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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瞭解送風機運轉時空氣流量、壓力、風速及效率之量測、計算，並繪出其性能曲線圖。 

二、 設備: 

1.控制箱、儀表、量測系統 

2.離心式送風機、風管 

三、 實驗步驟: 

1. 檢查阻風錐在全開位置，轉速控制鈕，全壓、動壓計均歸零。 

2. 將電源開關 ON，馬達開關 ON 後，將轉速控制鈕順時方向緩轉至顯示所欲操作之轉 

速。 

3. 待風管內空氣流動穩定後，量取電壓、電流、功率、溫度值，並將皮托管與軸心線

平行下，伸入風管內，依刻度逐次深入，量取全壓、動壓與靜壓值。 

4. 改變阻風錐之位置，進行定轉速下不同流量之實驗。 

5. 改變轉速後，重複 3.~ 4.之步驟。 

6. 實驗全部完成後，將阻風錐回復全開位置，轉速控制鈕歸零，最後馬達 OFF、電源

OFF。 

 

四、 實驗原理: 

1.概說: 

空氣機械依產生空氣之壓力高低可分為風扇、送風機、壓縮機，以及空氣原動機。 

風扇、送風機及壓縮機乃是由外部供給能量給空氣或使氣體體積壓縮而升高其壓力，其作動

原理或機構基本上相似，但是氣體因具有壓縮性(1 大氣壓下，空氣密度約水之 1/800)，故

在壓縮或膨脹時，氣體溫度會發生變化。 

空氣原動機則是將高壓空氣膨脹成低壓狀態，而使空氣中所具有之能量轉換為機械能，如空

氣輪機、氣壓馬達及風車等。 

    2.風機之分類: 

（1）.低壓：(a)風扇：壓力在 0-10kPa，又分成離心式（前向、徑向、後向）、軸流式、

橫流式及斜流式等。(b)送風機：壓力在 10-100kPa，又分成離心式、軸流式、斜流式、旋

轉式（轉子式、螺旋式、輪葉式、擺件式）及渦流式等。 

（2）.高壓：稱為壓縮機，壓力在 100kPa 以上，亦即壓力比 2 以上，又分成離心式、

軸流式、斜流式、旋轉式（轉子式、螺旋式、輪葉式、擺件式）及往復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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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算過程: 

1. 實驗數據: 

     大氣壓力：761.1mmHg     溫度：24.24 C。      日期：104/10/27 

   轉速：1230 RPM   電壓：110 V   電流：4.8A   輸入功率：0.85 kW 

量測點 

靜壓 PS 

(mm液柱) 

總壓 PT 

(mm液柱) 

動壓 PV(=PT-PS) 

(mm液柱) 

1 3.2 15 11.8 

2 3.2 15 11.8 

3 3.1 14 10.9 

4 3 14 11 

5 3 15 12 

6 3.2 15 11.8 

7 3 16 13 

8 3.1 16 12.9 

平均值 3.1 15 11.9 

 

2. 計算過程: 

1.空氣密度: 

)/(189.1
)24.24273(287

8.96.131.761 3m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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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風管內平均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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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總壓空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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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靜壓空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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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算結果: 

項目 
990 

RPM 

1160 

RPM 

1230 

RPM 

1300 

RPM 

1370 

RPM 

1440 

RPM 

1510 

RPM 

1580 

RPM 

1650 

RPM 

1720 

RPM 

平均總壓 PT

（mm液柱） 
8.44 11.8 15 16 18 19.75 21.88 24 25.88 29 

平均靜壓 PS

（mm液柱） 
1.76 2.7 3.1 3.5 4.1 4.68 4.81 5.2 6.125 6.6 

平均動壓 PV

（mm液柱） 
6.68 9.1 11.9 12.5 13.9 15.08 17.06 18.9 19.75 22.4 

空氣密度ρ 

（kg/m3） 
1.189 1.189 1.189 1.189 1.189 1.189 1.189 1.189 1.189 1.189 

平均風速 V

（m/s） 
9.54 11.13 12.73 12.95 13.66 14.33 15.24 16.02 16.4 17.46 

風量 Q

（m3/min） 
40.46 47.18 53.99 54.89 57.9 60.74 64.6 68.04 69.55 74.07 

靜壓空氣動

力 LS（kW) 

0.009

6 
0.017 0.023 0.026 0.032 0.038 0.042 0.048 0.057 0.06 

總壓空氣動

力 LT（kW) 
0.046 0.075 0.109 0.118 0.141 0.162 0.191 0.22 0.243 0.266 

輸入電壓（V） 40 95 110 120 135 145 160 170 180 195 

輸入電流（A） 4 4.5 4.8 5 5.5 5.7 6 6.5 7 7.5 

輸入功率 L

（kW) 
0.45 0.65 0.85 1 1.2 1.4 1.65 1.9 2.15 2.5 

靜壓空氣效

率ηS（％） 
2.1 2.6 2.7 2.6 2.67 2.74 2.54 2.53 2.66 2.4 

總壓空氣效

率ηT（％） 
10.2 11.5 12.8 11.8 11.75 11.5 11.58 11.58 11.2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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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果與討論: 

1.空氣機械運轉時，噪音是一項令人厭煩之伴隨產物，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機械運轉時，會造成噪音的原因即是因為空氣與機械葉片摩擦發岀聲音，轉數

越高，相對來說噪音就越大，還有一點的原因就是空氣機械運轉過程產生振

動，整個機台產生不穩定狀態，就因此原因導致空氣與機械葉片承受不平均的

風壓，這也會產生煩人的噪音。 

2.當在非標準狀態下實驗時，所得到之各種數據、結果應如何去修正為標準狀

態? 

送風機除了特別註明者外，標準狀態下以大氣溫度 20 ﾟ C，絕對壓力 760mmHg，

相對濕度 50%之條件為空氣標準吸氣狀態。此時空氣之密度為 1.2 3/ mkg ，稱此

狀態為 STP。 

藉由標準風量公式: 

)/(189.1
)24.24273(287

8.96.131.761 3mkg
R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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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大氣溫度  PT

:總壓 Pb
:大氣壓力 Q :計算所得之風量) 

3.你在實驗所得到之風量換算為標準狀態是多少? 

min)/(37.53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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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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