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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9.29  

 

( ) 100.9.30  

 

( ) 100.10.1  

(  

 

        

首先，瞭解日本的電力公司與電力系統，日本電力系統主要是由十家私營電

力公司（東京、東北、北海道、中部、北陸、關西、中國、四國、九州及沖繩）

等組成。這十家電力公司分別負責各自區域內的發、輸、配、售等垂直綜合性的

電網服務。日本電力系統在東日本電力系統頻率採用 50Hz，西日本電力系統頻率

則採用 60Hz，但在考量電力系統緊急狀況及經濟運用上等因素，除沖繩電力公司

外，日本全國已完成電力聯網系統，其間藉由變頻站互相聯結。日本的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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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力系統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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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中部電力公司公司各分公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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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中部電力公司公司總公司系統運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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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部電力公司之電力系統監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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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中部電力公司之電力系統運轉調度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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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基幹給電制御所訓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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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ad Dispatching Section)

 

 

( ) (Dispatch Control System Section)

 

 

( ) (Load Dispatching Contro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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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圖 10 給電制御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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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給電制御所其指令制御體制如圖 11，給電制御所設置所長 1 人綜理給電制

御所各項業務及指令制御班；副所長 1 人則綜理營運、維護等相關業務；指令制御班

如前所述，共分為五班，每班有五名成員，分別為指令制御長、副指令制御長及指令

制御員。指令制御長如同本公司區域調度中心之值班經理，負責聯繫、指令下達、操

作指示並監視指令制御員之操作程序；其轄區操作亦如本公司區域調度中心區般劃分

二區域來操作，但與區域調度中心不同之處在於名古屋給電制御所每區域有二名指令

制御員，一名負責指令、操作指示，另一名則負責操作，其操作過程亦遵守一指令、

一複誦、一操作、一回報之模式。在制度上另有副指令制御長之編制，係由其中一名

指令制御員擔任，可在需要時代理指令制御長之工作，在人員工作彈性上有其益處，

在職務上，同一班組職務代理相當明確。圖 12 為名古屋給電制御所調度值班室。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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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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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Powe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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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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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調度牆之落雷及氣象即時顯示 

 

        

(一)中部電力公司分公司調度控制所人員訓練 

圖 15 所示為名古屋給電制御所訓練室，其配置與實際之值班室相同，僅

模擬盤採與線上值班室等比例縮小，並與線上值班室之系統完全相同，讓受訓

人員有實際臨場感。調度控制所人員訓練分為個人和班組訓練二類，其訓練目

的如表 1 所示，原則上按每班每年實施 10 次故障恢復訓練來做計劃。 

表 2 為其年度訓練計劃，調度控制所長按照實務教育基本計劃來制定年度

訓練計劃，以不同月份之電網運轉環境特性訂定相關之訓練題目，範圍包含設

備故障、天然災害、鳥獸害等緊急處置能力。觀察中部電力公司班組訓練之訓

練做法是一板一眼，其訓練室與線上值班室之系統配置完全相同，如圖 16 所

示，雖然中部電力公司未採用值班證照制度，但其班組訓練係以整班組之處置

能力為訓練目標，指令制御長必在場監督、指令制御員一定是一人指令、一人

操作。有關團隊訓練計劃及訓練型態內容、做法可供各供電區處調度控制中心

未來動態演練時學習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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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名古屋給電制御所訓練室 

 

 

 

 

 

 

 

 

 

 

 

 

 

 

 

 

 

 

 

 

表 1 中部電力公司之調度控制所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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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部電力公司之調度控制所訓練年計劃 

 

  

 

 

 

 

 

 

 

 

 

 

 

 

 

 

 

 

 

圖 16 中部電力公司之調度控制所訓練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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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部電力公司分公司調度控制所人員培養 

調度控制所人員培養由新進開始，前 2 年屬不分科訓練，於電力中心學習現場

變電所各類設備之基礎知識、維護知識及專門知識，第 3 年起則分為支店調度控

制所與工務部兩系統，參考個人性向意願發展。若往調度控制領域發展，第 6 年

起可調往基幹調度控制所、第 9 年起則可調往中央調度指令所，如圖 17 所示。 

 

 

 

 

 

 

 

 

 

 

 

 

 

 

 

 

 

 

圖 17 中部電力公司之調度控制所之人員培養 

 

        

中部電力公司於各分店下設置數個電力中心，類似本公司之供電區營運處；

電力中心下則設有維護部門(相當於本公司以 E/S 為維護據點)，而每個電力中心皆

裝設一套指令情報中心系統，此系統儲存轄區內之變電所設備維護及狀況的資

訊，本公司供電區營運處之變電所門禁安全、火災、環境及不法侵入者均設有警

報連線至區域調度中心，再由區域調度中心依警報類別通知各維護部門出勤處

理。而日本中部電力公司則連線至電力中心之維護部門，電氣所之防災、監視等

由電力中心維護部門處理，每一無人電氣所設有遠方監視系統連線至電力中心，

且皆裝置攝影設備監視，人員未進入變電所前即可先確認內部狀況，圖 18 為其電

力中心維護監視架構、圖 19 為其無人變電所的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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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電力中心維護監視架構 

 

 

 

 

 

 

 

 

 

 

 

 

 

 

 

圖 19 無人變電所的監視系統 

 

以下茲就日本中部電力公司之遙控變電所管理中與本公司供電單位之遙控變

電所管理不同之處予以說明： 

 

(一)控制室模擬盤：圖 20 為其控制室小型模擬盤，此小型模擬盤配置屬較早期之

設計，因較不具彈性，於設備異動時更改不易，故其新建之變

電所已不採小型模擬盤配置，而採用無盤化方式設計，即以

SCADA 螢幕監控方式取代，除減少空間外亦較具彈性。 

 

(二)變電所遠方監視：圖 21 及圖 22 所示為其變電所內設置之遠方監視設備，為利

於其遠方監視中心對變電所內之設備、人員之情況掌控，

變電所各樓層、設備室皆裝置 360 度之攝影機及廣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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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立即將影像傳回遠方監視中心，監視人員可依狀況採取

必要之處置。供電單位之變電所門禁安全、火災、環境及

不法侵入者雖設有警報連線至區域調度中心，但因缺乏攝

影機裝置，故值班人員無法立即依現場狀況加以處置，以

現今網路與資訊設備技術，遙控變電所管理上似該效法日

本中部電力公司之作法。 

 

 

 

 

 

 

 

 

 

 

 

 

 

 

圖 20 控制室小型模擬盤 

 

 

 

 

 

 

 

 

 

 

 

 

 

 

 

圖 21 控制室 360 度之攝影機及廣播設備 

 



18 
 

 

 

 

 

 

 

 

 

 

 

 

 

 

 

 

 

 

圖 22 變壓器室之攝影機及廣播設備 

 

(三)變電所內通訊：由於變電所樓層多，為使工作人員能在各樓層間互相通訊及與

調度中心值班人員通訊，控制室入口處即設置有無線通訊設

備，該無線通訊系統為日本中部電力公司自建系統，於建築物

內各角落皆無通訊死角，如圖 23 所示，該無線話機即擺放於

入口處，經詢問其人員是否有特殊考量，其作用乃是提醒工作

人員，離開控制室時別忘記攜帶無線話機之防呆方式，工作完

成離所時亦能立即檢視無線話機是否歸為充電中。本公司雖有

微波通訊系統，但缺乏無線話機之通訊能力，此亦造成供電單

位在變電所內工作或操作過程中通訊聯繫之困擾，期望本公司

通信處亦能早日達到變電所內無線通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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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控制室入口處設置無線通訊設備 

 

(四)電纜通道管制：日本中部電力公司對變電所內之人員與設備安全極為重視，如

圖 24 所示，電纜洞道之入口亦設置門禁管制，人員進入須先

取得監視中心之許可方可進入以確保人員安全。 

 

 

 

 

 

 

 

 

 

 

 

 

 

圖 24 地下電纜洞道入口警告標示 

 

(五)工作安全管制：圖 25 所示為以其電抗器之維護用檯架為例，檯架即擺放於電

抗器之外體上，此措施乃日本中部電力公司對製造廠之要求，

方便工作人員之取用與安裝，主要考慮到維護用檯架使用機會

很少，若另外放置經常造成需用時缺少了組件之問題，故其採

用最直接簡單之方式，直接擺放於電抗器之外體上，一目了然，

且省去人員搬運之額外工作。 



20 
 

此概念亦應用於其測量儀器及簡易工具管理上，各設備室所需

之一般性檢查所需之儀器、工具即置放於各設備室之入口處，

如圖 26 所示，圖 27 則為 GIS 手動操作器具。 

 

 

 

 

 

 

 

 

 

 

 

 

 

 

 

圖 25 設備維修登高防護設施 

 

 

 

 

 

 

 

 

 

 

 

 

 

 

 

 

圖 26 簡易巡視維護儀器擺置於各工作處所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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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GIS 手動操作器具 

 

(六)現場接地操作管理：圖 28 為現場接地操作之管制標誌，每一標誌皆予以編號

排列，若現場有設備須掛接地，則由管理板上取用一現場

接地標誌貼附於接地設備處，於工作完成後須將現場接地

標誌放回管理板，如此，由管理板之標誌即可確認現場是

否已無接地；同樣，其對閥門操作管理亦採同樣之防呆策

略。供電單位雖亦有類似之標誌但未如日本中部電力公司

之防呆策略，該防呆策略亦值得我們學習。 

 

 

 

 

 

 

 

 

 

 

 

 

 

圖 28 設備維護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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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視覺管理：現今屋內式變電所有各樓層，工作人員往往不知其位於哪一層樓，

因此，日本中部電力公司在其變電所各樓層牆面貼上方塊圖，由幾

層方塊圖即可得知其所在樓層，且尤其傾斜方向即可知疏散逃生方

向，將樓層指示與疏散逃生方向結合，同時也舒緩視覺上之枯燥感

覺，該小標示，凸顯該公司在遙控變電所管理上之用心。圖 29 所

示為 3 樓之方塊圖標示；圖 30 所示為共槽式 GIS 相別標示。 

 

 

 

 

 

 

 

 

 

 

 

 

 

 

 

 

圖 29  3 樓之方塊圖標示 

 

 

 

 

 

 

 

 

 

 

 

 

圖 30 共槽式 GIS 相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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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人員休息區：日本中部電力公司在其變點所控制室皆規劃工作人員休息區，

配置個人儲物櫃，擺放個人工作服及工具，亦配置冰箱、微波

爐、電視及沙發等生活用品以供工作人員之休息，如圖 31 所

示。在此又發現其防呆策略應用於桌、椅之管理上，在此，桌、

椅全部以鐵鍊固定以防人員任意搬動移位。在此亦發現其休息

區非常乾淨、整潔，由此顯示其工作人員自制及遵守工作規範

之精神，頗值得學習。 

 

 

 

圖 31 工作人員之休息區域 

 

 

七、變電所與環境景觀：圖 32 為名城地下變電所之冷卻水散熱設施，其將冷卻水冷

卻循環方式巧妙與景觀結合，將冷卻水化身為瀑布美景，

除減少對環境之衝擊外亦增加冷卻水冷卻系統之效益，此

創新與巧思亦深深值得我們在設計與建造變電所時加以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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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變壓器冷卻水形成景觀水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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