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陽能電廠熱點檢測服務

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維運作業安全

報告人:蘇育辰



1.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乙級）

2.勞工安全管理技術士（甲級）

3.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操）
技術士

4.採購專業人員（基礎）

5.公共工程品管工程師（機電）

個人經歷(專業證照)



大 綱

系統架構

運維工作與潛在危害

火災原因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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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歷年裝置容量
MW

2025年太陽光電設置目標 : 20GW(屋頂:8GW+地面型12GW)

截至2021年共設置7.7GW

資料來源 :經濟部能源局



台電自有光電案場分佈
109年累計 110年新增 合計

裝置容量
場址
數量

裝置容量
場址
數量

裝置容量
場址
數量

北區 2.7 MW 6 3.0 MW 5 5.7 MW 11

中區 111.8 MW 15 0.7 MW 1 112.5 MW 16

南區 161.6 MW 14 2.0 MW 1 163.6 MW 15

離島 1.4 MW 9 0.7 MW 1 2.1 MW 10

總計 277.4 MW 44 6.5 MW 8 283.8 MW 52

再生能源處台中辦公
室

中
區

北
區

南
區

離
島

裝置容量區域佔比 案場數量區域佔比

北區

2.0%
中區

39.6

南區

57.6

離島

0.7%

北區

21.2

中區

30.8

南區

28.8

離島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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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架構-南鹽光(150MW)

DC BOX
24片/串
共11串/併

南濱D/S

南鹽光電氣室

環路及輔助開關
升壓變壓器

350V/23.9kV

DC
BOX

變流器２台

AC

F1～F12迴路
（連接至PV BOX）

DC

14迴路

14迴路

23kV GIS 161kV GIS
主變壓器3台

23.9kV/161kV

PV BOX (共69只)

模組（310Wp）
共483,868片

將軍S/Y



二、運維工作與潛在危害



工作機會多/工作素質?

工作安全

人為&維護

設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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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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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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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安三要

檢電
接地

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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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規範 台灣規範

高壓電 >1000 Vrms >600 Vrms

低壓電 50-1000 Vrms <600 Vrms

台電台電公司定義：

◼低壓：110伏、220伏或380伏。

◼高壓：3,300伏、11,400伏或22,800伏。

⚫特高壓：34,500伏、69,000伏或161,000伏。

低壓電與高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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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維工作-感電危害(1)

感電罹災最常見的三種原因:

◼ 未斷電就進行活線檢修安裝
作業

◼ 電氣設備絕緣劣化造成漏電

◼ 個人防護具未帶妥及缺乏工
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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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維工作-感電危害(2)

直接觸電

在電氣裝置運轉時，直接
與帶電部位接觸的感電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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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維工作-感電危害(3)

間接觸電

當電氣裝置的絕緣發生劣化，
造成內部帶電部位漏電至外部
的非帶電金屬部位，此時雖僅
接觸外部非帶電金屬部位，亦
會造成感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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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注意事項

1. 使用機械設備前，應檢查線路絕緣，不可有破損情形。

2. 安裝或檢修機械設備前，應確實執行斷電、檢電、掛牌
或上鎖。

3. 從事電氣作業時，應佩帶電工安全帽及使用絕緣用防護
具等。

4. 從事活線作業時，應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5. 在高壓線附近作業應保持安全距離。

6. 定期或不定期測試漏電斷路器功能及定期檢查接地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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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設備感電災害防止

1) 隔離

2) 絕緣

3) 防護具

4) 接地

5) 安全保護裝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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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隔離

⚫ 隔離乃使帶電的電氣設備或線路與工作者分開或保持距
離，使勞工不易碰觸。

⚫ 例如：明確劃定標示電氣危險場所，必要時可加護圍或
上鎖，並禁止未經許可之人員進入。

⚫ 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可加設護圍、護板
或架高使人不易碰觸。



防止感電危害-隔離

19中隔板 帶電區設警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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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箱中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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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絕緣

⚫ 絕緣為保持或加強電氣線路及設備之良好電氣絕緣狀態。

⚫ 例如：電氣線路及設備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規格並依

規定施工。

⚫ 防止電氣線路或設備遭受外來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

⚫ 電氣線路或設備之裸露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應施以

絕緣被覆（橡膠套、絕緣膠帶等）



防止感電危害-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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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個人防護

⚫ 防護乃作業者穿戴電氣絕緣用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
具及裝備。



防止感電危害-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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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個人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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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接地

⚫ 接地係將電氣設備的金屬製外箱(殼)以導體與大地作良
好的電氣性連接，為一般最常見的感電防止方法。

⚫ 實際上當漏電事故發生，有時並不能完成達到人體保安
上的要求，如果要使接地能充分發揮防止感電之功能，
建議應該和其他安全防護裝置一起使用。



防止感電危害-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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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感電危害-安全保護裝置

⚫ 安全保護裝置泛指一切施加於電路或設備上之保安裝置。

⚫ 其目的主要在於發生漏電時，能自動偵測出漏電而啟斷

電路或發出警報訊號。

⚫ 一般常見的有漏電斷路器及裝設於交流電焊機上之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等。

⚫ 此外，低電壓、雙重絕緣、非接地系統等，亦是防止感

電災害的作法。



防止感電危害-漏電斷
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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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感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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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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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維工作-局限空間危害

• 空氣缺氧：空氣中正常含氧量為20-21%，含量未滿18%稱為缺氧空氣，
若短時間氧氣含氧量不足，即會造成呼吸困難、暈眩，甚至致命。

• 硫化氫中毒：作業場所硫化氫濃度不得超過10ppm。硫化氫氣體主要產
生來源為有機廢液、腐污經分解後所產生，一般會溶解於水溶液中並積存
於泥狀物質中，硫化氫為無色、有臭雞蛋氣味的氣體，因為比空氣重，且
常存在於底部，致使通風不易，容易造成危害發生。

• 一氧化碳中毒：作業場所一氧化碳濃度不得超過35ppm。通常在燃燒不
完全時會產生一氧化碳氣體，一氧化碳氣體無色無味，中毒後會有頭痛、
噁心及四肢無力等不適情形，故常無法逃離中毒環境，造成傷害發生。

• 易燃氣體：局限空間如有易燃氣體（如沼氣）不得超過燃燒下限的30%，
否則如遇到火源，可能引起爆炸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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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止局限空間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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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維工具及設計提昇

目視檢查配合手持式熱
顯像儀，可以快速判斷
箱體內未確實鎖固點。

利用紅外線測溫可以快
速找出模組熱斑，判斷
需更換之模組。

監測每串模組陣列發電
情形，可迅速發現故障
點，縮短查修時間。

手持式熱顯像儀紅外線空拍機串列偵測器



案場發生火災怎麼辦?

三、火災原因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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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就發生過火警台電將軍光電廠又起火緊急撲滅

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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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關搶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火災指導原則

1. 太陽能板受日光產生電壓，所以當太陽能板發生火災皆會產生電
壓，引起感電。

2. 裝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築物及處所即使經台電斷電後，應注意
太陽能板至變流器（inverter）間配線仍有電力，從火災初期至殘
火處理都必須注意，指揮官應通知提醒火場搶救人員仍有電力樓
層作業時須避免感電。

3. 切勿貿然射水，使救災人員暴露在感電風險下。若需射水，建議
在 6至 1 0公尺以上之距離處。

4. 滅火行動盡可能使用乾粉或氣體藥劑。

5. 非必要時切勿碰觸、破壞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以免觸電。即使太
陽能板表面已遭受破壞，仍須注意觸電風險。



1.斷電及判斷事故

2.自主滅火

3.通報消防隊(*)

4.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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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處理過程:
以某案場事故為例:



立即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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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撒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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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隊噴水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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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照片

42



43



44

火災可能原因

模組快速接頭
• 接頭壓接不良
• 對接沒有完全插入

直流開關
• 元件不良
• 過載
• 環境溫度過高

電纜
• 電纜壓接鬆脫
• 端子螺絲鬆脫
• 破皮短路

變流器
• 電容鼓包
• 環境溫度過高



四、結語

確保零災害沒有捷徑，安全衛生，人人有責

防止人為失誤，落實自護、互護及監護

安全衛生要做到設備安全化、作業標準化、
身心健康化

45



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