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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電效應的發現 
 
西元1823年，席貝克發現在銅及鉍兩種不同金屬相

接合成的線路上，當兩接點之間的溫度不同時，會產
生電位差而出現電流，引發磁場改變，使指南針偏轉，
這就是「席貝克效應」，也是目前溫差發電的應用原
理。1834年法國製表匠帕帖爾發現，在兩種不同金

屬接合的線路上通入電流，其中一接點會因放熱而使
溫度升高，另一接點則會因吸熱而使溫度降低，這種
「帕帖爾效應」就是熱電致冷模組的工作原理。 
 

 



 以P型半導體材料為例，在有溫差的狀態下，熱端

的多數載子（電洞）有較大的機率由熱端往冷端移
動，整體表現如同電流由熱端流向冷端；同理，N

型半導體上的多數載子（電子）也是一樣的狀況，
當這一對P型及N型半導體材料以導電材料將其串接

後，整體迴路形成電流。簡單來說：利用溫差控制
電子及電洞移動的方向，進而形成電流，此即溫差
發電原理。 







 建國科技大學團隊研發「具抽風與照明功能免插電
的野炊裝置」，用熱電晶片做為廢熱轉換的媒介，
將炭火的熱能轉換為電能，電能儲存到蓄電池內用
來驅動小型抽風機，烤肉時，可一邊將油煙抽離，
避免吸入過多油煙造成身體的不適，還能減少環境
破壞，這項發明為他們贏得一座特別獎。 



 通入一電流後，P型及N型半導體材料內帶有能量的

載子（電子及電洞）均由下往上移動，此帶有能量
的載子累積在上端面，致使上端面溫度升高，即所
謂的熱端；反之，帶有能量的載子（電子及電洞）
均遠離下端面，致使下端面溫度降低，即所謂的冷
端。簡單來說：通入一直流電控制電子及電洞移動
的方向，進而形成溫差，此即熱電致冷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