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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是核能安全的主管機關，

也是高科技的單位，負責核電安全、

輻射防護、緊急應變、以及核廢料安

全的監督工作，同時目前也肩負原子

能科技發展，任務重大。

主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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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核災或輻災的影響層面非常深遠，監督工作必須戒慎恐

懼，要以確保民眾健康安全為第一要務。核能安全的監督工作，應

嚴守中立，資訊公開透明，並且要秉持專業向民眾說明，爭取民眾

的信任。

2025非核家園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在邁向非核的過程中，除

應落實核電廠安全監督，強化核災緊急應變機制，更須積極面對核

電廠除役及核廢料的問題。「如期廢核」及「核廢處理」則是原能

會未來的重點業務，必須切實監督台電公司做好核電廠除役拆廠的

規劃，也應要求台電公司切實執行核廢料的中期貯存及最終處置計

畫。除役及核廢料的難題，必須積極面對，不能留給後代子孫解

決。

核能安全是科技問題，也是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期望原能會

同仁除秉持專業技術外，也能站在社會大眾的角度思考問題，處理

問題，讓民眾可以安心放心，也讓原能會可以成為屬於全民的原能

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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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審議委員會

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

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

游離輻射安全諮詢會

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會

法規委員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核子事故調查評議委員會★

核子事故復原措施推動委員會★

★為非常設之委員會

綜合計畫處

核能管制處

輻射防護處

核能技術處

秘書處

人事室

主計室

政風室

核能研究所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輻射偵測中心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管理會

內部委員會

主
任
秘
書

委
員
會
議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原能會委員係

由行政院就相關

機關人員或學者

專 家 派 兼 或

聘兼。

2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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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原
子
委
員
會

（二）105年職員官等分配

105年度經費支用概況                                                       

● 簡任人員…………………   34 人 (18.4%)
● 薦任人員…………………122 人 (65.9%)
● 委任人員…………………  29 人 (15.7%)
  合計：185 人

● 一般行政………………… 46 人  (24.1%)
● 原子能科學發展…………30 人  (15.7%)
● 游離輻射安全…………… 34 人  (17.8%)
● 核能設施安全管制……… 39 人  (20.4%) 
● 原子能技術應用………… 26 人  (13.6%)
● 核能管制技術研究……… 16 人    (8.4%) 

       合計：191 人

（一）105年度職員 (含聘用人員 6人 )業務性質分配

單位：千元

● 一般行政 ………………285,150  (59.9%)
● 原子能科學發展 ………  65,461  (13.7%)
● 游離輻射安全防護 ……  43,707    (9.2%)
● 核能設施安全管制……   68,998  (14.5%)
● 核子保安與應變 ………  12,830    (2.7%)
  合計：476,146

46
監
測
站

4人力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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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能
研
究
所 （二）105年度研究人員學歷統計

（三）105年度研究人員職稱分類統計

（四）105年度經費支用概況

● 博士 ……………………118 人

● 碩士 ……………………199 人   
● 學士 ……………………  48 人

● 專科……………………  11 人
  合計：376 人

● 研究員…………………  57 人

● 副研究員 ………………155 人

● 助理研究員 ……………  77 人

● 研究助理 ……………… 87 人
  合計：376 人

● 研究人員…………… …376 人     
● 技術員…………………278 人   
● 行政人員………………   89 人      
● 技工工友………………  46 人        
  合計：789 人

（一）105年度編制人力分配

● 一般行政 ……………1,155,953  
●                          
                                   182,874
● 核能科技研發計畫 ……659,748
● 推廣核能技術應用 ……134,791
                       合計：2,133,366

核能科技計畫管考

、設施運轉維護及安全

單位：千元

(47.7%) 
 (35.2%) 
(11.3%)
 (5.8%) 

(31.4%) 
(52.9%)
(12.8%) 

(2.9%)

(15.2%)
(41.2%)
(20.5%)
(23.1%)

(54.2%)

(8.6%)
(30.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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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射
性
料
管
理
局

輻
射
偵
測
中
心

（二）105年度經費支用概況

（一）105年度職員業務性質分配

（二）105年度經費支用概況

● 一般行政…………………  7 人  
● 天然游離輻射偵測………12 人 
● 人造游離輻射偵測………12 人 
  合計：31 人

● 一般行政………………………  9 人
● 放射性物料管理作業 …………14 人
● 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安全管制…12 人

●                       ………………  6 人

     合計：41 人

（一）105年度職員業務性質分配

● 一般行政…………………55,040
● 天然游離輻射偵測………  6,410
● 人造游離輻射偵測………  6,408
  合計： 67,858

● 一般行政 ………………14,484
● 放射性物料管理作業…35,736
●                    …………22,037

●                       ………10,838
  合計：83,095

單位：千元

單位：千元

核物料及小產源

廢棄物安全管制

放射性廢棄物

營運安全管制

核物料及小產源

廢棄物安全管制

(22.0%) 
(34.1%)
(29.3%) 
(14.6%)

(22.6%)
(38.7%)
(38.7%)

(81.1%)
(9.5%)
(9.4%)

 (17.4%)
(43.0%)
(26.5%)

(13.0%)

6人力與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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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資訊公開，強化核安與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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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國際核安管制交流紀要

國際合作與資訊公開，強化核安與經驗交流

2016國際核安管制交流紀要
國際交流合作必須長期規劃並延續經營，透過多元化管

道推動國際核能交流事務，拓展我國參與國際核能活動的空

間，相關具體成果，摘要如下： 

（一） 台日核能安全管制第

2 次官方交流

我 國 已 於 1 0 4 年 建 立

台日雙方核能安全管制機

關資訊交流的連繫窗口，

並在東京召開第一屆台日

核能管制資訊交流會議，

該 次 會 議 也 是 台 日 首 次 從

民間邁入官方對話，且突破

經貿交流，進入技術資訊層

次，有助提升雙方的原子能安

全管制措施。

105年4月26日與日本原子

力規制委員會 (NRA)，在台北舉

行第二屆台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

會議。藉由這次會議，台日雙方除

分享核安管制近況、用過核燃料的

管制、與地震海嘯管制準則等經驗

外，會後雙方亦就未來合作方向進

行研商，有效促進核能安全管制的

資訊交流。日方一行亦參訪原能

會核安監管中心，實地了解我

國核安管制現況。
▲第二屆「台日核能安全管制資訊交流會議」
    開會情景

8重要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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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資訊公開，強化核安與經驗交流國際合作與資訊公開，強化核安與經驗交流

（二）2016 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紀要
台美為增進雙方原子能應用、管制技術交流，每年召

開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2016年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

議」由美方主辦，會議於105年12月6-8日在新墨西哥州的

阿布奎基市舉行。會中雙方就過去一年，在核能電廠營運與

管制、核廢料管理、核電廠除役、核能技術研發及緊急應變

管理等方面進行經驗交流，並就雙方核能合作項目的執行情

形逐一檢討，研商未來一年的合作規劃。

（三）核子保防的努力，連獲國際的肯定
藉著與國際原子能總署有效溝通，我國已順利通過該署

審查程序，連續第10年被宣告「所有核物料均用於原子能和

平用途」，實質向國際宣示我國原子能和平應用的決心。

▲2016台美民用核能合作年會

9 6, 6,



國際合作與資訊公開，強化核安與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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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資訊公開、健全實務與法制

國際合作與資訊公開，強化核安與經驗交流

推動資訊公開、健全實務與法制
原能會積極推動資訊公開作業，於官方網頁成立「輿

情回應專區」；對於錯誤或與事實有極大出入之報導，原能

會均立即回應或說明。其次，自105年8月起於原能會網站

設立「接獲業者通報事件」專區，針對業者通報有關核子設

施、輻射意外事件及放射性物料相關事件之內容、肇因、處

理現況以及對設施外民眾與環境的影響等資訊都即時上網公

布；截至105年12月底止，共有15件。在法制方面，為建

置一個清楚而明確的核能資訊公開機制，原能會委託學界執

行資訊公開的專法研究，並提出「核能資訊透明法規」草案

與總說明，供原能會研析與參考。另外，為推動政府資料

開放加值應用，原能會開放資料已達137項，其中「全國環

境輻射偵測」開放資料，配合

Google Map展示全國環境輻

射46座偵測站位置及輻射量等

視覺化運用，在「政府資料

開放平台」內達 4 5 , 7 7 0 次

下載使用量，為全國第11
名。

▲核能安全法制程序透明性研討會

10重要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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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餐與及民眾溝通

推動地方民眾參與蘭嶼貯存場環境

輻射平行監測活動

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

推動地方民眾參與

蘭嶼貯存場環境輻射平行監測活動
原 能 會 為 推 動 民 眾 參 與 、 管

制資訊公開，及落實第三方平行驗

證取樣偵測分析，於105年7月邀請

蘭嶼當地民眾、原住民族委員會、地

方政府等單位共同參與蘭嶼六個部落

的環境取樣作業。

取樣前先說明採樣方式，並由各村

落村長或參與民眾指定取樣地點，分別採

集六個村落的農產品、飲用水等環境試

樣，交由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中心進

行分析，並於分析完成後，直接將分

析結果寄送到蘭嶼各村落辦公室。

▲蘭嶼地區環境輻射狀況

▲105年蘭嶼環境輻射平行監測活動

11 6, 6,



公眾餐與及民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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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請 民 眾 參 與 訪 查

核 一 廠 除 役 計 畫 暨 乾 式 貯 存 設 施

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

邀請民眾參與訪查

核一廠除役計畫暨乾式貯存設施

台電公司之核ㄧ廠除役計

畫已於104年11月提報原能會審

查，相關審查作業預定於106年

6 月如期完成。原能會除邀請專

家學者組成審查團隊執行審查作

業，另為強化公眾參與，於審查

期間邀請新北市政府及石門區公

所 、 該 區 里 長 、 地 方 代 表 及 環

保團體等單位，於105年9月7
日 假 核 ㄧ 廠 辦 理 核 一 廠 除 役

計畫暨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

動，由原能會蔡慧敏副主

任 委 員 主 持 ； 除 由 台 電

公司及原能會分別簡報

核 一 廠 之 除 役 規 劃 及

安 全 管 制 作 業 外 ， 亦

前往現地勘查，並參

訪核一廠除役專案小

組辦公室，最後進行

訪查後會議，聽取與

會代表建言。

▲核一廠除役計畫暨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

▲核一廠除役計畫暨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

12重要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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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餐與及民眾溝通

建置參與平台、進行公眾對話

▲公眾參與平台運作模式討論會議

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

建置參與平台、進行公眾對話

（一）初試啼聲 建立原子能安全共同監督的機制

「公眾參與平台」建置目的，是在促進公、私部門對

話 。 為 使 原 能 會 的 公 眾 參 與 機

制 可 符 合 社 會 期 待 ， 原 能 會 於

105年8月25日首次辦理「公眾

參與平台」座談會議，邀請環境

保護、核電廠所在地等10個相關

民間團體對平台運作模式進行研

商。原能會「公眾參與平台」會

議採雙主持人制，全程開放媒體參

加，並至少於會前兩週預告主題

及資訊，讓關心的民眾可以事先

瞭解會議內容，另將邀請有關機

關、利害團體代表或個人參加

會議，以促進民眾對公眾事務

的討論、協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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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餐與及民眾溝通

5

▲核一廠除役計畫討論會議

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

（二）全程開放媒體參與 核ㄧ廠除役計畫討論會

「 2 0 2 5 非 核 家 園 」 是 政 府 既 定 政 策 ， 因 此 「 如 期 廢

核」、「核廢處理」是民眾所關切的議題。原能會除於網站

建立專區，公開核一廠除役計畫及審查作業外，亦於105年

10月21日邀請有關機關、民間

團體及代表與會，共同對核ㄧ廠

除役計畫進行討論。

對於與會者提出「核能設施

除役時程」及「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之疑問，已由相關機關逐一回

覆，至於室內乾貯及除役計畫保留

區等議題，則決議未來再規劃進

行討論。原能會亦將會中建議製

成意見回復對照表上網公開。

14重要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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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餐與及民眾溝通公眾參與及民眾溝通

（三）網路直播全民參與 核安演習總檢討

緊 急 應 變 民 眾 防 護 是 萬 一

發 生 核 災 時 ， 保 護 民 眾 最 重

要 的 一 道 防 線 。 為 提 升 核 安

演 習 效 能 ， 原 能 會 在 1 0 5
年 1 2 月 2 0 日 於 屏 東 車 城

邀 請 相 關 機 關 、 團 體 及

地 方 、 民 間 代 表 ， 對 1 0 5
年 核 安 演 習 進 行 檢 討 ；

會 後 原 能 會 參 採 與 會 人 員

的 建 議 ， 於 1 0 6 年 核 安 演

習 規 劃 邀 請 媒 體 及 公 民 團

體 觀 摩 兵 棋 推 演 ， 並 邀 請

地 方 、 公 民 團 體 或 評 核 委 員

參 與 演 習 前 的 規 劃 作 業 。

原 能 會 「 公 眾 參 與 平

台 」 對 於 參 加 者 所 提 供 之 意

見 和 建 議 ， 倘 屬 業 務 範 疇 內 ，

於 決 策 時 定 會 納 入 處 理 ， 如 依

法 無 法 採 用 ， 也 會 對 外 說 明 理

由 ， 並 檢 討 相 關 政 策 ， 使 決 策

可 多 元 化 。

▲核安演習檢討與建言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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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監督核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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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監督核能安全

原 能 會 負 責 國 內 核

能 電 廠 之 安 全 管 制 ， 藉 由

每 日 駐 廠 視 察 、 專 案 團 隊

視 察 、 運 轉 中 電 廠 大 修 視 察

與 不 預 警 視 察 、 辦 理 管 制 會

議 及 專 案 審 查 等 作 為 ， 確 保

國 內 現 有 核 一 、 二 、 三 廠 的 運

轉 安 全 及 龍 門 電 廠 之 封 存 作

業 品 質 。 此 外 ， 亦 與 美 國 核

能 管 制 委 員 會 ( N R C ) 、 日 本

原 子 力 規 制 委 員 會 ( N R A )
等 管 制 單 位 定 期 管 制 資 訊

交 流 ， 以 提 升 我 國 管 制

品 質 ， 並 定 期 辦 理 「 核

子 反 應 器 設 施 安 全 諮 詢

會 」 ， 邀 請 學 者 專 家 參

與 會 議 ， 提 供 核 能 管 制

事 務 諮 詢 及 核 能 電 廠 安

全 事 項 之 監 督 與 查 核 ，

透 過 與 會 外 專 業 人 士 之

交 流 與 意 見 交 換 ， 強 化

核 電 廠 安 全 監 督 效 能 、

落 實 資 訊 公 開 ， 減 少 民

眾 對 核 能 安 全 疑 慮 。

▲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氣渦輪機廠
房設備掛卡情形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三廠輔助廠房設備狀況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二廠火災防護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二廠主控制室運轉狀況

16重要工作成果

CHAPTER3



落實核能電廠安全監督管制落實核能電廠安全監督管制

1 0 5年度原能會執行之核能電廠重要安全管制作業項

目：核一廠部分，完成核一廠2號機大修後起動查核作業，

同意機組起動併聯運轉，另辦理

1 號 機 大 修 計 畫 變 更 審 查 與 視

察 作 業 ； 核 二 廠 部 分 ， 核 二

廠 2 號 機 於 1 0 5 年 5 月 1 6 日

發 生 避 雷 器 及 週 邊 部 分 設

備受損事件，原能會已於

105年11月21日完成全案

審查並將調查報告上網公

布；核三廠部分，完成核

三廠1號機機組大修視察與

審查作業，並於105年11月

18日同意機組起動運轉。

 此外，核二廠1號機於

105年11月30日起進行大

修，發現爐心5萬多支燃料

棒中有1支燃料棒護套有破

損情形，台電公司已將受

損之燃料棒取出後移至用

過燃料池內之專用容器內

儲放，原能會已全程掌握與

管制本案。另外，台電公司

於105年7月7日撤回核一廠

運轉執照更新申請案，原能會

已終止相關審查作業。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三廠主控室機組狀況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反應器廠房抄表紀錄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二廠火災防護

▲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三廠汽機廠房狀況
及抄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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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執行核二廠裝載池修改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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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執行核二廠裝載池修改案審查
台 電 公 司 因 應 核 二 廠 用 過 燃 料 池 貯 存 的 空 間 接 近 滿

儲 ， 參 考 國 外 電 廠 作

法 ， 於 1 0 5 年 8 月 1 8 日 提

出「核二廠燃料廠房三樓裝

載 池 設 備 修 改 及 安 裝 工 作 」

申請案，申請將核二廠緊鄰用

過 燃 料 池 之 護 箱 裝 載 池 ( c a s k  
l o a d i n g  p o o l ) 改為用過燃料

貯存空間，每部機可增加440束

貯 存 空 間 ， 約 為 用 過 燃 料 池 容

量之十分之一。

原能會針對本案，基於專

業 與 安 全 為 首 要 原 則 ， 先 進

行文件完備程序審查，並於

1 0 5 年 9 月 2 0 日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之 實 質 審 查 。 實 質 審 查 階 段 ，

原 能 會 聘 請 學 者 專 家 與 原 能 會

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小組，從臨界

安全、異常事故之評估、燃料池

冷卻能力、結構材料與耐震、輻

射安全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以

及 吊 運 作 業 安 全 等 各 個 面 向 進

行嚴格審查，審查期程約需9個

月。審查狀況原能會均持續依

審 查 進 程 對 外 公 開 ， 供 民 眾

參閱。
▲核二廠裝載池修改案會議

   ▲核二廠裝載池修改案會議   

▲核二廠裝載池修改案現場勘查

▲核二廠裝載池修改案現場勘查

46
監
測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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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後福島改善精進作業
原 能 會 在 日 本 福 島 事 故 後 ， 依 據 美 國 核 管 會 之 建 議

事 項 ， 並 參 酌 日 本 及 歐 盟

核 能 國 家 之 優 良 實 務 ， 以 及

OECD/NEA、EC/ENSREG國

際機構辦理壓力測試同行審查之

結果，以核能管制案方式，要求

台電公司辦理後福島改善作業，

以進一步強化國內核能安全的廣

度與深度，內容包括：地震危害

重新評估SSHAC專案作業，海嘯

源及古海嘯、火山危害等調查作

業、山腳及恆春斷層微震網後續

監測作業、斷層位移危害評估

分析等，提升核能電廠外電可

靠性、建置具過濾能力圍阻體

排氣系統、被動式氫氣再結合器

系統、防海嘯牆的規劃設計、提

昇重要設備房間水密能力、強化

現有氣冷式柴油發電機廠房、增

設第二套最終熱沉等項目，以強

化因應極端自然氣候與超出設

計基準事故之能力，原能會並

積極督促台電公司，依審查

意見及後續管制要求事項辦

理精進作業。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柴油發電機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緊要海水主
    引接點注水

 ▲ SSHAC專案第一次專題討論會議與會國外
專家

   ▲SSHAC專案第一次專題討論會議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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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期間，運轉中的核能電廠持續依原能會要求陸續

利用機組大修期間，完成用過燃料池儀器、擴充安全相關直

流電池組為24小時容量等項目，

並依美國核管會採用之技術指

引 ， 完 成 地 震 、 水 災 等 廠 外

危害的現場履勘；以及針對

爆 炸 或 火 災 導 致 大 範 圍 喪

失 廠 區 策 略 ( B . 5 . b 之 N E I 
06-12導則 )，完成該策略

要求措施之設備、引接點

等；亦已完成井下地震儀

之 設 置 ， 並 整 合 地 震 監 測

系統、地震識別系統、井下

地震儀及山腳斷層/恆春斷層

沿線佈建地震站等，建構完整

監控分析能力。此外，各核

能電廠已陸續完成現有地

震、海嘯後程序書間之介

面整合，並以系統化方式

評估極端天然災害與水災

組合事件，利用區域地形

圖重新檢視最大可能降雨

量，以確認現行排洪設計

之適切性等。各核能電廠

對於自然危害之評估作業將

持續進行，並將視需要進行

必要之檢討與強化作業。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汽機廠房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二廠緊要海水進水口

▲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二廠緊急爐心冷卻系統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二廠緊要海水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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縝密辦理核電廠重要案件審查

（一） 完成核二廠 2 號機主發電機所屬避雷器箱受損事
件調查

 核二廠2號機主發電機所屬避雷器於105年5月大修結束

後，初次起動時發生電氣短路，造成避雷器及週邊部分設備

受損。原能會在接獲事件通報後，除先確認機組仍處於安全

狀態，責成駐廠視察員持續掌握現場狀況外，並陸續派員赴

現場了解電廠處理情形。

 雖然本次事件屬發電設備電氣故障，與反應爐安全沒

有直接關係，但對於關乎機組平穩運轉之發電設備，我們亦

相當關注，因此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與原能會同仁組成專

案小組，就事件肇因與影響進行獨立調查，並就台電公司所

提之綜合檢討報告詳加審查，其內容包含肇因、受影響設備

之檢查測試與復原作業，以及防範再發生之改善措施等事

項。此外，原能會亦派員赴現場查證改善作業，確認台電公

司所提相關內容與改善措施均符合要求，並將事件調查報告

上網公布。

▲謝主委曉星赴核二廠了解避雷器箱受損事件 ▲委員現場視察避雷器箱受損案

21 6, 6,



落實核能電廠安全監督管制

5

落實核能電廠安全監督管制

（二）辦理龍門 ( 核四 ) 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審查

台 電 公 司 基 於 「 保

全 核 四 廠 資 產 」 及 「 確 保

核四廠資產最高價值」的立

場，藉由調整 / 變更保存方式

之策略以撙節維護預算，以確

保 龍 門 電 廠 既 有 資 產 之 價 值 ，

於 1 0 5 年 1 1 月 2 1 日 修 改 封 存 計

畫為「龍門 (核四 )電廠資產維護

管 理 計 畫 」 ， 並 提 送 原 能 會 審

查 。 原 能 會 接 獲 該 計 畫 後 ， 即

進行文件完備程序審查，再針

對 相 關 文 件 內 容 之 完 整 性 與

法規符合性進行實質審查。

105年3月10日核一廠2號機

值班人員執行電池充電機換台操

作時，因誤關閉電源開關，造成

反應爐水位異常上升，導致水位

達到設定點而引動反應器急停。

原能會於105 年3月14日確認核

一廠各項設備運作正常且符合

安 全 要 求 後 ， 同 意 機 組 再 起

動，並將相關訊息即時公布

在原能會對外網站。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聯合廠房抄表紀錄

  ▲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移動式電
源車測試情形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主控制室機組狀況

▲ 原能會視察員現場查證核一廠聯合反應器
廠房

（三） 完成核一廠 2 號機反應
高水位急停事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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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成果報告審查

 原能會鑒於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將山腳斷層與恆春

斷層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要求台電公司執行「核能電廠耐

震安全再評估精進作業」。台電公司已完成地震危害分析與

耐震能力評估，並據以進行兩串安全停機路徑相關設備之耐

震餘裕評估與補強；但有關於海域、陸域地質調查部分，原

能會進一步要求台電公司針對海域線型構造延伸段進行擴大

地質調查，並將成果報告提報原能會審查。原能會於105年

12月間，綜合整理台電公司所提送海、陸域地質調查重要成

果、專業委員審查意見與台電公司答覆內容後，完成原能會

安全評估報告，並將報告上網公布。

▲原能會上網公布之安全審查報告 ▲原能會安全審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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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嚴密監控職業輻射劑量，

保障工作人員輻射安全
輻射工作人員接受劑量的多寡，可實際反映各國輻射安全

管制的成效。為掌控全國輻射工作人員之輻射劑量，原能會於

89年建立了「全國輻射工作人員劑量資料庫」，要求各劑量評

定機構將每個月人員劑量資料傳送至資料庫，並進行資料彙整

與統計分析，以利嚴密監控，確保工作人員輻射安全。

由於輻射在民生領域的應用越趨廣泛，我國輻射工作人員

的數量也隨之逐年增加，現今大約有5萬餘人，分布於核能設

施、醫療院所、學校研究機構、工業及軍警機關等。其中男性

與女性的人數歷年來約為7比3，以整體趨勢來看，女性人數的

比例逐年微幅增加，自96年以後，即維持在33%以上。

▲輻射工作人員人數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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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顯示，全國輻射工作人員的年平均劑量，呈逐年下

降的趨勢，由89年的0.49毫西弗降至104年的0.17毫西弗。

其中，大多數人員的劑量是在背景值的範圍，以 1 0 4年為

例，全國85%的輻射工作人員都沒有接受到高於背景值的輻

射劑量，而另外15%有接受到高於背景值輻射劑量的人員，

其平均劑量值，也從89年2.54毫西弗降至104年1.13毫西

弗，顯示我國輻射安全及曝露合理抑低之管制績效持續進步

中。

各類別輻射工作人員中，以從事核能電廠與核廢料管理

之工作人員(核子燃料循環類)所接受的劑量最高，其次為工

業用類與醫用類之工作人員。

▲輻射工作人員接受劑量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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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掌握全國輻射工作人員的劑量統計資料，原能會也

嚴密監控個別工作人員所接受的劑量，確保每位輻射工作人

員所接受的劑量不超過法規限度並合理抑低，並自97年起施

行除以往工作人員劑量限度每年不得超過50毫西弗的規定，

再加上每連續五年週期之劑量不得超過100毫西弗的規定，

更加保障工作人員的輻射安全。

劑量統計結果顯示，在89年有2位工作人員、90及91年

各有1位工作人員接受的年劑量大於50毫西弗，92年至今，

均未有工作人員接受的劑量大於50毫西弗。且全國輻射工作

人員中，個人年劑量大於20毫西弗之人數，也從89年的101
位，大幅減少至103年後，已無人員1年接受大於20毫西弗

的劑量，顯示我國的輻射安全管制及輻射作業場所的自主管

理均有相當的進步。

▲輻射工作人員年劑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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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確保民眾輻射醫療品質

嚴密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推動醫療曝露品質保證，

確保民眾輻射醫療品質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制度，是現在國際輻射安全管制

的重點之一，目的在增進放射診斷與治療的品質與精確度，

才能保障工作人員及病患的輻射安全。

我國已納入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制度的設備有乳房X光攝

影儀、電腦斷層掃描儀、醫用直線加速器、含放射性物質之

遙控後荷式近接治療設備、加馬刀、電腦刀、電腦斷層治療

機等如下圖，原能會持續派員至醫療院所執行現場檢查，以

確保醫療輻射安全及曝露品質，保障民眾接受醫療輻射之安

全及品質，每年受惠國人逾405萬人次。

105年度並持續推動透視攝影X光機的醫療曝露品質保

證作業，進行透視攝影X光機訪查作業、辦理實作訓練課程

及輻射安全宣導，以逐步規劃透視攝影品質保證制度。

▲我國已納入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制度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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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設備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

乳房X光攝影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

嚴密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原能會推動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成果及效益如下：

放射治療設備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

1 0 5 年度完成 2 0 7 部放射治療設備的品質保證作業檢

查，包括醫用直線加速器、含放射性物質之遙控後荷式近接

治療設備、電腦斷層治療機、加馬刀及電腦刀，檢查結果均

符合法規規定。此外，對於我國第一部質子治療設施，原能

會亦研擬其品質保證作業標準，輔導該院自主執行，以確保

輻射安全及作業品質。

乳房X光攝影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
105年度完成148部乳房X光攝影儀的品質保證作業檢

查，並執行乳房X光攝影巡迴車不預警抽查，及辦理工作人

員實作訓練課程。檢查結果均符合法規規定，其輻射劑量指

標為1.42 毫戈雷(法規限值3毫戈雷)，影像品質指標為12.5
分(法規規定10分以上)，均達國際水準，可提升接受篩檢的

婦女輻射醫療品質。

▲乳房X光攝影儀劑量及影像品質指標趨勢圖及乳房X光攝影儀品質保證實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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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攝影X光機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訪查及品質保證實作訓練：

電腦斷層掃描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

嚴密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電腦斷層掃描儀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

105年度完成153部電腦斷層掃描儀的品質保證作業檢

查，檢查結果均符合法規規定，電腦斷層掃描儀常規劑量指

標(CTDI    )於成人頭部、成人腹部及小兒腹部掃描之平均值

分別為49.7毫戈雷(法規限值80毫戈雷)、11.8毫戈雷(法規

限值30毫戈雷)及10.6毫戈雷(法規限值25毫戈雷)，品質已

大幅提升，可保障每年達207萬人次接受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病患之輻射安全。

透視攝影X光機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訪查及品質保證實作訓練：

105年完成154部透視攝影X光機的現場訪查及問卷調

查，並辦理訪查結果說明會，以瞭解推動品質保證作業所面

臨之問題與建議。另舉辦4場品質保證實作訓練課程，105
年共計培訓177位種子教師，及舉辦4場輻射安全講習，累

計1,400餘人參與，以提升相關從業人員的輻射安全專業。

▲電腦斷層掃描儀劑量指標趨勢圖及透視攝影X光機醫療曝露品質保證實作訓練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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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政府雲化管理，

提供便捷安全申辦服務

嚴密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積極推動政府雲化管理，

提供便捷安全申辦服務

在日常生活中，輻射源已廣泛應用於包括核能發電、醫

學、科學、工業、農業及國土安全等領域，全國約有12,000
家輻射源使用的業者，約有30,000件輻射源使用證照，游離

輻射的民生應用已與民眾的生活密不可分。

輻射的使用者有醫療院所、獸醫院、公司行號、研究機

構、軍警海巡與其他政府單位；以及需要了解輻射源現況的

政府單位，包括負責救災滅火的消防單位、負責醫療安全與

品質稽查管制的衛生主管機關、與關心輻射源應用資訊的民

眾與團體。

原能會為了確保全民的輻射安全，推動「輻射安全『輻

務』工作圈」計畫，已經完成「輻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建

置，建構整合服務網頁，將所有業者、輻射源與輻射作業均

納入資訊化管理，以大幅提升服務效能，加強資訊公開。

▲游離輻射的民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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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流程簡併、標準化格式，建構24小時便捷的整合

輻射防護雲化服務，包括全面無紙化網路申辦、多元繳款服

務、申辦進度追蹤查詢、客製化料帳管理、強化輻安管制作

業以及輻安管制行動辦公室，提供更便民的服務。

在服務方面，以電子郵件主動通知與貼心提醒執照效

期，提供客服信箱、諮詢電話、交流平台、線上申辦教學、

教學影音等協助服務工具。

在安全管制方面，建立行動智慧辦公室，以同機關水平

整合及跨機關垂直整合作預防性風險控管，完備輻射源進出

口管制、料帳管理、業者停(歇)業狀況掌握、輻射醫療曝露

品質保證。

「輻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雲端資訊平台，已將所有的

輻射源納入資訊化管理，達到「安全第一、簡政便民」的全

方位服務目標。

▲「輻射安全『輻務』工作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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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修訂輻災應變法規

精進中央及地方應變整備能量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增修訂輻災應變法規

精進中央及地方應變整備能量
災害防救法於4月13日修正施行，正式將輻射災害列為

災害類別之一，並指定原能會為輻射災害主管機關。原能會

依據該法修訂「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重點包括完

備輻射災害通報機制及災害分級應變機制、增列民眾預防性

疏散規定、增列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共通性任務等，並於12月

23日函頒實施。此外，研修訂輻射災害相關法規，包括增

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災害支援協助處理項目及程序

要點」，於9月13日函頒實施；增訂「核子事故警報訊號之

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行政院中央災害

防救會報於12月審議通過，原能會於106年1月17日公告生

效；另核子事故警報亦已整合納入國家災防告警系統之細胞

廣播服務。

105 年增修訂輻災防救相關法規

日期 主題內容

     月     日 修正發布「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

     月     日 增訂完成「核安演習評核要項與審查基準」

     月     日 函頒實施「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災害支援協

助處理項目及程序要點」

     月     日 行政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審議通過「核子事故警

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106 年 1 月 17 日發布施行）

     月     日 修訂發布「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01    28
06    08
09    13

12    01

1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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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輻射應變技術隊

強化地方政府救災能量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建立輻射應變技術隊

強化地方政府救災能量
整合原能會現有技術人員， 3 月成立「輻射應變技術

隊」任務編組，處理國內放射性物質意外、放射性物料管理

與運送意外、輻射彈爆炸事件等輻災事故應變工作，強化國

家輻災應變能量、減少地方應變人員疑慮，並於12月辦理應

變隊基礎訓練，以達救災經驗交流及技術傳承之目的。105
年計完成「輻射應變技術隊作業程序書」、「新聞組動員程

序書」、「參謀組動員程序書」、「技術組處理輻射彈事件

動員程序書」及「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事件現場應變作業

程序書」。

為協助地方政府瞭解輻射災害潛勢，掌握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輻射災害篇)之修正重點，派員赴全國22縣市進行輻

射災害防救業務訪評輔導；辦理輻射災害應變作業北、中、

南、東四個地區的應變人員講習，強化第一線應變人員面對

輻射災害的能力，計2百多人參訓。

▲輻射應變技術隊基礎訓練 ▲地方政府輻射災害應變作業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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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第 2 2 號 核 安 演 習 （兵棋推演）

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全開設演練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105年第 22號核安演習（兵棋推演）

核子事故各應變中心全開設演練
105年核安第22號演習以核三廠為模擬事故電廠，中央

與地方充分協力合作，共同執行多項演練。演練分兵棋推演

及實兵演練二階段，讓民眾了解政府對確保民眾安全的努

力與作為，參演人數含應變人員1763人、民眾與學校師生

6560人、觀摩人員580人，共計8907人，係歷年來國家最

大規模的核安演習。

第一階段兵棋推演於8月16日展開，各應變中心全開設

同步推演係今年最大的特色，共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

調所及各應變中心、地方政府、台電公司、核能電廠等8個

應變組織387位應變人員參加，就各種核子事故情境推演討

論。。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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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第22號核安演習（實兵演練1）

台電公司核三廠廠內演習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105年第22號核安演習（實兵演練1）

台電公司核三廠廠內演習

9月12日實兵演練第一天，由核三廠廠內的演練拉開序

幕，模擬恆春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核三廠喪失廠外電源，且

因一連串的設備故障與疏失造成冷卻系統故障，機組岌岌可

危。在電廠聯外道路受損情況

下 ， 核 三 廠 緊 急 請 求 廠 外 支

援重型機具，由 內 政 部 空 勤

總 隊 直 升 機 裝 載 機 具 降 落

核 三 廠 新 設 置 完 成 的 停 機

坪，迅速送交維修人員手

上；核三廠並演練從後備

水 源 之 一 的 龍 鑾 潭 取 水

備用之作為。此時夜幕

逐 漸 低 垂 ， 但 是 應 變

人 員 壓 力 隨 著 反 應 爐

心 溫 度 ， 居 高 不 下 。

決 策 人 員 當 機 立 斷 ，

決 定 於 夜 間 啟 用 兩 台

新 購 置 的 4 . 1 6 k V 電

源 車 緊 急 接 線 作 業 ；

電 源 接 線 成 功 ， 備 用

冷 卻 系 統 恢 復 運 作 ，

反應爐與燃料池重新獲

得 冷 卻 ， 阻 止 事 故 進 一

步惡化。
▲核三廠龍鑾潭取水演練

▲直昇機載運支援機具至核三廠

▲主委及副主委視導核三廠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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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22號核安演習（實兵演練2）

屏東地區疏散與收容、

環境輻射偵測演練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105年第22號核安演習（實兵演練2）

屏東地區疏散與收容、

環境輻射偵測演練
9月13日實兵演練第二天在屏東恆春、滿州及獅子鄉舉行，屏

東縣政府及當地居民執行防護應變措施，採實地、實物，實人方式

進行。項目包括多元化警報

發布作業，讓民眾知悉災害

發生；另模擬上課期間發生

核災，國小師生預防性疏散至

接待學校，以及弱勢族群疏散

演練、室內掩蔽、交通管制、防

護站人車偵檢與除污、陸空域大

範圍輻射偵測、民眾收容安置等。

10月19日實兵演練第三天

模擬因核三廠放射性物質外釋，

進行環境輻射偵測，至墾丁牧場

及後壁湖漁港進行草樣、土樣、

奶類及魚類採樣與分析，瞭解污染

狀況。另海巡署執行海域輻射偵測

及海水取樣作業；模擬核三廠搶

救人員在廠房內受傷併遭輻射污

染，送至恆春基督教醫院及恆春

旅遊醫院的輻傷醫療演練。多一

分準備多一分保障，透過中央、

地方、軍民一體，核安22號演

習順利完成。
▲輻傷醫療演練

▲海域輻射偵測及取樣演練

▲永港國小預防性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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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內登載公布

官網增列「接獲業者通報」專區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官網增列「接獲業者通報」專區

24小時內登載公布

以往台電公司通報之核能電廠異常事件，原能會係以

「每月管制紀要」方式公布於官網，雖已達資訊公開目的，

惟仍遭質疑緩不濟急，且未能即時澄清相關疑慮。因此，已

於官網新增「接獲業者通報事件」專區。

當接獲核子設施異常事件、輻射意外事件、放射性物料

異常事件通報後，不論例假日，會在24小時內將事件之緣

由、處理情形，以及是否具有輻射危害等相關資訊，公布於

原能會官網。

簡單以下圖來說明精進的做法，如此，民眾及媒體可即

時瞭解各業者通報的狀況與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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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用心 民眾安心

中央與地方齊協力

強化輻災應變能量

中央與地方齊協力

防護用心、民眾安心

參與核安演習並非是民眾了解事故防護的唯一方式，

為了讓民眾瞭解防護要領，原能會持續進行民眾溝通活動，

包括演習前民眾說明會、家庭訪問、園遊會、分送防護月曆

等，讓大家瞭解政府防災和救災的做法。為鼓勵更多民眾熟

稔應變流程，原能會配合地方政府自102年起辦理「核電廠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逐里疏散演練」，

以『里』為單位，分年進行演練，落實民眾核安防護教育，

強化民眾緊急應變能力。

105年執行基隆市核二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中山、安樂

及七堵等三個行政區12個里的家庭訪問，以「在地關懷  服
務家鄉」理念，聘用在地民眾進行家戶面訪，說明核災民眾

防護基本措施，訪問數達9,658份。另完成「守護核安」有

獎徵答活動，總計約9千多人次參與，並吸引5千多人加入為

原能會「輻務小站」臉書粉絲。

▲逐里溝通宣傳說明 ▲基隆市家庭面談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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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  積極面對除役

及核廢處理的安全
2025非核家園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原能會責無旁貸應

做好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的安全管制工作。積極面對核電廠

除役及核廢料的安全問題，監督台電公司執行核電廠除役作

業，並及時處理核廢料集中貯存及處置計畫。原能會現正積

極辦理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作業，將於106年6月底前完成

審查，另要求台電公司如期提報核二廠及核三廠除役計畫送

審，以期順利執行核電廠除役作業。完成核電廠除役及核廢

料處理重要時程以利管制。

另已審定台電公司「低放處置計畫替代應變方案的具

體實施方案」及「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具體要求台

電公司積極推動集中式貯存設施方案，以儘早遷移蘭嶼核廢

料，並妥善解決核廢料問題，以確保非核家園目標之達成。

▲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管制重要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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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放射性物料管理

嚴密執行放射性物料設施安全管制，

確保零安全事故

為確保放射性物料(核原料、核燃料及放射性廢棄物)設
施營運安全，防範人為疏失，推動經營者落實自主管理，定

期藉由強化設施現場檢查及不定期執行專案檢查，以提升營

運作業品質與運轉安全。每季執行各核能電廠廢液處理設施

安全評鑑，評鑑結果均為綠燈，105年度各核子設施營運紀

錄良好，無輻射異常事故發生。

105年度完成三件審查案件另要求台電公司提報「蘭嶼

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並要求積極進行地方溝通，尋求社

會共識，兌現對當地民眾的承諾。

105年核准核二廠、核三廠申請輸入核子燃料合計301
束，每次運送作業均派員執行安全檢查作業，105年度核子

燃料運送及貯存作業良好，無

異常狀況。

▲核子燃料貯存安全檢查作業 ▲蘭嶼貯存場遷場實施計畫

▲核子燃料運送作業輻射偵測 ▲核子燃料運送作業管制

（一）安全至上  落實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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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永續  持續推動核能設施減廢工作

原能會持續督促各核電廠更新機件、採用新技術力行減

廢措施，並加強執行各核電廠機組大修期間廢棄物營運之檢

查，要求嚴格管理廢棄物之產源，包括洩水、洩油、化學品

及乾性低放射性廢棄物。105年三座核電廠低放射性固化廢

棄物產量合計為175桶，減量之成效良好，符合環境永續發

展目標。

▲三座核電廠歷年固化廢棄物減廢成效圖

▲核一廠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檢查作業 ▲核二廠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檢查作業

46
監
測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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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管制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

施，確保作業安全

（一）前瞻管制  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設施之管制

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方面，原能會已完成「核一廠乾

式貯存設施試運轉計畫之功能驗證測試報告」審查，同意台

電公司進行熱測試作業。惟台電公司須取得新北市政府核發

之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才能進行熱測試並於成功後，再向

原能會申請運轉執照。105年9月林全院長與北海岸鄉親座

談政策指示，請經濟部督促台電公司提出室內乾式貯存場計

畫，台電公司於105年12月28日承諾遵照行政院指示，將採

取「室內貯存」方式進行規劃，並進行相關場址調查及評估

作業。

核二廠乾式貯存設施方面，台電公司於101年2月提出核

二廠乾式貯存設施興建申請案，經原能會確認符合放射性物

料 管 理 法 核 發

建 造 執 照 之 要

件 ， 於 1 0 4 年

8月發給建造執

照。台電公司仍

須向新北市政府

申報「營建工地

逕流廢水削減計

畫」，獲准後才

能動工興建。

▲乾貯設施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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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山之石  精進安全審查
與管制技術

核一廠、核二廠將分別

於107年與110年啟動除役

活動，核電廠除役過程中

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及用

過核子燃料的問題最為關

鍵 。 為 因 應 核 電 廠 除 役

用過核子燃料暨廢棄物處

理 ， 1 0 5 年 度 原 能 會 透 過

邀 請 美 國 能 源 部 ( D O E ) 、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 (NRC)
及日本原子力除役研究會及

國內專家學者共同參與，舉辦

「輻射影響評估模式審查應用

研 討 會 」 、 「 除 役 核 電 廠 用 過

核燃料乾式貯存管理研討會」及

「台日核能電廠除役技術交流研

討會」，吸取國外除役技術與經

驗。另出席歐洲核能署 ( N E A )之

除役及拆除工作團隊 (WPDD-17 
) 會 議 ； 派 員 赴 美 國 能 源 部

Argonne國家實驗室及義大利

SOGIN機構，參加核設施除役

訓練課程，以提升國內核電廠

除役及核後端營運之安全管

制技術能力。
▲2016除役核電廠乾貯研討會

▲NEA除役工作團隊會議

▲2016核電廠除役管理研討會

▲輻射影響評估模式審查應用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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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核電廠除役的安全管制

針對核電廠除役，原能會積極進行安全管制的整備作

業，已完成訂定「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及「核子

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審查導則」，以利業者撰提計畫書，並

提供審查作業之評估參採；完成籌組75人之核一廠除役計畫

審查團隊，嚴密執行專業審查。台電公司已於104年11月提

報「核一廠除役計畫」，經原能會完成程序審查後，即進行

除役計畫共17章內容之實質審查，並分別於105年3月、8月

函送第一次、第二次審查意見請台電公司答復說明，105年

底正進行第三回合審查，全案預定於106年6月完成審查作

業。為落實資訊公開，原能會於網站設置除役管制專區，公

開相關資料；亦加強與社會溝通，辦理訪查活動、地方說明

會及「公眾參與平台座談」會議，廣泛聽取各界的意見，期

能順利推展核電廠除役，達成2025非核家園目標。

▲核一除役計畫審查與公眾參與

（一）邁向非核  確保核電廠除役之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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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推動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一）依法行政  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之規定，督促台電公司積極執

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的選址工作，並配合選址作

業主辦機關經濟部辦理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及公眾溝通等工

作。經濟部於101年7月核定並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及金門縣

烏坵鄉二處為建議候選場址，原能會已多次促請經濟部研提

辦理地方公投之具體規

劃。

台 電 公 司 未 能 如 期

於105年3月選定低放處

置候選場址，原能會依

法裁處1000萬罰鍰，並

要求台電公司重新檢討

修正最終處置計畫，並

啟動低放處置計畫的替

代應變方案。

▲低放處置場選址作業流程

▲低放處置替代應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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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步為營  督促推動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

依據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之規定，台電公司提報「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全程計畫共分為五個階段。目

前我國高放處置計畫處於「潛在處置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

階段」，預定於2055年開始啟用。另因應國際發展情勢，

要求台電公司參照美國能源部 ( D O E )對藍帶委員會 ( B l u e 
Ribbon Commission, BRC)有關用過核子燃料管理建議之

因應策略，研提我國最終處置計畫之替代因應方案。若處置

計畫無法於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階段」（2028
年）結束時順利提出候選場址，應於2029年啟動集中式中

期貯存設施之場址選擇，2038年確定場址並完成環境影響

評估，於2044年前完成設施興建啟用。

▲用過核燃料處置計畫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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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能源科技發展

綠能科技新利器 

自主式智慧型微電網技術

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控管是核研所積極發展的技術，

以提昇區域電網容納再生能源之能力，並透過技術移轉，扶

持國內廠商開拓商機。105年核研所運用微電網技術協助台

電公司、澎湖縣政府等單位，規劃建置智慧微型電網，並將

智慧能源管理控制技術技轉健格公司，與台電公司合作建置

「防災型微型電網」 ；另技術指導大同公司、中興電工公

司，共同合作於烏來區公所建置  「18kW防災型微電網」及

澎湖縣東吉嶼建置「離島微型電網」。

核 研 所 研 發 之 【 串 接 式 儲 能 系 統 】 專 利 技 術 ， 榮 獲

2016台北國際發明展『金牌獎』，並於第37屆電力工程研

討會投稿之「微電網彈性恢復控制設計及可靠度分析」論

文，榮獲「優秀論文獎」 。

▲核能研究所微型電網實證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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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散型電力系統及智慧控制技術發展
完成國內首座微電網高壓監控主站及台電FDCS平台之

類比調度功能建置與測試。完成層級分析法(AHP)為基礎之

EMS卸載策略開發，依據負載之使用者卸載偏好、即時消耗

功率、負載使用率，動態排列卸載之優先順序；當收到台電

下達之卸載命令時，依序卸載，直到卸載量滿足命令需求，

並達成微電網需量卸載達50kW以上。完成儲能系統虛功率

補償調控模組之介面開發，並已完成進行168小時之微電網

電壓動態補償實測，實測結果顯示微電網電壓閃爍ΔV10為

0.242 %，電力品質符合 IEEE 519之電壓閃爍規範。

▲以層級分析法(AHP)為基礎之EMS卸載策略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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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散型能源電子技術發展
完成百 k W 級靜態開關系統建置，經多次實測靜態開

關動作時間皆約為5 m s，具備可精準控制及快速反應的特

性，同時完成微電網內進行連續運轉、逆送電力與孤島模式

切換等情境試驗。另外，完成串接型多準位轉換器之熱插

拔(Hot-swapping)功能驗證，在獨立運轉模式或市電併聯

模式下，當單一電池模組於故障、拔除或接上等情況下，系

統不須停機，仍維持穩定電壓或電流輸出，大幅增加儲能轉

換器供電穩定度。

▲百串接型多準位轉換器研製

▲百kW級靜態開關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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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散型能源多代理人整合平台技術發展
核研所微電網架構，結合多代理人系統通訊控制技術，完

成具有4個區域的電力調度系統，包括3個微電網內部實體區

域，及1個彙整3區域電力資訊之微電網區域，亦完成具競價交

易與電力調度排程功能的電力交易模擬平台，配合微電網控制

器，模擬微電網內日前電力交易與排程，包含需量公告、供電

設備投標、時間電價公告、用戶投標、排程公告、即時運轉、

結算等階段，於微電網電力供需與交易控管展示系統，完成具

備10秒級決策反應之電力供需搓合管理平台開發。

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控管技術將持續發展，並加強關

鍵技術之推廣工作，與國內電力系統相關廠商攜手合作，佈

建微電網系統，未來更可利用微電網技術，提供電力輔助服

務，協助電力公司穩定饋線末端之電壓與頻率，提供穩定電

力，創造新興產業之商機。

                                   ▲即時運轉介面及電力交易模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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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高效率的低價電力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發電系統

核研所發展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技術，正積

極與國內業界進行合作開發、技術授權、技術移轉等事宜，

目前已進行SOFC電池單元技轉，並達商業化生產，其次，

將SOFC發電系統技術授權國內兩家企業，並於業者廠區建

立發電系統，進行驗證測試。在電池堆組裝、封裝材料技術

及金屬支撐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片方面，也已與業者簽約

進行技術轉移。

（一）SOFC 發電系統
核研所目前開發中之

3 kW SOFC發電系統雛

形，可使用氫氣、甲烷、

天然氣等為燃料，經初步

測試，電池堆、陰陽極入

口溫度等無須外部加熱裝

置，皆可達到7 0 0  º C以

上，達到熱能穩定平衡狀

態。系統驗證之效能測試

結果顯示，電池堆輸出功

率3.5kW以上，燃料使用

率約58%，系統發電效率

大於40%，為後續SOFC
的技術產業化發展奠定基

石。
▲3 kW SOFC發電系統實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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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W SOFC 系統人機介面

▲SOFC發電系統效能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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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漿噴塗金屬支撐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

核 研 所 研 發 之 1 0 × 1 0  c m ² 金 屬 支 撐 型 固 態 氧 化

物 燃 料 電 池 單 元 ， 具 有 快 速 啟 動 能 力 ， 發 電 功 率 可 達

510mWcm²(@700ºC)、電池衰退率僅約1%/kh r、具有

抗氧化還原特性，加速SOFC發電技術普及化。本技術榮獲

2016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獎之肯定。

▲金屬支撐型電池單元外觀

▲金屬支撐型電池單元長時效性能變化

▲金屬支撐型電池單元性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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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陶瓷基板支撐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

核研所研製之陶瓷基板支撐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效

能持續精進，成果包括：導入高強度之陶瓷氧化物與小尺寸

之金屬氧化物於陽極陶金結構，可維持電極基板強度、電池

薄化與增加均勻散布之電極孔隙率；調整電極組成比例與進

行造孔劑選用材料陶瓷支撐型電池單元微結構最佳化研究，發

電效能有效提升；進行商規電池產品效能穩定性驗證實驗，電

池產品經30次熱循環電性效能測試，抗熱震性能良好。

▲陶瓷支撐型電池單元熱循環電性效能

▲陶瓷支撐型電池單元性能              

▲電池單元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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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燃料重組奈米觸媒

相較於傳統天然氣轉化觸媒，核研所新研發之轉化觸媒

具高穩定、高效能和抗積碳等競爭優勢，已獲得美國及中華

民國專利。其中載體因煅燒過程中奈米碳管受高溫氧化後會

分布形成奈米條狀孔道，適合活性金屬觸媒披覆於表面上提

高金屬之分散性，並以高溫淬煉成機械強度較高之α-氧化鋁

載體，兼具氧化鋁與奈米碳管之優點，提供SOFC發電系統

所需之天然氣重組觸媒。觸媒經甲烷重組反應測試，結果顯

示耐久性大於4000小時，天然氣轉化率大於 95%，熱穩定性

1000ºC以上。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 具有高電能轉換效率及可

使用多元化碳基燃料的優點，已成為21世紀重要的潔淨能源

之一。核研所SOFC技術已獲國內發明展多項獎項及逾百件

國內外專利，並逐步移轉至民間業者，未來SOFC可望成為

我國能源政策之技術選項，並為台灣開闢新興綠能產業。

                     ▲甲烷經重組觸媒反應後之重組氣體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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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電的神奇墨水 抗氧化導電銅膠

軟性電子是因應電子產品輕薄化需求而發展出來的技

術，主要是將電子元件建構在軟性基板上達到可撓曲之目

的，其優點在於可使用捲對捲印刷式製程進行元件製作與組

裝，以提高生產速度並降低生產成本，因此被視為是繼半導

體、平面顯示器之後最耀眼的明星產業，其所能帶來的優勢

與商機正在全球發酵。

軟性電子可應用的範疇十分廣泛，舉凡能實現可撓曲或

彎折特性的電子產品，包括 :  電子標籤、穿戴式裝置、可撓

曲太陽能電池、智慧型醫用貼布，以及捲軸式顯示器等，皆

屬於軟性電子。

根 據 I D T e c h E x 市 調 機 構 的 最 新 報 告 “ P r i n t e d , 
Organic & Flexible Electronics Forecasts, Players & 
Opportunit ies  2016-2026＂顯示，軟性電子市場規模將

於2016年達到260億美元，並於2026年大幅成長至690億美

元，其中金屬導電油墨於軟性電子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2016~2018年間各種軟性電子產品之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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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金屬導電油墨乃是將奈米金屬粒子均勻分散於溶

劑中，由於奈米金屬粒子具有低溫燒結的特性，於適當的溫

度條件下，能相互熔融形成連續導體，因此在應用上可猶如

傳統墨水一般，藉由網印或噴墨等方法直接塗佈在軟性基板

上，將金屬油墨印製成線路圖騰，再藉由加熱、紫外光照射

等燒結或固化技術，形成精密的導電線路。

目前市場上的金屬導電油墨係以銀油墨為主，不過奈米

銀粒子的成本相當高。因此，如何以其他奈米金屬粒子來取

代奈米銀粒子，將是未來降低導電金屬油墨以及軟性電子產

品成本之關鍵因數。近年來研究顯示，銅油墨在未來最具有

取代銀油墨的潛力。因為銅在導電及導熱性上的表現皆與銀

相差不遠，且奈米銅粒子成本只有奈米銀粒子的1/20，具備

相當低成本之優勢。

▲利用核研所開發之導電銅油墨所製作之各式應用端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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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研所已研發出一種具抗氧化特性及低成本優勢之導電

銅油墨，製程簡單、快速、環保且容易量產，其原料配方係

在一般大氣環境下，以安全無毒性溶液所製備之抗氧化奈米

銅粒子配製而成，此奈米銅粒子已在一般大氣環境下置放超

過一年而無明顯的氧化現象。經過適當的溶劑以及黏合劑調

配而成的導電銅油墨，可經由網印、噴墨，或噴塗等方式直

接應用於各式軟性電子產品上，其電阻率可達5*10-5Ω-cm
以下，且不會隨著時間增加而上升。

此研發成果除在2015年台北國際發明展中，獲經濟部

智財局於上千件作品中篩選14件作為展前記者會之發表作

品外，亦榮獲2015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世界三大發明

展之一)金牌獎，以及201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鉑金

獎。

▲核研所導電銅油墨在軟性PI基板上所製作之精密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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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貢獻獎的肯定 

電漿技術於節能膜應用開發團隊

（一）核研所電漿技術的應用與優勢能力

核研所長久以來致力於將電漿技術應用於產業發展，提

升產業科技水準，帶動國內經濟發展。團隊整合了真空、電

漿、表面、薄膜等專業技術針對表面處理市場需求發展了一

系列電漿鍍膜工程技術，所被覆的陶瓷性硬化膜，不但解決

溼法電鍍所面臨的環保問題，更讓處理成本降低，使傳產表

面處理業具有環保製程的全球競爭力，帶領夕陽衛浴五金業

走出困境，成功擺脫早期噴塗、電鍍面臨環保嚴峻的厄運。

其他已應用成功的典型產品包括各式 3 C 配件、建材、刀

具、五金配件、衛浴與塑膠成形機組件等，大幅提昇工業界

商品及組件附加價值，形成國內電漿鍍膜產業聚落。

▲南投埔里中台禪寺外觀採用本團隊電漿技術鍍膜▲電漿工程鍍膜技術應用於衛浴五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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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研所除了全力發展產業技術外，更積極與國內外大

學合作，建立產學研三方合作機制，培育國內具系統整合能

力的產業高端人才，作為產業技術創新的後援，並將研究結

果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與國際會議。近三年核研所電漿技

術共刊載105篇相關文章，分別於國外SCI期刊16篇、國內

期刊5篇、研究報告61篇、會議論文23篇。此外，也將智慧

財產轉化為實際的專利

申 請 與 佈 局 ， 分 別 在

中 華 民 國 、 歐 美 日

等國申請專利，近

三年專利申請 2 4
件，獲得30件，

合計54件。

▲榮獲2016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數家民間廠商參訪成果展示，尋求合作開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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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參選獲頒傑出貢獻獎

為 了 進 一 步 擴 大 科

技 影 響 力 和 推 展 專 利 授

權，近年來更積極參加台北

國際發明暨交易展、德國紐

倫堡國際發明展等，獲得3金

3銅佳績，在國際上展現我國

科 技 的 實 力 ， 提 升 臺 灣 新 創

國 際 能 見 度 ， 核 研 所 的 電 漿

技術發展亦獲得105年度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核研所電漿技術團隊全體同仁在無塵室合照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頒獎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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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工作目標與期許

核研所已與國內最大節能膜產銷公司簽訂技轉授權合作

合約，提供低成本節能膜整體解決方案，將生產透視度70%
以上，可反射90%紅外光的頂級隔熱膜，國內各新聞媒體均

有大篇幅報導。此次團隊的節能科技研發，突破關鍵設備瓶

頸，透過業界參與帶動產業技術升級與創新加值，使國內傳

統製造業能轉型成功，順利跨足智慧節能產業。未來工作目

標是繼續發展本土化智慧節能產品，使高階節能膜生產技術

和設備本土化，加速節能膜的普及化，提高國民在住商建築

採用的意願，有效降低建築物空調用電30%以上，提升建築

物的能源效率，達成我國節能減碳環境永續目標。

▲節能膜技術授權給民間廠商

▲電視新聞報導團隊的節能膜技術授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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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合作、精準、卓越

環境輻射監測確保民眾健康

（一）核三廠緊急應變區環境背景輻射偵測
我們對於核三廠緊急應變區內國

中、小學生及民眾的輻射安全相當

關心，105年度赴大平國小、恆春

國中及墾丁國小等9所中、小學

與20處公共場所，進行環境背

景輻射偵測作業，以建立各位

置的背景輻射資料庫，並向學

生傳遞原子能相關知識。

偵測結果顯示，輻射劑量

率介於0 . 0 3 4至0 . 0 8 5微西弗 /
小時之間，比對2 0 0 0年聯合國

輻 射

影響科學委員會報告，其量測

結果均於全球天然背景輻射劑

量率的範圍內。加馬能譜分析

的 結 果 ， 均 為 一 般 環 境 中 的

天 然 放 射 性 核 種 ， 並 未 發 現

人造核種，其中釷232系列於

土壤中的比活度為31至73貝

克 / 公斤，鈾 2 3 8 系列的比活

度為26至48貝克/公斤，鉀40
的比活度為 3 0 7 至 8 1 0 貝克 / 公

斤，均屬一般天然環境範圍。
▲核三廠緊急計畫區內背景輻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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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地區大型公共空間氡氣量測結果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09年發表報告，確認室內氡

氣為僅次於抽菸的肺癌致病因子，建議各國重視室內氡氣問

題。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目前持續對於國內住宅進行

室內氡氣濃度量測調查，初步已量測約200戶，結果顯示均

低於美國環保署建議改善濃度150貝克/立方公尺，無安全

之虞。此外，民眾出入頻繁之公共空間也做量測調查，以大

眾交通設施與展覽場地為主。量測地點包括高雄科學工藝博

物館、高雄美術館、台北美術館、故宮博物館、國立台灣美

術館、台灣高速鐵路(台北站、南港站、桃園站、板橋站)與
台灣鐵路局(台北車站、板橋車站)。交通設施的量測結果與

住家差異不大，展覽場所則為了要維持展覽品的保存狀態，

因而限制展場的換氣率，使得氡氣濃度偏高，範圍約在30至

105貝克/立方公尺，但也都低於美國環保署建議改善濃度。

▲高雄美術館展場與台北車站月台出入口進行氡氣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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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食品與飲用水之輻射調查監測

為國內食品及飲用水之輻射安全把關

為確保國人食品之輻射安全，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

心定期至消費市場與沿海

產地抽樣購買國內主要民生

消費食品，包括米麵類、蔬果

類、魚類、肉類及蛋奶類等國人

大宗主要消費食品，並購買台灣

沿海產地之魚類、蝦類、藻類、

貝類等海產物食品進行放射性含量

分析，105年分析179件次。對於

國外之進口食品，輻射偵測中心

亦定期至消費市場採購，計有海

產物罐頭、新鮮蔬果、乾果核

仁、乳製品、嬰兒食品及飲料

等六大類進行食品放射性含量

分析，計分析295件次，綜合

各類食品放射性含量分析結

果，皆符合法規規定，無輻

射安全顧慮，國人可以安心

食用。

▲國內主要民生消費食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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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國人飲水之輻射安

全，輻射偵測中心則定期採取各

淨水廠、給水廠之飲用水樣品，

並自消費市場採取各品牌包裝礦

泉水試樣進行放射性含量分析，

105年共分析136餘件次，分析結

果均符合法規規定，無輻射安全

顧慮。以上各項分析結果均刊載

於「台灣地區放射性落塵與食品

調查」半年報，並同時公布於偵

測中心網站(http://www.trmc.
aec.gov.tw/utf8/big5/)，供

國人上網閱覽及下載。

加強監測日本輸入食品

日本福島核災之後，食品

的輻射安全倍受關注，輻射偵

測中心接受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財政部國庫署及農委會漁業

署等單位之委託，進行日本進口食

品放射性含量檢測。由邊境抽驗日

本輸入之生鮮冷藏蔬果、水產品、

乳製品、嬰兒食品等，放射性含量

分析結果均符合法規規定。為確

保國人的食品輻射安全，原能會

仍將持續協助相關單位針對日本

進口之食品進行邊境管制的放

射性含量檢測工作。

▲國人飲水調查

▲日本進口食品加強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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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原子能安全管制技術研究

強化管制技術，確保核能安全

推動原子能安全管制技術研究

強化管制技術，確保核能安全

原能會為強化管制技術確保核能安全，持續推動核能安

全管制相關技術研究。

民 國 1 0 5 年 於 「 N u c l e a r  E n g i n e e r i n g  a n d 
Des ign」期刊發表一篇研究論文。探討福島事故發生時，

運轉員所使用的緊急操作程序書(EOP)可能面臨的問題，並

以TRACE程式證實我國斷然處置措施(URG)之兩階段降壓策

略，可強化當時緊急操作程序書不足之處。本論文有別於國

際上多數建議強化電廠基礎設施與增添救援設備，而以緊急

操作程序書的改進與有效掌握救援資源的角度，防止嚴重事

故的發生。

此 外 原 能 會 亦 於 核 能 熱 水 流 運 轉 及 安 全 專 題 會

議(NUTHOS-11)發表兩篇論文，模擬核二廠馬克 I I I型圍阻體

發生主蒸汽管路斷管事件而喪失冷卻水事故時，圍阻體內的

熱流現象，以及核三廠遭遇類福島事故時，移除爐心衰變熱

過程可能遭遇的事件與後續結果。會中與各國專家學者進行

意見交流，並瞭解國際熱水流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助於我國

核能管制技術發展。

▲原能會同仁參與NUTHOS-11研討會 ▲NUTHOS-11會議會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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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交流，加強管制技術能力

推動原子能安全管制技術研究

國際經驗交流，加強管制技術能力

我國為加強國際合作於民國105年與美國簽署「輻射防

護電腦程式分析及維護合作計畫執行協議(RAMP)」、熱流

程式應用及維護研究計畫 (CAMP)、與嚴重核事故研究計

畫(CSARP)等三項合作計畫，促進管制人員與專業研究團隊

的經驗交流。

美國核管會自民國104年起舉辦RAMP使用者會議，提

供訓練課程與使用經驗的交流平台。民國105年10月原能會

派員參加秋季會議。會中除了參與輻射防護程式的訓練課程

外，針對民國106年4月由原能會與美國核管會共同舉辦的

使用者會議，原能會亦與美國RAMP團隊進行雙向的溝通與

討論。美方針對我國關切的核能電廠除役議題，亦請團隊設

計情境案例，以符合我國核能政策與立場。

針 對 民 國 1 0 6 年 的 使 用 者 會 議 ， 原 能 會 將 邀 請 美

國 核 管 會 的 專 家 學 者 對 核 種 傳 輸 ( R A D T R A D ) 、 緊 急

應 變 ( R A S C A L ) 、 皮 膚 污 染 ( V A R S K I N ) 、 環 境 輻 射 劑

量(GENI I )等輻射防護程式提供專業解說，以提升我國管制

技術能力符合國際趨勢。

▲原能會參訪同仁與RAMP計畫經理合影 ▲美國核管會輻射防護科長頒發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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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

1月份1月份

1月

建置「多功能輻射偵測系統平台」，使用高壓游離腔
偵檢器及中子輻射偵檢器，搭配網路型數據記錄器完
成偵測儀器與網路型數據記錄器間之網路通訊及長時
間運轉與數據傳輸功能，將各項輻射偵測數據收集彙
整於「集中式監測數據收集伺服管理系統」。

1/6

1/30

北韓宣稱於105年1月6日上午10點30分進行氫彈核
爆，經加強取樣蒐集的雨水試樣及每週的抽氣試樣都
未測得人工核種。

1/12 發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資訊公開作業要點」。

1/15
與美國核管會(NRC)簽署輻射防護電腦程式分析及維
護計畫(RAMP; Radiation Protection Code Analysis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1/15

屏東縣後壁湖漁港出現大批魚群暴斃情形，因為後壁
湖漁港鄰近核三廠出海口，屏東縣環保局為釐清魚群
死亡原因，該局派員採集魚體送至輻射偵測中心，檢
測結果僅測出天然核種鉀-40，並未檢測出任何人工核
種。

1/21 「核一廠除役計畫」上網公開。

1/27 瑞典駐台辦事處一行三人參訪輻射偵測中心，並參觀
中心各實驗室。

1/28 修正發布施行「核子事故分類通報及應變辦法」。

2月份
2/3 核發工業技術研究院「運轉期間檢測及測試監查機

構」再認可證書。

2/18 召開「核一廠除役計畫綜合審查聯席會議」第一次會
議。

2/25

3/14

完成104年第4季「龍門電廠運轉前環境背景輻射監
測」及「臺灣地區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季報、104
年下半年「臺灣地區放射性落塵與食品調查」半年報
以及104年「臺灣地區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年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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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3月份

3/1

核研所「金屬支撐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單元製作技
術」，授權漢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固態氧化物燃
料電池研發工作繼陶瓷支撐型電池單元技轉九豪公司
後，另一產業效益之進展。

3/2

3/4

核三廠緊急應變區大平國小與大光國小進行環境輻射
偵測與輻射安全溝通宣導。

3/7

3/11

執行「105年度核三廠修改、測試或實驗之評估及永久
性修改及熱沉效能」專案視察。

3/11
核研所與核醫學會、台北榮總、秀傳醫院等單位，共
同主辦「第五屆台灣核醫心臟國際學術研討會」，討
論心臟相關之核醫應用及MIBG之應用。

3/14 完成「核一廠2號機105年3月10日急停事件綜合檢討
報告」審查，並同意機組再起動申請。

3/14

3/15

核研所於舉辦「風機可靠度及應用技術研討會」，邀
請丹麥Aalborg University Prof. Sorensen擔任講座，
與會人員包含台電、中鋼、東元等國內主要投入風機
研發之單位約40人，對於增進離岸風機技術交流，提
昇國內相關技術能力有實質之助益。

3/14

3/15

派員參加台電公司舉辦之BWROG Workshop研討
會，探討後福島改善國際現況。

3/14

3/18

執行「105年度核二廠熱沉效能暨火災防護查證」專案
視察。

3/22
成立「輻射應變技術隊」，專責處理國內放射性物質
意外、放射性物料管理及運送意外事件、輻射彈爆炸
事件等三類輻災事故應變工作。

3/30 辦理105年低放處置計畫專案視察作業。

3/31 辦理105年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專案視察作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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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4月份
4/12

5/16

執行「核二廠2號機第24次大修作業視察」及完成「核
二廠2號機再起動與併聯申請」審查。

4/13

4/16

總署保防作業A處處長Mr. Dyck上任後首度來臺訪
問，於4月14日假原能會召開技術會議，15日參訪核
一廠乾貯設施。

4/13

參加「104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成果研討
會」，會中發表「建構國土安全輻射監測網」計畫104
年成果。另於會場展示區展示計畫成果，並派4員於現
場解說，參展海報獲得績優獎。

4/18 配合新竹縣民安2號演習，原能會輻射應變技術隊成立
後第一次參與輻災演練。

4/21 執行「105年度第1次核二廠不預警視察」。

4/21

4/22

第12屆臺日能源合作研討會於台北舉行，核研所研提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之耐久性試驗與劣化機制評估
及固態氧化物電解電池材料研製及特性研究」及「離
岸風機設計驗證技術」等2則合作提案。

4/22 召開第15屆第1次「游離輻射安全諮詢會」。

4/23

原能會與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核能安全法制研討會，
邀請法國馬賽大學榮譽教授Jean-Marie Pontier專題
演講「核安法制程序之透明性」，並探討核能安全公
約內國法化之檢驗及法國核能資訊公開透明法制。

4/25

4/27

核研所與標檢局，在台北共同舉辦IEA Wind Task 27
工作會議，包括西班牙、美國、丹麥、義大利等多位
國內外專家進行報告與討論，主題涵蓋小風機產業與
政策發展概況、小風機設計評估、七股風機測試場檢
測驗證成果說明等。透過本次會議，成功展示台灣小
風機的技術能量及檢證測試環境，並實質促進國際交
流合作與互動。

4/26 召開第二屆台日核安管制資訊交流會議。

4/27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1次委員會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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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

5月份

4/27 派員參加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體系「漢光32號」電腦
輔助指揮所演習。

5月份

5/3

配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轄下核能署主辦之INEX5演
習，完成我國之兵推演習，召集中央各部會以境外核
災為演練項目，檢視我國「境外核災處理作業要點」
各部會之權責與應注意事項。

5/3 辦理「2016 除役核電廠輻射影響評估模式審查應用研
討會」。

5/7 分台北及高雄兩地舉辦105年度第1次「輻射防護人員
證書測驗及操作人員輻射安全證書測驗」。

5/20 執行「105年度第1次核三廠不預警視察」。

5/24
高雄市五福路與文橫路交叉口及裕誠路，遭民眾檢舉
有疑似輻射異常物(兩台自動販賣機)，派員進行輻射
偵測作業，偵測結果無輻射異常。

5/25 發布我國「104年度全國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統計」年
報。

5/25

核研所辦理「105年度核能同級品耐震驗證研討會」，
邀集產學研相關機構，針對國內外核能級零組件同級
品，進行核能級耐震檢測及驗證技術之交流，同時展
現核研所過去20年來建置核能級地震平台之技術能力
及相關業務介紹，計有產學研機構外賓82人及核研所
同仁約40人參與。

5/26 辦理「104年度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執行成效評
核會議」。

5/27 完成105年第1季「龍門電廠運轉前環境背景輻射監
測」與「臺灣地區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季報。

6月份
6/1 「我友邦駐維也納聯合國暨其他相關組織常任代表訪

華團」訪會。

6/2 召開「第131次放射性物料管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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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

6/6

6/8
辦理2016年台美雙邊技術會議(BTM)。

6/6

6/10

協調薦派核研所新進人員乙名，赴國際原子能總
署(IAEA)維也納總部見習。

6/7 核定台電公司核能一、二、三廠及龍門電廠之核子事
故歸類及研判程序，6月13日上網公布。

6/8
完成「核安演習評核要項與審查基準」之訂定，提供
核安演習評核委員完整與一致性之評核要項暨審查基
準。

6/15

6/17

核 研 所 邀 請 美 國 能 源 部 民 用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管 理
局(OCRWM)、阿岡國家實驗室(ANL)、美國西南研究
院(SwRI)等單位專家蒞所，進行SNFD2017報告技術研
討，計有產學研界及核研所共約50位參加。

6/15

6/21

執行「105年度核一廠修改、測試或實驗之評估及永久
性修改」專案視察。 

6/17 執行「105年度第1次核一廠不預警視察」。

6/20

6/24
執行「105年度核三廠火災防護」專案視察。

6/21
美國大港倡議計畫Mark Pinkalla先生蒞臨輻射偵測中
心參訪，討論有關大港倡議計畫後續推動及執行心得
交換等議題。

6/22 召開第47次核子設施類輻射防護管制會議。

6/29 發布「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

7月份
7月

輻射偵測中心劑量校正實驗室與放射分析實驗室均通
過ISO17025實驗室認證展延評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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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

7/1
蔡副主任委員陪同陳副總統接見德國國會「環境、
自然保護與核能安全委員會」主席霍恩（Bärbel 
Höhn）。

7/5

10/3

參與行政院主導之「105年度地方政府災害防救業務訪
評」任務，派員分赴全國22個地方縣市政府執行輻射
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7/7 接獲台電公司函送撤回核一廠延役申請案，並終止核
一廠延役案之審查作業。

7/11

7/13

核三廠緊急應變區恆春國小、僑勇國小及水泉國小執
行加馬能譜現場度量，並宣傳輻射安全基本知識。

7/18

7/22

邀請美國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局專家來台辦理「內部
威脅防護訓練課程」，計有中央警察大學、行政院國
土安全辦公室、內政部警政署等代表30人參訓。

7/19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2次委員會議。

7/20 發布我國「104年游離輻射應用與管理統計」年報。

7/20 核研所在桃園市舉辦SOFC電池堆技術技轉九豪精密陶
瓷公司簽約儀式，為建構完整產業鏈之重要一環。

7/25

7/29

受邀參與桃園市政府承辦「中華民國第56屆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科學教育週」活動。

7/26 召開「核一廠除役計畫綜合審查聯席會議」第二次會
議。

7/26 辦理「蘭嶼貯存場環境輻射平行監測活動」

7/28 核准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高性能混凝土處置容
器申請案」。

8月份
8/3 辦理「105年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技術研討會」。

8/8 核備台電公司「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實施計
畫」。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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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核發工業技術研究院「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期間監查
機構」認可證書。

8/11
「美洲核能協會中華民國總會暨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
女委員會105年聯合年會」在核研所舉行，計有約120
位各界會員與會。

8/16 於屏東車城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辦
理105年核安第22號演習兵棋推演。

8/19 召開第15屆第2次「游離輻射安全諮詢會」。

8/19

核研所舉辦「48週年所慶及親子活動」，除所慶大會
外，尚包括開放所區參觀、研發成果展示、親子趣味
活動、親子巿集及電影欣賞等，參加人員除員工及眷
屬外，同時邀請退離人員參加，獲熱情回應，為歷年
最多參加人數。

8/23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3次委員會議。

8/25 辦理第1次「公眾參與平台」座談會議，討論未來平台
運作模式。

8/29 完成「核子事故風險溝通手冊(校園篇)」，並上載於
官網供民眾閱覽。

8/29
就台電公司未依計畫時程切實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計畫，違反物管法第29條之情事，處以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8/30

9/1

於台南歸仁舉辦空中偵測實務訓練，學員實際上機飛
航測試偵測與數據分析。

8/31
完成105年上半年「臺灣地區放射性落塵與食品調
查」半年報與第2季「龍門電廠運轉前環境背景輻射監
測」、「臺灣地區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季報。

8/31

內政部公告核研所研發替代役男燃材組張瑋辰先生及
物理組黃德榮先生，分別榮獲104年度績優-非民間產
業組第1名及第8名(全國共約1萬2千名役男)，同時核
研所亦獲得非民間產業組用人單位第2名(全國共約900
個單位)。

~

76大事紀

CHAPTER4



9 月份9月份

9/6
舉辦「核能電廠後福島改善研討會―超越設計基準廠
外事件之減災策略(FLEX/URG)」，探討FLEX策略執行
成效。

9/7 辦理「核一廠除役計畫暨乾式貯存設施訪查活動」。

9/8
核研所提報參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公用財產104年度
活化運用績效評選，財政部105年9月8日通知，核研
所榮獲公務預算機關組第1名。

9/9

9/10

美國能源部核安局Dr Piotr Wasiolek至輻射偵測中心進
行訓練。除講義說明空中偵測發展技術與問答互動外，
也實際以車載模擬至市區實行操作演練與校正作業。

9/10 召開「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四屆第18次會議」。

9/12 投稿重要論文於「Nuclear  Engineer ing and 
Design」國際期刊並獲得接受。

9/12

9/13
、

10/19

分別於核三廠及鄰近地區舉行105年核安第22號演
習，參與人數共8千9百多人，係歷年人數最多的一
次。

9/13 函頒實施「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災害支援協助處
理項目及程序要點」。

9/19

9/23

執行「105年度核三廠維護有效性暨核能安全總體檢」
專案視察。

9/20

9/24

由原能會、外交部、國貿局、核研所及台電公司派
員組團赴奧地利維也納與國際原子能總署共同召開
「2016年核子保防業務協調會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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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10月份

9/21

9/26
、

10/10

執行「105年度核一廠維護有效性」專案視察。

9/22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4次委員會議。

9/26

9/30
派員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第60屆會員國大會。

9/26

10/4
執行「105年度核二廠維護有效性」專案視察。

9/26
媒體報導北韓9月9日進行核試爆，持續進行台北、高
雄地區雨水採樣及全省空浮微粒落塵試樣監測作業，
樣品中均未檢測出任何人工核種。

9/29 英國國際貿易部商務大使Brian Wilson訪會。

9/29

10/1

核研所於「2016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榮獲

20個獎項，包括1鉑金、7金、4銀及8銅。

9/30
辦理「輻射犯罪現場鑑識研習會」，計有行政院國土
安全辦公室、中央警察大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及核電廠等代表共87人參加。

10月份

10月
於蘭嶼貯存場大門口場界邊完成紅頭監測站的設置，
並將環境輻射即時監測數據公開於網站，全國目前總
計有46座環境輻射即時監測站。

10/3

10/7

邀請美國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局專家來台辦理「輻射
事故災後管理國際訓練進階課程」，計有核子事故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單位代表共55人參訓。

10/4 於新北市石門區公所辦理「核一廠除役計畫審查地方
說明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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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14

派 員 參 加 韓 國 核 能 協 會 與 美 國 核 能 協 會 共 同 舉
辦 之 「 第 1 1 屆 核 能 熱 水 流 運 轉 及 安 全 專 題 會
議(NUTHOS-11)」，並發表二篇論文。

10/11

11/18

執行「核三廠1號機第23次大修作業視察」及完成「核
三廠1號機再起動與併聯申請」審查。

10/12
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於官網資訊公開專區新增
「接獲業者通報之事件」乙項，當接獲業者通報案件
後，於24小時之內刊登於官網。

10/12
、

10/14
、

10/18
、

10/20

分北、中、南、東四區辦理「105年地方政府輻射災害
應變作業講習」，計有地方政府第一線應變人員及國
內機場港埠輻射災害業務人員等2百多人參訓。

10/13
、

10/18

舉辦2場「輻射防護雲化服務系統暨輻防管制宣導說明
會」。

10/14
、

10/18
、

10/21

舉辦3場「105年放射線照相檢驗業輻射安全防護管制
宣導會」。

10/15
假台北市立仁愛醫院，與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臺灣輻
射安全促進會及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共同為輻射屋居民
舉辦「2016年輻射健康照顧年度關懷活動」。

10/15

10/23

派員參加美國核管會舉辦之RAMP使用者會議，並與
美方討論2017年辦理事宜。

10/18 辦理「2016除役電廠用過核子燃料管理研討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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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11月份

10/19
於墾丁牧場、後壁湖漁港及車城消防分隊，進行核安
演習南部輻射監測中心演練項目，順利圓滿完成任
務。

10/20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5次委員會議。

10/21
辦理第2次「公眾參與平台」座談會議，邀請有關機
關、民間團體及代表與會，就核ㄧ廠除役計畫之審查進
行討論。

10/25 執行「105年度第2次核二廠不預警視察」。

10/28  分台北及高雄兩地舉辦105年度第2次「輻射防護人員
證書測驗及操作人員輻射安全證書測驗」。

10/29

11/1

2016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於105年10月29日至11
月1日舉辦，核研所參賽2項均榮獲金牌獎，分別為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及其製作方法」與「薄膜電池
結構及其製造方法」。

10/31

完成醫療院所、生產設施及製造業、高強度輻射設
施、第1類及第2類密封放射性物質、放射線照相檢驗
業、核醫藥局、輻射防護訓練業、銷售服務業及偵測
服務業、熔煉爐鋼鐵廠、軍事單位、海關及航警單位
等計328家業者輻射作業場所輻射安全專案檢查。

10/31

完成120部乳房X光攝影儀、146部電腦斷層掃描儀及

200部放射治療設備之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檢查，50
部乳房X光攝影巡迴車及26部一般X光攝影巡迴車醫療
曝露品質保證作業不預警檢查，確保民眾醫療品質。

10/31 完成160部透視攝影X光機輻射安全及醫療曝露品質保
證作業現況訪查。

10/31 執行「105年度第2次核一廠不預警視察」。 
11月份

11月
執行105年基隆市核二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三個行政
區12個里的家庭訪問計畫，說明核災民眾防護基本措
施，總共訪問數達9,658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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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1/10
、

11/14

執行「105年度核二廠核能安全總體檢」專案視察。

11/16

11/21
、

11/24

執行「105年度核一廠火災防護」專案視察。

11/17
首次辦理「與主委有約」活動，謝主委親自與同仁座
談、傾聽同仁們的想法與意見，深獲同仁肯定，爾後
將定期規劃辦理。

11/17
核研所與海威公司在台北舉辦生質精煉製程技術授權
記者會，第二期能源國家型計畫楊執行長亦到場致詞
及見證核研所生質技術移轉之成果。

11/18 與衛生福利部共同舉辦「105年度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
業研習會暨輻射防護績優單位頒獎」。

11/21 完成「台電公司核二廠2號機105年5月16日發電機避
雷器箱等設備受損事件」調查報告，並對外公佈。

11/22

核研所舉辦「離岸風機及支撐結構工程技術研討
會」，邀請德國斯圖加特大學風能研究中心、中鋼公
司、成功大學等外賓專題演講，與會產官學研各界總
計約50人參加。

11/22 辦理「2016台日核電廠除役技術經驗研討會」。

11/25 執行「105年度第2次核三廠不預警視察」。

11/25
完成105年守護核安有獎徵答活動，總計約9千多人次
參與並吸引5千多人加入為原能會「輻務小站」臉書粉
絲。

11/28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6次委員會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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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12月份12 月份

11/29
參加「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工
作小組第1次會議」報告「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之決
策經過」。

11/29 完成105年第3季「龍門電廠運轉前環境背景輻射監
測」以及「臺灣地區核能設施環境輻射監測」季報。

11/29

12/2
完成花蓮縣13鄉鎮環境背景輻射現場度量偵測作業。

11/30 執行105年度輻射污染建築物居民醫療服務諮詢及後續
醫療照護計畫，完成671位輻射屋居民健康檢查。

11/30 完成「輻射防護管制系統雲化服務系統更新」計畫第4
期系統建置。

11/30

完成105年氡氣量測調查，共計量測民宅108戶，公
共空間包括台鐵、高鐵以及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故
宮博物館、台北美術館、台灣美術館以及高雄美術館
等，量測結果均低於美國環保署建議之改善濃度。

12月份
12/1 完成「營運中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成果報告」

審查，並提出安全評估報告上網公布。

12/1 與公民團體完成核二廠環境輻射平行監測第一階段執
行會議及現場環境輻射偵測。

12/2 發行「用過核子燃料管理安全與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安
全聯合公約」2016年版國家報告書英文版。

12/8

12/9

於美國阿布奎基市聖迪亞國家實驗室舉行2016年台美
民用核能合作年會。

12/14
核研所電漿技術於節能膜應用開發團隊，榮獲105年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團體獎殊榮，考試院於12月14日在
該院主持表揚大會，並由蔡總統親自頒獎。

12/16 召開第15屆第3次「游離輻射安全諮詢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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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 完成105年核一廠、核二廠周圍環境土壤樣品放射性核
種含量水平調查專案計畫，建立背景資料。

12/20 於屏東車城辦理第3次「公眾參與平台」，以「核安第

22號演習之檢討與建言」為討論議題。

12/20 召開第48次核子設施類輻射防護管制會議。

12/22 召開原能會105年第7次委員會議。

12/22 執行「105年度第3次核二廠不預警視察」。 
12/22

12/27
執行「105度核一廠核能安全總體檢」專案視察。

12/22

核研所「電漿噴塗金屬支撐型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片
製備技術」與「可多元化應用之纖維生質物解聚糖化
技術」兩項技術產品，獲得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
業策進會主辦之第13屆國家新創獎，並於105年12月

22日舉行頒獎。

12/23 執行「105年度第3次核一廠不預警視察」。

12/23

原能會頒發「105年度放射性物料安全營運績優暨研究
發展傑出貢獻獎」，核研所共有2項團體(工程組「TRR
燃料池鈾泥清理團隊」及燃材組「放射性物料熱室檢
驗技術研發團隊」)及1項個人獲獎。

12/23 召開「放射性安全諮詢會第四屆第19次會議」。

12/23 辦理「105年度放射性物料研究發展傑出貢獻及安全營
運績優獎」頒獎典禮。

12/23 經行政院核定後，函頒實施「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105年版）」。

12/31 原 能 會 核 安 即 時 通 A P P  安 裝 人 數 達 1 2 , 0 2 3
次（Android系統6,062次；IOS系統5,961次）。

12/31

原能會開放資料 (Open Data)專區已建置達137項開
放資料集，其中「全國環境輻射偵測」開放資料在政
府資料開放平台內達45,969次下載使用量，為全國第

11名。

12/31
完 成 「 強 化 輻 射 安 全 與 輻 射 醫 療 品 質 技 術 研 究
計(1/4)」及「核設施除役之輻射安全與人員生物劑量
評估技術研究計畫(4/4)」科技計畫。

~

83 6, 6,



版權頁
Copyright 
       Page

5

書　　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5 年年報

編 著 者：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出版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電　　話：（02）8231-7919 
地　　址：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 1 段 80 號 2 樓
網　　址：http://www.aec.gov.tw 
設計編印：佳新文化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初版

1. 定價：200 元

2.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站

                400 台中市中山路 6 號

               （04）2226-033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02）2518-0207

GPN：4310600628
ISBN：978-986-05-2417-8
光碟檔案：電子書執行檔 / 電子書 PDF 檔

◎ 本書同時登載於原能會網站之「關於本會」，

網址為：http://www.aec.gov.tw
◎ 原能會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

內容者，須徵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同意或書

面授權。 聯絡電話：（02）2232-207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四季守護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年報 . 105 年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編著 .
新北市 : 原能會 , 106.05 　面 ; 　公分

ISBN 978-986-05-2417-8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 核子工程

廣告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