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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電力調節系統(Power Condition System,PCS)介紹 

電氣技術科 技士 黃舜國 

一、前言 

    台灣為達成《環境基本法》非核家園目標，能源轉型政策以綠能、增氣、

減煤及非核為主軸，增加使用低碳潔淨能源，其可增加能源自主、降低空污，

並可避免核災風險。我國設立了 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 %目標及 2050年

淨零排放目標。其中，針對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部分於夏季發電多，可提供尖

峰用電需求，而離岸風電部分於冬季發電多，可減少燃煤發電，故政府以太陽

光電及離岸風電為主要發展項目，並規劃政策發展路徑。 

    與此同時再生能源的產電也需有適當的儲存媒介，因此再生能源的發展與

儲能系統的推廣密切相關。未來將有大量再生能源併網，為減緩間歇性再生能

源對電網及電力系統之衝擊與影響，以及因應突發事故引起之電力調度缺口，

儲能系統是未來再生能源大規模併入電網，以及發展智慧電網所需之關鍵前瞻

技術，亦為能源轉型與驅動綠色能源經濟發展不可或缺一環。 

二、儲能系統架構 

    電力調節系統(Power Condition System,PCS)是儲能系統中的關鍵，該設

備可視電力使用情形，用電離峰時段將再生能源過剩電力儲存於電池，用電尖

峰時段由電池輸出電力，補足用電缺口，供家庭使用及台電公司電力調度。除

前述功能，再生能源發電及電池電能為直流電，而家庭用電及台電電網為交流

電，其交流與直流轉換亦於電力調節系統中完成。 

 

圖 1 儲能系統架構示意圖(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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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力調節系統(PCS)驗證規劃 

    自 110年台電公司電力交易平台正式揭牌，陸續對外採購儲能系統輔助服

務，刺激國內併網型儲能系統短時間內大量設置。惟國內目前尚缺乏大型儲能

系統專案驗證技術與制度，為因應儲能系統專案驗證急迫需求，本局 112年將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已建置完成之「智慧變流器檢測驗證系

統」，通過擴充的方式，增加一組雙向直流電池模擬器，將其擴充為「百萬瓦

級電力調節系統之檢測驗證系統」，可提供國內 1 MW電力調節系統檢測能量，

並預計於 113年 6月前推出自願性產品驗證方案。 

    本局電力調節系統驗證規劃詳述如下： 

(一)安規測試項目：CNS 62477-1:2023，電力電子轉換器系統及設備之安

全要求－第 1部：通則。 

(二)併網測試項目：本局依據 IEEE 1547.1:2020、CNS 15382:2018及「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儲能系統併聯技術要點」所研擬之「併網型儲能

系統電力轉換系統併聯要求技術規範」。 

(三)電磁測試相容： 

1、CNS 14674-1:2022，電磁相容(EMC)－一般標準－第 1 部：住宅、

商業與輕工業環境之抗擾度規範。 

2、CNS 14674-2:2022，電磁相容(EMC)－一般標準－第 2 部：工業環

境之抗擾度規範。 

3、CNS 14674-3:2022，電磁相容(EMC)－一般標準－第 3 部：居住環

境設備之放射標準。 

4、CNS 14674-4:2022，電磁相容(EMC)－一般標準－第 4 部：工業環

境之放射標準。 

(四)資安測試項目:本局研擬之「儲能電力轉換系統(PCS)之資安檢測規

範」。 

(五)超過 1MW電力調節系統檢測驗證方案，目前尚在研議中。 

(六)經台電公司 112 年 3 月 29 日「儲能型太陽光電變流器產品驗證研討會

議」協調，於本局完成電力調節系統測試驗證方案前，案場倘採用儲

能型太陽光電變流器與台電電網併聯者，可需提供 IEC 62109、EN 

61000及 CNS 15382試驗合格報告。 

四、結論 

    為配合能源轉型政策，本局規劃建置電力調節系統檢測與驗證相關工作，

內容涵蓋將百萬瓦級電力調節系統檢測系統檢測能量，安規、併網、電磁相

容、資安檢測標準，及超過檢測能量之配套方案研析，期能建置再生能源產品

完善之標準檢測與驗證環境，並拓展電力調節系統檢測能量及技術，促使我國

相關檢測技術能與國際同步，提升再生能源產品國際競爭力，並促進再生能源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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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9. 112 年度提升電力調節系統(PCS)檢測驗證能量委辦計畫，112，財團法人台

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簡介 

工研院量測中心 副工程師 宋信諺 

工研院量測中心 工程師 鄭湘穎 

電資技術科 技士 陳禹帆 

電資技術科 科長 林良陽 

一、前言 

我國訂立「2050年淨零排放」之政策目標，可預期大規模再生能源併入電

網。儲能系統可儲存過剩電力，並於再生能源發電低谷彌補電力缺口，達到削

峰填谷之目的。為減緩間歇性再生能源對電網及電力系統之衝擊與影響，以及

因應突發事故引起之電力調度缺口，儲能系統是未來再生能源大規模併入電網，

以及發展智慧電網所需之關鍵前瞻技術，亦為能源轉型與驅動綠色能源經濟發

展不可或缺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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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因應再生能源併網，自110年推出電力交易平台，陸續對外採購輔

助服務資源，自始國內儲能系統快速發展，截至111年9月，申請設置之短效型

調頻服務(dReg)儲能已達1660.2 MW，遠高於114年需求量500 MW，故自111年

10月15日起台電暫停受理dReg併網審查申請。另截至112年3月，長效型調頻服

務(E-dReg)儲能申請量已達4.27 GW，遠大於114年目標500 MW，故自112年5月

22日起台電暫停受理E-dReg併網審查申請，以避免未來過多儲能容量影響市場

秩序。 

因應儲能案場建置量提升而產生之大型儲能系統建置安全性驗證需求，本

局於111年8月22日公告「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並配合消防

指引內容於112年6月16日完成修正公告，以作為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之

依據；並於111年11月14日公告「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設計及驗證審查作業要

點」與「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相關規定」，受理申請戶

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自願性產品驗證(Voluntary Product Certification, VPC)，以

滿足戶外儲能系統案場之安全性驗證需求，保障民眾安全。 

二、 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 

戶外電池儲能系統驗證制度審查模式依序包含設計審查、案場審查及定期

試驗，審查依據為「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審查流程如圖1所

示，必須由本局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核可登錄驗證機構(以下簡稱驗證機構)執行

驗證。 

1. 設計審查： 

儲能系統業者應於新設案場建置前申請設計審查並提供設計審查文件

送審，包含風險管理報告、案場配置零組件圖面、併網型儲能系統零組件

安全證明文件、消防與電業審迄設計簽證及其他有助執行專案驗證參考文

件(例如：台電併網審查意見書、場內自主測試報告等)。 

驗證機構依據「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審查送審文件，

驗證通過後核發設計驗證符合性文件。業者檢附設計審查申請書、驗證技

術規範之技術文件、驗證機構設計驗證符合性文件及其他如代辦委任(授權)

書等，提交本局審查，本局審查通過後核發設計審查建議書。儲能系統案

場業者於設計審查完成後，始得動工建置儲能系統。 

2. 案場審查： 

業者於儲能系統設置完竣後，須檢附設計審查建議書、相關完竣簽證

文件及現場測試(Site Acceptance Test, SAT)報告申請案場審查。案場完竣文

件簽證包含設置場址完竣文件、電業審迄竣工簽證(電氣安裝完竣文件簽

證)、消防竣工簽證(防火設計與距離完竣文件簽證)。驗證機構於審查通過

後核發案場驗證符合性文件。業者檢附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驗證技術

規範之技術文件、驗證機構案場驗證符合性文件及其他如代辦委任(授權)

書等，提交本局審查，本局審查通過後核發VPC證書，該證書效期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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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試驗： 

業者取得VPC證書後，因效期二年，每兩年須申請一次定期試驗，符

合者始得延續證書效期。業者應檢附既有VPC證書、消防定期檢修報告書

及電業備查定期檢測紀錄總表及現場測試(SAT)報告向驗證機構申請定期試

驗。驗證機構於審查通過後核發符合性文件。業者檢附自願性產品驗證申

請書、驗證技術規範之技術文件、驗證機構符合性文件及其他如代辦委任

(授權)書等，提交標準局審查，標準局審查通過後核(換)發VPC證書，展延

效期二年。 

 

 

圖1 本局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制度各階段流程 

 

此外，針對已於本局公告實施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

日(111年11月14日)前已建置完成，並取得IEC 62933-5-2或UL 9540專案驗證測

試報告之既設儲能系統案場，依能源署規定應提交上述報告予台電審查。若該

儲能系統案場尚未經第三方驗證機構驗證，則須於標準局VPC驗證制度實施後6

個月內完成案場驗證，合格者始得參與電力交易平台。另已於111年11月14日前

動工建置，並取得台電併聯審查意見書者之建置中儲能系統案場，則應由第三

方驗證機構執行IEC 62933-5-2或UL 9540現場測試，並提交台電審查。 

三、 設計審查安全證明文件要求 

設計審查目的係為確保儲能系統案場所採用之零組件符合國家或國際安全

標準，並確認儲能系統電氣安裝設計與消防安全距離設計符合現行法規要求，

以保障儲能系統安全性。業者於設計審查完成後，始得動工建置儲能系統。 

業者須提供併網型儲能系統零組件安全證明文件，以及相關設計簽證文件

送審，並由本局核可登錄之驗證機構執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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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之零組件安全標準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設計審查零組件安全證明文件要求 

零組件項目 應符合標準 

測

試

報

告 

驗證

證書 
得採相關標準替代 

PCS 

(註1) 

併網 

IEEE 1547(60 

Hz)(2003)及IEEE 

1547.1(2005) 

擇一 - 

安規 IEC/EN 62477-1(2012) 擇一 UL 1741(2010) 

EMC 

CNS 14674-1(95年)及 

CNS 14674-3(111年) 

工業：CNS 14674-

2(95年) 及CNS 14674-

4(105年) 

擇一 

IEC/EN 61000-6-1(2005) 及

IEC/EN 61000-6-3(2020)或 

FCC part15 A or B或 

工業：IEC/EN 61000-6-2(2005)

及IEC/EN 61000-6-4(2011)或 

CISPR 11(2019) 或 EN 

55011(2021)或由符合歐盟CE驗

證規定之符合性文件替代。 

電池與PCS外

箱 

戶外:CNS 14165(104

年) IP 54以上或以貨

櫃作為外箱者以貨櫃

證明文件替代 

擇一 

IEC 60529(2013) 或 

NEMA 250(2014) NEMA 3R 或

以其他證明文件可資證明符合

本項要求。 

BMS 

(功能性評估) 

IEC 60730-1(2013) 

Annex H (Class B或C) 
擇一 

IEC 61508(2010) SIL 2或UL 

60730-1 (2016) Annex H (Class 

B或C)或UL 991(2004)與UL 

1998(2013)或ISO 13849-

1(2015)與ISO 13849-2(2012) PL 

c或IEC 62619(2017)之8.1或

CNS 62619(109年)之8.1或

UL1973(2018) 5.8.1.3。 

電池系統 

CNS 62619(109年) 

(VPC) 

(需含延燒試驗) 

Ⅴ Ⅴ 

CNS 63056(110年)含延燒試驗

(VPC)或113/8/22前得以IEC 

62619(2017)(含延燒試驗)或UL 

1973(2018)替代 

單電池 

CNS 62619(109年) 

(VPC) 
Ⅴ Ⅴ 

113/8/22得以IEC 62619(2017)

或UL 1973(2018)替代 

UN 38.3(2015第6版) 擇一 CNS 16080(108年) 

註1：PCS審查標準係為現行設計審查PCS零組件項目審查標準，若有更新版本，

以最新版本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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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應提交之設計審查簽證文件要求如表2所示。 

 

表2 設計審查簽證文件要求 

簽證文件要求 簽證文件內容 簽證者 說明 

設置場址基本

資料 

1. 設置場址座落地號與建號 

檢附左列文件 

案場唯一識別用途 

2. 土地使用分區 須符合經濟部規範 

3. 備查圖說(地籍圖、平面配置圖) 備查資料 

4. 其他得檢附備查圖說(如基地位置

圖、基地測量圖、剖面示意圖與立

面圖等) 

參考資料 

電氣安裝設計 

1. 應符合能源主管機關規定 

電機技師 
電氣安全依現行法

規要求 

2. 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及「儲

能系統」專節規定 

3. 應檢附經電業審核訖備查圖說，並

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技師設計簽

證。 

防火設計/距離 

1. 應符合消防主管機關規定   

消防設備師 

內政部「提升儲能

系統消防安全管理

指引」 

2. 符合最新版《提升儲能系統消防安

全管理指引》要求規定。 

3. 應檢附設計書圖及文件，且經依法

登記執業之消防設備師設計及簽

證。 

 

四、案場審查安全證明文件要求 

       案場審查目的係為確認設計審查階段所提出之零組件安全證明文件與各項

設計圖面簽證文件，與案場實際安裝及完竣後一致，並依據「戶外電池儲能系

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要求執行案場驗證。業者須提供之案場完竣簽證文件包

含設置場址完竣文件、電氣安裝完竣簽證、防火設計與距離完竣簽證。案場審

查完竣文件簽證要求如表 3 所示。 

表3 案場審查完竣簽證文件要求 

簽證文件要求 簽證文件內容 簽證者 說明 

設置場址完竣

文件 

應檢附以下竣工圖說： 

檢附左列文件 

備查資料 
1. 平面配置圖 

2. 其他得檢附備查圖說(如基地測量

圖、剖面示意圖與立面圖等)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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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裝完竣

簽證 

1. 應符合能源主管機關規定 

電機技師 
電氣安全依現行法

規要求 

2. 應檢附經電業審核訖竣工圖面及

資料，並由依法登記執業之電機

技師簽證 

防火設計與距

離完竣簽證 

1. 應符合消防主管機關規定   

消防設備師 

內政部「提升儲能

系統消防安全管理

指引」 

2. 儲能系統消防之設置、設計及安

全距離，應符合最新版《提升儲

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相關

規定。 

3. 應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文件與竣工

圖說，並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消防

設備師簽證。 

此外，併網型儲能系統應依據「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要

求執行專案驗證。併網型儲能系統安全性應依據CNS 62933-5-2(111年版)進行確

證與測試，包含 8項確證項目與 4項測試項目，皆採現場允收試驗 (Site 

Acceptance Test, SAT)。其中，確證項目以模擬訊號方式確認儲能系統於危害發

生時，儲能系統之保護機制可依設計作動；測試項目則以實際施加電壓或電流

方式執行。專案驗證確證與測試項目如表4所示。 

表4 專案驗證確證與測試項目 

類別 章節 IEC/CNS 62933-5-2項目 危害類別 免除條件 

確證項目 

8.2.1.2 
過充電、大電流充電及接

地故障保護 
電氣危害 - 

8.2.2.3 地震衝擊及振動 機械性危害 - 

8.2.3.2 氣體偵測/排氣偵測 爆炸 非人員活動場所 

8.2.3.3 通風 爆炸 非人員活動場所 

8.2.5 火災危害(延燒) 火災危害 - 

8.2.6.1 熱控制操作查證 溫度危害 - 

8.2.6.2 通風子系統異常操作 溫度危害 未有通風系統 

8.2.8 
因輔助、控制及通訊系統

功能異常產生之危害 
AUX - 

測試項目 

8.2.1.4 介電電壓 電氣危害 - 

8.2.1.5 絕緣電阻 電氣危害 - 

8.2.1.6 接地及搭接系統檢查 電氣危害 - 

8.2.6.3 正常操作試驗之溫度 溫度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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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試驗安全證明文件要求 

業者取得VPC證書後，證書效期為二年。每兩年須接受1次定期試驗，並提

供儲能系統定期檢修報告文件，以確認儲能系統狀態及維運安全性。檢修證明

文件相關要求如表5所示。 

表5 定期試驗檢修證明文件要求 

檢修文件要求 簽證文件內容 簽證者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報告書 

1.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報告書 
消防檢修人員或

機構 2. 檢修人員或檢修機構證明文件影本 

高低壓電力設備檢

測紀錄總表 

1. 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 電氣技術人員或

檢驗維護業 2. 電業備查證明 

此外，併網型儲能系統定期試驗應執行現場允收試驗(SAT)，包含確證與測

試。定期試驗之專案驗證SAT項目包含8項確證與2項測試，確證項目與案場審

查階段之專案驗證確證項目相同，測試項目則免除8.2.1.4介電電壓與8.2.6.3正常

操作試驗。 

六、結論 

隨著大型儲能系統建置量逐年增加，為確保我國儲能系統案場安全，本局

公告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並指定由本局認可之第

三方法人驗證機構提供驗證服務，以因應大型儲能系統建置之安全性驗證需求，

保障民眾生命安全，並促進國內儲能產業發展。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自願性

產品驗證制度(VPC)以三階段驗證儲能系統安全性，包含設計審查、案場審查

及定期試驗。 

儲能系統業者應於新設案場建置前申請設計審查並提供設計審查文件送審，

驗證機構依據「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驗證送審文件，確認儲

能案場設計及規劃使用零組件符合驗證規範要求。經本局審查通過後，業者始

得依其設計建置儲能案場，以確保儲能案場所採用之零組件符合國家或國際安

全標準，以及儲能系統電氣安裝設計與消防安全距離設計符合現行法規要求，

保障儲能系統安全性。 

儲能系統設置完竣後，將由第三方驗證機構執行案場驗證，確認設計審查

階段所提出之零組件安全性證明文件與各項設計圖面簽證文件，與案場實際安

裝及完竣後一致。並進行案場安全性評估與現場允收試驗(SAT)，確認儲能案場

符合驗證規範要求，復經本局審查符合後核發VPC證書，確保儲能案場系統運

轉安全。 

業者取得VPC證書後，效期二年，每兩年須申請一次定期試驗。由第三方

驗證機構進行安全性評估與現場測試，確認儲能案場持續符合驗證規範要求。

復經本局審查符合後核(換)發VPC證書，可持續確保儲能系統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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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介紹 

百萬瓦(MW)級電力調節系統(Power Condition System,PCS)之檢測

系統儀器介紹 

        電氣檢驗科 技士 黃舜國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工程師 陳俊宏 

一、前言： 

近年來儲能系統大幅增加，再生能源併入電網之需求亦隨之大幅提升，若

無法有效調配與利用，對於我國電網運轉安全穩定度是一大堪憂，且極有可能

造成意外地危害，因此，對電力調節系統的檢測也刻不容緩。本局112年將財團

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已建置完成之1 MW的智慧變流器檢測系統擴建為

1 MW的電力調節系統之檢測系統，可同時滿足智慧變流器及電力調節系統之檢

測需求。 

二、百萬瓦(MW)級電力調節系統(Power Condition System,PCS)之檢測系統： 

為達到1 MW電力調節系統的檢測能量，本套系統所建置的設備包含除了直

流電源模擬器(太陽光電模擬器)、交流電源模擬器(電網模擬器)及電池模擬器外，

還搭配有RLC負載及對應的控制系統。其中，交流電源模擬器在測試中是用以

模擬台電的市電電網；直流電源模擬器則是模擬太陽能板吸收陽光後產生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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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電；電池模擬器則是可以模擬儲能系統中採用各種不同的電池充放電特性。 

在通過控制系統對上述多項設備偕同運作下，可以藉由參數的調控對電力

調節系統之安全規範、併網及電磁相容做測試，整體設備中各設備照片(圖1)。 

     (一)直流電源模擬器，如圖 1(a) ： 

 太陽光電模擬器是一種直流電源模擬器，其目的是為了模擬太陽能板吸收

陽光後產生的直流電。在電力調節系統的測試中，將這個直流電源注入後由電

力調節系統轉為交流電源饋網，看其是否能正常運作。 

  (二)交流電源模擬器，如圖1(b) ： 

電力調節系統接收了太陽能板所產生的直流電源之後，可將其轉換為交流

電源。因此，在電力調節系統的併網檢測之中，需要交流電源模擬器模擬台電

的市電電網，藉以測試再生能源產生的電源併入電網產生的影響，檢測項目包

含了併網以及孤島效應等。  

     (三)電池模擬器，如圖 1(c)： 

電力調節系統接收了太陽能板所產生的直流電源之後，除了可將其轉換為

交流電源併入電網外，也可以將其存入儲能系統中的儲能電池。同時，也可以

由電網供電充入電池儲備電力。因此，電力調節系統的檢測也包含了電池模擬

器模擬儲能系統的電池，藉以測試電力調節系統對電池的充放電。 

      (四)RLC 負載，如圖 1(d)： 

為了測試電力調節系統能否在不同的電力潮流狀況下，能夠穩定正常工作，

因此透過調整 RLC 負載來模擬不同的電網狀況，確保電力調節系統併網的安全

性。 

 (五)控制系統，如圖 1(e)： 

         直流電源模擬器、交流電源模擬器、電池模擬器及 RLC負載等設備的系統

整合，以及遠端操作控制介面。 

 

  
(a)直流電源模擬器 (b)交流電源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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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電池模擬器 

 
(d)RLC 負載 

 
(e)控制系統 

圖 1 本局測試設備 

四、儀器操作介面說明： 

本節以電力調節系統(變流器)的併網測試作為案例，介紹系統操作流程。 

  (一)操作說明如圖 2： 

1.開啟電源，如圖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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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啟 B Panel ，如圖 2(b) 

3.開啟直流電源模擬器電源及控制介面，如圖 2(c)及圖 2(d) 

4.開啟交流電源模擬器電源及控制介面，如圖 2(e)及圖 2(f) 

5.開啟電池電源模擬器電源及控制介面，如圖 2(g)及圖 2(h) 

6.開啟 RLC 負載設備電源及控制介面 ，如圖 2(i) 

7.開啟自動測試系統軟體及測試流程介面，如圖 2(j)及圖 2(k) 

8.載入測試程序，如圖 2(l) 

9.確認測試程序參數及受測物設定規格是否正確，如圖 2(m) 

10.確認完成後可點選畫面 GO 之按鈕進行試驗，如圖 2(n)及圖 2(o) 

11.試驗完成後會產生測試結果於畫面顯示利於提供測試者判定受測物是否 

     合格 

操作

說明 
操作圖片 

1、2  

 
 (a)開啟電源 

 

 
(b)開啟 B Panel 

3 

 
(c)直流模擬器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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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控制介面 

4 

 
(e)交流模擬器電源 

 
(f)控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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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電池模擬器(雙向 DC) 

 
(h)控制介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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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控制系統 RLC 控制介面 

7 

 
(j)自動測試系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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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測試流程介面 

8 

 
(l)載入測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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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確認測試程序參數及受測物設定規格 

10 

 
(n)進行測試 

 
(o)測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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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測試結果 

圖 2 本局測試設備操作系統 

五、結論： 

         建置1 MW的電力調節系統檢測能量，完善國內電力調節系統產品之檢

測需求，對台灣的儲能及綠能產業推廣很有成效。未來在此設備的協助下，

可協助本局推廣國內的電力調節系統自願性產品驗證(VPC)規範，並提供國

內廠商的電力調節系統測試需求，證明了有足夠的檢測能量是發展儲能及綠

能產業的一大推力。  

 

 

 

嬰兒床撞擊試驗之安全性儀器簡介－垂直往復衝擊試驗機 

化性技術科 技士 吳庭彰 

一、前言： 

   已開發國家在近期以來，少子化的趨勢越發明顯，對嬰幼兒的生命安全也更

加重視。由於嬰幼兒身心發展尚未完全，對於相關產品需要進行嚴謹的規範，

因此制定相關規範是勢在必行。在規範要求事項中，也有各式各樣的模擬儀器

為此而設計出來，模擬嬰幼兒在使用相關產品的情況與可能產生的風險危害。

本文將介紹嬰兒床產品的測試儀器―垂直往復衝擊試驗機(如圖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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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局垂直往復衝擊試驗機 

二、撞擊試驗機之應用： 

撞擊試驗機主要為測試嬰兒床側面結構耐撞擊試驗之安全性，模擬嬰幼兒

撞擊。可針對不同嬰兒床樣品、組件和結構執行 CNS 11676 家用嬰兒床與折疊

嬰兒床第 7.8.1 節彎曲試驗與第 7.9.1 節垂直靜載重試驗，以及 CNS 12990 家用

嬰兒搖床與搖籃第 7.6 節規定的測試，CNS 11676 參考 EN 716-1:2017、EN 716-

2:2017、ISO 7175-1:2019 與 ISO 7175-2:2019 調和而成，而 CNS 12990 家用嬰兒

搖床與搖籃則參考 EN 1130-1:1997 與 EN 1130-2:1996，也可滿足上述標準的要

求。此外，本儀器有操作簡易、容易維護，並可進行兩種商品檢驗的優點。 

在試驗上，先將待測樣品組裝完成並靜置於室溫環境一周後，將樣品移動

至測試機台，並進行左右調整，再操控儀器進行施力點位置上下調整，調整完

畢後即進行施力測試，經測試後，觀察是否有斷裂、變形或其他損壞。 

三、儀器說明： 

  待測樣品搬至試驗儀器內並以止檔(保持樣品不會在施力過程中整個被推動)

固定後，即可開始試驗，試驗方式都是以高壓氣體控制汽缸施力，可調整之力

量有 150 N 至 300 N，根據試驗項目不同分為兩種不同檢驗方式： 

  (一)彎曲試驗：對位於中央的 1 根板條與位於端面的 1 根板條，和對於任何可

能造成不合格的其他板條輪流施力 250 N並維持 30秒，施力為水平方向，

且施加於板條底部與頂部中點。若為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則改施力 150 N，

其他流程皆相同(如圖 2)。 

 (二)垂直靜載重試驗：對嬰兒床頂端四邊之 1/4 處(共計 8 個點)垂直向下施力

300 N，重複上述流程 10 次。若為家用嬰兒搖床與搖籃則改垂直向下施力

200 N，其他流程皆相同(如圖 3)。 

左邊為試驗機器本體，

右側機台為操作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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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床側面板條彎曲試驗 

 

圖 3 垂直靜載重試驗施力位置示意圖 

  本試驗設備系統操作簡易，而且彎曲試驗四面都有汽缸可以試驗，所以只

要調整好樣品擺放位置再安裝，即可做一側相鄰 2 面之彎曲測試而不需再額外

移動樣品，可以大幅節省移動樣品跟安裝止檔固定的時間。 

四、結論 

  在有限的資源下，本局優先對風險性較高的試驗項目進行儀器採購，作為

保護嬰幼童的防線。近年來執行嬰兒床市場購樣檢驗時，彎曲試驗是不符合率

相對較高的項目。執行相關檢驗時，也需要有人設計相關實驗儀器，在可以確

實執行試驗為前提，操作流程的簡化可以減少操作人員因操作失誤而影響實驗

流程，亦可以增加試驗的速度，為使用者更有效率的把關相關商品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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