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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安全事故通報、調查及鑑定結果分析與建議表 

商品名稱 除濕機 

功用 調節室內環境濕度 

動作原理 市面上販售的除濕機以「冷凍循環式」最常見，也就是所謂的壓縮機式除濕機。此

類型除濕機的動作原理其實與冷氣機很相近，都是利用冷媒壓力與氣態、液態的變

化造成吸熱與放熱作用。 

我們可以下列日常生活例子說明，若將冰水倒在玻璃杯中，則玻璃杯外會附著有許

多水滴，此乃因為玻璃杯的溫度低，和玻璃杯外側的空氣接觸後，溫度下降至露點

以下，空氣中的水分即會凝結成水滴，除濕機之除濕原理也是應用此原理。 

冷媒在冷凍系統中循環時，蒸發器的溫度會降至極低，空氣通過蒸發器時，其溫

度會降至露點以下，因此空氣中的水分會在蒸發器表面凝結成露珠而滴下，只要

冷凍系統不斷的循環，除濕機即能將室內濕氣不斷地除去。再將已經被冷卻而除

去水分的乾燥空氣，經由風扇馬達吹回室內。一直重複著這樣的工作，讓空氣中

的水分不斷地被分離出來而集中在水桶中。 

除濕機與冷氣機兩者都是先將高壓冷媒導入冷凝歧管中，利用釋放壓力而吸熱的

原理造成凝結水，接著透過蒸發器使得空氣中的水蒸氣冷凝成水而釋出，此時空

氣中的水分就被分離出來了，接著將低壓的冷媒導回到壓縮機，然後重新對冷媒

加壓。 

除濕機與冷氣機不同之處在於，冷氣機是將散熱板吸熱後的熱空氣導出室外，冷空

氣回到室內。而除濕機則是把處理過的乾燥、低溫的氣體導回蒸發器(管)，吸熱之

後回到室內，所以除濕機出來的空氣會是熱而乾燥的。 

除濕機主要的零組件為壓縮機、冷凝器、蒸發器、冷媒、送風馬達與風扇以及控制

電路等，如圖 1、2。 

 

圖 1 除濕機內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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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除濕機內部構造 

事故內容 

發生頻率 

自 97年度本局受理事故通報案件至今，除濕機一直高居通報案件數量之冠，截至

105 年度止，本局已受理了 446 件除濕機事故通報案件(包括:97 年度 13 件、98

年度 51件、99年度 81件、100年度 55件、101年度 64件、102年度 55件、103

年度 26件、104年度 44件、105年度 57件)，如圖 3所示。 

 

圖 3 各年度除濕機事故通報案件數 

依調查結果研判，事故原因可概分為控制機板零件不良、壓縮機電容器不良、風

扇馬達電容器不良、消費者自行改裝配線、電源線長期使用而老化或消費者使用

習慣不良等原因造成。 

事故原因 

調查鑑定 

解析 

經彙整歷年來的除濕機事故通報案件，進行調查與鑑定事故發生原因的結果，大

致可歸類為零組件品質不良、消費者人為使用不當與原因不明等 3 大類，分別說

明如下。 

一、 零組件品質不良 

對於可歸咎於事故品使用的零組件不良因素造成的案件，大致可分為分

壓電容不良與繼電器不良等兩種。自 97年度至 105年度止，分壓電容不良的

通報案件數為 344件，繼電器不良的案件數為 63件，所佔的百分比各為 77.1%

與 14.1% (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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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各類型除濕機事故通報案件數 

在檢視許多輕微燒損的除濕機事故案例商品殘骸後發現，其燒損部位僅限於

上方，而最嚴重之處在於控制電路板，甚至有些事故除濕機在換裝新的控制電路

板後，仍能夠正常運轉，因此可清楚研判起火自燃原因是從控制電路板處引起的

(如圖 5~6)。自 97 年度起至今，本局已經陸續公告事故除濕機的機種型號，辦

理召回工作。共計公告召回的機種有 56個型號，其中包括 46個電容器不良機種

型號與 10個繼電器不良機種型號。 

 

圖 5 輕微燒損的除濕機事故案例商品殘骸_案例 1 

(左圖為事故發生時的燃燒情形，右圖為撲滅火勢後的燒損情形) 

 

   

圖 6 輕微燒損的除濕機事故案例商品殘骸_案例 2 

(左圖為事故殘骸側視圖，右圖為正視圖，均顯示僅上方有燒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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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的除濕機事故案例已能清楚研判事故發生原因是從控制電路板上

的分壓電容或繼電器引起，而辦理召回工作。本局更進一步研究引起自燃的原

因，並予以模擬試驗實測，讓事故結果在實驗室中再現，實際由模擬試驗中觀察

到燃燒情形，藉此能夠更加了解事故發生的原因。以下簡要說明本局對於除濕機

的分壓電容模擬試驗過程。 

事故除濕機的分壓電容主要功用為將 AC 110V電源利用分壓方式，供電給後

端的直流電源電路使用。以分壓電容作為電源降壓用途的方式常見於低成本、體

積小的電器產品中，因為相較於使用變壓器降壓提供整流濾波之用的電路，分壓

電容有著體積小、成本低廉、重量減輕的迷人優點，不像使用變壓器般的笨重又

貴，但是分壓電容卻容易受到高頻突波的影響，無法抵擋過大突波的侵襲，甚至

會被燒燬。另外，從事故案例中亦發現，在交流電源輸入端作為電源濾波之用的

X電容也有起火燃燒的情形。圖 7為常見的分壓電容降壓電路。 

 

圖 7 常見的分壓電容降壓電路(紅色圓圈 C2為分壓電容) 

首先量測除濕機的電源電壓、電流，分壓電容電壓、電流波形(如圖 8)，從

圖 8可以觀察發現在投入電源電壓的啟動瞬間會產生一個相當大的突波電流流經

分壓電容，此突波電流峰值可達 31.5A，遠大於分壓電容的正常工作電流(分壓電

容正常的工作電流峰值約為 103mA、電壓有效值約為 102.5V，如圖 10)，研究過

程也發現在當電源電壓投入角度愈趨近於峰值時(電工角 90度與 270度)，突波電

流會愈大；而愈接近零點時(電工角 0度與 180度)，突波電流會愈小。 

如此大的突波電流雖然存在時間一般不到 20微秒(如圖 9)，但是仍會對

於分壓電容造成傷害，此傷害是逐漸累積的，一般不會立即出現絕緣崩潰，

而在長期承受突波電流衝擊後，分壓電容會逐漸造成短路現象，一旦面積擴

大後，即會自燃。這在下列模擬試驗的過程可以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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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除濕機自啟動瞬間至穩態間的電壓、電流波形 

 

 

圖 9 分壓電容的突波電流擴展後的波形 

 

 

 

圖 10 分壓電容正常工作時的電壓、電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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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模擬試驗的過程中，也發現在機械式開關元件的接點閉合、開啟並非

瞬間就到達定位，而是會有接點振盪的情形，尤其是當機械開關接點老化或是表

面不平整時，更常發生這種振盪情形。若發生此現象時，輸送到開關後端負載的

電壓即會有更多的突波產生(如圖 11)，連帶著會影響到流過分壓電容 C2的電流，

會有更多的突波電流通過分壓電容 C2。 

藉由前述的模擬試驗準備工作分析了解，分壓電容在電路中可能會受到

外來的電源高頻雜訊、電源啟動瞬間的投入電工角度及機械式開關接點彈跳

振盪所產生的突波電流衝擊所傷害，因此在後續正式的模擬試驗工作，即依

此原則設計了一連串的電壓波形施加在分壓電容上，由可程式交流電源供應

器供電，進行長時間的試驗工作。有關模擬試驗波形如圖 12、13所示。 

 

 

圖 11 除濕機機械開關啟動瞬間發生接點彈跳的暫態波形 

(紅點代表電源電壓變化時，分壓電容即會流過突波電流) 

 

 

 

圖 12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電壓組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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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電壓及其電流波形 

在模擬試驗期間，亦利用 X-Ray掃描分壓電容樣品的內部變化情形(如圖

14)，由圖 14 可知，分壓電容在承受長期的突波電流衝擊後，內部的金屬薄

膜會逐漸呈現黑塊，此黑塊陰影處代表著內部發生了極間薄膜絕緣崩潰熔融

情形，起先只是小區域，漸漸地範圍擴大，時間一久連外面表皮也被貫穿了，

最後金屬薄膜熔融到達一個程度後，就發生自燃現象，自冒煙-起火-熄滅，

過程約歷時 3分鐘(如圖 15~17)。 

 

圖 14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測試至不同週期次數時的 X-Ray掃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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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發生燃燒前，開始冒煙 

 

圖 16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發生燃燒情形 

 

圖 17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發生燃燒後，火焰漸熄滅 

(自冒煙-起火-熄滅，過程約歷時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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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發生燃燒後，電容器外觀與 X-Ray掃描圖 

由圖 18 分壓電容模擬試驗後的殘骸情形可以發現，電容器外表有著

很大一顆內部金屬薄膜熔融之後所累積而成的熔出物，這與以往除濕機事

故通報案例調查時，在許多輕微燒熔的事故樣品控制電路板上的現象一

致，此次模擬試驗成功地再現這種現象(如圖 19)。 

 

圖 19 除濕機事故通報案例樣品的分壓電容出現金屬薄膜熔出情形 

二、 消費者人為使用不當 

對於可歸咎於消費者人為使用不當因素造成的案件，大致上包括消費者自行

改裝、非原廠服務站維修與使用非原廠規格的零組件、電源線長期受到外力拉扯

造成內部芯線斷裂與刺穿而發生短路等情形。 

三、 不明原因 

對於不明原因造成的事故案件，大致上是因事故品已經燒燬殆盡，無法辨識

機體或商品資訊造成。自 97年度至 105年度止，事故原因或商品資訊不明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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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 10件。這些案件通常造成消費者財物極大的損失，甚至是造成人員傷亡情

形。但此種案件在調查上極為困難，較難從殘骸中尋獲事故發生的跡證。 

除濕機 

設計製造 

建議事項 

1.作為電源降壓用途的電路，應該使用變壓器降壓較為安全。 

2.為避免「分壓電容類型」的電器產品長期不使用，但仍插電待機時，受到外來

突波、雜訊影響，建議可在電源輸入端增設一個機械式開關，以隔離電源。 

3.若為永久承受電源電壓、抑制射頻干擾、分壓用途等三種電容器，亦即與交流

電源輸入回路串、並聯的 X、Y 電容或作為分壓用途的電容，應通過 IEC 

60384-14測試驗證，其電壓規格應至少為工作條件值的 3倍以上。 

除濕機 

使用注意

事項 

1.勿任意改造機體結構或更換零件，非專業技術人員絕不可分解及修理。 

2.勿將電源線破損、加工、過度彎曲、拉扯、扭轉或放置重物等。電源線或電源

插頭損壞或鬆弛時，不可繼續使用。 

3.電源插頭的灰塵等要定期清理。保養時，務必將插座上的電源插頭拔起，此外

手潮濕時不可拔插頭。 

4.勿以插拔插頭的方式來操作運轉或停止，在拔插頭時不可拉電線拔起，一定要

從插頭處拔起。 

5.放置在水平且堅固的場所使用，勿在搖晃、傾斜等不牢固的場所使用，以避免

產生振動或異音。 

6.勿將手指、棒子或可燃性物品插入空氣吹出口或吸入口，也不要被異物堵塞。 

7.不可對機體噴灑揮發性油脂、塗料或殺蟲劑。 

8.若需要長期開機使用時，應要有人在場。如要長期不使用、外出或夜間睡眠時，

須將電源插頭拔起。 

9.勿在容易噴濺到水的場所使用，或如浴室等潮濕環境也不要使用。 

10.勿放置在壁櫥內或傢俱的空隙等狹窄場所使用。 

11.應放置於室內使用，請勿在陽光直射或風吹雨淋的場所使用。 

12.採用連續排水時，須注意水管有否彎折及落差等問題，且要使用適當口徑的

水管連接，確認水管周圍溫度不會在冰點以下。 

13.勿將除濕機放置於發熱器具旁。 

14.清理時務必先停止運轉，並拔下電源插頭。 

15.機體要保持乾燥，發現漏水情形，請勿再使用，應儘快送修。 

16.要將除濕機移動時，應先停止運轉，並倒掉水箱中的水，再將電源插頭拔除。 

除濕機 

選購注意

事項 

除濕機一般有 A、B兩式。A式為常溫型，僅在 15～35℃才可運轉；B式為低溫型，

只要室溫在 5℃以上，皆可順利進行運轉。因台灣夏、冬變化明顯，大多會選用 B

式除濕機，但 A式除濕機的每日除濕量較大，仍有少數機種販售。 

選購時必須注意，除濕機每日的除濕能力，計算方式有兩種，一是室溫攝氏 30度，

相對濕度 80%下的每日除濕量，二是室溫攝氏 27度，相對濕度 60%下的每日除濕量；

一般前者的除濕力為後者的兩倍，即若 12公升/日(30℃，相對濕度 80%），則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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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27℃、相對濕度 60%下，除濕力會變為 6公升/日，在選購時，需詢問清楚計算

方式。 

※選購及保養建議： 

◎從預算與房間坪數大小為出發點，選擇適當的除濕機。 

◎除濕機每日除濕能力，及衣物風乾、壓縮機產地、水箱容量、空氣清淨、FUZZY

微電腦控制、運轉音量等，都是衡量除濕機優劣的參考方向。 

◎使用時機體須平坦放置，勿放在死角，並關閉門窗，以達到最高效能。 

◎可將吹出的風對著衣物運轉，加速衣物晾乾；不過需注意別讓衣物的水滴到機

體上。 

◎濾網需定期清洗或更換；每天應將水箱內的水倒掉，並將水箱清刷乾淨，以免

滋生黴菌細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