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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六屆第六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12月 22日上午 10時至 12時 

二、地點：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敬稱略)： 

出席委員：邱濟民、胡文中、李境和、杜文苓、林朝宗、邱

太銘(請假)、邱賜聰、施中強、張似瑮、張惠雲(請

假)、楊木火、廖惠珠、錢景常 

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主席：劉文忠召集委員                    記錄：陳又新 

五、本次會議簡報： 

「核一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台電公司簡報)(略)。 

六、討論： 

(一)前次決議事項討論 

前次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附件。 

(二)本次議題討論 

錢景常委員： 

本次作業之未照射燃料為何須清洗？清洗廢水是否作為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台電公司： 

由於燃料在爐心超過 6年，燃料池水之物質會附著在燃

料表面，故須以高壓水沖洗，沖洗廢水將會回到爐心循環系

統處理。 

張似瑮委員： 

台電公司簡報第 3頁，請問作業 4個階段之表面劑量率

及環境劑量率為何？ 

台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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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燃料出水作業之燃料表面劑量率不超過

0.2mSv/h，廠家標準為 1.0mSv/h。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作業

之劑量率則差異不大，約為 0.06μSv/h。裝木箱後之距離 1公

尺最高劑量率為 4.5μSv/h，表面劑量率最高為 50μSv/h。 

杜文苓委員： 

1.執行除污作業之人員防護是否足夠？台電公司與燃料廠家

皆為第一次執行該作業，事前是否作業評估，如池邊作業、

燃料吊運有無掉落可能等，這些作業是否有非人工之取代

方式？ 

主席： 

    部分作業於燃料池邊進行，有無防護措施以控制風險？ 

台電公司： 

1.作業前已請廠家模擬，了解劑量來源如分裂物質等劑量貢

獻，但如微粒(Debris)等劑量貢獻須以實際量測得知，故實

際作業時會以水下攝影機確認燃料底部無異物，並進行水

下偵測確認劑量，燃料出水時另全程監測劑量。 

2.人員於池邊作業，自準備作業起均全程配戴安全帶，以確

保人員安全。 

施中強委員： 

未來配合電廠除役，用過核燃料須移出燃料池時，除污

作業可考量採遠端遙控方式，避免人員接觸高輻射劑量。 

廖惠珠委員： 

1.一般除役前會事前規劃，儘可能將燃料用盡，請問台電公

司為何會有 20束新燃料未使用？ 

2.本次作業國際間核能電廠無先例，但不同的核電廠機組仍

會有部分作業相近，建議台電公司可向國際分享本次作業

經驗。 

台電公司： 

1.20 束新燃料為燃料備品，若燃料檢查時發現破損可立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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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另 92 束未照射燃料則為 103 年 12 月發生燃料水棒連

接桿斷開事件後，機組停機期間所留下。 

2.本次作業經驗將來有機會可與國際間分享。 

主席： 

補充說明，核一廠機組停止運轉主要係因 106 年 6 月 2

日北海岸豪大雨使鐵塔倒塌。 

楊木火委員：(詳書面意見) 

1.台電公司簡報第 12頁，扳手為何要用塑膠袋套？手套為何

顏色不同？ 

2.台電公司於作業過程中是否留存所有紀錄，事後有無檢討

缺失，未來可將經驗整理、檢討、改進，訂出程序書，作

為踏入除役國家隊之第一步。 

3.建議台電公司可參考 108年 11月原能會委託清華大學「核

電廠除役管制各階段工程技術與分析應用研究」子項計畫

一「國際除役案例蒐集及相關風險洞悉管制」，其報告，

提及建立獨立資訊管理中心以管理除役資訊。相關資訊亦

可將其翻譯成英文，以利競標國際電廠除役標案。 

主席： 

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議向委員說明除役資訊管理，並請

物管局列為報告題目。 

台電公司： 

1.委員所指塑膠袋為防水膠帶，因池邊作業時所有手工具皆

需繫繩，使用防水膠帶包覆係防止繩子脫落，避免異物入

侵燃料池。手套不同顏色係為區分左右手。 

2.作業過程將盡可能拍照或錄影，紀錄並留存於核一廠內。 

3.除役資訊管理之平台已在建置中，工程管理部分亦已在執

行，將來會建立標準處理作業程序，所有資料、經驗及必

要程序等，會寫成程序書來執行，未來在執行時會檢視並

修改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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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除役資訊之知識管理本公司可配合報告。 

李境和委員： 

1.本作業事前文件審查過程中，台電公司已要求國外廠家進

行評估及臨界分析；現場作業時，廠家要求台電公司於燃

料清洗前後量測劑量，相關紀錄表格並經廠家人員簽名認

可。 

2.未來若要吊運用過核子燃料作業，依其劑量可能須採遙控

設備操作，請台電公司預先詳加規劃。 

邱濟民委員： 

建議台電公司再確認原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及除役計畫

內容，是否與作業現況一致，確保符合有關法令規定。 

主席： 

邱委員提醒相關核定文件若與執行現況不一致時，請台

電公司依循法律程序補正文件，避免法律風險。 

胡文中委員： 

經濟部希望台電公司可以藉由除役作業，與工程會合作

建立完整之工程管理及品保系統，規劃每月請台電公司更新

進度報告，每季或每半年則會開一次檢查會議，請台電公司

留意辦理進度。 

林朝宗委員： 

電廠除役後，用過核子燃料吊運作業困難度將與本次作

業不同，作業須更加嚴謹。 

邱賜聰委員： 

本次外運作業執行過程需各單位通力合作，事前是否與

地方單位充分溝通？ 

台電公司： 

運送作業不管是接收或外運，相關地方警力及前置準

備，均向地方單位說明，並請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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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木火委員：(詳書面意見) 

1.109年第 4季核一廠除役工作進度報告，已公布於台電公司

網站，但公布時程是否過早？另大部份文字與第 3 季報告

內容相同，建議台電公司應提供工程圖等，內容較為充實。 

2.有關乾式貯存，請問台電公司與新北市政府溝通進度如

何？ 

3.國際原子能總署發布之報告有彙整各國除役經驗，可利用

除役前期準備時間，蒐集建立國際除役經驗。 

4.建議可整合人員出國經驗，放上國際除役資訊專區，臺灣

因整體社會氛圍特殊，建議資訊完整公開，將正面成果呈

現給大眾。 

台電公司： 

1.除役開始前幾年為準備階段，進展會較為緩慢，且拆除計

畫須送原能會審查，審查同意後才會進行。故前期除役工

作進度報告變化不大，將再確認已刊登的第 4季報告內容。 

2.以新北市人口及地質條件，新北市不會成為最終處置之場

所，後續待中央與地方政府溝通後，相信不久將能繼續推

動乾貯。 

3.相關資訊將會視重要性適當留存，包括拆除計畫審查、廢

棄物量測與規劃等。 

主席： 

原能會為安全管制機關，多為進行國際安全管制經驗交

流活動，有關蒐集整合一般除役電廠之實際作業資訊，應由

台電公司與後端基金支應經費及人力執行為宜。 

廖惠珠委員： 

1.國際間並未將未照射燃料納入除役相關規範，故建議台電

公司再行檢視除役計畫，將規範以外部分排除。 

2.考慮本次作業對環境之影響有限，如需變更原環評申請內

容，台電公司可提送「變更內容對照表」加快審查速度。 

胡文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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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本次運送之燃料屬營運中燃料，非除役範圍，無

須修訂除役計畫，請台電公司再確認。 

邱濟民委員： 

請台電公司確認「營運中」的定義、範圍及期程，再依

相關法令執行。 

主席： 

依常理未照射燃料為資產物料，請台電公司再確認除役

計畫內容有無列入未照射燃料，若已列入，可參酌廖委員建

議提送變更內容對照表。 

七、決議事項： 

1.台電公司「核一廠核子燃料外運作業」報告案，洽悉。 

2.核一廠未照射燃料，自反應爐取出清洗除污回收鈾料，可

減少乾式貯存空間及後續處置費用。台電公司辦理本案相

關作業平順，達成零核安、零輻安、零工安，並如質如期

完成，值得肯定。 

3.核一廠核子燃料外運廠區作業，涉及燃料吊運、清洗除污、

裝載運搬等事項，可作為未來乾式貯存或其他作業之參考。 

4.為利於知識分享與經驗傳承，請台電公司於 3個月內完成

本作業報告，並提報原能會備查。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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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8月 18日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六屆第五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編號：1   

決議事項 

台電公司為因應核電廠除役廢棄物之特性，適時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

容器開發工作有其必要性，請台電公司落實品質保證作業，以確保開發成

果符合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情形 

台電公司： 

本公司開發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必定落實品質保證作業，並確保開發

成果符合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相關法令規定。 

 

編號：2   

決議事項 

原能會就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之安全管制，過往已建立審查與檢查之

實務管制經驗。請原能會依核一廠除役計畫之進度，持續執行台電公司低

放盛裝容器開發先期管制作業，做好安全把關工作。 

辦理情形 

原能會： 

原能會於 109年 10月 5日與台電公司召開會議，請台電公司說明「除役

低放射性廢棄物盛裝容器辦理現況與適法性」，會議要求低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由產生、處理、貯存、運送至最終處置，各階段密切相關，故盛裝容

器之設計必須通盤考量，以確保發揮預期功能。請台電公司對於相關低放

盛裝容器之設計應確保與後續相關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運送及最

終處置作業之安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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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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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木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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