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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二、 地點：原能會 2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三、 主席：謝曉星主任委員                紀錄：劉任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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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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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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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環境輻射地圖」報告案： 

(一) 報告內容：略。 

原能會補充說明： 

1、目前看到的「臺灣環境輻射地圖」是第 1 階段的成果，未

來還有第 2 階段及第 3 階段的成果。  

2、報告中所呈現的資訊是電腦版，若使用手機線上瀏覽會顯

示「建置中」，尚無法執行；預計今(110)年底前手機版本

將建置完成。 

3、輻射偵測中心在全國做了很多環境偵測的取樣，故「臺灣

環境輻射地圖」未來目標，希望能分階段將歷年輻射偵測

中心所做的即時監測或是樣品分析，利用資訊公開的模式

上載在「臺灣環境輻射地圖」，未來民眾上此網頁即可瞭

解所處環境附近的完整輻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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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目前國內若發生地震或天候異常的時候，手機會收到一些警

示簡訊，未來地圖完備時，是否有納入類似的警示簡訊系統及

提供發送簡訊的功能？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目前國內若發生輻射災害，對民眾有影響，科技部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NCDR)會透過災害示警公開資料平台發出即時

示警訊息。地圖目前還沒有這類功能，未來會朝此方向思索。 

委員發言紀要： 

1、報告中提及發生事故時，會連接中央氣象局的資料進行模

擬，因為有時氣象資料數據龐大，模擬運算需要很久的時

間，像此類的模擬需要多少時間？ 

2、目前地圖呈現的設計很好，非常接地氣，所提供的資訊亦

為一般民眾想知道的，惟目前是放在偵測中心的網站項下，

建議直接呈現在原能會首頁的某位置，並用圖像的方式呈

現，較易查詢。 

3、目前地圖的呈現是否有分不同的放射性核種？未來是否有

這類的規劃？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國內若發生核子事故，原能會將成立核子事故輻射監測中

心，中央氣象局也是成員之一，由監測中心負責輻射劑量

評估的工作，目前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已與中央氣象局合作

開發出輻射劑量評估系統，模擬 8 天的氣象資料量，預估

民眾可減免的劑量結果，系統靠個人筆電即可運算，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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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分鐘即知模擬結果。 

2、輻射偵測中心將與原能會的資訊單位協調，討論地圖置放

在首頁的位置後調整之。 

3、未來第 2 階段及第 3 階段都有呈現試樣中不同放射性核種

含量的規劃，例如地圖會納入各地自來水放射性核種之活

度濃度的功能。 

委員發言紀要： 

請問為什麼地圖上將軍鄉、北門鄉附近是黃顏色的，背景輻射

比較高的原因是什麼？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全球有少部分區域的背景輻射較高，這些區域是因為地質組

成因素造成背景輻射較高，例如印度的客拉拉邦、中國大陸的

陽江等區域；國內將軍鄉、北門鄉出海口亦屬於特殊地質的區

域，出海口附近岸邊的岸沙，是富含獨居石成分的重沙，獨居

石內天然放射性核種釷-232 系列的活度濃度較高，造成該區

域的輻射劑量率也較高，因而地圖上呈現黃顏色。 

委員發言紀要： 

地圖做得很好很詳細，但是對一般的民眾而言太複雜，未來手

機版本應該要簡單化，讓民眾能夠快速瞭解所在地的輻射強弱、

危不危險？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目前原能會有另外一個 APP，名稱為「全民原能會」，這個 APP

當初的定位是簡單查詢版本，可以提供民眾查詢所在位置最

近的輻射監測站資訊；「臺灣環境輻射地圖」原始設計目的是

希望能把輻射偵測中心這二、三十年來所收集的輻射偵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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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過檢整後將資訊公開，讓民眾瞭解國家在這方面做了很

多的努力，委員所提的簡化建議，將是未來思考的重點。 

委員發言紀要： 

1、有關地圖上的即時數據，其偵測是連續的？還是間隔一個

一個時段量測的？其數值是多長時間的平均值？數據經過

怎樣的處理？ 

2、在同一地點，這些即時數據在白天黑夜、不同季節或不同

氣象狀況有無差異？ 

3、報告中提及蜂巢區域的 5 公里，若以類似圓形描述是半徑

還是直徑？ 

4、目前偵測是以陸域偵測，包括本島和離島為主，不知有無

搭乘船舶沿著海岸線執行海上輻射偵測？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地圖上即時環境輻射監測站的數據是當時 5 分鐘的平均數

值，歷史背景輻射偵測是該次 1 小時的平均數值，車載輻

射偵測是每 1 分鐘的平均數值。 

2、目前即時環境輻射監測站使用儀器為塑膠閃爍加馬輻射偵

檢器，其靈敏度無法反應清晨、白天或黑夜些微氡氣的溢

出差異，這種現象造成的輻射劑量率變化包含在儀器不確

定性的變動範圍內，無法明確區分；若換成高流量抽氣機

抽氣後，計測濾紙就可以察覺清晨、白天或黑夜等氡活度

濃度的差異。 

3、蜂巢區域的 5 公里為正六邊形的邊長或正六邊形中心至頂

點的距離，如以圓形說明，就是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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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輻射偵測中心針對海域的海水、海生物及沉積物，都有進

行取樣及放射性分析，109 年海域的海水樣品完成 312 件、

海生物 188 件、沉積物 83 件，共 583 件。從 106 年至 109

年，共完成 1,500 多件。另外，有關沿著海岸線的輻射偵

測，目前跟海巡署海巡中隊合作，偵測中心人員搭乘海巡

艦艇，離核電廠外海 5 至 10 公里的海岸線，執行沿線的海

上輻射偵測，目前海上輻射偵測的環境背景輻射劑量率都

較低。 

八、 決定： 

(一)洽悉，同意備查。 

(二)輻射偵測中心建立之「臺灣環境輻射地圖」整合全國環境輻

射偵測資訊並應用地理資訊系統，以蜂巢架構圖像化顯示，

提供民眾更友善查詢界面，達到「政府資訊公開」及「災害情

資共享」等功能，值得鼓勵，請繼續努力。 

(三)請輻射偵測中心持續推動後續精進工作，彙整委員會中所提

相關建設性建議，並適時公開相關資訊，讓國民瞭解國內生

活環境的輻射劑量現況。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2 時 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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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0年第 1次委員會議簽到單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地點：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謝主任委員曉星 

出席人員： 

龔委員明鑫(請假)、潘委員文忠(劉副司長文惠代) 

王委員美花(吳組長國卿代)、陳委員時中(劉科長巧菁代) 

張委員子敬(溫專門委員育勇代)、 

吳委員政忠(郭副司長箐代)、方委員良吉、施委員信民、 

龍委員世俊、艾委員和昌、闕委員蓓德(請假)、 

錢委員景常、王委員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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