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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
可適用坪數2～1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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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胞胎機種(多管路)
可適用坪數7～20坪

一對二 ~ 一對六

內

內

兩者皆可自由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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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F機種 小型VRF 
可適用坪數16～23坪

一對一 ~ 一對八

1. 採室內內機膨脹系統,冷房效果更好 
2. 管路長度優於傳統一對一及多胞胎 
3. 更少的管路損失

大型VRF 
可適用坪數32～40坪

連結率80%至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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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適合的空調設備
住宿類的建築，包括住宅、小型旅館等，通常會採用的設備是窗
型冷氣或分離式冷氣，建議最優先考量的是使用變頻機種，再以
設備廠商建議的適用坪數選擇機型大小；最後則是參考能源局能
源效率標示選用適宜的設備。 

能源效率級數越小、EER 越高越節能 
能源效率標示分為1 ~5級，1級表示能源效率最高，是最省能的家
電；詳細內容可參考能源局網站資料。也可以更進一步，參考各
型冷氣機的能源效率比 (EER)對照表選擇節能的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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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能源標示?



◎ 變不變頻差在哪？ 
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使用的壓縮機，那相當於冷氣的心臟、引 ，傳統的定頻式冷氣，它的壓縮機在冷氣 動運轉
後，速度是固定的。壓縮機的馬達運轉速度約在每分鐘1,710 轉，而且都是固定的轉速，不會增快也不能減低，
也就是當冷氣機達到預定的室內溫度前，都是用這樣的轉速在運作，一旦達到預定溫度，壓縮機就會自動停止運
轉。看清楚哦，定頻壓縮機不是像汽車在停車等紅燈時，車子雖然不動，但引 還是保持運轉，而是整個停止運
轉，一旦冷氣的感溫裝置感測到根室內溫度高於設定溫度時，就會再重新 動壓縮機，送出冷氣直到室溫再降至
設定之溫度為止。而變頻式冷氣機的壓縮機運轉方式就不一樣了，它一開 就會以130%的功率開始運轉，讓室
溫在最快的時間內達到設定的溫度，之後就會經由冷氣機控制它的供電頻率，以低轉速約每分鐘 800多轉，保持
恆常的運轉，持續送出冷氣，當室溫昇高時，最高可提昇到每分鐘 3,300 轉來維持室溫。也就是它的壓縮機是開
機後就保持運轉的狀態，只是轉速會隨著室溫變化而調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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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變頻??
最佳效能 穩定變頻



觀念一：外出關掉冷氣較省電？錯！續開上調1度更省電 
當要短暫外出時，為了省電，大多數的人都會切掉冷氣，等回家後再重新 動。丸山晴美指出，這其實是一大錯誤觀
念。冷氣在開始運作時，需要500W～1000W的耗功率，而等室溫與冷氣設定溫度一致時，又需耗費100W左右。因此若
只是短暫外出10分鐘，最好繼續保持冷氣運作，會比較省電。若想要更省電的話，建議外出時可以把設定溫度上調1度。 
  
觀念二：溫度調越低越涼？錯！風量調強+電風扇，室溫更涼爽  
氣溫並非人體感知冷熱的唯一條件，濕度、氣流、輻射都會改變體感溫度，因此一味地降低室溫，並不能完全感到舒爽。
人體在吹風時，體感溫度約會下降2度左右。因此，與其拘泥於冷氣溫度，不如把冷氣風量調強，讓肌膚感受到冷風，有
效降低體感溫度。此外，由於冷空氣下降的原理，所以可以搭配電風扇一起，提升冷氣的循環。  
 
觀念三：微風模式更省電？錯！自動模式才是最佳首選  
吹冷氣時，調微風模式其實也是耗電的行為。這是因為冷氣在 動後到室內涼爽時，此過程是最為耗電的，而待室溫與
設定溫度相同後，耗電量則會慢慢降低。因此若調成微風模式的話，在距離室內涼爽之前，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電力。
而自動模式則會依照房間狀況，選擇最為適當的風量及風向，等房間涼爽之後，會一邊控制耗電量，保持設定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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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使用空調最好？



1.在開始清潔之前，必須先停止運行並將電源關斷。切勿忘記機組內的風扇是以高速旋轉，如不注意可能會對您
身體造成嚴重的傷。 

2.室內機組有濾去吸氣中塵埃的濾網。請按照現場所示的方法來清洗濾網。(標準濾網通常每星期需要清洗一
次，而長效濾網則必須在每個使用季節開始時進行清洗。) 

3.清洗方法：小心地除去灰塵或用吸塵器吸掉灰塵。嚴重 穢的情況，您可以用含有中性洗滌劑的水溶液或水來
清洗濾網，然後用清水沖洗。請洗後將濾網晾乾，然後將其裝回原處。 

4.切勿將濾網放在直射陽光下或用火將它烘乾。上述方法都會導致濾網變形。 
5.將濾網放在熱水(50℃以上)中清洗亦會導致變形。 
6.切勿向空調設備使用任何可燃性噴劑，以免發生機器故障、觸電或火災等意外事故。 
7.室內機空氣過濾網，建議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定期請專業維修人員清洗。 
8.室外機請每年(四月) 請專業維修人員清洗。 
9.冷氣設備使用中，如有發現異常現象，請向原設備供應商電話咨詢或請其派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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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