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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背景 

依照台灣電力公司檢奉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

之「核能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防護措施分析及規劃檢

討修正報告」之審查評估報告中，審查重點與發現Q1之審查意見第2

點之說明，與後續要求事項第1項，再次評估整套預警系統之戶外涵

蓋率是否完整，其中述明事項如下： 

 

1. 緊急應變計畫區在15分鐘內，半徑3公里範圍內行政村里，警

報站涵蓋率達100 %戶政人口數；緊急應變計畫區半徑3~8公

里範圍內行政村里，警報站涵蓋率至少達75 %戶政人口數；

而除預警系統通知外，所搭配之相關通知措施於45分鐘內，

半徑8公里範圍內行政村里涵蓋率需達100%。 

2. 依據ISO 9613標準選用國內認可模擬軟體，評估警報系統聲場

傳遞範圍。 

3. 針對緊急應變計畫區戶外警報站提出有效涵蓋率分析調查資

料，再依實際情況提供建議補充涵蓋率不足處之設站工作。

並向原能會提報緊急應變計畫區有效涵蓋率分布圖。 

 

而各核能電廠警報站設計基準、主要硬體規格、警報聲撥放流程

及內容、涵蓋率對象等相關工作內容，已於102年7月報告第四章節報

告述明，並通過原能會核定，本計畫擷取4.4.1章節設計基準說明設置

原則須依據下列9項原則，其餘部分在本計畫中將不再贅述。 

1. 採用全方位警報器（Omni-Directional Siren），使警報聲響能

由360
o發出，每個方向的聲音強度皆相同作為評估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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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音量應高於背景10分貝之條件下，據以計算警報聲可傳達

的有效距離。過去研究指出，人類對於300至800赫茲(Hz)的音

頻聲響中，要能分辨與背景音源的差異至少需9分貝，因此在

設計層面，一般以高於背景10分貝作為保守設計。 

3. 避免未受到任何防護的民眾聽到大於123分貝的音量，過大的

音量將造成人耳聽力受損，生物聽力學與力學委員會

（ Committee on Hearing Bioacoustics and Biomechanics, 

CHABA）建議限值為123分貝。 

4. 保守假設民眾平均身高為2公尺，並以民眾不可聽到高於123

分貝音量傷害為基準，據以推算警報器出口1公尺處的最大可

輸出分貝值。 

5. 以警報器出口1公尺處作為音源輸出分貝的測量位置，避免近

距離（警報器旁）民眾聽到大於123分貝音量。 

6. 參考美國FEMA CPG-1-17文獻，密度人口劃分界線為2,000人/

平方英哩，經單位轉換後為781人/平方公里，故本報告以781

人/平方公里作為高低人口密度區劃分準則。 

7. 依據中華民國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二條與第六條，低

人口密度區背景值採第二類噪音管制區（供住宅使用為主且

需要安寧之地區），日間音量背景值應低於60分貝；高人口

密度區背景值採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以住宅使用為主，但混

合商業或工業等使用，且需維護其住宅安寧之地區），日間

背景值應低於65分貝。 

8. 依主管機關要求警報器需經過穩定性、重複性與再現性之測

試，本公司於招標時請廠商提供相關之測試報告，以符合主

管機關對於警報器之要求，同時確保警報器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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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參考Outdoor Warning Systems Technical Bulletin文件，本公司

於警報系統將納入資料擷取與監控系統（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之設計，使警報系統具有資料

擷取與記錄、歷史資料等功能，作為警報站功能之分析與監

測。 

 

圖1.1-1到圖1.1-4為核能一、二、三廠半徑8公里內民眾預警系統

之點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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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核能一廠民眾預警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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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核能二廠民眾預警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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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核能一、二廠共同民眾預警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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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核能三廠民眾預警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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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標 

本計畫研究內容主要針對已設置之預警系統設置位置及喇叭性

能進行評估，並針對核能電廠中心半徑8公里內，人口密度高之地區，

其戶外警報系統高於背景音量10 dB(C)之等噪音線範圍，在災害發生

時，於15分鐘內，半徑3公里範圍內行政村里內涵蓋100 %人口數；半

徑3~8公里範圍內行政村里能涵蓋75 %之人口數，至45分鐘後可以通

知到半徑8公里內所含蓋之鄉鎮區域。對於室內、於大眾系統交通工

具車上、背景音量較複雜、聽障人士等較不理想之因素下，甚至包括

極端氣候條件下（如落山風、颱風），無法透過語音得知訊息的民眾，

本計畫將採用輔助通報措施，包括簡訊、巡迴車廣播、地方電台、電

視跑馬燈等，進行通報的動作。 

 

此涵蓋率評估核能電廠廠區包括核能一廠、核能二廠及核能三

廠，現下各廠區預警系統設置站數分別為核能一廠30站、核能二廠40

站，其中12站為共站，核能三廠30站，因此預警系統站共計88站。 

 

為能圖表化涵蓋率面積及範圍，參考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

評估核能事故預警系統涵蓋率方式，利用國內環保署認可之模擬軟體

及模式，以繪製30 dB(C) ~ 85 dB(C)等噪音線為基準，計算核能一、

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人口集中之區域，若涵蓋率不足時，以增

設警報站或移動警報站位置來符合涵蓋率要求。工作流程圖如圖1.2-1

所示。 

 



1-9 

警報器音量調查 警報器FEMA量測

將聲功率數值輸入
評估模式 ISO9613-2

ATI 事件音量調查 模擬圖建置

地形參數環境參數

背景值與模擬值誤
差在3dB以內

模式可用

與
背
景
音
量
相
差
在
10

分
貝
以
上

繪製全區警報聲有
效涵蓋率分布圖

1.加設警報站
2.移動警報器位
置

涵蓋範圍足夠 涵蓋範圍不足夠

評估結束

再次評估

背景音量調查
早上7點至晚上10點

預警系統評估作業

      

1. 於30m及60m處量
測1.5m/9m聲壓
2. 一點次量測30

秒，，至少量測三
次以上，並判斷主
要頻率特性。
3. 利用30m處聲壓位
準推算聲功率。

遠音場測試近音場測試

於5.5米位置量測警
報器聲音品質

1. 穩定性
2. 重複性
3. 再現性

 

圖 1.2-1 工作流程圖 

1.3 工作內容 

本計畫工作項目主軸為模擬評估及聲壓測試兩大部分。模擬作業

需繪製背景及警報音量模擬圖，且須比較背景音量及警報音量差異在

10dB(C)以上，而模擬作業相關資料輸入至少需要有警報器聲源功率

頻譜特性、風速及風向、大氣吸音及衰減、地形條件、建物高度及佔

地面積及林地範圍等因素，進行圖面繪製及模擬。聲壓測試包括警報

器三性量測、警報音量量測及背景音量量測等三項作業，聲壓測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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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參考ATI公司(註1)、FEMA(註2)及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後續

簡稱IPEC）量測方法(註3)，分別敘述如下。 

註1: ENTERGY NUCLEAR AND ACOUSTIC TECHNOLOGY, INC. Alert and Not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 Entergy Nuclear 

註2: Blue Ridge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 Siren System Far Field 

Acoustic Testing April 2008 

註3: Mr. Andrew Feeney 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 Alert and Notification System Far Field 

Measurements Methodology February 7, 2008 

 

(一) 既有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包括氣象、地理資訊、人口、建物等，以及有關核能防護

及環境保護之法令及規範。 

(二) 各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環境背景音量量測分析 

依據目前所規劃 88 處警報站（分別為核能一廠 30 處、核

能二廠 40 處（其中核能一及核能二共站 12 站）、核能三

廠 30 處）進行環境音量測點現勘、選點及現行量測。 

1. 環境背景音量及警報站測點現勘及選點 

各廠警報站點位 24 小時背景音量調查，須依據特性

分類（如人口集中區、主要交通幹道、休閒地區等），

每廠各取 15 點次，共計 45 點次。 

2. 環境背景音量量測分析 

(1) 為了解當地氣候條件較嚴苛時之背景噪音，量測

時間為東北季風季節（12 月至 3 月）。 

(2) 未來警報器發出聲音為特定頻率聲音，所以背景

噪音量測過程皆須以 1/3 頻帶分析，以供後續警

報音量之噪音增量比對。 

(3) 按照 ATI（美國聲學技術中心）環境音量測試方

式，量測早上 7 點到晚上 10 點之環境音量，並

取 C 加權之 Leq數值，統計 Leq0700~2200、L10、L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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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L90之數據。 

3. 警報器音量量測 

(1) 針對警報器之戶外實測，參考FEMA（聯邦

緊急事務管理署）標準進行戶外音量調查，

麥克風分別架設於距離警報器30 m及60 m

處、1.5 m及9 m高之位置，同步進行4點位之

戶外音量調查。量測過程中，須同步架設風

速計，若風速大於5 m/s，則需要重新量測。

兩種警報器測試，共計8點位之聲壓量測。 

(2) 針對設置警報器位置，須量測背景音量及警

報音量。警報噪音量測作業原則，須參考美

國ATI量測警報器方式進行4分半鐘以上之

聲壓量測。 

(3) 針對所選用之警報器，為確保警報器品質且

在使用過程中不會受到戶外因素影響，需量

測警報器之穩定性、重複性及再現性。量測

方式參照IPEC測試方法。 

 穩定性(Steadiness) 

使用5隻式之矩陣式麥克風，於距離警報

器5.5 m處、9 m高之位置，量測聲壓至

少四分鐘，其聲壓數值變化須小於±2 

dB(C)。 

 重複性(Repeatability) 

同一組警報器，於距離警報器5.5 m處、

9 m高之位置，在不同時間內進行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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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聲壓測試至少4次，每次量測四分

鐘。 

 再現性(Reproducibility) 

隨機抽選至少3個警報器，於距離警報器

30 m處、9 m高之位置，量測總量聲壓

(31.5 Hz ~ 8 kHz)至少4分鐘，其總量聲

壓數值變化須小於±2 dB(C)。 

(4) 上述噪音量測依照下列原則：  

 噪音計架設時須同時架設風速計，以利配

合噪音量測時，同步紀錄風速資料。 

 如風速超過每秒5公尺以上，需提出防風

罩原廠規範及功能報告。 

 須記錄量測位置並附簡圖及照片。 

(三)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音量及涵蓋率預測分析 

1. 模式選擇及校估驗證 

(1) 模擬軟體應選用我國環保署認可之模擬軟

體，模擬標準選用ISO 9613-1及ISO 9613-2

進行評估。 

(2) 預測模式輸入參數至少包含：警報器聲功

率、氣象條件及環境條件；氣象條件包括風

速、風向、溫度及濕度；環境條件包括地層

等高線、建物高度、地表吸音率等。 

(3) 為了準確評估預警系統聲壓影響範圍，故參

考環評噪音模擬評估方式將環境噪音量測之

Leq0700~2200C加權數值與噪音模擬C加權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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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其誤差值不可超出±3分貝。 

2. 背景音量預測分析 

模式中背景音量之模擬，至少需包括道路音源、

評估區域內之工業噪音源等，且道路評估模式需

選用環保署認可之 RLS-90 標準進行音源評估。 

3. 警報器音量預測分析 

依據警報器聲功率頻譜數值及警報器位置，使用

ISO 9613-1 及 ISO 9613-2 評估模式，並結合地理

資訊圖資，經校估驗證後，繪製核能一、二、三廠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警報音量模擬圖。 

4. 差異音量比較與涵蓋率分析 

(1) 比較警報音量模擬圖與背景音量模擬圖之差

異須在 10 dB(C)以上，並繪製差異性模擬圖。 

(2) 差異性模擬圖需結合緊急應變計畫防災電子

地圖戶政資料之涵蓋比例，繪製音場涵蓋率分

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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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執行單位 

本計畫委託聲學調查專業廠商凱鉅公司進行預警系統涵蓋率調

查，而凱鉅公司為國內通過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之

產品及建築聲學實驗室，本計畫參照FEMA等規範，透過量測預警系統

三性測試及戶外預警系統音量，調查核能一、二、三廠涵蓋率。 

該公司曾配合參與政府單位（如環保署、交通部）之各項法規研

訂及規劃，亦曾承辦各類開放性設施及場所噪音量測分析委託計畫，

例如:高鐵低頻及超低頻量測調查、鐵路改善案模擬評估、工廠作業

區噪音模擬改善…，對於開放性場所之噪音量測、模擬分析具備豐富

經驗。 

該公司近年承辦之相關專案實績如表1.4-1。 

表1.4-1 凱鉅公司近年噪音專案計畫實績 

年

度 
服 務 廠 商 工 作 內 容 

100 

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 使用中機動車輛檢舉系統及車輛檢測 

行政院環保署 噪音陳情案件研析鑑定、處理輔導計畫 

行政院環保署 交通及環境噪音管制及改善策略之研究 

行政院環保署 
各類開放性設施及場所噪音量測規範及評估指

標之建立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鐵路高架段結構體、隔音牆與隧道口之低頻

與超低頻噪音調查研究 

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機動車輛噪音檢測計畫 

 

 

101 

 

 

 

行政院環保署 噪音陳情案件研析鑑定、處理輔導計畫 

行政院環保署 交通及環境噪音管制及改善策略之研究 

行政院環保署 
各類開放性設施及場所噪音量測規範及評估指

標之建立 

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機動車輛噪音檢測計畫 

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 使用中機動車輛檢舉系統及車輛檢測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地下一樓閱讀室噪音改善規劃案 

科技公司 半無響室聲學性能驗證 

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 松山機場航空噪音預測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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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 凱鉅公司近年噪音工程改善計畫實績 

年

度 
服 務 廠 商 工 作 內 容 

100 

行政院環保署 使用中車輛噪音及易發生噪音設施管制推動計畫 

行政院環保署 交通及環境噪音管制及改善策略之研究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中油安運輪量測 

桃園縣政府 100 年度辦理噪音案件監測及現況調查 

行政院環保署 
各類開放性設施及場所噪音量測規範及評估指標

之建立 

行政院環保署 噪音陳情案件研析鑑定、處理輔導計畫 

101 

行政院環保署(協助振噪學會) 使用中車輛噪音及易發生噪音設施管制推動計畫 

行政院環保署 交通及環境噪音管制及改善策略之研究 

行政院環保署 
各類開放性設施及場所噪音量測規範及評估指標

之建立 

行政院環保署 噪音陳情案件研析鑑定、處理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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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緊急應變計畫區圖資建置及人口統計 

2.1 緊急應變計畫區地理資訊系統圖資（GIS）及相關數據來源 

本計畫所需之地理資訊的圖資是向行政院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申請（圖2.1-1），以核能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域為蒐集範圍。

並以1/5,000之相片基本圖及通用版電子地圖為主要使用圖資。其定

位座標以1997臺灣大地基準（TWD 97）二度分帶座標為主，圖資內

容包括縣市界、鄉鎮界、建物占地面積、道路寬度、等高線及至高點

座標等。 

鄉鎮主要的範圍為： 

新北市三芝區、石門區、金山區、萬里區。 

基隆市七堵區、中山區、安樂區。 

屏東縣的恆春鎮及滿州鄉。 

共77幅圖資。（詳如附錄四）。 

道路主要的範圍為：台二線、台二甲線、台26線、縣道200。 

等高線間距為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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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內政部圖資證明文件 

2.2 圖層合併及軟體使用 

針對核能一、二、三廠區域所蒐集的圖資內容，考量應涵蓋之地

形資料範圍等因素，其資料分為：測量控制點、行政界線、建物、交

通系統、水系、公共事業網路、植被覆蓋、地貌、數值地形模型及圖

幅整飾及註記等。有關本計畫圖資相關應用說明如下： 

1. 資料圖層不同代號之意義 

參照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表得知，地形資料

分類採樹狀階層結構建立，由較上階層的初略主題，持續向

下分類到較下階層之特定主題資料分類。每一層級的分類都

包括獨特的編碼，藉由組合不同層級的編碼，產生出一組可

當唯一辨別編碼的特定主題資料分類群組。再因各個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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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細分為各個小項（如表2.2-1）。 

本次篩選的重點在行政界線（92000）中“縣、省直轄市區等

界”與“鄉、鎮、縣轄市、直轄市區等界”，建物（93000）

中的所有建物，交通系統（94000）中的“道路”，植被覆蓋

（97000）中的“草地”與“農地”，地貌（98000）中的“高

程”及圖幅整飾及註解（90000）中的“地名及註記”為主要

重點。 

表 2.2-1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表概要  

分類 名稱 代號 

（一）測量控制點 91000 1.基準點 91100 

2.平面控制點 91200 

3.高程控制點 91300 

4.其他 91900 

（二）行政界線 92000 1.國界 92100 

2.省、直轄市等界 92200 

3 縣、省直轄市區等界 92300 

4.鄉、鎮、縣轄市、直轄市區等界 92400 

5.村里界 92500 

（三）建物 93000 1.房屋 93100 

2.強垣 93200 

3.政府及民意機關 93300 

4.文教休閒設施 93400 

5.生活公共設施及場所 93500 

6.宗教 93600 

7.工礦設施 93700 

8.通訊及傳播設施 93800 

9.其他 93900 

（四）交通系統 94000 1.鐵路 94100 

2.道路 94200 

3.捷運 94300 

4.路工設施 94400 

5.機場 94500 

6.港灣 9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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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94900 

（五）水系 95000 1.河川 95100 

2.面狀水域 95200 

3.海岸 95300 

4.岸濱及水底地質 95400 

5.其他 95900 

（六）公共事業網路 96000 1.線路 96100 

2.管路 96200 

3.其他 96900 

（七）植被覆蓋 97000 1.樹木 97100 

2.草地 97200 

3.農地 97300 

4.養殖用地 97400 

5.其他 97900 

（八）地貌 98000 1.高程 98100 

2.諸地貌 98200 

3.其他 98900 

（九）數值地形模型 99000 無細項 無細項 

（十）圖幅整飾及註解 90000 

 

 

1.圖廓、方格線及經緯線 90100 

2.圖廓外整飾 90200 

3.地名及註記 90300 

4.圖例 90400 

5.其他 90900 
資料來源：基本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表及名詞定義87年及96年版 
 

2. 資料圖層之合併 

地理資訊系統的多方發展下，衍生出許多的應用方式，而合

併資料方法也有很多種，首先我們必須將資料整理過，以便

之後檔案匯入時方便，整理方式是將不同的範圍由大至小分

開，分別存入專屬的資料夾中（例：將SHP和DXF分開，再將

SHP裡的建物歸檔為一類以便檔案匯入），目前我們是使用

AutoCAD以、ArcGIS及QGIS三個軟體來實施篩選及合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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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 地理資訊圖資內容分類前 

 

圖2.2-2 地理資訊圖資內容分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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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utoCAD 篩選後合併之使用步驟 

選擇需要的DXF檔打開→打開AuotCAD的圖層→找尋圖層中需

要的圖資代號→將其需要之代號旁的燈泡關閉→將圖上其他

不需要的圖選取反白→按下刪除→另存新檔案。 

 
 

  

圖2.2-3 AutoCAD圖資合併之步驟 

 

b. QGIS 篩選後合併之使用步驟 

先開啟QGIS→點選左邊工作列的加入向量→選擇已分類好的

資料夾→依需要的內容選擇→開啟檔案→另存新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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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 QGIS圖資合併之步驟 

4. 圖層資料在CadnaA中如何轉換等相關資訊 

開啟CadnaA選擇檔案→Input→選擇已分類好的整組檔案→在

開啟的圖上按右鍵→選擇Modify Objects→Conert To→在選擇

你所需要的(道路就選Road) →確定後選擇All→再繼續Input進

去需要的檔案然後重複先前的動作→最後調整高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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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5 CadnaA圖資匯入與編輯之步驟 

 

2.3 核能一、二、三廠半徑8公里各村里/人口分佈及統計 

核能電廠若發生事故時，可能造成影響的區域會因事故的型態和

大小而異，而若事故導致輻射外洩之疑慮，則愈靠近核能電廠的民眾

可能受到輻射污染的風險也愈高，因此劃定一定範圍的區域預先做好

應變措施及規劃的準備，以減緩事故發生時對核能電廠周邊居民之影

響是必要的。 

 

核能一、二、三廠半徑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所涵蓋之鄉鎮區包

括之村（里）統計，述明如下： 

 

新北市三芝區：橫山里、茂長里、圓山里、新庄里。 

新北市石門區：山溪里、石門里、尖鹿里、老梅里、茂林里、草

里里、乾華里、富基里、德茂里。 

新北市金山區：三界里、永興里、西湖里、兩湖里、六股里、清

泉里、萬壽里、重和里、磺港里、美田里、五湖

里、大同里、和平里、金美里、豐漁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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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萬里區：大鵬里、中幅里、北基里、崁腳里、野柳里、溪

底里、萬里里、龜吼里、磺潭里、雙興里。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里、文化里、和慶里、協和里、德安里。 

基隆市安樂區：中崙里、內寮里、新崙里、武崙里。 

基隆市七堵區：瑪西里、友二里、瑪東里。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里、山海里、山腳里、水泉里、南灣里、城

南里、城北里、城西里、德和里、墾丁里、龍水

里、四溝里、網紗里、鵝鑾里、仁壽里、頭溝里。 

屏東縣滿州鄉：永靖村、港口村。 

 

其中石門區的草里里以及金山區的三界里、五湖里、六股里、永

興里、西湖里、兩湖里、美田里、重和里、清泉里、萬壽里、磺港里，

為核能一、二廠共同涵蓋的區域。 

 

透過蒐集各地方縣市政府轄區內各區的戶政事務所網站統計資

料得知（統計至102年12月）所涵蓋的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的鄰里

數、戶數及人口數，整理如表2.3-1，統計說明如下： 

 

核能一廠所包含的緊急應變計畫區包括： 

新北市三芝區4個里、52個鄰、1,100戶、共2,928人 

新北市石門區9個里、124個鄰、4,264戶、共12,794人 

新北市金山區11個里、140個鄰、4,395戶、共14,474人 

 

核能二廠所包含的緊急應變計畫區包括： 

新北市石門區1個里、12個鄰、374戶、共1,153人 

新北市金山區15個里、201個鄰、6,934戶、共22,3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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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萬里區10個里、186個鄰、7,317戶、共22,618人 

基隆市中山區5個里、125個鄰、6,294戶、共16,527人 

基隆市安樂區4個里、100個鄰、6,788戶、共17,429人 

基隆市七堵區3個里、41個鄰、573戶、共1,201人 

 

核能三廠所包含的緊急應變計畫區包括： 

屏東縣恆春鎮16個里、262個鄰、10,928戶、共30,245人 

屏東縣滿州鄉2個里、39個鄰、1,118戶、共3,083人 

 

表 2.3-1 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人口數統計表 

縣/市 

鄉/ 

鎮/ 

區 

核
能
一
廠 

核
能
二
廠 

核
能
三
廠 

里數 村/里 鄰數 戶數 
單位鄰數 

人口比率 
總人口數(小計) 

新
北
市 

三
芝
區 

      1 八賢里 10 155 1.70 400 

      2 古庄里 19 472 4.84 1135 

      3 店子里 14 261 2.99 702 

      4 後厝里 27 1052 9.41 2208 

Ⅴ     5 茂長里 9 283 2.83 665 

      6 埔坪里 35 2918 32.04 7518 

      7 埔頭里 42 2066 23.28 5463 

Ⅴ     8 圓山里 12 224 2.74 644 

Ⅴ     9 新庄里 12 358 4.32 1014 

      10 福德里 18 348 3.80 892 

Ⅴ     11 橫山里 19 235 2.58 605 

      12 興華里 20 526 5.89 1383 

      13 錫板里 17 299 3.56 835 

合計 23,464 

石
門
區 

Ⅴ     1 山溪里 16 362 8.4 1071 

Ⅴ     2 石門里 14 658 14.8 1888 

Ⅴ     3 尖鹿里 16 643 14.6 1872 

Ⅴ     4 老梅里 19 852 20.4 2604 

Ⅴ     5 茂林里 11 237 6.0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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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Ⅴ   6 草里里 12 374 9.0 1153 

Ⅴ     7 乾華里 7 147 3.1 393 

Ⅴ     8 富基里 15 536 13.1 1675 

Ⅴ     9 德茂里 14 455 10.7 1370 

合計 12,794 

金
山
區 

Ⅴ Ⅴ   1 三界里 10 219 3.3 746 

  Ⅴ   2 大同里 9 266 3.7 828 

Ⅴ Ⅴ   3 五湖里 17 584 8.9 1994 

Ⅴ Ⅴ   4 六股里 8 232 3.3 750 

Ⅴ Ⅴ   5 永興里 15 248 3.1 686 

Ⅴ Ⅴ   6 西湖里 7 58 1.0 223 

Ⅴ Ⅴ   7 兩湖里 7 142 2.0 458 

  Ⅴ   8 和平里 8 192 2.5 553 

  Ⅴ   9 金美里 35 1915 26.6 5955 

Ⅴ Ⅴ   10 美田里 25 1342 20.5 4592 

Ⅴ Ⅴ   11 重和里 13 536 6.3 1404 

Ⅴ Ⅴ   12 清泉里 10 293 4.3 952 

Ⅴ Ⅴ   13 萬壽里 8 186 2.5 570 

Ⅴ Ⅴ   14 磺港里 20 555 9.4 2099 

  Ⅴ   15 豐漁里 9 166 2.3 582 

合計 22,392 

萬
里
區 

  Ⅴ   1 大鵬里 24 999 14.1 3198 

  Ⅴ   2 中幅里 13 358 5.9 1329 

  Ⅴ   3 北基里 23 1422 14.6 3298 

  Ⅴ   4 崁腳里 14 194 2.3 519 

  Ⅴ   5 野柳里 19 1075 16.5 3724 

  Ⅴ   6 溪底里 9 297 3.3 756 

  Ⅴ   7 萬里里 35 1449 22.9 5183 

  Ⅴ   8 龜吼里 20 902 12.5 2824 

  Ⅴ   9 磺潭里 14 240 2.9 667 

  Ⅴ   10 雙興里 15 381 5.0 1120 

合計 22,618 

基
隆
市 

中
山
區 

  Ⅴ   1 中山里 17 440 2.2 1108 

      2 中和里 42 2465 13.1 6453 

      3 中興里 22 664 3.1 1533 

      4 仁正里 16 338 1.8 902 

      5 太白里 15 417 2.1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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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   6 文化里 15 667 3.0 1479 

      7 仙洞里 17 310 1.5 763 

      8 民治里 18 396 1.9 955 

      9 安平里 16 363 1.8 888 

      10 安民里 23 496 2.3 1144 

      11 西定里 13 435 2.2 1082 

      12 西康里 17 741 3.8 1857 

      13 西華里 19 438 2.1 1026 

      14 西榮里 14 355 1.7 834 

  Ⅴ   15 協和里 20 723 3.8 1895 

      16 和平里 11 256 1.1 562 

  Ⅴ   17 和慶里 43 2798 15.5 7627 

      18 居仁里 23 659 3.2 1592 

      19 健民里 18 604 2.9 1409 

      20 通化里 17 512 2.5 1251 

      21 通明里 23 798 4.3 2128 

      22 新建里 21 415 1.8 876 

  Ⅴ   23 德安里 30 1666 9.0 4418 

      24 德和里 50 2352 13.1 6442 

合計 49,254 

安
樂
區 

      1 七賢里 25 1250 4.1 3362 

      2 三民里 30 1407 4.1 3334 

      3 干城里 26 860 3.0 2484 

  Ⅴ   4 中崙里 14 663 2.1 1743 

      5 五福里 37 1592 5.1 4152 

  Ⅴ   6 內寮里 36 2375 7.2 5930 

      7 六合里 30 1716 5.6 4586 

      8 四維里 35 2127 7.3 6018 

      9 外寮里 33 1802 5.7 4648 

      10 永康里 18 849 2.8 2304 

      11 安和里 14 391 1.2 1012 

      12 西川里 18 588 1.7 1418 

      13 壯觀里 32 2015 6.0 4898 

      14 定邦里 23 521 1.5 1267 

      15 定國里 18 499 1.5 1255 

  Ⅴ   16 武崙里 25 2025 6.4 5217 

      17 長樂里 26 1570 4.9 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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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慈仁里 14 424 1.3 1086 

      19 新西里 14 646 2.0 1604 

  Ⅴ   20 新崙里 25 1725 5.5 4539 

      21 嘉仁里 35 1507 4.6 3786 

      22 樂一里 14 279 0.8 664 

      23 興寮里 34 2187 6.5 5289 

      24 鶯安里 33 1513 4.5 3689 

      25 鶯歌里 27 1576 4.4 3640 

合計 81,906 

七
堵
區 

      1 八德里 17 657 3.4 1818 

      2 六堵里 17 1063 4.8 2588 

      3 友一里 20 891 3.5 1898 

  Ⅴ   4 友二里 18 263 1.0 523 

      5 正光里 21 1142 5.1 2774 

      6 正明里 24 957 4.5 2437 

      7 永平里 28 947 4.3 2314 

      8 永安里 24 1001 4.8 2608 

      9 百福里 34 2493 13.2 7126 

      10 自強里 11 444 2.0 1105 

      11 長安里 13 1045 5.3 2879 

      12 長興里 33 1682 8.3 4481 

      13 泰安里 27 1950 9.0 4867 

      14 堵北里 16 1500 7.8 4193 

      15 堵南里 19 918 4.5 2453 

      16 富民里 31 1658 7.9 4272 

      17 實踐里 26 1608 8.4 4534 

  Ⅴ   18 瑪西里 12 164 0.7 375 

  Ⅴ   19 瑪東里 11 146 0.6 303 

      20 瑪南里 10 176 0.9 493 

合計 54,041 

屏
東
縣 

恆
春
鎮 

    Ⅴ 1 大光里 23 892 8.5 2631 

    Ⅴ 2 山海里 16 642 6.2 1906 

    Ⅴ 3 山腳里 34 1811 16.1 4951 

    Ⅴ 4 仁壽里 10 373 3.2 992 

    Ⅴ 5 水泉里 20 580 5.5 1693 

    Ⅴ 6 四溝里 13 426 3.8 1175 

    Ⅴ 7 南灣里 15 745 6.9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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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 8 城北里 21 1023 9.0 2772 

    Ⅴ 9 城西里 17 518 4.4 1368 

    Ⅴ 10 城南里 14 464 3.8 1175 

      11 茄湖里 10 204 1.9 578 

    Ⅴ 12 網紗里 25 1290 12.0 3688 

    Ⅴ 13 德和里 10 391 3.6 1122 

    Ⅴ 14 墾丁里 11 574 4.8 1493 

    Ⅴ 15 頭溝里 11 228 1.7 538 

    Ⅴ 16 龍水里 12 470 4.1 1265 

    Ⅴ 17 鵝鑾里 10 501 4.3 1340 

合計 30,823 

滿
州
鄉 

      1 九棚村 6 157 4.4 360 

    Ⅴ 2 永靖村 22 581 19.3 1566 

      3 里德村 12 179 5.6 453 

      4 長樂村 22 575 18.7 1517 

    Ⅴ 5 港口村 17 537 18.7 1517 

      6 港仔村 7 147 4.3 348 

      7 滿州村 21 639 21.4 1738 

      8 响林村 10 218 7.7 625 

合計 8,124 

 
 

2.4 緊急應變計畫區之人口分布 

本公司針對核能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區域之劃定，是以

各核能電廠反應爐堆之中心座標位置為中心，劃定半徑8公里之圓所

涵蓋之鄉鎮為緊急應變計畫區之範圍，各核能電廠所涵蓋之鄉鎮範

圍，如圖2.4-1至圖2.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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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1 核能一廠區域劃分圖 

 

圖2.4-2 核能二廠區域劃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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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3 核能三廠區域劃分圖 

 

各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涵蓋率之統計，委由專業團隊透過電

話訪查村里民辦公室、戶政事務所、鄉鎮市公所等單位，取得102年

12月資料，再與內政部資訊中心全國門牌地址結合，建置出緊急應變

計畫防災電子地圖戶政資料，再加以比對各鄉鎮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網

站的戶籍、人口統計資料，進行涵蓋率之計算及分析。 

表2.4-1 核能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統計表 

廠區 
緊急應變計畫區 

總戶數 
0-3KM總戶數 3-8KM總戶數 

核能一廠 9759 2105 7654 

核能二廠 28280 4955 23325 

核能三廠 12046 1402 1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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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核能電廠門牌分佈 GIS 圖，整理如圖 2.4-4 至圖 2.4-6。 

 

圖2.4-4 核能一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人口分布圖 

 

 

圖2.4-5 核能二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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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6 核能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人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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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警報系統音量調查 

本計畫警報器規格及選用採國內公開招標方式進行採購，以國

內喇叭商可提供之產品，作為優先選用準則，且警報系統所選用的喇

叭採用 400W 之規格，亦高於國內民防系統所選用的 100W 喇叭。警

報器規格及建置資訊，詳如附錄十所示。而除了參考 FEMA 報告進

行設站，亦依照原能會的要求，後續於核能一、二、三廠再新增 10

站預警站。而為使涵蓋率模擬之警報站音量與現況相符，參照美國

ATI(Acoustic Technology, Inc.)系統之紐約 IPEC(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案例，有四項量測作業需要執行，包括： 

1. 警報站現址勘查 

2. 各核能電廠 8 公里範圍之環境背景音量量測 

3. 警報器音量性能測試：三性測試（穩定性、重複性及再現性）、聲

壓測試 

4. 警報站警報音量現地測試 

各量測作業項目及流程分述說明如下。 

 

3.1 警報站各站址現勘 

警報站的設置在 102 年 7 月報告中參考 FEMA 規範，依據人口

集中區作為設置準則，包括觀光景點、民宿、廟宇及公務機關等位置，

再與當地村、里長討論設置點位，取得共識，始得進行設站。經實地

現勘及調查後，核能一、二、三廠各警報站之警報器數量、設置方式

（參照表 3.1-1 之備註說明）、警報站離地高度、海拔高度、GPS 座

標等資訊，整理如表 3.1-1 至表 3.1-4。預警站設置方式共計 4 種形式，

設置考量主要以朝向民宅集中處或遊客眾多之地方；分別為 A：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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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線桿東、南、西、北四個方位；B：設置於電線桿前後方向；C：

設置於屋頂各角落；D：設置於屋頂女兒牆。A 是主要設置方式，核

能三廠多以此為主；B 主要設置在省道或街道邊，喇叭方向主要面對

民宅位置；C 及 D 以設置在活動中心、里長家、台電公司及警察局頂

樓為主；相關設置如圖 3.1-1 所示。 

表 3.1-1 核能一廠警報站位址 

編號 名稱 GPS 定位 
離地高度

(m) 

海拔高度
(m) 

喇叭 

數量 

設置 

方式 

ANS-100 
核能一廠輻射監測
中心(主站) 

E 121° 35’29.7” 
N 25° 17’17.3” 

    

ANS-101 乾華派出所 
E 121°36'30.72" 
N 25°16'48.02" 

5 7 4 B 

ANS-102 草埔尾 
E 121°36'12.35" 
N 25°15'57.71" 

8 163 4 B 

ANS-103 茂林宿舍 
E 121°35'30.22" 
N 25°16'10.95" 

15 158 4 A 

ANS-104 山脊民家 
E121°34'53.92" 
N 25°15'54.74" 

6 152 4 B 

ANS-105 石門分校 
E 121°33'56.58" 
N 25°15'49.26" 

10 192 4 B 

ANS-106 核能一廠煙囪 
E 121°35'23.50" 
N 25°17'7.60" 

8 93 4 C 

ANS-107 石門風力發電站 
E 121°34'51.36" 
N 25°17'40.26" 

4 52 4 A 

ANS-108 石門分駐所 
E 121°34'1.62" 
N 25°17'25.26" 

13 10 4 C 

ANS-109 製茶工廠 
E 121° 34’37.6” 
N 25° 16’52.3” 

6 94 4 B 

ANS-110 
石崩山23號民宅旁
電桿 

E 121°34'0.30" 
N 25°16'40.80" 

6 110 4 B 

ANS-111 老梅里活動中心 
E 121°32'42.22" 
N 25°17'21.97" 

10 11 4 C 

ANS-112 富基里活動中心 
E 121°32'25.62" 
N 25°17'19.92" 

8 34 4 B 

ANS-113 白沙灣北觀處 
E 121°31'8.79" 
N 25°16'58.32" 

5.5 19 4 C 

ANS-114 三芝八仙宮 
E 121°29'59.30" 
N 25°16'24.60" 

5.7 22 4 B 

ANS-115 橫山國小 
E 121°31'47.69" 
N 25°15'32.57" 

6.5 167 4 C 

ANS-116 新庄里活動中心 
E 121°30'6.78" 
N 25°16'1.68" 

4.7 38 4 C 

ASN-117 茂長里活動中心 
E 121°30'44.67" 
N 25°15'17.96" 

6 101 4 B 

ANS-118 圓山里活動中心 
E 121°31'47.96" 
N25°13'18.03" 

4.2 244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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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核能二廠警報站位址 

編號 名稱 GPS 定位 
離地高度

(m) 

海拔高度
(m) 

喇叭 

數量 

設置 

方式 

ANS-200 
核能二廠輻射監
測中心(主站) 

E 121°39'34.94" 
N 25°12'24.90" 

    

ANS-201 核能二廠大修宿舍 
E 121°39′25.8’’ 
N 25°12′26.6’’ 

33 24 4 D 

ANS-202 
磺潭里社區活動中
心 

E 121°38’40.26’’         
N 25°11’42.57’’ 

9 52 4 B 

ANS-203 雙興里活動中心 
E 121°39’3.71’’         
N 25°10’36.58’’ 

7 242 4 B 

ANS-204 大鵬派出所 
E 121°38'49.00"        
N 25°12'44.10" 

14 7 4 D 

ANS-205 金山警分局 
E 121°38'25.20"        
N 25°13'11.60" 

14 7 4 D 

ANS-206 豐漁社區威靈宮 
E 121°38’49.6’’         
N 25°13’24.2’’ 

4 8 4 C 

ANS-207 野柳國小 
E 121°41’20.93″ 
N 25°12′19.09″ 

15 9 4 D 

ANS-208 龜吼漁卸場 
E 121°41'17.14" 
N 25°11'45.67" 

13 7 4 D 

ANS-209 龜吼社區活動中心 
E121°40'58.00"        
N 25°11'20.37" 

9 15 4 C 

ANS-210 台電萬里服務所 
E 121°41'15.85"       
N 25°10'59.50" 

17 16 4 D 

ANS-211 萬里區公所 
E 121°41'23.24"         
N 25°10'41.90" 

30 12 4 D 

ANS-212 北基社區活動中心 
E 121°41'0.99" 
N 25°10'33.08" 

9 92 4 A 

ANS-213 中幅變電所 
E 121°40′34.18″ 
N  25°10′5.55″ 

9 27 4 B 

ANS-214 崁腳里活動中心 
E 121°38'56.98" 
N 25° 9'35.48" 

12 134 4 D 

ANS-215 大坪國小 
E 121°38'16.94" 
N 25°10'3.75" 

9 355 4 D 

ANS-216 基隆市隆聖國小 
E121°41′40.8″ 
N 25°9′23.26″ 

10 61 4 C 

ANS-217 武崙變電所 
E 121°42'2.49" 
N 25° 8'43.99" 

9 50 4 C 

ANS-218 基隆市武崙國小 
E 121°42'25.89" 
N 25° 8'19.83" 

17 77 4 C 

ANS-219 
基隆市新崙里協和
-深美345KV電塔 

E 121°42′31.38″ 
N 25°8′50.8″ 

15 55 4 D 

ANS-220 基隆市中和國小 
E 121°43′12.55″ 
N 25°8′48.09″ 

15 64 4 D 

ANS-221 
和慶里守望相助管
理室 

E 121°42′50.94″ 
N 25°9′2.77″ 

15 93 4 D 

ANS-222 瑪陵派出所 
E121°41′13.13″ 
N 25°06′38.42″ 

15 34 4 D 

ANS-223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E121°40′38.64″ 
N 25°07′44.13″ 

8 84 4 C 

ANS-224 友二里里民大會堂 
E121°39′56.15″ 
N 25°6′30″ 

30 33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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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225 
德安里里民活動中
心 

E121°43′35.14″ 
N 25°59.61″ 

6 63 4 D 

ANS-226 中山區公所 
E121°43′46.36″ 
N 25°9′11.47″ 

12 65 4 D 

ANS-227 
協和里里民活動中
心 

E121°44′4.30″ 
N 25°9′26.03″ 

11 27 4 D 

ANS-228 協和電廠備勤宿舍 
E121°44′15.14″ 
N 25°9′2.69″ 

15 35 4 D 

表 3.1-3 核能一、二廠警報站共站位址 

編號 名稱 GPS 定位 
離地高度

(m) 

海拔高度
(m) 

喇叭 

數量 

設置 

方式 

ANS-119C 金山漁會 
E 121°38'50.64"   
N 25°13'46.38" 22 4 4 C 

ANS-120C 
台電金山服
務所 

E 121°38'2.94"  
N 25°13'19.26" 15 14 4 D 

ANS-121C 金山消防隊 
E121°37’41.9’’   
N 25°13’14.9’’ 30 12 4 D 

ANS-122C 
六三社區活
動中心 

E 121°37'14.76"  
N 25°13'48.66" 4.9 11 4 C 

ANS-123C 
六股里市民
活動中心 

E 121°36'52.47"  
N 25°13'23.65" 4.3 25 4 C 

ANS-124C 
重三社區活
動中心 

E 121°36'7.58"   
N 25°13'12.13" 4.5 61 4 D 

ANS-125C 
三和國小兩
湖分校 

E 121°35'43.16"   
N 25°13'59.35" 3.5 220 4 D 

ANS-126C 
西湖里活動
中心 

E 121°36'47.52" 
N 25°14'47.70" 5.3 198 4 B 

ANS-127C 
萬壽社區活
動中心 

E 121°37'53.88"   
N 25°14'17.34" 11 8 4 C 

ANS-128C 
永民里社區
活動中心 

E 121°37'51.36"  
N 25°15'29.34" 5.7 42 4 B 

ANS-129C 伍天宮 
E 121° 37’22.6”   
N 25° 15’59.7” 5.6 102 4 B 

ANS-130C 天籟社區 
E 121°35'50.94" 
N 25°11'57.36" 9 305 4 D 

 

表 3.1-4 核能三廠警報站位址 

編號 名稱 GPS 定位 
離地高度

(m) 

海拔高度
(m) 

喇叭 

數量 

設置 

方式 

ANS-300 
核能三廠輻射監
測中心(主站) 

   
  

ANS-301 大光#2 水井 
E120°44'29.00" 
N 21°57'4.00" 10 45 4 A 

ANS-302 大光砂尾路口 
E120°44'23.70" 
N 21°57'34.40" 13 49 4 A 

ANS-303 後壁湖漁港 
E120°44'36.40" 
N 21°56'40.60" 9 7 4 A 

ANS-304 水泉泉南宮 
E120°43'55.30" 
N 21°55'44.50" 13 50 4 A 

ANS-305 樹林西龍宮 
E120°43'17.70" 
N 21°57'2.60" 13 113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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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306 紅紫坑虹彩驛 
E 120°43'4.60" 
N 21°58'21.80" 13 25 4 A 

ANS-307 山海經參宮 
E 120°42'50.30 
N 21°59'11.10" 5 30 4 A 

ANS-308 龍水派出所 
E120°43'47.40" 
N 21°58'50.10" 14 24 4 A 

ANS-309 龍水#5 水井 
E 120°44'2.40" 
N 21°58'20.10" 13 26 4 A 

ANS-310 和平樓宿舍 
E120°45'23.20" 
N 21°58'5.80" 18 28 4 D 

ANS-311 南灣宿舍 
E 120°46'1.30" 
N 21°57'32.50" 16 16 4 D 

ANS-312 懇管遊客中心 
E120°46'47.20" 
N 21°56'54.40" 10 19 4 A 

ANS-313 墾丁派出所 
E120°47'59.50" 
N 21°56'41.10" 16 16 4 A 

ANS-314 船帆石消防隊 
E120°49'24.50" 
N 21°56'5.90" 16 11 4 D 

ANS-315 港口活動中心 
E120°49'40.20" 
N 21°59'29.60" 13 22 4 A 

ANS-316 永靖派出所 
E120°48'29.70" 
N 22° 0'22.50" 9 36 4 A 

ANS-317 恆春分局 
E120°44'42.60" 
N 22° 0'9.80" 15 26 4 A 

ANS-318 核能三廠台26線道 
E 120°45'8.80" 
N 21°58'41.80" 13 19 4 A 

ANS-319 台電恆春宿舍 
E120°44'45.80" 
N 21°59'33.20" 34 21 4 A 

ANS-320 僑勇國小 
E120°44'39.10" 
N 22° 0'32.30" 21 23 4 A 

ANS-321 洋蔥檢整場 
E120°44'39.10" 
N 22° 0'51.90" 9 23 4 A 

ANS-322 仁壽派出所 
E120°44'15.40" 
N 22° 1'37.70" 13 21 4 A 

ANS-323 頭溝活動中心 
E120°43'17.00" 
N 22° 1'22.00" 13 15 4 A 

ANS-324 四溝千峰殿 
E120°43'25.70" 
N 22° 0'27.00" 9 27 4 A 

ANS-325 12 號抽水站 
E120°43'44.20" 
N 21°59'50.30" 13 20 4 A 

ANS-326 基督教會 
E120°46'29.40"  
N 22° 0'9.60" 

12 76 4 A 

ANS-327 龍鑾宮 
E120°45'11.10"  
N 21°59'2.00" 

12 23 4 A 

ANS-328 萬里桐活動中心 
E120°42'17.26"  
N 21°59'47.5" 

12 20 4 A 

ANS-329 白砂金聖宮 
E120°43'2.44"  
N 21°56'15.52" 

12 23 4 A 

ANS-330 鵝鑾里長服務處 
E120°51'6.56"  
N 21°54'17.06" 

12 28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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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置於電線桿四方位 B 設置於電線桿前後方 

  
C 設置於屋頂角落 D 設置於屋頂女兒牆 

圖 3.1-1 核能電廠警報站設置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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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EMA 要點說明 

聯 邦緊 急事 務管 理署 ，簡 稱 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美國行政部門防災減災機構，負責緩解自然或

人為災害所帶來的影響，如風災、火災、水災、核災等緊急應變事故。

本計畫參考 FEMA CPG1-17 outdoor warning system guide，評估戶外

預警系統涵蓋率，而此方法從 1980 至今，在美國境內有超過 2,000

處地方，參考此原則建置及評估戶外預警系統。 

 

FEMA CPG1-17 在使用上，有以下七個原則需要依循： 

1. 警報聲音的播放頻率特性需在 300Hz-1,000Hz。 

2. 對於人的聽覺感受而言，所使用的聲學指標以響度(Loudness)

及 C 加權(dB(C))為主。 

3. 聲壓量測點須距離警報站 30 公尺以上，且測點的聲壓級數須

達 110dB(C)，儘管背景音量高至 85dB(C)，仍保證在此範圍

內，可以有效警示到此區域之民眾。 

4. 無法考量地形、地貌、建物及設站高度的條件下，警報器的

預警範圍可用設備聲壓位準減去距離衰減的能量，藉以求得

涵蓋率的範圍，計算公式如下： 

 

 

 
計算公式-預警系統涵蓋率 

資料來源：FEMA CPG1-17 outdoor warning system guide 

 

5. 警報器播放的聲壓級數須高過背景音量 9 dB 以上。 

6. 為避免傷害人耳聽力，在當地的噪音暴露量不可以超過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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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C)。 

7. 警報訊號的播放可用在空襲警報(Attack Warning)、警戒警報

(Attention or Alert Warning)及獨特的信號(Distinctive Signal)，

如火警的訊號播放。 

 

在文獻亦指出，聲音的響度和語調的變化具有一定的關連性，主

要跟警報音的功率及頻率有關。而警報聲音透過警報器的運作，所產

生的能量藉由空氣傳遞至人耳的過程中，會因為環境條件及能量的物

理特性跟理論的推估有所差異，如何降低理論推估與實際涵蓋的差異

性，FEMA 建議使用聲學模擬軟體及 ISO 9613 標準，推估預警系統

涵蓋率的範圍，而在推估的模式中，至少需要考量以下參數。包括： 

 
1. 音源(Source)：聲源的傳遞與功率及方向性有相關性，一般而

言，考量聲源為點音源特性且以圓球體擴散的狀況下，其距

離增加一倍，能量會衰減 6 分貝。但在預警系統中，喇叭(Siren)

是有方向性的，且在功率較大的情況下，其聲強度(Sound 

Intensity)較高，聲源特性在一定的範圍內，其能量衰減會以面

音源或線音源的特性為主，因此，在模式推估中，須考量到

音源的功率及方向性。 

 
2. 地表影響(Ground effects)：聲源在長距離的傳遞下，與地面的

組成有關，一般可以分為軟質地面及硬質地面，在硬質地面下，

其聲源的反射加成約可增加 3 分貝；反之，軟質地面的情況下，

聲源的反射能量較少，甚至聲源的聲量有被吸收的可能，導致

音量傳遞不如預期，一般而言，在郊區、農地及山區等位置可

定義為軟質地面；市區及道路等區域，可設為硬質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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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障礙物(Barrier)：在自然環境中，聲源傳遞至人耳的過程中，

除了地形的阻隔之外，建築物對聲源傳遞的影響最為顯著，

除了可改變音源傳遞的方向及範圍，其減音量的效果亦高達

20 分貝以上。 

4. 溫度與濕度(Temperature and humility)：環境中溫、濕度的變

化，主要與大氣吸音率及聲源擴散方式有關。透過 FEMA 研

究指出，若地表溫度較大氣溫度高時，聲源會由下往上擴散；

反之，若大氣溫度較地表溫度高時，則聲源擴散方式將由上

往下擴散。一般而言，都會地區的地表溫度往往高過大氣溫

度，因此聲源擴散是向上傳遞的；但在臨海或空曠地區（郊

區），白天地表溫度較高，聲源是向上傳遞，但到了晚間或夜

間，地表溫度較低，聲源改由向下傳遞，涵蓋率有可能因此

有所改變。溫度影響聲源傳遞的示意圖，如圖 3.2-1 及圖 3.2-2

所示。 

 

 

圖 3.2-1 聲源因溫度變化傳遞示意圖 1 

 

圖 3.2-2 聲源因溫度變化傳遞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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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ISO 9613 規範中，溫、濕度的變化除了跟聲源擴散的方

式有關，亦與大氣吸音率有所關聯，主要利用 1/1 頻譜的中心

頻率吸音計算之，詳細請參著第四章大氣吸音率的說明。 

5. 林地(Foliage)：聲音傳遞若有經過大面積或枝葉茂密的地方，

其能量會有一定的衰減，在 FEMA 的研究指出，距離大於 30

公尺時，就會有所影響，但在小於這距離內的林地，就不會

有任何減音量的效果，減音量的差異參照表 3.2-1 所示。 

表 3.2-1 林地減音量影響 

1/1 頻譜中心頻率 每 30 公尺能量損失 

31.5 0 

63 0.5 

125 1 

250 1.5 

500 2 

1,000 3 

2,000 4 

4,000 4.5 

8,000 5 

6. 風速及風向(W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風速及風向的影

響在戶外聲源的傳遞上若超過 500 公尺以上，就佔有很大的

影響因素。一般而言，在順風的情況下，風速越高，傳遞的

距離就越遠。但是相對的，在逆風的情況下，傳遞的距離除

了減少之外，音影區(shadow zone)的區域還會增加，如圖

3.2-3。 

 

圖 3.2-3 風速及風向的影響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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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Z 警戒區涵蓋率計算，主要以人口數為主，而被涵蓋的鄉鎮必

定為不規則形狀。根據 ATI 統計人口數量的方式，是以涵蓋到的土地

面積百分比乘以當地人口數，計算 EPZ 總人口數；而模擬所得到之

音場涵蓋圖層，統計方式亦然，利用涵蓋到的面積百分比乘上該區域

之人口數，計算涵蓋率，計算示意圖，如圖 3.2-4。 

 

圖 3.2-4 EPZ 人口計算及涵蓋率計算示意圖 

 

使用模式推估涵蓋率，主要以戶外(outdoor)為主，但在實際的生

活中，民眾活動的範圍不僅是侷限在戶外空間。因此，對於評估警報

音由室外傳至室內的減音量影響，FEMA 對於不同人口集中地區，進

行了開窗與關窗的評估，其中，由戶外傳至室內在開窗的情況下，減

音量在 12~20 分貝；在關窗或沒有任何開口部位的情況下，減音量在

20~38 分貝，聲音雖傳至室內會衰減，因室內環境背景噪音比戶外

小，因此差異音量的衰減不至於太大。相關數據整理如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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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不同人口集中區戶外傳至室內開窗與關窗之減音量比較 

建築物種類 
減音量(dB) 

開窗 關窗 

公寓 - 輕型框架，單層玻璃 12 20 

公寓 - 輕型框架，雙層玻璃或隔音窗 12 25 

學校 12 25 

教會/禮堂 20 30 

醫院/療養院 17 25 

辦公室 20 30 

劇院 17 25 

旅館/汽車旅館 17 25 

磚牆-單層玻璃 12 25 

磚牆-雙層玻璃 12 35 

玻璃牆-超過 50%面積使用 1/4”厚之玻璃 - 28 

20 磅/平方英尺厚實的牆 - 沒有窗戶，

無裂紋，無開孔 
- 30 

50 磅/平方英尺厚實的牆 - 沒有窗戶，

無裂紋，無開孔 
- 38 

 

FEMA 對於警報音的播放在警示功能上分為兩種，第一種為語音

播放，此種語音需要清楚的告知民眾於災害發生時，災害的狀況、災

害前期施作措施及緊急疏散的方向等訊息，這樣的訊息通知跟警報器

的語音清晰度有關；第二種為警示音播放，它是一種純音特性(pure 

tone)，以週期性的方式輸出，如火警時的警報聲，它的播放讓民眾一

聽，就知道目前仍處在火災的影響中，而這樣的語音播放，跟警報器

的響度(Loudness)有關，一般警報器選用的警報音，其純音特性都介

在 315 Hz-1000 Hz 之間。因此，警報器在選用上，應針對其用途去

做選擇，若是兩種功能都必須具備，即需在可聽度的範圍進行功能測

試及環境調查，以下針對功能測試及環境調查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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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測試 - 三性測試，可於半無響室或戶外開放空間 

FEMA 根據 ANSI 規範，對警報器功能要求上，須量測警報器之

聲壓穩定性、重複性及再現性等三項測試，因為警報器之喇叭可分為

指向性、無指向性及旋轉性三種。其中警報器為無指向性時，體積容

易過大，無法放置於室內實驗室中進行測試，亦可於戶外進行測試。

而在測試時，可用複合式音訊或純音音訊進行測試，不同的音訊輸出

須根據不同的標準進行結果判定。複合式的音訊，如粉紅噪音或白噪

音(multi-point measurement)需根據 ANSI S12.35 進行判定；若是純音

音訊，則需根據 ANSI S1.13 進行判定。不論是播放哪個音訊，在三

性測試中，允許偏差值不可超過 2 dB(C)，超過允許偏差範圍，即判

定單項測試不合格，不適用於戶外安裝使用。三性測試詳細說明，請

參照第三章節，圖 3.2-5 為 FEMA 測試時，現場量測圖。 

  

無響室內 戶外測試 

圖 3.2-5 警報站喇叭室內/室外測試圖 

 
功能測試 - 戶外聲壓測試(可聽範圍測試) 

當警報器架設完成後，要了解其覆蓋率在距離 30.5 m (100 ft)是

否可以讓民眾清楚聽到警報聲，FEMA 根據 ANSI S12.14 規範至少選

擇兩個面向，進行聲壓量測。量測時間為 20 分鐘，量測過程為前 10

分鐘記錄環境音量變化，接著播放警報音 3~5 分鐘，最後再量測環境

音量 5 分鐘，噪音計需選用符合 IEC61672-1 Class 1 之等級，參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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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 C 加權、慢特性、1/3 頻譜為主，記錄量測過程中，聲壓最大值

(L10)、平均值(LCeq)及頻率特性時間歷程等指標，並同步記錄風速、

風向、溫度、濕度及大氣壓力等氣象資料。在測試過程中，若有異常

及突發音之高音量影響，如救災演練、飛航機經過、火車鳴笛聲等，

或是平均風速大於 5m/s 時，需記錄於現場紀錄表中，在後續數據分

析時，排除此聲音之影響，但是可用之數據至少要 2 分鐘以上，才可

以判定此量測數據有效。FEMA 測試的現場紀錄表、量測點位示意圖

及聲壓測試報告等資料，如表 3.2-3、圖 3.2-6 及圖 3.2-7。 

 

圖 3.2-6 量測現場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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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現場測試紀錄表 

 

 



3-16 

 
聲壓紀錄 

 
氣象條件紀錄 

圖 3.2-7 聲壓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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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調查 - 背景音量 

選用的喇叭聲功率，在半徑 30.5 m(100 呎)、高 1.5 m(5 呎)之範

圍內，應以大於背景 10 分貝為優先考量。因此，任何警報站設站位

址在最初期評估時，都需先針對環境音量進行調查，調查方法可以簡

單初分為兩類。一為郊區，環境音量變化不大時，量測時間可以 20

分鐘作為代表；對於環境音量較大或環境變化較為複雜之地區，量測

時間建議以 3 到 4 天為主，環境音量量測時需記錄最小值、平均值及

最大值，圖 3.2-8 為 FEMA 量測後記錄之結果，聲壓最小值、平均值

及最大值以 L90、L50及 L10表示之。 

 

圖 3.2-8 環境音量 FEMA 測試結果 

環境調查 - 建物、地貌調查 

除了背景音量偏高易造成覆蓋率不佳外，另一項影響覆蓋率範圍

的因素為地貌及建物。地貌變化過大，如山區及丘陵地形，聲波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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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上，容易造成回音，導致清晰度不佳及傳遞受阻隔等現象。示意圖

如圖 3.2-9；而在市區人口集中區，建築物林立，聲波在傳遞過程中

會有吸音、穿透損失及反射損失等物理現象，使得音場涵蓋率不如預

期。根據 FEMA 調查結果發現，在地形變化過大及建物林立之地區，

聲波在實際傳遞跟理論評估上有 20 分貝以上的差異，因此，根據

FEMA 2006 年技術文件，建議在市區，選擇使用指向性喇叭，且警

報站高度需在 9 m(30 呎)，喇叭方向指向人口較密集之地方；山區及

丘陵地形之地區，建議選用無指向性喇叭，架站高度需在 15.2 m(50

呎)以上。 

 

  

圖 3.2-9 地形影響聲波傳遞示意圖 

 

配套措施 

透過功能測試及環境調查後發現，若有背景音量長時間維持在高

音量、該地區人口稀少、行進間之交通工具、醫院及老人養護所（亟

需安寧之建物）等狀況，於初步調查時，就確定警報站無法有效覆蓋

此地區，達到通知的效果，就需有其他通知方式，包括簡訊、電話及

影音媒體播報等，藉此通知民眾災害事故已發生、階段性工作處理狀

況及是否已有效處理災害事故等訊息。相關通知方式優、缺點整理如

表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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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預警系統配套措施 

系統 通知方式 優  點 

主要 

系統 
警報系統 

1.大面積通知民眾 

2.透過警報播放可以知道發生何種災害 

3.播放的聲音頻率一聽就知道發生事故 

4.控制系統最不複雜 

支援 

系統 

簡訊、電話通知 

1.大面積通知民眾 

2.有效通知室內民眾 

3.對於交通車上之民眾，可於第一時間進行通知 

4.有效利用電信網絡進行通知 

媒體播報 
1.播放特定語音及文字告知民眾災害程度 

2.通知到室內看電視之民眾 

 

3.3 各核能電廠 8 公里範圍之環境背景音量調查 

本計畫進行環境背景量測之目的，為了解該地區環境背景

音量，以便於在播放警報器時可以調整播放之音量大小，使警報

系統發出之音量讓周圍地區民眾都可清楚聽見，故挑選警報站附

近地區作為環境背景音量量測之位置，應避免選擇受交通噪音或

其他較明顯音源影響之地點，進行環境背景音量量測。 

各核能電廠因位於鄰海地區，氣候較多變，故以當地氣候條件

較嚴苛時，如東北季風季節（12 月至 3 月），進行環境背景音量

量測。參考美國 NUREG-0654/FEMA-REP-1 以及 ATI 之 IPEC 案

例，針對環境背景音量量測之要求，量測早上 7 點到晚上 10 點

之環境音量，並取 C 加權之 Leq數值，統計 L10、L50及 L90之數據。

每電廠各取 15 點，共計 45 點次。量測地點之選點原則如下： 
 

1. 選擇交通噪音干擾較低之地區，避免汽、機車噪音、軌道

系統噪音為該地點之主要音源。 

2. 選擇人為活動影響較少之地區，避免擴音設施噪音、營建



3-20 

噪音等為該地點之主要音源。 

3. 選擇人口較密集之地區，可於部落或村里聚集邊緣選擇較

佳地點，避免選擇無人居住之郊區。 
 

3.3.1 量測方法 

量測所使用之方法參考 FEMA（如附錄五）之核能電廠音

量調查，監測時間為早上 7 時至晚間 10 時之 24 小時量測，量測

用之設備須符合 IEC 61672-1 或 CNS 7129 之檢定測試儀器，將

噪音計設定為 FAST、C 加權、20 Hz-20 kHz 及 1/3 頻帶，量測

所得之數據計算 L10、L50 及 L90，量測噪音亦須同步架設氣象設

備，氣象資訊收集至少須包括風速、風向、溫度及濕度，以確保

數據之有效性，並利後續模擬之參數校正用。 
 

量測紀錄表之格式如表 3.3-1 所示，表中記錄內容分別為： 

1. 測點編號 

2. 測量地點 

3. 電廠別 

4. 最近警報站別 

5. 設置日期及回收日期 

6. 量測地點座標 

7. 噪音計、校正器及氣象設備相關型號、序號 

8. 最近一周降雨日期 

9. 相關設定確認（噪音計電量、記憶體容量 1/3 頻譜、

20 Hz~20 kHz、FAST、dB(C)、取樣時距 1 sec） 

10. 現場示意圖 

11. 測點描述（包含噪音源、建築物高度、周遭馬路寬

度、鋪面材質、植被種類、建物材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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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現場測試紀錄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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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環境背景噪音所量測的結果，如表 3.3-2 所示，計算同

一日早上 7 時至晚上 10 時之 L10、L50及 L90，表中紀錄內容如下

所列： 

1. 測點編號 

2. 測點位置 

3. 量測日期 

4. 氣候描述（如晴天等） 

5. 逐時音量量測結果 Leq、L10、L50及 L90，單位為 dB(C) 

6. 逐時氣象資料（溫度、濕度、風速、風向及氣壓） 

7. 早上 7 時至晚間 10 時 Leq、L10、L50及 L90音量，單位為

dB(C) 

8. 早上 7 時至晚間 10 時 Leq各頻帶(20 Hz-20 kHz)音量，單

位為 dB(C) 

在量測過程中，應為無雨、路乾之狀態，若氣候為雨天則

不可進行量測，以確保所測得數據之有效性。因各電廠所處地區

為鄰海區，故量測時須使用防風球，以防止風噪聲影響數據之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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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環境背景音量量測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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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量測流程 

環境背景音量量測流程

量測地點現勘
核一、核二及核三各15點，共45點次

確認量測地點

進行環境背景音量量測
無雨、路乾

現場紀錄表填寫及設備設定確認
執行逐時量測

結束量測
將噪音計及氣象設備之資料確實儲存

量測結果計算
計算早上7時至晚間10時之

Leq、L10、L50及L90

並將逐時音量及氣象資料(溫度、濕度
、風向、風速及氣壓)紀錄於結果表

選點原則
1.無明顯交通噪音源

2.無明顯音源(如擴音設
施、營建噪音等)

3.人口居住區

 

圖 3.3-1 環境背景音量量測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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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警報器三性測試 

警報器種類初略可分為無指向性及指向性擴音設施，不論

選用哪種類型之警報器，為了能在災害發生時，有效達到警告及

疏散居民的功用，故對警報器的品質須有一定程度的要求。而為

確保警報器性能之品質，本計畫針對警報器性能之功率穩定性

(Steadiness) 、 聲 壓 重 複 性 (Repeatability) 及 功 能 再 現 性

(Reproducibility)進行性能品質測試(簡稱三性測試)，同時進行戶

外實際音場傳遞評估（簡稱聲壓測試），本計畫之三性測試於戶

外(Outdoor)進行量測，各測試方法及流程如后說明。 

 

3.4.1 三性測試量測方法 

本計畫參考FEMA及IPEC之測試方法及戶外測試結果進行

警報器三性測試，測試方法依序如下： 

 

一、穩定性 

使用5支式之矩陣式支架，頻譜分析儀使用Orchestra多通道

分析儀，如圖3.4-1所示，將其設置於距離警報器5.5 m、高9 

m處，量測聲壓4分鐘，其聲壓數值變化須小於±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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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式矩陣支架 Orchestra多通道分析儀 

圖3.4-1 穩定性測試使用設備 

 

二、重複性 

頻譜分析儀係使用Orchestra多通道分析儀，以5支式之矩陣

式支架中的中間麥克風(3號)進行重複性量測。同一組警報

器於距離麥克風5.5 m、高9 m處，進行4次聲壓測試，每次

量測4分鐘，總共執行4組警報器，如圖3.4-3所示。量測時並

記錄現況。 

 

三、再現性 

使用Symphonie雙通道分析儀器進行量測。針對同一類型之

警報器，抽選3組警報器，於距離警報器30 m、高9 m處進行

量測，如圖3.4-3所示，量測總量聲壓（31.5 Hz ~ 8 kHz）4

分鐘，其總量聲壓數值變化須小於±2 dB。量測時並記錄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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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 Symphonie二通道分析儀 
 

三性測試戶外示意圖及量測時所需記錄表單，如圖3.4-3及

表3.4-1所示，記錄基本內容與前述相同，因為記錄的內容相似，

因此記錄不同指標時，須注意量測位置及量測結果No.編號之填

寫，表格內容包括： 

1.量測人員 

2.量測日期 

3.使用儀器 

4.測量距離 

5.氣象條件 

6.警報器型號、功率及序號 

7.設備儀器設定確認（檢查噪音計電量及記憶體容量、1/3

頻譜、31.5 Hz~8 kHz、SLOW、dB(C)、取樣時距1秒） 

8.背景音量量測 

9.量測結果No.編號記錄 

10.現場量測示意圖 

11.量測過程中，須同步架設風速計，若風速大於5 m/s，則

需要重新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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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3 警報器三性測試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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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現場測試紀錄表（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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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三性測試流程 

 

圖3.4-4 警報系統三性測試流程圖 

 

警報系統

三性測試流程

4分鐘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5.5m

垂直高度9m

穩定性 重複性 再現性

4分鐘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30m

垂直高度9m

4分鐘
4次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5.5m

垂直高度9m

架設5支式之矩陣
支架及Orchestra多
通道分析儀器

架設警報器於9m高

記錄測試結果
共5筆

記錄測試結果
共16筆

記錄測試結果
共3筆

噪音計
確認電量及記憶容量
設定dB(C)及1/3頻譜

測試3組警報器

Symphonie二通道
分析儀器

測試3組警報器

檢核數據差異是否
在2dB(C)以內

檢核3組警報器4次
結果平均差異是否
在2dB(C)以內

檢核3組警報器結
果差異是否在
2dB(C)以內

測試 4 組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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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聲壓測試 

為了解針對戶外實際聲場傳遞，參考 IPEC 報告中所使用的

FEMA 及 ANSI S12.14 規範，於距離警報器 30 m 及 60 m、高 9 m

及 1.5 m 共 4 處位置，進行聲壓特性測試，如圖 3.4-3 所示。量

測警報器 1/1 頻帶之特徵頻率及聲壓位準，並將測得結果輸入

ISO9613-2 模式中，做為聲源模擬之參數。量測過程中，須同步

架設風速計，若風速大於 5 m/s，則需要重新量測。 

聲壓測試主要係使用 SOLO 單通道分析儀，如圖 3.4-5 所

示，而於距離警報系統 30 m、高 9 m 處則係使用 Symphonie 雙

通道分析儀進行測試。量測時並記錄現況，如表 3.4-2，其內容

包含： 
 

1. 量測人員 

2. 所使用之儀器 

3. 量測日期 

4. 量測地點 

5. 量測位置（共四處位置距離/高各為，30 m/1.5 m、30 m/9 

m、60 m/1.5 m、60 m/9 m） 

6. 氣象條件 

7. 警報器型號、功率及序號 

8. 設備儀器設定確認（檢查噪音計電量及記憶體容量、1/3

頻譜、31.5 Hz~8 kHz、SLOW、dB(C)、取樣時距1sec） 

9.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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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Solo 單通道分析儀 

表 3.4-2 現場測試紀錄表（聲壓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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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聲壓測試流程 

 

 

 

 

圖3.4-6 警報器聲壓測試流程圖 

警報系統聲壓量測流程

架設麥克風

架設警報器於9m高

量測儀器
確認電量及記憶容量
設定dB(C)及1/3頻譜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30m

垂直高度9m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60m

垂直高度1.5m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60m

垂直高度9m

測試背景音量2分鐘

將結果
紀錄於記錄表中

Symphonie二通道分析儀 Solo單通道分析儀

麥克風位置
水平距離30m

垂直高度1.5m

測試警報系統聲壓
4分鐘



 

 3-34  

 

3.5 警報站警報音量測試 

參考美國 NUREG-0654/FEMA-REP-1 之規範，指出大多數地區

應高於平均日間環境背景 9 dB(C)至 10 dB(C)，才具有足夠的警示效

果，其中較能夠被提醒的頻率，為中頻 300 Hz〜800 Hz 之聲音。而

警報站的設計，應考慮到一個地區的人口和地形，且民眾可接收到的

較佳音量為低於 123 dB(C)，若是高於此值可能會導致令人不適的感

覺。 

因警報系統之警報聲為特定頻率聲音，故背景噪音量測過程皆

須以 1/3 頻帶分析，以供後續警報系統音量之增量比對。針對設置警

報站位置，須量測警報前後之背景音量及警報音量，比較背景音量之

Leq跟整體音量之 L10需相差 10 dB 以上。 

警報音量現地測試至少量測 162 點次，量測地點為 3.1 節中，

各核能電廠所列之警報系統測站，每站依現場狀況量測 2 點次，各點

位架設於警報系統中各警報器前方 30 度至範圍內，如圖 3.5-1 所示。 

使用儀器 SOLO 單通道分析儀，量測警報音量時總共 4 分半鐘，

時間歷程先以背景測試 2 分鐘後，再進行警報音量 30 秒之測試，待

警報測試完畢後則再次進行背景測試 2 分鐘。當警報器啟動時，其警

報音量需為 L10之聲壓位準。量測時並記錄現況，如表 3.5-1，其內容

包含： 

1. 測點編號 

2. 測量地點及座標 

3. 測點所屬電廠 

4. 擺放時間及結束時間 

5. 氣象條件 

http://pbadupws.nrc.gov/docs/ML0404/ML040420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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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備儀器設定確認（檢查噪音計電量及記憶體容量、1/3

頻譜、31.5 Hz~8 kHz、SLOW、dB(C)、取樣時距 1 sec） 

7. 設備儀器擺放位置為警報系統半徑 10 m 內，且為待測警

報系統前方 0~90°位置，高度為 1.2 m 處。 

8. 儀器設備廠牌、型號及序號 

9. 警報音量量測結果 No.編號 

10. 現場示意圖 

11. 測點描述（包含噪音源、建築物高度、周遭馬路寬度、

鋪面材質、植被種類、建物材質等） 

 

圖 3.5-1 警報系統警報音量現地測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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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現場測試紀錄表（警報音量現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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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警報站警報音量測試流程 

 

圖 3.5-2 警報站警報音量現地測試流程 

警報系統事件測試流程

架設麥克風
高1.2~1.5m

噪音計
確認電量及記憶容量
設定dB(C)、1/3頻譜

、31.5-8kHz

開始測試
事件前背景音量2分鐘

各方人員確認已進行背景
測試2分鐘後

開始播放警報器40秒
測試事件

測試事件後
進行背景音量量測2分鐘

將結果
紀錄於記錄表中

佈點

確認是否完成測試

佈點原則
1.距離警報系統半徑10m內

2.設置於警報系統撥放方向90

度範圍內(勿設置於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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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SO9613 及 RLS-90 參數說明及模式建置 

 

本次選用之模擬軟體為德國 Datakustik 公司所出品的 Cadna A 模

擬軟體，該模擬軟體應用於多個歐盟國家及城市，且此模擬軟體為目

前環評選用之模擬軟體之ㄧ，此次模擬標準選擇國內認定工業模擬標

準 ISO9613-1(Acoustics -- Attenuation of sound during propagation 

outdoors -- Part 1:Calculation of the absorption of sound by the 

atmosphere)、 ISO9613-2 (Acoustics -- Attenuation of sound during 

propagation outdoors -- Part 2: General method of calculation) 及

RLS-90(Richtlinien für den Lärmschutz an Straßen))進行模擬，繪製預警

系統等噪音線。模擬作業輸入相關流程如圖 4.1-1 所示。 

 

此次區域性噪音地圖模擬，輸入參數以 GIS 資料及預警系統音源

為主，故資料呈現方式會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而輸入資料至少包

括警報器聲壓特性、核能電廠半徑 8 公里之建物資訊、佔地面積及環

境參數等。取得相關 GIS 資訊及圖檔後，利用 Cadna-A 檔案輸入功

能，將既有的相關資料進行資料格式轉換，轉進 Cadna-A 進行資料處

理及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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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 音 地 圖 繪 製 流 程

資料輸入
Input

處理階段
Processing

資料輸出
Output

交通資料
 1.車速
 2.車流量
 3.路面寬度
 4.車輛混合比
 5.行進方向

地理環境資料
 1.空照圖
 2.土地面積
 3.交通路線長度

人文資料
 1.人口及戶數
 2.各區 人口密度

建物資料
 1.樓層高度
 2.建物佔地面積

其他資料
 1.噪音反射次數
 2.ISO9613-2
 3.RLS-90
 4.季節變化考量
 5.地表吸音係數
 6.空氣吸音係數
 7.建物遮蔽影響

固定音源資料
 1.警報器系統聲功位
   準
 2.主要頻率聲壓位準

GIS相關圖層建製

利用GIS軟體建置相關圖
層，包括交通、建物、人
口資料、土地面積及固定
音源

2D 噪音圖

3D 噪音圖

相關資訊轉換至噪
音模擬軟體

各項目進行噪音模擬計
算，並利用監測值修正

等噪音線圖

 

圖 4.1-1 噪音模擬流程 

核能電廠涵蓋率計算僅考量東北季風影響，且在理想條件下進行

預警系統戶外聲場模擬作業，針對較惡劣之天候、移動之運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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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室內之民眾、聽障人士等，將採用相關配套措施，如簡訊服務、

電話通知、電視跑馬燈等方式，務必在 45 分鐘內通知到所有位在緊

急應變計畫區內之民眾。 

4.1  ISO 9613 

目前國內的經驗推導式僅考量點對點之間音壓能量的衰減及變

化，並未考量到環境中氣象條件及物理反應等問題，且在聲壓衰減上

僅考量總量的變化，並未考量到聲音頻率特性等問題，導致常常低估

能量傳遞至收音點時的數值。而 ISO 9613 它跟國內經驗式的不同在

於他考量了大氣吸音率、地表吸音率、反射音場修正、風速風向條件、

溫/溼度的變化、音源頻率特性、建物遮蔽及多點音源評估等特性，

甚至考量到了模擬數值的誤差影響。故在評估上，環保署在認定固定

之點、線、面音源傳遞時，國內宜選用 ISO9613 進行戶外音源傳遞評

估。以下針對 ISO 9613 各參數進行說明。 

一、音源(Source)定義 

在 ISO9613 中，針對音源傳遞的公式分為總量聲壓及音源頻譜特

性，若在推估模擬過程中，未能提供音源頻譜特性，依照 ISO9613

文件說明，可以利用 500 Hz 的音壓位準來推估音源在戶外環境中，

音源總量聲壓傳遞的結果，而這樣的傳遞結果跟現實生活中的測值，

根據多次的比對，其結果非常接近，但是若要精準推估其傳遞範圍，

就需要考量到音源頻率特性。以總量聲壓來推估的計算公式如下

(1)；若以頻譜特性推估計算公式如(2) 

…..(1) 

經驗式(1) A 加權總量推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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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經驗式(2) 單位時間內頻譜特性推估公式 

 

公式(2)之 Pf(t) 其能量計算方式以 1/1 頻譜計算之，而頻寬依據

IEC1260 定義，其頻寬範圍在 63 Hz~8 kHz。 

在模式中，除了音源本身對環境的影響外，主要我們考量的是受

音點(Receiver)的音壓位準是否有達到定義上的需求或符合環保法規

的限值。所以在模式中，我們可以將受音點的音壓位準以公式(3)的方

式呈現，簡單的說，為一個音源，本身的聲功率位準加上它本身音源

方向性的修正係數後減去傳遞過程中，影響能量傳遞的環境係數，而

環境係數包括了音源本身的能量衰減、大氣吸音率、不同地表材質的

吸音率、障礙物的影響及其他有可能的環境影響。而音源本身若是無

指向性的音源或在模式中沒有定義音源本身的方向性，其 Dc係數一般

設置會為 0。以下針對環境中，影響能量傳遞的各項參數，進行說明： 

 

…..(3) 

 

Lw 音源聲功率為準，參考位準為 1PWatt 

Dc 音源方向修正係數 

A 各頻帶吸音係數修正 

 

經驗式(3) 受音點接受到隻聲壓總值 

…..(4) 
 

Adiv 功率密度 

Aatm 大氣吸音衰減係數 

Agr 地表影響衰減係數 

i 障礙物影響衰減係數 

Amisc 其他外在影響衰減係數(量測點位中，半自由音場 K2修正係數) 

經驗式(4) 音源於環境中各項衰減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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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率密度衰減(Adiv) 

針對音源，在學理上我們可以定義音源特性為點、線及面音源，

這些音源的定義上差異在於單位面積上，聲壓強度的差異，隨著距離

增加，表面積越來越大，在能量強度不變的狀況下，能量密度也越來

越大，因此，在同一高度下，距離增加一倍其點音源能量會減少 6 dB、

線音源會減少 3 dB；而面音源則不會改變。 

 

圖 4.1-2 音源傳遞示意圖 

 

圖 4.1-3 音源能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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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模擬軟體中，當我們無法有效辨識音源的特性時，我們

都會假設所有音源都為點音源，其在 ISO9613 模式中能量隨距離衰減

其計算公式如下，而 d0為參考距離，一般我們都假設為 1 米。 

 

…..(5) 

經驗式(5) 單位時間內頻譜特性推估公式 

 

三、大氣吸音率(Aatm) 

大氣吸音率跟環境中溫度及濕度有直接關係，在 ISO 9613 中，

其計算式如下，其中，α 為 1/1 頻帶之中心頻率每公里的吸音係數，d

為距離，單位為米。以 500 Hz 為例，在 Cadna A 中，模擬東北季風

時之影響，溫度為 15℃；濕度為 80 %，其距離每增加一米，吸音率

為 0.0024 dB。 

…...(6) 

經驗式(6) 大氣吸音率計算式 

表 4.1-1 溫濕度變化之大氣吸音率 

溫度 

℃ 

濕度 

% 

1/1 頻譜之中心頻率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0 70 0.1 0.4 1 1.9 3.7 9.7 32.8 117 

20 70 0.1 0.3 1.1 2.8 5 9 22.9 76.6 

30 70 0.1 0.3 1 3.1 7.4 12.7 23.1 59.3 

15 20 0.3 0.6 1.2 2.7 8.2 28.2 88.8 202 

15 50 0.1 0.5 1.2 2.2 4.2 10.8 36.2 129 

15 80 0.1 0.3 1.1 2.4 4.1 8.3 23.7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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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表吸音係數(Agr) 

在 ISO9613 中，地表可分為三種，分別為硬質地面 (Hard 

Ground)、軟質地面(Porous Ground)及混合地面(Mix Ground): 

 

硬質地面：包括冰、水、混凝土、低孔隙及鋪設過的路面，一般

以工業區外圍的路面或都市地區路面都為此路面，此

些路面其設定之 G 值為 0。 

軟質路面：以草地、農地、植栽地區或山坡地等多孔隙之路面為

主，此些路面其設定之 G 值為 1。 

混合地面：如果地面為硬質地面及軟質地面混在一起，無法有效

區隔地面種類，其 G 值可以設定在 0~1 之間 

 

一般而言，在軟體設定中，其 G 值為 1，因為在環境中，模式假

設評估地區為未開發場所，所有的地表都為土地或植被之地，因此，

評估之區域為都會區、工業區或是以開發之區域，此處的設定須修正

為 0，才能有效模擬音源減量之差異，尤其是評估區域超過 20 公尺

以上，在中、低頻（500 Hz 以下）影響最是明顯，其誤差會超過 2 dB

以上。 

而要計算總量之差異，可利用以下經驗式推估，其中，hm 為傳

遞距離中，剖面向之面積 F 除以距離 d 之數值，示意圖如 4-4 所示 

 

…..(7) 

 

經驗式(7) 地表吸音率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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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考量地表吸音率音源傳遞示意圖 

 

五、其他環境影響係數(Amisc) 

其他可能影響聲源在環境中傳遞的因子包括林地影響、工業用地

影響及建物影響，在此次評估中，主要為林地及建物影響，建物影響，

其跟反射損失及建物吸音率有關，而林地影響說明如下: 

林地影響(Afol) 

林地在模式計算中是考量林地平均高度及佔地面積的長邊

(Length)有關，其計算式如下，其中，df為音源傳遞路徑長度(m)，Df

是各頻帶距離衰減係數，其減音量的分界在 10 m~20 m 跟 20 m 以上，

若林地要是大於 200 m 以上，可以用 200 米計算之。 

…..(8) 

經驗式(8) 林地吸音率計算式 

表 4.1-2 林地減音量影響 

路徑長度 減音量係數 
1/1 頻譜中心頻率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0 <= df <= 20 dB 0 0 1 1 1 1 2 3 

20 <= df <= 200 dB/m 0.02 0.03 0.04 0.05 0.06 0.08 0.0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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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風速風向影響 

ISO9613 主要是綜合考量 ISO1996-戶外環境噪音的傳遞、

ISO3740 - 機械及設聲功率定義及量測及 ISO8297 - 工廠音源的聲功

率定義等三項標準而制定的標準 -音源於戶外大氣傳遞時的衰減

(ISO9613 - Attenuation of sound during propagation outdoors)。但在戶外

傳遞的過程中，若音源本身功率較大或音源特性在低頻能量較高的狀

態下，其音源能量傳遞路徑會超過 1 公里以上時，就會受到風速及風

向的影響。有鑑於此，ISO 組織在 1996 年時新增制定 ISO9613-2 標

準，除了考量音源本身的特性及戶外地形及建物的影響外，增加考慮

風速及風向的影響。ISO9613 的能量傳遞公式即為經驗式 3（參照 page 

4-4）以 LfT(DW)表示，而風速及風向的考量不列入在 Amisc中，而是

獨立考量為另一參數- Cmet，其與 LfT(LT)經驗式的關係如經驗式(9)， 

(9) 

經驗式(9) ISO9613-2 計算式 

在 ISO9613-2 中，風向以 360 度計算，將相位切割成 12 個區域，

每個區域以 30 度角做為一個方位計算之，並將風速及風向分為早、

日晚三個區段統計，其所監測之風速及風向需離地面 3 m~11 m 高且

風速範圍在 1 m/s ~ 5 m/s，大多以月平均值或年平均值輸入。 

一般而言，若受音點與音源之距離(dp)小於受音點高度(hr)與音源

高度(hs)相加後乘以十倍之數值，我們不考量風速及風向的影響，反

之若大於它，則氣象影響計算如下:，而 C0 為氣象修正係數，跟當地

所監測的風速、風向及溫度梯度數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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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驗式(10) 氣象條件修正計算式 

七、軟體精準度考量 

ISO 9613 第九節說明到，模擬出來的數值會有誤差，主要有兩

個，1. 考量風速及風向為月平均值或年平均值；2. 聲音的特性若為

純音特性，這兩個因素會造成在 1 公里內所模擬之數值會有 3 dB 的

誤差，誤差之範圍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ISO 9613 可容許誤差範圍 

高度 
距離 

0 < d < 100m 100 < d < 1,000m 

0 < h < 5m ±3dB ±3dB 

5m < h < 30m ±1dB ±3dB 

1. h 是受音點或音源高度 

2. d 是受音點與音源之間的距離 

 

4.2  RLS-90 

 

RLS-90(Richtlinien für den Lärmschutz an Straßen)道路推估模式為

德國最高公路建設主管部門依據道路建設一般指引通告第 8/1900 條

(General Circular Road Construction No. 8/1990 (Allgemeines 

Rundschreiben Straßenbau))，評估道路在建置之前後，對環境衝擊的

評估準則，若衝擊影響超過法規時，就須於模擬評估模式中建置噪音

保護措施及提送改善後之成果表。而這評估模式，在德國建置新道

路、隔音牆優化、流量增加及道路拓寬時，都必須提出此模擬評估報

告。 

在 RLS-90 中，有四個使用限制：1. 在道路音源計算上僅考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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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反射；2. 將道路分為兩條道路，僅考量來向及去向影響，例如：

南下/北上或東向/西向（圖 4.2-1）；3. 不考慮音源繞射之物理反應；

4. 對於特殊用地及林地之區域，不考量地表吸音率的問題。基於以

上四個原則，音源位置與受音點距離若超過 200 公尺以上，則模擬測

值將會有比較大的誤差，而 RLS-90 主要是利用 25 米處，3.5 米高之

平均聲壓值進行模擬，在這 25 米處/3.5 高之測點考量的參數包括單

位小時內車輛通過數、重車於所有車輛之百分比、道路最大車速速限

（重車及小車之速限）、道路坡度、道路鋪面及多階反射影響，圖 4.2-2

為 RLS-90 道路評估模式輸入畫面，下面針對個別參數進行說明。 

 

  

圖 4.2-1 RLS-90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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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RLS-90 模式輸入畫面 

車流量 

車流量的輸入可以依全天流量、日間、夜間及晚間流量及各小時

車流量進行數值輸入，而在模式中，需要輸入的是車輛數並非車流當

量數。一般而言，在不受氣候條件的影響下，在限速 100 公里/小時，

車流量在 100 台的情況下，小時均能音量的噪音值在 57 dB(A) ~ 67 

dB(A)。RLS-90 推估經驗式圖如圖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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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RLS-90 模式交通流量換算噪音值圖 

 

重車百分比 

在 RLS-90 中，定義超過 2,800 公斤以上的車子，為重車(Heavy 

Car)，此類的車子的噪音影響明顯較小客車來的高。一般而言，為求

量測聲壓數值與模擬值偏差較小，會以輸入每小時車流量為主並搭配

重車百分比來推估 25 米外，2.25 高之聲壓位準。而考量重車在不同

車速下及百分比的影響，RLS-90 會進行聲壓的修正，修正圖如圖 4.2-4

所示。 



 

 4-14  

 

 

圖 4.2-4 重車百分比與車速修正係數圖 

 

速度限制 

在 RLS-90 中，模式是輸入道路的最高速限，而非平均車速，但

在模式中，小車的模擬速度範圍在 30 km/h ~ 130 km/h；重車在 30 

km/h ~ 90 km/h。在這樣的限制下，假設不受建物及遮蔽物(Barrier)

影響，僅考量地表吸音率及氣候，在 25 公尺以內，距離增加一倍，

能量約衰減 3 分貝，但距離超過 1 公里時，道路音源模擬，能量衰減

將超過 8 分貝。如圖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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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RLS-90 道路音源衰減係數 

坡度 

道路若因為地形有坡度影響，其修正公式如經驗式(11)，透過經驗

式可知，當坡度大於 5 %，其道路音源需要進行修正，反之，在 5 %

以內，不進行任何修正。例如坡度為 8 %時，其噪音值須增加 1.8 dB(A) 

 

 

 

經驗式(11) 坡度修正公式 

 

鋪面 

在 RLS-90 裡面，除了瀝青及水泥路面可以被我國引用做模擬之

外，其他都為德國政府部門所研究之鋪面，而所有的鋪面研究，其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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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量或增音量效果，都在時速 40 km/h、50 km/h 及 60 km/h 以上進行

比較及探討。依原廠建議，若我國有針對鋪面進行減音量研究及探

討，可以將所得之成果數據，直接鍵入軟體。表 4.2-1 為 RLS-90 內

建資料庫。 

表 4.2-1 RLS-90 鋪面資料庫 

 

多階反射 

在 RLS-90 中，道路僅考量一階反射加成影響，一般而言，若沒有

修改反射階次設定，其多階反射的加成在 0~3.2 dB(A)。以建物為例，

若建物表面僅考量反射損失，其音量加成會在 3.2 dB(A)；若將建物

表面設定為有吸音率或高吸音率，其音量加成在 1.6 dB(A)~0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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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式如(12)所示。 

 

-between absorbing buildings: 

 

-between highly absorbing buildings: 

 

經驗式(12) 多階反射修正公式 

4.3  模式建置流程 

依據工作項目模擬核能電廠半徑 8 公里區域之等噪音線，所選用

之標準至少需有 ISO9613 及 RLS-90 進行繪製預警系統等噪音線圖，

其模擬軟體之建置項目流程如下所示： 

 

1. 標準選用：針對道路及點、線、面汙染源，需選用標準分別為

RLS-90 及 ISO 9613-2 進行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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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標準之選用 

2. 早晚夜間設定：噪音值計算模式因我國時間加權有別於一般，

故參考 ATI 訂定之日時間標準，設定時間權重 Ld為 7~22 時。 

 

圖 4.3-2 時間區段之定義 

 
3. 氣象條件設定：既定的音源的影響之外，還需考量溫度、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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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及風向的變化，有效評估音源擴散的影響。 

 

圖 4.3-3 氣象條件設定比例尺設定：需設定好比例此大小，避免等音

壓線模擬不精準的問題發生。 

 

圖 4.3-4 比例尺的定義 

4. 匯進圖檔：將既有之 CAD 檔及 GIS 圖資，匯入 Cadna-A 中，

並定義座標格式為 WGS-84。 



 

 4-20  

 

 

圖 4.3-5 圖檔格式轉換 

5. 座標轉換：因為國內座標為 TWD97 或是 TWD67 座標格式，而

在 Cadna A 中並未內建置此座標格式，因此，若要將繪製的成

果可以與 GIS 軟體結合(如 Google Earth )，在軟體設定上需設

置一參考點後，再利用 Transform Coordinates 之功能，將舊座

標轉換成新座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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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座標格式轉換 

6. 設定環境音量量測點位：於各廠區所測試之環境音量，輸入相

關背景音量測點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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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定義周界校估點 

7. 設定敏感點位置：定義周界不同樓層之敏感點及亟需安寧建物。 

 

圖 4.3-8 定義廠區周界外不同樓層之敏感點 

 

 

 

8. 設定預警系統音源：定義預警系統參數，包括音源方向性、頻

率特性及修正係數。 

  
標準內部基礎設定 音源方向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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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源參數設定 音源參數設定(2) 

圖 4.3-9 模式音源定義 

9. 進行第一次模擬：相關參數設定完成後，進行第一次模擬。 

 

圖 4.3-10 噪音音場模擬 

10. 校估模式：為了準確評估預警系統聲壓影響範圍，故參考環評

噪音模擬評估方式將噪音量測 C加權數值與噪音模擬 C加權數

值比對，其誤差值不可超出±3 分貝，代表所模擬之數值是有效

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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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 模型校估流程圖 

11. 涵蓋率評估：將預警系統模擬音量圖與背景音量做比較，需相

差超過 10dB 以上，才可以確認該區域涵蓋率是否完全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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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涵蓋率範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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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環境音量、警報音量及預警系統性能測試 

5.1 核能一、二、三廠現勘作業 

於 103 年 2 月以前，預警系統設置點位除了已建置完成的核能三

廠為確定之外，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所設置的點位均在規劃或是開會

討論階段，設站位置常常會有所異動或增加，因此在現勘時，某些預

警站設置點位上若有喇叭設備，都為民政系統或警政系統所持有，並

非核能電廠之預警系統，而本次涵蓋率計算並未納入民政系統及警政

系統進行評估。各核能電廠預警站設置位置，詳請參照附錄 11。經

由本計畫實地現勘各警報站位置後，遂進行核能一、二、三廠共 45

點次之環境背景音量量測，量測選址原則參考第三章所敘述之條件，

所選擇之環境背景音量位置如表 5.1-1 及圖 5.1-1~圖 5.1-3 所列，量測

點位皆為警報站附近之有民眾居住地區。 

 

表 5.1-1 各電廠進行環境背景音量量測之警報站 

電廠 編號 警報站 
最近警報站之距

離 

海拔高度

(m) 

核
能
一
廠 

ANS-101 乾華派出所 94.6 5.5 

ANS-102 草埔尾 (AP108) 27.6 155 

ANS-103 茂林宿舍 131.2 152.8 

ANS-110 
石崩山 23 號民宅旁

電桿 
421.6 113 

ANS-111 老梅里活動中心 49.1 8 

ANS-112 富基里活動中心 30.4 30.4 

ANS-113 白沙灣北觀處 58.4 18.9 

ANS-114 三芝八仙宮 48.3 20 

ANS-116 新庄里活動中心 7.3 35 

ASN-117 茂長里活動中心 97.2 98 

ANS-118 圓山里活動中心 29.2 237.3 

ANS-122C 六三社區活動中心 44.5 13 

ANS-127C 萬壽社區活動中心 7.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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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 編號 警報站 
最近警報站之距

離 

海拔高度

(m) 

ANS-128C 永民里社區活動中心 29.4 40.87 

ANS-129C 伍天宮 14.5 100 

核
能
二
廠 

ANS-201 核能二廠大修宿舍 40.7 42 

ANS-202 磺潭里社區活動中心 7 48.6 

ANS-203 雙興里活動中心 13.8 240 

ANS-205 金山警分局 65.9 5 

ANS-206 豐漁社區威靈宮 27.4 27.4 

ANS-208 龜吼漁卸場 20.9 5 

ANS-212 北基社區活動中心 2.4 128.6 

ANS-213 
中幅變電所(萬里服

務所) 
30.9 28.4 

ANS-215 大坪國小 27.8 355 

ANS-216 基隆市隆聖國小 32.2 55 

ANS-218 基隆市武崙國小 37.4 70 

ANS-221 
和慶里守望相助管理

室 
17.6 83.3 

ANS-222 瑪陵派出所 33 29 

ANS-223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19.8 77.3 

ANS-224 友二里里民大會堂 11.6 24.3 

核
能
三
廠 

ANS-304 水泉泉南宮 14 48.6 

ANS-306 紅紫坑虹彩驛 16.9 25.4 

ANS-307 山海經參宮 28.3 29.6 

ANS-311 南灣宿舍 11.7 16.7 

ANS-312 墾管遊客中心 33.6 32.5 

ANS-313 墾丁派出所 41.9 15.6 

ANS-314 船帆石消防隊 49.7 13.3 

ANS-315 港口村活動中心 44.2 29.1 

ANS-316 永靖派出所 23.8 30.8 

ANS-317 恆春分局 50.2 26 

ANS-318 核能三廠台 26 線道 6 19 

ANS-321 洋蔥檢整中心 41.3 22.6 

ANS-322 仁壽派出所 38.1 19.6 

ANS-323 頭溝活動中心 19.5 14.6 

ANS-325 12 號抽水站 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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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01 乾華派出所 ANS-102 草埔尾 (AP108) ANS-103 茂林宿舍 

 

  

ANS-110 石崩山 23 號民宅旁
電桿 

ANS-111 老梅里活動中心 ANS-112 富基里活動中心 

 
  

ANS-113 白沙灣北觀處 ANS-114 三芝八仙宮 ANS-116 新庄里活動中心 

 

  

ASN-117 茂長里活動中心 ANS-118 圓山里活動中心 ANS-122C 六三社區活動中心 

 

  

ANS-127C 萬壽社區活動中心 
ANS-128C 永民里社區活動中

心 
ANS-129C 伍天宮 

 

  

圖 5.1-1 核能一廠環境背景音量監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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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201 核能二廠大修宿舍 ANS-202磺潭里社區活動中心 ANS-203 雙興里活動中心 

 

  

ANS-205 金山警分局 ANS-206 豐漁社區威靈宮 ANS-208 龜吼漁卸場 

 
  

ANS-212 北基社區活動中心 ANS-213 中幅變電所 ANS-215 大坪國小 

 

 
 

ANS-216 基隆市隆聖國小 ANS-218 基隆市武崙國小 ANS-221和慶里守望相助管理
室 

  
 

ANS-222 瑪陵派出所 ANS-223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ANS-224 友二里里民大會堂 

  
 

圖 5.1-2 核能二廠環境背景音量監測圖 



 

 5-5  

 

 

ANS-304 水泉泉南宮 ANS-306 紅紫坑虹彩驛 ANS-307 山海經參宮 

 
  

ANS-311 南灣宿舍 ANS-312 墾管遊客中心 ANS-313 墾丁派出所 

   

ANS-314 船帆石消防隊 ANS-315 永靖派出所 ANS-316 港口村活動中心 

 
  

ANS-317 恆春分局 ANS-318 核能三廠 26 線道 ANS-321 洋蔥檢整中心 

 
  

ANS-322 仁壽派出所 ANS-323 頭溝活動中心 ANS-32512 號抽水站 

   

圖 5.1-3 核能三廠環境背景音量監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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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各核能電廠 8 公里範圍之環境背景音量調查 

於核能一、二、三廠進行環境音量調查，並統計各測點量測早上

7 點到晚上 10 點之 24 小時環境音量，且取 C 加權之 Leq數值，再統

計 Leq0700~2200、L10、L50及 L90之數據。而參照 FEMA 的測試方法，本

廠將聲音異常的噪音源統計出來後，從各測點之相關數據中剔除後，

再次計算各點位之環境音量，剔除的音量包括航空噪音、道路施工噪

音，風雜音及其他外在突發音，各核能電廠剔除事件整理如表

5.2-1~1~表 5.2-3；整理結果如表 5.2-4~表 5.2-6 及圖 5.2-1~圖 5.2-4 所

示。 

 

表 5.2-1 核能一廠環境異常音量事件 

項次 地點 特殊事件 

1 
白沙灣北觀處停車

場 

環境噪音有海聲、偶有汽機車聲及航空噪

音。 

2 新庄里活動中心 航空噪音及偶有汽機車噪音。 

3 老梅派出所 偶有汽機車噪音及員警講話聲 

4 芝柏活動中心 偶有汽機車噪音 

5 圓山里活動中心 溪流聲，偶有航空噪音。 

6 石崩山順天聖母廟 偶有航空噪音。 

7 草埔尾 AP108 現場有空氣採樣器發電機噪音、道路噪音 

8 六三社區活動中心 
營建噪音、鳥叫聲、野狗叫、民宅抽水馬達

聲 

9 永民里活動中心 偶有航空噪音、交通噪音及狗叫聲。 

10 伍天宮 偶有航空噪音， 

11 萬壽社區活動中心 偶有航空噪音 

12 西湖活動中心 
現場有航空噪音、鳥叫聲、觀光車行經路

線、朱銘園區音樂聲及廣播聲 

13 石門風力發電 風機運轉聲 

14 橫山國小 現場蟲鳴。 

15 茂長里活動中心 現場民宅狗吠聲、航空噪音及加壓馬達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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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核能二廠環境異常音量事件 

項次 地點 特殊事件 

1 瑪陵派出所 狗叫聲及水流聲。 

2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附近可聽聞雞鳴聲。 

3 武崙國小 工地施工聲。 

4 深美 345KV 電塔 有交通噪音， 

5 北基社區 附近民宅狗叫聲 

6 萬里區公所 五金行機具作業聲。 

7 大鵬派出所 民宅狗叫聲 

 

表 5.2-3 核能三廠環境異常音量事件 

項次 地點 特殊事件 

1 大光井 2 水井 風速過高。 

2 大光砂尾路口 有狗叫聲，偶有來往車輛。 

3 後壁湖港路口 來往車輛頻繁。 

4 彩虹駐站 測點一有雞叫聲。 

5 龍山派出所 現場有工地正在施工。 

6 墾丁派出所 來往車輛頻繁。 

7 核能三廠台 26 線道 南灣路車往頻繁。 

8 台電恆春宿舍 恆南路車輛頻繁。 

9 恆春分局 現場測量 1.背景音量很大，車輛頻繁。 

10 洋蔥檢整場 車輛往來頻繁。 

11 恆春分局 車輛頻繁，背景與量測相差很少。 

透過表 5.2-4 ~ 表 5.2-6 可知，位於省道旁之測點會受交通噪音

影響，導致環境噪音值偏高，如核能一廠之乾華派出所、白沙灣北觀

處及老梅活動中心；核能二廠則因所涵蓋範圍為人口活動集中區，其

人口密度較高，故多數測點環境音量 Leq0700~2200測值約為 64 dB(C)至

67 dB(C)，少數較偏遠測點如大坪國小及瑪西里活動中心 Leq0700~2200

則約在 60 dB(C)；核能三廠則於台 26 線道附近測點，恆春分局、核

能三廠台 26 線道、仁壽派出所及洋蔥檢整廠皆有較高之環境音量

Leq0700~2200約 71 dB(C)至 76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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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核能一廠環境背景音量監測結果表 

編號 鄰近警報站 GPS 定位 L10dB(C) L50dB(C)) L90dB(C) Leq0700~2200 

ANS-101 乾華派出所 
E121°36’25.6’ 

69.3 62.7 60.2 68.7 
N 25°16’44.5’’ 

ANS-102 
草埔尾 

(AP108) 

E121°36’12.3’  
60.1 52.3 49.6 59.2 

N 25°15’57.1’’ 

ANS-103 茂林宿舍 
E121°35’35.2’ 

63.9 54.2 50.4 62.6 
N 25°16’21.1’’ 

ANS-110 
石崩山 23 號

民宅旁電桿 

E121°34’02.18’’ 
56.9 51.5 49.1 56.8 

N25°16’27.8’’ 

ANS-111 
老梅里活動

中心 

E121°32’ 43.8'' 
68.1 59.4 56.1 65.6 

N 25°17’20.34'' 

ANS-112 
富基里活動

中心 

E121° 32’ 26.3’’ 
64.9 59.1 55.6 62.9 

N 25 °17’ 20.9’’ 

ANS-113 
白沙灣北觀

處 

E121°31’07.7’’ 
67.6 61.4 57.1 65.1 

N25°16’57.1’’ 

ANS-114 三芝八仙宮 
E121°30’01.3’’ 

67.0 58.1 53.0 64.2 
N25°16’25.8’’ 

ANS-116 
新庄里活動

中心 

E121°30’06.1’’ 
61.5 54.0 50.1 58.3 

N 25°16’02.5’’ 

ASN-117 
茂長里活動

中心 

E121°30’43.38'' 
62.4 54.9 49.7 60.8 

N 25°15’21.36'' 

ANS-118 
圓山里活動

中心 

E121°31’47.46''  
57.9 52.2 49.5 56.7 

N 25°13’18.84'' 

ANS-122C 
六三社區活

動中心 

E121°37’14.7’ 
67.3 59.4 53.7 64.2 

N 25°13’48.66'' 

ANS-127C 
萬壽社區活

動中心 

E121°37’53.8’ 
60.5 55.4 52.3 58.1 

N 25°14’16.9’’ 

ANS-128C 
永民里社區

活動中心 

E121°37’51.5’ 
66.7 57.0 52.9 64.0 

N 25°15’29.2’’ 

ANS-129C 伍天宮 
E121°37’23.0’  

63.3 53.5 47.4 60.6 
N 25°1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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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核能二廠環境背景音量監測結果表 

編號 鄰近警報站 GPS 定位 L10dB(C) L50dB(C) L90dB(C) Leq0700~2200 

ANS-201 
核能二廠大修

宿舍 

E121°39’25.8’’ 
62.5 59.4 57.1 60.9 

N 25°12’26.6’ 

ANS-202 
磺潭里社區活

動中心 

E121°38’40.26’’ 
66.8 62.0 60.6 66.2 

N 25°11’42.57’’ 

ANS-203 
雙興里活動中

心 

E 121°39’3.71’’ 
65.5 56.5 45.8 65.2 

N 25°0’36.58’’ 

ANS-205 金山警分局 
E 121°38'25.2’’ 

69.2 63.6 59.7 66.7 
N25°13’11.6’’ 

ANS-206 
豐漁社區威靈

宮 

E 121°38’49.6 
66.5 59.1 56.2 64.5 

N 25°13’24.2’’ 

ANS-208 龜吼漁卸場 
E121°41’17.14’’ 

68.5 66.1 58.2 66.5 
N 25°11’45.67’’ 

ANS-212 
北基社區活動

中心 

E 121°41’0.99’’ 
68.0 56.0 51.2 65.8 

N 25°10’33.08’’ 

ANS-213 中幅變電所 
E121°40’34.18’’ 

68.5 57.6 50.3 67.6 
N25°10’5.55’’ 

ANS-215 大坪國小 
E121°38’16.94’’ 

59.2 50.6 44.6 60.5 
N 25°10’3.75’’ 

ANS-216 
基隆市隆聖國

小 

E 121°41’40.5’’ 
68.6 63.0 59.1 66.1 

N 25°09’23.26’’ 

ANS-218 
基隆市武崙國

小 

E 121°42’36.9’’ 
65.9 56.9 46.2 64.8 

N 25°02’30.7’’ 

ANS-221 
和慶里守望相

助管理室 

E121°42’50.94’’ 
59.7 55.7 52.2 57.5 

N 25°09’2.77’’ 

ANS-222 瑪陵派出所 
E121°41’13.13’’ 

68.9 63.5 60.5 66.3 
N 25°06’38.42’’ 

ANS-223 
瑪西里民活動

中心 

E121°40’38.64’’ 
59.9 50.0 46.5 60.6 

N 25°07’44.13’’ 

ANS-224 
友二里里民大

會堂 

E121°39’56.15’’ 
64.6 52.5 45.8 64.6 

N 25°0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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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核能三廠環境背景音量監測結果表 

編號 鄰近警報站 GPS 定位 L10dB(C) L50dB(C) L90dB(C) Leq0700~2200 

ANS-304 水泉泉南宮 
E120°43’54.8’’  

70.0 59.9 54.3 67.3 
N21°55’44.4’’ 

ANS-306 紅紫坑虹彩驛 
E120°43’4.2’’  

70.3 59.9 52.5 67.2 
N21°58’22.1’’ 

ANS-307 山海經參宮 
E120°42’49.4’’  

60.4 51.0 44.6 58.3 
N21°59’12.2’’ 

ANS-311 南灣宿舍 
E120°46’1.7’’  

72.2 62.7 56.2 72.0 
N21°57’32.9’’ 

ANS-312 墾管遊客中心 
E120°46’49.2’’  

65.8 55.7 52.2 67.4 
N21°56’55.7’’ 

ANS-313 墾丁派出所 
E120°48’0.9’’  

65.1 58.9 55.5 61.9 
N21°56’40.9’’ 

ANS-314 船帆石消防隊 
E120°49’25.3’’  

58.7 55.3 53.6 57.3 
N21°56’2.9’’ 

ANS-315 
港口村活動中

心 

E120°49’40.6’’ 
64.7 59.2 50.3 65.2 

N21°59’28.4’’ 

ANS-316 永靖派出所 
E120°48’29.7’’  

69.5 57.4 46.9 67.3 
N22°0’22.5’’ 

ANS-317 恆春分局 
E120°44’41.1’’ 

78.0 73.0 69.4 75.5 
N22°0’9.7’’ 

ANS-318 
核能三廠 26

線道 

E120°45’08.8’’  
81.7 74.3 67.1 78.3 

N21°58’41.8’’ 

ANS-321 洋蔥檢整中心 
E120°44’38.0’’  

80.0 71.6 66.0 76.6 
N22°0’51.9’’ 

ANS-322 仁壽派出所 
E120°44’16.0’’ 

74.2 67.2 62.2 71.3 
N22°1’38.9’’ 

ANS-323 頭溝活動中心 
E120°43’16.9’’ 

68.3 59.7 54.6 67.1 
N22°1’22.7’’ 

ANS-325 12 號抽水站 
E120°43’44.2’’ 

67.4 56.7 50.6 64.6 
N21°5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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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核能一廠環境背景音量 Leq07-220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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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核能二廠環境背景音量 Leq07-220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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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核能三廠環境背景音量 Leq07-220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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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里活動中心
石崩山23號民宅旁電桿
萬壽社區活動中心
新庄里活動中心
草埔尾 (AP108)

伍天宮
茂長里活動中心
茂林宿舍
富基里活動中心
永民里社區活動中心
三芝八仙宮
六三社區活動中心
白沙灣北觀處
老梅里活動中心
乾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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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別

核二
和慶里守望相助管理室
大坪國小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核二廠大修宿舍
豐漁社區威靈宮
友二里里民大會堂
基隆市武崙國小
雙興里活動中心
北基社區活動中心
基隆市隆聖國小
磺潭里社區活動中心
瑪陵派出所
龜吼漁卸場
金山警分局
中幅變電所(萬里服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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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三
船帆石消防隊
山海經參宮
墾丁派出所
12號抽水站
港口村活動中心
頭溝活動中心
紅紫坑虹彩驛
水泉泉南宮
永靖派出所
墾管遊客中心
仁壽派出所
南灣宿舍
恆春分局
洋蔥檢整中心
核三26縣道  

圖 5.2-4 環境背景音量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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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FEMA 規範分析核能一、二、三電廠時段均能音量，各廠

結果說明如下： 

核能一廠環境音量調查，其 L10 數值範圍在 56.9 dB(C) ~ 69.3 

dB(C)；L90數值範圍在 47.4 dB(C) ~ 60.2 dB(C)；L0700~2200數值範圍在

56.7 dB(C) ~ 68.7 dB(C)。核能一廠環境音量最大值 L10及 L0700~2200僅

有 6 處超過 65 dB(C)，為乾華派出所、老梅里活動中心、白沙灣北觀

處、三芝八仙宮、六三社區活動中心及永民里社區活動中心，主要原

因在於縣道交通音量、人員叫賣聲及海浪聲為主，並非工廠作業區或

機具所引起之噪音。 

核能二廠環境音量調查，其 L10 數值範圍在 59.2 dB(C) ~ 69.2 

dB(C)；L90數值範圍在 44.6 dB(C) ~ 60.6 dB(C)；L0700~2200數值範圍在

57.5 dB(C) ~ 67.6 dB(C)。核能二廠環境音量最大值 L10及 L0700~2200大

多在 65 dB(C)以上，且都超過背景 L90近 10 dB(C)，主要原因來自交

通噪音、人員叫賣聲及海浪聲引起，主要在金山市區、龜吼魚卸廠、

基隆大武崙區等區域。 

核能三廠環境音量調查，其 L10 數值範圍在 58.7 dB(C) ~ 81.7 

dB(C)；L90數值範圍在 44.6 dB(C) ~ 69.4 dB(C)；L0700~2200數值範圍在

57.3 dB(C)~ 78.3 dB(C)。核能三廠環境音量最大值 L10及 L0700~2200在

80 dB(C)左右，且超過背景 L90 10 dB 以上，最大音量點位於台 26 線

道上及恆春市區，包括 ANS-317、ANS-318 及 ANS-321 三點位，其

中 ANS-317 因設置於台 26 線道旁，交通音量為主要環境音量來源，

且附近無明顯之住宅，多以小型工廠及民宿為主；而 ANS-318 處於

恆春市區中心位置，為主要人口活動區域及市內往外縣市主要幹道，

故背景音量較高；ANS-321 設置於台 26 線道三角路口位置，並緊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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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工廠，因此音量較高。 

 

對於環境中蟲鳴、鳥叫之影響，分別於核能一、二、三電廠選出

一個事件音量量測時，有蟲鳴鳥叫影響之警報站，藉此定義此自然生

態環境音量的影響，相關測點分別為核能一廠ANS-110-石崩山23號

電桿、核能二廠ANS-201-大修宿舍及核能三廠ANS-325-恆春出火段

教會。各分站背景音量有蟲鳴及鳥叫時，其數值之變化整理如表

5.2-7，其C加權數值介在54.1dB(C) ~ 68.3dB(C)。 

 

             表5.2-7 蟲鳴鳥叫之背景音量分析      (單位：dB(C)) 

測點編

號 
測點名稱 

測點一 測點二 

前側 

背景音量 

後側 

背景音量 

前側 

背景音量 

後側 

背景音量 

ANS-110 石崩山 23 號電桿 54.2 62.7 54.1 59.9 

ANS-201 大修宿舍 57.5 58.4 60.2 61 

ANS-325 恆春出火段教會 61.1 62.9 67.3 68.3 

 

除了在各核能電廠量測15點位環境音量外，同時參考各核能電廠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各行政區近5年環評報告書每季環境音量調查結

果，包括淡水區、金山區、萬里區及恆春鎮等，謹慎評估各核能電廠

環境音量之變化。相關數據整理如表5.2-8~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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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淡水環評噪音監測數據      (單位：dB(C)) 

監測地點 日期 日 晚 夜 

中正路二段 
100.08.12 63.5 62.1 64.5 

100.08.13 64.1 62.1 60.9 

沙崙路二段 
100.07.13 53.5 50.6 48.5 

100.07.15 57.5 49.9 47.7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100.02.27 53 50.4 42.5 

100.02.28 49.4 46.5 42.6 

100.03.21 53.3 51.6 49 

100.03.22 52.4 47.7 48.8 

崁頂三路與沙崙路 

二段間民宅 

100.02.27 55 48.4 45.5 

100.02.28 54.8 52.6 47.7 

100.03.21 57.5 52 48.8 

100.03.22 55.1 52.8 47.7 

新市二路與 

義山路口 

100.02.27 66.8 61.9 60.6 

100.02.28 67.7 63.2 60.7 

100.03.21 69.9 66.4 61 

100.03.22 68.1 64.9 60.9 

天生國小 
100.07.28 59.9 53.4 49.1 

100.08.27 58.5 54 49.9 

沙崙路與中正路 

交叉口 

100.07.28 69.2 68.3 62.1 

100.08.27 66.4 66.6 60.3 

新民街與中正路 

交叉口 

100.07.28 68.7 65.2 60.4 

100.08.27 68.1 67.8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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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 金山環評噪音監測數據      (單位：dB(C)) 

監測地點 日期 日 晚 夜 

三和國小 
100.05.13 51.5 48.9 47.9 

100.05.14 52.7 48.9 48.7 

金山區頂中段硫磺子坪小段 

49 筆地號 

100.05.13 54.1 50.8 49.2 

100.05.14 52.2 52.9 45.7 

陽金公路 
100.05.13 68.4 69.4 63.9 

100.05.14 72.2 66.8 65.7 

陽金公路/山城路 
100.05.13 64 61 53.2 

100.05.14 64.4 58.9 59.3 

蓬萊林園公墓 
102.03.23 63.2 40.5 40.2 

102.03.25 52.4 41.5 42.6 

名流湯村社區住宅 
102.03.23 49.6 49.1 47.6 

102.03.25 50.6 41.5 46.7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102.03.23 70.4 65.6 68.4 

102.03.25 66.9 63.5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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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0 萬里環評噪音監測數據      (單位：dB(C)) 

監測地點 日期 日 晚 夜 

萬里中幅子土石方 

資源堆置處理場 

100.9 69.6 67.3 62.1 

100.12 69.8 67.3 62.7 

101.03 70.8 66.7 64.9 

中幅 
100.9 64.2 58 57.7 

100.12 68.6 69.6 63.5 

陽光加樂比社區 
100.9 59.1 57.7 52.7 

100.12 59.1 57 51.9 

萬金旅館 

99.08.28 58.8 54.3 51.8 

99.08.30 58.2 55.1 47.6 

99.09.26 51.4 48.9 43.8 

99.09.27 52.5 49.4 43.8 

102.08.23 59.2 52.8 49.6 

102.08.24 56.3 60.8 49.5 

台二線路口 

99.08.28 72.1 71.7 67.6 

99.08.30 74.1 71.7 65.8 

99.09.26 72.9 70.1 67.6 

99.09.27 71.7 69 66.6 

102.08.23 74.4 71.2 67.5 

102.08.24 74.3 72.7 67.9 
 

表 5.2-11 恆春環評噪音監測數據     (單位：dB(C)) 

監測地點 日期 日 晚 夜 

悠活渡假村基地  
101.10.12 54.4 47.5 48.1 

101.10.13 56.2 47.6 48.5 

基地前廟宇  
101.10.12 58.9 49.1 49.8 

101.10.13 57 51.5 48.7 

山海國小  
101.10.12 60.3 49.3 44.6 

101.10.13 54.8 54.3 52.3 

屏 152 與屏 153 交叉口  
101.10.12 69.6 68.6 61.7 

101.10.13 69.5 62.1 55.8 

南光路及南灣路交叉口  
101.10.12 69.5 67.7 65.4 

101.10.13 70.1 70.4 67 



 

 5-20  

 

透過環評資料統計：淡水交通音量在63.5 dB(A) ~ 69.9 dB(A)，環

境音量在52.4 dB(A) ~ 59.9 dB(A)；金山交通音量在63.2 dB(A) ~ 72.2 

dB(A)，環境音量在49.6 dB(A) ~ 54.1 dB(A)；萬里交通音量在64.2 

dB(A)~ 74.4 dB(A)，環境音量在51.4 dB(A) ~ 59.2 dB(A)；恆春交通音

量在69.5 dB(A) ~ 70.1 dB(A)，環境音量在54.4 dB(A) ~ 60.3 dB(A)。

由此可知，日間音量超過60dB(A)以上之地區主要為道路噪音，最高

音量74.4 dB(A)，如萬里區台二線路口之量測數據，其他環評監測點

位日間音量介在50.6 dB(A) ~ 60.3 dB(A)，其中，最高測點位於恆春山

海國小，但隔天環境音量監測值立即降至54.8 dB(A)，由此可知，數

值偏高可能為當地有突發音或當天風速較高，所造成數值變化較大，

否則音量應該都會低於60 dB(A)。 

 

在FEMA(Technical Bulletin (Version 2.0, January 12, 2006)附錄5

之B及C中，針對聲壓能量A加權及C加權進行差異比較，透過圖5.2-5 

ISO 226等響度曲線可知，A加權跟C加權主要於20Hz-500Hz頻寬上，

加權數值差異較大。以FEMA於各人口集中區統計之總量結果來看，

在戶外環境音量差異會在5 ~ 15分貝；交通噪音會在15 ~ 25分貝，詳

如表5.2-11。因此，將各鄉鎮環評調查之結果轉換成C加權後：淡水

交通音量在78.5 dB(A) ~ 94.9 dB(A)，環境音量在57.4 dB(A) ~ 74.9 

dB(A)；金山交通音量在78.2 dB(A) ~ 97.2 dB(A)，環境音量在54.6 

dB(A) ~ 69.1 dB(A)；萬里交通音量在79.2 dB(A) ~ 99.4 dB(A)，環境

音量在56.4 dB(A) ~ 74.2 dB(A)；恆春交通音量在84.2 dB(A)~ 95.1 

dB(A)，環境音量在59.4 dB(A)~ 75.3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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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ISO 226 等響度曲線 

表 5.2-12 A 加權及 C 加權之差異 

項次 地區 dB(A) dB(C) 

1 農村 - 每一百英畝單一家庭住房密度小於 1 住宅 30 30 

2 

郊區居住區 - 主要是每 5 英畝單一家庭住宅密度小

於 1 住宅，農業土地利用或遊憩區，有流動人口，沒

有顯著工業或商業活動 

35 40 

3 
居住區 - 主要是每 25 英畝單一家庭住宅密度小於 1

住宅，沒有顯著工業或商業活動的住宅 
40 50 

4 
城市居住區 - 主要是每 25 英畝單或多戶型住宅密度

大於 1 住宅，沒有顯著工業或商業活動的住宅 
50 60 

5 

商業和工業領域 - 土地用途主要是商業或工業，白

天人口密度為每平方英里大於 2500 人，或主要公路

及街道，每小時車輛數>300 輛次 

55 70 

6 碼頭和溪流圍繞之區域 40 45 

7 交通要道- 農村和城市郊區 45 60 

8 輕運量(light traffic)- 路權 100 英尺外 50 70 

9 高速公路 - 中密度的城市，在路權 100 英尺外 55 80 

10 高速公路 - 高密度的城市，在路權 100 英尺外 6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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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目前核能電廠選址原則，以鄰近省道及海岸邊為主，地區

特性以郊區及風景區為主，故在無任何外在人為音源影響的情況下，

環境音量主要來源為交通噪音、季風影響及海浪潮汐聲，其中，環境

音量中持續且固定不變的為交通音量及海浪潮汐聲，但季風影響以東

北季風及西南季風為主，其中，西南季風的颱風氣候影響最劇，而在

此環境中，民眾為確保人身安全，大多會選擇在室內活動，故若有緊

急事故發生時，採用簡訊、電話等輔助措施通知民眾，效果比預警系

統佳，而在東北季風時節，不論日、晚間，戶外風速超過5m/s為常態

狀況，其中，核能三廠恆春鎮的落山風為最典型的東北季風影響。衡

量西南季風及東北季風的實際量測可行性，本公司選擇東北季風時節

進行緊急應變計畫區音場涵蓋率評估及量測，但因計畫執行期程有

限，無法定義各廠預警站之環境音量變動值，故透過各行政區環評監

測數據，定義核能一、二、三廠之環境變動值，各區之監測點位變動

值及平均值，詳如照表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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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3 環評監測點位之變動量 

區域 監測點 變動量(STDEVA) 

淡水區 

中正路二段 0.42 

沙崙路二段 2.83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1.79 

崁頂三路與沙崙路二段間民宅 1.27 

新市二路與義山路口 1.30 

天生國小 0.99 

沙崙路與中正路交叉口 1.98 

新民街與中正路交叉口 0.42 

平均值 1.38 

金山區 

三和國小 0.85 

金山區頂中段硫磺子坪小段 49筆地號 1.34 

陽金公路 2.69 

陽金公路/山城路 0.28 

蓬萊林園公墓 7.64 

名流湯村社區住宅 0.71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2.47 

平均值 2.28 

萬里區 

萬里中幅子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 0.64 

中幅 3.11 

陽光加樂比社區 0.00 

萬金旅館 3.36 

台二線路口 1.18 

平均值 1.66 

恆春區 

悠活渡假村基地  1.27 

基地前廟宇  1.34 

山海國小  3.89 

屏 152 與屏 153 交叉口  0.07 

南光路及南灣路交叉口  0.42 

平均值 1.40 

因核能一廠位於淡水區及金山區，故將此兩區域之變動量平均值

再次加總後，取算數平均值，代表核能一廠之變動量；而核能二廠位

於金山區跟萬里區，故將此兩區域之變動量平均值再次加總後，取算

數平均值，代表核能二廠之變動量；核能三廠直接利用恆春區之平均

變動量來代表之，相關統計結果整理如表5.2-14，結果顯示，核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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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廠平均變動量分別為1.8分貝、2.0分貝及1.4分貝。 

表5.2-14 核能一、二、三廠環境變動量 

廠區 核能一廠 核能二廠 核能三廠 

平均變動量 1.8  2.0  1.4  

5.3 警報音量測試 

依照FEMA警報站現地測試方法，警報音量與背景音量需要相差

10 dB(C)以上，以目前各核能電廠所建置之預警站：核能一廠30站、

核能二廠40站（其中核能一、二廠共站12站）核能三廠30站，共計88

站進行警報音量量測。其量測結果初步彙整如表5.3-1~表5.3-4所示。

透過相關列表可知，核能一廠警報音量與背景可以相差到20.6 

dB(C)~50.9 dB(C)；核能二廠警報音量與背景可以相差到 10.4 

dB(C)~48.5 dB(C)；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共站警報音量與背景可以相

差到12.7 dB(C)~62 dB(C)；核能三廠警報音量與背景可以相差到12 

dB(C)~44.1 dB(C)。其中，核能一廠警報音壓相差最小點位在老梅里

活動中心位置，最大在製茶工廠位置；核能二廠警報音壓相差最小點

位在萬里區公所，最大在友二里里民大會堂位置；核能一廠及核能二

廠共站警報音壓相差最小點位在台電金山服務所位置，最大在西湖里

活動中心位置；核能三廠警報音壓相差最小點位在後壁湖漁港位置，

最大在山海經參宮位置。 

表5.3-1 核能一廠各站預警系統警報音量結果 

測點編號 
測點 

名稱 

測點一(單位：dB(C)) 測點二(單位：dB(C)) 

背景 

音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背景 

音量 
L10 

相

差 

是否 

相差

10dB(C) 

ANS-101 
乾華 75.1(前) 

96.9 23.1 是 
76.6(前) 

103 28 是 
派出所 72.6(後) 73.5(後) 

ANS-102 草埔尾 47.9(前) 106.4 46.1 是 46.3(前) 110.8 46.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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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8) 72.7(後) 82.1(後) 

ANS-103 茂林宿舍 
50.1(前) 

93.4 41 是 
47.1(前) 

91.5 40.6 是 
54.8(後) 54.8(後) 

ANS-104 

山脊 

民家 

(AP106) 

53.5(前) 

108.8 54.4 是 

46.6(前) 

102.6 53.1 是 
55.4(後) 52.5(後) 

ANS-105 

石門 

分校 

(AP104) 

58.1(前) 

101.1 47.6 是 

57.4(前) 

99.6 49 是 
49(後) 43.9(後) 

ANS-106 
核能一廠 59.2(前) 

109.7 48.8 是 
58.4(前) 

106 45.3 是 
煙囪 62.7(後) 63.1(後) 

ANS-107 
石門風力

發電站 

70.5(前) 
106.6 35.7 是 

76.5(前) 
111.7 35.2 是 

71.4(後) 76.6(後) 

ANS-108 
石門 69.2(前) 

97.2 27.2 是 
68.9(前) 

94.5 26 是 
分駐所 70.9(後) 68.2(後) 

ANS-109 

製茶 

工廠 

(AP103) 

49.2(前) 

109.9 59.9 是 

48.3(前) 

105.2 55.1 是 
50.9(後) 52(後) 

ANS-110 

石崩山23

號民宅旁

電桿 

54.2(前) 
100.7 42.3 是 

54.1(前) 
85.6 28.6 是 

62.7(後) 59.9(後) 

ANS-111 
老梅里活

動中心 

67.6(前) 
93.1 20.6 是 

62.3(前) 
88.1 26.7 是 

77.5(後) 60.5(後) 

ANS-112 
富基里活

動中心 

66.9(前) 
98.3 35 是 

68.2(前) 
96.3 31 是 

59.7(後) 62.4(後) 

ANS-113 
白沙灣北

觀處 

70.4(前) 
103.1 35.2 是 

66.6(前) 
97.2 31.9 是 

65.5(後) 64(後) 

ANS-114 
三芝 54.9(前) 

99.4 39.8 是 
58.9(前) 

102.3 39.1 是 
八仙宮 64.4(後) 67.6(後) 

ANS-115 
橫山 

國小 

61.6(前) 
106.3 46.7 是 

62(前) 
92.2 31.6 是 

57.7 59.3(後) 

ANS-116 
新庄里活

動中心 

55.4(前) 
102.6 42.8 是 

56.3(前) 
100.7 40.7 是 

64.3(後) 63.7(後) 

ASN-117 
茂長里活

動中心 

64.5(前) 
114.4 46.1 是 

64.3(前) 
106.3 41.2 是 

72.1(後) 66(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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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里活

動中心 

56.2(前) 
114.2 57.8 是 

61.8(前) 
106.5 44.2 是 

56.7(後)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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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測點一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361
時間(sec)

d
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361
時間(sec)

d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105石門分校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361
時間(sec)

d
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361
時間(sec)

d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106 核能一廠煙囪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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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08石門分駐所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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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09製茶工廠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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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11老梅里活動中心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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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112富基里活動中心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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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14三芝八仙宮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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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116新庄里活動中心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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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2 核能二廠各站預警系統警報音量結果 

編號 

名稱 

測點 

名稱 

測點一(單位：dB(C)) 測點二(單位：dB(C)) 

背景 

音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背景 

音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ANS-201 
大修 

宿舍 

57.5(前) 
102.5  45 是 

60.2(前) 
89.4 29.2 是 

58.4(後) 61.0(後) 

ANS-202 

磺潭里

社區活

動中心 

68.5(前) 

98.8  30.1  是 
61.5(前) 

100.8 38.7 是 
69(後) 62.8(後) 

ANS-203 

雙興里

活動中

心 

58(前) 

111.1  46.7  是 
57.2(前) 

101.2 37.6 是 
70.8(後) 70.1(後) 

ANS-204 
大鵬派

出所 

72.5(前) 
95.1  22.4  是 

72.8(前) 
88.8 14.0 是 

72.9(後) 76.8(後) 

ANS-205 
金山警

分局 

68.8(前) 
88.9  20.8  是 

66(前) 
90.7 24.0 是 

67.4(後) 67.5(後) 

ANS-206 威靈宮 
61.9(前) 

90.5  28.7  是 
64.9(前) 

80.9 12.8 是 
61.8(後) 71.3(後) 

ANS-207 
野柳 

國小 

63.8(前) 
94.5  30.1  是 

68.6(前) 
94.5 26.0 是 

65.1(後) 68.5(後) 

ANS-208 
龜吼漁

卸場 

66.7(前) 
84.9  18.0  是 

69.9(前) 
84.9 14.6 是 

67.1(後) 70.8(後) 

ANS-209 

龜吼社

區活動

中心 

66.5(前) 

89.4  22.0  是 
67(前) 

81.6 11.8 是 
68.3(後) 72.6(後) 

ANS-210 

台電萬

里服務

所 

68.6(前) 

90.6  22.9  是 
71.7(前) 

91.3 20.1 是 
66.9(後) 70.7(後) 

ANS-211 
萬里區

公所 

67(前) 
95.8  28.6  是 

63.8(前) 
73.0 10.4 是 

67.4(後) 61.5(後) 

ANS-212 

北基社

區活動

中心 

57.8(前) 

93.0  34.8  是 

60(前) 

87.2 21.8 是 
58.6(後) 70.8(後) 

ANS-213 

中幅變

電所 
62.8(前) 

101.9  38.3  是 
69.2(前) 

89.8 20.8 是 

 64.4(後) 68.9(後) 

ANS-214 
崁腳里

活動中

63.3(前) 
90.0  26.7  是 

57.2(前) 
93.1 34.6 是 

63.4(後) 59.9(後) 



 

 5-36  

 

心 

ANS-215 
大坪 

國小 

58(前) 
82.1  27.3  是 

57.3(前) 
89.2 35.4 是 

51.6(後) 50.3(後) 

ANS-216 
隆聖國

小 

61.5(前) 
99.0  36.5  是 

71.9(前) 
97.6 29.1 是 

63.6(後) 65.2(後) 

ANS-217 
武崙變

電所 

64.6(前) 
93.1  27.9  是 

65(前) 
86.3 17.5 是 

65.9(後) 72.6(後) 

ANS-218 

基隆市

武崙國

小 

61.9(前) 

96.3  34.7  是 

57.2(前) 

105.4 46.9 是 
61.4(後) 59.9(後) 

ANS-219 

深美
345KV

電塔 

69.5(前) 

83.4  13.7  是 
63.8(前) 

78.6 17.5 是 
69.9(後) 58.4(後) 

ANS-220 

基隆市

中和國

小 

60.5(前) 

85.3  23.3  是 
67(前) 

88.7 18.4 是 
63.6(後) 73.6(後) 

ANS-221 

和慶里

守望相

助管理

室 

65.4(前) 

78.4  11.3  是 

61.1(前) 

80.0 13.5 是 
68.8(後) 71.9(後) 

ANS-222 
瑪陵派

出所 

64.5(前) 
84.7  20.2  是 

67.2(前) 
84.9 16.9 是 

64.6(後) 68.8(後) 

ANS-223 

瑪西里

民活動

中心 

64.7(前) 

96.2  36.5  是 
66.9(前) 

98.0 33.2 是 
54.8(後) 62.8(後) 

ANS-224 

友二里

里民大

會堂 

55.9(前) 

106.4  48.5  是 

57.2(前) 

96.8 36.2 是 
59.9(後) 64(後) 

ANS-225 

德和里

活動中

心 

68.6(前) 

98.2  29.5  是 

61.0(前) 

98.1 36.5 是 
68.8(後) 62.1(後) 

ANS-226 
中山區

公所 

69.0(前) 
97.1  27.1  是 

68.7(前) 
94.4 26.1 是 

70.8(後) 68 (後) 

ANS-227 

協和里

活動中

心 

66.1 (前) 

98.2  34.2  是 
61.3(前) 

89.6 26.6 是 
62.0(後) 64.7(後) 

ANS-228 

協和電

廠備勤

宿舍 

60.2(前) 

94.6  33.5  是 
64.5(前) 

94.3 29.6 是 
62(後) 65.3(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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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204大鵬派出所 



 

 5-39  

 

測點一

0

20

40

60

80

100

120

1 60 119 178 237 296
時間(sec)

dB

特徵頻率 315Hz
Leq C*
L10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0

20

40

60

80

100

120

1 60 119 178 237 296

時間(sec)

dB

特徵頻率 315Hz

Leq C*
L10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205金山警分局 

測點一

0

20

40

60

80

100

1 60 119 178 237 296
時間(sec)

dB

特徵頻率 315Hz

Leq C*
L10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0

20

40

60

80

100

1 60 119 178 237 296
時間(sec)

dB

特徵頻率 315Hz

Leq C*
L10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206豐漁社區威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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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 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共站預警系統警報音量結果 

測點 

編號 
測點名稱 

測點一(單位：dB(C)) 測點二(單位：dB(C)) 

背景 

音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背景 

音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ANS-119C 
金山 

漁會 

58.5(前) 
84.8 24.7 是 

62.3(前) 
89.5 24.35 是 

61.8(後) 68(後) 

ANS-120C 
台電金山 

服務所 

66(前) 
85.4 21.6 是 

72(前) 
83 12.7 是 

61.6(後) 68.6(後) 

ANS-121C 
金山 66.7(前) 

83.6 15.5 是 
68.3(前) 

87.7 17.3 是 
消防隊 69.6(後) 72.5(後) 

ANS-122C 
六三社區 

活動中心 

63.4(前) 
94.8 32.9 是 

65.9(前) 
98.8 33.05 是 

60.4(後) 65.6(後) 

ANS-123C 
六股里 

活動中心 

56.6(前) 
87.6 29.6 是 

56.6(前) 
91.9 33.35 是 

59.5(後) 60.5(後) 

ANS-124C 
重三社區 

活動中心 

61.8(前) 
96.4 33.7 是 

53.2(前) 
93.7 39.75 是 

63.7(後) 54.7(後) 

ANS-125C 
三和國小 

兩湖分校 

59.1(前) 
113.5 59.5 是 

58.5(前) 
113.7 60.25 是 

49(後) 48.4(後) 

ANS-126C 
西湖里 49.9(前) 

112.9 62 是 
49.1(前) 

106.9 57.6 是 
活動中心 52(後) 49.5(後) 

ANS-127C 
萬壽社區 

活動中心 

60(前) 
96.7 36.7 是 

60.9(前) 
101.8 40.9 是 

60.1(後) 60.9(後) 

ANS-128C 
永民社區 

活動中心 

56.4(前) 
104.9 45.4 是 

56.4(前) 
98 37.15 是 

62.6(後) 65.3(後) 

ANS-129C 伍天宮 
49.8(前) 

110.6 60.8 是 
50.2(前) 

97 47 是 
49.8(後) 49.8(後) 

ANS-130C 
天籟 

社區 

55.3(前) 
86.2 30.5 是 

61.7(前) 
91.2 31.6 是 

56.1(後) 57.6(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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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4 核能三廠各站預警系統警報音量結果 

測點編號 測點名稱 

測點一(單位：dB(C)) 測點二(單位：dB(C)) 

背景音
量 

L10 
相
差 

是否 

相差
10dB(C) 

背景音
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ANS-301 
大光＃ 2

水井 

68.6 (前) 
97.2 30.0 是 

76.0(前) 
101.7 27.9 是 

65.8 (後) 71.6 (後) 

ANS-302 
大光砂尾
路口 

70.9 (前) 
93.8 21.2 是 

74.8(前) 
102.7 26.8 是 

74.4 (後) 77.1 (後) 

ANS-303 
後壁湖漁
港 

78.2 (前) 
106.8 29.7 是 

71.2(前) 
87.8 12.0 是 

76.0 (後)  80.5 (後) 

ANS-304 
水泉泉南
宮 

78.3 (前) 
96.9 22.6 是 

89.1(前) 
99.1 18.5 是 

70.4 (後) 72.1 (後) 

ANS-305 
樹林西龍
宮前 

66.7 (前) 
96.9 28.2 是 

65.7(前) 
92.0 23.0 是 

70.7 (後)  72.4 (後) 

ANS-306 
紅紫坑虹
彩驛 

67.8 (前) 
106.2 37.0 是 

71.4(前) 
104.6 35.0 是 

70.7 (後)  67.9 (後) 

ANS-307 
山海經參
宮 

55.5 (前) 
100.0 42.7 是 

57.4(前) 
102.0 44.1 是 

59.1 (後)  58.4 (後) 

ANS-308 
龍水派出
所 

63.5 (前) 
103.1 38.7 是 

71.2(前) 
101.4 29.6 是 

65.4 (後)  72.5 (後) 

ANS-309 
龍水＃ 5

水井 

58.9 (前) 
99.0 40.5 是 

66.9(前) 
100.9 37.5 是 

58.1 (後)  59.9 (後) 

ANS-310 
和平樓宿
舍 

66 (前) 
82.8 17.7 是 

70.3(前) 
85.2 16.6 是 

64.1 (後)  66.8 (後) 

ANS-311 南灣宿舍 
66.8 (前) 

101.4 36.5 是 
71.4(前) 

99.1 26.7 是 
63.1 (後)  73.5 (後) 

ANS-312 
墾管遊客
中心 

67.8 (前) 
101.1 32.3 是 

67.1(前) 
95.6 28.3 是 

69.9 (後)  67.6 (後) 

ANS-313 
墾丁派出
所 

75.6 (前) 
88.7 12.5 是 

75.5(前) 
93.3 17.4 是 

76.8 (後)  76.3 (後) 

ANS-314 
船帆石消
防隊 

62.7 (前) 
100.5 34.6 是 

70.6(前) 
94.4 23.9 是 

69.2 (後)  70.4 (後) 

ANS-315 
港口活動
中心 

70.6 (前) 
93.1 25.9 是 

75.5(前) 
88.1 15.8 是 

63.8 (後)  69.2 (後) 

ANS-316 
永靖派出
所 

68(前) 
103.8 35.8 是 

70.2(前) 
91.6 19.3 是 

68.1 (後)  74.4 (後) 

ANS-317 恆春分局 
74.9 (前) 

89.3 15.8 是 
77.4(前) 

93.6 19.8 是 
72.1(後)  70.2 (後) 

ANS-318 
核能三廠
台26線道 

74.2 (前) 
103 27.8 是 

75.3(前) 
101.9 26.7 是 

76.2 (後)  75.1 (後) 

ANS-319 
台電恆春
宿舍 

67.0 (前) 
87.9 21.6 是 

66.3(前) 
84.7 17.6 是 

65.7 (後)  67.9 (後) 

ANS-320 僑勇國小 
65.6 (前) 

79.6 15.4 是 
60.5(前) 

87.6 15.8 是 
62.8 (後)  73.2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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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編號 測點名稱 

測點一(單位：dB(C)) 測點二(單位：dB(C)) 

背景音
量 

L10 
相
差 

是否 

相差
10dB(C) 

背景音
量 

L10 相差 

是否 

相差
10dB(C) 

ANS-321 
洋蔥檢整
場 

70.7 (前) 
88.0 16.7 是 

72.5(前) 
94.0 22.1 是 

71.9 (後)  71.3 (後) 

ANS-322 
仁壽派出
所 

56.5 (前) 
96.9 36.9 是 

61.4(前) 
97.2 33.5 是 

63.5 (後)  66.0 (後) 

ANS-323 
頭溝活動
中心 

67.4(前) 
94.1 26.9 是 

74.3(前) 
99.7 26.8 是 

67.1 (後)  71.5 (後) 

ANS-324 
四溝千峰
殿 

55 (前) 
98.6 39.8 是 

69.6(前) 
97.6 31.5 是 

62.6 (後)  62.6 (後) 

ANS-325 
12 號抽
水站 

68.8 (前) 
91.7 26.3 是 

64.9(前) 
90.6 27.3 是 

62.0 (後)  61.7 (後) 

ANS-326 龍鑾宮 
60.2(前) 

102.9 41.5 是 
61.6(前) 

95.7 35.8 是 
62.6(後) 58.2(後) 

ANS-327 出火段 
61.1(前) 

106.0 44 是 
67.3(前) 

95.9 28.1 是 
62.9(後) 68.3(後) 

ANS-328 
萬里桐活
動中心 

58 (前) 
92.6 32.3 是 

59.6(前) 
91.6 30.5 是 

62.6 (後)  62.3 (後) 

ANS-329 
白砂金聖
宮 

57.4(前) 
94.1 35.3 是 

59.6(前) 
93.7 33.8 是 

60.1 (後)  58.5 (後) 

ANS-330 
鵝鑾里長
服務中心 

54 (前) 
92.6 36.3 是 

55.6(前) 
91.6 35.5 是 

58.6 (後)  56.6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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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1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2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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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時間(sec)

d
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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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3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4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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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5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6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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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7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8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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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09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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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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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0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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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1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2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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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3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4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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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5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361
時間(sec)

d
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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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6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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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7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8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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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19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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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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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0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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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1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2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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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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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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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3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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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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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4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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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5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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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61 121 181 241 301
時間(sec)

dB

Leq C*
特徵頻率 315Hz
L10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6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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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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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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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7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8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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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29 時間歷程圖 

 

測點一時間歷程圖 

 

測點二時間歷程圖 

ANS-330 時間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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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預警系統三性測試 

參照 ATI 量測報告 ENTERGY NUCLEAR AND ACOUSTIC 

TECHNOLOGY, INC. Alert and Not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 Entergy Nuclear，預警系統於戶外進行三性測試評估，

所使用之場地，其直線距離至少要在120 m以上之空曠場地，且量測

時，風速需在5 m/s以下及地面無濕滑的狀態下，進行測試。因此，

台電公司選擇林口一處空曠位置進行測試，量測位置環境現況如圖

5.4-1。 

 

圖 5.4-1 三性測試場地 

 

5.4.1 預警系統室內前置測試 

在正式測試前，為了解預警系統喇叭特性，因此在103年2月24

日，在凱鉅科技公司8F建聲實驗室先進行前置測試，喇叭系統型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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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400，預警系統架設及分析儀器使用均跟室外條件一致，設備架

設及儀器使用均跟室外條件一致，針對預警系統喇叭量測各預警系統

喇叭穩定性，量測時圖片架設如圖5.4-2所示，相關結果歸納如下三點： 

1. 測試四組預警系統喇叭，透過圖5.4-3~圖5.4-6時間歷程圖可

知，在5 m位置，其聲壓位準均可以達到120 dB(C)。 

2. 取原始訊號中，訊號持續且較穩定之時域區段，了解其頻率

特性，如表5.4-1所示。 

3. 從表5.4-2各圖所知，頻率特性集中在315 Hz~ 1 kHz以上，其

聲壓位準可達110 dB(C)以上。 

 

  

  

圖 5.4-2 初期預警系統測試現場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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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04m16s243 63.3 TUE 14/02/25 16h05m43s243 65.9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04m16s243 64.2 TUE 14/02/25 16h05m43s243 66.8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04m16s243 63.3 TUE 14/02/25 16h05m43s243 66.6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04m16s243 62.8 TUE 14/02/25 16h05m43s243 65.9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04m16s243 63.0 TUE 14/02/25 16h05m43s243 66.3

Signal

Spectrum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04m20 04m30 04m40 04m50 05m00 05m10 05m20 05m30 05m40

 

圖 5.4-3 13463 時間歷程測試結果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25m58s890 61.6 TUE 14/02/25 16h27m28s890 62.1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25m58s890 63.0 TUE 14/02/25 16h27m28s890 63.1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25m58s890 61.6 TUE 14/02/25 16h27m28s890 61.6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25m58s890 60.8 TUE 14/02/25 16h27m28s890 61.3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25m58s890 60.9 TUE 14/02/25 16h27m28s890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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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 13481 時間歷程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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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51m14s103 100.0 TUE 14/02/25 16h51m30s103 113.1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51m14s103 99.7 TUE 14/02/25 16h51m30s103 113.2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51m14s103 100.2 TUE 14/02/25 16h51m30s103 113.3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51m14s103 98.3 TUE 14/02/25 16h51m30s103 111.6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6h51m14s103 98.7 TUE 14/02/25 16h51m30s103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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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5 34395 時間歷程測試結果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7h13m52s934 62.2 TUE 14/02/25 17h15m13s934 67.3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7h13m52s934 63.3 TUE 14/02/25 17h15m13s934 67.3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7h13m52s934 62.3 TUE 14/02/25 17h15m13s934 66.4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7h13m52s934 61.5 TUE 14/02/25 17h15m13s934 66.2

    Fast 1s   C dB dBTUE 14/02/25 17h13m52s934 61.8 TUE 14/02/25 17h15m13s934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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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6 35679 時間歷程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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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各預警系統喇叭原始訊號 
Envelop [ID=10]  Ch. 1  - Recording s;Pa 40.1771 -75.903 60.0214 81.808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1]  Ch. 2  - Recording s;Pa 40.0883 -79.333 60.1546 -62.116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2]  Ch. 3  - Recording s;Pa 40.0883 -79.366 59.9326 65.084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3]  Ch. 4  - Recording s;Pa 40.0883 -56.474 60.0214 66.722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4]  Ch. 5  - Recording s;Pa 39.9995 -60.900 60.1546 -64.278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0]  Ch. 1  - Recording s;Pa 60.1227 79.607 80.206 61.780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Envelop [ID=11]  Ch. 2  - Recording s;Pa 60.1227 83.864 80.1425 -73.243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Envelop [ID=12]  Ch. 3  - Recording s;Pa 59.9956 52.855 80.0154 -59.142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Envelop [ID=13]  Ch. 4  - Recording s;Pa 60.4405 -48.857 80.206 49.828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Envelop [ID=14]  Ch. 5  - Recording s;Pa 60.1227 82.438 80.0154 -55.970

-96

95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463 原始訊號 13481 原始訊號 
Envelop [ID=10]  Ch. 1  - Recording s;Pa 30.2012 68.221 59.9893 -60.096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nvelop [ID=11]  Ch. 2  - Recording s;Pa 30.1094 79.438 60.0811 -54.649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nvelop [ID=12]  Ch. 3  - Recording s;Pa 30.0176 67.067 60.0811 -69.088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nvelop [ID=13]  Ch. 4  - Recording s;Pa 30.1094 71.592 60.0811 -45.549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nvelop [ID=14]  Ch. 5  - Recording s;Pa 30.1094 75.657 60.0811 -61.174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nvelop [ID=10]  Ch. 1  - Recording s;Pa 40.0602 -64.149 59.9874 -64.249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1]  Ch. 2  - Recording s;Pa 40.0602 -58.506 60.0698 -62.755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2]  Ch. 3  - Recording s;Pa 40.1014 71.697 60.2345 -71.179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3]  Ch. 4  - Recording s;Pa 39.9779 -48.052 60.1521 -57.127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nvelop [ID=14]  Ch. 5  - Recording s;Pa 40.1014 61.498 59.9874 -71.307

-100

0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34395 原始訊號 35679 原始訊號 

表 5.4-2 各預警系統喇叭頻譜圖 
[ID=15] Average G1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7] Average G3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8] Average G4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9] Average G5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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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15] Average G1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7] Average G3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8] Average G4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9] Average G5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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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3 頻譜圖 13481 頻譜圖 
[ID=15] Average G1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7] Average G3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8] Average G4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9] Average G5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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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15] Average G1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7] Average G3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8] Average G4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ID=19] Average G5  - Recording Hz;(dB(A)[2.000e-05 Pa], RM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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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95 頻譜圖 35679 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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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三性戶外測試 

三性測試主要測試預警系統中喇叭的穩定性、重複性及再現性，

詳細說明請參酌第三章內文，因為須於戶外進行測試，且天候及地貌

的考量極為重要，故參考中央氣象局相關資訊後，選定測試時間於103

年3月18及19號等兩天，執行三性測試作業。以下針對穩定性、重複

性及再現性測試結果分述如下，三性測試量測照片如圖5.4-7所示： 

  

喇叭系統 5.5米/9米高位置 

  

30米/1.5米高位置 30米/9米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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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米/1.5米高位置 60米/9米高位置 

  

正像圖面 側像圖面 

圖5.4-7 三性測試現場圖 

 

穩定性 

穩定性測試主要利用5.5米/9米高位置，利用5支麥克風排成矩陣

架，對預警系統喇叭進行量測，並同步記錄5支麥克風時間歷程，而

各麥克風於穩定音壓之時間歷程其誤差需小於2 dB(C)，方可確定其

穩定性，測試四組預警系統喇叭，且每組測試4次，每次量測4分鐘以

上，相關結果整理如表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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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 穩定性測試結果表 

喇

叭 

編

號 

CH 數 
最大值 

/最小值 

測試筆次 
時間歷程最大 

減最小差異 
是否超過 2dB(C)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S1 

CH.1 
max 109.0 110.0 109.3 109.0 

0.7 1.5 0.8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8.2 108.4 108.5 108.5 

CH.2 
max 108.9 109.8 109.3 109.0 

0.8 1.5 0.9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8.1 108.3 108.4 108.4 

CH.3 
max 108.6 109.5 108.9 108.7 

0.9 1.6 0.9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7.8 107.9 108.1 108.0 

CH.4 
max 109.2 110.1 109.5 109.3 

0.9 1.6 0.9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8.4 108.6 108.7 108.7 

CH.5 
max 108.9 109.8 109.2 108.9 

0.9 1.5 1.0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8.1 108.3 108.3 108.3 

S2 

CH.1 
max 109.2 109.3 109.0 109.1 

0.9 1.1 0.7 1.0 否 否 否 否 
min 108.3 108.3 108.3 108.1 

CH.2 
max 108.8 108.9 108.6 108.7 

1.0 1.1 0.7 1.0 否 否 否 否 
min 107.9 107.8 107.9 107.7 

CH.3 
max 108.7 108.8 108.5 108.5 

1.0 1.1 0.8 1.0 否 否 否 否 
min 107.7 107.7 107.7 107.6 

CH.4 
max 109.1 109.2 108.8 108.9 

1.0 1.1 0.7 0.9 否 否 否 否 
min 108.1 108.1 108.1 108.0 

CH.5 
max 108.6 108.7 108.3 108.4 

1.0 1.1 0.7 1.0 否 否 否 否 
min 107.6 107.6 107.6 107.4 

S3 

CH.1 
max 108.6 108.0 108.7 107.8 

1.0 0.6 0.8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7.5 107.3 107.9 107.2 

CH.2 
max 108.4 107.7 108.4 107.5 

1.1 0.6 0.9 0.7 否 否 否 否 
min 107.3 107.1 107.5 106.9 

CH.3 
max 108.2 107.7 108.5 107.6 

1.1 0.6 1.0 0.7 否 否 否 否 
min 107.2 107.1 107.5 106.9 

CH.4 
max 108.6 107.7 108.4 107.7 

1.1 0.6 0.9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7.5 107.1 107.5 107.0 

CH.5 
max 108.4 107.4 108.0 107.3 

1.1 0.6 1.0 0.6 否 否 否 否 
min 107.2 106.8 107.0 106.7 

S4 CH.1 
max 108.7 109.4 109.5 109.0 

0.4 0.6 0.8 0.5 否 否 否 否 
min 108.3 108.8 108.7 108.5 



 

5-83 

喇

叭 

編

號 

CH 數 
最大值 

/最小值 

測試筆次 
時間歷程最大 

減最小差異 
是否超過 2dB(C)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CH.2 
max 108.6 109.3 109.2 108.9 

0.4 0.6 0.7 0.5 否 否 否 否 
min 108.2 108.7 108.5 108.4 

CH.3 
max 108.6 109.2 109.2 108.9 

0.4 0.6 0.8 0.5 否 否 否 否 
min 108.2 108.6 108.5 108.4 

CH.4 
max 108.8 109.4 109.4 109.1 

0.4 0.6 0.7 0.5 否 否 否 否 
min 108.4 108.9 108.7 108.6 

CH.5 
max 108.5 109.2 109.1 108.9 

0.4 0.6 0.7 0.5 否 否 否 否 
min 108.1 108.6 108.3 108.4 

 

從圖5.4-8至圖5.4-11可知四個喇叭均可通過穩定性測試，相關說

明如下： 

編號S1的喇叭其聲壓位準平均在108.8 dB(C)，各通道之聲壓差異

其第一次測試結果在0.7 dB(C)  ~ 0.9 dB(C)；第二次測試結果在1.5 

dB(C)  ~ 1.6 dB(C)；第三次測試結果在0.9 dB(C)  ~ 1.0 dB(C)；第四

次測試結果在0.6 dB(C)；由此可知，最小差異為0.6 dB，最大差異為

1.6 dB，各通道之誤差均小於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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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8 S1喇叭穩定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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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2的喇叭其聲壓位準平均在108.3 dB(C)，各通道之聲壓差異

其第一次測試結果在0.9 dB(C)  ~ 1.0 dB(C)；第二次測試結果在1.1 

dB(C)；第三次測試結果在0.7 dB(C)  ~ 0.8 dB(C)；第四次測試結果

在0.9 dB(C) ~ 1.0 dB(C)；由此可知，最小差異為0.7 dB，最大差異為

1.1 dB，各通道之誤差均小於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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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9 S2喇叭穩定性測試結果 

 
編號S3的喇叭其聲壓位準平均在107.6 dB(C)，各通道之聲壓差異

其第一次測試結果在1.0 dB(C)  ~ 1.1 dB(C)；第二次測試結果在0.6 

dB(C)；第三次測試結果在0.8 dB(C)  ~ 1.0 dB(C)；第四次測試結果

在0.6 dB(C)  ~0.7 dB(C)；由此可知，最小差異為0.6 dB，最大差異

為1.1 dB，各通道之誤差均小於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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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0 S3喇叭穩定性測試結果 

 
編號S4的喇叭其聲壓位準平均在108.8 dB(C)，各通道之聲壓差異

其第一次測試結果在0.4 dB(C)；第二次測試結果在0.6 dB(C)；第三次

測試結果在0.7 dB(C)  ~ 0.8 dB(C)；第四次測試結果在0.5 dB(C)；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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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最小差異為0.4 dB，最大差異為0.8 dB，各通道之誤差均小

於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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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1 S4喇叭穩定性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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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性 

重複性測試是針對同一顆喇叭於5.5米/9米高位置處，於不同時間

上，進行聲壓測試須達四次，每次測試四分鐘，其單顆喇叭總量聲壓

最大測值跟最小測值之差異不可以超過2 dB(C)。喇叭測試增加為4

顆，且為避免背景音量干擾，於單顆喇叭測試前跟測試後，均測試背

景音量是否與警報音量相差在10 dB(C)以上，重複性測試結果如表

5.4-4 所示。 

表5.4-4 重複性測試結果 

型號 

TU-400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最大值與 

最小值差異 

是否超過

2 dB(C) 
前側背景 後側背景 

S1 108.9 109 109.2 108.9 0.3 否 74.2 67.2 

S2 109 108.5 108.3 108.3 0.7 否 65.7 61.1 

S3 108.1 107.6 108.5 107.5 1 否 60.5 57.9 

S4 108.5 109.1 109.2 109 0.7 否 60.3 57.2 

 

透過表5.4-2可以得知，S1測試聲壓變化在108.9 dB(C) ~ 109.2 

dB(C)之間，其變化差異在0.3 dB，小於2 dB，符合重複性測試條件。

測試總量聲壓頻率圖如圖5.4-12，兩次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圖如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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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2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73.3

[ID=4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74.8

[ID=6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6.2

[ID=8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65.1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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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2 S1總量聲壓頻譜圖 

Env elop [ ID=11]  Ch. 2  - Recording - Leq s;dB(C) [2.000e-05 Pa] 0 60.8 124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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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Env elop [ ID=11]  Ch. 2  - Recording - Leq s;dB(C) [2.000e-05 Pa] 0 60.8 124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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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圖5.4-13 S1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 

S2測試聲壓變化在108.3 dB(C) ~ 109.0 dB(C)之間，其變化差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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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dB，小於2 dB，符合重複性測試條件，測試總量聲壓頻率圖如圖

5.4-14，兩次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圖如5.4-15。 

[ID=1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2.7

[ID=3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3.6

[ID=5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49.3

[ID=76]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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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4 S2總量聲壓頻譜圖 
Env elop [ ID=11]  Ch. 2  - Recording - Leq s;dB(C) [2.000e-05 Pa] 0 64.9 124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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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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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圖5.4-15 S2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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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測試聲壓變化在107.5 dB(C) ~ 108.5 dB(C)之間，其變化差異在

1dB，小於2 dB，符合重複性測試條件，測試總量聲壓頻率圖如圖

5.4-16，兩次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圖如圖5.4-17。 

[ID=2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3.6

[ID=6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49.8

[ID=8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1.1

[ID=10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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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6 S3總量聲壓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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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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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elop [ ID=6]  Ch. 2  - Recording - Leq s;dB(C) [2.000e-05 Pa] 0 55.3 12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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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7 S3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 

 

S4測試聲壓變化在108.5 dB(C) ~ 109.2 dB(C)之間，其變化差異在

0.7  dB，小於2 dB，符合重複性測試條件，測試總量聲壓頻率圖如

圖5.4-18，兩次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圖如圖5.4-19。 

[ID=2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1.6

[ID=4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44.6

[ID=6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54.4

[ID=81] Average G2  - Recording Hz;(dB[2.000e-05 Pa], PWR) 2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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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8 S4總量聲壓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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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elop [ ID=6]  Ch. 2  - Recording - Leq s;dB(C) [2.000e-05 Pa] 0 52.7 131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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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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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側背景音量時域圖 

圖5.4-19 S4背景音量測試時間歷程 

再現性 

再現性測試是針對同一類型的喇叭於30米/9米高位置處，任意選

擇3顆進行測試，測試時間為四分鐘，其各顆喇叭總量聲壓頻寬範圍

在31.5 Hz ~ 8 kHz之最大測值跟最小測值差異不可以超過2 dB(C)。為

與龍門電廠測試一致，喇叭測試增加為4顆，並測試兩次，再現性測

試結果如表5.4-5所示。 

 
表5.4-5 再現性測試結果表 

喇叭 

編號 

再現性聲壓測試 再現性數值偏差 

對數 

平均值 

是否 

超過 

2 

dB(C)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S1 96.5 96.4 96.5 96.4 0.9 0.8 0.9 0.8 

95.6 

否 

S2 95.6 95.6 95.5 95.4 0.0 0.0 -0.1 -0.2 否 

S3 95.0 94.2 95.1 94.2 -0.6 -1.4 -0.5 -1.4 否 

S4 95.3 95.7 95.8 95.5 -0.3 0.1 0.2 -0.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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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5.4-5可知，喇叭系統聲壓測試標準值在95.6 dB(C)，其上

下限值在93.6 dB(C) ~ 97.6 dB(C)，只要喇叭測試聲壓總值落在此範圍

內，就可以符合FEMA再現性之規定。S1喇叭測試四次數值介在96.4 

dB(C) ~ 96.5 dB(C)之間，再現性偏差數值介在0.8 dB(C)~0.9 dB(C)，

符合再現性需求；S2喇叭測試四次數值介在95.6 dB(C) ~ 96.4 dB(C)

之間，再現性偏差數值介在-0.2 dB(C) ~ 0.0 dB(C)，符合再現性需求；

S3喇叭測試四次數值介在94.2 dB(C) ~ 95.1 dB(C)之間，再現性偏差數

值介在-1.4 dB(C) ~ -0.5 dB(C)，符合再現性需求；S4喇叭測試四次數

值介在95.3 dB(C) ~ 95.8 dB(C)之間，再現性偏差數值介在-0.3 dB(C) 

~ 0.2 dB(C)，符合再現性需求。整理如圖5.4-20。 

 

 

圖5.4-20 再現性測試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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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小結 

對於喇叭系統三性測試結果歸納如下: 

1. 穩定性測試：S1五支麥克風在穩定的時間內，各通道最大值

與最小值之變化在0.6 dB(C) ~ 1.6 dB(C)之間；S2五支麥克風

在穩定的時間內，各通道最大值與最小值之變化在0.7 dB(C) ~ 

1.1 dB(C)之間；S3五支麥克風在穩定的時間內，各通道最大

值與最小值之變化在0.6 dB(C)~ 1.1 dB(C)之間；S4五支麥克風

在穩定的時間內，各通道最大值與最小值之變化在0.4 dB(C) ~ 

0.8 dB(C)之間。穩定性整體變動量介在0.4 dB(C) ~ 1.6 

dB(C)，都落在2 dB(C)之範圍內，因此，4顆喇叭均通過穩定

性測試。 

2. 重複性測試：S1在不同時間進行總量聲壓測試，其總量聲壓

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異為0.3 dB(C)；S2在不同時間進行總量

聲壓測試，其總量聲壓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異為0.7 dB(C)；

S3在不同時間進行總量聲壓測試，其總量聲壓最大值與最小

值之差異為1.0 dB(C)；S4在不同時間進行總量聲壓測試，其

總量聲壓最大值與最小值之差異為0.7 dB(C)。各顆喇叭在重

複性測試其變動量介在0.3 dB(C) ~ 1 dB(C)，都在2 dB(C)之範

圍內，因此，4顆喇叭均通過重複性測試。 

3. 再現性測試：針對同一類型之喇叭進行總量聲壓比較，在水

平距離30米處 / 9米高之位置，穩定輸出95.6 dB(C)之音壓，

各顆喇叭在第一次再現性結果其數值介在-0.6 dB(C) ~ 0.9 

dB(C)；第二次再現性結果其數值介在-1.4 dB(C) ~ 0.8 dB(C)；

第三次再現性結果其數值介在-0.5 dB(C) ~ 0.9 dB(C)；第四次

再現性結果其數值介在-1.4 dB(C) ~ 0.8 dB(C)。再現性測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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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量介在-1.4 dB(C) ~ 0.9 dB(C)，結果都在±2dB之範圍內，

因此，4顆喇叭均通過再現性測試。 

4. 音源特性：在不同距離及高度下（30米/1.5米；30米/9米及60

米/1.5米；60米/9米），均有量測各顆喇叭之聲壓位準，透過

表5.4-6可知，在9米高的位置，音壓能量衰減6.3 dB(C)~ 6.7 

dB(C)，但在1.5米高的位置，音壓能量衰減僅在3.0 dB(C) ~ 3.9 

dB(C)，由此可判定，在高空無障礙時，音源傳遞為點音源特

性，距離增加一倍，能量衰減6 dB，但在地面，儘管地表會

有吸音率影響，但能量反射加成在2.1 dB(C) ~ 3 dB(C)，導致

能量減少不如預期。 

表5.4-6 不同距離/高度音壓結果 

喇叭 

編號 

1.5 m 高 9 m 高 

30 m 60 m 60 m-30 m 30 m 60 m 60 m-30 m 

S1 93.8 89.9 -3.9 96.5 89.8 -6.7 

S2 93.4 89.8 -3.6 95.5 89.2 -6.3 

S3 92.2 89.0  -3.2 94.6 88.0  -6.6 

S4 93.3 90.3 -3.0  95.6 89.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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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模擬結果及涵蓋率計算成果 

 

6.1 模擬結果 

將取得之核能一、二、三廠半徑8公里之各鄉鎮GIS圖資，依圖層

分類依序將鄉鎮界、道路、建物、地層等高線等GIS圖資，匯入模擬

軟體Cadna A中，GIS圖資整理如圖6.1-1~圖6.1-3所示，而建物表面吸

音率，因為無法準確調查各建物之材質，但又不能忽略其減音量影

響，因此選用Cadna A軟體中內建之建物表面吸音之參數，其建物吸

音率為0.37，如圖6.1-4。完成基本環境參數建置後，再將警報器三性

測試時所量得30m/9m之聲壓頻譜特性及喇叭方向性各頻率減音量差

異，參照FEMA規範，將警報器特性輸入於Cadna A資料庫後，始得

進行環境音量校估作業及警報音量模擬，喇叭系統之聲功率數值為

146。警報器音源聲功率特性及音源方向性差異如表6.1-1、表6.1-2及

圖6.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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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 核能一廠GIS圖層 

 

圖6.1-2 核能二廠GIS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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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3 核能三廠GIS圖層 

 

 

圖6.1-4 建物吸音率設定 

 

 

 

 

表6.1-1 音源聲功率頻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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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聲功率頻譜 dB(C)  (Hz) 

指向性 

喇叭 

31.5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C lin 

85.9 82.3 103.4 149.1 127.9 144.4 128.7 102.8 91.8 146 150.4 

 

表6.1-2 音源方向性各頻率減音量差異 

    頻率 

 角度 
31.5Hz 63Hz 125Hz 250Hz 500Hz 1,000Hz 2,000Hz 4,000Hz 8,000Hz 

0˚ 0 0 0 0 0 0 0 0 0 

15˚ -0.3 -0.5 -0.7 -0.8 -1 -1.2 -1.3 -1.5 -1.7 

30˚ -0.7 -1 -1.3 -1.7 -2 -2.3 -2.7 -3 -3.3 

45˚ -1 -1.5 -2 -2.5 -3 -3.5 -4 -4.5 -5 

60˚ -1.3 -2 -2.7 -3.3 -4 -4.7 -5.3 -6 -6.7 

75˚ -1.7 -2.5 -3.3 -4.2 -5 -5.8 -6.7 -7.5 -8.3 

90˚ -2 -3 -4 -5 -6 -7 -8 -9 -10 

105˚ -2.3 -3.5 -4.7 -5.8 -7 -8.2 -9.3 -10.5 -11.7 

120˚ -2.7 -4 -5.3 -6.7 -8 -9.3 -10.7 -12 -13.3 

135˚ -3 -4.5 -6 -7.5 -9 -10.5 -12 -13.5 -15 

150˚ -3.3 -5 -6.7 -8.3 -10 -11.7 -13.3 -15 -16.7 

165˚ -3.7 -5.5 -7.3 -9.2 -11 -12.8 -14.7 -16.5 -18.3 

180˚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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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5 音源方向性定義 

 

環境音量聲場校估作業參考環保署EIA噪音模擬模式，進行音場

校估，其所測得C加權數值與噪音模擬C加權數值比對，其誤差值不

可超出±3分貝，模擬之圖面才符合實際音場擴散模式。因為評估範圍

超過2公里，須特別注意時間參數、地表吸音率影響、空氣吸音率及

風速、風向影響。在FEMA規範中，時間參數Ld所使用之時間範圍為

早上7點至晚上10點，而國內時間參數則為依據管制區類別訂定Ld範

圍，一類及二類管制區分別為早上6點至晚上8點；三類及四類管制區

為早上7點至晚上8點。故在校估時，須將時間參數作修正，將Ld之時

間參數之數值修改成FEMA規範所訂定之範圍，如圖6.1-6所示。 

 

圖6.1-6 時間參數設定 

 

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位於郊區，大多以林地、山坡地或農地為

主，半徑8公里內僅有石門市區、金山市區、萬里市區及部分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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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都會型態之區域，故在地表吸音率設定上，我們可以將地表吸音

率G值定義為"1"；而都市區位置利用Cadna A中Ground Absorption的

功能鍵將都市區域之地表吸音率定義為"0"，如圖6.1-7所示，而核能

三廠位於恆春市區及墾丁風景區中間位置，而半徑8公里位置中，林

地及市區位置比例約為60 %及40 %，故設定方式以統一格式為主，

在設定上跟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一致，基本設定地表吸音率G值定義

都為"1"，都市區塊都設定為"0"。 

 

圖6.1-7 地表吸音率參數設定 

 

風速、風向之考量，在音源傳遞距離超過2公里時，風速及風向

為較重要之影響參數，可以減少模擬數值與量測數值偏差過大的問題

發生，但也因為考量月平均或年平均值之風速及風向資料，偏差的問

題僅能減少，不能避免。無論如何依ISO9613-2規範，參照中央氣象

局環境音量量測當月白天早上7點至晚上10點之風速及風向資料並整

理成平均值之後，將相關數值輸入置Cadna A氣象資料之列表中；而

空氣吸音率跟溫度及濕度有關，一樣使用中央氣象局之溫、濕度資

料，輸入至模式中，相關輸入結果列表如圖6.1-8所示。 

 



 

6-7 

 

圖6.1-8 氣象參數設定 

 

考量上述所有參數，將監測點位輸入至核能一、二、三廠之半徑

8公里模型中，始得進行環境音量模擬，環境音源模擬主要以道路音

源為主，利用45點位環境監測點位之數值，以線音源特性，反推鄰近

道路25米外/3.5高之聲壓數值，並將此推估值輸入RLS-90模式中。核

能一、二、三廠於各環境音量點位，日間環境模擬數值列表如表

6.1-3~6.1-5，各廠校估範圍：核能一廠誤差在-3.0 dB(C) ~ 3.0 dB(C)

之間；核能二廠誤差在-2.0 dB(C) ~ 2.9 dB(C)之間；核能三廠誤差在

-2.8 dB(C) ~ 2.1 dB(C)之間，各廠誤差值都在±3分貝以內，符合校估

程序，相關模擬圖面都可以準確推估模擬值。核能一、二、三廠，其

環境音量模擬圖面如圖6.1-9~圖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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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 核能一廠模式校估表 

背景

測點 
距離最近警報站 

Leq7 時-22 時 (dB(C)) 
誤差 

符合±3 分貝 

校估模式 量測值 模擬值 

1 乾華派出所 68.7 70.9 -2.2 是 

2 草埔尾 (AP108) 59.2 56.3 2.9 是 

3 茂林宿舍 62.6 64 -1.4 是 

4 
石崩山 23 號 

民宅旁電桿 
56.8 58.9 -2.1 是 

5 老梅里活動中心 65.6 68.3 -2.7 是 

6 富基里活動中心 62.9 64.3 -1.4 是 

7 白沙灣北觀處 65.1 62.1 3 是 

8 三芝八仙宮 64.2 61.5 2.7 是 

9 新庄里活動中心 58.3 60.9 -2.6 是 

10 茂長里活動中心 60.8 62.4 -1.6 是 

11 圓山里活動中心 56.7 59.3 -2.6 是 

12 六三社區活動中心 64.2 65.8 -1.6 是 

13 萬壽社區活動中心 58.1 59.9 -1.8 是 

14 永民里社區活動中心 64 65.7 -1.7 是 

15 伍天宮 60.6 63.6 -3 是 

表6.1-4 核能二廠模式校估表 

背景

測點 
距離最近警報站 

Leq7 時-22 時 (dB(C)) 
誤差 

符合±3 分貝 

校估模式 量測值 模擬值 

1 核能二廠大修宿舍 60.9 60.5 0.4 是 

2 磺潭里社區活動中心 66.2 63.5 2.7 是 

3 雙興里活動中心 65.2 67.2 -2 是 

4 金山警分局 66.7 64.4 2.3 是 

5 豐漁社區威靈宮 64.5 62.2 2.3 是 

6 龜吼漁卸場 66.5 63.7 2.8 是 

7 北基社區活動中心 65.8 62.9 2.9 是 

8 中幅變電所(萬里服務所) 67.6 65.1 2.5 是 

9 大坪國小 60.5 62.2 -1.7 是 

10 基隆市隆聖國小 66.1 63.8 2.3 是 

11 基隆市武崙國小 64.8 62.5 2.3 是 

12 和慶里守望相助管理室 57.5 58.9 -1.4 是 

13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60.6 61.4 -0.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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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友二里里民大會堂 64.6 62.6 2 是 

表6.1-5 核能三廠模式校估表 

背景

測點 
距離最近警報站 

Leq7 時-22 時 (dB(C)) 
誤差 

符合±3 分貝 

校估模式 量測值 模擬值 

1 水泉泉南宮 67.3 68.4 1.1 是 

2 紅紫坑虹彩驛 67.2 64.9 -2.3 是 

3 山海經參宮 58.3 55.5 -2.8 是 

4 南灣宿舍 72 70.3 -1.7 是 

5 墾管遊客中心 67.4 66.1 -1.3 是 

6 墾丁派出所 61.9 63.3 1.4 是 

7 船帆石消防隊 57.3 59.3 2 是 

8 港口村活動中心 65.2 64.9 -0.3 是 

9 永靖派出所 67.3 67.9 0.6 是 

10 恆春分局 75.5 76.6 1.1 是 

11 核能三廠 26 線道 78.3 77.7 -0.6 是 

12 洋蔥檢整中心 76.6 75.3 -1.3 是 

13 頭溝活動中心 67.1 68.4 1.3 是 

14 12 號抽水站 64.6 66.7 2.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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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0 dB dBC

 >  35.0 dB dBC

 >  40.0 dB dBC

 >  45.0 dB dBC

 >  50.0 dB dBC

 >  55.0 dB dBC

 >  60.0 dB dBC

 >  65.0 dB dBC

 >  70.0 dB dBC

 >  75.0 dB dBC

 >  80.0 dB dBC

 >  85.0 dB dBC

 

圖6.1-9 核能一廠環境音量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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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0 dB dBC

 >  35.0 dB dBC

 >  40.0 dB dBC

 >  45.0 dB dBC

 >  50.0 dB dBC

 >  55.0 dB dBC

 >  60.0 dB dBC

 >  65.0 dB dBC

 >  70.0 dB dBC

 >  75.0 dB dBC

 >  80.0 dB dBC

 >  85.0 dB dBC

 

圖6.1-10 核能二廠環境音量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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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0 dB dBC

 >  35.0 dB dBC

 >  40.0 dB dBC

 >  45.0 dB dBC

 >  50.0 dB dBC

 >  55.0 dB dBC

 >  60.0 dB dBC

 >  65.0 dB dBC

 >  70.0 dB dBC

 >  75.0 dB dBC

 >  80.0 dB dBC

 >  85.0 dB dBC

 

圖6.1-11 核能三廠環境音量模擬圖 



 

6-13 

環境音量校估作業完成後，將各預警站及環境監測點位GPS座標

標註於模擬圖面上，各預警站皆建置4個喇叭，並輸入預警器聲功率

頻譜特性(表6.1-1)及音源方向性(表6.1-2)等數據，推估其音壓涵蓋範

圍。各站喇叭放置位置，如附錄11，而所建置之警報模擬圖以繪製50 

dB(C) ~ 145 dB(C)等音壓線為主。透過模擬圖面，核能一、二、三廠

各環境音量監測點位，其警報音量模擬結果如表6.1-6~表6.1-8所示，

核能一廠各預警站聲壓警報模擬值在81.3 dB(C) ~ 116 dB(C)，與環境

模擬值差在14.4 dB(C) ~ 55.1 dB(C)；核能二廠各預警站聲壓警報模擬

值在85.2 dB(C) ~ 117.1 dB(C)，與環境模擬值差在20.8 dB(C) ~ 54.2 

dB(C)；核能三廠各預警站聲壓警報模擬值在99.6 dB(C) ~ 115.5 

dB(C)，與環境模擬值差在27 dB(C) ~ 51.3 dB(C)。核能一、二、三廠

的警報音量模擬圖如圖6.1-12~圖6.1-14，而核能一、二、三廠環境變

動量分別為1.8、2.0及1.4分貝，將此變動量考量在內，各廠仍超過背

景音量10分貝以上。 

表6.1-6 核能一廠警報音量模擬表 

編號 距離最近警報站 
Leq7 時-22 時 (dB(C)) 

差值 
距離最近 

環境測點 環境模擬值 警報模擬值 

1 乾華派出所 70.9 85.3 14.4 96.1 

2 草埔尾 (AP108) 56.3 107.2 50.9 28 

3 茂林宿舍 64 93.9 29.9 132.3 

4 石崩山 23 號民宅旁電桿 58.9 79.6 20.7 422.3 

5 老梅里活動中心 68.3 92.6 24.3 48.8 

6 富基里活動中心 64.3 102 37.7 30.1 

7 白沙灣北觀處 62.1 101.1 39 60 

8 三芝八仙宮 61.5 104.1 42.6 49.2 

9 新庄里活動中心 60.9 116 55.1 10 

10 茂長里活動中心 62.4 98.3 35.9 99 

11 圓山里活動中心 59.3 106.6 47.3 27.9 

12 六三社區活動中心 65.8 99.9 34.1 45.6 

13 萬壽社區活動中心 59.9 113.5 53.6 8 

14 永民里社區活動中心 65.7 108.8 43.1 30.6 

15 伍天宮 63.6 113.6 50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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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 核能二廠警報音量模擬表 

編號 距離最近警報站 
Leq7 時-22 時 (dB(C)) 

差值 
距離最近 

環境測點 環境模擬值 警報模擬值 

1 核能二廠大修宿舍 60.5 104.5 44 41 

2 磺潭里社區活動中心 63.5 115.6 52.1 7.1 

3 雙興里活動中心 67.2 112.4 45.2 15.4 

4 金山警分局 64.4 85.2 20.8 66.3 

5 豐漁社區威靈宮 62.2 106.2 44 28.5 

6 龜吼漁卸場 63.7 106.7 43 21.2 

7 北基社區活動中心 62.9 117.1 54.2 1.6 

8 中幅變電所 65.1 106.8 41.7 30.2 

9 大坪國小 62.2 109.5 47.3 27.5 

10 基隆市隆聖國小 63.8 97.9 34.1 61 

11 基隆市武崙國小 62.5 99.3 36.8 38 

12 和慶里守望相助管理室 58.9 108.4 49.5 17.2 

13 瑪西里民活動中心 61.4 105 43.6 19.5 

14 友二里里民大會堂 62.6 100 37.4 11 

 

表6.1-8 核能三廠警報音量模擬表 

編號 距離最近警報站 
Leq7 時-22 時 (dB(C)) 

差值 
距離最近 

環境測點 環境模擬值 警報模擬值 

1 水泉泉南宮 68.4 109.4 41 20.4 

2 紅紫坑虹彩驛 64.9 110.4 45.5 19.1 

3 山海經參宮 55.5 106.8 51.3 29.1 

4 南灣宿舍 70.3 115.5 45.2 11.3 

5 墾管遊客中心 66.1 99.6 33.5 69.7 

6 墾丁派出所 63.3 105.1 41.8 41.3 

7 船帆石消防隊 59.3 104.7 45.4 50.1 

8 港口村活動中心 64.9 104.3 39.4 46.6 

9 永靖派出所 67.9 109.2 41.3 23.7 

10 恆春分局 76.6 103.6 27 43.5 

11 核能三廠 26 線道 77.7 113.7 36 6 

12 洋蔥檢整中心 75.3 104.6 29.3 40.7 

13 頭溝活動中心 68.4 110.4 42 21.2 

14 12 號抽水站 66.7 102.2 35.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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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dBC

 >= 55.0 dBC

 >= 60.0 dBC

 >= 65.0 dBC

 >= 70.0 dBC

 >= 75.0 dBC

 >= 80.0 dBC

 >= 85.0 dBC

 >= 90.0 dBC

 >= 95.0 dBC

 >= 100.0 dBC

 >= 105.0 dBC

 >= 110.0 dBC

 >= 115.0 dBC

 >= 120.0 dBC

 >= 125.0 dBC

 >= 130.0 dBC

 >= 135.0 dBC

 >= 140.0 dBC

 >= 145.0 dBC

 

圖6.1-12 核能一廠警報音量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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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3 核能二廠警報音量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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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0 dBC

 >= 60.0 dBC

 >= 65.0 dBC

 >= 70.0 dBC

 >= 75.0 dBC

 >= 80.0 dBC

 >= 85.0 dBC

 >= 90.0 dBC

 >= 95.0 dBC

 >= 100.0 dBC

 >= 105.0 dBC

 >= 110.0 dBC

 >= 115.0 dBC

 >= 120.0 dBC

 >= 125.0 dBC

 >= 130.0 dBC

 >= 135.0 dBC

 >= 140.0 dBC

 >= 145.0 dBC

 

圖6.1-14 核能三廠警報音量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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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擬軟體Cadna A進階功能模式，將環境音量跟警報音量之

模擬圖形做差異性分析，有效計算出警報音量與背景音量相差超過10 

dB(C)之圖形，圖6.1-15~圖6.1-17為核能一、二、三廠差異性比較圖，

黃色小圈及黃色大圈分別為半徑3公里及半徑8公里之範圍，紅色區塊

為差異在10 dB(C)以上之區塊；藍色為差異在20 dB(C)之區塊；白色

為差異在10 dB(C)以內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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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dB(C)

 >= 20.0 dB(C)

  Point Source

  Road

  Building

 

圖6.1-15 核能一廠差異性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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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6 核能二廠差異性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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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 dBC

 >= 20.0 dBC  

圖6.1-17 核能三廠差異性比較圖 



 

6-22 

6.2 涵蓋率計算 

涵蓋率統計以核能電廠半徑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所涵蓋到的

村、里為主要評估之範圍，依照緊急應變計畫區涵蓋率計算原則，若

僅有預警系統進行警報語音播放，於15分鐘內在半徑3公里範圍須可

覆蓋全區，半徑3~8公里所涵蓋到的村、里涵蓋率需達75 %，而預警

系統未涵蓋區域，透過其他輔助通報系統，需於45分鐘內完成通報作

業。而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因在新北市金山市區有交

集之區域，且此區域為人口集中處，故在統計核能一廠及核能二廠涵

蓋率時，此重疊區域，會個別計算，以求得各核能電廠涵蓋率之百分

比。 

將6.1章節大於10分貝之差異性分析模擬圖層套疊輸出至QGIS地

理資訊系統中，並以淺藍色塊表示；再結合「102 年度緊急應變計畫

防災電子地圖更新及擴充服務案成果報告書」各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

畫區內GIS戶數統計結果，計算核能一、二、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涵

蓋率結果。其中，半徑3公里之戶數以紅點表示，3~8公里之戶數以紫

點表示，各廠涵蓋率分別說明如下： 

 

6.2.1 核能一廠涵蓋率估算 

核能一廠3公里內的範圍皆在新北市石門區境內，而半徑8公里之

緊急應變計畫區，其範圍擴大到新北市三芝、石門與金山3個行政區。

經評估半徑3公里及半徑3~8公里涵蓋率分別為100%及82.9%，其中，

未涵蓋之區域因地勢變化較大造成警報音量與背景音量未相差在

10dB以上，主要分布在橫山國小與石門分校中間的山區(老梅里、山

溪里、圓山里)。核能一廠涵蓋率整理如表6.2-1、圖6.2-1、6.2-2及圖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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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 核能一廠戶政涵蓋率計算表 

範圍 總戶數 涵蓋戶數 涵蓋率 

0~3 km 2,105 2,105 100% 

3~8 km 7,654 6,345 82.9% 

 

 

圖6.2-1 核能一廠3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分佈圖 

 

圖6.2-2 核能一廠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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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白色部分為未涵蓋區域，紅點表示戶數 

圖6.2-3 核能一廠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涵蓋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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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核能二廠涵蓋率估算 

核能二廠半徑3公里內的範圍以在新北市萬里區內為主，僅有一

小部分延伸到新北市金山區，而半徑8公里範圍擴大到新北市金山、

萬里與基隆市中山、安樂、七堵3個行政區。經評估半徑3公里及半徑

3~8公里其涵蓋率分別為100%及87.5%，其中，未能涵蓋之區塊主要

係因警報音量與背景音量未相差在10dB以上，主要分布在新北市萬里

區溪底里、崁腳里山區、基隆市協和里(湖海路二段)附近。核能二廠

涵蓋率整理如表6.2-2、圖6.2-4、6.2-5及圖6.2-6。 

 

表6.2-2 核能二廠戶政涵蓋率計算表 

範圍 總戶數 涵蓋戶數 涵蓋率 

0~3 km 4,955 4,955 100% 

3~8 Km 23,325 20,420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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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4 核能二廠3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分佈圖 

 

圖6.2-5 核能二廠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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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白色部分為未涵蓋區域，紅點表示戶數 

圖6.2-6 核能二廠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涵蓋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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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核能三廠涵蓋率估算 

核能三廠半徑3公里內的範圍以屏東縣恆春鎮境內為主，而半徑8

公里之緊急應變計畫區，其範圍擴大到屏東縣恆春鎮與滿州鄉2個區

域。經評估半徑3公里及半徑3~8公里其涵蓋率分別為100%及92.3%，

其中，未能涵蓋之區塊主要係因警報音量與背景音量未相差在10dB

以上，分別位在墾丁國家公園內、滿洲鄉永靖村往恆春之山區核能三

廠涵蓋率整理如表6.2-3、圖6.2-7、6.2-8及圖6.2-9。 

表6.2-3 核能三廠戶政涵蓋率計算表 

範圍 總戶數 涵蓋戶數 涵蓋率 

0~3 km 1,402 1,402 100% 

3~8 Km 10,644 9,820 92.3% 

 

 

圖6.2-7 核能三廠3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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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8 核能三廠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戶政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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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白色部分為未涵蓋區域，紅點表示戶數 

圖6.2-9 核能三廠8公里緊急應變計畫區涵蓋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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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驗證實際涵蓋率  

為驗證實際涵蓋率是否與模擬結果可以吻合，選定核能一廠煙囪

站，分別於警報站之東南側(測點一)及東北側(測點二)位置約571米及

466米處，如圖6.2-10，進行聲壓量測並與模擬數值做比對。結果顯示，

量測之聲壓數值分別於測點一及測點二為85.9dB(C)及87.6 dB(C)，量

測結果如表6.2-4及表6.2-5；而透過模式計算之聲壓結果為84.9dB(C)

及87.4dB(C)，如圖6.2-11及圖6.2-12，將此兩站之量測值與模擬值相

減，所得之差值在0.2分貝~1分貝之間，證實模擬之涵蓋率可用。 

 

 

圖 6.2-10 測點位置圖 

 

表 6.2-4 測點一量測結果 

測點編號 測點名稱 

測點二：油庫  (單位：dB(C)) 

背景音量 L10 
相

差 
是否相差 10dB(C) 模擬值 

ANS-106 核能一廠煙囪 
61.3(前) 

85.9 24.6 是 84.9 
60.2(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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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1 測點一量測結果 

 

表 6.2-5 測點二量測結果 

測點編號 測點名稱 

測點二：山路轉角  (單位：dB(C)) 

背景音量 L10 
相

差 
是否相差 10dB(C) 

模擬

值 

ANS-106 核能一廠煙囪 
58.4(前) 

87.6 24.5 是 87.4 
63.1(後) 

 

 

圖 6.2-12 測點二量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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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3 測點一模擬圖數值 

 

圖 6.2-14 測點二模擬圖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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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極端氣候影響 

針對惡劣氣候進行影響評估，如落山風及瞬間強風等特別因素，

可能導致涵蓋率有所變化，因此，依據核能一、二、三廠內部氣象站

紀錄資料，將東北季風 (12月~2月)最大風速之月平均值，輸入至模

式中，評估東北季風與月平均最大風速之音場變化。核能一、二、三

廠氣象站及風花圖如圖6.2-15所示。 

 

  
核能一廠 

  
核能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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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三廠 

圖6.2-15 各核能電廠氣象站及風瑰圖 

 

核能一、二、三廠之月平均最大風速分別為10.2 m/s；10.7 m/s

及16.4m/s，而輸入至模式中之風速及風向百分率之條件設定，須依

據蒲福風級表，故核能一、二、三廠輸入之蒲福風級表為5、5及7級。

將氣象條件設定完成後再次模擬警報音音場分佈，並將模擬結果與東

北季風之影響進行差異分析，分析結果如圖6.2-16~圖6.2-18所示。透

過圖面可知，各站主要差異在於各警報站東北方向，差異在3 ~ 5分貝

之間，而依照P6-14模擬結果，各站與敏感受體或建物差距在14~51分

貝之間，因此，極端氣候發生時，仍可以與背景音量相差超過9分貝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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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0 dB(C)

 0.0 <= ... < 1.0 dB(C)

 1.0 <= ... < 2.0 dB(C)

 2.0 <= ... < 3.0 dB(C)

 3.0 <= ... < 4.0 dB(C)

 4.0 <= ... < 5.0 dB(C)

 5.0 <= ... < 6.0 dB(C)

 6.0 <= ... < 7.0 dB(C)

 7.0 <= ... < 8.0 dB(C)

 8.0 <= ... < 9.0 dB(C)

 9.0 <= ... < 10.0 dB(C)

 10.0 <= ...   dB(C)

  Point Source

  Road

  Building

 

圖 6.2-16 核能一廠極端氣候與東北季風差異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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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Source

  Road

  Building

   ... < 0.0 dB(C)

 0.0 <= ... < 1.0 dB(C)

 1.0 <= ... < 2.0 dB(C)

 2.0 <= ... < 3.0 dB(C)

 3.0 <= ... < 4.0 dB(C)

 4.0 <= ... < 5.0 dB(C)

 5.0 <= ... < 6.0 dB(C)

 6.0 <= ... < 7.0 dB(C)

 7.0 <= ... < 8.0 dB(C)

 8.0 <= ... < 9.0 dB(C)

 9.0 <= ... < 10.0 dB(C)

 10.0 <= ...   dB(C)

 

圖6.2-17 核能二廠極端氣候與東北季風差異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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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0 dB(C)

 0.0 <= ... < 1.0 dB(C)

 1.0 <= ... < 2.0 dB(C)

 2.0 <= ... < 3.0 dB(C)

 3.0 <= ... < 4.0 dB(C)

 4.0 <= ... < 5.0 dB(C)

 5.0 <= ... < 6.0 dB(C)

 6.0 <= ... < 7.0 dB(C)

 7.0 <= ... < 8.0 dB(C)

 8.0 <= ... < 9.0 dB(C)

 9.0 <= ... < 10.0 dB(C)

 10.0 <= ...   dB(C)

  Point Source

  Road

  Building

 

圖6.2-18 核能三廠極端氣候與東北季風差異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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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支援系統 

戶外預警系統涵蓋率模擬及調查，主要是針對東北季風且較理想

之天候評估其涵蓋率範圍，涵蓋率考量非在最惡劣之條件下進行評

估，對於現實環境中如極端氣候、人員位於移動交通車上、室內民眾、

聽障人士、環境音量較複雜之地區及偏遠山區等因素，均未考量在理

想涵蓋率內，特別是極端天候環境（如颱風）。有鑑於此，在以人命

無價為前提的考量下，如何迅速告知民眾核子事故訊息，除本公司規

劃之警報系統外，亦需建置相關支援系統作為輔助性通報作業，藉由

不同且多重通報之方式，使發放預警警報更加滴水不漏，以下針對各

項輔助措施進行個小節說明： 

 

6.3.1 巡迴車廣播 

從差異性分析可知(如圖6.1-15~圖6.1-17所示)，核能一廠主要未

涵蓋區域介於橫山國小與石門分校中間的山區(老梅里、山溪里、圓

山里)；核能二廠未涵蓋區域介於萬里區溪底里、崁腳里山區及基隆

市協和里(湖海路二段)附近，核能三廠未涵蓋區域分布墾丁國家公

園、滿州鄉永靖村往恆春市區之山區附近。 

為了讓緊急應變計畫區3~8公里範圍涵蓋率不足的區域在核子事

故發生後，迅速接受到通知，除了以村里民政廣播系統，手機簡訊做

為輔助通知之外，另外就未涵蓋區域預先規劃巡迴廣播路線(詳如圖

6.3-1至圖6.3-3及表6.3-1)，及早讓緊急應變計畫區內的民眾預警通知

可達到100%。 

核能一廠預先規劃巡迴廣播車路線分為二條，第1條路線由淡金

公路出發，經由石橫產業道路轉至隆山路接屏山路、青山路(通知範

圍為圓山里山區)；第2條路線由老梅路(台二線)出發，經由豬槽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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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青山瀑布登山步道方向，轉至老石崩山路北上接回中央路(台二

線)(通知範圍為山溪里及老梅里山區)。 

 

核能二廠預先規劃巡迴廣播車路線分為二條，第1條路線由中幅

變電所出發經崁腳國小右轉北28-2鄉道往溪底分校方向前進，經過靈

泉寺後左轉回到萬崁路 (通知範圍為崁腳里及山溪里山區)，第2條路

線由基隆市安樂區大武崙澳仔漁港出發，經湖海路至外木山漁港。 

核能三廠預先規劃巡迴廣播路線分為二條，第1條路線由滿州鄉

永靖村的和興路、庄內路往南經永南路、興海漁港，至風吹砂（通知

範圍為永靖往恆春之山區），第2條路線主要是針對社頂公園山區，由

墾丁路（台26縣）往公園路方向前進、經社頂公園後回到船帆石（通

知範圍為墾丁國家公園山區）。至於墾丁國家公園南仁湖生態保育區

附近，由於進入遊客均須事先提出申請，故可透過申請進入許可單的

資料，由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協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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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 核能一廠廣播路線 

 

圖6.3-2 核能二廠廣播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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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3 核能三廠廣播路線 

 

表6.3-1 各廠優先執行巡迴廣播車路線行經路線 

廠區 方案 行經路線 時間 通知範圍 

核能一廠 

路線 1 
老梅路→豬槽潭路→老石崩山路

→中央路 
25 分鐘 

老梅里、山溪

里山區 

路線 2 
淡金公路→石橫產業道路→隆山

路→屏山路→青山路 
28 分鐘 圓山里山區 

核能二廠 

路線 1 

中幅變電所→崁腳國小右轉→北

28-2鄉道→溪底分校→靈泉寺後左

轉→萬崁路 

23 分鐘 
崁腳里、溪底

里山區 

路線 2 大武崙澳仔漁港→湖海路二段 10 分鐘 

內寮里(澳仔

漁港)、協和里

(湖海路二段)  

核能三廠 

路線 1 
和興路→庄內路→永南路→興海

漁港→風吹砂 
27 分鐘 

永靖往恆春之

偏遠山區 

路線 2 
墾丁路→公園路→社頂公園→船

帆石 
10 分鐘 

墾丁國家公園

山區 

 



 

6-43 

6.3.2 災害緊急應變訊息通報系統 

為能迅速通知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核子事故訊息，本公司除建

置戶外警報站外，本公司與內政部消防署簽訂「防救災訊息服務發送

平台」進行輔助性廣播。該系統透過訊息服務平臺，以多對1、1對多

之方式，利用簡訊、電視、廣播、電子看板、E-mail、RSS、WEB、

Widget、App、社交網路等各種管道，對民眾主動發布必要訊息。以

網頁提供訊息發布介面，能從發布介面上選擇區域、時間及通報管道

等進行通報。通報區域可使用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輔

助。訊息發布介面提供各種通報管道的通報設定：該系統之簡訊發放

功能已結合5大電信業者(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台灣之

星及亞太電信)，能針對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之住戶進行即時自動家用

電話語音通知，並針對區域內之各電信行動用戶進行即時簡訊通知，

可指定發布持續之時間（30分鐘以上），針對特定期間內進入該區域

的民眾進行簡訊發布，每家電信公司每分鐘約可發送2000〜4000則訊

息，能大幅提升緊急應變計畫區內通知民眾事故訊息之涵蓋率及縮短

通知時程，確保能全面通知到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之民眾。 

 

此外，「中華電信災害緊急應變訊息通報系統」亦可透過建立名

冊，使系統自動通知規劃之家用電話群組，做為主要緊急應變群組之

通報機制，例如可建立地方政府緊急應變群組聯絡電話（包含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萬里區公所、金山區公所、石門區公所、三芝區公所；

基隆市消防局、中山區公所、安樂區公所、七堵區公所；屏東縣消防

局、恆春鎮公所、滿州鄉公所及各地里長），協助採取應變措施或通

知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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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簡訊發布：以網頁操作方式針對特定行動電話名單、家用電話

進行簡訊發送及語音發布。 

B、 區域簡訊訊息發布：以網頁操作方式利用GIS圈選出簡訊發布區

域，透過5大電信業者（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台

灣之星、亞太電信）對區域內已停留之用戶，或是進入區域內

之用戶進行簡訊通報。能大幅提升緊急應變計畫區內通知民眾

事故訊息之涵蓋率及縮短通知時程，確保能全面通知到緊急應

變計畫區內之民眾。此外，「防救災訊息服務發送平台」亦可透

過建立名冊，使系統自動通知規劃之家用電話群組，做為主要

緊急應變群組之通報機制，例如可建立地方政府緊急應變群組

聯絡電話，協助採取應變措施或通知民眾。 

C、 電視/IPTV訊息發布：以網頁提供文字、圖片及影像上傳介面，

將訊息傳送至電視媒體業者提供播送，電視媒體業者透過自行

開發之介接程式或媒體端Widget程式接收發布之訊息。  

D、 廣播訊息發布：以網頁提供文字語音訊息上傳介面，選定播放

區域以及區域性／全國性廣播電台後進行通報，廣播業者透過

自行開發之介接程式或媒體端Widget程式接收發布之訊息。  

E、 RDS訊息發布：以網頁選定預設之詞彙編碼訊息，選定播放區域

以及區域性／全國性廣播電台後進行通報。  

F、 數位看板訊息發布：以網頁上傳播放之文字或影像檔，選定播放

區域以及數位看板供應單位後進行通報，數位看板業者透過自

行開發之介接程式或媒體端Widget程式接收發布之訊息。  

G、 預警通報系統：與消防署「災害預警與無線廣播通報系統」介

接，透過訊息發送平台傳送防災語音與文字訊息至預警通報系

統，預警通報系統再發布至台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等8



 

6-45 

鄉鎮市區。  

H、 E-mail/RSS訊息發布：利用災害情報站提供E-mail、RSS等訂閱

方式，讓民眾可自行選擇訂閱或取消訂閱災害防救訊息，包含

全國性與區域性訊息之訂閱服務。  

I、 行動裝置訊息發布：提供行動裝置之訊息發布軟體，用戶可自行

下載安裝，可將訊息傳送給此發布軟體。  

J、 Web/Widget訊息發布：以網頁元件或Web Service方式提供消防署

官方網站與民眾網站跑馬燈或快訊，並可供其他機關網站取得

防救災訊息。此外，以Widget軟體供民眾或防災人員取得此防

救災訊息。  

K、 電話/傳真訊息發布：以網頁提供電話語音及傳真的通報。防災

人員可以電話號碼進行語音或HiFax傳真通報，並能判斷並紀錄

發布對象接聽狀態。 

 

發生核子事故時，緊急插播稿內容至少包含適時建議民眾應

採取之防護措施及事故概況，並採用「國際核能事故分級制度」

之事故分級資訊對外說明。尚未施放核子事故警報時（即民眾尚

無須採取就地掩蔽），強調目前對廠外民眾無危害，以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恐慌。在施放核子事故警報後（即民眾須採取就地掩

蔽），但尚未進行民眾疏散行動前，強調僅有事故影響區域範圍

須就地掩蔽，請民眾注意電視、廣播、平面媒體等報導，勿聽信

謠言造成驚慌。在進行民眾疏散行動後，強調僅有事故影響區域

範圍須疏散，請民眾注意電視、廣播，勿聽信謠言造成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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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4 輔助系統架構 

 

6.3.3 小結 

針對各項措施，透過表6.3-2評比出各項措施的優、缺點，並在進

一步交叉比對及分析，亦可以得知上述各項支援系統及主要喇叭播放

作業，可以在45分鐘內，於半徑3~8公里之鄉鎮區，有效通知到所有

不利或較惡劣條件下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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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 民眾預警系統通報方式 

系統 通知方式 優點 缺點 

主要系統 警報系統 

1.大面積通知民眾 

2.透過警報播放可以知道發

生何種災害 

3.播放的聲音頻率一聽就知

道發生事故 

4.控制系統最不複雜 

1.無法通知到室內及交通車之民眾 

2.無法警告到高噪音之地區民眾 

3.需要對民眾進行相關說明會議及教

育訓練 

4.無法通知到聽障人士 

支援系統 

簡訊、電話通知 

1.大面積通知民眾 

2.有效通知室內民眾 

3.對於交通車上之民眾，在時

間上可以第一時間進行通知 

4.有效利用電信網絡進行通

知 

1. 訊息太長，在駕駛無法看到訊息 

2. 對於視障、文盲沒有通知效果 

廣播電台 

1. 對於特定族群，如農漁

業、飯店業者等第一時間進

行通知 

2. 播放特定語音告知民眾災

害程度 

1. 無法通報到偏遠地區或山區 

2.無法通知到聽障人士 

巡迴廣播車 

1.透過特定路線可以通知到

特性族群 

2. 可以有效通知到偏遠山區

之民眾 

3. 控制系統較簡單不複雜 

1.需要透過特製車種才可以安裝廣播

設備 

2.需要對民眾進行相關說明會議及教

育訓練 

3.無法通知到聽障人士 

4. 交通堵塞時無法發揮作用 

媒體播報 

1.播放特定語音及文字告知

民眾災害程度 

2.通知到室內看電視之民眾 

1.無法通知到聽障人士 

2.無法通知到戶外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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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1. 核能一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共建置 30 個預警分站、核能二廠

40 個預警分站（其中 12 站屬於核一廠、核二廠共站）、核能

三廠 30 個預警分站，總共合計 88 個分站；本計畫委託聲學調

查專業廠商，評估預警系統性能及核能一、二、三廠預警系統

涵蓋率調查。 

2. 本計畫使用國內環保署認可之聲場模擬軟體 Cadna A 進行模

擬評估，將環境背景音量模擬圖、警報音量模擬圖套疊後產生

差異性音量模擬圖，再將差異性音量模擬圖套疊結果輸出至結

合 GIS 之戶政門牌系統，評定核能一、二、三廠涵蓋率，結果

顯示：核能一廠半徑 3 公里內涵蓋率達 100 %，3~8 公里鄉鎮

涵蓋率達 82.9%；核能二廠半徑 3 公里內涵蓋率達 100 %，3~8

公里鄉鎮涵蓋率達87.5%；核能三廠半徑3公里內涵蓋率達100 

%，3~8 公里鄉鎮涵蓋率達 92.3％，核能二廠半徑 3 公里內涵

蓋率達 100 %，3~8 公里鄉鎮涵蓋率達 87.5%；核能三廠半徑

3 公里內涵蓋率達 100 %，3~8 公里鄉鎮涵蓋率達 92.3%。 

3. 各廠 0〜3 公里範圍之涵蓋率皆為 100％，3〜8 公里範圍核能

一廠未涵蓋區域主要分布於橫山國小與石門分校中間的山區

(老梅里、山溪里、圓山里)，核能二廠未涵蓋區域分布於萬里

區溪底里、崁腳里山區及基隆市協和里(湖海路二段)附近，核

能三廠未涵蓋區域分布於墾丁國家公園、滿州鄉永靖村往恆春

市區之山區附近。 

4. 以各核能電廠氣象站觀測下之平均強風(蒲福氏風力級數核能

一、二、三廠分別為 5、5 及 7 級)，評估在惡劣氣候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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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核能電廠的音場變化，主要相差在 3~5 分貝之內，與背景音

量相差仍在 9 分貝以上。 

5. 針對未涵蓋區域、室內民眾、聽障人士、偏遠山區及極端氣候

影響下，可透過內政部消防署「防救災訊息服務發送平台」(簡

訊、電視插播、廣播…) 家用電話自動語音、村里民政廣播系

統、巡迴廣播車等輔助方式完成民眾通知。 

本公司已建立各項測試、維護標準程序，確保本系統於異常事件發生

時得以發揮正常功能，達到及時預警核能電廠周圍居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