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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簡介： 

   本實驗室著重於跨尺度材料及工程系統之演算法開發及計算機(電腦)模擬。近年

來，先進的計算機硬體設備以及軟體開發使得多尺度分子模擬計算能夠重現並預測奈

米材料及微工程系統之奇異特性，並且提供系統工程整合一項有力的工具。目前配合

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AI)輔助計算，更能將數值計算的資料應用於複雜系統。 

 我們的研究主題非常多元，例如：固液介面有限元素模擬、微流道生物檢測器開

發、光電超穎材料應用、奈米材料熱力性質模擬以及量子電動力場分子動力學模擬。

雖然本實驗室以計算模擬為主軸。近年來亦發展實驗方法，例如：波浪能擷取設備開

發及機制和石英晶體微天平生化檢測器開發，並與所內及所外實驗室合作，研究成果

均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實驗成果取得國內外專利。 

 

研究主題： 

 分子光譜及化學動力學 

    生物檢測器固液介面之有限元素模擬 

    光電超穎材料之力學應用 

    奈米材料熱力性質模擬 

    量子力場分子動力學模擬 

    波浪能擷取設備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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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的同學，歡迎聯絡我們〜 

 

➢ 固液介面有限元素模擬-打水漂之動力學模擬： 

巨觀流固耦合作用是目前研究的前沿，例如打水漂是平常生活中所能遇見的。本研究

利用有限元素法針對影響彈跳次數的幾項因素作探討，例如：石頭與水面的夾角、速

度與水面的夾角、自轉速度，目標為找到最佳的彈跳次數的影響因子及最佳的彈跳次

數。 

 

↑實驗 

 

↑模擬 

 

➢ 微流道生物檢測器開發: 

近年來，生物醫學及生化檢測技術已進入微奈米尺度，微流體在介觀尺度之動力學與

巨觀尺度有明顯之差異且有新奇的性質，利用有限元素法模擬微流道系統並與實驗結

合，運用這些特性可開發準確又有效率之生物檢測器，例如：毒品快篩檢測等。 

 

  



➢ 光電超穎材料應用: 

光電超穎材料是結合力學與光學的一門前沿技術，由有限元素法模擬各種介質波導的

穩態電磁場，再將表面之電磁場帶入馬克斯威爾應力方程式，求得電磁場施加在波導

表面的應力後，接著對表面應力與該點至中心之距離外積後積分，求得波導的平均力

矩.。我們嘗試改變波導形狀來改變場的分佈，進而改變力量分佈來求得最大力矩之結

構，研究結果發現在波導內有空隙、不對稱及直接受光照面確實可增強力矩，但如果

結構旋轉一圈之平均力矩之最大值又會與固定角度下最大值可能有所不同，而實務上

平均力矩最大化較為重要，最大力矩可以當作初始的推動或是克服較難旋轉的點。 

 

 

 

➢ 量子電動力學於分子動力學之應用： 

在微觀力學中，我們利用量子力學計算方法深入研究分析甲烷、三氟甲烷及二甲醚等

分子系統。利用計算所得到的(粗粒化)分子力場進而模擬介觀的分子力學和動力學方

面的軌跡運動。且配合中子與 X-ray的散射實驗結果，來佐證我們的理論研究。 

 



 

➢ 波浪能擷取設備及機制： 

在波浪能研究方面，波浪發電系統是藉由裝置把波浪能先轉換為機械能(液壓能)，然

後轉成可利用之電能，對實際波浪而言，其能量潛能受到波高、週期所影響。本研究

提出一種增強波浪振幅之方法已期改善能流密度與地形水深之限制，使波浪能的擷取

能更具廣泛性與效率性。此研發成果取得美國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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