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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來發電 

 

書籍或文章的閱讀動機： 

 

老師在上課時有跟我們介紹過一些常見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像是風力、太陽

能、海洋能、水力、地熱，但是在查找相關文章時，意外被【走路就來電 腳下

的能源】這篇文章的標題吸引，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點進了文章，因為我從來

沒有聽過走路就可以發電這件事，所以非常想了解是如何透過走路來發電，而

且其實走路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事，所以如果能用走路來發電，我認為是能為

環保帶來一定的效果！ 

  

 

獲得書籍或文章啟發的章節內容： 

 

整篇文章中我對是如何讓走路產生電的部分最感到興趣，文章中提到，其實在

我們平常生活中的活動，像是行走、跑、跳或搭乘車子、船或飛機，其實在行

進間都會產生動能，但是這些動能都被浪費掉了。 

但是如果我們能將這些動能，以電能的形式儲存下來，只要在人類繼續活動不

停止的情況下，這些能源也就取之不盡。而且這種能量並不會對環境造成太嚴

重的衝擊，也不會產生多餘的溫室氣體，是非常環保的方式。 

而利用我們平常產生的動能去產生電的方式究有以下這幾種，利用人的步行、

車輛壓過路面等方式，使壓電材料變形，進而產生電動勢來收集電流，這是一

種很新的想法和設計。 

而壓電現象的產生的原理其實就是將具此性質的固體受壓擠、伸張、扭曲或振

動時，使固體內正負電荷分離而產生電壓，因此產生電流來消除此電壓。 

此現象是可逆的。也就是說，壓電材料在外加電場或音波的情況下，會產生伸

縮、扭曲或振動現象。結合壓電現象及逆壓電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應用之

處很多。大者如聲納、電能變換器，小者如吉他上的收音感應器、瓦斯爐點火

器等，可說是無處不在。 

而透過走路來發電則是需要使用能量地板，能量地板是雷德蒙（Elizabeth 

Redmond）2006年在密西根大學念書時，在做畢業論文時產生的一個構想。 

據此，她在 2008年創立能源跳躍公司，來製造及推廣這項產品，自任執行長

（2010~2014年，共 3年 6個月），被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譽為快速

發展的公司。 

雷德蒙所製的能量地板大小為 50平方公分、8.5公分厚，在發展期間得到許多

獎勵。她本人甚至應全球客戶的要求，到處展示產品。能量地板每踏一步可發

Z11 



 

2 
 

電 5瓦，對小型電器的供電非常實用。雷德蒙更利用這個優勢，成立了

coWorkr 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利用壓電板發電，來啟動無線感應器。可隨時偵

測辦公室、工作場所及庫房的各種狀況，也可應用在運輸、建築、衣著、醫藥

等方面。 

 

反思自己的論述或觀點: 

 

讀完文章後，我有去網路上查找相關資料，發現振動能源的採集從西元 2000年

初就已經出現，卻直到近期的技術發展才逐漸商用化。例如利用能源採集技術

開發的建築物自動化感測器已經出現，荷蘭在大樓大廳裝設了發電旋轉門。而

日本在東京地鐵站收票口地板上裝設的壓電地板，是由壓電材料製造而成，可

以收集大量人潮踩踏所產生的地板振動來發電。此外，目前正在發展一種發電

鞋，利用踩踏造成鞋底壓電薄片的振動而發電。我認為如果能將能量地板引進

台灣，並在人流多的地方設置一定能為環境保護帶來一定的效果，我建議能設

在火車站、捷運站、機場，因為這些場所每天都會有大量的人流走動，振動能

源發電帶來的環保效果一定是很可觀的！ 

如果能用我們平常就在做的事去保護地球，我覺得是一件很棒又很方便的事，

而且這是非常簡單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非常希望之後政府也能在台灣設

置一些壓電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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