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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非再生能源的儲存量，專家預估在不到五十年就會用完了，而且非再生能源

對生態環境和人體的健康造成相當大的影響，但可再生能源造成的負擔相對的較

小，而且可再生能源的用量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除非地球毀滅了)。 

 

一、研究動機: 

 

    地球的表面積 70%以上的地方被海洋覆蓋，海洋中的潮汐和海浪都蘊藏著 

強大量的能量，潮汐的出現主要是由於月亮的引力，而波浪則主要是由風引起的。 

潮汐和海浪都是間歇性的，通過機械設備可以將其中的能量轉化為電能。 

 

                        

 

 

 

 

 

 

 

 

           

          (圖一)地球(註一) 

 

 

 

(圖二)地球海洋陸地表面積比較圖(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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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潮汐的形成 

    潮汐指的是海平面周期性的漲退。潮汐現象產生自太陽和月亮對海水的引力

作用。潮汐是最可預計的自然力量之一。海平面在漲潮的時候上升，退潮的時 下

降。每天有兩次的漲潮和退潮。在接連的漲潮和退潮之間，海水平面的落差被稱

為" 潮 差 "。 

由於地球和月亮都繞着太陽轉動，月亮和太陽的相對位置也會影響潮汐現象。當 

兩者排列成一直線時，引力作用非長強大，所引發的潮差也很大。這種現象稱為 

"大潮 "。而當兩者並不排列成一直線的時候，潮差會小一點。當月亮和太陽相

對地球排列成直角時，所引發的潮差最小，這種現象稱為" 小 潮 "。 

 

(圖三)潮汐形成原理(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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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汐能的介紹 

因月球引力的變化引起潮汐現象，導致海水面週期性地升降，因海水漲落及

潮水流動所產生的能量成為潮汐能。潮汐能的利用方式主要是發電。潮汐發電是 

利用海灣、河口等有利地形，建築水堤，形成水庫，以便於大量蓄積海水，並在

壩中或壩旁建造水利發電廠房，通過水輪發電機組進行發電。 

 

三、潮汐發電的原理 

    潮汐發電與普通水利發電原理類似。在漲潮時將海水儲存在水庫內，以勢能

的形式保存；在落潮時放出海水，利用高、低潮位之間的落差，推動水輪機旋轉，

帶動發電機發電。差別在於海水與河水不同，蓄積的海水落差不大，但流量較大，

並且呈間歇性，從而潮汐發電的水輪機結構要適合低水頭、大流量的特點。潮水

的流動與河水的流動不同，它是不斷變換方向的。 

 

 

 

 

 

 

 

 

 

 

 

 

(圖四)潮汐發電原理圖(註四) 

 

 

 

(圖五)潮汐發電原理圖(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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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潮汐發電的種類 

    (1) 單池單向發電：先在海灣築堤設閘，漲潮時開閘引水入庫，落潮時便放

水驅動水輪機組發電。這種類型的電站只能在落潮時發電，一天兩次，每次最多

5 小時。  

 

(圖六)單池單向發電原理圖(註六) 

 

(圖七)單向單池發電原理圖(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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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單池雙向發電：為在漲潮進水和落潮出水時都能發電，盡量做到在漲潮

和落潮時都能發電，人們便使用了巧妙的迴路設施或設置雙向水輪機組，

以提高潮汐的利用率。 

     

    (3) 雙池雙向發電：配置高低兩個不同的水庫來進行雙向發電。 

 

然而，前兩種類型都不能在平潮（沒有水位差）或停潮時水庫中水放完的情

況下發出電壓比較平穩的電力。第三種方式不僅在漲落潮全過程中都可連續不斷

發電，還能使電力輸出比較平穩。它特別適用於那些孤立海島，使海島可隨時不

間斷地得到平穩的電力供應。它有上下兩個蓄潮水庫，並配有小型抽水蓄能電站。

但有一定的電力損失。 

 

五、潮汐能的開發與利用 

    現今潮汐能開發利用的技術難題已基本解決，國際上都有許多成功的實例，

技術更新也很快。潮汐發電利用的是潮差勢能，世界上最高的潮差也才 10 多米，

因此不可能像一般水力發電那樣利用幾十米、百餘米的水源發電，潮汐發電的水

輪機組必須適應「低水頭、大流量」的特點，因此水輪做得較大。但水輪做大了，

配套設施的造價也會相應增大。於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就成為反映其技術水

平高低的一種標誌。 

 

六、潮汐發電的優缺點 

 

(一)優點； 

    (1)數量和產生時間通常都極容易預計。 

    (2)不會造成空氣汙染。 

    (3)可以節省非再生資源(例如化石燃料)。 

    (4)減少溫室效應。 

 

(二)缺點； 

     (1)受地域限制，適合地點有限。 

     (2)破壞環境，改變自然水文。 

     (3)工程浩大，費用又高。 

 

參●結論 

 

因為工業革命後非再生能源大量的使用造成能源枯竭，也對地球造成相當大的損

害，例如；溫室效應、酸雨的產生、空氣的汙染、大自然的破壞……等，現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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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都有環保人士站出來提議要好好的保護我們唯一的一個地球，近幾十年來

許多的科學家發明出了可再生的能源，顧名思義就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能源，最

為廣範利用的有太陽能、風力發電、水利發電(潮汐、洋流等等)......等。海洋佔

了地球表面 70%，海洋中的潮汐、洋流、海浪都蘊藏著強大量的能量，水力發電

可以廣泛的運用，台灣四面環海水力發電的淺力相當大，近幾年來也在著手進行

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保護地球讓它不在被破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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