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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將鋅空氣燃料電池空氣與電解液的入口速度作為研究重點，探討入口流體對電池局部特性的影響，並利用軟

體CFDRC模擬三維鋅空氣燃料電池氣體傳輸及電池性能。研究中以有限體積積分法（Finite Volume Method）求解統御方

程式，針對不同空氣與電解液的入口速度對電池的局部電流密度、氣體傳輸、水氣分佈等做一詳細探討，藉此可知電池內

部細部情況，此將有助於電池空氣與電解液管理，提升電池性能。 陰極空氣入口速度對電池性能而言，研究結果發現，電

池性能會隨空氣流速提高而提高，但在研究中發現速度1m/s與2m/s電池性能差距並不大，且從整體效能來看，繼續提高

速度對電池性能效益很低且是負擔，所以設計時需多加考慮配置。接下來研發重點是探討電解液流速對電池性能影響，在

高電流密度時，電解液入口速度越高，水氾濫的情形越嚴重，導致電池性能越低。而本論文探討最後一個重點，是操作電

壓對電池的影響，結果發現操作電壓越低，對氧氣需求越高。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可得知，在高操作電壓（低電流密度

）時，陰極空氣與電解液流速的影響可以忽略，特別是操作電壓超過1V；可是相對要是低於1V值時，陰極空氣與電解液

流速的影響就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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