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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電氣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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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壓器與整流/變壓器 
 
家電產品常見的變壓器(AC Adaptor)係將 110V或 220V的交流電壓轉換為較小的交
流電壓，整流/變壓器(AC/DC Adaptor)則是除了將電壓變小之外還包括將交流電轉換
為直流電。常見的型式如下： 
 
AC Adaptor  Input:  120 VAC  60 Hz  27 W 
 Output: 12  VAC  1.25 A 
AC/DC Adaptor Input:  110 VAC  60 Hz 
 Output: 12 VDC  800 mA 
 
使用上注意事項： 
� 變壓器無正負極之分 
� 整流/變壓器則需留意正負極。 
 

 
 
 
 
 
 
 
 
 
 
 
 
 
 
 
 
 
 
 
 

  

  

插座內圈為正極，外殼為負極 

插座內圈為負極，外殼為正極 

轉接頭允許直流電源之延伸 

轉接頭反接可轉換插座內圈與外殼之電極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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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電學 
 
(一)、PVIR計算公式 
 
 
 
 
 
 
 
 
 
 
 
 
 
 
 
單位與符號： 

電壓 (V) 伏特 (V)，毫伏特 (mV) 

電流 (I) 安培 (A)，毫安培 (mA) 

電阻 (R) 歐姆 (Ω) 
功率 (P) 瓦特 (W) = 伏特 x 安培 

1 馬力 = 746 瓦 

 
串聯：各段電流不變，各段電壓小於總電壓，各段電阻小於總電阻。  
並聯：各段電壓不變，各段電流小於總電流，各段電阻大於總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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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扇耗電成本 
 

風扇數量 10 
每日操作時數 10 
月操作日數 30 
每度電費 3 元 
耗電量 1度電 =  1 千瓦 x 小時 

 
方法一： 

風扇馬力數 每月電費 
1.0 10 x 10 x 30 x 3 x 1.0 x 746 / 1000 = 6714 元 
1.5 10 x 10 x 30 x 3 x 1.5 x 746 / 1000 = 10071元 
2.0 10 x 10 x 30 x 3 x 2.0 x 746 / 1000 = 13428元 

 
方法二： 

風扇送風量 20000 m3/hr = 5.56 m3/s 
 

風扇效率，m3/s/kW 每月電費 
5 10 x 10 x 30 x 3 x 5.56 / 5 = 10008 元 
6 10 x 10 x 30 x 3 x 5.56 / 6 = 8340 元 
7 10 x 10 x 30 x 3 x 5.56 / 7 = 71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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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培室耗電成本 
 
相關參數如下所示： 
 
組培架每層燈管數量，A 4 支/層 

組培架層數，B 6 層/台 

組培架數量，C 200 台 

 

安定器耗電安培數 0.83  A 

安定器耗電伏特數 110  V 

安定器輸入功率，D 48 W 

安定器功率因數 50 % 

燈管輸出功率 37  W 

 

燈管每日光照時數，E 12  小時/日 

燈管每月光照日數，F 30 日 

電費，G 3 元/度 

 

總燈管數量，W=A x B x C 4800  支 

每支燈管每月耗電量，X = D x E x F   17280 瓦*小時/支 

燈管每月總耗電量，Y = W x X /1000 82944 度 (千瓦*小時) 

燈管每月總耗電費，Z= Y x G 248832 元  

 

結論： 

總耗電成本包括燈管耗電成本、組培室空調冷卻耗電成本與其他耗電成本，假設分

別佔有的比例為75%，20% 與5%。 

 

光照每月總耗電費 (佔75%) 248832 元 

冷卻空調每月總耗電費 (20%) 66355 元 

其他每月耗電費 (5%) 16589 元 

每月總耗電費 (100%) 3317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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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電的低壓電力系統及建築物的接地系統 
 
(一)、台電的低壓電力系統 
 

低壓電力是指 600V 以下之電壓，分交流單相電壓及三相電壓兩

種，電線則有火線(非接地線)及中性線(被接地線)等分別。下圖所示為

二次(低壓)系統之電壓及其應用範圍，由圖可知低壓配電線路之電壓及

負載均因時因地而異。 

 

二次系統之電壓 圖例 應用範圍 

a.120(110)/240(220)V 

 

單相三線式  

郊區 

(住宅區、農村) 

b. 120/208 V 

 

三相四線式 

 

商業地區 

工業地區 

c. 120(110)/240(220)V

 

三相四線式 

住宅、電燈 

用商業地區 

d. 240 (220) V 

 

三相三線式 

 

二次用電 

工業地區 

e. 480(440)V 

 

三相三線式  

二次側工業或 

商業地區，同(b)

f. 265/460 V 

 

三相四線式  

商業、工業地區及

大 公 寓 之 升 降 機

用 

 

(二)、建築物的接地系統 
建築物的接地系統由建築物下方埋設接地金屬 (銅 )連接產生，此為

接地線。接地線的主要功用是為穩定接地電位及導引漏電故障電流，在

低壓用電設備中之電動機外殼及器具不帶電之金屬部份均須接地。若建

築物沒有接地系統，可由金屬自來水管的連接方式替代。 

接地線與被接地線 (中性線 )的區別：在線路正常運轉中，其被接地

線 (中性線 )可能載流，接地線必須不可載流。因此，分電盤內二接地極
板必須區分，二者不可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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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電工儀表 
 
(一)、三用電表 
 

1. 一般指針型三用電表之歸零調整  
2. 交流電壓 ACV 檔 (V 伏特 )之判讀方式  
3. 如何應用交流電壓 ACV 檔量測交流單相電壓及三相電壓  
4. 如何應用交流電壓 ACV 檔量測交流電壓火線 (非接地線 )及地線

(被接地線（中性線）﹑接地線 ) 
5. 直流電壓 DCV 檔 (V 伏特 )之判讀方式  
6. 如何應用直流電壓 DCV 檔量測電池及充電電瓶好壞  
7. 電阻 R 檔 (Ω歐姆 )之判讀方式及歸零調整  
8. 電阻量測值 R=0(短路 )與 R=∞ (斷路 )之意義  
9. 如何應用電阻 R 檔量測控制電路  
 

(二)、驗電起子 
 

1. 驗電起子之判讀方式及規格選用（電壓標示 100V或 200V以上）。 
2. 如何應用驗電起子量測交流電壓火線(非接地線)及地線(被接地線（中性

線）﹑接地線)。 
3. 驗電起子內藏極大電阻 (1MΩ )，所以於人體流通之電流為極

小。 220V/1MΩ=0.22 mA 
 

(三)、相序計 
 

1. 相序計之判讀方式。 
2. 如何應用相序計量測交流三相電源為正相序。 

 
(四)、電流計(勾錶) 
 

1. 電流計之種類：類比式與數位式 
2. 夾式 (勾式 )三用電表電壓及電阻之量測方式  
3. 如何應用夾式 (勾式 )三用電表量測交流電流  

 

五、電線接線方式及絕緣膠帶 
 
(一)、一般常見電線之種類 
 
z 花線：花線是由多根(0.18mm/３０根以上)細小銅線之導體及絕

緣層組成，一般使用在小型電器具之配接線上(如燈具，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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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使用電熱器(如電鍋、電熨斗等…)其容量達５００瓦

以上者，應使用耐熱花線。在永久性分路配線上，不得使用花

線(如室內配線)。花線電壓只適用於 300V 以下之，線路長度不

得超過三公尺。 

z 單心線：單心線又稱實心線，此線是由單一銅線之導體及絕緣

層組成，在低壓室內配線上，其使用線徑不得小於１.６mm(公
厘)。 

z 白扁線：白扁線是由二根單心線及絕緣層組成，一般應用在室

內明配線上。 

z 絞線：絞線是由多根(0.6-3.2mm/７-61 根)單一銅線之導體及絕

緣層組成，絕緣導線線徑在３.２公厘以上者應用絞線，絞線可

應用在較大負載電流場所上，若使用在室內配線上，其線徑不

得小於 2.0mm2。 

z 電纜線：電纜線是由多根(２根以上)絞線及絕緣層組成，一般

可應用在室內外明配線及較差的配線環境上。 

 

(二)、特殊電線顏色代表之意義 
 
z 綠色線：應用在設備﹑器具或配線系統線路接至接地極(接地線)

的導線,為綠色線。 

z 白色線：應用在單相三線電源系統中的被接地線 (中性線 ),為白色

線，一般在系統接地中使用。在三相三線或四線電源系統中，白

色線被設定為 S 相，其中三相四線電源系統中的被接地線 (中性
線 )，亦為白色線。 

z 黑色線：在單相三線電源系統中被設定為第一相非接地線（火

線）。在三相三線或四線電源系統中，黑色線被設定為 T 相。在 C．

T（比流器）配線電路中，其導線為黑色線。  
z 紅色線：在單相三線電源系統中被設定為第二相非接地線（火

線）。在三相三線或四線電源系統中，紅色線被設定為 R 相。在 P．

T（比壓器）配線電路中，其導線為紅色線。  
z 藍色線：在三相三線或四線電源系統中，其黑色線 T 相，亦可

用藍色線替代。 

z 黃色線：在工業配線及交流控制電路中，一般採用黃色線。 

z 其它顏色：除了上述顏色有特定使用範圍外，其它顏色之導線，

在同一管路有多根導線之環境上，較易分辨控制電路及增加工

作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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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線可承受之安全電流 

 
電線收於導線管中，依電線別、導線管材質與同一導管內的導線數目，每條導

線上有不同的安全電流的限制。以下兩個表格所示分別為 PVC管與導線管槽(金屬
管等)適用之安培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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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C(心)電纜線及一般電線在交流單相電壓及三相電壓之配線方式 

 
3C(心 )電纜線內的電線顏色以黑、白、紅三色為主，在主電路配線

中，其電纜線及一般電線的配線排列，是採由左至右或由上至下的方式，

在單相三線 (1Φ 3W)電源系統中的接線顏色順序為黑、白、紅(第一相(火

線)、中性線(被接地線)、第二相(火線))，三相三線(3Φ 3W)電源系統

中的接線顏色順序為紅、白、黑或藍(R 相、S 相、T 相)，一般可由此

原則,簡易判定接戶開關(總開關)上的電源種類。但在負載較大時，所

用較粗之導線，一般以黑色導線配置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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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C(心)電纜線在交流單相電壓 110/220V接地型插座之接線方式 
 
交流單相電壓接地型 110V 專用插座接線方式： 

 

白色線接中性線 (被接地線 )插座插孔 (W)、黑色線接火線插座插

孔、綠色接地線可由紅色線取代，此線接接地線插座插孔 (G)，但在紅

色電線二端必須包紮綠色膠帶(約 2-3 公分寬)，以資識別。 

 
交流單相電壓接地型 220V 專用插座接線方式： 

 

黑色及紅色線各接一火線插座插孔，綠色接地線可由白色線取代，

在白色電線二端必須包紮綠色膠帶(約 2-3 公分寬)，以資識別，此線接

接地線插座插孔 (G)，若插座接線電源無接地線電力系統，則白色線可

改接中性線(被接地線)電力系統，此時白色電線二端不須包紮綠色膠

帶。在冷氣、乾衣機等大型固定器具上，其專用插座必須為一專用分路。  
 

(六)、電線之連接方法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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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壓接套管及端子之應用 
 
應用壓接套管之間接連接法 

 

壓接套管又稱圓袖，係由銅片製成管狀加以鍍鋅而成。如壓接套管

(短型)P5 規格，套管內可放置 1.6mmΦ  × 3 根之導線，壓接套管應以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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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鉗 5.5mm2的齒口壓接，壓接套管(短型)P8 規格，則以壓接鉗 8.0mm2

的齒口壓接，套管內可放置不同規格之導線，壓接套管另一(長型)B5B8
規格，可二端同時壓接。套管壓接完成前，套管一端與導線絕緣皮間約

預留 0.3∼0.5 公分，套管另一端與導線平切，確定後再給予壓接完成，

如下圖。  
 

 
 

壓接端子的應用 

 

導線用壓接端子有 O 型 (閉口 )、Y 型  (開口 ) 及針型三種，其 O 型

端子通常用在綠色接地線接續或其它特殊處所，Y 型端子使用於非綠色

接地線及一般電路接續，針型端子主要用於插孔式開關及插座，壓接端

子與導線的接續以絞線或花線為主，端子上方標示的規格，如為 5.5﹣

5，其第一數字 5.5 表示線徑大小，第二數字 5 係指螺絲直徑大小為

5mm。壓接端子與導線間的壓接方式及其注意事項，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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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閉端端子及螺式接頭 
 

此二者的功用與壓接套管相近，但不須外加纏繞 PVC 絕緣膠帶。閉

端端子套管內，可放置不同規格之導線，此端子與導線間之連接須使用

壓接鉗壓接，螺式接頭則只適用於花線之連接，不須壓接。 

 
(九)、絕緣膠帶顏色代表之意義及纏繞方式 
 

� 綠色膠帶：在一般設備接地場所，必須使用其它導線顏色取代

接地線時，可將其綠色膠帶包紮(約 2-3 公分)在導線二端，以

資識別。綠色接地線連線接點上，不需包紮膠帶。 

� 白色膠帶：在單相三線式 110V/220V 之電壓電源中，其中性

線(被接地線) ，應包紮白色膠帶。 

� 其它顏色：除了上述顏色有特定使用範圍外，其它顏色之膠

帶，皆可使用在所有可能載流之導線上。 

� PVC 膠帶纏繞方式：為覆蓋導線原有之絕緣外皮 1.5cm 以上

繞一圈後，改 45°方向作 1/2 重疊纏繞至另一端掩護絕緣外皮

1.5cm 以上，再折回繞至開始點，如此作四層纏繞，如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