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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利用運算思維課所學的 EV3 做出自動曬衣架的結構，再運用 Arduino 與 DHT11 濕度

感測器偵測空氣中濕度，以控制 SG90 伺服馬達轉動，並按壓到 EV3 的觸碰感測器啟動大馬

達收回曬衣架。 

都會地區空間狹小，且雙薪家庭居多，台灣又處於多午後雷陣雨的地區，因此如何利用

狹小的空間並在最短時間內乾衣，就是我們這次研究的重點，將相關測站數據分析後發現，

空氣中濕度達 70%左右極有可能即將降雨，因此自動收曬衣機會在濕度約 70%以下的時候，

大馬達啟動並自動把衣服放到室外曬，並且利用太陽能驅動風扇，加速乾衣。反之，在濕度

高於 70%時，大馬達會啟動將衣服自動收到室內，避免淋到雨而無法達到曬乾之功能。 

 

壹、研究動機 

媽媽總是說:洗好的衣服一定要曬過太陽，經過太陽的曝曬、殺菌的衣服穿起來才乾淨舒

服。 

但是職業媽媽白天要上班，南部經常出現午後雷陣雨，常常衣服早上曬著暖暖的陽光，

下午就被突如其來的一陣大雨淋的溼答答的，根本來不及收衣服，媽媽辛辛苦苦洗好晾好的

衣服又得重新洗過，因此我們想研究出一個可以不用自己收曬衣服的法寶，克服變化多端的

麻煩天氣。 

 

貳、研究目的 

 

一、探討屏東測站濕度對降雨的影響。 

二、探究噴水次數以增加空氣中水氣與 DHT11 與 DHT22 監測濕度關係。 

三、探討濕度感測器與自動曬衣架連桿伸縮的影響。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太陽能板  風扇  

 

土壤溼度計  電線  

DHT11  太陽能風扇

組 

 

EV3 主機  EV3  

大馬達  噴水器  

絕緣膠帶  鉗子  

Ardunio UNO  

 

伺服馬達  

EV3 按鈕  EV3 傳輸線  



DHT22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 找尋公開觀測資料 

利用環保署與空氣監測網公開資料，進行屏東測站濕度與降雨量的數據查詢與比對。 

二.實驗設備 

(一) 用 EV3 做曬衣架的結構 

運用樂高主機、大馬達、觸碰感測器、樂高積木進行連桿曬衣架的設計 

 

組裝大馬達的連桿機構並架設太陽能風扇在連桿曬衣架上 

 Arduino 

(二)接 Arduino UNO 與溫濕度感應器(DHT11 及 DHT22)的電路 



利用麵包板將Arduino UNO正負極接出，將擴充板上DHT11 V接到 3V3，G接到GND，

S 接到 Arduino UNO 腳位 2。 

利用麵包板將 Arduino UNO 正負極接出，將 DHT22 “+”:接電源正極，“-“:接電源負

極，NC:空腳，“out”:接 2 號腳位。 

 

DHT11 與 DHT22 腳位接線圖 

 

(三)整合 Arduino UNO 與樂高 EV3 控制 

利用 DHT11 監測濕度來控制 SG90 伺服馬達運動角度，以按壓樂高 EV3 觸碰感測器控

制大馬達轉動，將連桿曬衣架收回。 

DHT11  DHT22  



 

整合 Arduino UNO 與樂高 EV3 控制 

 

三.程式撰寫 

利用 mBlock 網頁版寫程式  

(一) DHT11 濕度控制伺服馬達圖 

 



(二) EV3 觸碰感測器控制馬達程式 

 

伍、實驗結果 

一、實驗一:測站濕度與降雨量比對分析 

利用行政院環保署公開觀測資料查詢系統 CODiS 進行屏東市測站濕度與降雨量 30 日查

詢比對，找出有下雨的天數，再根據日期進行每小時濕度與降雨量的資料查詢與比對。 

 

 

3 月份測站資料發現 5、10、14、28 皆有下雨 



 

4 月份測站資料發現 6、7、12 皆有下雨 

 

5 月份測站資料發現 10、11、18、19、20、21、22 皆有下雨 

將 3/28、4/6、4/7、4/12、5/11、5/12、5/18、5/19、5/20 這幾日每小時數據進行濕度與降雨

量比對分析發現濕度達到 68%-88%左右即有可能開始下雨。 



4/6、4/7 降雨量與相對溼度數據 

 

 

由 4/6 與 4/7 降雨量與濕度資料評估降雨前後濕度約 85%-87%左右 

5/11、5/12 降雨量與相對溼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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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5/11 與 5/12 降雨量與濕度資料評估降雨前後濕度約 68%-75%左右 

 

  

由 5/19 與 5/20 降雨量與濕度資料評估降雨前後濕度約 71%-8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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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5/20 降雨量與相對溼度數據 



 

 

4/12 降雨量與相對溼度數據 

 

由 4/12 降雨量與濕度資料評估降雨前後濕度

約 83%-88%左右 

 

小結:由 CODiS 數據分析得知降雨前空氣中的溼度約落在 68%-88%之間。 

 

二、實驗二:利用 DHT11、DHT22 溫溼度感測器進行探討下雨前濕度 

運用噴水器噴水增加空氣中的水氣模擬下雨前空氣中水氣的增加，分別以未噴水、噴 1

次水、噴 2 次水、噴 3 次水、噴 5 次水來進行模擬下雨前水氣增加實驗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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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UNO 控制 DHT11 溫溼度感測器將濕度數值顯示在 LCD1602 螢幕上 

 

利用 mblock 慧編程網頁版進行濕度監控程式編寫與上傳 



 

 1.DHT11 溫溼度感測器濕度實驗 

 

濕度(%) 

不噴水 噴一次 噴二次 噴三次 噴五次 

第一次 58 72 74 95 95 

第二次 59 73 75 95 95 

第三次 59 73 95 95 95 

第四次 59 73 95 95 95 

第五次 59 73 95 95 95 

平均 58.8 72.8 86.8 95 95 

小結:由 DHT11 實驗數據分析得知未噴水模擬天氣晴朗狀態濕度大約在 60%以下，噴一

次模擬降雨時濕度約 73%，連續噴二次模擬降雨時扣除前二次太大誤差，濕度約爬升至 95%，

連需噴三次、五次模擬降雨時，濕度皆維持至 95%，由模擬實驗發現噴一次模擬降雨時，DHT11

測得空氣中濕度約在 72%-73%之間，與 CODiS 數據分析降雨前空氣中的溼度約落在 68%-88%

之間有接近的數值，因此我們可以利用 70%的溼度來做為判定下雨前的空氣濕度。 

 

 

  



2.DHT22 溫溼度感測器濕度實驗 

 

濕度(%) 

 

 不噴水 噴一次 噴二次 噴三次 噴五次 

第一次 45 56 62 71 85 

第二次 45 56 65 74 86 

第三次 45 57 67 77 86 

第四次 45 56 69 79 87 

第五次 45 56 70 81 88 

平均 45 56.2 66.6 76.4 86.4 

 

小結: 由 DHT22 實驗數據分析得知未噴水模擬天氣晴朗狀態濕度大約在 45%以下，噴一

次模擬降雨時濕度約 56%，連續噴二次模擬降雨時濕度約爬升至 67%，連需噴三次濕度約爬

升至 77%、連續噴五次模擬降雨時，濕度皆維持至 87%。經由與 CODiS 數據分析結果略有差

異，故不採用 DHT22 作為濕度感測器。 

三、實驗三:自動收曬衣物 

一開始我們使用冰棒棍進行曬衣架結構設計，發現結構太脆弱且連桿機構不容易做，後

來想到學校專題課時有上到 EV3，正好可以利用樂高積木來做連桿機構與程式作動，這個專

題的發想最初是要解決曬衣的問題，在不斷討論中，發現了許多都會地區與國家曬衣空間很

有限，為了能讓整個結構設計發明更具實用性，我們不斷地修正實驗架構與設計，最終採用

伸縮連桿，最適合空間不大的都會地區，而要將 Arduino 和 EV3 整合再一起，技術上真的太

難了，正當我們苦惱這這個問題時，組員拿著 EV3 的觸碰感測器不斷的按壓聲，讓我們想到，

如果可以藉有觸碰感測器被壓下而啟動 EV3 的大馬達，不就解決了，同時間有組員也提出課



堂上停車場的專題有運用到 NKNU 的晶片，並利用控制 SG90 伺服器，正好可以運用，這樣

就可以藉由 Arduino DHT11 感測到濕度大於 70％，就命令伺服馬達運轉藉由壓到 EV3 的觸碰

感應器啟動大馬達的伸縮連桿曬衣架把衣服收回來，就解決了二大系統整合運用的問題。 

伺服馬達未轉動 伺服馬達已轉動 

  

曬衣架伸出 曬衣架收回 

 

自動收曬衣物完整架構 



陸、 討論 

一、操作過程中發現太陽能板的電線會因為馬達運作的關係，常常會脫落，所

以後來用焊接的方式固定後，就改善了電線脫落的問題。  

二、實驗過程中，雖然說是使用濕度感測器，但是在沒有下雨的情形下，運用

噴水器使用，能有效觀察空氣中水氣濕度數值的變化。再加上測站數據的

分析，能更有效地預測下雨前空氣中的溼度數值。  

三、SG90 伺服馬達按壓 EV3 觸碰感測器部分常會因啟動而脫落，後因增加積木

與軟塑膠墊後就改善脫落的問題了。 

四、實驗過程因為 Arduino 電路與新的程式的問題，我們組員面對很多未知的困

難，過程中接錯電路燒掉 DHT11、22，Lcd1602 數據無法顯示等，組員們以

討論、觀察、實驗收集資料等方法，ㄧㄧ克服解決，最終終於解決數據呈現

與收集的問題，並成功完成利用濕度感測器控制自動收曬衣機的連桿收回。 

 

柒、 結論  

一、如果濕度大於 70%，預測空氣中水氣含量增加，導致濕度上升，表示即將

可能下雨，程式就會作動，曬衣機就會收回屋簷下。 

二、濕度感測器的數值會隨著空氣中水氣的增加變化而改變，濕度越高，感測

到的數值就會越高。  

三、藉由太陽能風扇的轉動與日曬，會縮短乾衣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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