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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本課程之內容主要介紹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之
各種能源之開發、應用及其對環境所造成之影響
與污染防制之方法，並針對現今臺灣所面對之能
源問題以及尋求解決問題之能源政策做詳細之闡
述。



陳維新. 2008. 能源概論.高立圖書有限公司.台北縣.

黃文良譯. 2008. 能源運用及環境（第3版）. 滄海書局.台
中市.

Hinrichs, R. A. and Kleinbach, M., 2006. Energy: Its Use 

and the Environment, Harcourt Inc. 

參考書目錄



平常成績 40 %

期中報告 30 ％

期 末 考 30 ％

評量比例



週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學習評量)

1 課程介紹、生物技術導論

2 分子生物技術(一) DNA發現與組成

3 分子生物技術(二) DNA分析方法

4 分子生物技術(三) DNA定序方法的發展歷史

5 分子生物技術(四) 重組DNA技術與應用

6 基因體時代
人類基因組計畫與蛋白質
體學

7 後基因體時代 生物資訊與生物晶片

8 動植物生物技術
轉基因動物與複製動物(影
片：複製第一個人類)、轉
基因作物

每週授課時間規劃1



週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學習評量）

9 期中考

10 醫藥生物技術(一)
幹細胞與組織工程

影片：臍帶血

11 醫藥生物技術(二) 生技製藥與科技中草藥

12 食品生物技術 健康食品與法規

13 奈米生物技術 奈米相關的應用

14 海洋生物技術 海洋天然物的應用

每週授課時間規劃2



週 授課內容 教學活動（學習評量）

15
環境生物技術(一) 環境監測、活性污泥法與廢

氣處理

16 環境生物技術(二) 產氫生物技術、生質柴油

17 環境生物技術(三) 生質酒精所需的生物技術

18 期末考

每週授課時間規劃3



緒論

能源之發展-以美國為例

美國自西元1800年到2000年止的能源消耗分佈圖



能源與經濟關係

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先進或已開發中國家

能源與經濟



能源與經濟

 

台灣的能源消費與國民所得增長趨勢



能源歷史事件



能源與環境

 空氣污染(含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粒狀污染物
等)

 酸雨(acid rain)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排放所造成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現象

 臭氧層破壞(ozone depletion)

 核廢料(nuclear waste)處置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溫度變化



3E平衡



臺灣能源現況



臺灣能源現況



我國歷年能源供應中各種燃料所佔的比例



我國歷年能源供給與消費分佈



我國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累計表

時間
合計 成長率

慣常水利
發電

地熱
發電

太陽
發電

風力
發電

廢棄物能發電

垃圾焚
化發電

沼氣
發電

其他
發電

2000年以前 2,233.2 - 1,819.9 0 0 0 281.0 5.4 126.9

2000年 2,233.2 4.5% 1,819.9 0 0.1 2.6 354.7 16.3 139.5

2001年 2,4959.9 7.0% 1,819.9 0 0.2 5.0 512.4 21.8 136.5

2002年 2,564.6 2.8% 1,819.9 0 0.3 5.0 512.4 21.8 125.1

2003年 2,569.4 0.2% 1,908.7 0 0.5 5.0 512.4 21.8 121.1

2004年 2,601.5 1.2% 1,907.7 0 0.6 8.5 541.8 21.8 121.1

2005年5月底 2,623.9 0.9% 1,909.7 0 0.7 18.9 541.8 21.8 121.1

2010年（目標） 5,139 - 2,168 50 21 2,159 741
單位:千瓦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委會，“中華民國94年6月能源統計月報”



我國能源發展策略

 穩定能源供應

 提高能源效率

 開放能源事業

 重視環保安全

 加強研究發展

 推動教育宣傳



目前政府研發推廣重點

 再生能源開發技術：太陽熱能技術、太陽光電能技術、
風力發電技術、地熱利用技術、海洋能技術、廢棄物能
源利用技術。

 能源核心利用技術：燃料電池與氫能技術、淨煤及分散
式發電技術、電動機車技術。

 能源節約技術：電力電子技術、電力監控技術、照明省
能技術、低污染燃燒技術、冷凍空調技術、廢熱回收技
術、化工製程技術、電熱省能技術。

 能源管理技術：用電器具效率管理、產業節約能源管理、
需求面管理、車輛耗能標準管理、建築物能源管理。

 節能技術開發：綠建築節能技術、產業能源效率提昇、
高效率設備生產技術、新世代省能產品技術。



能源概論

能源分類

能源

太陽能：太陽光、風、水利發電

海洋溫差、洋流、生質能

潮汐能

地熱能

再 生 能 源

化石燃料：石油、煤、天然氣、

頁岩油、油砂

核能

非 再 生 能 源



能量形式

 化學能:

能量係儲存於某些物質中，而當該物質經歷

化學反應時即會釋放出能量。

 熱能:

熱能乃伴隨著介質中分子的自由運動，而其

量化的指標即為溫度。

 動能:

為機械能的一種，當一質量運動時所蘊含的

能量。

E = 1/2mv2



能量形式

位能:

亦屬於機械能，其大小與物質於力場中的位

置有關。

E = mgh

質能:

質量可轉換成能量，而其最著名的公式即愛因

斯坦所推導出的質能互換公式。

E = mc2 E:能量（joule）, m：質量（Kg）

c:光速, 3×108 m/s



能量形式

電能：

電荷所作之功，E = QV, Q(電荷,庫倫),

V(電壓,伏特)

電磁輻射:

太陽能量照射道地球及其他星球即為電磁

輻射能量的傳遞。

E = hν, h(蒲郎克常數,6.62×10-34J.s), 

ν(頻率,Hz)



能量轉換

能量轉換說明圖

能源轉換效率 (η)= Eout /Ein × 100％



能源運送與運用之總效率



各種能源設備之能源轉換過程與轉換效率



熱力學第一定律

能量守恆

單擺運動
溫室所接受的能量=儲存於內部
空間能量+藉由傳導、對流或輻
射方式向外部傳遞能量



熱力學第一定律

功和熱

在一系統所作的功加上添增的熱能將等於該系統
總能的變化量

△E = Won + Qto

腳踏車唧筒。系統作功 (壓下把柄) 使得空氣產生熱能。



化石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