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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前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營運使用之電力機車計有 E200、

E300、E400型及推拉式列車之E1000型，機車車齡已逾使用年限，妥善率差、故障率高，

在 E500 型電力機車投入營運後，將逐步取代老舊機車，提升旅運服務品質。本次出國的

主要目的是於機車製造期間派遣檢驗人員至立約商東芝基礎設施系統株式會社（下稱立

約商）製造廠駐廠執行檢驗工作，包含現場檢視有關製造、組裝及測試工作，確認符合

契約規範內容。本梯監造人員於 113 年 5 月 7 日起至 6 月 5 日止為期 30 天，至立約商之

府中事業所執行檢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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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目前本公司營運使用之電力機車計有 E200、E300、E400 型，用於牽引莒光號、觀光

列車或貨物列車，及推拉式列車之 E1000 型用於牽引自強號列車，機車車齡 25 至 40 年以

上，已逾使用年限，妥善率差、故障率高，且面臨部分零組件停產缺料及購置成本昂貴

等問題，維修不易致故障頻繁發生，實有必要汰舊購置新機車，於是本公司(前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制訂「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104~113 年)」，將採購 1000 餘輛新

型車輛取代現有老舊車輛，購置計畫中機車共有 127 輛（目前預計購置 102 輛機車，留待

後續擴充25輛），目前其中有68輛為電力機車（E500型），由立約商東芝基礎設施系統

株式會社得標並製造，購案合約名稱為「電力機車 68 輛購案」。 

 

 

圖 1-1 本案新購 E500 型電力機車 

E500 型電力機車(圖 1-1)，是本公司首次引進日本製造的客貨兩用電力機車。本型車

規劃搭載 4G 網路訊號機，當車輛故障時，訊號機能將故障訊息傳回機務段讓機務人員進

行維修，是本公司車輛中首度配置此功能的車型，投入營運後，將逐步取代老舊的

E200~E400 及 E1000 型機車，有效提升旅運服務品質。此外，E500 型機車還獲得由本公司

和立約商聯合報名參賽之 GOOD DESIGN 設計競賽，在「新ビジネスデザイン」（New 

Business Design）領域獲得 2023 new focus award 獎，也顯示本公司重視新車的設計，

獲得國際肯定。 

本次出國的主要目的是前往立約商位於東京都府中市之工廠，於機車製造期間派遣檢

驗人員至製造廠（含零配件製造與組裝廠）執行檢驗工作，包含現場檢視有關製造、組

裝及測試之工作，確認符合契約規範內容及測試程序合乎規定。另由於 E501 至 E506 已抵

臺作交車測試中，測試中發現的問題將陸續反映給立約商，本次也將檢驗後續製造之機

車是否就問題點加以改善或改造，讓後續出貨抵臺之機車擁有更高的品質。同時也將藉

由本次行程，觀摩立約商工廠作業情形，借鏡其工法或管理之優良面，以提升改善本公

司現場作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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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芝的府中事業所簡介：位於府中市北部，佔地面積約 65.5 公頃，廠內有東芝集團

多家公司的生產線、研發設施和電梯支援中心。 具體而言，東芝集團的多家公司都在該

工廠設有基地，包括東芝基礎設施系統與解決方案有限公司，該公司生產與社會基礎設

施相關的產品，如供水和污水監測和控制系統以及電力機車，以及東芝能源系統與解決

方案有限公司，生產發電設備及核電和火力發電的輸配電設備，以及製造電梯的東芝電

梯。光是東芝集團就約有 6,000 名員工再加上協力廠商，該工廠的員工人數約為 10,000

人。該工廠早在 1940 年戰爭期間就位於當前位置(圖 1-2)。當時，府中工廠是電力機車

和電爐的製造基地。後來，在 1967 年，電梯和其他電梯的開發和製造基地建成。此外，

「智慧電網研究大樓」於 2010 年竣工，「氫能研發中心」於 2015 年竣工(圖 1-3)。因此 

，該工廠已經確立了作為東芝集團社會基礎設施部門領導旗艦工廠的穩固地位。(註一) 

 

      圖 1-2 東芝基礎設施系統株式會社的府中事業所，鄰近 JR 

             東日本武藏野線之北府中站(取自 Google map) 

 

 
       圖 1-3 東芝基礎設施系統株式會社府中事業所俯瞰圖 

 
(註一)資料參考：東芝府中工廠的建設|Tamashin Institute of Regional Economics (web-tamashi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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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檢驗週報 

表 2-1 第一週車輛檢驗週報表 

 



5 
 

表 2-2 第二週車輛檢驗週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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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第三週車輛檢驗週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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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第四週車輛檢驗週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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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第五週車輛檢驗週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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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驗過程 

一、檢驗項目 

電力機車測試分「型式測試」、「例行測試」、「出廠測試」與「交車測試」。

「型式測試」應於製造期間進行，且應於第 1輛機車進行「例行測試」前完成並通過 

。每一輛機車完工後且通過「例行測試」，方能進行「出廠測試」。機車交車後，將

於本公司之廠、段及主線路進行「交車測試」。「交車測試」分為整備測試、性能測

試、試運轉及試運轉成功後最後測試。立約商應負責改正所有測試不合格項目，直到

通過測試為止。 

於立約商廠內機車製造完成後主要進行「例行測試」及「出廠測試」，以下就本

梯次檢驗 E500 型電力機車測試項目介紹其概要，參與測試項目如表 3-1 所列： 

 

表 3-1 參與測試日期與項目 

項  次 日 期 車 號 測    試    項    目 

1 5/8 E513 油漆例行測試 

2 5/9 E507 
軔機與供氣系統例行測試程序書_7.8 軔機系統功能

測試、7.9 緊急軔機功能測試 

3 5/10 E507 
軔機與供氣系統出廠測試_7.4 自動排水閥測試、

7.7 軔缸壓力調整設備 

4 

5/15 

E511 車輛稱重例行測試 

5 E511 連結器尺寸量測及解鎖/閉鎖例行測試 _7.1尺寸量測 

6 E511 機車動態測試例行測試_7.1.4懸掛量測 

7 5/27 E512 牽引及 APU 之電路連續性出廠測試 

8 

5/28 

E512 

低速試運轉出廠測試_7.3速度控制模式之低速運轉功

能、7.4牽引力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7.6無人裝置功

能 

9 E512 集電弓出廠測試 

10 E512 空調機出廠測試 

11 E512 
電力轉換裝置之 APU/HEP 性能、蓄電池及蓄電池充電

器出廠測試_7.1輔助供電系統 

12 E512 軔機與供氣系統出廠測試_7.9軔機對軔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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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513 油漆例行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例行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6[ECS-E7-0039])、油漆例行測試程序書(EL68-BDY-TP-1005[ECS-QA-E7-TP-0057])

之規定實施測試。 

 

1.1 測試程序： 

1.1.1 表 3-2 塗裝測試項目： 

表 3-2 塗裝測試項目 

測試 ID 測 試 項 目 

1 機械室側牆總成  

2 駕駛室結構 

3 車架 

4 色調 

 

1.1.2 核對測量儀器製造商、型式及檢視校正使用期限，如圖 3-1、圖 3-2 所示。 

1.1.3 依照測試程序書內標示之檢驗點，量測塗裝模厚，是否合於規定值並記錄， 

測量點如圖 3-3 所示，量測方法如圖 3-4 所示，量測過程如圖 3-5 所示。 

1.1.4 檢視油漆色調無明顯差異。 

1.1.5 標記油漆表面輕微瑕疵或髒汙待後續處理，如圖 3-6 所示。 

 

 

  

圖 3-1 核對測量儀器製造商及

型式 

圖 3-2 檢視校正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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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塗裝膜後測量點示意圖 

 

 

圖 3-4 量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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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油漆膜厚量測過程 

 

 

  

  

圖 3-6 標記油漆表面輕微瑕疵或髒汙待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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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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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507 軔機與供氣系統例行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例行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6[ECS-E7-0039])、軔機與供氣系統例行測試程序書(EL68-BRK-TP-1001[ECS-QA-

E7-TP-0058])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章節 7.8 及 7.9） 

 

2.1 軔機系統功能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8），測試程序如表 3-3 所列。 

 

表 3-3 軔機系統功能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將壓力表接入閥操作附屬面板的

測試接頭(B01B51.06) 。 

確認為了執行下列測試步驟而接入

測試接頭之壓力表上的 BC 壓力。 

2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最小減壓位」。 

確認 BC 壓力為 1.0±0.14bar。 

17 

3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18 

4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全緊軔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7bar±0.14bar。 

19 

5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 

20 

6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持續置於「全

緊軔位」，按下單獨司軔閥把手

上的快鬆軔按鈕。 

BC 壓力為 0bar。 

21 

7 釋放單獨司軔閥把手上的快鬆軔

按鈕。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22 

8 操作 EBV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於

「運轉位」，並再次至於「全緊

軔位」。 

BC 壓力為 2.7bar±0.14bar。 

23 

9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鎮壓位」。 

BC 壓力為 2.7bar±0.14bar。 

24 

10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BC 壓力為 0bar。 

25 

11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重聯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9bar±0.14bar。 

26 

12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27 

13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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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操作 EBV 並將單獨司軔閥把手置

於「鬆軔/運轉位」。 

14 操作 EBV 並將單獨司軔閥把手置

於「全緊軔位」。 

BC 壓力為 3.2bar±0.14bar。 

29 

15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重聯位」。 

- 

30 

16 於另一端駕駛室重複上述步驟。 確認測試結果是否符合如上述。 

31 

 

 

2.2 軔機系統功能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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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緊急軔機功能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9），測試程序如表 3-4 所列。 

 

表 3-4 緊急軔機功能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將壓力表接入閥操作附屬面板的

測試接頭(B01B51.06)。 

確認為了執行下列測試步驟而接入

測試接頭之壓力表上的 BC 壓力。 

2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最小減壓位」。 

確認 BC 壓力為 1.0±0.14bar。 

17 

3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18 

4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全緊軔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7bar±0.14bar。 

19 

5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 

20 

6 BC 壓力為 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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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持續置於「全

緊軔位」，按下單獨司軔閥把手

上的快鬆軔按鈕。 

7 釋放單獨司軔閥把手上的快鬆軔

按鈕。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22 

8 操作 EBV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於

「運轉位」，並再次至於「全緊

軔位」。 

BC 壓力為 2.7bar±0.14bar。 

23 

9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鎮壓位」。 

BC 壓力為 2.7bar±0.14bar。 

24 

10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BC 壓力為 0bar。 

25 

11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重聯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9bar±0.14bar。 

26 

12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27 

13 操作 EBV 並將單獨司軔閥把手置

於「鬆軔/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28 

14 操作 EBV 並將單獨司軔閥把手置

於「全緊軔位」。 

BC 壓力為 3.2bar±0.14bar。 

29 

15 操作 EBV 並將自動司軔閥把手置

於「重聯位」。 

- 

30 

16 於另一端駕駛室重複上述步驟。 確認測試結果是否符合如上述。 

31 

 

 

 

 

 

 

 

 

 

 

 



18 
 

2.4 緊急軔機功能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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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507 軔機與供氣系統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軔機與供氣系統出廠測試程序書(EL68-BRK-TP-2001[ECS-QA-

E7-TP-0020])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章節 7.4 及 7.7） 

 

3.1 自動排水閥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4），測試程序如表 3-5 所列。 

 

表 3-5 自動排水閥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按下集電弓降弓開關(PanDS)。 當即電弓降弓，確認主風缸的自動

排水閥(A21/1)及軔機供氣風缸的自

動排水閥(A12/2)有執行排水動作。 

確認方式如圖 3-7 所示。 

2 按下集電弓升弓開關(PanUS)。 - 

3、

4 

於另一端駕駛室重複上述步驟 1

與步驟 2。 

- 

 

 

 

  

圖 3-7 由後端車下兩支排出管確認

是否有執行排水動作 

圖 3-8 主風缸自動排水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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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動排水閥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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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軔缸壓力調整設備（測試程序書章節 7.7），調整程序如表 3-6 所列。 

表 3-6 軔缸壓力調整設備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先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

於「運轉位」，單獨司軔閥把手

設於「鬆軔/運轉位」。 

確認為了執行下列測試步驟而接入

測試接頭之壓力表上的 BC 壓力。 

2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最小減壓位」。 

確認 BC 壓力為 1.0±0.14bar。 

3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4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全緊軔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7±0.14bar。 

5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6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全緊軔

位」，在此狀態下，按下單獨司

軔閥之「快鬆軔」按鈕。 

確認「全緊軔位」時的 BC 壓力為

2.7±0.14bar；確認按下「快鬆軔」

按鈕的 BC 壓力為 0bar。 

7 
釋放單獨司軔閥之「快鬆軔」按

鈕。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8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運轉位」，接著移動到「鎮壓

位」。 

確認「運轉位」時的 BC 壓力為 

0bar；確認「鎮壓位」時的 BC 壓力

為 2.7±0.14bar。 

9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10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重聯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9±0.14bar。 

11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12 
操作EBV，將單獨司軔閥把手設於

「鬆軔/運轉位」。 

確認 BC 壓力為 0bar。 

13 
操作EBV，將單獨司軔閥把手設於

「全緊軔位」。 

確認 BC 壓力為 3.2±0.14bar。 

14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緊急緊軔位」。 

確認緊急緊軔已實施，確認 BC 壓力

為 2.9±0.14bar。 

15 

將 EBV 維持在「緊急緊軔位」60

秒，操作 EBV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

設於「運轉位」。 

確認緊急緊軔已鬆軔，確認 BC 壓力

為 0bar。 

16 
操作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於

「重聯位」。 

確認 BC 壓力為 2.9±0.14bar。 

17~

32 

於另一端駕駛室重複以上步驟 1

至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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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軔缸壓力調整設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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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511 車輛稱重例行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例行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6[ECS-E7-0039])、車輛稱重例行測試程序書(EL68-BDY-TP-1004[ECS-QA-E7-TP-

0056])之規定實施測試。 

 

4.1 測試設備： 

軸重量測設備按裝於機坑內，計有 6 組量測單元，每次量測一組轉向架，將量測

結果傳輸記錄並顯示於電腦上，經由電腦軟體計算出車軸負載及車軸左右負載差異，

如圖 3-9 至圖 3-13 所示。  

 

 

圖 3-9 軸重量測設備分佈 

 

 

  

圖 3-10 軸重量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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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軸重量測數據顯示 

 

 

4.2 測試程序如表 3-7 所列。 

表 3-7 車輛稱重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以牽引車將機車由西向東移，至

轉向架 1 的每個車輪位於各量測

單元正中央的位置。 

測量電腦上顯示之數值。 

2 

以牽引車將機車由西向東移，至

轉向架 2 的每個車輪位於各量測

單元正中央的位置。 

測量電腦上顯示之數值。 

3 
以牽引車將機車由西向東移，直

至轉向架 2完全移出量測單元。 

無 

4 

以牽引車將機車由東向西移，至

轉向架 2 的每個車輪位於各量測

單元正中央的位置。 

測量電腦上顯示之數值。 

5 

以牽引車將機車由東向西移，至

轉向架 1 的每個車輪位於各量測

單元正中央的位置。 

測量電腦上顯示之數值。 

 

 

 



25 
 

4.3 測試條件如表 3-8 所列。 

表 3-8 每次測量條件 

 

 

  

圖 3-12 牽引車 圖 3-13 砂箱砂重模擬用配重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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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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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511 連結器尺寸量測及解鎖/閉鎖例行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例行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6[ECS-E7-0039])、連結器尺寸量測及解鎖/閉鎖例行測試程序書(EL68-CLR-TP-

1001[ECS-QA-E7-TP-0017])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章節 7.1） 

 

5.1 尺寸檢查（測試程序書章節 7.1），測試程序如表 3-9 所列。 

 

表 3-9 尺寸檢查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確認連結器回到中央位置，並準

備測量連結器長度，如圖 3-14 所

示。 

- 

2 使用量測工具測量總長度。 1295±5mm 

3 

於軌道面設置水平板，並準備從

連結器頭部測量點量測連結器高

度。 

- 

4 

使用量測工具測量連結器頭部中

央點至軌面高度，如圖 3-15 所

示。 

890+0/-10mm 

 

 

 

圖 3-14 連結器長度量測基準與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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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連結器高度量測基準與標準值 

 

 

5.2 尺寸檢查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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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511 機車動態測試例行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例行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6[ECS-E7-0039])、機車動態測試例行測試程序書(EL68-BDY-TP-1006[ECS-QA-E7-

TP-0073])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章節 7.1.4） 

 

6.1 懸掛測量（測試程序書章節 7.1.4），測試程序如表 3-10 所列。 

 

表 3-10 懸掛測量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使用靜態機車進行橫向尺寸的測

量。 

測量橫向尺寸L1和L2，如圖3-16所

示，合格標準為(L1+L2)/2 不超過

51mm。 

2 

使用靜態機車進行垂直尺寸的測

量。 

測量並計算垂直尺寸 PD1 和 PD2，如

圖 3-17、3-18、3-19 所示，合格標

準為 PD1+PD2 不超過 134.5mm。 

 

 
 

圖 3-16  L1、L2 尺寸定義 圖 3-17  PD1、PD2 尺寸定義 

 

 

 

圖 3-18  AD 尺寸定義 圖 3-19  各部尺寸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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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懸掛測量測試紀錄： 

 

 

 

7、E512 牽引及 APU 之電路連續性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牽引及 APU 之電路連續性出廠測試程序書(L68-SYS-TP-

2002[ECS-QA-E7-TP-0083])之規定實施測試。 

 

7.1 測試項目如表 3-11 所列。 

表 3-11 測試項目 

測試 ID 測 試 項 目 章節 

1 APU 起動測試   7.1 

2 牽引馬達於固定位置起動測試 7.2 

3 牽引馬達起動測試 7.3 

 

7.2 APU 起動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1），測試程序如表 3-12 所列。 

表 3-12 APU 起動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BatN 投入位(ON)。 用BAVM確認110Vdc 蓄電池電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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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前端駕駛室插入主控制器鑰

匙，並轉動到 ON 位。 

在DDU(畫面ID:D0400)上，確認蓄電

池接觸器(BatK1)的狀態。 

3 
按下集電弓升弓開關。 確認集電弓、VCB、LVIL 及 CVM 的狀

態。 

4 
 VCB 閉合後，確認 APU2 的輸出電

壓。 

5 
 確認 PCC 的水泵、MTr 的油泵及空氣

壓縮機的狀態。 

6 

 確認 APU1 的起動音並帶其穩定後，

在 DDU(畫面 ID:M0472)上，確認

APU1 的輸出電壓。 

7 
 確認 TMB 及 CCTB 在 DDU( 畫面

ID:F0100)上的狀態。 

8 
拔出主控器鑰匙並轉動到 OFF

位。 

無 

9 
於後端駕駛室插入主控制器鑰

匙，並轉動到 ON 位。 

在DDU(畫面ID:D0400)上，確認蓄電

池接觸器(BatK1)的狀態。 

10 
按下集電弓升弓開關。 確認集電弓、VCB、LVIL 及 CVM 的狀

態。 

11 
 VCB 閉合後，確認 APU2 的輸出電

壓。 

12 
 確認 PCC 的水泵、MTr 的油泵及空氣

壓縮機的狀態。 

13 

 確認 APU1 的起動音並帶其穩定後，

在 DDU(畫面 ID:M0472)上，確認

APU1 的輸出電壓。 

14 
 確認 TMB 及 CCTB 在 DDU( 畫面

ID:F0100)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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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APU 起動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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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牽引馬達於固定位置起動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2），測試程序如表 3-13 所列。 

表 3-13 牽引馬達於固定位置起動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於前端駕駛室的 DDU 上隔離

TM2~6。 

確認 TM2~6 的狀態。 

2 

將 REV 的把手推至「前進」位， 

並將 MCH 把手推至「10km/h」

位。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1 的電流。 

3 將 MCH 推至「OFF」位。 確認 TM1 的電流。 

4 

將 REV 的把手推至「後退」位，

並將 MCH 把手推至「10km/h」

位。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1 的電流。 

5 將主控制把手推至「OFF」位。 確認 TM1 的電流。 

6 
於 DDU (畫面 ID:M0700)上解除隔

離 TM2。 

確認 TM2 的狀態。 

7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1、TM2 的電流。 

8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3，並隔離 

TM2 

確認 TM2、TM3 的狀態。 

9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1、TM3 的電流。 

10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4、TM6，並

隔離 TM1、TM3。 

確認 TM1、TM3、TM4、TM6 的狀態。 

11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4、TM6 的電流。 

12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5，並隔離 

TM4。 

確認 TM4、TM5 的狀態。 

13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5、TM6 的電流。 

14 於 DDU 上隔離 TM5。 確認 TM5 的狀態。 

15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箭頭方向及 TM6 的電流。 

16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1~TM5。 確認 TM1~TM5 的狀態。 

17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箭頭方向及所有 TM 的電流。 

18 
將主控制器鑰匙轉動到 OFF 位，

並拔出鑰匙。 

N/A 

19 

至 

36 

於後端駕駛室插入主控制器鑰

匙，並轉動到 ON 位。重複上述

No.1~ No.18 的步驟。 

於後端駕駛室驗證上述同樣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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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牽引馬達於固定位置起動測試紀錄： 

 

 

 

7.6 牽引馬達起動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3），測試程序如表 3-14 所列。 

表 3-14 牽引馬達起動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於後端駕駛室的 DDU 上隔離

TM2~6。 

確認 TM2~6 的狀態。 

2 

將 REV 的把手推至「前進」位，

將 MCH 把手推至「10km/h」位，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推至「運轉

位」。 

確認TM1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行駛。 

3 

將 MCH 推至「OFF」位。 

將 EBV 的自動司軔閥把手推至

「全緊軔位」。 

確認 TM1 的電流及車輛已停下。 

4 

將 REV 的把手推至「後退」位，

將 MCH 把手推至「10km/h」位，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推至「運轉

位」。 

確認TM1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後行駛。 

5 將 MCH 推至「OFF」位。 確認 TM1 的電流及車輛已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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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將 EBV 的自動司軔閥把手推至

「全緊軔位」。 

6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2。 確認 TM2 的狀態。 

7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 TM1、 TM2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

/向後行駛。 

8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3，並隔離 

TM2。 

確認 TM2、TM3 的狀態。 

9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 TM1、 TM3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

/向後行駛。 

10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4、TM6，並

隔離 TM1、TM3。 

確認 TM1、TM3、TM4、TM6 的狀態。 

11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 TM4、 TM6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

/向後行駛。 

12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5，並隔離 

TM4。 

確認 TM4、TM5 的狀態。 

13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 TM5、 TM6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

/向後行駛。 

14 於 DDU 上隔離 TM5。 確認 TM5 的狀態。 

15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 TM6 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向後

行駛。 

16 於 DDU 上解除隔離 TM1~TM5。 確認 TM1~TM5 的狀態。 

17 
重複上述 No.2-No.5 的步驟。 確認所有TM的電流及車輛已向前/向

後行駛。 

18 
拔出主控制器鑰匙，並轉動到OFF

位。 

N/A 

19 

於前端駕駛室插入主控制器鑰

匙，轉動到 ON 位，重複上述

No.1-No.18 的步驟。 

於前端駕駛室驗證上述相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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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牽引馬達起動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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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512 低速試運轉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低速試運轉出廠測試程序書(EL68-SYS-TP-2001[ECS-QA-E7-

TP-0082])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 7.3、7.4 及 7.6 章節） 

 

8.1 速度控制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測試程序書章節 7.3），測試程序如表 3-15 所

列。 

8.1.1 測試條件： 

a.測試時需以高壓電對機車供應電力。 

b.將「速控模式/牽引力模式」模式開關設定為「速度控制」。 

c.將 REV、MCH 設為 OFF 位。 

d.將 ABH 設為 FS 位,IBH 設為 FULL 位。 

5.將 TSS 設為無牽引位。 

 

表 3-15 速度控制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在前端駕駛室 

REV 把手設為「前進」位。 

ABH 設為「Run」位。 

MCH 設為「20」位。 

確認機車移動。 

確認機車速度。 

2 MCH 設為「10」位。 檢查機車速度。 

3 MCH 設為「20」位。 檢查機車速度。 

4 
IBH 設為「FULL」位。 檢查軔機。 

檢查出力。 

5 IBH 設為「REL」位。 檢查軔機。 

6 
MCH 設為「OFF」位。 

ABH 設為「MIN」位。 

檢查軔機。 

7 
關閉鑰匙開關並取出駕駛員鑰

匙。 

無。 

8 

至 

14 

在後端駕駛室 

插入駕駛員鑰匙，轉開 KS 並重複

上述步驟 1 至 7。 

於後端駕駛室實施與上述相同之驗

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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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速度控制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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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牽引力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測試程序書章節 7.4），測試程序如表 3-16 所列。 

8.3.1 測試條件： 

a.測試時需以高壓電對機車供應電力。 

b.將「速控模式/牽引力模式」模式開關設定為「牽引力模式」。 

c.將 REV、MCH 設為 OFF 位。 

d.將 ABH 設為 FS 位,IBH 設為 FULL 位。 

e.將 TSS 設為無牽引位。 

 

表 3-16 牽引力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在前端駕駛室 

REV 把手設為「前進」位。 

ABH 設為「Run」位。 

MCH 設為「20」位。 

確認機車移動。 

確認機車速度。 

2 MCH 設為「OFF」位。 檢查機車滑走中。 

3 MCH 設為「20」位。 檢查機車速度。 

4 
ABH 設為「MIN」位。 檢查軔機。 

檢查出力。 

5 
ABH 設為「Run」位。 

IBH 設為「FULL」位。 

檢查軔機。 

檢查出力。 

6 IBH 設為「REL」位。 檢查軔機。 

7 
MCH 設為「OFF」位。 

ABH 設為「MIN」位。 

檢查軔機。 

8 
關閉鑰匙開關並取出駕駛員鑰

匙。 

無。 

9 

至 

16 

在後端駕駛室 

插入駕駛員鑰匙，轉開 KS 並重複

上述步驟 1 至 8。 

於後端駕駛室實施與上述相同之驗

證步驟。 

 

 

 

 

 

 

 

 



41 
 

8.3.2 測試過程如圖 3-20、圖 3-21。 

  

圖 3-20 低速試運轉測試 圖 3-21 低速試運轉測試 DDU 畫面 

 

 

8.4 牽引力模式之低速運轉功能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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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無人裝置功能（測試程序書章節 7.6），測試程序如表 3-17 所列。 

8.5.1 測試條件： 

a.測試時需以高壓電對機車供應電力。 

b.將「速控模式/牽引力模式」模式開關設定為「牽引力模式」。 

c.將 REV、MCH 設為 OFF 位。 

d.將 ABH 設為 FS 位,IBH 設為 FULL 位。 

e.將 TSS 設為無牽引位。 

 

表 3-17 無人裝置功能測試程序 

項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在前端駕駛室 

REV 把手設為「前進」位。 

ABH 設為「Run」位，且 

IBH 設為「REL」位。 

MCH 設為「10」位。 

機車加速至約 10km/h。 



43 
 

項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2 
維持項次 1狀態 1 分鐘。 持續 1 分鐘時間踩踏 DMP，並檢查

VLA 是否發出警告。 

3 鬆開 DMP。 確認 VAL 停止。 

4 ABH 設為「MIN」位。 軔機作用，爾後機車停止。 

5 
關閉鑰匙開關並取出駕駛員鑰

匙。 

無。 

6~10 
在後端駕駛室插入駕駛員鑰匙，

轉開 KS 並重複上述步驟 1至 5。 

確認以上操作同樣適用於後端。 

11 

在前端駕駛室 

REV 把手設為「前進」位。 

ABH 設為「Run」位。 

MCH 設為「10」位。 

機車加速至約 10km/h。 

12 
維持項次 11 狀態 1分鐘。 持續 1 分鐘時間踩踏 DMP，並檢查

VLA 是否發出警告。 

13 
維持項次 12 狀態 5秒鐘。 確認 VLA 持續響起 5 秒鐘，且 VSA

發出警告。 

14 鬆開 DMP。 確認 VSA 停止。 

15 ABH 設為「MIN」位。 軔機作用，爾後機車停止。 

16 
關閉鑰匙開關並取出駕駛員鑰

匙。 

無。 

17~22 

在後端駕駛室插入駕駛員鑰匙，

轉開 KS 並重複上述步驟 11 至

16。 

確認以上操作同樣適用於後端。 

23 

在前端駕駛室 

REV 把手設為「前進」位。 

ABH 設為「Run」位。 

MCH 設為「10」位。 

機車加速至約 10km/h。 

24 
維持項次 23 狀態 1分鐘。 持續 1 分鐘時間踩踏 DMP，並檢查

VLA 是否發出警告。 

25 
維持項次 24 狀態 5秒鐘。 確認 VLA 持續響起 5 秒鐘，且 VSA

發出警告。 

26 
維持項次 25 狀態 5秒鐘。 確認 VSA 持續響起 5 秒鐘，且緊急

緊軔作用。 

27 緊急緊軔鬆軔。 確認緊急緊軔已鬆軔。 

28~32 

在後端駕駛室插入駕駛員鑰匙，

轉開 KS 並重複上述步驟 23 至

27。 

確認以上操作同樣適用於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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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33 

在前端駕駛室 

REV 把手設為「前進」位。 

ABH 設為「Run」位。 

MCH 設為「10」位。 

機車加速至約 10km/h。 

34 
鬆開 DMP。 未踩踏 DMP 持續 5 秒鐘後檢查 VSA

是否發出警告。 

35 
持續項次 34 狀態 5秒鐘。 確認 VSA 持續響起 5 秒鐘，且緊急

緊軔作用 

36 緊急緊軔鬆軔。 確認緊急緊軔已鬆軔。 

37~40 

在後端駕駛室插入駕駛員鑰匙，

轉開 KS 並重複上述步驟 33 至

36。 

確認以上操作同樣適用於後端。 

 

 

8.6 無人裝置功能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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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512 集電弓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集電弓出廠測試程序書(EL68-PAN-TP-2001[ESC-QA-E7-TP-

0024])之規定實施測試。 

 

9.1 測試程序如表 3-18 所列。 

9.1.1 測試條件： 

a.運轉測試的軌道上沒有障礙物。 

b.機車已備妥可進行運轉測試。 

 

表 3-18 集電弓出廠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機車在測試軌道上來回運行。 機車以測試軌道的最高速度 25km/h

行進，並往返一趟。機車回到起

點，其間沒有異常狀況發生。 

 

 

9.2 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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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512 空調機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空調機出廠測試程序書(EL68-ACV-TP-2001[ECS-QA-E7-TP-

0022])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章節 7.1） 

 

10.1 容量測試（測試程序書章節 7.1），測試程序如表 3-19 所列。 

10.1.1 測試設置： 

a. 機車已移動至電車線下方。 

b. 相關蓋板已安裝在車輛上。 

c. 開啟 ACMCN。 

d. 開啟 ACCCN。 

e. 開啟 ACPS。 

f. 開啟 SA 風量調整板。 

g. 使百葉窗葉片與駕駛室地板垂直。 

 

表 3-19 空調機單元容量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插入主控制器鑰匙並開啟

前端駕駛室的 KS。 

於 DDU 畫面(畫面 ID：D0001)確認蓄電池狀

態。當蓄電池運作，其電壓會顯示在畫面

上。 

 
按下 PanUS。 於DDU畫面(畫面ID：D0001)確認集電弓已升

起。 

 



48 
 

將空調機溫度開關(ACTH)

的溫 度設為低於室外溫

度。 

確認空調操作面板上的空調機運轉燈亮綠

燈。 

於 DDU 畫面(畫面 ID:D0001)確認空調機運

轉。 「空調」的圖示顏色為綠色(運轉)。 

 
於空調機控制箱確認下列接觸器動作:  

空調機單元的蒸發器鼓風機馬達接觸器

(EBMK)閉 合。 

3 分鐘後,空調機單元的冷凝風扇馬達接觸器 

(CFMK)閉合。 

壓縮機接觸器(CPK)閉合。 

確認冷空氣從 SA 區域吹出。 

等待 20 分鐘使運轉穩

定。 

N/A 

使用扇葉式空氣流量計

(圖 3-23)量測圖 3-22 所

示的 SA 出風口指定位置

的風速。風量於 4個 SA

出風口正下方進行量測

(圖 3-24)。 

風量 Q(m³/min)由下列公式計算 

風量=風速(m/s)*60*面積(m²) 

面積(m²)為 SA 出風口面積: 

177L(mm)*177W(mm)*10¯6 

計算 4個量測點的風量的總和,確認風量在標

準範圍內。 

2 

拔除前端駕駛室的主控制

器鑰匙。 

於後端駕駛室重複與上述相同的測試。 

於後端駕駛室插入主控制

器鑰匙並轉開 KS。 

重複與上述相同的測試。 

 

 

 



49 
 

 

圖 3-22：量測點 

 

 

  

圖 3-23 扇葉式空氣流量計 圖 3-24 出風口風量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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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容量測試紀錄： 

  

 

 

11、E512 電力轉換裝置之 APU/HEP 性能、蓄電池及蓄電池充電器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電力轉換裝置之APU/HEP性能、蓄電池及蓄電池充電器出廠測試程

序書(EL68-APS-TP-2001[ECS-QA-E7-TP-0027])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

序書章節 7.1） 

 

11.1 輔助供電系統（測試程序書章節 7.1），測試程序如表 3-20 所列。 

11.1.1 測試設置： 

a.車輛移動到有電車線的路線上。 

b.APU 手動隔離開關(APUIS1)在正常位置。 

c.HEP 手動隔離開關(HEPIS1)在正常位置。 

 

表 3-20 輔助供電系統測試程序 

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BatN 投入位(ON)。 用 BAVM 確認 110Vdc 蓄電池的電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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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10Vdc 蓄電池電壓為 77Vdc 或更

高。 

2 
將 TSS 轉至客車。 確認 DDU(畫面 ID:D0001)為客車模

式。 

3 

於前端駕駛室插入主控制器鑰

匙，並轉動到 ON 位。 

蓄電池接觸器(BaK1)閉合。  

確認蓄電池接觸器(BaK1)在 DDU(畫

面 ID:D0400)上的狀態。 

4 

按下集電弓升弓開關。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APU 正

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下列 APU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機車本車輔助供電接觸器(APK11)閉

合。 

．機車本車輔助供電接觸器(APK12)閉

合。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HEP 正

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 

上確認下列 HEP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客車輔助供電接觸器(HPK11)閉

合。 

．客車輔助供電接觸器(HPK12)閉

合。 

於 DDU(畫面 ID:M0472)上確認 APU

電壓。 

於 DDU(畫面 ID:M0473)上確認 HEP

電壓。 

5 

將 APUIS1 設置至 APU1 的隔離位

置。 

於 DDU(畫面 ID: D0300)上確認 

APU1 已停下,並確認 APU2 的運轉狀

態。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HEP1

及 HEP2 皆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下列

APU 及 HEP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APK11 接觸器斷開, 

．APK12 接觸器閉合。 

．HPK11 接觸器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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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HPK12 接觸器閉合。 

．APK20 接觸器閉合。 

．APK30 接觸器斷開。 

6 

將 APUIS1 設置至 APU2 的隔離位

置。 

於 DDU(畫面 ID: D0300)上確認

APU1 的運轉狀態，並確認 APU2 已

停下。 

於 DDU(畫面 ID: D0300)上確認 

HEP1 及 HEP2 皆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 D0300)上確認下列

APU 及 HEP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APK11 接觸器閉合。 

．APK12 接觸器斷開。 

．HPK11 接觸器閉合。 

．HPK12 接觸器閉合。 

．APK20 接觸器閉合。 

．APK30 接觸器斷開 

7 

將 APUIS1 設置至正常位置。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APU 

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 D0300) 上確認下

列 APU 接觸器的操作。 

．APK11 接觸器閉合。 

．APK12 接觸器閉合。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HEP

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 D0300) 上確認下

列 HEP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HPK11 接觸器閉合。 

．HPK12 接觸器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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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8 

將 HEPIS1 設置至 HEP1 的隔離位

置。 

於 DDU(畫面 ID: D0300) 

上確認 APU1 及 APU2 皆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HEP1

已停下, 並確認 HEP2 的運轉狀況。 

於 DDU(畫面 ID:D0300) 

上確認下列 APU 及 HEP 接觸器的操

作狀態。 

．APK11 接觸器閉合。 

．APK12 接觸器斷開。 

．HPK11 接觸器斷開。 

．HPK12 接觸器閉合。 

．APK20 接觸器閉合。 

．APK30 接觸器閉合。 

9 

將 HEPIS1 設置至 HEP2 的隔離位

置。 

於 DDU(畫面 ID:D0300) 

上確認 APU1 及 APU2 皆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HEP1

的運轉狀態,並確認 HEP2 已停下。 

於 DDU(畫面 ID:D0300) 

上確認下列 APU 及 HEP 接觸器的操

作狀態。 

．APK11 接觸器閉合。 

．APK12 接觸器斷開。 

．HPK11 接觸器閉合。 

．HPK12 接觸器斷開。 

．APK20 接觸器閉合。 

．APK30 接觸器閉合。 

10 

將 HEPIS1 設置至正常位置。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APU

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下列

APU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APK11 接觸器閉合。 

．APK12 接觸器閉合。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 HEP

正常運轉。 

於 DDU(畫面 ID:D0300)上確認下列

HEP 接觸器的操作狀態。 

．HPK11 接觸器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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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HPK12 接觸器閉合。 

 

 

11.2 輔助供電系統測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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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512 軔機與供氣系統出廠測試 

依據電力機車 68 輛採購規範(19-GF2-00133)之出廠測試計畫書(EL68-SYS-PL-

0007[ECS-E7-0040])、軔機與供氣系統出廠測試程序書(EL68-BRK-TP-2001[ECS-QA-E7-

TP-0020])之規定實施測試。（本測試僅參與測試程序書章節 7.9） 

 

12.1 軔力對軔缸壓力之曲線圖（測試程序書章節 7.9），測試程序如表 3-21 所列。 

 

表 3-21 軔力與 BC 壓力之測試程序 

項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1 

操作 EBV，將自動司韌閥把手設

在「運轉位」，單獨司軔閥把手

設在 「鬆軔/運轉位」。 

將逆轉機把手設在「前進」位

置，接 著將主控制器把手設在

「INCH」位置。 

機車啟動。 

2 
將主控制器把手設在「40」位

置。  

記錄機車巡航速度(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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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驗證 

操作程序 說明 

當機車速度達到 25km/h 時,將主

控 制器把手設在「OFF」位置。 

3 

操作 EBV，將自動司軔閥把手設

在 「全緊軔位」，啟動碼錶。 

當機車停妥時，停止碼表。 

記錄初始速度與碼表所示時間 

(TS) 使用計算式(1)來計算減速

度。 

4~9 
重複步驟 1到步驟 3，總共三

次。 

- 

10~12 

重複上述測試 1 到 3 之步驟, 但

將自動司軔閥把手位置設於「緊

急緊軔位」。 

機車開始減速直到完全停下。 

確認機車停止時間並計算其減速

度。 

13~18 
重複步驟 10 到步驟 12，總共三

次。 

- 

19 
繪製軔力對軔缸壓力之曲線圖。 比較「緊急緊軔位」與「全緊軔

位」 兩種狀態下之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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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軔力對軔缸壓力之曲線圖測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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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知改善事項 

車號 不  良  處  所 圖 片 

通案 

1.前後駕駛室 MP-CNB 之兩條電線(135d9、135d10)線長預留

過長折到。 

圖 3-25 

2.低壓電氣箱 EHAmp 接頭未標示名稱。 圖 3-26 

3.接頭名稱標籤貼紙易脫落。 圖 3-27 

4.SRM 模組接頭未標示名稱。 圖 3-28 

5.汽笛隔離塞門(P01/1、P01/2)設置於車下靠汽笛電磁閥處

與採購規範 8.7.4 應裝設可於車上操作之汽笛隔離塞門明

顯不符。 

圖 3-29 

6.中心銷鎖固螺栓未塗裝。 圖 3-30 

7.轉向架螺栓未劃記 I-Mark。 圖 3-31 

8.車架外露端的哈克螺栓未塗裝。 圖 3-32 

9.車頂鎖固螺栓未劃記 I-Mark。 圖 3-33 

10.駕駛室空氣銅、鋼管與板金件碰磨。 圖 3-34 

11.前、後端駕駛室與車架鎖固之哈克螺栓(下方螺帽側)未

塗裝。 

圖 3-35 

12.駕駛室氣壓表濾清器之濾芯螺栓被支架擋住無法拆卸。 圖 3-36 

13.電子警鐘連接線接頭前方因無護板保護易被道碴擊中，

建議向內轉 90 度。 

圖 3-37 

14.車下高、低音汽笛之電磁閥上方排氣口，建議加裝帽

蓋，避免水、灰塵或泥土進入內部造成堵塞。 

圖 3-38 

E512 

1.中心銷鎖固螺栓表漆塗裝不全。 圖 3-39 

2.軔機箱 X1 接頭，電線網狀保護套過短，未塞入接頭導

管。 

圖 3-40 

E513 

1.低壓電氣箱 EHAmp 右側電線網狀保護套過短，未塞入接頭

導管。 

圖 3-41 

2.中心銷鎖固螺栓表漆塗裝不全。 圖 3-42 

3.B 側側牆(LVE 箱旁)U 型包邊條脫落。 圖 3-43 

E514 

1.低壓箱內線束壓於鄰近線束之束線帶剪斷鋒利處，易遭割

破。 
圖 3-44 

2.車架與駕駛室鎖固螺栓塗裝不良，局部未覆蓋露出底漆。 圖 3-45 

3.轉向架配管夾螺栓未劃記 I-Mark。 圖 3-46 

E515 

1.駕駛室後端車頂電線佈線以 90゜彎折，請改善佈線工法

以較圓滑角度轉向，並於後續車輛施工皆於改善。 
圖 3-47 

2.前、後端駕駛室與車架鎖固之哈克螺栓表漆塗裝不全，且

未上底漆。 
圖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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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圖 3-26 圖 3-27 

   

 

圖 3-28 圖 3-29 圖 3-30 

   

   

圖 3-31 圖 3-32 圖 3-33 

   

圖 3-34 圖 3-35 圖 3-36 

   



61 
 

  

圖 3-37 圖 3-38 圖 3-39 

   

 

圖 3-40 圖 3-41 圖 3-42 

   

  

圖 3-43 圖 3-44 圖 3-45 

   

   

圖 3-46 圖 3-47 圖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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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車製造程序簡介 

1、電力機車製造程序 
廠內製造程序分為四大主要工程，依製造順序分別為 A 工程、B 工程、C 工程、D 工

程，完成後再進入檢查工程。 

 

A 工程：車下、上設備裝設工程 

由車架、中心銷組裝及焊道檢查開始，包含車架上面與下面之配線、配管等，至轉向

架安裝完成，如圖 3-49 至圖 3-58。 

 

 

  

圖 3-49  A 工程看板 圖 3-50 車架組裝 

  

 

 

圖 3-51  中心銷組裝 圖 3-52  主變壓器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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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跨接電纜線安裝 圖 3-54 車下接線安裝 

  

圖 3-55  連結器安裝 圖 3-56  轉向架安裝 

  

  

圖 3-57  中央通道模組組裝 圖 3-58  中央通道模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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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程：駕駛室、側牆設備裝設工程 

承接由 A 工程已完成之車架組裝，安裝駕駛室與側牆，包含機械室內支配線作業。 

如圖 3-59 至圖 3-62。 

 

 

  

圖 3-59  B 工程看板 圖 3-60 駕駛室 

  

圖 3-61  側牆配線作業 圖 3-62  機械室配線作業 

 

C 工程：機械室機器裝設工程 

承接由 B 工程已完成之組裝，安裝機械室內個機器安裝及駕駛室內配線作業。如圖 3-

63、圖 3-64。 

  

圖 3-63  C 工程看板 圖 3-64 機械室機器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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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程：防水膠、機械室車頂裝設工程 

承接由 C 工程已完成之組裝，安裝機械室上車頂及施作防水膠。附屬工程包含車頂設

備安裝及配線作業。如圖 3-65 至圖 3-68。 

 

  

圖 3-65  D 工程看板 圖 3-66 機械室車頂安裝 

  

圖 3-67  車頂配線作業 圖 3-68  車頂設備安裝 

 

 

2、轉向架組裝 

轉向架組裝是委由位於八王子市之「京王重機整備株式會社」組裝，車軸與牽引馬達

由東芝於府中工廠組裝完成後再運至京王重機，京王重機則負責轉向架所有組裝(包含配

管作業)，其組裝作業流程是依照廠內之工程紀錄表施作(包含螺栓扭力值管理、零件安裝

料號管理、速度探針間隙…等) 施作，組裝作業完成由其品管人員進行檢驗及配管測漏，

全部作業完成後由東芝品管人員到廠檢驗後再出貨至府中工廠。組裝過程如圖 3-69 至圖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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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9 馬達輪軸組 圖 3-70 軸箱安裝前檢視及清潔 

  

  

圖 3-71 軸箱安裝 圖 3-72 馬達懸吊支架安裝 

  

  

圖 3-73  轉向架與馬達輪軸組安裝 圖 3-74 轉向架與馬達輪軸組安裝 

 

 

3、PCC 組裝測試 

PCC 組裝是同位於機車組裝之 27 號館，自框架本體製造與塗裝至整體組裝，包含測

試皆於工廠內完成，如圖 3-75 至圖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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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5 PCC 介紹 圖 3-76 PCC 組裝 

  

  

圖 3-77 PCC 測試 圖 3-78 PCC 測試 

 

 

4、LCMS 組裝測試 

LCMS 組裝測試是位於府中工廠的 41B 號館，測試方式是以 RIO 操控盤來傳送模擬

訊號替代現車之 Relay 訊號，網路訊號部份是以電腦傳送模擬訊號，查看 DDU 上是否對

應正確動作，如圖 3-79、圖 3-80。 

  

圖 3-79 LCMS 介紹 圖 3-80 客車門機狀態顯示 



68 
 

5、馬達組裝 

牽引馬達製造是位於府中工廠的 27 號館，加工、組裝及檢查皆由東芝在館內作業，

每個馬達皆有 ID 於製程中，車軸與牽引馬達由在此組裝測試完成後再運至協力組裝廠京

王重機與轉向架組裝，如圖 3-81 至圖 3-84。 

 

  

圖 3-81 輪軸組 圖 3-82 牽引馬達 

  

  

圖 3-83 馬達製程履歷書 圖 3-84 馬達輪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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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題報告 

主變壓器 
1. 概述 

主變壓器的電路架構如圖 4-1。每輛電力機車配置一組主變壓器，其功能是將電車

線的特高壓電轉換成高壓電，供應給牽引系統及輔助供電系統。主變壓器的負載是 

PWM 整流器，而在設計上有考量到諧波產生之效應如額外的耗損。 

 

圖 4-1 電力機車高壓電路架構 

 

A. 氣候條件 

最高大氣溫度為攝氏 45 度，最低為攝氏 0 度。 
 
B. 電車線電壓 

（A） 額定電壓：25KV AC，單相 60Hz。 

（B） 變動範圍：19KV~28.7KV(連續)。 

（C） 最低：17.5KV(至少 1 秒)。 

（D） 最高：30KV(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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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要規格：如表 4-1。 

表 4-1 

項目 說明 

型式 強迫風冷，強迫油冷(KDAF) 

箱體材質 鋼 

繞組材質 銅 

冷卻油 酯類(MIDEL 7131) 

絕緣等級 F 

額定工作電壓 25kV / 940V / 345V 

額定絕緣電壓 27.5kV / 1,800V / 900V 

額定工作電流 218A / 809A / 652A 

頻率 60Hz 

額定脈充電壓 105kV / 無 / 無 

最大消耗功率 5,460kVA 

 

D. 額定容量：如表 4-2。 

表 4-2 

繞組 一次測 二次測 三次測 

數量 1 6 4 

額定容量(KVA) 5,460 760 225 

額定電壓(V) 25,000 940 345 

額定電流(A) 218 809 652 

 

E. 冷卻方式 

       主變壓器的冷卻是強迫油冷及強迫氣冷(KDAF)的油循環方式，繞組和鐵芯產生的

熱是以絕緣油的循環來散熱，用兩組循環油泵與外部的油冷卻器循環。油冷卻器由鼓

風機從機車外部進氣以達到強迫氣冷。冷卻方式的架構如圖 4-2。 

 
圖 4-2 冷卻方式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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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力機車整體的冷卻系統如圖 4-3，包括主變壓器及電力轉換裝置，如果主變壓器

循環油泵的其中一顆故障，則主變壓器的總輸出容量將限制降載到 70%。 

 

 
圖 4-3 電力機車冷卻系統 

 

F. 主變壓器外觀 

        主變壓器外觀及主要設備如圖 4-4 及圖 4-5。 

 
圖 4-4 主變壓器外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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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主變壓器外觀 2 

2. 主變壓器保護功能 

 

        主變壓器系統保護功能如表 4-3。 

 

表 4-3 主變壓器保護功能 

故障名稱 訊號名

稱 

保護功能說明 

一次側過電流 ACOCR 主變壓器一次側電流超過設定值，真空斷

路器即跳脫 

主變壓器油流故障 MTOF1 

MTOF2 

主變壓器的兩組油泵各設置油流傳感器。 

MTOF1：一個油流傳感器偵測到異常狀態

(油停止循環)的情況下，則輸出功率將會

降低 

MTOF2：兩個油流傳感器都偵測到油流故

障的情況下，則使真空斷路器跳脫 

主變壓器油泵斷路器跳

脫 1 及 2 

MTOM1 

MTOM2 

偵測到主變壓器油泵斷路器跳脫時，由於

失去循環或循環不良，油溫可能升高。 

MTOM1：一個油泵斷路器跳脫的情況

下，不施行功率限制，但 LCMS 將作故障

紀錄。 

MTOM2：兩個油泵斷路器都跳脫的情況

下，則使真空斷路器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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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名稱 訊號名

稱 

保護功能說明 

複合冷卻塔鼓風機斷路

器跳脫 

CCTBM 偵測到複合冷卻器鼓風機馬達斷路器的跳

脫，絕緣油的冷卻將受影響。若其中一個

斷路器跳脫，則切開 MPU/APU/HEP 接觸

器作為保護 

主變壓器低油量故障 1

及 2 

MTOLD1 

MTOLD2 

主變壓器油量不足時，油溫可能升高。油

量的設定為足以提供必要的冷卻。 

MTOLD1：油位低於設定油位，即向

LCMS 發出警報以提醒執行檢修。 

MTOLD2：油位進一步低於最低油位，則

使真空斷路器跳脫。 

主變壓器溫度上升 MTTh1 

MTTh2 

MTTh3 

偵測到主變壓器油溫異常時，依照油溫程

度分為 3 級的保護措施。 

MTTh1：第 1 級輕微故障時僅作輸出功率

降                                         載(110°C)。      

MTTh2：第 2 級中度故障時則切開

MPU/APU/HEP 接觸器 (115°C)。 

MTTh3：第 3 級重度故障時則使真空斷路

器跳脫(125°C)。  

主變壓器壓力上升 MTOPV 若主變壓器壓力異常上升，高於 0.8bar

時，則使釋壓閥開放釋壓並使真空斷路器

跳脫。 

 

3. 主變壓器偵測及保護裝置 

        主變壓器由箱體及各保護裝置組成，以達到功能。主變壓器如表 4-3 所列之保護功

能由表 4-4 主變壓器偵測與保護裝置所列之裝置配合保護電路來達到。 

 

表 4-4 主變壓器偵測及保護裝置 

裝置名稱 功能敘述 

油位偵測器 此裝置偵測油位過低狀況。偵測器的浮筒浮在油面，帶動開

關，開關狀態由電力轉換裝置的控制單元監視，由控制單元

作動保護措施。 

溫度偵測器 溫度偵測器監視絕緣油的溫度。偵測器是 Pt100 型號的白金電

阻式溫度計含轉換器，溫度範圍是-40°C 至+150°C。如果偵測

到溫度過高，則會作動保護措施。 

釋壓閥 主變壓器內部壓力超過設定值的時候，釋壓閥會開放以釋放

壓力，並會作動保護措施。 

油流傳感器 此偵測器監視絕緣油的循環狀態。如果偵測到循環停止，則

會作動保護措施。 

絕緣油膨脹桶 呼吸式包含空氣乾燥器，容許絕緣油熱漲冷縮的體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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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1. 安全裝備與工作服 

立約商員工所配戴之安全帽與工作鞋皆會定期作檢查，檢查內容包含耐壓試驗

與外觀完整堪用程度，合格者會貼上合格貼紙標示，如圖 5-1 至圖 5-3，不合格者即

作更換新品，此做法可作為本公司參考，能有機制的汰換不堪使用之安全防護具。 

 

  

圖 5-1 安全帽有效期限 圖 5-2 安全帽檢驗合格證 

 

 

圖 5-3 安全鞋檢驗合格證  

本公司的員工工作服可考慮選用更好品質的材料，能讓員工在工作中感到更

加舒適，尤其於夏季炎熱天氣一套可透氣不悶熱的工作服，更有助降低工作中的煩

悶感，而提升工作效率。員工也更有意願穿著工作制服，如此也能展現公司的紀律

及提升形象。 

 

2. 登高用鋁梯與踏台 

立約商廠內使用之鋁製登高梯與踏台，如圖 5-4、圖 5-5，重量約鐵製品之

30~40%，重量差異甚大，具備輕量化和便捷性，能降低人員搬運的負擔，可減少體

力消耗，搬運時也較安全，進而能提高工作效率與降低人員受傷風險。鋁製品相較

於鐵製品也具有更好的耐腐蝕性，更加耐用，可減少維護和更換的頻率。另本公司

車下作業於機坑使用之踏台，目前使用之材質亦為鐵製品，如圖 5-6，在機坑空間

狹隘條件下，搬運移動著實費力，如將其替換為鋁製品，則可更利於車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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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登高用踏台 

 

圖 5-4 登高用鋁梯 圖 5-6 本公司機坑車下作業用踏台 

 

3. 工作相關資訊看板 

立約商廠內以電子螢幕看板顯示方式來呈現工程進度表及作業人員各項能力值、

持有的特殊證照及期望成長補強面向…等，如圖 5-7 至圖 5-11，能清楚呈現該員是否

具備有執行某項工作專業技能。  

 

 

圖 5-7 電子螢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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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工程進度表 圖 5-9 員工能力表 

  

  

圖 5-10 工程進度表 圖 5-11 各階段工程進度表 

 

4. 鎖固螺絲 

立約商廠內鎖固用螺絲是依使用數量整齊的排列在整理盒中，如圖 5-12 及圖 5-

13，方便拿取與核對應鎖付數量，直至將盒內螺絲用完，不會有遺漏未鎖到的孔，

此做法可作為本公司參考，在車輛維修時，將拆下的螺絲妥善地分類收納於盒中，

以避免鎖回時有遺漏情形。 

 

  

圖 5-12 螺絲整理盒 1 圖 5-13 螺絲整理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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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醒用標示 

立約商工廠於製程中或測試階段，有發現不良處所需再處理，如圖 5-14，或暫

時組裝用螺栓作標示，如圖 5-15，用於提醒需再修改之處避免遺漏，並可讓後續接

手者可清楚了解。 

 

  

圖 5-14 不良處標示 圖 5-15 暫時組裝用螺栓標示 

 

6. 量具定期校驗 

  量測工具須定期校驗，如圖 5-16，以保持量具獲得準確的量測結果。 

 

圖 5-16 量具定期校驗 

 

7. 可在車外顯示器增加顯示下一個停靠站站名 

這次駐廠檢驗人員下榻飯店位於東京立川車站附近，到立約商府中工廠必須搭

乘 JR 東日本鐵道，由立川站到府中站必須在西國分寺站轉車，中央線轉武藏野線，

JR 列車與臺鐵相似，因停靠站的多寡分成不同等級的列車，JR 東日本分為普通、快

速、急行、特急，與本公司區間、區間快、莒光、自強類似，但是 JR 東日本的車型

外觀都一樣，只由外觀辨識不出該列車的等級，所以 JR 東日本列車的車外顯示器除

了顯示列車等級之外，還有下一停靠站站名，方便旅客快速分辨是否可搭乘該班列

車。立川往東京車站的方向，依序停靠站為國立、西國分寺、國分寺…等，不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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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等級停靠站不同，「特快」的下一停靠站是國分寺，「快速」的下一停靠站是國

立，如圖5-17及圖5-18所示。臺鐵現行只有在車站的顯示器會有跑馬燈顯示各停靠

站，建議在車外顯示器顯示下一停靠站站名，更能方便旅客搭乘。 

 

  

圖 5-17 特快 圖 5-18 快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