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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電子以及電器產品的日漸依賴，除了考慮電子以及電器產品本身的操作功能之外，對於電磁相容性也

日益注重。包括IEC（國際電子技術委員會）、ANSI（美國國家標準）等單位分別針對航空、軍規、一般消費性等級規範

電子、電器產品的電磁干擾和電磁耐受標準，要求電子產品商品化要先通過電磁相容性的測試。隨著各國的政府單位制定

了電磁相容性的標準，也因而帶動了對標準電磁相容測試場地的需求。 　　電波迴響室（也稱為模態擾動室），是一個體

積很大、包含扇葉以及高導電率金屬牆壁的空腔，其功用為進行電磁波的干擾以及耐受性測試；在利用它做電磁相容性測

試之前，必須先滿足規範所要求的場地均勻度測試。 本論文旨在探討在電波迴響室中，改變金屬迴旋扇葉的位置，其測試

區域的場強均勻度會有何影響，並利用模擬軟體和實際量測來探討其迴響室內部測試區域之場強均勻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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