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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在台灣環境上，常常都是主人無法照顧時，將寵物交給他人代管，但是

他人也許無法滿足寵物需求，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學校所學的專業能力來服務寵

物，讓寵物感受到就算主人不在身旁，也有種主人在家的感覺，寵物周邊裝置

經常利用 APP 來協助飼主，例如透過 wifi 連接 APP 設定定時定量的餵食時間,

但又不能同時解決寵物需要喝水的問題、又或是可以遠端遙控開燈,卻不能同時

解決室內的散熱問題，所以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開發一套對雙方都合

適的裝置，利用 APP 及硬體設備的結合來提供一個為飼主及毛孩帶來便利的裝

置，並根據我們看見的社會問題，經由蒐集多方資料並研究可行性後，我們決

定使用「App Inventor 2」設計一套智能居家寵物設備 APP，並結合伺服馬達模

組、uno r3d 擴展板、L9110 風扇模組、直流抽水馬達、光敏電阻感測器、電阻

式薄膜壓力傳感器模組、水位感測器及 Arduino 裝置來完成本系統，以改善只

有寵物在家時會遇到的種種問題。 

 

 

關鍵詞：Arduino、寵物、App Inventor 2、智能居家寵物設備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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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目前在台灣，對於寵物在家沒人照顧時所採用的方式，除了交給家人、

親戚照顧之外，大多是交給寵物保母或是寵物旅館，而這兩種方式都有各自的

優缺點，寵物保母的缺點在於信任及隱私的問題，讓一個陌生人來到家中，難

免會擔心家中財產會遭竊，又或是發生無法挽回的危害。寵物旅館雖然不用像

寵物保母那樣擔心陌生人來到家中造成損害，但有些毛孩無法快速適應新環

境，且會被限制活動範圍，情緒會非常不安，再來旅館通常是一人照顧多隻毛

孩，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無法立即處理。於是我們想要改善這些困境，希望

透過學校所學的專業能力，利用現代物聯網設備輔助來幫助他們。 

         

圖 1 寵物保母 

 該發想立即受到本團隊隊員的支持，因此我們的目標係如何能讓飼主能

夠減少寵物獨自在家中的擔憂，目前飼主一但長時間外出基本上，都是得依靠

鄰居或是家人及親戚幫助飼主照顧寵物，或是寵物保母(圖一)及寵物旅館(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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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寵物旅館 

但就算通過這些方式來照顧自家寵物，礙於信任和隱私問題，無法放心將毛孩

交給他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飼主及寵物皆不友善，因此；我們想去改善

此情況，建置一套「智能寵物居家設備」。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如何讓飼主不在家時能夠像平常

時刻在毛孩旁照顧一樣，例如:餵食飼料、給水、環境清潔等..，我們為了解決

這些問題，到處蒐集了許多的文獻資料，並加以分析，找出問題並加以解決。 

 

現在台灣環境上，寵物周邊裝置經常利用 APP 來協助飼主，例如透過 wifi

連接 APP 設定定時定量的餵食時間,但又不能同時解決寵物需要喝水的問題、又

或是可以遠端遙控開燈,卻不能同時解決室內的散熱問題。 

所以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開發一套對雙方都合適的裝置，利用 

APP 及硬體設備的結合來提供一個為飼主及毛孩帶來便利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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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根據我們看見的社會問題，經由蒐集多方資料並研究可行性後，我們決

定使用「App Inventor 2」設計一套智能居家寵物設備 APP，並結合伺服馬達模

組、uno r3d 開發板、L9110 風扇模組、直流抽水馬達、光敏電阻感測器、電阻

式薄膜壓力傳感器模組、水位感測器及 Arduino 裝置來完成本系統，以改善只

有寵物在家時會遇到的種種問題 

 

第四節  研究功能 

 

 
圖 3 研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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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圖 4 研究架構 

 

第六節 預期效益 

 

 我們希望能改善單獨寵物在家時所能受到的照顧，有以下幾點: 

 

1、提高照護寵物的環境與品質 

 

2、減少主人對於寵物單獨在家的擔心 

 

3、避免不良人士利用主人的良心來損壞家中財物 

 

4、可以隨時利用 APP 照護寵物 

 

5、不用交給他人照顧，且能夠自己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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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硬體介紹 

 

(一)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Arduino Uno R3 開發板是一款基於 ATmega328 的微控制器開發板。它有

14 個數位輸入/輸出腳位(其中 6 個可用作 PWM 輸出)、6 個模擬輸入、1 個 16 

MHz 陶瓷震盪器、1 個 USB Type B 孔、1 個電源插座、1 個 ICSP 頭和 1 個重

置按鈕。只需透過 USB 線將其連至電腦或者通過 AC/DC 電源供應器或電池為

其供電即可使用。如圖 1-1。 

 
圖 1-1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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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腳位圖 

 

表 1-0 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腳位對應表 

板子腳位 功能 

10,11 藍芽接收 

A3, 0 水位偵測 

A0,2 空氣偵測,空氣偵 LED 

12, 8 風扇旋轉 

A2 壓力感測接收 

5 水位繼電器啟動 

9 伺服馬達啟動 

3, 4 LED 燈啟動 

A4(SDA),A5(SCL) LCD 接收傳輸 

A1 光敏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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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Arduino UNO R3、BluePill、NodeMCU、ESP32 比較表 

產品 

規格 

Arduino UNO 

R3 
BluePill NodeMCU ESP32 

芯片 ATMega328P 
STM32F103C8

T6 
ESP8266 ESP32 

架構 AVR8 位 
ARM Cortex 

M3 32 位 

Xtensa 32 位 

單核 L106 

Xtensa 32 位  

雙核 LX6 

內核數 1 1 1 2 

默認 

主頻 
16MHZ 72MHZ 80MHZ 160MHZ 

SRAM 2KB 20KB 160KB 521KB 

Flash 32KB 64KB 
4M/最高支持

16MB 

4M/最高支持

16MB 

GPIO’s 14 37 17 36 

PWM 

通道 
6 15 8 16 

ADC 

引腳 
6/10bit 10/12bit 1/10bit 18/12bit 

DAC 

引腳 
0 0 0 2 

接口 
SPI/I2C/ 

UART 

SPI/I2C/UART

/ 

CAN 

SPI/I2C/UART

/ 

I2S 

SPI/I2C/UART

/ 

I2S/CAN 

WiFi N N Y Y 

藍芽 N N N Y 

工作 

電壓 
5V 3.3V 3.3V 3.3V 

 

(二)SG90 伺服馬達舵機 

 

舵機是一種位置（角度）伺服的驅動器，適用於那些需要角度不斷變化並

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統。舵機是一種俗稱，其實是一種伺服馬達。如圖 1-3。 

表 1-1 SG90 伺服馬達舵機規格表 

重量 9 克 

電壓 3.0V~7.2V 

可控角度 0~90°/180°max 

使用溫度 -30 ~ +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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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SG90 伺服馬達舵機 

 

 

(三)水位感測器 

 
水位/水滴識別檢測傳感器，其是通過具有一系列的暴露的平行導線線跡測

量其水滴/水量大小從而判斷水位。如圖 1-4。 

表 1-2 水位感測器規格表 

重量 3.5 克 

電壓 3.3V~5V 

檢測面積 40mm x 16mm 

使用溫度 10 ℃ -30 ℃ 

 

 
圖 1-4 水位感測器 

(四)微型抽水馬達 

 
透過馬達協助將液體抽取、排出。如圖 1-5。 

表 1-3 微型抽水馬達規格表 

重量 30 克 

電壓 3V~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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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負荷吐水量 100L/H 

使用溫度 -20°C ~50°C 

 

 
圖 1-5 微型抽水馬達 

 
第二節 模組認識 

 

(一)L9100 風扇模組 

 
L9110 驅動，可控制正反轉配有安裝孔，相容舵機舵盤控制優質螺旋槳，

效率高。如圖 2-1。 

表 2-1 L9100 風扇模組規格表 

電壓 5V 

螺旋槳直徑 75mm 

空載轉速： 16000 轉/min 

 

 
圖 2-1 L9100 風扇模組 

(二)光敏電感測器模組 

 
DO 輸出端可以與單片機直接相連，通過單片機來檢測高低電平，由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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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環境的光線亮度改變。如圖 2-2。 

表 2-2 光敏電感測器模組規格表 

電壓 3.3V~5V 

輸出形式 
DO 數位開關量輸出（0 和 1）和 AO 類比電壓輸

出 

 

 
圖 2-2 光敏電感測器模組 

(三)電阻式薄膜壓力傳感器 

 
感測器感知到外界壓力時,感測器電阻值發生變化,我們採用電路將感測器感

知壓力變化的壓力信號轉換成相應變化強度的電信號輸出。如圖 2-3。 

表 2-3 電阻式薄膜壓力傳感器規格表 

厚度 <0.3mm 

電壓 3.3V~5V 

使用壓力 0kg~10kg 

使用溫度 -20C~-60C 

 

 
圖 2-3 電阻式薄膜壓力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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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寵物照顧議題 

 

台灣普遍民眾對於寵物的照顧通常都是非常隨便的,路邊隨便都有小貓小狗

可以撿,因此造成寵物照顧的觀念缺乏。養貓、養狗，已成為台灣家庭中逐漸普

及的新常態。根據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1 月中提及的數據顯示，全國 700 萬家戶

中有約 200 多萬戶飼養寵物，普遍寵物最多只能夠三天不進食，那麼萬一主人

需要出遠門,又不想花錢請寵物旅館、保母呢?因此現今要如何規劃出一個能讓

主人安心、放心又能節省開銷的方案，值得我們探討。 

 
第四節 實驗軟體 

 

(1) Arduino IDE 安裝 

 

在瀏覽器上輸入 Arduino IDE 即可導到官網，安裝流程如下圖 2-4 到圖

2-9 打勾處。 

 

圖 2-4 下載 Arduino 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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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安裝流程-1 

 

 

圖 2-6 安裝流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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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安裝流程-3 

 

圖 2-8 安裝流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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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安裝流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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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 設計流程圖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專題採用 Arduino 設計智慧寵物裝置，使用者可以透過藍芽連接手機

App 來操控裝置的各項功能。 

第三節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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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功能全開配合手機藍芽操控 

 
圖 3-3 通電前的 LCD 顯示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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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通電後的 LCD 顯示差別。 

 

 
圖 3-5 通電後會顯示空氣質量及重量 Z(zero)、H(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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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整體外觀 

 

第四章 軟體介紹 
 

第一節 應用程式介面 

 

 使用 App inventor2 來製作,讓使用者能夠及時操作。 

 

起始畫面:設計淺顯易懂的開關操作讓使用者依照需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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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藍芽未連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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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藍芽已連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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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來發展 
 

本文經過實驗與研究後，發現智慧寵物裝置確實能夠解決主人暫時不再家

對於寵物照顧的問題，但仍有需要改善之處未來將繼續朝以下幾個方向持續努

力，美化整體外觀成為居家擺設之一，提升軟硬體將寵物裝置功能設計設計更

加完善，App 應用程式作業系統更改為跨平台使用，不受限於 Android 系統使

IOS 系統也能夠使用，使使用者更彈性的操作，並加裝保暖燈，以免寵物受寒;

即時影像觀看，隨時關心毛小孩的狀況;更新為 Wifi 控制，改善藍芽有限距離

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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