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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機電系統分類 

• 在鐵路之機電系統主要分為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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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機電系統 

2. 車站機電系統 

3. 維修基地機電系統 

01  



1. 核心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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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車輛系統 

供電系統 

通訊系統 維修管理系統 

行車號誌系統 

機電 
系統 

月台門系統 



1. 核心機電系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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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系統 
• 動力車車體               

• 客車車體 

• 牽引次系統 

• 集電弓及變電次系統 

• 轉向架次系統 

• 車上通訊次系統 

• 自動控制次系統 

• 懸承次系統 

• 通風及空調次系統               

• 壓縮空氣次系統 

• 旅客資訊服務次系統 

• 廁所設施 

• 客車車廂服務性設施 

• 車門次系統 

• 車間連結次系統 

• 軔機系統 



1. 核心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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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統 

• 光纖傳輸系統(FOT) 

• 無線電系統 

• 旅客資訊系統(PIS) 

• 自動及專線電話(TEL) 

• 閉路電視系統(CCTV) 

• 子母鐘系統(TD) 

• 廣播系統(PA) 

• 道旁機房設施 

 

• 廣播系統(PA) 

• 道旁機房設施 

01  

通訊機房 



1. 核心機電系統 

–通訊系統 

01  

骨幹傳輸網路 

子母鐘系統 

無線電通訊系統 

列車影音播放系統 

閉路電視系統 

電話系統 

廣播系統 



1. 核心機電系統 

–月台門系統 

01  

月臺門 

就地控制盤PCP 

月臺門監視面板PMP 中央控制盤PCU 配電盤PDP 

Power 

Signal 

自動電源切換箱 
ATSB 



1. 核心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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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誌系統 

• ATC次系統 

• CTC(含OCC) 

• 車上號誌次系統 

• 聯鎖次系統 

• 供電次系統 

• 車軸計數器 

• 軌道保護次系統 

• 號誌纜線 

• 列車運行管理次系統系統 

• 自動運行次系統 

 

• 列車運行次系統 

• 自動例行性設定次系統 

• 人機介面次系統 

• 轉轍器控制系統 

• 道旁機房設施 

01  

台南車站 



1. 核心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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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系統 

• 電力桿 

• 轉向垂臂架 

• 門型架及懸臂架 

• 張力線 

• 饋線 

• 接觸線 

• 保護線 

• 張力平衡錘 

• 吊線錨定 

• 中性線 

• 接地線 

• 變壓器 

01  

• 避雷裝置 

• 絕緣器 

• 變電站 

• 自耦變電站 

• SCADA系統 

• 道旁機房設施 



1. 核心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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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預警系統 

• 地震預警系統 

• 環境監視系統 

• 系統監控預警系統 

• 地震偵測設施 

• 風速及風向偵測設施 

• 雨量偵測設施 

• 洪水水位偵測設施 

• 落石偵測設施 

• 地表滑動監測器 

• 非法入侵偵測系統 

• 熱軸箱偵測設施 

01  



2. 車站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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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排水系統 

–消防系統 

–空調系統 

–電梯、電扶梯系統 

–自動收費系統 

–照明系統 

–電力系統 

–通訊系統 

–子母鐘系統 

–旅客資訊系統 

–控制中心 

 

–公共廣播系統 

–無線電系統 

–閉路電視系統 

–自動及專線電話 

01  



3. 維修基地機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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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排水系統 

–消防系統 

–空調系統 

–廠區輸送系統 

–照明系統 

–電力系統 

–通訊系統 

–子母鐘系統 

–控制中心 

–機務維修設備 

–工務維修設備 

–電務維修設備 

–公共廣播系統 

–無線電系統 

–閉路電視系統 

–自動及專線電話 

–維修資訊管理系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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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整合案例 02  

01 系統機電 
概述 

03 標準架構 
 發展緣由 

04 建立智慧 
   鐵道標準 

05 結語 



軌道機電系統整合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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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邊緣 
終端 

參考來源：Open Automation Software 

系
統
垂
直
整
合 

水平擴充整合 

03  

水平跨系統整合 



CTC網路 

垂直整合案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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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號誌系統整體整合架構 

CVDU 
(就地控制裝置) 

HC 
平 
交 
道 

防護 
無線電 

ATP 
列車 
自動 
防護 

EI 
(聯鎖裝置) 

車站 站間 

AX 
計 
軸 
器 

 

CTC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 

DCT  

(調度台) 

號誌專用光區域傳輸 

行車 
控制中心 

鄰站 

控 
制 
器 

EI 
聯 
鎖 

計軸 
主機 

ATP 
列車 
自動 
防護 

SIG 
號 
誌 
機 

SW 
轉 
轍 
器 

號誌監視  

CMT 
區域網路 

鄰站介面 
SIG 
號 
誌 
機 

號誌監視  

A 

ABS  
(自動閉塞控制器) 

HC 
平 
交 
道 

AX 
計 
軸 
器 

 

A 



垂直整合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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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北區 

新竹 

竹南 

平交道集中監視操作介面 

–任ㄧ單位可跨區，快速調閱平
交道運作狀態及現場影像 

操作工作站 
(安裝CCTV及CMT軟體、防毒軟體) 

使用者區 

中央管理伺服器 

中央系統區(台北CTC) 

   

各軌道佔用狀態TPR 

CMT-LV電池低電壓 

CMT-FD閃光燈不閃 

CMT-LD閃光燈不亮 

CMT-TS遮斷桿逾時 

CMT-TM警報逾時 

   平交道運作狀態 

 警音喇叭無輸出SP 

 手動告警啟動OD 

 自動偵測告警AOD 

 平交道警報中XR 

 電池組低電壓告警 

 AC110停電 

南區 

中區 

北區 

東區 

環島平交道監視畫面 

分區平交道監視畫面 

圖控 
監視 

標準通訊
協定軟體 

號誌(電務)分駐所 
平交道集中監視平台 

資料統
計分析 

CCTV NVR 

1Gbps 

CMT 

ODS 

CCTV 

事件 
PLC 

CMT主機 

電腦工作站 

CMT 

ODS 

CCTV 

事件 
PLC 

IP/MPLS 

DB 

 地圖式監控介面 
 列表式監控介面 
 故障訊息整合通報 
 整合調閱CCTV影像 

整合通報 

環島平交道 
監視畫面 

平交道集中監視操作介面 分區平交道監視畫面 

 地圖式監控介面 
 列表式監控介面 
 故障訊息整合通報 
 整合調閱CCTV影像 

整合通報 

• 平交道集中監視系統 



垂直整合案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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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廂溫度、車輪組溫度

車門、空調、煞車壓力
、載重等訊號

列車訊號迴路訊號

列車運轉訊號時序

TSIS伺服器儀表板

設備運轉監視平台

煞車、推進狀態

車載訊號

駕控、車門狀態

車載號誌狀態

車載通訊狀態

輔助電力狀態

車廂溫度

感測器資料

空壓機振動

冷凝機振動

車廂載重

煞車壓力

主氣壓壓力

TSIS主機

列車

行政中心

使用者

營運主管

維修人員

使用者

機廠

TSIS
Server

4G

垂直整合案例 
03  

資料來源：台北捷運網 

• 台北捷運-電聯車動態數據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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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擴充整合案例(1/3) 03  

變電站 

OCS 
控制盤 

變電站 

A 

B F4 F3 F2 F1 

電車線  

主遙控
RTU 

控制箱 

ODS 

OCS 
操作盤 

OCS 
故障 
指示器 

OCS 
控制盤 

電力遙控室 

值班站長室 

車 站 

主遙控
RTU 

控制箱 

2 

5 

4 

ODS 

K2 

K1 

1 3 
1 

2 

中性區間
(NS) 

中心軟體擴充 

骨幹光傳輸網路(IP/MPLS) 

OCS 
控制盤 

變電站 

A 

主遙控
RTU 

控制箱 

ODS 

標準通訊協定 

變電站 

A 

B F3 F2 F1 

中性區間
(NS) 

現場擴制器擴充 

中心軟體擴充 

• 電力監控系統增加變電站 



水平擴充整合案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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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第一階段成果 第二階段需求 兩階段需求與成果 

車輛 • 9列CAF超級電容列車 • 11+4 列無架空線供電列車 
• 所有列車均能行駛於
全線(22.1公里) 

供電 

• 維修機廠電車線及
DTSS 
6座TSS(#1~6) 

• 全線8.7公里供電電纜
與設施 

• 14座候車站(C1~C14)供
電系統(SCSE) 

 

• 駐車場、避車軌所需 
供電設施 

• 6座TSS(#7~12) 
• 全線13.4公里供電電纜與設
施 

• 車載供電：23座候車站
(C15~C37)供電系統   或 
地面供電：全線設施 

• 所有列車均能行駛於
全線22.1公里，且供
電無虞 

• 必要時，相鄰TSS能
轉供 

號誌 

• 維修機廠及全線號誌
機、列車偵測設備、
轉轍器 

• 聯鎖與電動轉轍器2處：
機廠~C1站間、 
C14站區 
全線各路口號誌整合 

• 駐車場及全線號誌機、列車
偵測設備、轉轍器 

• 聯鎖與電動轉轍器5處：機
廠北端轉換軌區、 
駐車場、避車軌、 
C17站區 

• 全線各路口配合交通局整合 

• 所有列車均能行駛於
全線22.1公里，能正
常接收、傳送行車控
制資訊 

 

03  

• 高雄輕軌-機電系統銜接需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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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第一階段成果 第二階段需求 兩階段需求與成果 

通訊 

• 電話系統 
• 旅客資訊顯示系統 
• 數位無線電通訊系統 
• 時鐘系統 
• 閉路電視系統 
• 通訊光纖傳輸系統：於

C1~C14構成環狀網絡 

• 共用電話交換機、旅客資訊
用編輯台、無線電專用頻率
及其派遣台、光纖傳輸之網
管系統、閉路電視之監視器 

• 通訊光纖傳輸系統：於
C15~C37構成環狀網絡 

• 全線各處均能互相
通訊 

• 全線各處均具相同
時序 

• 相關訊息均能傳送
至所需處所 

自動
收費 

• 前台系統：各站售票機、
驗票機及各列車驗票機 

• 後台系統：中央處理系統、
場站處理系統 

• 前台系統：各站售票機、驗
票機及各列車驗票機 

• 兩階段共用後台系統 

• 兩階段票證須整合 

行控
中心 

• 中央控制系統(CCS) 
• 電力監控系統(SCADA) 
• 控制室 

• 中央控制系統(CCS)、電力監
控系統(SCADA)及控制室須與
第一階段相容且整合 

• 行控中心須能監視
或控制全線 

維修
設備 

• 維修機廠所有維修設備 • 使用第一階段設備維修，並
視需要增設或調整設備 

• 全線的所有系統、
設備須於同一體系
下維修 

水平擴充整合案例(3/3) 

包括資通訊及實體介面整合 

03  

• 高雄輕軌-機電系統銜接需求(2/2) 



水平跨系統整合案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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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整合案例 
03  

• 台北捷運-大數據資料收集與應用 



水平跨系統整合案例(2/4) 03  

平交道告警及CCTV影像(車站、平交道) 

列車ATP運作狀態 

氣象、地震顯示及速度限制 

整合顯示列車行駛重要訊息 

電車線供電 

工務監視管理資訊 

顯示備忘貼示 

：ATP關閉 A ：不良天候 ：事故警示 ! ：倒退警示 B 

：站內電車線分群開關狀態(綠色:未動作、黃色:動作、紅色:變電站未供電) 

行    控    資    訊    中    介    軟    體 

行車調度核心軟體 決策支援系統 

列車 
資訊整合 

地理資訊
系統 

列車時刻、 
延時資訊
衝突警示 

重大異常
事件 

列車位置 

路線 
安全管理 

平交道 
集中監視
調閱 

(斷電、
施工) 

封鎖資訊 

號誌設備 
維護管理
資訊 

地下隧道
環境監視 

資訊 
發佈服務 

車站列車
資訊 
工作站 

列車資訊
APP 

列車 
時刻表 

列車 
運行監視 

列車ATP
資訊 

電力供電
資訊 

集電弓 
異常 

排班查詢 

• 行控資訊整合軟體功能 
• 行控資訊整合平台 



台北車站聯合防災中心(案例) 

 
 

設施維護
管理 

機電設施
監控 

防
災
中
心 

智 慧 化 隧 道 監 控 系 統 整 合 平 台 

安
全
管
理 

保
養   

營
運
安
全 

智
慧
鐵
道
預
防 

、 閉
路
電
視 

列
車
資
訊 

電
力
監
控 

火
警
偵
測 

環
境
管
理 

雜
項
設
備 

資
訊
交
換 

電
力
及
照
明 

水平跨系統整合案例(3/4) 03  

緊急應變
處理 

共站各單位聯合防災 

機電系統狀態展示 CCTV影像展示 隧道風機狀態展示 

鳳鳴站 

(K54+35

4) 

桃園站 

(K57+45

0) 

中路站 

(K60+00

0) 

桃園醫院
站 

(K61+770) 

內壢站 

(K63+48

0) 

中原站 

(K65+30

0) 

中壢站 

(K67+17

0) 

平鎮站 

(K69+03

0) 

隧道風
機狀態 

列車位
置 

列車位
置 

隧道風
機狀態 

列車位置及隧道通風系統狀態展示 

緊急出
口 

緊急出
口 

即時管制資訊展示 

資訊整合
展示 

• 地下化隧道中央監控系統 



水平跨系統整合案例(4/4) 03  

智慧化機務檢修系統

車輛維修管理系統

MMIS後勤支援管理系統

軸溫自動檢測系統

LMIS系統

E-Book系統

圖檔管理系統

原廠數位圖面

保養維修資料

現車紙本圖面

原始車輛設計參數

紅外線即時感測

智慧化路線管理系統

邊坡預警及維護管理系統

臺灣鐵路地理資訊系統(GIS)

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軌溫監控系統

M軌道檢查數據管理系統

MMIS後勤支援管理系統

前端偵測土石流

偵測位移資訊

偵測雨量資訊

偵測水位資訊

軌溫偵測資訊

影像偵測資訊

第四代票務系統

票務系統

售票資訊

旅運資訊

票務營運資訊

Big Data

準點率分析，供調度人
員排點參考

電務設備故障警示、
縮短查修時間

車輛編組與票務資訊整
合分析，供車輛
編組運用參考

提供排班人員乘務員
排班參考

調閱影像及警報訊息，
供勤務指揮參考

系統異常及維修效率
分析

列車維修週期、成本、
料件消耗情形、零件
使用狀況資訊查詢

機務維修資訊及
管理系統查詢

比對列車運用結果是
否合於原設計要求，
分析不合理料件耗用、
追蹤零件使用狀況

提供使用者所需圖面
及保養檢修資訊

列車軸發出超溫警報，
是否更換編組決策、

分析異常因子

整體銷售資訊分析，建
立營運規劃作業應用

決策資訊整合查詢應用

電車線大數據分析設備
異常因子，建立
預防性維修

營運資源利用率分析

連續假期、平日、
一般假日準點率分析

(車次、車站)

營運效率影響分析(故障、
定檢、事故)

準點率影響因子分析

智慧化電務號誌管理系統

ATP地上設備監控系統

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網管系統

電務號誌管理系統

前門禁、環境、電源

設備功能及連線狀況

感應子、ATP、LEU、
號誌機

智慧化電車線高速檢查車系統

電車線高速檢查車系統
環境、電源、檢測設
備功能及連線狀況

智慧化電腦排班系統

路線參數

電腦輔助排點系統

車輛編組運用系統

乘務員排班系統

車輛參數

號誌參數運轉參數

運轉參數

座位參數

檢修參數

清潔參數

人力參數

轄區證照參數

排班參數

可依需求
增加研析功能

行控資訊整合平台

行車調度核心平台

智慧化機務檢修系統 
 
 
 
 
 
 
 
 
 
 
 
 
 
 
 
 

車輛維修管理系統 

MMIS後勤支援管理系統 

軸溫自動檢測系統 

LMIS系統 

E-Book系統 

圖檔管理系統 

原廠數位圖面 

保養維修資料 

現車紙本圖面 

原始車輛設計參數 

紅外線即時感測 

智慧化路線管理系統 
 
 
 
 
 
 
 
 
 
 
 
 
 
 

邊坡預警及維護管理系統 

臺灣鐵路地理資訊系統(GIS) 

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軌溫監控系統 

M軌道檢查數據管理系統 

MMIS後勤支援管理系統 

前端偵測土石流 

偵測位移資訊 

偵測雨量資訊 

偵測水位資訊 

軌溫偵測資訊 

影像偵測資訊 

第四代票務系統 
 
 
 
 
 
 

票務系統 

售票資訊 

旅運資訊 

票務營運資訊 

Big Data 

準點率分析，供調度人
員排點參考 

電務設備故障警示、 
縮短查修時間 

車輛編組與票務資訊整
合分析，供車輛 
編組運用參考 

提供排班人員乘務員 
排班參考 

調閱影像及警報訊息，
供勤務指揮參考 

系統異常及維修效率 
分析 

列車維修週期、成本、
料件消耗情形、零件
使用狀況資訊查詢 

機務維修資訊及 
管理系統查詢 

比對列車運用結果是
否合於原設計要求，
分析不合理料件耗用、
追蹤零件使用狀況 

提供使用者所需圖面
及保養檢修資訊 

列車軸發出超溫警報，
是否更換編組決策、

分析異常因子 

整體銷售資訊分析，建
立營運規劃作業應用 

決策資訊整合查詢應用 

電車線大數據分析設備
異常因子，建立 
預防性維修 

營運資源利用率分析 

連續假期、平日、 
一般假日準點率分析 

(車次、車站) 

營運效率影響分析(故障、 
定檢、事故) 

準點率影響因子分析 

智慧化電務號誌管理系統 
 
 
 
 
 
 
 
 
 

ATP地上設備監控系統 

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網管系統 

電務號誌管理系統 

前門禁、環境、電源 

設備功能及連線狀況 

感應子、ATP、LEU、
號誌機 

智慧化電車線高速檢查車系統 
 
 
 
 

電車線高速檢查車系統 
環境、電源、檢測設
備功能及連線狀況 

智慧化電腦排班系統 
 
 
 
 
 
 
 
 
 
 
 
 
 
 
 
 
 
 

路線參數 

電腦輔助排點系統 

車輛編組運用系統 

乘務員排班系統 

車輛參數 

號誌參數運轉參數 

運轉參數 

座位參數 

檢修參數 

清潔參數 

人力參數 

轄區證照參數 

排班參數 

可依需求 
增加研析功能 

 
 
 
 
 
 
 
 
 

行控資訊整合平台 

行車調度核心平台 

• 決策資訊整合查詢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www.icosky.com/icon/ai-icon-icon/&psig=AOvVaw0atVV8PlmkUMAWl3a5Iq--&ust=159972802004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KjyxrnZ2-sCFQAAAAAdAAAAABAN


系統整合可能遭遇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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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垂直整合 

–上下層系統無標準協定，多由單一廠商供
應，系統維護更新易受限 

• 水平擴充整合 

–非開放式標準系統，終端擴充受限原建置
廠商 

• 水平跨系統整合 

–異質系統間無標準資料交換格式，僅能獨
立運作，無法協同應用 

 

 

03  



鐵路號誌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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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2280 鐵道系統傳輸規範 編碼 TRA 

1 2 3 4 

安全相關傳輸  (IEC 62280) 
Safety Related Transmission  

安全相關資訊 Additional data 
     
    流水號 (SEQ)，時戳，來源/目的地 

安全代碼 Safety code  
 
     (user data) + (additional data) 依採用雜湊函數產出安全代碼 (“指紋”) 

    

1 

2 

3 

1 

2 

3 

4 

5 

5 

非安全相關傳輸  
Non-Safety Related Transmission  

非安全相關，傳輸所需封包資訊 
     

例:  UDP 或 TCP header, security certificate或其它非安全相關通訊協
定封包、表頭資訊。 
 
非安全相關傳輸代碼 
 
例: 查核碼 (CRC)。 

安全應用 

安全傳輸 

加解密層  
(A0, A1 不適用) 

非安全傳輸 

Ref ARCH 

4 

5 

1 

2 3 

4 5 

28 參考：TR 5.2.2、TS 5.3.3.1 資料來源：IEC 62280, Annex C 

攸關安全訊息編碼格式 (Type A0, A1) 

安全相關應用 
Safety Related Application 

User data: 
(例如) 
     聯鎖設定號誌裝置顯示為險阻， 
     聯鎖設定扳轉道岔至反位 



29 

標準架構發展緣由 03  

01 系統機電 
概述 

02 介面整合 
   案例 

04 建立智慧 
   鐵道標準 

05 結語 



相關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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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透過整合各端、網、雲介面標
準及設備規範，引領各鐵道營
運機構建置5G 端、網設備連
結鐵道營運安全雲平台 
 
預期可擴大國內鐵道5G 產業
規模，並將鐵道營運安全雲平
台之效益極大化。 

預期效益 

交通部 
「推動5G提升智慧交通服務效能與安全計畫」 

提升交通管理運作績效與
服務品質 

建立 5G 智慧鐵道運輸及
監理環境 

發展 5G 智慧交通數位 
神經中樞 



推動台灣智慧鐵道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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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桃園捷運為試驗(示範)場域 

高
鐵 

鐵
路 

數位轉型 

資源共享 

標準平台 
輕
軌 

捷
運 

建置鐵道雲平
台 

監理、
安全、
維修 

環境監
測 

智慧交
通整合 

鐵道旅
客服務 

營運及
決策輔
助支援 



智慧鐵道整體架構 03  

個
別
建
立 

鐵
道
營
運
機
構 

網 
5G/4G/Wifi 

IoT網路 
鐵路/電信
傳輸網路 

5G/4G/Wifi 
基地台 

雲 

試驗場域-桃園大眾捷運公司 

行控中心 

虛擬機 儲存池 
AI GPU 
伺服器 

實體機 

維護
管理 

WEB
服務 

數據分析
API 

資料庫 
(大數據) 

各式AI分析
API 

資料調閱
API 

應用
服務 

資料
交換 

雲服務系統平台 

雲服務系統基礎 

營
運
安
全
管
理
平
台 

端 
邊緣運算 溫度 聲音 電壓 電流 

各式 
偵測器 影像 

雲 

網 

端 

機構B 

雲 

機構N 

網 

端 

交通部 
鐵道局 

鐵道 
雲平台 

資料
管理 

資訊整
合展示 

整合應
用服務 

資料
交換 

虛擬機 儲存池 
AI GPU 
伺服器 

實體機 雲系統基礎 

雲系統平台 

WEB
伺服器 

數據分析
API 

資料庫 
(大數據) 

各式AI分析
API 

資料調閱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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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智慧鐵道標準 04  

01 系統機電 
 概述 

02 介面整合 
 案例 

03 標準架構 
 發展緣由 

05 結語 



端、網、雲架構需求 04  

即時、標準 
端 介面標準選用(開放、資安、應用特性) 

CCTV 溫度 電壓 電流 

MEC 

邊緣運算 

(資料解析度、週期、編碼) 

邊雲協作 

雲 

共享、擴展 
雲 

全
域
資
訊
安
全 

信任網域 

非信任網域 

防火牆 

入侵防
禦 

代理 
伺服器 

服務功
能擴充 

 
資源虛擬化
可彈性配置 

(SDDC) 

應用服務 

VM 

資料庫 

VM 

伺服器群 

VM 

工具軟體 

資訊連結框架(Connective Framework) 

可靠、安全 
網 



工業物聯網架構 04  

Link 

Physical 

Transport 

Framework 

分散式數據 
相互操作性與管理 資訊層 

連結層 

網路層 

 (資料來源：Industry Internet CONSORTIUM) 

能源與公用
事業 

…. …. 醫療照護 製造業 交通運輸 

DDS oneM2M 

UDP 

Web 

services OPC UA 

MQTT OPC UA Bin HTTP DDSI-RTPS 

訂閱發佈技術
依特性選用 

CoAP TCP TCP 

Internet Protocol (IP) IP互連 

TSN/ 

Ethernet 

(802.1, 

802.3) 

Wireless 

PAN 

(802.15) 

Wireless 

LAN 

(802.11 Wi-Fi) 

Wireless 

Wide Area 

(802.16) 

Wireless 

2G/3G/LTE 

(3GPP) 

彈性不受限 

Network 



訂閱發佈技術-資訊匯流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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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具有彈性 

 重複使用率高 

 可快速支持應用軟體
修正，配合度高 

 

 降低未來各項應用軟體開發時程
及成本 

 提升整體網路服務品質 

 可監控應用軟體間資訊流程，易
於管理 

整合技術應用 

服務導向架構SOA 

04  



IIoT資訊連結框架 04  

(資料來源：Industry Internet CONSORTIUM) 

  核心標準規範 DDS Web 
Service 

OPC UA One M2M 

1 提供語義互操作性 O   O O 

2 具獨立且國際治理的開放標準 O O O O 

3 橫向且中性的適用各式產業 O O O O 

4 穩定且可部署於多重垂直產業 
軟體整合與
自主性 

O 製造業 智慧城市試驗場域 

5 
具備標準定義的核心閘道器 
可連接其他標準 

Web 
Services, 
OPC UA, 
oneM2M 

DDS,  
OPC UA, 
oneM2M 

Web 
Services, 

DDS, 
oneM2M 

Web Services, 
OPC UA, DDS 

6 具備連結框架功能 O X 已在發展中 O 

7 
具備非功能性需求，如效能、
可擴展性、可靠性和使用彈性 

O X 已在發展中   N/A 

8 具備安全性要求 O O O O 

9 組件無須依賴特定供應商 O O O O 

10 已具有商用及開源的SDK O O O O 

各式標準
具轉換 
閘道器 



跨應用資訊整合 04  

應用不同之 
資訊連結層標準 

端點 

特定領域通訊技術 

閘道連接各自資訊連結層 



鐵道營運機構標準架構整合 04  

維修服務 

 

監控端點 
 

邊緣端點 
影像 

溫度 

電流 

電壓 聲音 

監控管理工作站 邊緣運算設備 

維修監視 物料管理 安全監測 其他子服務 

 終端資訊匯流排 

服務單元資訊匯流排 

鐵道營運機構智慧管理雲平台 

維修服務平台 決策輔助支援平台 

營運機構雲平台資訊匯流排 

A 

B 

B 

B 

D 
D 

匝道 

依不同應用要求，建立個別資訊
匯流排，可以閘道器銜接。並達
成易彈性擴充，不受限廠商 

端點監控介面應標準化 

鐵道雲平台 
 

鐵道局 

鐵道局雲平台資訊匯流排 

鐵道安全平台 

營運維修平台 

營運監理平台 環境監測平台 

決策輔助 
支援平台 

A 

B 其他平台 

閘道器 



標準架構 04  

儲存 

PaaS 

IaaS 

SaaS 

資料庫 

容器 
服務 

API 
服務 

應用 
軟體 

DevOps 
高可用服務 
資源監控 

PaaS平台 

DDS oneM2M OPC UA 

OPC UA Bin HTTP MQTT 

TCP CoAP 

UDP DDSI-RTPS 

TCP 

Web 

services 

GSM-R 

NSS/ 

TETRA 

GSM-R 

BSS/TETR

A 

Inter-

workin

g 

3GPP Session Control & Management 
IMS 

3GPP Core 
ERC 

LTE 5G 

RAN 
WiFi Satellite 

Fixed 

Network 

IP based Air interface 

IP/TCN 

列車 
無線電 

列車控制 
車載機 

手機 邊緣運算 CCTV 偵測設備 其他 

D：端通訊介面 

C：開放網路 

B：資訊連結框架 

A：雲技術 

鐵道營運機構智慧管理雲平台 

維修服務 

監控端點 邊緣端點 

鐵道局智慧鐵道雲平台 

鐵道局 

終端資訊匯流排 

服務單元資訊匯流排 

營運機構雲平台資訊匯流排 

A 

A 

B 

B 

B 

D 

D 

C 

鐵道局 智慧鐵道雲資訊匯流排 B 

儲存 

PaaS 

IaaS 

SaaS 

資料庫 

容器 
服務 

API 
服務 

應用 
軟體 

DevOps 
高可用服務 
資源監控 

PaaS平台 

DDS oneM2M OPC UA 

OPC UA Bin HTTP MQTT 

TCP CoAP 

UDP DDSI-RTPS 

TCP 

Web 

services 

GSM-R 

NSS/ 

TETRA 

GSM-R 

BSS/TETRA 

Inter-

working 

3GPP Session Control & Management 
IMS 

3GPP Core 
ERC 

LTE 5G 

RAN 
WiFi Satellite Fixed 

Network 

IP based Air interface 

IP/TCN 

列車 
無線電 

列車控制 
車載機 

手機 邊緣運算 CCTV 偵測設備 其他 

D：端通訊介面 

C：開放網路 

B：資訊連結框架 

A：雲技術 

鐵道營運機構智慧管理雲平台 

維修服務 

監控端點 邊緣端點 

鐵道局智慧鐵道雲平台 

鐵道局 

終端資訊匯流排 

服務單元資訊匯流排 

營運機構雲平台資訊匯流排 

A 

A 

B 

B 

B 

D 

D 

C 

鐵道局 智慧鐵道雲資訊匯流排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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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05  

01 系統機電 
概述 

02 介面整合 
 案例 

03 標準架構 
 發展緣由 

05 結語 04 建立智慧 
 鐵道標準 



結語 06  

• 發展適合國內產業之鐵道標準，推動鐵路產業國產化，
加速各鐵道營運機構達成數位轉型之目標。 

• 透過標準架構建構出一套整合全國各鐵道機構共同分
享、相互改善的智慧鐵道發展模式，有助於國內相關
產業發展，並強化產品出口國際之競爭力。 

• 新建系統考量未來擴充整合需求，加強標準介面設計
與資訊整合介面預留。 

串連全台鐵道所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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