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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8 年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高明鋒、萬延瑋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宣讀原能會 108 年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08 年第 3 次委員

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 

七、 報告事項： 

「全國環境輻射監測站設置規劃與執行現況」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補充說明： 

環境輻射監測站設置規劃除考量地域與核設施外，亦考量在各

海平面高度都有監測站建置。另 109 年規劃在工業區附近人口

居住的地方設置監測站，讓非破壞檢驗業者有警惕作用，謹慎

進行輻射作業，確保民眾輻射安全。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環境輻射監測站設置地點，除了考量核設施周遭、海拔高

度與人口分布外，若就平時與事件發生時有效掌握輻射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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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與流布而言，目前幅員廣大之花蓮與台東地區各只有 1

個監測站，是否均足以因應？ 

2、 以監測水庫水源安全考量所設置的環境輻射監測站為何？ 

3、 設置於各縣市環境輻射監測站的地點為何？ 

4、 標準型及加強型環境輻射監測站在空浮監測靈敏性上之差

異性？  

5、 對於全國 128 個環境輻射監測站產出的數據，民眾可讀取

的資訊有哪些？ 

6、 建議未來以不同符號在台灣地圖上顯示不同類型(如：基本

型)與不同監測目的(如：核設施周遭)之環境輻射監測站資

訊。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花蓮及台東縣因未具有核設施，且如果發生境外核子事故，

依據地理及氣候條件，台灣首當其衝的地方是西部及東北

部，花蓮與台東地區各設置一個監測站，足以因應。 

2、 以監測水庫水源安全考量而設置於水庫附近的環境輻射監

測站目前有：新山水庫(基隆監測站)、翡翠水庫(台北市政

府設置)、石門水庫、日月潭(南投監測站)、金門榮湖水庫。

未來將增設的監測站：馬祖東引東湧水庫、德基水庫、南

化水庫、牡丹水庫。 

3、 環境輻射監測站於各縣市的設置地點，主要設置在中央氣

象局所屬各地氣象站以及各縣市消防局。所有監測站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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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可至原能會官網，參考下列網頁： 

 首頁>環境輻射偵測>環境輻射即時監測>台灣含離島 

(https://www.aec.gov.tw/trmc/gammadetect.html) 

 首頁>環境輻射偵測>環境輻射監測報告>輻安預警自動

監測月報(參閱附錄) 

(https://www.aec.gov.tw/trmc/monitoring/radsafe.html) 

4、 標準型環境輻射監測站抽氣機流量為 2.4m3/h，適用於平時

監測，每週分析樣品一次，最低可測活度符合環境輻射監

測規範最小可量測要求，如總貝他為 0.1毫貝克/立方公尺。

加強型環境輻射監測站抽氣機流量為 30m3/h，比標準型抽

氣流量大約快 12.5 倍，適用於核子事故發生時，可快速收

集樣品量進行分析。 

5、 原能會的「全民原能會 app」利用 Open Data 平台蒐集了全

國所有環境輻射偵測站資料，包括原能會、台電公司及台

北市政府的環境輻射監測站，128 個監測站資訊都可查詢，

資訊包括監測站位置、監測時間、輻射量。 

6、 未來環境輻射地圖網頁改版時，參考委員意見以不同的符

號或顏色來顯示不同的監測站類型及監測目的。 

主席說明紀要： 

花蓮及台東地理幅員大，卻各只有一個基本型環境輻射監測站，

民眾不會瞭解是因為花東地區無核設施的因素。雖然全國建置

128 個監測站已趨飽和，但未來仍會評估規劃在花東地區增設

1~2 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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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 環境輻射監測資訊更新頻率目前為 5 分鐘更新一次，在發

生核子事故時，是否可以縮短為 1 分鐘更新一次。 

2、 環境輻射監測站只公布即時資訊，是否考慮公布歷史資料。 

3、 目前國內有 3 個單位設置環境輻射監測站，但在同一附近

地點所量測的結果，會因為使用的儀器不同，而有不一樣

的量測結果。民眾看到不同單位不一樣的量測數據，如何

讓民眾沒有疑慮。 

4、 環境輻射偵測尖端技術如難測核種分析方法之推動情形。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環境輻射監測資訊更新頻率，平時為 5 分鐘更新一次，發

生核子事故時，可調整為 1 分鐘更新一次，網站後台已有

此機制。 

2、 環境輻射監測站歷史資料，已公布於原能會官網及 Open 

Data 平台，公布位置：首頁>環境輻射偵測>環境輻射即時

監測>歷史資料下載。 

(網址：https://www.aec.gov.tw/trmc/monitoring/history.html) 

3、 環境輻射監測結果會因為儀器種類不同，有不同的不確定

度，量測數據有些許差異是正常現象。監測資訊公布將以

顏色區分為主，以紅黃綠顏色區分輻射等級，數據呈現為

輔，讓民眾容易理解。 

4、 難測核種測定也是輻射偵測中心的重要任務，已投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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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整理既有分析方法，並參考國際間最新發展，建立

相關技術。 

委員發言紀要： 

1、 原能會目前建置的環境輻射監測站是 52 個還是 51 個？ 

2、 有關蘭嶼貯存場原能會設置的環境輻射監測站是設置於場

內或場外。 

3、 海域輻射監測在這次報告案沒有提及，目前執行情形如何？ 

4、 請說明原能會監測站各種設施偵測數據取得之頻率。 

5、 沉降收集及抽氣過濾取得之樣品是否也有進行化學成分和

物理形態分析？若有這些分析資料，或許可以看出輻射劑

量與懸浮微粒之化性與物性之間的關係，應有助於推估空

浮輻射物質或空氣污染物之流佈的模式之精進。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環境輻射監測站 107 年為 51 站，108 年 1 月新增金門榮湖

淨水廠監測站，目前為 52 個監測站。 

2、 有關蘭嶼貯存場原能會設置的環境輻射監測站係設置於貯

存場場內。 

3、 海域輻射污染有另一個專案在執行，包括台灣沿海海水、

海砂、海洋生物分析，相關監測結果報告公布於原能會官

網，公布位置：首頁>環境輻射偵測>環境輻射監測報告>專

案報告。 

(網址：https://www.aec.gov.tw/trmc/monitoring/project.html) 

https://www.aec.gov.tw/trmc/monitoring/proje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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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能會監測站監測設施偵測頻率：環境加馬輻射監測器每

分鐘取得監測數據；總沉降收集裝置每月取樣；抽氣機設

備每週取樣；發生緊急事故時，高容量抽氣設備採一小時

至二小時取樣一次。 

5、 沉降收集及抽氣過濾取得之樣品，不進行化學成分和物理

形態分析，僅進行輻射檢測分析。 

主席說明紀要： 

關於海域輻射污染議題，請輻射偵測中心擇期就監測結果安排

於委員會議報告。 

八、 決定： 

(一) 洽悉，同意備查。 

(二)增訂「環境輻射監測設施設置要點」，整合放射性落塵與環境

輻射之監測設施，規劃完整的環境輻射監測資訊，執行成效

值得肯定。 

(三)請輻射偵測中心依規劃完成環境輻射即時監測站建置，落實

開放資料政策，確保民眾環境輻射安全。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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