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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在原油短產與飆漲的時代下，且生質油的發展反造成全球物價急速攀升，能否在最節能

與最具效能理念下，替代電能的來源搜尋與研發成了全球最關心、最迫切的要事。在全球要

事目標下，本研究探討被遺漏的工廠廠房免電力自然通風設備，將其改造成自然風力發電機

組，朝支援都市建築環境照明設備所需的電力進行研究。 

本研究後發現免電力自然通風器發電機頗具可行性，靠著穩定風量讓葉片能順利轉動，

驅動轉磁式發電機產生電力，同時具有原有排熱、排濕氣與通風等功能。並有效解決一般風

力設施受風場限制所造成發電量不穩定的困擾，藉由輕巧風力發電機補助家用太陽能發電組

的供電效能；期盼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發，使其成為都市建築環境電力供應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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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依綠建築建造理念，就是建構一個「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其中「減少建

築物耗能」的明確規定即為本次探討的研究動機，研究如何運用天然的能源，而產生替代的

民生與工業所需能源。 

在我們校園與週遭中，看到了許多工廠屋頂上有著好幾顆像飛碟、陀螺的東西，好奇的

我們馬上請教師長有關這方面的議題，想著「它」只能拿來當作工廠通風系統的用途嗎？ 

本研究在觀察免電力通風器的葉片發現在風速不大的情況下也能夠有穩定地轉動，因此

利用這點，在通風器的軸承組件規劃設計纏繞電線與黏貼磁鐵，靠著基礎物理課程中的相關

電磁知識來改造通風器朝產生電力可行性發始，再探究其發電效能作為研究的方向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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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目的 

 

1.在模擬常態風力實驗下，免電力通風設備改成發電機的可能性。 

2.風速與平行圓周纏繞600匝數線圈及磁鐵數目，對發電量的影響。 

3.在四線圈組下，探討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600、2000匝數線圈與四塊、六塊、八塊磁鐵數對

發電量的影響。 

4.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六組2000匝數線圈與六塊磁鐵數對發電量的影響。 

5.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四組600、2000匝數線圈與八塊磁鐵數加入四個、八個19mm長尾夾對發電量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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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器材與設備 

表 1 器材設備表 

器材、設備名稱 器材、設備圖片 器材、設備名稱 器材、設備圖片 

4吋免電力自然通

風機（材質為尼龍） 

 

 

風速計1台 

 

4吋免電力自然通

風機（材質為白鐵） 

 

鐵剪刀一支 

 

手段式風扇調節器

一座 

 

鍍鐵鐵片2片 

 

鑽孔機一台 

 

卯釘器一支  

 卯釘一盒 

 

線圈ψ0.235mm 

漆包線一卷 

 

捲尺一個 

 

電風扇一台(風源) 

 

強力磁鐵18片 

 

多功能數字型 

三用電壓表一台 

 

19mm長尾夾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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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流程 
 

垂直圓周2000匝 

討論探討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 

網路資料 書籍資料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 

試體製作 

發電試轉與量測 

分析與討論 

結論 

平行圓周600匝 垂直圓周600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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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過程與結果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比較性實驗法進行測試，當風吹過中小型發電機時，藉由葉片配置的強力

磁鐵迴轉與軸承纏繞線圈所切割產生之電磁效應而形成一具中小型發電機，經由三用

電表測出發電量數值透過Microsoft Excel 2003運算分析。 

(一)蒐集資料 

          當我們開始從事研究前，先請教老師有關風力發電發展的相關問題，老師提

供相關的資料與尋求知識的方向，加上我們早先閱讀過風力工程相關文章與物

理課程中攸關發電原理，透過網際瀏覽與書籍了解風切效應相關定義。依據丁

育群 (2000)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就計畫成果報告書所提出有關高雄地區風場之

韋伯機率分佈參數（表2）顯示，高雄地區之平均風速2.0 m/s至3.0 m/s，加上

距地面高度與高空風壓正比的關係，如將風力發電組架設於30呎(9M)以上具有

12mph(5.0 m/s) （聚恆科技），朱佳仁（2006）風工程概論中記載的蒲福風力等

級表（表3）中的3~5級風力常在我們生活環境時常出現，尤其是秋冬季更為

顯著。 

 
 

 

 

 

 

 

 

 

 

 

 

 

 

 

 

 

       

e風向 發生機率(%) 平均風速(m/s) iA  Ui(m/s) 

北北東 9.44 2.4 1.66 3.07 

北東 6.31 1.77 2.09 2.63 

東北東 7.03 1.84 2.12 2.64 

東 3.52 1.89 2.04 2.77 

東南東 2.29 2.86 1.57 3.74 

南東 1.92 3.47 1.43 4.1 

南南東 4.73 3.81 1.92 4.66 

南 4.01 3.07 1.75 3.87 

南南西 2.49 2.7 1.99 3.47 

南西 1.94 2.52 1.78 3.42 

西南西 3.23 2.79 1.68 3.69 

西 5.18 2.81 1.91 3.57 

西北西 10.14 3.42 2.06 4.47 

北西 10.48 3.01 2.14 4.13 

北北西 10.86 2.79 1.94 3.78 

北 12.28 2.49 1.76 3.18 

靜風 416 ﹣ ﹣ ﹣ 

表 2   高雄地區風場之韋伯機率分佈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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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築風場流動圖可發現實際建物周圍的風場行徑有利於本研究所探討的免電

力自然通風發電機組研發後的設置點普及化，其風場流動狀態如圖1~圖8所示

（朱佳仁，2006）。因此本研究的可行性與價值性更有探究之必要。經文獻資料

評估討論，再共同分析岀實驗之方向，展開我們的研究之旅。 

表3   蒲福風力

註：本表截錄至6級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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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依據擬定的研究方向，準備實驗材料與設備，將工廠屋頂排風機內部纏繞線圈、

並裝置強力磁鐵，藉由屋頂外界吹起風時，靠著風力推動排風機之葉片，透過葉

片轉動而讓磁鐵的磁極能瞬間轉換，經由物理冷次定律讓 ψ0.235mm 線圈及

ψ0.295mm 線圈所纏繞線圈切割磁力線產生之電磁效應形成一具中小型發電機，

本研究針對這方向去設計我們的實驗試體如圖9、圖10所示。 

 

 

 

圖 9平行轉軸圓周繞線圈實驗試體示意 圖 10垂直轉軸圓周繞線圈實驗試體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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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試體 

     1.風葉試體製作過程（失敗） 

 

 

 

 

 

研究鐵皮製作旋轉組件，因重量超過預計無法順利於為風速 0.5m/s中運行。 
 

2.轉軸 4英吋管之纏繞電線(如圖 13、圖 21所示) 

本研究採用試體以坊間屋頂型通風器作四塊磁鐵與六塊磁鐵之發電機組作設計與

製作。 
 
 
 
 
 
 
 
 
 
 
 

 
 
 
 
  
 
 
 
 
 
 
 

圖12  自製旋轉風葉 
圖11  剪鐵皮自製旋轉風葉 

圖13  轉軸纏繞線圈 圖14  轉軸纏繞線圈完成品 
圖15  四線圈組基座製作

圖17  四塊600匝與

2000匝線圈成

圖16  四塊600匝與2000匝

線圈纏繞製作 
圖18  四塊600匝與2000匝

線圈成品與基座組合 

圖19  2000匝數線圈與基

座完成品 
圖20  磁鐵設置完成品 圖21  發電機組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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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試體組(如圖 22~圖 24所示)

圖 24四組線圈 2000匝 4@90°

八塊磁鐵八個 19mm長

尾夾試體 

圖 23  四組線圈 600匝 4@90°

八塊磁鐵四個 19mm長

尾夾試體 

圖 22 六組線圈 2000匝

6@60°六塊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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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測試 

(一)實驗一 

風速與平行圓周纏繞線圈及磁鐵數目，對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線圈600匝條件下，四組（4@90°）四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線圈600匝條件下，六組（6@60°）六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測試流程 

在風速增減時分別四塊磁鐵與六塊磁鐵的轉動發電量作測試比較。(如圖25所示) 

 

  

圖 25  四塊與六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測試 

四組（4@90°）四塊磁鐵發電組

六組（6@60°）六塊磁鐵發電組

風速來源與發電組間距2M

 
量測儀器

量測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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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測試數據 

(1)線圈600匝四組（4@90°）四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如表4及圖26所示) 

 

  

 

 

 

 

 

 

 

 

 

 

 

 

 

 

 

(2) 線圈600匝六組（6@60°）六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如表5及圖27所示) 

 

 

 

 

 

 

 

 

 

 

 

 

 

 

 

 

AC量測 風速

(m/s) 瞬間最大發電量(mV) 瞬間最小發電量(mV)

0.5 1.1 0.3 

1.0 1.5 0.5 

1.5 2.4 0.8 

2.0 2.7 1.5 

2.5 3.9 2.3 

3.0 5.2 3.0 

3.5 7.0 4.1 

4.0 7.4 4.3 

4.5 7.8 5.6 

5.0 9.8 5.6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mV) 瞬間最小發電量(mV)

0.5 0.7 0.6 

1.0 2.7 0.9 

1.5 3.5 1.0 

2.0 4.4 1.7 

2.5 10.2 2.1 

3.0 13.2 5.9 

3.5 16.4 7.4 

4.0 19.7 9.3 

4.5 20.4 11.6 

5.0 22.8 14.4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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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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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2 3 4 5 6 7 8 9 10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mV)

瞬間最小發電量
(mV)

 

0

5

10

15

20

25

1 2 3 4 5 6 7 8 9 10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mV)

瞬間最小發電量
(mV)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圖27  600匝數四組六塊磁鐵轉動

測得數據分析圖 

圖26  600匝數四組四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分析圖

表4  600匝四組（4@90°）四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表5  600匝六組（6@60°）六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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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討論 

實驗測試結果發現，平行線組在四塊磁鐵風力發電量與六塊磁鐵在定值風速推

轉均能誘發電力，故第一個研究目的此實驗量測中獲得正向印證。 

從實驗一之測驗過程與數值分析（表 4、表 5），平行線組六塊塊磁鐵風力發電

量與四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兩者，在風速2.0m/s以內所產生的發電量趨於相近，在

2.0~4.0m/s驅動下兩者已有明顯幾近2倍發電量的差距；若風速超過4.0m/s更顯示

出兩者發電有急速攀升趨勢，證明在磁鐵數增加、風速較強時，與發電量成正比。 

在實驗過程發現雖有電量產生但磁通力效能不彰，經由老師指導磁力線與線圈

平行與法拉第定律、弗萊明定則與冷次定律不符，是否因此照成磁通發電效應變

差，此問題也成為本研究實驗二所需探討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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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二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線圈600匝數及磁鐵數目，對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線圈600匝條件下，四組（4@90°）四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線圈600匝條件下，四組（6@60°）六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測試流程 

在風速增減時分別四塊磁鐵與六塊磁鐵的轉動發電量作測試比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1) 線圈600匝四組（4@90°）四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如表6及圖28所示)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V) 瞬間最小發電量(V)頻率(Hz)

0.5 0.000 0.000 0.00 

1.0 0.021 0.002 2.15 

1.5 0.134 0.053 5.69 

2.0 0.252 0.194 15.15 

2.5 0.272 0.184 17.19 

3.0 0.380 0.302 24.61 

3.5 0.444 0.373 32.30 

4.0 0.518 0.389 32.33 

4.5 0.539 0.441 32.47 

5.0 0.674 0.593 33.13 

5.5 0.739 0.616 37.41 

6.0 0.751 0.619 38.55 

表6  600匝數四組（6@60°）四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圖28  600匝數四組四塊磁鐵轉動測得 

數據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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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 2 3 4 5 6 7 8 9 10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V)

瞬間最小發電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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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線圈600匝四組（6@60°）六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如表7及圖29所示)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V) 瞬間最小發電量(V)頻率(Hz)

0.5 0.000 0.000 0.00 

1.0 0.000 0.000 0.00 

1.5 0.000 0.000 0.00 

2.0 0.019 0.001 25.90 

2.5 0.022 0.004 26.70 

3.0 0.032 0.006 30.73 

3.5 0.061 0.029 47.29 

4.0 0.072 0.034 50.60 

4.5 0.072 0.048 53.14 

5.0 0.079 0.050 54.65 

5.5 0.074 0.048 56.65 

6.0 0.085 0.050 55.21 

 

 

4.分析討論 

由表6（圖28）、表7（圖29）之實驗二測試數值檢視，二試體者在風速2.0m/s已經

開始有了明顯的差異，風速趨向穩定提升的同時，運轉的速率也慢慢提升。並從表 5

的數值發現，與垂直圓周線圈600匝四組四塊磁鐵所產生的電壓較實驗一表3平行圓周

線圈 600 匝四組四塊磁鐵所能產生的電壓相差近 300mV 以上，驗證修改線圈纏繞方向

後符合法拉第定律、弗萊明定則與冷次定律，感應發電量增加且穩定。另一重大發現

是兩種實驗試體在頻率也逐漸偏高，代表著試體感應發電設計之可行性的確立。 

在實驗二測試表6的結果可以發現，與垂直圓周線圈600匝四組六塊磁鐵所能產生的

電壓較實驗一表4平行圓周線圈600匝四組六塊磁鐵所能產生的電壓相近似乎產生磁阻

問題，經與老師分析討論後，需得設計六塊磁鐵應對應六組線圈組才能避免磁阻造成

的感應發電功率降低。另外發現線圈 600匝四組六塊磁鐵旋轉較慢是否因重量變重也直

間影響磁效發電量，本研究將於實驗三與實驗四再做確立分析。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圖29  600匝數四組六塊磁鐵AC轉動

測得數據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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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600匝數四組（6@60°）六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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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三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線圈2000匝數及磁鐵數目，對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線圈2000匝條件下，四組（4@90°）四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線圈2000匝條件下，四組（6@60°）六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測試流程 

在風速增減時分別四塊磁鐵與六塊磁鐵的轉動發電量作測試比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1)線圈2000匝四組（4@90°）四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如表8、表9及圖30所示) 

    

 

AC量測 AC量測     

風速

(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V) 

瞬間最小發電量

(V) 

頻率

(Hz)

風速

(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V) 

瞬間最小發電量

(V) 

頻率

(Hz)

0.5 0.004 0.001 0.5 0.5 0.000 0.000 0.00 

1.0 0.349 0.046 1.0 1.0 0.000 0.000 0.00 

1.5 0.760 0.166 1.5 1.5 0.116 0.002 7.50 

2.0 0.914 0.790 2.0 2.0 0.181 0.044 13.61

2.5 1.128 0.952 2.5 2.5 0.268 0.109 21.17

3.0 1.696 1.170 3.0 3.0 0.333 0.127 37.15

3.5 1.753 1.341 3.5 3.5 0.418 0.301 43.10

4.0 1.957 1.404 4.0 4.0 0.474 0.333 46.86

4.5 2.027 1.437 4.5 4.5 0.436 0.311 47.87

5.0 2.160 1.691 5.0 5.0 0.469 0.304 51.62

5.5 2.278 1.820 5.5 5.5 0.485 0.290 52.59

6.0 2.155 2.029 6.0 6.0 0.485 0.386 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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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2000匝四組四塊與四組六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分析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表8 2000匝數四組（4@90°）四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表9  2000匝數四組（6@60°）六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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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討論 

經過實驗三測試表 8、表 9（圖 30）結果發現，2000匝數四組四塊磁鐵與 2000匝

數四組六塊磁鐵的測試結果發現，在風速 3.0m/s ~ 6.0m/s發現四塊磁鐵發電量比六

塊磁鐵發電量有明顯幾近5倍發電量的差距，根據我們研究結果發現四塊磁鐵對四

組線圈切割磁力線產生的對應方法較為正確；二實驗試體在頻率也逐漸升高，代表

著試體感應發電設計的可行性更加提高。 

在表 9數值亦發生如同實驗二的現象，故由實驗二與實驗三證實，六塊磁鐵鄰近

相異極的磁鐵互相抵消產生磁阻降低感應發電效能。經與老師討論，並請教電機科

教師，欲想解決六塊磁鐵感應發電的問題，需將試體的線圈組由四組提升至六組應

該可以解除磁鐵相互抵消，也可同時提升感應發電量。 

同實驗二再度發現礙於六塊磁鐵重量比四塊磁鐵來的重，所以發電量相對的減少

許多，於是將在實驗四增加 600 匝與 2000 匝數的磁鐵感應區域（一樣四組線圈下

增加磁鐵數），藉此證實增加同極磁力是否能增加感應電流的大小，再進一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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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四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線圈600匝數、2000匝數及磁鐵數目，對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線圈600匝條件下，四組（4@90°）八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線圈2000匝條件下，四組（4@90°）八塊磁鐵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測試流程 

在風速增減時分別測試線圈600匝四組（4@90°）八塊磁鐵與線圈2000匝四組（4@90°）

八塊磁鐵時之轉動發電量數值分析比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線圈600匝四組（4@90°）八塊磁鐵與線圈2000匝四組（4@90°）八塊磁鐵風力發

電量(如表10、表11及圖31、圖32所示)。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V) 

瞬間最小發電量

(V) 
頻率(Hz)

0.5 0.000 0.000 0.00 

1.0 0.023 0.001 3.79 

1.5 0.087 0.060 6.93 

2.0 0.128 0.103 8.66 

2.5 0.234 0.204 16.48 

3.0 0.336 0.284 20.44 

3.5 0.349 0.291 24.90 

4.0 0.359 0.280 26.23 

4.5 0.377 0.359 29.23 

5.0 0.436 0.376 32.01 

5.5 0.463 0.395 34.10 

6.0 0.493 0.401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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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600匝數四組八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分析圖 

表10  600匝數四組（4@90°）八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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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討論 

由實驗四與實驗三的數據探討，600匝數四組八塊磁鐵與600匝數四組四塊磁鐵的

感應發電在實質的數據上發現前者並沒有太大的增加感應電壓，但是反而兩者圖表

數據上發現，四組八塊磁鐵的感應電壓穩定增加度比四組四塊磁鐵來的穩定。 

在 2000匝數對四組八塊磁鐵的測試結果發現，4塊磁鐵和八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兩

者在風速1.5m/s以內所產生的發電量趨於相近，風速2.0m/s ~ 6.0m/s發現八塊磁鐵

的發電量比四塊磁鐵發電量兩者已有明顯幾近1.2倍發電量的差距。 

本次試體實驗發現載重確實會影響感應發電效能，但線圈組與磁極磁力增加有著

正相關之趨勢，若將試體尺寸規模改採一般工廠屋頂所裝置的 20吋通風設備，增加

磁力產生的載重問題可以從而解決。為解開六塊磁鐵所產生的磁域相互抵消之問

題，經小組討論決定開發六組線圈2000匝數對應六塊磁鐵之實驗五予以探究。 

 

 

 

 

 

AC量測 
風速

(m/s) 
瞬間最大發電量

(V) 

瞬間最小發電量

(V) 

頻率

(Hz) 

0.5 0.000 0.000 0.00 

1.0 0.000 0.000 0.00 

1.5 0.786 0.199 7.07 

2.0 1.347 0.991 12.23

2.5 1.450 1.080 20.66

3.0 1.871 1.313 29.66

3.5 2.020 1.643 34.97

4.0 2.408 1.922 38.65

4.5 2.307 2.154 39.50

5.0 2.483 2.173 40.23

5.5 2.414 1.976 42.96

6.0 2.411 1.828 45.93

圖32   2000匝數四組八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分析圖

表11  2000匝數四組（4@90°）八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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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五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六組線圈2000匝數及六塊磁鐵數目，對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線圈2000匝條件下，六組線圈組對應六塊磁鐵（6@60°）能否降低磁阻，讓發

電量提昇。 

2.測試流程 

依據測試目標，測試六組線圈 2000 匝六塊磁鐵（6@60°）時的風速作數值分析比

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六組線圈2000匝（6@60°）六塊磁鐵風力發電量(如表12、圖33所示)。 

  

AC量測 風速

(m/s) 
瞬間最大發電量(v)瞬間最小發電量(v)

頻率

(Hz)

0.5 0.307 0.083 3.48

1.0 1.394 0.298 10.40

1.5 1.727 1.512 13.63

2.0 2.055 1.916 16.56

2.5 2.307 2.149 20.45

3.0 2.646 2.488 25.13

3.5 3.236 3.134 30.58

4.0 3.243 3.201 36.70

4.5 3.765 3.422 39.67

5.0 3.832 3.666 43.77

5.5 3.941 3.737 54.46

6.0 3.969 3.743 57.93

  

4.分析討論 

經過實驗五測試表 12 發現 2000 匝數六組六塊磁鐵符合彿萊明定則、法拉第定律與

冷次定律，感應發電量增加且穩定，與2000匝數四組四塊磁鐵有著顯著的發電效能。

實驗試體在頻率較穩定，代表著在2000匝數四組線圈六塊磁鐵試體鄰近磁鐵會互相抵

消感應發電的現像得以改善。 

實驗五測試表12的結果可以發現，2000匝數六組六塊磁鐵所能產生的電壓較實驗四

2000匝數四組六塊磁鐵表大幅的提升，如在風速 2.5m/s 下的最大發電量兩者分為

2.307V與0.268V，由此可證明線組與磁組塊數、磁組設置位置的對應會對感應發電產

生極大的影響。檢討實驗一至實驗五過程發電量有出現起伏稍嫌不穩，上有改進空間，

因此設立實驗六來檢視磁力網的強化是否有助發電量與穩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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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2000匝數六組六塊磁鐵轉動

測得數據分析圖 

表12  2000匝數六組（6@60°）六塊磁鐵轉動測得數據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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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六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四組線圈2000匝數及八塊磁鐵數目，再加四個19mm長尾夾對發

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四組線圈2000匝條件下，四組（4@90°）八塊磁鐵，再加四個19mm長尾夾，在

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在目標(1)下探討加入的四個19mm長尾夾對磁力線增加是否能提供較多的磁力。 

2.測試流程 

依據測試目標，測試六組線圈 2000 匝（4@90°）四塊磁鐵，四個 19mm 長尾夾時

的風速作數值分析比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四組線圈2000匝（4@90°）八塊磁鐵，四個19mm長尾夾風力發電量(如表13、圖

34所示)。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V)瞬間最小發電量(V)頻率(Hz)

0.5 0.000 0.000 0.00 

1.0 0.678 0.203 6.73 

1.5 1.280 1.031 17.79

2.0 1.792 1.232 24.41

2.5 1.810 1.662 25.17

3.0 1.921 1.753 27.97

3.5 2.187 1.916 28.10

4.0 2.416 2.220 34.53

4.5 2.694 2.600 42.06

5.0 2.804 2.634 42.48

5.5 3.097 2.856 45.23

6.0 3.880 3.700 53.63

                

4.分析討論 

經過實驗六測試發現加入四個長尾夾感應發電量在 2.5m/s、4.0m/s 與 5.5m/s 等風速

下與未加長尾夾時之 2000 匝數四組八塊磁鐵相較，數值分別為 1.662~1.810V、

2.220~2.416V 及 2.856~3.097V 對應 1.080~1.450V、1.922~2.408V 及 1.976~2.414V，可明

確地發現最大發電量與最小發電量除功率提升且較為平穩。實驗試體證明長尾夾有連

結磁力線並增強磁場的功能進而提升感應發電效能。為使長尾夾的功能更確立將再實

驗七再次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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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2000匝數四組八塊磁鐵四長尾夾

轉動測得數據分析圖 

表13  2000匝數四組（4@90°）八塊磁鐵四長尾夾轉動測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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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驗七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四組線圈600匝數及八塊磁鐵數目，再加四個19mm長尾夾對

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四組線圈600匝條件下，四組（4@90°）八塊磁鐵，再加四個19mm長尾夾，在

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在目標(1)下探討加入的四個19mm長尾夾對增加磁力線是否能提供較多磁力。 

2.測試流程 

依據測試目標，測試六組線圈600匝（4@90°）四塊磁鐵，四個19mm長尾夾時

的風速作數值分析比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四組線圈 600 匝（4@90°）四塊磁鐵，四個 19mm 長尾夾風力發電量(如表 14、

圖35所示)。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V)瞬間最小發電量(V)頻率(Hz)

0.5 0.000 0.000 0.00 

1.0 0.000 0.000 0.00 

1.5 0.252 0.224 16.56

2.0 0.274 0.225 18.47

2.5 0.304 0.275 22.39

3.0 0.513 0.393 32.75

3.5 0.548 0.446 27.57

4.0 0.563 0.480 45.40

4.5 0.593 0.541 51.64

5.0 0.617 0.586 54.03

5.5 0.660 0.604 56.60

6.0 0.740 0.699 60.61

                

 

4.分析討論 

    經過實驗七測試發現加入四個長尾夾感應發電量在2.5m/s、4.0m/s與5.5m/s等風速

下與未加長尾夾時之 600 匝數四組八塊磁鐵相較，數值分別為 0.275~0.304V、

0.480~0.563V及0.604~0.660V對應0.204~0.234V、0.280~0.359V及0.401~0.463V，亦明

確地發現最大發電量與最小發電量除功率提升且較為平穩。經實驗試體再次證明長

尾夾有建構穩定磁力線並增強磁場的功能進而提升感應發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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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600匝數四組八塊磁鐵四長尾夾轉動測得數據

分析圖 

表14  600匝數四組（4@90°）八塊磁鐵四長尾夾轉動測得數據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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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驗八 

風速與垂直圓周纏繞四組線圈2000匝數及八塊磁鐵數目，再加八個19mm長尾夾對

發電量的影響探討。 

1.測試目標 

(1)四組線圈2000匝條件下，四組（4@90°）八塊磁鐵，再加八個19mm長尾夾，

在風速增減時，最大、小發電量。 

(2)在目標(1)下探討加入的四個19mm長尾夾對增加磁力線是否能提供較多磁力。 

2.測試流程 

依據測試目標，測試六組線圈 2000 匝（4@90°）八塊磁鐵，八個 19mm 長尾夾時

的風速作數值分析比較。(裝置如同實驗一) 

3.測試數據 

四組線圈2000匝（4@90°）八塊磁鐵，八個19mm長尾夾風力發電量(如表15、圖

36所示)。 

  

AC量測 
風速(m/s) 

瞬間最大發電量(V)瞬間最小發電量(V)頻率(Hz)

0.5 0.000 0.000 0.00 

1.0 0.576 0.370 5.98 

1.5 1.215 0.809 16.98

2.0 1.411 1.322 20.36

2.5 1.556 1.476 24.29

3.0 1.916 1.785 26.99

3.5 1.962 1.801 28.06

4.0 2.049 1.823 29.42

4.5 2.158 2.133 32.23

5.0 2.321 2.281 34.73

5.5 2.627 2.566 39.02

6.0 2.776 2.600 41.68

               

 

4.分析討論 

            經過實驗八測試發現加入八個長尾夾感應發電量在2.5m/s、4.0m/s與5.5m/s等風

速下與加入四個長尾夾相較，數值分別為 1.322~1.411V、1.823~2.049V 及

2.566~2.627V對應0.275~0.304V、0.480~0.563V及0.604~0.660V，發現最大發電量與

最小發電量除功率下降，但感應發電仍為平穩，說明著長尾夾具有連結磁力線並

增強磁場的功能進而提升感應發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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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2000匝數四組八塊磁鐵八長尾夾

轉動測得數據分析圖 

表15  2000匝數四組（4@90°）八塊磁鐵八長尾夾轉動測得數據

量測數值記錄以風速定速持續運轉1分鐘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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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本研究發現免電力自然通風器經加入發電裝置，經過實驗一至實驗四的測試與分析，垂

直圓周四組線圈的四組四塊與四組八塊磁鐵在電磁定律下於600匝線圈與2000匝線圈發展出

最有效地發展出感應電壓，並且頻率穩定發展正向確立通風氣加儲發電系統具有可行性與發

展潛能。 

在實驗五解除四組線圈對六塊磁鐵在600匝線圈與2000匝線圈感應發電過程中磁阻所產

生抵消感應發電功率現象，證明無論從理論或坊間發電機馬達構造判讀均屬合理之下，在現

有工廠通風器加諸發電組可於風力的促使下能感應發電。且於線圈組與磁鐵的合理對應組合

才能有效地交感出電流。研究經由 4吋試體管徑而直徑兩端加諸磁鐵的磁力、纏繞線圈阻與

採文具19mm長尾夾來實驗探討免電力自然通風器加諸發電機組之發電，實驗數值與分析足

以證明之。本次研究所發電量不大，但一經試體採用坊間工廠屋頂常用20吋自然通風器進行

改造，在線圈組增加、匝數增加與磁力增強作用下，透過更多、更精確改造的方式，相信應

會有更高的發電效能以供都市建築環境、工廠與交通設施等照明使用，以達到目前全球依據

京都議定書。 

從本研究風力發電機型若更進步研發使電量達到生活環境用電需求，那相較與傳統三片

風葉式由以下之優勢： 

1.不受風源風向的限制、影響電量輸出。 

2.機器成本低，施工易，設備安裝維修費用少。 

3.機件不需現場組立完成機組，維修便利。 

4. 不需要在鄰近海邊或置於高山上。 

5.適合在建築屋頂、公園或交通安全照明等使用(參閱以下示意圖)。 

6.風切無噪音，不會有影響鄰近居民生活起居。 

7.電力供應攻率可逐步改進增加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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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氣 

建築物角隅及侧牆渦流風切效應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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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排煙(蒸汽)管加設中型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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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91201 

優點：1.工廠排氣通風之風力轉輪帶動馬達電樞用以發電，具

              
創意性。 

   2.葉片帶動無風力方向之限制。 

   3.一般高層建築之側面亦可安裝。 

   4.具實用開發之可行性。
 

缺點：作品之電樞構造在不同天候耐久性上，仍有發展之空間。
 

建議：1.作品構造之尺寸與發電量之關係可進行後續之探討。 

   2.與一般三葉式風力發電之
優缺點，可進行比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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