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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在的科技日新月異，進步非常快速，雖然帶來十分便利的生活，可是也造成許多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對石油的需求越來

越大，所以節能減碳和再生能源的發展已經刻不容緩，各國都投入大量的人力和金錢，積極研究替代能源。電動車是解決

能源危機的方法之一，可是電動車卻有續航力不足、充電時間過久及充電站不足的問題。如果可以研究出一種車輛機構，

來延長電動車的續航力，一定可以將電動車在人們心中的形象有明顯的改觀。 本文基於中國綠能公司所研發的避震器發電

裝置，設計發電裝置之電能測試平台以及研發儲能系統。此裝置是將車輛的避震器改良，利用低微量振動發電技術，將避

震器所產生的動能轉換成電能。首先，本文完成儲能系統之人機介面，經由訊號量測，顯示所儲存之即時能量以及累積能

量。其次，本文研究適當的能量配置方法，完成儲能系統電路設計，並且提出避震器發電裝置之儲存能量計算方法。最後

，本實驗完成實測平台之設計與實驗，並且根據量測訊號完成電能計算，經由實驗結果顯示，本文之儲能系統能夠將避震

器產生之機械能適當轉為電能，而且成功將此電能儲存至電池組，利用LabVIEW軟體所建構的人機介面也能即時監控系統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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