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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奉行政院 99 年 1月 15日核定 「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2001-2014年)」  

購置新式傾斜式電聯車 136輛。本案依規定採國際公開招標方式招標，由日本住

友商事株式會社得標，交由日本車輛製造株式會社製造。為確保車輛製造品質及

培訓種子師資，分批選派各系統專精之員工前往日本車輛製造廠及相關系統製造

廠，執行監造與檢驗工作。 

本批 2 人係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1年 9 月 14日鐵人二字第 1010028394 號

函第 4 批次至日本車輛豊川車輛製造廠，辦理新購傾斜式電聯車 136輛監造檢驗

作業，駐廠監造，檢驗期間自 101年 10月 2日起至 101年 10月 31日止，共計 30

日。 

本批次監造檢驗人員依規定確實執行下列事項 

 

1. 施工品質查核與性能測試 

2. 第 1批 16輛裝船作業監驗 

3. 空氣壓縮機例行測試及第一編成空氣壓縮機漏油事件檢討 

 

本批次人員全面配合各項測試，執行監造任務，立約商並將相關測試報告送臺鐵

局審核通過，臺鐵局依規範同意交車，新車由名古屋港裝船起運。 

本批次人員監造期間全部依規範執行各項監造工作，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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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三、 緣由與期程 

行政院為加強東線運輸、構建交通網絡，考慮東部路線情況，以提升速度

並提高輸運能力前提下，特於 99年 1月 15日核定「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

車輛計畫(2001-2014年)」，購置新式傾斜式電聯車 136輛。本案依規定採

國際公開招標方式招標，由日本住友商事株式會社得標，交由日本車輛製

造株式會社製造。為確保車輛製造品質及培訓種子師資，分批選派各系統

專精之員工前往日本車輛製造廠及相關系統製造廠，執行監造與檢驗工作。 

本批 2人係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1 年 9月 14日鐵人二字第

1010028394號函第 4批次至日本車輛豊川車輛製造廠，辦理新購傾斜式電

聯車 136輛監造檢驗作業，駐廠監造檢驗期間自 101年 10月 2日起至 101

年 10月 31日止，共計 30日。 

 

四、 首要目的 

1. 確保新造車輛設計、製造、組裝過程之品質。 

      執行檢驗、測試、監造工作，確保本購車案各組電聯車上之系統、設 

     備零件及材料測試均符合本購車案之規範。 

2. 確保裝船作業時車輛之完整 

      執行本購車案首批 16輛電聯車裝船監驗工作，確保裝船作業方式不會 

     損害車輛。 

3. 空氣壓縮機例行測試及第一編成空氣壓縮機漏油事件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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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監造日誌 

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02 星期二 去程（臺北-名古屋）。 

2012/10/03 星期三 

 

1. 赴日本車輛公司與各部門主管會談。 

2. 日本車輛公司安排監造人員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觀看日本車輛簡介紀錄片介紹日車概要，並參觀豊川工

場及生產線。 

 

2012/10/04 星期四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第一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旅客資訊及語音播

報系統裝置裝配測試、TED 車司機室、多功能廁所內裝

裝配。 

3. 第二編組進行各車座椅、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

配、內裝裝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集電弓

設備安裝、旅客資訊及語音播報系統裝置裝配、TED 車

司機室及車長室電氣配線、多功能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

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2012/10/05 星期五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製造進度管制檢討會議。 

3. 壓縮機型式測試要領說明及結果報告。 

4. 第一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旅客資訊及語音播

報系統裝置 

    裝配測試、TED車司機室、多功能廁所內裝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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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05 星期五 

5. 第二編組進行各車座椅、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

配、內裝裝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集電弓

設備安裝、旅客資訊及語音播報系統裝置裝配、TED車

司機室及車長室電氣配線、多功能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

裝配。 

6.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7.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2012/10/06 星期六 

1. 文書作業 

2. 日車公司專案經理報告製造進度管制檢討會議。 

3. 例假日 

2012/10/07 星期日 例假日 

2012/10/08 星期一 

 

1. 與日本車輛公司進行測試作業流程會議。 

2. 第一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旅客資訊

及語音播報系統裝置裝配測試、多功能廁所內裝裝配。 

3.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旅客資訊及語音播

報系統裝置裝配測試、TED車司機室及車長室內裝裝

配、多功能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2012/10/09 星期二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第一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多功能廁

所內裝裝配。 

3.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旅客資訊及語音播

報系統裝置裝配測試、TED 車司機室及車長室內裝裝

配、多功能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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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09 星期二 

5.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6. 第一編組 5~8車自動降弓、線路導通、空調機等型式測

試及啟動、牽引動力系統、主變壓器與輔助電源系統等

例行測試。 

 

7. 第一編組 1~4車完成車測重自主檢查。 

8. 第一編組 1~4車旅客資訊及語音播報系統自主檢查。 

 

2012/10/10 星期三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第一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多功能廁

所內裝裝配。 

3.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旅客資訊及語音

播報系統裝置裝配測試、TED車司機室及車長室內裝裝

配、多功能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6. 第一編組 1~8車進行連結器、照明設備、供氣系統、司

機員設備線路導通、ATP、傾斜系統等例行測試及啟動

與低速行駛測試。 

 

12/10/11 星期四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一編組進行男女廁所及多功能廁所內裝裝配。 

3.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TED車多功能廁所

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6. 第一編組 5~8車進行完成車車重測量、雨漏測試、等例

行測試。 

7. 第一編組 5~8車進行旅客資訊及語音播報系統自主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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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12 星期五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一編組進行男女廁所及多功能廁所內裝裝配。 

3.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一編組 1~8車進行 ATP、雨漏測試、等例行測試。 

6. 第一編組 1~8車進行旅客資訊及語音播報系統自主

檢查。 

7. 第二編組 1~8車進行 ATP例行測試。 

2012/10/13 星期六 

 

1. 例假日。 

2. 第一編組 1~8車進行 TCMS、門機測試、等例行測試。 

3. 第一編組 5~8車進行雨漏例行測試。 

4. 第二編組 1~4車進行啟動測試、供氣系統、空調機、司

機員設備、主變壓器與輔助電源系統、牽引動力系統、

TCMS、照明設備等例行測試。 

5. 第二編組 5~8車進行完成車測重例行測試。 

2012/10/14 星期日    例假日。 

2012/10/15 星期一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第一編組運送至名古屋港。 

3.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內裝裝

配、男女廁所電氣配線及內裝裝配。 

4.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四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6. 第二編組施行連結器測試、雨漏試驗、線路導通試驗、

TCMS測試、空氣軔機系統測試、供氣系統測試、傾斜系

統測試、ATP系統測試等例行測試。 

 

2012/10/16 星期二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第二編組進行出入台電氣配線及自動門裝配、旅客資訊

及語音播報系統裝置裝配測試、多功能廁所電氣配線

及內裝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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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16 星期二 

3.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五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6. 第二編組施行輻射性檢查、出廠測試、PISC測試、真空

試測所測試、門機測試、線路導通測試、牽引動力系統

測試等例行測試。 

 

2012/10/17 星期三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 

2.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3.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五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5. 第二編組施行完成車外觀檢查、真空式廁所測試、門機

測試、牽引動力系統測試、線路導通測試，線路導通測

試（未完成項目）、牽引動力系統測試（未完成項目）

等例行測試。 

2012/10/18 星期四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二編組運送至名古屋港。 

3.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5. 第五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2012/10/19 星期五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3.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五編組各車塗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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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20  星期六 例假日 

2012/10/21 星期日 赴名古屋港辦理第一、二編組裝船事宜。 

2012/10/22 星期一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裝船缺失說明 

3.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5. 第五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 

 

2012/10/23 星期二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各項缺失改善方式說明  

3.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5. 第五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2012/10/24 星期三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身與轉向架安裝、座椅安裝。 

3.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4. 第五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5. 第 1第 2編組缺失項目匯總 

6. 日車說明缺失改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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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辦    理    事    項 

2012/10/25 星期四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作業、側窗玻璃裝

配、車身與轉向架安裝、線路量測、座椅安裝。 

3.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4. 第五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2012/10/26 星期五 

 

1. 每日工作項目、流程確認、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作業、側窗玻璃裝

配、車身與轉向架安裝、線路量測、座椅安裝。 

3.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4. 第五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5. 車輛界線圖面確認 

 

2012/10/27 星期六 例假日。 

2012/10/28 星期日 例假日。 

2012/10/29 星期一 

 

1. 每日工作項目及流程確認會議、技術說明會議。 

2. 第三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作業、車身與轉向

架安裝、線路量測、座椅安裝。 

3. 第四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側窗玻璃裝配。 

4. 第五編組進行各車車上車下電氣配線及車下防火層裝

配作業、車下各電氣機械組件安裝、側窗玻璃裝配。 

5. 赴神戶 Nabtesco工廠辦理空氣壓縮機例行測試。 

 

2012/10/30 星期二   辦理空氣壓縮機例行測試 Nabtesco工廠。 

2012/10/31 星期三 
  文書處理 

  回程（名古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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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報告 

本梯次監造檢驗人員依規定確實執行下列事項 

1. 施工品質查核與性能測試 

2. 裝船作業監驗 

3. 空氣壓縮機例行測試及第一編成空氣壓縮機漏油事件檢討 

 

1. 施工品質查核與性能測試 

依據傾斜式電聯車規範測試分「型式測試」、「例行測試」、「出廠測試」、

與「驗收測試」。 

 

 「型式測試」 

每一類型之系統、設備零件、或材料應進行「型式測試」。 

所有「型式測試」應於製造期間進行，且應於第 1 輛電聯車進行「例

行測試」前完成並通過。 

 

 「例行測試」 

每一輛電聯車上之系統、主要設備、材料等應進行「例行測試」。 

 

 「出廠測試」 

每一輛電聯車完工後且車上之所有系統、設備零件、或材料均已完

成並通過「例行測試」，方能進行「出廠測試」。 

 

 測試合格證明書 

 

出廠測試合格後，立約商應檢附出廠測試合格證明書提送臺鐵局審

核。審核合格後由臺鐵局依規範同意並發函通知交車。 

 

本批次監造人員，均依照規範及臺鐵局核可知測試程序書測試執行檢

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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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造項目 

(1). 軸重量測 

各（TEP、TEM、TED）車重量過磅，過磅前頇先整備完成(含水箱加

滿水)每軸前進、後退各量測一次 

 

 
 

(2). 配電盤與配線檢查 

名稱核對、NFB 安裝、配線安裝紮緊等檢查   

 

(3). 轉向架檢查 

焊道是否空焊或缺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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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修正檢查 

 

 

 

 

(4). 除霧裝置測試 

霧氣頇於裝置啟動後 20 分鐘內消失  （合格） 

 

 

 



 15 

(5). 電纜布線檢查 

配線是否依規定每部位紮緊、是否有破皮現象 

線槽進口處是否加保護橡皮等檢查 

 

 

 

 

(6). 內牆板檢查 

拆開 1 片檢查內部是否清潔、安裝是否平順，縫隙是否填膠、是否

容易拆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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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檢查 

外觀是否碰撞、變形、凹陷、脫漆檢查 

 

 

 

(8). 車體底漆檢查 

底漆是否塗佈均勻、轉角處、接縫處、焊接觸所等檢查 

 

 

(9). 車體構件檢查 

購件加工是否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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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車體底板組件檢查 

加工是否變形、粗糙度等檢查 

 

 

 

 

(11). 車體焊接裝配檢查（1） 

焊接部位是否平整、空焊、跳焊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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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體焊接裝配檢查（2） 

 

 

(12). 鑚孔加工檢查 

 是否依圖面加工、是否產生裂痕或毛邊未修整等檢查 

 

 

(13). 車體水平校正檢查（1） 

 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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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車體水平校正檢查（2） 

 

 

(15). 車頭結構焊接裝配檢查 

      檢查車頭結構焊接內外面是否空焊、氣焊、凹击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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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車頭塗裝檢查 

 

 

 

(17). 座椅安裝檢查 

基座安裝、迴轉機構、傾斜機構、椅布、扶手等檢查 

 

(18). 多功能廁所功能測試 

         自動、手動沖水、滿水位偵測、開關門功能、緊急聯絡裝置檢

查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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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漏水試驗裝置 

每輛車沖水 15 分鐘任何部位不能發生滲水現象 

 

 

 

 

(20). 傾斜測試記錄 

 第 1 和 2 轉向架均能於瞬間同步作用，車廂同步傾斜。 

 上下相反、圖形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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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輻射污染檢驗測試 

新自強號製造期間日本發生輻射外洩事件，新自強號出厰前特別加

強輻射污染檢查，確保新車車體和各組件無輻射污染，以維護國人

健康。 

依測試程序書規定測試地點有 3 處 

甲、  車廂中間離車廂地板 1 m 高處 

乙、  車廂右側離軌道面 1m 並距離車身 1m 處。 

丙、  車廂左側離軌道面 1m 並距離車身 1m 處。 

   

特別要求加測駕駛室各項設備前和駕駛室 TCMS 主機前兩處 

 

 測試時日車未出示輻射檢驗儀器證明， 

 監造小組請日車補提示（詳檢驗儀器證明） 

 

各測試點所測得值不得高於 0.2 μSv/h， 

 

實際測得值均低於 0.2 μSv/h （詳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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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輻射儀器校驗證明查驗 

確認輻射檢驗儀器校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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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裝船作業監驗 

 

赴名古屋港辦理首批 16 輛裝船作業監驗工作，確保裝船作業時車 

完整，並以書面回報機務處。 

 

   赴名古屋港監驗首批 16 輛裝船作業 

 

 

圖 1  裝船作業情況 

 

 

圖 2  裝船吊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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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車輛放置船屋情形 

 

 

圖 4   檢查車輛固定情況 

 

 

圖 5  檢查車輛放置船屋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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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氣壓縮機例行測試及 TEP2002空氣壓縮機漏油事件檢討 

第一編成於出廠測試發現空壓機有油漬之情況，臨時奉機務處指赴 

空氣壓縮機製造廠 Nabtesco 公司辦理例行測試，並立即請

Nabtesco 公司提出原因分析檢討報告進行研討，其工作情況如下： 

 

空壓機例行測試（神戶 Nabtesco 公司） 

 

圖 1   測試前工作研討會 

Nabtesco 人員說明測試過程，監造小組提出問題，雙方確認例行測試

程序。 

 

空壓機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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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空壓機組裝 

 

 

圖 2    空壓機調移至試驗台 

 

 

圖 3    空壓機調移至試驗台 

 

 

圖 4  試驗機空氣管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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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測試前檢查 

 

檢查儀表板各式訊號是否正確 

圖 6   測試前檢查 

 

 

檢查各管路開通是否正確 

圖 7  空氣壓縮機測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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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量測空壓機馬達相間阻抗（3相平衡） 

 

 

圖 9  測試中檢視各部機件有無油漬情況 

並無漏油現象 

 

第一

編成

油漬

位置

漆白

色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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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測試完後檢討會議 

 

測試各項數據合於規範，並無漏油現象 

（詳漏油事件原因分析檢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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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油事件原因分析檢討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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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專題報告 

(1). 新自強號概述 

1. 動力及電源： 

 集電弓及車頂設備 

TEP 車廂皆配備一組集電弓，以提供與接觸線之最佳接觸。系統係靠彈簧

力及氣   壓缸以升起集電弓，並以一鉤型結構分別維持升弓位置及降下

集電弓。 

集電弓設有自動降落(ADD)裝置，當管路漏氣時集電弓會自動降下，降低

被撞壞的機率。 

 

 車頂高壓設備 

除了前段所述之集電弓外，TEP 車廂亦配備其它相關車頂設備，包含真空

斷路器(VCB)、避雷器、接地開關及高壓變壓器，此四部份皆安裝於一壓

縮單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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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電路架構 

採 P W M 整流器＋ V V V F變流器＋四個牽引馬達（自然進氣散熱）設

計、靜式變流器 S I V為 A C對 A C 轉換定壓定頻（C V C F）控制。 

 

 主變壓器 

TEP 車廂配有主變壓器。 

主變壓器接受來自電車線之高壓電，經降壓後提供正確電壓予動力系統

（牽引馬達）和輔助系統（靜式變流器）。 

 

 牽引整流/變流器 

TEM 車廂設有牽引整流器。 

每只牽引整流/變流器提供三相交流電源，每一牽引整流/變流器同時控制

四只 190 kW 牽引馬達 (1400VAC, 109A) 

 

主要規格如下： 

1) 主電路半導體元件採用絕緣閘極電晶體(IGBT)以提供高效率。 

2) 脈衝寬度調變 (PWM) 整流器系統提供電源及再生電軔機。 

3) 減緩較高頻率時，由牽引馬達及主變壓器所造成的噪音。 

4) 藉由三相變流系統之使用，可使接觸線之諧波緩和，可使電力裝置更完整。 

5) 使用自然冷卻系統可降低維修成本並可以保護環境。 

6) 牽引馬達電軔控制可提高軔機系統之使用壽命和減少維修成本。 

 

 牽引馬達 

TEM 車每只轉向架上皆配置兩只三相感應馬達 190 kW 牽引馬達，每一

TEM 車共 4 只馬達。 

 

2.  傾斜裝置 

 新自強號採用水平閥式空氣彈簧傾斜系統，主要由車高控制裝置(Height 

Changer'簡稱「HC」)、車體傾斜裝置(Tilting Controller，簡稱「TC」)、

電磁閥裝置(Valve Component，簡稱「VC」)的 3個裝置構成。 

 傾斜控制系統、傾斜控制裝置及傾斜機構均提供備援裝置，符合規範且是

相當安全之傾斜式車輛。 

 

3.  軔機系統 

 軔機系統包含踏面摩擦塊軔機、動力轉向架之再生軔機、非動力轉向架之

摩擦碟式軔機。依軔力需求單獨或混合搭配使用，產生最適冝軔力。 

 當列車由再生軔機降速時，動力車廂再生軔機優先作用，軔力不足時軔機

控制單元將產生指令使踏面摩擦式軔機和碟式摩擦軔機搭配使用，以節省

電力能源並將之車輪磨耗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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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軔機可使列車保持靜止並防止列車溜逸。 

        

列車性能與基本設備特性 

列車電力、營運速度、牽引馬達動力、加速度、運轉速度之性能如下表所示。 

列車控制、車廂設施、集電弓、主變壓器、主變換裝置、輔助電源供應、空氣壓

縮機、自動列車防護系統、傳輸裝置及行車調度無線電之特性亦於下表列出。 

 

列車性能與基本設備特性表 

 

參數 / 設備 基本特性 

列車性能 電力 AC 25Kv  60Hz 

 最大營運速

度 

140 km/h,  2%坡度時，均衡速度為 115km/h 

 牽引馬達動

力 

200 kW x 16 = 3200 (kW/列車) 

 加速度(起

動) 

0-50 Km/h.  0.6m/s
2 

0-130 Km/h,  0.3m/s
2 

 最大設計速

度 

150 km/h 

列車控制 牽引系統 VVVF 感應馬達 

 軔機系統 動力車廂 具再生電軔與電氣-空氣軔機 

  非動力車廂 具電氣-空氣軔機之軸裝碟式軔機 

車廂設備 車側窗戶 固定式：760 mm x 640 mm 

  半開式：712 mm x 630 mm 

 上下車門 液壓緊密滑門 

 車廂通道門 電動門機光電偵測 

 阻尼器 車廂之間 

 馬桶 真空馬桶系統 

 照明 先頭車 間接照明 30W/pc 

   照明 18W/pc 

   緊急照明 30W/pc 

18W/pc 

   車頭燈 200W/pc 

  中間車廂 間接照明 30W/pc 

   照明 18W/pc 

   緊急照明 30W/pc 

   18W/pc 

  所有車廂 雙閱讀燈 10W/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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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閱讀燈 10W/pc 

 餐飲設施 自動販賣機 

 內部 LCD 顯示  

 具停留軔機之煞車卡鉗組  

 牽引裝置  

 動力轉向架之軔機設備  

 拖車轉向架之軔機設備  

集電弓 弓臂型式 單臂式  

 集電弓頭 整合式集電弓頭 

 升弓偵測形式 壓力偵測式 

主變壓器 型式 強制油冷外殼型 

 額定容量 1,980 kVA 

 額定電壓 26125 V /1087 Vx2 /469x2 V, 60Hz 

主變換裝置 整流器 單向電壓三階控制 

 變流器 三相電壓三階控制 

 主切換裝置 IGBT 

輔助電源供

應 

輸出 AC 440V, 195kVA(穩壓) 

 穩壓式電源供應系統(DC 

100V) 

二極體橋式整流器+IGBT 換流器 

 穩壓式電源供應系統(AC 

110V) 

二極體橋式整流器+IGBT 變流器 

 非穩壓式電源供應系統

(AC 110V) 

變壓器 

 額定電力(kVA) 195kVA 

空氣壓縮機 容量 2,000 公升/分；螺桿式壓縮機 

列車自動防

護系統 

監控列車速度 接收軌道旁號誌系統以及司機員輸入

的特定列車資料，來提供列車允許速

度與其他監控相關資料 

列車無線電 訊號 集群式無線電 400MHz，7 個通話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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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自強號旅客資訊系統（PIS）、語音播報系統（VCS） 和車外影像 

監視系統 (CCTV)介紹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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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 

新自強號（高級列車）為提供良好視覺旅程訊息給所有旅客，特別安裝 LED 旅客

資訊系統（PIS）；為提供高級自動播音服務，安裝語音播報系統（VCS）。 

新自強號將行駛於北迴線與花東線，為提供更優質服務，特裝設一套車外影像監視

系統(CCTV)，可將沿途美麗風景導入車廂內供旅客欣賞沿途景色，藉以吸引更多客

源，亦可保存更多影像資料。 

 

電聯車組與列車組編排順序 

 

電聯車組(四個車廂)：由一輛 TED（駕駛拖車）、一輛 TEMA（馬達車）、一輛 TEP 

（電力車）及另一輛 TEMB（馬達車）組合而成。 

    其編組方式為： TED + TEMA  + TEP + TEMB 

 

    每一列車組(八個車廂)由兩組電聯車組組合而成， 

    其編組方式為： TED + TEMA  + TEP + TEMB + TEMB  + TEP + TEMA  + TED 

    

下圖為一個標準四節車廂之電聯車組。 

駕駛拖車 TED 一號馬達車  TEMA
電力車  TEP 二號馬達車 TEMB

車長室

駕駛室
 

圖 1 

 

 

系統功能 

本系統能提供列車旅客即時資訊服務。 

本旅客資訊系統(PIS)，經由車長室/服務員室之旅客資訊系統控制器

(PISC)，配合車廂之語音播報系統(VCS)，可自動(透過 ATP輸出之停車站站

名代碼)或手動(透過車長/服務員/司機員手動操作旅客資訊系統控制面板

(CP))，向全列車旅客播報停靠站名及相關旅途訊息，並且可以經由傳輸線同

步控制客車車廂之車內及車外顯示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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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客資訊系統（PIS） 

(1). 配置 

旅客資訊系統提供視覺的旅程訊息給所有旅客。 

下圖(圖 2) 新自強號之一組電聯車(四節車廂)之旅客資訊系統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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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強號之旅客資訊系統將由以下之次設備所組成： 

 旅客資訊系統控制器 (PISC) 

 車外終站顯示器 (DI) 

 前端顯示器 (FI) 

 液晶車內顯示器 (SI-LCD) 

 開門指示燈 (DOI) 

 駕駛台站名顯示器暨控制鍵盤 (SND) 

 車廂通訊單元 (CCU1A) 

 車廂通訊單元 (CCU1B) 

 車廂通訊單元 (CCU2) 

 列車通訊介面 (TCI) 

 控制面板 (CP) 

 麥克風（MIC) 

 

(2). 安裝位置與安裝數量 

 

PISC安裝於每一個電聯車組之車長室內 

SND和 TCI安裝於每一個電聯車組之駕駛室內 

每一電聯車組各安裝 1台 PISC、1台 SND及 1台 TCI 

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各安裝 2台 PISC、2台 SND及 2台 TCI 

 

 

CP與 MIC，安裝於每一個電聯車組之駕駛室與車長室內 

每一電聯車組各安裝 2台 CP及 2個 MIC 

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各安裝 4台 CP及 4個 MIC 

 

 

DI安裝於每一車廂客室之左右兩側牆板之前後端處 

每一電聯車安裝 16 台 

每一個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32台 

 

 

FI安裝於每一電聯車組駕駛拖車之車頭處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台 

每一個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2台 

 

 

 



 46 

 

SI-LCD安裝於每一客室之通道門上方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8台 

每一個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台 16台 SI-LCD 

 

DOI安裝於每一車廂之上下台門上方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6個 

每一個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台 32個 DOI 

 

 

CCU1A安裝於 TED 車廂之配電盤附近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一台，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2台 CCU1A 

 

CCU1B安裝於每一個 TEMA 及 TEP車廂之配電盤附近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2台，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4台 CCU 

 

CCU2安裝於 TEMB 車廂之配電盤附近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一台 

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2台 CC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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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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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音播報系統 

 

(1). 配置 

下圖為新自強號之一組電聯車(四節車廂)之語音播報系統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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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車B TE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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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號組之語音播報系統由以下之次設備所組成： 

 

 隱藏式麥克風 (MPA) 

 播音放大器 (PA) 

 車長室監聽喇叭 (MSC) 

 駕駛室監聽喇叭 (MSD) 

 播音喇叭 (BS) 

 播音控制器 (VCU) 

 客室緊急對講裝置(附蜂鳴器接頭) (EIP1) 

 客室緊急對講裝置 (EIP2) 

 車長室緊急對講裝置 (EIC) 

 聲音感應器 (VS) 

 緊急蜂鳴器(BZ) 

 

(2). 安裝位置與安裝數量 

 

  MPA 安裝於每一車廂(駕駛拖車除外)之配電盤附近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3台 MPA 

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6台 MPA 

 

PA整合安置於 CCU 內 

 

MSC 安裝於車長室內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個 

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2個 MSC 

 

MSD 安裝於駕駛室天花板上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個，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2個 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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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安裝於客室、廁所、男廁所、博愛廁所、博愛區、育嬰室、車長室/服務員室

等處。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46個，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92個。 

VCU 安裝於車長室內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個 

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2個 VCU 

 

EIC 安裝於每一個駕駛拖車之車長室/服務員室內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2台，每一個電聯車編組(兩個電聯車組)安裝 4台 EIC 

 

EIP 交錯裝設於每一上下車門處、廁所、男廁所、育嬰室、博愛廁所等適當位置，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23台，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46台 EIP。 

 

VS裝設於每一客室內之適當位置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8個，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16個 VS。 

 

BZ 裝設於每一車廂內之廁所、男廁所、育嬰室、博愛廁所及博愛區域等適當位

置。 

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8個，每一列車組(兩組電聯車組)安裝 16個 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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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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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音播報系統操作流程圖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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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旅客對講裝置操作流程 

 

 

 

 

 

 

 

 

 

 

 

 

 

 

 

 

 

 

 

 

 

 

 

 

 

 

 

 

圖 12 

 

(6). 播報之優先權設定 

 

本系統因應不同之播報目的與內容，將設定以下之優先順序： 

 第一優先廣播 PIS 系統之 PISC控制面板麥克風(CP)及各車廂之隱藏式麥克

風(MPA)之播音。 

 第二優先廣播 臨時停車或其他預設緊急訊息之播音。 

 第三優先廣播 PIS 系統之正常自動之播音。 

 第四優先廣播 PIS 系統之手動播音。 

 第五優先廣播 PIS 系統之連續、正常、自動之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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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CCTV)配置、架構、通信、設計與功能說明 

 

(1). 配置： 

下圖為每組電聯車組 (四節車廂)之車外影像監視系統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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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系統由下列組件組成： 

 數位攝影機 (CAM) 

 數位式錄影機 (DVR) 

 控制螢幕 (CM) 

 影像伺服器(VSR) 

 數位攝影機 (CAM) 安裝於每一駕駛拖車之駕駛室前端之適當位置，每一電聯車組 

    安裝 2 個， (每一列車組 4個)。 

 數位式錄影機（DVR）安裝於車長室，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個，(每一列車組安裝 

    2個)。 

 控制螢幕 (CM) 安裝於車長室內，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個，(每一列車組 2個)。 

 影像伺服器 (VSR) 安裝於車長室內，每一電聯車組安裝 1個，(每一列車組 2個)。 

 旅客資訊系統控制器 (PISC)、影像伺服器 (VSR) 和數位式錄影機（DVR）整合 

    在一起，安裝於車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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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構 

TE
M B

TE
M A

TE
P

TE
D

TE
M B

TE
P

TE
M A

TE
D

CC
U1

A
CC

U1
B

CC
U1

B
CC

U2
CC

U2
CC

U1
B

CC
U1

B
CC

U1
A

IP 

Ca
ma

ra

Vid
eo

 Se
rve

r15
" L

CD
 

Mo
nit

or

DV
R

IP 

Ca
ma

ra

Vid
eo

 Se
rve

r15
" L

CD
 

Mo
nit

or

DV
R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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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信說明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係為環式工業乙太網路骨幹設計，系統內部網路將由網

路攝影機、控制監視螢幕、數位錄影機及影像伺服器組合而成。 

監視影像將由影像伺服器藉由車廂通信單元（CCU）直接與貫穿全車之環

式工業乙太網路骨幹連線，將車外影像資料傳送至各車廂。 

操作人員可以藉由安裝於車長室/服務員室之控制監視顯示器，監看監視

畫面並調整所有監視監看功能；並可以將車外影像經由網路回送至旅客資

訊系統控制器 PISC。 

車外影像可經由 PIS 網路，傳送至各個車廂之液晶顯示器（LCD）播放，

以供旅客欣賞沿途景色，亦可經由 PISC 之 USB 介面，擷取儲放至其他儲

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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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流程 

           下圖為一標準之車外影像監視系統之系統操作流程圖。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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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計暨功能說明 

 

在正常操作模式下，車外影像監視系統能以影像壓縮或串流方式，連續錄影儲存

所有攝影機(四組攝影機)所存入之影像 60小時(每日 20小時 X三天)， 

 

每只攝影機每秒儲存 30影幅，每個儲存畫面將輔以時間/日期及畫面事件追蹤功

能，以供日後權責單位稽查考核。 

 

每一電聯車編組，將於車長室/服務員室設置一個數位錄影機。當系統開啟後，

攝影機自動啟動攝影。 

 

錄影機將儲放設置於本編組之兩組攝影機之錄影資料。 

 

若攝影機之錄影時間即將超過 60 小時，本系統將於控制螢幕上顯示將達最大錄

影時間之相關警示資訊，並將此訊號傳送至 PISC，若於警示緩衝時間內無任何

操作指示，在正常操作模式下，數位錄影機將自動執行覆蓋功能，以後壓前的方

式，將新的影像依序儲放於先前儲放之影像位置，並取消警示畫面。 

 

此警示畫面於錄影時間達每 60小時時，執行一次；警示緩衝時間暫定為 30分鐘。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之錄影模式如下： 

 直接錄影模式(正常操作模式) 

 事件錄影模式(預留模式) 

 定時錄影模式(預留模式)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可以透過與車輛 TCMS 系統之通訊，自動結束於 SI_LCD 之播放

作業。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之機構設計為集中模組式可抽取設計，其中關於數位錄影機及

影像伺服器  將與 PIS 系統之 PISC整合於同一個機構上。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之儲存影像資料，可由 PIS 之 PISC經由膝上型電腦，透過 USB

界面傳送，亦可透過無線網路技術傳送至行動式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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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鐵路運輸以服務旅客為目的，電氣化鐵路運輸符合節能減碳環保需求，是極為

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新自強號為傾斜式列車適合多彎道的宜蘭和北迴線，其

車速快、外型流線美觀、服務設備貼心又完善。加入營運後除可提供最優質的

服務外並可縮短臺北到花蓮之行駛時間，今年底花東線電氣化完工後，列車更

可直達台東，屆時北東只要 3.5小時，新自強號必能將旅客安全、迅速、確實、

貼心的送達目的地替本局增加營收並獲旅客讚譽。 

 

    此次監造最大心得是發現新自強號具有下列特色 

1. 運轉速度提升： 

 水平軌道上，列車車速設計為 150 km/h；滿載之情況下，列車之最大營運速度

為 140 km/h。 

 軸重輕量化：車體結構以長型壓擠成型之鋁合金焊接打造，軸重減輕可以高速

行駛。 

    車身流線型：美化並藉以減低風阻所產生之行駛阻力。 

 

2. 節能效果提升： 

 採用再生式電軔，將再生電力回饋至電車線，可節省電費；降低車輪磨耗率可

降低維修成本。 

   非動力車採用碟盤式摩擦軔機，減少車輪磨損率，節省保養成本。 

 集電弓設有自動降落(ADD)裝置，當管路漏氣時集電弓會自動降下，降低被撞壞

的機率。 

 

3. 安全設備提升： 

   能量吸收裝置： 

T E D 設有機械保險機構及連結器緩衝裝置以大幅度吸收受衝擊時產生之能量；

在車端設置防爬器，當發生撞擊事件時，防止車端部受擠壓變形，降低傷亡人數

和損失。 

防墜落裝置：防止旅客墜落意外傷亡事件。 

乘務員安全門：設置駕駛室左後端邊扇門，當緊急時乘務員施以必要之軔機後可

由此通路安全抵達車廂，保護自身安全。 

防火、耐燃要求：在工藝標準上，使用低煙、無毒之材料和電纜，發生火災時不    

會產生大量煙霧，可大量降低旅客傷亡人數。 

 

4. 服務設備提升： 

 I T S 智慧型旅客資訊系統 (PIS)：車外顯示器顯示車次號碼、經由路線和終點站， 

車內顯示器顯示車次號碼、經由路線和停靠站等訊息，以減少旅客誤乘；並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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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即時新聞讓旅客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語音播報系統(VCS)：自動或手動適時播報列車各項訊息，減少旅客誤乘或錯過

目的車站；播報列車誤點、臨停或待避原因，使訊息透明，方便旅客安排行程。 

 

 車外影像監視系統(CCTV)和液晶顯示幕：提供旅客更詳盡訊息（如轉乘資訊）和

北迴線、花東線沿途綺麗景色美景影像，增添旅程情趣。 

     

     自動販賣機：販售多種冷、熱飲品，提供更貼心服務。 

  

     大件行李間：每車廂端部設置大件行李間，方便大件行李之放置與拿取，減少旅

客上下時間。 

 

   固定式餐桌座位（設有餐桌）和收納式小餐桌：方便旅客用餐書寫或商務用途。 

  

 多功能（無障礙）廁所：圓弧形造型美觀大方，大空間方便輪椅迴轉及置放輪椅；

尿布更換台方便小嬰兒更換尿布。 

 

   育嬰室：提供舒適又隱密的空間，方便媽媽哺乳，增進親子情感。 

 

 緊急聯絡對講機：每節車廂和各式廁所設有緊急聯絡對講機，直接連通駕駛室與

車長室，方便旅客緊急時使用。 

 

   各種點字標示：提供特殊需求者使用。 

 

   照明設備：採用省電型 T5 日光燈配合間接照明使得室內空間寬敞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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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配合新車加入營運，修定檢修制度和檢修規章，全面提高妥善率、可用率和可靠

度，藉以降低故障率和誤點率。 

 

(1). 訂定維修人才訓練計畫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制定培訓計畫，大量選送各級維修人員赴國外相關車

型之優良維修鐵路機廠、機務段長期培訓或聘請國外保養專家指導，全面

提升檢修技能。 

 

(2). 建立嚴謹全新的檢修規章 

科技日新月異，無論電子元件、金屬類、橡膠件、電纜、、等等均長足進

步。新車使用之材料之壽齡和保養周期應以新思維方式訂定檢修規章和檢

修週期，確保最高維修品質。 

 

(3). 建立完整檢修制度並以預防保養方式保養新車。 

甲、 以各類組件之壽齡或維修週期方式保養，確保維持品質。 

乙、 以組件式更換方式以縮短保養日數和提升維修品質。 

 

(4). 建立完善之供料系統 

甲、 和製造商簽訂供料契約，依各級保養所需各組件、材料供料，確

保供料無虞。 

乙、 加速建立後勤支援管理系統(臺北機廠建置中) 使物料與維修週 

期、維修工單等同步，縮短購料時程提前備料。 

 

2. 積極擴建鐵道博物館和成立鐵道文化園區 

 

此次監造期間曾經利用假日參訪日本名古屋道博物館，該博物館展示大量使用

過之機車、貨車、客車和設備。自成立以來每天均有數萬人次參觀，替 JR 帶

來可觀營收。 

臺鐵局百年來使用過大量蒸氣機車、柴電機車、電氣機車、電聯車、各式客車、

貨車，更有兩輛國寶級花車，也保存有相關設施、設備，足夠成立鐵道博物館。 

 

(1). 鐵道博物館 

運用彰化機務段優美之扇形車庫、轉盤和周邊線路設施成立大型鐵道博物

館，將苗栗鐵路博物館展示車輛和設備移至新館展示。 

彰化機務段鐵、公路交通方便，更有八卦山風景區、與集集線，一定可帶

來參觀人潮以增加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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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道文化園區 

      運用富岡基地新臺北機廠成立鐵道文化園區，將現有臺北機廠之舊有設備

移設展示，並運用新廠檢修現場新設之空中參觀走廊，將維修與教學結合， 

      積極規劃知性旅遊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