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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用以發電的避震器，包括：一彈簧；一齒輪組，其包括一直齒輪、一正齒輪、一斜
齒輪、一第一止回斜齒輪及一第二止回斜齒輪，該直齒輪的運動方向與該彈簧的伸縮方

向相同，該直齒輪驅動該正齒輪，該正齒輪再驅動該斜齒輪，而且該第一及該第二止回

斜齒輪具有一第二軸心；以及一發電機，其中，當該彈簧壓縮時，該斜齒輪驅動該第一

止回斜齒輪，該第一止回斜齒輪再驅動該發電機發電，當該彈簧伸長時，該斜齒輪驅動

該第二止回斜齒輪，該第二止回斜齒輪再驅動該發電機發電，且該齒輪組還包括一飛

輪，其裝設於該第二軸心上，俾使該發電機能穩定發電。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避震器，其中該正齒輪與該斜齒輪具有一第一軸心。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避震器，其中當該彈簧壓縮時，該第二止回斜齒輪為空
轉，當該彈簧伸長時，該第一止回斜齒輪為空轉。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避震器，其中該齒輪組及該發電機配置於該彈簧的內部空
間或與該彈簧分離配置。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避震器，其中該齒輪組及該發電機其中之一配置於該彈簧
的內部空間。

6.　一種避震裝置，包括：一彈性元件； 一齒輪組，包括一第一止回斜齒輪及一第二止回斜
齒輪，而且該第一及該第二止回斜齒輪具有一軸心；以及一發電機，其中當該彈性元件

壓縮時，該第一止回斜齒輪驅動該發電機進行發電，當該彈性元件伸長時，該第二止回

斜齒輪驅動該發電機進行發電，且該齒輪組還包括一飛輪，其裝設於該軸心上，俾使該

發電機能穩定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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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的避震裝置，其中該齒輪組還包括一直齒輪、一正齒輪及一
斜齒輪，該彈性元件驅動該直齒輪，該直齒輪驅動該正齒輪，該正齒輪驅動該斜齒輪，

該斜齒輪驅動該第一止回斜齒輪或該第二止回斜齒輪。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的避震裝置，其中該第一及該第二止回斜齒輪各包含一單向
軸承，當該第一止回斜齒輪被驅動時，該第二止回斜齒輪為空轉，當該第二止回斜齒輪

被驅動時，該第一止回斜齒輪為空轉。

9.　一種避震裝置，包括：一往復運動裝置，具有一第一運動方向及一第二運動方向；一齒
輪組裝置，包括一第一止回斜齒輪及一第二止回斜齒輪，且連接該往復運動裝置，而且

該第一及該第二止回斜齒輪具有一軸心；以及一發電裝置，其中，當該往復運動裝置以

該第一運動方向運動時，透過驅動該齒輪組裝置使該發電裝置產生電力，當該往復運動

裝置以該第二運動方向運動時，透過驅動該齒輪組裝置 使該發電裝置產生電力，且該齒
輪組裝置還包括一飛輪，其裝設於該軸心上，俾使該發電裝置能穩定發電。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齒輪組示意圖。
第 2圖(a)及(b)分別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避震器壓縮(a)或伸長(b)時之齒輪運動示意圖。
第 3圖為本發明第一實施例的齒輪組側視圖。
第 4圖(a)為本發明的能量轉換機制之輸出電壓與發電裝置轉速關係圖。
第 4圖(b)為本發明的能量轉換機制之輸出功率與發電裝置轉速關係圖。
第 5圖為本發明之電腦模擬分析之機械模式圖。
第 6圖(a)為本發明物體撞擊避震系統時，模擬能量轉換之時間與 F軸之轉速關係圖。
第 6圖(b)為本發明物體撞擊避震系統時，實作能量轉換之時間與輸出電壓關係圖。
第 7圖(a)至(d)為雙向法、單向法及整流器法在分別調整(a)彈性係數、(b)阻尼比例、(c)物

體落下高度及(d)飛輪 轉動慣量的參數時之能量回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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