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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關資訊 

預計作業期間： 2025 年 02 月 03 日至 2025 年 2 月 15 日，擇其中一日作業 

作業地點： 

1. 第一階段 前往小琉球 

(1) 出發地/港：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碼頭 

(2) 目的地/港：高雄港外，水深約 90 米以上區域，開始測試 

2. 第二階段 完成後返港 

(1) 出發地/港：高雄港外，水深約 90 米以上區域 

(2) 目的地/港：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碼頭 

(3) 預計航行及測試時間：進出港時間將避開上午 05 09 時已及下午 15 18 時  

(4) 預計使用拖船數量：1-2 艘 

(5) 參與拖船船名：台船 16 號 

(6) 參與戒護作業船舶: 明亮九號 

(7) 參與拖帶人員數量：台船代表、中研院代表 

(8) 被拖船舶/物：100 kW 浮游式洋流發電機(F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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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拖帶船舶資訊 

1. 預計主要拖帶之拖船名稱：台船 16 號 CSBC NO.16 

(1) 主要拖帶之拖船基本資料 Ship’s Part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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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帶船舶作業限制：蒲福風級 2 級風速約 4～6 節 

(3) 船舶證書：船舶國籍證書（其餘額外需要證書請洽本公司業務諮詢）

 

Figure 1 船舶國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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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船舶證書: 船舶無線電台執照 

 
Figure 2 船舶無線電台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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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參與拖帶作業戒護船舶: 明亮 9 號 

戒護船舶只參與港內作業，不帶拖帶纜，僅作為戒護用。 

(1) 戒護船小船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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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拖物/船舶資訊 

1. 被拖物/船舶 Object ：100 kW 浮游式洋流發電機（簡稱 FKT） 

2. 總噸位 Gross Tonnage： 

(1) FKT：100 噸 

(2) 拖曳配重塊：20 噸 

3. 主要尺寸 Dimension：  

100 kW 浮游式洋流發電機(FKT) 

左右寬度 26.2M 

前後長度 11.8M 

高度（俥葉直徑） 11.2M 

重量（浮體） 100 噸 

拖曳配重塊 

重量 20 噸 

長度 2*2*2.18 (M) 

形狀 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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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拖物示意圖

 

Figure 3 洋流發電機後視圖 (單位:mm) 

 

Figure 4 洋流發電機俯視圖 

  

Figure 5 洋流發電機側視圖(單位:mm) 

 

Figure 6 葉片(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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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拖航計畫 

1.航行計畫 

本次預計將航程規劃如下表(表 5):  

(1) WP0，預計從台船碼頭(#87)出發。 

(2) WP1，台船碼頭出發至二港口迴船池，航行距離 0.35NM，花費約 11 分鐘。 

(3) WP2，於迴船池調整航向後，通過 VTS 塔台，航行距離 0.62NM，花費約 20 分鐘。 

(4) WP3，通過塔台後一直到通過內防波堤，航行距離 1.02NM，花費約 30 分鐘。 

(5) WP4，從進入分道通航直到結束分道通航，航行距離 3.73NM，花費約 75 分鐘。 

(6) WP5，結束分道通航後，航行至指定測試地點，航行距離 3.00NM，花費約 60 分鐘。 

1.1 此次航程共計約 8.72 NM，所花費時間約 3 小時又 16 分鐘。 

1.2 依照業主要求，拖帶過程航速以不超過 3 節為原則。 

1.3 預估影響二港口進出港作業期間約 1 小時又 45 分鐘(花費時間之計算，以 2 -3 節為計算標準)。 

Waypoint Route name 
Position Distance 

(NM) 
Bearing 

Long. Lat. 

WP0 #87 22-33.18’N 120-19.72’E - - 

WP1 #87 - Turning basin 22-33.28’N 120-19.36’E 0.35 285.2 

WP2 Turning basin- Pass VTS 22-33.06’N 120-18.72’E 0.62 249.8 

WP3  Pass VTS- Pass inner B/W 22-32.91’N 120-17.63’E 1.02 261.7 

WP4 
Pass inner B/W(Enter TSA) -  

outside the TSA 
22-32.63’N 120-13.61’E 3.73 265.7 

WP5 Outside the TSA- Test PSN 22-32.64’N 120-10.37’E 3.00 270.2 

TOTAL DISTANCE (來回航路點皆相同) 8.72 

REMARK  

1.本測試路徑經由台船碼頭出發後，迴旋池處調整航向，經過 VTS 塔台後，遵循高雄港航行規 

定，依照分道通航制進行出港程序，出港後不影響主航道，也不經過高雄港外錨區。 

2. 拖帶過程維持拖帶長度約 50 米，船舶長度 76 以及發電機本身 11.8 米，總長約 138 米 。 

寬度為發電機最大寬度 26.2 米 。 

Estimate period 

WP0-WP1 11min 

WP1-WP2 20min 

WP2-WP3 30min 

WP3-WP4 1h15min 

WP4-WP5 60min 

TOTAL PERIOD 3h16min 

Figure 7 航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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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航行計畫-航線總圖 

 

Figure 9 出發地-出港巷道 

 
Figure 10 出港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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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拖帶方式 

拖帶方式大致可分為港內進出港，已及外海拖帶，兩個部分。 

港內作業(進出港) 拖帶示意圖 

 

 

1.因發電機可承受速度不可超過三節，出港時採用側拖方式 

2.出港時放鬆拖曳用纜繩，利用回收纜吃力進行拖帶 

作業條件及限制 

 

Figure 11 出港巷道-測試地 

F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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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出港期間速度限制:最高 3 節 

2. 進出港期間須戒護船跟隨戒護 

3. FKT 於拖曳期間會載浮於水面(如下圖所示) 

 
4. 重塊在進出港期間會拉離水面(靠近船尾) 

5. 利用回收纜控制 FKT 拖帶距離 

 

拖曳測試(外海) 拖帶示意圖 

 

1. 離開出港巷道後，改變拖帶方式，利用正拖方式進行測試 

2. 放鬆原本吃力的回收纜，改成拖曳纜吃緊，以改變拖帶方向 

作業條件及限制 

1. 拖曳測試期間速度不超過 3 節 

2. 回收纜不收回 

3. 測試地區水深需至少 90 米 

4. 預計佈放重塊至水深 60 米處 

5. 重塊示意圖 

 

回收纜 

測試拖曳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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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測試過程示意圖 

 

 

3.作業流程 

準備地點: 碼頭邊，台船 2 號(#87)碼頭 

準備作業: 出港前 

 

台船 16 號 

執行作業 備註 

1.廠內岸吊配合吊掛重塊 廠內 LLC 配合吊掛 

2.完成開航前準備 台 16 完成開航前準備程序 

3.連接回收纜  調整 FKT&台 16 距離 

  

洋流發電機(FKT) 

執行作業 備註 

1.連接張力計及重塊等 設備 透過 DYNEMMA 纜繩連接 

2.連接回收纜  

3.完成拖曳燈安裝  

戒護船(明亮 9 號) 

執行作業 備註 

1. 廠內戒護 不拖帶不帶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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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作業程序示意圖 

1. 廠內 LLC 吊車配合吊掛重塊至台船 16 號上 

 

2. 台船 16 號主拖纜&重塊連接 

 

3. FKT 連接纜繩及張力計 

 

 

備註: 

1. DYNEMMA 纜繩(1)&(2) 長度 20M 

2. DYNEMMA 纜繩(3) 長度 2M 

3. 張力計可承受拉力 40 噸 

4. DYNEMMA 拖纜: 26MM *200M (測試拖曳纜) 

5.電力輸出纜線: 14mm²*3C-500M (測試拖曳纜) 

6.電力輸入纜線: 08mm²*3C-500M (測試拖曳纜) 

台船 16 號 

LLC 吊車 重塊(約 20 噸) 

張力計 

DYNEMMA 纜繩(1)&(2)&(3) 

 

 

纜線數量統計： 

1. Dynemma 拖纜*1 

2. FKT 電力輸出纜*2 

3.外部電力輸入纜線 x1 (1) 

 

 

(2) 

 

 (3) 

 

 

測試拖曳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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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KT 連接纜繩及張力計情況 

 

備註 

 

1.光纖電纜&DYNEMMA 纜繩結合如圖: 

 

5.回收纜連接情況 

(1)船上利用撇纜將回收纜送至岸上 

(2)岸上將回收纜一端連接在三角板上(紅色 SHACKLE) ，如下圖 

(3)船上將另一端繫固在直立式絞機上 

(4)完成回收纜連接 

 

備註: 

1. 回收纜破斷力約 40 噸(配合張力計)，線徑: 

2. 回收纜長度約 200M(DYNEMMA 纜繩連接重塊及張力計約 100M，再加上鋼纜佈放深度至少

50M，回收纜需超過 150M，才可順利調整 FKT 及台 16 間的距離) 

6. 台船 16 號& FKT 連接情況 

(1)台 16 已完成重塊連接(重塊在台 16 甲板) 

(2)台 16& FKT 完成回收纜連接 

(3)碼頭邊利用撇纜將 100m Dynemma 送至船上(連接重塊) 

(3)LLC 吊車將 FKT 從碼頭邊吊至水面 

連接 22M Dynemma 連接 22M Dynemma 

連接 2M Dynemma&回收纜 

 

回收纜 

Figure 13 回收纜連接 FKT 

Figure 12 回收纜連接直立式絞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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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將 100M DYNEMMA 送到船上連接重塊 

 

Figure 15 LLC 將完成連接的 FKT 吊起 

 
Figure 16 LLC 將 FKT 吊至水面 

7. 完成準備作業後，準備開始離港 

回收纜(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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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港期間，為避免拖帶的距離過長，利用回收纜縮短 FKT 跟台 16 之間的距離，維持距離約 50

米，100M Dynemma 纜繩於縮短距離時，盤在台 16 的主甲板上，避免纜繩影響俥葉運轉。 

2. 拖帶測試流程 

1.台 16 依照拖帶計畫航行到合適的測試水域 

(1) 預計作業水深需超過 90 米 

(2) 預計將重塊佈放置水深 60 米處 

(3) 依測試情況決定是否前往水深 100 米處 

2. 抵達預定測試地後，開始佈放重塊 

 

(1) 抵達預定地之後，台 16 依照船速，緩慢放長主拖纜，預計佈放重塊至水深 60 米處 

(2) 原本盤在主甲板上的 100m Dynemma 纜繩，受重塊重力，自行從主甲板上鬆出 

(3) 回收纜也需按照拖帶長度，適度調整 

3. 完成佈放 

100m Dynemma 纜繩，縮

短距離時盤在主甲板上 

利用直立式絞機，絞回收纜，

維持拖帶長度在 50 米 

台 16 鬆出主拖纜 

適時調整回收纜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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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帶測試過程示意圖 

 

3. 拖帶測試結束回收 

1. 測試完成後，台 16 縮短主拖纜長度，將重塊拖出水面 

 

縮短主拖纜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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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縮短主拖纜長度及回收纜長度，確保 FKT 跟台 16 距離，直到重塊貼近船尾 

 

 

4. 緊急應變計畫 

(1) 拖帶測試過程中，評估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及應變措施如下: 

1.台 16 主拖纜斷裂 

 

適當調整回收纜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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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回收纜改變拖帶方向，並回收主拖纜 

 

當主拖纜發生斷裂時，請開始回收回收纜，縮短拖帶距離，將 100M Dynemma 纜繩於回收時盤在

台 16 主甲板上。斷裂的主拖纜，可利用台 16 的輔助絞機(TUGGER WINCH) 協助回收。 

 

(2) 若於進出港時發生 緊急情況 時 評估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及應變措施如下 

1.台 16 主拖纜斷裂 

 

2.利用回收纜改變拖帶方向，並回收主拖纜 

 

當主拖纜發生斷裂時，請立即縮短回收纜長度，將發電機轉正，改變拖帶方向。 

另外，若於分道通航巷道內發生脫纜斷裂的事故，請立即利用VHF 通報高雄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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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人員清冊及聯繫方式 

1. 工作人員清冊 (台船 16 號船員名單以及中研院登輪人員清單) 

 

Figure 17 台船 16 號船員名單 

※截至 2025.01.20，台船 16 號船員名單(依實際出港日期，可能會有變動) 

 

T03662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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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中研院工作人員清單 

2. 船長聯繫方式 

 

 

 

 

 

 

3. 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詹益貴 0988-551-045 

吳顯駿 0987-596-518 

蔡桂蘋 0921-342-405 

 

船長 

姓名 粘俊傑 

連絡電話 Tel: +886-989 372 566  (public) 

      +886 918 813 773  (private) 

E-mail: csbcno16@csbcnet.com.tw 

mailto:106865@csbcnet.com.tw
T03662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