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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誰來幫我餵魚？～節能自動餵魚器之研究 

 

壹、 摘要： 

本研究是針對日常生活中的不便，而產生的創意研究。 

為了讓短期外出期間(5~7 天)，能繼續餵養魚缸裡的小魚，以免魚兒們死亡造成遺憾，我

們開始研究一個能自動餵魚的裝置。市面上現有的餵魚器動輒數千元，而且要另行插電，頗

耗費能源。 

我們發現了魚缸裡濾水器的水流不停的留下來，應該可以利用它來推動水車，帶動齒輪

的組合，幫我們減速以達到餵食的動作。更進一步的研究了會影響水車轉動的各種因素，從

中找到能穩定運作的條件。例如：水車的葉片數、水車葉片與入水深度的關係、魚缸水量的

蒸發量對餵食器的的影響......。 

最後我們製造出一個「傾斜漏斗式餵魚器」，它能在免用額外電力的情形下，幫我們在

5~7 天內自動餵魚，解決我們煩惱的問題。 

 

貳、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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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級下學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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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用珍惜能源的想法，利用現有的水力(濾水器不停流出的水)來推動餵魚的工作，

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  

 

參、 研究設備及器材： 

（1）魚缸（２）濾水器（３）齒輪組（４）鋁片（５）剪刀（６）膠帶（７）魚飼料 

 

肆、 研究目的與方向： 

一、動力來源的研究： 

（一） 製作水力發電機 

（二） 研發水力帶動齒輪組運轉 

二、節能自動餵魚器的結構說明： 

（一） 水車 

（二） 減速器 



（三） 飼料儲存室 

（四） 餵食器 

三、影響餵食時間之因素研究：  

（一） 魚缸水量蒸發對餵食器速率的關係 

（二） 水車葉片數與水車轉速的關係 

（三） 各種葉片數的水車入水深度與餵食器轉速的關係 

（四） 大小齒輪 (24 齒、40 齒）及組合方式與水車轉速的關係 

（五） 6 葉片水車入水深度與餵食器轉速的關係 

四、飼料儲存室的研究： 

（一） 分裝飼料模式之研究 

（二） 不分裝飼料模式之研究 

（三） 分裝與不分裝模式的優缺點之研究 

（四） 每次飼料掉入量的統計 

五、故障率的測試 

 

伍、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動力來源的研究： 

（一） 製作水力發電機： 

1. 原理：利用濾水器水流推動強力磁鐵旋轉，讓漆包線產生電流，再驅動馬

達帶動餵魚器。 

2. 實驗結果：由於水流讓水車轉動太慢，以至於產生的電流太弱，無法讓馬

達轉動。經過討論，餵魚器無法以自製電力推動，只好放棄這

個構想。 

（二） 研發水力帶動齒輪組運轉： 

經過動動腦會議，我們決定利用魚缸濾水器的水流來帶動水車，再帶動齒輪來

推動餵食器。 

 

二、節能自動餵魚器的結構說明： 

節能自動餵魚器的結構分為水車、減速器、飼料儲存室和餵食器四部份，下面是我

們詳細的研究內容。 

（一） 水車： 

1. 目的：為讓濾水器的水流轉換成動能，我們藉著水車的旋轉，達到「力」的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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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電風扇、車輪、螺旋槳……。 

3. 做法：

4. 水車的

 

2. 我們想了各種不同的水車型態：仿摩天輪、風

用鋁片構成水車扇葉，並使用樂高器

材之輪軸，以利水車軸心之順利轉動。 

類型：決定使用樂高器材之輪軸製作

成螺旋槳方式的水車 。 



 3

（二） 減速器： 

我們使用樂高的齒輪來製作減速器。 

﹐即小齒輪帶動大齒輪，達

3. 減速 食器 12 小時以上才轉一圈，也就是餵食一次，達到 

4. 目標 完一圈便餵一次魚，如果不減速魚就會因為餵太多而死。

5. 嘗試 時，

6. 減速 組齒輪串接嘗試後，水車的轉速明顯降低，可以達

 

（三） 料儲存室： 

式之思考： 

2. 兩個方向去思考： 

的飼料量，都事先分裝好，再

(2.) 不分裝的飼料儲存室：統一放置所有飼料，定時時間一到，便會自動

 

（四） 餵食器：配合分裝與不分裝的飼料儲存室，便有不同的餵食器的型態： 

的部分（如：圖 E、圖 F） 

三、影響餵食時間之因素研究： 

速率的影響：  

會影響水位的高低，我們嘗試紀錄魚缸

2.  

1

1. 材料：

2. 原理：根據齒輪的原理，以小齒輪轉接大齒輪

到減速的效果。 

原則：希望能讓餵

我們的目標 

：餵食器每轉

所以，要用齒輪讓水車的急速旋轉慢下來。我們用樂高木的減速箱來

串接，希望能讓餵食器 12 小時才轉一圈，也就是餵食一次。。 

：減速器的小齒輪轉 40 圈，大齒輪才轉 1 圈。串接在第二號減速器

第二大齒輪轉完一圈時，第一小齒輪已轉了 1600 (40*40)圈。若再轉接

第三號減速器，第三號大齒輪轉完一圈時，第一小齒輪已轉了 64000 

(40*40*40)圈了。 

器的類型：經過 3

到減速的效果。樂高的齒輪有 24 齒、40 齒的差異，各種組合

後續再詳細探討。 

飼

1. 飼料儲存模

每日餵食次數以二次為宜，因此，每次都需要拿取魚飼料，飼料要如何放置

呢？又要如何拿取？ 

 經過構思之後我們朝

分為飼料預先分裝與不預先分裝的儲存室。 

(1.) 分裝的飼料儲存室：將每一次要餵食的

分次放入魚缸中。 

放入適當的飼料量。 

1. 有的是一根橫桿  （如：圖 A、圖 B） 
2. 有的是一塊塑膠布（如：圖 C、圖 D） 
3. 有的是一根撥棒  （如：圖 G、圖 H） 

4. 有些飼料儲存室的設計甚至不需要餵食器

 

（一） 魚缸水量蒸發對餵食

1. 魚缸的水會每日蒸發，時間一久便

一週水量的蒸發量，觀察水位的變化，是否會影響餵食器的餵食時間。 

 不知大缸與小缸的差異是否不同？因此，紀錄不同尺寸魚缸的蒸發量。

( .) 【魚缸 1】：60 cm * 25 cm * 33cm 



(2.) 【魚缸 2】：30 cm * 26 cm * 2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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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一】 

【魚缸 1】 水溫℃ 溼度 水位高低㎝ 

 以下是蒸發量記錄表： 

室溫℃ 

第 1 天 25 26 80 26.1 

第 2 天 25 26.5 75 26 

第 3 天 25 28.1 71 26 

第 4 天 25 29.1 60 25.9 

第 5 天 25 27 71 25.7 

第 6 天 25 24 60 25.5 

第 7 天 25 23 67 25.4 

第 8 天 25 23.5 78 25.3 

第 9 天 25 25 81 25.3 

第 10 天 25 27 76 25.2 

 

 【表二】 

【魚缸 2】 水溫℃ 溼度 水位高低 室溫℃ 

第 1 天 26 22 72 23.7 

第 2 天 26 24 80 23.6 

第 3 天 26 24 78 23.4 

第 4 天 26 23 72 23.4 

第 5 天 26 23 71 23.2 

第 6 天 26 24 80 23.2 

第 7 天 26 25 72 23.1 

第 8 天 26 25 74 22.9 

第 9 天 26 25 73 22.8 

第 10 天 26 26 74 22.6 

 

（二） 水車葉片數與水車轉速的關係： 

幾片才能

葉

2. 擊測試，使用平行軸齒輪轉

1. 濾水器之水流衝擊葉片，究竟要

達到最好之效果，因此我們製作了： 

4 葉片、6 葉片、8 葉片、10 葉片及 12

片的水車。 

 讓水車實際衝



接 40 齒的齒輪，並記錄每分鐘水車讓該 40 齒輪轉動多少圈，不同的葉片數

水車之間有何差異。 

3. 紀錄表格：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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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片數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4 葉片 4.67 3.88 4.67 4.40 
6 葉片 4.08 4.08 4.08 4.08 
8 葉片 4.25 4.25 4.25 4.25 

10 葉片 4.25 4.17 4.25 4.22 
12 葉片 4.92 5 4.92 4.94 

 

（三） 各種葉片數的水車入水深度與餵食器轉速的關係：  

水車轉動是受水力的推動，但如果水車的扇葉進入水裡會受到水阻力的影響，

不同的水深會有什麼程度的差異呢？是否能找出適合我們的餵食器的組合？ 

1. 水車刻度：共分為七種刻度，每個刻度的間隔為 1.5 cm。 

(1.) 刻度 0 為水沒淹到水車扇葉 

(2.) 刻度 1 為水車入水深度到 1 

(3.) 刻度 2 為水車入水深度到 2 

(4.) 刻度 3 為水車入水深度到 3 

(5.) 刻度 4 為水車入水深度到 4 

(6.) 刻度 5 為水車入水深度到 5 

(7.) 刻度 6 為水車全淹到水裡 

 

2. 各種葉片數的水車入水刻度與水車每分鐘轉速的關係： 

【表四】四葉片 

 

 

入水刻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入水刻度 0 4.67 3.88 4.67 4.40 

入水刻度 1 2.25 2.25 2.25 2.25 

入水刻度 2 1.67 1.63 1.67 1.65 

入水刻度 3 1 0.91 0.83 0.91 

入水刻度 4 0.58 0.5 0.5 0.53 

入水刻度 5 停 止 轉 動 

入水刻度 6 停 止 轉 動 

次 
數 

轉速 
（圈 / 分） 

次 
數 

轉速 
（圈 / 分） 



 

【表五】六葉片 

 

 

入水刻度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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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入水刻度 0 4.08 4.08 4.08 4.08 

次 
數 

轉速 
（圈 / 分） 

入水刻度 1 1.33 1.25 1.21 1.26 

入水刻度 2 1.08 1.13 1.08 1.10 

入水刻度 3 0.67 0.75 0.75 0.72 

入水刻度 4 0.67 0.58 0.67 0.64 

入水刻度 5 0.58 0.58 0.58 0.58 

入水刻度 6 停 止 轉 動 

 

【表六】八葉片 

 

 

入水刻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入水刻度 0 4.25 4.25 4.25 4.25 

次 
數 

轉速 
（圈 / 分） 

入水刻度 1 1.83 1.83 1.83 1.83 

入水刻度 2 1.29 1.88 1.32 1.57 

入水刻度 3 0.83 0.57 0.88 0.76 

入水刻度 4 0.63 0.58 0.54 0.58 

入水刻度 5 0.5 0.42 0.54 0.49 

入水刻度 6 停 止 轉 動 

【表七】十葉片 

 

 

入水刻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入水刻度 0 4.25 4.17 4.25 4.22 

入水刻度 1 1.33 

次 
數 

轉速 
（圈 / 分） 

1.33 1.33 1.33 

入水刻度 2 1.17 1.08 1.08 1.11 

入水刻度 3 0.71 0.67 0.67 0.68 

入水刻度 4 0.67 0.58 0.51 0.59 

入水刻度 5 0.43 0.58 0.51 0.51 

入水刻度 6 停 止 轉 動 

 



【表八】十二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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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刻度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入水刻度 0 4.92 5 4.92 4.94 

次 
數 

轉速 
（圈 / 分） 

入水刻度 1 1.08 1.17 1.18 1.14 

入水刻度 2 0.75 0.79 0.75 0.76 

入水刻度 3 0.71 0.71 0.70 0.70 

入水刻度 4 0.5 0.5 0.5 0.5 

入水刻度 5 0.46 0.46 0.54 0.49 

入水刻度 6 停 止 轉 動 

 

（四） 大小齒輪 (24 齒、40 齒）及組合方式與水車轉速的關係： 

1. 大小齒輪與水車轉速關係之研究： 

(1.) 實驗前提：6 葉片水車，入水刻度 0。 

(2.) 水車轉速紀錄表：        

【表九】 

24 齒 40 齒 

6.8（圈/分） 4.08（圈/分） 

408（圈/小時） 245（圈/小時） 

 

 

2. 大小齒輪對減速器的串接有不同的組合方法： 

我們取 24 齒與 40 齒二種不同的齒輪作串接實驗，組合方法： 

一組：（24 齒）、（40 齒） 

二組：（24 齒＊24 齒）、（40 齒＊40 齒）、（24 齒＊40 齒） 

三組：（24 齒＊24 齒＊40 齒） 、（24 齒＊24 齒＊24 齒）、（24 齒＊40 齒

＊40 齒）（40 齒＊40 齒＊40 齒）等九種組合方式 

  

 

（五） 六葉片水車入水深度與餵食器轉速記錄表： 

1. 實驗前提：水車為 6 葉片，減速器組合為－40 齒*40 齒*40 齒。製作餵食器

指針刻度，以鐘面之 12 刻度作為紀錄刻度，每整點 3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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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刻度 0 一 二 三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第 1 次 8：20 1：50 8：15 12：00 7：57 2：40 

第 2 次 8：45 2：15 9：30 3：00 8：02 1：50 

第 3 次 9：28 3：58 10：20 4：00 8：43 4：10 

第 4 次 10：19 6：15 11：20 6：30 9：29 6：15 

第 5 次 11：15 8：35 12：15 8：30 10：17 8：05 

第 6 次 12：04 10：00 2：10 12：30 11：20 10：05 

第 7 次 1：28 12：35 3：00 2：05 12：19 12：00 

第 8 次 2：12 2：00 4：05 4：30   

第 9 次 3：08 4：05     

第 10 次       

 

 

【表十一】 

刻度 1 一 二 三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第 1 次 8：17 12：02 9：45 4：10   

第 2 次 9：35 12：35 10：26 4：40   

第 3 次 10：25 1：10 11：19 5：30   

第 4 次 11：22 2：50 12：00 6：10   

第 5 次 12：20 2：15 1：21 7：20   

第 6 次 3：20 4：10 3：06 8：50   

第 7 次   3：56 9：20   

第 8 次       

第 9 次       

第 10 次       

 

 

 

 

 

 

 

 

 

 

 



【表十二】 

刻度 2 一 二 三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觀察時間 當時刻度

第 1 次 8：45 10：30 7：30 9：30 7：50 10：45 

第 2 次 9：35 11：10 8：46 10：30 9：34 11：45 

第 3 次 10：20 11：20 9：37 10：50 10：15 11：55 

第 4 次 11：20 11：50 10：18 11：30 11：15 12：20 

第 5 次 12：05 12：10 11：27 11：50 12：05 12：40 

第 6 次   12：00 12：00   

第 7 次   1：24 12：55   

第 8 次   2：11 1：00   

第 9 次   3：07 1：05   

第 10 次   4：02 1：05   

 

 

 

2. 實驗發現水車置入水中到達刻度 2 時，

餵食器轉一圈的時間已經超過２４小

時，遠超過我們的目標，因此決定，水

車入水深度與餵食器轉速關係的實驗，

到此可以告一個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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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飼料儲存室的研究： 

（一） 分裝飼料模式之研究：依照天數事先裝好每天的份量，定時餵養。以下是我們

構思時的幾種草圖： 

 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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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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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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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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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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不分裝飼料模式之研究： 

不分裝儲存室設計圖：將所有飼料集中在一起，自動拿取一定份量的飼料。以

下是我們構思時的幾種草圖： 

 圖 E： 

齒輪經過鍊條帶動，小瓢子挖取飼料

後，定時投入魚缸中。 

 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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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輪經過鍊條帶動，小瓢子挖取飼料

後，投於平行履帶上，平行履帶再將飼

料到在魚缸中。 

 圖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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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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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分裝與不分裝的飼料儲存室模式的優缺點之分析： 

【表十三】 

 分裝飼料儲存室 不分裝飼料儲存室 

飼料的量可固定 可餵食較多的次數 
優點 

操作簡易快速 

餵食的次數受限於 

儲存室的數目多寡 

每次餵食的飼料量 
缺點 

多少都會有誤差 

 

（四） 每次飼料掉入量的統計： 

1. 依照圖 H 的傾斜漏斗流出的飼料量，統計每次的餵食量，有沒有太大的落差？ 

【表十四】 

每次餵食的魚飼料量 

次數 重量 平均 

1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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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00 ㎎ 

3 500 ㎎ 

 

約 500 ㎎ 

4 500 ㎎ 

5 500 ㎎ 

6 400 ㎎ 

7 500 ㎎ 

8 500 ㎎ 

9 500 ㎎ 

10 500 ㎎ 

 

2. 飼料掉出口與托盤間的距離也會影響飼料掉出量。 

經測試： 

飼料掉出口與托盤間的距離 0.8 公分時掉出量約 100mg 

飼料掉出口與托盤間的距離 1.5 公分時掉出量約 500mg 

 

 

五、故障率的測試： 

水車會受水的影響而產生故障，我們已持續讓水車運轉超過

12 天，期間並沒有故障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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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陸、 研究

一、 動力來源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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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影響餵食時間之因素研究結果：  

（一） 魚缸水量蒸發對餵食器速率的關係： 

由【表一】及【表二】得知魚缸水量，7 天蒸發高度約為 0.7cm，以葉片每刻度

1.5 公分比較，幾乎蒸發了每刻度的一半。 

 

（二） 水車葉片數與水車轉速的關係： 

不同葉片數之水車，放在濾水器下沖（水車沒放入水中的情形），從【表三】可

看出其轉速差異性並不大，都在 4 圈以上，因此難以辨別出各水車間的優劣，

我們再嘗試將水車置入不同深度的水中，去紀錄其中的差異。 

 

（三） 不同葉片數的水車入水深度與餵食器轉速的研究結果： 

1. 由【表四】~【表八】的數據，整理出各種水車葉片數的入水深度對水車轉速

的影響。 

【表十五】 

 

 

入水刻度 

 

4 片 

 

6 片 

 

8 片 

 

10 片 

 

12 片 

入水刻度 0 4.4 4.03 4.25 4.22 4.94 

葉片 

轉速 
（圈 / 分）

數 

入水刻度 1 2.25 1.26 1.83 1.33 1.14 

入水刻度 2 1.65 1.1 1.57 1.11 0.76 

入水刻度 3 0.91 0.72 0.76 0.68 0.7 

入水刻度 4 0.53 0.64 0.58 0.59 0.5 

入水刻度 5 停止轉動 0.58 0.49 0.51 0.49 

入水刻度 6 停 止 轉 動 停止轉動 

 

2. 從【表十五】可知道 4 片葉片水車，由刻度 0 到刻度 2 的運轉速度，變化幅

度較小，但當它到達刻度 3 到刻度 6 時，很快就會因推不到葉片而停止轉動。 

3. 6~10 片葉片水車從刻度 0 到刻度 1 的轉速變化都差不多，入水後的轉速也幾

乎相同，但 6 葉片和 8 葉片的結果較穩定，10 葉片則有些許的誤差。 

4. 12 葉片的水車轉速變化幅度最快也最大，考量到刻度 0 到刻度 1 轉速由 4.94 
（圈/分鐘）一下子降到 1.14（圈/分鐘），又因為魚缸水量蒸發的因素，會嚴



重影響 12 片葉片水車的適用性。 

5. 6 葉片和 8 葉片的比較，考量到製作上及節省材料的因素，因此，我們選擇 
6 葉片的水車來進行後續的實驗。 

 
 

（四） 研究齒輪大小(24 齒、40 齒）與餵食器速率的結果： 

1. 由【表九】的實驗結果，我們可以得知九種減速器的組合對餵食器轉速變化

之數據表 

【表十六】 

40 齒 40 齒 * 40 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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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齒 * 40 齒 *40 齒刻度 0 

 

244（圈/小時） 

 

6.1（圈/小時） 

 

0.15（圈/小時） 

24 齒 24 齒 * 40 齒 24 齒 * 40 齒 * 40 齒 

   

  0.26（圈/小時） 408（圈/小時）    10.2（圈/小時） 

24 齒 * 24 齒 24 齒 * 24 齒* 40 齒

  

  0.43（圈/小時） 17（圈/小時） 

24 齒 * 24 齒 * 24

齒 

 

0.71（圈/小時） 

 

2. 我們選擇 40 齒 * 40 齒 *40 齒的減速器，因為它轉一圈的時間最久，可以減

少後續因水量蒸發，所產生的錯誤。  

 

（五） 六葉片數與水接觸深度的運轉結果： 

1. 六葉片水車與餵食器之間角度轉動結果： 
【表十七】 

測試

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刻度0 5 0 320 1 30 105 4 0 255 3 50 240 4 20 305

刻度1 7 0 120 2 15 60 2 30 60 16 45 420

刻度2 3 15 45 19 30 285 4 30 75 4 0 55 4 15 60

觀察時間

一 二 三 四

轉動

角度

五

觀察時間 轉動

角度

觀察時間 轉動

角度

觀察時間 轉動

角度

觀察時間 轉動

角度

 
2. 上面所觀察時間的數據相對於餵食器轉動一圈的變換餵食器每轉 360 度(一圈)

所需時間： 

3.  



【表十八】 

測試

觀察時間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小時 分

刻度0 5 38 5 8 5 38 5 45 5 6 5 27

刻度1 21 0 13 30 15 0 14 21 15 57

刻度2 26 0 24 37 21 35 26 10 25 30 24 46

平均一 二 三 四 五

 

4. 由以上的數據，可得知： 

葉片的入水深度，影響餵食器的轉速，入水越淺，餵食器的轉速將會越快；

入水越深，則餵食器的轉速將會變慢。因此，我們了解，我們可以透過葉片

的入水深度，選擇自己所需要的餵食間隔。 

 

三、 飼料儲存室的研究結果： 

（一） 不分裝飼料儲存室的模式是比較理想的結

構，我們選檡Ｈ圖的模式來製作，其優點

有： 

1. 飼料統一集中放置，不必事先分裝。 

2. 每次餵時完，便自動掉下下次餵食飼料。 

3. 餵食器旋轉一圈，餵食一次，以減速器

的轉速來定時餵食，容易達成。 

4. 每次撥動的數量很少，餵食器不會受到

太多阻力。 

（二） 每次飼料掉入量的統計： 

由【表十四】得知，以傾斜漏斗之模式做飼料掉出量的測試結果能夠穩定

的獲得 500mg 的飼料量 

 

四、故障率的測試： 

我們已持續讓水車運轉超過 12 天，期間並未發生故障，因此該自動節能餵魚器， 

對短天數的自動餵養是可行的。 

 

 

 

 

 

 

 

 

 

 

 15



柒、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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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須製作防潮外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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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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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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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80802  誰來幫我餵魚？-節能自動餵魚器之研究 

本作品利用魚缸循環水流來帶動餵魚器自動餵魚，極

具創意及實用性，參與同學利用隨手可得之材料不斷

嘗試錯誤、終完成本作品，極為難能可貴。參與同學

分工合作無間、說 

明表達清楚，故推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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