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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多相自動復閉系統』之應用與概況 
 

台電供電處 李國楨 

壹、前言 

近年來全球深受氣溫暖化浪潮影響，

助漲環保意識抬頭，使新建發電廠不但得

通過嚴苛環保評估，且為顧及環境生態保

育瀕臨絕種生物起見，廠址擇定往往被囿

限在偏遠濱海人跡罕至的化外之地。另方

面公用電力事業機構必須負起供應民生、

工商業用電不虞匱乏之義務，以及近來廠

商拼勁開發消費性電氣產品激發活絡市場

商機，電源需求量只升不降，相對地反使

電源開發工程隨年代日趨艱鉅，即使新電

廠建造完成又需面對輸電鐵塔用地取得的

租購協商。 

 

本文係針對此類大型發電廠出口線

路，因路權問題無法增設雙回鐵塔時，同

時又迫於供電需求之急切性，只好使用僅

有一回鐵塔架空裝設兩回線路輸送電力為

前提要件，對僅有兩回線路如發生故障狀

況時，應如何利用保護電驛選擇只跳脫斷

路器相對應的故障相別，然後再藉助多相

自動復閉技術開發，儘速回復線路健全三

相輸送供電，尋求機組輸力再度穩定及化

險為夷的目標。  

綜觀多相自動復閉功能主要係考量大

型發電廠出口線路如不能正常輸送滿載電

力，極有可能引發機組全部跳脫。如發電

規模達到不可輕忽狀況時，可能導致電力

系統頻率驟降，低頻電驛被迫自動執行緊

急卸載等一連串限電措施。多相自動復閉

系統正是針對此類暫態性故障如何妥慎應

變，扭轉劣勢局面妙手回春之一線生機。 

貳、自動復閉體系 

一、自動復閉體系應用之背景 

      在架空輸電線路突發故障事件

統計上，依經驗法則大約有 80% ~ 90%皆

歸屬暫態性的事故，肇禍事因多以雷擊為

最顯見。除此之外，台灣四面環海顯現海

島型徵候，如空氣潮濕且鹽份濃厚、酸雨

及粉塵量高，朝晚氣溫起伏變化大，沿海

地區容易濛霧導致架空輸電線路礙子閃絡

事故。傳統技術解決這類事故採用輸電線

路保護電驛偵測後，跳脫相關的斷路器所

有相別來清除故障，使線路短暫停電後再

復閉運轉，即允許停電影響程度壓抑至最

低。如雙回線路同時發生暫態故障，則線

路輸電功能全停，無法滿足解決機組持續

運轉要件。因此開發出自動復閉體系，允

許暫態性事故兩端斷路器選擇相別跳脫

後，如殘留相別符合自動復閉要件時，線

路試送端的斷路器嘗試先行加壓，如成功

後再次復閉線路另端斷路器，迅即恢復該

輸電線路供電能力。建立「自動復閉體系」

主動檢測全程作業，完全毋需運轉人員居

中介入，值得再強調的是：必須是暫態性

的線路事故復閉的可能性才存在，如為永

久性故障則於嘗試加壓時，必然由輸電線

路保護電驛偵測故障後再度跳脫，然後「自

動復閉體系」隨即進入復原間歇期間而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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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運作。 

「自動復閉體系」的應用先決條件

是：僅適用於架空線路，而不被推薦應用

於地下電纜線路，這是考量地下電纜輸電

線路故障必然是遭受外力侵入破壞，應屬

永久性故障，不可能是前述之雷害、霧害

之類似暫態性事故，如此推理應是毋庸置

疑的。 

二、探討自動復閉有二種用途說明如

下： 

(一)儘力降低阻擾發電量的供輸能

力，尤其是發電廠與超高壓變電所兩者之

間僅僅只靠雙回線路輸送電力時，自動復

閉功能隱然形成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譬

如：其中一回輸電線路發生暫態性故障，

自動復閉可強化最短時間內恢復原狀，提

升連續性傳輸電能效率。 

 

(二)進行自動復閉功能須同時執行同

步檢定程序，故不會造成失步運轉。亦即

同步檢定可轉換兩不同電力系統之間功率

角，以維持穩態及同步運轉。 

三、各種自動復閉選項運作之簡介： 

下列 4 種自動復閉模式具備相當實用

性，只要變更模式選出設定值即可應用。

1.單相自動復閉(模式 1)、 2.三相自動復閉

(模式 3)3.單相加延遲的三相自動復閉(模

式 1+3)、4.多相自動復閉(模式 M)  

下圖 1 範例為一標準的一個半匯流排

模組，假如甲、乙站間設置一回 345kV 輸

電線路，圖 2~圖 5 說明輸電線路故障清除

後，各式各樣的自動復閉體系啟動所有可

能斷路器復閉情況之演變過程。 

 

電壓等級 自動復閉選項 開關選項 
運作次

數 
起始事故 

345kV 

閉鎖 43-79 off   

高速單相 

自動復閉 

43-79 on 

模式 1 
單次 

限單相接地 

其餘故障不會自動復閉 

三相自動復閉 
43-79 on 

模式 3 
單次 

單相接地 

相間短路 

兩相接地 

高速單相+ 

延遲三相 

自動復閉 

43-79 on 

模式 1+3 
單次 

單相接地快速復閉但 

相間短路及兩相接地延

遲復閉 

高速多相 

自動復閉 

43-79 on 

模式 M 
單次 

雙回平行線 6相中存在

2(或 3)健全相其餘不會

自動復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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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off- 切離自動復閉、on - 使用自動復閉 

3 - 三相自動復閉、 1 - 高速單相自動復閉 

3+1- 高速單相自動復閉+延遲三相自動復閉 

M - 高速多相自動復閉 

 

圖 1.標準的一個半匯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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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輸電線路故障清除後，匯流排側斷路器優先自動復閉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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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輸電線路故障清除後，中央側斷路器優先自動復閉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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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輸電線路故障清除後，兩側斷路器均同時自動復閉演進過程 

 

圖 5.輸電線路故障清除後，兩端匯流排斷路器較 

中央側斷路器優先自動復閉演進過程 

四、自動復閉電驛內、外部結線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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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應用於一個半匯流排的自動復閉

電驛表面配置如上圖 6 所示，其特徵說明

如下： 

(1)自動復閉功能應提供模式選項設

定(如：1/3/M/1+3)。 

(2)下列三項電壓輸入應被引入自動

復閉電驛，作為檢驗各項電壓確認

存在或消失情況，及檢定兩系統是

否可同步倂聯運轉之目的。 

 

項號 引入電壓 自動復閉系統 

VI-1 #1 匯流排比壓器 單相電壓 

VI-2 
線路比壓器連結在#1 

拱位 
三相電壓 

VI-3 
線路比壓器連結在#2 

拱位或#1匯流排比壓器 
單相電壓 

 

(3)關於檢驗線路及匯流排電壓存在

抑或消失如同步檢定一般，電壓輸

入 1(VI-1)與電壓輸入 2(VI-2)應被

歸納到匯流排斷路器復閉運用。同

理電壓輸入 2(VI-2)與電壓輸入

3(VI-3)應被歸納到中央側斷路器

復閉運用。 

 

(4)在單相及多相模式中，需交互連接

A、B 站兩端本回線路或本回線路

與共架平行線路之數位差流電

驛，以檢驗證實暫態故障清除後，

斷路器尚留存之健全相別狀態，是

否滿足自動復閉要件。 

 

(5)為了認知交互連接狀態檢驗功

能，下列三組補助接點應被引入電

驛。 

 

群組 被引入之接點 備 註 

G1 

由匯流排側CB-1控制

板提供三相補助接

點，當 CB-1 各相主接

點閉合時，同相對應

的每一補助接點亦閉

A、B、C 三相

接點呈現分離

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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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G2 

由中央側 CB-2

控制板提供三相補助

接點，當 CB-2 各相主

接點閉合時，同相對

應的每一補助接點亦

閉合。 

A、B、C 三相

接點呈現分離

式結構 

G3 

交互連接狀態接點由

雙回線路之共架平行

線路數位差流電驛提

供。 

A、B、C 三相

接點呈現分離

式結構 

 

(6)引入斷路器氣體壓力至電驛，指示

氣壓充足狀況，並確認斷路器是否

已準備自動復閉。 

(7)本回線路交互連接狀態接點應被

考量提供，這些接點應引到雙回線

路之共架平行線路保護電驛，被運

用作為連接狀態檢驗。 

(8)一對分離的閉合指令應各自獨立

地分配給匯流排斷路器及中央側斷

路器運作。 

五、優先解除順序的必要性 

如一個半匯流排結構之#1 與#2 拱位

兩者均裝設線路時，如不幸地在同一瞬間

雷害範圍內發生故障，此時無法付出心思

專注每一匯流排側斷路器自動復閉優先順

序。然而中央側斷路器自動復閉時間，雖

因而#1 拱位與#2 拱位自動復閉時間不一

致，但可期盼被規劃出，在本案例三相自

動復閉(模式 3)時間設定至少需大於 2 倍

匯流排側斷路器(自動復閉時間)設定值，

此兩者自動復閉順序存在一時間差值，被

稱謂『優先解除組合』。為了達成本組合

必須提供分離式的復閉時間延遲，換句話

說「匯流排側斷路器與中央側斷路器之復

閉時間延遲應各自獨立分開使用」。為了

實現這種組合分開的自動復閉，43/79-1(或

43/79-2) on/off開關被提供配合#1(或#2)匯

流排斷路器與中央側斷路器各自運用。 

 

六、同步檢定系統 

同步檢定在三相自動復閉是必備的，

試想：三相復閉未經同步檢定將阻擾防止

發電機渦輪引擎軸心在某一不確定系統分

離情況下可能造成損害效應，因此須要擁

有同步檢定電驛元件及電壓檢定元件。 

同步檢定系統可監測匯流排(運轉的)

電壓及(電源的)線路電壓之間兩者狀況。

實況的與失效的電壓兩者設定是有相當區

別的，被考量為線路本身與共架平行線路

的感應電壓： 

同步元件 跨接斷路器之變數 說  明 

同步檢定系統 

(帶電的線路與帶電的匯流

排) 

電壓差異 
自動復閉被制止在各種情況下如任一側斷

路器出現低壓現象。 

相角差異 
自動復閉系統等候相角設定值內及在固定

週期內之復閉時機。 

頻率差異 
頻率差異檢定邏輯可使用直接量測或計時

器配合相角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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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檢定 

跳電的線路與帶電的匯流

排(DLLB) 

(跳電線路充電中) 

運轉電壓 ＞ 80%VN 

輸入電壓 ＜ 30%VN 

帶電的線路與不帶電的匯

流排(LLDB) 

運轉電壓 ＜ 30%VN 

輸入電壓 ＞ 80%VN 

跳電的線路與不帶電的匯

流排(DLDB) 

運轉電壓 ＜ 30%VN 

輸入電壓 ＜ 30%VN 

 

同步檢定電驛特性： 

  同步檢定電驛應被要求符合如下圖 7 所示之特性 

 

有關同步電驛及電壓檢定設定如下： 

(1)同步檢定設定應尋求以詳細的動態模

擬研究，以渦輪機主軸疲勞負荷為依據

而不是電力系統穩定度。 

(2)實際上電廠匯流排期望相角差小低於

30°可滿足此準則。但更小的相角差(典

型為 5°~10°)應被考量應用在電廠匯流

排。 

(3)同步端應選置電源側(亦即遠端選置為

試送端，電廠端為併聯端)。 

七、各類自動復閉模式(1/3/M2/M3)的

一般需求要件 

如前述三種類型自動復閉模式(單相/

三相/多相)均具實用性。 

通常自動復閉電驛擁有上述三種類型

模式，各別的自動復閉模式選擇如下： 

(1)模式設定選置器會提供 單相/三相/

多相或混合單相+三相 

 (模式1 / 3 / M2 / M3 / 1+3 )自動復閉

之選擇。 

(2)自動復閉選擇 off/on設定開關會個別

地提供給匯流排側斷路器及中央側斷

路器使用。 

參、各類型自動復閉應用要件 

一、三相自動復閉應用要件 

三相自動復閉被應用於輸電線路，所

有斷路器跳脫及自動復閉均採三相動作方

式。同步檢定電驛可視為自動復閉體系中

之部份功能，確認自動復閉功能應否運

作，因此自動復閉功能與同步檢定功能被

整合作為輸電線路保護電驛體系一部份

(亦即電驛體系包含自動復閉功能)。 

當線路跳脫後，某一端斷路器首先復

閉(匯流排帶電/線路不帶電)，使本端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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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排完全加壓線路，充電線路饋入一股

強大的電源至遠端，遠端線路在同步檢定

電驛下復閉(匯流排帶電/線路帶電)。 

在輸電線路連接到電廠的案例中，遠

端變電所斷路器應安排最先嘗試復閉，一

旦復閉成功則電廠端只要同步檢定無虞，

即可允許復閉行動。 

三相復閉功能及順序(模式 3)應符合

下列順序要件： 

(1)在線路故障事件中電驛系統跳脫及

復閉所有斷路器相別，在復閉時間之

後，閉合脈波起始觸動斷路器閉合線

圈。 

(2)對暫態故障而言，在復閉成功後，

自動復閉體系如欲回復原狀，必須

俟「要求恢復時間」結束，始能預

為下次故障再次回應。 

(3)針對永久故障而言，復閉不成功則

再次跳脫斷路器所有相別。 

三相自動復閉模式(模式 3)運作順序

過程如下圖 8 所示： 

二、單相自動復閉應用要件 

絕大多數的架空線路故障為單相接地

事故，如對單相接地事故僅採取故障相跳

脫並允許透過健全兩相(因單相故障已跳

脫)實施同步復閉，在斷路器復閉時，小相

位差導致系統擾動降低。當然單相斷路器

須提供自身可閉合及跳脫機構，始能完成

單相自動復閉運作，通常快速單相自動復

閉系統對超高壓雙回輸電線路系統是項相

當實用性。 

單相復閉功能及順序(模式 1)應符合

下列順序要件： 

(1)線路應裝設分相保護電驛，以啟動單

相跳脫元件。 

(2)在單相故障的事件，保護電驛跳脫與

復閉只界限在相對應之故障相變動，

健全相仍維持原狀繼續運轉。 

(3)對暫態故障而言，在復閉成功後，自

動復閉體系如欲回復原狀，必須俟「要

求恢復時間」結束，始能預為下次故

障再次回應。 

(4)針對永久故障而言，復閉不成功則再

次跳脫斷路器所有相別。 

(5)如線路發生相間故障或三相故障

時，斷路器跳脫所有相別，且單相自

動復閉將被附帶閉鎖。 

(6)如單相故障開始發生後，單相自動復

閉期間，事故不幸再擴展為兩相或三

相故障，此時跳脫所有相並促使單相

自動復閉系統回歸原狀。 

當選擇模式 1+3 時，下列必要條件將

取代模式 1： 

快速單相自動復閉體系配置延時三相

自動復閉(模式 1+3) 

(1)在相間故障時跳脫斷路器所有相

別，經歷復閉時段後，閉合脈波始動

觸發斷路器三相復閉。 

(2)如單相故障引起斷路器單相跳脫，應



81 

電驛協會會25期                                                         漫談『多相自動復閉系統』之應用與概況 

由快速單相復閉，但復閉期間瞬間出

現其他相故障，保護電驛將跳脫所有

留存健全相，然後由延遲的三相自動

復閉體系，嘗試觸動斷路器三相復閉。 

惟應注意事項如下： 

(1)選擇單相自動復閉體系時，主要或

後衛測距保護電驛的電力擺盪閉鎖跳脫功

能應禁制使用(電力系統擺盪會引發測距

電驛閉鎖跳脫功能，如單相自動復閉過程

中，正巧電力系統突發擺盪，假如斷路器

復閉投入永久故障而測距電驛又顯現閉鎖

跳脫功能，其後果堪慮)。 

 (2)然而由於斷路器單相或兩相啟

斷，時間延遲不應太長久，以防止不平衡

電流(負序電流)損害機組主軸。 

三、單相自動復閉(模式 1)與單相加三

相自動復閉(模式 1+3)之比較： 

 

遇單相暫態故障時，兩者運作順序過

程均如下圖 9 所示： 

 

A、遇相間故障時：(a)模式 1 時，其運作

順序過程如下圖 10 所示： 

 
(b)選置模式 1+3 時，其運作順序過程如下

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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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遇擴展性事故：單相自動復閉(模式 1)

與單相加三相自動復閉(模式 1+3)之

比較： 

自動復閉 

模式選置 
故障類型 

自動復閉 

順序過程 

斷路器跳

脫 

1 

單相接地故

障緊跟著另

一不同相接

地故障在單

相自動復閉

期間 

跳 脫 三 相

停 

止 自 動 復

閉 

3相跳脫 

1+3 同上 

啟動延時 3 

相 自 動 復

閉 

3相跳脫 

 

上述案例自動復閉模式選置 1+3 時，

在擴展性事故下運作順序過程如圖 12 所

示： 

 

針對匯流排及中央斷路器自動復閉獨

立式選擇開關組合的應用，在擴展性事故

時自動復閉順序是有差異的，典型順序分

類應遵守如下表。 

斷路器 選置開關 
起初故障

(單相接地) 

擴展故障 

(單相接地) 
復 閉 

匯流排 1 1相跳脫 3相跳脫 還原復閉 

中 央 3 3相跳脫 無異動 還原復閉 

 

斷路器 選置開關 
起初故障

(單相接地) 

擴展故障 

(單相接地) 
復 閉 

匯流排 1+3 1相跳脫 

3相跳脫 

觸發延時 

3相自動復

閉 

3 相延遲

復閉 

中 央 3 3相跳脫 無異動 
3 相延遲

復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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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相自動復閉的要件 

假設共架雙回平行線路 6 相，在多相

事故中至少留存有兩健全不同相，此情況

類似單回線路發生單相故障。這留存健全

相允許電力同步運轉，係經由健全相線路

改變電力傳輸(當斷路器復閉時，微小相位

差導致系統擾動降低)。在此特別要強調

「多相自動復閉要件」的前提是：斷路器

的操作機構必須能夠配合保護電驛單相動

作跳脫及單相自動復閉的功能。 

多相自動復閉體系(模式 M2，M3)需

符合下列要件： 

(1)線路保護電驛能提供分相保護元

件，完成單相動作跳脫。 

(2)線路雙端之間保護電驛分相交互連

結核對確認，同時在本端亦需檢驗本

回線路與共架平行線路之間保護電

驛做同樣之核驗。 

(3)在多相故障事件中，輸電線路跳脫

需符合故障相別，如滿足多相自動復

閉條件時，閉合脈波才會初始觸發模

式 M 選擇斷路器。 

(4)針對暫態性故障，如復閉成功後，

自動復閉體系在要求回復時間結束

時還原，預備為下次事故再回應。 

(5)正常的閉合線圈被應用於多相自動

復閉，可視為共同使用若干個單相自

動復閉。 

(6)多相自動復閉體系有兩種不同模式

(M2，M3)要件，驗證線路每一端存

有同步故障，每一種模式情況及故障

相組合案例示意如下： 

模式 交互連結查核條件 

M2 雙回線 6相中保有不同的健全兩相 

M3 雙回線 6相中保有不同的健全三相 

 

案 跳脫相別 復閉模式 

例 輸電線一

路 

輸電線二

路 

A B C A B C M2 M3 

1 X      X X 

2 X   X   X  

3 X    X  X X 

4 X X     X X 

5 X X  X   X  

6 X X    X X X 

7 X X  X  X X  

8 X X  X X    

9 X X X    X X 

10 X X X X   X  

11 X X X X X    

12 X X X X X X   

說明 

X在跳脫相別欄：表示該相已跳脫 

X在復閉模式欄：可執行自動復閉 

備註： 

再次提醒：後衛的測距保護電驛在電

力擺盪期間閉鎖跳脫特性應予禁制使用，

尤須於多相自動復閉應用期間。 

 

五、多相自動復閉在暫態型故障操作順

序 (成功案例) 

當模式 M 被設定作為匯流排斷路器

及中央側斷路器時，多相自動復閉運作順

序過程如下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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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中優先自動復閉順序被省略不予

詳述，通常如多相復閉條件被滿足時，匯

流排側斷路器跳脫相均可兩端同步復閉，

而毋需同步檢定。 

 

在匯流排側斷路器復閉成功後，中央

側斷路器跳脫相才被復閉。 

以上所提及任何一種自動復閉體系，

M3 只能被應用在中央側斷路器，尤是#1

及#2 拱位都是輸電線路之需求為特別強

烈。在匯流排側斷路器復閉模式選置 M，

中央側斷路器復閉模式選置 3，自動復閉

系統將遵照下圖 14 所示之運作順序過程

進行。 

 

輸電線路跳脫後優先利用自動復閉加

壓至電廠的目的，係在於確認減輕電廠機

組軸心疲乏負荷，先由變電所背後強大電

源端提供嘗試復閉，選擇多相自動復閉模

式仍是相當實用的。 

在多相自動復閉模式下考量依順序復

閉，儘其可能的減緩汽渦輪機軸心遭受損

害，在此前提下自動復閉體系應依下圖 15

順序過程運作。 

 

六、多相自動復閉在擴展型故障操作順

序 

特別要注意深度思考在擴展型故障演

變期間，高速多相自動復閉狀況。 

在擴展型故障如選擇多相自動復閉模

式，其操作順序如下圖 16所示： 

獨立式自動復閉開關選擇組合提供匯

流排側及中央側斷路器選擇復閉方式，在

擴展型故障反應出各種自動復閉運作順序

均不相同。 

 

在下列欄內典型的順序分類應予遵守

自動復閉成果圓滿的在兩拱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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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圖 15 

 

選擇開關 故障類型 
自動復閉 

事件順序 
斷路器跳脫 

M2/M3 

如在初次多相復閉期間，意外

發生殘餘相別故障，多相復閉

條件仍然成立 

復歸初次復閉時間，重

新計算復閉時間 

跳脫意外 

故障相別 

如在初次多相復閉期間，意外

發生殘餘相別故障，多相復閉

條件被中斷 

禁止進行自動復閉且再

次跳脫斷路器三相 
三相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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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路器 模式選擇 
初始故障 

(單相接地故障) 

擴展型故障 

(單相接地故障) 
復 閉 

匯流排 M2/M3 1 相跳脫 
增添 1 相跳脫 

重計復閉時間 
多相復閉 

中央側 M2/M3 1 相跳脫 
增添 1 相跳脫 

重計復閉時間 
多相復閉 

 

斷路器 模式選擇 
初始故障 

(單相接地故障) 

擴展型故障 

(單相接地故障) 
復 閉 

匯流排 M2/M3 1 相跳脫 
增添 1 相跳脫 

重計復閉時間 
多相復閉 

中央側 3 3 相跳脫 毋需動作 
三相復閉附 

加同步檢定 

參、線路主保護電驛必備的特殊需求 

為獲致成果圓滿的多相復閉，線路兩端均

應正確地檢驗本身線路與共架平行線路之主

保護電驛間，兩者交互連接詳況。下列特殊需

求必需被滿足： 

(1)利用匯流排及中央兩(或其中之一)斷路

器與線路側隔離開關之輔助接點，來供應

每套主保護電驛正確驗證前述設備交互

連接狀況。 

(2)前述交互連接狀況可使本地每套末端斷

路器 on/off 狀態，經由通信頻道傳遞至

線路遠端相對應之線路差流保護互通相

關訊息。 

(3)在一個半匯流排必須要確認線路引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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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或#2)匯流排斷路器及中央斷路器電

力設備，進一步考慮線路運轉當時，匯流

排斷路器或中央斷路器是否因事實需要

啟斷中，如此才能保證在線路任一斷路器

啟斷下，遇暫態故障跳脫後自動復閉仍可

成功恢復原狀。 

無論電廠或變電所站內之共架平行線路

間，其各套保護電驛間彼此應交相互通狀況訊

息，假如每回線路安裝兩套差流主保護時，應

施作通信管道引接同系列差流主保護電驛，交

相互通相對應的保護電驛內部即時訊息(譬

如：#1 線路之第一套差流主保護電驛應與#2

線路之第一套差流主保護電驛交相互通內部

即時訊息，當然兩回線路保護電驛配置不但設

計相同且須同廠牌型號)。 

但線路本身之第一套差流主保護電驛與

第二套差流主保護電驛，彼此之間則毋需互通

訊息，企求各自發揮保護功能以免互相牽制。

另每一斷路器啟斷或閉合狀態訊息亦須一併

概括在內。 

各套主保護電驛交相確認互通內部即時

訊詳況如下圖 17所示： 

上述 A、B 兩站間以雙回線路輸送，每回

線路裝置兩套差流主保護電驛，為採行多相自

動復功能閉，實務上#1、#2 線路第一套 

差流主保護電驛彼此之間交相連線情形

如上圖 19 所示。至於#1、#2 線路第二套差流

主保護電驛交相連線情形當然亦同。 

 



88 

漫談『多相自動復閉系統』之應用與概況                                                          電驛協會會 25期 

 

肆、結語 

本文漫談自動復閉體系功能簡介係緣於

當前全球許多已開發國家所面對相同的電力

事業營運困境，譬如鄰近國內的日本、韓國也

同樣遭遇到電源端與負載端之輸電電塔用地

取得不易，不得已在保護電驛技術上克服運轉

上可能帶來可能性的災害損失，因此電力經營

也面臨全球化的共同難題，讓我們更相信未來

必定有更艱鉅的考驗。 

    選擇自動復閉體系應用之前，須考慮

斷路器設備機構可以單極(single pole)跳脫與

單極復閉操作，才能執行單相故障跳脫與單相

復閉之運作。另外差流主保護電驛亦須分相各

自獨立行使監測及輸出單相跳脫信號，為確認

線路兩端確實為同相必須經由通信頻道互通

訊息，除本回線外亦須與共架平行線交互提供

訊息，以確認鄰近線路是否故障，即便故障也

可認定鄰線故障相別與本線路故障相別之相

關聯性，然後依據事先選置復閉模式要件進行

一連串可行性復閉，有效化解暫態故障跳脫後

殘留系統為健全三相穩態系統。 

至於後衛保護測距電驛因顧慮復閉過程

中，若發生電力系統擺盪(power swing)事件迫

使測距電驛閉鎖跳脫功能，當復閉不幸投入永

久故障時，又測距電驛跳脫失靈後果難以想

像，因此只要測距電驛動作必須連帶閉鎖自動

復閉功能，一勞永逸永除後遺症。 

排斥經濟發展的環保訴求與漠視環保政

策的經濟開發都是盲目的，不可能追求永續的

古樸淨土與物質文明，因此明天過後『時代考

驗科技，科技創造新知』，例如「多相自動復

閉系統」不正是面對未來系統解決一些瓶頸難

題而新開發的時代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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