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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爾來實境密室逃脫遊戲越來越盛行，尤其這兩三年來，臺灣這類型的

遊戲，大大小小，少說也有辦過兩百場，而且內含的梗不斷的推陳出

新，新工作室也持續地成立。在密室裡，常常需要「翻找線索  -> 解

出謎題  -> 打開寶箱或門」。寶箱上的鎖，若是鑰匙鎖，多半是利

用現場工具來取得鑰匙；但真正要考驗綜合性腦力的分析、整合與推

理能力的話，就非密碼鎖莫屬了，因為密碼鎖可以跟謎題配合，再利

用縝密的計算、心理分析與線索整合來找出密碼，進合解開密碼鎖來

完成任務。 

以前的密碼鎖是很單純的，一把鑰匙一個孔，鑰匙不見只能強制破壞，

面對一個容易健忘的人，鑰匙不見是家常便飯，為此，我們想做一個

智慧密碼鎖。 

現在，我們希望能將密碼鎖再升級，使之成為智慧型密碼鎖，讓使用

者按完密碼後，輸入正確的時候鎖會自然打開，若是輸入密碼錯誤也

會讓你知道，不是鎖壞掉打不開，而是密碼錯誤。 

  



貳、研究動機 

  真人密室逃脫是以線上密室逃脫遊戲的基礎上，增加了真實物

體體驗元素的實體遊戲。即在特定空間中通過裝修與設計，營造逼真

的場景，而後賦予玩家不同的任務和故事劇情，要求玩家在規定的時

間內，通過尋找線索、團隊合作、層層解謎，最終完成任務走出密室。

而這個遊戲最重要的除了場景及故事的設計與連結外，其中不能或缺

的就是＂鎖＂。現今臺灣有許多業者也跟上了這股風潮，引來許多消

費者前來體驗，也此引起我們的興趣，想要去嘗試並且實際去蒐集資

料來實做「智慧密碼鎖控制」這個專題，我們想通過解智慧型開關密

碼鎖去開啟封閉的門，迎向新的挑戰，完成逃脫的目標。 

  

  



參、研究方法 

結構圖 

我們的製作方向是以89s51晶片來控制小型鍵盤密碼鎖,再加以改作，

使原本用於保全上的密碼鎖，改造成密室逃脫的機關之一。 

 

動作說明: 

輸入 4 位數的密碼，如果與設計時的密碼不符，則螢幕上會顯是錯誤

eror 

而輸入的密碼是對的，機關會被啟動，牆會倒下，裡面的人即可出來 

 



我們為何拿密碼鎖來製作密室逃脫的機關，觀點如下: 

1. 密碼鎖的編碼量大，難以猜測，增加逃脫的難易度 

2. 方便製作 

3. 保密性高，編碼量大 

從以上的觀點判斷，我們設計的密碼鎖以四個數字做機關的密碼，輸

入時會經由 89S51 晶片判斷輸入的密碼是否正確，如果密碼錯誤的話，

則會發出嗶嗶聲做為警告，如果密碼正確，則會觸動步進馬達，將門

升起，逃出密室。 

  



肆、 研究設備 

 硬體  

．數字鍵盤 

我們所使用的數字鍵盤是一款常見的薄膜按鍵模組（hex keypad），

有 4×4 或 3×4（少了最右邊一行的 A, B, C, D 鍵），4×4 按鍵模組有 8

個街角，分成列、行兩組，可以接在 Arduino 的任意 8 個接腳，而我

們用在 89s51 板上。 

．步進馬達 

步進馬達（Stepper motor;Step motor）是直流無刷馬達的一種，為

具有如齒輪狀突起（小齒）相鍥合的定子和轉子，可藉由切換流向定

子線圈中的電流，以一定角度逐步轉動的馬達。 

步進馬達的特徵是因採用開迴路控制（Open-loop control）處理，不

需要運轉量檢知器（sensor）或編碼器，且因切換電流觸發器的是脈

波信號，不需要位置檢出和速度檢出的回授裝置，所以步進馬達可正

確地依比例追隨脈波信號而轉動，因此就能達成精確的位置和速度控

制，且穩定性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6%B5%81%E7%84%A1%E5%88%B7%E9%A6%AC%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D%92%E8%BC%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8%BF%B4%E8%B7%AF%E6%8E%A7%E5%88%B6%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B%E8%BD%89%E7%B7%A8%E7%A2%BC%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4%88%E6%B3%A2%E4%BF%A1%E8%99%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4%88%E6%B3%A2%E4%BF%A1%E8%99%9F&action=edit&redlink=1


步進馬達只需要通過脈波信號的操作，即可簡單實現高精度的定位，

並使工作物在目標位置高精度地停止。步進馬達是以基本步級角的角

度為單位來進行定位。以 5 相步進馬達為例，其基本步級角為 0.72，

因此可以將馬達轉 1 圈分為 500 等分（=360 度 / 0.72），以此方式

來細分每次行進量做為定位基準。 

 軟體 

．89S51 

8051 是一種 8 位元的單晶片微控制器，屬於 MCS-51 單晶片的一種，

由英特爾公司於 1981 年製造。到現在，有更多的 IC 設計商，如 Atmel、

飛利浦、華邦等公司，相繼開發了功能更多、更強大的兼容產品。 

8051 單晶片是同步式的順序邏輯系統，整個系統的工作完全是依賴系

統內部的時脈信號，用以來產生各種動作周期及同步信號。在 8051

單片機中已內建時鐘產生器，在使用時只需接上石英晶體諧振器（或

其它振盪子）及電容，就可以讓系統產生正確的時鐘信號。 

英特爾原來的 8051 系列的開發利用 NMOS 技術，但後來的版本中，在

其名稱加入字母 C（例如，80C51），確定使用 CMOS 技術，這樣比

NMOS 節能源。這使它們更適合於電池供電設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6%99%B6%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6%99%B6%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CS-5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7%89%B9%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tme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5%88%A9%E6%B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9%82%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1%BA%E5%BA%8F%E9%80%BB%E8%BE%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8%8B%B1%E6%99%B6%E4%BD%93%E8%B0%90%E6%8C%AF%E5%99%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AE%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NMO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MOS


．ULN2803(步進馬達控制晶片) 

ULN2803 僅僅是 8 集成在一個封裝的 18 個引腳 NPN 達林頓晶體管的

網絡。而這個小全部集成房屋會讓你節省空間，在你的電路，完成時

間（18 對 24 焊針具有獨立的晶體管）。 

這是完美的伴侶來驅動一系列高強度發光二極管，繼電器，大 7 段顯

示器，......或者以同樣的精神任何其他東西。它甚至可以使用外接電

源。 

  



伍、製作流程 

         
  失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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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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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板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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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ug 
測試 

測試 

完成 



陸、研究過程 

一開始，我們先從程式撰寫開始著手 

備註:圖中程式是掃描按鍵和七段顯示器，當按下按鍵時，則顯示對應的數字 

 

 

備註:這段則是當判斷密碼是否正確後，正確則處發步進馬達起動機關，失敗則

顯示 eror，發出警告聲 

  



 

備註:最後則是所有的副程式 

當程式測試完成和錯誤更改後，以我們打的程式來做對應的電路 

備註:以 89s51 的程式做出的電路圖，還有自創零件庫等 

 



 

備註:從電路圖完成後，轉換成 AD 圖，之後再刻出實際的電路板 

 

備註:最後的步驟，刻出電路板，再將零件焊接並測試 



柒、研究結果 

   

 

成品動作: 

 

 

 

 

 

 

 

成功 

實際成品 

輸入密碼 

觸發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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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error 



捌、結論 

  這專題到最後達成我們要的目的，從 89s512 的程式撰寫到電路

和電路板的雕刻及焊接，出來的成品也確實動作。 

   我們一開始對專題的構想是由網路上傳流一些有關秘室逃脫

的文章和影片，進而衍生而出，而我們一開始的構想是以密碼鎖

當作一項機關，當密碼輸入正確時，門會升起，當密碼錯誤時，

則會發出警告聲，而輸入密碼的會只有三次。 

  在製作專題的途中，遇到了很多問題，從一開始的程式問題到

板子電路的錯誤及測試失敗，程式的問題並不大，經過不斷的改

寫，最後以測試板測試程式是成功的，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電

路板的接線和實際板子刻出後的問題，我們在找出錯誤時遇到了

困難，最後是以學校用的 89s51 板來當我們的實際用板來完成我

們的專題。 

  在製作專題時，我們遇到了很多難關，也了解自己實力不足的

地方，但在組員彼此的幫助下，補足了各自的弱點，完成了這項

以密碼鎖來當密室逃脫的機關的專題，但我們認為還有很多可以

改善的地方，以做到像影片中的機關一樣。 

  



捌、工作分配 

1.程式設計(軟體)→謝奇軒.賴泰銘 

2.報告製作→陳柏宇.賴泰銘 

3.硬體(刻版)→陳柏宇.謝奇軒 

5.採買→陳柏宇.賴泰銘 

6.發表→賴泰銘 

7.資料搜尋→陳柏宇 

工作比:     陳柏宇=33%     賴泰銘=33%     謝奇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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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tes.google.com/a/g2.nctu.edu.tw/unimath/2015-04/realfleeting
https://sites.google.com/a/g2.nctu.edu.tw/unimath/2015-04/realfleeting
https://sites.google.com/a/g2.nctu.edu.tw/unimath/2015-04/realfleeting
https://www.worldofgz.com/electronique/circuit-integre-uln2803/
https://www.worldofgz.com/electronique/circuit-integre-uln2803/
https://www.worldofgz.com/electronique/circuit-integre-uln2803/
http://www.twwiki.com/wiki/AT89S51
http://www.twwiki.com/wiki/AT89S5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mw7Phwrc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mw7Phwr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