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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此次出國進修，首先當感謝公司主管及各位同仁的支持，使能有機會接受異

國學術殿堂洗禮及體驗外國迥然不同之人文風情。以前從未想過出國留學，故對

於能有幸入選公司菁英留學計畫奉派出國，內心之興奮與對公司的感真是不可言

喻。二年國外生活，親身體驗了來自世界各國不同文化之多樣性與衝擊，除在人

生旅程中留下難以忘懷之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個人知識與視野之擴張，將有助

於未來面對挑戰。 

貳貳貳貳、、、、計畫緣由及目的計畫緣由及目的計畫緣由及目的計畫緣由及目的    

台電公司始終在尋求各種方法，改善客戶服務，同時優化整體性能，並降低

運行成本。近年來，再生能源併網與分散式電力系統議題日受矚目，加上電力基

礎設施和燃料成本越來越高，傳統電網已漸漸不符時代潮流所需，而有升級再進

化的必要。與各國電力公司相同，智慧電網是目前台電發展趨勢，透過應用現有

技術和新技術，以實現配電網路逐步進展成為高供電彈性之智慧型電網(Smart 

Grid)，然而因應這種變化並確保新電網安全，關鍵在於如何有效整合應用各式先

進智慧型電力電子保護設備，開發建立新電網管理技術，以提昇新電網保護監控

能力。 

配電系統在未來將變得更加複雜。除了由於分散式發電與儲能系統的增加、

用戶端的需求等都將影響整個電網的電流與電壓分佈，在電網上將加裝更多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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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裝置，如智慧型電子裝置(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s, IEDs)、變電站自動化設

備、感測器及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等，都將進

一步增加系統運作的複雜度。然而，幸賴資訊科技的日益進展，讓以前根本不存

在的數位智慧工具與功能得以整合於單一系統，配電部門藉著提高變電站的自動

化能力以擷取智慧電子裝置(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s, IEDs)之資訊，系統整

合、通訊標準統一無疑是技術發展的下一步。 

新電網資訊控管中心將整合多項系統於單一介面，統一控管掌握電網中輸配

電效率、電壓控制、設備負荷、作業管理及停電管理等資訊。未來的智慧配電管

理系統（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 DMS）將可提供快速、準確和詳細的配

電系統資訊。傳統上，DMS應用資料都取自於SCADA遠端量測結果、使用者的

報修電話以及維修人員的報告等資料來源，然隨著電力系統發展為智慧電網，變

電站自動化、配電自動化和先進計量基礎設施裝置了大量具備通信功能的感測

器，有效強化DMS資料來源。配電系統能提供的服務效率更高，可靠性更強，同

時提高分散式能源管理能力。獲取即時和接近即時的系統資訊不僅可加強像停電

分析這些現有軟體的用途，而且還可實現以前沒有的智能電網應用。 

電力公司在提升電網功能與效率的過程中，配電網路e化、m化逐步進展成

為高供電彈性之智慧型電網(Smart Grid)，以整合許多分散型電源及儲能裝置，新

的配電系統將異於傳統電網，因應這種變化，發展智慧型數位保護設備技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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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電力系統保護監控能力，為台電公司電力系統長期朝向建構智慧型電網必須具

備技術，並應用於提升配電網路供電品質與可靠度，有助於公司達成優質電力服

務用戶目標。 

參參參參、、、、出國行程概述出國行程概述出國行程概述出國行程概述    

時間  地點  工作概要  

97年12月10日  台北—澳洲布里斯本  往程  

97年12月11日—99年12月8日  澳洲昆士蘭大學工程、建

築及資訊科技學院  

攻讀電機工程碩士  

99年12月9日  澳洲布里斯本—台北  返程  

進修期間: 97年12月10日~99年12月9日共24個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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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進修學校及課程簡介進修學校及課程簡介進修學校及課程簡介進修學校及課程簡介    

一、昆士蘭大學昆士蘭大學昆士蘭大學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Q) 位於昆士蘭省，主要校區位於布里斯

本市，是澳洲八大名校Go8(the Group of Eight)成員之一，這是個澳洲的菁英

大學組成的集團，該集團的成員承擔的研究專案占了澳洲所有大學研究專案

的百分之七十。昆士蘭大學２０１０年世界排名為第43名（英國高等教育調

查機構QS公司最新公布的「2010世界大學排行榜」），是世界頂尖的大學之

一。UQ創立於１９０９年，全校總共三萬七千學生，除了澳洲本地學生之外，

海外學生來自全世界一百二十四個國家的國際學生共約七千人；校區佔地廣

達285英畝。 

 

[圖1] 昆士蘭大學地理位置 

校舍建築風格較古典歐風，藝術化且非常漂亮。UQ總共有三個校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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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週一至週五有免費學生巴士來回於三校區間供學生搭乘。主要校區位於

布里斯本西區－聖露西亞(St.Lucia)區，坐落於布里斯本河河岸，距離市中心

僅約７公里距離，交通方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公車或渡輪)約十至十五分

鐘即可到達布里斯本市中心，近年更在UQ校區南邊的校門蓋了新的公車站，

以前因為交通的限制學生大多住在西區，現在因為新的公車站有公車直達北

區及南區，學生在住宿地點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圖2] 主要校區位於布里斯本西區－聖露西亞(St.Lucia)區 

昆士蘭大學是昆士蘭州唯一提供下列科系的大學：醫學系、牙醫系、獸

醫系、藥劑系、物理治療、職業專業治療、言語治療、採礦和冶金學。校內

共有7個學院，下設63個系，提供4,300種不同的課程。7個學院分別為：文學、

生物與化學、商業經濟與法律、工程物理與建築、健康科學、自然科學、農

學、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另外還有保健和復健科、土地和食物資源系統。 

昆士蘭大學的學生依其適合的程度選擇修讀學士、碩士或博士課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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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語文中心（ICTE）提供廣泛的英語課程來配合各種程度的同學，更規劃

短期的遊學課程讓同學不僅有機會應用英文，更能體驗異國的生活。 

主校區內的藝術博物館,規模僅次於位於布里斯本市的昆士蘭省立博物

館，每週二至每周四早上十時至四時開放給一般民眾及學生供參觀及學術用

途，陳列的展覽分為亞洲藝術廳，生物廳，人體醫學廳，科技廳等不同的展

示主題，另外在不同科系的學院（如生物科技系，昆蟲系等）還有生物館及

昆蟲館等生態展覽。 

昆士蘭大學的歷史悠久，所以不僅課程完備，校內中設有奧林匹克標準

游泳池、網球場、壁球場、體操室及活動俱樂部等，並設有昆士蘭州內藏書

最豐富的圖書館，學生可在圖書館借書及收集資料，在圖書館裡靜心研讀，

廣泛普及的電腦設備，包括了南半球最具功能的超級電腦。另外，還有配合

各式課程所需的各種實驗器材，例如：地震學儀器及電子顯微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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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校內著名景點-UQ湖 

除了昆士蘭大學校內的設備外，昆士蘭大學在省內各地設有40所專業訓

練中心。例如：位於大堡礁附近的海洋研究站，位於北昆士蘭州的地震研究

站等。St.Lucia校內有10座校內宿舍，Gatton則有4座校舍。其中的國際宿舍內，

澳洲學生和海外學生各佔50％。 

 

[圖4] 著名建築物-主要教學大樓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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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修科目介紹進修科目介紹進修科目介紹進修科目介紹    

學校相當重視學生基礎理論的扎實程度，此次進修科目所修習學科包含

以下科目並介紹如下：    

進修科目  內容綱要  

1. 電力系統規劃與穩定度 

(Power System Planning and 

Reliability)  

1. 電力系統規劃、運轉及管理的議題。 

2. 影響電力系統擴建規劃因素 

3. 電力市場之可靠度與安全度 

2. 電力系統保護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1. 探討電力系統設備特性 

2. 電力系統保護之設計及原理 

3. 電力系統現代資產管理與狀態維

護 

(Modern Asset Management and 

Condition Monitoring in Power System) 

1. 電力系統設備老化及劣化原因 

2. 電力資產可行性評估方法 

3. 預防性維護技術 

4. 先進工程電算技術 

(Advanced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in Engineering) 

1. 線性代數、最佳化及統計分析等數學

理論 

2. 實習Mat-Lab應用軟體，以作為電力系

統模擬分析基礎 

5. 電力市場運作 1. 電力市場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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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ity Market Operation)  2. 電力市場運轉 

3. 電力市場安全 

6. 未來工程課題 

(Advance Topics in Engineering II)  

探討電力系統未來可能面臨議題 

7. 計畫研究 

(Engineering PG Project B) 

學習對電力系統特定主題之研究 

    

伍伍伍伍、、、、海外就學心得海外就學心得海外就學心得海外就學心得及生活經驗分享及生活經驗分享及生活經驗分享及生活經驗分享    

出國留學應該是很多人的夢想，能有機會受公司派前出國進修更是人生

難得之境遇，想起當時得知入選公司出國留學名單時的心情，是既欣喜又有

點擔心，欣喜的是要展開兩年完全不同於國內求學及生活的人生旅程，擔心

的是要在國外完全陌生的環境學習與生活，特別是語言文化的不同。茲將國

外求學及生活經驗整理分享，期能提供未來有意前往澳大利亞求學的公司同

仁參考。 

一、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的學習    

兩年下來的經驗告訴自己，通過國外留學入學英語能力門檻是一回事，

研究所課程的學習，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昆士蘭大學進修，一學期約13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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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門課的老師要求都不同，但報告不少，個人經驗是報告數量就讓人忙不過

來，尤其還有小組討論，期末考試更是極具挑戰性，如此壓縮式的學習，再

再鍛鍊研究生應具備之能力，如資料蒐集、研究分析、口頭報告等。雖然課

業壓力不小，報告不少，但只要肯用心去做，教授要求的都有做到，大體上

應該都可以順利完成學業。 

二、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個人學習方向個人學習方向個人學習方向個人學習方向    

在UQ念研究所的學生，大部分是亞洲人，當地學生非常少，主要因為澳

洲重視專業技能，學歷並不是澳洲公司錄取的唯一考量，故很多當地學生唸

完大學後就直接投入職場，但課堂上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卻也展現出不一

樣的學習精神，像我年紀稍長的學生，往往可提供同學們工作上的經驗來印

證課堂理論，各國學生的相互交流更讓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 

另一方面，由於教學方式的差異，東亞學生相較於其他世界各國學生，

顯得沉默寡言，對於問題的討論或發表意見的熱衷程度不似其他地區的學

生，而老師對於學生的提問相當重視，大部分都很願意花時間和同學們討論，

並不會拘泥於教科書本的教學，老師多半參考數本專業書籍，編定自己的上

課講義，課堂學習相對靈活。 

三、上上上上課準備課準備課準備課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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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語言、文化與學習背景之差異，上課前的準備對於學習的效果是相

當有助益，另外也可事先了解老師的課業要求，提早準備並確保準備方向的

正確性。因此，強烈建議留學者，最好撥出一定時間做課前準備，預習老師

上課講義或是教科書，尤其是在第一學期，語言上仍在努力適應階段，課前

預習有益於上課時了解老師的教學內容，也有助於提升語言程度。事先獲得

老師上課要求，有力蒐集以往上課資訊與縮短個人進入學習狀況的時間，所

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四、當地生活文化當地生活文化當地生活文化當地生活文化    

布里斯本的環境相當優美，天氣亦相當宜人，當地居民熱愛戶外運動，

隨處可看到慢跑及騎腳踏車運動的人，而由於我居住的區域靠近布里斯本

河，散步河邊，可見到許多水上運動，有水上摩托車、私人遊艇、帆船，也

有練習西式划船小學生及大人，足以說明，澳洲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在奧運水

上運動項目傲視世界的原因。 

澳洲人喜愛親近水，由他們住居也可窺見一二。許多的房子緊鄰布里斯

本河建造，就像臨海的房子，房價均較一般房價貴許多，但房價雖貴，澳洲

人趨之若鶩，因此該類房價始終不墜。 

澳洲人也喜愛辦節慶，昆士蘭省及布里斯本市的建立周年慶，美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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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節、德國節及我住的West End區，也有希臘節和越南節，大大小小不

同的節慶，顯示出在此地的多元種族與文化。而布里斯本市最重要的節日之

一，八月份的Ekka Festival，為當地的重要農產品展示活動，在Ekka的活動園

區，可以看到許多畜牧動物、動物表演活動、購買乳製產品、農產品相關展

示以及遊樂設施等，裡面有如大型遊樂園區，新鮮有趣、好吃又好玩，是個

相當不錯的活動。 

每個禮拜六早上，我家附近有個相當有名的澳洲傳統市集(West End Free 

Market)，從家裡走路或開車均相當方便，該市集是我每週必報到的生活補給

站，傳統市集裡賣的蔬果都比超市來得便宜，也有許多街頭藝人及藝術創作

商品，每次去都能感受到國外市集的淳樸及當地居民對藝術創作的尊重與熱

愛。 

五、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在澳洲這幅員廣大的國度裡，車子是必要的交通工具，這裡沒有台北市

的捷運，有的是網路分布的公車路線，行駛於公車專用道上的公車，提通人

們便利的交通運輸。另有一項很特別的交通工具便是船運，當地叫做City 

Cat，在台灣時，從也沒想到我上學必需的交通工具竟然是船，船運在布里斯

本相當發達，特別是在布里斯本河兩邊當地居民反對興建橋樑的地區，搭船

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而每次搭船上學，更能欣賞布里斯本河沿岸風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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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是課業壓力外的一項福利。 

六、睦睦睦睦鄰鄰鄰鄰    

和當地居民的相處是另一個不同經驗，尤其我的鄰居Tim Queen是前任布

里斯本市市長退休，熱心又待人親切。常常有事沒事即主動寒暄，詢問如有

要幫忙的事，要我不要客氣。記得在我自費返國探親期間，他就幫我把房子

前面馬路邊的草給割了，實在窩心，剛好我也從台灣帶去兩雙桃園大溪特有

的木屐鞋，送給他們夫婦倆，讓他們也相當歡喜，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國民外

交。在我返國之前，他們夫婦也很熱心的邀請四周鄰居，辦了一個歡送宴，

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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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在智慧型電網中，電力系統保護工程師應該獲得先進的事件分析工具以

更有效率並確保電力系統於事故發生後，在可能情形下快速復原。因為人工

的事件分析是一個很花費時間的處理過程，一個具備即時自動收集、分析、

存檔和顯示變電所智慧型電子裝置(Intelligent Electronic Device, IED)於電力系

統事件發生時產生的資料的系統工具極為重要。將相關的資訊擷取出來以產

生客製化報表，特別是針對符合電力系統保護工程師分析事故的需求，然而，

就如台電公司系統一般，電力系統上常有裝置有不同廠牌型式之智慧型電子

裝置，先進的事件分析工具須具備資料整合能力才能達成，利用此類電力事

件自動分析工具了解與修正保護電驛運用，亦可達成提高電力系統運轉可靠

度。 

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智慧型電網，變電所自動化(Substation Automation System)在經濟電力系

統運轉與穩定度控制上扮演重要角色，其主要以確保連續供電與供電可靠度

為目標。根據最新的電腦工程、通訊網路與信號處理準則發展，許多新的裝

置與科技被提出，期使電力系統運轉、事件分析處理、資產管理與設備維護

等工作更有效率，智慧型電子裝置的發展即是一例。 

二、變電所自動化新觀念變電所自動化新觀念變電所自動化新觀念變電所自動化新觀念    



赴澳洲進修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報告 

17 

變電所自動化包含運轉、保護、資產管理和電力市場運轉等有益不同型

態的電力系統使用者。為了達成這些效益，新的變電所自動化觀念應符合下

列要求： 

1. 區域保護概念需要被加強以同時改善信賴性與安全度 

2. 變電所需要直接聯絡或透過協調中心以達更佳之全系統保護 

3. 由IED獲得之資料應與由SCADA得到之資料整合以強化系統監測能力 

4. 智慧型電子裝置之狀態資料應利用於資產之設備事故率評估 

5. 區域自動化分析應與中央集中分析協調以符合階層調度 

6. 電力系統擾動之監視與報表自動化並符合電力業者需求 

三、整合整合整合整合智慧型電子裝置智慧型電子裝置智慧型電子裝置智慧型電子裝置 IEDIEDIEDIED 之挑戰之挑戰之挑戰之挑戰    

智慧型電子裝置是以微處理器為基礎做功能設計的產品，其主要功能包

括保護、控制、計量及監視等裝置，相較於傳統個別單獨的計量表和保護電

驛，IED的功能強化許多。其主要功能如下： 

1. 現代化數位事故記錄器（Digital Fault Recorders, DFRs）：可高頻取樣紀錄

事故資料及應用於同時事故自動分析 

2. 現代化數位保護電驛（Digital Protective Relays, DPRs）：不僅具備傳統電

驛功能，而且具備事故資料紀錄、故障定位及事件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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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斷路器監視功能（Circuit Breaker Monitors, CBMs）：整合裝置，尤其是使

用於新型斷路器之監視，具備波行記錄與資料分析能力 

電力系統設置越來越多的多功能智慧型電子裝置，對於同一事件，將有

巨大的資料容量來自系統不同點的智慧型電子裝置，這些資料包含系統保護

工程師所關心的事件型態、事件位置、保護電驛的效能和相關事故清除設備

的動作（斷路器和自動復閉電驛等）。如何有效萃取整合不同類型IED的DFR、

DPR和CBM等資料，以做更有效率的事件分析，並同時提供改善對策及需要

的立即行動如事故修復與設備重置等。 

自動資料整合與資訊交換在目前電力系統應用上中相當不易，尤其是目

前存在不同廠家提出的各類專有的分析軟體套件，這些軟體使用自有的標

準、協定和資料格式等，更增加了資料整合與交換之困難度。 

有鑑於事件分析問題的複雜來自於人們的決策參與，人工智慧已被廣泛

的應用在此領域。目前在事故和保護系統分析上已提出的重要研究有專家系

統和理論模組化的解決方案，實際應用在如輸電線保護電驛監視即時工具、

變電所資訊擷取分類技術及智慧型裝置診斷技術等。 

對於智慧型裝置的整合技術，以前大部分的研究領域聚焦在裝置層級的

運轉診斷，但對於系統層級的自動化IED資料處理系統解決方案，隨著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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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進步，漸漸引起專家們的注意。尤其像是保護工程師的獨特需求，分

析工具如何適度擷取有用的相關資訊以產生客製化報表提供給保護工程師使

用是其中重點。如此，保護工程師能獲得更多正確的事件詳細資訊，有助更

進一步了解電驛動作，事故清除設備和及時有效採取改善對策。 

四、智慧智慧智慧智慧電網自動化分析電網自動化分析電網自動化分析電網自動化分析    

1. IED資料的自動整合 

要能完整利用全部IED資料，適當的資料整合和資訊交換為主要要求。圖

5所示為變電所資料整合概念。假設所有的裝置均使用有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或其他時間同步技術如IEEE 1588，變電所資料整合的第

一個步驟為標準化的檔案格式如COMTRADE和標準化的IEEE命名公約。透過

資料轉換，所有的資料有相同的檔案格式和檔案命名標準，資料透明化使能

增加新的分析功能。另外透過通訊網路的實現，使變電所資料能自動收集和

整合進入已規劃妥善之系統資料庫。這些發展使得數位事故記錄(DFR)、數位

保護電驛(DPR)和斷路器監視(CBM)等資料能有效整合於系統資料庫，對於這

些裝置的應用和未來的擴充將不再受限於廠家與廠品模型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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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變電所資料整合圖 

(1). 數位事故記錄器分析(Digital Fault Recorder Analysis, DFRA) 

數位事故記錄分析技術處理能確認事故前後類比資料值、數位信號

頻道如相對的電驛跳脫、斷路器輔助和通訊信號等、事故型態、事故地

點及事故相別等，該功能也檢查及計算系統保護、斷路器動作和事故位

置等，所需的系統模組顯示如圖6。 

 
[圖6] 數位事故記錄器分析流程 

(2). 斷路器監視分析(Circuit Breaker Monitor Analysis, CBMA) 

斷路器監視分析資料之檔案格式使用COMTRADE格式，資料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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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路器控制迴路使用斷路器監視(CBM)，CBM可以根據斷路器動作條件

產生ASCII格式動作報表及建議修復行動。如此可以使保護工程師、維

修人員及設備運轉員快速且一致地判斷斷路器性能，確認性能退化與追

蹤可能設備劣化，圖7所示為CBM分析模組範例。 

 

[圖7] 斷路器監視分析 

(3). 數位保護電驛分析(Digital Protective Relay Analysis, DPRA) 

專家系統被應用於電驛動作記錄的自動確認與診斷分析。通常該類

報告使用崁入式專家系統產生分析結果報表，電驛動作的確認和診斷根

據電驛實際動作值和期許值的比較如狀態值和時間的邏輯運算，有關

DPRA模組範例如圖8所示。 

 

[圖8] 數位保護電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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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偵測和抑低連續事件 

電力系統暴露於各種擾動之下，在這些擾動之中，連續事故的發生，需

要特別加以重視，因為連續事故可能引發電力公司重大經濟損失、商業衝擊

和人生安全顧慮等。如果考慮電力系統中龐大的設備元件數量、事件動態的

大範圍時間計量和設備元件互動的差異機制，偵測和抑低連續事件就極為複

雜。 

新的監控方案利用協調全系統和區域變電所之規則系統，以實現偵測和

抑低連續事件之發生，整個互動概念顯示如圖9。 

 

[圖9] 保護系統互動方案 

全系統監控工具能發現弱點單元和傳送要求給區域監視工具作更詳細之

監視。弱點和安全臨界資訊可由弱點指標(Vulnerable Index)和臨界指標(Margin 

Index)獲得。緊急控制處理預期事件能由例行安全分析，而對於非預期事件，

則可透過基礎事件安全分析發掘，以抑低系統擾動發生，確保系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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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監控工具能發現真正的系統擾動並對於電驛動作失效或非預期之系

統操作做修正改善。而進一步的資訊也能傳送至全系統監控工具做較佳之安

全控制。基礎變電所解決方案能提供全系統工具區域擾動資訊和診斷支援，

使全系統工具能利用區域資訊做較佳控制作為以確保系統安全操作。 

3. 最佳事故定位應用(Optimal Fault Location Application, OFLA) 

電力公司高度期待精確的線路事故定位技術，以快速協助發現和修復事

故線路。經由選擇合適的事故定位邏輯運算系統，如多端時域同步取樣、兩

端基底相序非同步取樣、單端基底相序及全系統雜散測量方法等。OFLA方案

的架構表示如圖10。 

 

[圖10] 最佳事故定位邏輯架構 

所需要之資料有：(1)系統階層資料：包含電力系統模組資料，可由PSS/E

等工具軟體建立模組，(2)即時資料：反應系統變化，可由SCADA獲得事故前

資料，(3)現場資料：事故發生後之記錄，由不同IED記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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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礎風險資產管理 

電力系統設備的成本效益維護排程問題，係考量在人員、工時及預算受

限制下，如何做最佳的維護排程選擇。風險基礎選擇方案是提供此需求之最

佳解決方法。此處的風險定義為傳統上的事故發生機率與影響結果之乘積，

同時在系統上使用狀態監視裝置取得設備最新狀態資訊。事故的機率與風險

應在特殊的事件維護之後做更新。 

5. 先進警報處理系統 

在電力系統上，一件重大事件可產生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的警報記

錄，先進警報處理系統可運用人工智慧技術將這龐大的警報記錄於以有效分

析歸納，除提供電力系統工程師客製化報表外，也能更進一步提出適當應變

計畫。 

6. 類神經網路基礎保護電驛 

類神經網路基礎邏輯歸納系統可利用偵測和歸類系統之擾動，以決定保

護電驛動作，此種類神經網路基礎之事故診斷規則系統直接利用時域電壓和

電流信號當作演算基礎¡，而非使用相量計算，透過比較輸入電壓與電流信號

做系統設定訓練，而非使用預先決定之設定，如此可同時加強保護系統之可

靠度和安全度。圖11表示類神經網路基礎邏輯運算法則範例的一種。 



赴澳洲進修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報告 

25 

 

[圖11] 類神經網路基礎邏輯運算法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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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智慧型電網發展需耗費龐大人力與物力，考量台電公司配電系統現況與國外

發展智慧電網情形，其中在關鍵技術智慧型電子裝置的發展上，國際上各重要廠

家之產品尚無法達到完全相容，於是，考量台電階段需求與長遠目標發展，提出

以下幾點建議。 

一、設備裝置層級與配電系統層級之整合 

未來的智慧型電網是一種資料密集技術之合成，故應分別重視個別智慧

型裝置與全系統之整合技術發展。單體裝置的整合技術，著重於個別資料收

集裝置的技術規範，資料格式、資訊種類及傳輸通訊方式等，皆應審慎考慮，

至於是否需要有能力做資料分析、報表和管理，則可視系統層級的智慧網路

發展情形。 

配電系統的智慧網路整合發展，可配合基礎設備如智慧電表、饋線自動

化、二次變電所自動化及配電圖資系統等進展，適時推展進程，惟與設備裝

置建置發展有關的智慧管理系統部分，由於在資料密集的智慧管理系統中，

現場資料收集端賴遠端數量龐大的個別智慧裝置，集中式或分散式的智慧處

理系統則需考量台電系統本身基礎建設情形如通訊網路、智慧裝置數量及規

劃資料流量等因素，審慎評估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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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電系統階段性發展智慧電網 

先期以配電饋線層級智慧電網(Feeder Level Smart Grid)發展為主，台電公

司的配電網路系統相較國外複雜，不論是配電系統裝置方式有全架空、全地

下及半地下，回路有常開、常閉、常開含饋線自動化及常閉含饋線自動化等，

先期導入饋線層級智慧電網(Feeder Level Smart Grid)發展，有利在發展事故與

停電管理過程中學習經驗，提升台電人員相對知識與技術，實質貢獻於長期

規劃。 

長期發展配電系統層級智慧電網，則著重於配電事故預知及人工智慧技

術等，預知技術的發展，有助本公司推動配電設備狀態基礎維護，除有能力

預測設備劣化情形，亦可同時應用於了解設備於嚴苛環境情形下之耐受能

力，對於因應氣候劇烈變化做出配電系統或設備耐受能力之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