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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雲端系統應用於再生能源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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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內容：

• 一、 中文摘要：

• 二、 計畫內容：（執行情形與討論等）

• 三、 執行進度自評：(含經費執行率)



綠色能源推廣活動是教育部能源教育推動主軸之一，國
教署108課綱中已訂定能源為教育課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
系的教育與創意資源，曾獲科技部補助，自106年度執行大眾
科學教育「科普活動計畫」，

苗栗縣縣府教育處綠色能源推廣科普活動幾年來也以本
系為主要執單位,在轄區已造成了不少迴響；

110年度更以「帶得走的STEAM課程-綠色能源創意課程
走入國小校園」為主題，在蔡東湖前校長的努力之下，獲得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與苗栗縣八所國小合作，輔導
將綠色能源建置並融入國中小課程中。

一、中文摘要 1：



中文摘要2：

• 能源工程學系利用再生能源幾種專業課程(太陽能發電系統監測工
程’風力發電開發技術’能源技術特論’先進能源技術--),教授與研究
生們研究開發相關太陽能發電、風力能發電、手搖發電與自行車發電
等發電’蓄電’及供電之智慧控制電網,並進一步運用雲端監測及控
制,可遠端紀錄及監控,

• 除在校內建置各項教學實體基地(實驗室內及室外展場),並已在轄
內幾所國中’小學校建置再生能源教學示範基地,進一步遠至南投縣
國姓鄉一休閒農場建置太陽能系統供電網,廣受好評,電視臺還特亦將
觀摩會用3種語言剪輯成專輯於地方新聞播放;也協助行政院農委會於
澆灌系統上使用再生能源提供電力,已分別在臺北分場及鶯歌國中建
置太陽能光電系統提供電力控制澆灌系統.



中文摘要3：

• 本計劃;「雲端系統應用於再生能源監測之教學設備建置及觀摩活動計
畫」即是當今最火紅的綠色能創意教學課程，以能源系專業及技術為基
礎,研究團隊累積執行各項能源計畫及地方科普活動推廣之經驗，研究團
隊已開發建置多項教學型能源轉換裝置，藉由系上教學及科普教學活動
主題為綠色能源相關的教學與實作活動，宗旨在提昇系上教育研發能力
及國民中小學師生對綠色能源系統的深入體認以及苗栗縣及周邊縣市民
眾對綠色能源的認識，以達到國民科學素養之提昇與綠能人才培育紮根
的最終目標。

• 研究團隊藉由到校服務能源推廣及體驗活動，已累積舉辦科普活動有
十年以上經歷,累積至今舉辦之活動場次多達200場以上.



二、計畫內容：（執行情形與討論等）

• 1. 讓學生了解智慧電網遠端監測控制系統在綠能發電上的應用。

• 2. 帶研究生建置教學型太陽能發電系統,並將雲端技術遠端監控系統應

• 用到綠能發電上,並舉辦觀摩會及科普活動,讓國中小學生了解電力及能源

• 對我們人類文明的重要性。

• 3. 透過舉辦觀摩會及科普活動，讓師生能了解目前各種能源電力供應系統

• 的感受，包括：可能的技術提昇。

• 4. 透過舉辦觀摩會及科普活動，讓師生們能分別就能源特性、價格、環境

• 破壞及污染的觀點、能源電力技術的成熟度、能源的儲存量多寡，比較

• 出各種電力系統的優劣點。



修正後執行績效指標

項目 名稱 
績效指標 

質化 量化 

投稿期刊/專利 

(自行開發教學

設備) 

1.室內型風力發電教

學設備(M619049) 

2.室內型太陽能發電

教學設備(M620926) 

3.綠能發電雲端監控

系統(M619048). 

3件 3件 

研發成果 智慧電網遠端監測控

制之太陽能發電教學

示範模組觀摩會: 

1. 110/5/9. 地點:南

投縣國姓鄉僑園山

莊 

2. 110/8/25景山國小 

3. 110/9/16談文國小 

4. 110/11/3圳頭國小 

5. 111/1/24龍昇國小 

6. 111/1/27南河國小 

4場 6場 

相關研討會議    

 



個別指標 (請依計畫屬性自訂)

1. 在校內所建置的教學型太陽能發電系統之發電’儲電及供電網之教學
示範場域提昇至智慧電網遠端監控系統,並舉辦智慧電網遠端監測控制
之太陽能發電教學示範模組觀摩會.

2. 在轄區選四所學校建置教學型太陽能發電系統之發電’儲電及供電網
之教學示範場域提昇至智慧電網遠端監控系統,並舉辦智慧電網遠端監
測控制之太陽能發電教學示範模組觀摩會.



貳、達成指標：量化指標達成情形：

(一) 共同指標(執行成果):智慧電網遠端監測控制之太陽能發電教學示範模組觀摩會
(1). 時間:110.5.9. 地點:南投縣國姓鄉僑園山莊 人數:40多人

邀請與會:國姓鄉丘埔生鄉長主持陳宜君縣議員;彰師大黃靖雄教授;台灣玻璃館林肇騫總經
理;南投縣北科大校友會;國姓鄉休閒農業聯盟;感謝採訪記者:自由時報;客家電視台;南投新
聞報;觀摩會成果發表由新聞台製作成3種語言(國語;台語;客語)在有線電視台轉播.

 

國語版

台語版

客語版



以下各場次因疫情關係,每場觀摩會皆由小學端校長主持,
由校內師生參與,聯合大學教授與研究生解說

(2) 110/8/25景山國小

陳玫杏校長主持全校師生分批參與

點燈儀式



(3)  110/9/16談文國小

曾瑞雲校長主持全校師生參與

點燈儀式 校長致詞



(3)  110/9/16談文國小

(4) 110/11/3圳頭國小

盧盈智校長主持全校師生分批參與

點燈儀式



(3)  110/9/16談文國小

(5) 111/1/24 龍昇國小

王世文校長主持全校師生參與

點燈儀式 1 點燈儀式 2



(3)  110/9/16談文國小

(6) 111/1/27 南河國小

曾慶齡校長主持全校師生分批參與

點燈儀式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１

15

推廣再生能源發揚在地文化(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觀摩會)

指導單位 : 教育部 主辦單位 : 國立聯合大學 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
執行單位: 能源工程學系執行團隊:張祐維主任;研究生2位
時間:110.5.9. 地點:南投縣國姓鄉僑園山莊
邀請與會:國姓鄉丘埔生鄉長陳宜君縣議員;彰師大黃靖雄教授;台灣玻璃館林肇騫
總經理;南投縣北科大校友會;國姓鄉休閒農業聯盟;

感謝採訪記者:自由時報;客家電視台;南投新聞報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2

16

位於偏遠山區的國姓鄉，近年來發展露營觀光，因為偏遠山區牽電有限制，國立聯合
大學能源工程學系結合國姓鄉休閒農場策略聯盟，推動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在山區休
閒農場，除了解決偏遠山區牽電的限制，降低露營觀光業者的用電成本，也響應政府
推動環保綠能。 〈以上新聞可從top NEWS APP收視〉 110.5.10.

點燈儀式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3

17

地點:行政院農業改良場臺北分場 日期:110.6.23.

計畫單位:  行政院農業改良場臺北分場 協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
建置人員:張祐維主任;碩士生:張添財;張景騰 參與老師:莊浚釗分場長;楊雅淨老師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4

18

綠色能源創意課程走入國中小校園(教學型太陽能發電系統建置)

指導單位 : 教育部主辦單位 :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承辦單位 :苗栗縣龍坑國小
協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
講師團隊:張祐維主任;;碩士生:張添財;張景騰;許文虎;博士生陳朝彥
時間:110.4.4. 地點:龍坑國小彭國楨校長及國銘及朝源主任

★風力發電系統組裝體驗及雲端監控系統示範解說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5

19

綠色能源創意課程走入國中小校園(太陽能發電系統組裝測試)

指導單位 : 教育部國教署 主辦單位 :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 :苗栗縣南河國小 協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
建置團隊:張祐維主任;;碩士生:張添財;張景騰;博士生:陳朝彥
時間:110.7.18. 地點:南河國小曾慶寧校長全程參與 點燈儀式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6

20

綠色能源創意課程走入國中小校園(太陽能發電教學系統建置)

指導單位 : 教育部國教署 主辦單位 :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 :苗栗縣景山國小 協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
建置團隊:張祐維主任;;碩士生:張添財;張景騰
時間:110.8.25. 地點:景山國小陳玫杏校長帶全校師生參與

點燈儀式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7

21

110環境教育課程:講師:張祐維教授;助教:張景騰
地點:室外場地(風力發電教學展示場;太陽能發電教學展示場,)

室內場地:能源轉換實驗室 時間:110.8.20.下午



THIS TEMPLATE DESIGNED FOR FEI ER SHE JI

08

22

綠色能源創意課程走入國中小校園(太陽能發電教學系統建置)

指導單位 : 教育部國教署 主辦單位 :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 :苗栗縣談文國小 協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
建置團隊:張祐維主任;;碩士生:張添財;張景騰
時間:110.9.14. 地點:談文國小曾瑞雲校長帶全校師生參與

點燈儀式



已建置雲端控制太陽能系統位置圖(108~110)



太陽能光電實驗1.室內模擬太陽光照發電系統(大學部)

1. 太陽能底座及架子設計

2. 太陽能電路設計及電路板配線

3. 使用元件;儀表及工具

4. 太陽能發電裝置-成品

5. 太陽能數據表

太陽能外架設計製作

電路設計製作

組裝與測試

24第一組學生報告



1.2 實驗室模擬太陽光照之發電系統測試



1.3 實驗室模擬太陽光照之發電系統結構設計



1.4 實驗室模擬太陽光照之發電系統需用工具



110.3.10.實習課-1(電錶安裝測試;太陽能板接線)



110.3.10.實習課-2(電錶安裝測試;太陽能板接線)



110.3.17.實習課-1(太陽能板架子設計;探照燈架子設計配線)



110.3.24.實習課-1(太陽能光電系統架子設計組裝)



110.3.24.實習課-1(太陽能光電系統架子設計組裝)



110.4.7.實習課-1(太陽能光電系統架子設計組裝)



雲端技術與再生能源開發監測系統教學實驗室:



雲端技術與再生能源開發監測系統教學實驗室



成果發表-雲端測試及實際運行 (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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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電-魚菜共生系統 (111.1.14)

成果發表-雲端測試及實際運



綠電-LED燈條裝飾人造鐵樹 (111.1.14.)

成果發表-雲端測試及實際運行



a.太陽能系統 b.魚菜共生系統c.雲端監控實驗步驟



第一步驟-確認太陽能板規格

正面 反面

太陽能板規格



第二步驟-太陽能板接線

• 將太陽能板背面的2p快接線銜接上(使用焊錫槍)



第三步驟-固定太陽能板

• 將鍍鋅角鐵固定到太陽能板背面(使太陽能板受力平均)



第四步驟-製做太陽能板架底座

• 使用鍍鋅角鐵製作太陽能板底座-將鍍鋅角鐵排成口字行在四個角分別鎖上固定輪子

完成圖



第五步驟-裝上軸承固定架

• 將軸承固定架鎖到太陽能板的兩側

太陽能板



第六步驟-將太陽能板與底座銜接



第七步驟-將繩子固定在太陽能板下方

• 利用繩子可將太陽能板改成可調整角度



第八步驟-製作發電訊號網路傳輸模組

NodeMCU晶片模組
電能計量模組



第九步驟-灌入程式及修改名稱

將組裝好的傳輸模組透過電腦將寫好的程式安裝進去，安裝好後透過WI-FI進行設備連線且在顯示頁
面上進行名稱修改。



第十步驟-太陽能模組發電網路傳輸走勢圖

電壓表 電流表

1 2 3 4 5

直 流 電 分 電 盤

發
電

電力負載

MQTT Broker

機房

無線路由器

NodeMCU

終端裝置

光纖 /乙太網路

乙太網路

手機

電腦

其他連接設備
………….

UART

電能計量模組

光照



第十一步驟-太陽能板連接傳輸模組
太陽能發電

發電輸入端

行動電源
提供5v電源

發電輸出端



第十二步驟-太陽能智慧魚菜共生系統接線走勢圖

智慧電能傳輸模組 電源控制盒

行動電源
5v電源

馬達電壓調整器

功能:電源開關、電源顯示

發電

功能:控制抽水馬達抽水量

魚菜共生(下水桶)

抽水

魚菜共生(上水桶)

累積水量到
一定程度後

虹吸管

將上水桶的水流回下水桶



第十三步驟-魚菜共生系設備簡介

魚菜共生控制盒

魚菜共生固定架

魚菜共生完整擺放

魚菜共生(上水桶)

魚菜共生(下水桶)

魚菜共生(虹吸管)



第十四步驟-魚菜共生系統原理簡介

太陽能控制器

沉水馬達

虹
吸
管

太 陽 能 魚 菜 供 生 系 統

 僅可種植水生植物

 養殖魚類(取魚的糞便)

12V電瓶



第十五步驟-連接魚菜共生系統完成圖



a-2.魚菜共生之弘吸管各元件



a.1 魚菜共生系統解說
• 可以綠化環境,減熱,又可以有健康無農藥的蔬菜跟水果可以自吃,

• 可種菜又可以享受養魚的樂趣,每天只要早上花1分鐘餵魚,之後就可

• 以等水果跟蔬菜長大進而收成了。

• 魚菜共生系,主要將魚的排泄物轉化成植物養分,該養植汙水因轉化

• 植物養分被吸收,可達到一個生態平衡,魚幫菜,菜幫魚,並可達到不需

• 換水及種菜不需澆水功效。只要有陽光的地方都可以種菜,如陽台,

• 空地,跟露臺,而且不需要用到泥土,只需要一 些介質,如發泡石,他輕

• 又比較好除理。



太陽能系統實務應用b:聖誕燈及電路系統元件



c-2:雲端系統傳輸元件與螢幕數據呈現

• 1.太陽能電量在螢幕上呈現 2.雲端電量傳輸模組



敬請指教
THANKSThank you for watching ,    Morning for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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