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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太陽能光電板提升效率之方法，其包含下列步驟：(1)提供一導出單元及一回收單
元，使其分別設於該太陽能光電板之一側；其中，該導出單元設於該太陽能光電板較高

之一側；該回收單元，其設於該太陽能光電板較低之一側；(2)使該導出單元及該回收單
元分別設有一導出凹槽及一回收凹槽；其中，該導出凹槽之寬度係對應該太陽能光電板

較高一側之寬度，該導出單元經由該導出凹槽導出一第一流體以使第一流體確實流經該

太陽能光電板之整個向日面；以及，該回收凹槽之寬度係對應該太陽能光電板較低一側

之寬度，該回收單元經由該回收凹槽可完全回收該第一流體；(3)提供二擋板，使其設於
該太陽能光電板之其餘二側；使一第一流體經由該導出單元之該導出凹槽導出，並流經

該太陽能光電板之一向日面，再經由該回收單元之該回收凹槽回收，並藉由該二擋板防

止該第一流體從該太陽能光電板之其餘二側流失；(4)提供一容置單元設於該太陽能光電
板之一背日面，該容置單元設有至少一入口及至少一出口；使一第二流體經由該容置單

元之該入口流入，並流經該太陽能光電板之該背日面，再經由該容置單元之該出口流

出；(5)一第一驅動單元，其連接於該導出單元及該回收單元 之間，以推動該第一流體流
動；以及一第一控溫容器，其連接於該導出單元與該第一驅動單元之間，或該回收單元

與該第一驅動單元之間，以控制該第一流體之溫度；(6)一第二驅動單元，其連接於該容
置單元之該入口及該出口之間，以推動該第二流體流動；以及一第二控溫容器，其連接

於該入口與該第二驅動單元之間，或該出口與該第二驅動單元之間，以控制該第二流體

之溫度；(7)由該第一、第二控溫容器之溫度控制使第一、第二流體溫度能不隨冷卻光電
之持續循環加熱而逐漸增溫，而能使流體溫度保持在固定之低溫，以避免循環冷卻下之

該第一、第二流體溫度與光電板上、下表面溫度之溫度差逐漸減小而造成光電板冷卻效

果之降低。

2.　一種藉由使用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方法所架設之太陽能光電板改良結構，其包
含：一導出單元，其設於該太陽能光電板較高之一側，該導出單元設有一導出凹槽，該

導出凹槽之寬度係對應該太陽能光電板較高一側之寬度，該導出單元經由該導出凹槽導

出一第一流體以使第一流體確實流經該太陽能光電板之整個向日面；一回收單元，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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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太陽能光電板較低之一側， 且與該導出單元相對，該回收單元設有一回收凹槽，該
回收凹槽之寬度係對應該太陽能光電板較低一側之寬度，該回收單元經由該回收凹槽可

完全回收該第一流體；以及二擋板，其設於該太陽能光電板之其餘二側，以防止該第一

流體由該太陽能光電板之其餘二側流失 ；一第一驅動單元，其連接於該導出單元及該

回收單元之間，以推動該第一流體流動；以及一第一控溫容器，其連接於該導出單元與

該第一驅動單元之間，或該回收單元與該第一驅動單元之間，以控制該第一流體之溫

度；以及，一容置單元，其設於該太陽能光電板之一背日面，該容置單元設有至少一入

口及至少一出口，該容置單元經由該入口流入一第二流體，經由該出口流出該第二流

體；一第二驅動單元，其連接於該入口及該出口之間，以推動該第二流體流動；以及一

第二控溫容器，其連接於該入口與該第二驅動單元之間，或該出口與該第二驅動單元之

間，以控制該第二流體之溫度。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太陽能光電板改良結構，更包含一容置單元，其設於該太
陽能光電板之一背日面，該容置單元設有至少一入口及至少一出口，該容置 單元經由該
入口流入一第二流體，經由該出口流出該第二流體。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太陽能光電板改良結構，其中，該容置單元內更設有至少
一導流道，以導引該第二流體於該容置單元內均勻流動。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之太陽能光電板改良結構，其中，該入口與該出口分別設於
該容置單元之同一側、相鄰之二側，或相對之二側。

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圖為本發明之較佳具體實施例之分解圖。

第二圖為本發明之較佳具體實施例之立體圖。

第三圖為本發明之較佳具體實施例另一容置單元之示意圖。

第四圖為本發明之較佳具體實施例又一容置單元之示意圖。

第五圖為本發明之另一較佳具體實施例之立體圖。

第六圖為本發明之較佳具體實施例電壓、電流在不同太陽能光電板表面溫度之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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