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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紹－將灰色理論與遺傳基因演算法改善模糊控制利用在一般車輛及並聯式混合動力機車的電能系統上，來提高

其發電的效能，在更符合電瓶的實際的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遺傳演算法設計改善模糊控制器，使模糊控制器更加精簡有效

率，模糊控制器依照灰色理論預測值和實測值做最實際電瓶殘電量值State of Charge（S.O.C）的模糊決策運算，利用智慧

型的判斷給予發電機控制最佳激磁控制電流；使電瓶可隨時保持在最高工作效率和延長其使用壽命。本論文除了將灰色遺

傳演算法模糊控制器列為發電機控制的主系統，並將其原本全晶體控制式電路改為次系統，構成混合式充電控制系統；其

發電機不會因為激磁控制系統故障而無法行使原本工作，並可將其發電機的發電狀況提醒駕駛者，使充電系統可以隨時保

持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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