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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 1 分) 
(  )1.一正弦波之角速度為 314 弧度／秒，則其週期為  (A)0.318 秒 (B)5.15 秒 (C)0.02 秒 (D)0.0167 秒。 
(  )2.磁極數為 24之交流同步發電機，若轉速為每分鐘 250轉，則產生的交流頻率為  (A)50Hz (B)60Hz (C)55Hz 

(D)70Hz。 
(  )3.四極交流同步發電機，一圓周電機角等於  (A)120° (B)270° (C)360° (D)720°。 
(  )4.若增加發電機的極數，且轉速維持不變，則所產生電壓之頻率  (A)降低 (B)降為原來之一半 (C)增加 (D)

維持不變。 
(  )5.同步發電機之速率是由  (A)頻率及極數 (B)負載 (C)電源電壓 (D)直流激磁 所決定。 
(  )6.某 60Hz 的同步發電機，於正常運用期間，其原動機之制速器突然失靈，致使轉速上升 5%，則此時發電機

之發電頻率應為  (A)57Hz (B)60Hz (C)63Hz (D)30Hz。 
(  )7.6 極，50Hz，同步發電機之轉速為  (A)300rpm (B)400rpm (C)500rpm (D)1000rpm。 
(  )8.有一同步發電機，其每相之線圈數為 128 匝，繞組因數為 0.949，Y 連接，頻率為 50Hz，轉速為 375rpm，

如欲額定電壓為 6.7kV，則每極所應有之磁通為  (A)0.008Wb (B)0.262Wb (C)0.143Wb (D)0.002Wb。 
(  )9.三相同步發電機，各相電源相角差為  (A)60 度 (B)90 度 (C)120 度 (D)180 度。 
(  )10.三相交流發電機其各相電壓之相量圖如圖所示，若接成如圖 ca ′之間電壓為 

    
(A) °∠60100  (B) °∠60173  (C) °∠30200  (D) °∠60200  

(  )11.有單相六極全節距繞組之交流同步發電機，每極有 10 槽，每槽有 20 根導體，則每相每極串聯之繞組導體

數為  (A)200 根 (B)100 根 (C)1200 根 (D)600 根。 
(  )12.有單相六極全節距繞組之交流同步發電機，每極有 10 槽，每槽有 20 根導體，改為三相六極，則每相串聯

導體之匝數為  (A)200 匝 (B)400 匝 (C)600 匝 (D)1200 匝。 
(  )13.有一部 20 極之三相同步發電機，每相每極有 4 槽，每槽的導體數為 6 根，則每相之匝數為  (A)192 匝 (B)96

匝 (C)240 匝 (D)120 匝。 
(  )14.三相 Y 接線、2300V、1750kVA 的交流同步發電機，其額定電流為  (A)759A (B)439A (C)252A 

(D)132A。 
(  )15.三相 Y 接線、2300V、1750kVA 的交流同步發電機，其每相電壓為  (A)2300V (B)1650V (C)1328V 

(D)1120V。 
(  )16.設有P極之交流同步發電機，每極磁通量為ψ，每相串聯導體數為Z，分佈因數為kd，節距因數為kp/，欲產

生頻率為f時，則每相感應電勢之有效值為  (A) φZfkk pd22.2
1

 (B) φZfPkk dp22.2
1

 (C) φπ Zfkk dp2
 (D)

PZfkk dp φπ
2

 

(  )17.一電機每極有 18 槽，線圈兩邊各在 1 與 16 號槽中，其基本諧波之節距因數為  (A)cos60° (B)sin60° 

(C)sin75° (D)cos75°。 
(  )18.分佈因數為 0.96，節距因數為 0.985 則繞組因數為  (A)0.938 (B)0.926 (C)0.9456 (D)0.9572。 

(  )19.某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有 8 極，電樞有 120 槽，則其分佈因數為  (A)
°
°

6sin3
30sin

 (B)
°
°

6sin5
60sin

 (C)
°6sin10

1
 (D)

°6sin5
1  

(  )20.某三相四極 36 槽之交流同步發電機，其線圈節距為
9
8
，且採用分佈繞組，試問下列何者正確  (A)分佈因

數
°×

°
=

10sin3
30sin

dK  (B)節距因數Kp=cos20° (C)節距因數Kp=sin40° (D)分佈因數
°

°×
=

30
10sin3

dK  

(  )21.有一三相繞組同步發電機，每極有 6 槽，則 m 為  (A)4 槽 (B)6 槽 (C)8 槽 (D)2 槽。 
(  )22.有一三相繞組同步發電機，每極有 6 槽，則α角度為  (A)15° (B)30° (C)45° (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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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有一三相繞組同步發電機，每極有 6 槽，則分佈因素Kd為  (A)0.707 (B)0.866 (C)0.924 (D)0.966。 

(  )24.有一三相同步發電機為 8 極、72 槽、雙層繞組，若線圈節距為
6
5
，則繞組因數為  (A)0.927 (B)0.976 

(C)0.873 (D)0.741。 
(  )25.交流三相繞組中，部分節距線圈之感應電勢與全節距線圈感應電勢之比值稱為  (A)帶幅因數 (B)節距因

數 (C)波形因數 (D)功率因數。 
(  )26.對於同步發電機，使用分佈繞組之優點，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充分利用鐵心 (B)提高銅線電流密度 (C)

減少自感 (D)增加感應電勢。 

(  )27.欲消除第三次諧波電壓對電路之影響，在同步發電機中，其線圈繞組之節距可採用  (A) π
4
3

 (B) π
3
2

 (C)

2
π

 (D)π  

(  )28.假設某交流同步發電機之定子有 12 槽，每槽有兩線圈邊，如將定子設計為三相四極繞組，則相鄰兩槽間之

相角差應為若干電機角  (A)15° (B)30° (C)45° (D)60°。 
(  )29.三相同步發電機電樞繞組感應電勢之三次諧波電壓，每相相角差幾度  (A)0° (B)30° (C)60° (D)120°。 
(  )30.某三相四極交流電機有 36 槽，則其每相每極之槽數為  (A)12 槽 (B)9 槽 (C)6 槽 (D)3 槽。 
(  )31.交流同步發電機採短節距繞之優點為  (A)改善電勢波形 (B)增加成本 (C)增大感應電勢 (D)改善換

向。 
(  )32.有一單相交流同步發電機，每極之磁通量為 0.01 韋伯，導體數為 100 根，則f=50Hz，Kd=0.966，Kp=0.958

時，其感應電勢為  (A)112.4V (B)105.8V (C)102.7V (D)100V。 
(  )33.有 125kVA、400V、375rpm、50Hz 之三相 Y 接同步發電機，其極數及滿載電流分別為  (A)8 極，180.4A 

(B)8 極，90.2A (C)16 極，180.4A (D)16 極，90.2A。 
(  )34.交流三相繞組中，若線圈採 5/6 節距，則節距因數為  (A)0.5 (B)0.707 (C)0.866 (D)0.966。 
(  )35.交流三相繞組中，若線圈採 5/6 節距，則第三諧波之Kp為  (A)0.5 (B)0.6 (C)0.7 (D)0.866。 
(  )36.定部 72 槽，欲繞成 3 相 6 極交流同步發電機時，A 相始端在第一槽，B 相之始端應在  (A)4 槽 (B)5 槽 (C)6

槽 (D)9 槽。 
(  )37.某三相交流發電機，線圈節距為 8/9，則其節距因數為  (A)cos160° (B)sin160° (C)cos10° (D)sin10°。 
(  )38.同步發電機之電樞繞組一般採用  (A)單層分數槽短節距繞組 (B)單層分數槽全節距繞組 (C)雙層整數槽

全節距繞組 (D)雙層分數槽短節距繞組。 
(  )39.分佈繞組之優點為  (A)改善波形，散熱好，效率高 (B)增加容量，散熱好，省材料 (C)改善波形，增加

容量，絕緣容易 (D)改善波形，散熱好，增加容量。 
(  )40.一同步發電機線圈節距為 4/5，每根導體之感應電勢為 1V，則每匝之感應電勢為  (A)2V (B)1.902V 

(C)1.862V (D)1.732V。 
(  )41.下列何者不是短節距繞組之特性  (A)減少三次諧波 (B)線圈節距等於一個極距 (C)減少感應電勢 (D)

減少線圈末端連接線。 
(  )42.交流同步發電機採用分佈繞組是為了  (A)增加容量 (B)提高電壓 (C)改善功率因數 (D)減少三次諧

波。 
(  )43.改善同步發電機電壓波形，其可能的方法在下列敘述中那一項錯誤  (A)調整磁極面與電樞間之氣隙長度 

(B)使用短節距線圈 (C)使用分佈繞組 (D)加裝阻尼繞組。 
(  )44.對一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調整原動機之轉速可使發電機輸出頻率改變 (B)調整發

電機之激磁電流可使發電機輸出電壓改變 (C)發電機電樞繞組可接成 Y 接及△接 (D)發電機電樞繞組不

論接成 Y 接或△接時，其輸出電壓不變。 
(  )45.水力發電廠之發電機為  (A)兩極圓柱形轉子同步發電機 (B)多極圓柱形轉子同步發電機 (C)多極凸極形

轉子同步發電機 (D)兩極凸極形轉子同步發電機。 
(  )46.同步發電機若為高轉速者，其轉部常是  (A)直徑較大，而長度頗短 (B)直徑較大，而長度頗長 (C)直徑

較小，而長度頗短 (D)直徑較小，而長度頗長。 
(  )47.同步發電機若為低轉速者，其轉部常是  (A)直徑較大，而長度較短 (B)直徑較大，而長度頗長 (C)直徑

較小，而長度頗短 (D)直徑較小，而長度頗長。 
(  )48.圓柱形轉子，若採用平行槽，則適合於製造  (A)多極 (B)二極 (C)四極 (D)單極 旋轉磁場的發電機。 
(  )49.同步發電機若為低轉速者，其轉部多採用  (A)圓柱形 (B)凹極形 (C)凸極形 (D)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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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圓柱形同步發電機之電勢波形較凸極形者為  (A)差 (B)佳 (C)一樣 (D)無法比較。 
(  )51.交流同步發電機若為高轉速者，其轉部多採用  (A)凸極形 (B)圓柱形 (C)凹極形 (D)不一定。 
(  )52.交流同步發電機之磁場繞組，係用  (A)交流激磁 (B)先以交流激磁再以直流激磁 (C)先以直流激磁再以

交流激磁 (D)直流激磁。 
(  )53.交流同步發電機採用旋轉磁場式其主要原因為  (A)絕緣容易，可提高電壓 (B)可改善波形 (C)消除電樞

反應 (D)可增加磁通。 
(  )54.高速大容量同步發電機，其轉部常採用何種冷卻方式  (A)空氣冷卻式 (B)水冷卻式 (C)油冷卻式 (D)

氫氣冷卻式。 
(  )55.欲得高頻率則應使用下列何種型式的同步發電機  (A)轉電式 (B)轉磁式 (C)感應式 (D)永久磁場型。 
(  )56.汽輪發電機之速率比水輪發電機者為  (A)高 (B)低 (C)相同 (D)不一定。 
(  )57.大容量水輪式同步發電機，電樞繞組冷卻方式為  (A)油冷卻 (B)氫氣冷卻 (C)水冷卻 (D)空氣冷卻。 
(  )58.水輪發電機之轉軸依裝置方式大多採用  (A)水平式 (B)直立式 (C)倒立式 (D)以上皆非。 
(  )59.同步發電機大多採用  (A)旋轉磁場式 (B)旋轉電樞式 (C)二者皆旋轉 (D)二者皆靜止。 
(  )60.下列何種電機直流激磁產生之主磁場置於轉子  (A)直流發電機 (B)直流電動機 (C)感應電動機 (D)同

步發電機。 
(  )61.旋轉電樞式同步發電機僅適用於  (A)高電壓 (B)大電流 (C)高電壓、小電流 (D)低電壓之中小型發電

機。 
(  )62.於交流同步發電機中，若電樞靜定而磁場旋轉，則電樞磁通勢係  (A)靜定 (B)與磁場作同步之旋轉 (C)

與磁場作非同步旋轉 (D)以上皆非。 
(  )63.水輪交流同步發電機的轉子，其轉速常在  (A)200～800rpm (B)1000～1500rpm (C)1600～2000rpm (D)

以上皆非。 
(  )64.供電中的交流同步發電機，其追逐現象發生於  (A)輕載時 (B)重載時 (C)負載急劇變化時 (D)負載功率

因數高時。 
(  )65.有一同步發電機其極數為 12，感應電壓之頻率為 60Hz，則其同步轉速之角速度ω為多少 rad/sec(弧度／秒)  

(A)600 (B)314 (C)628 (D)62.8。 
(  )66.對一般直流電機而言，電機角度等於幾倍機械角度，若 P 為電機磁極數  (A)P/2 (B)P/4 (C)P (D)2P  
(  )67.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同步發電機之轉子速率與定子繞組所產生旋轉磁場同步 (B)感應電動機轉子速率

一定遠高於定子的旋轉磁場速率 (C)同步電機的轉差率 S 約等於 0 (D)一般而言，旋轉磁場型同步發電機

電樞為靜止。 
(  )68.一部 12 極同步發電機，若感應電壓的頻率為 60Hz，則同步轉速為多少 rpm  (A)5 (B)20 (C)600 

(D)720。 
(  )69.同步發電機的電樞繞組原為短節距繞組，若不改變線圈匝數，且改採全節距繞組方式，則其特點為何？  (A)

可以改善感應電勢的波形 (B)感應電勢較高 (C)可節省末端連接線 (D)導體間互感較小。 
(  )70.有一台三相、四極、Y接的同步發電機，電樞繞組每相匝數為50匝，每極磁通量為0.02韋伯，轉速為1500rpm，

若感應電勢為正弦波，則每相感應電勢有效值為何？  (A)200V (B)222V (C)240V (D)384V。 
(  )71.火力發電廠的發電機組，主要是採用下列何種電機？  (A)感應機 (B)同步機 (C)直流機 (D)步進電機。 
(  )72.同步發電機中，若每相的電樞電流和感應電勢同相，其電樞反應的結果，會產生  (A)交磁效應 (B)增磁

效應 (C)去磁效應 (D)以上皆有。 
(  )73.在交流同步發電機中，若每相之電樞感應電勢滯後電樞電流 90°時，其電樞磁通勢在產生電樞反應時，會有  

(A)去磁效應 (B)增磁效應 (C)交磁效應 (D)去磁及交磁效應。 
(  )74.同步發電機，若 cosθ<1 且滯後時，其電樞反應的效應將為  (A)去磁效應 (B)交磁效應 (C)去磁與交磁

效應 (D)增磁與交磁效應。 
(  )75.同步發電機之電樞反應和電樞電流  (A)大小無關 (B)相位有關 (C)大小及相位有關 (D)大小及相位均

無關。 
(  )76.同步發電機電樞反應的性質與負載的功率因數  (A)完全無關 (B)有關 (C)不一定 (D)以上皆非。 
(  )77.交流發電機電樞槽內的導體，若增加為原來的 2 倍，而其他條件均相同，則其電樞漏磁電抗  (A)變為原來

的 4 倍 (B)變為原來的 2 倍 (C)變為原來的 1/4 倍 (D)變為原來的 1/2 倍。 
(  )78.同步發電機電樞槽為狹而深者，其電樞漏磁電抗比闊而淺之槽者為  (A)大 (B)小 (C)相同 (D)不一定。 
(  )79.同步發電機電樞漏磁電抗，在其他情形均不變下，則高頻率發電機之電樞漏磁電抗比低頻率發電機者為  (A)

大 (B)小 (C)相同 (D)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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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將同步電抗與電樞有效電阻合併稱為  (A)電樞電阻 (B)電樞電抗 (C)同步阻抗 (D)電樞阻抗。 
(  )81.交流同步發電機之假想電樞反應電抗與電樞漏磁電抗之和稱為  (A)同步電抗 (B)同步阻抗 (C)電樞電抗 

(D)以上皆非。 
(  )82.同步發電機之端電壓與感應電勢間的夾角，稱為  (A)負載角 (B)功率因數角 (C)內相角 (D)轉矩角。 
(  )83.同步發電機之負載電流與端電壓間的夾角，稱為  (A)負載角 (B)功率因數角 (C)內相角 (D)以上皆非。 
(  )84.同步發電機之負載電流與感應電勢間的夾角，稱為  (A)負載角 (B)功率因數角 (C)內相角 (D)以上皆

非。 
(  )85.交流同步發電機的無載飽和特性曲線，在磁場沒有飽和時，是一條  (A)拋物線 (B)直線 (C)漸近線 (D)

雙曲線。 
(  )86.交流同步發電機的短路特性曲線，在激磁電流很大的時候，是一條  (A)直線 (B)拋物線 (C)漸近線 (D)

雙曲線。 
(  )87.交流同步發電機的短路特性曲線，在激磁電流很大的時候，是因為當時發電機的反應具有何種效應的緣故  

(A)交磁效應 (B)增磁效應 (C)去磁效應 (D)以上皆非。 
(  )88.繪製同步發電機之“短路特性曲線”時，通常其橫座標為激磁電流，則縱座標為  (A)端電壓 (B)電樞電

流 (C)電功率 (D)感應電勢。 
(  )89.三相Y接交流同步發電機的額定電壓Vn伏特，額定電流為In安培，額定輸出Pn仟伏安，同步阻抗為Zs歐姆；

則該機之額定電流In安培，應為  (A)
n

n

V
P 310−×

 (B)
n

n

V
P
3

 (C)
n

n

V
P

3
103×

 (D)

3

103

n

n
V

P ×  

(  )90.三相Y接交流同步發電機的額定電壓Vn伏特，額定電流為In安培，額定輸出Pn仟伏安，同步阻抗為Zs歐姆，

則該機之同步阻抗百分值Zs(%)，應為  (A) %100×
n

sn

P
ZI

 (B) %100

3

×
n

sn

V
ZI

 (C) %100×
n

sn

V
ZI

 (D)

%100
3

×
n

sn

V
ZI  

(  )91.一 200V、3kVA、60Hz 之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當無載端電壓為 200V 時，測得激磁電流為 1.6A，又於額

定電樞電流 8.66A 之短路電流時，測得激磁電流為 1.28A，則此發電機同步阻抗的標么值為多少  (A)0.66 

(B)0.8 (C)1.25 (D)1.5。 
(  )92.某三相，Y 接同步發電機，當激磁電流為 1.2A 時之無載電壓為 100V，短路時之電流為 12A，則此時同步

發電機之同步阻抗，應為  (A)6.37Ω (B)5.16Ω (C)3.72Ω (D)4.81Ω。 
(  )93.一部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容量為 5000kVA，額定電壓為 6600V，則其額定電流為  (A)757.5 安培 (B)437.4

安培 (C)75.7 安培 (D)43.7 安培。 
(  )94.在三相交流發電機中，採用△型連接，計算出的同步阻抗，同步電抗及有效電阻，為採用 Y 型連接時之  (A)2

倍 (B)3 倍 (C)1/3 倍 (D) 3 倍。 

(  )95.如下所列試驗，何者可求得同步發電機的短路比  (A)開路試驗與相位特性試驗 (B)開路試驗與短路試驗 

(C)負載試驗與相位特性試驗 (D)負載試驗與短路試驗。 
(  )96.短路比Ks等於  (A)同步阻抗 (B)百分率同步阻抗之倒數 (C)同步阻抗之倒數 (D)百分率同步阻抗。 
(  )97.三相 Y 接線同步發電機，5000kVA、6000V，激磁電流為 200A，此時之負載電壓為 6000V，短路電流為 600A，

則發電機之短路比為  (A)0.72 (B)1.25 (C)2.165 (D)12.47。 
(  )98.三相 Y 接線同步發電機，5000kVA、6000V，激磁電流為 200A，此時之負載電壓為 6000V，短路電流為 600A，

則該機之同步阻抗百分比值應為  (A)60% (B)80% (C)100% (D)125%。 
(  )99.有一部 Y 接、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其額定輸出為 4500kVA，額定電壓為 3kV，如同步阻抗百分比值為 80%，

則此發電機的同步阻抗應為  (A)0.8Ω (B)1.0Ω (C)1.2Ω (D)1.6Ω。 
(  )100.一部 45kVA、220V、60Hz、Y 接三相同步發電機，其開路試驗與短路試驗之數據如下：開路試驗:線電壓

=220V，場電流=2.75A，短路試驗:電樞電流=118A、場電流=2.2A、則該發電機之短路比為  (A)0.8 (B)1.25 

(C)1.39 (D)1.76。 
(  )101.如圖所示，設Vn為額定電壓，In為額定電流，則其短路比Ks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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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短路比小的同步發電機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同步阻抗大 (B)電樞反應大 (C)空氣隙大 (D)稱為銅機

械。 
(  )103.在交流同步發電機中，電樞導體的感應電勢之數值小於端電壓，是發生在  (A)功率因數超前時 (B)功率

因數滯後時 (C)功率因數為 1 時 (D)以上皆非。 
(  )104.同步發電機負載變化時，同步阻抗會影響端電壓變動，欲維持電壓穩定，同步阻抗值須  (A)愈大愈好 (B)

愈小愈好 (C)維持定值 (D)以上皆非。 
(  )105.同步發電機在負載變動時，若欲維持其電壓之穩定，在超前功率因數時，應  (A)提高轉速 (B)並聯電容

器 (C)減少場激磁 (D)增加場激磁。 
(  )106.同步發電機於負載變動時，若欲維持其電壓之穩定，在滯後功率因數時，應  (A)並聯電容器 (B)增加場

激磁 (C)減少場激磁 (D)提高轉速。 
(  )107.交流同步發電機於欠激時，向電路供給  (A)超前電流 (B)滯後電流 (C)同相電流 (D)以上皆非。 
(  )108.額定電壓 3300V 的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功率因數為 1 時的電壓調整率為 15%，其以額定輸出供應電阻

性負載時，在不變更激磁及轉速的情況下，無載電壓應為  (A)3300V (B)3450V (C)3795V (D)3815V。 
(  )109.有一台規格 120kVA，700V，60Hz之三相Y接同步發電機，其每相Ra=0.2Ω，Xs=4Ω，試問下列何者正確  (A)

每相端電壓為 404V (B)電樞電流為 171V (C)cosθ=1 時之無載感應電勢 700V (D)電壓調整率為 75%。 
(  )110.有一Y連接之三相同步發電機為 5kVA、220V，每相之Ra=0.6Ω，Xs=3.2Ω，當其供應額定電流於cosθ=1

之負載時，則每相之感應電勢及電壓調整率分別為  (A)148V，11.6% (B)145V，11.2% (C)141V，11.2% 

(D)139V，9.45%。 
(  )111.60kVA，220V，60Hz 的交流同步發電機，其有效電樞電阻為 0.015Ω，電樞漏磁電抗為 0.08Ω，當供給額

定電流於功率因數為 1 的負載時，其電樞感應電勢應為  (A)255V (B)245V (C)235V (D)225V。 
(  )112.一同步發電機在無載時輸出端電壓為 128V，當滿載時，其輸出端電壓降為 110V，則此同步發電機之電壓

調整率約為  (A)12% (B)13% (C)14% (D)16%。 
(  )113.一交流同步發電機無載時端電壓為 200V，滿載時端電壓為 240V，則  (A)負載為電感性 (B)負載為電阻

性 (C)負載為電容性 (D)電壓調整率為 20%。 
(  )114.下列情況何者電壓調整率最佳  (A)功率因數為 1時 (B)功率因數小於 1且電流滯後時 (C)功率因數小於

1 且電流超前時 (D)以上皆非。 
(  )115.下列何種情形可使同步發電機的電壓調整率變小  (A)同步阻抗小 (B)電樞反應小 (C)短路比大 (D)以

上皆是。 
(  )116.有台 10kVA，100V，作△連接的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其每相的電樞電阻為 0.6Ω，同步電抗為 3Ω，當

cosθ=0.8 滯後時，其每相之感應電勢應為  (A)174.8V (B)178.8V (C)182.8V (D)188.7V。 
(  )117.有台 10kVA，100V，作△連接的三相交流同步發電機，其每相的電樞電阻為 0.6Ω，同步電抗為 3Ω，當

cosθ=0.8 滯後時，其該發電機之電壓調整率為  (A)74.8% (B)78.8% (C)82.8% (D)88.7%。 
(  )118.短路比小的同步發電機，其電壓調整率  (A)小 (B)大 (C)無影響 (D)不一定。 
(  )119.下列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同步發電機的同步電抗為固定值 (B)同步發電機的功率因數愈低，其電壓調整

率愈大 (C)電樞反應愈大，則短路電流愈小 (D)同步發電機的短路特性曲線，一般為一直線。 
(  )120.交流同步發電機在額定電壓時，若發生短路故障，其瞬間短路電流甚大之原因為  (A)電樞電阻太大 (B)

電樞反應尚未建立 (C)電樞漏磁電抗太大 (D)電樞反應太大。 
(  )121.交流三相同步發電機輸出端若短路，則短路電流對感應電勢為  (A)90°滯後 (B)90°超前 (C)相同 (D)

不一定。 
(  )122.同步發電機的輸出功率係與負載角的  (A)正切成正比 (B)正弦成正比 (C)餘弦成正比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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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有一圓筒型同步發電機為三相，1750 仟伏安，2300 伏，2 極，3600rpm，Y連接，其每相同步電抗為 2.65
歐姆，若電樞電阻Ra不計，且功率因數為 1 時，試問此發電機之最大輸出功率為多少  (A)2655 仟瓦 (B)2537
仟瓦 (C)2472 仟瓦 (D)2385 仟瓦。 

(  )124.設額定電壓為 V 伏特，額定電流為 I 安培，則三相同步發電機之額定輸出可以  (A)
1000
VI VA 來表示 (B)

1000
3VI VA 來表示 (C)VIVA 來表示 (D) VI3 VA 來表示。 

(  )125.凸極式磁極同步發電機之輸出功率比圓柱式磁極同步發電機者為  (A)大 (B)小 (C)相等 (D)不一定。 

(  )126.同一台交流同步發電機做單相時，其額定輸出為三相時之  (A)
3

1
倍 (B)

3
1
倍 (C) 3 倍 (D)3 倍。 

(  )127.有一三相同步發電機為 10kV、500A、cosθ=0.9，若不計電樞電阻，則其額定輸出為  (A)8184kW 

(B)7794kW (C)8660kW (D)7000kW。 
(  )128.下列何者為同步發電機的固定損失  (A)銅損 (B)電樞繞組損 (C)鐵損 (D)雜散負載損。 
(  )129.同步發電機之額定輸出受到運轉時之  (A)溫升限制 (B)轉速限制 (C)頻率限制 (D)以上皆非。 
(  )130.交流同步發電機的自激磁現象是發生在所接的輸電線路上有很大的  (A)電阻 (B)感抗 (C)容抗 (D)阻

抗。 
(  )131.水輪式同步發電機之永久性短路電流比長距離輸電用汽輪式同步發電機者為  (A)大 (B)小 (C)相等 

(D)不一定。 
(  )132.同步發電機的永久性短路電流  (A)其值甚大 (B)其值僅為額定電流的 0.6～1.8 倍 (C)因電樞反應的作

用其值甚小 (D)以上皆非。 
(  )133.同步發電機為限制短路電流，可於電樞外電路串聯  (A)限流電抗器 (B)限流電容器 (C)限流電阻器 (D)

限流阻抗器。 
(  )134.某同步發電機容量為 20kVA，200V，短路時產生額定電流所需之場電流為 4.8A，開路時產生額定電壓所

需之場電流為 6A，則此電機之同步阻抗的標么值為  (A)1.25 (B)0.8 (C)0.21 (D)0.167。 
(  )135.三相 Y 接交流同步發電機，無載電壓為 2000 伏特，而滿載電壓為 2400 伏特，其電壓調整率為多少  

(A)+16.7% (B)+20% (C)－20% (D)－16.7%。 
(  )136.有一台 6 極、380 伏特、60Hz、Y 接之三相圓柱型(非凸極)同步發電機每相同步電抗為 10 歐姆，電樞電阻

忽略不計，當每相感應電勢 250 伏特時，求此發電機之最大功率輸出為多少瓦特  (A)28500 3  (B)9500 

(C)
3

9500
 (D)

3
28500  

(  )137.一 30 仟伏安，380V，60Hz，Y 接之三相同步發電機，設每相電樞繞組之同步電抗為 1.6Ω(電阻忽略不計)，
則在功率因數為 1 之額定負載(30 仟瓦)下，其電壓調整率約為多少%  (A)2 (B)5 (C)7 (D)9。 

(  )138.某三相同步發電機額定輸出為 250 仟伏安，額定電壓為 2000 伏特，以額定轉速運轉，當激磁電流為 10A
時產生無載端電壓為 2000 伏特，將輸出端之端子短路時，其短路電流為 90A，求此發電機之短路比約為多

少  (A)0.63 (B)0.72 (C)1.0 (D)1.25。 
(  )139.將同步發電機之三個端子經電流表短接，在額定轉速下，求得激磁電流If與電樞短路電流Ia的關係曲線，

此曲線稱為  (A)短路特性曲線 (B)無載飽和特性曲線 (C)外部特性曲線 (D)激磁特性曲線。 
(  )140.額定輸出 1000 仟伏安，3 仟伏之三相同步發電機之同步阻抗為 5.4 歐姆，試求百分比同步阻抗  (A)70% 

(B)60% (C)50% (D)40%。 
(  )141.執行同步發電機無載特性試驗時，最不需要下列那一項儀器設備  (A)DC 伏特計 (B)DC 安培計 (C)轉

速計 (D)AC 安培計。 
(  )142.功率因數為 1 時，若負載電流增加，為維持一定端電壓，交流同步發電機之激磁電流將如何改變  (A)增

加 (B)減少 (C)不變 (D)視情形而定。 
(  )143.交流同步發電機之同步阻抗(ZS)是指  (A)電樞交流有效電阻Ra (B)電樞反應電抗Xa (C)電樞漏磁電抗

X1 (D)上述三項之和[ZS=Ra+j(Xa+X1)]。 
(  )144.某部三相同步發電機，其同步阻抗為 1.25 標么，則其短路比(SCR)為  (A)2.17 (B)1.25 (C)0.8 (D)0.72。 
(  )145.同步發電機之無負載感應電勢 E 與端電壓 V 皆為定值時，發電機之輸出功率 P 與負載角δ之關係為  (A)P

與δ無關 (B)P 與 sinδ成反比 (C)P 與 cosδ成正比 (D)P 與 sinδ成正比。 
(  )146.有三相發電機滿載電壓為 3300V，若電壓調整率為 10%，無載時端電壓為多少伏特  (A)2970 (B)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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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630 (D)5610。 
(  )147.如圖為三相同步發電機之外部特性曲線，Vn及In分別為同步發電機之額定端電壓及額定電樞電流，關於a、

b、c三條曲線之負載型態，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b曲線為R負載，c曲線為R-L負載 (B)a曲線為R負載，b曲線為R-L負載 (C)a曲線為R-C負載，c曲線為

R-L負載 (D)a曲線為R-L負載，c曲線為R-C負載。 
(  )148.下列對同步發電機之短路比，電壓調整率與同步電抗的敘述，何者正確  (A)短路比愈大，同步電抗愈大 

(B)短路比愈大，電壓調整率愈小 (C)短路比愈小，電壓調整率愈小 (D)同步電抗愈小，電壓調整愈大。 
(  )149.下列有數種電機機械及其相關之特性曲線，甲：他激式直流發電機之磁化特性曲線，乙：同步發電機之開

路特性曲線，丙：同步發電機之短路特性曲線，丁：平複激式直流發電機之外部特性曲線。請問上列各特

性曲線中之那二者十分類似  (A)甲和乙 (B)丁和乙 (C)甲和丁 (D)丙和丁。 
(  )150.三相同步發電機之無載飽和特性曲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無載端電壓與轉速的關係 (B)滿載電流與

轉速的關係 (C)無載端電壓與滿載電流的關係 (D)無載端電壓與激磁電流的關係。 
(  )151.下列有數種電機機械及其相關之試驗，甲：三相感應電動機之無載試驗，乙：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堵轉試驗，

丙：同步發電機之開路試驗，丁：同步發電機之短路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進行乙丁試驗時，該電

機的轉子均應保持靜止不轉動 (B)進行甲丙試驗時，均需外加交流電源於該電機的定子端 (C)進行丁試驗

時，需一邊調整該電機的激磁電流，一邊記錄該電機的電樞電流 (D)進行丙試驗時，需將該電機的磁場繞

組短路。 
(  )152.有一台 40kVA、220V、60Hz、Y 接三相同步發電機，開路試驗之數據為：線電壓 220V 時，場電流為 2.75A；

線電壓 195V 時，場電流為 2.2A。短路試驗之數據為：電樞電流 118A 時，場電流為 2.2A；電樞電流 105A
時，場電流為 1.96A。則發電機之百分率同步阻抗值為何  (A)61% (B)71% (C)81% (D)91%。 

(  )153.有關三相同步發電機之負載特性試驗操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轉速為同步轉速，電樞繞組短路，調

整激磁電流，以量測其電樞電流 (B)轉速為零，電樞繞組開路，調整激磁電流，以量測電樞端電壓 (C)
轉速為同步轉速，調整激磁電流或負載，以量測負載電壓、電流及功率 (D)轉速為零，調整激磁電流及負

載，以量測負載電壓、電流及功率。 
(  )154.同步發電機的開路試驗，其目的為何  (A)量測磁場電流與發電機短路電流的關係 (B)量測磁場電流與發

電機輸出電流的關係 (C)量測磁場電流與發電機短路電壓的關係 (D)量測發電機的負載特性。 
(  )155.如圖所示為一三相同步發電機接不同性質負載下的外部特性曲線，則發電機接何種負載其電壓調整率最好 

   
(A)電阻性，即功率因數為 1 時 (B)電感性，即滯後功率因數時 (C)電容性，即超前功率因數時 (D)條件

不足，無法判斷。 
(  )156.有一部三相Y接同步發電機，額定線電壓為220V，若開路特性試驗得：端電壓Ea =220V，激磁電流If =0.92A；

短路特性試驗得：短路電流Ia =10.50A，If =0.92A，則發電機每相的同步阻抗為多少  (A)7.0Ω (B)10.0Ω 

(C)12.1Ω (D)20.9Ω。 
(  )157.三相同步發電機的負載為純電容性時，下列關於電樞反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會有直軸反應產生正交

磁效應，會升高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正值 (B)會有交軸反應產生去磁效應，會降低感應電勢，電壓調

整率為正值 (C)會有直軸反應產生加磁效應，會升高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負值 (D)會有交軸反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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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磁效應，會降低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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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堂測驗 001 
○○高○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隨堂測驗 

班級：______ 
姓名：________ 
座號：___. 

 
得 
分 
 

 

 
答案： 
一、單選題：(每題 1 分) 
 1.(C)、 2.(A)、 3.(D)、 4.(C)、 5.(A)、 6.(C)、 7.(D)、 8.(C)、 9.(C)、10.(D)、 
11.(A)、12.(A)、13.(C)、14.(B)、15.(C)、16.(C)、17.(C)、18.(C)、19.(C)、20.(A)、 
21.(D)、22.(B)、23.(D)、24.(A)、25.(B)、26.(D)、27.(B)、28.(D)、29.(A)、30.(D)、 
31.(A)、32.(C)、33.(C)、34.(D)、35.(C)、36.(D)、37.(C)、38.(D)、39.(A)、40.(B)、 
41.(B)、42.(D)、43.(D)、44.(D)、45.(C)、46.(D)、47.(A)、48.(B)、49.(C)、50.(B)、 
51.(B)、52.(D)、53.(A)、54.(D)、55.(C)、56.(A)、57.(C)、58.(B)、59.(A)、60.(D)、 
61.(D)、62.(B)、63.(A)、64.(C)、65.(D)、66.(A)、67.(B)、68.(C)、69.(B)、70.(B)、 
71.(B)、72.(A)、73.(B)、74.(C)、75.(C)、76.(B)、77.(A)、78.(A)、79.(A)、80.(C)、 
81.(A)、82.(A)、83.(B)、84.(C)、85.(B)、86.(A)、87.(C)、88.(B)、89.(C)、90.(B)、 
91.(B)、92.(D)、93.(B)、94.(B)、95.(B)、96.(B)、97.(B)、98.(B)、99.(D)、100.(B)、 
101.(C)、102.(C)、103.(A)、104.(B)、105.(D)、106.(B)、107.(A)、108.(C)、109.(A)、110.(C)、 
111.(D)、112.(D)、113.(C)、114.(A)、115.(D)、116.(D)、117.(D)、118.(B)、119.(A)、120.(B)、 
121.(A)、122.(B)、123.(A)、124.(B)、125.(A)、126.(A)、127.(B)、128.(C)、129.(A)、130.(C)、 
131.(B)、132.(B)、133.(A)、134.(B)、135.(D)、136.(D)、137.(B)、138.(D)、139.(A)、140.(B)、 
141.(D)、142.(A)、143.(D)、144.(C)、145.(D)、146.(C)、147.(D)、148.(B)、149.(A)、150.(D)、 
151.(C)、152.(B)、153.(C)、154.(C)、155.(A)、156.(C)、157.(C) 

 
 
解析： 
 
一、單選題： 
1. fπω 2= ， f×= π2314  

∴ f =50(Hz)， 02.0
50
11
===

f
T (秒) 

2.
P

fN s
120

= ，
24

120250 f×
=   ∴ f =50Hz 

3. °=°×== 720360
2
4

2 me
Pθθ  

4.若轉速維持一定，則極數增加，頻率也必隨之增加。 

5.
P

fN s
120

= ，故轉速由極數及頻率決定之。 

6.
P

fN s
120

= ，故轉速與頻率成正比，f =1.05×60=63(Hz) 

7. 1000
6

50120120
=

×
==

P
fN s (rpm) 

8. wm KNfE ×= φ44.4 ， 949.01285044.4
3
k7.6

××××= mφ  

∴ 143.0=mφ (Wb) 
10. °∠+°∠+°∠= 120100601000100'acV  

100cos0 100sin 0 100cos60
100sin 60 100cos120 100sin120

100 50 50 3 ( 50) 50 3

100 100 3 200 60

j
j j

j j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每相每極導體數=10×20=200 根 
12.每相每極導體數=10×20=200 根，總槽數 10 槽×6 極=60 槽，60 槽÷3 相=20 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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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根/槽×20 槽=400 根=200 匝 

13.每相匝數 240
2

6420
=

××
= 匝 

14. VIS 3= ， I××= 23003k1750  

∴I=439(A) 

15. 1328
3

2300
3

=== LVE (V) 

16.
4.44

2

m w

m p d

E f N K

f Z K K

φ
π φ

=

= × × × × ×
 

17.

15 180
18sin sin

2 2
sin 75 cos15

pK βπ × °
= =

= ° = °

 

18. 9456.096.0985.0 =×=×= dp KKKw  

19. 5
83

120
=

×
=

×
=

Pq
Sm ， °=

°×
=

°×
= 12

120
1808180

S
Pα  

°
=

°
°

=
°

°×

==
6sin10

1
6sin5

30sin

2
12sin5

2
125sin

2
sin

2
sin

α

α

m

m

K d  

20. °=°=
°×

== 10cos80sin
2

180
9
8

sin
2

sin βπ
pK  

3
43

36
=

×
=

×
=

Pq
Sm ， °=

°×
=

°×
= 20

36
1804180

S
Pα  

°
°

=
°

°×

==
10sin3
30sin

2
20sin3

2
203sin

2
sin

2
sin

α

α

m

m

K d  

21. 2
13

6
=

×
=m 槽 

24. 966.075sin
2

180
6
5

sin
2

sin =°=
°×

==
βπ

pK  

3
83

72
=

×
=

×
=

Pq
Sm ， °=

°×
=

°×
= 20

72
1808180

S
Pα  

96.0
10sin3
30sin

2
20sin3

2
203sin

2
sin

2
sin

=
°
°

=
°

°×

==
α

α

m

m

K d  

927.096.0966.0 =×=×= dpw KKK  

25.
全節距繞組感應電勢

短節距繞組感應電勢
=pK  

26.分佈繞優點 
(1)有效利用定子槽及氣隙磁通，故自感互感電抗較少，效率較高。 
(2)繞組分佈於各槽中，散熱容易，可提高銅線電流密度。 
(3)降低諧波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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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

sin βπnK p = ， 0
2

3sin =
βπ

， πβπ
=

2
3

， πβπ
3
2

=  

28. °=
°×

=
°×

= 60
12
1804180

S
Pα  

29.兩線圈邊的距離為 120°(即跨距 120°)電機角，兩邊線圈感應電勢中的三次諧波可被消除，故相角差為 0°。 

30.每相每極槽數 3
43

36
=

×
=

×
=

Pq
S

槽/相×極。 

31.短節距繞優點：(1)改善電壓波形，使輸出電壓成為正弦波；(2)線圈末端連接較短，節省用銅量；(3)減少線圈自

感，使阻抗降低；(4)減少諧波的產生。 

32.

4.44

1004.44 50 0.01 0.958 0.966
2

102.7V

m p wE f N K Kφ= × ×

 = × × × × × 
 

=

 

33.
P

fN s
120

= ，
P

50120375 ×
=   ∴P=16 極 

VIS 3= ， 4.180
4003
k125

3
=

×
==

V
SI (A) 

34. 966.075sin
2

180
6
5

sin
2

sin =°=
°×

==
βπ

pK  

36. 4
63

72
=

×
=

× Pq
S  

定子上的排列順序為 CB'BA''AC ，故 B 相的始端在第 9 槽(1+2×4=9) 

37. °=°=
°×

== 10cos80sin
2

180
9
8

sin
2

sin βπ
pK  

38.現今都使用雙層，分佈繞組之短節距繞組，以使電勢波形近於正弦波。 
39.分佈繞優點 

(1)有效利用定子槽及氣隙磁通，故自感互感電抗較少，效率較高。 
(2)繞組分佈於各槽中，散熱容易，可提高銅線電流密度。 
(3)降低諧波成份。 

40. 9.1
2

5
4

sin12
2

sin2 1 =××=×=
πβπEE (V) 

41.線圈節距等於一個極距為全節距繞。 
42.分佈繞優點 

(1)有效利用定子槽及氣隙磁通，故自感互感電抗較少，效率較高。 
(2)繞組分佈於各槽中，散熱容易，可提高銅線電流密度。 
(3)降低諧波成份。 

43.阻尼繞組的功用：(1)幫助起動；(2)防止追逐現象。 

44.Y接： pL EE 3= ，△接：EL=EP 

45.水輪式發電機之速率甚低，約 200～800rpm，常用凸極式轉子。 
46.圓柱式：其轉子直徑小，長度較長，一般使用在 800rpm 以上的高轉速發電機。 
47.凸極式：其轉子直徑大，長度較短，一般使用在 800rpm 以下的低轉速發電機。 
49.同步發電機的轉速與極數成反比。 
50.同步發電機的電勢波形，圓柱式磁極較凸極式磁極為佳。 
51.圓柱式：其轉子直徑小，長度較長，一般使用在 800rpm 以上的高轉速發電機。 
52.同步發電機的磁場繞組裝置在轉子，且採直流激磁。 
53.採用旋轉磁場式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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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絕緣容易；(2)電樞導體直接與外電路連接，無滑環所產生之火花與短路現象；(3)電樞不受離心力作用；

(4)電樞表面有寬裕之空間容納銅線，可感應較高的電壓；(5)不因槽深而減弱其機械強度。 
54.高轉速大容量的發電機轉子採用氫氣冷卻，定子則採用水冷卻。 
55.感應器型適用於數百或數千 Hz 之高頻發電機。 
56.汽輪發電機的轉速在 1500～3600rpm，水輪發電機的轉速在 200～800rpm。 
57.高轉速大容量的發電機轉子採用氫氣冷卻，定子則採用水冷卻。 
58.垂直式：指發電機的轉軸以垂直方式裝置，水輪式發電機主要是用此種方式。 
60.同步發電機的磁場繞組裝置在轉子，且採直流激磁。 
61.旋轉電樞式適用於較低電壓的中、小型交流發電機及自激交流發電機。 
64.因負載改變時，瞬間的轉速會有所變動，此現象稱之為追逐現象。 

65. 8.6220
60

6002
60

22 ==×=×== ππππω sN
f (rad/S) 

66. me
Pθθ
2

=  

67.(B)感應電動機轉子的轉速略低於定子的旋轉磁場的速率。 

68. 600
12

60120120
=

×
==

P
fNs (rpm) 

69.短節距繞組的缺點，每一只線圈的兩個元件，處於小於180電機角，故其所生之感應電勢，將較全節距繞組者為

低。 

70. 120 1201500 50(HZ)
4
×

= ⇒ = ∴ =s
f fN f

P
 

4.44 4.44 50 50 0.02 222(V)mE fNφ= = × × × =  
71.因交流發電機(火力發電廠發電機組)大多是高電壓大電流電機，而同步發電機依其轉子功用，一般採用旋轉磁場

式，使其感應更高的電勢，並且在絕緣處裡上更為容易 
72.電樞電流與感應電勢同相為純電阻性負載 cosθ=1，故其電樞反應為正交磁效應。 
73.電樞感應電勢滯後電樞電流 90°時為純電容性負載，故其電樞反應為增磁效應。 
74.cosθ<1 且滯後為電感性負載，故其電樞反應為正交磁與去磁效應同時存在。 
 

 
75.交流同步發電機電樞反應，決定電流與電壓間的相角，即決定於負載的功率因數，而其電樞反應的強度，則決定

於電樞電流的大小。 
76.交流同步發電機電樞反應，決定電流與電壓間的相角，即決定於負載的功率因數，而其電樞反應的強度，則決定

於電樞電流的大小。 

77.


2ANLX L
µωω ×== ，XL與N平方成正比，故電樞漏磁電抗為原來的 4 倍。 

78.狹深槽的電樞電抗將大於闊淺槽。 
79.高頻率發電機的電樞電抗將大於低頻率發電機。 
80.同步阻抗(Zs)為同步電抗(Xs)與電樞電阻(Ra)所組成的阻抗。 
81.同步電抗(Xs)=電樞漏磁電抗 )( X +電樞反應電抗(c)。 
85.若If較小時，E與If為一直線，當接近額定電壓時，磁路漸漸飽和，而為曲線。 
86.短路特性曲線，為調整激磁電流直到額定電流為止，此時短路特性曲線為一直線，是因Ss>> Ra，使電流滯後電

壓 90°產生去磁效應，磁路呈現不飽和，而為一直線。 
88.短路特性曲線：電樞電流(Ia)－激磁電流(If)。 

89.
n

n

n
n V

P
V

SI
3
10

3

3×
==  

90. 1(%) 100%

3

n s
s

n s

I ZZ V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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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 1 1.28(%) 0.8 80%1.6 1.6
1.28

s
s

Z
K

= = = = =  

92. 81.4
12

3/1003/
===

短路電流

開路電壓
sZ Ω 

93. nnIVS 3= ， 4.437
66003

k5000
3

=
×

==
n

n V
SI (A) 

94. 333

3

3

Y
＝＝

短路電流

開路電壓
短路電流

開路電壓

接

接
×

×

=
∆

s

s

Z
Z (倍) 

95.
場電流短路時額定電流所需的

場電流開路時額定電壓所需的
=SK  

96.
s

s K
Z 1(%) =  

97. nnIVS 3= ， 481
60003

k5000
3

=
×

=
n

n V
SI (A) 

25.1
481
600

===
n

s
s I

IK
額定電流

短路電流  

98. %808.0
25.1
11% ====

s
s K

Z  

99. 6.1
k4500

)k3(8.0%
22

)( =×=×=Ω S
VZZ ss (Ω) 

100. 25.1
2.2
75.2

==sK  

101.
"
'

f

f
s I

I
K ==

場電流短路時額定電流所需的

場電流開路時額定電壓所需的  

102.短路比小的電機：Zs%大，電樞反應大、電樞安匝大、電壓調整率大、空氣隙小、磁極磁勢小，是為銅機械，電

壓欠穩定。 
短路比大的電機：Zs%小，電樞反應小、電樞安匝小、電壓調整率小、空氣隙大、磁極磁勢大，是為鐵機械，

電壓較穩定。 

103.  

105.電容性負載減少時，電樞反應產生的增磁效應不顯著，感應電勢降低，為維持其電壓，須增加場激磁使感應電

勢上升。 
106.電感性負載增加時，電樞反應產生的去磁效應更顯著，感應電勢降低，為維持其電壓，須增加場激磁使感應電

勢上升。 
107.交流發電機於欠激時為電容性負載，電樞電流超前端電壓，其電樞反應為增磁效應。 

108. %100(%) ×
−

=
F

Fo

V
VV

VR ，
3300

3300%15 −
= oV

∴Vo=3795(V) 

109.(A) 404
3

700
==P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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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9
7003
k120

3
=

×
==

n
n V

SI  

(C) 7.565)499()1404()()cos( 2222 =×+×=+= snP XIVE θ (V) 

(D) % 100% 100%o F

F

V V E VVR
V V
− −

= × = ×  

  

110. 127
3

220
==PV (V)， 1.13

2203
k5

3
=

×
==

n
n V

SI  

2 2( cos ) ( )P a sE V IR IXθ= + +  

2 2(127 1 13.1 0.6) (13.1 3.2)= × + × + ×  

=141.23 (V) 

(%) 100%E VVR
V
−

= ×  

   

111.VP=220(V)， 7.272
220

k60
==nI (A) 

2 2

2 2

( cos ) ( )

(220 272.7 0.015) (272.7 0.08)
225(V)

P a sE V IR IXθ= + +

= + × + ×

=

 

112. %4.16%100
110

110128%100(%) =×
−

=×
−

=
F

Fo

V
VV

VR  

113. %7.16%100
240

240200%100(%) −=×
−

=×
−

=
F

Fo

V
VV

VR 故為電容性負載。 

114.cosθ=1 時，其無載電壓約等於滿載電壓時 VR%=0，故電壓調整率最佳。 
115.短路比小的電機：Zs%大，電樞反應大、電樞安匝大、電壓調整率大、空氣隙小、磁極磁勢小，是為銅機械，電

壓欠穩定。 
短路比大的電機：Zs%小，電樞反應小、電樞安匝小、電壓調整率小、空氣隙大、磁極磁勢大，是為鐵機械，

電壓較穩定。 

116. 3.33
1003
k10

=
×

=I (A)， 2 2(100 0.8 33.3 0.6) (100 0.6 33.3 3) 188.7(V)E = × + × + × + × =  

119.同步電抗(Xs)=電樞漏磁電抗 )( X +電樞反應電抗(Xa)，故同步電抗並非一固定值。 
120.同步發電機在短路暫態瞬間，會產生數倍甚至數十倍暫態短路電流，此短路電流需經一段時間後產生電樞反應(去

磁效應)才會降為永久性短路電流程度。 
121.永久短路電流並不大，其主要原因是短路電流為 90°滯後的遲相電流，產生的電樞反應為去磁效應。 

122. δsin××=
s

PP
o X

VEqP  

123. 439
23003

k1750
=

×
=nI (A)， 1328

3
2300

==V (V) 

1765)65.2439()11328( 22 =×+×=E (V)(未註明 cosθ=1) 

max 3 sinP P

s

E VP
X

δ= × ×  

(kW) 

565.7 404 100% 40%
404
−

= × =

141.23 127 100% 11.2%
127

−
= × =

1765 13283 sin90 2655
2.6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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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凸極式發電機輸出功率較圓柱式發電機大，因為多了磁阻功率。 

126.
3

1
3

=
VI

VI
倍 

127. cos 3 cosP S VIθ θ= × =  
(kW) 

128.鐵損與負載大小無關又稱為固定損失。 
129.額定輸出受到電機運轉時所產生的溫升限制。 
130.長距離輸電線路電容引起的自激磁，可能造成危害線路及機器絕緣的高電壓。 
131.水輪式發電機因極數多，線圈數多，漏磁電抗大，故短路電流小； 

汽輪式發電機因極數少，線圈數少，漏磁電抗小，故短路電流大。 
132.Is=Ks In (Ks = 0.6~1.8) 
133.一般發電機為限制其短路電流通常在電樞外電路串聯限流電抗器。 

134. 8.0
6
8.4

8.4
6
11(%) ====

s
s K

Z  

135. (%) 100%o F

F

V VVR
V
−

= ×  

 

136. (max) 3 sin90P P
o

s

E VP
X

= × × °  

(W) 

137. 220
3

380
==PV (V)， 6.45

3803
k30

3
=

×
=

V
SI (A) 

22 )sin()cos( sPaP IXVIRVE ±++= θθ  

2 2(220 1 45.6 0) (220 0 45.6 1.6) 231.8(V)= × + × + × ± × =  

%35.5%100
220

2208.231%100(%) =×
−

=×
−

=
V

VEVR  

 
 

138. nn IVS 3= ， 72
20003
k250

3
=

×
=

n
n V

SI (A) 

25.1
72
90

===
n

s
s I

IK
額定電流

短路電流  

139.短路特性曲線：電樞電流(Ia)－激磁場電流(If) 

140.
S

VZZ ss

2

)( (%)×=Ω  

( ) 2 2

1000k(%) 5.4 0.6 60%
(3k)s s

SZ Z
VΩ= × = × = =  

141.同步發電機一般採用旋轉磁場式，而轉子加上直流激磁，故不需用交流安培計。 
142.功率因數不變，負載增加，為維持固定的端電壓所需的激磁電流也隨之增加。 
143. )( XXjRjXRZ aasas ++=+=  

144. 8.0
25.1
1

%
1

===
s

s Z
K  

145. δsin××=
s

PP
o X

VE
qP ，故Po與sinδ成正比。 

3 10k 500 0.9 7794= × × × ＝

2000 2400 100% 16.7%
2400
−

= × = −

380250
2850033

10 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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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00(%) ×
−

=
F

Fo

V
VV

VR ，
3000

3000%10 −
= oV

，∴Vo=3630 (V) 

147.  

148.短路比小的電機：Zs(%)大，電樞反應大，電樞安匝大，電壓調整率大，空氣隙小，磁極磁勢小，是為銅機械，

電壓欠穩定。 
短路比大的電機：Zs(%)小，電樞反應小，電樞安匝小，電壓調整率小，空氣隙大，磁極磁勢大，是為鐵機

械，電壓較穩定。 

149.   

  

150.無載飽和特性曲線：無載端電壓(E)－激磁場電流(If) 
151.(A)丁：同步發電機的短路試驗轉子不需保持靜止不動 

(B)丙：同步發電機的開路試驗由定子端輸出三相電源 
(D)丙：同步發電機的開路試驗其磁場繞組應加直流電源 

152. nn IVS 3= ， 105
2203
k40

3
=

×
=

V
SI n (A) 

%3.71713.0
75.2
96.1

96.1
75.2
11(%) =====

s
s K

Z  

153.同步發電機的負載特性試驗其轉速為同步轉速，調整激磁電流或負載，以量測負載電壓、電流及功率。 
154.開路試驗：無載端電壓(E)與激磁場電流(If)。 

155. %100%100(%) ×
−

=×
−

=
V

VE
V

VV
VR

F

Fo ，當電阻性 cosθ=1 時，E 與 V 幾乎相等，VR(%)=0，故其電壓調整率最

好。 

156. 1.12
50.10
3

220
3 ＝＝

短路電流

開路電壓

=sZ (Ω) 

157.當電流較感應電勢超前90時(純電容性)，其電樞反應為直軸反應增磁效應，使發電機感應電勢增加。</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