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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固定浮水式太陽能系統憑藉水汽蒸發的條件，在發電量方面有顯
著地超越地面型的優勢。為了進一步提升這一發電系統的性能，本專
題設計了一種全新的追日系統，其中加入了噴水系統。這一系統的獨
特之處在於其強大的水柱，可以為太陽能板提供清洗、降溫以及除鳥
糞的功能。為了驗證提升發電量的可行性，我們研製了一組規模為40

瓦2×2的浮水式追日型太陽能系統。通過DS18B20溫度感測器和
Arduino的配合，將噴水系統數位化控制，能準確將太陽能板溫控制到
所設定的範圍，達到系統發電量提升的性能。最後，連續兩天戶外發
電性測試中發現，與固定陸域型太陽能系統比較，發電量明顯增加近
一倍，驗證所研製系統的可行性，並能夠全面推廣於現有的太陽能系
統中。

(一)剎車系統

剎車系統利用雙動式夾式剎車器搭配伸縮桿，並由Arduino模組負
責控制。圖1(a)為雙動式夾式剎車器，將剎車器導入系統中，如圖1(b)

所示。系統偵測水平追日時，剎車將會打開，讓平台進行追日。當系
統進入休眠期間時，位於中柱的剎車將會關閉，將平台固定，避免水
波等其他因素導致追日的角度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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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噴水降溫系統

噴水降溫系統，是由位於太陽能板後方的DS18B20溫度感測器偵
測溫度， 並由Arduino模組負責控制啟閉噴水功能。設置的降溫系統除
了一般的降溫功能外，強水柱還能有清除灰塵及鳥糞等異物的效果。
噴水器是由圖2(a)的抽水泵負責，並安裝於浮水平台下方。當太陽能
板溫度高於40 ℃時，噴水系統將會啟動進行降溫，由圖2(b)所示，直
至太陽能板溫度降低至35 ℃以下時，噴水系統將停止噴水的動作。

五、結論
通過對結果資料的分析，我們發現，在不同溫度設定下，浮水式

系統的總發電量顯著高於地面型系統。根據瓦時表的資料顯示，當溫
度設定為45℃時，浮水式系統的總發電量為96.03瓦時，而地面型系統
為64.86瓦時，浮水式系統的發電量高出地面型系統48.05%。當溫度設
定為40℃時，浮水式系統的總發電量為113.06瓦時，地面型系統為74.5

瓦時，浮水式系統的發電量高出地面型系統51.76%。這些資料說明，
若將浮水式系統應用於大規模的發電站，其發電量是相當可觀的。因
此，可以得出結論，本專題提出的技術有效解決了浮水式太陽能板所
面臨的溫升及灰塵阻礙發電的問題，驗證了噴水降溫的可行性，並大
大提升了太陽能系統的發電效率。

四、實驗結果
經由連續兩天的測試，總結四張曲線圖，如圖5所示。不管將噴水

降溫的溫度設定45 ℃，如圖5(a)所示，或40 ℃，圖5(c)所示，浮水型系
統的發電功率，如圖5(b)及(d)，均大於固定式系統。

(a)第一日太陽能曲線

(c)第二日太陽能曲線

圖5 太陽能之發電曲線

(a) 抽水泵 (b)噴水系統開啟
圖2 噴水系統示意圖

三、實驗對照組製作
為了證實這種裝置的可行性，自製了一組固定式太陽能系統與之

比對，由圖4(a)所示，並與所提出的追日型浮水式太陽能系統做比較，
如圖4(b)所示。實驗是使用了記錄器以5分鐘做為取樣間隔，分別獲取
浮水式與固定式系統的電壓、電流、板溫、總發電量等多項參數，再
加上紀錄瓦時表與電流計的數值，最後再整理成發電曲線圖。

(b)追日型浮水式太陽能系統
圖4 實驗組與對照組

(a)固定式太陽能系統

(b)第一日太陽能發電功率曲線

(d)第二日太陽能發電功率曲線

二、系統架構與功能
為了使追日系統運作，本專題使用Arduino模組，搭配多個感測

器及硬體電路。系統除了有基本的二維追日功能外，還新增剎車和夜
間回歸兩大功能，能使系統在追日的同時，能更加的穩固、節省電力
及自動化回歸，以下做各新增系統介紹。

(a)夜間休眠觸發開關 (b)中柱夜間回歸系統

圖3 夜間回歸系統示意圖

(三)夜間回歸系統

夜間回歸系統是偵測太陽能板上的電壓，經由Arduino控制所做的
回歸動作。回歸終止點，是由極限開關負責，如圖3(a)所示，並導入
系統中，如圖3(b)所示。當太陽能板上的電壓小於設定值時，平台會
向東進行回歸，當回歸及接觸到東邊的極限開關時，系統的所有功能
將會被停用，進行休眠狀態，等待次日的陽光。

(a)平台剎車器 (b)剎車器開啟

圖1 煞車系統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