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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電動車輛是零排氣污染的環保交通工具，但由於續航力與性能不佳，因而影響電動車市場。傳統內燃機雖排氣污染較嚴重

，但結合內燃機之優點與電動馬達的特性之複合動力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HEV)，必定是種省能且低污染具環保概念

的車輛。 並聯式複合電動重型機車實驗平台是由市面上現有重型機車之內燃機與電動機車馬達並配合自行創新動力整合分

配機構所規劃組合而成。本系統採用一體式馬達/發電機與雙軸式動力整合分配機構。並聯式複合動力能讓內燃機不論車

輛負載之變化為何，皆可維持在最佳狀況下運轉，經由實驗後，驗證並聯式複合電動重型機車系統能應付各種路面狀況，

當系統以雙動力輸出時，經由動力整合分配機構整合產生更大功率應付嚴苛道路需求，當車輛在重負載情況下，內燃機啟

動後運轉在低油耗與低污染運轉區，油耗比一般傳統車輛節省60％。 使用LabVIEW建立實驗平台之即時監控系統及磁粉

式煞車控制程式，即時監控系統監視並紀錄各動力源輸出功率，可以使整體系統研發時間縮短，在監控系統建立內燃機制

動比燃油消耗率(BSFC)監視區域，可以得知內燃機是否在設定最佳運轉區，建立磁粉式煞車控制程式其目的是為了能正確

跟隨設定外加負載，並且達到自動化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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