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名稱：冷暖自『製』-溫差發電的原理 

一、摘要： 

        各種的發電方式出現於台灣，但由於環境的汙染和危險性等問題，台灣開始面臨

了能源上的危機，所以取而代之的發電方式就只剩下再生能源，此類型的方法雖然有

太陽能和風力這兩種發電盛行於台灣，可是這兩種的供電，卻不像火力和核能可以穩

定且持續性的發電，不僅如此還無法產生足夠的電量來使用，所以我們選擇研究不會

受天氣阻礙等因素影響，並且可持續發電的溫差發電作為主題研究。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台灣政府預計在民國２０２５年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於是開始展開了各式再生

能源的發電，例如：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水力發電等等。但現在所產生的電量遠

遠不夠用來提供給民眾使用，於是我們就開始在思考有沒有一種發電可以不用耗費太

多資源即可發出大量的能源。 

而在搜尋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從未聽說過的發電方式，也就是溫差發電，

於是我們便去搜尋看看溫差發電的原理和它相關的種種資料，發現到其實它的原理很

像火力發電，但它並不會造成環境上的汙染，而且還可以產生淡水給人們使用，於是

我們就想去和其他同學討論這種發電方式的因素，但在討論的初期就發現到溫差發電

好像並沒有像太陽能發電那樣眾所皆知，於是就讓我們產生一個動機，就是讓不知道

的人可以從我們簡易的實驗操作影片中認識到溫差發電。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探究目的： 
1.對不了解溫差發電的人說明它的原理 

2.找尋在台灣適合的地點，並讓它吻合它所需的條件 

3.讓以後發電的類型可以減少對環境和人體的危害 

 

二、假設： 
1.台灣東部海域是較多符合溫差發電使用 

2.運用過濾瓶、乙醚和其他材料做出簡易溫差發電模型 

3.運用高溫水和冰水間的差距讓乙醚快速汽化並吹動自製葉片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探究方法： 
          

先找出乙醚在封閉環境中循環所需的所有條件，並運用其沸點和凝結時溫度較低

化學性質，像國外大型溫差發電設備內氨水特性，嘗試用學校實驗室裡的器材來說明

溫差發電中液體汽化後推動葉片後的現象。 

 



器材： 

材料 數量 材料 數量 材料 數量 

橡皮管 30 公分 橡皮塞 2 個 滴管 1支 

過濾瓶 2 個 大頭針 1根 塑膠盆 2 個 

針筒 1支 抽氣閥 1 個 乙醚 15 毫升 

紙片 1元硬幣大 衛生紙 1張   

 

實驗流程： 

蒐集乙醚及溫

差發電相關資

料 

設計草圖並與

指導老師討論 

拼裝儀器並讓

模型可以運行 

調整多次後，發現

原模型的缺點，並

將問題解決 

紀錄實驗結果

且加以討論 

 

實驗過程： 
         和老師討論我們所設計的模型（圖一）是否可行，並在討論結數後總結出老師所

提的建議： 

             一、用過濾平來盛裝乙醚，減少乙醚氣體逆流的狀況 

             二、更改用來凝結乙醚盛裝冰塊塑膠袋的位置，用冷凝管來替代 

             三、減短出氣孔的半徑來增加吹動紙片的力道 

        在和老師討論完後加以修正草圖模型，產生了新模型圖（圖二）。由於我們主要

目的只是為了證明乙醚在系統中確實有汽化並流動，故在與老師討論過後，省略循環

的部分還將類似冷凝管的構造簡化，降低實驗模型的製作難度。 

    
  

            （圖一）原設計的模型                  （圖二）新模型示意圖 



三次實驗所發現的情況： 
第一次實驗 

一、使用衛生紙： 

        衛生紙因吹動的表現較不明顯且容易濕掉並黏至瓶壁，故我們將其換成手做的紙

葉片，並把其中的一區塊塗成紅色方便觀察，便成功克服了氣體吹動等問題。 

     二、橡皮管扁掉： 

        橡皮管會因為內部壓力的關係扁掉（圖三），我們推測是因為乙醚的蒸發會導致

系統內部壓力的改變，而且發現在加熱區的乙醚有減少，而冷凝區的乙醚則越來越

多，所以證明乙醚確實有汽化移動以及葉片轉動。 

 
                                            （圖三）橡皮管會因為內部壓力的關係扁掉 

     三、橡皮塞會因壓力彈起： 

        在實驗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將橡皮塞壓住，因而發現橡皮塞會因壓力彈起，推測

可能是因為蒸發速率遠大於凝結速率，所以才會造成瓶內壓力過大，因而橡皮塞彈出

瓶口。 

 

 第二次實驗： 
     一、減壓： 

  在這次實驗中我們使用針筒及流水減壓機嘗試將乙醚減壓 （圖四和圖五 )，並觀察

其是否能像我們高中所學的拉午耳定律中提到的壓力降低沸點降低，但實際製作的效

果並不理想，所以我們放棄了降低沸點的想法。 

 
   （圖四 ) 針筒嘗試將乙醚減壓                     （圖五 )流水減壓機嘗試將乙醚減壓 

  

 



第三次實驗： 
     一、將橡皮管換成滴管： 

        將原本的橡皮管更換成滴管（圖六和圖七），因為我們發現使用橡皮管無法將兩

過濾瓶完整密封，而且乙醚在橡皮管中變會開始凝結，影響到蒸發的效率及乙醚蒸氣

的量，吹出的蒸氣不夠集中等問題。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裁剪滴管，將其塞入過濾

瓶的濾嘴中，不只能降低其於過程中凝結的機會，還能調整出氣孔的方向，讓蒸氣更

容易吹動葉片。 

 
           （圖六）使用橡皮管連接                    （圖七）更換成滴管連接 

第四次實驗： 
     一、溫度的發現： 

        我們在實驗時發現，在３８度的熱水配上５度的冰水時，再經由搖晃放置於熱水

的過濾瓶能使得葉片明顯轉動，但熱水只要下降溫度到達３６度時，即使搖晃瓶身也

無法使乙醚產生足夠的蒸氣去吹動葉片，所以我們推斷３８度時加上搖晃後乙醚汽化

就會有足夠的力量吹動紙片。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溫差發電主要分為封閉型和開放型，他們的共同缺點就是開發成本高，為了取冰

水必須在深海中作業非常困難，還會間接影響生態環境；優點就如同常見的再生能源

零污染，而抽水過程中是使用不會汙染環境的取水方法――聯通管原理，因此，不需

要消耗很多燃料便能蒐集到深海的水，還可以二十四小時持續運作。 

        而我們經過討論及資料蒐集後，認為四面環海的台灣（圖八）僅有東海岸的海域

有適合溫差發電的水溫；不能選南部海域，是因為一千公尺深的海域距離台灣本島太

過於遠遠；不能選西部和北部海域的原因，在於它們都沒有深度超過一千的海底深

度。而之所以要超過一千公尺，是因為低於一千公尺的海水，才可以呈現出水溫四度

的狀態，進而達到溫差發電中氨水凝結的溫度。但東部地區卻會出現一些缺點，就是

天然災害的影響，如颱風及地震（圖九）等等，如果因為天然災害導致機體的毀壞，

修復的金額會因此增高，不符合成本效益，所以如何克服天然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

害，增加機器的使用時間也是一大問題。 

 



  
         （圖八）台灣周遭海域水深圖                   （圖九）台灣位處板塊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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