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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普高組 □技高組  成果報告格式 

題目名稱：[從陽光到衣物]:探索自製太陽能智慧曬衣架的可行性、實用性及未來發展 

一、摘要 

    我們的「太陽能智慧曬衣架」是一款基於太陽能技術的智能曬衣架，透

過利用綠色能源與現代智慧技術，提升日常生活

中的曬衣效率與便利性。研究的核心目標是利用

太陽能作為能源來源，並整合物聯網(IoT)技術來

根據使用者需求進行遠程控制，達到節能、環保

與便捷的效果。此外，這項技術的應用還能大大

減少傳統曬衣方式中對電力和空間的耗，並對環  

保做出貢獻。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台灣氣候潮濕，衣物因在高濕度環境中晾曬，不只不容易乾，還會產生霉味，影響生活品質。

此外，天氣變化無常，特別是突如其來的降雨，時常導致我們晾曬的衣物被淋濕。為此，我們想要

設計一個比傳統曬衣架更方便，更有效率，擁有更多功能的「AI智慧太陽能曬衣架」。我們發現，

傳統的曬衣架有許多的缺點，像是衣物乾燥不均的問題、乾燥時長太長，為了解決這一大堆的麻煩，

我們開始了一系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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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發現問題 

本研究的目標是開發一款太陽能智慧曬衣架，透過結合太陽能供電、智能旋轉風扇與自動遮

雨系統，提升晾曬效率並解決傳統曬衣方式的缺點。具體目標如下： 

  (1)如何提升晾曬效率：研究如何透過旋轉衣架與不同風速模式，加快衣物乾燥速度，減少晾曬

時間。 

 

  (2)如何增強環境適應性：分析不同天氣條件（晴天、陰天、潮濕環境）下，太陽能供電的續航

能力，  確保設備能穩定運作。 

 

  (3)如何兼顧節能與環保：驗證太陽能供電是否能完全取代電力供應，降低傳統電動曬衣設備的

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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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何 AI智慧控制：測試物聯網（esp32）技術的可行性，使使用者能透過遠端控制風扇轉

速、啟動遮雨裝置，提高便利性。 

(二) 問題解決與探討 

(1)旋轉衣架能有效提升乾燥效率：相比於靜止風扇或自然風，旋轉衣架能讓衣物受風更均

勻，縮短至少 30%的乾燥時間。 

(2)大風扇與小風扇的結合能提升乾燥效果：大風扇適合厚重衣物（如外套、牛仔褲），小風

扇適用於輕薄衣物（如 T恤、絲綢），不同風速模式能優化晾曬效果。 

   

(3)太陽能板能穩定提供所需電力：在正常日照條件下，太陽能板可在 4小時內充滿電池，並

能在無陽光情況下提供至少 8小時的續航能力。 

      

(4)自動遮雨功能能有效應對突發天氣變化：當感測器偵測到降雨時，遮雨棚可在 10秒內自

動展開，避免衣物淋濕。 

18650離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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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一) 探究方法 

(1)太陽能供電效能：測試在不同天氣條件下的充電效率與續航時間。 

 

(2)風扇乾燥效率：比較旋轉衣架與固定風扇對衣物乾燥速度的影響。 

(3)風速對乾燥效果的影響：測試大風扇與小風扇的乾燥時間差異。 

 

二、製作過程 

 

 

    

1.拆解廢氣課桌椅  2.製作支架  3.完成主架構  4.測試太陽能發電

效率  

  

 

 

 

5.使用三個串聯  6.太陽能發電完成  7. 測試各個風扇發電

效率 

8. 製作曬衣架發電

支架 

    

 
 

 
 

 
 

 
 

 
 

 
 

 
 

 
 

 
 

 
 

 
 

 
 

大風扇(12v) 小風扇(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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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切割木條 10.自製電源盒 11.顯示發電數據 12.儲存電量 

三、驗證步驟 

 

2. 風扇乾燥效率測試 

3.能源消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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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本研究透過實驗測試與數據分析，驗證了「太陽能智慧曬衣架」的可行性、效能與環保效益。研

究結果顯示： 

 

 

未來展望 

未來可進一步研究如何提升太陽能板效率，確保在低日照環境下仍能穩定供電。此外，透過 AI技

術與大數據分析，可開發更智能的衣物乾燥系統，例如自動偵測衣物濕度、調整最佳風速與乾燥

模式，進一步提升便捷性與節能效果。 

透過這些應用與改進，「太陽能智慧曬衣架」不僅是一項創新產品，更是一種推動綠色科技與智

慧生活的實踐方案，讓科技為環保與生活品質帶來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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