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車智能監督預警系統 ( TSIS 2.0 )

提案單位：台北捷運公司車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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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實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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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方針



02實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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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方針



02實施對策-TSIS2.0傳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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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增 設 備



即時告警提示畫面

03功能介紹-即時告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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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功能介紹-專家故障排除系統

行控中心控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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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故障排除系統提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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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設備監測異常案例

9

※經檢測為車門關妥偵測開關
接點不穩定所致。

案例：即時監看車門開/關狀態-(單一車門延遲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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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設備監測異常案例

專家故障排除系統訊息欄位

2129煞車未釋放

案例：電聯車設備異常啟動專家故障排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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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利用車廂載重壓力數據資料，發展車廂擁擠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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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數據資料加值應用

載重壓力

 新增載重壓力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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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數據資料加值應用

台北捷運Go App顯示

車站月臺電視EMDS顯示

列車資訊

載重壓力訊號

Metro PROMIS監視平台

於台北捷運Go App顯示

於車站月台電視EMDS顯示

列車位置訊號

 列車加裝壓力感測器取得即時
車廂載重數據。

 將資訊整合後，轉化為車廂擁
擠程度顯示於App及EMDS。

 乘客可預先選擇人潮較少車廂
搭乘，提升旅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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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數據資料加值應用

即時
資訊

列車
位置

判斷即時人流，協助安排列車調度/調整班距

協助進行人潮管制措施 (防疫期間、跨年、節慶月台/閘門/出入口管制)

閘門
人流

車廂
擁擠度

旅客可透過App及月台電視，查詢車廂擁擠度

板南線
109/5上線

文湖線
110/3上線

全系統
111/3上線

觀察整日人潮之尖離峰時間/空間位置 觀察疫情期間仍需出門上班之三種族群

3D模組

捷運人流資訊管理專家系統 Metro TIMES

 利用列車智能監督預警系統建置所蒐集

數據資料，並搭配如閘門系統資訊，加

值開發捷運人流資訊管理專家系統

Metro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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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發展設備狀態分析模組
監測數據資料上傳雲端資料庫後，發展設備狀態分析模組。



04實施成效-設備狀態分析模組案例

目的：
藉由分析模組監控列車輔助電力

系統之直流電壓輸出，當電壓有

異常下降時，表示集電器保險絲

斷路，可即時發現更換，避免單

側 2組集電器保險絲皆斷路，導

致列車轉為緊急供電狀態。

成效：
藉由每日觀察列車直流電壓輸出

狀態，本項分析模組共檢出 3件

集電器保險絲斷路，並即時安排

回廠檢修。

板南線電聯車輔電系統直流電壓趨勢監測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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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設備狀態分析模組案例

建壓時間較長

後續追蹤，更換溫度開關後已改善

188車建壓時間較長，檢測
空壓機溫度開關為90℃(趨
近上限值) ，造成建壓時間
過長。

ECMIS告警值300秒

文 湖 線 空 壓 機 效 能 分 析 模 組



04實施成效

已完成

全台首創自行開發 -列車設備運轉狀態即時監測系統01

進行中

各車型持續建置 TSIS2.0系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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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首創 -地下路段捷運列車位置即時定位功能02
全台首創自行開發 -列車線上故障排除專家系統03
監測數據資料加值運用 -列車車廂擁擠度資訊04
建立數據資料庫-發展大數據分析及分析模組05

擴展至捷運其他系統應用02
提供顧問諮詢服務 進行技術輸出推廣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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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未來擴展計畫
擴展至其他系統應用

提供顧問諮詢及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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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實施成效-提升可靠度指標(MKBF)

系統自2018年開發至今，列車可靠度已逐年大幅提升，

使得台北捷運系統可靠度，於國際間名列前茅。

1499

車廂公里數
(萬)

年度

可靠度指標（Mean Kilometer 
Between Failure, MKBF），
「每發生1件5分鐘以上行車延誤
事件的平均行駛車廂公里數」，
數值越高就代表營運可靠度越佳
（即系統愈穩定）。

總車廂公里數

MKBF = ----------------------

5分鐘以上行車延誤

事件總數

車站列車 道旁

2018年起，導入IoT、大數據等數位轉型

可靠度表現持續突破歷年新高

2022年列車每行駛
1,499萬車廂公里才
發生1次5分鐘以上延
誤事件。

至202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