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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場結合高壓直流傳輸系統之模擬研究 
A Simulation Study of Offshore Wind Farms Connecting to High Voltage DC Transmission 

System 

吳元康* 林志明* 曾俊傑* 

Wu, Yuan-Kang Lin, Zhi-Ming Zeng, Jyun-Jie 

摘 要 

台灣離岸風電的開發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之一，然而大規模的離岸風電併網勢必對於既

有電力系統操作帶來極大的挑戰，其中如何維持電壓穩定是重要的議題之一。本研究探討

2.4GW 與 6.5GW 裝置容量的離岸風場分別於 2024 年與 2025 年併入台灣電力系統後，在不

同操作情境下對於系統電壓的影響，並分析採用直流或交流傳輸對於系統電壓控制的差

異。本文的模擬已應用電力系統分析軟體 PSS/E 分別完成風場等效模型、高壓交直流傳輸

系統模型、以及虛功補償元件模型的建立。藉由本研究的分析，可以凸顯大容量離岸風場

併入台電系統後對於電壓控制的重要性、直流傳輸的優勢、以及建立風場等效模型的必要

性。 

關鍵詞(Key Words)：離岸風電 (Offshore Wind Farm)、電壓 (Voltage)、高壓直流傳輸 (HVDC)、

風場等效 (Equivalent Wind Farm)、虛功補償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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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轉供與併網型直供服務介紹 
Introduction of Power Wheeling and Grid-connected Direct Supply Services for Renewable 

Energy 

曾智泓* 鄭博文** 洪永輝* 

Zeng, Jhih-Hong Cheng, Bo-Wen Hong, Young-Huei 

黃張鴻* 林柏樺* 胡進成* 

Huang, Bill Lin, Po-Hua Hu, Jin-Cheng 

摘 要 

政府推動能源轉型及電業改革，在電力穩定供應的前提下，開放再生能源得採直供、

轉供、躉售等多元售電管道，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開放再生能源售電業參與電力市場。

為達成目標，台電公司訂定「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營運規章」並建置「電能轉供與併網

型直供資訊公開、服務申請與計費系統」。 

本文分別說明「電能轉供」及「併網型直供」之業務內容、服務費用項目、計費方式

與電量解析機制，接著介紹「電能轉供與併網型直供資訊公開、服務申請與計費系統」之

建置目的與架構。目的為使讀者能夠瞭解台電公司配合政府政策所推動的此項全新業務。 

關鍵詞(Key Words)：併網型直供(Grid-connected  Direct Supply)、電力代輸/電力轉供(Power

Wheeling)。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系統規劃處

**台灣電力公司資訊系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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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第一期示範風場三維地質建模與海底地形變遷

探討 
Offshore Windfarm Phase 1 Demonstration Project – Investiga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Geological Modeling and Seabed Topography Change 

黃宣維*
、

** 蕭以晨* 

Huang, Hsuan-Wei Hsiao, Yi-Chen 

黃鐘*** 游鎮源* 黃連通* 

Huang, Chung Yu, Chen-Yuan Hwang, Lian-Tong 

摘 要 

離岸風力發電之場域規劃中，海底地質與海底地形為重要之關鍵因素，目前本公司已

完成兩次離岸風場之海底地形掃描及海底淺地層反射震測探勘，未來風場施工即可基於目

前資料進行細部設計。本公司過去並無實施離岸風場開發之計畫，故離岸一期風場之地質

資料取得方法以遵循國外離岸風場地質探勘與分析方向為主。由於國外主要離岸風場開發

商多從油氣探勘業轉型而來，因此在資料之整合與詮釋以海域石油與天然氣探勘之概念進

行。 

本研究以綜研所化環室之油氣探勘地質建模軟體 JewelSuite 為主要工具，建立離岸一

期風場之三維地質模型，並藉由建立模型之過程，了解離岸風電開發階段地質探勘時所需

注意事項。本研究成果亦可應用於未來離岸風電計畫之地質探勘階段，希望利用本研究獲

得之經驗，加強本公司離岸風電地質調查階段之資料品質、資料呈現方式與資料加值等項

目，以加速離岸風電之開發進度。 

關鍵詞 (Key Words)：圓錐貫入試驗(Cone Penetration Test, CPT)、離岸風場(Offshore Windfarm,

OWF)、風力發電機組(Wind Turbine Generator, WTG)、砂波(Sand Wave)、地質模型(Geological Model)。 

*台灣電力公司營建處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所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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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深度學習建構變電所工程監控圖資管理系統平台 
Study of Applying Deep-Learning Techniques to Substation Engineering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張喜翔* 李志堂* 鄭暘辰* 林正義* 

Chang, Hsi-Hsiang Li, Chih-Tang Cheng, Yang-Chen Lin, Cheng-Yi 

摘 要 

為了提升電力品質、可靠性及提高備轉容量，本公司將陸續啟動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

區域電網、變電所整所改建計畫及電力設備汰換工程等，惟考量每一類型工程不盡相同，

再加上工程面規劃複雜，而導致相關配合工作增多及施工工期延長，無法使工程如質如期

加入系統，必須研擬因應對策改善工程延宕之課題，因此導入人工智慧深度學習之演算法，

首先收集歷史工程資料，再利用大數據資料進行訓練，經訓練學習後產生深度類神經網路

模型，評估不同類型工程之工期，將該模型納入由 Visual Basic 軟體開發人機介面系統中，

並結合 Google 地圖服務之功能，以智慧搜尋變電所施工位置及周遭環境，以及該變電所

施工圖面、工程內容、工程進度、接收單位等介面資料加以彙整連結，整合一套多功能系

統平台架構，能夠快速查詢及管控不同階段工作項目及自動更新工程資料庫，爰此，對變

電所工程監控管理提出一種新的創新方法，改革目前作法，藉此提升公司工程品質及施工

效率。 

關鍵詞(Key Words)：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區域電網(Regional Power Grid)、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Google地圖(Google Maps)。 

*台灣電力公司輸供電事業部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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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煤灰摻量應用在無加勁鋼筋混凝土技術介紹 
Introduction of Applying High Content Coal Ash in Concrete Technology with Unreinforced 

Structure 

林茂容* 朱炳垣** 張獻文** 

Lin, Mao-Lung Ju, Bing-Yuan Chang, Hsien-Wen 

摘 要 

台電燃煤電廠產出煤灰的最大工程用途，目前仍以飛灰(FA)摻用於混凝土工程為主，

而且飛灰取代混凝土水泥用量最高比率仍建議置換重量為 25%，本篇介紹以一定規格的底

灰(CBA)替代細砂應用於無加勁鋼筋的混凝土結構，同時配合採用更高置換比率的 F 級飛

灰，可提高整體煤灰應用的比例，以消波塊設計需求為例，採用 144kg/m3飛灰用量取代水

泥量 36%比率，整體可提高 1 立方混凝土的煤灰(飛灰+底灰)用量約 700kg/m3 以上。本篇介

紹利用底灰以體積法取代 20%、40%、60%、100%比例的砂細粒料，並配合採用高比例飛

灰，發現混凝土硬固強度的發展可符合結構設計需求，在膠結料用量、水膠比不變的條件

下，分別以不同比重的底灰替代混凝土的砂細粒料，並比較不含底灰的混凝土抗壓強度、

耐硫酸塩能力，以及其他工程性質，試驗證明此種組合材料製成無結構鋼筋的混凝土塊體，

具有實際的可行性，結果表明適量與一定規格的底灰礦物摻入混凝土是屬可行的應用。 

關鍵詞(Key Words)：飛灰(Fly Ash, FA)、底灰(Coal Bottom Ash, CBA)、化學摻劑(Chemical

Admixture)、水膠比(Water-Binder ratio)。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施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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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發電廠三年改善靜電集塵器效率達到粒狀物個位數

排放專案 
A Project Study for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Hsieh-Ho Power 

Plant 

簡大舜* 王銘揚** 蔡進賜** 

Chien, Ta-Shun Wang, Ming-Yang Tsai, Chin-Tzu 

謝翔帆** 徐榮彬*** 梁達嵐*** 

Hsieh, Hsiang-Fan Hsu, Jung-Pin Liang, Da-Lan 

摘 要 

本專案透過更新機械零件及高頻變壓器，並且透過規劃多階段式的工程，提升協和電

廠之靜電集塵器(ESP)之效率，出口濃度達到「固定汙染源最佳可行技術」規範的粒狀物排

放濃度(≤10 mg/Nm3)。協和電廠具有維持台灣北部電力穩定供應的重責大任，不允許長時

間的停機維修。若要完成 ESP 內部全部機械件更新，須至少兩個月工期，因此電廠規劃多

階段工程進行，利用 2016 至 2018 年的停機時間，將 ESP 機械部件分段更新，提升運轉可

靠度；第一階段將出口排放回復至原始設計集塵效率，第二階段則進一步更新三號機靜電

集塵器與四號 ESP 的電源系統，將原有之傳統變壓器全數更新為高頻變壓器。藉由高頻變

壓器本身具有之低漣波率之特性，降低火花發生率並提高輸出之功率，進而達到提升靜電

集塵器除塵效率以及降低煙囪排放之效果，最終達到粒狀物排放濃度為個位數之排放目標。 

關鍵詞(Key Words)：靜電集塵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細懸浮微粒(PM2.5)、粒狀物排放

(Particulate Emission)、高頻變壓器(High Frequency Transformer and Rectifier)。 

*台灣電力公司水火力發電事業部發電處

**台灣電力公司水火力發電事業部協和發電廠 

***昇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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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對電業自由化之策略、因應及執行規劃研究

－以管控模式與轉型規劃原則為中心 
Study of Business Strategies, Countermeasures and Action Plan to Cope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Policy - Focusing on Control Mode and Planning Principles of TPC Re-organization 

林唐裕* 陳建璋* 吳志剛* 

Lin, Tang-Yu Chen, Chien-Chang Wu, Chih-Kang 

黃春霖* 左重慶** 徐守正*** 

Huang, Chun-Lin Tso, Chung-Ching Hsu, Shou-Chen 

摘 要 

為順應國際能源轉型趨勢，大力發展再生能源，政府自民國 105 年起加速推動《電業

法》修法，該法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完成三讀，同月 26 日公布施行。新修正通過之《電業

法》第 6 條第 5 項規定：「為達成穩定供電目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發電業及輸配

電業專業分工後，轉型為控股母公司，其下成立發電及輸配售電公司。」，惟該項規定僅

規範台電公司必須轉型為控股母子公司，至於控股關係如何成立、控股母公司對發電與輸

配售電兩家子公司之管控模式、及台電控股集團之轉型規劃原則等重要議題，則未作具體

之規範。 

面對電力市場環境之變化，台電公司如何順利轉型控股集團，以確保穩定供電與供電

義務之達成。本文爰以《電業法》之相關規範，參酌主要國家廠網分離之案例，針對台電

轉型控股公司之最佳管控模式、組織設計之規劃原則與配套措施等，研提規劃構想供台電

公司參考運用。 

關鍵詞(Key Words)：電業改革(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電業法(Electricity Act)、組織轉型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法人分離(Legal Unbundling)。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台灣電力公司企劃處 

***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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