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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是臺灣本島人口最稠密的大

都會區，理所當然的電力需求也是更加殷

切。在當前臺灣南北電力供需不均衡，北

部發電廠無法承擔龐大的負載需求，因應

之計有時就得仰賴中南部的電廠發出的電

力，通過最高電壓等級的 345仟伏超高壓

輸電線來支援，就像我們身上的大動脈般，

網絡互通持續為北部注入文明發展的動

力。這麼大量的電力向北輸送，來到桃園

市龍潭區時，必須先經過北臺灣最重要的

文／鄧宗文
圖／新桃供電區營運處、鄧宗文

電力關口—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才會繼續向

北進發。事實上，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就

是臺灣超高壓輸電網中，北中南各一處的

重要電力樞紐之一，亦即本篇文章中的主

角雙龍之北—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另外其

他兩處，分別是雙龍之南的臺南龍崎超高

壓變電所，南投的鎮「電」之所—中寮超

高壓開閉所，在南北主要幹線上流動的電

力都得經過這三處電力樞紐分配，才能夠

在南北間穩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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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鎮北臺灣電力關口 40年，龍
潭超高壓變電所的古今往來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成立於民國 68年

6月，是臺灣民國 63年首度投入使用 345

仟伏超高壓輸電系統中，排行第五元老的

超高壓變電所，座落在桃園市龍潭區與新

竹縣關西鎮交界的山中臺地上，總占地面

積高達 15公頃，以因應電網興辦初期，大

量屋外式開關設備的裝設。最初龍潭超高

壓變電所為單一的開關場系統，引接輸電

線來自峨眉、中寮、天輪等中部超高壓變

電所及發電廠的第一、二路超高壓輸電線，

再向北輸送至頂湖、板橋等北部超高壓變

電所。

爾後於民國 88年 9月 21日，南投縣

發生撼動全臺的 921集集大地震，這場地

震不僅造成大量生命與財產上的損失，連

帶震垮臺灣南北超高壓電力系統。潛藏電

力系統脆弱的一面完全浮現，而集輸電線

於一塔的配置和無備援可轉供的電力樞紐

▲ 民國 106年元旦第一道曙光照射在龍潭超高壓變電所的高壓電塔上，攝於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控制室（龍潭變電所魏正
協主任提供）。

▲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控制室，除了監控本身 345仟伏設
備外，還兼顧竹工超高壓變電所的遠端遙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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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都在這場驚世災害中被檢視。台電

習得教訓—輸變電系統的規劃方針必須改

變，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在這場空前的災難

以後，重新檢討了開關場的規劃方式，於

震災後隔年，新設了屋內式的 345仟伏南

開關場引接第二、三路超高壓輸電線，並

將既有的戶外 345仟伏開關場改為北開關

場，兩者之間由不同的線路引接，並互不

隸屬，僅裝設一條聯絡線作為電力潮流調

度之用，可說是同一塊土地上擁有兩座互

不相干的變電所，如此一來，就算其中一

座開關場因為各種天災地變發生故障，另

一座開關場也能夠安全運作，繼續維持穩

定供電的任務。

民國 89年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曾發生過

345仟伏北開關場開關設備故障事故，因

此當下全面辦理開關設備礙管超音波檢測

工作，經檢查後才發現，多數屋外式 345

仟伏開關設備的礙管均已接近使用壽限，

乃決定將仍是屋外式的 345仟伏北開關場

全面改建成屋內式變電所。民國 95年 11

月啟用後，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僅存 161仟

伏的北開關場仍為屋外式以外，其餘開關

設備皆隱藏在建築物中，不再受到外界的

天候侵擾，能更加穩定的為大新桃地區供

應電力。

目前的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分為五部

345仟伏自耦變壓器設置於北開關場，及

▲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僅存的屋外式 161仟伏北開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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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345仟伏自耦變壓器裝置於南開關場。

主要引接電源來自石門發電廠、大潭發電

廠、台中發電廠、天輪發電廠、及鄰近的

民營新桃電廠等；主要大型用電戶包含新

竹科學園區、龍潭園區、渴望園區、六福

村等，供電範圍有涵括部分新竹縣與部分

桃園市。除此之外，在民國 103年 9月起

開始採用遠端遙控竹工超高壓變電所 345

仟伏變電系統。

艱鉅的氣候考驗，桃園數一數二

的落雷區

丘陵地形的龍潭區，是桃園市各行政

區之中，數一數二的落雷集中地，光是民

▲ 盛開的八重櫻點綴 345仟伏屋內式北開關場建築，八重櫻是龍潭超高壓變電所綠美化政策的亮點成果。

國 107年至 108年第三季間，落雷統計數

字就高達 290次之多，僅次於復興區 435

次。其中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更是以瞬息萬

變的氣候而聞名，值班主任魏正協回憶起

值班時碰上的多次惡劣天氣：「來到龍潭

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天氣，或許是地理環

境特別，我們龍潭常常起霧，霧又特別濃，

一下雨，又比山下來的大。最恐怖的是雷，

這裡夏天雷打得特別凶，只要一打雷，動

不動就能看到開關場閃爍紅光，就知道雷

又下來了。」。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的控制室有一個

不起眼但特殊的設計，在值班主任的辦公

桌下，鋪著一層墊高的木棧板區。它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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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是當能量極大的落雷打在變電所附

近時，能夠隔絕落雷產生的震動與電流。

「老前輩以前跟我說，有時候雷打得特別

大，坐在值班臺上都會感覺像觸電一樣，

真的會讓人嚇到，所以後來才增加這層木

板。」，魏正協主任補充道。

海洋之風吹進內陸丘陵，龍潭超

高壓變電所的「水簾」創舉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棲居於內陸地區的

龍潭與關西丘陵地上，離最近的海岸少說

也要 20公里以上，照理來看，應該很難將

海洋氣息與深入內陸的龍潭丘陵搭上邊，

但發生在龍潭超高壓變電所的奇特現象，

讓一切都產生了可能性。民國 69年起龍

潭超高壓變電所周遭發生異常嚴重的鹽霧

害，且長時間的影響變電所的正常運轉，

已在龍潭超高壓變電所任職多年的涂春園

值班員分享到：「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成立

之前，原本是有做過各種汙染檢測的，但

是那是在夏季時檢測的，當時沒料想到因

為地理環境的關係，冬季時鹽霧害的污染

非常嚴重，我們常常都是三更半夜都要出

來洗礙子。那時候人手都不足，包含所長、

維護員等等，就盡量能找誰就找誰來幫忙，

不然我們那時晚上整個開關場都像霓虹燈

一樣不停閃爍。我們以前在冬季真的是天

天洗礙子，洗到都會手軟呢。」。

❶

❷

❶ 正在視察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水簾工法的時任台電副總
經理席時濟（右一）與供電處長胡裕賀（右五）。（新

桃供電處提供，鄧宗文翻攝）

❷ 正在架設水簾的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同仁，利用電線杆
作為支架，鋪上鐵絲網與塑膠網，再從頂部噴灑水幕，

達到防治鹽霧害的效果。（新桃供電處提供，鄧宗文

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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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杜絕東北季風帶來的鹽霧害

問題，龍潭超高壓變電所首創全臺變電所

之先例，於民國 76年間在東北季風迎風面

設置了長 2∼ 30公尺的大型水簾。當風力

強勁時即啟動水簾，有效阻擋鹽霧害的侵

襲，同時也進行開關場設備上礙子的耐鹽

性改善，才逐步改善鹽霧害侵襲的困擾。

任職龍潭超高壓變電所 35年的領班巫雲

才分享到：「水簾是在賴昭村所長任內設

立的，當時就跟其他單位緊急調來一支支

的電杆，再用鐵絲網跟塑膠網，一層層圍

在電杆上，上面再裝水管，就形成水幕，

可以阻擋風勢夾帶的鹽份，就可以不用天

▲ 利用高壓水柱清掃礙子中的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同仁，
早期鹽霧害嚴重時，三番兩次的洗礙子工作幾乎成為

變電所同仁的家常便飯。（新桃供電處提供，鄧宗文

翻攝）

天都要洗礙子。不然鹽霧害嚴重時我們是

345仟伏的開關場剛洗完，發現說 161仟

伏開關場也出現閃爍紅光，洗完 161仟伏，

剛剛洗過的 345仟伏開關場又被鹽份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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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開始閃爍，我們就這樣來回一直跑一直

跑，裝了水簾後才改善，不用這樣疲於奔

命。」。

北部電力樞紐重擔扛肩上，淺談

一所之長的維護心得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陳豐連經理自民國

96年首度來到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擔任維護

課長，四年歷練後離開龍潭，於民國 107

年 6月再度回到龍潭超高壓變電所擔任經

理，與龍潭結下 5年多的因緣。陳經理分

享到對於肩上扛著北部電力樞紐一所之長

的心路歷程：「在龍潭超高壓變電所任職

最讓我深刻體認的，就是每次變電所設備

發生故障時，因為我們變電所的特殊性，

就會有修復時間的急迫性，必須立即擬訂

搶修方案，並每天都需要回報進度給我們

的上級單位供電處。所以基本上來說，對

於搶修時的急迫性，即時性，還有現場工

作時的安全等等，這不管是擔任課長，還

是經理時，都是一種責任上的重擔，所以

我常說，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一場故障事故的發生，首先就必須確

認故障是否會影響供電安全，當確定會影

響之下，就由控制室的值班人員立即啟動

轉供隔離機制，將故障設備隔離出電力系

統，接下來變電所現場人員將接手排除故

障。基於機電設備的構造複雜性，當一部

設備發生故障時，往往都要耗費不少時間

與人力，在將設備拆開來，只為了尋找那

隱藏事發的故障點，而當現場的工作人員

無法完成時，還需要聯絡提供設備的原製

造商前來支援。完成檢修後，還有各項事

後的檢討報告與究責，不論事故發生，還

▲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陳豐連經理，作為北部電力樞紐的一所之長，格外注重平時的設備
運維，防止任何影響供電的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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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屋外式 345仟伏北開關場改建後留下的廣大土地，原作為高原計畫的用地，在高原計畫暫緩實施後，預計將改為 345
仟瓩的大型儲能場。

是事故後的各種檢修、文書行政工作，都

是陳經理不樂見發生的。縱使任何物件經

過長年累月下都會有故障機率，但平時做

足保養維護，培養正確的設備操作守則，

將能讓故障發生率降到最低。

變電所不只變電還可發電，龍潭

超高壓變電所的太陽光電與壯志

未酬的高原計畫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自民國 95年 11月

將 345仟伏北開關場改建為屋內式開關場

後，騰出大量空閒的土地，適逢其時台電

正在為北部地區未來電力成長規劃，需興

建新的大型火力發電廠來因應。龍潭超高

壓變電所騰出的土地，加上鄰近的輸變電

工程處北區施工處倉庫用地，合併以後，

可作為燃氣發電廠的用地，將該計畫以所

在地之地名，取名為「高原複循環發電計

畫」。高原計畫原設想是因龍潭超高壓變

電所所在位置與最近的村落有相當距離，

本身又是變電所，也不必耗資鉅額來興建

輸電線路，即可就近將電力併聯上電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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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各項優勢使得高原計畫成為北部新興

能源發展計畫中的耀眼明星之一。惟這項

計畫提出後引來桃園市政府與鄰近高原里

居民的強力反對，認為桃園市境內已有多

座大型發電廠，因此不贊同開發，高原計

畫只得在民國 107年決議暫緩執行，只得

黯然退場。

縱使燃氣複循環發電計畫告吹，卻無

法阻止龍潭超高壓變電所的「發電」之路。

因應政府的再生能源發展政策，龍潭超高

壓變電所善用自身改建成屋內式變電所的

建築資源，將南北開關場的屋頂作為優良

無阻礙的太陽能光電場域，分別把北開關

場的屋頂，商借給再生能源處興設 162仟

瓦的太陽能板，於民國 1073月啟用；及南

開關場租借給民營業者裝設 74.8仟瓦太陽

能板，稍晚於同年 5月啟用。如此一來即

可達到變電所不只可以變電，還可以發電

的雙重成效。

多元變電所營運模式，龍潭超高

壓變電所將引領變革

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在 40年電力生涯

中，挾著北臺灣最重要電力樞紐的角色，

從獨創的水簾防鹽霧工法、首座 345仟伏

改建屋內式變電所，到現在不只可變電還

▲ 變電所不只變電，還可以發電。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南北開關場屋頂均作為太陽能板裝設場域，善加利用空間創造全新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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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電，不斷在許多變電所腳步之前，

接受創新大膽的變革。

未來，龍潭超高壓變電所將著眼於改

善北部地區電力供需失衡，與再生能源的

極大化發展，除了將進行南北開關場線路

對調，以提升電網應變能力，讓電源供應

端能更接近用電負載中心，還要利用曾胎

死腹中的高原計畫用地，興建專為再生能

源需求的 345仟瓩大型儲能場。龍潭超高

壓變電所殫精竭慮的經營方針，只有一個

重要的目標：就是讓北臺灣民眾得以更安

心順利的在每一個夜晚點亮家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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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8年 10月，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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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年 7月，鄭金龍。

▲ 隱身在建築內的 345仟伏開關設備，有效防止外部的氣候、污染干擾，減少變電所維護人員的沉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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