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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名稱： 陽光與熱的交響曲：模組化熱電發電與散熱系統的設計 

一、摘要 

我們的研究設計了一種被動式散熱裝置，使用熱電晶片結合環境溫差進行發電，同時提升散

熱效率。在模擬汽車密閉空間內，以紅外線燈模擬日照環境，測量有無熱電晶片裝置下的降

溫速度。實驗結果顯示，在夏天停駛條件下，加入熱電晶片的模型降溫時間從50℃降到30℃

縮短約40秒，證明該裝置具有效率且環保的降溫效果，為小型節能設備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

案。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而且各國也在推動再生能源，熱是一種能源，且能源可以轉換，那我

們就想到車子在露天停車或是行駛時，時常會因為太熱而開冷氣，雖然讓人非常舒服，但相

對也十分浪費電源，這時我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以不另外使用能源的方式，來讓冷氣消耗的

電量減少。經過查詢後，我們嘗試使用車內與車外的溫度差來發電，再用產生的電能主動散

熱，於是我們以熱電晶片作科展主題來做深入，期盼可以解決一些浪費電的問題，降低能源

消耗也為減少碳排放量盡一分心力。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1. 建置熱電晶片輔助散熱的裝置 

2. 檢視熱電晶片輔助散熱的效能 

3. 檢視不同變因下，熱電晶片輔助散熱的效能是否有差異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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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行駛:用電風扇來代替行駛速度 

夏天停駛:模擬夏天室內溫度 

我們以鋁箔紙包住紙板模擬車子，裝置如下 

 

研究步驟 

1.先將燈泡打開，模擬車子接受日照時的效果 

2.將溫度計放到測量位置，測量模型內溫度 

3.等溫度都到達50℃，模擬夏日時的車內溫度 

4.將燈泡關掉並開始計時 

5.先開始五秒，之後每隔15秒紀錄溫度直到溫度到達30℃，多進行幾組並算出平均 

6.將實驗數據繪製成圖表並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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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狀況一、無風(停駛)情況下的夏天 

 

 

 

 

 

 

 

       

 

 

在無風的夏天環境條件下進行實驗可觀察到，於停駛狀態下，有熱電晶片的系統其內

部溫度由 50 ℃ 降至 30 ℃ 所需的平均時間為 82 秒，相較於未安裝熱電晶片系統的 90 秒

縮短了約 11.25%。此結果明確顯示熱電晶片裝置能有效提升降溫效率，加速散熱過程。 

 

關於初期散熱較慢的原因: 

實驗組在初期需要時間讓熱電晶片達到穩定運作狀態，因此熱電晶片的驅動效率尚未完全

發揮，這可能是因為內電阻產生發熱所致，導致初期散熱效果不如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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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段散熱效果提升的原因: 

隨著實驗組的熱電晶片穩定運作，持續提供溫差，促進散熱效率的提升。這表明熱電晶片能

在高溫環境中增強散熱功能。 

為了以量化方式探討上述現象，我們將降溫效果的比值隨時間進行繪圖分析。結果顯示該比

值隨時間增加而上升，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顯示隨著時間延長，熱電散熱系統的相對降溫

效果逐漸提升。 

 

 

狀況二、有風(行駛)狀況下的夏天 

 

 

 

 

 

 

 

 

整體而言從50℃降至30℃的速度比狀況一快很多，而且在夏天有風扇(行駛)條件下，

雖然熱電晶片的散熱效果還是比沒有晶片的散熱效果佳，但是差距並不明顯。 

最後的散熱效果雖然比對照組高，不過只有一點點，可能是因為在行駛狀況下散熱效

果本來就不錯，以至於加入熱電晶片組之後差異不大。 

      當以定量比值的方式分析不同時間點的散熱效率變化時，可以發現一致的趨勢：在初期

階段，熱電散熱系統因啟動所需的時間，其散熱效能相對較低；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系統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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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後，與其他散熱方式的效率差異逐漸趨於一致。 

未來展望: 

未來可以考慮提升熱電晶片啟動效率，例如選擇更高效的晶片或優化熱能轉換機制，

以縮短啟動時間。此外，加入輔助散熱裝置（如風扇或散熱片）也能有效加速降溫過程。此外

，預計在多片熱電晶片串聯使用的情況下，其總體效能將顯著提升，這使得未來開發大規模

熱能回收和散熱系統的可能性大增。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環境溫差對熱電晶片效能的影響。在實驗中，我們發現當環

境溫差較小時，熱電晶片的散熱效能顯著下降。這提示我們在實際應用中需要針對不同情境

進行優化設計，譬如在低溫差環境中增加主動式冷卻輔助裝置以提高系統效能。 

本次實驗證實，熱電晶片作為被動散熱裝置在模擬夏季停車環境下確實能達到降溫

效果，並能有效降低汽車的能量消耗，實現節能減碳的目標。然而，這些效果主要適用於無

風條件下的環境，例如室外停車場中的車輛。 

最後，我們合理推測，在真實的汽車運行條件下，散熱效能可能會更加顯著，尤其是

在大範圍熱能管理的情況下，系統的降溫效果將會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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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告總頁數以6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成果報告表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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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格式如下： 

● 中文字型：微軟正黑體；英文、阿拉伯數字字型：Times New Roman 

● 字體：12pt為原則，若有需要，圖、表及附錄內的文字、數字得略小於12pt，不得低於

10pt 

● 字體行距，以固定行高20點為原則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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