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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tocatalyst is to utilize light to induce strong oxygenation on a catalyzer, which decomposes the attached dirt and organic matter

into water and carbon dioxide. It can restore the nature without contamination and is also environmental-friendly, high sanitary,

hydrophilic and consistent. Its effectiveness is persistent. The application to various substances can avoid the reuse of chemicals and

the residual of toxicity. It has functions of disinfection, antiseptic, self-clear, deodorization and is non pollutant and safe. Although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hotocatalyst products, th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introduced any effective evaluation methods on this

newly emerging item. Most of consumers determine whether the product 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based on simple rules, and

mistakes happen someti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erefore to establish can display Photocatalyst air filter analysis of green

design process research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industrial designers who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catalyst

products, to increase consumers’accepance and reliability toward this new i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success of the launches of new

product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catalyst reacting in the course does not waste any energy and thus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catalyst will advance and expand the functions and advantages of the products. Owing to the unquestionable fact that the

Photocatalyst products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of life, Photocatalyst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one the industry eagerly develops.

By providing the analysis procedure of the green design of the Photocatalyst air cleaner, the author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duction of an ideal everlasting product, which exerts the green design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nd in the long run the

realization of a comfortable, pollution-free secure environment for the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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