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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7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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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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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第10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略) 

宣讀畢，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原能會 106年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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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鄰近海域輻射調查之研究」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二)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請詳加說明沿岸及離岸海水取樣之距離、參與計畫之協同

機關(單位)及分析方法？ 

2、前處理是否可採用吸附劑之方法；海水核種分析是否可使

用感應耦合電漿(ICP)方法？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沿岸海水取樣係依計畫選定全台 9 個漁港，於港邊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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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行海水取樣；離岸海水取樣點則具備衛星定位資料，

係委請具有船隻的相關部會，於例行公務時，在其航道上

協助取樣，並未規定離岸距離，各取樣點距岸邊距離皆不

同，將於會後深入瞭解並蒐集相關資料，提供委員參考。 

2、協同 4個合作機關包括： 

 (1)環保署：在沿海區域水質監測點附近採集海水。 

 (2)科技部(海研一、二及三號)：執行離岸海水、海底沉積物、

海生物之採樣。 

 (3)海巡署：機動執行採集 1公升海水樣，以蘇澳外海為範圍。 

 (4)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在漁業公務船舶航程，協助採集海

水樣。 

3、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以下簡稱偵測中心)現行海水分析方

法，係使用吸附劑磷鉬酸銨；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海

洋與環境輻射中心(WHOI)及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產業

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研究團隊則以新開發的樹酯為吸附

劑；未來偵測中心將精進分析方法，以提升分析效率。感

應耦合電漿(ICP)或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是否適

用於核種的分析，主要是依核種的種類而定，以銫-137為

例，目前仍然以純鍺偵檢器計測較為靈敏。 

委員發言紀要： 

分析結果是否與國際進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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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偵測中心已於去(106)年建置完成海水放射性檢驗方法之技

術，雖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分析中心(JCAC)定期進行環境樣

品放射性分析比較實驗，惟尚未進行海水比較實驗；60 公升

海水體積及重量等之因素運送不易，目前仍在研究如何納入比

對項目。另，106年台美會議時，偵測中心與美國「伍茲霍爾

海洋研究所海洋與環境輻射中心(WHOI)」專家討論台灣海域

輻射監測調查計畫報告之分析數據，表示均在合理範圍，未來

偵測中心將儘可能與國外實驗室進行比對實驗。 

委員發言紀要：  

本計畫之目標及監測目的？延續規劃執行取樣工作及分析作

業之細節項目，如：取樣海域之選擇、洋流、樣品季節代表性、

取樣頻率、海生物分類等因素。此外建議連結各單位可協助取

樣地點資訊，彙編製成「海洋取樣地圖」，滾動式檢討取樣點

數目及分析結果之代表性。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本(107)年計畫屬先期研究計畫，取樣頻率與地點數目將持續

加強，執行之成果將提供後續 4年期計畫之規劃參考，委員之

意見亦將納入未來計畫之規劃，並建立取樣地圖。 

委員發言紀要：  

1、請說明沿岸 9個港口海產、底棲類海生物之取樣方法及漁

業署取樣送檢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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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民眾會持續比對日本環境輻射監測之作為，建議原能

會能檢視現行監測項目，提出可精進之作為，如台灣是否

有執行氚之監測。 

3、建議衛福部和原能會對於核種建立一套說明(說帖)，一開

始先將概念說清楚後，再解釋數據資料。 

4、有關本監測計畫每年數據資訊如何公開揭露，是否如會議

簡報內呈現原始數據？請進一步思考民眾知的需求又期能

正確引導解讀之呈現方式。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歷年偵測中心已對新竹、彰化、嘉義等 3個漁港進行海產

物的監測，去(106)年度因海域案，擴充取樣點至全國 9個

港口，目前取樣方法則是透過當地漁會委託漁民進行捕

撈，並未鎖定特殊魚種進行取樣，依 106 年度分析結果顯

示，並無核種累積於特殊魚種之情形，然未來將與海洋研

究單位合作，增列深海或迴游等魚種特性，以利後續數據

分析。 

2、漁業署送樣至輻射偵測中心以秋刀魚為主，除進行加馬分

析外，部分樣品亦進行鍶-90 分析。 

3、日本福島事故後日本於海水的分析除放射性銫外，亦包含

多種其他核種，由於其他難測核種(如鍶 90 及鈽 239)目前

已多未檢出，所以檢測頻率已減少或未進行檢測。考量事

故發生時需同時監測各種核種，所以偵測中心未來除放射

性銫分析外，仍將積極精進分析方法，並納入難測核種偵

測技術，以因應不時之需。 



5 

 

4、台灣已具有監測氚之技術能力，氚之分析亦為偵測中心歷

年核設施環境輻射監測項目之一。 

5、有關監測結果之公布，未來將適時地加入淺顯易懂之解

釋；與民眾溝通，亦將先藉由原能會「輻務小站」社群媒

體，瞭解民眾回應及接受程度，以利修正相關資訊。 

委員發言紀要： 

1、台灣海洋研究團隊對於外海已有完善的監測點，偵測中心

是否能研擬適當輻射偵檢儀器，隨同佈設於海上監測點。 

2、關於沿岸海水偵測結果是否與台電公司監測結果相符。 

3、本計畫之目的是否為海水背景輻射量測抑或評估日本福島

核災後，經洋流流經台灣之海水放射性分析，並請提出儀

器最低可測活度(MDA)之數值。 

4、數據公布後，如何引導民眾解讀。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與海洋研究團隊合作佈設輻射偵檢儀器之構想，係未來監

測之趨勢，在經費許可下，未來將與相關海洋研究團隊合

作。 

2、海域案主要係以 60 公升海水進行分析，最低可測活度

(MDA)較低，以利建立台灣地區海水背景輻射值，與現行

台電公司監測計畫中以 4 公升海水取樣點不同。 

3、本計畫之目標為建立台灣地區海水背景輻射值，未來公布

報告將加註最低可測活度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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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緊急應變與本次簡報之海水輻射監測取樣或檢測方法是否

不同？ 

2、可否透過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在海水輻射監測方

面進行技術交流。 

3、美國或歐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在海水輻射監測

方面可能已有豐富經驗，並已建立一套標準作業程序

(SOP)，建議可蒐集相關資料做為本國發展海水輻射監測

技術之參考。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緊急應變時為求快速分析時效性，省略前處理過程，直接

取 1 或 4 公升海水計測；平時監測海水取樣方法屬微量分

析，海水取樣量較大且需進行前處理，所以樣品取樣量及

分析技術皆不同。 

2、目前和陸方之交流稍有停滯，視需要時可考量與陸方學者

進行討論合作事宜。 

3、目前以朝向先建立自我分析能力為優先，未來將先輔以與

日本分析中心(JCAC)及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海洋與

環境輻射中心(WHOI)」技術交流，建立台灣鄰近海域輻

射調查技術能量。 

4、除現行參考日本與美國環境輻射監測標準外，亦將參考歐

洲環境輻射監測相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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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目前海水取樣點是否具 GPS 定位資訊？可向合作單位獲

得這些資訊以繪出污染地圖。此外建議能與學術研究單位

合作，獲得更多樣品數據資料擴充資料庫內容。 

2、取樣樣品請考量指標性生物與植物，蓄積核種生物效應，

如海藻、底棲或迴游性魚類。另關於台灣附近海域，淺、

深或底層洋流資料需多向國內其他機構申請獲得，不需重

複收集，也避免額外費用，再彙整為台灣地區特性之洋流

資料庫。 

3、依據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共享之規定，建議原能會能依此

規定和科技部海洋學門討論，由此管道獲得且匯集各單位

研究成果，並建立數據品質審核機制，提升數值公信力與

可信度。 

4、氣象局離岸亦架設許多海面監測點，可供後續合作之參考。 

5、與民眾溝通部分應避免使用專業術語，如人工或天然核種

等詞句，請儘量利用生活化的例子，如一般人體內含有鉀

元素等來解釋。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106 年合作單位所提供取樣點已包含衛星定位(GPS)資訊，

規劃擴充建置取樣點溫度，鹽度及酸鹼值等資訊資料庫。 

2、海藻即為指標性生物，未來仍會納入取樣項目，並建立取

樣海生物如魚類之底棲或迴游等相關特性，以利後續數據

研析。國內機構海洋洋流相關資料彙整及資料庫建置，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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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請海洋學術團隊依專業執行。 

3. 原能會海域計畫將委由不同領域海洋專業學術單位組成之

團隊進行，匯集各單位研究成果時亦將建立數據品質審核

機制，以提升數值公信力與可信度。 

4. 各單位可供海域計畫應用的相關設備或監測點，將請受委

託之海洋學術團隊妥善利用，使計畫成果更為豐富。 

5、爾後與民眾溝通將避免使用專業術語，以生活化用詞加以

說明。 

八、 決定： 

(一)洽悉，同意備查。 

(二)輻射偵測中心「海水中銫分析方法之精進」努力值得肯定，在

經費人力許可下，請輻射偵測中心持續精進各種放射化學分析

方法。 

(三)「台灣海域輻射監測調查計畫」之執行有其必要性，建立之各

項台灣鄰近海域放射性核種含量背景資料應定期公開並開放

民間使用，未來新增之科技計畫可結合農委會我國鄰近海域漁

場資訊，對確保漁產品之輻射安全有助益，相關科技計畫之經

費請科技部繼續支持。 

九、 主席結論：無。 

十、 散會(下午 3 時 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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