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LabVIEW為基礎的太陽光電發電監控系統研究

朱嘉駿、蔡渙良

E-mail: 321839@mail.dyu.edu.tw

摘 要

本文以LabVIEW為基礎所建立的監控系統，以太陽光電發電所產生的電力以及儲存與用電過程為主，以電腦監控方式來了

解整體發電與用電等情況。並且在太陽能電池背板架設紅外線溫度計，以便了解溫度變化下分析模組之發電量，更進一步

達到在發電與用電過程中的預警與維護，利用儀表所量測到太陽能模組的發電量，透過RS232做訊號傳遞，將資料回傳至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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