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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山發電廠的 3根大煙囪。

澎湖是臺灣西部的離島，由臺灣海峽

環抱著 141.1平方公里的澎湖群島，有著

平坦的地形及千萬年前的古老地質層，多

變的地理景觀，成為了國人夏季旅遊的熱

門景點。搭著飛機前往澎湖，降落時從窗

外瞥見矗立湖西鄉南岸的三根天人菊、海

豚與小雲雀彩繪煙囪，這便是供應澎湖地

區電力主要來源的尖山電廠。

澎湖是由大大小小共 64個島嶼所組

成，道路方面澎湖馬公島、中屯島、白沙

島、小門嶼與漁翁島等 5 座島嶼有道路橋

樑連接，分屬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與

西嶼鄉 4個行政區。澎湖與臺灣的發電系

統尚未透過海底電纜併聯發電，目前仍獨

立供電，分為澎湖本島（含白沙鄉及西嶼

鄉）、望安（望安島及將軍嶼）、七美。

澎湖本島系統於民國 90 年尖山發電廠（前

身為澎湖發電廠）開始，商轉後將電力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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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馬公與湖西兩所變電所供應馬公本

島，並以海底電纜連接至北海中屯島、白

沙島、西嶼、吉貝嶼、鳥嶼、員貝嶼、大

倉嶼等地區。南海的望安、七美、虎井離

島，則是利用柴油發電機，24小時供應島

上所需電力。尖山電廠內共 12部重油發電

機組，是臺灣離島地區中，發電量及裝置

容量最大的火力發電廠，民國 106 年尖峰

負載最高 76.4 MW，不僅供應澎湖地區的

用電，更是離島電廠中的技術標竿。

守護澎湖生態環境

上天賦予澎湖的自然資源，是吸引觀

光客的最大誘因，尖山電廠身為澎湖島的

一份子，捍衛島嶼環境是責無旁貸的使命。

目前尖山電廠用以發電的機組，是採用四

行程引擎的重油發電機組，發電用油須以

油輪運送，台電公司與環保署於民國 106

年 4月 21日簽訂之台電離島各電廠從事輸

油作業—「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暨賠賞

污染損害之責任保險單」，維護澎湖離島

地區的海洋生態。

此外發電後所排放的空氣，經過空氣

集塵器及脫硫設備，大幅減少排放後的懸

浮微粒及汙染。尖山電廠配合環保署改善

秋冬季節空氣品質啟動的減量政策，促使

澎湖縣榮獲 105年度減量排名第 3名，

澎湖縣長陳光復更頒發感謝狀予尖山發電

▲ 尖山發電廠海洋油污緊急應變演練。 ▲ 老領班赤手感受機油的潤滑感及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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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感謝電廠之配合，顯示尖山電廠減量

排放的行動力。尖山電廠的空氣汙染防制

重點，著重於燃燒的源頭，也就是機組燃

燒重油時的燃燒程度。歐廠長表示：「機

組使用的柴油燃燒完全，是降低排放的最

佳解方！」，以化學的角度而言，燃燒不

完全，容易產生煙、懸浮微粒及其他化學

物質，最容易造成空氣的污染，因此，保

持尖山電廠各機組的柴油燃燒狀態，是維

護澎湖地區空氣品質的最佳方法。

走進尖山電廠的機組廠房，機組運轉

的聲音震天嘎響，在廠房中必須提高說話

音量，還難以聽清楚彼此對話的內容；高

溫悶熱的廠房，在夏天的午後，現場工作

人員正汗如雨下地仔細的檢查機組的運轉

情形。經驗老道的領班，聽著機組運轉的

聲音，及儀器回報的發電數字，評估是否

需要進行維護。老領班無畏機油的噴濺，

仔細檢查機具的運轉狀況，除了用工具輔

助之外，更以手掌親自觸摸機器表面的溫

度及油溫，老領班用手輕輕一抹，從機油

的觸感，便能判斷潤滑狀態、燃燒溫度及

機組運作狀態，以經驗取代數據，這就是

尖山領班的無人能及的經驗技巧。

創新思維 改善電廠品管圈

保養維修人員以經驗傳承，而新一代

的管理人員，用思維、新觀點突破限制，

守護尖山電廠的發電品質。電廠同仁每年

都設定一個重點，全力以赴徹底改善以達

成目標。自民國 87年起，從降低機組跳機

頻率、電廠綠化，甚至近期的品管圈優化，

都是尖山電廠不斷精進，持續提升供電品

質的表現。近 2年，尖山電廠主動運用品

管圈的手法進行改善，從問題解決及目標

達成的 2大方向著手，首先於民國 105年

改善第一期警報系統的功效，將過去老舊

的警報顯示系統，自主改善為效率高且能

有效識別警示的現代化系統。增加機組現

場同仁的工作便利性，更可由大數據的收

集，了解機組運轉的效率，提供管理單位

規劃及掌握機組運轉狀況，更藉此獲得全

國團結圈銀牌獎。

民國 106年，尖山電廠著手改善二期

機組的重油轉運效率。由於尖山發電機組

啟動時須先利用柴油運轉約 24.6分鐘，

等待切換重油條件成立後再由運轉人員切

換重油運轉；停機時為防止燃油模組黏度

計元件因重油凝固堵塞造成失真，必須利

用柴油洗管，所需柴油運轉時間約 20.3

分鐘；重油運轉期間如發生燃油模組黏度

計故障警報將會自動切回柴油運轉。為了

縮短柴油運轉時間及降低燃油模組黏度計

故障次數，電廠儀控圈小組利用新增警報

器、黏度控制改用溫度控制、推導重油溫

度與黏度之關係，最後利用蒸汽加熱取代

電器加熱，大幅縮短機組起停機時間及降

低電廠成本，此案亦獲團結圈銀牌獎的肯

▲ 老領班赤手感受機油的潤滑感及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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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無論是「警報系統的改善」或「二期

機組重油轉運效率」的案子，透過品管圈

PDCA(Plan-Do-Check-Act)的過程，台電

同仁同心一志朝著正向、積極、勇於突破

的目標，推動著他們不斷進修，相互學習，

激盪出最佳的改良成果，這是國營企業中

難能可貴的精進精神。參賽的過程儘管艱

辛，卻也增進同仁間的互動及默契，讓電

廠的營運，隨著軟 (人力 )、硬 (機組 )體

的改善而更臻完美。

水資源再利用

尖山發電廠除了提供澎湖地區電力之

外，發電後的餘熱及用來降溫的水都再次

利用，提高發電效用，亦為循環經濟的具

體實現。尖山電廠發電回收的熱能，一方

面用於海水淡化，另一方面則是提供機組

啟停機時套缸水預熱器使用。

澎湖地區因為沒有水庫儲水，民生用

水的來源是海水淡化而來。自來水廠的淡

化方式，係使用逆滲透方式，尖山電廠因

回收廢熱可快速增溫，所產生的高溫蒸汽

和海水的溫差進行熱交換，海水受熱沸騰，

再蒸發的海水冷凝，而收集得到可使用的

水。海水淡化製程系統須仰賴大量的能源

消耗，尖山發電廠建廠之初，就規劃利用

海水淡化解決電廠運轉用水需要。而柴油

發電機組產生的廢氣廢熱就利用廢熱鍋爐

將之廢熱回收為蒸汽，以供應海水淡化所

需之大量熱能，減少電能的耗用。處理過

後的水，則供應廠區使用，不額外再使用

自來水公司用水，將淡水資源留給澎湖居

民及遊客使用，而這些淡化的海水，也是

製作受歡迎、有口碑的香甜冰棒的來源。

另一方面，電廠利用淡化、降溫後的

溫排水進行石斑魚苗的養殖，近年來有相

當不錯的成果。石斑魚苗的養殖具有高經

濟價值，而石斑魚又是需要相對乾淨且無

汙染的生長養殖環境。尖山電廠已養殖石

斑魚苗近 3年時間，連續兩年成功放流近

萬尾健康且活動力高的魚苗。尖山電廠以

行動證明發電後的溫排水水質、溫度，對

▲ 尖山電廠儀控圈連續兩年榮獲全國團結圈銀塔獎。 ▲ 獲獎無數的尖山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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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計畫 )—相對公園」二處空氣品質淨化

區。廢棄物堆置地污染場址位於尖山發電

廠廠外東南邊小山丘，原本為湖西鄉廢棄

物堆置地，髒亂的環境及飄散出的異味，

讓鄰近的民眾退避三舍，為了讓土地有效

利用，尖山電廠將其重新規劃為風車公園，

種樹植被，並設置涼亭提供民眾休憩，遠

眺湖西鄉風景，將原本看似廢墟的惡地整

治成為民眾散步、休閒的地點。電廠每年

也在此辦理多項活動，活化土地使用。相

對公園則位於馬公市知名景點觀音亭旁，

同樣在尖山電廠致力維護之下，已成為許

多遊客放鬆、戶外野餐、欣賞美景的絕佳

地點。

於電廠周遭的環境並無傷害，更以行動力

推廣「海洋牧場」之理念，穩定漁業資源，

改善漁場環境，為復育澎湖海洋資源貢獻

一己之力。

循環經濟是電廠重視的一環，尖山

電廠亦著重於建立友善環境，首先在廠區

的綠化，除栽種多樣綠色植物外，利用電

廠的一處小濕地進行湖西鄉荸薺特有種復

育工作。更著手在廠區栽種澎湖縣花—天

人菊，廠區內生氣蓬勃的氣氛，與三座煙

囪上的彩繪印象相互輝映著，彷彿置身一

座廣闊的大自然公園。綠化有成的電廠不

獨善其身，認養「湖西鄉尖山南段 928、

1026地號廢棄物堆置地污染場址綠化」與

「改善馬公市髒亂點綠美化 (青青草園營

▲ 尖山電廠利用溫排水養殖石斑魚苗，並定期放流維護漁場穩定。 ▲ 歐致誠廠長手持成功復育的荸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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