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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g

9800

與CNT

CNT

Fe/SiO2觸媒的奈米碳管產率高達
75% (900 °C)。上層加入沸石後可
提升單壁奈米碳管產率至8.9%。

μ

裝置更可持續高效產電長達12天
(可維持原始電量之83%)

※(新增查核點) 製程放大, 挑戰廢塑膠產單壁奈米碳管
結合程序設計以放大製程，加入Fe到水相環境中合成Fe@UiO-66(Ce)，
測試單壁奈米碳管合成。
※測試並提升混合塑膠廢棄物之產氫效率，並探討反應機制
測試混合塑膠廢棄物產氫效率，除了優化觸媒合成步驟，提升氫氣生產效率之外，
也致力於探討反應機制。
※設計及提升COF 材料產氫之效率，並探討反應機制
考慮COF材料之Band Gap及官能基團，增加光催化產氫之效率及性質。
※再度突破相關自運作環境吸濕產電裝置效能
利用MOF/COF材料設計、及系統參數優化，實現更高產電效能。
※發展3D列印技術，降低製備成本
布局專利，並探討商業商品化潛力。

一

自發性吸濕之可撓式長效清淨能源發電裝置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第I778656號， 2022。(葉禮賢教授)

具高發電效能之可撓性清淨能源發電裝置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第I792342號， 2023。(葉禮賢教授)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之解聚合方法，申請中 (吳嘉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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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應用於電子產品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所，合成含有中孔洞超穩化
沸石之流體化催化裂解觸媒 (1,106,832) (吳嘉文教授)

國家中山科學院，熱塑性推進劑技術開發(1/4)
(3,619,000) (郭紹偉教授)

國家中山科學院，新一代燒蝕複合材料之樹脂與熔融態預浸
布製造技術開發(2/2) (900,000) (郭紹偉教授)

景鴻科技有限公司，開發具高氧化穩定性之二維MXene材料
分散液 (701,000) (葉禮賢教授)

台積電-台大JDP產學計畫 (1,000,000) (闕居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