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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科技的進步帶動了人類的經濟成長，使人類邁向了歷史的高峰，但由於人類科技快速發展的結果使得自然環境無法負

荷，造成全球溫室效應日漸嚴重。以現今石油消耗的速度來預測，地球石油儲量只能再用四十至五十年，若再加上現今的

工業發展速度來預測，石油所能使用的時間可能更短。因此新能源的開發勢在必行，畢竟能源問題攸關著社會穩定與國家

的永續發展，其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新興能源科技的發展與相關技術中以『燃料電池』為最受矚目的明日之星。 本論文主

要探討燃料電池在電動輪椅上的應用，一般的電動輪椅多數採用鉛酸電池作為電力來源，但使用鉛酸電池有著充電池時間

長、重量重、電容量擴充性不足等缺點，而本研究則利用呼吸式質子交換模燃料電池作為主要的電力來源，並且搭配500

公升儲氫金屬罐與鎳氫電池，組成燃料電池電力系統，取代電動輪椅的鉛酸電池電力。實驗的結果顯示，燃料電池與鎳氫

並聯後的輸出功率足以達到與鉛酸電池相同的輸出效果，並能使電動輪椅維持6km/h的法定速限；燃料電池電力系統的總

重比鉛酸電力輕八公斤，達到輕量化的目標，並使燃料電池系統有著較大的擴充空間而500公升的氫氣容量足以使燃料電

池系統運轉達六小時以上，其續行力足以與鉛酸電力相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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