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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高中（職）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髒髒的飲水機 

一、摘要： 

  在炎熱的天氣裡運動完後，總會想要喝水，拿起水壺走到公共飲水機裝水並大口喝

下，讓口渴得到緩解，但公共飲水機裡的水真的可以讓人放心大口喝嗎？，因為每台飲水

機的使用頻率不同，檢測時可能檢測不出來，這樣子如果檢查時沒有檢測出，水質有問題

的話，會無法馬上得到改善，並且會讓民眾喝下對身體有害的物質。又並不是每台飲水機

的濾淨器都可以把水濾得很乾淨，因此，我們打算運用 ArduinoESP32 自行製作 TDS 檢測器

並檢測我們裝置是否可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在某次和老師聊天的時候，意外聊到了有關水質的話題，在老師的提點下，想到了可

以利用 Arduino來製作檢測器，在查詢過相關資料後，我們決定試試做出 Arduino 檢測器，

並且市售的ＴＤＳ檢測筆作比較，確認自自製的檢測器能否正常運作，同時由於 Arduino 可

以配合電腦，在結果觀察上，不用像市售ＴＤＳ檢測筆一樣，可以將正常水質作為基準，

在水質有變化時發出通知，不用定時檢測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TDS 計的原理是透過在固定距離的兩個電極之間施加電壓，量測導電度，回推 TDS

值。導電度越高，則 TDS 值越高，代表水中的混合物就越多圖（一） 

 

       圖（一） 

     水質檢測的原理是利用導電度： 

導電度 (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 EC )表示水傳導電流能力，導電度與水中離子總濃度、移動

性、價數、相對濃度及水溫等有關。通常導電度愈高，表示水中電解質含量較多。由於大

部分鹽類都可電離，因此導電度也可表示水中總溶解固體的多寡。導電度太高對灌溉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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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影響，因此導電度為灌溉水質之重要指標項目之一。導電度之量測乃以電流通過長 1 

cm、截面積 1 cm^2 之液柱時測得電阻之倒數，因此其單位多以 姆歐/cm 表示。 

 

本實驗設計即是利用市售ＴＤＳ水質檢測筆做一個標準值，確定我們的實驗裝置測量出的

數據和實際沒有太大的誤差 

 

＊電阻換算成電導率，比較準確度 時時監控  

ArduinoESP32 是先透過測量水的電壓及電流，再利用 V=IR 的公式，推算電阻值，電阻值

越大，導電性越低，則數值越低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1.準備市售ＴＤＳ水質檢測筆圖（五）、Arduino 檢測器圖（二）(ESP32、麵包版、杜邦

線、碳棒、10M電阻、及  10種不同溶液(純水、礦泉水、馬桶水、水溝水、自來水、飲水

機水、池塘水、舒跑、ＦＩ Ｎ、醋) 圖（一） 

 2.將 TDS 檢測筆放入溶液中並檢測其百萬分點濃度，並記錄 

 3.擦拭乾淨後，再放入另一杯的溶液 

 4.將１０種溶液以ＴＤＳ檢測筆檢測出溶液的百萬分點濃度，並記錄。 

５.將１０種溶液以 Arduino 檢測器檢測出溶液的百萬分點濃度，並記錄 

 6.比較ＴＤＳ檢測筆與 Arduino 檢測器的數值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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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五） 

 

實驗結果： 

TDS 測量值：圖（三） 

 

圖（三） 

ESP32 值：圖（四）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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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由於ＴＤＳ檢測出來的是水中所含非水分子（Ｈ２Ｏ）的含量，所以水溝水和運動飲

料的數值接近，無法區分出水中的惡質好壞，但對於檢測純水就可以有很明顯的效果。 

  裝在水塔及飲水機上，實時監測水質狀況，若水質不佳，就可以及時更換濾芯。 

   在未來智慧家庭系統更成熟、普及時，可將其接入系統，和溫度、溼度等一樣透過

手機一併確認，並在水質出現問題時，第一時間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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