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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DIY 無電自動餵魚器 
 

 

 

摘   要 
    為了兼顧節約能源與資源再利用的理念，我們決定朝「DIY 無電」自動餵魚器的方

向努力。從無數次的設計與嘗試錯誤，我們最後利用兩組「竹鐘」的相互牽引，終於開

發出第一代的無電自動餵魚器，但由於材料簡陋，使得每次「竹鐘」的「動作水量」非

常不一致。因此，我們到水族店買了養魚專用的塑膠管，做成了「第二代」自動餵魚器。

除了「動作水量」較穩定外，我們在高處架設小型水塔，並使用點滴專用的水流控制閥，

控制水流量，但水塔的設置非常佔空間，且搬運十分不方便，於是我們作出了「第三代」

自動餵魚器，讓「小水塔」能與自動餵魚器能結合在一起。目前雖然無法達到準確的定

時定量餵魚，但已能達成一天餵 2~3 次，連續自動餵食五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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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還記得國小時，在一次自然課的餵魚實驗中，粗心的組長忘了將魚缸帶回家。隔了

一個週末，赫然發現，五隻魚中竟有兩隻「翻了白肚」。那時就想，如果有一個「自動餵

魚裝置」，也許，在沒有人為飼養的情況下，魚兒便不會餓死。因此藉由這次科展，找了

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決定共同研究這個主題。經網路及市面上的調查研究發現，「自動

餵魚裝置」一般皆需使用「電力驅動」，電力驅動的優點是能準確的定時定量餵魚，但價

格偏高，從 500 到一、兩仟元不等，且一旦停電了或電池沒電了，便發揮不了作用。於

是，為了降低自動餵魚器的成本、節約能源以及有效利用生活周遭的資源，我們決定「廢

物利用」，發明一件「DIY 無電自動餵魚器」。 

     

貳、研究目的 

    應用「水」為動力來源，自製可拆卸式『無電自動餵魚器』。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魚缸（中型）× 1 個 、 600c.c.寶特瓶（或養樂多瓶）× 4 瓶、 2 分塑膠長管（或吸

管）× 4 根 、 廢棄配線槽底座× 1 條 、 可調式「束帶」一包 、竹筷子× 6 根 、雙面

膠× 1 捲 、點滴管× 1 條 、 魚飼料× 1 盒 、 風箏線× 1 捆 、 小磁鐵（或石頭） × 4

個 、「量杯」數個 、 電子秤× 1 台 、熱熔膠槍× 1 支、 電鑽× 1 支 、點滴用水流控制

器× 1 組。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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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師將五位參與科展的同學，共分為兩組，分頭上網及圖書館蒐集相關資料，並利

用星期一、二、四的中午及放學後的時間留下來作小組的綜合討論。 

2. 有同學提出養魚經驗後，經大家一番討論，決定朝製作「自動餵魚器」的方向邁進。 

3. 經小組成員的市面調查發現，目前自動餵魚器價格昂貴，從 500 到幾千元不等，當

然價格越高，功能性也越強。而經網路搜尋的相關資料得知，目前已有人研究出「太

陽能自動餵魚器」（利用太陽能蓄電再推動自動餵魚器）、「節能自動餵魚器」（利用

濾水器水流推動餵食器）及「鬧鐘式自動餵魚器」（利用鬧鐘使餵魚器能定時餵魚）

等創意餵魚器的發明。看到這麼多樣化的餵魚器發明，小組成員已有人覺得應該要

放棄這個主題。 

4. 老師鼓勵大家何不學學「馬蓋先」的精神？看看是否能利用周遭常見的物品自製一

個「環保自動餵魚器」呢？尤其是目前看到的發明仍需要「電力」的驅動，在現今

節約能源的趨勢下，是否能創造一個不用電的自動餵魚器？老師要我們想一想是否

有別的動力來源可取代電？例如，風力、水力、磁力、彈力…… 等。 

5. 老師的說明重新燃起了我們的鬥志，經過兩個星期的激盪，有位同學提出了『水 

   蒸發自動餵魚器』的設計圖（如圖 1）。利用水蒸發的原理，當水位下降時， 

   會帶動原本塞住飼料瓶口的錐形保麗龍球下降，而使飼料自動掉落下來，接著 

   利用虹吸現象補充水量，使錐形保麗龍球再度塞住飼料瓶，同時亦補充新的飼 

   料，如此週而復始便可自動餵魚了! 

6. 設計圖經老師認同之後，大夥便開始在實驗室進行樣品實作（如圖 2）。結果當水面

下降時，可順利餵魚，但卻一直無法循環自動餵魚，也就是說只能自動餵一次。經

一個月反覆的實驗找尋問題所在，依然無法解決。後來老師建議應該要停止實驗，

重新檢討設計圖是否有問題。果然，仔細推敲我們的設計，發現水位不可能補到當

初的位置，所以錐形保麗龍球不可能再度塞住飼料瓶口。當了解為何失敗後，雖有

恍然大悟的感覺，卻也悵然所失，一個月的辛苦似乎因此泡湯了!不過，我們已經踏

出了第一步，老師建議我們再多蒐集資料，重新出發。 

 

    

   

 

 

 

 

 

   

圖 1、水蒸發自動餵魚器設計圖                 圖 2、利用虹吸原理將水排出模擬水蒸發 

 



 4 

7.小組同學提出在網路上看到一種園藝店常見的竹製品，一端有開口的竹筒，架設成翹翹

板一樣可以兩邊傾倒，當水流慢慢注滿，會使竹筒重心慢慢變化而翻倒（槓桿原理），水

隨即流出，然後，空竹筒又會自然復位，由於這種裝置沒有查到正式的名稱，我們姑且

稱之為「竹鐘」。於是，老師建議我們想一想應用竹鐘的原理，是否能完成自動餵魚器？ 

 

 二、應用「竹鐘」的原理，自製無電自動餵魚器流程 

1.小組成員繪製了各式各樣應用『竹鐘』原理的餵魚裝置設計圖，與老師討論後發現有些

設計難度太高，或構造太複雜而作罷，最後去蕪存菁及嘗試錯誤的結果，應用「兩組竹

鐘」，我們設計出第一代（圖 3、4）的無電自動餵魚器，經過不斷的改良外觀及材料，最

後設計出第二、三代（圖 5、圖 6、圖 7）的無電自動餵魚器。 

 

 

 

 

 

 

 

 

 

 

 

 

 

 

 

 

 

 

 

 

 

 

 

 

 

 

第二、三代無電自動餵魚器設計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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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圖 4.由寶特瓶、花盆鐵絲、整

理箱、吸管..等材料臨時拼裝，

外觀較簡陋，但經過測試，效果

良好，右邊竹鐘傾倒時會帶動左

邊竹鐘一起傾倒，使左邊竹鐘灑

出飼料。但水流要如何才能定時

定量地流入右邊竹鐘？由於是

臨時拼裝，只使用膠帶固定，結

構不穩定，大大影響竹鐘傾倒所

需的水量，這些問題留待第二代

時解決。 

 

 

 

 

 

 

 

 

 

 

 

 

 

 

 

 

 

 

 

 

 

 

 

圖 5、圖 6 將竹鐘的固定支架改

為 4 根魚店賣的 2 分塑膠管，支

撐力比第一代的吸管好很多，但

由於塑膠管鑽孔時並無對齊，因

此支撐架歪的很厲害，也影響竹

鐘傾倒所需的水量。另外，在高

處架設小型水塔（量水瓶），並

應用打點滴專用的水流控制

器，使流入竹鐘的水量能固定。

但水塔的設置十分佔空間，且搬

運不方便，極需改良。 

 

 

 

 

 

 

 

 

 

 

 

 

 

 

 

圖 7 支撐架經過重新設計鑽孔

後，變得非常穩固，使每次傾倒

所需的水流量大致相同。量水瓶

與水流控制器直接接在塑膠管

上，使控制水流變得十分便利。 

 

 

 

 

支
撐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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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代無電自動餵魚器製作流程如下： 

 

步驟 說明 

（1） 製作盛水的竹鐘： 

 

我們利用廢棄的寶特瓶兩個，組合出類似

竹筒的裝置。作法：第一個寶特瓶從瓶底算起

的第一個凹槽裁切，只保留有瓶蓋的一端；第

二個寶特瓶則從瓶底算起約第四個凹槽裁切，

保留有瓶底的一端。將上述保留的部份組合起

來，即完成一個竹鐘。 

（2） 製作裝飼料的竹鐘： 

 

與上述方法相似，只是第二個寶特瓶的瓶

底改為現有的飼料瓶，我們把飼料瓶切短一

點，以減少飼料瓶本身的重量。 

（3） 製作量水瓶： 

 

利用寶特瓶製作量水瓶，依水量的變化，

可以了解每一次竹鐘傾倒所需的水量（動作水

量），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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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水流控制器： 

 

將量水瓶瓶蓋打洞，與點滴專用的水流控

制器組合起來，再用膠槍填補空隙的部份，使

量水瓶裝水後不會漏水。 

（5） 製作兩組支撐架： 

 

為了改進第二代支撐架歪曲的缺點，我們

向工藝老師借了兩個桌面固定夾，將塑膠管固

定好後，在上面每隔 15 公分打洞，再用竹筷子

確定每根塑膠管上的洞是否在同一條直線上。

如此作出的支撐架雖不如工廠的精細，但也十

分平整牢固。 

    之後，我們將兩兩塑膠管用竹筷子串成一

組支撐架，並結合實驗室內廢棄的『電線配線

槽』底座，將兩組支撐架用強力雙面膠分別黏

貼在水族缸兩側玻璃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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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裝完成： 

  

將兩組竹鐘和兩組支撐架合在一起，並用

風箏線適當的串聯在一起，即初步完成第三代

無電自動餵魚器。 

   微調線的長度，使用小磁鐵微調竹鐘的重

量，經不斷測試效果，直到達成預期的效果為

止。 

    最後在支撐架的一端裝上量水瓶和水流控

制器，即大功告成。 

     

（7） 效果測試實驗： 

 

針對我們所設計的自動餵魚器進行各項實

驗。 

（動作水量：指竹鐘一次傾倒所頇注入的水量） 

    a.動作水量與線高的關係。 

    b.動作水量與飼料重的關係。 

    c.飼料重與灑出飼料的關係。 

    d.水流速度與餵食次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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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第三代自動餵魚器連續動作分解說明 

 

照片及說明 動作簡圖 

1.水流注入盛水竹鐘內：透過『水流控制器』

控制水滴流入竹鐘的速度。 

 

 

2.盛水竹鐘內的水量已達『動作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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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及說明 動作簡圖 

3.盛水竹鐘開始傾斜，並帶動飼料竹鐘。  

4.盛水竹鐘傾倒將水倒出，同時飼料竹鐘亦

將飼料灑出。 

 

5. 盛水竹鐘和飼料竹鐘復位，等待下一次的

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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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了解第三代無電自動餵魚器的效能（希望能以最少的水量推動餵魚器，且能做

到定時定量），我們做了以下的實驗： 

 

二、「動作水量」與「線高」、「飼料重」的關係： 

（動作水量：指竹鐘一次傾倒所頇注入的水量） 

 

1. 實驗結果紀錄：  

 

測試時間：96.3.12    線高：45 公分 

飼料量（克） 動作水量（毫升） 平均 

0g 125 129 129 127 127 122 122 130 129 130 127.00  

5g 125 125 129 125 129 126 125 125 129 125 126.30  

10g 116 119 120 116 119 118 120 120 120 118 118.60  

15g 100 104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60  

20g 87 92 92 96 95 92 93 92 93 94 92.60  

25g 80 80 82 83 83 80 80 84 84 83 81.90  

測試時間：96.3.15   線高：30 公分 

飼料量（克） 動作水量（毫升） 平均 

0g 150 150 145 150 155 150 150 150 155 150 150.50  

5g 135 140 146 135 140 130 145 140 135 135 138.71  

10g 130 130 130 130 132 130 135 135 130 130 131.20  

15g 125 125 120 125 125 125 126 128 128 125 124.43  

20g 120 120 120 122 125 118 120 120 116 115 120.71  

25g 105 105 110 105 109 105 105 109 105 109 106.29  

 

2.依據實驗數據在 EXCEL 內繪製圖表 

 

 

 

 

 

 

 

 

 

 

 

動
作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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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討論： 

  （1）不論風箏線線高多少，飼料越重則所需的動作水量有越來越少的趨勢。因為飼料

竹鐘如果越重，就越容易傾倒，所以盛水竹鐘傾倒所需的水量也減少。 

  （2）飼料重在 0~10 克之間時，線高越高，隨著飼料越重，所需的動作水量減少的情

形比較緩慢。所以為了使餵魚器能定時餵魚，應選擇線高 45 公分的位置，且飼料重在 10

克以內誤差最小。 

  （3）從圖表中很明顯看出，線高越高，所需的動作水量均比較少，約少 20 毫升左右。

可能是因為線越高，線與竹鐘越垂直，因此同樣的水量力矩越大。因此若要減少動作水

量，可選擇線高 45 公分的位置。 

三、「動作水量」與灑出的「飼料量」關係 

   1. 實驗結果紀錄： 

測試時間：96.3.16    線高：45 公分 

飼料量（克） 每次灑出的飼料量（克） 平均 灑出比例(%) 

5 1.7  1.6  1.7  1.67  33.33  

6 1.7  1.8  1.6  1.70  28.33  

7 1.9  1.8  1.8  1.83  26.19  

8 2.3  2.3  2.3  2.30  28.75  

9 2.2  2.3  2.5  2.33  25.93  

10 2.6  2.5  2.5  2.53  25.33  

11 2.8  2.4  2.5  2.57  23.33  

12 2.7  2.9  2.8  2.80  23.33  

13 2.8  2.7  2.8  2.77  21.28  

14 2.9  3.0  2.8  2.90  20.71  

15 3.0  3.0 3.0  3.00  20.00  

  

    2. 依據實驗數據在 EXCEL 內繪製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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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討論： 

      （1）基本上飼料瓶裝越多飼料，每次所灑出來的飼料量也越多。有個有趣的現象，增 

           加的情形略呈階梯狀，例如 5~7、8~9、10~11、12~13、14~15 克 等灑出量相差約

0.1 克以下，而階梯間相差大於 0.2 克。這可能與飼料瓶的截面積有關，飼料量

約每增加 2 克才有明顯的高度變化，進而明顯影響灑出量。 

   （2）以飼料灑出的比例來說，每次平均灑出 25%，且飼料越多，灑出的比例有越小

的趨勢。因此，若想提高餵食的次數，應該要縮小我們的飼料瓶出口，降低灑

出量。 

   （3）飼料量並非無限制的增加，當增加到至 20~25 克時，竹鐘復位已有些吃力，25 

        克以上時，竹鐘便完全無法復位了，因此，第三代的自動餵魚器最合適的飼料 

        重為約 20 克以內。如果想讓竹鐘在 25 克時還能順利復位，必需增加竹鐘下端

的重量，但同時也會增加動作水量。 

 

 

四、「水流速度」與「餵食次數」的關係 

     假設飼料瓶內有 15 克飼料，當飼料越來越少時，依據前面的實驗結果，所需的動

作水量介於 100~130 毫升之間。 

  1.量測 40 滴水量為多少毫升（X 毫升/滴），依不同的流速（Y 秒/滴），假設動作水量為

Z 毫升，可再換算成ㄧ天餵幾次（餵食次數/天 =  86400X/Y/Z），如下表： 

   

   動作水量 100ml 動作水量 110ml 動作水量 120ml 

滴 毫升 秒/滴 小時/100 毫升 餵食次數/天 小時/110 毫升 餵食次數/天 小時/120 毫升 餵食次數/天 

40 1.0  1 1.11  21.60  1.22  19.64  1.33  18.00  

40 1.0  2 2.22  10.80  2.44  9.82  2.67  9.00  

40 1.0  3 3.33  7.20  3.67  6.55  4.00  6.00  

40 1.0  4 4.44  5.40  4.89  4.91  5.33  4.50  

40 1.0  5 5.56  4.32  6.11  3.93  6.67  3.60  

40 1.0  6 6.67  3.60  7.33  3.27  8.00  3.00  

40 1.0  7 7.78  3.09  8.56  2.81  9.33  2.57  

40 1.0  8 8.89  2.70  9.78  2.45  10.67  2.25  

40 1.0  9  10.00  2.40  11.00  2.18  12.00  2.00  

40 1.0  10 11.11  2.16  12.22  1.96  13.33  1.80  

40 1.0  11 12.22  1.96  13.44  1.79  14.67  1.64  

40 1.0  12 13.33  1.80  14.67  1.64  16.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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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 

（1）不論每滴幾秒，40 滴的量大致維持一致。不同的動作水量代入關係式，即可求

得ㄧ天所餵得次數所對應的流速（秒/滴）。例如，動作水量 120ml，若想要一天

餵兩次魚，則對應的水流速度為一滴 9 秒（可用碼表調整水流速度）。 

   （2）若飼料瓶內有 15 克飼料，隨著飼料灑出而減少至約 10 克時，按前面實驗的結

果，動作水量會從 100ml 開始增加至約 120ml。水流速度若固定每滴 7 秒，根據

表格所列，一天餵食次數從 3.09 到 2.57 次（從每 7.78 小時餵一次到每 9.33 小時

餵一次，延後約 1 小時 40 分）。因此，第三代餵魚器目前尚無法定時定量餵魚。 

 

 

陸、結論 

   一、本研究，利用兩組寶特瓶製的簡易「竹鐘」和風箏線的巧妙帶動下，順利組裝出

「無電自動餵魚器」，且拆裝方便。 

   二、『動作水量』和「線高」、「飼料量」、「竹鐘的重量」、「支撐架的穩定度」等息息

相關，要將本餵魚器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並頇依實際的狀況加以調整。 

   三、「第三代自動餵魚器」雖能自動餵魚，但先天上無法精準的定時定量餵魚（因為

飼料量會改變），只能朝盡可能減少誤差的方向努力，如降低每次飼料灑出的量、

增加支撐架的穩定度、減少養魚的數量…等，亦或者設計第四代無電自動餵魚

器，讓飼料瓶口固定向下，只要定時將瓶蓋打開即可。 

   四、雖然無法像微電腦自動餵魚器般精準地定時定量餵魚，但第三代無電自動餵魚器

已可滿足一般人的需求（一天餵 2~3 次不等），經實際的觀察，只要水量夠，已

可自動餵食 5 天。 

   五、研究心得：雖然這只是件小小的作品，而且還有許多值得努力改善的地方，對我 

們而言能完成當初的夢想「DIY 無電」自動餵魚器，是件最開心的事，前面的挫

折和辛苦也都不算什麼了。老師，我們也成了小小『馬蓋先』囉。 

   六、未來展望： 

      （一）希望將來有廠商能應用這項原理，開發更實用、組裝更方便的無電自動

餵魚器，讓我們能節省更多的電能。 

 

      （二）此項裝置除了可餵魚之外，亦可飼養其他寵物，可成為多功能的自動寵

物餵食器。另外盛水竹鐘灑下來的水，除了可經由導管回收利用外，亦

可順便澆花，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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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語】 030810 DIY 無電自動餵魚器 

本作品利用「竹鐘」的原理，以其牽引力，帶動餵魚器，以達到餵魚

之目的。理論上可行，但誤差不易控制。若能控制時間與飼料數量之

準確度，將會更具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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