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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調度要點總說明 

電業法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施行，基於電力調度應本於安全、公平、 

公開、經濟、環保及能源政策等原則(電業法第七條)，輸配電業應負責執行電力調度業務， 

並於確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下，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電業法第八條第一項)。為執行電力

調度業務，明訂電力調度之範圍、項目、程序、規範、費用分攤、緊急處置及資訊公開等 

事項，爰依電業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依據經濟部一百零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發布之電力 

調度原則綱要，訂定電力調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供與本公司電力網聯結之各系統參與

者遵循。本要點共分十三章，全文共一百四十六條，其內容如下： 

一、第一章總則，明訂本要點之法源依據、適用對象、用詞定義及階層調度之架構原則。 

(第一條至第六條) 

二、第二章電力可靠度指標與電力品質，訂定電力品質標準、電力品質管理及改善措施。 

(第七條至第十條) 

三、第三章電力調度運用計畫，訂定擬具短、中、長期電力調度運用計畫相關規定。 

(第十一條至第二十一條) 

四、第四章設備加入系統，訂定系統參與者設備因新設、擴建、改善、更新、修復等，完工

後加入電力系統相關規定。(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五、第五章設備停電與活線工作，訂定系統參與者設備點檢維護、歲修、改善、試驗及工程

等相關維修協調作業規定。(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七條) 

六、第六章輔助服務，訂定提供各項輔助服務規定。(第四十八條至第六十五條) 

七、第七章調度日運轉，訂定與電力調度之各項規範，包含電力調度指令操作責任範圍、系

統頻率與電壓控制、電源運用、電網安全運轉、預警分析與因應措施分類、設備操作程

序等。(第六十六條至第一百一十一條) 

八、第八章電力調度之緊急處置，訂定設備異常、系統頻率與電壓急遽變化、系統全停電、

負載限制等情況，各系統參與者應配合相關調度處置之規定。(第一百一十二條至第一百

三十一條) 

九、第九章保護電驛設置與運用，訂定保護電驛設置、閉鎖及故障時之處理規定。(第一百 

三十二條至第一百三十四條) 

十、第十章調度員考核與訓練，訂定電力調度運轉人員定期訓練與考核相關規定。(第一百 

三十五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 

十一、 第十一章電力調度費用分攤，針對電力調度費用之項目及收取對象、費率計算等進行

訂定。(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九條) 

十二、 第十二章資訊公開，規範電力調度資訊之公開及項目內容。(第一百四十條至第一百

四十二條) 

十三、 第十三章附則，規範再生能源憑證查核及本要點之施行日期、檢討週期等事項。 

(第一百四十三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調度要點 

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電力調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依電業法第八條第二項訂定之。 

第二條  關於電力調度，依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及本公司

相關之規定。 

第三條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力調度單位：係指依據電業法要求，於輸配電業內設立之獨立電力調度 

部門。 

二、一般發電業電廠：係指除再生能源發電業外之發電業電廠。 

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係指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之設置者。 

四、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係指除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外之自用發電 

設備設置者。 

五、自備變電所用戶：係指用戶設置變電設備，併接於超高壓系統、一次系統及 

二次系統者。 

六、儲能設備：儲存電能並穩定電力系統之設備，包含儲能組件、電力轉換及 

電能管理系統。 

七、超高壓系統：電力網路中 345kV級之發電、輸電、變電等設備(含超高壓主變 

壓器二次側 161kV、三次側 33kV級各項設備)。 

八、一次系統：電力網路中 161kV級之發電、輸電、變電、配電等設備。 

九、二次系統：電力網路中 69kV級之發電、輸電、變電、配電等設備。 

十、配電系統：電力網路中 22kV、11kV級之發電、變電、配電等設備。 

十一、用戶專線：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或自備變電所用戶之變電所與本公司 

系統之間，輸送電能之專用輸電線路。 

1



 

 

十二、高壓端設備：各系統參與者與本公司之責任分界點至其主變壓器高壓側以

上全部設備。 

十三、試送電：凡輸電線跳脫斷聯後，投入一端之斷路器加壓線路。 

十四、加壓：凡輸電線、變壓器等電力設備，正常使用前(含設備新加入)，投入 

一端之斷路器。 

十五、電力系統穩定度：電力系統中所有同步發電機在正常運轉情況下，遭受事

故干擾後能再恢復到正常同步運轉之能力。 

十六、併聯：電力設備併入電力系統運轉。 

十七、電壓閃爍：因負載快速變動，使得電壓快速變化，造成照明燈光閃爍而影

響視覺之現象。 

十八、電力諧波：當電力系統中含有非線性負載，所產生大於基本波之整數倍電

流及電壓。 

十九、三相不平衡：實際電力系統受負載型態與配電方式影響，導致系統三相電

壓或電流大小不相同或三相相角差非 120度之現象。 

二十、電壓驟降：係指當電力系統遭受無法預期的雷擊、鹽霧害等天然災害或外

物碰觸等，造成輸配電設備或線路故障時，其故障所引起之瞬間停電或因

故障電流流經鄰近線路所造成之壓降。 

二十一、頻率控制效能標準：係指本公司參酌北美電力可靠度標準之頻率控制 

效能標準 1（Control Performance Standard 1, CPS1）所訂定之標準。 

二十二、頻率擾動控制標準：係指本公司參酌北美電力可靠度標準之頻率擾動控

制標準（Disturbance Control Standard, DCS）所訂定之標準。 

二十三、輔助服務：為維持電力供應安全與可靠、確保電力系統穩定、維持電力

品質及因應偶發事故，提供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補充備轉容

量、全黑啟動及其他(如調整電壓)等服務。 

二十四、自動發電控制(Automatic Generation Control, AGC)：中央調度中心電能管

理系統(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之頻控方式。其頻控方式係依

系統安全、經濟調度、頻差、時差及各頻控機組特性等自動計算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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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佳出力，並且可指定多部機組同時參與系統頻率的主調整，其餘機

組作輔助調整。 

二十五、備轉容量(Operating Reserve)：指本公司執行調度運轉時，用以應付負載

預測誤差、發電機組故障或系統頻率調整等所需準備之供電容量。其容

量包含執行輔助服務時所需之容量及其他應用容量。 

二十六、調頻備轉容量：為因應供電機組跳機、系統負載突增或系統供需預測誤

差，而自系統頻率開始上升或下降起，三分鐘內可迅速增或減之熱機備

轉容量。其容量以追隨系統負載波動調整，維持系統頻率，並使系統運

轉中最大發電量機組跳機時，不致動作用戶低頻電驛為原則。 

二十七、即時備轉容量：為因應供電機組跳機、系統負載突增或系統供需預測誤

差衍生之系統供電容量差異，可於系統頻率開始下降或接收到電力調度

單位指令起，十分鐘內增加之熱機、冷機備轉容量。其容量以使重新調

整備轉佈署指令時，能快速補充調頻備轉容量之不足，十分鐘內應使調

頻備轉容量恢復正常值為原則。 

二十八、補充備轉容量：為因應系統發生事故失去電源時之事故處理，可於系統

頻率開始下降或接收到電力調度單位指令起，三十分鐘內增加之熱機、

冷機備轉容量。其容量以使重新調整備轉佈署指令時，能補充調頻備轉、

即時備轉容量之不足為原則。 

二十九、全黑起動：系統全停電時，發電機組自行起動並向外加壓送電至系統，

系統逐漸擴大恢復範圍，最終使整個系統恢復正常，用以確保電力系統

全面當機後可迅速恢復運轉。 

三十、關鍵負載：為全黑復電初期，維持系統並協助系統加速復電所需之必要性 

負載，包含： 

（一）複循環機組(熱機起動時間應小於四小時)輔助設備所需之用電。 

（二）在核電廠備用發電機失能情況下，提供核能機組外部電源。 

（三）與發電廠相關之天然氣加壓站、配氣站、監控中心等設施所需之用電。 

三十一、無效電力與電壓調整服務：為使電力系統調度維持供電電壓在目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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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可由發電設備提供(或吸收)無效電力，或以其它方式進行電壓調整之 

服務。 

三十二、日前競價：調度日前一工作日，以競價方式決定調度日每一時段之電能

及輔助服務排程與得標量，並依得標價格計算其電能及輔助服務費用。 

三十三、採購協議：電力調度單位與本公司機組透過協商達成提供輔助服務之協

議。 

三十四、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藉由整合不同特性用戶參與提供系統輔助服務

需求之整合代表或業者。 

第四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

電所用戶等與本公司電力網聯結之系統參與者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五條  為執行電力調度運轉任務，本公司設立各級電力調度中心。電力調度單位設中央

調度中心，分置於台北及高雄；各區域供電單位依供電系統範圍分設區域調度中心；

各區域配電單位依業務系統範圍分設配電調度中心。 

前項中央調度中心應設置異地實體備援調度中心；區域調度中心及配電調度中心

應具備調度備援監控功能及相關機制。 

區域及配電調度中心，應接受中央調度中心之指揮調度。 

第六條  電力調度單位依電力調度需求應設置電力調度相關管理系統，其中包含頻率與電

壓控制、狀態估測、事故分析、系統監視控制、資料蒐集、調度人員模擬訓練、電力調

度排程及計量與結算等功能。 

第二章 電力可靠度指標與電力品質 

第一節 電力可靠度指標 

第七條  本公司電力系統可靠度指標包含系統平均停電時間及系統平均停電次數，兩項指

標均分別計算含天災天數及扣除天災天數之數值，並於每年三月底前計算前一年度電

力系統可靠度指標實績值。 

第八條  系統平均停電時間及系統平均停電次數之計算包含本公司責任因素、非本公司責

任因素及天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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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之非本公司責任因素係經濟部所屬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實施要點核定之

不屬本公司責任因素項目；天災因素停電統計時機係指風災、水災、旱災、震災、懸

浮微粒、火山爆發等天然災害造成停電災情，或依據中央氣象局發布之訊息或因天然

災害接獲中央或地方政府通知開設災害緊急應變中心等。 

第二節 電力品質標準與管理 

第九條  電力系統品質標準如下： 

一、電壓閃爍之標準依本公司「電壓閃爍管制要點」辦理。 

二、電力諧波之標準如附件一。 

三、三相不平衡之標準如附件二。 

四、電壓驟降之容忍度建議如附件三。 

五、再生能源及儲能設備電壓短時間持續運轉能力(Voltage Ride Through, VRT) 

之標準應符合本公司相關併聯技術要點規定。 

六、頻率控制效能標準之計算方式如附件四。 

七、頻率擾動控制標準之計算方式如附件五。 

第十條  電力系統品質之管理原則如下： 

一、電壓閃爍： 

（一）本公司如發現某地區有電壓閃爍現象或遽變負載用戶送電時，得量 

測該地區裝置有電弧爐等遽變負載用戶之電壓閃爍值。 

（二）若電壓閃爍值不符合核供之容許值時，本公司將通知限期改善，改 

善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但需採購改善設備者，應先提改善計畫送

本公司審查，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二、電力諧波： 

（一）如為諧波源設備總容量在 300kVA(含)以上之申請新(增)設用電，應 

委託電機技師或專業技師進行諧波計算及檢討改善措施，經本公司 

審查符合規定後始可供電。 

（二）本公司得不定期抽測或檢驗諧波電流。 

5



 

 

（三）如不符合諧波需量電流失真率限制值，本公司將通知其限期改善，

改善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但需採購改善設備者，應先提改善計畫

送本公司審查，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三、三相不平衡： 

（一）本公司得不定期抽測三相不平衡率。 

（二）如不符合三相不平衡率之限制值，本公司將通知其限期改善，改善

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但需採購改善設備者，應先提改善計畫送本

公司審查，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四、電壓驟降：電力系統遭受無法預期的雷擊、鹽霧害等天然災害或外物碰 

觸時可能造成電壓驟降，得依附件三對設備進行妥善之管理與改善，以 

防止設備故障之情況。 

五、電壓持續運轉能力：再生能源及儲能設備併接於電力系統者，應具備 

電壓持續運轉能力。如經查不符前條第五款規定者，本公司應通知其 

限期改善，改善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 

六、頻率控制效能標準： 

（一）本公司於每年十二月底前，訂定次年度頻率控制效能標準之預定達

成目標，包含年目標值及月目標值。年目標值需合於規定範圍內，

再依據季節負載特性訂定月目標值。 

（二）本公司定期擷取頻率運轉實績，並以頻率控制效能標準進行每日、

每月、年度統計及年移動平均(十二個月的平均值)，據以檢討、分析

及改善電力系統頻率品質。 

七、頻率擾動控制標準：中央調度中心應依附件五每年定期進行事故考核分 

析與檢討。 

八、電壓控制： 

（一）電壓運轉範圍應依本要點第七十九條規定。 

（二）電力調度單位、各區域供電單位及各區域配電單位應定期依據各電

壓等級匯流排電壓運轉實績資料，檢討、分析及改善電力系統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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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 

第三章 電力調度運用計畫 

第一節 電源運用計畫 

第十一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考量短期負載預測、發電機組大修計畫表、停止要求書、加入

系統送電要求書、雙邊合約、採購協議、需量反應、輔助服務取得量、個別機組特

性及運轉限制條件等，於調度日前ㄧ個工作日 16時前擬訂調度日之系統發電排程表

及未來一週電力供需預測表。 

第十二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考量中期負載預測、發電機組大修計畫表、停止要求書、雙邊

合約、採購協議、個別機組特性及運轉限制條件等，於每月十日前擬訂未來二個月

電力供需預測表。 

第十三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考量長期負載預測、長期電源開發方案、發電機組大修計畫表

及民營電廠購售電合約、個別機組特性及運轉限制條件等，於每年五月底前完成評

估當年度及次年度供電能力是否滿足全系統負載及備轉容量需求。 

第十四條  若評估短、中、長期供電能力無法滿足負載預測及備轉容量需求，電力調度單

位得協調一般發電業電廠變更維修計畫，以增加供電容量。 

第二節 電網運用計畫 

第十五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考量短期負載預測、系統發電排程、停止要求書及加入系統送

電要求書，於調度日前一個工作日調整、決定短期電源及電網結構，並執行電力潮

流分析、故障電流分析、穩定度分析、計算區域間總傳輸能力及可傳輸能力，於該

日 16時前彙整至短期電網安全預警分析表。 

前項之分析結果有危及電力系統穩定或設備安全之虞時，電力調度單位應擬定

調度日之電網安全因應措施。 

第十六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考量中期負載預測、停止要求書、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及發電

機組大修計畫表，決定中期電源及電網結構，並進行故障電流分析、電力潮流分析、

穩定度分析、計算區域間總傳輸能力及可傳輸能力，於每月月底前完成次月供電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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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報告。 

前項之分析結果有危及電力系統穩定或設備安全之虞時，電力調度單位應於供

電檢討報告中擬訂因應措施。 

第十七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考量未來二年預定完成之輸變電工程計畫、長期電源開發方案、

新建變電所取載表、發電機組大修計畫表，彙整未來二年可完成之新(增)設發、輸、

變電設備，以決定長期電源及電網結構，並進行年度故障電流分析、年度電力潮流

分析、穩定度分析、計算區域間總傳輸能力及可傳輸能力，於每年五月底前將之彙

整於檢討報告。 

前項之分析結果顯示有新建輸配電設備之需求時，本公司將進行擴建可行性評

估。 

第三節 設備定期維修計畫 

第十八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

每年四月底前提交未來二年發電設備預定之歲修工期及時程。因故若須變更時，應

於當年十月底前提出變更申請，申請內容應包含變更原因與變更之工期及時程。 

備用容量率低於目標值時，前項所提之發電設備歲修作業不得安排於夏月期間。

但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依前條預定之發電設備歲修工期及時程，考量備轉容量、區域

平衡、歲修週期等因素，檢討系統供電情況，協調各機組歲修時程，於每年六月及

十二月得邀集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

者召開協調會議。 

電力調度單位基於協調結果編製預定之發電設備歲修計畫後，通知一般發電業

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第二十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 

變電所用戶，應於每年六月底前提交未來一年預定之輸、配、變電設備定期維修工 

期及時程，本公司相關審核單位得視電力系統實際需求，協調變更維修工期及時程。 

電力調度單位應於每年八月底前與需求單位協調後，公告未來一年預定之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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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輸電線路定期維修計畫。 

第二十一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

備變電所用戶之定期維修計畫如需臨時變更，應與本公司相關審核單位聯絡，本

公司得視需求召開臨時協調會議協商之，經同意後予以變更。 

第四章 設備加入系統 

第一節 設備加入系統申請與審核 

第二十二條  新、增設或改善之設備應依本節規定辦理加入系統，未依規定辦理或已辦理

但未獲同意者，均不得加入本公司系統。 

第二十三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於設備

加入系統送電前，應向本公司下列單位提出申請： 

一、超高壓系統及一次系統發電廠之設備送電力調度單位。 

二、二次系統發電廠之設備送所屬區域供電單位。 

三、配電系統發電廠之設備送所屬區域配電單位。 

第二十四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於設備加入系統送電前，應向本公司下列單位提出

申請： 

一、 超高壓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

送電力調度單位。 

二、 一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及儲能設備送電力調度單位；電源線及開關

場高壓端設備送所屬區域供電單位。 

三、 二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送

所屬區域供電單位。 

四、 配電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送

所屬區域配電單位。 

第二十五條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

用戶專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於加入系統送電前，應向所屬本公司區域配電單位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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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依據本要點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提出設備加入系統要求者應於下列期限，

依附件六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一、斷路器、空斷開關、隔離開關、電容器、電抗器、比流器、比壓器、避 

雷器、資(通)訊設備等，應於加入系統十五個工作日前。 

二、發電廠、變電所(廠所全部)、發電機組、儲能設備、氣封開關設備、變壓 

器、輸電線路、匯流排、電驛盤或較大型工程設備等，應於加入系統三

十個工作日前。 

第二十七條  設備加入系統申請者於設備加入系統十個工作日前，應編擬附件七加入系統

操作順序表(內含保護設備短路試驗、變壓器遞升加壓試驗、併聯前系統狀況、停

電區域、安全防護措施)，送本公司審查。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依下列要項進行設備加入系統申請審核： 

一、要求加入系統之設備符合本要點第十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規定。 

二、要求加入系統之設備業已完成驗收。 

三、要求加入系統之設備經本公司派員現場勘查核可。 

四、申請資料之齊備性。 

第二節 設備加入系統日期變更 

第二十九條  為確保系統之供電穩定及安全，本公司得經說明原因、擬延日期後，要求設

備加入系統申請者變更設備加入系統日期。 

第三十條  各系統參與者已核准之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因故無法如期施行或設備加入系統

過程中，因部分加入之設備發生異常，而未能如期加入，須經修復得再次加入時，

設備加入系統申請者應將原因、擬延日期等，通知本公司相關審核單位，獲准後依

變更日期施行。 

若變更日期在一個月以上，設備加入系統申請者應另提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

原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作廢。 

第三節 開關設備號碼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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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之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應於設備加入系統送電前六個

月，將單線圖函送本公司下列單位編訂開關號碼： 

一、超高壓系統及一次系統發電廠送電力調度單位。 

二、二次系統發電廠送所轄區域供電單位。 

三、配電系統發電廠送所轄區域配電單位。 

第三十二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之電源線、用戶專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應於設備

加入系統送電前九十日，將單線圖函送本公司下列單位編訂開關號碼： 

一、超高壓系統發電廠送電力調度單位。 

二、一、二次系統發電廠送所轄區域供電單位。 

三、配電系統發電廠送所轄區域配電單位 

第三十三條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之用戶專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

應於設備加入系統送電前六個月，將單線圖函送所轄本公司區域配電單位辦理開

關號碼編訂作業。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依附件八編訂開關號碼，並函知設備加入系統申請單位。 

第五章 設備停電與活線工作 

第一節 停電工作申請與審核 

第三十五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因設備維修、改善或工程等事宜，需停電後方可工作者，向

本公司下列單位提出申請： 

一、超高壓系統及一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

高壓端設備送電力調度單位。 

二、二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及儲能設備送電力調度單位；電源線及開關

場高壓端設備送所屬區域調度單位。 

三、配電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送

所屬區域配電單位。 

第三十六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因設備維修、改善或工程等事宜，需停電後方可工

作者，向本公司下列單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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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高壓系統發電廠之發電設備、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

送電力調度單位。 

二、一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設備及儲能設備送電力調度單位；電源線及開關

場高壓端設備送所屬區域供電單位。 

三、二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設備、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送

所屬區域供電單位。 

四、配電系統發電廠之發電設備、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送

所屬區域配電單位。 

第三十七條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因設備維修、改善或工程等事宜，

需停電後方可工作者，應向所轄本公司區域配電單位申請。 

第三十八條  依據本要點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提出停電要求者，應於下列期限，檢具

附件九停止要求書，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一、一般發電業電廠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停電工作日七日前。 

二、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應於停電工作日十日前。 

第三十九條  本公司依下列要項進行設備停電工作申請審核： 

一、停電之必要性是否充分。 

二、申請文件之齊備性。 

屬計畫性之停電工作，未依規定辦理停電要求而臨時提出者，本公司得拒絕

辦理。 

第四十條  本公司受理停止要求書後，於停電工作日三日前通知審核結果。 

第四十一條  若設備異常，有危及供電或設備安全之虞，需將設備緊急停電時，雖未依本

節規定時限提出停止要求書，本公司相關審核單位得受理申請。 

第四十二條  屬汽電共生發電機組之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申請使用汽電共生備用電力，應

於三個月前函請所屬本公司區域配電單位辦理。 

第二節 設備停電工作日期變更、展延及取消 

第四十三條  各系統參與者已提出但未獲准之停止要求書或已核准但未施作之停止要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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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需變更日期時，應以電話報告相關審核單位變更日期，經同意後始可施行，

不須另提停止要求書。 

已核准之停止要求書於施作後需變更日期者，應以電話報告相關審核單位或

運轉人員變更日期，經同意後始可變更施行日期，不須另提停止要求書。 

第四十四條  各系統參與者申請之停電工作需連續數日且每日停復電並經核准者，應於每

日開始繼續工作前，聯絡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 

第三節 活線作業申請與審核 

第四十五條  電源線需施行活線礙子清掃工作者，應於活線作業日七日前，檢具附件十活

線礙子清掃要求書，並依本要點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規定，向本公司申請辦

理。 

第四十六條  用戶專線需施行活線礙子清掃工作者，應於活線作業日十日前，聯絡所轄本

公司相關區域配電單位代填附件十活線礙子清掃要求書申請辦理。 

第四十七條  依據本要點第四十五條或第四十六條提出活線礙子清掃要求書者，本公司以

其檢送資料之齊備性為審核要項。 

本公司受理活線礙子清掃要求書後，於活線作業日二日前通知審核結果。 

第六章 輔助服務 

第一節 通則 

第四十八條    輔助服務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及本公

司相關規定。 

第二節  輔助服務之需求量評估 

第四十九條  為符合頻率控制效能標準，電力調度單位應準備充足之調頻備轉容量。 

為符合頻率擾動控制標準，電力調度單位應準備充足之調頻備轉容量及即時

備轉容量。 

第五十條  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準備量，應至少各為系統線上單一發電機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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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容量。但當電源供應能力低於預期或實際需求時，依本要點第六十五條規定

辦理。 

第五十一條  全黑起動容量為區域內百分之一百一十的關鍵負載容量，規劃區域可與鄰近

區域合併。但電力調度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調整各區域全黑起動容量。 

全黑起動容量不足時，具多部機組之電廠以起動一部可滿足廠內用電之機組為

原則。 

電力調度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調整關鍵負載。 

第五十二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每年檢討全黑起動之關鍵負載、起動路徑並更新到全黑起動

計畫資料庫，同時應依照關鍵負載需求及選定之全黑機組，制訂全黑復電計畫，

並據以進行相關模擬。 

第五十三條  電力調度單位應每年定期檢討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轉容量及補充備轉容量

之評估方式及結果。 

第五十四條  輔助服務需求量之評估方式及結果，併同各輔助服務準備量、準備來源等資

料，由電力調度單位彙整後至少留存五年，以供查核。 

第三節 輔助服務提供者之資格 

第五十五條  輔助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來源若為發電設備，應檢附件十一發電設備運

轉特性參數表及發電設備參數相關證明文件予本公司，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檢附發電機組所屬之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登記證。 

二、符合本章第五節輔助服務提供者之能力測試。 

三、提供調頻服務者，應具備自動發電控制能力，且應為已併聯之線上發電 

設備。 

四、除水力機組外，提供即時備轉服務者，應為已併聯之線上發電設備。 

五、提供全黑起動服務者，發電設備容量至少應達 10MW以上，且具備隨時 

保持需滿載運轉十小時之能力。於負載變動情況下，機組應仍保持頻率

及電壓穩定，並具備下列之能力： 

（一）不需依靠外電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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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獲中央調度中心指令後三十分鐘內應完成起動併聯。 

（三）若發電設備跳機後再起動，應於六十分鐘內完成併聯。 

第五十六條  輔助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來源若為需量反應，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提供可調度容量達 1MW(含)以上之售電業、用戶或用戶群代表。 

二、經本公司進行功能與能力測試通過者。 

第五十七條  電力調度單位得訂定輔助服務績效未達要求之罰則，必要時得取消該參與者

之輔助服務參與資格。 

第四節 輔助服務提供者義務 

第五十八條  輔助服務提供者應遵循電力調度單位日前競價作業機制相關規定，參與競價

程序。 

第五十九條  輔助服務提供者及已併聯之發電設備，應負提供合理之無效電力及初級頻率

控制之義務。 

第五節 輔助服務提供者之能力測試 

第六十條  以發電機提供輔助服務者，於發電設備大修後或配合調度需要，應依下列規定

進行發電設備能力測試： 

一、提供調頻備轉輔助服務者，應由電力調度單位安排測試，其標準依附件 

十二。 

二、提供即時備轉或補充備轉輔助服務者，應向電力調度單位申請升、降載 

特性測試，以認證可提供輔助服務之容量。 

以需量反應提供輔助服務者，應進行功能與能力測試，其功能與能力測試方 

法由本公司另定之。 

第六十一條  全黑起動之能力測試要求如下： 

一、基本起動測試：機組必須能不靠外部電源自行起動，起動後在無載情況 

下(或加入廠內輔助負載)維持至少三十分鐘電壓及頻率的穩定。基本起動 

測試的認證有效期限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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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壓線路測試：機組必須能直接加壓預先規劃的輸電線路，直到線路兩

端均監視到正常之電壓和頻率值，此測試必須在中央調度中心評估系統

狀況允許之下進行。加壓線路測試認證有效期限為三年。 

三、取載測試：機組必須維持電壓和頻率的穩定，並提供電力給預先規劃的

負載(或提供下一部機組起動所需的最大馬達負載電源)，此測試必須在中

央調度中心評估系統狀況允許之下進行。取載測試認證有效期限為五年。 

四、基本起動測試、加壓線路測試及取載測試得同時進行。 

第六節 輔助服務之取得 

第六十二條  輔助服務取得方式得由日前競價、雙邊合約或採購協議取得。 

特定輔助服務提供者因單一輔助服務量超過百分之二十、機組特性不適合參

與日前競價或其它調度因素(如慣常水力)，得以雙邊合約或採購協議提供。 

第六十三條  具全黑起動能力之機組，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提出前一年度全黑起動容量

及成本。 

全黑起動容量經電力調度單位認定符合全黑機組資格後，即認定該機組為當年

度全黑機組。 

第六十四條  電力調度單位於調度日前一個工作日 10時前公告輔助服務需求容量，日前競

價以該日 16 時前通知各輔助服務提供者應提供之輔助服務量為原則。 

第六十五條  當日前或調度日之電能可供給量小於輔助服務準備量與負載預測量之總和時，

應優先滿足電能需求，再依下列順序滿足輔助服務準備：調頻備轉容量、即時備

轉容量、補充備轉容量。 

第七章 調度日運轉 

第一節 電力調度指令操作責任範圍 

第六十六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之調度指令操作責任範圍如下： 

一、超高壓系統及一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 

高壓端設備，由中央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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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次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由中央調度中心指令操作；電源線、儲能設 

備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由區域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三、配電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

由配電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其餘設備，由一般發電業電廠自行操作。 

第六十七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之調度指令操作責任範圍如下： 

一、超高壓系統發電廠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 

由中央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二、一、二次系統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由 

區域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三、配電系統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電源線及開關場高壓端設備，由配電 

調度中心指令操作。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其餘設備，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自行操作。 

第六十八條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之調度指令操作責任範圍如下： 

一、超高壓系統廠所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及用戶專線，由中央調度中心 

指令操作。 

二、一、二次系統廠所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及用戶專線，由區域調度中心 

指令操作。 

二、配電系統廠所之發電機組、儲能設備及用戶專線，由配電調度中心指令 

操作。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以外之其餘設備，由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 

電所用戶自行操作。 

第六十九條  各系統參與者接受本公司之操作指令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發令人為本公司調度人員，受令人為與本公司調度人員聯繫操作者。 

二、操作前一天，發、受令人應事先確認運轉設備之現狀，雙方協調研擬操 

作順序，依序書寫於操作備忘錄上，並經主管核准後依此順序操作。 

三、操作指令內容應簡單明瞭，以一項指令發出即為一項操作為之；一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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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畢後，始可發出次一項指令。 

四、發令人發布指令之前，須與受令人互通姓名、職務並列入紀錄，再說明 

操作目的及順序，俟受令人明白後，始可發布操作指令。 

五、受令人對指令事項有疑問時，應立即提出，至完全明瞭為止。受令人對 

不合理或錯誤之指令，可請發令人予以說明並請其收回或更正。 

六、受令人於聽取指令並記錄後，應向發令人複述原指令，經發令人確認後， 

再執行操作。 

七、非經發令人之指令，受令人不得任意操作或自行變更發令人之指令。 

第七十條  各系統參與者執行各項設備操作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操作執行人到達現場時，應觀察操作物號碼牌及情況，核驗指令內容， 

確認工作物相關之設備無異狀後，始可執行操作。 

二、開關場內各類開關設備之操作機構必須上鎖，操作時打開鎖，操作完畢 

上鎖，以策安全。 

三、各項操作之結果，如係將正常狀態改成非常狀態(如電源線一回線或主變 

壓器一組停用)，應在各項操作把手上，標掛紅色標示牌(帶)，以示非常

狀態。如各項操作係將非常狀態改為正常狀態時，於操作完畢後應將各

項標示牌(帶)除去，以示正常狀態。 

四、受令人於操作完畢後，應即向發令人回報操作時間、操作物之狀態。 

依前條及本條調度操作之發令、受令、回報之內容及過程，應錄音存證並至少 

留存五年，以供查核。 

第七十一條  各系統參與者為接受本公司調度指令，其人員及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一般發電業電廠、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應設置值 

班運轉人員分組輪值，二十四小時執行運轉任務，並接受本公司之指令

操作。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之調度專線電話或專用電話設置，依本公司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規定辦理。 

三、調度電話應經常維持良好通話狀況，如發生故障或通話情形不良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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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查修，並設法向本公司報備。 

四、具調度監控設備者，應經常保持於可用狀態，值班運轉人員應每日定時 

與本公司調度員查核，如發生故障時應立即查修。 

第二節 系統頻率與電壓控制 

第七十二條  各級電力調度中心應依主管機關發布之電業供電電壓及頻率標準及短期電力

調度運用計畫內容及線上即時安全分析結果，執行電力調度及操作電力系統，確

保電能供需平衡及系統安全穩定。 

第七十三條  中央調度中心應參考系統頻差係數，密切注意電力系統頻率變化，並指令一

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電設備

進行頻率控制。系統頻率控制以發電機之頻率初級控制及頻率次級控制兩階段方

式進行調整，使電力系統總發電量與負載達供需平衡。 

第七十四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

電設備具備頻率初級控制功能者，應將發電機之調速機經常置於自由運轉模式，

該調速機設定應依附件十三辦理。 

第七十五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

電設備具備頻率次級控制功能，且參與調頻備轉容量日前競價得標者，應接受中

央調度中心指令，將發電機置於自動發電控制運轉模式。該頻率控制設定應依附

件十二辦理。 

第七十六條  中央調度中心於電源不足或特殊情形時，得指令更改系統運轉頻率基準值。

其運轉頻率基準值，原則上最高不得超過 60.2Hz，最低不得低於 59.8Hz。 

第七十七條  中央調度中心應經常監視並以調整運轉頻率基準值方式校正時差，以確保電

鐘之準確。 

第七十八條  各級電力調度中心應視電力系統情況，隨時指令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之發電設備調整電壓，以符合電力系

統無效電力需求。 

無效電力之調度，除考量電壓控制外，以避免作長距離大量輸送為原則。 

19



 

 

第七十九條  各級電力調度中心應依調度責任範圍隨時檢查轄區主要廠所之匯流排電壓，

並利用各項電壓調整設備調整電壓，以保持系統電壓運轉範圍。 

前項所稱之系統電壓運轉範圍應符合下列規範： 

一、超高壓變電所 161kV側匯流排電壓，應維持在 161kV±5%範圍內。 

二、超高壓、一次變電所 69kV匯流排電壓，應維持在標準值±1.5%範圍內。 

其標準值根據本公司每年電力品質報告之電壓運轉成果及轄區各一次變

電所負載特性訂定，亦可配合用戶之需要隨時修訂。 

三、各二次變電所主變壓器及超高壓、一次(含配電)變電所配電變壓器低壓 

側匯流排電壓(22kV、11kV)，應維持在標準值±2.5%範圍內。其標準值由

本公司配電單位就各變電所供電情形研訂。 

第八十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應依下列規定協助本公司調整系統電壓： 

一、將各機組端電壓每日分數階段作適度調整，其電壓調整值由本公司依季節 

負載變化訂定(每年夏、冬兩季)並函知執行。 

二、各級電力調度中心於系統電壓偏高時，得指令降低發電設備電壓，並在設 

備安全運轉環境內盡量提高功率因數至接近於 1(以不送出無效電力為原則)

運轉或進相運轉（吸收無效電力），使系統電壓儘量維持正常。 

三、各級電力調度中心於系統電壓偏低時，得指令提高發電設備電壓，並在設 

備安全運轉環境內盡量供給系統無效電力，使系統電壓儘量維持正常。 

四、遇屋外開關場礙子發生嚴重閃絡時，應報告中央調度中心降低發電設備電 

壓。必要時由中央調度中心降低系統電壓，以減少事故發生。 

第八十一條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與本公司責任分界點之電壓運轉原則依本公司「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規定辦理。 

第八十二條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應配合本公司電壓普查作業並

依下列規定協助本公司調整系統電壓： 

一、一般自備變電所用戶之電容器以經常併用為原則，如系統電壓過高，經 

各級電力調度中心調整無效時，本公司得指令暫將電容器停用。 

二、隨時將變電所電壓情況與各級電力調度中心聯絡，以作適當調整。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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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所負載須大幅增減時，應即報告各級電力調度中心，以配合調整轄區

電壓。 

三、遇系統電源不足，各級電力調度中心執行區域降壓運轉時，應儘量配合。 

第八十三條  電源不足時，中央調度中心得於限電前，指令變壓器具有載分接頭之各級變

電所降低二次側（69kV、22/11kV）匯流排電壓，但以不低於標準電壓之百分之九

十七為限。 

第三節 電源運用 

第八十四條  電源調度應基於安全、公平、公開、經濟、友善環境及政府能源政策，擬定

調度優先順序，並考量下列因素： 

一、電力系統安全穩定及可靠度影響程度。 

二、環保法令規範。 

三、氣候條件、發電機組位置及機組效率等，在不同空品區域之影響。 

四、再生能源優先調度。 

五、保持優良電力品質。 

六、需量管理。 

七、經濟運轉。 

八、發電機組升降載特性及儲能系統。 

九、灌溉及民生用水之協調。 

十、設備維修之配合。 

十一、雙邊合約規範或電力系統相關之契約。 

第八十五條  中央調度中心應依調度情形，滾動檢討系統發電排程及備轉容量。 

前項之備轉容量計算原則係指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減去系統瞬時尖峰負載

(瞬間值)。 

第二項之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為系統規劃淨尖峰能力扣除機組大修、故障、

檢修、待機等；火力方面考慮燃料、輔機、輸電容量、環保、氣溫變化等限制；水

力方面考慮水文、水位、灌溉、民生用水、溢流等情況；風力及太陽能考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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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影響。 

第四節 電網安全運轉 

第八十六條  中央調度中心應考量電力系統設備停用需要、事故發生機率、調度成本、負

載限制與系統安全等因素，透過電能管理系統分析 161kV以上輸變電設備可能偶

發事故，並掌握系統運轉狀態，以為調度運轉因應措施採行之依據。 

第八十七條  無相關輸變電設備停用時，345kV 超高壓主幹線及核能電廠電源線應以二共

架線路事故[(N-0)-2]發生後；其餘設備應以單一輸變電設備事故[(N-0)-1]發生後，

系統仍能安全運轉。 

若評估前項事故發生後系統不能安全運轉時，中央調度中心應依本要點第九

十三條擬定因應措施。 

第八十八條  相關輸變電設備停用時，下列偶發事故發生後，系統仍應符合本要點第八十

九條及第九十條規定： 

一、已停用單一相關輸變電設備時，345kV超高壓主幹線及核能電廠電源線 

考量下一個二共架線路事故[(N-1)-2]發生；其餘設備考量下一個單一輸

變電設備事故[(N-1)-1]。 

二、已停用二相關輸變電設備以上時，345kV超高壓主幹線及核能電廠電源 

線考量下一個單一輸變電設備事故[(N-2)-1] 發生。 

為符合前項規定，中央調度中心得採取發電機組跳脫或負載限制，以確保電 

力系統供電安全，但應儘量縮小供電影響範圍。 

第八十九條  電壓穩定度準則為電力系統應至少保持電力潮流收斂且電壓正常時於 0.95標

么至 1.03標么，事故時於 0.9標么至 1.05標么。 

第九十條  345kV線路發生 N-1或 N-2事故時，暫態穩定度準則為非故障端以 4週波清除，

故障端以 4.5週波清除；N-3事故時，暫態穩定度準則為兩端均 4週波清除。 

第九十一條  中央調度中心應依調度情形，滾動檢討電力潮流、故障電流及電力系統穩定

度。 

第五節 預警分析及因應措施分類 

22



 

 

第九十二條  中央調度中心應針對偶發事故進行下列評估： 

一、安全分析：以電力潮流程式分析輸變電設備發生偶發事故後，評估電力 

潮流是否收斂，是否有設備超載或不符合本要點第八十九條規定之情形。 

二、動態安全評估：以動態安全評估程式或暫態穩定度程式分析 345kV線路 

發生三相短路故障，其臨界清除時間是否符合本要點第九十條規定。 

三、故障計算分析：以故障電流計算程式分析 161kV以上匯流排發生三相短 

路故障，評估是否有超過斷路器額定啟斷容量之情形。 

第九十三條  中央調度中心執行偶發事故評估，預知事故發生後無法維持正常運轉時，應

採取因應措施，其分類如下： 

一、預防性措施：指系統處於正常狀態，經評估分析系統發生偶發事故後有 

不安全情況，於事故未發生前即採取之因應措施，以預防事故發生後系

統處於緊急狀態。 

二、矯正性措施：指系統處於正常狀態，經評估分析系統發生偶發事故後僅 

有設備超載，且未達一級負載限制施行時機之危急情況，於事故發生後

採取因應措施，以處理設備超載之緊急現象。 

三、自動矯正性措施：指系統處於正常狀態，經評估分析系統發生偶發事故 

後有不安全情況，事先裝設特殊保護設備、過載保護電驛(50+2)或用戶

低頻卸載機制，於事故發生後自動動作，以迅速處理事故發生後之緊急

現象。 

四、緊急應變措施：當事故發生後系統處於緊急狀態時，依本要點第八章規 

定採取之因應措施。 

五、復電操作程序：當事故發生後系統處於復電狀態時，依本要點第八章規 

定採取之因應措施。 

若任一因應措施涉及負載限制時，應通報相關單位主管(或以上層級)核備或 

核准；若事故發生屬緊急情況，得逕行處置後再通報。 

第九十四條  電源不足之預警機制依本公司「電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執行及通報機制」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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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條  中央調度中心預期系統電源有不足之虞時，應事先將預定施行之限電內容，

通知各區域調度中心轉達配電調度中心；屆時再視系統電源情況決定是否施行，

以爭取時效及減少限電機會。 

第九十六條  預期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有導致再生能源發電量產生劇烈變動而影響系統安

全之虞時，各級電力調度中心得事先指令調整再生能源發電量。 

第六節 設備操作程序 

第九十七條  各系統參與者之運轉負責人應於停電工作開始前半小時聯絡本公司所屬調度

中心，說明工作內容、停電區域及操作順序，經確認後依指令操作。 

第九十八條  停電作業開始前，應將停電範圍內機電設備圍以藍帶，並懸掛「停電工作中」

標誌標示，其鄰近設備有電部分圍以紅帶(或網)，並以標示牌書寫如「有電危險，

請勿靠近」等警句。 

第九十九條  停電工作時，除啟斷斷路器外，並應啟斷相關之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以作

為二段隔離；同時應將斷路器及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之操作電源閉鎖，並將手動

操作機構上鎖，以策安全。 

前項若因設備關係無法作二段隔離時，除啟斷開關外，並應將其操作電源閉

鎖或將手動操作機構上鎖。 

第一百條  各系統參與者操作斷路器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斷路器之操作，原則上應由運轉負責人親自執行。 

二、操作前應確認擬操作之斷路器號碼無誤。 

三、操作前應察看該斷路器有關之電流表、電壓表及保護設備等，如發現有 

異狀，應查明後始可操作。 

四、斷路器應依據控制室之「ON」、「OFF」指示燈操作；若指示燈異常，應 

先修復後始可操作。 

五、操作斷路器加壓匯流排或變壓器時，當斷路器投入瞬間產生電震且電流 

異常上昇超越指標範圍，應迅速啟斷該斷路器，並巡視開關場，查明故

障所在並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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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條  各系統參與者操作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操作時應在無電流狀態，亦即應先確認其連接之斷路器在啟斷狀態時， 

始可操作。 

二、旁路用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之操作，應確認所屬斷路器在投入(通電)狀 

態中始可操作。 

第一百零二條  各系統參與者操作接地開關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接地開關應上鎖。 

二、接地開關與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應設有連鎖裝置。 

三、接地開關投入前，應確認相關之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均已啟斷，接地開 

關之處所已無電，始可操作。如為輸電線之接地開關，應由電壓表複查

線路無加壓後始可操作。 

第一百零三條  斷路器及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啟斷後，應在工作物靠近電源之一端(無電部 

份)掛裝接地線或投入接地開關，如係掛裝接地線時，應注意接地線之掛接點， 

務必確實接觸導體。工作完畢後，須先確認各接地開關(或接地線)均已啟斷(拆 

除)後始可操作斷路器與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第一百零四條  各系統參與者與本公司電力網互聯之線路操作規定如下： 

一、停電順序如下： 

（一）啟斷併用端線路側斷路器。 

（二）啟斷加壓端線路側斷路器。 

（三）啟斷併用端及加壓端線路側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四）投入併用端及加壓端線路側接地開關。 

二、復電順序如下： 

（一）啟斷併用端及加壓端線路側接地開關。 

（二）投入併用端及加壓端線路側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三）投入加壓端線路側斷路器。 

（四）投入併用端線路側斷路器。 

第一百零五條  各系統參與者操作雙匯流排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25



 

 

一、有連絡斷路器者，應經常投入使用為原則。 

二、停用一匯流排時操作順序如下： 

（一）將欲停用匯流排之比壓器切換後，逐一投入不停電之匯流排側之隔 

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二）逐一啟斷停用匯流排側之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三）啟斷連絡斷路器。 

（四）啟斷連絡斷路器兩側之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五）投入欲停用匯流排之接地開關。 

三、復電時，依前款第五目、第四目、第三目、第二目、第一目之順序啟斷 

接地開關及投入各開關設備後，將比壓器改回原匯流排。 

第一百零六條  各系統參與者操作雙匯流排一個半斷路器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經常併用兩匯流排，即全部斷路器經常投入使用為原則。 

二、停用任一匯流排時操作順序如下： 

（一）將欲停用匯流排之比壓器，切換至另一供電中之匯流排。 

（二）逐一啟斷欲停用匯流排側全部之斷路器。 

（三）逐一啟斷欲停用匯流排側全部隔離開關或空斷開關。 

（四）投入欲停用匯流排之接地開關。 

三、復電時，依前款第四目、第三目、第二目、第一目之順序啟斷接地開關 

及投入各開關設備後，將比壓器改回原匯流排。 

第一百零七條  各系統參與者之發電機組應依下列規定操作，惟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

僅適用第一款規定： 

一、發電機組併聯、解聯時，均應事先與所屬調度單位聯絡後，始可操作。 

二、每次升(降)載達 50MW以上時，應先與所屬調度單位聯絡，包含升(降) 

載原因、數量、預定時間等；且增(減)負載不可過速，原則上每 20MW

後，應稍候十秒再增(減)。 

第一百零八條  開關場高壓設備施行活線礙子清掃工作時，不須提出活線礙子清掃要求書，

工作當天作業開始前，應將活線礙子清掃設備名稱、作業時間等向所屬調度中

26



 

 

心聯絡，獲同意後始可工作。 

第一百零九條  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接到要求線路活線礙掃工作時，如該線路復閉電驛使

用中，應先將兩端復閉電驛閉鎖，並於兩端線路斷路器控制開關把手上懸掛活

線工作卡後始可通知工作。接到工作完畢報告後，立即通知拆除控制開關上之

活線工作卡及復用復閉電驛。 

第一百一十條  線路於活線礙子清掃中跳脫斷聯，呈無電壓狀態時，應獲各系統參與者之

運轉負責人同意後始可執行試送電。 

第一百一十一條  活線作業中遇天氣轉變(如打雷、下雨、颱風等)或接獲本公司相關調度中

心指令中止工作時，應立即停止活線作業。 

第八章 電力調度之緊急處置 

第一節 設備異常處理 

第一百一十二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之發電機組或主變壓器跳脫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立即檢視動作電驛，判斷可能故障原因並派員巡查有關設備後，將跳脫 

之機組及其發電量、處理原則、預估併聯時間等，簡明報告本公司相關

單位。 

二、如跳脫之動作電驛為差動或接地等主要電驛，均應停電詳細檢查有關設 

備，俟檢查無異狀或故障修復後始可併用。其他之電驛動作，則應立即

檢視有關設備，確認無異狀或原因排除後始可併用。 

三、單路之線路跳脫斷聯(或匯流排事故跳脫)，發電機亦同時跳脫時，應查

明動作電驛並檢查設備，如機組無異狀，應俟線路(或匯流排)加壓後再

恢復併聯。 

第一百一十三條  電源線跳脫斷聯後，應依下列規定試送電： 

一、電源線跳脫斷聯之試送電，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與電廠值班運轉負責人 

取得聯繫並獲同意後，始可執行。 

二、一回線跳脫斷聯時，由加壓端試送電，成功後併用端核驗同步後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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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回線同時跳脫斷聯時，原則上依高絕緣者先後絕緣者後之次序，由加 

壓端試送電，成功後併用端核驗同步後併用。 

四、全線段為架空線或部分交連 PE電力電纜線路者，於跳脫後可試送電一 

次。 

五、全段充油式電力電纜線路者： 

（一）若電廠無停電時，不施行試送電，應巡視電纜管路及電纜油壓，查 

明無異狀或故障修復後，始可施行。 

（二）若電廠全停電時，其動作電驛為非接地電驛亦非差流電驛者，於跳 

脫十五分鐘後，如電纜油壓正常且兩端警報器未動作，可試送電一 

次；如試送不成功，應巡視管路，查明無異狀或故障修復後，始可 

再施行試送電。 

六、部分充油式電力電纜線路者： 

（一）若電廠無全停電，於跳脫十五分鐘後，如電纜油壓正常且兩端警報 

器未動作，可試送電一次。 

（二）若電廠全停電時，可先施行試送電一次；如試送不成功，應巡視管 

路，查明無異狀或故障修復後，始可再施行試送電。 

七、全段交連 PE電力電纜線路者： 

（一）若電廠無全停電時，不施行試送電，應巡視管路，查明無異狀或故 

障修復後，始可施行試送電。 

（二）若電廠全停電時，可先施行試送電一次；如試送不成功，應巡視管 

路，查明無異狀或故障修復後，始可再施行試送電。 

第一百一十四條  用戶專線跳脫後試送電規定如下： 

一、同意逕行試送電者，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依供電線路試送電方式聲明書， 

不經聯絡廠所值班負責人，逕行試送電一次。 

二、不同意逕行試送電者，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依供電線路試送電方式聲明 

書，經聯絡廠所值班負責人後，再執行試送電。 

三、如試送電一次不成功，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俟故障排除後再行試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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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如認為試送電可能損毀設備或對系統有不良影響時， 

得拒絕試送，於故障修復後再行試送電。 

五、線路跳脫但發電機組未跳脫，並繼續供給廠內用電時，俟線路加壓後再 

與本公司系統核驗同步後併聯。 

第一百一十五條  各系統參與者之單匯流排跳脫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立即查看動作電驛及處理跳脫之設備。 

二、派員巡視開關場，並啟斷故障匯流排側隔離(或空斷)開關，隔離該匯流 

排。 

三、施行必要測量以查明故障原因，並隔離故障區域，若需檢修時再投入匯 

流排接地開關。 

四、於故障匯流排修復後始可進行復電。 

第一百一十六條  各系統參與者之雙匯流排中任一匯流排跳脫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立即查看動作電驛及派員巡視開關場，並啟斷故障匯流排側之隔離(或空 

斷)開關，隔離該匯流排。 

二、施行必要測量以查明故障原因，並隔離故障區域，若需檢修時再投入匯 

流排接地開關。 

三、將原掛接該故障匯流排之正常設備、匯流排比壓器，改由無故障之匯流 

排供電。 

四、於故障匯流排修復後始可進行復電。 

第一百一十七條  各系統參與者之雙匯流排一個半斷路器中任一匯流排跳脫時，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將跳脫匯流排之比壓器立即逕行切換至另一供電中之匯流排。 

二、立即查看動作電驛，並派員巡視開關場。 

三、啟斷跳脫斷路器匯流排側之隔離(或空斷)開關。 

四、施行必要測量以查明故障原因，將故障設備隔離，若需檢修時再投入接 

地開關。 

五、於故障匯流排修復後始可進行復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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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頻率及電壓急遽變化時處理 

第一百一十八條  若發生緊急事故或負載驟升導致系統頻率驟降時，中央調度中心應妥善

運用各級備轉容量及低頻卸載用戶，使系統頻率恢復至安全範圍。 

前項處置後仍無法使頻率回復至安全範圍時，中央調度中心應依本章第

四節規定執行負載限制措施以避免頻率持續下降。 

第一百一十九條  電力系統發生輸電線路故障，造成大量負載跳脫事故導致系統頻率遽升

時，得利用跳脫發電設備措施以避免頻率持續上升。 

第一百二十條  各水、火力發電廠於系統頻率急遽變化時，應依附件十四進行頻率調整，

協助調整系統頻率，再報告中央調度中心。 

各水力發電廠參與調整系統頻率時，必要時應利用水庫、調整池或水路蓄

水之調整能力，將出力減至最低出力，或升至滿載。惟下游應先廣播才能放水

之電廠，不參與協助系統頻率控制。 

第一百二十一條  電力系統負載較重或電源不足，導致超高壓、一次變電所 69kV 匯流排

電壓或各變電所配電變壓器低壓側匯流排 22kV、11kV 電壓低於標準值時，

依本章第四節規定施行一級負載限制或緊急分區輪流停電。 

第一百二十二條  一般發電業電廠之發電機在預定之電壓運轉中，突然失載且機組繼續運

轉導致電壓偏高時，應逕行調低發電機電壓，再報告中央調度中心。 

第一百二十三條  遇緊急情況時，為確保電力系統安全穩定，本公司各級調度中心得依調

度責任範圍要求一般發電業電廠、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及一般自用發電

設置者之發電設備降載或停機。 

第三節 全停電處置 

第一百二十四條  系統全停電或部分全停電時，受影響之一般發電業電廠應儘速使機組停

機或無載空轉，並聯絡所屬調度中心。 

第一百二十五條  參與全黑啟動輔助服務者，應逕自準備全黑啟動前置作業，待中央調度

中心指令對外加壓試送電。 

第一百二十六條  系統全停電時，各系統參與者應立即啟斷線路側斷路器及全部變壓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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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側之斷路器，靜候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聯絡加壓受電。 

第四節 負載限制 

第一百二十七條  負載限制分類如下： 

一、緊急負載限制包含低頻電驛自動卸載、一級負載限制及緊急分區輪 

流停電，係指系統突發事故，導致電源不足或設備超載、電壓嚴重

偏低等，應立即實施之負載限制。 

二、計畫性負載限制包含工業用戶限電及計畫性分區輪流停電，係指預 

測翌日系統電源不足時，應於執行限電前一日通告之負載限制。 

第一百二十八條  緊急負載限制之施行，應依附件十五辦理。 

第一百二十九條  電力調度單位預期系統電能不足，依約執行用戶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及

其他緊急因應措施後，電源仍顯不足時，應依主管機關發布之電源不足時期

限制用電辦法執行計畫性負載限制。 

第五節 事故報告 

第一百三十條  各系統參與者之設備發生事故，除逕行緊急處理並報告本公司相關調度中

心外，應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將事故情況及處理經過填寫附件十六事故

日報送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 

如事故當日無法查明事故原因，得先行送出事故日報，俟事故原因查明後

再行補送。 

第一百三十一條  發電業電廠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主變壓器以下之所內設備如發生事故，

影響機組正常運轉時，應逕行處理後將事故概況、影響發電量及預定恢復正

常運轉時間等報告本公司相關調度中心。 

第九章 保護電驛設置與運用 

第一百三十二條  各系統參與者依本要點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申請加入設備，相關設

備保護電驛設置運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輸電線路依附件十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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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壓器依附件十八辦理。 

三、發電機依附件十九辦理。 

四、匯流排及斷路器依附件二十辦理。 

五、靜態電容器與並聯電抗器依附件二十一辦理。 

六、屬配電系統設備依附件二十二辦理。 

七、儲能設備依附件二十三辦理。 

第一百三十三條  二次系統以上匯流排及輸電線路之保護電驛於正常使用中，因故須閉鎖

時，系統參與者應檢具附件九停止要求書，送所轄本公司區域供電單位電驛

部門辦理；中央調度中心或區域調度中心依停止要求書核定內容，對所轄操

作範圍指令電驛閉鎖。 

工作完畢後，系統參與者應會同執行閉鎖單位，確認電驛及相關輔助電

驛無動作後(如有動作應先行復歸並確認之)，再向中央調度中心或區域調度

中心要求，對所轄操作範圍指令復用。 

第一百三十四條  若現場人員或電驛部門人員發現電驛故障時，應通知相關調度中心，由

值班負責人指令所轄操作範圍閉鎖電驛；若係輸電線路差流主保護電驛故障，

該值班負責人亦應通知其他端廠所閉鎖該線路之差流電驛。 

若故障電驛經處理後可復原使用，仍應經現場人員或電驛部門人員確認

功能正常，同時其相關輔助電驛無動作後(如有動作應先行復歸並確認之)，再

向相關調度中心要求，對所轄操作範圍指令復用。 

第十章 調度員考核與訓練 

第一百三十五條  本公司定期辦理各級電力調度中心調度員資格考核，考核通過者，始得

擔任調度員職務。 

第一百三十六條  各級電力調度中心調度員之資格考核項目，至少應包含基本原理筆試測

驗及模擬器操作測驗。 

前項所稱資格考核項目及其合格標準，由本公司另訂之。 

考核執行情形應作成紀錄留存備查，並至少留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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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七條  為使調度員資格持續有效，取得調度員資格者應定期接受教育訓練。 

前項教育訓練之內容、考核標準及時數採認，由本公司另訂之。 

第一項之教育訓練執行情形應作成紀錄留存備查，並至少留存五年。 

第十一章 電力調度費用分攤 

第一百三十八條  申請併網型直供及轉供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再生能源售電業及自用發電

設備轉供自用部分，應依據經濟部公告之「輸配電業各項費率計算公式」規

定，向本公司支付輔助服務費、電力調度費及轉供電能費。 

第一百三十九條  併網型直供費用及電能轉供費用之計算期間為上次抄表日至本次抄表日

之前一日按月計費，其併網型直供電量及電能轉供量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營運規章」規定辦理。 

第十二章 資訊公開 

第一百四十條  為使電力網供電必要資訊公開透明，本公司依電業管制機關公告之電業簡

明月報、年報格式及應公開資訊規定，公開於本公司資訊網頁。 

第一百四十一條  本公司相關電力網供電資訊，定期公開於資訊網頁，包含： 

一、每日：電力調度範圍之總發電量、尖峰負載量、不同燃料類別機組 

發電量、備轉容量(率)、負載預測。 

二、每月：線路損失率。 

三、每年：機組歲修排程、電網瓶頸線路、區域間總傳輸能力與可傳輸 

能力及各級變電所主變壓器裝置容量。 

第一百四十二條  有關契約關係與市場競爭之系統發電排程資訊，本公司僅對排程參與者

公開。 

第十三章 附則 

第一百四十三條  再生能源發電業依本公司規定申請電能轉供者，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

內提交與轉供電量相符之再生能源憑證送本公司查核。 

第一百四十四條  與執行電力調度業務有關之壅塞管理及不平衡電力管理之規定，由本公

33



 

 

司另行訂定，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定後施行。 

第一百四十五條  除經電業管制機關指示檢討外，本要點三年檢討一次。 

第一百四十六條  本要點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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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力系統諧波管制標準 

一、適用對象： 

額定電壓在交流三相 220V 至 345kV 定之用戶。 

二、用詞定義： 

(一) 諧波： 
理想交流供電電源只含基頻成分，系統基頻為 60Hz。當電力系統中含有非線性負載

如電力電子轉換設備、電弧爐及鐵心激磁類設備等，將會產生非 60Hz 之電流及電壓即為

諧波，可分為整數倍諧波及非整數倍諧波。 

(二) 責任分界點：用戶與本公司系統之產權分界點。 

(三) ISC：用戶責任分界點最小短路電流。 

(四) 最大需量負載電流 IL （Maximum Demand Load Current）： 

在正常負載與發電下之責任分界點最大需量負載電流 IL 既設用戶者，採取前十二個

月每月最大負載電流平均值。新設或增設用戶，採取主變壓器額定電流值。 

(五) ISC/IL：用戶責任分界點之最小短路電流 ISC與最大需量負載電流 IL之比值。 

(六) 總需量電流失真率 ITDD (Total Demand Distortion ,TDD)： 

各諧波電流成分均方根值與最大需量負載電流之百分比值，考慮諧波成分可達五十 
次。必要時，可包括大於五十次諧波成分；其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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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總諧波電流失真率 ITHD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各諧波電流成分均方根值與基本波電流之百分比值，考慮諧波成分可達五十次。必

要時，可包括大於五十次諧波成分；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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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責任分界點電壓等級之不同，用戶注入責任分界點之總需量電流失真

率 (ITDD) 限制值如下： 

1. 三相 220V 至 69kV(不含)以下用戶如表一。 

2. 69kV 至 161kV(含)用戶如表二。 

3. 大於 161kV 用戶如表三。 

四、用戶產生諧波電流之情境可分成三類(以第五次諧波電流為例)： 

1. 穩態持續性模式，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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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期性模式，如圖二。 

3. 隨機性模式，如圖三。 

穩態持續性及週期性模式諧波電流採用表四中之短時間（十分鐘）量測及統計方式，

檢視代表值是否符合標準。隨機性模式諧波電流採用附表四中較短時間（三秒）之量測

及統計方式，檢視代表值是否符合標準。 

五、用戶申請新(增)設用電 

如為諧波源設備總容量在 300 千伏安(含)以上之用戶，需委託電機技師或專業技師

送審諧波計算及檢討改善措施，經本公司審查符合規定，方可供電。具諧波源設備用戶

申請用電及監督流程圖如圖四。 

六、不定期抽測及改善措施 

1. 本公司得不定期抽測或檢驗用戶產生之諧波電流。根據本公司量測結果，如用戶不

符合諧波需量電流失真率限制值，應通知其限期改善，改善期限不得超過三個月。 

2. 改善期限屆滿後，本公司得通知用戶於二星期內執行複測，如不符規定，本公司得

通知其於一定期間內進行第二次複測。仍不符規定者，本公司依營業規則規定處理。 

  

附件1-2



 

 

表一 三相 220V 至 69kV(不含)以下之諧波需量電流失真率限制值 
諧波電流失真百分比(以 IL為分母) 

Maximum harmonic current distortion in percent of IL 

各級諧波個別值(奇次) 

Individual harmonic order (odd harmonic) 

Isc/IL 3≦h<11 11≦h<17 17≦h<23 23≦h<35 35≦h<50 TDD 

<20 (註 c) 4.0 2.0 1.5 0.6 0.3 5.0 

20~50 7.0 3.5 2.5 1.0 0.5 8.0 

50~100 10.0 4.5 4.0 1.5 0.7 12.0 

100~1000 12.0 5.5 5.0 2.0 1.0 15.0 

>1000 15.0 7.0 6.0 2.5 1.4 20.0 

表二 69,000V 至 161,000V(含)之諧波需量電流失真率限制值 

諧波電流失真百分比(以 IL 為分母) 

Maximum harmonic current distortion in percent of IL 

各級諧波個別值(奇次) 

Individual harmonic order (odd harmonic) 

Isc/IL 3≦h<11 11≦h<17 17≦h<23 23≦h<35 35≦h<50 TDD 

<20(註 c) 2.0 1.0 0.75 0.3 0.15 2.5 

20~50 3.5 1.75 1.25 0.5 0.25 4.0 

50~100 5.0 2.25 2.0 0.75 0.35 6.0 

100~1000 6.0 2.75 2.5 1.0 0.5 7.5 

>1000 7.5 3.5 3.0 1.25 0.7 10.0 

表三 大於 161kV 之諧波需量電流失真率限制值 

諧波電流失真百分比(以 IL 為分母) 

Maximum harmonic current distortion in percent of IL 

各級諧波個別值(奇次) 

Individual harmonic order (odd harmonic) (註 a,b) 

Isc/IL 3≦h<11 11≦h<17 17≦h<23 23≦h<35 35≦h<50 TDD 

<25(註 d) 1.0 0.5 0.38 0.15 0.1 1.5 

25~50 2.0 1.0 0.75 0.3 0.15 2.5 

≧50 3.0 1.5 1.15 0.45 0.22 3.75 

註： 

a. 偶次諧波失真之限制為上述限制值之 25%。 

b. 導致直流偏移的電流失真現象是不被允許的。例如：半波轉換器。 

c. 附表一、附表二之所有發電用戶，採用 ISC/IL小於 20 之限制值。 

d. 附表三之發電用戶採用 ISC/IL小於 25 之限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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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量測要求與統計方式 

紀錄週期 代表值 限制值倍率 持續量測時間 

較短時間（3 秒）的諧波電流 取每天的第 99 百分位對應值 2 倍 持續量測一天以上

短時間（10 分鐘）的諧波電流 
取每週的第 99 百分位對應值 1.5 倍 

持續量測一周以上
取每週的第 95 百分位對應值 1 倍 

 

 

圖一 穩態持續性模式諧波電流(以第 5 次為例) 

 

圖二 週期性模式諧波電流(以第 5 次為例) 

 

圖三 隨機性模式諧波電流(以第 5 次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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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具諧波源設備用戶申請用電及監督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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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三相不平衡管制標準 

一、適用對象：69kV 以上使用單相負載之用戶。 

二、定義及計算方式： 

電力系統電壓理論上為理想之三相無限匯流排，但實際的電力系統往往受負載型態

與配電方式影響，以致造成系統三相電壓或電流大小與相角不相同之現象，就是所謂電

力系統不平衡。現行對於不平衡率的定義如下：  

負序電壓量(反時鐘方向)與正序電壓量(順時鐘方向)之比值，即為電壓不平衡率

(Voltage Unbalance Factor, VUF = d2 )亦稱為負序電壓不平衡率，零序量與正序量之比值，

即零序電壓不平衡率。 

 

三、管制標準： 

連續之ࢊ%(一日營運)不得大於 1%，短時間之ࢊ%(15 分鐘)不得大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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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設備遭受電壓驟降之容忍度建議 

一、適用對象： 

半導體製造及封測等相關用戶 

二、管制建議： 

如表一及圖一，半導體用戶之設備必須承受壓降至設備額定電壓的 50％，持續時間

長達 200 ms，下降至 70％持續 0.5 秒，下降至 80％持續 1.0 秒。 

表一 電壓暫降持續時間和設備額定電壓的百分比偏差 

 
 

 

圖一 電壓暫降持續時間和設備額定電壓的百分比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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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頻率控制效能標準 

電力系統頻率以控制效能標準作為頻率品質控制標準，年度實績大於 100%即符合頻

率控制效能門檻。 

計算公式為：ሺ2 െ CFሻ ൈ 100% 

ε
2

1

2
1ΔF

CF   

註：  

1.
2

1ΔF ：每 1 分鐘實際頻率取樣與目標頻率之偏差平均值平方。 

2. 1ε  ：1 分鐘可允許頻率偏差均方根值(單位：mHz)。 

3.CF：Compliance Factor 合規係數。 

4. tFFΔF   

F：實際系統頻率。 

tF ：目標需求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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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頻率擾動控制標準 

如系統一分鐘內發生發電機組跳脫達大於 400MW、小於 1100MW 之事故，或因發電機

跳脫使頻率下降至 59.7Hz，中央調度中心應在 10 分鐘內將系統回復至擾動前的狀態，並使得

事故回復時間符合回復百分比ܴ(Percentage Recovery,	ܴ)需回復到 100%的規定。ܴ計算方式

如下： 

當ܧܥܣ ൏ 0時： 

ܴ ൌ
ܯ ܹ௦௦ െ ,ሺ0ݔܽܯ ܧܥܣ െ ெሻܧܥܣ

ܯ ܹ௦௦
ൈ 100% 

當ܧܥܣ  0時： 

ܴ ൌ
ܯ ܹ௦௦ െ ெሻܧܥܣሺ0,െݔܽܯ

ܯ ܹ௦௦
ൈ 100% 

 

ܯ ܹ௦௦：從事故開始量測之事故擾動量(MW) 

：事故前的ܧܥܣ ACE(MW) 

ெ：事故後所量測到的最大ܧܥܣ ACE 值(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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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填寫作業規定 

一、「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之格式，一般發電業電廠如表一；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設置者如表二；併接於二次系統以上之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

自備變電所用戶由區域配電單位代填表三。 

二、填寫須知 

(一) 各欄之填寫說明 

1. 「內容」：欲加入設備之內容。  

2. 「送電日期及時間」：預定送電時間，應包括其他相關工作單位完成工作所需時

間。 

3. 「送電區域」：設備加入後送電之區域。  

4. 「工作負責人」：填寫工作負責人職別、姓名。 

5. 「聯絡方法」：註明聯絡方式及地點，如工作負責人直接或派員聯絡。  

6. 「須停止之區間或設備」：填寫新設備加入時，須停止既有輸電線路或廠、所設

備之名稱。 

三、加入系統送電要求書內應檢附下列相關資料： 

(一) 輸電線 

填入線路（含分歧線）名稱、線徑、長度及線路常數表(表四)、線路系統圖

(圖一)及線路概要圖(圖二)；如電纜線路 (含部分電纜線路)則另檢附如下表

資料： 

電纜線路(含部分電纜線路)容許運轉電流     (單位：A) 

常時間容許運轉電流  短    時    間    容    許    運    轉    電    流  

一  回  線  二  回  線  一     回     線  二     回     線  

  

1 小

時  

3 小

時  

5 小

時  

10 小

時  

1 小

時  

3 小

時  

5 小

時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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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護電驛 

應填寫下表。 

電 驛 名 稱 編 號 型 式 廠 家 比流器可選用比值 比壓器規範 

      

      

      

(三) 各類變壓器(含升壓變壓器、起動變壓器、高壓側廠用變壓器) 

應填寫下表。 

電 壓  

(kV) 

容 量  

(MVA) 

開 路  試  驗  短 路  試  驗  

百分阻抗值  鐵  損  

(KW) 

激磁電流  

(％) 

銅  損  

(KW) 

阻抗壓降  

百分比  

       

       

       

註：另須提供變壓器銘牌、特性比較表(如表五)。 

(四) 斷路器 

須適用 ANSI 標準並附斷路器銘牌。內須註明製造廠家、型號、種類、額定電

壓(kV)、額定電流(A)、對稱啟斷電流值(kA 及對應之電壓)、啟斷時間、接觸

子開啟時間、非對稱能力及電壓範圍因數等。  

(五) 一般發電業電廠 

1. 提供發電機相關常數及數學模型資料，如表六、表七。  

2. 提供激磁機(含電力系統穩定器；PSS)、原動機、調速機等之常數表、詳細

數學模型資料與方塊圖(能適用PSS/E程式)，如表六及表八至表十五樣本。

須適用美國Siemens PTI公司PSS/E程式與當時線上EMS所使用之模擬應用

程式等，並於每次機組大修完畢重新量測後提供。  

3. 提供發電廠內單線圖、開關場內單線圖等。  

4. 提供發電機容量曲線圖，如圖三。 

5. 提供發電機組之高頻、低頻運轉能力(圖四)及高頻、低頻電驛設定值。(本

項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免附。) 

6. 提供發電廠電力調度軟體需求(表十六～表十八)，並於每次機組定期檢修

完畢重新量測後提供。(本項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免附。) 

7. 提供機組排程需求資料(表十九)，並於下列時段提供(本項自用發電設備設

置者免附。) 

(A) 加入系統三十日前(計劃值) 

(B) 商轉後三十日內(實測值) 

(C) 定期檢修完成後三十日內(實測值) 

(六) 併接於 161kV 以上及離島高壓系統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依發電設備類別填寫表二十至表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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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供電設備試驗合格聲明書及各項設備試驗合格表 

如表三十及表三十一。 

(八) 機組資訊公開同意書 

僅發電機組加入時填寫，如表三十二。 

(九) 電力調度電話與調度監控設備會驗申請書 

如表三十三。 

(十) 供電線路試送方式聲明書 

僅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需填寫，如表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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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加  入  系  統  送  電  要  求  書 (一般發電業電廠使用) 

申請發電廠                申請發電廠  會同驗核單位認可簽章 區域供電單位審核 電力調度單位審核 執行長 批示 

申請號數                  經  辦  發電單位   經  辦  經  辦  

 

 主管(課長)  配電單位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組長(經理)  
電源開發

單位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單位副主管  
電力通信

單位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輸變電工程

單位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加        入        設        備   
送  電  日  期  及  時  間 送   電   區   域 

工作負責人 
職別、姓名 

聯絡地點 
、電話 名    稱  內                  容 

  

 

 預 定     月    日     時     分          

實 際     月    日     時     分       

須停止
之區間
或設備 

 
預定 

 自   月    日    時    分 詳 參 
第 號      
停止要求書  至   月    日    時    分 

加       入       設       備       略       圖 
新設或改善部分用紅色，如紙面不夠，請另加附頁或附圖。並詳細填寫所需資料(詳參填寫說明)。 

核     准    後    通    知 

日 期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時 間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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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加  入  系  統  送  電  要  求  書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使用) 

申請發電廠            
 

申請電廠
 區域配電單位 審核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力調度單位 審核 執行長 批示 

申請號數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加       入       設        備 
送  電  日  期  及  時  間 送   電   區   域 

工作負責人 

職別、姓名 
聯絡地點、電話 

名    稱  內                     容 

  預 定     月    日     時     分          

實 際     月    日     時     分       

須停止之區間

或設備 

 
預定 

 自   月    日    時    分 詳 參 

第 號      

停止要求書 
 至   月    日    時    分 

加 

 

入 

 

設 

 

備 

 

略 

 

圖 

 

新設或改善部分用紅色，如紙面不夠，請另加附頁或附圖。並詳細填寫所需資料(詳參填寫說

明)。 
核  准  後  通  知 

日 期 

、 

時 間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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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加  入  系  統  送  電  要  求  書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使用) 

申請單位                
 區域配電單位 代填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力調度單位 審核 執行長 批示 

申請號數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加       入       設        備 
送  電  日  期  及  時  間 送   電   區   域 

工作負責人 

職別、姓名 
聯絡地點、電話 

名    稱  內                     容 

  

預 定 月    日     時     分 
   

實 際 月    日     時     分 

須停止之區間

或設備 
 預定 

自   月    日    時    分 詳 參 

第 號      

停止要求書 
至   月    日    時    分 

加 

 

入 

 

設 

 

備 

 

略 

 

圖 

 

新設或改善部分用紅色，如紙面不夠，請另加附頁或附圖。並詳細填寫所需資料(詳參填寫說明)。 核  准  後  通  知 

日 期 

、 

時 間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註：併接於二次系統以上之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由區域配電單位代填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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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線路常數表 

(阻抗單位:Ω , 導納單位: μMHO) 

線路名稱 

來端    去端 

from     to 

導體規範 

線  徑 

conductor 

單回線 

長度 

(KM) 

回

線

數

ckt 

單      回      線 雙   線   間 雙      回      線 

正相阻抗 

R1 +JX1 

零相阻抗 

Ro+JXo 

正相

導納 

JB1 

零相

導納 

JBo 

零 相 

互耦阻抗 

Rmo+JXmo 

零 相 

互耦導納 

JBmo 

正相阻抗 

R1d+JX1d 

零相阻抗 

Rod+JXod 

正相 

導納 

JB1d 

零相 

導納 

JBod 

              

註：A.100 公尺以內之架空線路得提供線路常數理論值。  

B.電纜線路如有輔助接地線，請提供長度及其兩端接地電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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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壓器特性比較表  

項   目 內   容 
裝置容量 

(kVA) 
保證值(KW) 測試值(kW) 

1.損失 1.1 風扇損失    

1.2 油泵浦損    

1.3 無載損失 90﹪    

1.4 無載損失 100﹪    

1.5 無載損失 110﹪    

1.6 負載損失 100﹪    

1.7 負載損失 75﹪    

1.8 負載損失 50﹪    

1.9 負載損失 25﹪    

1.10 全損失    

2.激磁電流 額定電壓   90﹪      

額定電壓  100﹪      

額定電壓  110﹪      

3.效率 接 續(kV)  功因(﹪) 負載(﹪) 保證值(﹪) 測試值(﹪) 

 161.000/15.7/15.7  100 100   

   100 75   

   100 50   

   100 25   

4.壓降百分比 

(阻抗電壓百分 

比允許值：保 

證值之±10﹪以 

內) 

接續(kV)  阻抗壓降百分比 電阻壓降百分比 

H-X、H-Y、X-Y  保證值 測試值 保證值 測試值 

169.050/15.7(H-X)      

165.025/15.7(H-X)      

161.000/15.7(H-X)      

156.975/15.7(H-X)      

152.950/15.7(H-X)      

169.050/15.7(H-Y)      

165.025/15.7(H-Y)      

161.000/15.7(H-Y)      

156.975/15.7(H-Y)      

152.950/15.7(H-Y)      

15.7/15.7(X-Y)      

5.電壓調整率 

(﹪) 

接續(kV)      

161.000/15.7/15.7      

      

附件6-8



 

 

表六 發電機常數表 

            

磁 

 PU(MVA  BASE  選定機組

容量) 

 
慣性 

   

      功率      (未) 同步 負序 零序 暫態 次暫態 慣轉動量 常數   汽輪發電機 

機組名稱 製造廠家 型式 台 容量 出力 因數 電壓 電流 極 每分 接 飽 電抗 電抗 電抗 電抗 電抗 (包含激磁機 (H) 短路比 效率 扭轉振動自 

   數 (KVA) (KW) PF (KV) (AMP) 數 轉數 線 和 X1 X2 Xo Xd’ Xd” 及輪機)  KW-SEC  (％) 然頻率 

      (％)    RPM 法        KVA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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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激 磁 機、原 動 機、調 速 機 常 數 表 

 激      磁      機(EXCITER) 原    動    機(PRIME MOVER) 調速機 備 註 

 

機組名稱 

 

 

製 造 

廠 家 

 

型式 

 

台 

數 

 

容 量 

(KW) 

 

電 壓 

(V) 

 

電 流 

(AMP) 

 

每 分 

轉 數 

RPM 

 

激磁

法 

 

EXCITATION 

SYSTEM 

MODE 

 

製造 

廠家 

 

型式 

 

台 

數 

 

容 量 

(KW) 

 

使用水

量或煤

量 

 

每 分 

轉 數 

RPM 

 

效

率 

(％) 

 

GOVERNOR 

TYPE 

 

                   

                   

                   

                   

附件6-10



 

 

表八 

發電機模型資料表  

( Generator Model Data Sheet)  

電廠名稱(Plant Name)、發電機編號(Gen. No.)：              發電廠、第     號機 

發電機類型(Generator Type)：              例如：水、煤、天然氣複循環、油、核能、、、等 

製造廠家(Manufacturer)：                  製造日期(Manufacturing Date)：           

製造型式及序號(Manufacturing type and serial number)：                        

發電機額定(Generator Rating)： 

容量(capability)：          MVA ,         MW   電壓(V)：       kV  電流(A)：       A 

功率因數(PF)：lagging     ,leading       轉速(speed)：       RPM   短路比(SCR)：       

轉動慣量(Moment of inertia)： 

發電機(含激磁機 including exciter)：(GD2 or WR2)            kg-m2 or          lb-ft2   

輪機(turbine)：(GD2 or WR2)            kg-m2 or           lb-ft2 

慣性常數(inertia constant) H：       kW-sec/kVA  (Including generator, exciter and turbine.) 

發電機數學模型參數： 

電抗(Reactance, pu on generator rated MVA base)及時間常數(Time constant, sec)                        

飽和值 saturated value 未飽和值 unsaturated value 

    Xdi  Xqi  

X’dv  X’qv  X’di  X’qi  

X’’dv  X’’qv  X’’di  X’’qi  

XLv(or XPv)  X2v  XLi(or XPi)  X2i  

X0v    X0i    

T’d  T’q  T’do  T’qo  

T’’d  T’’q  T’’do  T’’qo  
 

Ra：          (at 25℃)  Ra：           (at     ℃)   R1：            R2：           

Ta3：           

發電機飽和係數 S(1.0) =            , S(1.2)=           (For PSS/E),請附發電機飽和曲線圖

(please attach open and short circuit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genrators.)  

發電機磁場繞組電阻(Field Resistance)：            at 25℃ ,             at 125℃ 

阻尼係數 D (Damping Coefficience)： 

  機械阻尼(發電機、輪機)：             ，發電機電氣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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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I E E E  T 1  

I E E E  T y p e  1  E x c i t a t i o n  S y s t e m  

激 磁 機 模 型 資 料 表  

 

The data record for this model is: 

TR,TA,TE,TF＝Time constants in seconds ; TE ,TF＞0 

E1,SE(E1), ＝Saturation function values defined by Figure 2. 

E2,SE(E2) 

 

KE ：__________________         TE：__________________ 

KF ：__________________         TF1：__________________ 

TB ：__________________         TC：___________________ 

VRmin ：_______________pu         VRmax：________________pu 

EFDmin：_______________pu         FFDmax：________________pu 

E1 ：__________________         SE(E1)：_________________ 

E2 ：__________________         SE(E2)：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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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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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附件6-14



 

 

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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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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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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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並聯式渦輪調速機模型及參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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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發電廠電力調度軟體需求及機組參數資料 

發電廠電力調度軟體需求  

接受線上調度之電廠應於各機組併聯日 25 天前，以書面提供下列資料至

電力調度單位，日後若有變更，仍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  機組參數資料  

二、  變壓器參數資料  

三、  線路資料  

四、  機組排程程式所需之相關參數，依當時之應用程式資料格式提供。  

機組參數資料  

廠名：                  機組名稱：                 

1.機組升／降載率參數：  

a.在出力範圍          MW 至          MW 時  

機組每分鐘升／降載量：         MW/MIN 

b.在出力範圍          MW 至          MW 時  

機組每分鐘升／降載量：         MW/MIN 

c.在出力範圍          MW 至          MW 時  

機組每分鐘升／降載量：         MW/MIN 

2.1 依據上述升 /降載參數，每 4 秒一次控制指令時，其最大出力改變量與控制信號之關係：  

        MW/        pulse width(ms) 

2.2 依據上述升 /降載參數，每 4 秒一次控制指令時，其最小出力改變量與控制信號之關係：  

        MW/        pulse width(ms) 

(unit MW to pulse conversion constant)  （請附試驗報告）  

3.機組控制反應時間常數：          秒  

(unit time constant to model unit's response) 

即接受控制後反應至目標值 63%所需之時間  

4.機組遞增熱耗率線段，最多以 5 條連續線段表示，請按出力 (MW)由小至大填寫，最少應填

1 條線段。  

機組出力 MW(NET MW) ＜＝＝＞  遞增熱耗率 MCAL/MWHR(Incremental heat rate)  

X1=                       MW 對應 Y1=                    MCAL/MW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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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MW 對應 Y2=                     MCAL/MWHR 

X3=                       MW 對應  Y3=                    MCAL/MWHR 

X4=                       MW 對應  Y4=                    MCAL/MWHR 

X5=                       MW 對應  Y5=                    MCAL/MWHR 

X6=                       MW 對應  Y6=                    MCAL/MWHR 

 Yn 遞增熱耗率：機組在 Xn 出力時每增 /減 1 單位 MW 時每小時增 /減之 MCAL 

5.機組在最低出力 X1 時所需之熱耗量：             MCAL/HR 

(Energy required to maintain minimum generation)  

X1：同本件第四項 . 

6.機組燃料成本：            $NT/MCAL 及燃料種類：           . 

7.機組容量曲線：  

最小淨出力：              MW 時，Minimum MVAR：              . 

(Minimum NET Generation)        Maximum MVAR：              . 

最大淨出力：              MW 時，Minimum MVAR：         . 

(Maximum NET Generation)        Maximum MVAR：         . 

8.機組端電壓：  

正常值：           KV 

低限值：           KV 

高限值：           KV 

9.Unit RTU Control Address (0-15)：            . 

Unit Port Address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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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發電廠電力調度軟體需求-變壓器參數 

變壓器參數：(變壓器模型如下圖) 

 

 

 

 

 

廠/所名：               變壓器名稱：                . 

(1) 額定容量(MVA rating)：                  . 

(2) R--Resistance in per unit on 100 MVA base：                . 

(3) X—Reactance in per unit on 100 MVA base：                . 

(4) B--Magnetizing susceptance in per unit on 100 MVA base：            . 

(5) Tap information：  

(a) High side (高壓側)：  

‧Normal position：                . 

‧Number of steps up from neutral：           (若固定分接頭請填 0) 

‧Number of steps down from neutral：         (若固定分接頭請填 0) 

‧Step size in %：              . 

‧Neutral tap position：               . 

‧Neutral KV：               . 

(b) Low side (低壓側)：  

‧Normal position：               . 

‧Number of steps up from neutral：          (若固定分接頭請填 0) 

 ‧Number of steps down from neutral：        (若固定分接頭請填 0) 

 ‧Step size in %：        . 

 ‧Neutral tap position：       . 

 ‧Neutral KV：         . 

註：step size in %={( VHIGH - VLOW ) / ((# step up + # step down ) × VNEUTRAL)} × 100% 

where 

 VHIGH = 對應於  tap 在  Maximum # step up.之電壓 . 

 VLOW= 對應於  tap 在  Maximum # step down.之電壓 . 

 # step up 即  number of steps up from neutral.  

 # step down 即  number of steps down from neutral.  

2

jB

jXR +

2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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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發電廠電力調度軟體需求-線路參數 

線路參數：(線路模型如下圖) 

 

 

廠/所名：                線路名稱：                  . 

(1)額定容量(Line rating)：                     MVA. 

(2)R--Resistance in per unit on 100 MVA base：                    . 

(3)X-- Reactance in per unit on 100 MVA base：                    . 

(4)B--Full line charging susceptance in per unit on 100 MVA base：             . 

  

2

jB

jXR +

2

jBA B

A’ B’TPH : 1 1 : 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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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機組排程需求資料表 

(1)發電機組併聯後最少需運轉時間(Minimum Up Time)        (小時)後方可解聯。  

(2)發電機組解聯後最少需停機時間(Minimum Down Time)        (小時)後方可啟動。 

(3)發電機組啟動至併聯至滿載的時間及出力(請依機組停機時間及特性分列)。 

(4)發電機組出力由滿載至解聯的時間及出力。  

(5)發電機組啟動能量或電量           Mcal or MWh。(請依機組停機時間及特性，分列機組啟

動至併聯系統前所需消耗總能量或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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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全功率式風力機發電機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數學模型名稱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W4G2U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額定運轉資料 電壓  

電流  

容量  

轉速  

功因範圍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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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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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全功率式風力機電機控制(electrical control)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W4E2U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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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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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 雙饋式風力機發電機(generator)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風機型式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WT3G2U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額定運轉資料 電壓  轉速  

電流  功因範圍  

容量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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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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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三 雙饋式風力機電機控制(electrical control)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風機型式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WT3E1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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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方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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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四 雙饋式風力機機械系統(mechanical system)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風機型式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WT3T1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模型方塊

圖 

 

 

表二十五 雙饋式風力機旋角控制(pitch control)模型及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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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風機型式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WT3P1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模型方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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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六 太陽光電變流器/發電機(converter/generator)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PVGU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額定運轉資料 電壓  

電流  

容量  

功因範圍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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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七 太陽光電電機控制(electrical control)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PVEU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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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八 太陽光電線性輸出曲線(linearized model of output curve, I-P curve)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PANEL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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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九 太陽光電日照強度(irradiance profile)模型及參數 

用戶名稱  

製造廠家  

數學模型 範例模型(參數格式如下) IRRAD 

製造廠家自建模型  

參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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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 

供 電 設 備 試 驗 合 格 聲 明 書  

          發電業電廠 /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自備變電所用

戶，         k V 新 (修 )設 備 之 各 項 相 關 試 驗 皆 已 完 成 並 合

格 ， 擬 加 入   輸 配 電 業 電 力 系 統 供 電 。  
具聲明書者 (公司、廠名稱)：  

地  址：  

負  責  人：                                       簽章  

廠所地址：  

電氣負責人：                                 簽 章  

 

         此    致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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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一 各項設備試驗合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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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 

機 組 資 訊 公 開 同 意 書  

    同 意        發 電 業 電 廠 /自 用 發 電 設 備 設 置 者 ， 新 機

組 倂 入  輸 配 電 業 電 力 系 統 後 ， 限 於 雙 方 購 售 電 合 約 之 約 定

範 圍 ， 有 權 對 外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或 其 他 第 三 者 )公 開 本 廠 各 機

組 有 效 電 力 值 、 無 效 電 力 值 、 線 路 側 電 壓 或 匯 流 排 電 壓 及 電

流 值 等 運 轉 資 訊 。  

具同意書者 (公司、廠名稱)：  

地  址：  

負  責  人：                                   簽章  

  

         此    致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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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 

電力調度電話與調度監控設備會驗申請書  
 
申請單位： 電力調度單位  審核 區域供電單位處 審核   區域配電單位 會驗 申請單位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負 責 人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所   址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組長(經理)   

(    聯)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申請日期  

 預定供電日期：     年    月    日    時 供電方式：由台電       變電所以     KV 專線供電 

 

 

 調 度 電 話 

 

 

 1.專用電話 

    號碼：(    ) 

 2.專線電話 

    信號： 

 3.其  他 

試話 情 形  

台 電：             調度中心(變電所) 

 

 試話人： 

 結  果： 

 日  期：
 

調度監控設備 

 

 

 

 

安 

裝 

地 

點 

 

台電          調度中心  

(變電所 ) 

 

測試 情 形  

 測  試 

 單  位 

 結  果： 

 日  期： 

 
調

度中心 

台

電 

 ： 

廠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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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四 

供電線路試送電方式聲明書  

本公司 (廠、軍 )                  ，係由   

貴公司        變電所以      kV 供電，倘因供電線

路事故而跳脫斷電時，由貴公司                

                     經 聯 絡 逕 行 向 本 用 戶

執行試送電；若依本方式試送電而導致本自備變電所設

備損壞或影響公共安全、環保等，概由本公司 (廠、軍 )

自行負責。  

 

 

                   ：  

地               址： 

負    責    人： 

自備變電所地址： 

電 氣 負 責 人：                       

 

      此    致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聲  明  書  者  

(公司、廠、軍名稱) 

區域調度中心 

變電所、發電廠 

□須  

□不  

附件6-42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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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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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發電機容量曲線 

  

附件6-45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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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加入系統操作順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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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開關設備號碼編訂規定 

一、二次系統以上開關設備號碼編訂規定 

(一) 開關號碼定義： 

每一號碼由「電壓等級」與「開關設備」之代碼所組成，共 4(或 3)位阿拉伯數字；

前 2(或 1)碼為電壓等級代號，後 2 碼為設備代號；茲說明如下： 

1. 電壓等級代碼 

(1) 345kV 系統：以 35、36、……、39 表示。 
(2) 161kV 系統：以 15、16、……、19 表示。 
(3) 69kV 系統：以 6、7、……、9 表示。 
(4) 33kV 系統：以 3、4、……、5 表示。 

2. 設備代碼 

(1) 斷路器：以 00、10、20、30、……、90 表示。 
(2) 空斷(隔離)開關：以 01、02、03、……、09 或 11、12、13、……、19 表示。 

3. 接地開關：以 CB 或 ABS(DS)號碼後加 E、BE、LE、TE、TN、N、CE 等表示。 

4. 斷路器與匯流排之掛接原則：斷路器號碼為奇數者，掛接奇數匯流排；斷路器號碼為

偶數者，掛接偶數匯流排。 

5. 號碼之組成，舉例如下表： 

   設備 

電壓別 
斷   路   器 空斷開關(隔離開關) 接  地  開  關 

345kV 3510、3650、3760 3511、3512、3651 3511E、3510BE、3511N 

161kV 1500、1510、1620 1501、1511、1512 1501E、1510BE、1510TE 

69kV 610、750、810 611、612、613 613E、751N 

33kV 390、410、510 391、411、511 520E 

(二) 編訂原則： 

1. 輸電線同區間二端或三端之線路側斷路器號碼(一個半斷路器雙匯流排除外)，應儘量

一致，例 1510 vs 1510、1520 vs 1520、610 vs 610、620 vs 620；若不能一致，則應儘

可能偶數配偶數、奇數配奇數，例 1510 vs 1550、1520 vs 1540(第三碼)；620 vs 640、
630 vs 650(第二碼)。 

2. 輸電線路名稱為海線、白線、北線、二路、四路時，線路側斷路器號碼以「斷路器代

碼」倒數第二位為偶數訂定，例 3520、1540、640、- - - 等；山線、紅線、南線、一

路、三路則以奇數訂定，例 3510、1530、630。 

3. 各種新設、擴建之匯流排結構中，若遇備用檔位，須保留該檔號碼；一個半斷路器雙

匯流排內各檔位中未裝之斷路器，仍應保留該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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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斷(隔離)開關 
配合相關斷路器號碼編訂，並依匯流排結構分別訂定如下： 

(1) 一個半斷路器匯流排 
靠#1 匯流排者，末碼代號為１；靠#2 匯流排者，末碼代號為 2。 

(2) 雙匯流排 
靠#1 匯流排者，末碼代號為１；靠#2 匯流排者，代碼末位為 2；靠線路者，末

碼代號為 3。 
(3) 單匯流排 

靠匯流排者，末碼代號為 1；靠線路側或變壓器者，末碼代號為 2。 

5.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1) 單匯流排，由#1 Bus 向#2 Bus；#2 Bus 向#3 Bus；- - - 等依序編訂。 
(2) 雙匯流排、一個半斷路器雙匯流排，由#1 Bus 向#3 Bus；#2 Bus 向#4 Bus 等依

序編訂。 

6.接地開關號碼 
依裝設位置、用途編訂如下  

(1) 線路側、變壓器之斷路器兩端者 
A. 靠線路側，斷路器號碼後加 LE。 
B. 靠匯流排側，斷路器號碼後加 BE。 
C. 靠變壓器側，斷路器號碼後加 TE。 
D. 靠靜電電容器側，斷路器號碼後加 CE。 
E. 靠電抗器側，斷路器號碼後加 RE。 
F. 靠所內變壓器側，斷路器號碼後加 SE。 

(2) 匯流排接地 
A. 連接於匯流排者 

(A) 發電廠及超高壓變電所(含 161kV 側)、一次變電所、二次變電所 
依電壓等級編訂為 345B□E、161B□E、69B□E，□內填連接之匯流

排號碼。 
(B) 配電變電所、自備變電所之用戶 

編訂為 15B□E～19B□E，□內填連接匯流排之號碼。 

B. 連接於匯流排與匯流排側空斷(隔離)開關之間者  
以該空斷(隔離)開關之號碼後加 BE。 

(3) 變壓器中性點接地 
A. 一個半斷路器雙匯流排 

(A) □TN，□內填變壓器之號碼。 
(B) 以該變壓器連接點靠匯流排側之空斷(隔離)開關號碼後加 N。 

B. 雙匯流排 
(A) □TN，□內填變壓器之號碼。 
(B) 靠近#1 匯流排之空斷(隔離)開關號碼後加 N。 

(4) 連接於一個半斷路器雙匯流排之中間斷路器、雙匯流排之連絡斷路器、雙匯流

排或單匯流排之分段斷路器兩端者及鄰接空斷(隔離)開關者以鄰接之空斷(隔離)
開關號碼後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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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電廠機組變壓器高壓側空斷(隔離)開關及接地開關 
由開關場連接點至機組變壓器高壓側之方向，依序編訂為 G□TB1E、G□TB1、
G□TB2、G□TB2E，□內填機組別。 

(6) 發電廠起動變壓器高壓側空斷(隔離)開關及接地開關 
由開關場引接點至起動變壓器高壓側之方向，依序編訂為□STB1E、□STB1、
□STB2、□STB2E，□內填起動變壓器組別。 

(三) 「一個半斷路器雙匯流排」之編例： 

1. 345kV 系統(圖一、圖二) 

(1) 每一檔由三(或二)個斷路器組成，其號碼之編訂從#1(#3)Bus 向#2(#4)Bus，由左

至右第一檔為 3510、3520、3530；第二檔為 3540、3550、3560；…………，連

續編訂至 3990，共可編 15 檔。 
(2)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1、#3 Bus 之間：3500、3700。 
#2、#4 Bus 之間：3600、3800。 

(3) 匯流排分段空斷(隔離)開關 
連接於#1 Bus 者：3701 
連接於#3 Bus 者：3703 
連接於#2 Bus 者：3802 
連接於#4 Bus 者：3804 

2. 161kV 系統(圖三) 

編訂原則同 345kV 系統，僅將號碼第一位由 3 改為 1。 

3. 33kV 系統(圖二) 

(1) 所內變壓器斷路器 

編訂為 3□0，□表所裝設之超高壓變壓器組別，由左至右內填 1～8 或以 390、
490、590 依次編排。 

(2) 靜電電器容器斷路器 

編訂為 4□0，□表所裝設之超高壓變壓器組別，由左至右內填 1～8。 

(3) 並聯電抗器斷路器 

編訂為 5□0，□表所裝設之超高壓變壓器組別，由左至右內填 1～8。 

(四) 「雙匯流排」之編例： 

1. 345kV 系統(目前用於發電廠，圖四) 

(1) 斷路器 

A. 發電業發電廠、變電所 

(A) 線路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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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3520、3530、……、3590；3610、……、3640；3710、……、374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共 17 個。 

(B) 機組變壓器 

自一號機組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3650、3660、3670、3680；
3750、……、3780；3850、……、3880，共 12 個。 

(C) 起動變壓器 

自一號起動變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3690、3790、3890、3990
等。 

(D) 匯流排連絡斷路器 

#1、#2 Bus 之間：3500。 

#3、#4 Bus 之間：3600。 

(E)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1、#3 Bus 之間：3700。 

#2、#4 Bus 之間：3800。 

(2) 匯流排分段空斷開關或隔離開關 

連接於#1 Bus 者：3701 

連接於#3 Bus 者：3703 

連接於#2 Bus 者：3802 

連接於#4 Bus 者：3804 

2. 161kV 系統 

(1) 斷路器 

A. 發電廠 

編訂原則同 345kV，僅將號碼第一位由 3 改為 1。 

B. 超高壓變電所 161kV 側(圖五)、一次變電所(圖六)、一次配電變電所(圖七)、
自備變電所用戶。 

(A) 線路側  

由 1210、1220、1230、……、1290；1310、1320、1330、……、1390；
1410、1420、1430、……、1490；1510、1520、1530、……、1590；1610、……、

1640；1710、……、174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共 44 個。 

(B) 超高壓變壓器二次側  

自一號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810、1820、……、1890 等。 

(C) 一次主變壓器一次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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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號主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650、1660、……、1690 等。 

(D) 一次配電變壓器一次側  

自一號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750、1760、……、1790 等。 

(E) 匯流排連絡斷路器  

#1、#2 Bus 之間：1500。 

#3、#4 Bus 之間：1600。 

(F)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1、#3 Bus 之間：1700。 

#2、#4 Bus 之間：1800。 

#5、#7 Bus 之間：1900。 

#6、#8 Bus 之間：2000。 

(G) 靜態電容器  

1910、1920、1930、194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H) 電抗器  

1950、1960、1970、198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2) 匯流排分段空斷開關或隔離開關 

連接於#1 Bus 者：1701 

連接於#3 Bus 者：1703 

連接於#2 Bus 者：1802 

連接於#4 Bus 者：1804 

3. 69kV 系統 

(1) 斷路器 

A. 發電廠 

(A) 線路側 

610、620、630、……、68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B) 機組變壓器 

710、720、730、……、78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C) 配電變壓器 

編訂為□90，□表配電變壓器組別，由左至右依序填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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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次變電所 69kV 側(圖八)；二次變電所(圖九)；用戶自備變電所 

(A) 線路側  

610、620、630、……、680；710、……、740；910、……、980 等由

左至右依序編訂，共 20 個。 

(B) 主變壓器  

自一號主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750、760、……、780；870、
880 等。 

(C) 配電變壓器  

編訂為□90，□表配電變壓器組別，由左至右依序內填 5～9。 

(D) 靜態電容器  

自一號靜態電容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810、820、……、860 等。 

(E) 匯流排連絡斷路器  

#1、#2 Bus 之間：600。 

#3、#4 Bus 之間：700。 

(F)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1、#3 Bus 之間：800。 

#2、#4 Bus 之間：900。 

(2) 匯流排分段空斷開關或隔離開關 

連接於#1 Bus 者：801 

連接於#3 Bus 者：803 

連接於#2 Bus 者：902 

連接於#4 Bus 者：904 

(五) 「單匯流排」之編例： 

1. 161kV 系統 

(1) 斷路器 

A. 發電廠 

(A) 線路側  

1510、1520、……、1590；1610、……、164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共 13 個。 

(B) 機組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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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號機組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650、1660、……、1680；
1750、……、1780 等。 

(C) 配電變壓器  

自一號配電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690、1790、1890、1990
等。 

(D)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自一號匯流排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1500、1600、1700、1800、1900
等。 

B. 配電變電所(圖十) 

(A) 線路側  

1510、1520、……、1590；1610、……、164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共 13 個。 

(B) 主變壓器  

自一號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750、1760、……、1790 等。 

(C)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自一號匯流排起，依序編訂為 1500、1600、1700、1800、1900 等。 

C. 用戶自備變電所 

(A) 線路側  

1510、1520、……、1590；1610、……、1640 等由左至右依序編訂，

共 13 個。 

(B) 主變壓器  

自一號變壓器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650、1660、……、1690 等。 

(C)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自一號匯流排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500、1600、1700、1800、1900
等。 

(2) 匯流排分段空斷開關或隔離開關 

自一號匯流排起，由左至右依序編訂為 1501、1502、1503、……等。 

2. 69kV 系統 

(1) 斷路器 

A. 發電廠 

(A) 線路側  

610、620、……、680 等依序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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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機組變壓器  

自一號變壓器起，依序編訂為 710、720、……、780 等。 

(C) 配電變壓器  

自一號配電變壓器起，依序編訂為 690、790、890 等。 

B. 變電所、用戶自備變電所(圖十一) 

(A) 線路側  

610、620、……、680；710、……、740；910、……、980 等依序編訂，

共 15 個。 

(B) 主變壓器  

自一號變壓器起，依序編訂為 750、760、……、780；870、880 等。 

(C) 靜態電容器  

自一號靜電電容器起，依序編訂為 810、820、……、860 等。 

(D) 匯流排分段斷路器  

自一號匯流排起，依序編訂為 600、700 等。 

(2) 匯流排分段空斷開關或隔離開關 

自一號匯流排起，依序編訂為 601、602、603、6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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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電系統開關設備號碼編訂原則 

1. 各種新設、擴建之匯流排（BUS），若遇備用檔位須保留該檔位號碼。 

2. 各種新設、擴建之主變壓器，若遇備用檔位須保留該檔位號碼。 

3. 斷路器號碼： 

(1)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 

A. 二次側為單繞組單斷路器型： 

#1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10 

#2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30 

#3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50 

#4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70 

#5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10 

#6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30 

#7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50 

#8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70 

B. 二次側為單繞組雙斷路器型： 

#1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10、320 

#2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30、340 

#3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50、360 

#4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70、380 

#5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10、520 

#6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30、540 

#7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50、560 

#8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70、580 

C. 二次側為雙繞組雙斷路器型： 

#1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10、320 

#2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30、340 

#3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50、360 

#4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70、380 

#5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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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30、540 

#7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50、560 

#8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70、580 

D. 二次側為雙繞組四斷路器型： 

#1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10A1、310A2、320B1、320B2 

#2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30A1、330A2、340B1、340B2 

#3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50A1、350A2、360B1、360B2 

#4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370A1、370A2、380B1、380B2 

#5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10A1、510A2、520B1、520B2 

#6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30A1、530A2、540B1、540B2 

#7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50A1、550A2、560B1、560B2 

#8 主變壓器二次側斷路器號碼：570A1、570A2、580B1、580B2 

(2) 所內變壓器之斷路器號碼：以 390、490、590 表示。 

(3) 電容器之斷路器號碼：以 210、220、．．．、280，及 410、420、．．．、480
表示。 

(4) 聯絡斷路器號碼：以 100、200、300、400 表示。 

4. 隔離開關號碼： 

(1) 聯絡斷路器兩側隔離開關：依據所連結之斷路器開關編號分別訂定。 

例如：100 聯絡斷路器，與其同檔位之隔離開關編訂為 101，而另一不同檔位之

隔離開關編訂為 102；餘此類推。 

(2) 饋線檔隔離開關號碼：以各饋線檔之號碼後面加 DS。 

例如：饋線號碼為 DK10，則其隔離開關號碼為 10DS；饋線號碼為 DK66，則

其隔離開關號碼為 66DS；餘此類推。 

(3) 所內變壓器隔離開關號碼：依據所連結之斷路器開關編號末一碼編訂為 1。例

如：391；491；591。 

(4) 電容器檔隔離開關號碼：依據所連結之斷路器開關編號末一碼編訂為 1。例如：

211；221；231；餘此類推。 

(5) 比壓器檔隔離開關號碼：依據所連結之比壓器號碼後加 D。例如：#1A PTD；

#1B PTD；#2 PTD；#3 PTD。 

(6) 其他隔離開關號碼：依據同一檔位之斷路器編號末一碼編訂為 1。例如：310
之同檔位隔離開關則編訂為 311；320 之同檔位隔離開關則編訂為 321；餘此類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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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S 號碼： 

(1) 雙繞組變壓器： 

以 11kV #1A BUS；11kV #1B BUS；．．．；11kV #4B BUS 表示。 

(2) 單繞組變壓器： 

以 22kV #1 BUS；22kV #2 BUS；22kV #3 BUS；22kV #4 BUS 表示。 

6. 接地開關號碼： 

(1) 饋線檔接地開關號碼：以各饋線檔之號碼後面加 ES。 
例如：DK10 饋線之接地開關號碼為 10ES；DK20 饋線之接地開關號碼為 20ES；
DK53 饋線之接地開關號碼為 53ES；餘此類推。 

(2) 所內變壓器檔接地開關號碼：以其隔離開關號碼後面加 E。 
例如：391E；491E；591E；餘此類推。 

(3) 電容器檔接地開關號碼：依據所連結之隔離開關號碼後面加 E。例如：211E；
221E；231E；餘此類推。 

(4) 比壓器檔接地開關號碼：以比壓器號碼後面加 E。 
例如：#1A PTE；#1B PTE；#2 PTE；餘此類推。 

(5) 匯流排接地開關號碼：依據所連結之匯流排號碼後面加 E。 
例如：#1A BUS 之接地開關編訂為#1A BE；#1B BUS 之接地開關編訂為#1B BE；
#2 BUS 之接地開關編訂為#2 BE；#3 BUS 之接地開關編訂為#3 BE；餘此類推。 

(6) 其他檔接地開關號碼：依據同一檔位之隔離開關後加 E。 
例如：某隔離開關編號 101，與其同檔位之接地開關則編訂為 101E；隔離開關

編號 201，與其同檔位之接地開關則編訂為 201E；餘此類推。 

7. 電容器號碼：依據所連結之斷路器編號順序編訂電容器編號。 

例如：210 連結之電容器編訂為#1SC；220 連結之電容器編訂為#2SC；230 連結之電

容器編訂為#3SC；餘此類推。 

8. 比壓器號碼：依據所連結之匯流排編號後面加 PT。 

例如：#1A BUS 之比壓器編訂為#1A PT；#1B BUS 之比壓器編訂為#1B PT；#2 BUS
之比壓器編訂為#2 PT；#3 BUS 之比壓器編訂為#3 PT；餘此類推。 

9. 所內變壓器號碼：以#1SSTR 、#2SSTR、#3SSTR 表示。 

10. MOF 號碼： 

以#1SSTR 相關聯 MOF 號碼：MOF1 

以#2SSTR 相關聯 MOF 號碼：MOF2 

餘此類推。 

11. 饋線號碼編號：編號原則為依現場設備面對控制盤方向，由左而右，由小而大依次序

排列，其餘依相關區域配電部門編號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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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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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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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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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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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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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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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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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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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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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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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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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停止要求書 

表一         停 止 要 求 書 (一般發電業電廠使用) 

申請發電廠                     申請發電廠 簽章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力調度單位 審核 執行長 批示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申請號數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    聯)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工               作                    (每日) 

工作區間或設備
工作負責人 影響供電 

設備或線路 
內           容 

  工  作  時  間    或 職 別 
聯絡電話

發電力 
×時間 名  稱                   (連續) 姓 名 

  
預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際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註     明      事     項 (盡 量 填 寫 可 填 項 目 ) 核 准 後 通 知
聯 絡 

台電有關單位 
 日 期 時 間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供電系統變更 
  

    

操作程序及注
意事項 

      

保 護 電 驛 閉鎖之電驛             標置變更             會章      

配 合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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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停   止   要   求   書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使用) 

申請發電廠              申請發電廠 簽章 區域配電單位 審核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力調度單位 審核 執行長 批示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申請號數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    聯)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工                作 

    停  止  時  間     每日/連續 停止區間或設備  

工作負責人  影響供電 

設備或線路

名 稱 
內          容 職別、姓名 聯絡電話 

發電力 

 x 時間 

  預

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

績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註 

明 

事 

項 

 

聯 絡 
台電有關單位

 
核  准  後  通  知 

日期

時間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供電系統變更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操 作 程 序及

注 意 事 項

 

     

保 護 電 驛 閉鎖之電驛                  標置變更         會章      

配 合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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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併接於二次系統以上之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由區域配電單位代填此表 

表三                                停   止   要   求   書(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使用) 

申請單位                區域配電單位代填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力調度單位 審核 執行長 批示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申請號數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單位副主管  

(    聯)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工                作 

    停  止  時  間     每日/連續 停止區間或設備  

工作負責人  影響發電及供電 

設備或線路

名稱 
內          容 職別、姓名 聯絡電話

發電力 

 x 時間 

供電力 

 x 時間 

  預

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

績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註 

明 

事 

項 

 

聯 絡 
台電有關單位

 
核  准  後  通  知 

日期

時間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供電系統變更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操 作 程 序及

注 意 事 項      

保 護 電 驛 閉鎖之電驛                  標置變更          會章      

配 合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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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活線礙子清掃要求書 

表一                    活 線 礙 子 清 掃 要 求 書 (一般發電業電廠) 
申請發電廠               申請發電廠 簽章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力調度單位 審核 

申請號數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單位副主管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單位主管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工                 作 
工 作 日 期 及 時 間 

工 作 負 責 人  

線 路 名 稱 內          容 職別、姓名 聯絡電話 

  
預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際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預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際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備                 註 核 准 後 通 知  

 日 期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時 間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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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活 線 礙 子 清 掃 要 求 書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使用) 
 申請發電廠 簽章 區域配電單位 審核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力調度單位 審核 

申請發電廠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申請號數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    聯)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工                 作 
工 作 日 期 及 時 間 

 工 作 負 責 人  

線 路 名 稱 內          容 職別、姓名 聯絡電話 

  預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定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際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預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定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際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備 
 
 
 

註 

  核 准 後 通 知  

日 期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時 間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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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活 線 礙 子 清 掃 要 求 書 (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使用) 
申請單位               區域配電單位 代填 區域供電單位 審核 電力調度單位 審核 

申請號數               
經 辦  經 辦  經 辦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主管(課長) 

 

(    聯)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組長(經理)  

工                 作 
工 作 日 期 及 時 間 

工 作 負 責 人  

線 路 名 稱 內          容 職別、姓名 聯絡電話 

  
預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際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預定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實際

自   月   日(星期  )   時   分 

  至   月   日(星期  )   時   分   

備                 註 核 准 後 通 知  

 日 期 送  話  人  受  話  人  

時 間 單 位 姓 名 單 位 姓 名 

     

     

     

     

註：併接於二次系統以上之一般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及自備變電所用戶遊區域配電單位代填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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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發電設備運轉特性參數表 

 

 

Generator 
 
 

Pmax 
(MW) 

Pmin 
(MW) 

AGC_H 
(MW) 

AGC_L 
(MW) 

AGCMax 
(MW) 

SRMax 
(MW) 

 
 

     

SupResMax 
(MW) 

RampMax 
(MW/Min) 

PminHeat 
(GCal/Hour) 

MinUp 
(Hour) 

MinDown 
(Hour) 

T_W 
(Hour) 

 
 

     

T_C 
(Hour) 

SU-Heat H 
(GCal) 

SU-Heat W 
(GCal) 

SU-Heat C 
(G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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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電力系統頻率控制設備與規定 

系統運轉頻率為 60Hz，為維持頻率穩定，發電機之負載頻率控制設備(LFC)應具備下列

功能： 

1. 自動發電控制功能(AGC) 

(1) 機組對 AGC 控制指令之升/降載率 

A. 天然氣複循環機組每分鐘至少需達其裝置容量之 7%。(既設機組 4%) 

B. 燃煤汽力機組每分鐘至少需達其裝置容量之 2%。(既設機組 1%) 

C. 燃油汽力機組每分鐘至少需達其裝置容量之 3%。(既設機組 1%) 

D. 水力機組每分鐘至少需達其裝置容量之 30%。 

(2) 機組對 AGC 控制指令之開始反應時間如下表： 

機     組 平均開始反應時間 容許開始反應時間 

天然氣複循環 ≦15秒 ≦ 20 秒  

燃煤汽力 ≦ 30 秒  ≦ 40 秒  

燃油汽力 ≦ 20 秒  ≦ 27 秒  

水力 ≦ 12 秒  ≦ 16 秒  

A. 升/降率＝每分鐘機組出力升或降載量 

＝(在時間 t2時機組出力－在時間 t1時機組出力)/ (t2－t1) 

B. 出力開始反應時間＝由中央調度中心送出機組改變出力控制指令(由降載

至升載或由升載至降載)之出力開始反應時間。其計算方式係由機組升載或

降載指令開始送出時間至其出力開始檢測到改變之時間。 

C. 平均開始反應時間＝各次出力開始反應時間總和/測試次數 

＝Σ出力開始反應時間/測試次數容許開始反應時間＝

平均開始反應時間加 2個標準差。 

D. 標準差(σ)＝衡量一組開始反應時間測量值與平均開始反應時間之間的差

異量數，代表這些測量的精確度；依照常態分布規則，取 2 個標準差之測

量值分佈範圍比率較取 1個標準差大。 

(3) 各機組 AGC 可控制範圍至少需為其裝置容量之 20%以上。 

2. 緊急發電控制功能(EGC)---始動設定值 60±0.2Hz、復歸設定值 60±0.1Hz。 

3. 自動頻率控制功能(AFC)： 

A. 定頻(CF) 

B. 廠偏差出力(SLB) 

C. 上兩項控制功能比照 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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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調速機運轉規定 

為確保電力系統頻率穩定，各類型發電機組之調速機(Governor)應具備下列規定： 

1. 各類型發電機組之調速機，其速度控制設備均應能經常置於自由(Free)模式運轉。 

2. 當各類型機組使用負載頻率控制設備(LFC, Load Frequency Control)運轉時，其速度控

制設備亦能於自由(Free)模式運轉。 

註：負載頻率控制設備(LFC)包括三種功能：自動發電控制(AGC)、自動頻率控制

(AFC)、緊急發電控制(EGC)等。 

3. 速度調定率(Speed Droop)、頻率不動帶(Dead Band)設定值，如表一。 

表一 速度調定率及頻率不動帶設定值表 

機 組 類 型 速度調定率 (％) 不動帶 (±Hz) 
天然氣複循環  4％ ±0.03Hz 

燃煤汽力  5％ ±0.03Hz 
燃油(氣)汽力  4.5％ ±0.03Hz 

水力  3％ ±0.03Hz 

註：頻率基準值為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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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各發電廠協助調整系統頻率規定表 

發      電      廠 調    整    工    作 

有 LFC 設備者，作系統頻率控制時。 保持 60Hz 運轉。 

有 LFC 設備者，未作系統頻率控制時。
頻率在 59.8～60.2Hz 範圍內可不予調

整，如超過此範圍即須調整。 

裝置容量 20MW 以上，無 LFC 設備者。
頻率在 59.5～60.3Hz 範圍內可不予調

整，如超過此範圍即須調整。 

裝置容量 20MW 以下者。 
頻率在 59.2～60.4Hz 範圍內可不予調

整，如超過此範圍即須調整。 

註：（1）上表所述「調整」工作，係指由控制室手動調整。 

（2）系統發生事故頻率急劇降低時，水庫或調整池水力機組，不論電動機運轉

或解聯待機中，均應立即依照上項規定之調整範圍，逕行將電動機運轉改

為發電機運轉，並將待機中機組起動併聯，協助調整系統頻率，再報告中

央調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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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緊急負載限制施行時機 

一、 低頻卸載施行時機 

系統發生事故致頻率遽降低於頻率 59.5Hz 以下，利用低頻電驛自動卸載，使頻率

恢復正常。 

二、一級負載限制施行時機 

1. 系統頻率降至 59.5Hz 以下持續達 60 秒以上時，由中央調度中心指令各區域調度中

心限制負載量，各區域調度中心依一級負載限制順序表施行，至頻率回升至 59.5Hz
以上，改施行緊急分區輪流停電替代。 

2. 系統頻率降至 58.8Hz 以下，不論電訊暢通與否，由各區域調度中心逕自施行，至頻

率回升至 59.5Hz 以上，改施行緊急分區輪流停電替代。 

3. 架空輸電線路超載大於緊急值以上時，由相關區域調度中心逕自施行。 

4. 充油、交連 PE 電力電纜線路超載大於一小時短時間容許電流值以上時，由相關區

域調度中心逕自施行。 

5. 超高壓變壓器超載，經負載轉供及調整電力潮流後，於考慮變壓器線圈溫度、油溫、

時間等限制，若超載仍達 120％以上時施行，以降至 100％以內為原則。 

6. 161kV 油入式主、配電變壓器超載，經負載轉供及調整電力潮流後，於考慮變壓器

線圈溫度、油溫、時間等限制，若負載仍達 125％以上，由相關區域調度中心逕自

施行，降至 100％以內。 

7. 超高壓、一次變電所 69kV 匯流排電壓低於標準值 90％以下，由相關區域調度中心

逕自依一級負載限制順序表施行，至電壓回升至標準值 97％以上，改施行緊急分區

輪流停電替代。 

三、緊急分區輪流停電施行時機 

1. 若系統頻率回升至 59.5Hz～60Hz 間，但電源仍繼續不足且預期短時間內無法解除時

施行。 

2. 架空輸電線超載達 110％～緊急值以內時施行。 

3. 充油、交連 PE 電力電纜線路超載達四種不同之短時間容許電流值以內時施行。 

4. 超高壓變壓器超載於 100％～120％以內時施行。 

5. 161kV 主、配電變壓器超載於 100％～125％以內時施行。 

6. 超高壓、一次變電所 69kV 匯流排電壓低於標準值 90％～94％時施行，至電壓回升

至標準值 97％以上為止；於執行中電壓若降至 90％以下時，立即改施行一級負載限

制。 

7. 各級變電所配電變壓器低壓側匯流排電壓(22kV、11kV)低於標準值 90％時施行，至

電壓回升至標準值 95％以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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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 事故日報 

事故編號：                                                                       民國    年     月     日  天氣 

電力調度單位  

時  間 地  點 事故前後之狀況及處置方法  動 作 電 驛 原 因 及 對 策 

     

     

區域供電單位  

     

     

     

供電單位  

     

     

     

發電單位  

     

     

     

核能發電單位  

     

     

     

配電單位  

     

停     電     區     域 停電電力

KW 
停電持續時間 停電電量

KWH 
相關廠、所 值班主任  

      

執行長  

      

      

      

  填報單位：                值班主任：                    值班經理：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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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輸電線路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一、輸電線路復閉電驛之運用 

(一) 345kV 輸電線路: 

1. 全段架空線路及部份電力電纜線路採用一次復閉；全段電力電纜線路不復閉。復閉電

驛之運用除系統運轉上有特殊考量，對特定輸電線路得採單次單相、單相加三相或多

相復閉方式外，其餘線路僅允許做單次三相復閉，如斷路器在復閉後 30 秒之內再跳

脫，則復閉功能不會動作；如斷路器投入成功 30 秒後，再次跳脫時才能再次啟用復

閉功能。 

2. 當復閉方式為三相復閉時，輸電線路斷路器跳脫後，如係兩端跳脫，線路上無電壓，

由 A 端(試送端)確認匯流排電壓正常後，經 30 週波復閉試送電；而 B 端(併聯端)則
再經 30 週波(即線路跳脫後 60 週波)檢定線路電壓與匯流排電壓同步後併用線路。 

3. 345kV 輸電線路復閉電驛之 A 端(試送端)、B 端(併聯端)設定之優先順序，考量如下：  

(1) 「部分交連 PE 電力電纜線路」，該線路若有裝設電纜段監視用 87L 電驛且其動

作訊號引入復閉電驛閉鎖其復閉功能，則裝設電纜段監視用 87L 電驛之變電所端

須定為試送端(A 端)。 

(2) 電廠出口第一及第二段線路，復閉電驛之試送端（A 端）為遠電廠端。 

(3) 其餘線路 A、B 端之認定以中寮開閉所為中心，線路兩端離中寮較遠者為 A 端(試
送端)、較近者為 B 端(併聯端)，亦即線路跳脫後，中寮以北系統，由北往中試

送；中寮以南系統，由南往中試送。 

4. 核能或水、火力電廠引出之線路原則上不復閉。但若有系統穩定或供電可靠等考量時，

個案採取單相復閉、多相復閉或其它復閉方式。 

5. 部分架空、部分電纜之 345kV 輸電線路，電纜段位於超高壓變電所出口端須裝設差

流電驛(三相單導體裝設一套，複導體裝設二套)作為電纜事故警報及閉鎖復閉功能用；

電纜段位於線路之中間線段（即兩端為架空之線路），得不裝設。 

6. 「部分交連 PE 電力電纜線路」，該線路若有裝設電纜段監視用 87L 電驛且其動作訊

號引入復閉電驛閉鎖其復閉功能 (裝設電纜段監視用 87L 電驛之變電所端須定為試

送端)，則復閉電驛可以經常使用；其他不具電纜段監視用 87L 電驛或其電纜段監視

用電驛裝設與復閉電驛不在同一廠、所之線路，採單相接地復閉之原則辦理。 

7. 復閉方式為多相復閉時，採 M3 模式（事故跳脫後，該兩回線仍保有不同之 3 相時方

可進行復閉），輸電線路斷路器跳脫後，經 1 秒鐘後由 A 端(試送端) 復閉試送電，而

B 端在確定線路電壓正常後方自動投入併用（約線路跳脫後 1.2 秒）。若多相復閉不

成功，則進行三相跳脫並不再復閉；僅匯流排側斷路器進行多相復閉，連絡斷路器維

持三相操作且由運轉人員手動投入。 

 (二) 161kV 輸電線路: 

1. 輸電線路斷路器跳脫後，如係兩端跳脫，線路上無電壓，由 A 端確認匯流排電壓正

常後，經 1 秒復閉試送電；而 B 端則再經 1 秒(即線路跳脫後 2 秒)檢定線路電壓與

匯流排電壓同步後併用線路(詳細時間設定須視斷路器型式而定，詳如註 2)。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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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之認定以鉅工發電廠為中心，線路兩端離鉅工較遠者為 A 端(試送端)、較近者為

B 端(併聯端) ，亦即線路跳脫後，鉅工以北系統，由北往中試送；鉅工以南系統，

由南往中試送。 

2. 「鄰近核能或水、火力電廠線路」、「全線段均為電纜線路」及「部分架空部份充油

式電纜線路」均不復閉。 

3. 復閉電驛僅允許做單次三相復閉，如斷路器在復閉後 30 秒之內再跳脫，則復閉功能

不會動作；如斷路器投入成功 30 秒後，再次跳脫時才能再次啟用復閉功能。 

註 1.復閉電驛之 A、B 端依上述原則標定，與線路操作之 A、B 端有所區別。 

註 2.161kV 輸電線路斷路器復閉電驛時間設定： 

(1) 油斷路器 OCB： 

A. 復閉時間設定 1 秒時之抑低後容量大於三相短路容量，則試送端(A,1 秒)；
併聯端(B,1 秒) 

B. 復閉時間設定 10 秒時之抑低後容量大於三相短路容量大於復閉時間設定 1
秒時之抑低後容量，則試送端(A,10 秒)；併聯端(B,1 秒) 

C. 復閉時間設定 10 秒時之抑低後容量小於三相短路容量，則試送端(A,Lock)；
併聯端(B,Lock) 

(2) 氣衝斷路器 ACB 試送端(A,3 秒)；併聯端(B,3 秒) 

(3) 其他型斷路器：若無抑低後容量小於三相短路容量問題者，則試送端(A,1 秒)；
併聯端(B,1 秒) 

註 3.若線路任一端未裝設 Line PD，則兩端均不使用復閉功能。 

(三) 69kV 輸電線路: 

1. 部份放射線路已裝設復閉電驛，以加速復電。 

2. 輸電線路若屬同一變電所供電系統，復閉功能可不必裝設 Line PT，斷路器跳脫後線

路一端(試送端)經一「時間設定」後逕行復閉，復閉成功後再透過線路該端新型數位

式電驛通信功能，傳送復閉命令至線路另一端(併聯端)執行復閉。 

二、保護電驛運用應注意事項 

(一) 副線電驛注意事項： 

1. 副線電驛故障時之處理 

(1) 副線電驛之副線，必須維持正常狀況，保護線路故障發生時才能正確動作，選擇

清除故障區域；如副線本身發生故障，副線監視電驛動作使警報鳴響時，立即逕

行閉鎖副線電驛以免誤動作，然後儘速報請相關調度員指令該線段另一端廠所將

副線電驛閉鎖。 

(2) 有備用副線者切換於備用副線；若備用副線亦故障或未設有備用副線者，送受電

兩廠所繼續閉鎖該副線電驛，暫由後衛電驛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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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若副線電驛已加裝光電轉換介面設備（如 IMUX-2000、FCB），且以微波及光纖

取代原有之副線，遇該光電轉換介面設備或光纖、微波等故障時，光電轉換介面

設備會自動送出警報，同時副線電驛會自動閉鎖。 

(4) 上述緊急處置完成後，由區域調度員或值班主任通知線務段或通信區搶修外，一

次系統通知相關區域供電單位電驛組報備；二次系統通知各區域配電單位變電巡

迴試驗車報備。 

2. 副線故障或檢修閉鎖電驛之規定 

副線電驛之副線如遇故障或檢修時，應將雙方副線電驛直流跳脫開關閉鎖及開啟副

線開關後，再連絡工作負責人開始工作。 

3. 副線遷移或故障修復後之檢驗 

副線遷移工作完畢或故障修復後，線務段工作負責人，應速通知區域調度員或一次

發電廠值班主任，指令將副線開關投入，並檢驗監視電驛正常後復用副線電驛，再報告

相關區域供電單位電驛組。 

4. 副線電驛試驗之規定 

(1) 設有副線電驛且有值班人員之廠所，應於每天上午八時記錄監視電驛(PM-2 或

PM-23)電流，若故障修復後則隨時記錄之，若為無人化之變電所，應由巡檢人

員於巡檢時列入記錄。電流指示在 1mA 刻度為正常，如指示電流超過±30%時，

無論警報器有無動作，應即報請相關調度員閉鎖副線電驛並通知區域供電單位

電驛組。 

(2) 副線電驛系統如為 SPD、SPA 者，其監視電驛上無電流顯示；但副線異常時，

有指示燈顯示，並使警報接點接通鳴響警報，此時值班人員應依 2.規定將副線

電驛閉鎖。 

(3) 正常時副線電驛測試開關測量 R/C/L(Remote/Circulate/Local)之電流幾乎相等，

如有顯著的差別時，應即通知相關區域供電單位電驛組。 

(二) 保護電驛用音頻及數位通訊頻道訊號故障之處理： 

通信頻道用於輸電線路主保護控制，對系統運轉安全極為重要，應經常維持通信頻

道正常。 

1. 音頻機組目前系統上，有 RFL 之 9745 等機型。平常均送出監視頻道之訊號，遇音頻

機組故障、通信頻道故障或雜訊太強，均會使警報接點接通而鳴響警報，同時會自動

閉鎖相關電驛跳脫回路。 

2. 如係音頻機組或通信頻道故障，則警報會持續，此時應先查看音頻機組內之電源監視

燈，如為機組本身之故障，應通知相關區域供電單位電驛組處理；如無法判斷為機組

故障，先行通知電力通信處相關維護區處理，以爭取時效。 

3. 345、161kV輸電線路差流保護電驛(87L)及數位POTT接用電力通信處之數位多工機，

若通信不良時，電驛盤之數位頻道通信不良指示燈會亮，並輸出警報，應通知相關區

域供電單位電驛組處理；如無法判斷為機組故障，先行通知電力通信單位相關維護區

處理，以爭取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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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輸電線路差流電驛(87L)使用於一個半斷路器匯流排時，電流試驗插頭(PK-2)操作注意事

項： 

正常供電中之比流器二次側如發生開路或短路現象時，將產生電流不平衡現象， 導

致差流電驛誤動作，因此須注意： 

1. 如遇線路或機組停電工作，且將進行下列任一種作業時，必須先將該設備有關斷路器

使用於差流電驛比流器之電流試驗插頭(PK-2)於斷路器啟開後掛接地前抽出。 

(1) 斷路器或比流器掛接地(線) 

(2) 斷路器與比流器之間掛接地(線) 

(3) 比流器二次側工作 

2. 設備恢復送電前，於接地線拆開(或接地開關啟斷)後斷路器投入前，將該電流試驗插

頭插入再行復電，以確保差流電驛正確動作。 

3. 3.87L 無閉鎖開關者：操作(抽出/插入)前必須先行將該 87L 差流電驛之工作電源開關

短暫啟斷，並確認該電驛電源指示燈熄滅；在完成 PK-2 抽出/插入動作後，應立即投

入工作電源開關並確認電驛電源指示燈正常且警報復歸。 

4. 4.87L 有閉鎖開關者：操作(抽出/插入)前必須先行將該 87L 差流電驛本端及各對方端

均閉鎖，並確認各端該電驛 87L Lock 指示正確；在完成 PK-2 抽出/插入動作後，應

立即將該差流電驛復用，並確認各端該電驛 87L Use 指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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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變壓器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一、變電所 51N 及 51Z 電驛使用注意事項 

1. 變壓器、69kV 輸電線路有裝設 51N 電驛者，應注意三相不平衡電流是否超過 51N
設定之電流 Tap 值。電驛試驗及配電線切換時，應事先考量以避免 51N 誤動作。 

2. 一次配電變電所 161/22-11kV、二次配電變電所 69/22kV 或 69/11kV 配電變壓器，中

性點裝設有 51Z 電驛，新設或移設之變壓器加入系統時，由於配電線負載無法三相

同時平衡加入，有時單相負載造成不平衡電流。故負載切換期間，51Z 電驛之電流

Tap 值暫時提高，以免供電時由於配電線負載不平衡造成 51Z 誤動作。 

3. 各所運轉人員應經常留意中性點零相電流，其電流值應在標置值一半以內，如超過

時應通知有關區域配電單位調整負載。 

二、變壓器差動保護電驛 87T 使用注意事項 

變壓器送電中，若需將 87T 電驛用之 PK-2 抽出或插入時，必須先暫時將 87T 電驛

閉鎖，待 PK-2 抽出或插入後，確認電驛未動作或已復歸，再將 87T 電驛恢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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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發電機組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一、發電機組保護電驛設置 

發電機組依容量大小而有不同程度的保護，水、火力、核能發電機組之保護亦不一

樣，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水力發電機組： 
1. 主保護差動電驛 87G 及 87GT。 

2. 失磁保護電驛 40。 

3. 負序電流電驛 46。 

4. 後衛保護電驛 21GT、51V、59、64 等。 

(二) 火力發電機組： 
1. 中小型機組(500MVA 以下) 

(1) 主保護電驛 87G 及 87GT。 

(2) 逆電力電驛 32，低功率電驛 37。 

(3) 失磁保護電驛 40。 

(4) 負序電流電驛 46。 

(5) 過激磁保護電驛 59/81。 

(6) 後衛保護電驛 59G、60、64G。 

(7) 數位式電驛：整合具備 87G、32、40、46、59/81、59G、64G 等保護功能於一只

數位式發電機保護電驛，並設置兩只數位式發電機保護電驛，達到雙重保護。另

設置 87T 保護昇壓變壓器、87GT 保護發電機及昇壓變壓器。 

(8) 傳統式搭配數位式電驛：設置一套傳統式發電機保護電驛如(1)~(6)，並搭配一只

數位式發電機保護電驛如(7)，達到雙重保護。 

2. 大型機組(500MVA 以上) 

(1) 大致上與 1.類似，但對於失磁保護電驛設置雙重保護，40-1 經 60 電壓平衡電驛

檢定後，經 5 秒跳脫相關設備；40-2 經 60 電壓平衡檢定後，即跳脫相關設備。 

(2) 過激磁電驛分為兩段保護，第一段嚴重過激磁 59/81-1 設定約 2.25V/Hz，延遲 2
秒動作；第二段 59/81-2 設定約 2.08V/Hz，延遲 45 秒動作。 

(3) 逆電力電驛分為兩段保護，分別設定動作設定。 

(三) 核能發電機組： 
核能發電機組之容量較大，對於保護電驛可靠度的要求更高，其保護方式基本上與(二)、
2.項相同。 

(四) 水、火力、核能發電機組保護設備若有高頻電驛，其跳脫設定值不得低於 61Hz，若有

低頻電驛，其跳脫設定值不得高於 58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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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匯流排與斷路器失靈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一、匯流排保護電驛運用注意事項 

1. 匯流排保護電驛平常應正常使用，遇事故時可快速選擇隔離故障點，縮小停電範圍，

確保系統運轉安全。 

2. 匯流排保護電驛動作跳脫，將嚴重影響系統供電，故有關匯流排電驛盤改接線工作

(包括控制電纜等之施工)，施工單位應先擬定工作程序書，先送各區域供電單位審

核，再送電力調度單位報備，並依照相關調度員指令施行。 

3. 匯流排保護電驛閉鎖開關(43B)閉鎖後，應立即掛標示牌明顯指示；恢復使用前，必

須先確認輔助電驛 86B 未動作(或已復歸)，該閉鎖開關之操作應經權責調度中心同

意後方得操作。 

4. 匯流排保護電驛用電流試驗插頭(PK-2)，於斷路器投入送電時，其插頭均應保持插

入其指定位置，並以適當物件栓妥，以防止因震動等外力因素而鬆脫，造成電驛誤

動作。 

5. 正常供電中之比流器二次側如發生開路或短路現象時，將產生電流不平衡現象，可

能導致匯流排誤動作，因此須注意： 

(1) 如遇線路或機組停電工作，且於斷路器或比流器掛接地線或比流器二次側工作時，

必須先將該設備有關斷路器使用於匯流排電驛比流器之電流試驗插頭(PK-2)於
斷路器啟開後掛接地前抽出。 

(2) 設備恢復送電前，於接地拆開後斷路器投入前，須先將該電流試驗插頭插入後再

行復電，以確保匯流排電驛正確動作。 

(3) 若為數位式保護電驛方式，於正常送電中發現 CT 迴路故障之警報，應立即通知

相關區域供電單位之電驛組處理。 

6. 發生匯流排電驛用比流器(CT)設備(含 CT 本身及其引接電纜)異常時之處置辦法： 

(1) 改善施工前確認已啟斷該異常比流器(CT)設備之斷路器。 

(2) 確認該斷路器所屬之相關匯流排電驛用電流試驗插頭(PK-2)位置，將其插頭抽出

並掛標示牌明顯指示後，再行施工。 

(3) 異常 CT 設備改善完成後，須經由各區域供電單位電驛人員試驗匯流排保護功能

正確後再行復電。 

二、利用匯流排連絡斷路器或分段斷路器加壓設備注意事項 

1. 345/161kV 雙匯流排之連絡斷路器設有一具瞬時過電流電驛、一具延時電驛(若採數

位式保護則併於同一具數位式多功能電驛)及一只選擇開關；69kV 雙匯流排之連絡

斷路器，傳統式裝設有 51/51N 或 67/67N 延時過電流電驛，若採數位式保護，則裝

設 2 具數位式多功能電驛(啟用 67/67N 分別向不同方向與下游線路協調保護)及一只

選擇開關。 

2. 平常 345/161kV 聯絡斷路器之選擇開關應置於正常位置，事故時由瞬時過電流經延

時後動作跳脫該聯絡斷路器，分段斷路器應閉鎖不用；平常 69kV 聯絡斷路器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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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開關應置於正常位置(新規劃之數位式電驛方有裝設)，事故時由延時過電流

(51/51N 或 67/67N)動作跳脫該聯絡斷路器。 

3. 當 345/161kV 設備需要利用上述兩聯絡斷路器施行加壓試驗時，請將選擇開關置於

加壓位置，若有事故時可瞬時跳脫；當 69kV 設備需要利用聯絡斷路器施行加壓試

驗時，請將選擇開關置於加壓位置或將延時過電流功能之時間標置值設於最低，若

有事故時可立即跳脫。 

4. 應注意匯流排保護電驛使用情況，以避免誤動作。 

三、斷路器保護電驛 

斷路器失靈保護(以下簡稱 BF)，係指設備發生故障，該設備之保護電驛雖然正確動

作，但因斷路器機構、跳脫線圈、控制回路等異常因素，致該設備之斷路器不能正常啟

斷時，可能造成事故無法快速清除而導致系統不穩定，此刻 BF 電驛動作經 12 週波後，

選擇跳脫相鄰之斷路器，以縮小停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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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 靜態電容器與並聯電抗器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一、靜態電容器(S.C.)保護電驛 

(一) 161kV 靜態電容器 

1. 過流電驛有 51、51N、51NL1、51NL-2，目前裝設者使用延時過電流電驛。 

51NL-1、51NL-2 AC 電流電源接自兩組 Y 接電容器間之 NCT。 

51NL-1：電容器熔絲一只熔斷時動作。 

51NL-2：電容器熔絲兩只熔斷時動作。 

2. 不平衡電流電驛 46。 

3. 過壓電驛 59，低壓電驛 27。 

(二) 69kV 靜態電容器 

1. 過流電驛有 51、51N、51NL-1、51NL-2，使用延時過電流電驛等，51、51N、51NL-2
跳脫斷路器，51NL-1 警報用。 

2. 不平衡電流電驛 46，部份裝設。 

3. 過壓電驛 59，低壓電驛 27 均跳脫斷路器。 

(三) 33kV 靜態電容器： 

過流電驛有 51、51N、51NL-1、51NL-2，使用延時過電流電驛等，51、51N、51NL-2

跳脫斷路器，51NL-1 警報用。 

(四) 22kV/11kV 靜態電容器： 

1. 過流電驛 51、51N，使用延時過電流電驛等。 

2. 低壓電驛 27，電驛動作時先啟動〝手動復歸之輔助電驛〞後跳脫斷路器。 

3. SC 組中性點過壓電驛 60(UP)，第一段警報，第二段跳脫斷路器，目前僅部份裝設，

UP 電驛 AC 電壓電源接自 SC Y 接中性點之 GPT 二次側。 

二、並聯電抗器(S.R.)保護電驛 

(一) 161kV 並聯電抗器： 

1. 差動電驛 87SR。 

2. 過流電驛有 50/51、51N。 

(二) 33kV 並聯電抗器： 

1. 差動電驛 87SR。 

2. 過流電驛有 50/51、5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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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 配電系統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1. 配電系統保護電驛接用瞬間跳脫元件(Indicating Instantaneous Trip，IIT)之目的是在

可與其負載側保護設備取得協調之下，使在高故障電流時能快速清除故障；線路上

如有瞬間故障，在保護熔絲未熔斷前，清除熔絲保護範圍內之故障，以減少熔絲動

作次數。 

2. 如經檢討在故障發生時，若可與負載側保護設備協調時宜接用瞬間跳脫元件；若不

能與負載側保護設備協調而引起後衛保護電驛先動作時，則不宜接用瞬間跳脫元

件。 

3. 配電系統範圍內，下列裝設位置點之保護電驛不接用瞬間跳脫元件，若瞬間跳脫元

件未接用時，得將其標置值設定為最大值，並不得接至斷路器跳脫回路。 

(1) 配電主變壓器二次側主斷路器之過電流電驛(51)、接地過電流電驛(51N)。 

(2) 配電主變壓器二次側匯流排連絡斷路器之過電流電驛(51)及接地過電流電驛

(51N)。 

(3) 配電主變壓器二次側中性線之接地過電流電驛(51Z)。 

(4) 配電饋線斷路器之接地過電流電驛(51N)。 

4. 配電饋線斷路器之過電流電驛(51)瞬間跳脫元件可接用，惟其設定值需與負載側保

護設備取得協調，其標置設定原則如下： 

(1) 依該饋線用電特性、區域配電單位運轉經驗等選定適當設定值，原則上其標置

設定值不得小於該饋線最大負載電流值之六倍。 

(2) 不得小於最靠近變電所之配電變壓器二次側發生短路事故時之故障電流值(換
算為配電變壓器一次側之電流值)。 

5. 斷路器若經由過電流電驛(51)之瞬間跳脫元件跳脫後，應由復閉電驛之常閉接點閉

鎖經該瞬間跳脫元件之跳脫回路，以確保該瞬間跳脫元件僅提供一次跳脫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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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 儲能設備保護電驛設置運用規定 

一、 保護協調應考慮之一般事項： 

(一) 併接於高壓系統以上儲能系統與本公司責任分界點之保護設備，由設置者配合 

本公司系統需求，自行規劃設計及安裝。 

(二) 儲能系統嚴禁產生非計畫性之單獨運轉，儲能系統與本公司責任分界點斷路器 

之保護協調，應於內部事故、本公司系統停電或設備發生故障時能解聯（倘連

接儲能系統之線路裝有復閉電驛者，除已有計劃性啟用之線路外，其餘為顧及

儲能系統安全，復閉電驛應予閉鎖），並在儲能系統設置者系統之線路側， 

設置線路無電壓之確認裝置。 

(三) 設置者應於儲能系統與本公司責任分界點間設置自動同步併聯及保護設備，其 

功能應包含可確認電力系統線路已斷電及可自動防止加壓於已斷電之電網之 

功能，並配合本公司系統作適當之標置。 

(四) 儲能系統併接於低壓系統者，應於計量電表或責任分界點附近安裝可見之隔離 

設備，以隔離儲能系統與本公司電網。該設備應具備可操作且在開啟狀態下可

上鎖之功能。 

(五) 儲能系統應裝設高、低頻電驛(81H/81L) 或等同功能以上之保護檢測設備， 

高頻電驛跳脫設定值不得低於64Hz，低頻電驛跳脫設定值不得高於56Hz；併接

於離島獨立系統者，其儲能系統高、低頻電驛設定應符合該地區之要求。 

(六) 責任分界點裝置之斷路器或其他遮斷設備，應經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 

認可之檢驗機構檢驗合格，責任分界點係高壓以上者，其過電流保護設備，應

採用中央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檢驗機構或經認可之原製造廠家，依有

關標準試驗合格並附有試驗報告者，方得裝用。 

二、 儲能系統併接於本公司之配電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具有下列

同等保護功能，其跳脫時間並應與本公司系統協調： 

(一) 相間過電流電驛(50/51):附瞬時及具極反時(Extremely Inverse)特性，三相個別 

獨立裝設者，三相須各裝置一具電驛。 

(二) 接地過電流電驛(50N/51N):附瞬時及具極反時特性，個別獨立安裝者應裝設 

一具。 

(三) 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附延時特性。 

(四) 低電壓電驛(27):附延時特性。 

(五) 過電壓電驛(59):附延時特性。 

(六) 相間方向性過電流電驛(67):應具極反時特性。 

(七) 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延時設定最大不得超過二秒，責任分界點無 

逆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儲能系統併接於用戶之低

壓內線系統，儲能系統容量不超過責任分界點主保護熔絲額定電流之百分之二

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備防止逆送電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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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儲能系統併接於本公司之輸電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具有下列

同等保護功能，其跳脫時間並應與本公司系統協調： 

(一) 相間過電流電驛(50/51):附瞬時及具正常反時型特性，三相個別獨立裝設者，應 

各裝置一具電驛。 

(二) 接地過電流電驛(50N/51N):附瞬時及具正常反時型特性，個別獨立安裝者應 

裝設一具。 

(三) 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附延時特性。 

(四) 低電壓電驛(27):附延時特性。 

(五) 過電壓電驛(59):附延時特性。 

(六) 相間方向性過電流電驛(67) (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應具正常反時型特性。 

(七) 快速及後衛保護電驛：如系統保護需要時應裝設。 

(八) 匯流排電驛（87B）： 

1. 69,000伏特系統採用氣體絶緣開關(GIS)設備者應裝設。 

2. 161,000伏特系統以上者應裝設。但無設計匯流排且已有其它快速保護電驛

裝置涵蓋者免裝。 

(九) 逆送電力電驛(32)：附延時特性，責任分界點無逆送電力者應裝設，責任分界 

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本公司以特高壓供電之用戶，其儲能系統併接於該用戶

之低壓內線系統，儲能系統容量不超過責任分界點主斷路器相間過電流電驛始

動電流或主保護熔絲額定電流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

視為具備防止逆送電力功能。 

(十) 保護電驛用之比壓器/接地比壓器(PT/GPT)應裝於匯流排，若無設計匯流排者， 

保護電驛用之比壓器/接地比壓器(PT/GPT)應裝於線路側。 

(十一) 儲能系統經特高壓系統與本公司設備併接者，在電源引出點應裝設隔離 

設備。 

四、 保護電驛應考慮儲能系統與本公司系統連結之線路發生故障時，責任分界點之斷路

器應快速自行跳脫（主保護電驛），且不得恢復自動併聯。 

五、 儲能系統之保護設備應請製造廠家提供符合國家標準(CNS)、國際電工學會(IEC)、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美國保險商實驗室（UL）

或德國電氣工程師協會(VDE)等標準之保護設備證明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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