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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源枯竭與溫室效應是全球重要的議題，想要解決這些問題， 必須積極尋找符合環保與永續的綠色替代能源。而微藻兼具

固碳與 能源再生的雙重優點，不但可減緩溫室效應，也是生質柴油料源可 行的選擇，微藻生質柴油已引起各國政府、科

學家和企業家的高度 關注，可望成為明日之星。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國內 外微藻產能的相關資訊，加以整

理及分析，文中綜述了微藻產製生 質柴油的原理與技術，先探討各國研究發展現況，再針對其優劣勢 條件加以分析、評

估，最後提出未來微藻生質柴油的研發及努力方 向。 研究者發現，微藻的生長速率和油脂含量明顯優於生質柴油其 他能

源作物，利用微藻作為生質柴油的料源，不但合乎生產上的需 求且對經濟及生態有重要意義。但微藻產油仍然有許多問題

需要解 決，現階段遭遇到的瓶頸包括成本過高、各項技術待突破及產業化 生產等問題。未來，若能朝相關技術的改進、

與環保結合、有價副 產品的多元利用及相關政策的推動等方向進行，必能增進微藻產油 的競爭力。台灣地小人稠，若要

發展微藻生質柴油，可利用環海的優 勢，進行海水微藻的養殖。在土地的限制下，則建議發展立體建置的 光生物反應器

，使其能在最少的土地面積中設立微藻生產基地。我們 期望透過微藻生質柴油的研發，為台灣解決能源、經濟與環境保護

等 問題。

關鍵詞 : 微藻、生質柴油、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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