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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超高壓變電所是驅動臺灣 345千

伏超高壓輸電系統中眾多齒輪中的其中要

角，隱身在臺南市龍崎區的龍崎超高壓變

電所，遠離各大主要道路與城市的喧囂，

僅有鄉間小路穿梭於其間，一般民眾本來

就不容易深入變電所，也不會特別去注意，

更何況是藏在鄉野間更不顯眼。但是生活

中容易被我們忽視的任一環節，往往就是

構成社會順利運轉的重要組件，當我們攤

開臺灣全島的電力網絡圖時，便可以發現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是台電北中南各一處輸

電線樞紐的關鍵，並與位在桃園的龍潭超

文／鄧宗文  圖／台電嘉南供電區營運處、鄧宗文

高壓變電所素有北龍潭，南龍崎的雙龍美

譽，龍崎超高壓變電所究竟對於穩定供電

有何貢獻？它對於台灣電力系統有什麼樣

舉足輕重的地位？值得我們一探其奧。

回顧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龍崎

超高壓變電所的問世機緣

345千伏，是臺灣當前電壓等級最高

的輸電系統，時間往回推一些，1960年代

時，台電仰賴著日治時期已建構出的輸電

網絡為主幹，朝著葉脈絡持續發展。這時

正值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各地用電需求

快速攀升，再加上眾多大型火力發電廠相

繼建設完成，空有電廠卻沒有足夠的線路

能夠輸送電源的狀況日漸窘迫。既有的南

北縱貫 154千伏系統無法再乘載更大量的

電力，備感危機的台電，不斷研議及再三

討論下，345千伏遂一舉成為臺灣電壓等

級最高的輸電系統。

民國 63年為因應第三核能發電廠、

興達發電廠等多座大型電廠即將竣工，台

灣電力公司規劃利用在第一路超高壓輸電

線經過的臺南縣龍崎鄉，擇地興建超高壓

變電所一座，爾後選定了今龍崎區楠坑里

第 9鄰的一座山谷，利用削坡填谷的方式

打造出占地 39甲的臺階地來施作變電所，

自此龍崎超高壓變電所首次出現在臺灣電

力發展史中。民國 70年 11月興達發電

廠至龍崎超高壓變電所的第一路聯絡輸電

線竣工，總長 21.6公里。12月 1日龍崎

超高壓變電所落成，竣工初期裝設比利時

ACEC製及日本富士製共四部 500MVA的

主變壓器，這座全新的超高壓變電所在當

時也堪稱是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的超高壓

變電所之一。之後在民國 74年 5月興達

發電廠第二路送至龍崎超高壓變電所超高

▲ 豎立在嘉義仁義潭水庫的第一路超高壓輸電線，天輪─龍崎線第 260號鐵塔，起初為天輪 – 高港線，後因龍崎超高壓
變電所民國 70年 12月落成，才改為天輪─龍崎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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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聯絡線加入系統，線路總長 26.7公里，

接續的南北第二路及其他南部聯絡超高壓

輸電線等，規劃上都進入龍崎超高壓變電

所中，位在中部的中寮超高壓開閉所與北

部的龍潭超高壓變電所亦採類似的線路規

劃，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因而取代高港超高

壓變電所，形成北中南三大主要電力樞紐

之一。

隨著時代變遷，臺灣各地用電需求仍

不斷節節高升，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分別在

民國 82年、85年，以及 88年再增加三部

500MVA的主變壓器，並分為龍崎北系統

與龍崎南系統，可說是實質上有兩座超高

壓變電所的存在。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北邊

有來自嘉民、南科等超高壓變電所引接；

南邊則有路北、仁武、瀰力等變電所引接，

電源端則來自 345千伏興達發電廠及匯集

核三發電廠與 161千伏的獨立發電廠，主

要供電範圍涵括了整個大臺南地區，以及

楠梓、岡山、阿蓮、路竹等北高雄鄉鎮等。

從事件中學習與成長—兩次電網

崩潰點出臺灣輸電系統的短處

民國 88年 7月 29日由天輪變電所出

發，輸送至龍崎超高壓變電所的第一路超

高壓輸電線第 326號電塔，受到連日降雨

影響，鐵塔周圍土壤流失嚴重，最終在當

晚 11時 30分鐵塔發生倒塌事件，作為縱

貫南北的第一路超高壓輸電線中斷，引發

大規模連鎖效應，中北部各大型發電廠因

保護機制觸發，發電機組紛紛跳脫，造成

全臺除南部以外的地區停電的災難，此次

大停電事件就是後人俗稱的 729大停電事

件。

沒想到 729大停電事件還未滿半年，

同年 9月 21日凌晨南投地區發生了震撼國

內外的 921大地震，不僅對中北部地區造

成生命財產上的重大損失，極為鄰近震央

的中部電力樞紐的中寮超高壓開閉所，亦

被潑及受到極其嚴重的損壞，開關場區土

崩地裂，大量鐵塔應聲倒塌。剎那間，臺

灣全島電力系統一分為二，包含龍崎超高

壓變電所在內的南部地區發電廠與輸電系

統勉強維持正常運轉，中北部系統則全面

崩潰。同一年間，因接連兩次的大規模電

力系統崩潰事件，凸顯出臺灣電網系統需

❶

❷

▲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 345千伏自耦變壓器一景，已為臺灣電力貢獻近 40年的機組仍保持良好機能持續運轉中。

❶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控制室一景，龍崎超高壓變電
所還肩負了嘉民、南科變電所的遠端遙控任務，

因此配置三名值班主任，是嘉南地區超高壓變電

所的主控站。

❷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 345千伏開關場一景。

▲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 161千伏開關設備一景，坐落在變
電所三階臺地中的最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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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體的檢討並強化穩固，台電在 729停

電事件後，採用了輸電線路交叉設置的想

法，將原先興達發電廠送往龍崎超高壓變

電所的龍崎北第一、二迴路與送往龍崎南

第三、四迴路交叉設置，變成一座鐵塔有

送往南北各一迴路的方式，效法「雞蛋不

放在同個籃子裡」的概念，降低一座鐵塔

倒下引發全島電力系統崩潰的機率。

正也因為 729停電與 921地震的慘痛

事件發生，讓南北第三路超高壓輸電線得

以在中央政府的緊急命令下加速完成，其

實第三路超高壓輸電線台電早於民國 78年

就開始規劃，不過與前兩條不同的是：一

改超高壓輸電線布設於山區的方案，轉而

走向相對不會受到山地滑坡影響的海線設

置；但走往海線意味著要經過更多一般民

眾的私有土地上，隨著民意的高漲，不論

是土地取得，又或是線路的規劃，無不受

到重重阻礙，興建進度推遲不前。但就成

效來說，第三路超高壓輸電線的誕生，算

是因禍得福呢。民國 91年 6月 4日第三

路超高壓輸電線最後一段—嘉民 –龍崎段

竣工，也等同宣示第三路超高壓輸電線全

線竣工，時任總統陳水扁與經濟部長林信

義，台電董事長林能白等人特地前來龍崎

超高壓變電所主持第全線竣工的按鈕通電

儀式，象徵臺灣超高壓輸電網絡進入安全

穩定運轉的全新時代。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許樟財經理回

憶 921搶修紀實

921地震對於位處南部的龍崎超高壓

變電所本身的設備影響並不大，主要受災

於所外的鐵塔與輸電線，以及震央所在地

的中部地區供電網絡，其中又以中寮超高

壓開閉所受災最為慘烈，龍崎超高壓變電

所許樟財經理回憶起 921期間的支援搶修

經過： 921大地震那時我們龍崎沒有受到

什麼災害，但是中寮超高壓開閉所那真的

是慘不忍睹，我們嘉南供電區營運處一開

始被賦予的任務，是去中寮那邊做一些控

制盤面與電力設備控制電纜的復舊工作。

後來搶修了幾天過後，又來一項任務，就

是中寮那邊的電力設備等復舊的工作，因

為需要升空車，我們龍崎這邊有升空車，

我那時又兼任升空車駕駛，所以就一個人

草草收拾行囊開著升空車馬上從龍崎趕去

南投中寮支援。

來到中寮，柔腸寸斷的道路窒礙難行，

許經理嘆道：沿路上都是斷垣殘壁，所到

之處都能看到暫置於路邊的受難者，真的

很淒慘。而我們開的升空車輪胎在這崎嶇

不平的路上還被瓦礫給刺破了，所幸升空

車的後輪是兩輪一組，破了一顆還有另一

顆能支持，當時也顧不得其它，身為台電

人，一心只想趕快前往目的地投入搶修行

列完成使命。抵達中寮開閉所大門還因為

地震地層壟起，車輛無法從原本道路進去，

只能另外從一旁緊急堆砌的一條便道駛

入，我們才算是披荊斬棘開進中寮開閉所。

在中寮搶修的那幾天，我們過來支援的同

仁都直接住在變電所裡面，白天我們搶修

▲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許樟財經理，經歷變電所
成長，直到今日即將蛻變時期的見證人。

工作，那幾天的晚上休息時，大搖小搖餘

震不知道搖盪了多少次，但我們還是銜命

恢復供電的任務，不辭辛勞持續投入支援

人力來做復舊的工作，深感肩負大責與有

榮焉。

農耕隊？龍耕隊？變電所不只是

變電所的過往經營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原先規劃時，用地

面積就足足有 39甲這麼龐大，不過在 345

千伏以及後續的 161千伏輸變電設備相繼

到位後，仍有大量的閒置土地，究竟能多

作何用途？原來，在 345千伏之上，曾經

台電還打算朝架設超超高壓輸電線路的計

畫前進，惟終究超超高壓只存在於理念階

段未能實現，從而多出許多閒置土地，而

▲ 陳水扁總統主持南北第三路超高壓輸電線，嘉民 – 龍崎段竣工通
電典禮，象徵臺灣進入穩定供電時代。

▲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全景，左半邊最上層臺地為東開關場，
中間為 345千伏西開關場最下層為 161千伏開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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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不只是變電所的多元經營方向。

早期變電所同仁，除了本分內的業務

工作完成以外，公餘利用閒置的土地開墾，

種植大量鳳梨、木瓜、胡瓜，及芒果等各

式經濟作物，為公司增加收益，有組織的

農耕小隊，形成獨特的「龍耕隊」奇景。

另一項曾聞名台電的獨特設施還有龍崎滑

草場，滑草場於首任黃天敏所長任職時藉

由龍崎山坡地形整地鋪設，是當時台電所

有單位中標新立異的巧思。為此還特地邀

請時任供電處胡裕賀處長及龍崎鄉余明春

鄉長舉辦過慎重且空前的剪綵啟用典禮。

龍崎滑草場的名聲不僅口耳相傳於台電各

單位間，附近鄉里居民都知道龍崎有座變

電所細心維護的滑草聖地，因此台電許多

單位與附近鄉里民團體都會向龍崎超高壓

正值年富力強的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嶄新

的設備在維護上相對不需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僅一般的巡檢即可。充足的土地、人

力、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及缺少娛樂層面的

滿足，又加上眷屬們一同居住形成的社區，

多方面的條件讓龍崎超高壓變電所走出另

變電所商借滑草場來舉辦團康活動，更做

好敦親睦鄰工作拉近鄉里關係。龍耕隊與

滑草場是在時代背景下誕生出跳脫變電所

經營框架的獨特創意，為早年偏遠山區苦

悶的值班維修生涯增添不少生活色彩。可

惜同樣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龍崎超高壓

變電所自動化程度增加、人員逐步精簡、

交通日益發達，眷屬不必再就近居住，輸

變電設備的增加壓迫到本來就不是本業的

農耕用地，最終龍耕隊與滑草場仍舊成為

歷史上的文獻紀錄，只能透過老照片與資

深同仁的口述回憶當年的盛況。

▲ 民國 88年 7月 29日引發大停電事件的天輪─龍崎山海線第 326號鐵塔。

❶

❷

❶	龍崎滑草場盛大的啟用剪綵典禮，曾是早期聞名台電內外的
一項龍崎特色，如今已停用僅可由圖中一睹風光時期。

❷	正在播種鳳梨苗的「龍耕隊」，早期為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帶
來不只是變電所的經營框架，如今已變成東開關場用地。

魚幫水水幫魚，龍崎超高壓變電

所與鄰近居民 38年來的互相扶
持

眾所皆知的，變電所在一般大眾眼中，

往往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嫌惡設施，落腳

在龍崎 38年的超高壓變電所，是如何與在

地居民達到和平共處的關係？值得深入探

討。龍崎超高壓變電所所在的地區，早期

是較為落後的丘陵地帶，變電所草創之初，

科技尚未發達，諸多變電設備仍需大量人

力來監控、巡視，再加上前來值班維修的

▲ 正在進行變電設備檢修的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同仁，善
盡本業之責外，與在地民眾也建立深厚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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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世代交替；更在不久的將來，計畫改建

為屋內式超高壓變電所，不僅對於周邊環

境的視覺影響降低，包覆在建築物內的各

項變電設施，能夠免於戶外風吹日曬雨淋

的侵擾，延長使用壽命，讓供電品質更加

優良，以持續跑在緊迫追趕的供電環境成

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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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此無償開放給所有人通行；再者，

因應龍崎地區位處偏遠人跡罕至，變電所

外圍道路都主動裝設路燈照明，以保障用

路人安全。當居民發現變電所周圍道路路

燈故障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前來變電所

尋求協助，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同仁也義不

同仁眷屬，逐漸形成獨樹一格的龍崎超高

壓變電所小社區。有人，就必須有電有水，

龍崎早期未有自來水管線延伸時，只能仰

賴打鑿在所內的深水井與小型淨化設施，

作為簡易自來水來源。相同的，變電所周

圍居民也都無水可用，因此秉持著互助的

精神，變電所方面主動將管線延伸，分享

水源給鄰近住戶使用。

容辭前去維修，為鄰近住戶在黑夜中點亮

一盞盞的光明指引。諸多敦親睦鄰的措施

維繫著變電所與鄰近居民間長久友好，相

互幫助扶持的關係。

結語，永遠走在供電環境成長的

最前端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38個年頭，在電力供需環境不斷更迭的時

代中，除了既有的電力設備必須做好完善

的維護與檢修外，更積極地求新求變，因

應南部科學園區高雄橋頭園區的興設，與

興達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的推動，龍崎超

高壓變電所將迎來第八部 345千伏主變壓

器，創所元老的一、二號主變壓器也將啟

▲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大門兩旁盛開的印度櫻花 (又稱羊蹄甲或美人樹 )，是變電所綠美化的優良成果。

▲ 由超高壓輸電鐵塔守望的「龍耕隊」鳳梨田，為早年台
電公司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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