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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攜帶式的太陽能板追蹤系統，由於具有攜帶方便的特性，這幾年來獲得許多的產業以及應用開發

單位的注目，因此對於其追日特性的了解，有實質重要的意義。其中相當重要的在於我們希望可以了

解到對同一批的產品中，這些自動型的太陽能板是否都可以同步的對準太陽的方位及角度。基於此，

本文要研究攜帶型太陽能板進行追蹤太陽所發電的效果，我們以修平太陽觀測站的 9 個攜帶型太陽能
板作為分析研究，並在同一條件下進行方位角及仰角的數據統計比較，提供給需要同時進行串並聯的

應用設計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固定式太陽能板、追日式太陽能板 

 
一、前言 
 自從福島核災以後，許多人對於核能開始產

生危機意識，也希望在不依靠核能發電以前可以

找到替代的潔淨能源，在日本尋找替代能源方面

政府鼓勵大家使用太陽能發電也積極推動政策

[1]，反觀台灣如果核四停建，核一、核二除役台
灣將會面臨供電的問題，因此在節能與安全考量

下採取其它的替代能源，並且需要改善發電效率

與空氣污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2]。 

 
太陽能板發電與核能發電兩者比較，核能發

電在發電上雖然勝過太陽能板但是發電過後的核

廢料是非常難處理的，雖然太陽能板只有白天可

以進行發電，但是相較之下太陽能板在發電時沒

有空氣污染而且相當安全，所以太陽能板是值得

注重的一項產業而將來也會有許多不一樣的太陽

能板出現以及應用。 

 
修平科技大學在教學方面相當注重於太陽能

系統的教學，也有一些成果[3]。但是我們教學時
發現大部分太陽能板都是固定式的對於攜帶式太

陽能板卻非常稀少，就算有對於攜帶式太陽能板

的效能與追蹤狀況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本將對於

攜帶式太陽能板進行這方面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藉由本校電機系大一、大四

的學生合作，帶著9個太陽能板在學校進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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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每週三早上進行，地點在修平科技大學的校

園。本論文研究特地選擇在五樓進行量測是因為

要避免遮蔽效應對於系統的影響。本論文研究方

向為攜帶式自動追蹤太陽能板，太陽能板規格如

圖一，太陽能板由4大片組成每一大片由3x3陣列
小片太陽能板串並聯而成，在每一小片太陽能板

由4片太陽能板串連在與另四片太陽能板並聯為
一小片(如圖1)，所以每個學生會測電壓、照度、
溫度，溫度器及照度器可以量測36個點每組都可
以量測電壓，由於照度器與溫度器具只有一組，

所以必須輪流使用如圖2.。 

 

圖1.太陽能板圖 

 
圖2.太陽能9個量測點 

本研究實驗進行有幾個步驟：步驟 1－將太
陽能板放在校園內有陽光的地方並記住測量時

間、地點；步驟 2－把太陽能板的開關連接，進
行自動追蹤太陽；步驟 3－量測太陽能板的光照
度、溫度以及電壓進行記錄；步驟 4－觀看太陽
能與其它太陽能板的仰角是否一樣並且記錄起

來。 

 
本論文研究結合課程來協助進行量測。量測

測時間從早上 8點 50分到 10點 25分，以太陽出
來時間 6點以 0分鐘來做為基準時間，所以從量

測時間開始 8點 50分轉換成時間就是 170分鐘到
結束時間 265 分鐘，研究方法讓學生量測後產生
下列數據(圖 3)。在量測時同時使用照度計進行等
量的參考。在表上有幾個地方塗黑是因為在感測

計上有問題，導致無法追蹤或學生在實驗的時候

沒有記錄下來。雖然在進行畫圖時，本研究將排

除掉，但是為了彰顯實驗的完整性，在研究數據

還是列出來讓各位參考。 

 

 
圖3. 3/6日進行量測數據圖 

 
角度A為學生測量太陽能板追蹤時的角度，

在利用幾何外型方式進行量測，因為太陽能板的

長寬高規格已經知道了，學生量測太陽能板垂直

下來的直角C為90度，在用內角互補功式可求出B
角，之後就可以進行仰角B的角度計算，在利用角
度B與天文軟體所預測的太陽能仰角進行比較，學
生在量測時會有一定的精確度問題，雖然角度可

以到達小數點一位數但是也可以進行參考如圖

4.。 

 
圖4.太陽能板模擬圖角度解說 

 
方位角的方向是以南方270度、西方360、東

方180、北方90度方式來進行計算，在數據上我們
同時也使用天文軟體SkyMap進行計算。在設定上
以測試地點大里工業區進行GPS定位進行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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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仰角及方位角。在SkyMap的方位角定義南
方是180度在數據參考上面再加上90度。 

 
三、結果與討論 
 由上述解釋實驗方法與數據收集過成後在下

方有三個結果和各位讀者進行數據的敘述。首先

根據圖5.橫軸為時間、縱軸為照度，在數據上可
以看到不同的時間在太陽能板ABCD點量測，理
論上在這麼小的範圍數值應該要接近，可是數據

上看到面板上面所承受的太陽光照並不相同，這

代表這些數據的不同會影響到程式上在追蹤的性

能。 

 
圖5. 太陽能板照度比較圖 

其次根據圖6，橫軸為仰角B、縱軸為天文軟
體所預測的仰角，理論上實測的仰角B應該要與天
文軟體一樣，可是在實驗後發現太陽能板在追蹤

太陽的角度上面高過天文軟體預測太陽的角度，

所以由圖4.可以看到太陽能板的仰角B在進行追
蹤時角度比天文軟體的角度還高。 

 

 
圖6.  太陽能板仰角比較圖 

 
最後根據圖6.橫軸為學生量測的方位角、縱

軸為天文軟體預測的方位角，從圖中看到在實測

上面太陽能板追蹤時的方位角也高估太陽的方位

角，在太陽方位角還沒有到達270度的時候太陽能
板卻已經追蹤到270度。在研究時，數據上對於方
位角比較有興趣，因為在追蹤時仰角可能會因操

作的問題或者太陽能板在追蹤時轉方向時導致極

限的問題。所以我們想要了解方位角的差異是如

何，可以從圖7.看到把所量測的方位角與天文軟
體的方位角相減後得到平均方位角，得到有15度
的差異，從圖中可以看到有些部分比較高有些比

較低，在圖中也看到學生所量測的與軟體所預測

的最大差異到40度，其中也有低於軟體的方位
角，不過整體來講太陽能板在追蹤時的方位角平

均高於天文軟體所預測的角度高1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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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太陽能板方位角比較圖 

 

圖8. 太陽能板方位角平均差異圖 

 
四、結論 
經過實驗測試後我們發現以下幾點：1) 雖然

太陽能板面積很小可是我們使用照度計量測時發

現數據還是有不同的變化，提醒我們有這樣的原

因會影響程式在判斷追蹤時的影響。2) 太陽能板
在進行追蹤時的仰角比軟體所預測當時的太陽仰

角還高，這個問題有可能受前面的問題所影響這

還需要再進一步的討論。3) 太陽能板在進行追蹤
時的方位角與天文軟體的差異性平均 15 度這個
差異性可以提供我們以後再進行攜帶式追蹤型太

陽能板在開發時可以注意的事項。 

 
太陽能板必定是未來趨勢，未來也將出現更

多太陽能板的使用變化，所以太陽能將無所不

在。本文研究的攜帶型太陽能板在攜帶與使用非

常方便，但是卻不知道太陽能板的效能及應用效

果如何，所以本論文的目的將研究攜帶式太陽能

板對於追日的角度與一些數據進行研究並且將成

果提供給公司或者未來太陽能板的參考與使用是

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利用這些研究及數值來演

算產品的優劣，對於廠商可作為產品參考，同時

也能讓廠商作為改進目標，使得買家能夠了解這

項產品整體的系統的品質及效果達到合格及高效

能的輸出，買家能對公司多一份信賴，同時廠商

也能在太陽能板上多一份保障，也是本文最主要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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