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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本次派訓班隊為發電機修護班(Tactical Power Generation Specialist)，MOS 為 91D-10，為

期 11 週。奉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108 年 4 月 11 日國陸人培字第 1080010058 號令。職於 108

年 5 月 13 日至 7 月 26 日赴美國維吉尼亞州的李堡(Fort Lee)參訓。 

訓練內容依照授課先後為區分，有保修人員安全規定及注意事項、美陸軍發電機種類介

紹、技令使用、表格填寫、啟動程序、基礎電學、發電機實務應用與選擇、電纜選擇、工具

介紹、工安規定、發動機概論、拆裝程序、發電機概論、三用電錶使用、電子元件介紹、電

路圖解析、故障查詢與排除等相關發電機修護課程。除了課堂講述等學科部分，也進行實際

操作等術科演練，使職能熟悉各項作業並於回單位後將所學得以教授。 

由於本班近一半的學生具備他國國籍，職也藉此機會學習不同文化，並利用課外之餘參

與國際學生交流以了解各國的部隊狀況與其實務應用，此外，多加使用下課休息空檔與美軍

現役人員、教官、雇員學習，除了對於美陸軍的體制運作以及組織架構有所認識，更加了解

美軍在精神層面與價值觀念上的可學習之處。此趟受訓獲益良多，受益匪淺，期能將在美國

所學學以致用，並能與同仁分享所見所聞，技術傳授，觀念傳承，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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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培養發電機修護專業人才，透過該課程學習保修基本概念，爾後若擔任裝備保

管人時，能具備所需知識，並於後續遇到其相關問題，能知道如何運用技令及規範尋

獲解答，亦或進行故障排除。 

貳、 過程 

一、 保修人員安全規定及注意事項： 

沒有安全規範與危安意識，一切都是枉然。美軍在每堂課開始之前，都會進行

安全規定與注意事項的宣達： (1) 火災、地震與龍捲風等天然災害避難處置 (2)

活動槍手等人為災害的處置 (3) 保修作業需將狗牌、項鍊、戒指、手鍊等飾品

取下，並穿著鋼頭工作靴，戴手套、配戴護目鏡與耳罩。安全永遠居首位。 

二、 美陸軍發電機介紹： 

91D-10 教學只針對 AMMPS (Advanced Medium Mobile Power Source)系列與 TQG 

(Tactical Quiet Generator)系列做介紹。前者為美軍較新型發電機，逐漸取代後者，

除了性能提升外，最重要的差異在於前者有內建診斷系統，具備數位控制系統

DCS (Digital control system)，30KW 與 60KW 更具備電子控制單元 ECM (Electronic 

control module)。在學期間分別使用過 5、10、15、30 與 60KW 。AMMPS 系統

發電機番號為 MEP-10N0，TOQ 系統發電機則為 MEP-80NA。 10N0 與 80NA 番

號 N 依據發電機瓦數相異有所不同。 例如 MEP-802A 為 TQG 5KW，MEP-806A

為 TQG 60KW；MEP-1030 為 AMMPS 5KW， MEP-1060 為 AMMPS 60KW，中間

依續列推。 

三、 技術書刊使用： 

Tactical Manual(TM)技令區分為傳統式的紙本技令與電子技令 ETM。ETM 為 PDF

格式。有-10 與-24&P 兩種。前者為使用者操作手冊；後者為保修與料件手冊，

區分成諸元介紹、故障排除、保修程序與料件查詢等章節，依照不同類型發電

機略有不同，但大同小異。課堂期間，教官均使用 ETM 作為教學，所使用到技

令的為 TM9-6115-NNN-NN： 

(1) 第一組為 Series number 系列號。例如 9 為軍械裝備。(2) 第二組為 Federal 

Supply Class(FSC) 聯邦補給分類。前 2 組號碼為一般分類，後兩組號碼則為細

項分類。例如 61 為能源供給裝備，而 6115 為發電機(組)。(3) 第三組為 Numerical 

sequence number 數序號。依據不同種類與瓦數發電機有所不同。例如 749 為

MEP-1030。(4) 第四組：Maintenance category 保修層級。例如 10 為使用者。舉

例：TM9-6115-749-10 為 MEP-1030 也就是 AMMPS 系統 5KW 發電機的使用者技

術手冊。 

四、 表格填寫： 

美陸軍所使用為 DA Form 2404。發電機的需登載事項為： 

(1) Organization 單位 (2) Nomenclature and Model 名稱與型號 (3) Serial/NSN 件號/

料號 (4) Hours 時數 (5) Date 時間 (6) Type Inspection 檢查類型 (7) TM Number 

and TM Date 技令編號與版期 (8a) Signature 簽名 (8b) Time 時間 (9a) TM Item 

number 技令項次編號  (9b) Status 狀態，依據技令項次逐一檢查，將所見事實以

Symbol符號表示：X不能使用狀態 Ⓧ 限制或特定使用狀態 –檢查或是更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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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9c) Deficiencies and Shortcoming 不足與短缺 (9d) Corrective Action 校正 (9e) 

Initial when corrected 改正後簽名 。 

五、 啟動程序: 

(1) Energize the generator (2) Dead crank switch from off to normal (3) Emergency stop 

button pull out (4) Prime run (5) Fault reset。Start 前必須大喊 Noise 用以提醒附近同

袍戴上耳罩，避免高分貝造成聽力受損。另外，由於此發電機設計為壓力式，

故必須將所有匣門關閉操作，才能得到較好的排氣效果。 

六、 基礎電學: 

該堂課程教授所需要之電學知識如下： 

        (1) 常用符號 (2) 直流電 DC、交流電 AC (3) 串聯 Series、並聯 Parallel  

(4) 電流(安培 I)、電壓(伏特 V)、電阻(歐姆 R) (5) 能量(瓦特 W)   

(6) 頻率 HZ (7) 導體 Conductor 

七、 發電機實務應用與選擇： 

繼上堂課介紹了所需要之電學知識，本堂課將公式導入 

(1)  V=IR  (2) E=IR  (3) P=IE 

並將 HP(馬力)、1Ø & 3Ø (單相位與三相位)、1/Ø (Current per Phase)、CM(電線尺

寸)、AVD (Actual Voltage Drop)加入應用，以計算得出所需使用之相關設備。為

此，該堂課將學生們帶至模擬設施帳篷，內部配備電扇、電燈、微波爐、筆電、

電視與咖啡機等電子產品，透過產品上的規格標籤，進行總需電量計算，並以

該數據挑選適合之發電機、轉接器與所需使用的 AWG(美國線規)以及編配插座

數量，然後進行上述裝備之架設，以期達到學理與實務的相互配合。 

八、 工具介紹： 

美方依據不同的裝備配附有不同的工具，並依任務調整，小至工具箱，其次為

工具車，甚至有機動工具載具，內建成套工具套組。在此堂課主要針對會使用

到的工具，再者常使用的工具，以及特種工具做介紹。並參照工具技令，從工

具正統名稱，暱稱，使用目的與方法，最後到保養方法，同學分組查明然後報

告，教官再予以校正。 

九、 工安規定 

有三個部份的危害需予以避免：(1) 對人體的危害，可區分成 Physical hazard 身

體危害與 Health hazard 健康危害 (2) 對大自然的危害 (3) 對機具的危害。 

接續介紹顏色泛指的意義: (1) 紅色:危險 (2) 黃色:警告 (3) 綠色:安全 (4) 黑

色與白色: 指示 (5) 藍色:開關。也對於 safety board 工安板、safety data sheet (SDS) 

安全資料手冊以及滅火器的分類做教授: (1) A 水:一般可燃物如木頭、紙張 (2) B

泡沫: 可燃液體 (3) C 二氧化碳:電器火災 (4) D 海龍:化學火災 

十、 發動機概論： 

由於發電機與發動機相互關聯，在了解發電機原理如何產出電力前，課堂先安

排發動機理論，針對四行程做解說(1) Intake 進氣、(2) Compression 壓縮、(3) Power

動力或是 Combustion or ignition 燃燒 和 (4) Exhaust 排氣，也對發動機各部件與

構成做功能說明，讓學生了解發動機驅動程序，以及與發電機之關係，避免產

稱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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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拆裝程序： 

銜接上堂課，將工具搭配技令做使用，本堂課為拆裝發動機的火星塞。這部分

美方特別著重於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需完完全全的依據步驟、程

序、要領，按照技令做拆裝。(1) 閱讀後動作 (2) 動作後填寫表格 (3) 技令與

所執行動作完全在同一頁次及項次，不依本能與記憶，而是眼到手到，恪遵程

序步驟要領。 

十二、發電機概論： 

在講述發電機如何藉由動能產出電能，介紹其與電動馬達是以電能產生動能不

同。後接續講述發電機構成，由定子、轉子、端蓋與軸承組成，藉由轉子在定

子中驅動，做切割磁力線的動作，產生感應電勢，從而在迴路催生出電流。後

接續發電機種類介紹：(1) 直流發電機：將動能轉化為直流電 DC (2) 交流發電

機：將動能轉化為交流電 AC。由於交流電的普及，前者逐漸式微。最後講述發

電機數據間的相互關係如：Load 負載上升、RPM 每分鐘轉速下降、CEMF 反電

動勢下降、Torque 扭力上升、Power 能量上升、Voltage 伏特上升 

十三、三用電錶使用： 

美方課堂所使用的三用電錶為 FLUKE 15B+，基於後續課程於故障查詢部分會使

用到，先行搭配電路板進行使用教學。針對交流電、直流電、電阻、二極體、

電流連續性以及黃色轉換功能鍵作使用。並且也進行10進位，單位轉換的練習：

千 k(103)、百萬 M(106)、毫 m(10-3)、微 µ(10-6) 的練習，避免單位疏漏造成裝備

選擇錯誤或是損害。 

十四、電子元件介紹： 

因應下堂課電路圖所需，針對下述電子元件功能逐一說明： (1) Resistor 電阻器 

(2) Transformer 變壓器 (3) Relay 繼電器 (4) Diode 二極體 (5) Fuse 保險絲 。並在

電路板上，搭配電腦系統，以三用電錶實際體驗，電腦經設定完成，會以固定

的 AC 或是 DC 電流、電壓輸出，要練習不同電子元件只需要更換電路板即可，

增進學習效率，以熟稔各部件作為，在接下來的故障查詢，方能知悉何部件未

有作用。 

十五、電路圖解析 

發電機電路圖區分成三組：(1) 15&60KW (2) 5&10KW (3) 3KW。並將 Schematic

搭配 Schematic diagram 以了解各迴路順序與流通方向。各型發電機諸元雖有所

不同，但差異不大，教官們以 60KW 當主軸，想法是該型發電機部件最為齊全，

學會 60KW，後續其他瓦數發電機大同小異。當一台發動機要 Fully Mission 

Capable (FMC)，需經過以下程序: (1) Crank 制動 (2) Start 啟動 (3) Run 維持(4) 

Produce voltage 產出電源 (5) Distribute power 供給電源 (6) Charge batteries 回充

電瓶。按照電學原理，電子會走最短的距離與電阻最小的路徑，教官依據發動

順序，逐一教學各部件迴路行徑方向，並在迴路完成之時，關閉或開啟相對應

之繼電器，以繼續下個迴路的行進解說，要求學生們理解並記下，以利後續故

障查明與排除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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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故障查明與排除: 

各程序有相對應的原件，並按啟動順序排列，如 Crank 需經 K21,K15,K2,L4,B1

後方能制動，由此得知，當發動機無法制動時，首先確認各開關皆已打開，油

箱有油，電瓶有電，那問題勢必出在該程序上，此時參照電路圖，K21 是否作

動，若有，再者 K15 依序 K2,L4,B1，採用刪去法，最終找到問題源，並配合三

用電錶與 schematic diagram 找出問題點是在元件還是線路，以進行更換或修復。

但如同文章第二篇所言，美陸軍目前已引進較新型的 AMMPS 發電機，該機型

擁有自我診斷系統，除了具備 DCS 外，30KW 與 60KW 更具備 ECM，如發電機

有錯誤會自動顯示在面板上，區分為 (1) Warning 警告 (2)Fault 錯誤，前者有潛

在問題並不建議啟動，後者則是會造成發電機無法啟動，無論是何種，皆會附

上一組代碼，將代碼輸入 ETM，找尋故障排除方法，較傳統方式更為效率。 

十七、ODX： 

為美陸軍野外實做課程，於畢業前一周，為期三天，外籍學生無法參與。 

參、 心得與建議 

一、 課程心得 

(一) 訓練部分： 

本次受訓見識到許多美軍的新式裝備、有效率的系統與堅實的作業流程，

還有因應戰鬥產生的訓練方式，以及面對挑戰與生存的積極態度與決心，

重要的是對於國家與軍人的肯定，也瞭解了美國士官晉升制度與本國的差

異，士官的汰除制度、流動歷練與良性競爭，造就更多更優秀的士官幹部，

在上課部份也較為生動活潑，主動提問，探討及解決問題。讓職收穫最大

的部份除了對於先進發電機的認識，室內操課場地配備齊全的讚嘆，更是

美國軍人對於教育上的努力以及觀念上的革新，藉由上述兩點，搭配良好

的體制，進一步塑造強大的軍人。教官們則以期許訓練出比自己更為優秀

的人才來取代自己為目標，並常灌輸學生們：我們的職務是發電機修護，

但我們的職責是一名步槍兵，戰鬥才是根本。彼此扶持，相互尊重。永遠

不拋棄戰鬥夥伴。引用教官對學生們的一句話作結： 

Army is not a job, but a career. It is not only a life style, but a way of living. 

陸軍不是一份工作，而是終生職涯 

不單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你的日常 

(二) 人文部分： 

除了課程之外，國際軍人學生辦公室(IMSO)幾乎每週都會舉辦活動，讓國

際學生們認識美國的歷史與文化，職也利用課後時間與其他學國際學生交

流，學習不同的體制與文化，特別的地方是，職受訓的發電機班隊近一半

為非美國公民，在課堂休息時分，除把握機會學習道地的美國文化外，也

把握機會學習他國文化，畢竟美國會如此強盛，就是因為聚集各國人才於

此，優良的予以學習、不良的予以警惕，開拓視界，努力向學，以不辱我

國軍人名聲。 

二、 建議事項 

本課程是賦與基礎發電機修護專長 91D-10，若要更深入研習，接續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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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D-20 的專長，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REPAIRER，以期成為 

更專業的發電機修護人才為目標。 

附件一 受訓期程 

發電機修護班受訓期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代號 

5/12 出境/前往 Fort Lee 報到 

5/13-5/19 0830-1630 IMSO 導覽 調適教育 

5/20 一 
0830 開訓  

1330 課程介紹  

5/21 二 
0830 指揮官座談  

1330 安全規範 α 

5/22 三 
0830 技術書刊 α 

1330 技術書刊 α 

5/23 四 
0830 技術書刊 α 

1330 測驗 α學科 

5/28 二 
0830 表格填寫 α 

1330 啟動程序 α 

5/29 三 
0830 啟動程序 α 

1130 測驗 α術科 

5/30 四 
0830 基礎電學 α 

1330 基礎電學 α 

5/31 五 
0830 基礎電學 α 

1330 基礎電學 α 

6/3 一 
0830 測驗 α學科 

1330 發電機應用與選擇 α 

6/4 二 
0830 發電機應用與選擇 α 

1330 發電機應用與選擇 α 

6/5 三 
0830 發電機應用與選擇 α 

1330 測驗 α術科 

6/6 四 
0830 工具介紹 β 

1330 工具介紹 β 

6/7 五 
0830 工安規定 β 

1330 測驗 β學科 

6/10 一 
0830 發動機概論 β 

1330 發動機概論 β 

6/11 二 
0830 發動機概論 β 

1330 發動機概論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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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三 
0830 拆裝程序 β 

1330 拆裝程序 β 

6/13 四 
0830 拆裝程序 β 

1330 測驗 β術科 

6/14 五 
0830 發電機概論 C 

1130 發電機概論 C 

6/17 一 
0830 發電機概論 C 

1130 發電機概論 C 

6/18 二 
0830 三用電錶使用 C 

1330 電子元件介紹 C 

6/19 三 
0830 電子元件介紹 C 

1330 電子元件介紹 C 

6/20 四 
0830 電子元件介紹 C 

1330 測驗 C 學科 

6/21 五 
0830 電路圖解析 Δ 

1330 電路圖解析 Δ 

6/24 一 
0830 電路圖解析 Δ 

1330 電路圖解析 Δ 

6/25 二 
0830 電路圖解析 Δ 

1330 電路圖解析 Δ 

6/26 三 
0830 電路圖解析 Δ 

1330 電路圖解析 Δ 

6/27 四 
0830 電路圖解析 Δ 

1330 電路圖解析 Δ 

6/28 五 
0830 電路圖解析 Δ 

1330 電路圖解析 Δ 

7/1 一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7/2 二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7/3 三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7/8 一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7/9 二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測驗 Δ 術科 Pt1 

7/10 三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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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四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7/12 五 
0830 測驗 Δ 術科 Pt2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Δ 

7/15 一 
0830 測驗 Δ 術科 Pt3-1 

1330 測驗 Δ 術科 Pt3-2 

7/16 二 
0830 ODX  

1330 ODX  

7/17 三 
0830 ODX  

1330 ODX  

7/18 四 
0830 ODX  

1330 ODX  

7/19 五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E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E 

7/22 一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E 

13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E 

7/23 二 
0830 故障查明與排除 E 

1330 測驗 E 術科 

7/24 三 0900 結訓典禮  

7/25 四 0900 繳還裝備  

7/26 五 0900 辦理離退程序  

7/27 六 離境美國 

7/29 一 入境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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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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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別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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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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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生活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