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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28年，日治時期第一部機組商轉，

到民國74年11月龍溪發電廠營運，

46年間安裝的水力發電機組形形色色。

各種型式的水輪機組如：

法蘭西斯、佩爾吞及卡布蘭型，

橫軸、豎軸應有盡有，

此外，還有包含兩部遠東最高落差的水力機組。

東部發電廠，

堪稱台灣水力電廠的博物館。

採訪撰稿   劉智淵

後山電力博物館
   獨具風格的東部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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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達東部發電廠之前，我們在

同仁提供的資料上發現，東

部發電廠和我們熟知的電廠型態相

當不同。在東部發電廠的「廠、壩

位置圖」上，只見4、5條溪流由中

央山脈發源向東流，每條溪流上都

有水力發電設施，其中木瓜溪密密

麻麻的設置了多達8個廠，10餘座水

壩，最上游的水壩散置在各個支流

上，多數水壩和廠房的對應關係很

難從地圖上判別。此外，立霧溪和

壽豐溪各有一個廠，最北邊的和平

溪碧海廠預訂民國100年竣工，而與

壽豐溪相隔數十公里的萬榮溪和馬

太鞍溪，已計畫開發的西寶廠因故

暫停施工（目前正申請重評中），

形成了有水壩而無電廠的狀況。

這樣一張位置圖，清楚的表現

東部發電廠幅員遼闊、機組複雜的

現況。實際到現場，更會發現，無

論從自然環境、硬體設備、工作內

容、同仁風格各方面來看，東部發

電廠確實是台電極有特色的一個發

電廠。

「我們有10個廠，16部機組(總

▲ 溪口廠外觀，民國34年完工發電，

49年重建，在同仁盡心維護之下，運轉

順暢。

東 部 發 電 廠 廠 、 壩 位 置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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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容量183 ,000瓩 )，18個壩，

100多座水門，工作特別複雜。」林

豐生廠長開宗明義點出了東部電廠

的特性。「這裡的同仁幾乎都是花

蓮人，很專業，對電廠也很有感

情。」今年6月才就任的廠長，談起

同仁和電廠的關係，聽起來有點像

在描述一對十分瞭解彼此癖性的老

夫老妻，非得幾十年朝夕相處、相

互磨合，這個複雜的大家庭才能運

作如此順暢。

博物館級的機組

東部發電廠原為「東部發電區

 東部發電廠林豐生廠長，長期在發電處負責土木業

務，多年前參與設計東部發電廠辦公大樓，如今來到自

己設計的辦公室任職，認為是一種難得的緣分。

▲ 立霧廠的進水口日誌，書背上紅色簽字筆字樣為記載

年份，可見該廠歷史悠久。這些日誌應是立霧溪水文狀況

的極佳記錄。

組織改造後的東部發

電廠

東部發電廠於民國90年5月

由「東部發電處」改組而成。

在台電的行政體系上，原有的銅

門、立霧等10座電廠改稱機組而

非分廠，統一由東部發電廠遙控

調度。由於同仁仍習慣將行政組

織上的機組稱為電廠，且部分電

廠不止有一部發電機，為行文方

便，同時利於讀者理解，本文將

行政上之機組稱為「廠」，如銅

門廠、立霧廠，而實體的發電機

則依傳統習慣稱為機組，如「龍

澗廠擁有兩部遠東落差最高的機

組」。

管理處」。民國4 0年10月成

立，負責督導東部各發電廠、

輸電線路與變電所營運與維護

相關事宜。民國66年2月1日改

制為東部電力處，除了原有業

務外，還包括東部水力發電計

畫工程執行，肩負建造東部木

瓜溪與溪畔水力發電工程的責

任。

民國76年8月因木瓜溪水力

發電工程已完工，而立霧溪工

程則因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及

景觀問題暫緩興辦，又由於東

部輸變電業務之擴增，基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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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間奔波大修，沒遇見大修反而不

容易。

溪口廠是民國27年3月興建，

34年4月完成。原為供給立霧廠工程

用電，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遭美軍轟

炸毀損，至41年1月始修護運轉，但

因設備簡陋且多為舊品，故障頻

仍，44年5月停止運轉。47年重建，

49年5月併入系統運轉。裝置橫軸法

蘭西斯式水輪發電機一部，裝置容

業化原則，將業務分別歸由花東供

電區營運處接管，而改組為東部發

電處，僅負責東部地區各發電廠的

營運與維護，民國90年5月再改組為

「東部發電廠」。

這樣的發電廠，從民國28年，

日治時期清水第一部機組商轉，到

民國74年11月龍溪發電廠營運，

46年間安裝的水力發電機組形形色

色。各種型式的水輪機組如：法蘭

西斯、佩爾吞及卡布蘭型，橫軸、

豎軸應有盡有，此外，還有包含一

座遠東第一高落差的水力電廠，堪

稱台灣水力電廠的博物館。

特別的是花蓮這些博物館級的

機組，都是由東部發電廠同仁自行

維護、檢驗與大修，完全不假外

求，是台電唯一自主大修的電廠。

唯一自主大修電廠

我們在運轉組游慶昌課長和水

路組蔡萬枝課長陪同下來到位於壽

豐溪下游的溪口分廠，恰好遇到電

廠的機組正在進行大修。事實上，

東部電廠共有16部機組，每一部機

組大修得花上一個多月，負責維修

的同仁，每年至少有8個月在各個電

量為 2 , 7 0 0瓩，每年發電量約為

1,450萬度。

由於壽豐溪水質較差，機組零

件耗損嚴重，溪口機組幾乎每兩年

就得進行大修，更新零件。近年

來，東部電廠維修同仁進行關鍵零

組件以及工法改良，機組可以4年維

修一次，這就是自主大修的顯著成

效。東部電廠的機組分散、每部機

組的發電規模較小，從民國50年「

▲ 立霧廠內設施，從民國40年代至今，仍然運轉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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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廠大門位在省道旁，門面

不大，廠房迷你。大門右側的停車

棚裡，堆置著各式發電機零件。機

械組吳東益課長指著一具磨耗嚴重

的水輪機動輪說明，早年動輪不耐

磨耗，經東部發電廠和電力綜合研

究所合作，在動輪外圈噴焊一層高

東部發電區管理處」時代，就將保

養、維護、大修工作集中，既節省

成本又可傳承技術。在機組形式眾

多的電廠，自主大修顯然是最合理

的方式。也因為自主大修，同仁掌

握每部機組的特性，還能在維修工

作上有所創新。

 初英廠的發電機組，從標

牌上的字樣，顯示機組相當

資深，這些資深機組仍能運

作正常，東部發電廠自主大

修的制度是主要原因。

▲ 東部發電廠葉丁財副廠長，東部在地人，

任職30餘年，他認為電廠同仁與世無爭，對電

廠感情深厚，是東部發電廠最有特色之處。

硬度碳化鎢自融合金，動輪使用壽

命倍增，減輕不少工作負擔。

進入這座只有一部機組的廠

房，大修期間機組停轉十分安靜，

不但如此，現場十幾位同仁幾乎也

是不發一語，只見領班靜靜的調整

渦殼上的螺栓，偶爾發出簡潔的指

令，指揮同仁以百分之一公釐為單

位，移動水車中軸位置，確保軸心

安置在正中央，氣氛凝重得像在拆

卸威力強大的爆裂物。

偶爾需要幫忙，領班一個手

勢，4、5位同仁立即趨前，安安靜

靜，各司其職，展現十足的工作默

契和服從性。這讓我們想起葉丁財

副廠長說過，東部發電廠歷史悠

▲ 溪口廠內大修的情形，展現同仁默契十足，服從性高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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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輩同仁多半接受日本式師徒

相承的工作訓練。服從性高、自律

嚴謹的工作態度，在比較單純封閉

的東部被保留下來。「比較起來，

東部發電廠的同仁更加與世無爭，

 檢驗人員鑽入水輪機內進行細部檢測。即使

是自主大修，同仁的工作態度毫不馬虎。

▲  楊國禮領班，他和同仁開發出的「熱套

法」施工，使溪口機組動輪與中軸的結合更穩

固、更有效率。

▼ 為確保中軸位於正中心，維修同仁以百分之

一公釐的幅度，不斷微調，工作極為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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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便與直鍵穩穩固定在中軸上。

「原理很簡單，國中物理課本

裡就有了，但是在現場施工起來就

是得一試再試才能掌握訣竅。」楊

領班指著一旁汰換下來的舊動輪說

明，熱套法第一次施工時，因為難

以掌握金屬熱脹冷縮的程度，動輪

內圈較中軸小百分之十公釐，固然

十分牢靠，卻造成維修時不易拆

卸，眼前的舊動輪，除了瓦斯槍燒

灼的痕跡之外，還留下一道深深的

鑿痕，就是拆卸時工具敲打留下的

痕跡。有了這次經驗，新動輪的內

徑只比中軸小百分之四公釐，未來

維修起來必然會更加順暢。由於這

項創新，楊領班和同仁還獲得總公

司頒發的員工提案獎金。

彼此合作愉快，不會計較。」葉副

廠長這麼說。

創新維修技術

蔡萬枝課長邀請在工作空檔中

的楊國禮領班到廠房外來，為我們

說明東部電廠開發出的動輪與中軸

的結合獨門技術。楊領班深入淺出

的為我們解釋，這具法蘭西斯式橫

軸發電機的原始設計，動輪與中軸

以金屬斜鍵結合，動輪容易偏離中

心，穩定性不足，噪音大、發電效

率不佳，設備容易耗損。他和維修

同仁腦力激盪，想出以「熱套法」

施工，也就是將動輪內圈做得比中

軸略小，安裝時將動輪以瓦斯槍瞬

間加熱使其膨脹，套入中軸，冷卻

 溪口廠內大修的情形，由於

同仁的努力，原本兩年就得大

修1次的機組，延長為4年才需

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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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只是機組和維修有

特色，溪口廠的水路也十分特別。

蔡課長和游課長領我們到溪口廠的

取水口，薔蜜颱風已經遠離近月，

壽豐溪仍然濁流滾滾，靠近取水口

這一側的溪流中，有一道卵石堆砌

成窄瘦長堤，與溪流平行，向上游

綿延而去，長堤圍出一道5、6米寬

的溪流，將水引入取水口。

水路課其實是走路課

蔡課長解釋，這是溪口廠的臨

時壩，長達4公里。大修期間不發

電，溪水透過台電的水路引至下游

供農田灌溉使用。每遇颱風，卵石

堆的臨時壩多半會被沖毀，颱風過

後再出動怪手堆一堆，繼續引水，

為最佳的自然工法引水方式，有一

點和大自然妥協共生的意味。

事實上，溪口廠的水路算是單

純的。東部發電廠水路橫跨整個花

蓮縣5條水系，從海拔近3,000公尺

鋪設到接近海平面，在崇山峻嶺裡

綿延錯綜，施工艱鉅，維護更是備

極辛苦、危險性頗高。由於東部發

電廠80%的水路都須以步行沿線去

維護設備，蔡課長經常以「水路課

其實是走路課」來自我調侃。

位於最北邊的立霧廠，民國

29年興建，33年完成第1部機，運轉

發電僅4個月，即被洪水沖毀。光復

後於民國39年8月著手復舊，40年第

1部機組恢復發電，第2部機則在

4 3 年 加 入 系 統 。 總 裝 置 容 量

32,000瓩，年發電量約為兩億度。

立霧廠自立霧溪和它的支流砂卡礑

溪取水，之後民國50年於立霧溪主

流上築溪畔壩，將川流式廠改為調

整池式，以調節川流供尖峰之用。

立霧廠位在橫貫公路東側入

口，占地利之便，經常有國內外賓

客造訪，對於台電兼顧景觀資源的

發電設施，印象深刻。

而東部發電廠水路之複雜迢

遠，在我們造訪木瓜溪流域各個廠

房時感受最深。

▲ 溪口廠進水口的臨時壩，以卵石堆砌，與河流共存，頗有和大自然妥協共生

的意味。

 初英廠發電機組，在高大廠

房中顯得小巧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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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樹枝葉濃密，看得出來都頗有年

歲，行走其間還能聞到楊桃甜熟的

香氣，整個廠區和東部後山一樣，

都有種恬靜安適的氣氛。

榕樹廠，民國56年2月竣工，裝

置豎軸型卡布蘭水輪發電機一部，

裝置容量2,700瓩，比初英廠年輕

20多歲，比較特別的是，它是全國

第一座遙控電廠，機組啟動併聯由

遙控中心遙控運轉，在節省人力之

外，也為東部發電廠精簡人力多數

採遙控形式的機組提供參考依據。

銅門廠，民國32年4月竣工，但

在民國33年8月及34年6月間發生兩

次水災，暴洪沖毀攔河壩，機組亦

因河床淤高，廠房及內部設備均遭

由下而上，木瓜溪流域上共有

初英、榕樹、銅門、清流、清水、

水簾、龍澗、龍溪等8個廠。

初英廠，民國27年興建，30年

2月竣工。裝置豎軸型卡布蘭水輪發

電機一部，裝置容量2,000瓩，每年

發電量約1,300萬度。發電尾水可供

下游約2,600公頃的農田灌溉，並可

在颱風期間調節放水量，保障農民

之生命財產安全。

樸素的廠房建築有著高大的門

窗，地面層占地不大的豎軸機組，

在明亮的廠房裡顯得古雅小巧。機

組上黑底白字的鐵牌上寫著「三菱

電機株式會社」，以及昭和15年等

字樣。庭院裡的樟樹參天聳立、麵

埋沒而毀棄。民國41年配合農工建

設及電源開發，修建攔河壩並重建

機組，改建為地下發電廠，於民國

44年1月26日完成第一部機，同年

7月5日及19日分別完成第二及第三

部機。裝置為豎軸水輪發電機3部，

總裝置容量為21,000瓩，每年發電量

可達1億6百萬度。

在電廠入口的吊橋上，蔡課長

指著壓力鋼管下方，河床旁一棟灰

黑色混凝土建築說明，那是民國

32年興建的舊廠房，原本已埋在砂

石之下，近幾年河床下降才又露出

來。舊廠房上方的壓力鋼管則轉了

個彎，進了位於地下的新廠房。

由吊橋上往上游望，隱約可見

▲  台灣高鐵公司資深電力控制員賴乙夫先

生。

 初英廠庭院，樹木高大、設施古雅，頗有後山的恬靜氣氛。

▼ 前往木瓜溪水系電廠的台14線省道，此處經常坍方，造成同仁不

少困擾。

13
台電月刊 11月號



清流廠廠房，這個廠同樣曾經因洪

水淹沒廢棄，72年10月31日重建運

轉。比較特別的是，當時為了響應

政府提升國內重電製造能力的政

策，機電設備由大同公司製造及安

裝，是台電第一座國產發電廠。

虎頭蜂狂螫幾乎殞命

更上游的清水廠，位於木瓜溪

支流的清水溪上，第一部機組在民

國28年發電商轉，是東部電廠中最

元老級的機組。民國33年曾遭遇洪

災，36年起分期重建。而兩年前，

蔡課長維護清水廠水路時，幾乎命

喪當地。

「當時想，大概沒什麼活命的

機會了。」蔡課長回憶兩年多前，

他帶領3位外包商和一位電廠同仁前

去維護清水廠前池的水工設備。一

行人步行在40度的陡坡上，遭遇虎

頭蜂攻擊，蔡課長為協助同仁，走

在隊伍後面，全身被螫了89針，勉

力逃離虎頭蜂勢力範圍時，全身無

法動彈，但意識還算清楚，立即請

包商打電話回電廠求援，出動救難

直升機才救回一命。

「打了止痛劑，整個晚上像藤

條在打一樣，如果沒打止痛劑，大

概光疼痛感就會造成休克。」蔡課

長平靜地說：「不只虎頭蜂，毒

蛇、落石，都是常遇到的危險。」

事實上，我們從銅門過檢查哨

▲ 東部發電廠工環組葉二龍經理〈左〉及水

路課蔡萬枝課長。

▲ 東部發電廠運轉課游慶昌課長。

 俯瞰木瓜溪上的水簾廠及水簾壩，然而，水簾壩並非水

簾廠的取水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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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台14線省道，這一路就杳無人

煙，道路上不時可見坍方落石的痕

跡。林豐生廠長受訪時曾經表示，

921大地震後，東部發電廠雖然不像

西部發電廠遭遇重大災損，但只要

颱風豪雨，聯外道路經常受損，造

成同仁受困。

上任才4個多月的林廠長，已經

受過幾次颱風的洗禮。他表示，東

部經常是颱風登陸的第一線，風勢

之強勁遠超過西部，尤其今年辛樂

克颱風在中秋假期來襲，速度極

慢，同仁戒備已久，好不容易颱風

過了，又因為道路中斷無法回家，

情緒大受影響。為了及早讓同仁脫

困，林廠長親赴坍方現場，但現場

路基流失，頭頂落石不斷，挖土機

無法作業，林廠長特別委請一批處

理邊坡的專業人士前去協助。「那

些人簡直是表演特技，掛了安全

繩，3組人攀上去，想盡辦法把可能

掉下來的石頭先弄下去，怪手才敢

工作。」林廠長這麼說。有了這次

經驗，只要陸上颱風警報一發布，

林廠長就讓土木人員、包商、怪手

機具都進去戒備，一旦崩塌，裡應

外合一起搶修。

遠東落差最高的機組

台14線在山區蜿蜒，道路旁的

木瓜溪兩岸峭壁陡立，形勢頗似中

橫的太魯閣峽谷。光復初期，公路

單位有意從南投霧社開闢公路經天

池至花蓮銅門，作為東西橫貫公

路。但考量地質狀況，最終並未選

定此一路線。目前，台14線在中央

山脈東西各有一段，中間則如伏流

隱沒，並未貫通，因此行經此地的

車輛多數是行走能高越嶺古道或攀

登古道沿線山岳的登山客，以及台

電同仁。

過水簾廠之後可達龍澗廠。龍

澗廠於民國44年興建，於48年6月

8日竣工；另於66年施工奇萊引水工

程，將檜溪、林溪、奇萊、天長、

磐石等五壩的水，導水進入龍溪調

整池，擴充龍澗第二部機組，於

73年7月9日併聯系統發電。兩部機

組總裝置容量為97,200瓩，每年發電

量約為3億7千4百萬度。是整個東部

發電廠發電量最高的兩部機組。此

外，龍澗機組的有效落差為855公

尺，最高落差達892公尺，為遠東第

一高落差的水力電廠。

「這裡的壓力鋼管有3 3公厘

厚，」游課長指著廠裡一支黝黑的

巨大鋼管說：「每平方公分要承受

將近90公斤的壓力」。由於水壓

▲ 台14線省道地質不穩定，明隧道一路綿延，有如在山腹上裝了一道拉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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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龍澗機組的水輪機形式十分特

別。廠房裡放置著幾具動輪備品，

每一具的體型都比一張桌球檯的檯

面還大，由厚重堅硬的鎳鉻合金鋼

製成，奇特的造型和溫潤的金屬光

澤，有如科幻電影裡的外星飛行

器。

除了發電機水輪機獨具特色，

龍澗廠的引水工程也十分複雜。蔡

課長表示，東部溪流水量不多，得

興築許多水力設施，把各個支流的

水集中起來發電。「另外還有一個

特色，水簾壩不是水簾廠的水壩、

龍溪壩是龍澗廠的水壩，小龍壩是

龍溪廠的水壩……」蔡課長像唸繞

口令一樣說明，由於引水工程和電

廠興建時間不一，壩名和電廠經常

對不到一塊。其實，除了讓我們頭

昏腦脹之外，並不構成什麼困擾，

真正麻煩的是，這些水路設施深藏

在人跡罕至的山區，保養維護困難

重重。

奇萊五壩維護不易

過去，前往奇萊引水工程的5座

水壩，步程來回就得花費4天的時

間，電廠的水路工作人員十分辛

苦。近幾年，奇萊出水口搭了一道

棧橋，但前往奇萊五壩仍得先將奇

萊引水隧道停水，以小型牽引機載

運人員工具和糧食，鑽入近15公里

長的引水隧道，來回縮短為6個小

時，但是引水隧道潮濕狹窄，行程

暗無天日，到檜林壩之後還得住上

2天進行工作，食宿都極為艱困。

由於路況不佳，行程耗時過

▲ 龍澗廠佩爾吞式水輪機模型。

廠別 裝置容量(瓩*機組) 有效落差(公尺) 用水量    立方公尺/秒 商轉日期

龍溪 4,700*1 242.0 2.40 74.11

龍澗
48,600*2 855.0 #1

#2
6.93
6.67

48.06
73.07

水簾 9,500*1 69.6 16.68 74.03

清水
2,500*2
2,000*1

406.0 #1 , #2
#3

0.84
0.60

30.09
28.06

清流 4,200*1 105.0 4.90 72.10

銅門
7,000*3 158.0 #1

#2 , #3
5.57 44.01

44.07
榕樹 2,700*1 20.0 16.64 56.02
初英 2,000*1 19.5 15.75 30.02
 溪口 2,700*1 39.6 8.30 49.05

立霧
16,000*2 118.0 #1

#2
18.00 40.12

43.03
合計 183,000

▲ 台14線省道上「貫通龍澗」碑，可見當年

道路開闢之辛苦。

▲ 龍澗廠為遠東落差最高的機組，廠內的壓

力鋼管巨大厚重。

東部發電廠機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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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東部發電廠同仁婉拒我們體驗

這趟行程的提議，於是，木瓜溪最

上游的龍溪廠和奇萊五壩，我們未

能得見。

「坐牽引車，整個人得縮著腿

緊繃著擠在小車裡，頭頂上滴水，

還得穿雨衣，兩個多小時看不到陽

光，下了車兩腿發麻、頭昏眼

花。」林廠長生動的形容，讓我們

有如身臨其境。

有韌性的電廠

就任之後，林廠長深入電廠各

個角落，也曾親赴奇萊五壩，對於

東部發電廠的特性也有很精確的掌

握。他表示，東部發電廠的同仁流

動性低，感情好，機組雖然很複

雜，但同仁都很熟悉，維修不是問

題。幅員遼闊、水路密布，但水路

同仁吃苦耐勞，走路很內行，總能

克服困難。另外機電、營運、值班

各個同仁也都各司其職，相互支

援。大概也只有東部發電廠同仁的

特質，才能讓這些性格獨具的水力

機組，運作順暢。

「花蓮山高谷深，地震多，颱

風也多，」長期在發電處負責土木

業務的林廠長，過去總覺得東部發

電廠的問題比較多，不像西部水力

電廠在好山好水之中平靜運作。然

而，921大地震之後，每逢颱風豪

雨，西部的水力電廠就得繃緊神

落差

落差又稱為水頭，水輪

機的出力等於流量(Q)乘以落

差(H)。因為落差大，故能以

較少的流量產生較大的出力。

龍溪壩至龍澗廠之間的溪谷河

床均由巨石斷崖所形成，能在

短短不到3公里的河床，產生

如此高的落差，不僅在台灣，

在世界上亦屬罕見！

經，東部發電廠反而損害不大。

「這個電廠有一種韌性，地

震、颱風，好像都習慣了。」林廠

長這麼說。 

▲ 龍澗廠內機組與水輪機動輪。動輪由堅硬的鎳鉻合金鋼製成，造型

特殊。

▲ 龍澗廠退役的水輪機動輪，被當作裝置藝術陳設供人參觀。

1�
台電月刊 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