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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術規格、創新性) 

 

本發明為一種適用於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之熱工元件整合設計，
其特點乃將燃燒器、重組器及熱交換器整合為一單一元件；其包
括一空氣供應單元、一燃料噴注單元、一多孔性介質燃燒單元、
一點火電極單元、一燃料重組反應單元、一燃料分配單元、一燃
料擴散單元、一燃料供應單元、一燃料預熱單元、一陰極空氣預
熱單元及一陰極熱空氣出口單元所構成。當進行產氫運用時，先
以點火電極單元進行燃燒器之點火，再以天然氣經由燃料噴注單
元與空氣經由空氣供應單元在多孔性介質單元進行混合燃燒，使
燃燒器之燃燒區域發生在多孔性介質單元。經由燃燒後產生之高
溫尾氣首先經由燃料重組反應單元，以提供熱能供燃料重組反應
單元之觸媒進行燃料重組反應，然後，再經由高溫尾氣通道以穿
越燃料擴散單元及燃料分配單元，再進入燃料預熱單元以提供熱
能供燃料進行預熱，燃氣最後可再排至一熱交換器以吸收其餘
熱，使燃燒後之燃氣能充分利用其熱能。而在燃料進入燃燒重組
器進行燃料重組反應時，首先，燃料經由燃料供應單元進入燃料
預熱單元，以吸收高溫尾氣熱能進行燃料預熱，然後，再進入燃
料分配單元使燃料能均勻由燃料分配環噴出，然後，再經由燃料
擴散單元進入燃料重組反應單元，燃料在此經由觸媒吸收高溫尾
氣之大量熱能，以進行燃料重組反應而產生富氫氣體；此富氫氣
體再進入 SOFC 之陽極端進行電化學反應以產生電能。而經由
SOFC 進行電化學反應後之殘餘燃料，再導入燃燒器之燃料噴注
單元然後在多孔性介質燃燒單元進行燃燒反應，以增加系統效率
及減少汙染物之排放。而 SOFC 陰極端所需之空氣，首先進入陰
極空氣預熱單元，以吸收來自燃燒器高溫尾氣及陰極出口之高溫
熱空氣之熱能，以預熱至 SOFC 陰極所需之入口溫度；然後，再
與陽極之富氫氣體在 SOFC 內進行電化學反應，陰極空氣在
SOFC 內將再吸收熱能進而使溫度再提升，然後，再進入陰極熱
空氣出口單元，並提供部份熱能供陰極空氣預熱單元以預熱
新鮮空氣，並達降溫之目的；然後，降溫後之陰極出口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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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入燃燒器內，與來自陽極之殘餘燃料在多孔性介質燃燒單元
進行燃燒反應。藉此，本發明具有結構簡單、操作靈活、增加系
統效率、減少汙染物之排放且設備及操作成本低，明顯具有較大
規模經濟優勢等優點。 

優勢與應用範圍 
(技術競爭力、潛力分

析及應用範圍) 

本發明之特點為將燃燒器、重組器及熱交換器整合為一單一元
件，能使 SOFC 系統更為緻密簡潔，有效減少系統體積進而降低
系統熱散失以提升系統之整體效率，有效提升系統之競爭力。另
本發明之燃燒器為一非預混型設計之多孔性介質燃燒器，不僅能
避免氫氣回火，且當燃料處於貧油區時，火焰亦不易熄火，有利
系統的穩定運作。該專利可用於 SOFC 或其他燃料電池系統，結
合熱電聯產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其效率可大於
80%，且可為住家型或定置型之分散式發電系統，為具彈性、潔
淨且高效率之能源選擇項目，可望日後成為國內新興之綠能產
業。 

 

本研發成果是否得部分申請運用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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