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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歷來致力於科技農業的發展，結合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共同研發新的農業技術，

我們雖只是國小階段，一樣可以結合科技解決家中農事的困擾，學生發現農民驅趕麻雀的方

式並不十分有效，且在網路上搜尋到可利用雷射筆來驅逐麻雀，便決定製作出全自動的驅鳥

裝置，為顧及環保與方便性，決定利用太陽能供電，以達到省能源、省人力的目的。 

    從草創到成品，做了三次變更，期間提升了供電系統，使蓄電時間少於持續用電時間，

也檢視出雷射筆直射效能優於反射效能。使其具備穩定的太陽能供電，且透過直射可使影響

範圍達約半徑 120 公尺的圓形面積等特性，期望此裝置能成為輔助農民驅逐麻雀的利器，甚

至未來解決大樓或廊道鳥類築巢製造髒汙等問題。 

壹、研究動機 

    台灣最美的不只有蔚藍的天、碧綠的山林，更有那一雙雙溫暖而粗糙的雙手，編織出一

畝畝美麗的田野，我們是一群遠離塵囂的孩子，稻香是我們熟悉的氣息，阿公阿嬤的雙手擁

有撫育我們最真摯的力量，而稻子是他們關愛我們的媒介，我們不捨他們終其一生辛勞，我

們想為他們背負起一點點的責任，我們用不一樣的開頭，引出我們創作的動機。 

    班上同學的家庭背景幾近一半從事農業，而農作之中總會面臨稻收時期，麻雀食稻的問

題，為克服農村人力短缺的窘境，及協助農民提高驅趕麻雀的效果，欲設置一項自動驅趕麻

雀的裝置，讓農民無需耗費精力驅趕麻雀。 

    有鑑於政府對於科技農業的推廣與學校推展食農教育的特色課程，此次研究將朝向科技

自動化的目標，並利用腦力激盪，刺激思考、分工合作，創造出能解決農民問題的裝置。 

貳、研究目的 

一、研究製作如何架設雷射筆，並使其旋轉照射，驅逐四面八方的鳥類。 

二、研究太陽能板蓄電連接方式，並達到穩定供電的目標。 

三、研究探討雷射光直射與反射在裝置使用上的效能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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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設備及器材 

    此項研究是欲製作一個能夠自動驅逐麻雀的裝置，主要能源來源是太陽能，所需的材料

除了購買的綠光固定式開關雷射筆一支、太陽能板二塊、蓄電池二顆、電池盒一個及簡易開

關一個之外，其餘的底座、光碟、支架等都是運用舊教具組裝而成。 

                                所需材料圖 

 

肆、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架構 

 

 

 

 

 

 

 

 

 

 

 

 

 

 

 

太陽能驅鳥器

雷射光驅鳥裝置 太陽能供電

第一版本

光碟載台式

驅鳥裝置

第三版本

馬達直驅式

驅鳥裝置

第二版本

光碟反射式

驅鳥裝置

第一版本

光碟載台式

驅鳥裝置

第二版本

光碟反射式

驅鳥裝置

第三版本

馬達直驅式

驅鳥裝置

將雷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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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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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不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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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雷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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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反

射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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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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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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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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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太陽

能板，並

改為一組

12V 蓄電

池，蓄電

效能佳

延續上一

版本蓄電

組，無再

變更

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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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裝置前的構思 

    由於班上同學有些家裡從事農業耕作，在進行研究之前，先了解大家有無任何創作想法，

並結合學校欲推動的食農教育特色課程，幾經討論後，決定製作一個能夠於稻米結穗時驅逐

麻雀的裝置。隨後大家開始搜尋資料並進一步歸納想法。在進行第二次討論時，有同學提出

可用雷射筆驅逐麻雀，網路上所提供的資料是利用雷射筆製作驅鳥槍

(https://youtu.be/2ZV5eMiVBUg)，但我們考慮到農夫不可能全天候在農田驅逐麻雀，所以

想製作一個全自動並運用自然能源---太陽能的驅鳥裝置，於是製作主題便因應而生。 

 

三、裝置設計構想 

    由於裝置的放置地點將位於農田當中，麻雀又是從四面八方襲擊過來，所以我們的裝置

必須是可以讓雷射筆架高並轉動的，學生討論後決定在底座上裝設馬達，馬達上方架設光碟

片，光碟片上再固定支架以放置雷射筆，如此一來，馬達轉動帶動光碟片，雷射筆便能三百

六十度旋轉。其中雷射筆的電力只能倚賴原本的電池，但馬達的電力來源我們想藉由自然能

源---太陽能來供電。 

                            學生繪製的想像圖(第一版) 

四、製作前的準備工作 

   （一）購買的部分： 

         1.雷射筆：一般市面上，可分紅光與綠光等不同顏色的光束，經網路搜尋的資訊 

(https://youtu.be/M83_qtU8ook)，發現綠色光束的雷射筆不論在聚光性或射程

都比紅光優異。另外，市面上的雷射筆多為點觸式開關，但我們需要的是固定

式開關，所以我們基於以上需求並兼顧環保，便從網路上搜尋購買綠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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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開關、充電型的雷射筆。 

         2.太陽能板、小馬達、蓄電池、電池盒、二極體、簡易開關：由於馬達轉動的電

力來源是仰賴太陽能，所以便前往電子材料行購買太陽能板，購買的過程中也

趁機詢問老闆太陽能板可能需要的大小與片數，後來也從老闆口中得知，原來

還需要一組蓄電池、電池盒、簡易開關和二極體，並與其討論出可以連接的方

式。 

   （二）收集的部分： 

             除了以上這些電子材料需進行購買之外，其餘的部分希望能從生活中獲取，

如底座、光碟片、旋轉軸心、馬達旋轉頭、支架、固定雷射筆的部分...等，與學

生討論完後，開始分配工作進行收集。經過一段時間的收集，各部分材料來源如

下： 

  
 

光碟與軸承 支架 雷射筆固定元件 
收集來源：隨手可得之廢棄

光碟與同學的指尖陀螺拆解

下來的培林。 

收集來源：教具室裡低年級

數學教具 
收集來源：到五金行尋找腳

踏車固定前燈的支架 

   

底座 旋轉軸心 馬達旋轉頭 
收集來源：教具室中，找到

一組舊的輪軸教具，便著手

進行拆解，以獲取部分材

料。 

收集來源：教具室中，找到

一組舊的輪軸教具，便著手

進行拆解，以獲取部分材

料。 

收集來源：教具室中，數學

教具小型的圓型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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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能面臨的難題 

（一）太陽能板與蓄電池、馬達之間連接的問題：由於電子裝置的部分僅是和電子材料行老

闆討論的結果，尚未實際測試，而且連接的部分可能必須進行焊接，方能讓電路流通

更順暢、更牢固，但這些技術都是第一次嘗試。 

（二）轉速無法控制的問題：轉速的部分僅能依據電力大小而定，要實際裝設後才能看出轉

動速度，在裝設之前僅能依靠想像。 

（三）雷射筆與支架連接光碟片後是否因太重而無法轉動的問題：假設轉速無法達到預期，

可能無法帶動光碟片轉動。 

六、實際製作過程 

   

光碟連接軸承 電路圖 太陽能板、馬達、底座連接 

由於光碟片中心圓孔的大小

小於軸承，學生量測之後便

開始進行切割，待大小相同

之後，便用熱溶膠進行黏

接。 

依照電子材料行老闆口述的方

式進行測試，並進行電路圖繪

製。 

實際將太陽能板與馬達依預

測的位置利用熱融膠固定，

並將電線進行焊接。 

   

光碟彩繪與裝設 支架與光碟片黏接 支架固定雷射筆的元件黏接 

為了讓裝置更加美化，也請

班上具有美工能力的學生進

行彩繪，繪製和主題相關並

符合光碟大小的圖案，黏貼

於光碟片上方，為避免日後

破損，再於圖案上方黏貼塑

膠膜。 

黏接時須注意只能黏接光碟，

不能黏接旋轉軸心，否則將會

影響轉動，黏接前考慮過各種

生活中可運用的小元件，後來

發現瓦斯罐的小蓋子大小最適

中，可讓支架黏接光碟片又不

會接觸到旋轉軸心。 

尋找固定雷射筆的元件時必

須考慮幾個要項，如：重量

輕、讓雷射筆好拆卸又好裝

上、能讓重心在旋轉軸心的

中心點等，尋找多家五金行

後發現有一款腳踏車前燈固

定器最為適合，拆解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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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後，再用熱溶膠將其與

支架進行固定。 

七、第一版本完成後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問題一、光碟片與旋轉軸心在黏接底座時原本就有點搖晃與傾斜，原本認為一點點的搖晃應

不至於構成問題，但是當支架與雷射筆真的架設上去並啟動電源之後，原本輕微的

搖晃竟變成劇烈搖晃，最後導致支架支撐點與光碟片分離崩解。 

討  論：重新檢視裝置後，學生發現旋轉軸心與底座的圓孔不是十分密合，圓孔的直徑大於

旋轉軸心，導致裝置在旋轉時造成的搖晃過大。 

解決方法：重新將旋轉軸心放進底座圓孔，並於下方處填入熱熔膠，使旋轉軸心與底座圓孔

緊密接合，重新測試後發現搖晃狀況有改善，但無法徹底解決，仍偶有轉速不順

的問題。 

問題二、原本設計固定雷射筆的支架只有一支，但因雷射筆重量較重，且啟動旋轉之後，因

重心不穩，很容易就崩解。 

討  論：為了讓裝置固定雷射筆的支架更加穩固，單一支架絕對是不夠的，勢必要增加固定

的支數，只是為了維持重心的平衡，就要在四方對稱的位置增加支架。 

解決方法：再到教具室尋找適合大小與長度的支架(低年級教具)，量測好對稱的位置進行黏

接。進一步的完成圖如下： 

八、第一版本的測試與檢討 

（一）第一版本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關閉電源，太陽能充電後，再啟動旋轉 

日照蓄電時間 1小時 2小時 6小時 8小時 

裝置旋轉時間 4.8分鐘 8.3分鐘 20.6分鐘 25.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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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版本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打開電源邊充邊轉 

      結果發現只能微弱的旋轉不到 1分鐘，由此可見當電池無法蓄滿一定程度時，無法驅 

  動馬達轉動。 

（三）第一版本檢討： 

      1.當電池原本就沒有蓄電的的情況下，短暫的日照無法產生足夠的電力驅動馬達轉 

        動。 

      2.假若不開啟電源，先太陽能充電後再啟動旋轉，發現需日照的時間與驅使馬達旋轉 

        的時間相差甚多，可見太陽能板蓄電功率太低，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 

      3.日照時間呈倍數增長，但旋轉時間並無呈倍數增長，推測應該與日照強度並非全天 

        候都相同有關，且日照過程中偶有雲層遮蔽，影響陽光強度，以致影響蓄電效能。 

（四）第一版本改良的方式： 

需改良的部分 無法克服的問題 改良方式 

雷射筆架設的部分 

待架設完成後，持續進行長時

間的實測，後來發現支架雖勉

強能支撐雷射筆的重量，但旋

轉狀況還是不順暢，時而轉時

而停，且熱熔膠黏接的部分經

常脫落，須經常檢查，重新

黏接。 

同學們與老師幾經討論，決

定不再將雷射筆架設於光碟

之上，而是另外架設，馬達

上方裝上可反光的光碟片，

利用光線反射原理，將雷射

光反射出不同角度的光束，

亦可達到光線散射驅鳥的效

果。 

太陽能供電組 

小型太陽能板功率較低，蓄

電時間長，若長時間使用，

供電量少於用電量，很快就

更換太陽能板與蓄電池組，

使功率增強，加速蓄電效

果。 

4.8 

8.3 

20.6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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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電了。 

馬達 

一般 1.5v小馬達容易過熱，

如需長時間運轉，可能容易損

壞。 

更換為 12v 馬達，穩定性較

高，且較能承受長時間的使

用。 

     

    由於裝置將做進一步的改良，為了日後可做明顯區分，先將第一版本的裝置稱為「光碟

載台式驅鳥裝置」。 

 

九、第二版本製作過程 

（一）根據以上討論，大家著手開始構思，並繪製改良後的想像圖。 

 

                            學生繪製的想像圖(第二版) 

 

（二）添購的材料如下： 

   

太陽能板 馬達 蓄電池 

5W、電壓 6V 

 

 

電壓 12V、電流 45mA、轉速

5600rpm的直流馬達 

電壓 DC3.7V，充電式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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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製作過程 

  

支撐雷射筆支架的組裝 

利用原本的材料簡單製作能夠支撐雷射筆的

支架，但我們完成後發現整個支架並不牢

固，且為了支撐雷射筆的重量，避免傾斜倒

塌，找到紙碗先行固定，但這並無法承受室

外的颳風日曬，決定再另外找支架支撐。 

經過我們幾日的思索與尋找能當作支架的材

料，後來找到支撐手機的手機架，上端原本

固定手機的部分恰巧完美的固定了雷射筆，

而下端也剛好能夾住底座的壓克力板。 

  

底座、馬達與光碟片的組裝 

利用原本的底座，將先購得的馬達朝上固

定，但為了讓馬達旋轉軸心能朝上，就先用

寶特瓶底部和瓦稜板挖洞固定，上面的光碟

片為了達到反光效果，所以先做傾斜的固定

方式。 

為了讓馬達固定的更加牢固，特別選用塑鋼

土，在馬達周邊捏塑出適合的形狀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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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板、蓄電池與開關的組裝 

為了解決第一版本蓄電功率可能低於用電量

的問題，我們決定準備兩顆蓄電池，當一顆

電池供電給馬達時，另一顆進行太陽能蓄

電。為了日後方便更換電池，我們在固定電

池與太陽能板時在底部使用魔鬼氈固定。 

如果要分別充兩顆電池，並切換不同的電池

供電，開關的控制就不能只是單一按鍵開

關，所以我們購買有兩組控制按鍵的開關，

讓一組按鍵控制哪一顆電池進行充電，另一

組按鍵控制哪一顆電池進行供電。 

 
 

電路圖(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完成圖(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由圖可知，〝太陽能電池〞吸收陽光能量後經

過〝二極體〞，透過〝選擇充電開關〞決定哪

一顆電池進行充電，再經由上方〝電池 A或 B〞

的開關選擇，供電給右側的〝馬達〞。 

充電完畢後，即可藉由光碟轉動，雷射筆由

上方斜角照射，產生不同角度的反射，不僅

解決了原本雷射筆負載於光碟之上的問題，

更產生許多不同角度的光束。 

 

    由於此次的改良主要透過雷射光反射的方式，所以稱第二版本的裝置為「光碟反射式驅

鳥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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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裝置測試 

    為了讓這項太陽能驅鳥裝置檢視出使用效能，我們將在光碟上貼上幾種反射效果較好的

材質，並對這些反光材質做反射光影響距離的遠近等測試。 

1. 太陽能板與蓄電池充電測試：我們將依不同時段作充電效能的檢視(測試前電池都必須先

放電)。 

太陽能蓄電時段 8：00～9：00 12：00～13：00 16：00～17：00 

充電狀況 0.76V～2.38V 0.74V～3.46V 0.78V～2.98V 

    將裝置的電池先分別進行放電，依照上午、中午、下午三個時段進行測試，後來發現

太陽能蓄電所需的時間和日照強度有相關，中午時段蓄電效果最佳，下午效果次之，上午

效果較差，但都約略一至二個小時可蓄滿電池，相較於第一版本的蓄電效果差異很大。 

 

2. 「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由以上太陽能板蓄電池充電測試也可以得

知，要充飽一顆蓄電池大約一個多小時，所以我們就以實際日照時間 1小時和 2小時做檢

測。 

日照蓄電時間 1小時 2小時 

裝置旋轉時間 155分鐘 254分鐘 

 

3. 光束直射距離的測試：測試方式為一位同學拿著雷射筆先在學校操場跑道起點，另一位同

學拿著黑色紙板逐漸遠離起點，檢視綠色光點影響的距離，後來發現最遠距離為 120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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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於跑道起點拿雷射筆照射一個拿著黑色紙板的同學，同學慢慢遠離，檢測最遠距離 

 

4. 各種反光材質效能測試：我們準備一般認為反光效果較佳的材料貼於光碟片上作測試，材

料如：凸透鏡、鋁箔紙、電鍍膠帶、電鍍瓦楞紙，為讓這幾種反光材料更能比較出反光的

效果，我們先在室內做測試。 

a.室內測試(檢視聚光性與亮度) 

雷射筆直射 光碟片反射 鋁箔紙反射 

   

亮點極為明顯，不論是聚光

性或亮度都是最佳的。 

聚光性不錯，但會散射出多

個光點，且光束會透射過光

碟片，亮度因此減弱。 

由於鋁箔紙表面容易有皺

褶，亮點較為擴散，聚光性

較差。 

電鍍膠帶反射 電鍍瓦楞紙反射 凸透鏡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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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膠帶表面較為光滑，聚

光性略好，但光暈較大，影

響亮度。 

由於表面呈現波浪狀，反射

出來的亮點無法集中，呈現

帶狀分布。 

聚光性佳，但與直射相比仍

有差異。 

    依以上測試觀察得知，以聚光性的強弱做比較，依序為：直射、凸透鏡反射、電鍍膠

帶、光碟片反射、鋁箔紙反射、電鍍瓦楞紙反射。在觀察中，我們推測聚光性越好，亮度

就越強，如果亮點太過分散，亮度相對比較弱。 

    

b.室外測試(檢視反射距離) 

  

光碟片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4.3公尺 

  

鋁箔紙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2.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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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膠帶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8.1公尺 

  

電鍍瓦楞紙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2.5公尺 

  

凸透鏡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11.3公尺 

    由以上測試得到了一些結果，我們發現反射的影響距離由遠而近依序為：凸透鏡反射、

電鍍膠帶、光碟片反射、鋁箔紙反射、電鍍瓦楞紙反射。聚光性與光束影響的距離有直接的

相關，聚光性越好，光束影響的距離就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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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裝置檢討與改良 

    由以上測試發現無論何種反光材質，反射後的距離約只有 2至 11公尺，與原本預測的距

離差異甚大，為了達到預期驅鳥的效果，還是以直射的方式效果最好，於是我們打算做第三

次改良，所以第三版本的構想就是改變馬達架設的方式，使其更加平穩，以期能直接架設雷

射筆。 

十、第三版本製作過程 

（一）準備的材料如下： 

   

12V無刷馬達 固定雷射筆支架 小光碟片 

電壓 12V、電流 0.13A、轉速

3680rpm的馬達 

利用原本固定雷射筆的腳踏

車前燈固定器和玩具槍前端

切割下來的槍頭 

尋找不用的小光碟片 

 

（二）實際製作過程 

  

固定馬達 固定雷射筆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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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刷馬達朝下以熱熔膠黏接底座，並將電

線加以焊接。 

將原本固定雷射筆的元件和玩具槍前端切割

下來的槍頭以熱熔膠黏接，再固定於小光碟

片上。 

 

完成圖(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將雷射筆支架黏接於馬達上，嘗試啟動，發現旋轉的穩定性較第一版本好很多。 

 

    由於第三版本又回復雷射直射的方式，但卻是改為架設在馬達之上，所以稱此次的裝置

為「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三）「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我們一樣以實際日照時間 1小時和 2 

     小時做檢測。 

日照蓄電時間 1小時 2小時 

裝置旋轉時間 112分鐘 196分鐘 

    我們發現蓄電 1小時，馬達旋轉約將近 2小時，蓄電 2小時，馬達旋轉約 3個多小時，

蓄電時間少於裝置旋轉時間，可見供電系統有足夠的電力進行供電，並有足夠的時間再進行

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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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綜合上述製作過程與測試觀察後，以下先針對三個版本做使用狀況與缺點的分析、雷射

光束影響距離、在固定的蓄電時間內裝置旋轉的時間比較： 

    一、3種版本使用狀況與缺點的比較 

版本別 使用狀況描述 需改善的地方 

 

成本低廉，材料皆是在學

校中使用的教具，利用馬

達旋轉垂直帶動光碟旋

轉，使雷射筆的光束能 360

度水平照射。 

1. 馬達容易發燙，若長時

間使用可能無法承載。 

2. 蓄電效能差，無法供應

馬達長時間運轉。 

3. 旋轉軸心會晃動，旋轉

不順暢，會上下搖擺。 

 

1. 解決了雷射筆過重架

設在不穩定的光碟上

時會晃動的問題，利用

反射原理使雷射光得

以照射到不同的角度。 

2. 更換了較強功率的太

陽能板與蓄電池，加速

了蓄電的時間，解決了

供電不及的問題。 

1. 利用反射所形成的光

束，亮度與射程都不及

直射時的光束，若在陽

光較強的室外環境，光

點不明顯，驅鳥效果較

差。 

2. 每次架設雷射筆支架

時，需尋找較好的入射

角，比較麻煩。 

 

1. 恢復「光碟載台式驅鳥

裝置」直接架設雷射筆

於光碟上的想法，但不

同於第一版本的是馬

達固定的方式改變

了，所以旋轉變的穩

定，沒有晃動的問題。 

2. 供電的問題與「光碟反

射式驅鳥裝置」相同。 

目前尚無發現明顯的缺

失，待日後長時間使用

後，持續留意問題，並提

出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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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種版本雷射光束直射與反射影響的距離比較 

        照射的距離 

版本別 
直射 

光碟片

反射 

鋁箔紙

反射 

電鍍膠

帶反射 

電鍍瓦楞

紙反射 

凸透鏡

反射 

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 

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120      

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4.3 2.7 8.1 2.5 11.3 

 (單位：公尺) 

 

    由以上圖表可看出幾項分析結果，以下分項說明： 

(一) 直射所照射到的距離與任何反光材質相比，差異甚大，為了在田野間能發揮效能，

還是必須選用直射的方式。 

(二) 由反射材質的比較中，我們大概可得知表面越光滑，越不透光的材質反射效果越好，

表面如果皺褶越多或部分透光，光點反射效果則較差。 

 

    三、3種版本在固定的蓄電時間內裝置旋轉的時間比較 

        日照時間 

版本別 
1小時 2小時 

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 4.8 8.3 

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155 254 

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112 196 

(單位：分鐘) 

120 

4.3 

2.7 

8.1 

2.5 

11.3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凸透鏡反射 

電鍍瓦楞紙反射 

電鍍膠帶反射 

鋁箔紙反射 

光碟片反射 

直射 

光束照射距離(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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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圖表可看出幾項分析結果，以下分項說明： 

(一)「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蓄電功率與「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馬達直驅式驅鳥裝

置」差異非常大，可見更換太陽能板與蓄電池後，蓄電效果提升到可永久供電的目

標。 

(二)「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與「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在蓄電 1小時後，轉動的時間

皆可達約 2小時左右或以上，可見在我們蓄完 A電池 1小時後，即可進行 B電池至

少 2小時的蓄電，接著再換 A電池蓄電，B電池轉動，如此蓄電量高於用電量，供

電系統便能穩定供電。 

(三)「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與「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蓄電功率相同，但馬達耗電量

不同，「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馬達轉動時間雖然比「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長，但

礙於「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反射效果比直射效果差，所以為達驅逐麻雀的效果，

仍以「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為最佳。 

    經過長時間的測試與改良，此太陽能驅鳥裝置漸趨完善，在此也特別提出幾項裝置改良

後的特色： 

1. 太陽能驅鳥裝置由原本的單一控制馬達開關，改為蓄電開關與馬達開關分開控制，讓蓄滿

電力的電池供電給馬達，太陽能板能再為另一顆電池蓄電，使供電系統更加穩定。 

2. 為達到全太陽能蓄電的目標，「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與「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的蓄電

池規格選用和雷射筆蓄電池規格相同，如此一來太陽能板蓄滿的電池亦可和雷射筆的電池

做交換，如此三顆電池交替使用，可達到全部都由太陽能蓄電的目標，改變了「光碟載台

式驅鳥裝置」中雷射筆電池需另外充電的問題。 

4.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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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此項裝置的完成是依靠大家多次討論改良後所得到的成果，雖然在外型上還能有諸多改

善的空間，但算是能符合一開始的設計原則，就是盡量於生活中取材、盡量壓低製作成本、

盡量是大家能力所能完成…等，所幸在大家的努力下克服了許多問題，進一步完成了大家一

開始的創作構想。 

    在尋找製作的材料與實際製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作品草創時，為求材質輕巧但又必

須堅固，實在很能兩全，馬達帶動光碟片旋轉，無法順暢，支架也常因為旋轉產生的離心力

導致損壞。接著改變雷射筆架設方式，改為利用反射原理，以解決雷射筆無法穩定架設的問

題，但反射效果經測試發現，效果與直射相差甚大，無法達到驅逐麻雀的效果。唯有改變馬

達架設的方式，讓雷射筆直接架設於馬達之上，終於達到穩定旋轉照射的目標。以下我們另

針對裝置特色做精簡的歸納： 

一、太陽能蓄電系統得以穩定供電，不只提供馬達用電，也提供了雷射筆的用電：經過測試

我們發現裝置蓄電時間約 1～2個小時，而馬達卻可轉動達 2～3個小時，也就是持續轉

動時間可以是蓄電時間的約略 2倍，供電穩定，另外將雷射筆內的電池做交替更換，甚

至有時間幫雷射筆內的電池蓄電，可達到全太陽能供電的目標，達到環保的目的。 

二、雷射筆直射距離遠：雷射筆光束射程遠，在陽光強烈照射下，亦可達 120 公尺左右的射

程，如果經旋轉照射，影響範圍約為半徑 120 公尺的圓形範圍，也就是約 45216 平方公

尺(約 4.65 甲)，影響範圍廣大。 

    經研究測試，大部分的麻雀在雷射光的照射下，容易受到驚嚇，且當一兩隻被驅離，其

他原本一起啄食稻穀的麻雀有時也會一起飛離，日後若能實際運用在農事上，當可解決農夫

在稻穀結穗時的問題，亦可改善部分農民可能運用鞭炮驅離麻雀等擾民的方式。另外，在一

般大樓或廊道上總有鳥類築巢、製造汙穢等問題，此裝置只要稍加改良，架設於鳥類常出沒

的地點，防止築巢棲息，亦可解決環境髒汙的問題。 

    在此次的研究中，大家努力試著用科技的方式設計裝置解決問題，其中學習到的除了能

源的運用、材料收集的方式，更學習到對周遭人事物的感知能力與對人的關心，及啟發他們

對科學、科技的興趣。雖然這項裝置還是非常簡單，但卻是結合了大家的智慧與巧思，希望

這次的研究可以讓大家了解如何活用知識、運用知識，讓更多的創意得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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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海報 

【評語】082812  

1. 改良舊有的雷射筆裝置，加裝光碟片折射反射雷射筆的光來

達到趕鳥的效果。 

2. 宣稱範圍可以到達 120公尺半徑，如何確保無死角是該面對

的挑戰。另外雷射筆對於人眼有傷害，製作團隊考慮在稻禾

高度以下施作，有避開相關問題。 

3. 加入太陽能板協助提供雷射筆及馬達的能量來源。 

4. 裝置簡易有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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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那 道 光 - 驅 鳥 神 器

摘　　　　　要

　　政府歷來致力於科技農業的發展，結合學術單位與民間團體，共同研發
新的農業技術，我們雖只是國小階段，一樣可以結合科技解決家中農事的困
擾，學生發現農民驅趕麻雀的方式並不十分有效，且在網路上搜尋到可利用
雷射筆來驅逐麻雀，便決定製作出全自動的驅鳥裝置，為顧及環保與方便性
，決定利用太陽能供電，以達到省能源、省人力的目的。
　　從草創到成品，做了三次變更，期間提升了供電系統，使蓄電時間少於
持續用電時間，也檢視出雷射筆直射效能優於反射效能。使其具備穩定的太
陽能供電，且透過直射可使影響範圍達約半徑120公尺的圓形面積等特性，
期望此裝置能成為輔助農民驅逐麻雀的利器，甚至未來解決大樓或廊道鳥類
築巢製造髒汙等問題。

問  題 一、光碟片與旋轉軸心在黏接底座時原本就有點搖晃與傾斜，原本認為一 
　　　　　點點的搖晃應不至於構成問題，但是當支架與雷射筆真的架設上去並 
　　　　　啟動電源之後，原本輕微的搖晃竟變成劇烈搖晃，最後導致支架支撐 
　　　　　點與光碟片分離崩解。
討　　論：重新檢視裝置後，學生發現旋轉軸心與底座的圓孔不是十分密合，圓
　　　　　孔的直徑大於旋轉軸心，導致裝置在旋轉時造成的搖晃過大。
解決方法：重新將旋轉軸心放進底座圓孔，並於下方處填入熱熔膠，使旋轉軸心
　　　　　與底座圓孔緊密接合，重新測試後發現搖晃狀況有改善，但無法徹底
　　　　　解決，仍偶有轉速不順的問題。
問  題  二、原本設計固定雷射筆的支架只有一支，但因雷射筆重量較重，且啟動
　　　　　旋轉之後，因重心不穩，很容易就崩解。
討　　論：為了讓裝置固定雷射筆的支架更加穩固，單一支架絕對是不夠的，勢
　　　　　必要增加固定的支數，只是為了維持重心的平衡，就要在四方對稱的
　　　　　位置增加支架。
解決方法：再到教具室尋找適合大小與長度的支架(低年級教具)，量測好對稱的
　　　　　位置進行黏接。進一步的完成圖如下：

（二）第一版本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打開電源邊充邊轉
  結果發現只能微弱的旋轉不到1分鐘，由此可見當電池無法蓄滿一定程度 
  時，無法驅動馬達轉動。
（三）第一版本檢討：
  1.當電池原本就沒有蓄電的的情況下，短暫的日照無法產生足夠的電力驅 
     動馬達轉動。
  2.假若不開啟電源，先太陽能充電後再啟動旋轉，發現需日照的時間與驅 
     使馬達旋轉的時間相差甚多，可見太陽能板蓄電功率太低，無法達到預 
     期的目標。
  3.日照時間呈倍數增長，但旋轉時間並無呈倍數增長，推測應該與日照強 
     度並非全天候都相同有關，且日照過程中偶有雲層遮蔽，影響陽光強度 
    ，以致影響蓄電效能。
（四）第一版本改良的方式：

　　由於裝置將做進一步的改良，為了日後可做明顯區分，先將第一版本的裝
置稱為「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
七、第二版本製作過程
　　（一）根據以上討論，大家著手開始構思，並繪製改良後的想像圖。

　　由於裝置的放置地點將位於農田當中，麻雀又是從四面八方襲擊過來，所
以我們的裝置必須是可以讓雷射筆架高並轉動的，學生討論後決定在底座上裝
設馬達，馬達上方架設光碟片，光碟片上再固定支架以放置雷射筆，如此一來
，馬達轉動帶動光碟片，雷射筆便能三百六十度旋轉。其中雷射筆的電力只能
倚賴原本的電池，但馬達的電力來源我們想藉由自然能源-太陽能來供電。

研　究　目　的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研究製作如何架設雷射筆，並使其旋轉照射，驅逐四面八方的鳥類。
二、研究太陽能板蓄電連接方式，並達到穩定供電的目標。
三、研究探討雷射光直射與反射在裝置使用上的效能差異。

一、研究架構

  學生繪製的想像圖(第二版)

二、裝置設計構想

五、第一版本完成後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六、第一版本的測試與檢討
（一）第一版本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關閉電源，太陽能充電後，再啟動旋轉

三、製作前的準備工作
　　由於裝置的放置地點將位於農田當中，麻雀又是從四面八方襲擊過來，
所以我們的裝置必須是可以讓雷射筆架高並轉動的，學生討論後決定在底座
上裝設馬達，馬達上方架設光碟片，光碟片上再固定支架以放置雷射筆，如
此一來，馬達轉動帶動光碟片，雷射筆便能三百六十度旋轉。其中雷射筆的
電力只能倚賴原本的電池，但馬達的電力來源我們想藉由自然能源-太陽能來
供電。

四、實際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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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驅鳥器

雷射光驅鳥裝置 太陽能供電

第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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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改良改良

光碟與軸承 支架 雷射筆固定元件

收集來源：隨手可得之廢棄光
碟與同學的指尖陀螺拆解下來
的培林。 

收集來源：教具室裡低年級數
學教具 

收集來源：到五金行尋找腳踏
車固定前燈的支架 

底座 旋轉軸心 馬達旋轉頭 
收集來源：教具室中，找到一
組舊的輪軸教具，便著手進行
拆解，以獲取部分材料。 

收集來源：教具室中，找到一
組舊的輪軸教具，便著手進行
拆解，以獲取部分材料。 

收集來源：教具室中，數學教
具小型的圓型海綿。 

需改良的部分 無法克服的問題 改良方式 

雷射筆架設的部分 

待架設完成後，持續進行長
時間的實測，後來發現支架
雖勉強能支撐雷射筆的重
量，但旋轉狀況還是不順
暢，時而轉時而停，且熱熔
膠黏接的部分經常脫落，須
經常檢查，重新黏接。 

同學們與老師幾經討論，決
定不再將雷射筆架設於光碟
之上，而是另外架設，馬達
上方裝上可反光的光碟片，
利用光線反射原理，將雷射
光反射出不同角度的光束，
亦可達到光線散射驅鳥的效
果。 

太陽能供電組 

小型太陽能板功率較低，蓄
電時間長，若長時間使用，
供電量少於用電量，很快就
沒電了。 

更換太陽能板與蓄電池組，
使功率增強，加速蓄電效
果。 

馬達 
一般 1.5v 小馬達容易過熱，
如需長時間運轉，可能容易
損壞。 

更換為 12v 馬達，穩定性較
高，且較能承受長時間的使
用。 

學生繪製的想像圖(第一版)

光碟連接軸承 電路圖 太陽能板、馬達、底座連接

由於光碟片中心圓孔的大小小
於軸承，學生量測之後便開始
進行切割，待大小相同之後，
便用熱溶膠進行黏接。 

依照電子材料行老闆口述的方式
進行測試，並進行電路圖繪製。 

實際將太陽能板與馬達依預測的
位置利用熱融膠固定，並將電線
進行焊接。 

光碟彩繪與裝設 支架與光碟片黏接 支架固定雷射筆的元件黏接

為了讓裝置更加美化，也請班
上具有美工能力的學生進行彩
繪，繪製和主題相關並符合光
碟大小的圖案，黏貼於光碟片
上方，為避免日後破損，再於
圖案上方黏貼塑膠膜。 

黏接時須注意只能黏接光碟，不
能黏接旋轉軸心，否則將會影響
轉動，黏接前考慮過各種生活中
可運用的小元件，後來發現瓦斯
罐的小蓋子大小最適中，可讓支
架黏接光碟片又不會接觸到旋轉
軸心。 

尋找固定雷射筆的元件時必須考
慮幾個要項，如：重量輕、讓雷
射筆好拆卸又好裝上、能讓重心
在旋轉軸心的中心點等，尋找多
家五金行後發現有一款腳踏車前
燈固定器最為適合，拆解不要的
部分後，再用熱溶膠將其與支架
進行固定。 

日照蓄電時間 1 小時 2 小時 6 小時 8 小時 

裝置旋轉時間 4.8 分鐘 8.3 分鐘 20.6 分鐘 25.8 分鐘 



　　　由於此次的改良主要透過雷射光反射的方式，所以稱第二版本的裝置為「光碟反
射式驅鳥裝置」。
（四）裝置測試
　　為了讓這項太陽能驅鳥裝置檢視出使用效能，我們將在光碟上貼上幾種反射效果較
好的材質，並對這些反光材質做反射光影響距離的遠近等測試。
　　1.太陽能板與蓄電池充電測試：我們將依不同時段作充電效能的檢視(測試前電池
都必須先放電)。

 依以上測試觀察得知，以聚光性的強弱做比較，依序為：直射、凸透鏡反射、電鍍膠帶
、光碟片反射、鋁箔紙反射、電鍍瓦楞紙反射。在觀察中，我們推測聚光性越好，亮度就
越強，如果亮點太過分散，亮度相對比較弱。

　　將裝置的電池先分別進行放電，依照上午、中午、下午三個時段進行測試，後來發現太
陽能蓄電所需的時間和日照強度有相關，中午時段蓄電效果最佳，下午效果次之，上午效果
較差，但都約略一至二個小時可蓄滿電池，相較於第一版本的蓄電效果差異很大。
　　2.「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由以上太陽能板蓄電池充電測試也可以得知
　　　，要充飽一顆蓄電池大約一個多小時，所以我們就以實際日照時間1小時和2小時做檢測。

　　3.光束直射距離的測試：測試方式為一位同學拿著雷射筆先在學校操場跑道起點，另一位同學
　　　拿著黑色紙板逐漸遠離起點，檢視綠色光點影響的距離，後來發現最遠距離為120公尺。

4.各種反光材質效能測試：我們準備一般認為反光效果較佳的材料貼於光碟片上作測試，
　材料如：凸透鏡、鋁箔紙、電鍍膠帶、電鍍瓦楞紙，為讓這幾種反光材料更能比較出反
　光的效果，我們先在室內做測試。
a.室內測試(檢視聚光性與亮度)

（二）添購的材料如下：

（三）實際製作過程

b.室外測試(檢視反射距離)

直接於跑道起點拿雷射筆照射一個拿著黑色紙板的同學，同學慢慢遠離，檢測最遠距離

  

支撐雷射筆支架的組裝 
利用原本的材料簡單製作能夠支撐雷射筆的支
架，但我們完成後發現整個支架並不牢固，且
為了支撐雷射筆的重量，避免傾斜倒塌，找到
紙碗先行固定，但這並無法承受室外的颳風日
曬，決定再另外找支架支撐。 

經過我們幾日的思索與尋找能當作支架的材
料，後來找到支撐手機的手機架，上端原本固
定手機的部分恰巧完美的固定了雷射筆，而下
端也剛好能夾住底座的壓克力板。 

  

底座、馬達與光碟片的組裝 
利用原本的底座，將先購得的馬達朝上固定，
但為了讓馬達旋轉軸心能朝上，就先用寶特瓶
底部和瓦稜板挖洞固定，上面的光碟片為了達
到反光效果，所以先做傾斜的固定方式。 

為了讓馬達固定的更加牢固，特別選用塑鋼
土，在馬達周邊捏塑出適合的形狀加以固定。 

 
 

太陽能板、蓄電池與開關的組裝 
為了解決第一版本蓄電功率可能低於用電量
的問題，我們決定準備兩顆蓄電池，當一顆
電池供電給馬達時，另一顆進行太陽能蓄
電。為了日後方便更換電池，我們在固定電
池與太陽能板時在底部使用魔鬼氈固定。 

如果要分別充兩顆電池，並切換不同的電池
供電，開關的控制就不能只是單一按鍵開
關，所以我們購買有兩組控制按鍵的開關，
讓一組按鍵控制哪一顆電池進行充電，另一
組按鍵控制哪一顆電池進行供電。 

 
 

電路圖(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完成圖(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由圖可知，〝太陽能電池〞吸收陽光能量後經
過〝二極體〞，透過〝選擇充電開關〞決定哪
一顆電池進行充電，再經由上方〝電池 A 或
B〞的開關選擇，供電給右側的〝馬達〞。 

充電完畢後，即可藉由光碟轉動，雷射筆由
上方斜角照射，產生不同角度的反射，不僅
解決了原本雷射筆負載於光碟之上的問題，
更產生許多不同角度的光束。 

   

太陽能板 馬達 蓄電池 
5W、電壓 6V 電壓 12V、電流 45mA、轉

速 5600rpm 的直流馬達 
電壓 DC3.7V，充電式鋰電池 

太陽能蓄電時段 8：00～9：00 12：00～13：00 16：00～17：00 

充電狀況 0.76V～2.38V 0.74V～3.46V 0.78V～2.98V 

日照蓄電時間 1 小時 2 小時 

裝置旋轉時間 155 分鐘 254 分鐘 

雷射筆直射 光碟片反射 鋁箔紙反射 

   

亮點極為明顯，不論是聚光
性或亮度都是最佳的。 

聚光性不錯，但會散射出多
個光點，且光束會透射過光
碟片，亮度因此減弱。 

由於鋁箔紙表面容易有皺
褶，亮點較為擴散，聚光性
較差。 

電鍍膠帶反射 電鍍瓦楞紙反射 凸透鏡反射 

   

電鍍膠帶表面較為光滑，聚
光性略好，但光暈較大，影
響亮度。 

由於表面呈現波浪狀，反射
出來的亮點無法集中，呈現
帶狀分布。 

聚光性佳，但與直射相比仍
有差異。 

  

電鍍瓦楞紙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2.5 公尺 

  

凸透鏡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11.3 公尺 

  

光碟片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4.3 公尺 

  

鋁箔紙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2.7 公尺 

  

電鍍膠帶反射測試 
測試距離：8.1 公尺 

  



　　 由以上測試得到了一些結果，我們發現反射的影響距離由遠而近依序為：
凸透鏡反射、電鍍膠帶、光碟片反射、鋁箔紙反射、電鍍瓦楞紙反射。聚光性
與光束影響的距離有直接的相關，聚光性越好，光束影響的距離就越遠。
（五）裝置檢討與改良
    由以上測試發現無論何種反光材質，反射後的距離約只有2至11公尺，與原
本預測的距離差異甚大，為了達到預期驅鳥的效果，還是以直射的方式效果最
好，於是我們打算做第三次改良，所以第三版本的構想就是改變馬達架設的方
式，使其更加平穩，以期能直接架設雷射筆。
八、第三版本製作過程
（一）準備的材料如下：

（二）實際製作過程

　　由於第三版本又回復雷射直射的方式，但卻是改為架設在馬達之上，所以
稱此次的裝置為「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三）「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日照時間與旋轉測試：我們一樣以實際日照時
　　　　間1小時和2小時做檢測。

　　由以上圖表可看出幾項分析結果，以下分項說明：
(一)「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蓄電功率與「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馬達
　　直驅式驅鳥裝置」差異非常大，可見更換太陽能板與蓄電池後，蓄電效
　　果提升到可永久供電的目標。
(二)「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與「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在蓄電1小時後，
　　轉動的時間皆可達約2小時左右或以上，可見在我們蓄完A電池1小時後
　　，即可進行B電池至少2小時的蓄電，接著再換A電池蓄電，B電池轉動
　　，如此蓄電量高於用電量，供電系統便能穩定供電。
(三)「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與「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蓄電功率相同，但
　　馬達耗電量不同，「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馬達轉動時間雖然比「馬達
　　直驅式驅鳥裝置」長，但礙於「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反射效果比直射
　　效果差，所以為達驅逐麻雀的效果，仍以「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為最
　　佳。
　　經過長時間的測試與改良，此太陽能驅鳥裝置漸趨完善，在此也特別提
出幾項裝置改良後的特色：
　　1.太陽能驅鳥裝置由原本的單一控制馬達開關，改為蓄電開關與馬達開
　　　關分開控制，讓蓄滿電力的電池供電給馬達，太陽能板能再為另一顆
　　　電池蓄電，使供電系統更加穩定。
　　2.為達到全太陽能蓄電的目標，「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與「馬達直驅
　　　式驅鳥裝置」的蓄電池規格選用和雷射筆蓄電池規格相同，如此一來
　　　太陽能板蓄滿的電池亦可和雷射筆的電池做交換，如此三顆電池交替
　　　使用，可達到全部都由太陽能蓄電的目標，改變了「光碟載台式驅鳥
　　　裝置」中雷射筆電池需另外充電的問題。

　　綜合上述製作過程與測試觀察後，以下先針對三個版本做使用狀況與缺點
的分析、雷射光束影響距離、在固定的蓄電時間內裝置旋轉的時間比較：
　　一、3種版本使用狀況與缺點的比較

二、3種版本雷射光束直射與反射影響的距離比較

　　(一)直射所照射到的距離與任何反光材質相比，差異甚大，為了在田野間能
發揮效能，還是必須選用直射的方式。
　　(二)由反射材質的比較中，我們大概可得知表面越光滑，越不透光的材質反
射效果越好，表面如果皺褶越多或部分透光，光點反射效果則較差。
三、3種版本在固定的蓄電時間內裝置旋轉的時間比較

    由以上圖表可看出幾項分析結果，以下分項說明：

　　我們發現蓄電1小時，馬達旋轉約將近2小時，蓄電2小時，馬達旋轉約3個
多小時，蓄電時間少於裝置旋轉時間，可見供電系統有足夠的電力進行供電，
並有足夠的時間再進行蓄電。

研究結果與討論

陸 、 結 論

 

(單位：公尺)

 
光束照射距離（公尺）

  

固定馬達 固定雷射筆的支架 
將無刷馬達朝下以熱熔膠黏接底座，並將電
線加以焊接。 

將原本固定雷射筆的元件和玩具槍前端切割
下來的槍頭以熱熔膠黏接，再固定於小光碟
片上。 

 

完成圖(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將雷射筆支架黏接於馬達上，嘗試啟動，發現旋轉的穩定性較第一版本好很多。 

   

12V 無刷馬達 固定雷射筆支架 小光碟片 
電壓 12V、電流 0.13A、轉
速 3680rpm 的馬達 

利用原本固定雷射筆的腳踏
車前燈固定器和玩具槍前端
切割下來的槍頭 

尋找不用的小光碟片 

日照蓄電時間 1 小時 2 小時 
裝置旋轉時間 112 分鐘 196 分鐘 

　　此項裝置的完成是依靠大家多次討論改良後所得到的成果，雖然在外型
上還能有諸多改善的空間，但算是能符合一開始的設計原則，就是盡量於生
活中取材、盡量壓低製作成本、盡量是大家能力所能完成…等，所幸在大家
的努力下克服了許多問題，進一步完成了大家一開始的創作構想。
　　在尋找製作的材料與實際製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作品草創時，為求
材質輕巧但又必須堅固，實在很能兩全，馬達帶動光碟片旋轉，無法順暢，
支架也常因為旋轉產生的離心力導致損壞。接著改變雷射筆架設方式，改為
利用反射原理，以解決雷射筆無法穩定架設的問題，但反射效果經測試發現
，效果與直射相差甚大，無法達到驅逐麻雀的效果。唯有改變馬達架設的方
式，讓雷射筆直接架設於馬達之上，終於達到穩定旋轉照射的目標。以下我
們另針對裝置特色做精簡的歸納：
　　一、太陽能蓄電系統得以穩定供電，不只提供馬達用電，也提供了雷射
　　　　筆的用電：經過測試我們發現裝置蓄電時間約1～2個小時，而馬達
　　　　卻可轉動達2～3個小時，也就是持續轉動時間可以是蓄電時間的約
　　　　略2倍，供電穩定，另外將雷射筆內的電池做交替更換，甚至有時
　　　　間幫雷射筆內的電池蓄電，可達到全太陽能供電的目標，達到環保
　　　　的目的。
　　二、雷射筆直射距離遠：雷射筆光束射程遠，在陽光強烈照射下，亦可
　　　　達120公尺左右的射程，如果經旋轉照射，影響範圍約為半徑120
　　　　公尺的圓形範圍，也就是約45216平方公尺(約4.65甲)，影響範圍
　　　　廣大。
　　經研究測試，大部分的麻雀在雷射光的照射下，容易受到驚嚇，且當一
兩隻被驅離，其他原本一起啄食稻穀的麻雀有時也會一起飛離，日後若能實
際運用在農事上，當可解決農夫在稻穀結穗時的問題，亦可改善部分農民可
能運用鞭炮驅離麻雀等擾民的方式。另外，在一般大樓或廊道上總有鳥類築
巢、製造汙穢等問題，此裝置只要稍加改良，架設於鳥類常出沒的地點，防
止築巢棲息，亦可解決環境髒汙的問題。
　　在此次的研究中，大家努力試著用科技的方式設計裝置解決問題，其中
學習到的除了能源的運用、材料收集的方式，更學習到對周遭人事物的感知
能力與對人的關心，及啟發他們對科學、科技的興趣。雖然這項裝置還是非
常簡單，但卻是結合了大家的智慧與巧思，希望這次的研究可以讓大家了解
如何活用知識、運用知識，讓更多的創意得以開發。

版本別 使用狀況描述 需改善的地方 

 

成本低廉，材料皆是在學
校中使用的教具，利用馬
達旋轉垂直帶動光碟旋
轉，使雷射筆的光束能
360 度水平照射。 

1. 馬達容易發燙，若長時
間使用可能無法承載。 

2. 蓄電效能差，無法供應
馬達長時間運轉。 

3. 旋轉軸心會晃動，旋轉
不順暢，會上下搖擺。 

 

1. 解決了雷射筆過重架
設在不穩定的光碟上
時會晃動的問題，利用
反射原理使雷射光得
以照射到不同的角度。 

2. 更換了較強功率的太
陽能板與蓄電池，加速
了蓄電的時間，解決了
供電不及的問題。 

1. 利用反射所形成的光
束，亮度與射程都不及
直射時的光束，若在陽
光較強的室外環境，光
點不明顯，驅鳥效果較
差。 

2. 每次架設雷射筆支架
時，需尋找較好的入射
角，比較麻煩。 

 

 

1. 恢復「光碟載台式驅鳥
裝置」直接架設雷射筆
於光碟上的想法，但不
同於第一版本的是馬
達固定的方式改變了，
所以旋轉變的穩定，沒
有晃動的問題。 

2. 供電的問題與「光碟反
射式驅鳥裝置」相同。 

目前尚無發現明顯的缺
失，待日後長時間使用後，
持續留意問題，並提出改
進。 

        照射的距離 
版本別 直射 

光碟片
反射 

鋁箔紙
反射 

電鍍膠
帶反射 

電鍍瓦楞

紙反射 

凸透鏡
反射 

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 

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120      

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4.3 2.7 8.1 2.5 11.3 

  

(單位：分鐘)

        日照時間 
版本別 1 小時 2 小時 

光碟載台式驅鳥裝置 4.8 8.3 
光碟反射式驅鳥裝置 155 254 
馬達直驅式驅鳥裝置 112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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