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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Report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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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智慧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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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雲端運算中心的崛起

現在每天有超過 50 億人透過雲端存取資料，人們每天上傳至雲端，多達一億張
相片、十億份文件，每天全球所創造的資料量高達 2.5 艾位元組（Exabyte=1018

百萬兆位元）

資料及圖片來源: IDC  Data age 20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_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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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雲端運算中心的崛起

資料及圖片來源: cisco

到了 2025年，會成長到 60 億， (75% 的世界人口)。到了 2025 年，每個上網的人至
少 18 秒就會和資料互動一次

5G大規模商用在即，流量將數十倍級爆發，全世界有將146億台 IoT (Y2022)裝置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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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雲端運算中心的崛起

資料及圖片來源: IDC  Data age 2025

全球雲端數據中心流量到2021年將達到20.5 ZB/年，相較於2016年成長3.7倍
2021年全球雲端數據中心流量將佔資料中心總流量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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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雲端運算中心的崛起

資料及圖片來源: Statista 2021

傳統資料中心已經越來越沒有角色，取而代之的是連結全球的超大型(hyperscale)
雲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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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中心的減碳壓力

資料及圖片來源: Iea國際能源總署

2018年數據中心約佔全球總用電量的1％，2010年至2018年間，資料中心的計
算量已增長了五倍多

• 到2050年，所有歐盟國家
必須實現100％的碳中和

• 資料中心到2030年需實現
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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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中心的減碳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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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運算中心的減碳壓力

2030 2040

• 現在全球共有504座超大規模資料中心，還會有150
座左右的超大規模資料中心陸續上線

• 過去一年有一半的資料中心是AWS、Google貢獻

如果你的競爭對手紛紛承諾淨零碳排，你會選擇維持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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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雲端運算中心(cloud computing  center)是為了因應網路即時服務與虛擬共享而生
的新形態資訊機房

隨著數位匯流的快速發展，促使網路流量激增，需要更高效率的設備處理短時間匯
集的大量資訊，這些設備的集中處就是「「雲端運算中心」它將扮演智慧城市運作
中，最重要核心基礎設施。

圖片來源: Zify Car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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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雲端運算中心的選址是營運商的重大決策之一，雲端運算中心建置與營運成本極

高，其設置的地理位置、環境條件、建築工法、購入價格等；皆是影響日後雲端運算

中心維運成本、能源效率表現及是否能達成零碳排的重要關鍵

圖片來源: Zify Carpool

坐落位置與原始設計，決定這個機房在其生命週期的能源效率表現

科學量化的選址架構為決策者提供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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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雲端運算中心的低碳定義、風險考量、選址標準與步驟

1. 雲端運算中心的低碳定義(for 傳統冷卻設計)

Climate Zone PUE Climate Zone (Taiwan)

0A 1.64 Extremely Hot – Humid(0A)

0B 1.62 Extremely Hot – Dry (0B)

1A 1.61 台中以南氣候區(Very Hot – Humid (1A)

1B 1.53 (Very Hot – Dry (1B) 

2A 1.49 台中以北氣候區(Hot – Humid (2A)

2B 1.45 (Hot – –Dry (2B)

全球氣候區標準（ASHRAE, 2016）同等級機房要求的PUE指標數值

目前台灣平均為1.63~1.9 ，符合低碳雲端運算中心之標準，位置在

台中以南應該設定在PUE=1.61(含)以下

台中以北則應設定在1.49(含)以下



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2. 新雲端運算中心的低碳定義(for New Server type+新型態冷卻)

1. 1989年至2005年: PUE 2.0

2. 2000年至2009年 PUE1.5~1.8

3. 2009~2011:PUE 1.4~1.6

4. 2012~2014 PUE1.3~1.4

5. 2015~2016 PUE 1.17~1.25

6. 2017 PUE降為1.17~1.19

7. 2018 ~PUE為1.15~1.18

13圖片來源: Google Web

Taiwan



14

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3. 雲端運算中心的選址步驟

主要可參考Intel white paper Data center Site selection及美國電信產業協會ANSI/TIA-942編撰之資

料中心電信基礎設施標準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TIA)，附錄E及附錄F，包含建築

結構，空間需求、水電供應、通信傳輸、土地價格、安全考量等。

座落位置與淨零碳排為新興項目需同步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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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選址步驟流程圖

3. 雲端運算中心的選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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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3. 雲端運算中心的選址步驟

評估指標會因機房性質需求而調整，本次設定為雲端資料中心

既有骨幹傳輸管道01

基礎設施供應能力02

地理位置與安全01

基礎設施供應能力02

土地建築成本03 土地建築成本03

網路核心機房 資料中心機房



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3. 雲端運算中心的選址步驟

低碳雲端運算中心之選址主要指標共五項，各指標合計32項評估準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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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3.1 天然地理資源
節能減碳的關鍵因素

現代化雲端運算中心(cloud computing center)能源耗用

密度遠高於傳統機房，傳統電力支出約占營收的30%，不重

視節能的IDC電力佔營運成本更可高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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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地利資源為困難改變的既有條件，在選址上分為風險與機會

 風險:物理性危害，包含天災(含氣候變遷致發災害)

 機會: 台灣地區，缺乏低溫氣候條件為冷卻使用，完全倚靠機械通風冷卻

下，能源使用效率有其極限，結合季節時段與天然地理條件，充分利用為

冷卻或選用再生能源作為低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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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自然災害種類 低度危害情境 中度危害情境 高度危害情境

洪水
通勤輪值及補給障礙
人力巡檢成本增加

交通受阻、補給困難
防洪設施費用增加

交通中斷、無法補給
洪水直接衝擊關鍵設備造成機房
服務中斷

颱風
通勤輪值及補給障礙
人力巡檢成本增加

屋外設備受損
建築物局部進水
電力供應不穩定

颱風直接衝擊屋外關鍵設備造成
機房服務中斷

地震
物品掉落位移
人力巡檢成本增加

電力供應不穩
設備固定脫落
建築表面建材脫落

主要管路受損斷裂、重要設備傾
倒破壞、建築物嚴重受損造成服
務中斷

土石流
聯外道路阻礙
人力監控成本增加

周遭道路受阻、補給困難，坡面
侵蝕滑動基地局部受損

直接衝擊機房關鍵設施造成服務
中斷

火山
防蝕成本增加
汰換週期縮短

硫磺氣體如二氧化硫（SO2）硫
化腐蝕設備造成故障

火山活動造成地震噴發服務全面
中斷

海嘯
溢淹造成排水失效
人力監控成本增加

衝擊海岸局部護堤受損
交通受阻補給困難

直接破壞，造成機房受損服務中
斷

風險:物理性危害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低碳機房選址方法機會

天然地理資源機會 利用方法 產生之效益

平均溫溼度

1.合適之低溫外氣可直接降低冷卻水塔及泵浦動力

2.透過管路或直接使用經處理過濾之低溫空氣可預冷迴風

或直接冷卻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減少電力使用並降低溫室

氣體排放

空氣品質

1.低懸浮微粒之外氣可降低濾網更換次數並維持冷卻水

塔效能良好

2.無(或經處理)VOCs及鹽份之外氣引進

1.減少初置成本，降低維護頻率

2.低溫無汙染之外氣作為冷卻及預冷，可減少

生鏽腐蝕，延長設備使用壽年

再生能源直接供應區域
1.併入雲端運算中心電力系統，提供持續營運備援

2.減少對石化燃料供電之依賴，減少碳排量

作為設施持續營運有效備援，符合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法規及滿足利害關係人之期望

土壤條件
1.選擇地質條件相對優良區域，避免地質敏感地帶

2.挑選合適區域鋪間接地網作為電信接地使用

避免施工災害及日後營運風險、提供電力系統

參零電位

21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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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平均溫溼度

台北地區全年逐日溫濕度，低於(含)20°C之天數為86天，占全年23.43%

台北地區全年逐日溫濕度趨勢(2018,中央氣象局資料)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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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中部地區外氣溫度記錄，低於(含)20°C之天數為70天，占全年20.07%

中部地區全年逐日溫濕度趨勢(2018,中央氣象局資料)

平均溫溼度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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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高雄地區全年逐日溫濕度趨勢(2018,中央氣象局資料)

南部地區外氣溫度，低於(含)20°C之天數為27天，占全年7.36%

平均溫溼度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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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過去資訊設備對運作環境的要求非常高，主要因為散熱技術問題，容易造成電子零

件損壞或使用壽年減損，但近年資訊設備散熱技術及設備耐溫的演進讓雲端運算中

心資訊設備對環境的要求可以降低

(Photo: Google)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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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ASHRAE（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的研究在過去的8年中，機房裡面資訊設備的排風溫度幾乎升高了10°C（18°F）

歷年進出資訊設備伺服器溫度差(ASHRAE TC9.9 Data Center Power Equipment Thermal Guidelines and Best Practices)

q=mc∆t，冷熱集中分流
與風量決定帶走的熱量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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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自然冷卻的技術主要有

• 空氣側自然冷卻節能系統

利用溫溼度或焓值偵測，在外氣條件符合雲端運算中心環控條件時將

低溫空氣直接引入機房以提供部分或全負載之機房冷卻

• 水側自然冷卻節能系統

利用低乾球溫度或低濕球溫度之外氣，透過冷卻水將其降溫，並使用

於冷卻機房用途，視季節條件不同可以部分取代或全部取代空調主機

之冷卻量，而達到節省空調主機耗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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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空氣側自然冷卻節能系統

利用風門擋板，進行外氣與回風之混合比例調整。系統可根據外氣及回風的溫度及
相對濕度之感測值進行焓值之計算結果，以決定空氣側自然冷卻之啟動時機

(Photo: Energy Procedia 00 (2017)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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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優點: 引進自然資源，相較於間接的預冷有比較高的效率

缺點:  建築物必須預留足夠進風空間，同時引進的外氣必須確保空氣品質除了溫度

濕度以外，是否含有鹽份、揮發性有機氣體等及高速反映偵煙系統

Photo https://line.17qq.com/articles/auehstarx_p2.html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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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 台灣地區可引進空氣側自
然冷卻的天數依地區不同
分別佔全年的 7%~23%，
相對濕度高是另一個決定
外氣引進量的變數

• 使用焓值作為判斷決定因
子是比較合適的方式，以
台北地區氣象條件為例，
全年外氣低於乾球溫度
26℃、相對濕度 50%之
焓值的時間約有40%，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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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 空氣側自然冷卻空氣品質要求

 傳統的資料中心對於換氣的需求不高，基
本上為了維持嚴格的溫溼度環境要求，一
般不會特別引進大量外氣或監測空氣汙染
物

 隨著使用外氣自然冷卻作為降低能源成本
的方式已經逐漸成為主流，有越來越多的
案例顯示，位於空氣污染程度高的地區，
電子資訊設備的故障率隨著自然冷卻的使
用擴大而增加

(圖片來源：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blog/blogTopic.action?nid=2147

根據環保署統計，自2016年十二月實施空氣品質新指標以來到2017月2月20日期間，南
部地區空氣品質達到「不良橘」以上的天數，八十天中有七十六天，另有四天是普通，
沒有任何一天是良好，不健康天數達九成五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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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 空氣側自然冷卻空氣品質要求

無鉛印刷電路板表面腐蝕(圖片來源ASHRAE 2011 Gaseous and Particulate 
Cont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Data Centers)

基於環保考量，自2006年起，歐盟開始在危
害性物質限制指令RoHS(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限制使用
含鉛的焊料，導致印刷電路板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增加了接點氧化及腐蝕而導
致電子零件與通訊基板的重要組件故障率。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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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 空氣側自然冷卻空氣品質要求

Photo ASHRAE 2011 Gaseous and Particulate Contamination Guidelines For Data Centers)

• 電氣短路造成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電路導電

材質「銅」的氧化腐蝕、內層微短路現象

(Conductive Anodic Filament)或濕性顆

粒物質污染沉積，降低表面絕緣電阻。

• 電路板電路開路可能原因也和空氣汙染相

關，例如表面貼裝的銀端子的腐蝕脫離或

是焊有電阻器元件的接腳鬆脫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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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 水側自然冷卻

間接自然冷卻方法是當外氣焓值條件符合使用條件時，將冰水主機系統之冷卻
水經過冷卻水塔進行散熱降溫，再利用熱交換器間接冷卻冰水迴路，降低製冷
主機之冷卻負載，以達到節能之目的，若冷卻水水溫足夠低，則有可能停止製
冷主機之運作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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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在雲端運算中心的冷卻散熱中，最關鍵的耗能設備是空調主機，在一個電力使用
效率為1.7(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1.7的一般資料中心，空調主機所佔的耗
能比例可以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如表.7主央空調主機對國際資料中心(IDC)PUE
之影響，當空調主機每節能百分之五時，整體電力使用效率(PUE)則至少提升百分
之一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低碳機房選址方法再生能源直接供應區域

• 靠近再生能源區域設址，有較高機會直接供應，台灣法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採

電證合一，採用轉供則需要另一筆費用

• 台灣地區常用再生能源為風力、太陽能及水力，風力座落區域為西部彰化沿岸

太陽能則以彰化、雲林、嘉義、台南發電效率最佳

36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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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然冷卻(free cooling)

風力 太陽能 水力

指標1.天然地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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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電力供應能力

指標2.基礎設施

依美國電信產業協會ANSI/TIA-942資料中心電信基礎設施標準，資料中心的電力

要求如下，區域電力供應商應該能提供足夠的電力給資料中心，並且滿足所有的

初始和將來的電力需求。

選址上可以供電充裕之工業區及科學工業園區及各主要超高壓變電站可靠餘裕容

量為依據

可靠穩定且充足的外部電力供應是雲端運算中心營運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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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電力供應能力

指標2.基礎設施

自電源側特高壓或高壓變電站、發電機，管道間都必須考量規劃一倍以上的機電空
間，代表建置成本與空間需求倍增
企業級雲端運算中心，無中斷維修的可能，Tier3的設計可容許線上維修，所以此等
級為雲端運算中心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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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電力供應能力

指標2.基礎設施

380V/220V

22.8KV

69KV

161KV

345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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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自來水供應能力

指標2.基礎設施

充足的水源對雲端算中心持續營運非常重要，因為水主要作為雲端運算中心的冷卻使用

台灣的原水供應來源主要從地面、地下水源與水庫蓄水量聯合調配運用，以「台灣自
來水公司」為例，2017年各種水源的取水量約30.89億噸，其中地下水4.24億噸佔
13.73%，地面水9.93億噸佔32.14%，水庫水16.72億噸佔54.13%

彰化縣因無水庫及河川水可供自來水水源，大部分水源取自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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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交通便利程度

指標2.基礎設施

機房維運

維修保養

客戶
設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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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指標2.基礎設施

交通便利程度

a

b

c

d

e f

哪一個地方最適合設置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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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專用管道與骨幹網路傳輸

指標2.基礎設施

大多數的數據流量都必須與國際介接，而對

國際連接皆需要透過骨幹網路與網路交換中

心連結，最後再傳送到國際海纜站

管道與傳輸的建置非常昂貴，且施工須受地

方政府管制，時程上不容易控制，機房規劃

時也要預留進入建築物的位置是分屬至少兩

個以上不同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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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指標2.基礎設施

專用管道與骨幹網路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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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指標3.鄰近人為風險

高風險設施保持距離

• 在鐵路或主要高速公路0.8公里（1/2英里）以內
• 距離機場、研究實驗室、化工廠、垃圾掩埋場、河流、海岸線、或大壩0.4公
里（1/4英里）以內

• 距離軍事基地0.8公里（1/2英里）以內的地方
• 距離核電廠、軍火廠、或防禦工程1.6公里（1英里）以內的地方
• 相鄰有外國使館及其他高危險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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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防恐阻絕

指標3.鄰近人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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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指標4.成本因素

建築法規限制

雲端運算中心的建設成本主要有土地購買及整地改良成本、建築成本，設備及傳輸
成本，其中土地購買及整地成本與選址有絕對關係，傳輸建置成本則需依據是否自
行興建來評估

工業區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汙染程度

都市計畫內 科學園區及加

工出口區

各別規定之 各別規定之 各別規定之(中、

高汙染)

都市計畫內 特種工業區 40% 160% 最高汙染

都市計畫內 甲種工業區 50% 200% 高汙染

都市計畫內 乙種工業區 60% 300% 中汙染

都市計畫內 零星工業區 70% 200% 低汙染

都市計畫外 乙種建築用地 70% 300% 低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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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指標5. 地方政策及人力資源

雲端產業是各國政府積極推廣的前瞻項目，各地方政府依
照工商業投資招商目標，設置有各種優惠獎勵措施，

雲端運算中心的營運需要高科技人員進駐，但現代化的雲端
運算中心所需人力不高，常駐人員可分為第一線與第二線人
員
第一線主要屬於需要輪班並直接負責機房營運的員工，包含
網管和機電設施與安全行政人員
第二線則是管理規劃管理工程師，此項因素對選址的加權比
例低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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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低碳雲端運算中心指標與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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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低碳雲端運算中心指標與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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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低碳雲端運算中心指標與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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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機房選址方法

低碳雲端運算中心指標與評估準則

A B C D E

指標
天然地理

資源
基礎設施

鄰近人為

風險
成本因素

地方政策與

人力資源

權重比例 23% 28% 16% 20% 13%

雲端運算中心的選址是營運商的重大決策，參考相關文獻及實務，全面考量低碳

節能與其他重要考量，雲端運算中心之選址的指標權重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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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轉型與挑戰

台灣本土資料中心規模不大，營運成本與能源耗用均高
地理上缺乏自然冷卻條件，空調及冷卻水耗能比例偏高
既有資料中心無法中斷進行大規模改善,建置成本高難以成為異地雲
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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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沒機會嗎?

改善現有資料中心能源使用效率、政府學校企業資料中心集中化
與新建規劃能源最佳化是台灣資料中心的必行道路

目前

改善管理

大型化

最佳化

最佳化+大型化

改善+大型化

Data Source :United States Data Center Energy Usage Report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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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氣流管理是風側節能的基本功，目前主流採熱通道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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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高載重需求，讓高架地板逐漸淘汰側吹牆冷系統可以避免機櫃上下溫差問題

空氣側牆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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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空氣側牆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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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機櫃空槽檔板是基本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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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Chiller 

Data Center
PUE=1.7

 Server=1000kW
 Transformer= 30kW
 UPS=100kW
 Cooling=550kW
 Lighting=20kw Chiller≈ 330kW

中央空調主機節能率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IDC PUE變化率 1.7 1.68 1.67 1.65 1.63 1.62 1.60 1.58 1.57 1.55 1.54 

• 選用基載和部分負載(partial load)不同COP表現的高效能主機
• 風側改善後可以逐步提升出水溫度
• 新型機房選用雙溫或高溫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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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空調泵浦因連續運轉其節能潛力相當高，實務上因水量揚程量測不易，

亦不如空調主機有面板可直接讀得數據，容易被使用者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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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側改善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新設空調冷卻水系統通常預留10~15%安全係數以應付日後管路增加之摩擦
損失，可用變頻器調節節電，冰水系統水量隨負載變動可以變頻器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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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機房定期清理昏迷櫃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Uptime Institute】“是全球具權威的Data Center 營運研究機構也是機房標準和認證的單位.

Uptime Institute Founder Ken Brill identified comatose servers as one of the biggest 

opportunities for companies to improve overall IT energy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McKinsey and Company, utilization of servers in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ata 

centers “rarely exceeds 6%” (i.e, they deliver no more than six percent of their maximum 

computing output on averag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and up to 30% of servers are 

comatose– using electricity but delivering no useful information services.(2015/6)

大部分的機房管理人員 總是以風險太大為由,反對機櫃清理 (原因有兩個)

根據這篇報告,在全美企業的資料中心Server運算利用率“很少超過百分之六，”有高達百分
之三十的Server是送電中，但沒有提供服務(他們稱之為昏迷櫃)，昏迷櫃造成機房空間、空
調與電力的三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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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自有機房定期清理昏迷櫃



能源效率提升關鍵

浸沒冷卻 Immersion cooling 

資料及圖片來源: 3M https://www.wiwy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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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動態調節能源配置

隨負載情況動態調控
能源至最佳化

即時指標及趨勢預測

同步即時顯示指標數值
提前預警能源使用異常

預知偵測

依設施運作徵兆
自主判斷維護時
機

新一代節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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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即時指標及趨勢預測可視化

1. Power Consumption用電用水量與趨勢

2. EUI /EUI指標情形

3. Power Demand Predicting and unloading control technology電

力需量預測與卸載控制技術

4. Annual Carbon Emissions 年度碳排放

5. Spatial Daylight Autonomy (sDA) 空間照明自主調控

6. Annual Power & Water fee 台電及水同步與即時水電費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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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同步需量控制
及超約分析

用電分佈及
同期比較

溫濕/照度/CO2
/pm2.5分佈情形

碳排未達目標

即時指標及趨勢預測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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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預知保養

預知保養(Predictive Maintenance) 三大步驟:
1. Get connected (連接設備蒐集數據)
2. Get Insight (依據徵兆深入分析)
3. Get Optimized (最佳化保養建立模型)

高低壓判斷冷卻及冷媒量
近接溫度判斷熱交換效率

震動及電壓電流
判斷馬達

電池放電電壓判斷
電池壽年

依設施運作徵兆自主判斷維護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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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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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管理

動態調節能源配置 動態調節(Dynamic energy adjustment)
以空調主機為例

圖片來源:TSMC

空調主機耗電和冰水溫度、冷卻水溫差、及近接溫度Approach 是相關,可以利用複廻歸
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找出冷卻水塔風扇,泵浦,與主機之最佳控制方式

最佳節能演算法(以主機為例)

y=主機耗電、𝑥1=冷卻水溫差、𝑥2=供應冰水溫度、𝑥3=冰水泵頻率
𝛽0為常數，𝛽1~𝛽4~為迴歸係數，u為其他未列入自變數之因素

y=主機耗電與冷卻水溫插枝相互影響最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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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