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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自製防疫無人機自動消毒液噴灑系統研究 

一、摘要： 

本研究分為兩部分，研究壹透過比較噴灑方式的種類及形式，找出死角最小及效率最高的

種類及形式；研究二則是比較馬達更改前後的負載，思考是否需要更改馬達，接著測試加

裝螺旋檢保護套後的風力大小，觀察加裝保護套前後的風力變化，分析加裝前後對於安全

的影響。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避免感染新冠病毒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為戴口罩及消毒，但傳統的消毒存在一些缺點例

如：病原體無法在短時間內被清除、較難一次消毒大範圍空間及消毒存在死角等、消毒專

業人力吃緊等。此外，依據市面上清潔公司的報價資料(下圖 1)，為了處理 40 間教室試場

的試後消毒作業花費 1.4 萬元，前後就要花掉將近 2.8 萬元，且需早早預訂。以 110 國中教

育會考全國 20 萬 2547 人分配在 220 考場為例，2 天的消毒費用整理下來非常可觀，所以我

們希望可以製作出一個比人工消毒更有效率，並使消毒人員染病風險降低的裝置，規劃利

用無人機機動性高的特性，找出最合適的載具及噴灑裝置。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研究最佳噴灑方式 

(二) 研究馬達更改前後之飛行變化 

(三) 研究螺旋槳保護套對於飛行安全之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噴灑裝置測試與實驗 

(一)噴灑方式比較實驗 

為了使消毒液更平均的發散在需消毒之空間，我們比較了常見的噴灑方式，有一般像酒精

噴瓶的方式及使用霧化器，並且因我們是在室內進行消毒工作，所以我們用一個含有抽屜

的書桌測試，並且在抽屜裡放置一張氯化亞鈷試紙，用以確認抽屜內是否有被消毒到。 

表一、酒精噴瓶實驗紀錄表 

試紙是否變色 

 

實驗次數 

是 否 

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  √ 

第四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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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  √ 

 

表二、霧化器實驗紀錄表 

試紙是否變色 

實驗次數 

是 否 

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 √  

第四次 √  

第五次 √  

由上表可知，以霧化的方式進行噴灑會比一般酒精噴灑更全面，所以我們採用此方式進行

消毒工作。 

(二)霧化器之形式的選擇及實驗  

在確定了噴灑方式後，接著是霧化器的形式，我們比較了兩種噴霧器類型，分別是有含棉

棒及不含棉棒，並且測試其最低水位。 

 

 

 

 

 

 

 

 

 

表三、不含棉棒之霧化器最低水位 

水位 

實驗次數 

水平面與底部距離 

第一次 5 

第二次 4.9 

第三次 5.1 

第四次 5 

第五次 4.9 

表四、含棉棒之霧化器最低水位 

水位 水平面與底部距離 

圖 1、含棉棒霧化器實驗照片 圖 2、不含棉棒霧化器實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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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次數 

第一次 0.5 

第二次 0.2 

第三次 0.6 

第四次 0.3 

第五次 0.6 

由上列兩表可知，含有棉棒的霧化器較不含棉棒的霧化器的水位更低，這代表含有棉棒的

霧化器可以吸收更低水位的消毒液，使消毒液的負載不會過高，進而影響整個裝置的穩定

度。 

2.飛行裝置的實驗與測試 

 (一)對比無人機在更換馬達前與後升力與負重力的改變 

    為了測試我們的無人機在更換馬達前與更換馬達後負重的強度，我們設計了一個實

驗，來測試這項功能的改進，實驗內容如下： 

將更換馬達前與更換馬達後的飛機測試一次，將兩台飛機分別裝 0g、50g、150g、250g、

400g 以及 500g，並測試這兩台飛機升到一公尺之所需時間。 

  

   

 

 

 

 

 

  

 

 

 

 

 

 

 

 

 

 

 

表五、更換馬達前所需時間 

一公尺 

圖 3、負重測試用砝碼 圖 4、固定高度 

圖 5、飛行裝置原先馬達 圖 6、飛行裝置新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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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次數 

0g 50g 150g 250g 400g 550g 

第一次 0.5 秒 1.0 秒 3.0 秒 5.1 秒 11 秒 15.3 秒 

第二次 0.5 秒 1.1 秒 2.9 秒 5.1 秒 10.9 秒 15.8 秒 

第三次 0.4 秒 0.9 秒 3.1 秒 4.9 秒 11.2 秒 15.1 秒 

第四次 0.5 秒 1.0 秒 3.1 秒 5.2 秒 11.3 秒 15.6 秒 

第五次 0.5 秒 1.0 秒 3.0 秒 5.1 秒 11.0 秒 15.1 秒 

表六、更換馬達後所需時間 

重量 

次數 

0g 50g 150g 250g 400g 550g 

第一次 0.1 秒 0.7 秒 2.0 秒 5.1 秒 8.9 秒 12.1 秒 

第二次 0.1 秒 0.9 秒 1.9 秒 5.1 秒 9.1 秒 11.9 秒 

第三次 0.2 秒 0.6 秒 2.0 秒 4.9 秒 9 秒 12 秒 

第四次 0.1 秒 0.8 秒 2.1 秒 5.2 秒 9.2 秒 12 秒 

第五次 0.1 秒 0.8 秒 1.8 秒 5.1 秒 9 秒 11.9 秒 

 

(三)螺旋槳加裝保護罩前與後和其所帶來的實際效用(風力檢測) 

    由於螺旋槳轉速過大，若傷到人員或是物品，後果將不堪設想。為此，我們在螺旋槳

周圍安裝了保護罩，來保障人員的安全，同時，為了測試他的效用如何，我們設計了一個

實驗： 

將飛機啟動並固定油門，比較在有裝保護罩與沒裝保護罩的情況下，風力感測器所感測到的

風力大小。 

 

  

 

 

 

 

 

 

 

 

 

 

 

圖 5、風力測試 

圖 6、螺旋槳保護罩 

圖 7、固定遙控器油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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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有無裝置螺旋槳保護罩風力檢測表 

有無保護套 

測試次數 

無螺旋槳保護罩 有螺旋槳保護罩 

第一次測試 7.6 m/s 2.5 m/s 

第二次測試 8.1 m/s 2.3 m/s 

第三次測試 7.3 m/s 2.1 m/s 

第四次測試 8.0 m/s 2.6 m/s 

第五次測試 7.9 m/s 2.4 m/s 

經過以上測試後，可以發現有加裝螺旋槳保護套所測得風速較低，可知當裝置保護罩

時，意外撞傷人員時的傷害力較低。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本系統未來發展與優勢: 

(一) 彈性移動與三維度空間應用：本系統可以使用在任何高度的場域或人員不方便到

達的環境，避免病菌在消毒死角的殘留，都可以用無人機解決。 

(二) 降低人力與裝置成本：本系統操作簡易，可節省消毒人員奔波所需大量人力及金

錢成本。 

(三) 降低染疫機率：由於操作者可以遠距操控，不用深入疫區，可降低高風險區的消

毒人員染疫風險，提升人員的安全。 

(四) 注意安全考量：與室外農藥機相比，本系統考量室內人員安全第一，必須增加防

護罩、消毒液防傾倒等安全規劃，但成品仍可達成所預期的效果。 

(五) 應用與移植的便利性：本系統應用學校所教 Arduino、C++程式設計的觀念，並與

3D 設計繪圖結合，搭配市售無人機零件來開發，在硬體的維護與軟體技術的移

植都相當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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