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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電工程設計輔助圖面電腦化研究                                          

(負載管理研究室：蔡森洲、張文奇、沈宜絹、陳俊瑋、游晴幃；配電處：陳忠源；台中區營業處：張淑珠) 

                     
(一) 研究背景： 

台電公司配電相關作業電腦化已發展逾 20 多

年，陸續發展出配電圖資管理系統 (Distribution 
Mapping Management System, DMMS)、配電場(室)
資料卡管理系統、人手孔資料卡繪製系統等多項設

備管理系統，建構資訊化圖資標準，在新配電工程

資訊系統(New Distribution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System, NDCIS)，也已具備工程材料、案件狀態與

等施工管理，因此在配電設備工程維運發展上，經

由規劃設計、現場施工、電腦圖資管理等階段持續

更新圖資，方能確保電腦圖資能與現場一致，故發

展配電工程設計輔助圖面電腦化管理，亦是配電維

運資訊化的重要環節。 
(二) 研究成果： 

本 研 究 為 建 構 配 電 工 程 輔 助 設 計 系 統

(Distribution Construction Auxiliary Design, DCAD)，
考量降低圖資使用者軟體授權費用，採用開放源始

碼(Open Source)的網頁式地理資訊系統架構，並探

討配電設計流程與配電圖資繪製準則，針對各配電

設備分類建立圖例樣板、建立設計案件版本管控與

作業流程管理，透過系統介接 NDCIS 工程案件，於

DCAD 進行相關設計工作，提供設計人員套疊

DMMS 各種配電主題圖，完成網頁化編輯配電設計

圖、配電場(室)資料卡、人手孔資料卡與相關輔助設

計工具，以滿足配電工程設計作業需求。 
配電設計為配電系統建置之源頭，本研究以自

主化方式發展便利的配電圖資設計圖繪製工具，其

中介接公司既有 DMMS 各類配電系統圖層，和

NDCIS 設計案件，提供電腦化繪製配電線路設計案

件系統功能，透過套疊既有配電圖資直接編輯線路

設計圖，進而提高設計圖資的完整性與正確性，大

幅提升整體配電工程作業效率，系統流程如圖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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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法涵蓋

訊，

建無

性，

所申

眾電

性與

安相

邊緣

以在

儲存

點)
延遲

電自

信網

 

NSA 及 SA 網

        

慧電

，其

地制

並降

新月

組化

替換

本。

放式

決此

發其

訊規

念及

蓋現

場所

模組

避免

立低

(二

圖 2
平台

驗證

使用

測試

表 v
將安

訊系

未來可進一

緣運算(Mob
在更接近其來

存和網路頻

的位置，來減

遲。再加上

自建專頻專網

網路的掌控程

網路架構 

       

所有情形，測

組(以下簡稱

免正式上線之

低壓 AMI 交
)研究內容：

本低壓 AM
2 所示。本系

台」、「一表 v
證系統」組成

用之表盤的每

試同一型號之

vs. 多 FAN
安裝相同型號

系統之讀表行

本系統之

一步運用此

bile Edge Com
來源的地方

寬等資源移

減輕頻寬限制

MEC 可使

網，可提高

程度，以滿足

      (電

測試實際上

稱 FAN)系統

之後出現之相

交叉驗證系統

： 
MI 交叉驗證

系統主要係

vs. 多 FAN
成，其中「一

每個掛位將安

之 FAN 通訊

測試平台」使

號之電表，以

行為。 
「一 FAN vs

O-RAN 系

mputing, ME
進行處理和

移到盡可能靠

制並減少數

資料留在本

資料安全性

足電力應用對

電表組：吳聲

線之電表及

間各排列組

相容性問題

統。 

證系統架構示

由「一 FAN
測試平台」

FAN vs. 多
安裝不同型

訊系統之讀表

使用之表盤

以測試不同型

s. 多表測試

統並搭配行

EC)，讓數據

分析，將運算

靠近用戶(或
數據誤差與傳

本地端，配合

，並提升對

對通訊的要求

聲霈、張祐嘉

及控制中心通

組合眾多，為

，因此需要

示意圖如圖

N vs. 多表測

及「測試平

表測試平台

號之電表，

表行為；而「

盤的每個掛位

型號之 FAN

試平台」及「

行動

據可

算、

或端

傳送

合台

對電

求。

嘉) 

通訊

為了

要建

1、
測試

平台

」

以

「一

位則

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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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vs.多 FAN 測試平台」可透過測試平台驗證系統

執行下列測試項目： 
1. CVT-1(Crossover Validation Test)定期讀表：電表

須定期的透過通訊系統傳送用電資料(包含 kwh
以及 kvarh)至測試平台進行資料驗證。 

2. CVT-2 隨選讀表：依預先設定之條件進行負載輸

出(0.5A~2.5A)，由測試平台隨機下達隨選讀表項

目(包含負載數值) ，電表須透過通訊系統傳送電

表負載相關資料至測試平台進行資料驗證。 
3. CVT-3 午夜資料讀取：設定每日午夜之排程讀表，

電表須透過通訊系統按照排程回傳負載資料至測

試平台進行資料驗證。 
4 CVT-4 Last Gasp 效能驗證：驗證系統可依預先

之設定或手動方式，下達電源切離訊號至指定之

遠端開關並將該開關聯接之表盤斷電。電表斷電

後須即時回傳斷電訊息至驗證系統。 
5 CVT-5 Restart 效能驗證：驗證系統依預先之設定

或手動方式，下達電源導通訊號至指定之遠端開

關並將該開關聯接之表盤復電。電表復電後須即

時回傳復電訊息至驗證系統。 
測試平台驗證系統即為以上所做測試之資料驗

證，可以計算出整體以及分別電表、FAN 模組的連

線成功率，若有出現不合格之狀況可以告知廠商並

協助排除原因。 
(三)研究成果： 

於 112 年年底建置完成，並於 113 年初依測試

需求優化相關 UI 介面。113 年電表裝設現場發生數

起故障事件，事件成因疑為電表與通訊模組溝通異

常所產生，本組使用此測試平台配合配電處使用該

型電表與各個通訊廠商介接持續測試兩個月，協助

排除兩造廠商設定問題。並於今年五月協同配電處、

本所電力室同仁至該表廠排查 FAN 模組電壓不穩

定之情形。 
(四)結論： 

未來智慧電表大量佈建，提升產能的同時，穩

定度與品質必須兼顧。 
電表與通訊模組相容性是個很重要的議題，藉

由本組與電力室共同開發的交叉測試平台能有效的

提升電表與通訊模組的品質。 
此低壓 AMI 交叉驗證系統在建置初期以達到

預期之效益，今年度還有多家通訊模組廠商要進行

評鑑，未來會將此 AMI 驗證系統納入規範，以降低

新舊 FAN 模組、電表介接相容性問題的機率。 

 
 
 
 
 
 
 
 
 
 
 
 
 
 
 
 
 
 
 
 
 

圖 1  低壓 AMI 交叉驗證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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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低壓 AMI 交叉驗證系統表盤示意圖 

五、電力轉直供業務規劃之研究 

(電經室：余長河；台灣綜合研究院：陳宏義、蔡宗憲、吳志剛、黃毅鵬) 

(一)研究背景： 
為配合電業法修正及再生能源相關政策，如用

電大戶、再生能源設置及企業 RE100 綠電等需求，

因應未來大量轉直供服務申請案件、目前所遇特殊

表設申請案例及儲能設備加入系統等因素，致使現

行轉直供營運規章、契約、申請流程、轉直供計量

方式與電能轉直供作業管理資訊系統人機介面功能

等，恐無法滿足利害關係人所需，須召集利害關係

人會議，針對轉直供服務申請流程簡化程序與轉直

供計量方式進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標為協助台電公司規劃適

合轉直供利害關係人之電能轉直供營運規章及服務

申請流程，以及提供管理資訊系統之軟硬體建置前

期規劃過程之諮詢服務，以達成精進申請流程與流

程電子化改善目標。 
(二)研究內容： 
1. 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委員、利害關係人說明會，收

集相關建議與需求反饋。 
2. 完成以簡化現行轉直供服務申請、契約變更與解

約作業流程為目的，規劃轉直供業務整體架構與

執行方式。 
3. 研擬「電能轉直供作業管理資訊系統」需求規範

書、招標規範、開發計劃書。 
4. 協同出席相關會議及提供顧問服務。 
5. 需要專人進駐本公司，並與本公司進行雙週會議

報告進度。 
6. 出席電能轉直供相關會議，提供顧問服務，後續

增修第一年完成之成果。 
7. 協助電能轉直供作業管理資訊系統之軟硬體建置

工作。 
8. 持續配合政府政策與利害關係人需求，滾動檢討

第一年之轉直供營運規章與申請程序之適宜性，

規劃台電公司內部須配合之組織架構，擬訂合乎

時宜之申請流程與作業流程。 
9. 為因應未來市場進一步開放轉直供範疇與對象，

擬具前瞻性可行對策，進行後續先導研究。 
10.訓練課程與研討會 

(1) 彙整前述轉直供研究成果報告，並製作教學所

需資料。 
(2) 舉辦教育訓練課程。 
(3) 邀請產、官、學各界與利害關係人，舉辦六場

研討會。 
(三)研究成果： 
1. 完成營運規章、契約與申請流程，以及流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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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化研擬建議

附約等三層

電子化，針

約與躉購契

流機制與審

研擬電能轉

交付「電能

書、招標規

提出「組級

劃。先爭取

作為過渡方

會議上爭取

 
 

 
 
 
 
 

議方案，包括

級之規劃建

針對全新案件

契約之轉換過

審查處理程序

轉直供作業管

能轉直供作業

規範、開發計

級方案+轉直

取於系統規劃

方案供參。其

取並獲定案。

括將結構分為

建議，並透過

件、契約變更

過程，設計其

序(如圖 1)。 
管理系統 15 項

業管理資訊系

計畫書(如圖 2
供服務課」

劃處內成立「

其後並經系統

另已提出台

圖 2

為規章、契約

過未來資訊系

更，以及轉供

其快速通關之

項模組內容

系統」需求規

2)。 
基礎上分析

「電力代輸組

統規劃處於經

台電公司轉直

圖 1  電能

2  研擬電能

約與

系統

供契

之分

，並

規範

析規

組」

經營

直供

營

台

(四

規劃

建議

提出

時程

解決

務執

 
 
 
 
 
 
 
 
 
 
 
 
 
 

能轉直供流程改

 
 
 
 
 
 
 
 
 
 

能轉直供作業管

營運規章及作

台電公司審視

)結論： 
本研究針對

劃電能轉直供

議，配合轉直

出電子化之

程，並針對特

決目前轉直供

執行得以更加

 

改善示意圖

管理系統示意

作業程序滾

視。 

對轉直供業務

供營運規章

直供資訊管理

申請流程，將

特殊表設可能

供業務面臨之

加順利。 

意圖 

動檢討修訂

務整體架構

、契約修訂

理系統主要模

將大幅簡化

能態樣進行計

之難題，使

訂建議，並提

構與執行方式

訂解決方案研

模組功能設計

業者申請案

計算公式研擬

未來轉直供

提送

式，

研擬

計，

案件

擬，

供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