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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光燈與現代人生活息息相關，對於日光燈的技術，許多大廠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錢進行研 究，使日光燈的啟

動時間、亮度、穩定度顯著的提昇。但對於日光燈故障時，所產生的閃爍問題， 這些廠商並沒有設計出相關的控制電路，

且目前國內外尚未看到這方面的產品及專利。因此，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控制日光燈的電路模組，以控制一組四個日光燈管

的電路；當日光燈故障閃爍時， 能對單一燈管斷電，而不影響其它燈管的照明效能。 本研究以AT89C2051單晶片為基礎

，設計一控制模組，利用量測檢測電壓的方式，進行燈管迴路控制； 當日光燈故障閃爍時，產生不穩定電壓訊號，將訊號

透過降壓整流轉換，傳送給單晶片模組檢測分析， 若不良訊號內容達到程式內所設定之次數時，即輸出斷電訊號，達成即

時斷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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