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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技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作品)名稱： 環境檢測小幫手 

一、摘要：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得知現在時間時，我們還是會習慣看時鐘或是手錶，但是在想要得

知現在的空氣品質或是溫溼度時，周圍很少現成的儀器會顯示這些狀態，於是我們想要製

作出一個可以感測環境檢測值的小幫手，主要顯示空氣品質指標 AQI 值並給予提示燈號，

並且也可顯示環境濕度及溫度，我們利用課堂上學習到的物聯網相關知識，來實現作品，

有了這樣的小幫手，可以讓我們不需要樣樣都透過查詢才能得知生活環境周遭的狀況，讓

生活便利性大大提高。 

 

二、探究題目(創意作品)與動機 

 

 生活中總是有些時候想知道現在的氣溫，或是想出門運動但不知空氣品質如何的情

境，這種時候大部份的人都會拿起手機開始查看，但是如是學生在校園中手機被管制或是

老人家比較不習慣使用手機，或覺得查詢很費力，就會無法取得現在的環境偵測值，所以

我們想製作出一個讓人們可以很快取得環境資訊的小幫手，我們希望小幫手可以幫我們取

得空氣品質的指標值，且會依照空氣品質的指標值亮起提示燈號，讓我們可以依照提示決

定開關窗或是能不能出門運動。另外，加了濕度及溫度測量，讓我們可以依照這些數值來

調整室內環境，像是開不開冷氣等等。 

 

 我們希望這樣的小幫手不是存在手機裡的 App，而是實體的小家電，所以運用了物聯

網的技術，讓小幫手可以自動幫我們定時收集環境資訊，並顯示出來，讓人們不用放下手

邊的工作，直接可以接收訊息，像是時鐘一樣的存在，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 

 

三、探究(創作)目的與假設 

 

 我們的研究目的，主要為下列三點： 

(一)透過網路取得環境部空氣品質指標 AQI 值。 

(二)根據空氣品質指標 AQI 值設定提示燈號。 

(三)定時檢測並顯示環境濕度及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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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方法(製作原理)與驗證步驟 

 

 主題確定後經過討論，我們將研究分成取得空氣品質指標值、顯示空氣品質提醒燈號

及溫濕度的感測及顯示三個部份，環境檢測小幫手開發的流程如下： 

 
圖 1 開發流程 

 

 在開發產品前，我們進行了 SWOT 分析，從而產生較佳的發展策略。 

 

 
圖 2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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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初步形成的硬體架構圖如下： 

 

 
圖 3 硬體架構圖 

 

(一) 取得空氣品質指標值 

 

 在題目發想時，我們一開始想要自行偵測空氣品質，但經過討論後發現，我們需要知

道空氣品質的時機點為準備外出時，所以要以室外的空質品質為主，所以我們決定以環境

部環境資料開放平臺提供的「空氣品質指標(AQI)」資料集 API 來取得資料。 

 要使用環境部環境資料開放平臺提供的 API 需進行註冊後才會取得授權的金鑰，傳回

的值是以 JSON 格式呈現，我們的程式碼片段如下圖所示： 

 

圖 4 取得 AQI 值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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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顯示空氣品質提醒燈號 

 

 我們查詢資料時發現環境部對於 AQI 值的對應燈號及說明我們整理如下表： 

表 1  AQI 值的對應燈號表 

 

 

 我們將空氣品質 API 即時取得的 AQI 值，依照上面的對應表，發出相對應顏色的燈

號，因為更新資料的時間為 30 分鐘，所以程式 30 分鐘才取一次 AQI 值。 

 

(三)溫濕度的感測及顯示 

 

 為取得環境檢測小幫手所在環境的溫度及濕度，我們找到最適用的組件為 DHT11 溫度

濕度 二合一感測器，ESP32 控制板將取得的溫度及濕度顯示在四位數七段顯示器模組上。 

 

 考量到我們希望完成的小幫手可以讓使用者很快得到資訊，又不希望資訊量太多，我

們決定使用按鈕切換輪流顯示 AQI 值、溫度及濕度。我們完成的環境檢測小幫手的正面圖

及操作畫面如下圖所列： 

 

 
圖 5 環境檢測小幫手正面 

 

AQI 值 說明 燈號 

0-50 代表空氣品質良好 綠色 

51-100 為普通 黃色 

101-150 為對敏感族群不良 橘色 

151-200  為對所有族群不良 紅色 

201-300 為非常不良 紫色 

301-500 為有害 褐紅 



5 
 

 

1：顯示 AOI 值 2：顯示溫度 3：顯示濕度 

  
 

圖 6 切換顯示 AQI 值、溫度及濕度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如果不方便使用手機的時候，可以利用我們環境檢測小幫手來提醒空氣品質和溫濕度是

否超標，來決定是否出門。對於人體的危害也會逐漸降低！像是校園會管制手機，我們將無

法得知空氣品質的指數，如果利用環境小幫手的話，就可以不使用手機就能得到檢測結果，

來提醒一些會過敏的同學減少外出。也可以讓不常使用手機的人來運用，像是老人不太會使

用智慧型手機最後一個例子是醫院，因為醫院常常沒有訊號，而且醫院有很多病人，更需要

環境檢測小幫手來檢測是否異常！希望我們想法可以直正落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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