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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前言 

 

在熾熱的夏日裡，想省錢，不開冷氣，卻又想「降溫」，大家常會選擇吹電

風扇，但開久了一樣浪費電，切換擺頭模式，卻有許多電就不知不覺的消耗掉，

還吹不到風；停止擺頭，又一直吹到後腦，造成頭痛。讓它轉也不是，不讓它轉

也不是，那就一下讓它轉，一下不讓它轉就好，既可以省電，又有效率的吹風在

是一件樂事啊！ 

 

二、研究動機 

 

為了達到省電，又有效率的吹風模式，且發現許多網友也感同身受，轉了浪

費電，沒辦法有效的吹到風；沒轉動，一直吹到風，造成感冒、頭痛等問題，都

是讓他們感到困擾的，所以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決定以我們現在所學的知識，

接受挑戰，盡我們所能，將知識運用在這種「人體紅外線感應式電風扇」上面。 
 

三、製作流程架構圖 

 

圖 1 製作流程架構圖 

三、制作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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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相關產品比較 

 

經過我們的觀察與發現，市面上有的電風扇，大致分為「直立式不可旋轉型

電風扇」、「直立式可旋轉型電風扇」兩種，但是其二種皆有缺點，有時需要停

止時(例如溫度過低或其他等等)，必須離開座位，去將其開關關閉或將其插頭拔除，

但是我們所開發的感應型電風扇，一但發現溫度過低或無人在房間時會自動停止

達到節能之效果。結果如下表(一) 

 

表一：電風扇比較 

 

直立式 

不可旋轉電風扇 

直立式 

可旋轉電風扇 

﹝小型﹞智慧紅 

外線感應電風扇 

操作難度 低 低 低 

掃描區域 無 無 有 

一般旋轉 無 有 有 

智慧旋轉 無 無 有 

自動停止 無 無 有 

實用程度 低 中 高 

 

二、市場及需求 

 

感應型電風扇在某些熱帶區域，因其地方上位處熱帶，致使終年炎熱，於是

感應型電風扇，在智慧型控制上，有優異表現，無論是在自動停止達到節能作用，

還是感應人位處何處，達到有效利用電能，以提高效率的方面上，皆比一般電風

扇好上許多。在炎熱區域，相信必能創造極佳的競爭力，以及生產力，市場甚至

有機會擴展到夏季相當炎熱的地區，例如:中國、美國、歐洲等地。 

 

三、節能效益 

 

我們做了兩組實驗做比較，其內容是在下降相同溫度的情況下，電風扇所需

的時間、電量計算及節省下來的錢。說明如下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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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實驗結果 

組別 

數據 

 

第一組 

對照組，一般旋轉之

方式 

第二組 

比較組，固定不旋轉

之方式 

下降攝氏 2 度所需之

時間(依照人眼在第

一時間反應所看其達

到下降標準之瞬間) 

經過碼表計時，得到

時間約為 3分半鐘(預

估人的反應時間為 0

秒)。 

經過碼表計時，得到

時間約為 2分半鐘(預

估人的反應時間為 0

秒)。 

該時間內所消耗的電

池電量 

(假設持續電池輸出

為 5V、100mA，作計

算) 

Q=I(mA)*t(s) 

  =21C 

W=Q*V=21*5 

 =105J 

Q=I(mA)*t(s) 

 =15C 

W=Q*V=15*5 

  =75J 

該時間內所消耗的電

池容量 

(假設以下列電壓值

為基準：5V 時為

100%，4.5V 時為 0%) 

初始電量值為 100%， 

經過 3 分半鐘，其測

量電壓值約為 4.98V 

故推測其耗電量為總

電池電量之 2%。 

始電量值為 100%， 

經過 2 分半鐘，其測

量電壓值約為 4.99V 

故推測其耗電量為總

電池電量之 1%。 

節省之金錢 

(假設三顆電池所需

金錢為 20 塊錢) 

若以上述為基準，計

算出一天，必須用掉

24 顆電池，為 480 塊

錢。 

若以上述為基準，計

算出一天，使用了 18

顆電池，為 360 塊錢。 

結論 總花費金額：若將雜

項加入計算，約為 500

塊錢。 

總花費金額：若將雜

項加入計算，約為 380

塊錢。 

 

結果從表(二)，我們得知大約可以省掉約 120 塊錢，所以證明我們的感應電風

扇可以達到節省能源，環保減減碳之效果，還可以省掉一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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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作流程設計 

 

(一) 動作流程圖 

 

圖 2 動作流程架構圖 

 

(二) 動作程序說明 

 

        令電源開關為PB，人體紅外線感應器為RD，步進馬達為SM， 

        動作說明下表(三)所示： 

 

表(三)程序說明 

程序 動作說明 

1 按PB1，RD通電，SM開始旋轉，風扇轉動，開始感應。 

2 RD感應區塊內是否有人。 

3 RD感應到區塊1有人，SM動作，移至其定位，RD停止感應。 

4 30秒後，RD重新通電，SM開始旋轉，重新感應區塊。 

5 若感應區塊皆有人，SM持續來回轉動，RD停止感應。 

6 30秒後，RD重新通電，SM持續轉動，重新感應區域。 

7 若無人在其區域範圍，SM停轉，風扇停轉，RD斷電。 

8 30秒後，RD重新通電(亦可按PB1)，回到程序1，重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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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硬體材料蒐集及安裝 

 

(一) 步進馬達一顆。 

(二) 步進馬達驅動器一顆。 

(三) 小風扇一只。 

(四) 小木板數片。 

(五) 三號電池三顆。 

(六) 單晶片、電路板、燒錄器。 

 

六、概念圖設計與實作 

 

先使用手繪的方式擬出草稿，再經過小組討論確認可以實行後，利用手繪軟

體繪出基本的實體架構圖，正面圖、側面圖等等，在經實際的組合和裝配，做成

實體設備，如下圖 3 至圖 6 所示為「蔡佑澤-人體紅外線感應電風扇」。 

 

(一) 專題示意圖(如圖3所示) (二) 專題背面實體圖(如圖4所示)。 

  

圖 3 專題示意圖 圖 4 專題背面實體圖 

(三) 專題正面實體圖(如圖5所示)。 (四) 專題側面實體圖(如圖6所示)。 

  

圖 5 專題正面實體圖 圖 6 專題側面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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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題組裝 

 

(一)  放置底座之組裝(如圖7所示) (二) 風扇與風扇框架之固定 (如圖8所

示)。 

  

圖 7 放置底座 圖 8 風扇與風扇框架 

(三)  步進馬達之安裝(如圖9所示)。 (四) 控制板之安裝上底座(如圖10所示)。 

  

圖 9 步進馬達之安裝 圖 10 控制板之安裝上底座 

(五) 小組成員討論。 (六) 程式開發。 

  

圖 11 小組討論 圖 12 程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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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題使用說明 

 

(一) 電子電路控制平台製作： 

 

 

 

圖13 電子電路控制平台設計圖 

 

(二) 整體安裝及測試： 

 

 

圖14 專題說明示意圖 

 

(1) 按下電源按鈕之後，人體紅外線感測裝置，即開始通電和動作，並

開始感應。 

(2) 人體紅外線感測裝置隨步進馬達之旋轉(來回一次)，同時感應區塊內

是否有人存在於其房間內。 



人體紅外線感應電風扇 

8 

(3) 若紅外線感測到區塊1(如圖14之區塊編號:1)有人存在時，即在下次

旋轉時，固定於區塊1。 

(4) 經過時間大約20到30秒後，馬達歸位，重新開始旋轉，人體紅外線

感測裝置，便會重新偵測房內狀態。 

(5) 若人體紅外線裝置，在其感測範圍內，感測到其區塊1、區塊2(如圖

14之區塊編號1、2)內有人，在下次旋轉開始後，僅在區塊1及區塊2

旋轉。 

(6) 經過時間大約20到30秒後，馬達歸位，重新開始旋轉，人體紅外線

裝置，再次檢測房內狀態。 

(7) 若人體紅外線感測裝置，在其感測範圍內，感測到區塊1到區塊3(如

圖14)，皆有人存在，在下開始旋轉後，便和一般電風扇一樣，做來

回的旋轉。 

(8) 經過時間20到30秒後，馬達歸位，重新開始旋轉，人體紅外線裝置，

再次重新檢測房內狀況。 

(9) 若人體紅外線感測裝置，在其感測範圍內，感應到區塊1道區塊3(如

圖14之區塊編號1、2、3)，皆無人存在，即在馬達歸位後，等待重新

啟動電源。 

 

(三) 注意事項： 

 

(1) 請勿任意將手放入風扇，避免夾傷。 

(2) 請勿將產品置於容易掉落處，以避免損壞。 

(3) 請勿接近高溫處，避免損壞部分電子元件。 

 

(四) 保養方式： 

 

(1) 定期更換部分耗損零件、電池。 

(2) 定期將風扇葉片及馬達連結處塗上潤滑油。 

 

(五) 用電規格： DC4.5V~5V。 

 

(六) 專題體積： L31cm*W10cm*H12cm。 

 

参●結論 

 

有了「人體紅外線感應電風扇」，你不必再爲了調整電風扇的位置而在那邊

移來移去，也不必煩惱直吹傷身體，擺頭又沒有感覺還要多支出一筆額外的電費，

你只要按下開關鍵，電風扇自己就會調整位置，並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掃描一次，



人體紅外線感應電風扇 

9 

讓您的身體可以得到緩衝的時間，不會因為持續吹在身上而造成身體的不適，也

不會因為持續轉動造成電費提高，雖然省下的金額可能沒有多少，但是長期下來

省下的錢可能就夠自己出國玩一趟了。製作這項專題時，我和組員遇到了許多的

困難，像是程式的設計、馬達的選擇，剛開始一直再討論該用直流馬達還是步進

馬達，程式我們也是一知半解，參考了許多參考資料才知道該如何撰寫程式，紅

外線的範圍比我們想像中還大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大的範圍很容易造成誤判，

不過我們都一一克服，最後完成了這項專題，也讓我學習到許多學校學不到的知

識。 

 

 
圖 15 人體紅外線感應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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