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電學—電容與靜電 

電容與靜電--1 

電容與靜電 

 

1. 電荷之特性： 

(1) 有正、負之分，若正、負電荷單獨存在，則稱之為”靜電”。 

(2) “同性相斥”、“異性相吸”之特性，又稱為”靜電力”。 

(3) 任何兩種不同材料摩擦後，其中一為正電荷、另一必然為同電量的負電荷。 

2. 電容器：可以儲存靜電荷之容器稱為電容器，電容器之形狀甚多，其中以平行極板電容器儲存

靜電之效果最佳，平行極板電容器之構造為兩只金屬板平行放置，中間放置絕緣之物

質，即形成電容器。其符號如圖所示。 

 

3. 將電容器接於直流電源上，電容器之金屬極板原本是中性不帶電狀態，當其接於直流電源時，

直流電源之正負兩極連接到電容器後，電源之負極即有很多之電子會流向 B 極板。同理，A 極

板亦會有相對之電子流向電源之正極，此時電容器之 A 極板即帶正電荷，而 B 極板帶等量之負

電荷，由於極板間之介質為絕緣極板上之電荷不會移動。以上之電子流動現象一直持續至電容

器兩極板之電位差等於電源兩極之電位差，電子才會停止流動，此一過程即為電容器之充電現

象。如果將 SW 切斷，兩極板之充電電荷仍然保留在兩極板上靜止不動，所以說電容器可以儲

存靜電荷，也就是此道理。 

 

4. 電容器可分為固定電容器和可變電容器兩大類，而以介質材料不同，又可細分成多種電容器。

玆介紹如下： 

(1) 固定電容器：其值固定，通常由其介質來分類。一般介質材枓有下列幾種： 

a. 兩金屬箔直接真空電鍍在塑膠薄片上面而成。此電容器具有自動排除故障自我復原之

能力，一般常用於交流電動機之起動。 

b. 電解質電容器:如圖 7-4(b)所示，其電極板以鋁，利用化學作用產生薄氧化層作為介

質，此種電容器成本極低，且電容量較大，但漏電流較大，穩定性較差 。 

c. 塑膠膜電容器：如圖 7-4(c)所示，以塑膠為介質，其具有較佳電容量穩定度。 

d. 雲母電容器：如圖 7-4(d)所示，以雲母為介質，其穩定性及耐壓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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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陶瓷電容器：如圖 7-4(e)所示，以陶瓷為介質，陶瓷可耐相當高之電壓，適合做高壓

用。 

 

(2) 可變電容器：其符號如圖 7-5(a)所示。當電路需要用來調節其大小時，例如收音機用可調

電容來選擇電臺。其實體圖如圍 7-5(b)所示。 

 

5. 庫倫靜電定律（Coulomb's law）：法國物理學家庫侖（Coulomb，Charles-Augustin de，1736 年-1806

年）於 1785 年發現，兩帶電體放置在介質中，彼此間有一做用力存在，此作用力大小，與兩帶

電體之帶電量成積成正比，與兩電荷中心距離的平方成反比，稱為庫倫靜電定律力，作用力的

方向沿連線，同號電荷相斥，異號電荷相吸。 

2

21

d

QQ
KF   

由上式可看出： 

(1) F 與二電荷帶電量成正比，與距離 r 成平方反比。 

(2) F 有大小、方向，也就是俗稱的向量。 

(3) F 若成一直線，可直接相加減。若有角度，則要取合力 

兩帶電體，設其直徑與間隔距離相比較為甚小時，其相互間作用的力隨兩帶電體電量Q1 與Q2 

的相乘積成正比例，而與兩帶電體電荷中心距離d 的平方成反比 

比例常數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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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單位牛頓( NT )    q 單位庫侖     r 單位公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A%93%E4%B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3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785%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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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力 F：1 牛頓＝ 510 達因；電荷量 Q：1 庫倫＝ 9103 靜庫；距離 d：1 公尺＝100 公分 

Ex：在真空中 Q1=9×10
－4，Q2=1×10

－5 庫倫，相距 3 米，則其兩作用力為  (A)1  (B)10  (C)9  (D)90  牛

頓。 

   解答  C 

Ex：設有 Q1 庫倫及 Q2 庫倫兩個點電荷，相隔 r 公尺之距離，則兩電荷間的作用力為  (A)F= 1 2

2

Q Q

r
  

(B)F= 1 2

2

Q Q

4 r
  (C)F= 1 2

2

Q Q

4 r
  (D)F= 1 2

Q Q

4 r
  牛頓。 

   解答  C 

Ex：設有二球相隔 3 公分，如二球間的推斥力為 3×10
－9 牛頓，若其中一小球有正電荷 3×10

－9 庫倫，則另一

球荷電量為  (A)正電荷 10
－9  (B)正電荷 3×10

－9  (C)負電荷 10
－9  (D)負電荷 3×10

－9  (E)正電荷 10
－13  

庫倫。 

   解答  E 

Ex：F=K 1 2

2

q q

r
於 M.K.S 制中，且介質為空氣時，則  (A)K=1  (B)K=9×109  (C)K=9×108  (D)K 之單位為

庫倫／牛頓．米。 

   解答  B 

Ex：有三個完全相同之金屬球 A、B、C，其中 A、B 帶有等量的正電荷，當其相距 r 公尺時，其相互作用

力為 4×10
－5 牛頓，另一球 C 不帶電，先和 A 接觸後再與 B 接觸，再將 C 移至他處，則 A 與 B 間之相互

作用力變為  (A)0.5×10
－5  (B)1×10

－5  (C)1.5×10
－5  (D)2×10

－5  (E)2.5×10
－5  牛頓。 

   解答  C 

Ex：有三個完全相同之金屬球 A、B、C，其中 A、B 帶有等量的正電荷，當其相距 r 公尺時，其相互作用

力為 4×10
－5 牛頓，C 球先和 A 球接觸後，再與 B 球接觸，將已帶電之 C 移至 A、B 之中間點，C 所受之

電力為  (A)310
－4 牛頓  (B)4×10

－4 牛頓  (C)8×10
－4 牛頓  (D)8×10

－5 牛頓  (E)3×10
－5 牛頓。 

   解答  E 

6. 電力線、電場、電場強度 

(1) 電力線：正電荷放出電力線，負電荷吸收電力線。 

(2) 電場：電力線所構成的空間即為電場。 

(3) 電場強度(E)：單位正電荷在電場中某一點所受的作用力，稱為該點之電場強度。 

     
2

910*9
r

q

q

F
E     (可與庫侖定律比較，別弄錯了) 

       =
d

V
(適用於平行金屬板) 

    E 單位牛頓/庫侖     ∴電場強度也是向量，所以必需注意方向 

Ex：有一金屬球形導體，半徑 0.5 公尺，其上荷電 10
－8 庫倫，則此球形導體中心處之電場強度為  (A)0.5

牛頓／庫倫  (B)2×10
－8 牛頓／庫倫  (C)108 牛頓／庫倫  (D)0 牛頓／庫倫。 

   解答  D 

Ex：則真空中 1000 C 的電荷產生 28.2 牛頓的作用力，則此電荷所在位置的電場強度是  (A)7050  (B)14100  

(C)28200  (D)56400  牛頓／庫倫。 

   解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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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如圖所示為電場強度 E的關係圖，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A段斜率可表示電位差 

(B)B段電位為零 (C)C段電位差為 20伏特 

(D)A、B及 C的總電位差為 70伏特。 
      

   解答  D 

Ex：如圖正方形 ABCD，每邊長 a公尺，A、B兩點各帶+q庫侖，

C、D兩點各帶－q庫侖的電荷，中心點 O的電場強度之大

小為  (A)
2a

24
Kq  (B)

2a

4
Kq  (C)

2a

22
Kq  (D)

2a

2
Kq  

（牛頓／庫侖）。 

    

   解答  A 

7. 電位單位正電荷自無窮遠處移至電場中某點所需作的功，稱為該點的電位。 

    
r

Q

q

W
V 910*9 (與電場強度 E 比較) 

    電位只有正負之分，並沒有方向性。 

在+Q 所建立的電場中置一只+QA，今若將+QA 順電場方向移動，其為做功而釋放出能量，而使其電

位降低。反之若使+QA 逆電場方向移動，則必須對+QA 做功而儲存能量於+QA 而使其電位升高。AB

兩點間之電位差，係將+QA 自 B 點栘 至 A 點所需之功，設+QA 在 A 點能量為 WA，在 B 點能 量為

WB。
Q

WW
V BA

AB


  

Ex：有一金屬球形導體，半徑 0.5 公尺，其上荷電 10
－8 庫倫，則此球形導體中心處之電位為  (A)9  (B)90  

(C)180  (D)0  伏特。 

   解答  C 

Ex：一個正電荷和一個負電荷互相遠離時，其電位能  (A)增大  (B)減小  (C)不變  (D)無法預知。 

   解答  A 

Ex：電子順電場方向移動則  (A)位能增加，電位升高  (B)位能增加，電位下降  (C)位能減少，電位升高  (D)

位能減少，電位下降。 

   解答  B 

Ex：邊長為 1 公尺之正三角形，其三頂點各置一庫倫之正電荷，則三角形中心點之電位為  (A)9×109 伏特  

(B)18×109 伏特  (C)27×109 伏特  (D)27 3 ×109 伏特。 

   解答  D 

Ex：含電量為 Q 庫倫的兩個不同電性的點電荷，在真空中相距 2r 公尺，在兩點之連線中點處之  (A)電場

強度  =
2

2

o

Q

4 r
電位，V=0  (B)  =

2

2

o

Q

4 r
，V=

2

o

Q

4 r
  (C)  =

2

o

Q

2 r
，V=

o

Q

2 r
  (D)  =

2

o

Q

2 r
，

V=0。 

   解答  D 

8. 絕緣球與金屬球電場強度與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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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半徑相同，帶正電荷量亦相同之 A（絕緣球）、B（金屬球），在真空中各自孤立，則何處之電位最高？  

(A)A 球球面  (B)B 球球面  (C)A 球球心  (D)B 球球心  (E)兩球球心。 

   解答  C 

Ex：半徑相同，帶正電荷量亦相同之 A（絕緣球）、B（金屬球），在真空中各自孤立，則何處電位最低？  (A)A

球球心  (B)B 球球心  (C)兩球球面  (D)B 球球面  (E)無窮遠處。 

   解答  E 

Ex：半徑相同，帶正電荷量亦相同之 A（絕緣球）、B（金屬球），在真空中各自孤立，則何處電場強度最大？  

(A)兩球球面  (B)兩球球心  (C)A 球球心  (D)B 球球心  (E)A 球球面。 

   解答  A 

Ex：半徑相同，帶正電荷量亦相同之 A（絕緣球）、B（金屬球），在真空中各自孤立，則何處電場強度為零？  

(A)A 球球心  (B)B 球球心  (C)兩球球面  (D)兩球球心  (E)A 球內部。 

   解答  D 

Ex：有大小不等之金屬球，各帶相等之負電荷，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帶電球形導體半徑大者，其表

面電場強度較大，但電位較低  (B)帶電球形導體半徑小者，其電場強度較大，電位較高  (C)帶電球形

導體其半徑大者，表面電場強度較大，電位亦較高  (D)帶電球形導體其半徑小者，表面電場強度較小，

但電位較高  (E)以上皆非。 

   解答  E 

9. 電容(C, 單位：法拉) 

(1) 
d

A

d

A

V

Q
C ro   (可看出 C 與面積成正比，與距離成反比)     610     1210 p  

A：極板面積；單位 m2，d：兩極板距離；單位 m，ε：介質之介電係數；單位 F/m 

ε0 為空氣之介電係數 

Ex：兩個帶電平行板面積均為 A=1cm2，兩板間距離 d 為 0.1cm，置於空氣中測得兩板之間的電壓為 100V，

則電容量為多少法拉？  (A)8.85×10
－11F  (B)8.85×10

－12F  (C)8.85×10
－13F  (D)8.85×10

－14F。 

   解答  C 

Ex：兩個帶電平行板面積均為 A=1cm2，兩板間距離 d 為 0.1cm，置於空氣中測得兩板之間的電壓為 100V，

然而充入某種介質後，電壓降為 50V，則電容量為多少法拉？  (A)8.85×10
－11F  (B)1.77×10

－11F  

(C)8.85×10
－10F  (D)1.77×10

－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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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D 

(2) 電容器儲存能量 

2

2

1
CVW  (焦耳) 

當電源連接一電容器以充電時，電源中之能量即藉電荷移至電容器而儲存於其中，因此電

容器之電場中能量乃逐漸增加，其端電壓亦逐漸加大，且在一定之電容下電容器極板上之電荷

量亦與端電壓成比例的加多，故電容器之端電壓V 與電荷量Q 之關係曲線乃成一直線，如圖所

示。 

  

Ex：1F 電容器若自 100V 充電至電壓 200V，則充電期間增加之能量  (A)0.015  (B)0.005  (C)0.05  

(D)0.0015  焦耳。 

   解答  A 

Ex：C1：C2：C3=1：2：3，三電容器極板上儲存電荷均相同時，則各電容器儲存之能量比 W1：W2：W3 為  

(A)1：2：3  (B)1：3：2  (C)6：3：2  (D)6：2：3  (E)3：2：1。 

   解答  C 

Ex：一平行板電容器內有均強電場 E，則單位體積內所含之能量為  (A)
2

1
E2  (B)

2

o

E

2
  (C)

2

o

E

2
  

(D)
o

1

2
 E2。 

   解答  D 

Ex：一平行板電容器接於一直流固定電源，所儲存之能量為 0.1 焦耳，若將兩極板距離減半，則所儲存之

能量為  (A)0.4  (B)0.05  (C)0.1  (D)0.025  (E)0.2  焦耳。 

   解答  E 

Ex：一平行板電容器接於一直流固定電源，所儲存之能量為 0.1 焦耳，若將電源切斷後，才把距離減半，

則所儲存之能量為  (A)0.4  (B)0.05  (C)0.1  (D)0.025  (E)0.2  焦耳。 

   解答  B 

 

(3) 電容串聯Q 相同，總電容量
nS CCCCC

11111

321

   

依 Q=It，因串聯各電容充電電流相同，充電時間相同（任一只電容充到飽和即形成斷

路），所以電容器串聯各電容充電電量均完全相同。 

 

(4) 電容並聯V 相同，總電容量 nP CCCCC  321  

Ex：10F 耐壓 100 伏特，20F 耐壓 200 伏特，兩電容器並聯後之總電容量及總耐壓為  (A)30F，100



基本電學—電容與靜電 

電容與靜電--7 

伏特  (B)20F，200 伏特  (C)30F，300 伏特  (D)
3

20
F，300 伏特。 

   解答  A 

(5) 電容器以介質常數 K 的介質代替空氣時： 

a. 板間的電場強度變小為原來的 1/K 倍。 

b. 二端電壓降低為原來的 1/K 倍。 

c. 電容量增大為原來的 K 倍。 

d. 板間電場中之電通密度不變。 

e. 板間電場中之電通量不變。 

Ex：如圖所示，C1為 33 F充滿電後，把開關 S由 A移到 B

點，則 C1之電壓降為 75V後達到穩定。假設 Cx之初始

電壓值為零，則電容 Cx值為  (A)44 F   (B)33 F 

(C)22 F (D)11 F。 

         

   解答  D 

Ex：如圖所示電路中，C1、C2為電容器電容量，單位為法拉，V1、

V2為電容器端電壓，單位為伏特，S 為理想開關，設 V1>V2，則

在 S 閉合後，總電壓為多少伏特?  (A)V1－V2  (B) 1 2

1 2

V V

C C




  

(C) 1 2

1 2

V V

C C




  (D) 1 1 2 2

1 2

C V C V

C C




。 

   

   解答  D 

 

Ex：如圖所示，若 C1 上之電荷為 5000C，C2 上之電荷為 3000C，C1＝30 F，C2＝15 F，求 C3＝  (A)5 F  

(B)10 F  (C)15 F  (D)20 F。 

 

   解答  B 

Ex：2μF 與 3μF 之電容器串聯後接於 100V 之直流電源，則 3μF 電容器之端電壓為  (A)40V  (B)50V  

(C)60V  (D)100V。 

   解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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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如圖 A、B兩點間之總電容量 CAB＝   

(A)1μF    (B)2μF   

(C)1.5μF  (D)4μF。 

     

   解答  A 

 

10. 各種常見介質之介電係數及介電常數。 

介質名稱 介電係數（ε）【F/m】 介電常數（εr） 

空氣 8.85x10-12 1 

蠟紙 2.21x10-11 2.5 

絕綠油 3.54x10-11 4 

雲母 4.425x10-11 5 

瓷 5.31x10-11 6 

電木 6.195x10-11 7 

酒精 2.21x10-10 25 

純水 7.16x10-10 81 

11. 介質強度 

兩帶電體間所隔離之絕緣物質稱為介質，每一種介質每單位面積能容許一定範圍之電力線通過，

而不會破壞介質之絕緣特性；若電力線密度超過其限度，則介質之絕緣特性被破壞而產生電弧，即

放電現象。每一介質之絕緣能力以介質強度表示之，介質強度可定義為介質每單位厚度承受之最大

電壓而不會破壞其絕緣特性。介質強度單位為百萬伏特/公尺，簡寫 MV/m。下表所示為各種介質之

介質強度，介質強度愈高，表示其絕緣能力愈好。 

介質種類 介質強度（MV/m) 

空氣 0.8～3(潮濕較低) 

瓷 4 

玻璃 8～10 

電木 13 

紙（浸石蠟） 14 

紙（浸蜂蠟） 21 

雲母 20～160 

由上述可得結論：當介質之電場強度小於介質之介質強度，此時介質處於絕緣狀態，帶電體所帶之

電荷呈現靜電現象；若介質之電場強度大於介質之介質強度，則此時介質之絕緣將被破壞而產生放

電現象。 

12. 電通密度（D）與電場強度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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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通密度（D）為單位面積垂直貫穿之電力線數，此電力線數以Ψ表示之。依高斯定理任何

帶電體其發射或吸收之電力數恆等於其帶電量(Q) ，即Ψ=Q，因此帶電球體球面之電通密度（D）

即如公式所示 

A
D


  

電通量 Ψ：1 庫倫＝ 線91012  ，面積 A：1 平方公尺＝ 410 平方公分 

Ex：在真空中有一孤立帶電球體，其電量為 4 ×10-6C，求 10cm 處之電通密度為  (A)1×10-4  (B)1×10
－5  

(C)4 ×10
－6  (D)4 ×10

－4  庫倫/m2。 

   解答  A 

 

電場強度Ε: 

d

VD

Q

F



 

電動勢 V：1 伏特＝ 3001 靜伏，距離 d：1 公尺＝100 公分 

即電通密度與電場強度成正比。所以帶電體若有尖端之處其電通密度最高，亦即電場強度最

強，最容易放電之位置避雷針就是利用此尖端放電原理(當電場強度大於介質強度即行放電)而製

成。 

Ex：已知在兩個帶電平行板之間有電場強度為 1.6×106N/C 的均勻電場，板之長寬為 10 公分，則平行此兩

平行板之間的電通密度 D 為  (A)1.6×10
－7  (B)8.52×10

－5  (C)1.021×10
－5  (D)1.416×10

－5  C/m2。 

   解答  D 

Ex：已知在兩個帶電平行板之間有電場強度為 1.6×106N/C 的均勻電場，板之長寬皆為 10 公分，則電通量

為  (A)1.6×10
－7  (B)8.52×10

－9  (C)1.021×10
－7  (D)1.416×10

－7  C。 

   解答  D 

13. 電的高斯定理：  

在物理與數學分析中，高斯定律給出了流出封閉表面的電通量同封閉表面內電荷電量間的關

係，其積分形式為： 

 
其中 為電場強度, 為平面 A 上的微分面積，由平面向外定義為其方向，QA 為封閉平面

內包含的電量，ε0 為自由空間中的電容率， 是對 A 的面積分。 

高斯定律：封閉曲面內所發出的電通量等於該曲面內所包含的電荷數 Q。 

  Q 庫倫（  Q 4 線） 

Ex：有一導線帶有電荷密度為 q 庫侖／米的電量，則距離導線 r 米處的電場強度為多少伏特／米？  

(A)
q

2 r
  (B)

2

q

2 r
  (C)

q

4 r
  (D)

2

q

4 r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5%AD%A6%E5%88%86%E6%9E%9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5%E9%80%9A%E9%87%8F&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8%8D%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8%8D%B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5%E5%9C%BA%E5%BC%BA%E5%BA%A6&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5%E5%AE%B9%E7%8E%87&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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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  A 

Ex：如圖所示，一點電荷 Q=10－2庫倫，周圍有不同之介質包

圍著，a=0.5公尺，b=1公尺，1 =30 ， 2 =20 ，則距

電荷中心 0.2公尺處之電場強度為  (A)6.2×107牛頓/庫

倫  (B)7.5×108牛頓／庫倫  (C)1.25×108牛頓／庫倫  

(D)1.2×108牛頓／庫倫  (E)以上皆非。 

   

   解答  B 

Ex：如圖所示，一點電荷 Q=10
－2
庫倫，周圍有不同之介質包圍著，

a=0.5公尺，b=1公尺， 1 =30 ， 2 =20 ，則距電荷中心 1.2

公尺處之電場強度為  (A)6.2×10
7
  (B)7.5×10

8
  (C)1.25×10

8
  

(D)1.2×108  (E)2.0×108  牛頓／庫倫。 

   

   解答  A 

Ex：通過一封閉曲面之電力線數等於此曲面內所含之淨電荷量，此為  (A)安培定律  (B)高斯定律  (C)法

拉第定律  (D)楞次定律。 

   解答  B 

 

14. 電力線的特性： 

1. 電力線為一連續曲線 

2. 電力線始於正電荷終止於負電荷 

3. 電力線絕不相交，任一點只有一根 

4. 電力線上任一點切線方向即為電場方向 

5. 電力線的疏密表示電場強度相對的大小 

6. 電力線出發與進入皆與電荷垂直 

7. 電力線行經的路線為介質阻力最小之路徑 

8. 電力線彼此排斥不會吸引 

9. 電力線會盡量使其長度為最小 

10. 電力線的起點與終點不能再同一導體上 

 

15. 電容的特性：電容器的電壓不可能瞬間改變 

平均電流
t

V
CI C

Cav



  

電容量
d

A
C  ＝

V

Q
      

Ex：若將地球視為孤立之球體，則地球之電容量為  (A)7.08F  (B)70.8F  (C)708F  (D)708F  

(E)70.8F。（註：地球半徑為 6370 公里） 

   解答  C 

 

16. 電容的 Y 與Δ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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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容的變換關係： 

Y→Δ：             Δ→Y： 

321

32

CCC

CC
CA


     

A

ACCBBA

C

CCCCCC
C


1  

321

13

CCC

CC
CB


     

B

ACCBBA

C

CCCCCC
C


2  

321

21

CCC

CC
CC


     

C

ACCBBA

C

CCCCCC
C


3  

17. 電容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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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容器誤差值 

 

 

 

 
(  ) 1. 設有兩帶電小球體在空氣中相隔 3 公分，如兩球間之斥力為 1010 牛頓，而其中

一小球帶有正電荷 3  910 庫侖，則另一小球荷電多少庫侖？  (A)
1

3


1410  

(B)3 1410  (C)
1

3


510  (D)3 510 。【85 四技二專】 

(  ) 2. 有一個正 10 610 庫侖的點電荷，距其 10 公尺遠的電場強度為多少牛頓／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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侖？ (A)9 310  (B)9 210  (C)9 10 (D)9[註：
1

4
＝9 910 ]。【89 四技二專】 

(  ) 3. 有一導帶有電荷密度為 q 庫倫／米的電量，則距離導線 r 米處的電場強度為多

少伏特／米？ (A) 
02

q

r
 (B)

2

02

q

r
 (C)

04

q

r
 (D)

2

04

q

r
。【91 四技二專】 

(  ) 4. 有兩個電容器，電容量分別為 3  F 和 6  F，串聯之後的總電容量為 (A)18  F 

(B)9  F (C)2  F (D)1  F。【89 四技二專】 

(  ) 5. 如圖所示 b 、 c 兩端電壓為 (A)20V (B)40V (C)60V (D)80V (E)120V。【89

四技二專】 

 

(  ) 6. 若某兩個電容器串聯時之總電容量為 2.4  F，已知其中之一電容器的電容量為

4.8  F，則當這兩個電容器並聯時之總電容量應為多少  F？  (A)2.4 (B)4.8 

(C)7.2 (D)9.6 (E)12。【89 四技二專】 

(  ) 7. 如圖所示， ab 兩端的電容量為  (A)11  F (B)5  F (C)2.5  F (D)7.5  F 

(E)4.5  F。【89 四技二專】 

 

(  ) 8. 下圖所示電路，求 t ＝1.5 秒及 t ＝3 秒時之 ( )i t ＝？ (A)0， 5 A (B) 5 A，0 

(C)0， 5 A (D) 5 A，0。【87 四技二專】 

 

(  ) 9. 下圖中，若
xC 未帶電，當

1C 充滿電後開關撥向 B 點，
1C 兩端之電壓降為 75V，

已知
1C ＝6  F，則

xC 值為 (A)5  F (B)4  F (C)3  F (D)2  F。【89 四技二

專】 

 

(  ) 10. 如圖所示為電場強度 E 的關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A段斜率可表示

電位差 (B) B 段電位為零 (C) C 段電位差為 20 伏特 (D) A、 B 及 C 的總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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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為 70 伏特。【91 四技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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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2. (B) 3. (A) 4. (C) 5. (B) 6. (D) 7. (E) 8. (A) 9. (D) 10. (D) 

 

 

1. 
【依公式知： F ＝9 9 1 2

2
10

r

Q Q

d




， 1010 ＝9

10
9 2

2

3 10
10

1 (0.03)

Q 


，∴

2Q ＝
1

3
 1014  (庫侖)】 

  

2. 
【 E ＝9

6
9

2

10 10
10

1 (10)




＝9 210 (Nt/C)】 

3. 
【 E ＝

02

q

r 
】 

4. 【 C ＝ (3 // 6 )μ μ ＝(2  F)】 

5. 下圖所示 b 、 c 兩端電壓為 40V。 

 

【原圖變為
bcV ＝

1
120

1 2


＋
＝40(V)】 

6. 
【2.4＝

4.8

4.8

C

C



＋
 ∴4.8＋ C ＝ 2C ， C ＝4.8(  F)，並聯後

TC ＝4.8＋4.8＝9.6(  F)】 

7. 

 
【

TC ＝ [9 //(3 6) ] ＋ ＝4.5(  F)】 

8. 

 
【 t ＝1.5 秒時，

SV 不變，表示電路呈穩態， C 斷路，故 i ＝0(A)，當 t ＝3 秒時，
SV 開始

減少， C 開始對
SV 反向放電，且電流 i 反向流出，故選 5 A。】 

9. 

 

【
1C 先充電至 100V，故

1V ＝ 1 1 2 2

1 2

CV C V

C C


＋

＋
75＝

6 100 0

6 xC








＋

＋
 ∴

xC ＝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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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EV ， A段面積＝
1

2
底 高

1

2
 (15  5) 2＝10(V) ， B 段面積＝長×寬＝(25  15) 2

＝20(V)  

C 段面積＝△＋□＝
1

(35 25) (6 2) (35 25) 2
2

 
      

 
＋ ＝20＋20＝40(V)， A、 B、C 總電位

＝10＋20＋40＝7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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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如 圖 所 示 ， ab 兩 端 的 電 容 量 為  (A)11  F  (B)5  F  (C)2.5  F  (D)7.5  F 

(E)4.5F。 

 

(  ) 2. 有一導線帶有電荷密度為 q 庫侖／米的電量，則距離導線 r 米處的電場強度為多

少伏特／米？ (A)
q

2 r
 (B)

2

q

2 r
 (C)

q

4 r
 (D)

2

q

4 r
。 

(  ) 3. 如圖所示，若 C1 上之電荷為 5000C，C2 上之電荷為 3000C，C1＝30 F，C2＝

15F，求 C3＝ (A)5F (B)10 F (C)15 F (D)20 F。 

 

(  ) 4. 如圖所示為電場強度 E 的關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 段斜率可表示

電位差 (B)B 段電位為零 (C)C 段電位差為 20 伏特 (D)A、B 及 C 的總電位差

為 70 伏特。 

 

(  ) 5. 半徑相同，帶正電荷量亦相同之 A（絕緣球）、B（金屬球），在真空中各自孤立，

則何處電場強度為零？ (A)A 球球心 (B)B 球球心 (C)兩球球面 (D)兩球球

心 (E)A 球內部。 

(  ) 6. 則真空中 1000 C 的電荷產生 28.2 牛頓的作用力，則此電荷所在位置的電場強

度是 (A)7050 (B)14100 (C)28200 (D)56400 牛頓／庫倫。 

(  ) 7. 有一球形導體，其半徑為 1 公分，其上之電量為 10－9 庫倫，試求距球心 0.9 公分

處之電位？ (A)700 伏特 (B)800 伏特 (C)900 伏特 (D)1000 伏特。 

(  ) 8. 
平行板電容器，若將極板面積與板間距離同時減半的 (A)相等 (B)

4

1
倍 (C)

2

1

倍 (D)2 倍 (E)4 倍。 

(  ) 9. 含電量為 Q 庫倫的兩個不同電性的點電荷，在真空中相距 2r 公尺，在兩點之連

線 中 點 處 之  (A)電 場 強 度  =
2

2

o

Q

4 r
電 位 ， V=0 (B)  =

2

2

o

Q

4 r
， V=

2

o

Q

4 r
 

(C)  =
2

o

Q

2 r
，V=

o

Q

2 r
 (D)  =

2

o

Q

2 r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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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邊長為 1 公尺之正三角形，其三頂點各置一庫倫之正電荷，則三角形中心點之電

位為 (A)9×10
9
伏特 (B)18×10

9
伏特 (C)27×10

9
伏特 (D)27 3 ×10

9
伏特。 

(  ) 11. 電子順電場方向移動則 (A)位能增加，電位升高 (B)位能增加，電位下降 (C)

位能減少，電位升高 (D)位能減少，電位下降。 

(  ) 12. 60 F 之電容器，帶有 10 庫倫之電荷，其貯存之電能為 (A)8.3 焦耳 (B)8.3×102

焦耳 (C)0.83×105 焦耳 (D)0.83×106 焦耳 (E)0.83 焦耳。 

(  ) 13. C1：C2：C3=1：2：3，若三電容器均直接跨接到同一電源充電，則各電容器所儲

存之能量比 W1：W2：W3 為 (A)1：2：3 (B)1：3：2 (C)6：3：2 (D)6：2：3 

(E)3：2：1。 

(  ) 14. 
一 平 行 板 電 容 器 內 有 均 強 電 場 E ， 則 單 位 體 積 內 所 含 之 能 量 為  (A)

2

1
E2 

(B)
2

o

E

2
 (C)

2

o

E

2
 (D)

o

1

2
 E2。 

(  ) 15. 如圖之電路 ab 間加 1200V 時，cb 間之電壓為 (A)400 (B)600 (C)800 (D)1000。 

 

(  ) 16. 有兩電容器，其電容值分別為 2F 耐壓 50V 及 2F 耐壓 200V，若將兩電容串聯，

其所能耐受之最大電壓為 (A)50V (B)100V (C)150V (D)200V。 

(  ) 17. 一平行板電容器接於一直流固定電源，所儲存之能量為 0.1 焦耳，若將兩極板距

離減半，則所儲存之能量為 (A)0.4 (B)0.05 (C)0.1 (D)0.025 (E)0.2 焦耳。 

(  ) 18. 一平行板電容器接於一直流固定電源，所儲存之能量為 0.1 焦耳，若將電源切斷

後 ， 才 把 距 離 減 半 ， 則 所 儲 存 之 能 量 為  (A)0.4  (B)0.05  (C)0.1  (D)0.025 

(E)0.2 焦耳。 

(  ) 19. 兩電容器 C1 與 C2，當串聯時總電容為 0.12  F，並聯時總電容為 0.5  F，則 

(A)C1=0.1  F，C2=0.4  F (B)C1=0.2  F，C2=0.3  F (C)C1=0.08  F，C2=0.04  F 

(D)C1=0.07F，C2=0.05F。 

(  ) 20. 如圖所示電路中，C1、C2 為電容器電容量，單位為法拉，V1、V2 為電容器端電壓，

單位為伏特，S 為理想開關，設 V1>V2，則在 S 閉合後，總電壓為多少伏特? (A)V1

－V2 (B) 1 2

1 2

V V

C C




 (C) 1 2

1 2

V V

C C




 (D) 1 1 2 2

1 2

C V C V

C C




。 

 

(  ) 21. 空氣中，距離某點電荷一段距離處的電位及電場強度分別為 300 伏特及 100 牛頓

／庫侖，求此點電荷的電量為多少庫侖？  (A)
1

3


710  (B)1  710  (C)2  710  

(D) 3 710 。【85 四技二專】 

(  ) 22. 一電子順著電場方向移動，則其 (A)位能減少，電位升高 (B)位能增加，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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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C)位能增加，電位升高 (D)位能減少，電位下降。【88 四技二專】 

(  ) 23. 若 100V 電壓施加於 1  F 的空氣介質電容器，若改用
r ＝8 之玻璃介質，則電荷

量約增為原來的幾倍？ (A)1 倍 (B)4 倍 (C)8 倍 (D)64 倍。【87 四技二專】 

(  ) 24. 一個電容量為 10  F 的電容器，如果該電容器儲存有 0.25mC(毫庫侖)的電荷量

時，此電容器兩端的電壓為 (A)2.5 (B)25 (C)0.04 (D)40 伏特。【89 四技二

專】 

(  ) 25. 0.01  F 之電容器與 0.04  F 之電容器並聯後，施加 500V 之直流電壓，求電容器

之總儲存能量為 (A)12.5mJ (B)5.0mJ (C)6.25mJ (D)7.5mJ。【87 四技二專】 

(  ) 26. 當 100  F 之電容器充電至 200 伏特時，其儲存的能量為多少焦耳？  (A)0.02 

(B)0.1 (C)0.2 (D)1 (E)2。【89 四技二專】 

(  ) 27. 平行電容板 C 充電至 E 伏特後切斷電源，再將二極板之距離加倍，則電容兩端之

電壓為 (A) E /2 (B) E  (C)2 E  (D)4 E 。【89 四技二專】 

(  ) 28. 有一個 50 F 的電容器，將其跨接於 100V 的直流電壓，試求電容器儲存的能量

多少？ (A)2 焦耳 (B)1 焦耳 (C)0.5 焦耳 (D)0.25 焦耳。【89 四技二專】 

(  ) 29. 如圖中，若
1C 上之電荷為 5000  C，

2C 上之電荷為 3000  C，
1C ＝30  F，

2C ＝

15  F，求
3C ＝？(A)5  F (B)10  F (C)15  F(D)20  F。【91 四技二專】 

 

(  ) 30. 兩個法拉數標示不清之電容器
1C 及

2C ，已知其均可耐壓 600V，某甲先將它們完

全放電並確定其端電壓為 0V，再以 1mA 之定電流源分別對其充電 1 分鐘，結果

其端電壓各為
1V ＝100V 及

2V ＝200V，則下列者正確？ (A)
1C ＝300  F (B)

1C ＝

300  F(C)
1C 與

2C 並 聯 之 總 電 容 量 為 900  F  (D)
1C 與

2C 串 聯 之 總 電 容 量 為

900  F。【92 四技二專】 

(  ) 31. 有一電容器接上 400 V 的直流電壓後，儲存 8 焦耳的能量，求此電容器的電容

量為多少？ (A) 400 µF (B) 300 µF (C) 200 µF (D) 100 µF【94 四技二專】 

(  ) 32. 如圖所示電路，求30 µF電容器的充電電壓V =？ (A) 22 V (B) 12 V (C) 6 V (D) 4 V【94

四技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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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2. (A) 3. (B) 4. (D) 5. (D) 6. (C) 7. (C) 8. (A) 9. (D) 10. (D) 

11

. 

(B) 12. (D) 13. (A) 14. (D) 15. (A) 16. (B) 17. (E) 18. (B) 19. (B) 20. (D) 

21

. 

(B) 22. (B) 23. (C) 24. (B) 25. (C) 26. (E) 27. (C) 28. (D) 29. (B) 30. (C) 

31

. 

(D) 32. (D)                 

 

 

1. Cab=C1//(C2+C3)=9 //(3+6 )=4.5F 

2. D=
A


=

q

2 r



 
=

q

2 r
 ε=

0

D


=

0

q

2 r
 

3. Q3=Q1－Q2=5000C－3000C－2000C 

V3=V2=
2

2

C

Q
=





15

3000
=200V ∴C3=

3

3

V

Q
=

200

2000
=10 F 

4. (A)A 段曲線下的面積為電位差 
1

2
×2×(15–5)=10V(V=E*l) 

(B)B 段電位為 2×(25–15)=20V  

(C)C 段電位差為(2+6)×(35–25)×
2

1
=40V  

(D)總電位差=
1

2
×2×(15–5)+20+40=70V 

6. F=Q    =
Q

F
=

C1000

N2.28


=28200．N/C 

7. 球體內部任何一點電位與球面相同 Vin=Vs=Ko

a

Q
=9×109×

01.0

10 9

=900V 

8. 

由 C= 
d

A
 ， 

C

C


=

A

A


．

d

d
=

A

2

A
．

d

d

2

=1 

9. 
Vo=

r

KQ
+

r

)Q(K 
=0  

E


=
2r

KQ
+

2r

KQ
=

2r

KQ2 1
K=

4
2

Q

2 r
 

10. 任一頂點對中心點之距離為=
2

1
/cos30°=

2

1


3

2
=

3

1
m 

VA=
r

QKo =

3

1

1109 9 
=9 3 ×109V VA=VB=VC，VA+VB+VC=3VA=39 3 109=27 3 10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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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
2

1
QVc=

2

1

C

Q2

=
6

2

10602

10


≒0.83×106J 

13. 
由 W=

2

1
CVc

2 可知 WC ∴W1：W2：W3=C1：C2：C3=1：2：3 

14. 單位體積儲能
（體積）V

W
=

2

1
E．D（E：電場強度，D：電通密度） 

2

1
ED=

2

1
 0E2(D=  E) 

15. 
Vcb=Vab

bcab

ab

CC

C


=Vab

)CC(C

C

321

1


=1200

)24(3

3




=400V 

16. Qs=min(Q1,Q2)=Q1=2×50=100C Vmax=
1

s

C

Q
+

2

s

C

Q
=





2

100
+





2

100
=100V 

17. 由 C= 
d

A
知 C

d

1
 ∵d 減半 ∴C 增為 2 倍，即 C=2C  

由 W=
2

1
CE2 知 WC ∵C 加倍 ∴W 加倍，即 W=2W=2×0.1=0.2J 

18. 
電源切斷電量不變，且 W=

2

1
．

C

Q2

，在兩板距離減半的情況下， 

C 值加倍，即 C=2C 則 W=W．
C

C
=0.1×

C2

C
=0.05J 

19. 
依題意













)2.........(F5.0CC

)1......(F12.0
CC

CC

21

21

21

  

(2)式代入(1)式 1 2C (0.5 C )

0.5

 


=0.12   

C1
2－0.5C1+0.5×0.12=0 (C1－0.3 )(C1－0.2 )=0  

∴








F2.0C

F3.0C

2

1
或









F3.0C

F2.0C

2

1
 

21. 空氣中，距離某點電荷一段距離處的電位及電場強度分別為 300 伏特及 100 牛頓／庫

侖，求此點電荷的電量為 1 710 庫侖。  

【V ＝9 9

2
10

r

Q

d



300＝9 910

1

Q

d
，E ＝

V

d
 d ＝

V

E
＝

300

100
＝3，∴300＝9 910

1 3

Q



Q

＝ 710 (庫侖)】 

22. 一電子順著電場方向移動，則其位能增加，電位下降。 

【 電子(負電)與 Q＋ 相吸，欲使電子離開，一定要外加能量(要流汗)，即做

正功，但 a 點電位，卻比 b 點高，因V ＝ K ．
Q

d

＋
， a 點距 Q＋ 較近，故 d 較小。】 

23. 若 100V 電壓施加於 1  F 的空氣介質電容器，若改用
r ＝8 之玻璃介質，則電荷量約增

為原來的幾倍？ (A)1 倍 (B)4 倍 (C)8 倍 (D)64 倍。 

【
r 由 1 增為 8，自然增加 8 倍，且 C 與 Q 成正比∵ Q C V＝ ，即 Q 增大 8 倍。】 

24. 一個電容量為 10  F 的電容器，如果該電容器儲存有 0.25mC(毫庫侖)的電荷量時，此電

容器兩端的電壓為 (A)2.5 (B)25 (C)0.04 (D)40 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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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Q

C
＝

0.25m

10
＝25(V)】 

25. 0.01  F 之電容器與 0.04  F 之電容器並聯後，施加 500V 之直流電壓，電容器之總儲存

能量為 6.25mJ。 

【 TC ＝ 0.01 0.04 ＋ ＝0.05(  F)，W ＝ 21/ 2 TC V ＝ 21/ 2 0.05 (500)  ＝6.25(mJ)】 

26. 當 100  F 之電容器充電至 200 伏特時，其儲存的能量為多少焦耳？  (A)0.02 (B)0.1 

(C)0.2 (D)1 (E)2。 

【W ＝ 21/ 2CV ，＝ 21/ 2 100 (200)  ＝2(J)】 

27. 平行電容板 C 充電至 E 伏特後切斷電源，再將二極板之距離加倍，則電容兩端之電壓為  

2 E 。 

【 Q ＝ C E ， d 加倍表示電容 C 減半，即 C＝
2

C
，∵ Q ＝ C E ＝ C E  ＝

2

C
E   ∴ E

＝ 2E 】 

28. 有一個 50 F 的電容器，將其跨接於 100V 的直流電壓，電容器儲存的能量為 0.25 焦耳。 

【W ＝ 21/ 2CV ＝ 21/ 2 50 (100)  ＝0.2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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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1Q ＝

2Q ＋
3Q ，

3Q ＝
1Q －

2Q ＝5000－3000＝2000(  C) 

V ＝ 2

2

Q

C
＝

3000

15




＝200(V) 並聯電壓相等故

3C ＝ 3Q

V
＝

2000

200


＝10(  F)】 

30. 【
1C ＝ 1

1

Q

V
＝ 1

1

I t

V
＝

1m 60

100


＝600  F，

2C ＝ 2

2

Q

V
＝ 2

2

I t

V
＝

1m 60

200


＝300  F，

PC ＝
1C ＋

2C ＝

900  F 

sC ＝
1C //

2C ＝600  //300  ＝200  F】 

31. W=
2

1
*C*V2=

2

1
*C*(400) 2 

C=100μF 

32. 三個電容器並聯得 CT=120/22  F，QT=(120/22)*22=120 

30  F 之電壓為
C

QT
=

30

120
=4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