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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關人員作業績效的研究，大部分都是著重於個別操作者，較

少針對團隊的作業進行研究，然而在實務上，許多作業不是單一個

人可以完成的，常需一組人員，相互配合才可以完成。因此團隊的

作業績效與個人作業績效有密切關係，然絕非僅是個人作業績效之

和。然而團隊作業績效因牽涉多人集體作業，其複雜度遠較個人為

高，因此探討有關團隊人員整體作業績效的研究，尤其是與安全相

關的作業，如駕駛飛機（正副駕駛）、核能電廠的運轉等，就更加值

得重視。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針對核電廠主控室運轉人員團隊作業績效，

構建一套即時預警模式，透過生理參數的收集以建構心智負荷預警

模式，當團隊中心智負荷低於生理值設定標準時即啟動預警警報，

以即時監控團隊之作業績效。另將管制圖概念導入目前的監控系統

中，以管制圖趨勢變化設計預警機制，提醒監控人員及組員注意，

減少人為失誤，以維持整組之作業品質，確保系統安全。 

為了建立團隊的低負荷預警及管制圖預警機制，本計畫分別對

此兩部份進行實驗，第一部分採用現有的核四廠主控室模擬系統，

以團隊運作執行自動起爐監控作業，記錄團隊的反應時間及錯誤率

以建立人為可靠度模式外，並以攜帶式生理監控儀器收集團隊生理

數據，透過模糊理論的隸屬度找到低負荷預警門檻值；第二部份實

驗於現有的系統上導入管制圖的概念來設計預警系統，並透過量測

警報響起次數、心智負荷、情境知覺、操作時間與次要工作績效等

五項指標的表現來比較是否比原始設計佳。 



 

第一部份的實驗結果發現團隊的錯誤大多來自於低負荷之

後，突然產生狀況需立即處理時，除了團隊的反應時間會增加外，

團隊的溝通問題也陸續發生。此外在低心智負荷生理指標門檻值

建立在團隊中最小化個人心智負荷為原則；第二部份實驗結果發

現導入預警系統的確可有效減少警報並降低操作員的心智負荷，

也因此預警系統的啟動時機及設計得宜，不但可維持團隊績效在

一定水準上，也可減少人為錯誤發生。 

 

關鍵詞：即時預警、可靠度、團隊作業績效、核電廠、主控室、

心智負荷、NASA-TL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