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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化石能源日益短缺，太陽能之應用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市面上常見的太陽能熱水器不僅成本居高不下，安裝面積動輒

過大，在空間分配上靈活度略顯不足。本研究提出一個創新的集熱器構想，結合面蓋平板式集熱器與真空管式集熱器之優

點，成為真空平板式太陽能集熱器。本研究主要探討此一太陽能集熱器之可行性，研究方法係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多重物理分析軟體執行熱傳分析，並實際組裝一具真空平板式太陽能集熱器，進行戶外集熱效率量測，最後

將模擬結果、實測結果與市售產品加以比較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真空平板式集熱器之效率介於真空管集熱器與面蓋平板

式集熱器之間，具有實用價值。

關鍵詞 : 真空、平板式、太陽能集熱器、集熱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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