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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台灣的能源，主要為石油、煤及天然氣等石化能源，上述能源逐漸減少，同時污染環境、空氣和水等等；因此，開發

無污染能源很重要，諸如再生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等，由於我國位處亞熱帶，太陽能極為豐富；因此，太陽能發電值得

開發。 本研究主要的重點探討太陽能發電系統保護設計、太陽能發電系統與市電並聯之保護裝置，研究一般的及智慧型電

驛，設計智慧型SCADA用在上述兩系統，全系統及負載都在被保護及監控。 有完善的保護及監控裝置，提供吾人下列好

處改善供電品質、快速復電、縮短停電時間、隔離故障、狀態監視、完備資訊、提高生產力、提高可靠度、客戶滿意度及

降低維護費用。

關鍵詞 : 再生能源 ; 保護電驛 ; 市電 ; 智慧型電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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