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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名稱： ACSR 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 

頁數 29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台電 人資處/陳德隆/（02）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張書維/台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化學研究專員/（02）8078-2252 

出國類別：□1考察□2進修□3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105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05 年 9 月 28 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架空導體、鋼芯鋁線、腐蝕、渦電流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本次任務乃針對 ACSR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派員赴日本 Fujikura
公司研習架空導體內部腐蝕量化檢測，以了解其技術發展與應用現況，此行也
與東京電力公司交流身為電力營運單位對於輸電導體檢測技術之經驗，另在
Fujikura公司的安排下，於比奈車站見習導體檢測之現場工作，並參訪 VISCAS
位於東京靜岡縣的沼津工廠，了解新型導線的技術特點與適用環境。架空導體
腐蝕量化檢測技術除可進行非破壞性檢測外，亦可同時定量分析導體之內部腐
蝕與外部腐蝕情形，有助於輸電線路之運維管理，可提升電力供應之穩定性及
降低輸電運維成本等效益，技術與成果值得參考，也有助於相關研究計畫之推
行。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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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任務之起源 

近年來供電吃緊，架空輸電線路擴建困難，為了維持供電的可靠性，

防範輸電線路發生斷線事故，供電系統已採用紅外線診斷接點發熟，直

昇機、高倍望遠鏡、影像分析等表面的劣化狀況判斷導體表面鏽蝕或斷

股方式，現場維護除了加強點檢與維護等方法外，目前架空輸電線路點

檢皆只能對導體表面鋁絞線腐蝕或斷股狀況的定性分析判斷，無法對導

體承受拉伸應力的鋼線腐蝕程度(內部與表面)、斷面積與殘餘強度進行

分析，因此，隨著舊架空輸電線路設施的數量日漸老化增多，線路經歷

沿海地區海風鹽份，工業地區硫化物、氮氧化物、酸鹼廢氣等侵蝕，加

上微風振動或暴風雨構成導體鋼氯因腐蝕、痕勞、應力腐蝕等現象，導

致無預警的斷線停電事故，故有必要將現有的架空輸電線路設施建立

ACSR 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及使用年限評估技術，以保持穩定的電力

供應及輸電運維合理成本。 

本次任務乃依 105 年度「ACSR 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出國

計畫內容，針對 ACSR 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派員赴日本，對

現行相關技術進行資料收集、歸納與評估，掌握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與

實況，並與其他相關從業人員交流吸收經驗，將有利於技術的引進與後

續技術推行。 

1.2 任務之目標 

本次出國任務目標為(1)研習 ACSR 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之

裝置、原理與應用方式(2)了解先進國家對於架空輸電線路的腐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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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方式，以供借鏡，依此建立研發能力與相關技術。本次實習習內

容，可概略分為 4 大要點： 

研習：Fujikura 公司設備技術研習。 

討論：東京電力技術使用經驗討論。 

見習：比奈車站現場實際運行見習。 

參訪：參訪 VISCAS 沼津工廠之新型輸電導線。 

1.3 行程與內容 

日期  前往機構  詳細工作內容  

07/25 台北→東京  路程  

07/26 Fujikura Ltd.  Fujikura公司設備技術研習  

07/27 東京電力公司  

(Fujikura Ltd.) 

東京電力技術使用經驗討論  

07/28 Fujikura Ltd.  

VISCAS 

比奈車站現場實際運行見習  

參觀VISCAS沼津工廠產線作業  

07/29 Fujikura Ltd.  討論技術引進之可行性  

07/30 東京→台北   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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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心得報告 

2.1 Fujikura公司設備技術研習 

Fujikura 集團創立於 1885 年，總公司位於東京，最早以棉絹卷線製

造起家，從 1890 年開始絕緣電線的製造，並持續擴展國際化事業活動，

除日本外，企業版圖涵蓋亞洲、中國、歐洲、中東、非洲等地區，全世

界的相關公司與辦公處近百家，全集團員工總數超過 5 萬人，公司原本

以電力電纜線起家，集團目前以四大事業體為核心，分別為電力與通訊

傳輸、電子零組件事業、汽車產品與房地產事業等。此行 ACSR 架空

導體腐蝕量化檢測設備技術研習的地點為 Fujikura 位於東京總公司旁

的 R&D Center，其定位近似於本所，主要為技術研發與評估，如圖 1。 

 

圖 1 Fujikura 總公司 

2.1.1日本 ACSR架空導體現況與腐蝕機制 

   目前在最常用的架空輸電線材料中，鋁已逐漸取代銅，雖然欲達成

相同損失，鋁導體之截面積比銅導體大，但是鋁成本較低，重量較輕，

且較銅含量豐富，並較易取得。在輸電線路中，常使用的導體之一即鋼

芯鋁線（Aluminium Conductor Steel Reinforced, ACSR）。如圖 2 所示，

其結構是由中心為鋼線，外圍由鋁線絞成，且因為鋁絞線導體可以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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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製造出，因此較大尺寸的導體只要依序增加其外圍線層數即可獲得，

又因此導體便於排列成股導體，較實心導體之應用彈性佳，且此導體中

心使用鋼線，並使得導體具有較高之強度重量比。 

    此行經與日方人員討論了解到，日本與台灣狀況近似，同樣有架空

輸電線路設施老化之問題，至今為止，超過 30 年仍在服役的線路總計

超過60萬公里[1]，而腐蝕情形依其成因分類並統計結果如圖3[1]所示，

顯示主要腐蝕之成因為海鹽、沿海工業區、工廠與工業廢棄物等，其中

海鹽與沿海工業區合計超過 80%，顯示沿海地區為最高風險區域，而

現今本公司對於架空導體線路的維護準則，也同樣以距離海岸線的距離

作為分級依據，以最高風險之維護等級為 0~1km 為例，每年須點檢一

次，導線汰換週期為 10~15 年[2]。 

    導線腐蝕依其特徵，可分成內部腐蝕與外部腐蝕，海鹽便是內部腐

蝕之主要肇因，其特徵為在導線內部形成含鋁之白色腐蝕生成物，不易

從外觀發覺腐蝕現象，腐蝕部位為內部鋁絞線，如圖 4 所示，而另一種

內部腐蝕現象，腐蝕部位則為內部鋼絞線，如圖 5 所示，主要的肇因則

為工廠排放的酸霧，其特徵為外部與內部鋁素線均無嚴重腐蝕現象，然

鋼素線的截面積(殘餘面積)實已大幅減少，對於導線的使用安全有嚴重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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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鋼芯鋁線(ACSR)構造示意圖 

 

 

圖 3 導線主要腐蝕之成因統計與分類[1] 

 

 

圖 4 導線內部腐蝕特徵-海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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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導線內部腐蝕特徵-酸霧 

 

2.1.2 ACSR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特點 

由於 ACSR 架空導體內部腐蝕不易從外部目視檢測發覺，現行內

部腐蝕的檢測評估僅可部分抽樣後，量取殘餘線徑並配合拉力試驗的結

果評估導體殘餘壽命，然其方式為破壞性試驗，且限於取樣長度，無法

獲取大量數據，也不易量化表示，Fujikura 人員表示，他們所開發之架

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除可量化表示腐蝕程度，且可同時量測內部與外部

腐蝕情形，可量測的導體型式如除ACSR外，另包括TACSR、ACSR/AC、

IACSR、UTACSR 及其他與 ACSR 構造形式類似之導線，因應日本的

導線規格，目前可應用導體腐蝕檢測之線徑規格如表 1 所示，線徑範圍

為 80~1520mm
2，設備架構示意如圖 6 所示，設備尺寸與重量分布規格

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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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目前可應用導體腐蝕檢測之線徑規格 

編號 導體尺寸 外徑 

1 80mm
2
 (13.00mmΦ) 

2 97 mm
2
 (16.00mmΦ) 

3 120 mm
2
 (16.10mmΦ) 

4 IACSR 120 mm
2
 (架空地線) (17.50mmΦ) 

5 160 mm
2
 (18.20mmΦ) 

6 170 mm
2
 (18.35mmΦ) 

7 200 mm
2
 (20.30mmΦ) 

8 240 mm
2
 (22.40mmΦ) 

9 260 mm
2
 (22.30mmΦ) 

10 330 mm
2
 (25.30mmΦ) 

11 410 mm
2
 (28.50mmΦ) 

12 520 mm
2
 (31.50mmΦ) 

13 610 mm
2
 (34.20mmΦ) 

14 680 mm
2
 (36.00mmΦ) 

15 810 mm
2
 (38.40mmΦ) 

16 1520 mm
2
 (52.8mmΦ) 

 

圖 6 導體腐蝕檢測設備架構示意 



 12  

表 2 導體腐蝕檢測設備尺寸與重量分布規格 

估計重量 主偵測器本體 約 8kg 

滑動式感應線圈 約 9kg 

電池與其他 約 3kg 

總計 約 20kg 

尺寸 主偵測器本體控制器 (W)    (H)   (D) 

200mmx90mmx270mm 

滑動式感應線圈 (W)    (H)   (D) 

300mmx380mmx120xx 

    檢測設備本體由主偵測器、滑動式感應線圈及電池所組成，操作方

式為利用滑動式感應線圈通過待測導體量測訊號後，透過主偵測器自高

空發送訊號至地面的電腦，其傳輸方式為透過無線電波，因此傳輸距離

有限，約 800~1000m，另由於導體腐蝕檢測需高空作業，因此設備重

量為重要考量，最早為總重為 70kg，現已改良為含電池總重 20kg，且

體積也大幅縮小，由 Fujikura 人員現場示範如圖 10 所示，職現場測試，

確屬一般人可手提接受之重量。 

  

圖 7 導體腐蝕檢測設備現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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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設備功能與原理 

    導體腐蝕檢測設備採用渦電流(Eddy current)檢測法，一般此檢測法

適用於檢測金屬導體，其原理為將載有交流電之激發線圈接近金屬物體，

使得金屬導體引發交變磁場，感應產生旋渦狀電流，由於感應電流之振

幅及相位會隨導體特性(如導電率、導磁係數)差異而變化，這些渦電流

亦感應交變磁場，依此改變感應線圈之磁場及阻抗，如圖 8 所示，並藉

由阻抗變化的原理，目前已普遍應用於金屬表面或次表面瑕疵之探傷、

量測金屬物理性質(如導電率)、鑑別、控制熱處理及加工條件、量測金

屬薄片及薄管厚度及量測塗層膜厚等，而導體腐蝕檢測設備則應用殘餘

線徑與阻抗變化之關係達到量化檢測之效果。 

    由於 ACSR 導體內外層的材質並不相同，為能明確鑑別不同材質

的腐蝕情形，可藉由控制渦電流感測頻率之差異將兩種不同材質之訊號

分開，情形如圖 9 所示，低頻時對鋼線感應的訊號敏感而高頻時反而鋁

線較敏感，依此原理可明確區分外部鋁絞線及內部鋼絞線的腐蝕情形，

鋼絞線之最佳感應頻率約為 20Hz，鋁絞線則視需要其最佳感應頻率在

1kHz 以上。 

 

圖 8 導體腐蝕檢測設備原理-渦電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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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導體腐蝕檢測設備原理-渦電流檢測 

2.1.4 資料庫建立方法 

    定量分析的關鍵在於檢量線及資料庫的建立，為了能定量檢測不同

線徑與形狀規格之導體，Fujikura 人員表示須依導體的規格差異設計不

同的感應線圈，並各自建立檢量線及資料庫，建立檢量線樣品的範例如

圖 10 所示，先將指定規格的導線設計成 10 種不同型態的樣品，逐一減

少其絞線數量，以達控制殘餘線徑之目的，根據其減少之絞線截面積與

量測訊號的減量幅度，建立相關性分析，如圖 11 所示，而後量測不同

型態樣品之拉伸強度，並分別將鋼絞線與鋁絞線的拉伸強度與殘餘面積

進行相關性分析如圖 12，最後再進行量測數據與實際線徑之驗證，便

完成單一規格之資料庫，其完整流程如圖 13 所示，目前 Fujikura 已有

16 種不同規格導線之對應線圈與資料庫，未來本公司如有意引進其技

術，由於台日導體規格之差異，資料庫的建立為首要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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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建立檢量線樣品的範例 

 

圖 11 殘餘線徑與量測訊號之相關性分析 

 

圖 12 殘餘線徑與拉伸強度之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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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建立檢量線與資料庫之完整流程圖 

2.2 東京電力技術使用經驗討論 

2.2.1檢測技術發展緣起與現況 

    ACSR 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在日本最早源自於東北電力公

司的研究，當時目標是以自走式機器人進行檢測，而後由東京電力公司

(TEPCO) 與 Fujikura 共同技術改良並應用於實際場域，並於 2004 年透

過 J-Power 將此技術推廣至日本其他電力公司，目前全日本 10 家電力

公司均採用此技術進行架空導體的腐蝕檢測，統計自 2001 年至 2015

年，已有超過 3800 組線路之使用實績，統計資料如圖 14 所示，如以單

一組線路 400m 計算，已有 1520 公里，且隨著線路老化，其實積數可

望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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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導體腐蝕量化檢測實績數統計[3] 

2.2.2使用者經驗討論 

    由於東京電力公司身為此項技術的共同發展參與者，也同時是技術

的使用單位，同樣是電力供應端，其定位與本公司類似，為了解身為使

用者對於這項技術之評價與經驗，此行也安排赴東京電力總公司與負責

輸電線路之維護人員進行經驗與技術交流，討論情形如圖 15，根據討

論與交流之結果，重點摘錄如下： 

1. 日本 10 家電力公司均採用 Fujikura 所開發的設備進行導線內部腐蝕

量測，歷程已超過 10 年，單東電已有 2000 組線路的實績，為目前

該技術實績數最多的電力公司。 

2. 依風險等級，選擇沿海以及靠近工廠的導線進行檢測。 

3. 至目前為止，最常檢測的導線規格為 160、240 與 410mm
2 等 3 種線

徑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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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腐蝕檢測的需求與決定層級為各地方供電支社，等同於本公司的供

電區營運處，由當地提出需求，總公司僅核備。 

5. 高空作業人員由東電委託當地民間的協力廠商協助配合，其作業方

式無需執照，其作業資格由各電力公司認定即可，儀器設備之教育

訓練由 Fujikura 負責，儀器數據的判讀與資料擷取也由 Fujikura 派

遣之工程師辦理，電力公司視需要派員監督以確保工作安全。 

6. 目前在日本，導線腐蝕檢測之服務以 Fujikura 提供技術服務的方式

辦理，由 Fujikura 提供評估報告，根據檢測情形提供建議，然更換

線路與否及維護方式則由各電力公司決定。 

7. 由於部分導線可能鏽蝕嚴重，必要時仍需取樣檢測，送測樣品委由

外界的研究機構或由東京電力本身的研究所進行檢測與分析。 

 

 

圖 15 東京電力交流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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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奈車站現場實際運行見習 

2.3.1 現場檢測適用環境與工作流程 

根據 Fujikura 人員表示，以一組導線 400m 為例，現場完整檢測需

時約 3 小時，一天最多 2~3 組導線，其可施作導線之數量受限於地域

環境，如高山區域由於作業不便，也可能一天只能施作 1 組，又或者由

於環境氣候，如下雨天等，均影響其作業之速度。根據先前章節所述，

日本超過 30 年仍在服役的線路總計超過 60 萬公里，無法也無需針對所

有線路進行檢測，因此針對其風險等級，Fujikura 提出建議施作腐蝕檢

測之環境狀況，如表 3 所示，依其建議可知其建議思考邏輯仍以海鹽造

成的內部腐蝕為主，輔以其他工業區、工廠周遭、濕氣較重之區域及山

區融雪等較細微之內部與外部腐蝕之狀況。 

 

表 3 建議施作導線腐蝕檢測之環境狀況 

編號 適用環境與狀況 

1 半島與島嶼環境 

2 西半部海岸(海岸可見之地點) 

3 海洋與輸電線路間無障礙(例如山區)之區域 

4 塔座與塔座間有山澗，且其山澗走向為往海邊方向 

5 面向外海 

6 降雪嚴重之區域 

7 降雨期間較長之區域 

8 塔間跨過水壩、湖與河 

9 海拔高且多霧之區 

10 酸雨及酸霧嚴重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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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Fujikura 人員表示，由於高空作業之安全及專業考量，其導線腐

蝕檢測作業其標準配置為至少 7 人，分別為現場管理人(領班)1 名、電

氣技師 3 名、檢測專門人員 1 名、檢測儀器操作人員 1 名及內部腐蝕診

斷工程師 1 名，其職掌分別如表 4 所示，另可依需要增派人員，現行除

導線腐蝕診斷工程師 1 名由 Fujikura 派遣外，其他人員均由電力公司委

派當地之協力廠商，每天最多可檢測之線路長度總計約 800~1000m。 

表 4 現場檢測所需人員基本配置與職掌 

人員 人數 執掌 

現場管理人(領班) 1 現場總指揮 

電氣技師 3 基礎工事、接地、吊掛作業等… 

檢測專門人員 1 目視檢測 

檢測儀器操作人員 1 儀器操作 

導線腐蝕診斷工程師 1 儀器維護、資料擷取與前處理 

現場作業工作流程整理如下： 

1. 驗電、接地、安裝隔離桿等電力相關作業 

2. 人力攀爬鐵塔並安裝繩索 

3. 高空鐵塔吊掛纜車與安裝作業 

4. 高空鐵塔吊掛檢測儀器與安裝作業 

5. 量測開始與完成，量測過程中需與地面儀器操作員確認作業 

6. 儀器與纜車拆除等原安裝與吊掛之反向作業 

7. 接地等其他裝置拆除之善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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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實際運行見習概述 

    此次研習在 Fujikura 的安排下，會同 Fujikura 人員參與見習導線腐

蝕檢測之現場工作，安排見習之檢測線路為 Adeka Hina Line 2 號塔至 3

號塔之間的導線，塔間全長約 400m，電壓等級為 66kV，場址靠近富士

市的比奈車站，距離最近的海岸線僅不到 3 公里，位址如圖 16 左所示，

從地形來看，面海方向無明顯之遮蔽物(高山)，且檢測場址附近有製紙

工廠，如圖 16 右，綜其條件，場址同時符合臨海及工業污染兩大要件。 

 

圖 16 比奈車站實際運行見習位置與環境 

    此次導線檢測工作由東京電力公司所委託，現場檢測情形如圖 17~

圖 19 所示，本次導線檢測之導線高空作業員有 3 名，同一線路僅中間

導線進行導線內部腐蝕檢測，如圖所示，為維操作員之安全性，每一導

線之安全鎖均固定於兩處，以避免原安全裝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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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導線腐蝕檢測見習-1 

 

圖 18 導線腐蝕檢測見習-2 

 

圖 19 導線腐蝕檢測見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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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當日檢測作業時間約早上 9:00 開始，先進行包括接地與絕緣

等地面準備作業，約需時半小時完成地面作業，再花半小時完成人員上

塔及其他所有工具及儀器之吊掛作業，全長約 400 公尺之導線檢測僅花

1 小時完成，另 1 小時完成下塔及其他所有善後作業，中午前完成所有

作業，全程僅約 3 小時便完成 400 公尺的導線檢測，且在檢測過程中不

斷與地面工程師進行訊號檢測之確認，而檢測的間隔隨不同量測位置而

有所區別，其量測間格標準如表 5，以見習當日之地形標準為例，由於

整段導線非煙氣或酸霧直接接觸之區域，如無檢測異常或表面鏽蝕異常，

僅中間區段的檢測間隔縮短為 2m，其餘區段應採 5m 做為檢測間隔即

可。見習當日雖僅中間導線進行導線內部腐蝕檢測，然其餘兩組導線也

由其他高空作業檢測專門人員完成目視檢測工作，因此如以 1 天 8 小時

的工作時數，每天最多可檢測之線路長度總計約 800~1000m 是合理

的。 

表 5 導線腐蝕檢測間隔標準 

量測位置 量測間隔 

一般區域 5m 

兩塔間導線下垂之約 50m 之中間位置 2m 

煙氣或酸霧直接接觸之區域(汙染較嚴重) 1m 

目視可見異常之位置 

檢測數值異常之位置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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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檢測數據判讀 

    見習當日與Fujikura人員交流過程中曾提問其檢測的代表性為何，

Fujikura 表示由於腐蝕狀況與所處環境息息相關，因此檢測 1 路導線作

已足以代表其他兩路導線之腐蝕狀況，如以量化計算，1 路導線之檢測

可代表前後延伸各 5 路腐蝕狀況，意即以當日 400m 的檢測為例，足以

代表 12000m 長度導線之腐蝕狀態。而腐蝕檢測數據的呈現範例如圖 20

所示，以 300m 長度之導線為例，橫軸為兩塔間的距離，縱軸則為殘餘

線徑(面積)與資料庫比對之相對值，上方為鋁絞線之檢測數據，下方則

為鋼絞線，每一點均是檢測的數據與資料庫比對之結果，其點間距如同

前述，與位置相關，導線中間下垂位置之偵測點較密集，兩端則否，這

是因為導線下垂之形貌與重力作用，使腐蝕誘發因子易向此中間位置堆

積，此例之鋁絞線中間位置的殘餘線徑明顯減少，而鋼絞線未有明顯之

腐蝕跡象，為典型內部腐蝕之案例。 

 

圖 20 導線腐蝕檢測之數據範例-內部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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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述導線腐蝕檢測原理與資料庫的建立方法可知，藉由導線殘

餘線徑可推估其殘餘之拉伸強度，假設標準導線之強度比例為 100%標

準值，為保守估計，將全新導線的拉伸強度與標準拉伸強度的比例設定

為 110%標準值，再將量測結果與標準值比例進行比對，再根據結果進

行評估與後續建議，其標準如表 6 所示。 

表 6 導線腐蝕檢測數據結果評估與建議 

估計導線殘餘拉伸強度之比例 

(設定全新導線的強度比例為

110%標準值) 

結果評估 

(建議) 

超過 105%標準值 --------------------------------------- 

103~105%標準值 強度無問題，無立即性危險，然

預期將持續衰減，應持續追蹤。 

(建議應以年為週期觀測，並建議

每隔數年進行一次腐蝕檢測。) 

100~103%標準值 雖然估計值符合標準值，然應考

慮未來危險之可能性。 

(提升觀測頻率，建議未來考慮更

換強度較強的導線，例如

ACSR/AC) 

低於 100%標準值但高於 Tmaxx2.5

倍 

導線已衰減至產生相當程度，導

線的估計強度已低於標準值，未

來具高度可能之危險性。 

(建議盡快替換強度較強的導

線，例如 ACSR/AC) 

低於 Tmaxx2.5 倍 導線有顯著的衰減現象，導線的

強度可能已低於安全係數值，處

於高度危險狀態。 

(建議立即替換強度較強的導

線，例如 ACS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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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參訪VISCAS沼津工廠之新型輸電導線 

2.4.1 VISCAS沼津工廠 

    此次研習在 Fujikura 的聯繫下，亦參訪 VISCAS 公司位於東京靜岡

縣的沼津工廠，VISCAS 為 Furukawa 與 Fujikura 兩家公司合資所成立，

早期以地下電纜及海底電纜的工程建設為主要業務，自 2005 年開始轉

型為輸配電系統為主要營運項目[4]。沼津工廠最早自 1954 年便開始營

運，初期的製造項目便是架空輸電導線ACSR，後期並另有AC及OPGW

等不同型式之輸電導線，廠區占地 35000m
2，月產 200 噸以上的 AC 導

線，主要的輸電導線產品如圖 21 所示。 

 

圖 21 VISCAS 沼津工廠主力輸電導線產品 

2.4.2新型輸電導線 

   參訪過程除了解到輸電導線之製造與檢測等生產流程外，並在

VISCAS 人員的介紹下，了解 VISCAS 所開發的新型輸電導線(DR-LL 

導線)，DR 指的是 Drag Reduced，LL 則為 Low Loss 之縮寫，產品型式

與研習剪影如圖 22 所示，一般 ACSR 導線之素線剖面均為圓形，而

DR-LL 導線則由梯形剖面的導線所絞合，其優點為減少導線間的空隙

並增加傳導面積，一方面減低電力傳輸的阻抗，達到減少輸電能損的效

果，另一方面其導線外型的特殊性可減輕風壓造成的振動情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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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CAS 人員的說法，經評估此新型導線與傳統導線相較可減少 20%的

輸電能損，減輕 25%的風壓振動，相當於減少輸電導線受力，且在相

同輸電規格下，也可將塔座的承重能力及體積減少，同時具備減少能量

損耗、降低塔座建設成本及維護安全等效益。 

 

圖 22 VISCAS 新型輸電導線產品型式與研習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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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感想與建議 

1. 目前架空輸電線路點檢皆只能對導體表面鋁絞線腐蝕或斷股狀況的

定性分析判斷導線腐蝕狀況，無法定量分析腐蝕情形，也無法得知

內部鋼絞線與鋁絞線的腐蝕情形，本所對於導線腐蝕狀態分析已有

多年經驗，然仍受限於須破壞性取樣而仍有代表性不足之疑慮，

Fujikura 公司發展之架空導體腐蝕量化檢測技術除可進行非破壞性

檢測外，亦可同時定量分析導體之內部腐蝕與外部腐蝕情形，應有

助於保持穩定的電力供應及降低輸電運維成本，其技術與成果值得

參考。 

2. 日本 10 家電力公司均採用 Fujikura 所開發的設備進行導線內部腐蝕

量測，歷程已超過 10 年，東京電力公司依風險等級，優先選擇沿海

以及靠近工廠的導線進行檢測，由於台灣本身為海島型國家，且地

形多高山，其氣候條件與地形條件均與日本相近，如可克服高空作

業的工安困難，東京電力公司對於輸電線路的管理策略值得本公司

參考與借鏡。 

3. 現行導線腐蝕檢測之工作由各電力公司提出需求，Fujikura 以提供技

術服務的方式辦理，並由電力公司委託當地協力廠商進行高空作業，

Fujikura 負責儀器提供、數據擷取與提供評估報告，並依結果提供電

力公司建議，本次現場實際運行見習可知 400m 檢測的完整作業需

時 3 小時，一天約可完成 800~1000m 的檢測，由於檢測工作為團隊

執行且為高空作業，考量人力配置，未來公司如欲引進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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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配合既定之高空作業共同執行，以減少工安及運維成本，提升

作業效益。 

4. 新型輸電導線具備減少輸電能損及減輕風壓造成振動等優點，考量

其特性，未來本公司之高壓輸電容量如需提升，在不更換原鐵塔或

其尺寸等條件下，可考慮替換新型輸電導線以減少輸電量擴充所需

之成本，在台灣部分風壓較高的場域，也可評估其導線之適用性，

以提升輸電之安全與穩定性。 

5. 由於目前導體內部腐蝕檢測技術仍仰賴高空人力作業，然考量人員

安全，如可朝無人自動化或機器人等模式進行檢測，檢測之安全性

與效率將可再提升，未來宜持續關注相關技術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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