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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自動餵食器 

摘要： 

每到寒暑假，自然教室的魚缸就是一大困擾，需要有人協助定時定量餵魚。為了可以有

更便利的方式，我們希望可以藉由手邊的材料製作自動餵食器。我們運用時鐘的規律性，帶

動餵食的機關，希望可以達到定時、定量餵魚的效果。 

 

壹、研究動機 

為了學習與觀察，我們自然教室設有水族箱餵養魚類，但每到寒暑假，餵魚就變成一件

困擾的事情，很容易因為不定期餵魚而倒缸，或魚隻生病，需要重新養魚。為了方便在放假

期間餵魚，避免魚隻生病、死亡，同時固定時間餵食，如同學到過去所學到規律性的概念應

用，所以我們決定設計自動餵食器，提供魚定時餵食。 

 

貳、研究目的 

我們想要在沒有人的情況下餵魚，所以運用手邊可以取得的材料，製作自動餵食器，定時、

定量的餵魚。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齒輪式自動餵食器 

(一)、 時鐘機芯 

(二)、 齒輪 

(三)、 膠帶 

(四)、 保麗龍膠 

二、鬧鐘震動式自動餵食機 

(一)、 鬧鐘 

(二)、 棉線 

(三)、 塑膠杯 

三、推動式自動餵食器 

(一)、 時鐘機芯 

(二)、 吸管 

(三)、 膠帶 



(四)、 紙片 

肆、研究流程 

一、 研究流程圖 

 

 

二、觀察發現 

市售的自動餵食器會在固定的時間點投食，並且利用旋轉的方式讓飼料掉入魚缸中。下

圖是我們觀察後畫製的心智圖： 

 

 

三、設計發想 

依照觀察發現的元素，我們進行第一次的設計

發想製作，並運用時鐘機芯一天會到同樣位置，達

到定時的效果。 

(一)、 齒輪式自動餵食器 

我們想到使用時鐘帶動齒輪轉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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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鍊條，讓飼料運送到魚缸。我們稱為齒輪式自動餵

食器，製作步驟如下： 

1、 使用了 2片齒輪，在其中一片有加裝把手。 

2、 使用的齒輪包有附塑膠鍊條，我們把鍊條都組裝

成同一顏色，只有一片是不同的顏色，為了更凸

顯容器的位置。 

3、 靠著時鐘的機芯帶動齒輪轉動。 

4、 測試時鐘機芯是否可以帶動齒輪，而且齒輪轉動

順暢。時鐘指針和齒輪把手不固定，利用推動的

方式使齒輪轉動。 

第一次的設計，無法達到我們所期待的效果，成功轉動定時、

定量投食齒輪，因此我們進行第一次的改良，希望可以真正達到定時的效果。 

(二)、 震動式自動餵食機 

我們利用鬧鐘可以設定固定時間響鈴，當

鬧鐘響時會產生震動，利用鬧鐘震動使飼

料定時震落。我們稱為震動是餵魚。 

1、 使用棉線固定住鬧鐘一端，另一端固

定在魚缸另一側。 

2、 棉線上綁有穿洞的塑膠杯。 

3、 於塑膠杯裝飼料。 

4、 設定鬧鐘響的時間。 

5、 設定兩組與鬧鐘距離不同的塑膠杯，分別為 4.5公分與 9公分。 

6、 測量鬧鐘響一分鐘，飼料掉落的數量。 

7、 確認鬧鐘響多久。 

(三)、 掃落式自動餵食器 

由於時鐘機芯無法帶動太重的東西，於是我們利

用重量較輕的吸管及紙片，當作掃落飼料的工

具。我們稱為掃落式自動餵食器。 

1、 裁減吸管。 

2、 將時鐘機芯穿過瓦楞板。 

3、 將吸管裝至時針上，並於吸管上裝置紙



片。 

4、 將飼料撒於瓦楞板上。 

5、 轉動時針，確認飼料是否可以成功推瓦楞紙上的飼料。 

 

伍、研究結果 

一、齒輪式自動餵食器： 

時鐘指針和齒輪把手不固定，利用推動的方式使齒輪轉動。 

假設指針順利推動齒輪，齒輪把手會依照時針速度轉動。 

經過 21小時實測結果，齒輪把手位置有移動，但並非為預估位置 

推測結果 測試結果 

 

  

預計經過 21小時候指針位置應由六點鐘位置，移至

三點鐘位置，且把手同時移動到三點鐘位置。 

原指針位置 21小時後，指針

位置 

 

二、 震動式自動餵食機： 

設定兩組與鬧鐘距離不同的塑膠杯，分別為 4.5公分與 9公分，測試鬧鐘的震動力道是

否能成功灑落飼料，下表為計時 1分鐘飼料灑落情形。 

塑膠杯與鬧鐘距離 4.5公分 9公分 

飼料散落狀況 

  

塑膠杯距離鬧鐘 4.5公分可明顯看到有飼料灑落，灑落範圍約為 25平方公分，每 1平

方公分約有 4-6粒飼料，總灑落量約為 125粒飼料。塑膠杯距離鬧鐘 9公分則無明顯飼

料灑落，每平方公分為 0粒飼料。 

計時市售鬧鐘鐘響時間後發現，市售鬧鐘鐘響時間為 30分鐘，依照 1分鐘飼料灑落量

推估，鬧鐘鐘響至結束每平方公分約有 150粒飼料，總灑落量約為 4500粒。 



三、掃落式自動餵食器 

吸管及紙片會隨著指針跟著轉動，並掃落飼料。飼料灑

落量會隨著瓦楞紙板上的飼料量增加而增加。 

  

 

陸、討論 

一、齒輪式自動餵食器：一般的市售時鐘機芯無法帶動齒輪，原本時針朝下，過了一天指針

只停留在 7點鐘方向。拆開齒輪後，時針會持續轉動，排除機芯故障。推論指針有帶動

齒輪，但因為齒輪太重了，所以時針無法推動齒輪裝置。 

二、 震動式自動餵食機：我們運用鬧鐘的震動震下飼料，我們發現當塑膠杯越接近鬧鐘，震

落的飼料量越多。市售傳統的鬧鐘從鈴響，到結束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容易過量餵食汙

染水源。 

三、掃落式自動餵食器：時針確實可以帶動塑膠吸管及紙片，成功掃落飼料餵食，但掃落後

就需要補充瓦楞紙面上的飼料，只有單次預約餵食的效果，無法連續餵食。 

 

柒、結論 

經過嘗試後，發現時鐘雖然可以達到定時的效果，但是市售的機芯動力小，無法帶動齒

輪、鍊條，以一勺一勺固定量的方式餵食，僅能負荷吸管、紙片等...輕量的東西。而運用鬧

鐘定時震動，則受限於市售的鬧鐘震動時間長，餵食飼料量累加起來容易過度餵食，未能及

時吃完的飼料也容易造成水質汙染。 

針對掃落式自動餵食器，輕量的吸管和紙片可以被時針帶動，同時又可以掃落飼料。但

未設置其他裝置時，只能單次掃落飼料，之後需要人力補充飼料，而且飼料散落在瓦楞紙板

上，飼料容易受潮、變質。 

未來改良可以從兩個部分思考，第一點，是否有其他定時的裝置可以提供足夠的動力；

第二點，若希望可以持續定點餵食則需要飼料儲存空間，及適當的飼料保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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