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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之能力精進

補助計畫 

 

摘要 

 

本實驗室執行「112年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

驗室之能力精進補助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目標為協

助儲備國內食品與環境樣品之放射性分析檢測能力，以

因應核災發生時之食品輻射污染控管與環境檢測。  

在本計畫執行期間，本實驗室皆按計畫時程之安排，

前往北部電廠周圍採集樣品，執行放射性核種分析。計測

結果，全數樣品皆無異狀。為維持技術水平之穩定性與公

正性，本實驗室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所辦理之能

力試驗，參與項目之試驗結果皆為合格，順利通過試驗。

實驗室亦積極參與核安第 29號演習之兵棋推演與實兵演

練，實驗室全體同仁全程配合主管機關指示，全力以赴地

完成演練任務。在人才培育與教育宣導方面，實驗室依人

員訓練計畫完成培訓，穩定培養實驗室人員對於輻射防

護之基本素質。實驗室亦參與新北市 112年度多元防災宣

導日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宣導正確的防災觀念，達成

教育宣導意義。藉本計畫之執行，本實驗室達成國家備援

實驗室功能之演練，以備不時之需，同時協助宣導正確的

基本防災知識，強化國民對輻射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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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核災應變為保障全體民眾安全的最後一道堡壘，近

幾年來，主管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 (原名：原子能委員會，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汲取日本福島核災的應變經驗，整合

完善國內因應設備及措施，並補助建立北部地區輻射災

害檢驗分析實驗室 (以下簡稱本實驗室 )。本實驗室肩負北

部地區輻射災害之檢驗分析及放射性物質之檢驗職責，

可於發生核災時，投入設備與人力，施行食品與環境樣品

之分析偵測。  

本實驗室於112年度執行「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

析實驗室之能力精進補助計畫」，配合主管機關落實國內

放射性分析技術之儲備量能，每季定期採集北部電廠周

圍之環境及飲用水源等樣品，執行環境試樣分析技術之

定期測試與演練。除了災害演練外，若抽樣樣品偵測到異

常數值，將依據實驗室品保標準程序執行辦理，由實驗室

通知主管機關，並依指示執行後續處理，以進行北部環境

監測。實驗室亦踴躍參與國內及國外專業實驗室辦理之

能力試驗或比對實驗活動，以維持本實驗室放射性核種

分析技術之公信力，同時持續進行本實驗室人員訓練與

人才培育，定期參與北部輻射監測中心訓練活動、核安演

習演練與教育宣導活動，儲備本實驗室技術與知識量能，

以期於發生核子事故時，本實驗室得無條件轉為國家備

援實驗室，於事故期間協助政府執行相關檢驗分析之事

宜，提升國內放射污染緊急應變之能力，以保護國民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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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目標 

本計畫有五項目標，說明如下： 

1. 於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方面，預計完成本實驗室放射性核種

分析技術精進與維持，除定期採集北部電廠周圍試樣進行核

種分析及計測外，並持續精進水樣(海水、淡水)中氚之直接檢

測與定量分析技術、水樣(海水、淡水)之總阿伐/貝他定量分析

技術，一年總計完成 40 件樣品之取樣分析，並將北部電廠周

圍環境試樣之相關數據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2. 於技術能力試驗或實驗比對方面，預計完成參與國內或國外

專業實驗室辦理之能力試驗或比對實驗活動，確認本實驗室

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之準確性，同時維持實驗室技術水平。 

3. 在實驗室維持方面，為符合 TAF認證所需的品質管理與標準，

本實驗室將對偵檢器設備訂定年度保養計畫，並妥善執行保

養與校正工作，同時定期對實驗室之技術人員與品質人員進

行專業培訓與再訓練，透過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程序，達成

TAF 認證的品質保證規範，以持續維持實驗室認證資格。 

4. 於人才培育與訓練方面，預計完成培育本實驗室團隊人員具

備專業訓練或證照，包括規劃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環安中

心所舉辦之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並進行實驗室內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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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文書管理員之再訓練，以及參加外單位舉辦之訓練，如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主管決策人員進階訓練等。 

5. 於參與核安演習與教育宣導活動方面，每年負責擔任北部地

區「放射性分析檢測備援實驗室」，協助北部輻射監測中心進

行跨區動員測試，以及協助執行核災事故影響範圍 16 公里之

環境輻射偵測技術之訓練與實兵演練。 

 

1.2. 112年工作會議紀錄 

 第一次工作會議 

本實驗室於 2月 16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會中

決議及後續辦理情形如下：  

(1) 本會原則同意計畫之甘特圖，請研究團隊依

期程持續辦理。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本實驗室將依期程，持續

辦理補助計畫。  

(2) 請研究團隊持續辦理實驗室對外服務宣傳及

爭取檢測分析服務。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持續辦理對外服

務宣傳，並積極爭取檢測分析服務之機會。  

(3) 請研究團隊多方見習取樣 SOP，以增進實驗

室之整體檢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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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本實驗室已安排與多方單

位進行採樣見習。前年本實驗室與輻射監測工作

站同仁學習取樣SOP；今年年初 ( 2月 )安排實驗室

人員前往清華大學，與原科中心同仁一同執行採

樣工作，以確保採樣手法無異。  

(4) 請研究團度協助更新舊版合作備忘錄 (MOU)

內容，俾適時修正調整。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調整更新舊版

合作備忘錄內容。  

(5) 請承辦單位協助告知於核子事故發生時，輻

射監測中心協請備援實驗室支援檢測量能之

相關程序。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協助告知本實驗

室於核災時，需支援檢測量能之相關程序。  

 第二次工作會議 

本實驗室於 5月 26日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會中

決議及後續辦理情形如下：  

(1) 目前執行進度符合預期規劃，請研究團隊依

規劃期程持續辦理。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實驗室將依規劃期程持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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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室對外營運部分，請持續透過各種管道

積極辦理。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配合辦理。  

(3) 檢測數據說明應更詳細精確，如 “ - ”需界定

未檢測或小於MDA，並將樣品類別 “飲用水 ”

統一為 “飲用水源 ”。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依意見將數據說明採用更

詳盡精確之描述，並將飲用水統一改稱為「飲用

水源」。  

 第三次工作會議 

本實驗室於8月8日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會中決

議及後續辦理情形如下：  

(1) 本會原則同意 112年期中報告，請研究團隊依

會議中審查意見進行修正，於8月16日前提交

修正後期中報告。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於期限內繳交修

正後之期中報告。  

(2) 有關參與本會核安演習部分，相關演習細節，

請持續與核研所討論。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核安演習相關細節將持續

與核研所時程配合，並完成演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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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原能會改組更名，後續再請實驗室協助

契約及合作備忘錄更新相關事宜。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協助辦理契約及合作備

忘錄更新相關事宜。  

(4) 有關 IAEA舉辦的能力試驗，請留意相關時程

並持續辦理，以符合原訂時程規劃。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持續辦理並留意 IAEA

能力試驗相關時程。  

(5) 請研究團隊適度於成果報告中，將已完成項

目與現有甘特圖結合，並就已完成事項於摘

要處加以陳述，俾對照計畫執行進度及彰顯

成果說明。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將已完成項目與

現有甘特圖結合成表，以利後續對照計畫執行進

度及成果說明。  

(6) 目前各季的分析結果，建議可先與其他單位

分析結果進行比對，待未來實驗室數據長期

累積後，再將分析結果以線狀圖方式呈現。  

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配合辦理。  

(7) 下次工作會議將安排於實驗室召開，並安排

會內同仁至實驗室參訪，更了解實驗室運作，

請承辦單位再與研究團隊協調開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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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辦理情形回覆：將依意見配合辦理。  

 

1.3. 112年計畫進度 

本計畫執行各項目之進度，如下所述：  

112年2月6日：繳交期初報告與計畫甘特圖  

112年2月15日：執行第一季取樣作業  

112年2月16日：進行原能會第一次例行工作報告  

112年3月7日：進行認證實驗室管理審查會議  

112年 3月 22日：進行原能會「 112年核安第 29號

演習規劃協調會議」  

112年3月25日：完成第一季樣品計測  

112年4月14日：執行第二季取樣作業  

112年4月19、20日：進行原能會緊急應變人員基

礎訓練  

112年4月20日：完成實驗室內部人員再訓練  

112年5月1日：完成HPGe效率曲線與能量曲線之

精進  

112年5月26日：進行原能會第二次例行工作報告  

112年6月16日：完成第二季樣品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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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7月6日：進行核研所「 112年北部輻射監測

中心第二次工作協調會議」  

112年7月11日：執行第三季取樣作業  

112年7月14日：繳交期中報告  

112年7月18日：參與核安第29號演習兵棋推演預

備演練  

112年7月20日：參與核安第29號演習兵棋推演聯

合預演  

112年8月1日：進行TAF例行監督評鑑  

112年8月8日：進行原能會第三次例行工作報告  

112年8月10日：完成核安第29號演習實兵演練解

說影片預錄  

112年8月17日：參與核安第29號演習兵棋推演正

式演練  

112年8月25日：參與核安第29號演習實兵演練場

域現勘與演練說明  

112年8月31日：參加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112年 9月 1日：參與核安第 29號演習實兵演練分

項演練解說預講會議  

112年9月7、8日：參與核安第29號演習實兵演練

聯合預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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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9月13日：參與核安第29號演習實兵演練正

式演練  

112年 9月 15日：參與新北市 112年度多元防災宣

導日活動第1次協調會議  

112年9月19日：完成內部稽核會議  

112年9月26日：完成第三季樣品計測  

112年 9月 28日：完成繳交 IAEA能力試驗數據資

料  

112年10月15日：參與新北市112年度多元防災宣

導日園遊會活動  

112年10月24日：執行第四季取樣作業  

112年 11月 21日 :參加 112年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主

管決策人員進階訓練  

112年11月24日：完成第四季樣品計測  

112年11月29日：繳交期末報告  

 

二、 研究方法與執行成果 

2.1. 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維持與精進 

本實驗室已於 105年建立高純鍺偵檢器能譜分析系

統操作程序，107年完成建立總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檢測

技術，  110年建立氚水之定量分析技術，並於今 (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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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實驗室的能力維持與精進，本實驗室偵檢能力彙

整如表一。本計畫規劃取樣之所有樣品，皆運用歷年建立

之分析技術執行檢測，實際運用實驗室之計測能力，達成

模擬演練之目地。  

為儲備國內執行食品與環境樣品之放射性分析檢測

能力，實驗室持續維持環境、食品，以及飲用水源等樣品

之放射性核種分析，進行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之模擬演

練，派員至北部核一、二廠周圍進行取樣，每季取10件樣

品，樣品包括草樣、土樣、水樣，及生物樣等，全年共計

完成40件。所選取之試樣類別與地點，參考核能安全委員

會輻射偵測中心執行臺灣地區核設施周圍環境輻射監測

報告，相關樣品之量測項目與取樣地點規劃如表二，樣品

前處理方法與量測時間如表三。其中，草樣使用加馬核種

放射性分析，土樣使用加馬核種放射性分析與總阿伐 /貝

他比例計數器計測，海水與飲用水源使用加馬核種放射

性分析、總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以及液態閃爍計數

器分析，生物樣使用加馬核種放射性分析，核種放射性分

析之測量時間皆符合環境輻射監測規範之附錄五，如表

四。  

在執行取樣方面，已於 2021年與輻射偵測中心人員

一同前往核一與核二廠附近，進行土樣、海水與飲用水源

取樣，並學習相關程序。本年度2月15日，更與清華大學

原科中心人員一同進行取樣學習，並了解農產品取樣方

式。參與人員包括：計畫主持人 (吳杰 )、品質經理 (賴韻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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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經理 (張與庭 )，如圖一、與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同仁

學習取樣作業側拍照。  

表一、實驗室檢測能力彙整表 

項次 實驗室偵檢能力 

1 食品試樣加馬能譜分析 

2 
環境試樣總阿伐/貝他及加馬能譜分析(海水、淡水、沉積物、

土樣、生物試樣、草樣) 

3 水樣總阿伐/貝他活度濃度(海水、淡水) 

4 鍶-90分析 

5 水中氚分析 

 

 

圖一、與清華大學原科中心同仁學習取樣作業側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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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環境試樣種類、量測項目與取樣地點之規劃 

 

  

取樣種類 量測項目 取樣地點 對應之試樣編號(第一季為例) 

草樣 HPGe 

核一：石崩山、茂林社

區 

核二：大鵬國小 

RMAC-GR11、RMAC-GR12 

RMAC-GR13 

土樣 HPGe、PC 
核一：石崩山  

核二：大鵬國小 

RMAC-SG11 

RMAC-SG12 

水樣 

海水 
HPGe、PC、

LSC 

核一：石門海水 

核二：金山海水浴場海

水 

RMAC-SW11 

RMAC-SW12 

飲用水源 

(溪或河) 

HPGe、PC、

LSC 

核一：乾華溪 

核二：金德豐(二廠減容

中心、保安隊旁)溪水 

RMAC-SWA11 

RMAC-SWA12 

生物樣 HPGe 富基漁港 RMAC-SF11 

註：試樣編號之編碼規則，草樣代碼為GR、土樣為SG、海水為SW、飲用水源為SWA、生物樣

則為SF；而數字第一碼(底線數字)以「季」之辨別，第二碼則為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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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各類試樣之分析方法簡介 

試樣類別 分析類別 分析方法簡介 

海水 

加馬核種 
直接裝罐，以純鍺加馬能譜分析系統計測 50000

秒。 

比例計數器 
均勻置於烤盤中烤乾後，以比例計數分析系統計

測 6000 秒，重覆計測三次，取其平均。 

液態閃爍計數器 

以蒸餾法進行純化得其餾液後，以液態閃爍計數

分析系統計測 60000 秒，重覆計測三次，取其平

均。 

飲用水源 

加馬核種 
直接裝罐，以純鍺加馬能譜分析系統計測 50000

秒。 

比例計數器 
均勻置於烤盤中烤乾後，以比例計數分析系統計

測 6000 秒，重覆計測三次，取其平均。 

液態閃爍計數器 

以蒸餾法進行純化得其餾液後，以液態閃爍計數

分析系統計測 60000 秒，重覆計測三次，取其平

均。 

土樣 

加馬核種 
烘乾篩濾後裝罐，以純鍺加馬能譜分析系統計測

50000 秒。 

比例計數器 
均勻置於烤盤中烤乾後，以比例計數分析系統計

測 6000 秒，重覆計測三次，取其平均。 

草樣 加馬核種 
烘乾灰化後裝罐，以純鍺加馬能譜分析系統計測

50000 秒。 

生物樣 加馬核種 
烘乾灰化後裝罐，以純鍺加馬能譜分析系統計測

500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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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環境輻射監測規範之附錄五行動基準可接受最小測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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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第一季(1月~3月) 

本實驗室於 2月 15日執行採樣作業，並順利於 3月底

完成所有樣品之量測。第一季樣品加馬核種分析 (HPGe)

量測數據結果如表五；比例計數器 (PC)量測數據結果如表

六；液態閃爍計數器 (LSC)量測數據結果如表七。  

HPGe分析中的所有樣品皆未測得人工放射性核種，

主要測得天然放射性核種。其中，飲用水源 (樣品編號：

RMAC-SWA12) 測到微量的 40K，推測因取樣點較鄰近出

海口，應屬正常現象。HPGe的量測結果均符合「環境輻

射監測規範」第二十四條及附件五，如表四。在LSC與PC

分析數據中，未發現任何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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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第一季HPGe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加馬核種(HPGe)數據紀錄_第一季 

樣品 

類別 

樣品 

編號 

取樣 

地點 
取樣日期 

測量 

日期 

測

量 

機

台 

活度(Bq/kg, L, m
3
) 

人工放射性核種 天然放射性核種 

54
Mn 

60
Co 

131
I 

134
Cs 

137
Cs 

7
Be 

40
K 

232
Th 

238
U 系 

Ac-228 Bi-214 

海水 SW11 石門洞 2023.02.15 
2023021

5 
#1 ─ ─ ─ ─ ─ ─ 10±1.1 ─ ─ 

海水 SW12 
金山海水

浴場 
2023.02.15 

2023021

5 
#2 ─ ─ ─ ─ ─ ─ 9.4±1.5 ─ ─ 

飲用 

水源 
SWA11 乾華溪 2023.02.15 

2023030

9 
#1 ─ ─ ─ ─ ─ ─ ─ ─ ─ 

飲用 

水源 
SWA12 

金德豐溪

水 
2023.02.15 

2023030

9 
#1 ─ ─ ─ ─ ─ ─ 14±0.9 ─ ─ 

土樣 SG11 石崩山 2023.02.15 
2023030

8 
#1 ─ ─ ─ ─ ─ 9.7±1.5 151±6.9 26±1.4 19±0.9 

土樣 SG12 大鵬國小 2023.02.15 
2023030

9 
#2 ─ ─ ─ ─ ─ ─ 302±10 18±1.1 13±0.6 

草樣 GR11 茂林社區 2023.02.15 
2023032

5 
#1 ─ ─ ─ ─ ─ 22±0.8 93±3.3 0.5±0.1 ─ 

草樣 GR12 大鵬國小 2023.02.15 
2023051

1 
#1 ─ ─ ─ ─ ─ 62±2.2 154±5.4 6±0.3 5.3±0.3 

草樣 GR13 石崩山 2023.02.15 
2023051

2 
#1 ─ ─ ─ ─ ─ 159±0.1 120±0.1 1.6±0.3 1.7±0.3 

生物

樣 
SF11 富基漁港 2023.02.15 

2023030

7 
#1 ─ ─ ─ ─ ─ ─ 106±3.7 ─ ─ 

註：“–”表數值小於量測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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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第一季P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比例計數器(PC)數據紀錄_第一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活度濃度 (Bq/kg) Uncertainty (%) MDA (Bq/kg) 

海水 SW11 總阿伐/貝他 1.544 13.2 0.074 

海水 SW12 總阿伐/貝他 1.942 12.7 0.075 

飲用水源 SWA11 總阿伐/貝他 0.096 33.4 0.044 

飲用水源 SWA12 總阿伐/貝他 0.159 25.1 0.044 

土樣 SG11 總阿伐/貝他 3.521 11.6 0.074 

土樣 SG12 總阿伐/貝他 3.604 11.5 0.070 

 

表七、第一季LS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液態閃爍計數器(LSC)數據紀錄_第一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回推活度(Bq/kg) MDA(Bq/kg) 

海水 SW11 H-3 0.28 0.4349 

海水 SW12 H-3 0.26 0.438 

飲用水源 SWA11 H-3 0.06 0.4383 

飲用水源 SWA12 H-3 0.19 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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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第二季(4月~6月) 

第二季於 4月 14日執行取樣作業，於 5月完成所有樣

品之量測，並於6月將數據整理完畢。第二季樣品加馬核

種分析量測數據結果如表八；比例計數器量測數據結果

如表九；液態閃爍計數器量測數據結果如表十。  

在HPGe分析數據中，於大鵬國小取樣之土樣 (SG22)

測得人工放射性核種 137Cs之活度濃度為 1.4 Bq/kg·乾重，

小於紀錄基準 3 Bq/kg·乾重，參考輻射監測中心核二廠

「第二核能發電廠 111年環境輻射監測報告」中所紀錄之

沉積物加馬能譜分析結果，本實驗室測得之數值屬於土

壤背景輻射變動範圍內。  

本實驗室的檢測MDA均低於環境輻射監測規範第二

十四條及附件五所規範之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行動基

準AMDA，符合環境輻射監測規範。LSC與PC分析數據中

未發現任何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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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第二季HPGe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加馬核種(HPGe)數據紀錄_第二季 

樣品 

類別 

樣品 

編號 

取樣 

地點 

取樣 

日期 

測量 

日期 

測

量 

機

台 

活度(Bq/kg, L, m
3
) 

人工放射性核種 天然放射性核種 

54
Mn 

60
Co 

131
I 

134
Cs 

137
Cs 

7
Be 

40
K 

232
Th 系 

238
U 系 

Ac-228 Bi-214 

海水 SW21 石門洞 20230414 20230510 #1 ─ ─ ─ ─ ─ ─ 14±1.2 ─ 0.5±0.1 

海水 SW22 
金山海

水浴場 
20230414 20230511 #2 ─ ─ ─ ─ ─ ─ 11±1.3 ─ ─ 

飲用

水源 
SWA21 乾華溪 23230414 20230512 #2 ─ ─ ─ ─ ─ ─ ─ ─ ─ 

飲用

水源 
SWA22 

金德豐

溪水 
20230414 20230516 #2 ─ ─ ─ ─ ─ ─ ─ ─ ─ 

土樣 SG21 石崩山 20230414 20230506 #2 ─ ─ ─ ─ ─ 22±2.3 231±10 30±1.9 19±1.0 

土樣 SG22 
大鵬國

小 
20230414 20230505 #1 ─ ─ ─ ─ 1.4±0.2 16±2.7 410±14 23±1.8 16±1.8 

草樣 GR21 石崩山 20230414 20230506 #1 ─ ─ ─ ─ ─ 81±2.8 246±8.1 ─ ─ 

草樣 GR22 
茂林社

區 
20230414 20230508 #1 ─ ─ ─ ─ ─ 51±1.8 236±7.3 ─ ─ 

草樣 GR23 
大鵬國

小 
20230414 20230508 #2 ─ ─ ─ ─ ─ 52±1.8 220±6.8 ─ 1.2±0.2 

生物

樣 
SF21 

富基漁

港 
20230414 20230424 #2 ─ ─ ─ ─ ─ ─ 105±3.5 1.3±0.2 1±0.1 

註：“–”表數值小於量測 MDA。 

 

 

  



   

20 

表九、第二季P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比例計數器(PC)數據紀錄_第二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活度濃度(Bq/kg) Uncertainty(%) MDA(Bq/kg) 

海水 SW21 總阿伐/貝他 1.551 13.2 0.074 

海水 SW22 總阿伐/貝他 2.706 12.0 0.076 

飲用水源 SWA21 總阿伐/貝他 0.159 25.2 0.045 

飲用水源 SWA22 總阿伐/貝他 0.167 25.0 0.046 

土樣 SG21 總阿伐/貝他 2.711 11.9 0.069 

土樣 SG22 總阿伐/貝他 2.260 12.0 0.062 

 

表十、第二季LS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液態閃爍計數器(LSC)數據紀錄_第二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回推活度(Bq/kg) MDA(Bq/kg) 

海水 SW21 H-3 0.26 0.4065 

海水 SW22 H-3 0.06 0.4442 

飲用水源 SWA21 H-3 0.06 0.445 

飲用水源 SWA22 H-3 0.26 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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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第三季(7月~9月) 

第三季於 7月 11日完成取樣作業，於 9月 26日全數檢

測完畢，並於10月初完成數據整理。第三季樣品加馬核種

分析量測數據結果如表十一；比例計數器量測數據結果

如表十二；液態閃爍計數器量測數據結果如表十三。  

在HPGe分析數據中，本季於大鵬國小及石崩山取樣

之土樣 (SG31、SG32)測得微量之人工放射性核種 137Cs，

活度濃度分別為 1.9 Bq/kg·乾重與1.2 Bq/kg·乾重，皆小

於紀錄基準3 Bq/kg·乾重。參考輻射監測中心核二廠「第

二核能發電廠 111年環境輻射監測報告」中所紀錄之沉積

物加馬能譜分析結果，實驗室測得之數值屬於土壤背景

輻射變動範圍內。  

本季的檢測MDA均低於環境輻射監測規範第二十四

條及附件五所規範之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AMDA，皆符

合環境輻射監測規範。而在 PC與LSC分析數據中未發現

任何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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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第三季HPGe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加馬核種(HPGe)數據紀錄_第三季 

樣品 

類別 

樣品 

編號 

取樣 

地點 

取樣 

日期 

測量 

日期 

測

量 

機

台 

活度(Bq/kg, L, m
3
) 

人工放射性核種 天然放射性核種 

54
Mn 

60
Co 

131
I 

134
Cs 

137
Cs 

7
Be 

40
K 

232
Th 系 

238
U 系 

Ac-228 Bi-214 

海水 SW31 石門洞 20230711 20230823 #1 ─ ─ ─ ─ ─ ─ 10±1.2 ─ ─ 

海水 SW32 
金山海

水浴場 
20230711 20230823 #2 ─ ─ ─ ─ ─ ─ 11±1.4 ─ ─ 

飲用

水源 
SWA31 乾華溪 20230711 20230828 #2 ─ ─ ─ ─ ─ ─ ─ ─ ─ 

飲用

水源 
SWA32 

金德豐

溪水 
20230711 20230829 #1 ─ ─ ─ ─ ─ ─ ─ ─ ─ 

土樣 SG31 石崩山 20230711 20230831 #1 ─ ─ ─ ─ 1.9±0.3 7±1.8 196±9.8 36±1.9 20±1.3 

土樣 SG32 
大鵬國

小 
20230711 20230831 #2 ─ ─ ─ ─ 1.2±0.3 14±2.9 420±15 23±1.8 17±0.9 

草樣 GR31 石崩山 20230711 20230904 #1 ─ ─ ─ ─ ─ 21±2.2 117±4 ─ ─ 

草樣 GR32 
茂林社

區 
20230711 20230904 #2 ─ ─ ─ ─ ─ 12±0.8 261±8.9 ─ 1.0±0.1 

草樣 GR33 
大鵬國

小 
20230711 20230905 #1 ─ ─ ─ ─ ─ 6±0.6 253±7.6 ─ ─ 

生物

樣 
SF31 

富基漁

港 
20230711 20230820 #2 ─ ─ ─ ─ ─ ─ 99±3.3 0.6±0.2 0.4±0.1 

註：“–”表數值小於量測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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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第三季P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比例計數器(PC)數據紀錄_第三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活度濃度(Bq/kg) Uncertainty(%) MDA(Bq/kg) 

海水 SW31 總阿伐/貝他 2.141 12.2 0.066 

海水 SW32 總阿伐/貝他 1.639 13.2 0.077 

飲用水源 SWA31 總阿伐/貝他 0.129 28.7 0.046 

飲用水源 SWA32 總阿伐/貝他 0.153 25.2 0.045 

土樣 SG31 總阿伐/貝他 4.640 11.4 0.078 

土樣 SG32 總阿伐/貝他 4.641 11.3 0.075 

 

表十三、第三季LS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液態閃爍計數器(LSC)數據紀錄_第三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回推活度(Bq/kg) MDA(Bq/kg) 

海水 SW31 H-3 0.18 0.4352 

海水 SW32 H-3 0.12 0.4341 

飲用水源 SWA31 H-3 0.05 0.4338 

飲用水源 SWA32 H-3 0.03 0.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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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第四季(10月~12月) 

第四季於 10月 24日完成取樣作業，並於 11月 24日完

成檢測。第四季加馬能譜分析數據結果如表十四；比例計

數器量測數據結果如表十五；液態閃爍計數器計測結果

如表十六。  

在HPGe分析數據中，本季於大鵬國小取樣之土樣

(SG42)測得微量之人工放射性核種 137Cs，活度濃度為 1.4 

Bq/kg·乾重，小於紀錄基準3 Bq/kg·乾重。參考輻射監測

中心核二廠「第二核能發電廠 111年環境輻射監測報告」

中所紀錄之沉積物加馬能譜分析結果，實驗室測得之數

值屬於土壤背景輻射變動範圍內。  

本季的檢測MDA均低於環境輻射監測規範第二十四

條及附件五所規範之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之AMDA，皆符

合環境輻射監測規範。而在 PC與LSC分析數據中未發現

任何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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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第四季HPGe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加馬核種(HPGe)數據紀錄_第四季 

樣品 

類別 

樣品 

編號 

取樣 

地點 

取樣 

日期 

測量 

日期 

測

量 

機

台 

活度(Bq/kg, L, m
3
) 

人工放射性核種 天然放射性核種 

54
Mn 

60
Co 

131
I 

134
Cs 

137
Cs 

7
Be 

40
K 

232
Th 系 

238
U 系 

Ac-228 Bi-214 

海水 SW41 石門洞 20231024 20231103 #1 ─ ─ ─ ─ ─ ─ 10±1.1 ─ ─ 

海水 SW42 
金山海

水浴場 
20231024 20231106 #1 ─ ─ ─ ─ ─ ─ 8.8±1.2 ─ ─ 

飲用

水源 
SWA41 乾華溪 20231024 20231107 #1 ─ ─ ─ ─ ─ ─ ─ ─ ─ 

飲用

水源 
SWA42 

金德豐

溪水 
20231024 20231108 #1 ─ ─ ─ ─ ─ ─ ─ ─ ─ 

土樣 SG41 石崩山 20231024 20231109 #1 ─ ─ ─ ─ ─ ─ 230±11 37±1.9 23±0.1 

土樣 SG42 
大鵬國

小 
20231024 20231110 #1 ─ ─ ─ ─ 1.4±0.3 ─ 453±16 40±2.1 30±1.5 

草樣 GR41 石崩山 20231024 20231123 #1 ─ ─ ─ ─ ─ 24±1.0 230±7.1 ─ ─ 

草樣 GR42 
茂林社

區 
20231024 20231123 #2 ─ ─ ─ ─ ─ 21±0.9 216±6.5 ─ 1.6±0.2 

草樣 GR43 
大鵬國

小 
20231024 20231124 #1 ─ ─ ─ ─ ─ 80±2.2 482±14 ─ ─ 

生物

樣 
SF41 

富基漁

港 
20231024 20231116 #1 ─ ─ ─ ─ ─ ─ 84±3.0 ─ ─ 

註：“–”表數值小於量測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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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第四季P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比例計數器(PC)數據紀錄_第四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活度濃度(Bq/kg) Uncertainty(%) MDA(Bq/kg) 

海水 SW41 總阿伐/貝他 1.296 14.2 0.077 

海水 SW42 總阿伐/貝他 2.112 11.9 0.056 

飲用水源 SWA41 總阿伐/貝他 0.046 61.0 0.044 

飲用水源 SWA42 總阿伐/貝他 0.073 41.4 0.044 

土樣 SG41 總阿伐/貝他 4.894 11.3 0.077 

土樣 SG42 總阿伐/貝他 7.218 11.0 0.077 

 

表十六、第四季LSC量測數據結果整理表 

液態閃爍計數器(LSC)數據紀錄_第四季 

樣品類別 樣品編號 計測項目 回推活度(Bq/kg) MDA(Bq/kg) 

海水 SW41 H-3 0.18 0.4429 

海水 SW42 H-3 0.11 0.4421 

飲用水源 SWA41 H-3 0.06 0.4478 

飲用水源 SWA42 H-3 0.02 0.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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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監控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之準確性 

為維持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之準確性，實驗室依往

年之辦理經驗，持續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熟稔度

能力試驗，評估與監控實驗室技術能力之水平。實驗室於

7月 12日接收國際原子能總署所辦理之熟稔度能力試驗

之待測樣品，樣品狀況如圖二，並開始安排量測排程。本

次能力試驗中，本實驗室參與的項目包含：加馬水樣 /日

本土樣，以及總貝他水樣。樣品皆按規劃於8月23日檢測

完畢，並於答案繳交期限內完成數據上傳。本年度試樣類

別檢測項目與試驗結果如下表十七，均順利通過今年度

能力試驗。  

 

表十七、112年 IAEA能力試驗試樣類別與試驗結果  

試樣類別 測試項目 結果 

Sample 01 

水樣 

加馬 Co-60 合格 

總貝他 合格 

Sample 02 

水樣 

加馬 

Sb-125 合格 

Cs-134 合格 

Cs-137 合格 

總貝他 合格 

Sample 04 加馬 K-4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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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土樣 Cs-134 合格 

Cs-137 合格 

 

 

圖二、112年國際原子能總署能力試驗樣品 

 

2.3. TAF認證實驗室維持與偵檢儀器設備保養校正 

本實驗室獲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與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雙認證，每年須配合認

證機構完成監督評鑑工作，以及進行實驗室內部審查會

議，確保實驗室整體品質水平，以維持認證資格。同時，

為因應認證資格條件，實驗室設備已妥善規劃校正期程

與保養程序。  

 管理審查會議 

本實驗室於 3月 7日進行內部管理審查會議，旨在回

顧去年實驗室所有紀錄的保存與更新狀況，以及針對實

驗室管理缺失進行改善之進度。於會議前一周將相關資

料備齊，並對實驗室品質文件進行重新審閱、更新文件管

理相關表格，同時訂定實驗室整體目標，以及各職位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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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標，如表十八，確保實驗室同仁們皆朝著同一目標前

進。  

透過本次會議發現實驗室需要加強文書管理之訓

練，在紀錄撰寫上，請文書管理人員詳細紀錄，以旁觀者

的角度進行書寫；管理同仁在審查時，以非當事者的角度

執行審閱，確保紀錄可讓非參與者透過文字敘述了解當

時狀況。  

 

表十八、實驗室整體目標與各職位年度目標彙整表 

實驗室整體目標 維持品質、計畫管考順利執行。 

各 

職 

位 

年 

度 

目 

標 

實驗室主任 

持續提升實驗室能見度，並落實實驗室稽查項

目，以確保實驗室輸出品質，維持實驗室對外之

公信力。 

品質經理 

維持實驗室品質系統穩定，管理並監督實驗室案

件之進行，有效的安排樣品測量及前處理，使實

驗室整體效能發揮至最大。 

技術經理 

持續精進實驗室技術操作，確保環境相關案件的

正確性及穩定性，使實驗室整體量能最大化，同

時通過年度性的能力試驗或比對試驗，提升技術

員檢測之能力，並且增加實驗室檢測分析之信

心。確認年度品保、儀器校正。 

技術員 

確實執行儀器例行性品保、完成台電計畫樣品量

測及食品試樣檢測之程序，維持實驗室之檢驗分

析能力。 

文書管理員 
落實實驗室文件紀錄之建立並確實執行文件更

新及清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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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HPGe效率曲線與能量曲線 

為了精進測量準確度，實驗室購入新的校正射源，以

提升計測品質。並於2月7日精進儀器內部參數如：能量曲

線、效率曲線及背景校正，並以去年度 IAEA能力試驗之

保留件執行再驗證，於5月1日全數完成，能譜分析校正紀

錄如表十九。  

 

表十九、能譜分析校正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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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F監督評鑑 

本實驗室於 6月份開始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協調本年度例行監督評鑑相關事宜，並於 8月 1日完成評

鑑會議，共一日。評鑑結果經現場審查後，未發現不符合

之事項，順利通過評鑑，續予認證，會議側拍照如圖三。 

 

 

圖三、例行監督評鑑會議側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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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稽核會議 

本實驗室於9月19日完成內部稽核會議，參加人數共

5人。透過此會議以重新審視內部品質系統是否存有紕

漏，同時亦能讓新進人員更深入了解實驗室的架構與精

神。經過本次會議，未發現缺失項目，紀錄保存狀況良好，

文書作業皆依規範確實執行。  

 人才培育與訓練 

為確保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之專業，培育實驗室團

隊人員具備專業訓練或證照，實驗室於年初訂定年度人

員訓練計畫，並送管理審查會議通過執行。  

 實驗室內部人員訓練 

本實驗室於 3月份管理審查會議上提出今年度人員

訓練計畫，如表二十，並依計畫培訓實驗室專業人才，穩

定實驗人員之技術。人員訓練採個別訓練模式進行，技術

員以去年 IAEA能力試驗保留件作為未知樣品，由訓練人

員執行樣品計測，而文書管理員則以筆試方式評量對品

保程序書之熟稔度。除此之外，實驗室亦持續進行人員輻

防訓練，於8月參加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中心所舉辦之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而實驗室技術經理

張與庭亦於本年度取得輻射防護師證照，合格通知如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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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技術經理張與庭輻射防護師合格通知 

 

表二十、2023年實驗室內部人員訓練計畫表 

訓練日期 訓練項目 時數 人員 
備註： 

預計執行日期 

2023.04.20 
技術員-能力試驗樣品測

試再訓練 
3 賴韻倢 4 月份 

2023.04.20 
技術員-能力試驗樣品測

試再訓練 
3 張與庭 4 月份 

2023.04.19 
技術員-能力試驗樣品測

試再訓練 
3 林哲宇 4 月份 

2023.04.20 
技術員-能力試驗樣品測

試再訓練 
3 黃可榕 4 月份 

2023.04.19 
文書管理員-品質紀錄管

理再訓練 
3 林哲宇 

5 月份 

(已提前完成) 

2023.04.19 
文書管理員-品質紀錄管

理再訓練 
3 黃可榕 

5 月份 

(已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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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應變人員基礎訓練 

實驗室派員於 4月19、20日參加核能安全委員會辦理

之 112年北部輻射監測中心緊急應變人員基礎訓練之線

上課程。經過兩天的訓練，能清楚了解核子事故發生時的

緊急應變處理與配套措施，並透過「核安演習」驗證運作

模式。所有相關組織齊心協力、各司其職，確保災害發生

時能確實保衛人民安全，降低核災所帶來的傷害，強化國

家的災害防救能力，線上課程截圖如圖五。  

 

 

圖五、緊急應變人員基礎訓練線上會議截圖 

 

 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實驗室人員於 8月 31日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開設之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報

名人數為新進人員 2名，皆通過測驗完成訓練，證號分別

為柯沛晴R1120831046、吳政桀R1120831049，如表二十

一。此訓練可使技術人員充分瞭解游離輻射基本知識與

法規之相關規定，進而確保實驗室人員之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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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學員之訓練證明 

項次 學員姓名 上課日期 課程名稱 時數 證號 

1 柯沛晴 2023.08.31 
112-1輻射防護

教育訓練 
3 R1120831046 

2 吳政桀 2023.08.31 
112-1輻射防護

教育訓練 
3 R1120831049 

 

 

2.4. 參與核安演習與教育宣導活動 

本實驗室已自 108年起投入參與年度核安演習，負責

擔任北部地區之放射性分析檢測備援實驗室，協助北部

輻射監測中心進行跨區動員測試，以及協助執行核災事

故影響範圍 16公里之環境輻射偵測技術之實兵演練，參

與項目如下：  

 原能會「112年核安第29號演習規劃協調會議」 

本實驗室於 3月 22日由吳杰老師代表參與原能會

「112年核安第29號演習規劃協調會議」，於會議中了解

實驗室在本次核安演習擔任之角色與任務綱要，以利後

續配合核安演習。  

 核研所「112年北部輻射監測中心第二次工作協調會

議」 

本實驗室派員於 7月6日參加核研所「112年北部輻射

監測中心」第二次工作協調會議，會議側拍照如圖六，於

會議中更了解演練任務分工事項之細節，及其相關時程

規劃。在整個演練活動中，本實驗室嚴謹看待此次的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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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盡力完成任務，確保若實際發生事故時，能確實發

揮北部備援實驗室之功能。  

 

  

圖六、112年北部輻射監測中心第二次協調會議側拍圖 

 

 核研所「112年核安第29號演習兵棋推演之預備演練與

正式演練」 

本實驗室參與 112年核安第29號演習兵棋推演活動，

於7月份確認演練之簡報內容，以及演練時間分配。實驗

室人員也積極配合完成 7月18日預演 (如圖七 )，以及7月20

日聯合預演 (如圖八 )，以確保熟悉本次演練之流程，以及

精準拿捏解說的速度。  

實驗室角色主要負責樣品後送測量的部分，說明並

模擬核子事故發生時，配合機關分送樣品的收件與檢測，

並回報計測結果，達成北部備援實驗室之預期效能。於8

月17日順利完成兵棋推演正式演練，如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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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7月18日兵棋推演預演側拍照 

 

  

圖八、7月20日兵棋推演聯合預演側拍照 

 

  

圖九、8月17日兵棋推演正式演練側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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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研所「112年核安第29號演習實兵演練之預備演練與

正式演練」 

在實兵演練部分，本實驗室於8月10日完成實兵演練

的解說影片錄制，如圖十。並參與8月25日場域會勘與演

練說明，如圖十一，確認演練時程地點，以及瞭解演練需

求。  

9月 1日實驗室參與實兵演練分項演練解說預講會

議，如圖十二，確保解說人員之講稿的流暢度，避免影響

活動進程。本實驗室亦派員於 9月7、8日前往富基漁港協

助執行聯合預演活動，如圖十三。在預演活動中，實驗室

參與人員皆積極投入，確保現場演練流程、設備狀況、解

說流暢度。藉由影片視角，再搭配人員解說，使觀眾能更

瞭解實驗室接收樣品、檢測樣品外包裝是否污染、樣品前

處理，以及樣品量測的操作情形，並於9月13日順利完成

核安第29號演習實兵演練活動，如圖十四，藉此活動向民

眾充分展現北部備援實驗室成立之功能，加強本實驗室

之業務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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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實兵演練解說影片錄影側拍照  

 

 

圖十一、8月25日場域現勘與演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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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9月1日分項演練解說預講會議  

 

  

圖十三、9月7日、8日聯合預演 

 

 

圖十四、9月13日實兵演練正式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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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役核電廠難測核種分析實驗室能力比對研討會 

本實驗室於3月30日受邀前往清華大學參加「除役核

電廠難測核種分析實驗室能力比對研討會」，分享以液態

閃爍計測氚核種之經驗。本次分享充分展現實驗室對於

難測核種分析技術的水準。本實驗室在方法建立過程中，

投入許多心力，突破各種瓶頸，使實驗室核種分析技術能

力更多元。將此方法與其他實驗室以簡報方式進行分享，

可讓其他實驗室在遇到相似難題時，有例可循、獲得解

答，同時亦能提升實驗室知名度。  

 校內放射物理實驗課程 

本實驗室配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放

射科學系之「放射物理實驗」課程，修此門課學生約35人

次，此課程帶領大學部的同學了解偵檢器基本原理，以及

實作方法，亦安排同學前往量販超市進行試售食品抽樣

檢測活動，共檢測 6件食品樣本，進而達成實驗室教育任

務。課程側拍照如圖十五，課程表如表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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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放射物理實驗課程側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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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放射物理實驗課課程表 

學期週次 實驗課日期 課程內容 

第 零 週 2 月 6 日 課程準備與討論 

第 一 週 2 月 13 日 教室清潔(A 組) 

第 二 週 2 月 20 日 GM-計數統計、平方反比 

第 三 週 2 月 27 日 ~ 

第 四 週 3 月 6 日 GM-線性衰減系數計算 

第 五 週 3 月 13 日 NaI-能量矯正+能量量測 

第 六 週 3 月 20 日 IC-百分深度劑量量測 

第 七 週 3 月 27 日 Film-劑量反應曲線 

第 八 週 4 月 3 日 ~ 

第 九 週 4 月 10 日 ~ 

第 十 週 4 月 17 日 TLD-照射、回火與讀取 

第十一週 4 月 24 日 雲霧室 

第十二週 5 月 1 日 HPGe-食品與商品採購 

第十三週 5 月 8 日 HPGe-前處理與量測 

第十四週 5 月 15 日 HPGe-能量矯正 

第十五週 5 月 22 日 操作練習 

第十六週 5 月 29 日 期末跑考 

第十七週 6 月 5 日 教室清潔(B 組) 

第十八週 6 月 12 日 ~ 

備註：標註〝~〞為期中、期末考試或遇連假停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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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112年度多元防災宣導日活動 

實驗室於 9月15日派員前往新北市災害應變中心，參

與新北市政府 112年度多元防災宣導日活動第一次協調

會議。在會議中確定活動時程、攤位規劃及分工，並於10

月 15日由實驗室主任帶領兩名實驗室人員，前往三芝遊

客中心參與宣導活動，如圖十六。  

本次宣導園遊會活動至本攤位約有 500人前來共襄

盛舉，實驗室依過去參與類似活動之經驗，利用手提式偵

檢器，搭配小遊戲與宣傳品的發放，引起民眾廣泛參與。

實驗室同仁也額外加入闖關機制，增加娛樂性以及互動

性，使民眾在娛樂中學習基本的防災觀念，並介紹實驗室

進行表面輻射污染計測之把關工作，達成教育宣導意義。 

 

 

  

圖十六、新北市政府112年度多元防災宣導日園遊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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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112年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主管決策人員進階訓練 

實驗室於 11月 21日派員至核安會參與 112年核子事

故緊急應變主管決策人員進階訓練，如圖十七。主講人講

授了各個主管機關定期舉辦災害預防之實兵操演的重要

性，如此方能於面臨各種災害時，快速且正確的評估相關

風險、投入資源，做出最有效的危機處理，將災害影響減

至最低。  

本實驗室為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肩

負重責大任，將確實遵守有關規範、參與相關訓練，以期

於災害來臨時能迅速應變，保護國民人身財產安全。  

 

  

圖十七、112年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主管決策人員進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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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成果展示 

本實驗室分析儀器之使用除了執行此補助計畫之工

作項目，亦包含定期演練、能力試驗樣品計測、研究發展、

人才培育訓練與教學用途外，除此之外，實驗室更以產學

合作的方式，進行輻射污染監測服務，間接為民眾消除對

於市售產品與居住環境輻射污染之疑慮。統計件次數如

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實驗室檢測件次統計表 

112年 

項目 
能力試驗與比

對試驗 

例行環境監測 

(定期演練) 

產學合作 

研究發展 

環境 食品 

件次 42 80 303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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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統計 

表二十四、112年經費統計表 

經費總計：1,550,000 

人事費 

項目 本計畫內工作月數 
月支工作

酬金(元) 
小計(元) 

研究主持人費 12 15,000 180,000 

專任研究助理費 (學士2

人) 
13.5 63,040 851,040 

分攤勞健保費(學士2人) 13.5 11,150 150,525 

工作項目:維持實驗室技術水準與品質標準。 

人事費合計：1,181,565 

業務費 

項目 用途 金額(元) 小計(元) 

實驗室一般耗材 文具、辦公用品、印刷報告等耗材 20,000 20,000 

實驗室檢驗分析用耗材、

化學藥品 

液態閃爍液、化學藥品、試管、器皿、

蒸餾管、五金等耗材、校正射源採買 
147,526 147,526 

實驗用氣體 儀器運作維持之需求液態氮、P10 20,000 20,000 

業務費合計：187,526 

其他項目與差旅費 

項目 用途 金額(元) 小計(元) 

其他項目與差旅費 

試樣取樣、交通車租賃、技術學習、TAF

認證參加費與會費、參與國內外能力試

驗活動(不含國外差旅)。 

40,000 40,000 

差旅費合計：40,000 

管理費 

項目 用途 金額(元) 小計(元) 

管理費 依規定將上述項目總和百分之十計列。 140,909 140,909 

管理費合計：140,909 

目前已核銷金額小計：1,113,401 
執行率：

7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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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經費申請與報告提交 

112年度計畫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1,550,000元之撥

付，核安會依下列方式撥付：  

1. 第1期款：召開啟動會議後提送計畫甘特圖，並經

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憑收據或發票向主管機關

申請撥付補助款總額之 30%，計新台幣 465,000元

整。  

2. 第 2期款：於 112年 7月 15日前，提送 112年期中報

告，並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憑收據或發票向主

管機關申請撥付補助款總額之 40%，計新台幣

620,000元整。  

3. 第3期款：於 112年11月30日前，廠商提送 112年期

末成果報告與收支清單 (一式兩份 )及支用單據，並

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憑收據或發票向主管機

關申請撥付補助款總額之 30%，計新台幣 465,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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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時程 

本年度計畫自 112年 1月份開始執行，時程規劃之甘

特圖與完成項目如表二十五，工作項目已於2月完成「加

馬能譜分析優化校正」、3月完成「放射性核種取樣分析

(第一季 )」、4月完成「實驗室內部人員再訓練」、6月完

成「放射性核種取樣分析 (第二季 )」、7月完成「期中報告

繳交」、8月完成「TAF認證實驗室之監督評鑑」以及「核

安第29號演習兵棋推演」、9月完成「核安第29號演習實

兵演練」、「放射性核種取樣分析 (第三季 )」並提前完成

「 IAEA能力試驗之分析」、10月完成「參與核安演習與

教育宣導活動」、 11月完成「放射性核種取樣分析 (第四

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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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五、112年度進度甘特圖與完成項目 

112年度進度甘特圖 

月份 

工作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備註 

完成放射性核種

取樣分析(第一季) 
            

 2/15完成取樣 

 3/25完成計測 

實驗室內部人員

再訓練 
            

 4/19、4/20完成

訓練 

加馬能譜分析優

化校正 
            

 5/1完成優化校

正 

完成放射性核種

取樣分析(第二季) 
            

 4/14完成取樣 

 6/16完成計測 

完成TAF認證實驗

室之監督評鑑 
            

 3/7進行管理審

查會議 

 8/1完成監督評

鑑 

繳交期中報告              7/14完成繳交 

完成放射性核種

取樣分析(第三季) 
            

 7/11日完成取樣 

 9/26完成計測 

參與核安演習與

教育宣導活動 
            

 8/17參與核安第

29號演習兵棋

推演 

 9/13參與核安第

29號演習實兵

演練 

 10/15參與新北

市112年度多元

防災宣導日活

動 

參加能力試驗或

比對試驗 
            

 7/12 接收 IAEA

測試樣品 

 9/28完成分析數

據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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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輻射防護教

育訓練 
            

 4/19、4/20日參

加原能會緊急

應變基礎訓練 

 8/31參加本校輻

射防護教育訓

練 

完成放射性核種

取樣分析(第四季) 
            

 10/24完成取樣 

 11/24完成計測 

繳交期末報告              11/29繳交 

每三個月召開工

作會議 
            

 2/16第一次工作

會議 

 5/26第二次工作

會議 

 8/8第三次工作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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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本計畫主要執行目標為維持本實驗室之放射性核種

檢驗分析能力與技術水平、滿足TAF品質規範、達成實驗

室人員之專業訓練或證照培訓，及參與核安演習與教育

宣導活動。透過執行北部地區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實驗室

之能力精進補助計畫，充分發揮本實驗室作為北部地區

「放射性分析檢測備援實驗室」之功能。  

在放射性核種分析演練部分，經過今年度採樣與計

測之執行，對於作業流程已臻至熟練，並掌握實驗效率完

成檢測，達成災害事故之模擬演練。為維持實驗室放射性

核種分析技術水平，今年度亦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熟稔度能力試驗，已如期完成試驗之樣品分析與

數據上傳。在認證實驗室資格維持方面，本實驗室持續配

合執行全國認證基金會例行監督評鑑會議，確保品質水

平，實驗室順利通過評鑑，維持認證資格。人員訓練部分，

實驗室人員已按照年度人員訓練計畫進行所有人員之再

訓練，以確保實驗室所有技術人員之計測水平與管制品

質。除此之外，實驗室督促新進技術人員參與本校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開設之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以確

保人員熟知游離輻射基本知識，保障自身安全。本實驗室

亦持續配合今年度核安第 29號演習之實施計畫，協助執

行相關演習任務，順利完成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活動。若

發生核災事故，本實驗室能確實發揮北部備援實驗室之

功能，為民眾的輻射安全把關。  



   

53 

本期末報告已依計畫預定時程之規劃，如期如質達

成計畫目標，熟練並維持本實驗室之分析技術能力，達到

協助國內進行定期的食品檢測與環境監測任務，以保障

國民食與住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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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未來規劃 

本實驗室預計於 113年持續維持並強化實驗室既有

之環境與食品樣品放射性分析檢測能力，以達成北部備

援實驗室之主要功能。預計執行之方法與目標有五項，說

明如下：  

1. 在環境輻射監測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維持方面，預計每

季完成10件樣品的取樣，並依樣品之屬性進行加馬核種

放射性分析、總阿伐 /貝他比例計數器計測或液態閃爍

計數器氚核種分析，並將相關數據提供給主管機關參

考。  

2. 於能力試驗與實驗室比對方面，預計參與一場國內或國

外專業實驗室辦理之能力試驗或比對實驗活動，以確認

本實驗室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之準確性，同時維持實驗

室之技術水平。  

3. 在實驗室的維持方面，為符合TAF認證所需的品質管理

與標準，本實驗室將對偵檢儀器設備訂定年度保養計

畫，並妥善執行保養和校正工作，同時定期對實驗室之

技術人員與品質管理人員進行專業培訓與再訓練，透過

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等程序，達成TAF認證的品質保證

規範。此外，在實驗室技術精進部分，將建立空浮放射

性核種之總阿伐 /貝他定量分析技術程序，儲備本實驗

室技術量能，以因應發生核子事故時，本實驗室可無條

件轉為國家備援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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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人才培育與訓練方面，預計完成實驗室團隊人員之培

訓並取得相關證照，包括規劃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環

安中心所舉辦之輻射防護教育訓練課程、TAF舉辦之品

保訓練課程或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人員訓練等活動，以維

護實驗室所有人員實驗安全之應變。  

5. 於參與核安演習與教育宣導活動方面，預計參與 113年

度之核安演習，並擔任北部地區「放射性分析檢測備援

實驗室」之任務，協助北部輻射監測中心進行跨區動員

測試，以及協助執行核災事故影響範圍 16公里之環境輻

射偵測技術之訓練與實兵演練。此外，預計將參與相關

教育宣導活動，包括：防災園遊會或相關之學生營隊活

動，以確保實驗室可落實北部備援實驗室之任務，以及

輻射防護宣導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