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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身為銅門村的村民，了解銅門村落有不少特色，老師也有一一概述，當講到水力發電

廠時，激起了我們很大的好奇心，因為我們真的很好奇，為什麼在這樣山區的部落內，可

以建造發電廠，甚至還可以運作呢?還有也想知道為什麼古人選擇將發電廠建造在銅門村

落附近，當初他們的建造動機是什麼?我們雖然住在銅門，卻時常忽略發電廠的存在，發

電廠是我們從未觸及的領域，但對我們的生活中是個很重要的一環，剛好可以藉由這個機

會，讓我們好好研究這個專題。  

  蒐集資料發現全臺灣的水力發電廠有不少座，我們的探討主要以木瓜溪流域東部發電

廠為主，因為木瓜溪有一段鄰近銅門村落，木瓜溪段的水力發電廠共有八座。決定做跟水

力發電廠有關的主題後，就開始蒐集相關資料，不過在蒐集資料途中，發現目前很少人為

水力發電廠留下完整的書面資料，資料都是較為瑣碎的，有點可惜。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

篇專題，整理出較完整的資料，好好探討水力發電廠的相關知識，如歷史沿革及對村民的

影響等，讓對水力發電廠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們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這份專題可以讓外地人認識鄰近銅門村的水力發電廠，在介紹之前，會先簡

單說明何謂水力發電及東部發電廠，而臺灣的水力發電廠大多都是很有歷史的，木瓜溪流

域的發電廠也不例外，因此首先就會先以探討水力發電廠之歷史沿革為首要目的，並深入

了解水力發電廠對銅門村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因此研究目的主要有二個: 

 

(一)介紹木瓜溪流域水力發電廠之歷史沿革。 

(二)分析水力發電廠可以為銅門村民帶來的影響。 

 

三、研究流程及方法 

 

 

圖 1 研究流程 

 

(一)文獻蒐集及探討 

    文獻蒐集是整個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環，讓我們可以順利的擬訂研究目的與研究方

法，寫出水力發電廠之歷史沿革和幫助我們設計訪談題目。由於現在科技發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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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網路上找了許多文獻資料，包括網頁上的文字資料及 youtube 上介紹水力發電

廠之相關影片。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在用網路資料時要注意，由於資料龐大，要學會分辨真假資訊，

因此我們會多方面比對，如網路上找尋的，會多參考幾個網站和影片確認資訊的真偽，

或是和書籍資料對照這樣。除了從網路上蒐集文獻資料外，也有在校內圖書館蒐集書

面資料，但由於我們學校處於偏鄉地區，資源並沒有很多，於是老師又利用假日時間，

到資源較多的花蓮縣文化局及秀林鄉立圖書館找尋書面資料，讓我們的資料準備得更

完善。 

 

(二)訪問法 

  在訪談之前，我們必須做足準備，將前面蒐集好的文獻資料整理歸納，查看是否

還有一些不足的文獻，但我們又必須要知道其內容的，於是我們預先設計好訪談的題

目，詢問師長、木瓜溪文物展示館之專業導覽人員及台電工作人員等。 

  在訪問前，先透過專業導覽人員為我們介紹水力發電廠之歷史及相關知識，隨後

有個 Q&A時間，除了預先想好的問題外，還有經剛剛導覽人員的介紹後，臨時想到的

問題，老師之前總是和我們說:「只要有問題就發問，不要客氣!」因此我們將問題一

一拋出來詢問，若還沒解答到的就再追問，一邊記錄這樣。而導覽人員很有耐心和細

心地解答我們心中的疑惑，訪談結束後進行整理，讓我們欲研究的資料更完善。透過

導覽員介紹加上訪談，讓我們對於水力發電廠又有更多的認識了。 

 

(三)實地探查 

  經過專業導覽人員介紹及訪問之後，再來就是實地探查了，目前木瓜溪流域的水

力發電廠都不開放參觀，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詢問，請求台電東部發電廠，主任也有幫

忙聯繫，最後台電終於答應讓我們有機會去參觀「清流發電廠」了，機會非常難得呢!

雖然蒐集了許多文獻資料，也看了影片，但還是覺得實際參觀會來得更有印象。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何謂水力發電? 

  水力發電是臺灣最主要的自產能源，也是相當乾淨的再生能源，目前台電公司共

有十所水力發電廠，年發電量可達四十五億度，水力發電的原理是利用位能與動能的

轉換，在高處的水擁有位能，當它往低處流，轉動水輪機時便轉化為動能，推動葉片

轉動，接著再帶動發電機，成功創造出電能。水力發電廠並不消耗水量，發電後的水

依然潔淨，可以成為下游自來水，工業用水或農田灌溉等再利用。 

  然而，台灣降雨量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梅雨季及颱風季節，每到雨量多時宣洩

不及，這些水無法作為發電之用，而除了梅雨季及颱風季外，其他時間降雨偏少，也

常有缺水的情形發生。台灣地形起伏變化極巨，使得河川有河身短、坡度大、水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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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性，降水在短時間內即迅速地流入海洋，必須仰賴蓄水設施的儲蓄，為了調節及

運用寶貴的水資源，水力發電廠必須配合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的調度，以適時適量地

取水發電。 

 

(二)東部水力發電廠簡介 

  由於地形關係，東部溪流大多有河床高低落差大、河短、水流湍急的特性，有利   

於發展水力發電。目前轄下共有 11個分廠、17座機組，年發電量近九億度，約占東

部用電的三分之一，而東部發電廠也是唯一自行大修檢測的水力發電廠區，這 11座

發電廠皆在 2001 年 5月，因應東部發電廠組織及人員精簡，裁撤了原本的控制室，

由電廠改名為機組，日後也全由花蓮市區的廠本部遠端遙控各機組。 

  花蓮地區的東部發電廠，所在流域包括木瓜溪、壽豐溪、立霧溪以及和平溪，其

中木瓜溪流域的水力發電量為台灣第三，僅次於大甲溪及濁水溪。木瓜溪流域共有八

座水力發電廠，為龍溪、瀧澗、水簾、清水、清流、銅門、榕樹、初英等。木瓜溪發

源自中央山脈的奇萊山區，是花蓮的主要河川之一，也是台灣水力電廠最密集的一條

溪。 

 

(三)木瓜溪流域八座水力發電廠之歷史沿革 

1. 清水發電廠 (清水第一發電所→清水發電廠→清水機組)：清水電廠為現今最老

的發電廠，它於日治時期即已建廠，1937年 10月興工，1939 年 6月第一部發電

機組 3號機竣工發電，又於 1941年第 2部機及第 3部機先後完成。清水第一發

電所的 3條壓力鋼管全長約 1公里(968公尺)，有效落差高達 406公尺，在戰後

初期為全臺第一。水流從壓力鋼管直下，在鋼管之旁有步道，同時也架設一座登

山台車(斜坡台車)。然而，完工五年後，就在 1944年遭遇洪水，場內機組設備

嚴重毀損而毀棄，1947年起原已被沖毀的清水發電所開始重建，後改名為清水發

電廠。雖然它是東部發電廠所管轄的發電機組中最年長的，但整修後的三部機組

不僅仍在運轉，更改為電子式新組件，甚至進化為無人遙控廠，目前仍有台電人

員定期巡視。  

2. 清流發電廠(清水第二發電所→清流電廠→清流機組):於 1941 年 10月完工運轉

供電，和清水第一發電所一樣，在 1944年後遭遇嚴重的颱風及暴雨，損害發電

所設施，1945 年間，奇萊發生大山崩，大量土石被沖刷入木瓜溪，使溪床上升十

幾公尺，更從此埋沒了清水第二發電所。最先它的廠是民國三十年的時候日本人

建的，那時它的名稱叫清水第二發電所，但是它運轉了三年，就遇到洪水，埋沒

了之後，一停就停了 39年，39年後重建，名稱改為清流發電廠，它的水線在距

離我們發電機水頭有 150公尺，它可以發 4200瓩的電，大約可供應八千多戶。 

3. 瀧澗發電廠(瀧澗發電廠→瀧澗機組):於 1959年 6月正式完工啟用，日治時期的

瀧澗，舊名瀧見，「瀧」即為日文中的「瀑布」，瀧澗發電廠就位於這個山高水深，

能「觀見瀑布」的秘境，瀧澗電廠的地下廠房位於龍鳳溪右岸山腹中，在建設初

期，純粹是靠人力手工一鑿一斧把它鑿出來的，所有的發電設備它是經過溪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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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道的方式，把它運到裡面去，但艱辛的工作並沒有因為工程完工而停止，1959

年 6月完工啟用的瀧澗發電廠，因為在短短三公里的引水河段，擁有最大落差高

達 895公尺的地勢，且溪水質地清澈，有利水輪機維護，而成為不可多得的水力

發電地點。1984 年擴廠後，年發電量 3億 7千萬度，瀧澗電廠自此在東部發電佔

有重要地位。 

4. 龍溪發電廠(龍溪發電廠→龍溪機組):始於 1983年 2月，為目前臺灣海拔最高之

水力發電廠，奇萊引水工程計畫中，包括了自龍溪向上游，跨過溪水滲漏段，興

建小瀧澗壩，以及在五條木瓜溪支流興建五座小型攔水壩，其中小瀧澗壩至龍溪

調整池之間，高度落差達 247公尺，因此台電再利用此落差增建一座小型水力發

電廠，也就是龍溪發電廠，整體工程委託榮工處承辦，共歷時 8年 9個月，龍溪

發電廠的廠房位於龍溪調整池右岸的山壁內，裝置一部橫軸法蘭西斯式水輪發電

機，2001年 5月改名為「東部發電廠龍溪機組」後，目前無人駐廠，並於機組旁

設置副控中心，掌管龍溪、水簾、瀧澗機組，及其水壩進水口閘門開關。 

5. 水簾發電廠:水簾發電廠的由來是民國六十六年的時候，因為要擴建奇萊引水工

程，來增加瀧澗的第二號機的一個興建，多出來的水，我們利用很小的落差，69

公尺的落差，加上尾水的水力，來增加擴建的發電廠，它位在木瓜溪的左岸山腹

內，這是東部發電廠中，木瓜溪流域串列式發電廠的第三個電廠，從最上游的龍

溪電廠，再把尾水給瀧澗發電廠發電，再送到水簾發電廠發電。水簾電廠發電水

源有三個，分別為瀧澗電廠的尾水、木瓜壩及龍鳳壩，木瓜壩在 1985年完工，

距離下游的水簾電廠約 2公里，主要功能是蓄水調節提供水簾發電廠發電，而龍

鳳壩則位於龍溪與鳳溪合流點下游約 20公尺處。水簾電廠頭水隧道為馬蹄型斷

面，是先讓木瓜壩引水隧道與瀧澗機組尾水隧道匯流後，經過長 96公尺的鋼結

構過水路橋，跨越龍鳳溪，在匯流點下游 287公尺處，再與龍鳳壩的引水隧道匯

流，延伸至前池，全長 594公尺，水簾機組為穹頂圓筒型的地下廠房，這裡一開

始就採無人電廠的設計興建，目前同樣交由花蓮市區的場本部遠端遙控。 

6. 銅門發電廠(銅門發電廠→銅門機組):最早之初始可追溯至臺灣日治時期 1939年

11月，由日本人所經營的東台灣電力興業株式會社興建完工，位於現今花蓮縣秀

林鄉銅門村的木瓜溪北岸，設有 8000瓩的發電機三組，並於 1943 年開始商轉發

電，發電一年半以後，在 1944年及 1945年接連而來的洪水摧毀發電廠廠房及內

部設備與攔河壩，之後再把它整修過、整理過，再變成現在的發電機。當時是國

共冷戰時段，所以它就躲到地下去，銅門電廠是光復以後第一座地下電廠。銅門

發電廠發電的水源，則來自瀧澗電廠下游的水簾壩，是一座閘門控制混擬土重力

壩，這個壩原來的水是給銅門發電廠用的，它在日據時代就有了，那因為在民國

三十三年的時候有個大洪災，整個淹沒掉了，一直到光復後民國四十一年，才再

去重新把它興建成這個現有的，稱為水簾壩，用水就是結合水簾機組的尾水，透

過輸水隧道給銅門三部機組發電，銅門電廠從水簾壩取水，匯集水簾發電廠尾水

後，經七公里長的頭水隧道，進入木瓜溪下游銅門村對岸的前池，再經由壓力鋼

管引進山腹內的發電廠，廠房內裝置有三部豎軸法蘭西斯水輪發電機，年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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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1億 6百萬度。 

7. 榕樹發電廠:於 1967年 2月竣工開始運轉供電，因位於花蓮縣秀林鄉榕樹村而得

名，起初尚未興建時，銅門發電廠發電尾水是直接引至初英電廠發電，一直到榕

樹發電廠完工開始運轉供電，才改以榕樹電廠的尾水，供給初英電廠發電之用。

榕樹電廠是臺灣首座無人遙控發電廠，採用感應發電機，無調速機裝置，並且無

主閥設備，也沒有控制室，機組的啟動併聯，皆由花蓮市本部的遙控中心運作，

或派人到電廠現場選擇是否運轉。  

8. 初英發電廠(初音水力發電廠→初英機組):1938年，日本人早已規劃在現今花蓮

縣吉安鄉干城村，與秀林鄉銅門村交界處，興建一座小型水力發電所，並且名為

「初音水力發電廠」，1941年興建工程竣工，是當時日本台灣總督府在木瓜溪流

域，所興建的第二座小型水力發電廠，但同樣於二戰時停止供應發電，更將導水

隧道轉變為槍械生產工廠，光復後，台灣省政府水利局將導水路修復完成，恢復

電廠商轉發電，並改名為「初英發電廠」。初英發電廠屬於川流式發電廠，也屬

於低落差的發電廠，它的水位落差 19.5公尺，於民國三十年正式發電到現在，

那時是以臨時壩取水，所以取水與發電都很不穩定，台灣電力公司於民國四十七

年，完成銅門電廠與榕樹電廠間的水路，所以把臨時壩撤銷，正式取用銅門電廠

尾水發電。目前初英發電廠的發電水源，來自於榕樹發電廠尾水，將由 600公尺

的明渠以及沉砂池，再經過約一公里的引水隧道來到前池，最後透過壓力鋼管進

入廠房發電，廠內設置一部豎軸型卡布蘭水輪發電機，每年發電量僅 1300萬度，

是東部發電廠所有機組中發電量最小的一座，初英電廠是木瓜溪流域最末端的電

廠，也是木瓜溪流域最後一次的水力發電利用，發電尾水最後連結了吉安圳，繼

續灌溉吉安地區千畝良田。 

 

二、參訪內容 

 

  文獻資料蒐集完成後，再來就是實際去參訪了，我們去了「木瓜溪文物生態故事館」

及「清流發電廠」，台電工作人員為我們解說許多專業的知識，有經過台電人員同意授權

錄影，因此可將完整內容記錄下來，我們將參訪後的內容整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台

電工作人員解說，第二部分為訪問內容。 

 

  (一)木瓜溪文物生態故事館-台電導覽人員解說: 

    水力電廠幾乎都是沿著山來建造的，因為水力發電都是利用落差這樣的特性來 

    發電，沿著這條，有 8座電廠，除了這邊的 8座之外，花蓮共有 11座電廠，還有 

    立霧電廠、溪口電廠，靠近宜蘭那邊有個碧海電廠等，所以花蓮總共有 11座電廠， 

    那最近幾年又多一座，在台東那邊有個東興電廠。           

    水力發電並不會造成環境的汙染，像火力就有一些爭議，會有環境、廢氣的一些

汙染，那水力幾乎不太有這個問題的，不太會造成環境汙染。 

  那再來講的是慕谷慕魚，三百多年前，太魯閣家族為了要求生存，第一個翻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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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山脈，從南投遷移到花蓮銅門，定居開拓的太魯閣家族，就是慕谷慕魚，那政府為

了要推動在地化，所以用了原住民的姓來取名的。 

  接下來講的是東部電廠的歷史，我們這邊的歷史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

日據時代，一個是光復之後。日據時代早期，日本人想把花蓮變成一個工業的城市，

那工業就是需要用電，所以就相中木瓜溪這條有水力開發的潛力，所以就打算在這邊

建幾個電廠，所以民國 28年，有個清水第二電廠就開始運轉了，這是我們最早的一

個電廠，仍然還在使用當中，現在已經 111年了，它從民國 28年運轉到現在，實在

不容易。那水力發電還有一個特點，它可以繼續使用，它比較不會受到電線的限制在。 

  那接下來這幾年有持續蓋了好幾座電廠，像民國 30年到 34年中間，已經有五座

發電廠開始在運轉了，其實早期日據時代，他們發的電，那時用的電沒有現在用的那

麼多，那時候就是民生用電，幾乎都是給電燈使用，那為什麼他們要蓋那麼多的電廠

呢?是因為那時候為了要戰爭，那就要製作煉鋁工廠之類的，那這些就是需要用到大

量的電，才蓋了好幾個電廠。在民國 30年到 34年之間，那時候碰到戰爭，就被炸毀

了，壽豐那邊有個溪口電廠，它剛好在路邊，那位置實在太顯眼了，就被炸毀了。還

有一點是，我們這邊也很容易有颱風，颱風過後，像銅門這邊的話，它蓋好大概不到

一年的時間，就碰到兩次洪災、颱風，就被淹沒了。光復之後，民國 35年，台灣電

力公司開始重建，前面提到有分兩個部分，我們以民國 35年為界線，35年以前是日

據時代，35年以後是光復時代。銅門電廠那時被淹埋了，那就是要恢復成以往的電

力，台電就做了一個重健的工程，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銅門對面吊橋那個，就是它重建

成功了，因為它被淹埋了，所以他們在上方蓋了一個山洞，又稱作地下化。那為什麼

要在山洞裡面呢?第一個怕戰爭多，那時候才剛光復，還是怕有戰爭的疑慮，所以就

建在山洞裡面；另外一個，因為在山上，怕會有一些自然災害，銅門也是臺灣第一個

地下化電廠。剛剛提到，日據時代的電廠大多都給煉鋁工廠使用，那時候那些工廠已

經被炸毀了，炸毀之後，變成那些電有多，而西部那邊不夠電，所以就蓋了一個叫「東

西輸電線」，把多餘的電送到西部去，那現在已經沒有了，那條我們叫東電西送，從

東部的電送到西部去，現在那條變成能高越嶺古道。 

  民國 48年，瀧澗一號機組竣工發電，在那個時代，是以水力發電為主，這落差

有 855公尺高，是全台落差最高的一個電廠，在當時也是發電量最大的，蔣中正先生

還特地過來視察，所以館內有他的照片，旁邊的人則是政府官員等。剛剛說瀧澗第一

台發電機開始運轉，其實那時候廠房有準備做兩台發電機，那為什麼第二個到民國

73年才做好，因為那台發電機做好之後，發現流滿多的水，所以又建了一個奇萊引

水隧道，來幫助讓第二台發電機台運轉。 

  最新的電廠是民國 100年的碧海電廠，靠近宜蘭，在和平溪那邊，有個碧海電廠，

這電廠大概蓋了 14~15年左右的時間，它蓋那麼久的原因是，民國 100年的時候，臺

灣已經開始注重環保，注重一些生態，碧海是在深山裡面，台電也是怕會影響到生態

之類的，所以盡量以不破壞他們為原則，來蓋這座電廠，所以花了不少心思，還用了

直升機工法，利用直升機運送材料到碧海電廠內，花費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等

才蓋好這座電廠。除了電廠，還做了一些生態保護的設施，所以不會影響到它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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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溪流域有 8座電廠，在最上面流域的是龍溪電廠，也是全台灣海拔最高的一

座電廠，它有 1280 公尺。龍溪電廠會用引水隧道的水發電，發電完之後的尾水，會

繼續給下一個使用，所以龍溪電廠用完的話，會給瀧澗用，瀧澗用完給水簾用，依此

類推，一直到最後，最下游是初英電廠，初英電廠用完的水，它就是灌溉農田。在山

下路，那邊有個叫「不盡」，也有人叫「不冬」，它就是初英電廠出來的尾水，發電完

的水，其實水力滿強的，所以它們就是有個跌水，讓水比較緩和，之後再出去灌溉農

田。那水力發電有兩種，一種是慣常式，一種是抽蓄式，我們這邊是屬於慣常式的。  

  館內外面有三根綠色的管子，那個叫壓力鋼管，每一根管子代表發電機，而外面

有三根管子，所以代表我們銅門電廠有三台發電機。我們的水會透過引水隧道，到達

電廠之後，壓力鋼管最上面有個叫作前池，有個沉砂和調節水的作用在，透過山上的

水，透過壓力鋼管沖下來的水之後，它會再到水輪機，跟發電機的軸是同一根，這個

就會產生了磁場切割的水發電，發出來的電之後，再把電傳送出去。把電傳出去後，

會先升壓，例如我們發出來的電是 11000，到時候升壓會到 69000，再透過電塔，傳

到變電所，變電所降壓之後，再傳送到家裡附近還有個變電箱，最後才是我們家裡用

的 110伏特或 220 伏特的民生用電。 

  館內外面有三個造型不同的水輪機，第一個佩爾敦式水輪機是屬於高落差，像瀧

澗是 895公尺，它就是屬於佩爾敦式；第二個是法蘭西斯式，像銅門的話，它落差是

157公尺，適合中落差的；第三個是適合低落差的，像下游的榕樹和初英電廠，只有

約 20公尺左右的落差。 

 

(二)  參訪清流發電廠: 

  由於現在發電廠基本上是不開放參觀的，透過學校主任和老師的幫忙聯繫台電人

員，讓我們有這麼難得的機會可以參訪。清流發電廠離我們所在的銅門村落不遠，我

們到現場的時候，很好奇，到處觀望，而在那邊會一直聽到發電機的聲音，在外面就

聽到了，進去裡面後聲音又更大了，台電人員有和我們簡單說明發電廠的運作方式，

不過因為工作人員說話的聲音幾乎被發電機的聲音蓋過，只能勉強去理解了。 

 

                          

 

 

 

 

  圖 2 清流發電廠廠房，2022                圖 3 清流發電廠外觀(2022)  

 資料來源:翟婉婷老師攝 (2022)            資料來源:翟婉婷老師攝(2022) 

                                      

    台電工作人員解說:我們這個清流發電廠，是從清水溪引進來以後發電，我們在

沒有發電的情況之下，機組是關閉的話，我們的前池不會關，它會由前池延著地連帶

連下來，下面控制停機，上面超過高度的話就會溢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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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問 Q&A: 

Q1.請問為什麼發電廠要成立在那裡呢? 

Ans:在日據時代早期，日本人想把花蓮變成一個工業的城市，那工業就是需要用電，所以就

相中木瓜溪，他們認為這條溪有水力開發的潛力，所以就打算在這邊建幾個電廠。那時候為

了要戰爭，那就要製作煉鋁工廠之類的，需要用到大量的電，才蓋了好幾個電廠。 

Q2.請問將水力發電廠蓋在木瓜溪段對銅門村民有什麼好處? 

Ans:水力發電不太會造成環境汙染，卻又可以提供我們日常所需的能源，讓不只是銅門村

民，也可以帶給一般民眾的便利。但雖然水力發電是個再生能源，還是呼籲大家能養成節電

的習慣，一起環保愛地球! 

Q3.剛剛看到水力發電廠都是用一些機器在運作，那員工的工作大概是在做什麼呢? 

Ans:現在基本上都是用遙控的，員工基本上就是在我們明義國小那邊的辦公室，但我們每天

都會有好幾組的人，他們會到銅門、瀧澗，會做巡檢，他會去巡邏每個電廠有沒有狀況，像

水路組就是巡視引水隧道，壓力鋼管等；機件組就是像發電機有沒有問題，每天其實都會有

人去巡視它的狀況這樣。 

Q4.請問銅門發電廠的水輪機是屬於法蘭西斯式還是佩爾敦式呢? 

Ans:法蘭西斯式，因為銅門屬於中落差的，大概 157公尺。 

Q5.請問如果水力發電廠出意外的話，你們會怎麼處理呢? 

Ans:不太會，因為我們人員會固定去巡視，為了避免這些狀況，所以我們都會有人去巡視它。

當然像前幾天的地震，那我們當然會趕快去修補。 

Q5.(追問):如果像地震、颱風等，讓機器突然破掉或被炸掉了要怎麼修呢? 

Ans:其實之前清流那邊就有碰過，被炸掉也沒辦法，就是修阿!會先把水停掉，再去修理那

個管子。而像颱風的話，我們這邊所有機組通常都是停止發電，因為颱風會帶來很多的泥沙，

而泥沙就會影響到機器，所以大部分就會暫時停止發電。那只有瀧澗，因為上面有個瀧溪壩，

它地理環境的關係，其實它的水比較不會有泥沙的作用在，所以瀧澗颱風天時還是可以繼續

發電。 

Q5.(追問):那當颱風暴風圈離開後，要等一段時間讓泥沙沉澱嗎?還是馬上就可以運作呢? 

Ans:很大的話，他們會選擇排沙，直接送大量的水，把那些泥沙給排出去。 

Q6.在這樣的山區工作，想知道一天大概會有哪些工作流程呢? 

Ans:這我可能不太好回答，因為我不是跟他們一組的，每組有每組的工作，像我就是負責解

說、活動類的，像其他現場的，水路的話，除了辦公室之外，也會在一些水壩裡面，例如瀧

溪壩，就會有人被派駐在上面，因為瀧溪壩實在太遠了，所以會有人在那邊留守。 

Q7.搜尋了資料後，發現這 8座水力發電廠大部分都有改過名稱，但為什麼水簾和榕樹發電

廠從未改過呢? 

Ans:首先，改過名字比較特別的原因是有些是日據時代建的，以我們要去參觀的清流發電廠

為例，它以前是叫清水第二發電廠，那時候是日據時代在弄的，早期的清水第二發電廠也是

有被淹埋的，在河床那邊會看到早期的清水第二發電廠，它那時候就被淹了，到民國 72年

時，才蓋現在的清流電廠。還有另一個叫初英，初英它也是改過名字，因為那時候是日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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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一)關於木瓜溪流域水力發電廠的歷史沿革 

  水力發電廠的歷史沿革是我們花最久的時間去探討的，木瓜溪這八座水力發電   

廠都很有故事，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的演變，途中也經歷過洪災、戰爭等，讓發電廠

被沖毀、炸毀後，又再次重建，尤其在這樣的山區工作和運送材料真的很不便利，對

這些工作人員真的很敬佩! 

  目前這八座水力發電廠雖然歷史悠久，但都仍在運轉中，很感謝台電人員盡忠職

守，會固定巡視、維護設備，尤其是當遇到颱風天時，他們反而會往山區跑，為了就

是要守護電廠設備。 

  有幾座曾經被沖毀的發電廠，在現今的發電廠附近還留有遺址，可以讓人們省思，

每一次的災後毀損，都能作為一個借鏡，讓歷史不再重演，因此搜尋資料後發現有幾

座新的發電廠有多建造隧道，以保護電廠設備。 

 

(二) 關於水力發電廠對人們的好處 

  「電」是人們很重要的民生需求之一，在臺灣也有多種發電方式，不過現在響應

環保、節能減碳，因此也開發了不少再生能源，而水力發電廠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幾

乎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水力發電廠發電後的尾水會再流到下游去，繼續讓下一座發

電廠發電，到了最下游的電廠，發電後的尾水則會作為灌溉農田或自來水等用途，是

個相當環保的能源，因此水力發電是既環保，又能帶給人們重要的民生需求的能源，

不過雖然水力發電可以節能，還是呼籲民眾可以養成節電的習慣，一起珍惜能源，環

保愛地球! 

 

二、研究心得 

 

  我們參與小論文製作，為期大約一個月的時間，時間上有點趕，因此我們更加珍惜每

代，日本人取的，我們那時候有聽說怕是同化還是怎樣，才改了名字。至於水簾和榕樹沒改

過名字，因為那是我們現在的政府蓋的，才沒有改過。 

Q8.為什麼水力發電廠現在都不開放參觀呢? 

Ans:因為之前道路坍塌，連我們工作人員進去也很危險，我們下去時也怕會有落石，有安全

上的考量，所以就比較沒辦法進去參觀。早期銅門發電廠也是會讓人參觀的，但水力發電有

時候會有濕濕滑滑的情況，像吊橋也是在維修當中，所以不太方便讓人家進去。那這個吊橋

也是我們東部最長的吊橋，有 238公尺，這吊橋是工作人員在走的，不會讓一般人進去。 

Q9.我們看到館內有個類似防毒面具的東西，是因為之前有發生火災還是什麼意外嗎? 

Ans: 目前沒聽說過，但有防毒面具是以防萬一，因為早期的時候，在深山可能會有一些很

難預料到的事情，像沼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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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參與討論的機會，一起和同學蒐集資料，而且在這段期間，老師也因為防疫規定，有

很多天都不能來學校，很多次都是以線上方式做討論，我們一步步將資料整理起來，從原

本對水力發電廠的不了解，到現在已經了解許多水力發電廠的歷史和運作原理等等，讓我

們收穫很多!也很感謝主任和老師的幫忙，讓我們能實際參觀，經由工作人員解說後，又

得知了不少網路及書面沒蒐尋到的知識，增加我們小論文的完整度，也感謝工作人員耐心

的解說，不厭其煩地解答我們心中許多疑惑。由於研究時間較為倉促，可能還有一些沒深

入了解的部分，再煩請有興趣的人們更深入的探討了。再次感謝幫助我們完成小論文的主

任、老師、台電工作人員和一起為小論文奮鬥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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