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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風旋電掣-旋轉發電電風扇 

⼀、摘要： 

近年來的能源危機以及環保意識抬頭，在某次我看著電風扇思考時想到若是使用容易取得的電風扇， 並利用

電磁感應原理，運用風扇轉動時帶動磁鐵產生磁場變化，使用的導體就會產生電流，再利用蓄電池儲存起來，

就可以將電力運用在為手機等裝置充電，又或者是提供旋轉中的電風扇一部份的電力，就能做出更加省電的電

風扇。我們首先要想辦法製作出可以因旋轉而發電的裝置來模擬電風扇，但初步探討應該是因為磁力不夠強及

轉速不夠快，以致初始版本在轉動時產生的電力過少，雖然成功使檢流計感測到電流，但電力甚至不足以點亮

led 燈泡，經過一連串的實驗後，我們決定改用讓磁鐵在線圈中進出發電的方式，也決定要和風力發電機進行

比較，在測量完風力發電機在每檔時的發電量後，我們將裝置裝上電風扇嘗試發電了，但是發電的效果仍不如

預期，甚至比風力發電的方式弱了許多，最後得到直接利用電風扇旋轉發電仍是不符合效益。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電視上常常在宣導著節能減碳，省電的重要性，各家電品牌也一直在更新更加省點節能的產品，為的就是達

到環保，愛護我們的地球。在升上國中的第一個暑假，我的房間因為沒有冷氣，家人便替我買了台電風扇，終

於我的房間沒那麼熱了，當我欣喜地把電風扇組裝好，插上電源並開心地享受這涼涼的風時，我忽然聯想到了

最近在網路上學到的法拉第定律，假如我在扇葉上裝上磁鐵，並在電風扇背面裝上線圈，是否就能利用電風扇

在旋轉時帶動磁鐵產生的磁場變化而在插上插頭消耗電的同時也能產生電，更有效的利用電力，而如果又把產

生出來的電想辦法提供給旋轉的電風扇使用，不就能製作出很省電的電風扇了嗎?想出這個方法後我立刻找了

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研究。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研究目的 

 (一)、製作出能在旋轉時發電的電風扇 

 (二)、與風力發電機比較發電效率 

 (三)、判斷是否符合效益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文獻探討 

  (一)發電機 

       發電機是把動能或及其它形式的能量轉化成電能的裝置。一般的發電機是通過原動機先將各類一次能源蘊

藏的能量轉換為機械能，然後通過發電機轉換為電能，經輸電、配電網絡送往各種用電場所。 

   (二)法拉第定律(電磁感應定律) 

        磁生電是由法拉第發現的。原理是當閉合電路的一部分導體做切割磁感線運動時，在導體上就會產生電流

的現象稱為電磁感應現象，而產生的電流叫做感應電流。導體的兩端接在電流表的兩個接線柱上，組成閉合電

路，當導體在磁場中向左或向右運動，切割磁力線時，便能產生了電流，而這樣產生的電流叫感應電流。 

 

研究器材 

(一)電風扇   1 台  (二)銅線      20m  (三)檢流計   1 座  (四)三用電表     1 座  (五)十歐姆電阻 1 支 

(六)強力磁鐵     25 顆  (七)蓄電池(行動電源)  (八)馬達             1 座  (九)麵包板         1 片 

 

研究方法 

        一開始我們決定利用電磁感應定律先製作可以產生電力的轉盤，反覆嘗試觀察何種擺放方式發電功效較

好，並套用到電風扇上的扇葉上，將磁鐵固定在扇葉上，並在電風扇被蓋上磁鐵放置的相對位置放上捆好的線



 

圈，啟動風扇後，就能產生磁場變化並產生電力

或在電風扇前蓋也加上線圈等，最後做出能夠自行發電並可利用自行產生的電運轉的省電風扇

實驗，我們決定改為製作可發電的電風扇

 

研究流程 

 一、做出可以旋轉產生一定電力的裝

      第一版:利用 3D 列印製作出可供實驗進行的裝置

磁鐵中間測試。除了利用 LED 測試之外

將接流，但經過多次嘗試後，我們發現可能是在設計上不夠完善

部並接上電池轉動是磁鐵的磁力較弱導致無法產生較強的電流

 

第二版: 在完成第一版後，我們決定使用磁力更強的磁鐵

平的模型。 

 

二、在我們經過實驗後發現，這樣產生的電

進出所產生的電流較大效果也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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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產生磁場變化並產生電力，若產生的電力不足夠，則想辦法改良裝置

最後做出能夠自行發電並可利用自行產生的電運轉的省電風扇

我們決定改為製作可發電的電風扇，並且與風力發電機比較發電強度，並進一步改善和討論問

做出可以旋轉產生一定電力的裝置 

列印製作出可供實驗進行的裝置，如下圖所示上 LED 的漆包線圈放在中間凹洞

測試之外，我們同時也用了檢流計來測試是否，能有產生電

我們發現可能是在設計上不夠完善，且可定在模型上的凹槽

部並接上電池轉動是磁鐵的磁力較弱導致無法產生較強的電流。 

 

圖 1 第一版實驗模型示意圖 

我們決定使用磁力更強的磁鐵(採用 20*5mm 釹鐵硼磁鐵)來進行實驗

 

圖 2 第二版實驗模型示意圖 

這樣產生的電壓實在過於微弱，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到實際上讓電池在線圈中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這樣的方式來發電，並畫出了設計

 
圖 3 第三版實驗裝置示意圖 

 

則想辦法改良裝置，如加強磁鐵磁力，

最後做出能夠自行發電並可利用自行產生的電運轉的省電風扇。但經過之後的

並進一步改善和討論問題 

的漆包線圈放在中間凹洞，也就是兩

能有產生電。先將磁鐵固接著

且可定在模型上的凹槽，再將馬達固定在底

來進行實驗，並重畫較扁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到實際上讓電池在線圈中

畫出了設計圖 



 

三、之後我們為了想更加深入研究，所以決定與風力發電機進行比較

就是要以甚麼基準進行比較，與老師討論一番後

候也要將上面的線圈棒子的裝置拆卸下來

 

一、 風力發電機實驗，電風扇與風力發電機裝置距離

(一)、一檔風力 

               表一 一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表

秒鐘 

電壓(伏特 V)

圖 4 一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折線圖

此實驗為一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的測量

而十秒時出現的最低也有 0.708v 的電壓

 

(二)、二檔風力 

表 2 二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表

秒鐘 

電壓(伏特 V)

圖 5 二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折線圖

 此實驗為二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的測量

而四秒時出現的最低也有 0.801v 的電壓

 

(三)、三檔風力 

表 3 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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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決定與風力發電機進行比較，而正這麼想的我們也陷入了一個問題

討論一番後，老師建議我們，用同一台電風扇吹風力發電機

候也要將上面的線圈棒子的裝置拆卸下來)，這樣就能進行比較了，以下為實驗記錄。 

電風扇與風力發電機裝置距離 60cm 

一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表(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2 4 6 8 10 平均 

V) 0.745 0.724 0.753 0.718 0.708 0.729 

 
一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折線圖(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此實驗為一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的測量，可以看到平均為 0.729v，最高則是在六秒時的

的電壓。 

二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表(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2 4 6 8 10 平均 

V) 0.821 0.801 0.818 0.842 0.837 0.823 

 

二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折線圖(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此實驗為二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的測量，可以看到平均為 0.823v，最高則是在八秒時的

的電壓。 

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表(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而正這麼想的我們也陷入了一個問題，

用同一台電風扇吹風力發電機(並且在這時

 

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最高則是在六秒時的 0.753v，

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最高則是在八秒時的 0.842v，

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秒鐘 

電壓(伏特 V)

圖 6 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折線圖

此實驗為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的測量

而四秒時出現的最低也有 0.891v 的電壓

(四)、各組數據比較之折線圖

圖 7 一到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比較折線

從三組實驗可得知，風力越強風力發電機所發的電壓越大

間的差距是蠻平均的之間的間隔並不會有誇張的忽大忽小

 
二、 電風扇發電機實驗 

變因: 距離(磁鐵與電風扇軸心距離

圖 8

 

4 

2 4 6 8 10 平均 

V) 0.895 0.891 0.906 0.903 0.905 0.900 

 
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折線圖(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此實驗為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的測量，可以看到平均為 0.900v，最高則是在六秒時的

的電壓。 

圖 

 
一到三檔風力下風力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比較折線圖

風力越強風力發電機所發的電壓越大、產生的能量越多，並且我們也能發現

間的差距是蠻平均的之間的間隔並不會有誇張的忽大忽小，且數據結果也蠻穩定的

距離)、檔位(電風扇檔位)、磁鐵數量 

 
8 兩顆磁鐵下電風扇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 

每兩秒鐘紀錄一次) 

最高則是在六秒時的 0.906v，

圖 

並且我們也能發現，每檔之

的。 



 

圖 9

圖 1

數據比較 

將各組數據整理並加以排序、評分

分，以此類推至第九名 1 分，每個數據進行

             圖 11 各組排序評分

  
 

 

在 2 顆磁鐵-距離 24 公分-3 檔 及 4 顆磁鐵

力發電機相較依舊遜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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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顆磁鐵下電風扇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 

 

 
10 四顆磁鐵下電風扇發電機所發之電壓數據 

評分利用各組數據相同的條件進行比較，評分第一名獲得

每個數據進行三次比較。 

評分統計                        圖 12 各組評分

圖 13 各項數據排名 

顆磁鐵-距離 28 公分-1 檔 時，產生的電壓較高，相對也較穩定

評分第一名獲得 9 分，第二名 8

 
評分統計 

 

相對也較穩定，但是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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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從我們目前已做的實驗已經了解，風力越強則風力發電機所發電壓越大，並且境過我們不斷的研究也改良了我

們想在電風扇上安裝的發電模型，我們目前已印出實驗器材並且裝上電風扇測試，但一直發生磁鐵碰撞電風扇

的杆子發出噪音，且容易因碰撞落下，加上因裝上此裝置造成電風扇有些不平衡所已不斷向前移動，是一個必

須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的三用電表似乎不夠靈敏，無法測量變動這麼快的電壓(負正負正)，

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可以測量微小電壓的 arduino 零件寫完程式後進行更精準地測量。我們接下來會繼續進行電

風扇發電的實驗，並研究如何避免上述問題，並且最後能有效的發電。而這項作品若能成功也可以在生活中使

用得很廣泛，例如可以將產生出的電另外輸出來做使用，或是將電回收利用，打造出更省電的電風扇。 

參考資料 

華人百科-磁生電 

https://reurl.cc/k7mKRL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s://reurl.cc/rQpO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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