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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小空間翻被機 
摘  要 

台灣過敏人口眾多，而且 90%以上患者是塵蟎過敏，其中居家寢室裡的棉被、被單、

床單、床墊、枕頭、窗廉等，更是塵蟎喜歡生存的地方，研究發現：即便是整潔的家，平

均每張被褥上至少藏有 1500 萬隻蟎蟲，為了除塵蟎，曬被子是免不了常做的家務，去年

我們設計出一款自動翻被機來幫媽媽的忙，但此款翻被機需較大空間擺放，掛上棉被的方

式也不盡理想，在台灣寸土寸金的都市裏並不適用，因此我們全新設計了一款適合小空間

的翻被機，操作更簡便、安全，而且增加了連接物聯網功能，當棉被乾了，或快下雨皆能

由手機通知收被。 

壹、研究動機 
 去年參加科技創意實作競賽時，我們設計了一款自動翻被機，雖然獲得了銀牌獎，

但是這一款翻被機是針對家裏頂樓曬被場設計的，可曬二床被子，翻轉空間大一些，而且

掛上被子時需要旋轉瓦形片，容易打到人，所以我們這次打算改良翻被機，設計出適合小

空間，並改變固定棉被方式，原本要設計上去的物聯網部分，因時間來不及而未做，我們

也打算加上去，希望創造出新一代功能更齊全的翻被機。 

 

貳、研究目的 

研究一、找出能節省空間的翻被方法。 

參、研究設備及器材 

 

   

圓木棒 3D 列印機 鑽床 木板、木條 



 

  

  

螺絲起子 橡皮鎚 帶鋸機 木工膠 

 

   

熱融膠槍 608zz 培林 雷切機 布 

 
 

 

 

快乾 DHT11 模組 蜂鳴器 線鋸機 

 
 

  

Arduino UNO S35/STD馬達 月曆桿 砂帶機 

  
 

 

麵包板 LCD 液晶顯示器 極限開關 無痕雙面膠帶 

 

 
 

 

繼電器模組 12V 變壓器 ESP8266 motoduino 



 

 

肆、研究過程及方法 

 

研究一、找出能節省空間的翻被方法。 

 

 

 

 

 

 

 

 

 

 

圖三烤肉架                圖四側框翻被瞬間        圖五家裏曬被場 

大空間翻被機的翻被構想源自於烤肉架（圖三），由於被子不是乳豬，不能被刺穿，所以只能

掛在主軸上，而且被子是軟的，主軸旋轉無法帶動被子往上翻，所以需要一側框，但是翻了 180°

後會掉落，所以需要雙主軸，且每個主軸都需要有側框，因此就形成了大空間翻被機（圖四），此

翻被機適用於家中曬被場（圖五），但一般家庭大多利用陽台來曬被子，這樣就不適用了，所以我

們想到了另一種翻被方式，只要主軸旋轉一圈，再逆轉半圈就能順利翻被，以下以一紅一藍兩枝

筆及口罩套為示範。 

  

 

  

一、紅筆在上，藍筆

在下，口罩套米色在

外。 

二、兩枝筆以紅筆入

紙面，藍筆出紙面方

向旋轉接近一圈瞬

間。 

三、旋轉一圈，口罩

套紅圈部分掉落內

側。 

四、反方向旋轉半

圈，此時口罩套紫色

在外，完成翻面。 

詳細旋轉圈數要視主軸粗細及被子長度、厚度而定，以此種方式翻被就不需要側框，只要雙

主軸就可以，大大的減少了翻被空間。 

 

 

 

 

 

 

 

 

 

 



 

Motoduino 與 ESP8266 接線圖 

 

 

 

 

 

 

 

 

 

 

 

 

 

 

 

 

 

 

 

 

 

 

 

 

 

 

 

 

 

 

 

 

 
 

 

 

 

 

 

 



 

伍、研究結果 
圖二十一為曬被模式，平時兩側各加上一曬衣桿就變成三桿曬衣架（圖二），只要棉被旋轉時

不會碰到兩側曬衣桿的衣架，也可中間桿曬棉被，同時兩側桿曬衣服（圖三）；通電後原本打算

Arduino Uno 和 Motoduino 兩片電路板只要一條導線將正極相接，連接一條電源線至 5V 豆腐頭就

好，結果 Arduino Uno 電力不足，無法傳 line 訊息，只好兩片電路板各接一條電源線（圖四），經

過修正後，所有感測器皆能依指示完成動作。 
 
 
 
 
 
 
 
 
 
 

           圖一曬被模式                                 圖二曬衣模式 

 
 
 
 
 
 
 
 
 
 
 
 
 
 
 
 

               圖三同時曬衣、曬被                        圖四接二條電源線 

 

 

陸、討論及結論 

 一、如何想出新的翻被方式？     

    

（一）兩枝原子筆為

主軸，藍筆在上，紅筆

在下，紙巾有×為正

（二）兩枝主軸旋轉

180°，變成藍筆在下，

紅筆在上。 

（三）藍筆固定，紅筆

越過藍筆，繼續往下。 

（四）直到紙巾翻面。 



 

面。 

 （六）兩枝筆再次旋轉，藍筆往下翻完紙巾，再急回到紅筆上方，又恢

復至（一） 

（七）可能要用到滑塊曲柄、齒輪、急回等機構。 

（八）紅筆進行（四）、（五）步驟時與紙巾產生摩擦，有時會將紙巾扯

下。 

（五）紅筆拉回，回到

藍筆上方。 

舊的翻被方式是源自於烤肉架，但翻轉範圍太大，為了想出小空 

間的翻被方式，我們拿了兩枝筆及溼紙巾，進行比畫，一開始想到上 

列方式來進行翻被，上述方式雖能翻被，但機構部分太複雜，且棉被 

易掉落並不適用，無意間，我們隨手將桌上的電線捆綁在筆的一端 

（圖二十五），並隨意旋轉，居然找到更簡單的翻被方式。              圖二十五電線綁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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