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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風扇能源效率測試指引 

一、前言 

產品能源效率的管理與落實，須仰賴公平、客觀、獨立及符合國際規範之認證實驗

室執行，實驗室品質與技術能力之評鑑標準是依據國際標準 ISO/IEC 17025，國內由 TAF

結合專業人力進行實驗室評鑑及認證，提昇實驗室的品質與技術能力，並輔以能力試驗

(proficiency testing)活動來確保實驗室之技術能力保持在一定水準之上。近年來國內推動

許多產品的節能標章認證、MEPS 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措施，由於不同類型產品，

在性能量測技術或方法上有很大的差異，產品型式認定方式，也常因不同產品類型而有

差異，造成在執行產品能效試驗與驗證的過程，對標準規範解釋產生不一致的情形。這

些問題，除了採用前述的國家標準調和修訂與實驗室一致性比對，還需要針對不同類型

產品，依據產品特性及性能測試方法，研提適合國內產品能效試驗與驗證所需之操作手

冊，並定期舉辦能源效率測試方法研討會或一致性會議，提供實驗室人員與 TAF 評審

員在職訓練、加強監督評鑑，以減少實驗室間技術性誤差，確保能源效率管理政策之公

信力，因此建立電風扇驗證要求與指引。 

本(105)年度指定實驗室人員訓練及其所需的操作手冊(指引)，規劃研提的使用能源

設備及器具執行流程如圖 1 所示。今年度公告電風扇節能標章源效率基準修訂版本

(105.02.05 實施)，在風速量測方法上規範更嚴謹的試驗室的環境條件與試驗程序，在能

源效率值的計算上也加上標稱風量的概念。上半年完成能風扇之效率測試方法指定實驗

室人員訓練之操作手冊(指引)，並在 105.01.19 於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所 64 館四樓 405

會議室完成「電風扇效率測試方法指定實驗室人員訓練」與「電扇節能標章能源效率測

試一致性研討會」，針對指定實驗室人員施以訓練，就電風扇能源效率測試方法提出技

術指引，並進行講師和學員雙向溝通。 

 

 

 

 

 

圖 1、能效試驗驗證手冊與實驗室人員訓練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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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風扇能源效率測試指引 

(一) 相關名詞介紹 

我們日生活當中的空氣，或多或少都含有水蒸氣(氣態水)，相對濕度越高，空氣

中所含的水蒸氣就越多，如果透過特殊製程將水蒸氣完全移除，相對濕度即達到 0%，

此時的空氣才算是完全的「乾空氣」(dry air)；當大氣環境同時伴隨液態水(下雨)或固

態冰(下雪)，相對濕度已達到 100%，空氣中水蒸氣的含量不會再提升，水的所有相

(phase)處於平衡狀態，此時稱為飽和(saturation)狀態。大氣壓力或環境溫度改變時，

水蒸氣在空氣中的比率會跟著改變。自然界的相對濕度介於 0%~100%，這種包含水

蒸氣的空氣混合物稱為「濕空氣」(moist air)。乾空氣是由氧氣、氮氣、氬氣、二氧化

碳及其他微量氣體組成，如表 1 所列，在常壓常溫之下，這些個別氣體與乾空氣的

物理特徵，可以使用理想氣體方程式來描述，亦即 

𝑃𝑃𝑃𝑃 = 𝑃𝑃
ρ

= 𝑅𝑅𝑎𝑎𝑇𝑇 (1a) 

𝑃𝑃𝑃𝑃 = 𝑚𝑚𝑅𝑅𝑎𝑎𝑇𝑇 (1b) 

其中 P、v、ρ、T 分別表示空氣的壓力、比容、密度及溫度，比容與密度互為倒

數，V、m 分別表示容積與氣體質量，T 的單位為 K；Ra 表示乾空氣的氣體常數 

𝑅𝑅𝑎𝑎 = 𝑅𝑅
𝑀𝑀𝑎𝑎

= 8314
28.965

= 287 J/(kg-K) (2) 

R 代表萬用氣體常數；R=8,314 J/(kg mole-K)，Ma 代表空氣的莫爾質量 28.965 kg/k 
mole。 

 
表 1、乾空氣的組成 

成分 莫爾質量(M) 容積比率(Volume 
Fraction) 

氧(Oxygen) 32.000 0.2095 

氮(Nitrogen) 28.016 0.7809 
氬(Argon) 39.944 0.0093 

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 

44.010 0.0003 

大氣環境的水蒸氣與乾空氣混和，表現特徵和其他氣體一樣，可以使用前述的理想

氣體方程式來描述，由於水的莫爾質量為 18.015 kg/k mole，因此水的氣體常數 Rv=461.5 
J/(kg-K)，下標 v 代表 vapor。由於大氣中乾空氣的成份，並不會隨大氣壓力與相對濕度

而改變，因此可以視為單一「乾空氣」成份來處理，Ra 為 287 J/(kg-K)；大氣中另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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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為「水蒸氣」(vapor)，當大氣壓力與相對濕度改變時，大氣中水蒸氣的含量就會改

變，濕空氣的特徵(包括密度、熱焓值等)就會改變，因此計算濕空氣的物理性質，可以

將「乾空氣」與「水蒸氣」視為二元混合物(binary mixture)，適用前述的理想氣體方程

式與相關定律，而且符合工程計算上的精度要求。 

1. 理想氣體的特徵 

在 1802 年道耳吞(John Dalton)由實驗發現不引起化學反應之混和氣體，其總壓為

各成分氣體分壓之總和，而提出分壓定律（Law of partial pressure）：定溫下混合氣體

在某一體積內之總壓 P，等於各成分氣體單獨佔有相同體積時，個別壓力之總合，如

下式所列： 

P = P1 + P2 + P3 + ..... (3) 

式中個別氣體之壓力 P1、P2、P3、.......等，稱為各成分氣體之分壓。分壓可視為

各成分氣體單獨在與混合氣體相同之體積及溫度下，對相同空間產生的壓力。例如[範
例一]25℃時 1 公升之真空容器內，若充入 0.005 莫耳之空氣，其壓力為 92.9mmHg；
相同容器，如果單獨充入 0.001 莫耳的水蒸氣，壓力為 18.6mmHg；若將前述空氣與

水蒸氣同時充入相同容器，當溫度不變時，測得其混合壓力為 111.5mmHg，恰等於

兩氣體分壓之和。 

現假定氣體混合物含有某氣體 n1 莫耳，另一氣體 n2 莫耳，第三種氣體 n3 莫耳。

設總體積為 V，溫度為 T，三種氣體視為理想氣體，依理想氣體方程式，可求得其分

壓： 

P1 = 𝑛𝑛1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4) 

P2 = 𝑛𝑛2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5) 

P3 = 𝑛𝑛3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6) 

依道耳吞分壓定律，混合氣體總壓為 

P = 𝑛𝑛1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 𝑛𝑛2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 𝑛𝑛3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7) 

P = (𝑛𝑛1+𝑛𝑛2+𝑛𝑛3)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 𝑛𝑛𝑅𝑅𝑅𝑅
𝑉𝑉

 (8) 

n = 𝑛𝑛1 + 𝑛𝑛2 + 𝑛𝑛3 (9) 

比較分壓與總壓，可得下列關係 

P1 = 𝑛𝑛1
𝑛𝑛

P 、 P2 = 𝑛𝑛2
𝑛𝑛

P 、 P3 = 𝑛𝑛3
𝑛𝑛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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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數 n1/n、n2/n、n3/n 代表在混合氣體中，個別成分莫耳數除以混合氣體總莫

耳數，稱為莫耳分率，常應用於化學及工程計算，以符號 xi 表示。在一系統中所有成

分莫耳分率之總和等於 1，即 

Σx = x1 + x2 + x3 +...= 1 (11) 

故混合氣體各成分之分壓等於莫耳分率乘以總壓 Pi=xiP，亦即 P1=x1P，P2=x2P，
P2=x2P，...。道耳吞分壓定律也可以敘述為：定溫定容下混合氣體中各成分氣體之分

壓與其莫耳分率或莫耳數成正比。以數學式表示即 

𝑃𝑃1
𝑃𝑃2

= 𝑥𝑥1
𝑥𝑥2

= 𝑛𝑛1
𝑛𝑛2

 (12) 

針對濕空氣之混合物分壓組成 

P = P𝑁𝑁2 + PO2 + P𝐶𝐶𝐶𝐶2 + PAr + Pv (13) 

P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P𝑎𝑎 = P𝑁𝑁2 + PO2 + P𝐶𝐶𝐶𝐶2 + PAr (14) 

P = P𝑎𝑎 + Pv (15) 
其中 P 代表大氣壓力、P𝑎𝑎代表空氣的分壓、Pv 代表水蒸氣的分壓，以查詢性質表

為例，一大氣壓力下，溫度 300K(26.85℃)條件下，水的飽和蒸氣壓為 3,531Pa，相對

應水蒸氣的密度ρ=1/v =1/39.13 =0.025556 kg/m3，如果使用理想氣體方程式， 

ρ = 1
𝑣𝑣

= 𝑃𝑃𝑣𝑣
𝑅𝑅𝑣𝑣𝑅𝑅

= 3531
461.5×300

= 0.025504 (16) 

飽和狀態的水蒸氣密度估算值，與文獻的數值相差僅-0.2%，因此在工程計算上已

經具有相當高的精確度，如果是非飽和狀態的水蒸氣(過熱狀態)，採用理想氣體方程

式估算將會更準確。 

 

2. 濕空氣基本參數 

熱力學用以計算濕空氣物理性質的工具，稱為 Psychrometric Chart (中譯為溼度圖、

濕空氣線圖、…)，較常使用的物理參數包括大氣壓力(P)、乾球溫度(Tdb)、濕球溫度

(Twb)、相對濕度、露點溫度、焓值(enthalpy)以及不同壓力與溫度所對應的水蒸氣壓

力[11~13]。以下列舉常用到的濕空氣基本參數： 

(1) 水之飽和蒸氣壓力 

「飽和蒸氣壓」定義為密閉容器內，液體與其蒸氣達平衡時，蒸氣所產生的壓

力。水的飽和蒸氣壓力(Pvs)會隨溫度(T)變化，可以由性質表查得，然而有些溫度點

並未在表列，而且許多量測程序亦須電腦化計算，本文採用國際標準 ISO 5801 或

AMCA 210 的公式，計算水之飽和蒸氣壓力： 

ISO 5801(適用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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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𝑣𝑣𝑣𝑣 = 610.8 + 44.442T + 1.4133T2 + 0.02768T3 + 0.000255667T4 + 0.00000289166T5  (17) 

AMCA 210[9] 
P𝑣𝑣𝑣𝑣 = 692 + 18.6T + 3.25T2 (18) 

為分析簡便，依前論述簡化空氣組成僅包括乾空氣與水蒸氣，如果溫度(T)代
入濕球溫度，可以計算濕空氣混合物的水蒸氣分壓 Pv；如果代入乾球溫度，則得

到水的飽和蒸氣壓 Pvs。以式(17)計算不同溫度下水之飽和蒸氣壓變化曲線，如圖 2

所示，當溫度達到 100℃時，約為 101.35kPa，即為 1 大氣壓力下水的沸點，與教

科書性質表所列數值相差僅-0.02%。 

 
圖 2、水的飽和蒸氣壓隨溫度變化曲線(ISO 5801) 

 

(2) 濕度比(Humidity Ratio) W 定義為水蒸氣的質量除以乾空氣的質量： 

W = 𝑚𝑚𝑣𝑣/𝑚𝑚𝑎𝑎 (19) 

由於  

m𝑣𝑣 = 𝑃𝑃𝑣𝑣𝑉𝑉
𝑅𝑅𝑣𝑣𝑅𝑅

= 𝑃𝑃𝑣𝑣𝑉𝑉𝑀𝑀𝑣𝑣
𝑅𝑅𝑅𝑅

 (20) 

m𝑎𝑎 = 𝑃𝑃𝑎𝑎𝑉𝑉
𝑅𝑅𝑎𝑎𝑅𝑅

= 𝑃𝑃𝑎𝑎𝑉𝑉𝑀𝑀𝑎𝑎
𝑅𝑅𝑅𝑅

 (21) 

因此濕度比 W，可以利用水蒸氣分壓 Pv 與空氣分壓 Pa 計算出來： 

W = 𝑀𝑀𝑣𝑣𝑃𝑃𝑣𝑣
𝑀𝑀𝑎𝑎𝑃𝑃𝑎𝑎

= 18.0153
28.9645

∙ 𝑃𝑃𝑣𝑣
𝑃𝑃𝑎𝑎

= 0.62198 𝑃𝑃𝑣𝑣
𝑃𝑃𝑎𝑎

 (22) 

(3) 相對濕度 

定義為 ∅ = � 𝑥𝑥𝑣𝑣
𝑥𝑥𝑠𝑠𝑎𝑎𝑠𝑠

�
𝑅𝑅,𝑃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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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𝑣𝑣、x𝑣𝑣𝑣𝑣 分別代表在相同乾球溫度 T、大氣壓力 P 條件下，水蒸氣與飽和

水蒸氣的莫耳分率，假設乾空氣的莫耳分率為x𝑎𝑎 ，則x𝑣𝑣 + 𝑥𝑥𝑎𝑎 = 1。由前述道耳吞分

壓定律可以得知， x𝑣𝑣 = 𝑃𝑃𝑣𝑣/𝑃𝑃，假設𝑃𝑃𝑣𝑣𝑣𝑣 代表水蒸氣的飽和蒸汽壓力，則相對濕度的

公式可以改寫為 

∅ = 𝑥𝑥𝑣𝑣
𝑥𝑥𝑣𝑣𝑠𝑠

= 𝑃𝑃𝑣𝑣/𝑃𝑃
𝑃𝑃𝑣𝑣𝑠𝑠/𝑃𝑃

= 𝑃𝑃𝑣𝑣
𝑃𝑃𝑣𝑣𝑠𝑠

 (24) 

亦即相對濕度可以表示為，相同乾球溫度 T、大氣壓力 P 條件下，水蒸氣的分

壓與飽和蒸氣壓力的比值；由此亦可得到相對濕度與濕度比 W 的關係為 

∅ = 𝑊𝑊𝑃𝑃𝑎𝑎
0.62198×𝑃𝑃𝑣𝑣𝑠𝑠

 (25) 

(4) 濕球溫度 

濕空氣的焓值(i)為乾空氣與水蒸氣兩種成份，依其質量比率(濕度比 W)所組成，

即 m𝑎𝑎 × i = m𝑎𝑎 × i𝑎𝑎 + m𝑣𝑣 × i𝑣𝑣(大氣中空氣成份相當穩定，因此 i 以空氣質量為參考

基準)，可表示為 

i = i𝑎𝑎 + W × i𝑣𝑣 (26) 

其中為i𝑎𝑎乾空氣的焓值，i𝑣𝑣為水蒸氣的焓值，以近似解[14]表示為 

i𝑎𝑎 = 1.006𝑇𝑇𝑑𝑑𝑑𝑑 (kJ/kg) (27) 

i𝑣𝑣 = 2501 + 1.805𝑇𝑇𝑑𝑑𝑑𝑑 (kJ/kg) (28) 

因此，濕空氣的焓值可表示為 

i = 1.006T𝑑𝑑𝑑𝑑 + W × (2501 + 1.805T𝑑𝑑𝑑𝑑) (kJ/kg dry air) (29) 

式(27)、(28) Tdb 的單位為℃。乾球溫度就是一般溫度感測器所量到的溫度，而

濕球溫度則是在溫度感測器绑上濕紗布，再泡在一小杯水中，讓水分包裹整個感測

器所組成。由於空氣中的相對溼度小於或等於 100%，以強制氣流通過濕球時，濕

紗的水份會被蒸發，在蒸發的同時將熱量帶走，造成濕球溫度下降，亦即乾、濕球

兩組溫度計讀數相差愈大，水蒸發速率愈快，空氣中的相對溼度則愈小，只要分別

測出乾、濕球溫度，再對照[濕空氣線圖]就可以查出當時的相對濕度。 

乾、濕球溫度量測裝置為能效實驗室必備的，其熱力平衡示意可參考圖 3，由

入口端通過第一支溫度計，假設大氣壓力 P、濕度比 W、乾球溫度 Tdb、空氣焓值

i，空氣通過第二支溫度計之濕棉紗，因為濕球水份蒸發，造成溫度下降達到平衡

狀態下的濕球溫度 Twb，濕空氣的水蒸氣達到飽和狀態，焓值增加至 is*，出口濕度

比為 Ws*。由於整個濕球蒸發過程沒有提供任何能量，水蒸氣增加的焓值是由下方

的水源供應(iw*)，因此依據能量守恆定律，整個系統的焓值變化可以下列公式表示

[14]： 

i + (W𝑣𝑣
∗ − W)i𝑤𝑤∗ = i𝑣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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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𝑤𝑤∗ = 4.186 T𝑤𝑤𝑑𝑑 (kJ/kg dry air) (31) 

W = (2501−2.381𝑅𝑅𝑤𝑤𝑤𝑤)𝑊𝑊𝑠𝑠
∗−1.006(𝑅𝑅𝑑𝑑𝑤𝑤−𝑅𝑅𝑤𝑤𝑤𝑤)

2501+1.805𝑅𝑅𝑑𝑑𝑤𝑤−4.186𝑅𝑅𝑤𝑤𝑤𝑤
 (32) 

式(31)、(32) Tdb、Twb的單位為℃。 

3. 濕空氣性質的計算：  

一般而言，大氣壓力 P 與乾球溫度 Tdb 是直接量測的數據，另外濕空氣的參數--
濕球溫度 Twb、露點溫度 Tdew、濕度比 W、相對濕度∅，只要取得其中一個，其他的

就能由前述 Psychrometrics 的公式計算得到。(i)已取得相對濕度∅，先以 Tdb 計算飽和

蒸汽壓 Pvs，再以式(24)得到水蒸氣分壓 Pv，後續就能直接算出濕度比 W；以式(32)
計算濕球溫度 Twb 時，須利用迭代得到。(ii)如果先得到濕球溫度 Twb 時，以式(32)計
算濕度比 W，以式(15)、式(22)計算水蒸氣分壓 Pv，再計算相對濕度∅。其他參數的

計算法則，請詳閱 ASHRAE Handbook。 

 

圖 3、乾濕球溫度量測裝置與熱力平衡示意圖 

4. 標稱風量的計算 

「電扇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中使用標稱風量來計算能源效率，在

沒有特定環境控制條件下，以國家標準 CNS 547 電扇(桌上型及掛壁型)與 CNS 597(吊
電扇)測試電扇的總風量，並記錄當時候的大氣壓力、環境溫度(即乾球溫度)、濕球溫

度或相對濕度等參數，以這些參數計算標準狀態與量測條件的濕空氣密度，標稱風量

計算如下： 

標稱風量(m3/min)=實測總風量(m3/min)×(量測條件空氣密度/標準狀態空氣密度) (33) 

假設某一穩定環境條件的密閉空間，容積為 V(m3)、大氣壓力 P(Pa)、環境溫度

或乾球溫度 T(單位 K)、濕空氣的總質量 m(=乾空氣質量 ma+水蒸氣質量 mv)，依據密

度ρ 基本定義與理想氣體方程式(1a)來推導： 



8 

 

ρ = 𝑚𝑚
𝑉𝑉

= 𝑚𝑚𝑎𝑎+𝑚𝑚𝑣𝑣
𝑉𝑉

=
𝑃𝑃𝑎𝑎𝑉𝑉
𝑅𝑅𝑎𝑎𝑇𝑇

+𝑃𝑃𝑣𝑣𝑉𝑉𝑅𝑅𝑣𝑣𝑇𝑇

𝑉𝑉
= 𝑃𝑃𝑎𝑎

𝑅𝑅𝑎𝑎𝑅𝑅
+ 𝑃𝑃𝑣𝑣

𝑅𝑅𝑣𝑣𝑅𝑅
  

 = 𝑃𝑃−𝑃𝑃𝑣𝑣
𝑅𝑅𝒂𝒂𝑅𝑅

+
𝑃𝑃𝑣𝑣

𝑅𝑅𝑎𝑎
𝑅𝑅𝑣𝑣

𝑅𝑅𝑎𝑎𝑅𝑅
=

𝑃𝑃𝑎𝑎−�1−
𝑅𝑅𝑎𝑎
𝑅𝑅𝑣𝑣
�𝑃𝑃𝑣𝑣

𝑅𝑅𝑎𝑎𝑅𝑅
= 𝑃𝑃−0.378𝑃𝑃𝑣𝑣

287𝑅𝑅
 (34) 

𝜌𝜌 = 𝑃𝑃−0.378𝑃𝑃𝑣𝑣
287𝑅𝑅

 (35) 

濕空氣密度最後推導出的計算式(35)中，僅包含大氣壓力 P、水蒸氣分壓 Pv、以

及環境溫度 T(單位 K)，與 ISO 5801 第 12.1 節公式一致[10]。許多計算式中溫度單位

的決定，須看公式的原始定義，如果是由理想氣體方程式推衍得到的，絕大部分要換

算為單位 K 的數值，即 T(K)=273.15+t(℃)。 

(二) 電風扇能源效率試驗條件與方法: 

1. 桌上型及掛壁型、立地電扇、自動旋轉吊電扇、箱型電扇及天花板循環扇應

依附件一規定測試。 

2. 吊電扇應依附件二規定測試。 

3. 依附件一或附件二測量各點之風速，如下圖所示 V1、V2、V3…等(單位：m/min)，
並繪製風速曲線。 

4. 風速計讀值出現風速為零時，該點風速 Vn 可以不測定，以其前一測定點之風

速 Vn-1 之 1/3 計，風量之計算至此點為止。 

5. 計算各區間之環狀面積，如下式： 

Kn=π((rn)2-(rn-1)2) 

上式： 

(1) n=1、2、3…。 

(2) r0=0。 

(3) rn=5×n/100 (單位：m，適用附件一)。  

(4) rn=10×n/100 (單位：m，適用附件二)。  

6. 各區間風量 Qn(單位：m3/min)計算如下式： 

Qn=Vn×Kn 

7. 實測總風量為 Q=ΣQn。 

8. 報告須載明試驗過程乾球溫度、相對溼度、大氣壓力及空氣密度之平均值，

並且依據 ANSI/AMCA 210 第 7.2 節或 ISO 5801 第 12.1 節，將實測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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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Q 轉換為標準空氣狀態下(溫度 20℃、氣壓 101.32kPa、相對溼度 75%之

標稱風量值，如下式： 

      標稱風量(m3/min)=實測總風量(m3/min)×(量測條件空氣密度/標準狀態空氣密度) 

 

附件一  

1. 靜止大氣中，將電扇置於長寬為 4.5m×4.5m 且天花板高度為 2.8m~3.5m 之密閉空間

中。  

2. 測試期間除測試儀器及相關支架外，此密閉空間內須淨空。  

3. 電扇扇葉中心與地面距離調整至 1.5m，扇葉中心與左右牆面距離應對稱，扇葉前

緣與背牆面距離 1.2m 以上，其中箱扇電扇與天花板循環扇測量時須將改變風向裝

置拆掉。  

4. 以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使電扇扇葉在不擺動且固定轉向之條件下，以最大速度運

轉 1 小時後開始進行試驗。  

5. 測量電壓範圍：110±1%或 220±2%。  

6. 風量測試應以直徑 10cm 風車型風速計(以下簡稱風速計)測試，測試示意圖如下圖

所示。  

(1) 測試產品扇葉前緣，須與風速計扇葉前緣距離 3 倍產品扇葉直徑。  

(2) 測試產品扇葉之軸心應與風速計扇葉之軸心平行。  

(3) 風速計應以夾具固定，並於產品扇葉軸心左(右)2.5cm 點處開始測量，

並每隔 5cm 測量一次並記錄相關數值，各點測定時間最少 2 分鐘，

各點每隔 20~30 秒取一風速最高值，算出左(右)測定點風速最高值之平

均值為其風速。  

(4) 經前款測試並記錄產品左(右)數值後，以相同方法測試產品右(左)數
值。  

(5) 經前二款所得風速平均值，應對左右各別相同位置再予平均，計算各

點之風速 Vn(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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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 靜止大氣中，將電扇置於長寬為 4.5m×4.5m 且天花板高度為 2.8m~3.5m 之密閉空間

中。  

2. 測試期間除測試儀器及相關支架外，此密閉空間內須淨空。  

3. 扇葉之前緣至屋頂之距離，依出廠時所設定之高度配置。  

4. 以額定電壓及額定頻率，使電扇扇葉在不擺動且固定轉向之條件下，以最大速度運

轉 1 小時後開始進行試驗。  

5. 測量電壓範圍：110±1%或 220±2%。  

6. 風量測試應以直徑 10cm 風車型風速計(以下簡稱風速計)測試，測試示意圖如下圖

所示。  

(1) 測試產品扇葉前緣，須與風速計扇葉前緣距離 1m。  

(2) 測試產品扇葉之軸心應與風速計扇葉之軸心平行。  

(3) 風速計應於產品扇葉軸心左(右)5cm 點處開始測量，並每隔 10cm 測量

一次並記錄相關數值，各點測定時間最少 2 分鐘，各點每隔 20~30 秒
取一風速最高值，算出左(右)測定點風速最高值之平均值為其風速。  

(4) 經前款測試並記錄產品左(右)數值後，以相同方法測試產品右(左)數
值。  

(5) 經前二款所得風速平均值，應對左右各別相同位置再予平均，計算各

點之風速 Vn(n=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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