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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因為現在很多能源發電都會產生有形與無形廢棄物，更嚴重影響

地球生態環境，因此再生能源成為了各國家努力的目標。吸收電

磁波發電，我覺得在未來極具開發潛力，而且也符合再生能源的

環保理念，由於我們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就有很多的電磁波，只要

有用到各種電器、3C 產品以及電力系統等等，就會產生電磁波，

所以這次要講的電磁波發電就是利用吸收日常生活中電磁波的

磁力線進而轉換成電能，再經由整流濾波電路轉換成穩定電壓充

電至蓄電池，達到磁能轉電能的回收目的。 

 

2. 電磁波發電系統原理:利用吸收電磁波的磁力線進而轉換成電能，

經由整流濾波電路轉換，再對蓄電池充電，達到吸收磁能發電之

目的。 

 

 

 

 

 

 

 

 

 

 

 

圖 1.電磁波發電系統圖 

電磁波 電感發電裝置 

蓄電池充電 整流濾波電路 

吸收 

交

流 

直流 



3. 電磁波概念: 

又稱電磁輻射，電動力學是專門研究電磁波的物理行為，是電磁

學的分支。在電動力學裡，根據馬克士威方程組，隨著時間變化

的電場產生了磁場，反之亦然。因此，一個振盪中的電場會產生

振盪的磁場，而一個振盪中的磁場又會產生振盪的電場，這樣子，

這些連續不斷同相振盪的電場和磁場共同地形成了電磁波。 

而且電場，磁場都遵守疊加原理。因為電場和磁場都是向量場，

所有的電場向量和磁場向量都適合做向量加運算。現在實驗上已

經觀察到波如圖 2 所示。 

 

圖 2.電磁波頻譜圖 

4. 電感裝置: 

電感器是一種電路元件，會因為通過的電流的改變而產生電動勢，

從而抵抗電流的改變。這特性稱為電感。 

在文獻 3 中，電感元件有很多型式，依據它外觀及用途不同，有



不同的稱呼。以漆包線繞製多圈狀，常作為電磁鐵使用和在變壓

器等中使用的電感也依  觀稱為線圈。 

電感器又稱電感線圈，簡稱電感，是指線圈在磁場中活動時，所

能感應到的電流的強度。電感器是用漆包線、紗包線或塑皮線等

在絕緣骨架或磁心、鐵心上繞製成的一組串聯的同軸線匝而成的。 

電感器包括了自感以及電感，當線圈通過電流時，就會產生磁場，

當電流產生變化，磁場也跟著變化，此變化的磁場會是線圈自生

產生感應電動勢，這就是自感。兩個線圈互相靠近時，一個電感

線圈的磁場變化將影響另一個電感線圈，這種影響就是互感。 

電感是被動元件的一種，具有濾波去雜訊、抑制瞬間電流、降低

電磁干擾及功率轉換等功能，電感在被動元件的重要性僅次於電 

容。電感器的主要功能是防止電磁波的干擾，電磁輻射遮蔽，過

濾電流中的雜訊。 

 

圖 3.線圈型電感 

5. 橋式全波整流濾波電路: 



不論半波整流或全波整流，整流後的電壓均不是非常平穩的直流

電壓，而是帶有漣波的脈動直流電壓。這種電壓，不能直接供應

大部份電子電路之應用。大部份電子電路所需的電源是像電池所

供應的純直流電壓。因此，在整流電路之後，應設法除去漣波部

份，消除漣波成份的電路，就稱為濾波電路。所以，整流器是一

種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的裝置或元件，也是電源供應器的一部

份。 

如圖 4 所示為一個傳統的橋式全波整流濾波電路整流器一般指能

把 AC 轉成 DC 的那一組二極體的總稱，但在半波整流只用到一

個二極體時，這個二極體也就是整流器。 

 

圖 4.橋式全波整流濾波電路 

6. 蓄電池: 

電池的種類很多，能夠反覆充放電的電池被稱為蓄電池或是二次

電池。蓄電池俗稱電瓶，又稱可充電電池。蓄電池之所以可以充



電是因為在接上外部電源後其化學作用能反向進行。由蓄電池儲

能系統負責能量儲存與功率補償。這種變化反復多次進行，蓄電

池也就可以反覆充電。 

 

圖 5.鉛酸蓄電池 

7. 結果: 

經過理論分析與實作的測試，此系統確實能吸收電磁波，並且由

電感裝置將磁能轉成電能，再經由整流濾波電路達到對電池充電

的目標，雖然吸收的磁能只能轉換成少許的電能，但已經確實其

可行性及實用性。 

8. 心得: 

經過這次的專題製作讓我了解到電磁波發電的困難點，它可以轉

換的電能太少，所以現在幾乎沒人再用電磁波發電，但我相信以

後一定有人可以改善這個問題，讓電磁波發電在再生能源裡也有

很好的效果，如果以後電磁波發電系統真的可以使用的話，那我



相信它一定會比現在很多的再生能源更有效率、更能達到環保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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