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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大專/社會組  科學文章表單 

文章題目： 「米」你的力量—米糠發電 

摘要：印度的農村地區面臨著嚴重的電力短缺問題。米糠電力系統（Husk Power Systems, HPS）

是一個社會企業，旨在通過利用米糠為農村地區提供可靠、經濟和環保的電力。本文探討了

HPS 的技術解決方案、其解決的核心問題以及該專案對當地社區的影響。 

文章內容：（限 500 字~1,500 字） 

    據印度能源部門的統計，在印度的農村地區，特別是比哈爾邦，電力短缺是一個嚴重的

問題，約有 70％的農村地區尚未接入主電網，並且每天面臨長達 12 小時的停電。 

    電力的缺乏不僅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阻礙了教育和經濟發展。 

 

 

 

 

 

 

 

 

 

 

 

圖 1 印度地區缺電比例圖 

圖片來源：Garv.gov.in 

 

  米糠作為農業廢物的丟棄不僅浪費了有用的資源，也可能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根據農

業和糧食組織（FAO）的統計，全球每年產生的米糠約有數百萬噸，其中大部分被視為廢棄

物並被丟棄或燃燒。在能源消耗增加、不可再生燃料源逐漸枯竭，以及氣候變化關切日益增

長的當前能源情況下，米糠被視為未來能源的有價值替代品，特別是因為它具有高能量密度

(Science Direct, n.d.)，能夠提供可再生能源並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 

傳統的能源如煤油和柴油成本較高，對於低收入的農村家庭來說不是一個經濟可行的選擇，

因此，尋找更經濟實惠的能源替代品對於提高農村地區的生活水平至關重要。 

    在能源轉換方面，米糠氣化技術已經顯示出很好的效果。Sinha 和 Jhalani (2015)在他們的

研究中評估了下行氣化器的性能，發現可以通過對米糠進行氣化，同時產生能源和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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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化技術 

氣化技術是將固體燃料轉化為可燃氣體的過程，該過程在低氧環境中加熱固體燃料，使其釋

放出可燃氣體，然後燃燒這些氣體以推動發電機渦輪。舉例來說：50 公斤的米糠每小時可以

產生 32 千瓦的電力（約可供應一個 10 瓦的 LED 燈泡使用約 3200 小時）。 

在一個研究中，Sinha 和 Jhalani (2015) 探討了使用米糠的下行氣化器的性能評估，其目的是

同時產生能源和生物炭。他們的研究可能為理解如何利用米糠的氣化過程來產生能源提供了

有益的見解（Sinha & Jhalani, 2015）。 

 

 

 

 

 

 

 

 

 

 

圖 2 米糠處理機械使用示範 

圖片來源： HPS 官方網站 

（二）發電機技術 

發電機技術是將其他形式的能量轉化為電能的過程。米糠氣化產生的氣體被用來推動發電機

渦輪，產生電力。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使用雙燃料柴油發動機-發電機，其中燃燒米糠作為能

源。 

    在一項研究中，Patel 和 Gami (2018) 分析了由米糠驅動的雙燃料發動機的性能和排放，

並使用回應表面方法進行了優化。這個研究可能有助於理解如何優化由米糠驅動的發電機的

性能，以及如何減少相關的排放。 

（三）微電網技術 

HPS 建造微型發電廠，為印度農村地區提供電力，並利用微電網技術來分配電力。微電網技

術是一種能夠在本地產生和分配電力的技術。Palit 和 Chaurey (2011) 在他們的研究中討論了

南亞地區離網農村電氣化的經驗，狀態和最佳實踐。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研究，透過有效利用米糠等農業廢物，不僅可以減少對有限能源

的依賴，還能減少對環境的負擔。因此，政府、企業和學術界應該攜手合作推動這些可持續

能源解決方案的實施，發展微電網技術不僅可以提供可靠的電力供應，還將改善當地居民的

生活條件，為印度農村地區帶來更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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