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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4仰望盃全國科學 HomeRun實作大賽 

 

決賽成果報告書 

 

隊伍名稱: 崇晨想拿金牌 

作品名稱: 遠離甲醛大作戰 

科學概念1 : 

 

 

 

 

利用氧化還原的方法,檢測低劑量的甲醛,透過甲醛以

及亞硫酸鈉,反應生成氫氧化鈉,使溶液 pH值上升為

了方便觀察加入指示劑。再透過化學劑量,利用酸鹼

值上升的數據計算甲醛濃度。 

科學概念2 : 編寫 Arduino 程式,插入檢測 pH 值檢測套件,編寫

程式讓檢測工具檢測溶液 pH值並在液晶顯示幕上顯

示酸鹼值,之後利用酸鹼值改變,計算甲醛濃度,並啟

動抽風系統將空間內氣體抽出，2分鐘後停止，停止

後控制抽水馬達將箱內反應後溶液抽出更換至溶液酸

鹼值為未反應時的酸鹼值。 

 

 

 

註：決賽作品說明書內文總頁數最多10頁(不含本封面及授權同意書)，請勿寫上可辨識學校名稱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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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成果報告書內文 

(最多10頁) 

1. 發想動機： 

許多人買租新房時都會忽略甲醛的問題，甲醛對人體的危害不容小覷，只要

0.1ppm 就可以刺激到人們的嗅覺了，0.5ppm 就足以使人感受到不適，目前

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為致癌和致畸形物質，是健康殺手。依照成功大學

環醫所所長表示：『當甲醛濃度達到0.4ppm 的時候，其致癌死亡率，是一般

車禍的九倍。』而癌症死亡也是國人的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可知甲醛的危害

有多麼可怕，我們藉此發想做個裝置偵測甲醛，以及排除過濾後的甲醛氣

體。 

 

2. 作品創意性： 

1. (實驗方式): 利用雷射切割的技術製作出實驗箱(如下圖所示) ，配置亞硫酸

鈉溶液，讓液體跟甲醛反應產生氫氧化鈉因而來讓 pH 值上升，再利用 Arduino

的 pH 值感應器超過 8 時，開啟抽風系統持續1分鐘後停止抽風，1分鐘後並控制

抽水馬達將反應後的溶液抽出，並加入新溶液，由此可測試出是否還有殘留的甲

醛。 

2. (製作優點):(1)若是做出此裝置不僅可以解決種種甲醛危害，使用此方法更

是可以做到節能的問題，有了偵測系統控制抽風系統即可節省電能。 

(2)HCHO( aq ) + Na2SO3( aq )+H2O( l ) → NaOH( aq ) + CH2(NaSO3)OH( aq )此方法的優點為可

以檢測低劑量甲醛，不須抽取樣本，可做立即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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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體及電路架構圖： 

                                                                                                   

                                          利用程式整合 pH值檢測器、LCD 

                                          螢幕、風扇與抽水馬達，以達到        

                                          自動排除甲醛的效果 

 

 

 

 

 

 

 

 

                                                   化學實驗溶液配置 

 

 

                                                                                                                接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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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uino 程式碼 

 

 

 

 

 

 

 

 

 

 

 

 

 

 

 

 

 

 

 

 

 

 

 



5 
 

 

4. 作品成果報告：(可透過圖表或照片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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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對人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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