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發電廠現況



台電電廠現況－火力發電

‧電力為工業之母，火力發電在推動台灣地區經濟
發展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為配合政府能源多元化政策，台電公司火力發電
採用之燃料為煤碳、重油及天然氣，其中以燃煤
的汽力發電機組為主，以燃天然氣的複循環機組
為輔。

‧為因應尖峰負載的供電需求，另有燃輕柴油之氣
渦輪機組。

‧目前火力發電廠共27所。



台電電廠現況－水力發電

‧台灣地區雨量充沛，河川坡地陡峻，水力
資源豐富。

‧水力發電曾為台灣光復初期發電系統之主
力，經整併後，目前水力發電廠共11所。



台電電廠現況－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的原理與火力發電相似，核能發
電是利用鈾燃料進行核分裂連鎖反應時所
產生的熱，將水加熱成高溫高壓的蒸汽，
用以推動汽輪機，再帶動發電機發電。

‧目前核能發電廠共3所。



台電電廠－風力及太陽光電發電

‧近年來環保及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
世界各國關注的重要課題。

‧使用再生能源可避免化石燃料發電污染，
因此日益受到重視。

‧目前除水力外，以風力及太陽光電發電技
術屬最成熟。

‧目前風力發電站15所，太陽光電發電站3
所。







水力發電設備裝置容量



水力發電廠地址及電話



水力發電

‧用水力進行發電，是以人工方法，引導水
流以高速度衝擊水輪機，帶動水輪機和發
電機的旋轉， 從而產生電力。

‧一般在水電站的上游，建造攔河壩和蓄水
庫，積蓄水量，提高落差（水頭）。



水力發電的優點

‧水力發電是再生能源，對環境衝擊較小。

‧提供廉價電力

‧控制洪水氾濫、提供灌溉用水、改善河流
航運，

‧改善該地區的交通、電力供應和經濟，特
別可以發展旅遊業及水產養殖。



水力發電的動作

‧河流中每一秒鐘水流體積的移動量叫做「流量」，
流量的單位是每秒鐘多少立方公尺。

‧ 水從高地流到低地的垂直距離叫做「落差」，又稱
為「水頭」。

‧水力開發的必要條件是「落差」與「流量」，如果
水量一定，則落差越高所產生的「水力」也就越大。

‧ 落差和流量的取用方法是在河流上游適當的地方建
築一座水壩，攔阻河水，抬高水位或使水流順著輸水
管路送到下游的水力發電廠取得落差，以推動廠內的
水輪發電機，使天然的水力轉變成電力。



水輪機

‧水輪機是一種轉變水力位能能量成為有用
的機械能量的原動機，是水力發電機不可
或缺的零組件。。

‧將水輪機連接發電機，就能帶動發電機的
轉動將機械能轉換為電能。



水輪機



弗蘭西斯軸水輪機（Francis 
turbine）

這是最常見的水輪機類
型，將有壓力的水流導
入封閉而飽和的渦輪室
中，使水流作用在整個
水輪上，常用於中水
頭、大流量的地方，轉
換的效率可高達90％。



螺旋槳水輪機
‧螺旋槳水輪機運作方式

類似船的螺旋槳，但是
運轉方向相反，有3～6
片葉片，這類型的水輪
機通常用在低水頭的地
方使用。

‧螺旋槳的角度可以依照
水流量大小進行調整校
對。



側推式及上推式水輪機

‧側推式及上推式水
輪機都是利用水流的
衝擊力，作用於水輪
機葉片上，帶動水輪
機旋轉。左圖為側推
式水輪機，右圖為上
推式水輪機。



佩爾頓水輪機（Pelton's turbine）

‧此包含一組繞著
輪軸的桶狀或杯
狀水斗，這樣水
輪就不會浸在水
中，而可以在空
氣中被高壓水流
衝擊水斗帶動轉
輪旋轉。

‧一 般 用 在 高 水
頭、小流量的地
方。



佩爾頓水輪機



超微型水輪機

‧類型的水輪機是便於攜
帶的，功率只需要幾百
瓦至五千瓦間即可運
轉，可以用來收集溪
流、河流、農業灌溉渠
道和瀑布的水力能，只
要有穩定水流就可以運
行，適合於發展中國家
的農村使用。除了發電
外，還可用來做機械用
途，如研磨麵粉和灌溉
等功用等。



水力發電的原理

‧以具有位能或動能的水沖水輪機，水輪機即開始轉
動，若我們將發電機連接到水輪機，則發電機即可
開始發電。

‧如果我們將水位提高來沖
水輪機，可發現水輪機轉
速增加。

‧水位差愈大則水輪機所得
動能愈大，可轉換之電能
愈高。



水力發電的能量轉換(1)
‧水力發電的基本
原理是利用水位
落差，配合水輪
發電機產生電
力。

‧利用水的位能轉
為 水 輪 的 機 械
能，再以機械能
推動發電機，而
得到電力。

位能 機械能 電能



水力發電的能量轉換(2)
‧水往下落時，
位能轉化成動
能，推動渦輪
機旋轉（動能
→機械能），
並驅動發電機
產生大量的電
力（機械能→
電能）。



水力發電主要組成部分

‧擋水建築物
（壩）

‧洩洪建築物（溢
洪道或閘）

‧引水建築物（引
水渠或隧道，包
括調壓井）

‧電站廠房（包括
尾水渠、升壓
站）



‧目前臺灣水力發電廠共11所，依運轉型態
可區分為：

‧1.慣常式：川流式、調整池式、水庫式；

‧2.抽蓄式，依照適用的河段條件進行開
發，按照不同的開發方式所修建的水力發
電廠，其樞紐佈置、建築物組成等也截然
不同。



慣常水力發電流程

‧河川的水經由攔水設施攫取後，經過壓力
隧道、壓力鋼管等水路設施送至電廠。

‧當機組須運轉發電時，打開主閥，後開啟
導翼(控制輸出力量的小水門)使水衝擊水輪
機，

‧水輪機轉動後帶動發電機旋轉，於發電機
加入勵磁後，發電機建立電壓，並於斷路
器投入後開始將電力送至電力系統。





慣常式水力
發電系統



抽蓄式水力電廠

‧抽蓄式水力電廠與慣常水力電廠不同，它的
水流是雙方向，設有上池及下池。

‧白天發電流程與慣常水力電廠相同，於夜間
電力系統離峰時段，利用原有的發電機當作
馬達運轉，帶動水輪機將下池的水抽到上
池。

‧如此循環利用，原則上發電後的水並不排
掉。



抽蓄式水力電廠



慣常式



抽蓄式水力電廠

‧抽蓄式水力電廠與慣常水力電廠不同，它
的水流是雙方向，設有上池及下池。

‧白天發電流程與慣常水力電廠相同，於夜
間電力系統離峰時段，利用原有的發電機
當作馬達運轉，帶動水輪機將下池的水抽
到上池。

‧‧ 如此循環利用，原則上發

‧電後的水並不排掉。



水力發電的種類

‧川流式發電廠
– 取水堰- 進水口- 水路- 沉沙池- 水路- 水槽- 壓力鋼管-
電廠- 尾水路

‧ 調整池式發電廠

－調整池- 進水口- 水路- 沉沙池- 水路- 水槽- 壓力鋼管-
電廠- 尾水路

‧水庫式發電廠

－水庫- 進水口- 壓力鋼管- 電廠- 尾水路

‧抽蓄式(揚水)發電廠

－上池- 進水口- 壓力鋼管- 抽蓄電廠- 下池



天送埤水力發電所



水力發電所



水力發電









清水第一發電所



世界第一

‧全世界最早的水力發電廠於1882年建於美
國威斯康辛州的阿普爾頓(Appleton, WI)。
該廠的產能是12.5千瓦，可以用來照亮兩個

‧紙廠和一棟住宅。



台灣的第一座水力發電廠

‧位於位於南勢溪與北勢溪交會的龜山發電
所，於1905年7月完工送電。

‧台灣首次在台北城、大稻埕、艋舺三市亮
起電燈。



川流式發電廠

‧大部分時間依河川的自然流量運轉，流量大時，輸出電力
可達設計時全廠總容量。流量小時，可能只輸出全廠容量
不到三分之一的電力。

‧當河川流量大於全廠總發電用所需的水量時，多餘的水量
無法利用，只好直接排放到下游去，此部分時間應該是一
年的一小部分時間。

‧川流式發電廠依河川自然流量運轉，流量太多時無法儲
存，故其無法依據電力系統負載之需求來調節發電機組輸
出，一般均作為「基載電廠」(可提供長時間穩定運轉且
變動成本低的發電廠)。

‧川流發電廠所利用的落差範圍甚廣，高可達數百公尺，低
可為20 公尺以下。

‧台灣大多數的水力發電廠屬於此型式。



竹仔門電廠
‧1908建造，南台灣第一座水力發電設施。

‧ 四座德國製法蘭西斯式(Francis)發電機，最大設
計用水量10秒立方公尺，有效水頭22.7公尺，總
裝置容量為1950千瓦，枯水期出力為870千瓦。



調整池式發電廠

‧水量運用的主要情況和川流發電廠相同，只是它的蓄水池
較川流式水壩蓄水量大，蓄水量與自然流量充分配合時，
可使全廠各機滿載運轉若干小時。

‧河川的自然流量如果超過蓄水池容量，過多水量只好任其
溢去。

‧取水口設於水壩側旁，不受水流直接衝擊的地方。取水口
與廠房間，有一段相當長的距離，以便取得足夠的落差。

‧台電公司為要應付負載的尖峰，蓄水量甚為重要。

‧調整池可以調整發電廠用水量與河川自然流量之差值以配
合電力系統負載需求。



萬大水力發電廠

‧1959年台電以人工開
鎜的，萬大發電廠有
三部發電機組，其中
一部是利用此地引水
發電，但目前已閒置
不用。



水庫式發電廠

‧ 如果一個水力發電廠的水庫蓄水量很大，可以吞
沒一季或一年的洪水量，供該發電廠配合電力系
統負載需求使用時，稱為水庫式發電廠。

‧ 水庫發電廠的運轉情況視電力系統負載的需要而
定，可作為尖載電廠(擔任尖載電廠通常必須具備
快速的升降負載能力)。

‧水庫的型式不外乎下列兩種，由攔河壩之壩後迴
水所造成者，以及利用天然湖泊加以整理後而成
者。

‧壩本身即設有進水口或取水塔，通入廠房即為水
壓鋼管直至水輪機，而再無其他水路。







石門水庫發電廠

‧工程自1956年7月開
工，於1964年6月竣工

‧ 裝置豎軸法蘭西斯式
水輪發電機二部，每
部機裝置容量
45MW，總容量為
90MW



石門水庫發電廠

發電廠廠房建於水
庫左側山麓，裝置
13.8千伏，4萬5千
KW的水輪發電機械
二組。



抽蓄式發電廠

‧又稱為揚水式發電廠，與一般水力發電廠的主要
不同為必須有兩個相當大的儲水池，一為在上游
的前池，一為在下游的後池。

‧後池多係利用尾水路外的河流，構築欄河壩攔堵
尾水而形成為一個水庫。

‧抽蓄發電大都利用深夜離峰供電時間所剩餘廉價
之電力，把下池的水抽回上池，而於電力系統尖
峰供電時間由上池放水發電，成為價值較高之尖
峰電力。

‧台灣目前擁有此類發電廠計有明潭發電廠(6部機
組)及明湖(大觀二廠)發電廠(6部機組)共10 部機
組。



‧日月潭水庫之有效容量達一億四千九百立方公
尺，西邊距水里溪約二至三公里，水位高低落差
達三百公尺以上，很適合作為抽蓄水利發電廠之
用地。

‧台電於1987及1996年在水里溪溪谷完成台灣目前
僅有的兩座抽蓄水利發電廠(明湖及明潭)，均利
用日月潭水庫為上池，下池分別在水里溪上游及
中游的大觀與車埕附近，各有一座重力式混凝土
壩築成的下池，以蓄積發電後的尾水。

‧ 明潭電廠亦為台灣最大的水力發電廠，抽蓄發電
機組總容量1602千瓩，不僅在亞洲排名第一，在
全世界也高居第四位。



明湖抽蓄水力發電廠

‧「明湖抽蓄水力發電廠」的進水口位於水社附
近，中潭公路的東側，經兩條直徑七公尺、長度
分別為2380公尺及2350公尺的隧道，與水里溪上
游山腹內的地下發電廠形成一發電系統。

‧明湖電廠共裝置四部「豎軸法蘭西斯可逆式」抽
水水輪機，利用上、下池間309.7公尺的位能差，
帶動四部發電機，正轉時可帶動發電機發電，反
轉時則可將下池的庫水抽回至上池蓄存。

‧1981年4月興建，1985年8月竣工，同年9月開始
商業運轉，由大觀發電廠營運，又名「大觀二
廠」。



明湖抽蓄發電廠取水口



明湖發電進水口



抽蓄發電水管



明潭抽蓄水力發電廠



引水設備

‧引水設備包括水壩、取水口、沉砂池，輸
水管路、隧道、渡槽、前池、壓力鋼管、
後池及尾水路等。



水輪機

‧‧水輪機是一種轉變水力位能能量成為有用的機械能量的
原動機。

‧ 水輪機可分為衝擊型及反擊型兩大類。

‧衝擊水輪機的轉動全賴高速度水流的衝擊力，所以多用在
落差較高的場所。

‧反擊水輪機是運用水的壓力和流速來推動，是現代最常用
的水輪機，所利用的落差和水量的範圍廣闊，而與最大多
數可以開發的水力資源相吻合。

‧衝擊水輪機：300 公尺以上。

‧ 反擊水輪機： 2 公尺至500公尺(又叫做中及低落差水輪
機)。



佩爾吞水輪發電機組



佩爾吞水輪機動輪



佛蘭西氏水輪發電機組



佛蘭西氏水輪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