人生病時才會吃藥，但那些人卻是要每天固

定要做的事，而現在的工作環境和時數都非常不理想，導致很多人

患有嚴重疾病卻會因為工作繁忙而錯過吃藥時間，平常人錯過了只

不過是病情晚一點好而已，但對那些特殊疾病的患者來說有可能就

會有嚴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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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忘記吃藥的例子圖 

二、 目的 

(一) 給健忘的使用者有個安心的提醒裝置。 

(二) 工作場所無法攜帶手機的使用者不用刻意在意時間專心於工

作。 

(三) 能夠代替手機 APP給小孩或老人使用，不用怕損壞或遺失。 

(四) 利用聲音和 LED指示使用者，讓使用者在對的時間吃下對的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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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流程圖 

 

 
                     圖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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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設備與材料 

               表 1 材料表 

 

三、 系統架構 

 
               圖 3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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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的材料 

(一)杜邦線: 

是美國杜邦公司生產的有特殊效用的縫紉線 。 
                  電子行業杜邦線可用於實驗板的引腳擴展，增加實驗項目等。 

可以非常牢靠地和插針連接，無需焊接，可以快速進行電路試驗。 

 

 

                            圖 4    杜邦線 

 

(二) LCD: 

    液晶顯示器（英語：liquid-crystal display，縮寫：LCD）

為平面薄型的顯示裝置，由一定數量的彩色或黑白畫素組成，放置

於光源或者反射面前方。液晶顯示器功耗低，因此倍受工程師青睞，

適用於使用電池的電子裝置。 

LCD 總共有 14 支接腳，如果內建背光的話是 16 支，這些

腳位的功能整理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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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LCD接腳介紹表 

 

 

                  圖 5  LCD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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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2C: 

     I²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字面上的意思是積體電路

之間，它其實是 I²C Bus簡稱，所以中文應該叫積體電路匯流排，

它是一種串列通訊匯流排，使用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從架構，由

飛利浦公司在 1980年代為了讓主機板、嵌入式系統或手機用以連

接低速週邊裝置而發展。I²C的正確讀法為「I平方 C」

（"I-squared-C"），而「I二 C」（"I-two-C"）則是另一種錯誤但

被廣泛使用的讀法。自 2006年 11 月 1日起，使用 I²C協定已經不

需要支付專利費，但製造商仍然需要付費以取得 I²C從屬裝置位

址。 

標準 LCD 需要比較多的腳位，I2C LCD 可以減少腳位的使用，

而且接線也比較簡單。這個 I2C LCD 的特性如下: 

1. 16x2 LCD，藍底白字，有背光 

2. 走 I2C 介面，設備地址為 0x27 

3. 可調整螢幕顯示對比 

4. 5V 供電，相容於 Arduino 

其 I2C 的接線如下: 

1. SDA – 接 Arduino 的 Analog Pin 4 

2. SCL – 接 Arduino 的 Analog Pin 5 

3. GND – 接 GND 

4. VCC – 接 +5V 

 
    圖 6  I2C 模組型號與預設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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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I2C 模組 

(四) 電阻:  

在電磁學裡，電阻是一個物體對於電流通過的阻礙能力，其中， 

R為電阻，V為物體兩端的電壓，I為通過物體的電流。 

假設這物體具有均勻截面面積，則其電阻與電阻率、長度成正比，

與截面面積成反比。 

採用國際單位制，電阻的單位為歐姆（Ω，Ohm）。電阻的倒數為

電導，單位為西門子（S）。 

假設溫度不變，則很多種物質會遵守歐姆定律，即這些物質所組

成的物體，其電阻為常數，不跟電流或電壓有關。稱這些物質為「歐

姆物質」；不遵守歐姆定律的物質為「非歐姆物質」。 電路符號常常

用 R來表示,例: R1、R02、R100 

 
                    圖 8  電阻 

 

 

 

8 



(五) 按鈕:   

按鈕也稱為按鍵，是一種電閘（switch，或稱開關），用來控制

機械或程式的某些功能。一般而言，紅色按鈕是用來使某一功能停止，

而綠色按鈕，則通常可開始某一項功能。按鈕的形狀通常是圓形或方

形。 

 

            圖 9   按鈕 

(六) 無源蜂鳴器: 

蜂鳴器是一種一體化結構的電子訊響器，採用直流電壓供電，

廣泛應用於計算機、印表機、複印機、報警器、電子玩具、汽車電

子設備、電話機、定時器等電子產品中作發聲器件。蜂鳴器也是產

生聲音的信號裝置，有機械型、機電型及壓電型。蜂鳴器的典型應

用包括報警裝置，定時器。 

1. 蜂鳴器的分類: 

以下兩張圖雖然都是蜂鳴器，但是存在區別，第一張圖(圖

10)的蜂鳴器可以看到內部有電路板，而第二張圖(圖 11)是澆封

起來的。蜂鳴器從驅動方式上來分可以分為無源蜂鳴器和有源蜂

鳴器。第一張圖(圖 10)就是無源的，第二張圖(圖 11)就是有源

的。 

 

             圖 10  無源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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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有源蜂鳴器 

 

2. 蜂鳴器的驅動方式 

無源蜂鳴器是沒有正負之分的，類似於喇叭，只要在兩個腿

上加載不同的頻率的電信號就可以實現發聲，根據不同的頻率所

發出的聲音也是不一樣的。 

有源蜂鳴器是有正負之分的，只需要在兩個腿上加上電壓信

號就會發聲，發出的聲音音調單一、頻率固定。 

有源蜂鳴器比無源蜂鳴器內部多了振蕩結構，所以有源蜂鳴

器在價格上稍微貴一點。 

(七) Arduino Uno 板: 

Arduino，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單晶片微控制器，它使用了 Atmel 

AVR單片機，採用了開放原始碼的軟硬體平台，建構於簡易輸出/輸

入（simple I/O）介面板，並且具有使用類似 Java、C語言的

Processing/Wiring 開發環境。 

 

           表 3  Arduino 硬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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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duino 硬體功能說明: 

(1) 數位 I/O 接腳: 

  14 支數位 I/O 接腳 可以當作 input 使用，也可以當作 

output 使用，使用方法是透過 pinMode(),digitalWrite(), 

anddigitalRead() 這幾個函式。這 14 支數位 I/O 接腳，

其中幾支腳有特殊的功能。 

2. Arduino 硬體介紹: 

我們用下面這張 Arduino Uno硬體，跟大家介紹一下一般 Arduino

的硬體上面會有哪些東西。 

 

圖 12 Arduino Uno 硬體 

(1) 支援 USB接頭傳輸資料及供電(不需額外電源)。 

(2) 輸入電壓 Power Jack，可以單獨使用，不需連接 USB 電腦時

就可以直接接上 5V變壓器，或是電池直接供電。 

(3) FTDI USB 晶片，這是 USB的 Client 端的晶片，透過這個晶

片就可以跟電腦溝通連結傳遞資料。 

(4) Voltage Regulator:穩壓器，保持電壓的穩定。 

(5) LED 燈：用來顯示傳遞接受的資料 RX和傳遞出去的資料 TX，

如有資料進去跟出去的話這 LED燈都會閃爍一下，並且這兩

個 LED燈，和區域 7的接腳 0和接腳 1是相連結的。 

(6) LED 燈：用來顯示區域 7的接腳 13，是高電壓還低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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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數位接腳:由右到左那他分別是 

數位接腳 0到數位接腳 13：你注意看一下印刷，有些字前面

有～符號，例如說～10，這個意思是當它可以當成數位接腳

10，可以做 PWM 的資料輸出，所以呢這個符號的意思是說在

這個板子上面，只有特別的接腳可以做 PWM 的資料輸出。 

GND: 接地接腳。 

AREF：AREF 是指模擬參考。他的英文全名是 Analogue 

REFerence，它可以讓我們知道 Arduino的參考電壓。例如，

如果我們要測量的最大電壓範圍 3.3V，我們那我們就需要有

一個很好的 3.3V，是那我們就可以從 AREF接腳取得。 

(8) RX<- 0 和 TX -> 1:意思是說如果要做 UART 資料傳遞的話，

想要把資料傳進去arduino 的話，可以透過TX -> 1（接腳1），

那 arduino 如果要做做 UART 資料傳遞出去的話，就可以把

接腳 RX<- 0 （接腳 0）接到另外一個硬體上面。今天要提醒

一下這兩個接腳，平常他時會跟 USB連接線連結在一起了，

所以說如果你要把程式燒錄透過 USB到這個版子上時，在那

個時刻請確定你的接腳 0和接腳 1上面是沒有任何接線的，

不然程式燒錄的動作就會失敗喔！ 

(9) LED 燈：電源顯示燈。 

(10) 重新執行程式按鈕。 

(11) ICSP Header:英文的全名是 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序列燒錄方式， PIC燒錄器燒錄程式的方法，程式記憶體

為 Flash 的版本使用方便的 ICSP 序列燒錄方式。 

(12) Microcontroller: 控制晶片。 

(13) 類比訊號接腳：a0,a1,a2,a3,a4,a5 

(14) 電源控制的接腳：  

Vin (電源輸入) 

Gnd (接地) 

Gnd (接地) 

5V (5V 電源輸出) 

3V3 (3V 電源輸出) 

RESET (重新執行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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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LED: 

發光二極體（英語：Light-emitting diode，縮寫：LED）是一

種能發光的半導體電子元件，透過三價與五價元素所組成的複合光源。

此種電子元件早在 1962年出現，早期只能夠發出低光度的紅光，被

惠普買下專利後當作指示燈利用。及後發展出其他單色光的版本，時

至今日，能夠發出的光已經遍及可見光、紅外線及紫外線，光度亦提

高到相當高的程度。用途由初時的指示燈及顯示板等；隨著白光發光

二極體的出現，近年逐漸發展至被普遍用作照明用途。 

發光二極體只能夠往一個方向導通（通電），叫作順向偏壓，當

電流流過時，電子與電洞在其內重合而發出單色光，這叫電致發光效

應，而光線的波長、顏色跟其所採用的半導體物料種類與故意摻入的

元素雜質有關。具有效率高、壽命長、不易破損、反應速度快、可靠

性高等傳統光源不及的優點。白光 LED的發光效率近年有所進步；每

千流明成本，也因為大量的資金投入使價格下降，但成本仍遠高於其

他的傳統照明。雖然如此，近年仍然越來越多被用在照明用途上。 

 

 圖 13  LED 燈 

 

(九) USB線: 

通用序列匯流排（英語：Universal Serial Bus，縮寫：USB）

是連線電腦系統與外部裝置的一種串列埠匯流排標準，也是一種輸入

輸出介面的技術規範，被廣泛地應用於個人電腦和行動裝置等訊息通

訊產品，並擴充功能至攝影器材、數位電視（機上盒）、遊戲機等其

它相關領域。 

多媒體電腦剛問世時，外接式裝置的傳輸介面各不相同，如印表機只

能接 LPT port、數據機只能接 RS232、滑鼠鍵盤只能接 PS/2 等。繁

雜的介面系統，加上必須安裝驅動程式並重新開機才能使用的限制，

都會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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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創造出一個統一且支援易插拔的外接式傳輸介面，便成為無可

避免的趨勢。 

    最新一代是 USB 3.1，傳輸速度為 10Gbit/s，三段式電壓

5V/12V/20V，最大供電 100W，另外除了舊有的 Type-A、B介面之外，

新型 USB Type-C接頭不再分正反。 

 
圖 14  USB傳輸線 

 

(十) 塑膠板: 

    塑膠是指以高分子量的合成樹脂為主要組分，加入適當添加劑，

如增塑劑、穩定劑、抗氧化劑、阻燃劑、潤滑劑、著色劑等，經加工

成型的塑性（柔韌性）材料，或固化交聯形成的剛性材料。 

    塑膠最早來自於 1850年代的英國。自從塑膠被開發以來，各方

面的用途日益廣泛。 

 

                        圖 15 塑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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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藥盒: 

 

                 圖 16 藥盒 

五、 問題與討論 

(一)Q1.運算時間的程式會因為不斷的運行，導致按下按鈕 
 時程式無法立即做判斷? 
    在按下按鈕的時候程式需要時間判斷，而時間運算程式

也會跟著同時運行，導致按鈕按下時無法即時的做出反應，

因此我們就多新增一個模式，時間運行程式要在此模式下才

會正常運行，其餘的設定用模式就不會運行，這樣就可以避

免雙方之間造成的衝突，按下按鈕無法即時有反應的狀況也

就解決了。 

(二)Q2.提醒時間變數太多? 
    提醒時間共有五組，每一組又可分為小時與分鐘所以共

有 10個提醒變數，如果都只用變數來做設定的話程式會寫的

非常長，編寫判斷時間是否到的程式也會比較麻煩，所以我

們利用了陣列，在利用一個變數告訴程式當下要判斷陣列中

哪一個提醒時間組合。 

(三)Q3.提醒時間變數過多導致使用者在設定上困難? 
    因為有 10個提醒變數，如果只利用一個按鈕切換模式的

話，那麼就要從第一組設定到最後一組，這樣使用者在每次

設定都必須要按非常多下才可轉換到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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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啟動藥盒的時間運算程式，於是我們就多兩個按鈕讓

他們可以上下切換要設定的提醒時間，只要使用者設定好就

可以按下第一顆按鈕切換模式，這樣就可以把兩樣功能分開，

使用者也不用按那麼多下按鈕切換到正常模式。 

六、 組裝硬體架構 

 

                      圖 17 作品電路圖 

 

 

圖 18 塑膠板裁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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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時間提醒藥盒半成品 

肆、 研究結果 

一、 傳統藥盒的優缺點 

(一)傳統藥盒的優點 

1. 價格較便宜。 

2. 藥物區格較多。 

3. 因為沒有電子元件，所以不會發出任何吵雜的提醒聲。 

(二)傳統藥盒的缺點: 

1. 天數與數量太多了，容易造成吃錯藥的情形發生。 

2. 要自己注意時間吃藥。 

3. 因為沒有聲音提醒，所以容易忘記放置的位置。 

二、 電子藥盒跟傳統藥盒的比較 

(一) 經過以上兩種藥盒的了解在做它們的比對，我們發現各有優缺

點，而此專題的構成要素，就是希望能夠中和傳統藥盒和智慧

型藥盒的優點。 

(二) 傳統藥盒和電子藥盒的比對，我們發現他們都有優缺點，而且

這些優點與缺點其實是可以互補的，就以舉例來說:傳統藥盒

必須要時常的注意時服藥時間，而電子藥盒的功能卻可以省下

這個麻煩，但相同的，傳統藥盒使用上會比電子藥盒來的安靜

許多。所以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想盡辦法讓這兩種藥盒的

功能都能夠平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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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作中遇到的困難 

(一) 討論如何計算時間 

1. 一開始我們想說利用 delay 函式讓時間經過一秒變數就會

加一，但是用想的就知道會有許多的 BUG存在，而導致時間

會跑不準，所以就決定上網找相關資料開始研究，我們在研

究的過程中發現了 millis 這個函式，於是便開始尋找這個

語法要如何應用在程式上，好讓我們的時間能每經過一秒就

會將變數給加一。 

 

2. Millis 因

為計算時是利用毫秒跑的，所以如果用(%)求餘數是否等於

0來判斷時間是否是經過一秒鐘，這樣的寫法會很容易造成

程式來不急進行運算，所以我們想出了一個解決方法。

先把 millis 的數

值除於 100讓他的數值變小，當 millis是 150時則 timer

這個變數就是 1.5就等同 0.15秒以此類推，在利用 if  

(timer % 10 == 0)這一段來判斷他是否經過了一秒，在讓

時間的變數進行累加的動作。 

伍、 討論 

一、 創意性: 

    結合市面上的藥盒來設計，體型雖然比較大，但是因為搭配了 Led

以及蜂鳴器等電子元件來配合製作，在加上有延後提醒的功能，讓

正在忙的使用者可以稍後再吃藥，效果及功能都比原先的藥盒好。 

二、 實用性: 

    利用 LED搭配蜂鳴器的使用，好讓使用者更有效的服用正確的

藥物，不必花任何的時間來確認時間或是藥物的種類，像某一些不

能使用 3C 產品的場合，會讓這個作品的功能更加凸顯。就以現在來

舉例說明，現在少子化老人也越來越多，能夠照顧老人的人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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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用，我們就用(表 2)來說明，表示出智慧型藥盒的重要性與價值

所在。 

表 4 老人未服藥原因所在 

 

三、 未來展望: 

    未來的科技一定會出現很多新奇的事物，所以我們的作品功能

也一定要有新的發展，不然一定會被時間的變化所淘汰，因此我們

計劃增新藥盒的功能，比方說:先錄製一些錄音檔，在提醒時間到

的時候就撥放這一些錄音檔，就像是真的有人在對你說話一樣，或

是說可以一一記錄下吃藥的時間，這樣就可以更好的規畫用藥時間，

也能讓醫生能夠清楚的掌握病患吃藥的情形，進行下一次的診斷。 

陸、 結論 

    很多人都有吃藥的習慣長年下來就有了提醒吃藥的手機 APP， APP

雖然方便但還是必須攜帶著一個藥盒收納，於是我們就把兩者功能結合

在一起，讓單純只是收納藥物用的藥盒也有了提醒的功能，如果使用者

當下過於忙碌時也可以利用延後提醒的功能，這樣就可以讓使用者忙完

事情之後再來服用藥物，另外還有 LED 提示使用者吃下對應的藥物。 

柒、 過程與改造 

一、 原版的功能與缺陷 

    當初設計藥盒時，純粹是對一般的電子型藥盒設計進行改良，

所以有些地方無法完全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我們最初設計時的功能

只考慮到，怎麼能夠在準確的時間點提醒眾人服藥，而且原版的功

能能夠提醒的時間只有一組，不像我們日後所進行的改造能夠有五

組的提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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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原版的功能設定，雖然是電子型藥盒的改造，不過就以性

能來解釋，它會比市面上的藥盒功能來的更有效率，因為有方便的

使用者自訂功能，所以也變的更加客製化。 

 

圖 20 原版電子藥盒 

 

二、 改造後的性能 

    因為是針對原型藥盒的設計，所以一定會比之前的功能還要齊

全，相同的程式碼一樣會跟著多起來，但這些不是重點，我們要的

是把原版電子藥盒的功能全面升級，而且我們要的功能一定要比之

前的陽春版好。 

    在此說明新版藥盒的基本功能，其基本功能雖然很像原版的電

子藥盒，但是我們並非沒有改變其基本的運作原理，因為它的運作

水平沒有達到我們要的水準，我們把原先的提醒時間組合提升到五

組，原因是我們發現一般的使用者服藥的時間點，一天不只有一次，

這樣一來使用者就可以自訂他想服藥的時間，再來我們也把提醒的

功能強化了一番，原先的提醒時間結束時只有蜂鳴器在運作，後來

我們想說再加強一下提醒的功能，在提醒時間結束時加入 LED 的特

效，這樣就成功加強了他的提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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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新版電子藥盒 

三、 改造前與改造後的藥盒按鈕功能 

(一) 改造前的藥盒總共有 3顆按鈕，有 5種的功能，功能分別為: 

1. 切換模式 

2. 加設定時間的值與暫停提醒 

3. 減設定時間的值與延後提醒 

(二) 改造後的藥盒總共有 5顆按鈕，有 7種的功能，功能分別為: 

1. 切換模式 

2. 加設定時間的值與暫停提醒 

3. 減設定時間的值與延後提醒 

4. 上一個時間組合切換 

5. 下一個時間組合切換 

(三) 由以上兩點可以看到改造前與改造後的功能多加了兩種，雖然

只增加兩種，但是卻增加了一項很有用的功能，因為我們增加

的功能可讓使用者自行設定幾點幾分該吃哪個藥盒，當時間到

了藥盒上面的 LED便會亮起對應的藥盒，清楚讓使用者知道該

吃哪個藥盒，避免重複吃藥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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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心得 

就在一開始得知要做專題，專題是一種必須從無到有的條件下完成

的作品，當下我們都覺得很困難，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必須面對，因為我

們知道這一項任務完成後，一定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成長，所以我們就開

始分工像拼拼圖一樣一個一個接上去，然後做個測試，一開始的測試難免

會有很多的BUG，就像是剛煉出來的劍總是需要石頭磨利，才有它的樣子，

程式碼也一樣，剛完成在接上硬體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失算的地方，不過 

我們都有立即修正。 

在做完這個提醒時間藥盒的過程中，我們處理了許多的 BUG，也查了

許多相關的資訊，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做有關 Arduino的專題，也雖然在

製作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的困難，但是在這當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像是

Arduino裡面的程式，因為剛開始對 Arduino 的程式完全不了解也不會應

用，而且在寫程式的過程中也會遇到了許多的 BUG，所以必須要一直不斷

的修改到我們要的功能為止，然後我們就在這當中遇到了一些平常不會遇

到的 BUG，雖然在做的過程中真的遇到很多的錯誤，但是當成功完成作品

的時候，會整個心情雀躍也會有滿滿的成就感。 

 

所以我們在做完這次的專題製作後我們不僅學到了平常不會遇到的

程式邏輯，心中也會充滿了成就感，而且還成功完成人生中第一次的專題

製作。 

 
圖 22 時間提醒藥盒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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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錄 

以下是作品的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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