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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赴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參與第二十三屆國際傳輸現象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port Processes,ISTP-23)，目的是要增廣見聞，以提昇研究生學

術能力與國際視野，再者提高臺灣該領域學術能見度。透過口頭論文發表，以增

進與國際學者交流機會，並在學術生涯中獲取更多經驗與學識。ISTP 是一個提

供各個領域的人士一起討論以及展示有關傳輸現象以及相關的應用程式的新成

果的一個平台。本人在此研討會也錄取一篇口頭論文發表，在 2012 年 11 月 20 日

研討會的第二天以「綠色能源：分析不同的駕駛模式對燃料電池載具耗能的影響。」

論文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針對具有燃料電池之混合動力發電系統進行研製開發，共

設計三種混合動力系統，分別是全並聯型、獨立型與輔助並聯型等，探討彌補燃

料電池在動態響應上不足之設計，並研發最佳電力分配控制系統，讓燃料電池所

產生之電力獲得充分利用。若以燃料消耗率之效率來分析控制模式，當馬達的電

流需求為低電流時，全並聯型的控制將穩定系統的入力電壓範圍，而處於中、高

電流的需求下，則分別使用獨立型與輔助並聯型才有助於提昇燃料消耗率，並提

供最佳的行走距離。之後分別在 2012 年 11 月 21 日和 22 日到該大學，繼續對一

些有興趣之題目進行聆聽與探討。最後，參加了大會所提供的活動，也就是參訪

該大學的風動實驗室。從中，瞭解了許多該大學對流體力學的試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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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輸送現象研討會(ISTP)簡介 

國際傳輸現象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port Processes)簡稱 ISTP

是一個提供各個領域的人士一起討論以及展示有關傳輸現象以及相關的應用程

式的新成果的一個平台。至 1985 年，ISTP 是由 Pacific Centre of Thermal Fluids 

Engineering 所贊助進而開始的。來自各地的研究者、學者、科學家可以在這個研

討會交換資訊、呈現新的技術、和討論傳輸現象的未來方向和重要性。在 ISTP-23

涵蓋了所有有關傳輸現象和相關應用之領域，其中有生物工程與生物熱流體動力

學、燃燒，燃料和反應流、電氣設備冷卻和熱交換器、環保系統和能量存儲系統、

燃料電池技術和熱傳與熱傳質等等的領域。 

 

貳、參加研討會之目的 

此次參與2012年第23屆國際輸送現象研討會（ISTP-23）之主要目的為：(一)

口頭報告個人研究成果，與各國國際大學學者，進行討論與交流；(二)了解國際

間國際大學研究領域與流學術發展趨勢，期能在專業領域與國際接軌。 

參、研討會過程 

一、十一月十九日(報到日)： 

十一月十九日，紐西蘭時間下午三點，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郭

俊賢博士、艾和昌博士以及其他國立大學如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等數位

博士的帶領下，我們到達了研討會的會場。這次研討會的會場位於奧克蘭大學的

工程系裡如圖（一）。 

 

 圖（二）是進入研討會會場後，研討會的報名處。剛到現場就有很多人正在

排隊報名或報到。原以為會等很久，但是兩位工作人員都很有效率。大概只等了

15 分鐘就輪到我了。報到完畢後，我們都會附有大會提供的 1GB 隨身碟，屬於

自己的名牌和一本 ISTP23 的手冊如圖（三）。大約在四點半，大會主席 Gordon 

Mallinson 博士進行了研討會的開幕儀式同時也為第二十三屆國際輸送現象研討

會做簡介如圖（四）。 

 

二、十一月二十日(報告日)： 

研討會的第二天早上九點有第一場的全體會議，所以我們早上八點半就從飯

店步行到研討會會場。進入會議廳後，發現前面的位置已經所剩無幾了。圖（五）

是大會主席正在介紹即將要分享關於紐西蘭的潔淨能源分析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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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達 40 分鐘的報告裡讓我了解了紐西蘭設定要在 2015 年達到全國 90%電力

產生來自潔淨能源。此外，在她的報告裡有說到地熱能將會是紐西蘭未來一個很

熱門的潔淨能源。因此，奧克蘭大學目前和未來都會很注重與紐西蘭地理環境的

分析研究。結束之後，大會還有提供早點。之後同時有五場關於不同學術會議分

別在五個會議廳進行。而我的論文被分類到下午一點的綠色能源主題之下。因此，

我利用早上的空檔時間趕緊練習我所準備好的報告。用過午餐後，我提前到我即

將要進行報告的會議廳裡做準備。在我所報告的主題開始之前，第二場的全體會

議是由台灣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的艾和昌教授所主持的。圖（六）為他在對生

產高效能太陽能電池模組做分享的畫面。報告理由提到在德國資政院發表的一份

報告說道太陽能將會在 2050 年成為主要提供電力給全球的能源.為了要朝向這個

目標前進，關於生產出高效率的太陽能電池模組的研究將會是一個關鍵。 

 

之後是我所參與的論文報告了.然後就等待主持人介紹我出場如圖（七）。

圖（八）為我在報告和分享關於分析不同的駕駛模式對燃料電池載具耗能的影響。

論文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針對具有燃料電池之混合動力發電系統進行研製開發，共

設計三種混合動力系統，分別是全並聯型、獨立型與輔助並聯型等，探討彌補燃

料電池在動態響應上不足之設計，並研發最佳電力分配控制系統，讓燃料電池所

產生之電力獲得充分利用。論文裡主要使用的燃料電池為質子交換膜燃料電池是

由42顆單電池堆疊而成，最高輸出功 率為240W。實驗方法主要是分為三個部分，

靜態平台實驗，靜態型動態馬達測試平台和動態實驗。 

 

靜態平台實驗主要是使用直流電子負載機來模擬靜態負載裝置，它可以針對

定電壓、定電流、定功率與定電阻等四種負載模式，輸出負載電流最大 30A、電

壓最大 60V 及功率最大為 300W。在研究中是利用它採用定電流模式進行實驗測

試。靜態型動態馬達測試平台和動態實驗主要是為了瞭解鉛酸電池與燃料電池在

不同的負載情況下，觀察彼此並聯時所輸出的電壓、電流的情況。但是在用靜置

型動態馬達測試平台進行負載變化實驗時，因靜摩擦係數很小，因此剛開始供應

的電流可以不用很大就可以驅動馬達，所以這一點是跟實際動態稍有差別。對於

這個問題，既可從進行的動態實驗數據中做分析。 

 

本文採用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此種燃料電池是一種化學反應產電

裝置，其電能之產出需經過化學能之轉換，故燃料電池的輸出電流之動態響應速

度較緩慢。因此需要搭配二次電池快速之動態響應特色，來彌補燃料電池在動態

響應上不足之設計。在一般汽車市場，鉛酸電池在混合動力源的應用已經很普遍。

他不但有穩定系統的功用，也能用在啟動馬達的時候，來提供瞬間大電流。鉛酸

電池也能當作回充電力源的的一個儲能元件。量測本研究進行拉載測試為低、中

及高載，其穩定耗電電流分別為 2.4A、3.6A 及 4.8A；拉載時間至少 15 分鐘；過

程中透過數位記錄器擷取到鉛酸電池和燃料電池的電壓、電流。以低載負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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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燃料電池大約輸入 0.1A~0.2A 回充至鉛酸電池，其餘的電全供應至電

子負載機。此時燃料電池與鉛酸電池於並聯時，平均電壓差大約 1.1V。以中載負

荷情況，看出燃料電池大約輸入 0.1A 回充至鉛酸電池，其餘的電全供應至電子

負載機。此時燃料電池與鉛酸電池於並聯時， 平均電壓差大約 1.05V。以高載負

荷情況，可看出燃料電池本身出電約 4.6A，但電子負載機需要 4.8A，因此鉛酸

電池本身會出 0.18~0.37A 的電供應負載所需。此時燃料電池與鉛酸電池之電壓壓

差約 0.74V。當燃料電池未達最大輸出能量時(也就是低至中負載情況)，可由電

路控制讓燃料電池和鉛酸電池並聯，同時對鉛酸電池充電。另一方面可達到穩壓

的功能，這個優點除了讓進入馬達電壓變化不會太大，達到保護作用，更降低許

多成本設計。 

 

最後在輔助並聯模式下，除了將鉛酸電池視為供電與儲電裝置，把燃料電池

發出多餘的電量回充，並能節省氫氣的消耗。若以燃料消耗率之效率來分析控制

模式，當馬達的電流需求為低電流時，全並聯型的控制將穩定系統的入力電壓範

圍，而處於中、高電流的需求下，則分別使用獨立型與輔助並聯型才有助於提昇

燃料消耗率，並提供最佳的行走距離。報告結束後，就是問題發文的時候了。圖

（九）為主持人在開放給現場但是的學者發問問題。再提出來的問題中，令我覺

得最挑戰的問題問道我在此研究裡儲存氫氣所使用的容器是否有考慮之安全性。

順利把問題解答完畢後，我的報告也順利的結束了。圖（十）為我和指導教授郭

俊賢教授在我所報告的主題結束後的合照。 

三、十一月二十一日(研討會之晚宴)： 

雖然我的報告已經結束，但是長達四天的研討會裡總共有超過兩百篇論文陸

陸續續的進行報告與分享。因此，我在指導教授的引導下根據不同的時段和相關

的主題參與了不少跨領域的報告如圖（十一）、圖（十二）、圖（十三）和圖（十

四）。分別是來自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的黃教授分享關於電子零件的熱傳導。來自

台灣華梵大學的李教授分享關於風扇對散熱片的散熱性能。來自美國的 Dr. 

Ezequiel Medici 分享關於燃料電池擴散層之凝聚性和揮發性。也是來自美國的 Dr. 

Phil Ligrani 分享了對於增大表面熱傳的新開發。                             

 

 除此之外，第三天的晚上七點正是研討會的晚宴。圖（十五）為主辦單位為

了這次的研討會邀請了紐西蘭的原住民來表演。為了把現場氣氛炒熱，表演者還

要求學者們到前與他們一同表演；圖（十六）是 2012 年第 23 屆國際輸送現象研

討會的所有幹部。 

 

表演結束之後，我們就陸陸續續的進入大會晚宴也就是我們所住的飯店裡。

圖（十七）是進入晚宴裡大會主席致詞的畫面。圖（十八）為 ISTP-24 主辦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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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主席在為我們簡單的介紹 ISTP-24。除了享用晚宴，我也把握了與其他

教授交流的機會如圖（十九）。 

 

四、十一月二十二日(研討會的最後一天)： 

到了研討會的最後一天，我與指導教授還是不放過任何的機會到會場去聆聽

其他人的論文報告與分享。圖（二十）為台灣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的研究生在

進行太陽能電池之封裝最佳化。這一天的下午兩點半，研討會正式結束了。 

五、十一月二十三日(奧克蘭大學參訪)： 

 這次的主辦單位在研討會結束後的一天，也提供了我們一個參訪主辦單位奧

克蘭大學的風洞試驗室（圖二十一）。該大學的風洞試驗室主要是在對各式各樣

的帆船做風洞的實驗與分析。圖（二十二）為該實驗室的研究生在為我們詳細介

紹操著儀器進行實驗的方式。 

肆、心得與建議 

參加了今年的第23屆國際輸送現象研討會（ISTP-23），我覺得我不但得到

了出國的經驗，我還學到了一些與台灣大學不同的學習環境。而這些難得的經驗

包括了能夠了解到外國不同的文化和風俗習慣以外，甚至可以與來自不同國家的

學生和教授進行學術上和文化上的交流（圖二十三和圖二十四）。同時也體驗到

在國外生活的簡單技巧。也許在台灣大學時期英文的使用並沒有太多，但是參與

國外的研討會卻發現英文溝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參與了這次的研討會，發現到它是一個包含很多領域的研討會。也因為這個

原因，讓我覺得這次研討會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沒辦法完全的聆聽所有我有興趣

的主題。希望之後大會能夠延長研討會的時間讓參與的人能夠得到更多不同領域

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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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一、2012 年第 23 屆國際輸送現象研討會實拍照片 

 

    圖一、奧克蘭大學之工程系       圖二、報名處 

 

 

圖三、隨身碟、名牌和一本 ISTP23 的手冊               圖四、開幕簡介   

 

 

圖五、全體會議廳                        圖六、艾和昌教授對生產高效能太

                                                     陽能電池模組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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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主持人介紹我出場     圖八、報告和分享關於分析不同的駕駛模式對燃料電池 

   載具耗能的影響 

 

     圖九、主持人在開放給現場的學者發問問題        圖十、我和指導教授郭俊賢教授的合照 

 

 

圖十一、來自台灣國立成功大學的黃教授  圖十二、來自台灣華梵大學的李教授分享關於  

   分享關於電子零件的熱傳導。               風扇對散熱片的散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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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三、Dr. Ezequiel Medici 正在分享關於              圖十四、Dr. Phil Ligrani 分享了對於增 

               燃料電池擴散層之凝聚性和揮發性。             大表面熱傳的新開發。 

 

 

圖十五、紐西蘭的原住民之表演。             圖十六、ISTP23 所有的幹部合照。 

 

  

         圖十七、ISTP-24 之日本主席。                     圖十八、與其他教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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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同校同學進行報告。      圖二十、奧克蘭大學之風洞試驗室。 

 

  

     圖二十一、在詳細介紹風洞試驗的方式。          圖二十二、與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 

            成功大學學生合照。 

 

 

 
    圖二十三、與大會主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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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2 年第 23 屆國際輸送現象研討會邀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