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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高級運轉員 測驗試題 

課目：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 

一、 選擇題：(每題 2 分，答案四選一，答錯不倒扣，共 40 分) 

1. （1） 某一低放射性廢棄物實驗型焚化爐，每日設計處理量為 40

公斤，負指揮或調度責任之主管人員，應取得何種認可證

書？(1)高級運轉員 (2)運轉員 (3)以上皆可 (4)不需證書。 

2. （3） 用於貯存或處置放射性廢棄物之盛裝容器，下列所述何者正

確？(1)可任意使用 (2)向主管人員報告後即可使用 (3)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可使用 (4)以上皆是。 

3. （2） 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活度小於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中微

量包件之活度限制者，且其重量小於多少者得免檢送運送計

畫？(1)100公斤 (2)1,000公斤 (3)3,000公斤 (4)500公斤。 

4. （2） 低放射性廢棄物包件運送時，除應由訓練合格人員押運外，

所需攜帶之文件不包括以下何者？(1)運送計畫 (2)安全管制

計畫 (3)交運文件 (4)物質安全資料表。 

5. （2） 下列何者不是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目標？(1)保障國民安全 

(2)促進經濟發展 (3)維護環境生態品質 (4)避免現代及後世

受到放射性廢棄物之不利影響。 

6. （1）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建議候選場址須通過以下何

項程序後，始得獲選為候選場址？(1)縣(市)地方性公民投票

同意 (2)鄉(鎮、市)地方性公民投票同意 (3)縣(市)議會議決

通過 (4)鄉(鎮、市)代表會議決通過。 

7. （4） 下列何者屬於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所稱「異常或緊急事件」的

範圍？(1)人員受放射性污染且須送至設施外就醫 (2)因天然

災害或其他因素，對設施運轉安全造成實質影響 (3)核子燃

料在吊卸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 (4)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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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下列關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或貯存設施發生異常或緊急事

件 之敘述，何者正確？(1)應於發現時起 1 小時內通報核能

安全委員會 (2)放射性廢棄物遺失時，應於發現時起 1 小時

內通報核能安全委員會 (3)書面報告應於發現之日起 30 日

內提報核能安全委員會 (4)以上皆是。 

9. （3） 依據一定活度或比活度以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業者可

提出何項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放射性廢棄物之解除管制？

(1)解除管制計畫 (2)放行計畫 (3)外釋計畫 (4)離廠計畫。 

10. （3） 經營者應每十年執行貯存設施再評估，下列何者不是再評估

報告應載明之事項？(1)輻射影響評估 (2)廢棄物貯存狀況評

估 (3)品質保證方案 (4)除役初步規劃。 

11. （2） 下列有關放射性廢棄物營運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1)經

營者應確保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在設計、興建、運轉與除役

期間，均能符合法規要求 (2)經營者欲進行設計修改或設備

變更案前，均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可後，始得施工 (3)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量及體

積 (4)經營者負有設施安全把關之責任，縱使委託工作由其

他單位代為執行，仍須承擔所有責任。 

12. （2） 國際間對於用過核子燃料之最終處置，認定之最佳方案為

何？(1)淺地層處置 (2)深地層處置 (3)海溝處置 (4)太空處

置。 

13. （3） 下列何者不是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所稱於運轉期間有危害公

眾健康、安全或環境生態之虞者？(1)未依運轉技術規範之規

定運轉 (2)提供不實之文件、資料或紀錄，致影響主管機關

核發執照之正確性 (3)發現設計有重大缺陷，而未經評估解

決 (4)依環境輻射監測結果，對設施外輻射劑量率於一小時

內超過0.01毫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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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 以下有關超C類廢棄物(GTCC)之敘述，何者正確？(1)超C類

廢棄物屬於高放射性廢棄物 (2)原則上超C類廢棄物應於高

放處置設施進行處置 (3)超C類廢棄物不含短半化期核種 

(4)以上皆是。 

15. （2） 低放射性廢棄物經均勻固化後，水泥固化體機械強度以單軸

抗壓強度測試，每平方公分應大於多少？(1)二十公斤 (2)十

五公斤 (3)十公斤 (4)五公斤。 

16. （4） 固化後之放射性廢棄物，如發現其固化體品質不符合規定

時，後續之處理作為不包括以下何者？(1)重新檢討固化作業

流程 (2)重新檢視固化劑品質 (3)不合格之固化桶應與合格

之固化桶分開貯存 (4)向主管機關提報不合格固化桶之檢整

作業計畫。 

17. （1） 下圖為某核能電廠固化流程控制計畫之三元相圖，其中的

x、y、z 分別代表濃縮廢漿、固化劑與水的比例，中間的橢

圓形區域為可進行固化作業之三成分配比，請問以下何種配

比 (x,y,z)不符合該核能電廠固化流程控制計畫之規範？

(1)(10,20,70) (2)(10,50,40) (3)(20,70,10) (4)(30,30,40)。 

 

18. （4） 核廢料遷出蘭嶼為政府一貫性的政策，為達成此目標，以下

何者為最重要之工作項目？(1)建立健全的法規體系 (2)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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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蘭嶼核廢料遷場工作之負責機關 (3)研訂蘭嶼核廢料遷

場作業計畫 (4)強化蘭嶼遷場議題之公眾溝通。 

19. （3） 以下有關「核一廠汽機廠房主發電機相關設備拆除暨離廠偵

檢作業」之敘述，何者正確？(1)為核一廠首件設備拆除案 (2)

依據核一廠放行作業計畫執行拆除物件之輻射偵測 (3)應通

過離廠再確認中心(CCC)的偵測確認符合標準後，才可離開

核一廠 (4)以上皆是。 

20. （3） 以下有關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之敘述，何者正確？(1)第一期

為室外乾式貯存設施，容量為25只混凝土護箱 (2)第二期規

劃為室內乾式貯存設施，使用混凝土護箱盛裝核一廠全部的

用過核子燃料 (3)第二期設施開始運轉後，會將第一期設施

內的用過核子燃料移置第二期設施存放 (4)以上皆是。 

 

二、 簡答題：(每題 10 分，共 30 分) 

1. 盛裝容器經核准後始可使用，請說明申請者應提出載明那些事項

之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參考答案： 

申請者應提出載明下列事項之報告，報請主管機關審核： 

一、適用範圍。 

二、設計基準、詳細工程設計及圖說。 

三、容器材質、組成、尺寸、製造及防蝕方式。 

四、試驗方法、標準及結果。 

五、品質保證。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2. 請說明核能電廠廢棄物放行作業與外釋作業之差異。 

參考答案： 

ㄧ、放行作業適用範圍為管制區內所有廢棄物，此偵測作業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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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廢棄物或物品屬於放射性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法規

依據為「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定經營者應向主管機關提報之

「輻射防護計畫書」。 

二、外釋作業適用範圍為進入「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管制體系之

放射性廢棄物，又稱解除管制，原先已排除管制及豁免管制

者，不屬於本管制範疇。法規依據為「一定活度或比活度以

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 

 

3. 請說明低放射性廢棄物經海洋運送者，應符合之規定。 

參考答案： 

一、包件置於隔離之船艙或貨櫃內。 

二、運送船舶應攜帶交運文件、物質安全資料表及運送計畫。 

三、放射性廢棄物持有人應將運送有關資料先行通知運送人，並

視需要協調各預定停靠港埠之警察機關，協助戒護。 

四、船舶抵達目的港埠時，應在輻射防護人員監視下提貨，除遇

不可抗拒因素外，不得逕行進庫貯存。 

五、國內運送前，將運送期間之氣象預報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三、申論題：(每題 15 分，共 30 分) 

1. 核電廠除役過程會產生大量的除役廢棄物，其中部分可作為一般

事業廢棄物並離開核能電廠，假如你是核能電廠除役作業的管理

人員，如何確保這些除役廢棄物離廠的安全？請詳述之。 

參考答案： 

ㄧ、執行廠址初始輻射特性調查，依據調查結果將廠區的污染程

度進行分類，並將可能產生的除役廢棄物，依據其活度濃度

分類為 Class I、Class II、Class III。 

二、建立除役廢棄物之離廠偵測計畫，並依據除役廢棄物之種類

與活度濃度，決定偵測方式、比例及接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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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備除役廢棄物離廠偵測所需之程序書、儀器與機具、人力

素質、訓練及資格。 

四、建立廢棄物離廠再確認中心，並依據偵測結果分區存放各類

除役廢棄物。 

五、建立離廠偵測作業過程之品保機制，落實各項品質查證、稽

核作業，並留存相關紀錄備供查驗。 

六、建立除役廢棄物之料帳管理系統，掌握除役期間產生各類廢

棄物之流向。 

七、訂定離廠偵測作業之數據品質目標(DQO)及其相關規範，並

據以執行。 

八、為提升除役廢棄物離廠偵測結果之信心，可委託第三方公正

機構進行平行驗證，以昭公信。 

九、強化核電廠所在地民眾之公眾溝通，避免廢棄物離廠作業造

成之誤解及恐慌。 

 

2. 設施經營者為人力管控，許多放射性廢棄物設施之現場作業係由

協力廠商人員執行，假如你是放射性廢棄物設施的管理人員，如

何使協力廠商人員確實依據工安、輻安相關規定執行現場作業，

並確保作業品質及成效，請闡述之。 

參考答案： 

一、與協力廠商簽訂合約時應明訂遵循事項及對應罰則，並落實

相關懲處規定。 

二、確實執行協力廠商人員訓練及宣導，並經測驗合格者，始得

執行現場作業。 

三、預先檢視作業現場可能產生之風險，提前告知現場作業之協

力廠商人員，並交代現場工安管理人員加強注意。 

四、落實三級品保機制，第一級確實執行現場查證，第二級落實

品質巡查，第三級加強核安品保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