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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4335燈具異常溫升評估內容介紹

(以電磁感應燈具為例) 

林昆平／臺南分局技正 

許經杭／臺南分局技士 

一、前言 

燈具異常溫升指的是燈具被不當使用、光源故障、燈管選擇錯誤、光源變

壓器線圈短路故障等，所引起燈具組件、內部配線及安裝面的溫度升高，其因

有火災疑慮，故需事前評估各種人為操作異常狀況下，燈具產生溫升是否符合

CNS 14335 燈具安全通則規定之限制值；另外，燈具與安裝面空隙不夠與散熱

不佳所導致燈具電子電路基板故障，同樣有引起火災的機會，例如螢光燈具用

電子安定器、LED 燈具電源驅動器、電磁感應燈(無極燈)驅動之磁場振盪器等。 

前述兩種導致燈具異常溫升的狀況，被規定在 CNS 14335 本文的第 12.5 節

及第 12.6 節。12.5 節與 12.6 節的差異性就在引起燈具異常溫升原因不同，但測

試內容卻相似，只不過 12.6 節比 12.5 節多了現象確認。整體看來，12.5 節異常

溫升限制值比 12.6 節限制值來得嚴苛，因此對燈具異常溫升量測，作完 12.5 節

再去作 12.6 節，似乎多此一舉，因此本文除介紹 12.5 節檢驗作法外，也介紹目

前國內實驗室對 12.6 節的簡化作法，並分析其簡化作法的合理性，提供燈具界

參考，文中以新一代螢光燈具-電磁感應燈具(無極燈)作為實驗對象，整個試驗

程序也適用於一般螢光燈具與 LED 燈具在異常溫升上的試驗。 

二、電磁感應燈具電路運作解析 

圖 1 電磁感應燈具外觀有燈泡、環型、U 型等形狀，瓦數 20 W~300 W 之

間，與一般日光燈具最大不同，在燈管被套上磁環，圖 2 顯示其工作原理，圖 3

為高頻磁場振盪控制器實體。基本上與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或電子式安定器工作

原理相似，都是將交流電源整流成直流電源，再利用 IC 控制兩顆高速開關 Q1

與 Q2，對直流電壓進行切割以產生高頻直流方波，再將直流方波利用 LC 弦波

電路轉換成高頻弦波電壓，以供燈管使用，只是「安定器電路」是輸出 20 KHz~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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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z 高頻正負弦波電壓，具同時預熱與加速燈管燈絲部放射電子，以衝撞燈管

內氣體分子放射能量給螢光粉吸收發光；而「電磁感應燈具電源驅動器電路」

卻是輸出 200KHz 以上高頻正弦波電壓，將輸出側配線纏繞至燈管磁環上並短

路，使磁環在燈管內產生感應磁場，逼使管內氣體分子游離成電子與離子，電

子與離子互換結合放射能量，此能量給螢光粉吸收而發光，因採磁場振盪方式

點燈管，故燈管無需燈絲構造，無燈管壽命問題。有關電磁感應燈具電源驅動

器組件包括：0.交流電源輸入端 110V/220V、1.電源保護熔絲、2.電源突波保護

吸收器、3.防雷擊之避雷器、4.抑制電磁干擾用差模濾波器共兩組、5.整流倍壓

電路、6.與 7.半導體高速開關 MOSFET、8.兩顆 IC 偏壓電路用電源變壓器、9.IC1

抑制產品諧波兼提升功因之積體電路、10. IC2 定頻率定電流輸出控制之積體電

路、11.正負方波轉換高頻交流弦波電路、12.高頻弦波電流輸出配線纏繞至燈管

磁環上。 
 

  

圖 1 無極燈各形狀及控制器本體                  圖 2 無極燈工作原理 

 

 
圖 3 電磁感應燈具高頻磁場振盪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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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磁感應燈具輸出入電性 

實驗樣品採 120 V~277 V 40 W 無極燈，量測儀器為法國製電力品質分析儀

CA 8820，這裏不使用一般電表，原因在考慮諧波效應，以符合實際電性。輸入

電源電壓 120 V，輸入側監測電壓波形、電流波形、諧波電流、視在功率、實功、

虛功、功因等(圖 4A)；輸出側監測電壓波形、電流波形，量測如圖 5： 

1. 輸入側電壓 120.4 V，電流 0.3534 A(因電流勾表 CT 採 1000:1，故顯示

353.4 A 需除 1000)，波形均為漂亮弦波，顯示產品未衍生過量諧波，原

因就在基板已安置抑制諧波兼功因改善 IC1，否則像這種具整流電路、高

速切換開關、工作頻率 200 KHz 以上的電子電路，很難不產生嚴重諧波

干擾，太多諧波雜訊會造成產品功因下降，是能源損耗與電磁干擾元兇。

諧波電流主要分佈在 3、5、7、9、11~25 次奇數諧波，綜合諧波電流失

真 THDi=2.0 %，顯示諧波幾近杜絕。 

2. 輸入側視在功率 S=42.56 VA，實功 P=42.55 W，虛功 Q=1.25 VAR，功

因 PF=1.0，顯示 IC1 對產品功因改善已發揮功效。 

3. 輸出側開路電壓 300.4 V，短路電流 0.028 A，均呈現直流波形且近似直

線，顯示基板安裝之「定頻率定電流輸出控制之積體電路 IC2」已發揮效

用。 

 

      
圖 4A 輸入側 電性分析                圖 4B 輸出側 電性分析 

 

電流勾表與電壓
夾表在輸入埠 

電流勾表與電壓
夾表在輸出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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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側電壓與電流波形         輸入側諧波電流        輸入側功率與功因 

 

     
輸出直流脈波電流(Vdc=0)    輸出直流電壓(Idc=0) 

圖 5 輸入側與輸出側電性分析 

四、燈具異常溫升 

本節分別介紹 CNS 14335 第 12.5 節異常操作與第 12.6 節散熱不佳的異常溫

升試驗，內容包含適用時機、異常操作狀況定義、測試與符合性、實際量測與

確認等。 

 
4.1 第12.5節溫升測試(異常操作) 

 

4.1.1 適用時機 

無限制。 

 

4.1.2 異常操作狀況定義 

異常操作狀況有四種，從下面評估選用最不利的適用狀況。 

【狀況 1】 

燈具設計結構易導致不安全操作情況者，例如可調整式燈具被人為外力碰

觸，導致高溫處碰觸燈具安裝面。測試時，實際將燈具施力以產生不利情形下，

量測最不利處的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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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2】 

光源或起動器故障，例如螢光燈具起動器、電磁感應燈具燈磁環起動器。

測試時將控制器連至起動器的輸出埠短路加以模擬，這些故障通常由於零組件

製造不良等人為因素產生。 

【狀況 3】 

具使用特殊光源之鎢絲燈具者，例如消費者可能誤用一般鎢絲燈泡造成此

特殊燈具燈故障。測試直接以一般鎢絲燈泡置換測試之。 

【狀況 4】 

基板上具光源用電力變壓器，此種變壓器最常見於 40W 以上傳統安定器，

或 LED 降壓變壓器以提供 12V 整流給光源用。測試時將控制器輸出埠短路(等

同變壓器二次側短路)。這些變壓器故障原因有可能由絕緣不佳或刮損等人為因

素造成。 

 

4.1.3 測試與符合性 

依 CNS14335 內文之表 12.3 規定，監測點應包括控制器電子電路基板上所

有線圈繞組、電容、安裝表面，測試時，將熱電偶線黏貼於監測處，並連至溫

度記錄器加以監控，各監測處溫升限制值如下： 

(1)繞組最高溫度限制 

參考廠商提供各繞組規格書內操作溫度 tw，並與本文表 1 之 S4.5 欄位對應

取得，通常是 186 ℃，這是因為廠商一般無法提供各線圈工作溫度 tw，這時安

規工程師可以最嚴苛的 A 種絕緣等級線圈認定，而 A 種絕緣線圈的容許最高溫

度規是 tw=100 ℃，故從表 1 可查得 186 ℃。另控制器內的繞組以抑制電磁干

擾用差模電感最多，IC 用電源變壓器次之，光源用電源變壓器則較少見。  

(2)電容器外殼溫度限制 

電容器容許工作溫度 tC 加 10 ℃。控制器內部的電容除整流電路的濾波電

容外，大多是抑制電磁干擾用 X 電容，電容廠商規格書內通常會提供其容許工

作溫度 tC。 

(3)燈具安裝面溫度限制 

a.光源照射表面(適用調整式燈具)：175 ℃。 

b.光源加熱表面(適用攜帶燈具)：175 ℃。 

c.適用安裝於一般可燃表面(常採用)：130 ℃。 

d.僅適用安裝於不可燃表面之燈具者：無需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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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量測與確認 

以圖 1 無極燈為例，依 4.1.1~4.1.3 節內容執行下列程序，量測結果如表 2，

異常溫升值均符合限制值。 

(1) 可適用 12.5 節異常操作時機。 

(2) 從圖 3 控制器基板評估，該機板無光源用電力變壓器，電路圖上兩顆變

壓器 8 與 11 是提供 IC 偏壓電路用電源與 LC 振盪電路用，也不是特殊

鎢絲燈，因此排除【狀況 1,3,4】，而採用狀況【狀況 2】，直接將控制

器基板輸出埠短路。 

(3) 監測點判斷出後以熱電偶線黏貼如圖 6，線圈因廠商無提供容許工作溫

度所以 L1~L4 繞組均以 186 ℃作為限制值，電容組件廠商提供規格書

標示有 tC=105 ℃，故電容溫升限制值為 105 ℃+10 ℃=115 ℃，因燈

具標示有 F，代表該燈具可被安裝於可燃材質表面所以安裝面溫升限制

值為 130 ℃。 

 

4.2 第12.6節溫升測試(散熱不佳引起的控制器故障) 

 

4.2.1 適用時機 

(1) 燈具可安裝於可燃材質表面，本體標示有 F 符號者。 

(2) 安裝時，燈具固定後與安裝面之空隙不足 10 mm 之散熱距離者。 

(3) 燈具控制器無裝置溫控開關，以限制因控制器故障所引起可燃性安裝表

面溫度上升。 

 

4.2.2 異常操作狀況定義 

同 4.1.2 節。 

 

4.2.3 測試與符合性 

依 CNS 14335 12.6 節規定，監測點僅規定於安裝表面處，溫升限制值：130 

℃。 
 

4.2.4 量測與確認 

以圖 1 無極燈為例，依 4.2 節內容進行評估： 

(1) 可適用 12.6 節控制器故障異常溫升時機。因該控制器標示上有 F，圖 1

顯示該產品並無提供固定燈具，僅光源與控制器供消費者安置，可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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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會被平放於安裝面，散熱距離<10 mm，從圖 3 觀察該控制器並

無溫控開關，僅於電源部發現一 4 A 電力保護熔絲，因此適用 12.6 節引

用時機。 

(2) 同 4.1.4(2)採用狀況 2 直接將控制器輸出埠短路。 

(3) 同 4.1.4(4)結果，安裝表面監測值為 38.9 ℃，符合 130 ℃(表 2)。 

 

4.2.5 取代方案 

從以上已發現問題，對大部份燈具而言，12.6 節可以被 12.5 節的評估結果

所取代，因不管是監測點或溫升限制值，12.5 節都比 12.6 節嚴苛且範圍廣，但

12.6 節是評估光源控制器因散熱不佳導致故障，引發安裝面異常溫升。反過來

想，在控制器故障後，電力熔絲若能適時切斷電源，則控制器內部零組件短路

故障就不會持續運作，擴大燈具與安裝面的溫升，因此確認電力熔絲是否順利

啟斷，可判定異常溫升符合性，試驗方式是將控制器直流側源頭「橋式整流電

路」四個輸出入埠輪流短路，再觀察熔絲保護情形，因為控制器直流側任何零

組件故障，最後都會反應至整流端。這是目前國內安規實驗室作法，但並不無

道理，圖 7 與表 3 顯示測試情形與結果。 
 

表 1 線圈繞組容許最高溫度決定(CNS 14335 表 12.4 光源控制器繞組之最高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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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輸出側短路，進行各點溫升量測   圖 7 橋式整流電路各腳短路，觀察熔絲 

 

表 2 光源短路，量測置放面、繞組、電容溫升 

 
 

表 3 輸出側與橋式整流電路短路，觀察基板電力熔絲保護情形 

 

輸出側短路 

BD 四腳逐一
短路 

原基板熔絲移至
試驗座測試，以
利燒斷時更換 

1.1 倍額定電壓 

溫度記錄器 

基板各黏貼點 

L1 L2 

L3 

L4 

C1 

C2 

輸出側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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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除 40 W 以上傳統安定器與 LED 光源控制器外，大部份燈具控制器的電子

電路並不具備光源用電力變壓器，加上可調式燈具及特殊鎢絲燈具並非市場主

流，因此對一般燈具而言，異常溫升試驗的作法就是將控制器輸出埠短路，再

量測規定點溫升，即可符合 12.5 節規定；而燈具安裝散熱不佳所引起異常溫升，

則可將電子基板橋式整流電路分別作輸出入埠短路，再觀察基板電力熔絲是否

順利燒斷，此種作法雖在 CNS 14335 第 12.6 節未提及，但似也能反應 12.6 節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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