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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各國經濟緊密發展的年代，舉凡各項工商業的發展均需仰賴電力的驅動，然而在急促的開發下，地球上既存的化石能

源卻逐漸短缺枯竭，人類生存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使其空間受到威脅。尤以我們所處的台灣地區缺少各項天然能源，發

電成本較高，致力於研發新的替代能源是當前迫切的課題。 台灣所處地理位置，日照終年均勻太陽能輻射極為豐富，利用

太陽能發電系統做為新的替代能源，頗具發展潛力。台灣地狹人稠，分散型發電系統適用於高山、平地、離島等區域，可

減少輸電線路成本及維持較佳的環境景觀。 本研究之重點是設計一套太陽能溫室系統，利用日間豐沛的太陽能，將以儲存

並轉換為電力使用，提供花卉栽植夜間所需的光源、溫溼度調節、供給花農一種新的栽培能源營造更為精緻的花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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