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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先進燃氣渦輪機監視診斷系統(TOMONI)與控制系統安全防護

(NPP+)研習研習報告 

頁數 21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台灣電力公司人力資源處/翁玉靜/ (02)2366-7684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石國維/台灣電力公司/大潭發電廠/儀電維護專員/（03）4733777＃18347 

出國類別：□１考察□２進修□３研究■４實習□５其他(洽公) 

出國期間：113.10.27 至 113.11.02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113.12.30 

關鍵詞：監視診斷系統、網路安全防護、DCDAS 

分類號/目 

內容摘要： 

三菱 Netmation 系統在台電複循環機組及汽力機組 Gas/Steam Turbine Control

的應用相當廣泛，在林口、大潭、通霄及南部火力皆有使用，經過多年的

改進及升級。近年來也開始開發能顯示更詳細，數據更進階的監視診斷系

統(TOMONI)，對於目前供電所面臨到的各種挑戰，若能詳細瞭解並加以應

用，對未來的維護運作都是很大的幫助，另外近年來全球各機關皆開始面

對到資訊安全的威脅，大潭發電廠也不例外，在國內屬於 CI 等級的重要設

施，三菱在此領域則研發了 NPP+(Natmation Protection Pack+)，來滿足使用

者在資安領域上的需求，近年各項資安危機，都以想像不到的速度威脅著

各項資通安全設備，此項由原設備供應商所研發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經過

學習和評估後，以期將來能為電廠以有效率的妥善處理可能面臨的資安問

題。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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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事由 

    三菱 Netmation 系統在台電複循環機組及汽力機組 Gas/Steam Turbine 

Control 的應用相當廣泛，在林口、大潭、通霄及南部火力皆有使用，大潭運轉

迄今已漸邁入設備更新期，近年 Unit1~Unit6 陸續進行控制系統更新，在更新

中，和原廠交流過程中，開始瞭解原廠具有遠端的監視診斷系統(以下簡稱監

診系統)的設備，於 1999 年已開發完成，並在 20 多年間逐漸推廣到各使用單

位，在大潭運轉過程中，有些事故若結合遠端的設備過後，可以提早預知發生

事故的一些徵兆，和 Netmation 系統結合，理論上可提升機組穩定度。同時在

大潭由 GE 公司負責的新建機組，亦有推行 GE 公司所研發的監診系統。為能

夠瞭解監診系統是否能成為電廠運轉維護的助力，使用上是否在台灣合法合規，

以及設備維護的各項細節，同時評估除大潭外，其他友廠是否也適合使用，因

此有進一步瞭解此系統的需求。 

另外近年來全球各機關皆開始面對到資訊安全的威脅，大潭發電廠也不例

外，在國內屬於 CI 等級的重要設施，三菱在此領域則研發了 NPP+(Natmation 

Protection Pack+)，目前大潭為國家基礎建設，資通安全受到經濟部、數位法展

部等主管機關的管理及高度重視，在各方各面上都以極高的規格審視我們的資

安政策。和原廠積極溝通下，得出若能從設備面自動化面去協助資通安全，能

避免相當程度人為操作上的疏漏和增加人力調派的彈性，因此 NPP+的優點是

顯而易見的。但在實務面上來說，由於資安的高度規格，每新增加一個設備，

從資安的角度上都是一個風險，必需要詳加的評估。加上每個國家環境法規的

不同，NPP+是否適用於台灣，加上能若能實際看到 NPP+的硬體、外觀，和設

計單位進行實質的意見交換，能讓原廠根據我們的需求，設計製造出滿足我們

資安條件的設備，近年各項資安危機，都以想像不到的速度威脅著各項資通安

全設備，此項由原設備供應商所研發提出的解決方案，在經過學習和評估後，

以期將來能為電廠以有效率的妥善處理可能面臨的資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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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國家城市名稱: 日本/神戶/東京 

 

項次 起始日 迄止日 前往機構 詳細工作內容 

1 1131027 1131027  往程（台北－日本神戶） 

2 

1131028 1131101 

三菱公司 

先進燃氣渦輪機監視診斷系統

(TOMONI)與控制系統安全防護

(NPP+)研習。 

4 1131102 1131102  返程（日本東京－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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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習內容 

一、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簡介 

     此章節之介紹含有三菱所研發之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發展歷史、基

本設備、基本架構、使用之應用軟體做簡介，使有基礎認知之維護人員有更深

的認識以及瞭解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對控制系統有所助益部分。 

 

1-1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發展簡介  

三菱的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目標是藉由與客戶和夥伴的合作，以智能

方案來提升電廠的效率，達到加速減碳的目地，採用了融合電廠的設計，操作和

維護系統以及其他附屬系統，來實現此一功能。 

同時使電廠能夠穩定並且減少其他環境面上的影響。 

 
圖 1.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應用圖 

 同時在發展電業的過程中，客戶也時時面臨了許多挑戰，如高昂的能源價

格，工作人員在技術上難以銜接，法規面上變更造成的適應需求等等，在電廠

當初建造設施難以更動的情況下，由監視及診斷系統來發揮彈性的一面，透過

「操作與維護的最佳化」、「效能提升」、「有彈性的操作模式」來達成。 

 
圖 2.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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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料分析手法簡介 

三菱使用了大數據分析、機械學習數據、實體模型以及商業服務經驗來做為

分析手法，雖然使用了上述手法，但為了最大利用資料分析，人為的判斷還是需

要的，包含了為分析工具設定明確的目標，還有以證據為基礎的決策判斷準則。

另外三菱強調由於多年的商業服務經驗，這部分是其他監視及診斷公司難以企及

的，而且由於他們成立了台灣的分部，派遣人員進行現場的客戶服務和資料蒐集，

達到最快速能釐清問題點的效率。 

 

 從下圖可看到大數據包含了類比/數位、結構化/非結構化等的各項資料，運

用了 AI/ICT 的技術，以及設計/控制的各種分析，再結合遠端的監視和長時間的

服務，都是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手法。 

 

圖 3.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資料分析手法 

 

1-3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系統設置和元件介紹 

在設置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時，原廠著重的部分有資通安全性、數位

化的支援度，遠端監視的可行性，還有診斷的能力，並且需具有 AI 和原廠設計

者的知識應用。 

 根 據 目 前 監 視 及 診 斷系 統 (TOMONI)的 設 計 ， 在 客 戶 端 會 擁 有 本地 的

Netmation 設備，加上使用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的介面, 通常為瀏覽器，以

及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的網路通訊設備，另外還能夠使用行動裝置來登入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系統。為了網路安全，在通訊設備會使用單向資料傳

輸(One-way data transmission)機制，以及防火牆的監視。 

 在三菱端，則會架設雲端伺服器，透過 ICT 平台，使用 AVEVA PI 系統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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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提供的 Azure 服務來進行電廠資料的管理，用戶帳號管理和電廠狀態的監視，

在監視下可以進行狀態異常的提醒和資訊異常的警示。 

 

圖 4.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系統設置圖 

 

1-4 全球 ICT 支援系統 

 另外在三菱公司組織一個團隊，24 小時監控著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

並且當電廠需要諮詢時提供語言服務，針對非日文語系國家，例如我國台灣，則

也提供了英文的服務。 

服務內容包含了電廠各項運轉維護的建議除錯，另外也可解決關於監視及診

斷系統(TOMONI)自身如帳號權限、系統更新和操作指引等問題。 

 

圖 5.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ICT 支援概念 

 

 

1-5 三菱根據大潭設計之系統架構 

三 菱 針 對 大 潭 的 現 況 已 設 適 合 使 用 的 架 構 ， 透 過 他 們 研 發 的

NSGW(Netmation Secure Gateway)為基礎，建立 TOMONI 的使用環境，放置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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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廠的中央控制室。 

三菱所設計的 NSGW 導入了以下的特色： 

1. 替機組阻擋所有可能的外部命令 

2. 惡意軟體的偵測和攔截 

3. 建立和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1 對 1 獨立連線 

4. 資料加密，所有被截取資料皆無法被讀取。 

 
圖 6.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網路通訊 

 

1-6 Netmation Secure Gateway 版本差異 

 三菱的設計中，負責資料傳輸的 NSGW(Netmation Secure Gateway)設計有兩

個版本，Silver 版為基礎版，已能符合電廠效率和 NOx 低排放的需求，但因應

未來需求，亦可升級到 Platinum 版本。 

 Platinum 版比起 Silver 版如下圖，有著更多的傳輸點數，多樣的資料傳輸，

傳輸協定使用 PI 以及 VPN。 

 

圖 6. Netmation Secure Gateway 版本一覽 

1-7 Netmation Secure Gateway 架構差異 

Silver 和 Platinum 從圖中可看出差異，Platinum 加入了 CPFM(燃燒筒擾動感測模

組)網路系統和振動系統的資訊，並且強化了在後端的資料處理(Virtual MMS、

Virtual OPC Serv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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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Netmation Secure Gateway 架構一覽 

1-8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在運轉和維護(客戶端)服務項目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為使用者主要提供了兩種服務內容，一種名為

TOMONI HUB，提供進階分析資料和專家協助，另一種為 TOMONI 

Applications，可讓客戶即時監看各種機組資訊和消息。系統以 Applications 為

主，故下面針對 Applications 詳細介紹。 

 
圖 8. 運轉和維護(客戶端)服務項目概念 

 

1. 運轉過程最佳化 

圖中可以看到透過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的 Applications 功能可以在機組

啟動時，於部分負載的情況下，達到進氣風門(IGV)和氣機冷卻氣源的最佳

化，而在滿載時，也可透過 AI 學習達到滿載運轉時的最佳化，也可以停機

時，針對各種設備進行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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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最佳化介入時序圖 

 

2. 隨時及隨處查詢運轉相關資訊 

透過 Applications 雲端服務，若相關人員未在廠內，仍然可以透過雲端查詢

相關資料，目前要瞭解 Applications 能提供的資料，需以電話聯繫中央控制

室，不便且資訊難以蒐集。目前 Applications 提供的大致有三種，一是電廠

目前狀況，二是操作總覽，三是警報和事件的資訊。 

 

圖 10. 運轉資訊圖示 

 

3. 協助規劃設備更新 

Applications 可以透過分析，建議電廠設備的更換週期，這邊的例子是 GT 進

氣的濾網更換，以往都是以使用時間來進行濾網更換，雖然裝置了差壓傳送

器來判斷濾網堵塞情況，但一般只能協助判斷「好」或「損壞」。但若有

Applications 來判斷濾網衰退趨勢，就來決定未來多久後濾網會退化至不堪使

用的程度，進而制定更有性價比的更換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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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設備更新診斷功能 

 

4. 每日設備檢查及調校作業後雙重確認(Trip Prevention Package) 

在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蒐集 10 年各服務場域的資料，總結出容易故障的

設備，然後針對這些設備進行每日檢點測試，另外最容易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人

員失誤，因此在人員操作調整設備後，再次自動進行確認，以期將事故風險降

至最低，此項服務稱之為(Trip Prevention Package) 

 

圖 12. 檢查及調校作業流程 

 

5. 自動燃燒調校功能 

在電廠內燃燒調校是一項重要卻又耗時的工作，不僅耗時，同時也可能影響

到機組接受到調度的時間期程，在 Applications 應用下可自動調整，除了降

低人員操作失誤的風險，由於自動化的緣故，不需考慮調整人員的休息時

間，加快了調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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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燃燒調校功能比較一覽 

 

二、控制系統安全防護(NPP+)簡介 

 接下來章節之介紹因應資安等級提升，即使是非連接外部網路的機組控制

系統，仍然需要防範於未然，而衍生了控制系統安全防護(NPP+)的誕生，三菱

在設計上將其功能分為六大項，分別為惡意軟體保護、內部資訊控管、更新檔

管理、入侵偵測、紀錄檔分析和偵測、備份和還原等功能。 

 

圖 14.NPP+功能一覽 

 

2-1 NPP+組成架構介紹 

 NPP+是由兩台功能不同的電腦所組成，此兩台電腦會使用虛擬主機系統，

以達成上述六大項功能，在後續報告會繼續介紹詳細功能，在網路通訊上面會

設置兩台路由器組成備援機制，避免可能的通訊中斷，並且設置防火牆防止可

能的資訊威脅。 

 在電廠設備上，要能使用此套系統，控制系統需搭載三菱 Netmation Build55 

version, Windows 10 based。並且硬體需具備第三個網路通道(R 通道) 

 若電廠實裝此系統，地點選擇會在中央控制室，需要一個機櫃的空間。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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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上電廠需確認電源能正常提供給 NPP+，至於軟體升級等需求，三菱公司會指

派人員到現場作業。不經過網路升級，以保持電廠不對外連線的設置。 

 
圖 15.NPP+架構圖 

 

2-2 NPP+功能介紹 

1. Bitdefender GravityZone Virtual Appliance(GZVA) 

NPP+使用由 Bitdefender 設計給企業使用的 Bitdefender GravityZone Virtual 

Appliance 程式，為控制系統提供了病毒碼掃毒、木馬程式監控，存取監控

和用戶指定掃瞄程式。詢問了電廠所關心的是否會影響到機組系統的運作速

度，得到了完全不影響的回答。 

 

圖 16.NPP+功能一覽 

 

2. NPP+ 帳號管理措施 

目前電廠的現狀對於控制系統帳號管控，是在程式規劃電腦後，一台一台電 

腦指派，且帳號的活動狀況，只能到各自的電腦上去查閱，每當需要更新帳號

使用原則或密碼時，需耗費大量的時間。 

能對於目前控制系統中，所有操作電腦的使用者進行帳號管理，使用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的技術，能分別指派不同人員使用不同帳號，並且賦予

不同的權限，並且所有權限的檢視、變更等，都可以在同一平台(NPP+)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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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NPP+帳號管理一覽 

3. 安全性更新機制： 

廠內控制系統電腦作業系統使用為 Windows10，一般 Windows10 使用者會透 

過網路接收到微軟官方的安全性更新進行升級，但由於電廠特殊的設計，一旦

電腦設置完成，便不再進行更新。 

 由於資通安全日漸重要，機組控制電腦也需防範未然，近幾年是否執行安

全性更新常成為稽核的焦點之一，NPP+提供機組控制電腦更新的方案，在

NPP+內藉由三菱工程師使用特定的儲存媒體，將安全性更新安裝至 NPP+內，

再利用內部網路，將 NPP+內的安全性更新推送到機組區所有電腦。 

 三菱可提供每三個月更新一次的服務，而實際的更新週期則可由使用者電

廠端這邊決定。 

 

圖 18.NPP+安全性更新介紹 

 

4. 定期控制系統備份機能 

NPP+與控制電腦連線後，可規劃每台電腦的備份週期，因此可以加強備份電

腦的穩定性，這邊我們有提出備份檔案放置的磁碟，目前由於大潭的控制電

腦數量眾多，因此會先備份至各自電腦的備用磁碟，未來再發展異地備援和

集中管理的機制。 

備份手法上，NPP+使用了一個叫祖父-父新-兒子的概念，祖父就是完整的備

份，以一個月執行一次為週期，父親則是差異性備份，檔案之間有差異的部

分才備份，以一週備份一次為週期，兒子為增量式備份，有新增檔案時備份，

每天都會進行增量備份，而時間週期如同安全性更新一樣，是可以由使用者

自定義去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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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NPP+備份排程範例 

5. Log 紀錄管理功能 

NPP+可以將設備的紀錄檔進行蒐集和分析，以下是摘要功能： 

5-1 允許蒐集紀錄及分析，並且將需警告的資訊，以投放到控制電腦的方式

對用戶進行告知，而且定期產出紀錄報告。 

5-2 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Log 資料存放夾。 

5-3 主動紀錄檔案更動歷史，例如創建、修改、刪除、更名及權限變更。 

5-4 偵測不正常的紀錄並投放到控制電腦，並儲存到重要事件紀錄中。 

5-5 被 NPP+偵測到的惡意軟體和非授權登入亦會被投放至控制電腦。 

5-6 若電廠具有安全資訊與事件管理系統(SIEM)，NPP+也可以將所有紀錄檔

傳送至 SIEM 

 

圖 20.NPP+紀錄管理流程 

 

6. 入侵偵測機制介紹 

NPP+針對入侵的風險，在重要端點設立防火牆，功能包含如下： 

6-1  NPP+的內外通信皆會通過能偵測入侵的防火牆 

6-2 使用模板檔案掃瞄主要通訊協定和通訊埠，避免間諜軟體入侵。 

6-3 防止惡意軟體、網路釣魚和其他入侵的可能 

6-4 如果機組未來有連接外網需求，NPP+也支援架設連外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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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NPP+防火牆架構圖 

2-3 NPP+安裝評估 

在實習中，向三菱技師討論到若在電廠內實際安裝 NPP+，期程和所需條 

件，因此原廠也就他們安裝的經驗向我們介紹 

   若和三菱訂約後，他們才會開始生產，那整個到交貨會約需要 12 個月，接

下來就會進入到準備期，包含了安裝測試，以及人員的教育訓練，為期約兩

週，接下來則由於安全性更新和軟體授權等等因素，原廠會提供 3 年的維護週

期，之後若電廠評估持續使用，則需更新維護合約。更甚至若未來作業系統和

硬體有需求，原廠也會提供相關的升級服務。  

 

圖 22.NPP+安裝時序圖 

 

三、控制系統模組更新計劃實習 

 此次實習前，三菱發佈了一項技術文件，文件中指出在未來的 2029 年，本

廠所使用的控制系統模組和通訊介面(Control-NET)將停止生產，並在文件後面

介紹了他們後繼生產及安裝的產品(D-Ring)。 

 得知消息後，詢問了同為三菱機組的友廠，在林口電廠方面和我們使用的

是相同的介面(Control-NET)，而通霄電廠則部分已開始使用新產品(D-Ring)。和

通霄電廠連繫並取得 D-Ring 的資料後，發現和目前架構有相當多的不同，因此

便在出國前連繫三菱原廠希望也能學習此新產品的相關資訊，原廠也準備了相

關的內容供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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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電廠壽命和控制系統壽命的不同 

 一般來說，電廠的生命週期為 30 年，但其內部的控制系統在設置 10 年後

出現損壞的機率開始升高，因此原廠建議約運轉 15 年後應該開始規劃更換。 

 HMI 和作業系統則因和微軟作業系統的更新有關，建議週期會更短。  

 目前大潭電廠在 HMI 和作業系統面，6 部機組皆已完成升級，控制系統的

重要設備如現場 CPU，也已升級，其他廣泛使用的各輸入輸出模組，則是下一

階段升級的重點，升級的目標也是這次的主題 D-Ring。 

 

圖 23. 電廠壽命和控制系統壽命比較 

3-2 更新範圍說明 

 下圖左邊是電廠目前的架構，D-Ring 主要取代的目標是包含 ControlNet 在

內以下的所有設備，在此之上，不在範圍之內，原因是電廠已完成了更新。 

 

圖 24. 新舊架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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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Ring 產品特點 

 三菱提供的資料顯示，D-Ring 比起舊有的 ControlNet 架構，並不單單只是

替代品，它在功能上也有所進步，以下分幾點進行和舊有系統的比較： 

1. 設計備援的 Adaptor，使單一 adaptor 故障時不會失去功能。 

2. 當傳輸線路有故障時，仍然可以更改傳輸模式繼續傳輸，更改的時間只需約

1ms(如圖)。 

3. 可直接從模組內讀取故障診斷訊息，甚至不需將模組拔下。 

4. 整合各項模組，使單一模組功能最大化，讓電廠在備品和維修上更容易。

(如圖) 

圖 25. D-Ring 產品特色 

3-4 D-Ring 更新手法介紹 

 在實習期間，和三菱公司針對大潭電廠的現況，該如何進行更新進行了討

論，以找出實際執行更新時會遇到什麼問題需克服，以下依照實際更新步驟介

紹： 

1. CPU 配件所需的更新 

在 CPU 側本體是不需更新的，但 CPU 和模組溝通所使用的卡片，要從適用

ControlNet 版，更換成適用 D-Ring 版。 

 
圖 26. CPU 需更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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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trolNet 線路置換成 D-Ring 

原先 ControlNet 使用同軸電纜連接，在更新後，除了新增備援 Adaptor 外， 

線路也會更換成 D-Ring 專用線路。 

 
圖 27.線路需更新部分 

3. 模組基座的使用 

在與三菱討論施作過程中，這一項應是與其他機組(包括已使用 D-Ring 的通 

霄電廠)最大的不同，模組安裝需要透過基座進行供電，以及作為和傳輸線路連

接的媒介，每一個模組就需要一個底座，而 D-Ring 體積較大，在體積上和施作

上，都難以在原有箱體內進行，因此三菱設計轉接座來解決此問題。 

 

圖 28.保留底座模組更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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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參觀工廠，也向我們展示了實際安裝的產品，空間上縮減到和舊有模

組相同的大小，應可順利安裝至大潭舊有機箱內。 

 

圖 29.底座轉接模組實體圖 

3-5 保留底座更新和全數更新手法優缺點比較 

 因此在整個更新專案確定之前，最需要考量的便是要使用轉換底座

(FXtoLS)或是全數更新，因此下圖是大致的優缺點分析： 

1. 轉接底座並非所有模組都適用，但約 9 成數量的模組皆可使用， 

2. 使用轉接底座在安裝和測試的過程中，僅需要約全數更新的 1/5 的工作時

間。 

3. 轉接底座體積較小，能裝進舊有機箱內。 

4. 原有模組底座使用已久，但原廠三菱有保證會繼續生產，所以可直接更換。 

5. 多了一個轉接底座，可能會對模組固定上多一個鬆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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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更新手法一覽表 

四、小結 

 此次出國實習，在三菱公司的介紹下，學習了與電廠非常相關的監視診斷

系統、控制系統安全防護系統及新一代的控制系統模組，這三項不僅和電廠運

作息息相關，且還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1. 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 

隨著環境變化，電廠除了發電持續追求穩定外，也需要思考永續共存等等目

標，監視及診斷系統(TOMONI)可以協助除了發電量外的數據抓取和分析，進

一步達成各項環保承諾。 

 

圖 31.電廠經營目標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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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安全防護(NPP+) 

 資訊時代每一天都會有新的威脅產生，雖然資安威脅無法實際看見，但一

旦遭入侵所造成的損失常常無法想像，雖然這項設備無法增加發電量，但是比

起潛在的損失，仍然是一項值得的投資。 

 

圖 32.投資與損失衡量 

3. 控制系統模組更新(D-Ring) 

由於設備年限已到停產是無法避免的，因此此主題著重於如何讓電廠在最小 

的影響程度下，平安的完成更新，原廠三菱也在這方面下了許多工夫，有望能

讓電廠在安全運轉的情況下，完成所有的設備更新。 

 

圖 33.大潭使用中模組示意圖 

肆、心得與建議 

 此次感謝公司提供機會能讓職參與此次的實習，在這次實習中學習到許多 

在電廠內較難接觸到的新設備資訊，以往要接收到類似資訊，都需在友廠有升

級專案中，或是新建廠專案中，才能獲得比較完整的知識。 

 這次在參訪中，也體會到日本公司文化中，嚴謹的態度，參觀過程中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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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機拍照，為了現場安全，路線也需遵守所規定的區域行走。在廠內的工

作人員的制服也有所規定，例如組裝工人需要穿著黑色的工作服，身上的筆和

工具能顯眼的注意到，此舉最能夠預防異物的入侵。 

 未來若能定期的與原廠進行類似的實習交流，相信對於電廠在運營方面，

能夠持續的精進和改善，也能學習到日方對於電廠的運營，從設計面去瞭解設

計者希望使用者和維護者該如何使用操作電廠，以達到最理想和穩定的發電廠

運作。並且透過最新的設計，來達成發電、環境保護、資通安全等等的挑戰和

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