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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許躍薾，我來自陽明國中。我小時候，喜歡思考很多可以幫助我們生活變

得更便利的方式。例如：我發明了“自動磨墨機”，以縮短我們寫毛筆的時間。

並獲得「ITEX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金牌獎，這個得獎的殊榮帶給我很大的鼓勵。

從那時起，我更努力的去發想創造很多東西，希望未來能成為一個發明家。我在

國中參加了科學性社團並參與科學展覽，我認為把我思考的東西付諸實現並動手

去做真的很有趣，也贏得了國內科展的銀牌獎。這些得獎的事蹟除了給我鼓勵也

表示我有在這個領域的專長。更使我在科學和發明的領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所

以我很高興，有機會參加這次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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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Yue-Er Hsu, I'm from Yang-Ming junior high school. When I was young I 

liked to think lot of different ways that can help our lives become more convenient. For 

example: I invented "Automatic grinding machine" to shorten the time when we need to 

write calligraphy. The machine get first prize of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XHIBITION", it brings me great encouragement. 

From then on, I started to invent lots of things and hope to become a inventor. After I 

study in junior high I join the science group to attend science fair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I can really try to work on what we think. I won the second prize on science fair in 

our country last year, it shows that I have a great talent in this field. I have a great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invented things, so I'm really glad that I have a chance to join thi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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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波」傳「電」~6V電池直流電源之無線電力傳輸與充電 

摘要 

我們使用了直流電源進行感應電流的測試，結果發現直流電源因為電流穩定，所以無法

產生感應電流，只有在打開電源或關閉電源時才會有。於是我們用打點計時器設計了自動開

啟與斷電的裝置，使直流電不斷地開啟與斷電，造成源源不斷地感應電流，但此裝置的輸出

功率太小。接著我們使用了簡易的振盪器形成振盪電路，使直流電可以有交流電的效果，透

過許多測試，最後利用細線編織而成的麻花辮來繞線圈，解決因集膚效應所造成的損耗，接

著用倍壓式整流電路，將交流電轉成直流電，使原本的傳輸效率大大提升，最後再透過鋁片

的反射，使接收線圈的效果再度提升。 

 

 

 

 

 

 

 

 

 

 

 

 

 

 

 

  



2 

Abstract 

We try to make a sensitive current experiment by use of a direct current (DC) 

source, and have a finding from the experiment that the DC source is incapable to 

generated sensitive currents due to current stableness, and the sensitive currents may 

be generated only when turning on or off the source. Thus, we further design a device 

with an automatic on/off switching function by use of a ticker timer, so as to allow 

the DC source to repeatedly turn on or shut off for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sensitive 

currents. However, the device has a rather low output power as a main disadvantage 

that needs to be overcome. We, then, utilize a simple oscillator to form an oscillation 

circuit for change of DC waveforms into AC waveforms, e.g. square waves, sine 

waves, and so on. By numerous experiments we decide to have threads be braided for 

further winding around a receiver coil to avoid losses resulted from the skin effect, 

and then have alternative currents converted into direct currents by use of a voltage 

doubler rectifier circuit to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original current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improve the magnetic field effect of the receiver coil by reflection of 

an aluminum sheet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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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手機充電，最麻煩的就是要帶一堆線，還要到處找電源，如果要和別人共享電源，又要

準備一堆轉接頭或是換另一條線，現在有許多電器都可以用遙控的方式，不需要再接一堆雜

亂的線，既然電器可以無線遙控，那麼”電”是否也可以無線傳輸呢？如果可以辦到，那就

可以省去帶一堆線的麻煩了。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就開始了一連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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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測試直流電的無線傳播。               

二、直流電發射端的測試。                 

三、自動開關的設計。                     

四、直流轉交流的電路設計。               

五、如何找到線圈的電感。                 

六、單芯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七、多芯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八、接收線圈與功率的關係。 

九、如何將交流電轉成直流電。 

十、如何加強接收線圈的功率。 

十一、無線充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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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使用軟體：Logger Pro3 

二、使用器材： 

     

電源供應器 筆記型電腦 三用電表 示波器 電流計 

      

麵包板 鱷魚夾 自製線圈模子 電容 石英震盪器 電阻 

    

數據機 第一代線圈 第二代線圈 LED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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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過程、結果及討論 

研究一、測試直流電的無線傳播 

探討 1、直流電源與交流電源在無線傳播上的可行性 

(一)目的：測試不同電源的效果 

(二)步驟︰1. 將燈泡與導線裝置如下圖。 

 

 

實際圖 圖解 

2.分別改變電源為 110V交流電及 6V直流電，觀察燈泡發亮情形。 

(三)結果︰1. 發光情形 

  

交流電源 直流電源 

(四)討論︰1. 交流電造成的線圈，在短距離內可讓小燈泡發光，但直流電造成的磁場，只有

在打開開關的瞬間讓小燈泡亮一下無法持續。 

           

探討 2、感應電流的測試 

(一)目的︰測試感應電流的變化情形 

(二)步驟︰1.接收端線圈接上毫安培計如下圖。 

電源 

發射線圈 接收線圈 

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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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數位攝影機拍下電流的變化。 

3.利用威力導演將影片分成一秒六格，將電流變化紀錄下來 

(三)結果︰1. 數據 

時間(秒) 0 1/6 2/6 3/6 4/6 5/6 6/6 7/6 

交流電電流(mA) 422 -242 331 24 -451 34 347 -23 

直流電電流(mA) 92 21 7 4 2 2 2 1 

時間(秒) 8/6 9/6 10/6 11/6 12/6 13/6 14/6 15/6 

交流電電流(mA) -56 346 -235 91 0 -238 34 56 

直流電電流(mA) 1 1 0 0 0 0 0 0 

          2.關係圖 

 

探討 3、改良感應電流的測試法 

(一)目的︰改良電流的測試法 

(二)步驟︰1.測試的裝置如下圖。 

 

 

 

發射線圈 接收線圈 

燈泡 電源 

攝影機 

mA 

開關 
電源 

發射線圈 

電腦 

電流分析盒 

接收線圈 

(四)討論︰1. 交流電電流方向一直變，使接收端不斷形成感應電流，所以可讓燈泡發亮，

直流電所以只有在一開始有感應電流無法持續感應。 

          2.交流電擁有不穩定的電流，可以持續無線供電，但缺點是無法攜帶；直流電

源雖容易攜帶，但無法無線供電。 

          3.安培計無法完整地記錄下電流變化，必須要改良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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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結果︰1. 電流變化與時間之關係圖 

 

(四)討論︰1.分析軟體，可將電流變化完整記錄下來，方便日後的分析。 

研究二、直流電發射端的測試 

探討 1、測試接收線圈產生的電流 

(一)目的︰測試直流電產生的感應電流。 

(二)步驟︰1.將產生電流的線圈接上 6V的直流電與小燈泡，並和接收端架設如下圖。 

 

 

 

 

          2.打開電池盒及電腦測試軟體，進行接收端的測試。 

(三)結果︰1.電流變化與時間的關係圖 

 

(四)討論︰1. 接收端的感應電流會在短時間消失，因直流電電壓穩定，只有在打開電源的一

瞬間有感應電流。       

探討 2、開關時間間隔對感應電流的影響 

(一)目的︰測試不同開關間隔對感應電流的變化。 

(二)步驟︰1. 將發射線圈與 6V直流電及開關串聯。 

開關 
6V 電池盒 

發射線圈 

電腦 

電流分析盒 

接收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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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固定接收端的直徑為 5cm，線圈導線的粗細為 0.55mm。 

          3.以人為控制開關的週期為 0.50秒、0.75秒、1.00秒、1.25秒及 1.75秒。 

          4.將接收端的數據紀錄下來，並畫圖。 

(三)結果︰1.關係圖 

  

  

  

(四)討論︰1. 感應電流的發生與週期有著密切關係，在開和關的瞬間都會有感應電流，開關

週期越小，感應電流發生的次數也越多。           

研究三、自動開關的設計 

探討 1、如何自製自動開關的裝置 

(一)目的︰設計自動開關的裝置 

(二)步驟︰1.將裝置連接(如下圖)。 

 

 

 

 

開關週期：0.50 秒 開關週期：0.75 秒 

開關週期：1.00 秒 開關週期：1.25 秒 

開關週期：1.50 秒 開關週期：1.75 秒 

6V 電池盒 
發射線圈 

電腦 

電流測試盒 

接收線圈 

打點計

時器 

小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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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打點計時器的頻率為 10Hz、20Hz，測試電流的數據。 

(三)結果︰1.發亮情形 

 

2.關係圖 

 

說明：感應電流已經較密集出現，但可以看到燈泡一閃一閃 

 

說明：感應電流掉下來的時間變少，且用肉眼可以看到燈泡持續發亮 

(四)討論︰1. 理化課本裡面的打點計時器裝置可自動斷電與通電，讓直流電可以瞬間產生又

消失。 

   2.頻率達到 20Hz時小燈泡可以順利地發亮，也完成直流電的無線傳電效果。 

   3.雖然完成了初步模組，但是電流仍不穩，這對 3C產品是很大的傷害，也損耗了

能量，為了改善缺點，必須重新設計裝置。 

振動頻率：10Hz 

振動頻率：2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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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直流轉交流的電路設計 

探討 1、設計直流電轉交流電的電路(一) 

(一)目的︰設計直流電轉交流電的電路 

(二)步驟︰1.上網搜尋相關電路。 

2.將電路接好並測試。 

(三)結果︰1.圖形 

  

電路圖 實際圖 

         2.結果 

 

        示波器測試結果                            電流計測試結果 

頻率(KHz) 最大電壓(V) 最小電壓(V) 最大電流(A) 最小電流(A) 

59.88Hz 3.04 -3.52 0.0007 -0.0011 

(四)討論︰1.NE555雖可做出的振盪電路，但過程中會消耗能量，所以電流十分微小。 

   2.示波器可判斷電路的頻率及電壓，解決了測量的問題，電流則是透過電腦記錄

極值，以利接下來的分析及計算。 

 

 

數

據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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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2、設計直流電轉交流電的電路(二) 

(一)目的︰設計直流電轉交流電的電路 

(二)步驟︰1.上網搜尋相關電路。 

2.將電路接好並測試。 

(三)結果︰1.圖形 

 

                      電晶體 

            電容      

     4  3 

     1  2 

   振盪器                       發射線圈 

  

電路圖 實際圖 

         2.電流測試                                3.示波器測試 

    

(四)討論︰1.示波器可觀察電壓及振盪頻率，而石英振盪器的頻率為 2MHz，已遠遠超過數據

機可量測的範圍(2.5KHz)，必須要使用示波器才可量出電壓。 

2.利用石英震盪器及電晶體，可構成簡易振盪電路，但電流卻十分微小。 

3.如果將燈泡並聯，就可以提高電流及整體電功率，那如果把振盪器當作輸出源，

電晶體當作電器，將電晶體並聯再接上線圈，是不是也會有類似的效果呢？ 

探討 3、電晶體數量與電壓的關係 

(一)目的︰測量電晶體數量與電壓的關係 

(二)步驟︰1.在麵包板上將電路接好。 

2.將電晶體並聯接上電路，並逐漸增加數量。 

3.將電晶體數量與對應的電壓值記錄下來作圖分析。 



13 

(三)結果︰1.數據 

電晶體(顆) 1 2 3 4 5 6 7 8 9 10 

電壓(V) 1.83 2.11 2.26 2.63 2.95 3.36 3.98 4.14 4.68 5.35 

電流(mA) 5.20 4.51 4.43 4.00 3.73 3.43 3.02 3.02 2.78 2.53 

電晶體(顆)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電壓(V) 6.00 6.00 5.90 5.90 5.81 5.90 5.82 5.90 5.80 5.72 

電流(mA) 2.17 2.09 2.04 1.95 1.90 1.78 1.73 1.61 1.55 1.49 

電晶體(顆)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電壓(V) 5.31 5.19 5.12 4.62 4.51 4.03 3.72 3.61 3.25 3.03 

電流(mA) 1.51 1.45 1.38 1.42 1.34 1.38 1.36 1.25 1.26 1.17 

          2.圖形 

 

(四)討論︰1.當電晶體逐漸增加時，電壓的方均根值逐漸增加，振幅也逐漸加大但電流卻逐

漸下降。 

2.當電晶體到達某一個數量時，電壓會達到最大值，之後不會再上升，顯示電晶體

可以和線圈、振盪器及電容之間產生最佳的效果。 

3.發射電功率只有 0.015W左右，依舊很低，主要的原因是石英振盪器的頻率過高

(2M)，會造成過高的阻抗使電流降低，若要達到 5W的電功率，必須要有相當高

的電壓。 

 

探討 4、設計直流電轉交流電的電路(三) 

(一)目的︰設計直流電轉交流電的電路 

(二)步驟︰1.使用中等頻率的振盪器設計電路。 

2.將電路接好並測試。 

(三)結果︰1.電路圖及實際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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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圖 實際圖 

         2.示波器測試 

 

(四)討論︰1.此振盪器為為中等頻率(約為 57.54K)，搭配不同的線圈，會有些微不同的振盪

頻率，但若無線圈則完全無振盪效果，所以其內部至少有一個電容和外部的線圈

產生振盪的效果。 

研究五、如何找到線圈的電感 

探討 1、測試電流與電壓以求得電感 

(一)目的︰找出線圈的電感大小 

(二)步驟︰1.將電路接好，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值及頻率。 

2.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 

3.將線圈接 6V直流電，找出線圈的電流並計算電阻。 

4.代入電感公式以求電感大小。 

(三)結果︰1.數據 

線圈編號 頻率 f(Hz) 電壓(V) 電流(A) 阻抗 Z( ) 

A1330 55.25K 9.76 0.57 17.12 

線圈編號 頻率 f(Hz) 電壓(V) 電流(A) 電阻 R( ) 

A1330 0(無震盪) 5.76 1.80 3.20 

發射線圈 

振盪器 
6V 直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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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線圈編號由左到右看，A代表線圈種類(線芯粗細 0.55mm漆包線)、1代表銅線芯數，3

表示內徑 3cm，30代表 30圈。 

(四)討論︰1.電感(L)計算公式為 fLZL 2 ，其中 LZ 代表電感的感抗， f 表示振盪頻率，L為

電感大小。 

2.線圈中的阻抗Z包含了銅線電阻( R )及線圈感抗( LZ )，將線圈視為簡易RL電路，

在RLC電路中，阻抗Z的大小可以表示為 22 )( CL ZZRZ  ，本電路沒有電容，

所以容抗 0CZ ，假設銅線電阻( R )為定值，故公式 22

LZRZ  所以電感( L )

求法如下： 

由  IRV  ，求出穩定電流( 0LZ )下的導線電阻值為 3.2， 

將 12.17Z  及 2.3R  代入公式 22

LZRZ   

222.312.17 LZ       222 2.312.17  LZ  

 8544.2822.312.17 22

LZ        將答案代入 fLZL 2  

HH
f

Z
L L 


44727.481004844727.0

1025.552

8544.282

2

3

3



  。 

若將阻抗 Z 視為 LZ 代入 fLZL 2  

可得 HH
f

Z
L 


31643.491004931643.0

1025.552

12.17

2

3

3



   

3.將阻抗 Z 視為 LZ 代入 fLZL 2 的公式中，可得到 HL 31643.49 ，與實際值

HL 44727.48 只有微小差距( H86916.0 )，表示導線電阻在整體阻抗中影響極

小，故可忽略導線電阻，直接將阻抗 Z 視為 LZ 來求得電感值。 

4.電流大小會隨著電壓不斷改變，為了計算電感，選擇用電壓和電流的極限值來

做比較，以獲得統一的標準 

探討 2、測試不同線圈的電感 

(一)目的︰找出不同線圈的電感大小 

(二)步驟︰1.將電路接好，並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值及頻率。 

2.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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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入公式以求得電感。 

(三)結果︰1.結果                                                電感單位： H  

     直徑(cm) 

圈數(圈) 
2 3 4 5 6 7 

10 26.35 23.51 21.62 19.11 17.53 12.33 

20 41.36 32.61 30.12 28.89 25.37 21.09 

30 59.33 49.32 42.76 36.77 32.12 29.58 

40 79.16 68.33 59.15 50.33 42.11 36.25 

50 97.62 89.53 81.12 71.23 63.53 55.26 

         2.圖形 

  

               圈數越多電感越大                      直徑越大電感越小 

(四)討論︰1.在同樣的圈數下，半徑越小，電感值越大，在相同的直徑下，圈數越多的，電

感值也越大。 

2.電流計的最大量測值是 0.6A，超過就無法量測，為了完整記錄電流的變化，我

們活用理化課本中學到的概念，將電路改為下圖： 

 

 

 

 

 

 

 

原圖 改良後 

三個相同的小電阻形成並聯電路，電流計和其中一個串聯，如此測到的是總電流

的 1/3，將結果乘於 3倍，就是總電流。 

 

電流計 

發射線圈 

振盪器 
6V 直流電 

電流計 

發射線圈 

振盪器 
6V 直流電 

小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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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六、單芯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探討 1、測試線圈直徑與最大發射功率的關係 

(一)目的︰找出線圈直徑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固定圈數為 30圈，並改變直徑為 2cm、3cm、…、7cm。 

2.將電路分別和線圈連接，並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值及頻率。 

3.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值。 

(三)結果︰1.數據   

編號 A1230 A1330 A1430 A1530 A1630 A1730 

最大電壓(V) 12.40 9.76 8.71 5.81 4.92 4.36 

最大電流(A) 0.63 0.57 0.47 0.46 0.44 0.39 

最大功率(W) 7.81 5.56 4.09 2.67 2.16 1.70 

         2.圖形 

     

(四)討論︰1.當線圈繞得越密其電壓越大，電流也越強，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發射功率。 

探討 2、測試線圈圈數與最大發射功率的關係 

(一)目的︰找出線圈直徑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固定線圈的直徑為 2cm，改變圈數為 10圈、20圈、…、及 70圈。 

2.將電路接好，並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值及頻率。 

3.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值。 

(三)結果︰1.數據   

編號 A1210 A1220 A1230 A1240 A1250 A1260 A1270 

最大電壓(V) 5.23 7.92 12.40 14.22 15.33 16.25 17.32 

最大電流(A) 0.69 0.66 0.63 0.52 0.45 0.35 0.30 

最大功率(W) 3.61 5.23 7.81 7.39 6.90 5.69 5.20 

   

電

功

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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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圖形 

  

(四)討論︰1.一開始發射功率會隨著電壓的上升而上升，但到了 30圈後就開始下降，原

因是當圈數上升時，電感會跟著上升阻抗因而提升，造成電流下降，發射功

率也下降。 

探討 3、測試線圈粗細與最大發射功率的關係 

(一)目的︰找出導線粗細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固定直徑為 2cm，圈數為 30圈，改變粗細為 A(0.55mm)、B(1.00mm)及 C(0.30mm)

三種不同粗細。 

2.將振盪電路分別和線圈連接，並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值及頻率。 

3.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值。 

(三)結果︰1.數據   

編號 A1230 B1230 C1230 

導線粗細(mm) 0.55 1.00 0.30 

最大電壓(V) 12.40 12.07 11.88 

最大電流(A) 0.63 0.86 0.35 

最大功率(W) 7.812 10.380 4.158 

頻率(KHz) 52.80 52.08 53.00 

電感( H ) 59.33 42.89 101.93 

          2.圖形 

  

電

功

率 

(W) 

電

功

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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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1.在相同圈數下，線圈越粗發射功率越大，電感也越小。導線越細，則電感越大，

電流越小。 

2.粗導線的最大發射功率可達到 10.38W。 

3.我們發現了很有趣的現象，將 A、B、C三種線圈做比較，其直徑比為 0.55：1：

0.3，面積比為 0.3025：1：0.09約為 3.3：11：1，電流比為 0.63：0.86：0.35，

約為 1.8：2.4：1，將其整理如下： 

編號 A1230 B1230 C1230 

導線粗細比 1.83 3.33 1 

導線截面積比 3.3 11 1 

導線電流比 1.8 2.4 1 

導線的截面積比和電流比相差甚遠，但是導線的直徑比和電流比則較為接近。 

4.越粗的導線可以容納越多的電子流過，就如同越粗的水管可以讓越大的水流通

過，所以電阻會和導線截面積成反比，在相同的電壓下電流和導線截面積成正比。

但是實際測量的結果卻反而和直徑比較接近。 

5.查閱文獻後發現，這叫做集膚效應，當電流來回振盪時，電流只在導線的表面

流動，所以電流並沒有隨著截面積等比例放大，而跟直徑有明顯的關係。 

研究七、多芯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探討 1、測試多芯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一)目的︰找出多芯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使用 0.3mm的銅線，固定圈數為 30圈，並改變芯數為 2芯、4芯、6芯、8芯

及 16芯。 

2.將振盪電路接通，並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及頻率。 

3.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 

(三)結果︰1.數據   

編號 C1230 C2230 C4230 C6230 C8230 C16230 

最大電壓(V) 11.88 12.00 11.92 11.09 11.00 11.52 

最大電流(A) 0.35 0.61 0.71 0.80 0.88 0.91 

最大功率(W) 2.41 7.92 8.46 8.87 9.68 10.48 

頻率(KHz) 53.00 51.55 52.35 53.22 53.15 55.16 

電感( H ) 101.93 60.74 51.04 41.46 37.43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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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圖形 

 

(四)討論︰1.電壓與芯數的關係並不明顯，但電流卻隨著芯數的上升而逐漸提升。 

2.芯數越多時，電流並未呈現正比成長，而有逐漸趨緩的現象，似乎芯數越多時，

又有集膚效應，因此要銅線都沒有內外的分別。 

探討 2、如何纏繞多芯線圈 

(一)目的︰利用多芯纏繞的方式纏線圈 

(二)步驟︰1.三芯麻花辮線圈： 

           (1)利用三芯纏繞的方式完成麻花辮。 

           (2)將麻花辮用自製的線圈模子纏繞成線圈。 

2.二芯交纏線圈。 

  (1)先量取漆包線約 5公尺長。 

  (2)將漆包線的一端纏在小馬達的風扇上面另一端由同學拉緊(如右圖)。 

  (3)啟動小風扇，另一端同學則拉著漆包線慢慢向前進，讓風扇將漆包線纏緊。 

(三)結果︰1.實際成果如下 

  

三芯麻花辮線圈 二芯交纏線圈 

花費時間：約 5 小時 花費時間：約 5 分鐘 

電

功

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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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1.三芯麻花辮在編織的過程會不斷地打結，只能以人工的方式慢慢編織，所以要

花費非常多的時間。 

         2.二芯交纏的線圈，可用小馬達纏線，纏繞的結也較平整。 

         3.為了比較兩種線圈在實際使用上的差別，我們先用雙芯交纏的方式完成了 2芯、

4芯、6芯、8芯及 16芯的線圈再和 3芯麻花辮進行比較。 

探討 3、測試多芯纏繞線圈與最大發射功率的關係 

(一)目的︰找出線圈直徑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使用 0.3mm的銅線，固定圈數為 30圈，以小馬達纏出多芯線圈。 

2.將電路接通，用示波器找出電壓及頻率。 

3.將線圈和電流計串聯，找出電流值。 

(三)結果︰1.數據                                              註：D代表多芯纏繞 

編號 D2230 D3230 D4330 D6230 D8230 D16230 

電壓(V) 12.00 11.48 13.6 12.80 12.80 12.63 

電流(A) 0.54 0.62 0.74 0.79 0.92 0.50 

功率(W) 6.48 7.12 10.06 10.11 11.78 6.32 

頻率(KHz) 50.63 52.16 52.76 53.68 53.36 47.08 

電感( H ) 67.61 56.50 55.44 48.04 41.50 85.39 

         2.圖形 

 

(四)討論︰1.隨著芯數的提高，電並無明顯變化，但電流卻

大幅上升，功率也大幅提高，故可有效提高線圈

的發射功率。 

2.16芯的線圈的功率竟然不如預期，我們觀察後

發現，不同芯數的線圈，在相同的圈數下，繞出來的面積並不相同，線圈會由內

16 芯 30 圈     8 芯 30 圈 

電

功

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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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越繞越大，造成不同的直徑，會影響發射功率效果。 

探討 4、不同圈數的 16芯線圈對發射功率的影響 

(一)目的︰測試不同芯數線圈與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使用 0.3mm的銅線，纏出 16芯交纏導線。 

2.利用此導線分別纏繞不同圈數線圈，測試電壓及電流。 

(三)結果︰1.數據                                               

圈數(圈) 10 15 20 21 22 23 24 25 30 

電壓(V) 4.80 8.00 10.80 11.20 12.40 12.80 12.80 13.20 12.00 

電流(A) 1.04 1.02 1.00 0.98 0.94 0.89 0.82 0.77 0.50 

功率(W) 5.02 8.15 10.82 10.95 11.69 11.39 10.51 10.19 6.00 

頻率(KHz) 44.17 45.87 46.38 46.55 47.98 48.54 48.92 51.12 52.74 

電感( H ) 16.55 27.25 36.98 39.17 43.62 47.17 50.92 53.26 73.03 

         2.圖形 

 

(四)討論︰1.此線圈在 22圈的時候有最大的發射功率。 

2.圈數逐漸提高時，電壓及電感不斷地上升，電流則因電感提高阻抗變大而下降。 

3.將 16芯與 8芯比較，兩者發射功率差不多，但 8芯的線圈體積較小，故選擇用

8芯的線圈。 

 

研究八、接收線圈與功率關係 

探討 1、測試單芯接收線圈功率與垂直距離的關係 

(一)目的︰測試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將振盪器、發射線圈裝置架設完成。 

2.使用 A1330的線圈作為接收線圈。 

電

功

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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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示波器及電流計測試其電壓及電流。 

4.改變兩線圈的垂直距離為 3mm、6mm、…、15mm，重複步驟 1~3。 

(三)結果︰1.數據 

距離(mm) 0 3 6 9 12 15 

電壓(V) 8.3 5.8 4.4 3.2 2.4 1.4 

電流(A) 0.202 0.174 0.09 0.048 0.03 0.01 

功率(W) 1.68 1.01 0.40 0.15 0.07 0.01 

         2.圖形 

   

(四)討論︰1.距離越遠時，電流和電壓越低，大約到 15mm時，電流幾乎量不到。 

         2.以 A1330為接收線圈時，接收功率為 1.68W。 

探討 2、測試單芯接收線圈功率與水平距離的關係 

(一)目的︰測試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將振盪器、發射線圈裝置架設完成。 

2.使用 A1330的線圈作為接收線圈。 

3.利用示波器測試其電壓。 

4.改變兩線圈的水平距離為 0cm、1cm、…、8cm，重複步驟 1~3。 

(三)結果︰1.電壓分布示意圖(如下頁圖) 

 說明：正中央的格子代表兩線圈重合時的接收電壓值，往左一格，代表接收線圈向左邊偏移

1cm所測到的電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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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對照表 

顏色       

電壓範圍(V) 0.0~0.49 0.50~1.50 1.51~2.50 2.51~4.50 4.51~7.00 7.01以上 

 

           2.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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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1.由上面的分布圖可以發現，當兩線圈重合時，可以得到最大的電壓值，偏移的

距離越大時，所得到的電壓也越小。 

         2.由上面的分析圖我們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當接收線圈和發射線圈偏移 4cm

時，電壓值會有一點小小的上升，而且在每一個方向都有這樣的現象產生，而 4cm

也正好是接收線圈的圓心對準發射線圈外圍處的位置。 

探討 3、測試單芯線圈功率與直徑的關係 

(一)目的︰測試發射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將振盪器、發射線圈裝置架設完成。 

2.將接收線圈放置於發射線圈的上方。 

3.利用示波器及電流計測試其電壓及電流。 

4.改變接收線圈直徑為 2cm~7cm，重複步驟 1~3。 

(三)結果︰1.數據                                 紅色數字表示直徑大小(單位：公分) 

編號 A1230 A1330 A1430 A1530 A1630 A1730 

直徑(cm) 2 3 4 5 6 7 

電壓(V) 8.5 8.3 9.3 8.6 8.5 8.2 

電流(A) 0.211 0.202 0.218 0.206 0.202 0.198 

功率(W) 1.79 1.68 2.03 1.77 1.72 1.62 

          2.圖形 

  

(四)討論︰1.直徑 4cm時有較好的接收功率，因此直徑剛好在發射線圈的內外

徑之間，所以有比較好的接收效果。 

         2.本次測試的功率為 2.03W，約提升了 21%的效率。 

 

 

發射線圈 

接收線圈 

直徑 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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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3、測試多芯線圈與功率的關係 

(一)目的︰測試多芯線圈與功率的關係 

(二)步驟︰1.將電路架設完成。 

2.將接收線圈放置於發射線圈的上方。 

3.用示波器及電流計測試其電壓及電流。 

4.改變接收線圈芯數，重複步驟 1~3。 

(三)結果︰1.數據                                              註：D代表多芯纏繞 

編號 D2230 D3230 D4330 D6230 D8230 D16230 

芯數 2 3 4 6 8 16 

電壓(V) 8.20 8.10 8.10 7.80 7.80 7.60 

電流(A) 0.193 0.192 0.211 0.253 0.284 0.262 

功率(W) 1.58 1.56 1.71 1.97 2.22 1.99 

          2.圖形 

  

(四)討論︰1.以 8芯纏繞的線圈作為接收端時，有最好的功率(2.22W)，比原本的 1.68W提升

了約 31%。 

         2.感應線圈輸為交流電，無法直接充電或部分電器使用，必須將其改成直流電。 

研究九、如何將交流電轉成直流電 

探討 1、二極體對電壓的影響 

(一)目的︰測試二極體整流的效果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二極體與接收線圈串聯。 

4.利用示波器測試接收線圈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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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1.示波器分析 

 

 

整流電路 示波器分析 

 2.電路分析 

 

 

 

 

 

 

 

上方電流輸入 下方電流輸入 

(四)討論︰1.二極體整流後，會形成順向較強，逆向較弱的電流，整體來看則是有方向性的

間接式的直流電，但卻也消耗許多的能量。 

探討 2、橋式整流段對電壓的影響 

(一)目的︰測試橋式整流段的整流的效果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橋式整流段與接收線圈串聯。 

4.利用示波器測試接收線圈的波形。 

(三)結果︰1.示波器分析 

 

 
整流電路 示波器分析 

經二極體整流後，有

一半的波被濾掉。 
發射線圈 

接收線圈 

二極體 

+ 

 

 

發射線圈 

接收線圈 

橋式整流段 

+ 

 

 

經橋式整流段整流

後，仍有一些突波。 

無法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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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電路原理 

 

 

 

 

 

 

 

 

上方電流輸入 下方電流輸入 

(四)討論︰1.經橋式整流段作用，到了輸出端時，都可以維持固定方向，形成直流電。 

2.從示波器波形可發現，電壓仍有少許突波。 

探討 3、倍壓式整流電路對電壓的影響 

(一)目的︰測試倍壓式整流電路的整流的效果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 

4.利用示波器測試接收線圈的波形。 

(三)結果︰1. 示波器分析 

  

整流電路 示波器分析 

         2.電路原理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上下振盪只有 0.4V，為

一個穩定的直流電。 

電流流向 

輸 

 

入 

輸 

 

出 

+ 

 

 

+ 

 

 

+ 

 

 

+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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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1.階段一電流從上方流回並對上方的電容進行充電。 

 2.階段二電流從上方輸出，連同電容一起放電，產生增強效果，流到右方，對右

方電容進行充電同時形成輸出。 

 3.階段三電流分兩邊進行，左邊重複階段一，右邊電容則進行放電以維持電流穩

定。 

 4.接著不斷地重複階段二與三，就可提供穩定的直流電輸出。 

 5.電路中的電阻選用高電阻，避免短路，並增強輸出端電流。 

 6.倍壓式整流電路可以得到較穩定且較強的直流電。 

 

研究十、如何加強接收線圈的功率 

探討 1、電組對接收線圈功率的影響 

(一)目的︰測試電阻對接收線圈的影響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 

4.用示波器測試接輸出端的波形，用電流計量電流。 

5.改變電阻大小為 10Ω、100Ω、1KΩ、10KΩ、100KΩ、1MΩ，重複步驟 1~4。 

(三)結果︰1.數據 

電阻之 n值(10nΩ) 1 2 3 4 5 6 

電壓(V) 3.21 5.62 7.80 7.93 8.12 8.65 

電流(A) 0.264 0.284 0.273 0.281 0.301 0.312 

功率(W) 0.85 1.60 2.13 2.23 2.44 2.70 

         2.圖形 

電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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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1.本電路原本是使用 1KΩ的電阻，經測試後發現，電壓會隨著電阻的提升而變大，

電流則沒有太大差別。 

2.經調整後，接收的功率達到 2.70W，比原本的 1.68W提升了 61%。 

 

探討 2、如何加強接收線圈的功率 

(一)目的︰電容對接收線圈功率的影響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 

4.利用示波器測試輸出端的波形，並用電流計測試電流。 

5.改變電容的大小為 0.10 F 、0.15 F 、0.20 F 、0.25 F 、0.30 F 、0.33 F 、

0.40 F 、0.43 F 、0.47 F ，重複步驟 1~4。 

(三)結果︰1.數據 

電容( F ) 0.10 0.15 0.20 0.25 0.30 0.33 0.40 0.43 0.47 

電壓(V) 8.36 8.36 8.36 8.47 8.58 8.47 8.36 8.36 8.36 

電流(A) 0.396 0.426 0.464 0.684 0.772 0.659 0.516 0.503 0.460 

功率(W) 3.31 3.56 3.88 5.79 6.62 5.58 4.31 4.20 3.85 

 

  

電 

功 

率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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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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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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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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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圖形 

    

(四)討論︰1.本電路原是用 0.033 F 的電容，造成的效果並不好，故決定改變電容的大小，

使電路有更好的效果。 

2.根據LC電路的理論，振盪頻率的公式為
LC

f
2

1
 ，接收線圈受發射線圈影響，

頻率約為 45.8KHz，其電感約為 41.50 H ，計算後如下： 

LC
f

2

1
  將數據代入後   

C


6

3

1050.412

1
108.45


 

FFC 


291.01091.2
1050.414108.45

1 7

6262



 


 

當電容 FC 291.0 時，LC電路的頻率會和發射線圈的 45.5KHz相同，這時電容

與線圈間充放電頻率達到一致，效果最好。而實驗結果顯示，當電容為 0.3 F 時

最好，與理論值 0.291 F 幾乎吻合，表示本實驗的電感推導，有相當高的準確度。 

3.接收功率從原本的 1.68W提升至 6.62W，大約提升了 3倍之多。 

探討 3、條狀鋁片板對接收端接收的效果 

(一)目的︰測試條狀反射板對接收線圈的影響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 

4.於發射線圈下方分別放置 3cm X 3cm之條狀鋁板(如圖，由數條鋁片集合而成)。 

5.用示波器測試接輸出端的波形，並用電流計量電流。 

6.改變鋁板大小為 4cm X 4cm、5cm X 5cm、6cm X 6cm、7cm X 7cm、8cm X 8cm、

9cm X 9cm及 10cm X 10cm，重複步驟 1~5。 

電

功

率 

(W) 

10 公分 

10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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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1.數據 

反射板規格 3x3 4x4 5x5 6x6 7x7 8x8 9x9 10x10 

電壓(V) 8.92 9.11 9.56 10.25 12.15 12.21 12.22 12.23 

電流(A) 0.776 0.783 0.792 0.811 0.821 0.836 0.837 0.839 

功率(W) 6.92 7.13 7.57 8.31 9.98 10.21 10.23 10.26 

          2.圖形 

 

(四)討論︰1.電壓、電流及功率在加了鋁片反射後，都有明顯的提升，當鋁片的面積越大時，

得到的效果也越好，但當面積達到一定的大小後，提升的效果也慢慢趨緩。 

探討 4、片狀鋁片板對接收端接收的效果 

(一)目的︰測試條狀反射板對接收線圈的影響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 

4.於發射線圈下方分別放置 3cm X 3cm之片狀(如圖，為一完整鋁片)鋁板。 

5.用示波器測試接輸出端的波形，並用電流計量電流。 

6.改變鋁板大小為 4cm X 4cm、5cm X 5cm、6cm X 6cm、7cm X 7cm、8cm X 8cm、

9cm X 9cm及 10cm X 10cm，重複步驟 1~5。 

(三)結果︰1.數據 

反射板規格 3x3 4x4 5x5 6x6 7x7 8x8 9x9 10x10 

電壓(V) 8.99 9.51 9.96 10.85 12.85 13.29 13.32 13.33 

電流(A) 0.776 0.793 0.822 0.862 0.891 0.916 0.927 0.931 

功率(W) 6.98 7.54 8.19 9.35 11.45 12.17 12.35 12.41 

 

  

10 公分 

10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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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測試 

線圈 

           2.圖形 

  

(四)討論︰1.由上面的結果可知，使用完整的鋁片的效果(最大功率 12.41W)，比使用組合式

鋁片的效果(最大功率 10.26W)更好，但原因不明。 

 2.是否是因為組合式反射面產生了其他的效應呢？為了驗證這個結果，我們繼續

了以下的實驗。 

探討 5、鋁片板兩端感應電壓之影響 

(一)目的︰測試鋁片反射板兩端的感應電壓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 

4.於發射線圈下方分別放置 3cm X 3cm之鋁板。 

5.用示波器測試鋁片兩端的電壓反應(如右圖)。 

6.改變鋁板大小為 4cm X 4cm、5cm X 5cm、6cm X 6cm、7cm X 7cm、8cm X 8cm、

9cm X 9cm及 10cm X 10cm，重複步驟 1~5。 

(三)結果︰1.數據(反射板之感應電壓)                                  單位：伏特 

反射板規格 3x3 4x4 5x5 6x6 7x7 8x8 9x9 10x10 

條狀 1.71 1.77 1.82 1.92 1.95 2.01 2.12 2.15 

片狀 0.12 0.15 0.16 0.17 0.17 0.19 0.21 0.22 

 

  



34 

          2.圖形 

 

(四)討論︰1.由上圖可知，條狀的反射面，就好像是一格一格的線圈，會產生感應電壓，而

消耗了部分的能量。而一整片的鋁片則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產生的感應電壓

十分微小 

 2.由以上的推論可知，利用完整的鋁片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反射效果，而在進行無

線傳輸時，應避免有類似的電路放置在附近，例如麵包板。以免能量遭到消耗。 

 3.由此可知，為了減少電路受到發射線圈的影響，我們可以在電路的前方加裝鋁

片，以免發射線圈的功率過大，造成電路的損壞。 

 

 

研究十一、無線充電的效果 

探討 1、接收線圈可以點亮小燈泡的最長距離 

(一)目的︰測試接收線圈可以點亮小燈泡的最長距離 

(二)步驟︰1.將發射線圈與振盪器連接。 

2.將接收線圈放在發射線圈的上方。 

3.將倍壓式整流電路和接收線圈連接，在輸出端接上 LED燈泡。 

4.分別改變線圈的距離為 0mm、10mm、20mm、...、直到燈泡不亮為止。 

(三)結果︰1.燈泡發亮情形 

            (1)未加反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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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亮 

情 

形 
   

距離 0mm 10mm 20mm 

發 

亮 

情 

形 
   

距離 30mm 40mm 50mm 

            (2)加反射面 

發 

亮 

情 

形 
   

距離 0mm 10mm 20mm 

發 

亮 

情 

形 
   

距離 30mm 40mm 50mm 

發 

亮 

情 

形 

   

距離 60mm 70mm 80mm 

 

(四)討論︰1.當距離越來越遠時，燈泡的亮度會越暗，未加反射面的線圈最大距離可以到 50mm，

但如果加了鋁片，最大距離可以達到 80mm以上。顯示此模組在一段距離內仍然

可以有效地傳送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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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2、接收線圈的充電效果 

(一)目的︰測試接收線圈的充電效果 

(二)步驟︰1.將充電式電容（規格 5.5V、0.1F）和倍壓式整流段串聯。 

2.將線圈和振盪器及整流段連接完成。 

3.利用接收線圈對電容進行 5分鐘的充電。 

(三)結果︰1.圖形 

 

         2.超亮 LED燈發亮情形 

  
充電前 充電 5分鐘後(發亮約 25分 26秒) 

(四)討論︰1.充電的初始階段電流較大，接著就慢慢趨緩，原因是電容一開始就好像沒有電

阻的導線一樣，電流可快速流過，但一段時間後，電容裡面帶了電荷，內部的反

向電壓也越來越大，所以就會造成電流越來越小 

         2.實際充電後的電容進行放電，發現充電 5分鐘的電容，可以讓超亮藍光 LED持續

發亮高達 25分鐘以上，而加了反射鋁板後，放電的時間更高達 35分鐘以上，也

說明了此模組在充電的應用上的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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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交流電可以持續產生感應電流，所以燈泡會一直發亮，直流電則只有一開始具有感應電

流，故無法持續發亮。 

二、為了即時記錄電流變化關係，使用了電流計擷取數據，並利用 Logger Pro3分析軟體，

將電流的情況記錄下來。 

三、我們利用理化實驗常用的打點計時器製造不斷開關的效果，也成功地讓直流電源可以透

過無線的方式，點亮數公分外的 LED燈泡。 

四、振盪電路的頻率過大，已遠遠超過數據機的擷取範圍，所以無法偵測其電壓和波形，因

此我們使用了示波器，以得到更正確的結果。 

五、在嘗試了 NE555、及石英振盪器後，最後找到了簡易的中頻振盪器，有著不錯的振盪效

果(約 56K)，也有較大的電流，形成高發射功率的振盪器。 

六、我們用測到的數據，代入阻抗公式 fLZ 2 ，算出了線圈的電感。從中發現，當線圈繞

得比較密或是半徑比較小時，都會產生比較大的電感。 

七、當線圈的直徑越小時，可以有比較好的振盪功率，而圈數越多時，會造成較大的阻抗，

因此電壓增強，電流下降，大約在 30圈左右會和振盪器得到比較大的功率(7.81W)。 

八、導線截面積越粗的漆包線會得到越好的發射功率(10.38W)，但粗的線圈在振盪電路中會

造成集膚效應，其電流的傳導效果就像中空導線，因此我們選用細漆包線，使集膚效應

的影響減弱。 

九、用多芯的方式直接繞線圈，功率從原本的 4.16W提升至 10.48W，超越了原本的粗線，但

似乎也受到集膚效應的影響，所以功率也無法提升。 

十、我們利用小馬達風扇自製纏線馬達，製作了 2芯、4 芯、6芯、8、及 16芯纏繞的麻花辮

線圈，細線都可以由內繞到外再繞到內。當為 8 芯纏繞時，發射功率可以達到 11.78W，

有最好的發射效果。 

十一、和發射線圈有相同纏繞方式的線圈可以有最好的接收效果，其接收功率從一開始的

1.68W提升至 2.22W，大約提升了 31%。 

十二、為了將接收線圈的交流電轉成直流電，我們找到了倍壓式整流電路，讓直流電的上下



38 

差距只有 0.4V左右。 

十三、我們使用了 101~106Ω的電阻及 0.1 F ~0.47 F 範圍內的電容進行測試，最後發現當電

阻越大功率越高，使用 0.3 F 的電容時，也使接收功率大大提升至 6.62W，約為一開

始(1.68W)的三倍之多。 

十四、為了提升接收的效果，我們使用鋁片來反射發射線圈的電磁波，實驗後發現，越大片

的鋁片有越好的反射效果，且整片式的反射面比組合式的反射面效果更好。原因是組

合式的反射面會損耗部分發射線圈的能量所致。 

十五、充電模組未加裝反射鋁片前，在距離 50mm左右仍然可使 LED燈發亮，而加裝反射鋁片

後，距離則大幅提升至 80mm，顯示其隔空傳輸的效果。 

十六、我們對 0.1F的電容進行 5分鐘的充電後，未加裝反射鋁片的可讓藍光超亮 LED發光

25分鐘之久，而加裝鋁片後，則可以讓藍光超亮 LED發光 35分鐘以上。 

 

 

陸、 未來展望 

    本次的研究成功地利用隨處可得的乾電池進行無線充電，不僅可免去攜帶電線的麻煩，

也可以不受空間的限制，若能應用在醫療產品，如人工心臟的充電，不儘可以減少患者開刀

的次數，也因為是無線充電，沒有線頭外露的問題，又可以大幅提升電路的安全性，所以這

不僅僅是一種噱頭，而是一個十分具有研究價值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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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ct Wireless Transmit for DC Charging 

Taiwan (R.O.C.)YUE-ER HSU 

1  

ABSTRACT 

The efficiency of wireless charging is nowadays still considerably low.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power saving upon 

charging.  Wireless chargers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types of coupled 

resonant and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is 

technically more mature, but it is limited to a relatively short operation 

distance as well.  Frequency regulation is currently not commercially 

available, only to have an advantage of using a feedback system to 

control the transmitter.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difficult to generate a 

sensible current for changing when using a direct current (DC) source.  In 

this project, I found that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wireless chargers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when the power transmission is coupled to the 

following circuits: (1) a customized automatic on-and-off switching 

circuit that repeatedly couple-and-decouple the charger to the DC 

source at a customized frequency for a continuous supply of induction 

current; (2) an oscillation circuit (that converses DC waveform into an AC 

one) coupled to a frequency-matching power amplifier; (3) a multi-core 

receiver coil to avoid skin effect; and (4) a voltage doubler rectifier 

circuit that converts AC power back to DC one at the receive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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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1. The use of radio transmission mode to transmit DC power supply 

various types of electronic products (e.g.: a motor (Model EV), the 

lamp (LED), buzzer, rechargeable batteries, etc. ...) 

2. arrival: non-contact power supply, remote power transmission, multi-

way power transmission reception point use a coil as a transmitting 

antenna to convert DC to AC principle, and use a half-bridge 

converter and a full bridge converter as the transmitter, 

3. Use the full-bridge rectifier which can change AC into DC as a receiver, 

mean while connect a buck converter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current 

supply use. 

4. As for the coil,  use the self-adhesive multi-core coil to reduce the skin 

effect, and to improve the resistance to flow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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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Fig. 1 Wireless power transmission module 

1. Power: DC under 30 volts.  

2. DC to AC inverter: this design.  

3. AC to DC rectifier: this design.  

4. Multi-core coil: multiply cores in series.  

         Fig. 2 The coil            Fig.3.The numbers of core in the coils 

1. The skin effect results in a non-linearly increase of the output power 

with the numbers of core in the coils (Fig.3). 

2. In reducing the capacitor-effect generated between two cores, a thin 

flat-core coil with low resistance should be used (Fig.4). 

3. In reducing the capacitor-effect generated between 

two cores, a thin flat-core coil with low resistance 

should be used (Fig.4). 

 

Fig.4 thin flat core c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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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Full-frequency reflect board 

1. In enhancing the EM wave in the emitting or receiving end, a thin Fe 
Fe3O4 plate (Fig. 5) is attached to one side of the coil. 

2. This plate acts as a reflector, which not only re-direct the EM wave to 

focus on one side of the coil, but also acts as a safety board to circuit.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M wave being absorbed by other 

components i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M wave being absorbed by 

other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Fig.6 Test excessive current 

1. The maximum value galvanometer can detect only up to 0.6A, so I 

change electronic schematic in another way. (Fig.6) 

2. We connect three small resistors in parallel, and series connect one 

with galvanometer, so that it will get 1/3 of total current.  

Inductance on coils 

We need to form current and voltage, and the formula is as follow: 

ZL=2πfL, ZL=inductive reactance, f=frequency, L=inductance 

There is no capacitive reactance so Z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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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A. Resonance capacitor 

Fig.6.Half-bridge converter  

1. The DC current does not continuously generate induce current ,but 

AC does ,so use an automatic switch(like ticker timer or oscillator) to 

change DC into AC  

2. A modified half-bridge converter (Fig.6) is used to transform DC 

signals to AC ones.  The square waves signal is amplified by using two 

coupled transistors. 

Fig. 7. Circuit and output of the full-bridge converter. 

1.  Coupling two separated half-bridge inverters in parallel to form a 

Fig. 6.  The half-bridge 

converter 

Fig. 6.  The 

half-bridge 

converter 

Fig. 7.  

Circuit 

and 

outp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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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bridge converter (Fig.7). 

2. Output powers as well as the range of working frequency were 

found to be largely enhanced, through the increases in the 

adjustable parameters. 

3. A resonant capacitor (marked R in Fig. 7)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ter 

is used to couple the frequency between the transmitter and the 

receiver, for reinforcing the square wave amplitude and for 

resonance receiving. 

4. Transform power of the converter at 32 W with an efficiency of 74% 

can be achieved. 

 

B. Focusing magnetic field 

Fig. 8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s around the coils: without and 

(b) with magnetic condensers. 

1. Using coil diameter: 8 cm 

2. This figure is measured via the coil diameter from the center 

outward. 

3. Magnetic field will quickly dissipate over the coils range    

4. Magnetic field condenser consists of four inter-crossed str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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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d on the back-side of the coil, is used to direct the magnetic 

field onto the center of the device (Fig. 8). 

5. This is found to be capable of increase the working distance of the 

charger by 21%. 

 

C. Optimization 

 Fig. 9. More turns of coils, will obtained higher inductance, and stronger 

power.                                 

Fig. 10. A larger diameter for the coil produces a smaller inductance and 

less power.  A smaller wire for accommodating more turns in the coil is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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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With the Self-adhesive multi-core coils, the thicker the lines, the 

smaller the inductance and power obtained. 

Fig.12 Single-core receives coil horizontal distance and power .When two 

coils match together, I will get more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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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ceiver 

The receiver is in a form of a full-bridge rectifier (Fig. 13). 

1. It can converse AC signals into DC, and 

is capable of coupling its frequency 

to that of the transmitter (Fig.14).  

2. The frequency matching can largely 

improve the power received. 

3. Remarkably, the power transmitted can also be tuned by the 

capacitor used in the circuit. A capacitance of 0.3 μF generates 

maximum power (Fig. 15). 

4. Reduction of the voltage at the receiver end helps to increase the 

current for loading. 

 

 

 

 

 

 

 

Fig. 13 Fig. 14 

Fi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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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pplications 

1. Transmission distance of the induction power can be as far as 20 cm . 

2. It is capable of supply the power needed for a Four-Wheel Drive. 

3. Recharging of a battery at 2.5 V with 100 hmA is feasible.  

4. Capable of lighting up 8 LEDs in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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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wireless chargers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when the power transmission is coupled to: 

1. Customized automatic on-and-off switching circuit, which repeatedly 

couples and decouples the charger to the DC source at a customized 

frequency for a continuous supply of induction current. 

2. An inverter circuit, which converses DC waveform into AC coupled to 

a frequency matching power amplifier. 

3. A self-adhesive multicore receiver coil was used to avoid skin effect. 

4. A full-bridge rectifier circuit that converts AC power back to DC at 

the receiver side. 

5. At last the total; transmit power is29W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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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160042-評語 

本研究自行設計器材，探討電池無線傳輸能量之機制的改進。

過程中若能對理論的探討再深入加強，將可使作品更為完備。 

  

160042-評語 


	封面
	作者簡介
	摘要
	Abstract
	壹、 研究動機
	貳、 研究目的
	參、 研究設備及 器材
	肆、 研究過程、結果及討論
	伍、 結論
	陸、 未來展望
	柒、 參考資料
	英文作品說明書
	ABSTRACT
	OBJECTIVES
	THE DESIG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Conclusions
	References

	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