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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當下，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努力也都沒有白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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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類所用的資源，追根究底的說，大多來自太陽，從太陽

直射地球的陽光溫暖了大地與大氣層，所以適合萬物生存同時

太陽間接的將熱量儲存在海洋和空氣中，這種能量可以用來發

電或做其他用途。此外，礦物燃料的初級能量也是來自太陽。

現代社會中，大家都在推行節能、減碳、環保意識。本專題也

是利用太陽光來代替一般的充電器，進而達到節能減碳之效

果，太陽能的應用可分為熱能的 "太陽能熱水器 "及光直接轉換

電的 "太陽能電池 "，本專題目前較著重於 "太陽能電池 "的應

用。我們運用陽光照射太陽能電板，使其能量儲存於乾電池再

藉由電池的電力來讓 LED 燈發光。使用物須由陽光照射來儲存

電力，便能在夜間發光，使夜間也能照射路況，現況進而達到

安全之目的。  

 

 

 

 

 

關鍵詞：太陽能、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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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與目的  

  太陽能一般是指太陽光的輻射能量，在現代一般

用作發電。  

  自地球形成生物就主要以太陽提供的熱和光生

存，而自古人類也懂得以陽光曬乾物件，並作為保存

食物的方法，如製鹽和曬鹹魚等。但在化石燃料減少

下，才有意把太陽能進一步發展。  

  太陽能技術分為有源 (主動式 )及無源 (被動式 )兩

種，有源的例子有太陽能光電及光熱轉換，使用電力

或機械設備作太陽能收集，而這些設備是依靠外部能

源運作的，因此稱為有源。無源的例子有在建築物引

入太陽光作照明等，當中是利用建築物的設計、選擇

所使用物料等達至利用太陽能的目的，由於當中的運

作無需由外部提供能源，因此稱為無源。  

  為了省電太陽能板成為了一個選擇，而市面上的

太陽能 LED 警示  燈雖有太陽能板，但太陽能板的功能

卻未能達到設計需求，而如何  將太陽能板的功用發揮

到最大以及如何改良傳統警示燈便成為了  我們的研

究動機與目的。  

 

  太陽能燈及其他應用產品於建築景觀上  

太陽能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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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太陽能光伏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太陽能電池作為

一種新能源，在民用方面首先應用在照明燈具上，太

陽能燈具產品由於環保節能的雙重優勢。可以省電、

環保、綠建築所用  

     

 

圖 (1)太陽能燈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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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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題製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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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 

一、太陽能  

  太陽能發電是一種新興的可再生能源。廣義上的

太陽能是地球上許多能量的來源，如風能，化學能，

水的勢能，化石燃料可以稱為遠古的太陽能。太陽能

資源豐富，既可免費使用，又無需運輸，對環境無任

何污染。太陽能為人類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形態，使

社會及人類進入一個節約能源減少污染的時代。  

 

  太陽能電池又稱為「太陽能晶片」或光電池，是

一種利用太陽光直接發電的光電半導體薄片。它只要

被光照到，瞬間就可輸出電壓及電流。在物理學上稱

為 太 陽 能 光 電  (Photovoltaic ， 縮 寫 為  PV ；

photo=light， voltaics=electricity)  早 在  1839 

年，法國科學家  Becqurel 發現光照能使半導體材料

不同部位間產生電位差，這種現象被稱為「光伏特效

應」。  

 

  隨著半導體物理性質的逐漸瞭解與加工技術的進

步，1954 年，美國貝爾實驗室首次製成了實用的單晶

矽太陽能電池。  

 

  此後，太陽能電池的種類不斷增多、應用範圍日

益廣闊、市場規模逐步擴大。  

 

  至  1994 年，世界太陽能電池銷售量已達  64 兆

瓦，呈飛速發展之勢。預計到  2030 年，全世界的  PV 總

裝置量將超過  100,000MW，其累積銷售額將超過  20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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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美國、日本和以色列等國家，已經大量

使用太陽能裝置，更朝商業化的目標前進  (楊素華與

蔡泰成，2005)。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歐、美三大

指標市場外，澳洲、印度、中國、台灣地區等的太陽

能電池及模組市場都在逐步起飛中。尤其，近幾年中

國更是積極發展太陽能產業，希望能搶占未來太陽能

電池市場的先機。  

 

  地球在上層大氣的傳入太陽輻射 (日照 )接收  174 

petawatts(PW)。大約  30%被反射回空間，而其餘太陽

能則被雲層、 海洋和陸地吸收。在地球表面的太陽能

光譜大多分布在一小部分近紫外線，全部可見光和近

紅外線的範圍。  

 

  大約一半的來自太陽的能量可以到達地球的表面

使用太陽能電池，通過光電轉換把太陽光中包含的能

量轉化為電能利用便宜的鏡子將陽光反射至昂貴高效

能太陽能電池（但需要注意散熱），可以減低發電成

本。  

 

二、太陽能電池板  

  正好是應用光電效應原理於電力生產上。陽光照

射到金屬的表面上時，部份光子會擊中金屬原子，光

子的部份能量轉化為提升原子外層電子的位能，使該

電子從原子中遊離出來，另一部份能量則轉化為該電

子從原子中飛脫出來的動能。遊離出來的電子具有負

電場，在導體之內形成負電壓，故此會流向電位相對

較高 (又即負值較低 )的區域，若能夠適當地將之加以

調控，即可以做成供人類應用的電能。  

 

 

三、太陽能的優點及缺點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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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太陽能是人類可以利用的最豐富的能源。  

據估計，在過去漫長的十一億年當中，太陽只消

耗了它本身能量的２％，今後數十億年太陽也不會發

生明顯的變化，所以太陽可以作為人類永久性的能

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它給地面照射１５分鐘的

能量，就足夠全世界使用一年。  

 

（ 2）太陽能是到處都有的，不需要運輸。  

   

  一般認為，處於南北緯５０～６０度以內的地

區，都有豐富的太陽能可以利用，只要最初花一定的

代價，投一筆資金，造好太陽能利用裝置，能量就會

源源不斷地自己送上門來，「免費」供應。期間枝需要

花很少一筆設備維修費。   

 

（ 3）太陽能是一種清潔的能源。  

  

 煤炭、石油等礦物燃料產生的有害氣體和廢渣，而

使用太陽能時不會帶來污染，不會排放出任何對環境

不良影響的物質，是一種清潔的能源。當然，大量使

用太陽能之後，由於太陽能的充分利用，結果會使環

境的溫度稍微升高，但這種溫升，不致對環境造成不

良影響。  

 

  （ 4）太陽能的系統又稱作「無變量的能源系統」。  

 

  太陽能對於地球不增加熱載荷，這是太陽能特別

重要的優點，所以利用太陽能的系統又稱作「無變量

的能源系統」。因為我們用太陽能作功，雖然最終是變

為熱，但是如果我們不用它做功的話，最終也是變為

熱。另一方面，我們用煤、石油、鈾分裂、核聚變，

似乎也不過是最終變為熱，但是如果我們不開採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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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話，那就不會產生熱了。所以這一份熱是另加在

地球上的熱載荷。地球為了散去這另加的熱載荷，就

得普遍的增高溫度。  

 

（５）太陽能安全可性。  

  

  核能發電會有核洩漏的危險，一旦核洩漏了便會

造成極大的生態危機，而太陽能絕對沒有這種情況，

是十分可靠的。  

 

四、缺點  

（ 1）太陽能的利用裝置必須具有相當大的面積。  

 

雖然到達整個地面太陽能非常巨大，但這種能量

非常分散，作為能源，它的密度太低了。因此，太陽

能的利用裝置必須具有相當大的面積，才能收集到足

夠的功率。但是，面積大，造價就會高。只有當採集

能量裝置表面的單位造價相當便宜時，才能經濟合算

的使用這太陽能利用器。  

 

  （ 2）太陽能受氣候、晝夜的影響。  

 

太陽能受氣候、晝夜的影響很大，到達極不恒定。

因此必須有貯存裝置，這不僅增加了技術上的困難，

也使造價增加。目前雖然已經製成多種貯存系統，但

總是不夠理想，具體應用也有一定困難。  

 

總結 - 太陽能的利用是勢在必行。  

 

綜觀太陽能利用的優缺之處，發展太陽能仍是非常可

取的。目視污染是很主觀的，又有誰能擔保龐大的收

集器不會成為壯觀的景色，而成本問題也不能短視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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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花下去的金錢、空間，是可以在時間上換回的。 

想想幾年之後，所有非再生的能源都消耗殆盡了，這

時的太陽能將是無比珍貴的，至於穩定性差的問題，

這是誰都無法改變的事實，正如農人們看老天的臉色

過活，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不正如此，萬物生滅自

有他道理，這也是人類改變不了的，所以，太陽能的

利用是勢在必行。  

 

五、利用太陽能的方法主要有  

  使用太陽能電池，通過光電轉換把太陽光中包含

的能量轉化為電能   

  使用太陽能熱水器，利用太陽光的熱量把水加熱   

  利用太陽光的熱量加熱水，並利用熱水發電   

  利用太陽光的光能中的粒子打擊太陽能板發電   

  利用太陽能進行海水淡化   

  太空太陽能轉換電能儲存，傳輸地面電能接收

站，訊號接收站。  

  根據環境與環境太陽日照的長短強弱，可移動式

和固定式太陽能利用網。   

  太陽能運輸（汽車、船、飛機 ...等）、太陽能公

共設施（路燈、紅綠燈、招牌 ...等）、建築整合太陽

能（房屋、廠房、電廠、水廠 ...等）。   

  太陽能裝置，例如：太陽能計算機、太陽能背包、

太陽能檯燈、太陽能手電筒 ...等各式太陽能應用與裝

置。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9%98%B3%E8%83%BD%E7%94%B5%E6%B1%A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9%E7%94%B5%E8%BD%AC%E6%8D%A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6%B0%B4%E6%B7%A1%E5%8C%9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A%E7%AF%89%E6%95%B4%E5%90%88%E5%A4%AA%E9%99%BD%E8%83%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A%E7%AF%89%E6%95%B4%E5%90%88%E5%A4%AA%E9%99%BD%E8%83%BD&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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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太陽能』的利用還不很普及，利用太陽

能發電，還存在成本高、轉換效率低的問題，但是太

陽電池在為人造衛星提供能源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應

用。  

  目前，全球最大的屋頂太陽能面板系統位於德國

南部比茲塔特（ Buerstadt），面積為四萬帄方公尺，

每年的發電量為 450 萬千瓦時。日本為了達成京都議

定書的二氧化碳減量要求，全日本都普設太陽能光電

板，位於日本中部的長野縣飯田市，居民在屋頂設置

太陽能光電板的比率甚至達 2%，堪稱日本第一。而在

中國的江蘇睢寧，太陽能利用率更達到 95%，可謂全中

國第一。  

  光電轉換又稱太陽能光電。太陽能板是一種暴露

在陽光下便會產生直流電的發電裝置，由幾乎全部以

半導體物料（例如矽）製成的薄身固體太陽能電池組

成。由於沒有活動的部分，故可以長時間操作而不會

導致任何損耗。簡單的光電電池可為手錶及計算機提

供能源，較大的光電系統可為房屋照明，並為電網供

電。  

  太陽能板可以製成不同形狀，而又可連接，以產

生更多電力。近年，天台及建築物表面開始使用光電

板組件，被用作窗戶、天窗或遮蔽裝置的一部分，這

些光電設施，通常被稱為『附設於建築物的光電系

統』。  

  光熱轉換現代的太陽能科技將陽光聚合，並運用

其能量產生熱水、蒸汽和電力。除了運用適當的科技

來收集太陽能外，建築物亦可利用太陽的光和熱能，

方法是在設計時加入合適的裝備，例如巨型的向南窗

戶或使用能吸收及慢慢釋放太陽熱力的建築材料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6%9C%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BA%E9%80%A0%E5%8D%AB%E6%98%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E%B7%E5%9C%8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4%E8%8C%B2%E5%A1%94%E7%89%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3%E6%96%B9%E5%85%AC%E5%B0%B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3%E7%93%A6%E6%97%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7%A5%E6%9C%A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8C%E6%B0%A7%E5%8C%96%E7%A2%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7%E9%87%8E%E7%B8%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7%E9%87%8E%E7%B8%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9F%E8%98%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9F%E8%98%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9%98%B3%E8%83%BD%E5%85%89%E4%BC%8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D%E5%85%8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B4%E6%B5%81%E9%9B%B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A%E5%B0%8E%E9%AB%9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9%98%B3%E8%83%BD%E7%94%B5%E6%B1%A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8B%E9%8C%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8%88%E7%AE%97%E6%A9%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B%BB%E7%B6%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5%8F%B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A%E7%AF%89%E7%89%A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A%97%E6%88%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9%E7%AA%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2%B8%E6%B1%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6%B1%E8%83%B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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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太陽能的應用與發展   

  自從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世界各國警覺

到石化能源的獨佔性及有限性，因此積極開發太陽能

源應用科技，以期利用太陽能源應用之技術減低對石

化能源的依賴性。時至於今，太陽能源利用作為化解

石油危機的功能並未真正發生。反而因化石能源隨人

類文明增進而過度開發，導致全球氣候異常暖化。全

球氣候環境異常變遷引起包括太陽能之再生能源技術

之開發利用再度成為各國極力發展的課題。   

  工研院能資所自 1982 年起在經濟部能源委員會之

資助下開始從事一系列太陽能源技術的開發與推廣工

作。其中包括：   

太陽熱能發電評估   

太陽能熱水器性能測試   

太陽能熱水器開發（包括儲置式集熱器、熱管集熱器、

高分子集熱器等）   

太陽能除濕空調（包括液體吸附除濕、固體除濕、除

濕輻射冷卻、農作物乾燥、溫室、種子儲存、茶葉烘

焙等）   

太陽能工業製程預熱系統設計評估   

太陽能溫水游泳池設計   

太陽能中溫集熱器開發   

太陽能屋（包括光電、光熱、建築物節能等）   

非晶矽薄膜太陽電池技術開發   

太陽光電能系統設計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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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純水機   

  過去一、二年間，本研究室之太陽能技術研發及

推廣之重點係以多功能 /高效率整合應用技術 /產品開

發、性能檢測技術開發、產業製程技術服務、產業資

訊調查及教育宣傳。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壹體式太陽能熱管集熱器：利用熱媒液、氣相質

傳原理集熱，解決一般帄板式集熱器易結水垢、內部

腐蝕、儲水桶散熱、及結凍等弱點。而壹體式結構設

計可符合工廠品管、量產能力及組裝安搬等要求。   

  太陽光電能輔助冷氣系統開發：主要整合國內太

陽光電能系統設計技術，開發高效率系統設計技術，

利用太陽光電能模板將太陽光轉換成冷氣系統所需之

電力，提升偏遠地區或電力不足地區之生活品質。   

  複合式太陽能除濕 /熱水器開發：主要為高效能、

多功能集熱器應用技術開發。利用太陽熱能加熱工作

流體 (水 )及除濕劑再生，達到熱水與除濕空調之雙重

功能。   

  太陽能焙茶機商業化：係利用 120℃以上之太陽熱

能技術，烘焙製作高品質茶葉。製程時間大幅縮短且

完全不需傳統能源。茶葉焙製後之風味頗似碳焙，曾

獲鹿谷等地茶農肯定，經濟價值高。   

  太陽能熱水器性能測試技術開發：係針對國內廠

商集熱器開發、製程改善等需求而開發建立。以近全

自動測試及控制系統同時測試 6 具集熱器，可大量降

低工時成本。配上製程改善試驗技術，可協助廠商有

效降低製作成本、提生產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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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宣導活動推廣：舉辦大型活動，結合政策及

教育宣導、文宣與商展為一體，擴大太陽能利用推廣

及促進產業市場商機，藉此達到教育宣導、產業促進

等全方位推廣之目的。   

七、未來展望  

  在技術研發規劃上以研發新應用技術為導向、以

服務產業為標。因此，未來在研究發展上，分為前瞻

研究及產業技術研究兩類。前瞻研究針對 3~5 年內對

市場具有競爭性或衝擊性之新技術或新應用技術作開

發研究，以期未來為國內產業帶來新的商業契機。而

產業技術研究將針對目前產業技術需求進行短期（ 1~2

年內）之改良、輔導及技術合作。期望因應產業需求，

即時提供產業技術支援及服務。   

 

 

  在具體行動上，本研究室短程研發工作上將整合

過去本所太陽能技術研究成果，針對國內太陽能產業

現況及需求技術進行技術改良與開發，藉與產業良性

互動關係，積極推廣國內太陽能應用技術，強化研發

成果與產業貢獻度。同時積極建立太陽能相關專業化

量測與測試技術與設備，結合既有研發技術能力，提

供業界相關技術服務。   

  在中長程研發規劃上，朝太陽能技術新利用領域

及前瞻性技術領域進行研究開發，並推動本研究室研

發之國際化技術合作與交流。   

八、太陽能轉換成電的過程：  

 

  14,000,000℃，太陽的光與熱不斷地傳至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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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種能量轉化為電力或熱能時，稱之為太陽能。  

 

  在太陽內部，核聚變的過程連續不斷地產生光和

熱等能量，在其中心溫度約為  

 

  太陽電池是一種可以將能量轉換的光電元件，其

基本構造是運用 P 型與 N 型半導體接合而成的。半導

體最基本的材料是「矽」，它是不導電的，但如果在半

導體中摻入不同的雜質，就可以做成 P 型與 N 型半導

體，再利用 P 型半導體有個電洞，與 N 型半導體多了

一個自由電子的電位差來產生電流，所以當太陽光照

射時，光能將矽原子中的電子激發出來，而產生電子

和電洞的對流，這些電子和電洞均會受到內建電位的

影響，分別被 N 型及 P 型半導體吸引，而聚集在兩端。

此時外部如果用電極連接起來，形成一個迴路，這就

是太陽電池發電的原理。  

 

  簡單的說，太陽光電的發電原理，是利用太陽電

池吸收 0.4μm～1.1μm 波長 (針對矽晶 )的太陽光，將

光能直接轉變成電能輸出的一種發電方式。  

 

  由於太陽電池產生的電是直流電，因此若需提供

電 力 給 家 電 用 品 或 各 式 電 器 則 需 加 裝 直 /交 流 轉 換

器，換成交流電，才能供電至家庭用電或工業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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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綠能趨勢  

  隨著氣候環境的惡化，傳統石化能源逐漸枯竭，

以及新興經濟體對於能源的需求與日俱增，加上全球

主要地區對於能源安全和能源供應的重視度已提升至

國家層級，促使潔淨能源和再生能源的發展變成一股

不可逆的趨勢和潮流。  

 

  受到自然條件與人為政策的雙重影響，不同地區

對於再生能源和潔淨能源的發展目標不盡相同。目前

歐洲在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最為積極，依照歐盟的規

劃，在 2020 年時要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20%，並且將

再生能源佔總能源的使用比例提升至 20%以上，因此歐

洲目前是全球太陽能與風力發電市場和技術居於領先

的地區。  

  中國和美國在煤炭的蘊藏量佔全球的前三位，對

於 傳 統 石 化 能 源 的 依 存 度 極 高 ， 因 此 在 乾 淨 煤 炭

(Clean Coal)和生質能源－生質酒精和生質柴油－的

發展最為積極，而日本受限於島國地型，對於太陽能

和燃料電池相關技術的發展戮力甚深，反觀巴西則是

天然資源豐富，早在二十年前就發展生質酒精的相關

技術。因此，對於未來 5 年全球能源產業的趨勢和轉

變，我們將持續關注不同地區的發展。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圖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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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C 1.2V 可用 3 號電池測試其功能。  

（ 2）當有陽光照射時 ,太陽能板→ DC1.2V→ D1 形成一

充電迴路 ,D1 降至 0.2V,致使 Q1.Q2.Q3.Q4 停止工

作 ,LED 不亮。  

（ 3）當夜間無陽光時 ,D1 無降壓 Q1.Q2.Q3.Q4 正常工

作 ,LED開始閃亮 ;Q1Q2是低頻震盪 ,Q3Q4則是高頻震盪 ,

奇在 L1 產生升壓 ,對 LED 有機光效果。  

 

 

十、太陽能應用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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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lar cell〉簡稱為太陽能電池，或太陽電池〈在台

灣的早期翻譯書籍上直接引用日文中的漢字，其實不是

battery而是 cell〉，又可稱為太陽能晶片。在中國大陸稱

為硅晶片，因為中文“硅”是矽的古字，矽為現代譯音字。

在 物 理 學 上 稱 為 光 生 伏 打 〈 Photovoltaic 〉 ， 簡 稱 PV

〈 photo=light光線， voltaics=electricity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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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表 1 使用儀器設備一覽表  

設備名稱  用途說明  

個人電腦  查資料、專題報告製作  

數位相機  
紀錄整個專題製作流程及拍攝專題

圖片  

三用電錶  測量正負極電池零件是否有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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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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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使用材料  

材料名稱  數量  備註  

R1(3.3M) 1  

R2(10K) 1  

R3(1.2K) 1  

R4(15K) 1  

R5(1.5K) 1  

R6(20K) 1  

C1(104) 1  

C2(102) 1  

C3(101) 1  

Q1.Q3(cq45) 1  

Q2(A1015) 1  

Q4(PNP 電晶體 A1015) 1  

L1(100UH) 1  

SL1(SM5626 太陽能板 ) 1  

LED 3  

D1(IN589) 1  

PC1(70m/mx45m/m) 1  

三號電池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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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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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  

英 文  S o l a r  w a r n i n g  l i g h t s  a t  n i g h t  

專 題 內 容 簡 述  

  自地球形成生物就主要以太陽提供的熱

和光生存，而自古人類也懂得以陽光曬乾物

件，並作為保存食物的方法，如製鹽和曬鹹

魚等。但在化石燃料減少下，才有意把太陽

能進一步發展。  

  太陽能技術分為有源 (主動式 )及無源

(被動式 )兩種，有源的例子有太陽能光電及

光熱轉換，使用電力或機械設備作太陽能收

集，而這些設備是依靠外部能源運作的，因

此稱為有源。  

 

指 導 老 師 姓 名  蘇志雄  老師  

組 長 姓 名  林生豐 (11) 

組 員 姓 名  
吳岳峰 (03)、吳瀛卲 (07)、李明峰 (09)、  

黃冠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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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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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工作進度甘特圖  

時間  

工作進度  

102 年  103 年  

負責成員  

9 10 11 12 1 2 3 4 5 

確認研究主題           全體成員  

擬定研究大綱           林生豐  

文獻資料蒐集           吳瀛卲  

製作原理探討           全體成員  

購買專題器材           吳岳峰  

組裝專題器材           黃冠瑋  

整體專題測試           吳瀛卲  

數據資料整理           林生豐  

撰寫專題報告           全體成員  

專題成果發表           林生豐  

完成進度  5% 15% 20% 30% 50% 60% 70% 80%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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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一、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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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電路圖  圖 2 麵包版試做圖  

  

圖 3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正面圖  圖 4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背面圖  

 

 

圖５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完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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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與比較  

本專題製作過程中，我們做了測試的動作，以下

為實品與測試的對照圖。  

 

圖 6 麵包版測試圖  

  

圖 7 實做電路板  圖 8 正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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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完整圖例     圖 10 功能測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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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成果與功能介紹  

  

圖 11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正視圖  圖 12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完整圖  

  

圖 13 背視圖  圖 14 背視完整圖  

  

圖 15 近視完整圖  圖 16 近視完整背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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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太陽能夜間警示燈麵包版  圖 18 太陽能夜間警示

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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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題特色 : 

 

(一 )本創意專題提出節能減碳環保的觀念。  

 

(二 )本創作將太陽能源吸收利用，將太陽能能量轉換為

電能，在由電能傳達至電器用品內，進而達到產生能

源的應用。  

 

(三 )本創意之能源再利用，對於地球環境能達到極大改

善。  

 

(四 )本創作可依太陽能板應用之大小，來產生能源大小

的不同變化，坦若能源的應用需龐大的供應電源量，

那必須有相等規格的太陽能板來吸收太陽能，並在最

快速的時間內，有效率的產生能源並供應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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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目前利用太陽能的各種技術都具有成本很高的缺點，

因此首期資本投資不菲。  

  另外，在許多陰雨綿綿或是日照短的的地區，很難完

全靠太陽能供應，投資報酬率較低。另外，除非有大量的

太陽能板或更成熟的太陽能技術，不然目前仍然難以產生

大量電源供給使用是其缺點。  

 

 

二、建議  

(一 )多使用一些環保的概念。  

(二 )能源再利用。  

(三 )多利用蓄電電池，使電池能源能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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