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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提出一種嶄新的複合式氣動系統(Hybrid Pneumatic Power System)，此系統最大的特色為以高壓高溫氣體能量的方式

代替電瓶的電化學能，將能源作一最佳化的管理與運用以達到環保及節約能源的目的。該動力系統能使內燃機維持在最佳

操作點下運轉，並利用匯流裝置將壓縮空氣與內燃機排放之高溫廢氣混合，推動氣動馬達產生動力，目的在於吸收來自內

燃機引擎的龐大廢能以高壓高溫氣體能量的方式回收利用，並轉換成有效的機械能，藉此彌補空氣能源密度低的問題且能

有效地提高引擎熱效率，降低引擎的廢氣污染、油耗量和製造成本。 本研究主要利用FLUENT軟體以數值模擬方法進行，

針對三維流場中的匯流管結構，與內燃機廢氣排放時固定的週期壓力之廢能回收，設定內燃機廢氣排放時固定的週期壓力

以及設定一氣動馬達輸出之曲線，以因應系統中的情況對匯流裝置的控制及管徑調整情況進行研究，探討管內暫態匯流之

流場狀況及熱傳之現象，並觀察匯流管下游區域所形成之流場變化。 透過匯流裝置來整合兩能量，而內燃機的廢能再利用

是一大關鍵，壓縮空氣的壓力太大會讓內燃機的廢能無法順利傳遞及混合，將會影響最後出口端的總功率，因此利用ECU

主動式控制調整匯流管徑大小產生文氏管效應，使內燃機的廢能順利傳遞及混合，進而增加氣體密度，並有效提升複合動

力系統整體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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