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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針對隔離病房內病患所呼出的飛沫病毒與其附
近的氣溶膠病毒，利用加熱模組產生的「熱與非熱
效應」，進行熱殺病毒，藉以減少長期近距離接觸
病患的醫護人員暴露在「飛沫傳染」的危險中。

設計動機

利用PI電熱片加熱的高溫與MAO鈦片受熱激
發的遠紅外線，使其溶解病毒脂質層的同時與水分
子產生共振，使病毒自行分解與脫水導致死亡，此
作法可將原本「帶有病毒」的空氣交換成「不帶有
病毒」的清淨空氣，減少醫護人員或家屬被「飛沫
傳染」的風險。

前言

對目前負壓隔離病房的空氣交換機濾網來說，此濾網
(HEPA)無法過濾含有病毒的空氣，除非附加光觸媒、活性
碳或臭氧等功能，才能達到分解有害氣體與殺菌等效果，
但尚無證據證明其可殺死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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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殺菌機

病毒藉由風扇進入加熱艙，加熱艙內部有一層隔層，
通過隔層內部兩片電熱片及多組MAO鈦片組成的加熱模
組。當病毒被殺死後，加熱艙的溫度為95度(含)以上，先
經過降溫隔層，再進入冷卻系統後，將溫度降至常溫，循
環回室內中。

遠紅外線的共振效應示意圖

創新的空氣清淨系統，突破常見的化
學奈米藥劑方法，利用「熱(包含傳導熱、
對流熱與輻射熱)」溶解病毒的脂質層與降
解病毒的核酸。

產品之關鍵組件「鈦金屬輻射薄片」
，利用加熱模組中 MAO 受熱激發的遠紅
外輻射熱「剝奪病毒生存所需條件」；以
及利用加熱模組內部結構的「碰撞作用」
來讓病毒失去活性；進而開發出「採集病
患飛沫與降解熱殺病毒功能的空氣清淨創
新系統」的遠紅外輻射熱技術。

利用風扇將帶有病毒的氣體抽入加熱艙內，經由
多組MAO鈦片與PI電熱片組成的加熱模組後，其產生
的高溫殺菌效果，能在分解病菌脂質層的同時使病毒
脫水，藉由剝奪病毒存活要件達到完全殺菌的效果，
最後再藉由冷卻系統將高溫降至常溫。

製作說明

PI電熱片＋MAO鈦片

PI電熱片
產生的高溫可將
病毒的脂質層溶
解並使其分解死
亡。

MAO鈦片
加熱後會產生遠紅外線，此波
長會與水分子發生「共振效應
」，使其脫水失去活性，剝奪
病毒存活所需的濕度環境。

設計成果

創意評估

結論

零組件

隔層

冷卻區：由循環
馬達、水管、塔
扇、製冷晶片、
水冷組成，能將
高溫氣體降溫。

抽風區：
內部設有耐高溫
風扇，目的在將
帶有病毒的空氣
抽入加熱艙內。

實驗測試

出風口處溫度：因進風口處有風扇在進行強制熱對流，
藉由觀察出風口處溫度，可得知加熱模組運作情形。

另外，由於此專題題目與SBIR計畫有合作，測試細
菌存活與否的部分，會交由相關的醫學單位進行。

熱電偶溫度計：

水冷頭 馬達 製冷晶片 塔扇 水管

加熱區：
內部置入一個隔
層，隔熱層有2組
加熱模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