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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生活中人人為了方便，往往都忘了方便的背後所造成能

源的浪費及環境的污染，近年來很多人開始提倡「節約能源救

地球」的行動，而開始利用所謂的再生能源。  

 

本研究主要實現一種適合搭載於複合電動車輛上鋰電池殘

電量（SOC, State of Charge）偵測方法，並將此方法實現，利

用  8052 單晶片微電腦實現偵測與整合顯示功能。首先選定合

適搭載於複合電動車輛之鋰電池為研究對象，建立電池性能檢

測實驗平台量測電池   基本性能資料，將資料寫入 8052 單晶片

微電腦中即時偵測顯示目前電 SOC。  

     

    將電池  SOC 偵測顯示器搭載於複合電動系統實驗平台  

上，模擬實車行駛，驗證電池 SOC 偵測顯示器功能。在車輛未

啟動時，採開路電壓法偵測初始電池 SOC，當車輛行駛進行充

放電過程時，採修正型安培小時法配合電池性能檢測實驗平台

所得之電池特性資料，進行電池 SOC 修正計算將誤差值修正在  

10%內。  

 

關鍵詞：複合電動車輛、鋰電池、殘電量、805 單晶電片微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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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製作動機  

 

近幾年國內外正在流行單車樂，看到許多人在單車環

島，到了晚上使用電燈來提醒往來車輛，以維持行車安全。

但電池的需求量愈來愈大，那些用完就隨意丟棄的電池，會

帶來很多對地球無形的傷害。因此能夠重複使用的電池勢必

會成為主流，然而越來越多的電池應用在不同的電子產品

上，如有不適當的操作，勢必增加危險發生的機會。如電動

車使用電池的時候，使用者是必需要知道電池的使用狀況，

瞭解電池的可用時間。以便使用者在有足夠電力時，及時完

成剩餘的工作，或提早更換電池，以避免電力不足造成不必

要的麻煩。  

 

二、製作目的  

 

以高職三年專業背景能力，其中利用所學軟體設計能力

及硬體設計能力來設計一套既簡單又實用的控制系統，並實

質應用在生活上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道理。並讓學生

了解一套系統並非是只要有一門專業技術能力就夠了，而是

要多種專業能力的融合才能設計出成果。  

 

本文結合電池感測 IC.單晶片及 LED 先是裝置來完成此

鋰鐵電池容量管理系統，其中包含，經由單晶片之程式撰寫

達到彈性校正之功用，計算及硬體編碼數位化後，忠實把每

一個階段的電量先是於 LED 面板上，達到正確顯示電池能量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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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架構  

 

主題討論

計劃書擬定

專題製作實施

研究方法

專題製作報告

歷程紀錄掌握進度

簡報 電子檔

專題成果發表

期末檢討

書面報告

 

圖 1 專題製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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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理論探討  

 

一、電池構造：  

     

    鋰電池 (又稱鋰 -碘電池 ) 

    正極 (陽極 )：固定於鎳網上的金屬鋰。  

    負極 (陰極 )：碘。  

    電解質：薄層的碘化鋰 (LiI)晶片，介於陰極與陽極之間。  

  

 

 

 

 

 

 

 

 

 

 

 

 

 

 

 

 

圖 2 鋰電池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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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鋰電池之優點 
 

     所 謂 鋰 電 池 ， 實 際 上 包 括 了 所 有 以 鋰 或 其 合 金 為  

    負 極 的 一 系 列 電 池 系 統 ， 種 類 非 常 繁 多 ， 它 們 的 主 要  

    優 點 包 括 ： 電 壓 高 — 未 通 電 流 時 的 開 路 電 壓 可 高 達 3 . 

    9 V，放電時則在 3.0 V 左右，是傳統乾電池的 2 倍；  

    能 量 密 度 高 — 金 屬 鋰 質 輕 、 電 壓 高 ， 通 常  有 乾 電 池  

    2  ∼  3  倍 的 能 量 ； 適 用 溫 度 範 圍 廣 — 不 使 用 水 溶 液 ，  

    電 解 液 的 溫 度 範 圍 很 寬 廣 ， 攝 氏 －  4 0  ∼  7 0  度 都 可 以  

    放 電 ； 功 率 高 — 鋰 高 溫 電 池 可 以 高 達 每 平 方 公 分 1 安  

    培 的 超 高 電 流 密 度 放 電 ； 儲 存 壽 命 長 — 由 於 化 學 特 性  

    及密封需求，壽限都在  5 至  10 年或更長。  

 

    二 次 電 池 一 樣 是 經 過 化 學 能 轉 換 成 電 能 ， 但 可 藉 充                   

方式，將電能重新注入電池，重新轉化成化學，可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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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鋰鐵電池與其他電池種類比較  

 

1. 鉛酸電池 :壽命大概 300 次成本較低，使用尚稱安全，唯具

高污染毒性，對環保影響極大，循環次數少，重量大，故不

在此做比較。  

 

2. 鎳氫電池能量密度低，不耐高度，有強烈記憶效應，不適合   

作為動力電池，亦不適用於三 C 產品及筆記型電腦。  

 

3. 鋰鈷電池 :壽命大概 500 次雖有高容量，但隨時會發生起火

爆炸之危險，不適合使用於隨身攜帶之電器用品。  

 

4. 目前世界各國已證實磷酸鐵鋰電池 :壽命大概 2000 次為目前  

唯一具有經濟性且符合環保及安全要求，可作大動力輸入，

輸出；各需要電池之領域，磷酸鐵鋰電池為最佳之選擇。  

 

 

 

 

 

 

 

 

 

 

 

 

 

 

 

 

 



6 

 

四、電池容量之差異  

 

 

 

  

 

 

 

 

 

 

 

 

 

 

圖 3 理想電池容量曲線圖  

 

 

 

 

 

 

 

 

 

 

 

 

圖 4 實際電池容量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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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電路之架構  

 

 

 

 

圖 5 電路基礎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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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線性電壓法   

 

  一般電池之曲線有充電曲線及放電曲線兩種；充電曲  

線一般分為 (1)所示，放電曲線一般為 (2)所示，  

   

  V charging    = ƒ  (1 - eˉ
τ t

) : 充電電壓              (1) 

  
       

Vdischarging  = ƒ  (e ˉ
τ t

)   :  放電電壓              (2) 

                                        

     其中 : 

 

  V charging   :  充電電壓。  

 
      

V discharging : 放電電壓。   

    τ :充放電常數。  

    ƒ(.):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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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線性電壓法曲線圖得知，充電曲線在電池容量沒有很高前

電量顯示都很方便，但是當電池容量越高的時候曲線幾乎呈飽和

一直線，我們要顯示電池的電量就顯得困難。放電曲線也是一樣，

當電池的電量維持在一定電量時，電池電量顯示都很穩定，但當

電池容量越來越少的時候曲線幾乎呈一直線顯示就成了問題。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使用了線性電壓法，線性電壓法在充放

電時，電池的容量越高或越低依然可以準確的顯示電的電量，準  

確的顯示電量可以確保電池免於過度充電，也可以使騎電動車的

人可以知道要更換電池免於電池沒電，所以準確的顯示電量勢必

要的。  

 

 

 

 

 

 

 

 

 

 

 

 

 

 

圖 6 線性電壓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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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衰減電路  

 

        衰減電路是用來把 48V12A 的電壓經過精密電阻的壓  

    降成為 4.18V 的電壓作為我們的待測電源。  

 

 

 

 

表 1 衰減電壓表  

 



11 

 

八、 8052 彈性程式  

      

    8052 單晶片所輸入之程式，是本專題的核心元件，要用

來 擷 取 數 位 信 號 ， 加 以 分 析 後 再 輸 出 給 介 面 電 路 。                      

本專題把 8052 分成 4 個區塊使用，如上圖所示， P1 的部分

作  為接收 A/D 輸出，把信號輸入給 8052， P3 的部分用來控

制 A/D 的啟動與關閉， P2 用來輸出信號給 LED 顯示用。  

 

 

 

圖 7 8052 接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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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表 2 使用儀器設備一覽表  

設備名稱  用途說明  

個人電腦  
程式設計、報告撰寫、電路圖繪製

及專題成品測試  

電源供應器  模擬、實驗過程使用  

數位相機  紀錄整個專題製作流程  

三用電錶  測量元件好壞及量測元件之信號  

Protel 99SE 
電路繪製、電路板元件的排列與線

路設計  

噴墨印表機  列印專題相關資料  

Microsoft Office Word 製作專題報告  

Microsoft Office Power 

Point 

進行口頭報告、製作及專題成品報

告呈現  

電鑽及鑽頭  鑽螺絲孔  

銲接工具（電烙鐵、電

烙鐵架、吸錫器）  
焊接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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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使用材料  

 

材料名稱  數量  備註  

LED 燈  1  

IC 8052 1  

七段顯示器  1  

電晶體  4  

炭膜電阻  8  

電解電容器  3  

陶瓷電容器  2  

導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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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專題製作計畫書  

專 題 類

型  
□個人型專題   ■團隊型專題  

科 別 ／

年 級  
電機科／三年級  

專

題

名

稱 

中

文  
二次鋰電池電量顯示裝置  

英

文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y SOC display device  

 

專 題 內

容 簡 述  

  越來越多的電池應用在不同的電子產品上，如有不適

當的操作，勢必增加危險發生的機會。如電動車使用電

池的時候，使用者勢必需要要知道電池的使用狀況，瞭

解電池的可用時間。以便使用者在有足夠電力時，及時

完成剩餘的工作，或提早更換電池，以避免電力不足造

成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電池的資訊格外的重要，必頇使

用一種管理的機制來處理及顯示，例如電池的電量監

控。而電量監測的功能大致可被分為資料的收集、電池

狀態判斷、電容量的管理等。電池管理機制常常被使用

於許多已電池做為電源的系統裡，估測電池的狀態使得

電池在操作上更有效率、並且避免電池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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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二次鋰電池電量顯示裝置研發預期可完成之項目結果

如下：  

 

1.電池監控資料蒐集    

2.LED 面板製作資料蒐集                      

3.單晶片周邊電路設計  

4.利用感測 IC 監控電池容量  

5.LED 面板基本顯示架構設計  

6.二次鋰電池電量一負載變化之動態顯示  7.整體電路

實際測試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陳景三  老師  

組 長 姓

名  
謝孟成 (15) 

組 員 姓

名  

龔國豪 (17)、陳霈豪 (06)、孫柏軒 (04) 

黎金安 (14) 

專 題 執

行 日 期  
102 年 9 月 1 日至 10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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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任務配置：  

 

以下每個組員利用每天的早自修或下課跟專題指導老師

報告專題製作進度，同時也利用即時通或 MSN 通訊與指導老

師作線上溝通詢問問題或直接針對控制程式利用網路遠端進

行解答程式問題，使專題進度持續前進。  

 

     時間  

工作進度  

103 年  104 年  負責成

員  9 10 11 12 1 2 3 4 5 6 

確認研究主題  
          

全體成

員  

擬定研究大綱  
 

         
全體成

員  

文獻資料蒐集            陳霈豪  

製作原理探討            孫柏軒  

硬體電路設計            黎金安  

購買專題器材    
 

       
全體成

員  

硬體電路製作    
 

       
全體成

員  

整體專題測試        
 

   
全體成

員  

數據資料整理            龔國豪  

撰寫專題報告            龔國豪  

專題成果發表            謝孟成  

完成進度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表 5 工作進度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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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一、製作過程  

        將零件一個個的焊於電路板上，完成後給予通電。  

 

 

 

 

圖 8 製作圖 (1) 

 

圖 9 製作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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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作成果與功能介紹  

        當 電 源 充 足 時 顯 示 器 顯 示 為 9 9 %， 但 當 電 源 下 降 至  

    3 0 v 時 將 顯 示 為 0 %， 並 發 出 警 訊 提 醒 使 用 者 做 充 電 及  

    更換電池的動作。  

 

 

 

圖 10 完成圖 (1) 

 

圖 11 完成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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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近年來綠能領域的高度發展，市場之所以快速擴張，係

由於以下幾點因素所促成：  

(一 )節約：近年來為降低空氣污染，在大城市中為了節約能    

源大多都用電動車來代步，使用了再生能源，提

倡永續發展的概念。  

(二 )安全：本研究複合電動車輛鋰電池殘電量偵測顯示器之    

研製，在實驗偵測過程中，依不同的負載條件偵

測顯示器進行不同電池  SOC 效率修正，最終目的

就是要能呈現最真實的電池  SOC 狀態資訊傳輸

給複合電動車輛管理策略系統與充電管理策略系

統進行動力切換與鋰電池狀態管理，另外將電池  

SOC 資訊告知駕駛者了解電池能量狀態。因此本

研究之電池  SOC 偵測顯示器能達到即時性與準

確性之性能並與其他控制器作雙向溝通讓系統之

動力源切換更加平順。  

 

二、建議  

 

    在未來若能將其他溫度與老化現象因素加入修正，使本  

研究之電池  SOC 偵測顯示器功能更為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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