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摘要 

太陽能板的使用逐年普及，然而其效率會隨著日光的照射角度，而使的

在相同時間下所產生的效率而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想讓支架會隨著太陽

光的移動，產生相對應的角度使太陽能板能保持垂直於最大光線來源，讓

能源的產出能達到最大化。 

裝置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太陽能板上的感測器，將接收到光源能量數

據傳回，藉此來進一步的判斷光線來源的大致方向。第二部分，將光源訊

號轉為電信號，使 arduino判斷出光源主要方向後，輸出對應訊號來驅動

伺服馬達，改變軸向及角度。第三部分，將太陽能板所產出的電顯示於即

時的顯示器，便於大家能數據分析所得到的太陽能隨時得變化與波動。 

(二)文獻探討動機 

隨著工業的發展，用電需求上漲，[1]據能源局調查至 2027 年用電需求

年增成長率為 2.5%，而台灣目標 2025的綠電占比為 20%，[2]綠電--根據台

電月刊，綠電定義為「再生能源電力及對環境友善之發電方式，其二氧化

碳之排放量為零或趨近於零所產生之電力。」，由以上定義可得出，綠電

的生成應為無碳且具有再生性，皆顯示出綠電對於環境永續的重要。由此，

如何提高綠電的生成效率便是一大課題。 

綠能得發展，大多倚靠自身的天然環境與資源、地形等，息息相關，台

灣雖風場範圍大，但土地取得不易，且在沿岸風電上，建置成本高、易影

響生態環境，不易於普及化。然而，水力發電方面，雖台灣有豐沛的水力

資源，但水庫的維護、興建成本都很高，也並非發展的首選。 

考量到台灣日照充足，具有發展太陽能的潛能，太陽能光電便為綠電發

展一大核心。[3]據台電網站指出，109年我國再生能源發電量共 15,312,670

千度，而太陽光電為 6,095,329千度，占比約 4成，更是證實其對綠能佔

有一席之地。 

我們發現，目前常見的太陽能系統，其支架都是採取「固定式」，因此，

太陽能光電板並非隨時保持垂直於太陽光線的角度，進而造成太陽能光電

板無法隨時都發揮其最大效率，尤其在太陽斜射時所產生的差距更為明顯。 

而在研究市面上的追日型太陽能板後，單片的太陽能板價格約在 3500

元左右，而加上追日系統後，整體售價便會達到萬元，大幅增加了購買成

本。[4]而預估一般民眾如想改用綠電，需要約 60~100萬，門檻極高。因此

我們想降低其製造成本，使其能更具有普及性。而近年來，露營熱潮興起，

許多家庭探索戶外活動時的用電的需求提高。 

 

https://tpcjournal.taipower.com.tw/article/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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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參考 

目前市面上太陽能板主要可分為固定型及追日型，固定型可固定住太陽

能板的傾斜、旋轉角度，則其能量會受限於太陽入射角的影響；[5]而追日

型太陽能板則可以透過改變角度，使太陽能垂直照射太陽能板，電站可以

額外增加 15%~45%的發電量，尤其是較大規模的地面電站，而目前追日系

統已經是國際發展主流。 

 

太陽能效率 =
電壓∗電流∗填充因子

太陽能板面積∗光照幅度
∗ 100% 

 

而目前業界追日型的太陽能板分為兩種： 

(1)單軸型：主要為改變太陽能板的傾斜角，不改變水平旋轉角度。 

 

 

(2)雙軸型： 



可改變太陽能板的傾斜角度及水平旋轉角度，使太陽能板追蹤太陽移動間，

讓太陽能板和太陽光保持垂直，此追蹤邏輯為天文曆+光傳感器的複合式

控制。 

  
[7]另有其他業者搭配鋼索與彈簧，使雙軸型太陽能板更為穩固。 

現今雖已有追日系統可讓太陽能板隨著日照軌跡改變角度，但一般來

說價格稍微昂貴以至於追日型太陽能板並不普遍。因此，[6]有些許國外科

學家設計出低成板又簡易的方法，只需依靠水和石頭，在東側放一袋水、

西側掛上石頭，使水緩慢流出，基於重力原理，使太陽能板如翹翹板一

樣，因重力分佈不平衡朝另一邊傾斜，讓太陽能板隨著日照移動，而這樣

設計的總成本比傳統方法還要低 10%，而太陽能發電量卻提高三分之一。

但此簡易的太陽能板並不能及時偵測太陽的方向，準確率較低，若能搭配

光感測器，及時追蹤太陽行徑方向，則其準確度可更加改善。 

 

1.十字雙軸設置於支柱上，使平台能夠二維旋轉。 

2.鋼索由四角帶動平台，並能協助動態平衡。 

3.彈簧的避震功能可幫助提升抗風性。 

4.線盤微幅傳動達 ± 0.5 ˚ 精準追日。 



種類 固定式 追日式 

成本 較低 較高 

放置面積 較小 較大 

電路 較簡單 較複雜 

地區限制 較低 較高 

發電量效率 較低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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