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提案年度 110年 

提案單位 臺北捷運公司/車輛處研發中心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李健男 貢獻度：40％ 

參與提案人：顏志誠 貢獻度：15％ 

蔡豐遠 貢獻度：15％ 

陳建志 貢獻度：15％ 

江連泉 貢獻度：15％ 

提案範圍 
1. 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2.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臺北捷運列車監督資訊系統(TSIS)效能大躍進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管理手法、□小 e 化、■節省成本(時

間、人力、經費)、□發表期刊論文或專書、□取得專利、□其

他：(如榮獲其他獎項、增加收益……等，請於15字內簡要說明) 

提案緣起 

一、 臺北捷運系統電聯車在線上營運發生故障時，因行控電腦

無法即時顯示充足之列車設備故障資訊，使得行控中心於

故障事件處理過程必須使用無線電通訊設備詢問故障列車

司機員設備故障狀況，並以此得知故障資訊判斷故障類

型，再依照所對應之緊急故障排除程序指示司機員排除故

障狀況。 

二、 目前電聯車雖已採用數位無線電系統(以下簡稱 TETRA)傳送

列車設備運轉狀態訊息，但行控中心還是無法充分掌握列

車故障即時資訊，其原因說明如下： 

1. TETRA 系統因硬體設備限制而無法傳送大量資料，並限

制每則訊息封包容量大小，且每秒只能處理3則訊息。 

2. 此外，由於線上營運列車眾多(尖峰時間高達126列

車)，傳送資料繁多，為確保 TETRA 無線電通訊系統能

維持正常運作，故設定每列電聯車以每2分鐘傳送一次

36Bytes 以下之訊息，導致行控中心無法取得即時之列

車設備故障訊息，只能輔以參考及記錄。 

三、 因行控中心迫切需要即時之列車設備運轉狀態及故障訊

息，且維修人員對於列車設備偵測訊號需求日益增加，礙

於原廠封包設計及硬體架構，如需擴充傳送封包容量及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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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率，須委託原廠進行系統擴充及升級，除了耗費龐大的建置

費用外，後續亦無法由本公司自行修改、擴充或加值運用，

故本公司採自辦方式建置列車監督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TSIS)

設備，並自行開發 TSIS監測系統軟體。 

實施方法 
、過程及
投入成本 

一、實施過程及方案 

1.為使行控中心及各機廠調度班人員對列車運轉狀態能即時掌

控，本公司新增 TSIS 機上盒、4G 路由器及相關感測器等監

測設備(如圖1)，增加資料蒐集及資料邊緣運算能力，開發

人員將列車各子系統設備運轉狀態及故障訊息進行解碼，再

利用多工方式將解碼之設備監測訊息，傳送至 TSIS 機上盒

進行編碼及資料封裝作業，以利回傳至後端之 TSIS 專用伺

服器進行監測數據資料處理、監看畫面顯示及大數據分析與

加值運用。 

 

 
圖 1 TSIS機上盒、4G路由器等傳輸架構圖 

2.因電聯車為動態行駛之載具，列車偵測訊號傳送須使用無線

網路傳輸。故自行開發運用捷運路網訊號涵蓋率及穩定度均

佳之4G無線網路(未來可升級為5G)，並搭配 VPN(虛擬專用

網路且通過加密傳輸安全認證)，將列車之重要設備運轉狀

態及故障訊息蒐集後，以每秒1次傳送監測訊號至後端資料

庫進行儲存，再傳送至行控中心及各機廠調度班進行監看。 

3.因台北捷運系統多為地下路段，無法接收衛星定位系統

(GPS)之訊號，故運用 TSIS讀取車站識別碼資料，搭配

TSIS新增設之列車速度(SPEED)偵測，以程式計算列車行駛

距離，進而得知列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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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
投入成本 

4.開發列車即時監測軟體及監看畫面，使行控中心及各機廠調

度班人員可即時監看各列車位置及設備運轉狀態，同時增加

設備異常即時告警功能，當列車設備出現異常時，能夠精準

得知異常設備位置及故障狀況，以縮短故障排除時間，避免

造成列車延誤。 

5. 藉由增設訊號接點及感測器元件(例如：溫度、速度及振動

感測器等)，以擴增設備運轉狀態偵測訊號，進一步掌握更

完整列車設備運轉狀態及故障訊息。利用即時列車監測訊

號，發展列車線上故障排除專家系統，於列車故障時即時自

動診斷故障類型，並即時提供行控中心於列車設備異常當下

相對應之緊急故障排除程序，有效縮短列車故障排除時間。 

 

二、實施成本 

以下就本案開發物料費用、開發人時進行成本分析，其相關

開發施作費用項目如下表。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請強調提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及內、外部效益，並請儘量以量化

方式具體呈現。） 

一、首創國內捷運系統營運單位自行開發電聯車設備運轉狀態即         

時監測系統： 

1.透過監測軟體，現場行控中心及各機廠調度班人員可即時監

測線上各列車位置及設備運轉狀態(如圖2所示)。本專案全

車隊預計完成79,000組偵測訊號即時回傳，目前已完成

301/321/341型電聯車共計22,868組偵測訊號(約29%)，其餘

371/381/256/370型電聯車預計110年12月底前陸續完成。 

小計 施作費用

1,437.2萬元 

22.2萬元
1,415萬元

189.6萬元 

153.2萬元
36.4萬元

29.4萬元 

29.4萬元

總計施作費用 1,656.2萬元 

項目

(2)原型車硬體安裝測試費用

3.現場安裝人時成本

(1)64列車安裝人員費用
備註：1列車安裝人員費用0.46萬元

1.開發物料成本

(1)1列原型車費用
(2)64列車費用

2.開發人時成本

(1)軟體開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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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圖2 行控中心與各機廠調度班監看畫面 

2.因應各車型之各項設備監測需求，自行開發客製化即時監測

畫面(如圖3所示)及即時告警項目(如圖4所示)，以提供即時

列車故障狀態資訊，以利於行控中心列車調度，降低對營運

之影響。 

 
圖3 TSIS監看畫面 

 
圖4 TSIS即時告警畫面 

自行開發之 TSIS監測系統軟體功能說明如下： 

(1)全線各列車運轉情況監視。 

(2)列車各車廂設備運轉狀況及故障告警訊息顯示。 

(3)列車設備運轉狀態回播(PlayBack)及歷史記錄查詢。 

(4)列車線上故障排除專家系統提示(如圖5所示)。 

(5)列車車軸/碟片溫度偵測顯示功能。 

本專案針對各車型共客製化49組即時監測畫面及160類即時告

警項目，目前已完成301/321/341型電聯車21組即時監測畫面

(約43%)及70類即時告警項目(約44%)。 

調度班監看畫面

調度班監視位置行控中心監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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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圖5 列車線上故障排除專家系統提示畫面 

二、首創地下路段捷運列車位置即時定位功能： 

因台北捷運系統多為地下路段，無法接收衛星定位系統

(GPS)之訊號，故運用 TSIS讀取車站識別碼資料，搭配 TSIS

新增設之列車速度(SPEED)偵測，以程式計算列車行駛距

離，進而得知列車位置。 

三、首創捷運列車線上故障排除專家系統： 

完成開發列車線上故障排除專家系統，於列車故障時即時自

動診斷故障類型，並即時提供行控中心於列車設備異常當下

相對應之緊急故障排除程序，有效縮短列車故障排除時間。

統計至109年1月至12月，於線上發生列車故障啟動專家系統

共有11件，其中2件經由專家系統輔助，延誤時間由5分鐘以

上降低為5分鐘以下(以109年因列車設備異常造成5分鐘以上

延誤共5件估算，約可減少40%)。 

四、自行開發節省之成本效益： 

本專案採自主開發方式辦理，由本公司自購設備由維修人員

進行安裝，並由開發人員自行撰寫相關監測系統軟體，本專

案建置成本共1,656.2萬元，相較於委託專業廠商建置需

7,000萬元(廠商報價)，共節省約5,344萬元。 

五、節省人時費用效益： 

可藉由 TSIS 之設備運轉狀態自動監測功能，取代維修人員

執行電聯車設備之部分預防檢修量測作業(例如：煞車壓

力、空壓機振動、冷凝機振動量測等)，經統計可減少預防

檢修項目共28項(目前已減少301型列車共4項)，估計全車隊

每年可減少26,580人時，換算人工費用約為760萬元。 

六、監測數據加值運用： 

運用車廂載重監測數據自主開發車廂擁擠度資訊 APP，旅客

可透過「台北捷運 GO」App 及月臺電視(如圖6及圖7所示)查

看即將進站列車各車廂之擁擠度即時資訊，依車廂擁擠程度

分為舒適(綠色)、普通(黃色)、略多(橘色)及人多(紅色)等

4個等級，輕鬆掌握進站各車廂內的人潮狀況。特別在防疫

期間，此功能更有助於旅客避開人潮較多的車廂。本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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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在旅運量高之板南線試辦並於109年5月啟用，接續文湖

線目前正在進行系統穩定度測試中，預計於110年3月正式啟

用，其餘路線則預計於110年12月底前陸續啟用。 

 
圖6 車廂載重壓力加值運用-車廂擁擠度資訊 APP開發1 

 
圖7 車廂載重壓力加值運用-車廂擁擠度資訊 APP開發2 

七、重要監測數據資料上傳雲端，進行大數據分析，發展電聯車

分析模組： 

運用 TSIS監測數據雲端資料庫進行大數據分析，發展電聯車

設備零組件維修趨勢分析模組共52項，藉由設備狀態之趨勢

變化提前掌握設備運轉狀態，可在設備發生故障前即時予以

檢修避免影響主線營運，亦即以預先進行異常初期之零組件

更新、調整等維護保養或調整維修策略，達到預測性維修之

功效。 

相關附件 無 

聯絡窗口 
姓名：陳建志 

電話：2893-0105#8214 

Email：e01818@metro.taipei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 

（2）頁數：A4紙以不超過6頁為原則。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以不超過6頁為原則。 

 

載重壓力

 新增載重壓力感測器

月台顯示螢幕

手機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