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年核安演習總檢討會會議紀錄 

壹、 時間：96 年 9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貳、 地點：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四樓會議室    

參、 主席：楊副主委昭義                      記錄：周宗源 

肆、 出席人員：（略） 

伍、 主席致詞：（略） 

陸、 簡報（如附件） 

柒、 決議事項： 

一、有關評核報告內所提缺點或建議事項，請積極研究改進或有效澄

清，並納入未來應變計畫或作業程序中。 

二、各中心於演練時，應以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現場宣佈之

狀況與時序為準，且電廠的機組狀況、資訊應統一由電廠技術支

援中心（TSC）提供給各中心及事故與劑量評估組運用。 

三、演習的目標是要使應變人員能夠熟能生巧，因此演習的規劃要符

合事故的實際狀況。演練劇本的時序規劃可再檢討，不需侷限一

個上午就演完整個程序，且演練內容應以旁白及書面方式說明與

實際事故間的落差。 

四、當發生事故或演習時，請本會輻射防護處及核能管制處都至少派

ㄧ人進駐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擔任諮詢人員。 

五、各演練場所所需軟、硬體設備數量應設置足夠且列入相關作業程

序書，以避免發生事故或演習時無法即時應變。 

六、各單位所提建議事項，請承辦單位於下次演習規劃時列入考量。 

七、演習期間相關環保團體如提出善意的建議，應虛心接受改進，若

提出惡意批評，則可於適當時機提出說明解釋。 



 

 

 

 
 
 
 

各演練分項檢討報告 



核能二廠緊急應變計畫演練

報告人

台電公司高漢卿

96年9月20日

2

2

內 容

一、演練項目

二、規劃單位

三、演練時間地點

四、參演單位與人數

五、演練成果

六、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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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練項目

核二廠部份
A1.技術支援中心作業(TSC)
A2.機組運轉及事故處理（訓練中心）
A4.作業支援中心作業( OSC)
A5.廠區集結待命作業
A5-1.廠區保安作業
A6.再入搶修作業
A7.救護送醫作業
A8.廠房/廠區輻射偵作業
A9.環境輻射偵測作業
A10.緊急民眾資訊中心作業
A11.嚴重核子事故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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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練項目

緊執會部份

B1.指揮協調作業(含策劃協調組) 
B2.事故評估作業(含運轉支援組、事故評估組及劑

量評估組) 
B3.新聞發布及民眾諮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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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單位

台電公司緊執會、核二廠

三、演練時間地點

時間： 96年8月21日及22日
地點：台電總處緊執會26樓及6樓

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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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演單位與人數
8月21日廠內演習核二廠參演人數

20民眾諮詢處理作業

22廠房/廠區輻射偵測作業

18救護去污及送醫作業

107緊急再入搶修作業

74廠區保安作業

10廠區集結待命作業

180作業支援中心作業（OSC）

8機組運轉及事故處理

28技術支援中心作業（TSC）

人員演 練 編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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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演單位與人數
8月21日廠內演習緊執會參演人數

9總務支援組

2財務會計組

14公共關係組

7運轉支援組

7劑量評估組

1修護支援組

68環境偵測組

8事故評估組

5策劃協調組

16緊執會委員

人員演 練 編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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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嚴重核子事故演練核二廠參演人數

2訓中控制室

10技術支援中心作業(TSC) 

8嚴重核子事故處理小組

人員演 練 編 組

8月22日嚴重核子事故演練緊執會參演人數

2運轉支援組

6劑量評估組

3事故評估組

5策劃協調組

人員演 練 編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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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練成果
1.大隊長指揮若定，狀況時序，掌握清楚確實，雖有劇本外
的環保團體進行抗爭干擾，也未受到影響。

2.運轉團隊對機組演變狀況掌握迅速精準。對事故研判正
確。

3.作業支援中心主任，再入隊隊長，副隊長指揮協調很好，
默契佳。

4.再入搶修作業演練過程純熟，領班經驗豐富，TBM手法熟
練，依經驗、圖面討論，能迅速發現故障所在。

5.救護送醫作業首次與衛生署合併演練，整體而言，符合電

廠程序書規範實施傷患之救護與方法作業。

6.民眾諮詢處理作業團隊運作順暢，能掌握即時資訊，指揮

得宜能掌控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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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中心控制室演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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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中心演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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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演練爆裂物處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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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執會演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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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後檢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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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檢討與建議

核二廠部份

A1.技術支援中心作業(TSC) 

檢討建議:

技術支援中心(TSC)剛成立時，由於事故繁多，

場所內較吵雜，建議當時的視訊音量能夠開大。

改正措施:

遵照評核意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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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機組運轉及事故處理（訓練中心）
檢討建議:

預期暫態未急停(ATWS)時有關嘗試控制棒插入應
與TSC配合持續執行。

改正措施:

遵照評核意見改進，機組發生ATWS事故時，若未
插入的控制棒較多，插棒的操作需要長時間及較
多人力，且此時機組異狀繁多。無論實際事故或
演習，都須TSC加派支援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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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作業支援中心作業( OSC)

檢討建議:

維修指揮時，小隊長應有更明顯的動作及主動回
報。

改正措施:

遵照評核意見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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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廠區集結待命作業

檢討建議:

人員下車偵測時足底沒有先行偵測，雖有污染隔
離墊，但應先行偵測，才踏入污染隔離墊較恰
當。

改正措施:

遵照評核意見改進，列入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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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廠區保安作業

檢討建議:

爆裂物處理：最先到達現場的兩位保警，在後
續人力到達後，建議應撤回隊部著裝，戴鋼盔
及防彈衣。

改正措施:

遵照評核意見改進，提請保警隊視任務分配及
警力調派配合辦理，可以由後備警力將裝備攜
至現場更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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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再入搶修作業

檢討建議:

指派任務之前，對於故障情形，可能原因或搶修
重點，再入隊（不同之維修組之間）宜稍作討論
後，才採取派工。

改正措施:

遵照評核意見改進。



21

21

A7.救護送醫作業

檢討建議:

針對摔倒受傷且昏迷之傷患，在未能排除頸椎無
受傷前，必須特別注意頸椎的保護。

改正措施:

救護去污隊進入現場，搶救傷患時，將攜充氣式
頸椎護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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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廠房/廠區輻射偵作業

檢討建議:

全迴路(FLS)演練時，HP第1次進入情況不明區域
時，輻防裝備要齊全。

改正措施:

對於情況不明區域初次進入時，保守起見，遵照
評核意見將先以面具佩帶和防護衣穿著完備後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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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環境輻射偵測作業

檢討建議:

偵測車內手提對講機，未做污染隔離，容易污
染。

改正措施:

手提對講機為避免污染，必要時將以塑膠袋隔
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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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緊急民眾資訊中心作業
檢討建議:

建議緊急民眾資訊中心設置二個螢幕，其中之
一固定Show出最新機組事故狀況，另一螢幕作
圖表輔助說明用，減少螢幕切換操作。

改正措施:

擬增加一部LCR固定show機組事故狀況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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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嚴重核子事故演練
檢討建議:

演練時相關評估結果之圖表資料不需要事先打
好，以求逼真。

改正措施:

遵照辦理，擬於演習前，提供SPDS員必要數
據，並加強SPDS員更新圖資之熟練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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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執會部份
檢討建議:

新聞稿附上核能小辭典協助溝通，頗有創意，惟建
議將國際核能事故分級之資料亦附上，以幫助媒體
澄清對意外狀況之了解。

改正措施:

擬依評核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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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1

年核安演習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動員及運作演練檢討報告

原能會核技處第二科

96.9. 20

2

~演練項目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動員及運作：

•事故通報及應變資訊傳遞

•各應變組織協調聯繫

•幕僚分組作業→工作會報→視訊會議

→民眾防護行動決策作業

•劑量評估、事故評估 、防災資訊運用

•新聞發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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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原能會核能技術處（第二科）

~演練時間及地點

�時間：96年8月22日

09：00～12：30

�地點：核二廠訓練中心二樓

4

~參演單位及人數

連
絡
官

進
駐
成
員

6新聞組、輻射監測中心、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支援中心、核二廠

2衛生署

1國防部

3內政部

13原能會

人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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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經過

�演練程序內容研擬

�解說內容研擬

�進駐人員會議

�解說人員訓練

�預演

�正式演習

6

~演習成效

☺參與演習人員表現出認真的態度與嫻熟的
技巧，除 依劇本演練外，能針對突發性
事故，及時進 行妥善處理。

☺指揮官充份掌握狀況，演習過程順暢；縣
長及鄉長均親自出席演練，顯示其重視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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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建議
.國內無實際處理核子事故經驗，為精進演

練成效，演習時可提供各指揮官詳細的演

練程序，以免脫序，但參與人員提示演練

重點可，以提高演習時的警覺心。

.演習加入臨時狀況，雖可測驗各單位應變

能力，惟未經過管控，恐會影響演練進

程，建議成立管制組，規劃突發狀況，考

驗應變處理能力，發掘潛在問題。

8

~檢討與建議

.整體而言，劇本內容尚稱完整，細節及時序安排

之合理性，若加以周詳考量，應可更為完善。

.前進指揮所場地空間過小，設施及設備（Ex.電

話、傳真機、影印機、備用電源、視訊系統等）

功能穩定性及容量，仍有加以強化之必要。

.加強與地方災害應變人員之協調與講習，使其對

事故狀況及應變指揮程序之瞭解，可避免演練時

序之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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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政府「 年核安演習」
檢討報告

臺北縣政府消防局

96年9月20日

報告大綱

壹、前言
貳、演習前置作業成果
參、96年核安演習成果
肆、檢討與建議



壹、前言

本縣周縣長強調本府辦理96年核安演習，需藉由實
際疏散演練，讓居民親身參與，以加強緊急應變之
能力，達到維護縣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

本年度演習，感謝中央原能會、國防部、臺電公司
及核二廠配合，方能完成演習

貳、演習前置作業成果

教育訓練

籌備會議

鄉長說明會

宣導記者會

村民說明會



訓練時間：
第一梯次：7月9至10日（星期一、二）

第二梯次：7月10至11日（星期二、三）

第三梯次：7月11至12日（星期三、四）

第四梯次：7月12至13日（星期四、五）

訓練人員：
第一線應變人員–從事民眾防護工作之消防、警察、衛生工
作人員

臺北縣政府核子事故災害應變中心編組

臺北縣政府核子事故災害應變中心應變主管決策人員

參加人員約計200名

教育訓練



籌備會議

共召開一次協商會議及三次籌備
會議：

協商會：3月1日
第一次：3月28日
第二次：7月6日
第三次：7月27日

第三次由副縣長李鴻源親自主持

拜會北海岸四鄉首長及代表說明演習規劃

7月10日拜會三芝鄉花鄉長 7月10日拜會萬里鄉蔡鄉長

7月16日拜會金山鄉許鄉長 7月17日拜會石門鄉梁鄉長

鄉長說明會



宣導記者會

時間：8月3日

參加單位：

臺北縣政府暨北海岸四鄉
公所、原能會、國防部、
臺電公司、核二廠

針對參與疏散演練之萬里鄉大鵬村、磺潭村
及金山鄉五湖村，辦理5場次說明會。

第一場次：8月10日上午10時至11時，假加
投社區活動中心辦理，對象：大鵬村民眾。

第二場次：8月10日上午11時至12時，假加
投社區活動中心辦理，對象：大鵬村民眾。

第三場次： 8月13日上午10時至11時，假加
投社區活動中心辦理，對象：大鵬村民眾。

第四場次： 8月13日上午11時至12時，假加
投社區活動中心辦理，對象：磺潭村民眾。

第五場次：8月13日下午15時至16時，假中
山堂辦理，對象：五湖村民眾。

村民說明會



參、96年核安演習成果

臺北縣災害應變中心程序演練成果

臺北縣實兵疏散演練成果

臺北縣災害應變中心程序演練

一. 項目：臺北縣災害應變中心程序演練

二. 規劃單位：臺北縣政府消防局

三. 時間：96年8月22日上午9時-12時30分

地點：金山鄉核子事故災害應變中心、萬里
鄉核子事故災害應變中心

四. 參演人員：

臺北縣周縣長率民政、社會、交通、秘書、
新聞、警察、衛生及消防局等8位首長、金
山及萬里鄉長、原能會核能諮詢人員



臺北縣災害應變中心程序演練

五.演練成果：
1. 由縣長率各相關局室首長及

金山、萬里鄉長全程參與，
瞭解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系
運作

2. 透過程序演練，加強本府局
長間橫向協調以及與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鄉鎮市縱向連
繫機制

3. 原能會派駐人員利用圖表說
明事故演進狀況，讓人一目
瞭然，效果良好

臺北縣實兵疏散演練項目

萬里鄉公所災害應變中心
萬里國小瑪鋉路旁

頂寮社區活動中心

加投社區活動中心

淡水馬偕醫院

萬里仙境溫泉會館

石門國中體育館及操場

金山鄉外環道路

警
報
發
放
及
各
項
通

報
作
業

交
通
管
制
疏
導
作
業

安
全
警
戒
維
護
作
業

民
眾
疏
散
集
結
及
運

送
作
業

碘
片
補
發
作
業

民
眾
掩
蔽
作
業

民
眾
收
容
作
業

緊
急
醫
療
救
護
作
業



臺北縣實兵疏散演練

一. 規劃單位：臺北縣政府消防局

二. 時間：96年8月22日下午13時30分-16時30分

三. 參演單位：

民政局、社會局、交通局、秘書室、新聞
室、警察局、衛生局、消防局、金山、萬里
鄉公所、原能會物管局、國防部三三化兵群

臺北縣實兵疏散演練

四.演練成果
1. 實際動員疏散萬里鄉大鵬村、磺潭村、金山鄉五

湖村600名民眾，使其瞭解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

2. 交通管制及安全警戒維護由本府警察局及關渡指
揮部派員聯合完成，並熟悉一般抗輻射防護裝穿
著規定

3. 透過動員會報機制調用民眾疏運車輛，成效良好

4. 由縣府、國防部及物管局協力完成民眾偵檢除污
作業，事先溝通協調作業完備

5. 縣府首次開設大規模收容作業，藉以檢驗收容作
業能量

6. 動員轄內衛生所及輻傷責任醫院淡水馬偕醫院配
合演練，使基層瞭解輻傷處理原則



交通疏導管制作業

安全警戒維護作業



民眾疏散集結作業

碘片補發作業



民眾掩蔽作業

偵檢除污作業



偵檢除污作業

民眾收容作業



肆、檢討與建議

檢討記者會

臺北縣政府檢討會議

檢討事項

建議事項

檢討記者會

時間：8月30日

由縣長親自召開演習檢
討記者

彙整本府觀察小組建議
提出缺失改善建議



臺北縣政府檢討會議

時間：9月6日

地點：本府9樓災害應變中
心

參加單位：民政、社會、
交通、秘書、新聞、警
察、衛生、消防、環保局
等，金山、萬里鄉公所、
臺電核能二廠

檢討事項

1. 本縣核子事故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設置
地點，本府將重新考量規劃，移至緊急應變
區外以符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原則

2. 警車巡迴廣播效果有限，本府將規劃建置廣
播系統

3. 演習對於民眾無強制約束力，交通管制及掩
蔽作業等措施落實不易



建議事項

1. 增建疏散避難道路

2. 修正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系結合災害防救體系

3. 建置核電廠周圍22村語音廣播設備

4. 建置核子事故專屬前進指揮中心

5. 逐村辦理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疏散演練

6. 落實核電廠周圍各村核安宣導工作

7. 增設『環境輻射監測站』供地方應變使用

8. 考量避開颱風季節辦理核安演習

簡報完畢 恭請指教



年核安演習輻射監測中心

運作演練檢討報告

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民國96年9月20日

2

報 告 內 容

壹、演練項目

貳、規劃單位

參、演練時間地點

肆、參演單位與人數

伍、演練成果

陸、檢討與建議



3

壹、演練項目
一、輻射監測中心實兵演練

–設置成立及指揮交接

–外釋核種及活度資料之取得

–環境監測、取樣及無線傳輸系統

–資訊整合

–劑量評估

–提供民眾防護行動建議及視訊會議

二、環境監測、取樣及無線傳輸展示

三、收容站人員污染偵檢

4

貳、規劃單位

•規劃單位：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協助單位：核能研究所保健物理組

輻射偵測中心

台電公司放射試驗室



5

‧北部輻射監測中心實兵演練

(8/21 13:30-15:30；8/22 09:00-12:30 −核二輻射監

測中心及核二緊急計畫區)

‧聯合前進指揮所程序演練

(8/22 09:00-12:30 − 核二輻射監測中心及北展館廣

場進行展示)

‧配合台北縣政府民眾疏散實兵演練

(8/22 14:00-16:00 − 台北縣石門國中)

參、演練時間地點

6

‧物管局− 21人
‧台電公司放射試驗室− 64人
‧核能研究所保健物理組− 5人
‧台電公司核二廠− 2人
‧中央氣象局− 1人

*輻射偵測中心− 5人 (觀摩)
‧台電公司核一廠− 11人
‧本會輻射防護處− 2人
共106人參演。

肆、參演單位與人數



7

採用環境輻射行動偵測車系統搭配演
練，以無線傳輸方式每10秒傳回偵測
數據 (輻射劑量率)，相較於原有之偵
測車每30分鐘人工回報一筆(輻射劑量
率及空浮濃度)，來得快速且機動性
高，另其可做核種定性分析，對劑量
評估結果之比對亦有所助益。

伍、演練成果

8

‧三維劑量評估系統可配合設定之事故
情節運跑，此次演練已能做掩蔽及服
用碘片情節之評估。

‧將本會設置於核二廠廠界之即時監測
系統，納入廠界劑量率之比對，使劑
量評估系統之評估結果更臻準確。

伍、演練成果 續



9

‧藉由地理資訊系統之應變區衛星空照
圖，將偵測路線及疏散道路清晰的呈
現於螢幕上，有助於輻射監測中心快
速有效的指揮調度輻射偵測取樣作
業。

‧以攝影機將輻射監測中心演練之實況傳
至一樓，透過電視螢幕由解說員說明演
練狀況，使參觀者易於了解演練過程，
又可避免演練受到影響。

伍、演練成果 續

10

收容站疏散民眾污染偵檢之演練，採二
段式偵檢，先以反應快速之偵檢器進行
有無污染之鑑別，有污染者再至細部偵
檢站作污染部位及污染程度之詳細偵
檢，因偵測作業流程規劃得宜，使得大
量疏散民眾能於短時間完成污染偵檢，
且污染者送至軍方及衛生局之後續除污
站動線非常流暢，整體演練成效良好。

伍、演練成果 續



11

一、問題檢討(2之1)
外釋之核種及其活度為預設之廠界劑量率
反推而得，並非技術支援中心(TSC)提供，
不符實際狀況

二維劑量評估系統之地圖為舊地圖，新增
之村落皆不在其上，且輻射單位仍用舊制

三維劑量評估系統目前正由核技處委外更
新中，現階段尚無法評估疏散模式

陸、檢討與建議

12

一、問題檢討(2之2)
‧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主機設於會本部，
僅靠網路連線連結運跑，影響資料傳
輸時間及有可能造成資料遺失，一旦
網路塞車，恐無法運作

‧與前進指揮所及新聞發布室之傳真、
電話及視訊等聯繫結果不盡理想

陸、檢討與建議 續



13

二、改善建議(3之1)
• 外釋之核種及其活度，宜由TSC提供輻射監測中
心據以進行劑量評估，建議台電公司於演練時應
派員配合演練提供該項資料，以利劑量評估系統
之運跑

• 新修正之游離輻射安全標準將於97.1.1施行，建議
三維劑量評估系統程式精進時，能將修正部份納
入考量，使系統所評估之劑量結果符合新法規

• 擬先進行現行運跑程式之改寫、轉換與功能測
試，達成PC化之目標。PC化後，未來資料自動
化接收運跑及檔案管理機制，可轉移直接在PC上
進行運跑，屆時資料傳輸費時及可能之資料遺失
問題即可避免

陸、檢討與建議 續

14

二、改善建議(3之2) 
精進北部輻射監測中心之設備、儀器及裝
備，不足或需汰換者，輻射監測中心將研
提改善方案。
不同時間之環測趨勢圖、數值及評估劑量
數值等，未來將固定顯示於監測中心投影
幕上，以便隨時掌握事故演變趨勢
引進新技術如整合即時監測站、地理資訊
系統，以及環境輻射行動偵測系統，以使
環境監測更具時效及機動性，並能提供更
完整之資訊

陸、檢討與建議 續



15

二、改善建議(3之3)
強化人員訓練，以輻射監測、取樣 及劑量
評估等實作演練取代靜態之授課訓練，使
應變人員藉由實際操練增強熟悉度及與他
人搭配之相關經驗

未來演習時，建議展示項目能以播放DVD
宣導 影片方式進行，如此可避免展示的活
動干擾到 演習，演練項目才能依時程與進
度進行

陸、檢討與建議 續

謝 謝



日 期
提報單位
報 告 人

： 9 6 年 9 月 2 0 日
： 國防部陸軍司令部化學兵處
： 上 校 組 長 傅 璦 厚

壹、前言

貳、年度執行成效檢討

一、演習整備

二、演習實施

三、演習檢討

四、核安經費執行情形
第1頁，共42頁



參、後續管制工作

肆、97年工作規劃

伍、結語

第2頁，共42頁

第3頁，共42頁



國軍基於國家政策及人民期待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從事核子事故災害救援相

關準備，以降低輻射災損及做

好污染控制，妥慎收容災民，

以恢復國家秩序，謹將年度整

備情形及執行成果擇要報告。

第4頁，共42頁

第5頁，共42頁



本部為圓滿執行年度核安演習
，依「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及「支援中心作業程序書」，
從人員、訓練、裝備及輔導作
為等多面向，輔導參演任務部
隊，完成演習整備，執行成效
分述如後：

第6頁，共42頁

依任務及演練項目，完成支

援中心、前進指揮所、消除

支援部隊、警戒部隊及勤務

支援部隊等五個演習編組。

任務部隊參演官、士、兵均

完成專長複訓及職能測驗，

取得執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所需專長及職能。
第7頁，共42頁



人

員

急
救
站

補

保

支
援
隊

運

輸

支
援
隊

通

信

支
援
隊

11011121185018小計

輸運支援隊、補保支援隊及人員急救站僅派部隊長出
席前進指揮所程序演練(不實兵)幹部參演。

備 註

641110430士兵

209740士官

2611111318軍官

合

計

勤 務 支 援 部 隊災

區

警

戒

隊

消

除

支

援

隊

前

進

指

揮

所

單

位

國軍96年「核安演習」參演人員統計表

第8頁，共42頁

幹

部

訓

練
第9頁，共42頁

依貴會要求於年度演習前，
完成第一級應變及主管決策
人員專業訓練；經統計本部
參與核子事故應變人員計640
員，已依其職務特性，區分4
梯次，分於駐地及陸軍化學
兵學校完成基礎、再訓練及
進 階 等 三 種 訓 練 課 程 。



540

100

完訓
人數

再

訓

練

基

礎

訓

練

同基礎訓練人員

基礎及進階訓練課程複
習、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最新發展、核能電廠管
制近況、各個應變中心
專業最新發展、新應變
設施參訪。

化

兵

群

各
作
戰
區

第一線應變人員：消除、
通信、警戒及交通管制部
隊。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
運作機制介紹、應變決
策資訊管理系統介紹、
其他決策課程等。

訓

練

進

階

化

學

兵

學

校

1 .第一線應變人員：消
除、通信、警戒及交通
管制部隊。

2.支援應變人員：前進指
揮所編組人員及人員急
救站、補保、疏運支援
隊作業人員。

3.主管決策人員：作戰區
各級業管及承參、各支
援隊隊(組)長。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系
與法規介紹、核能電廠
管制介紹、認識輻射、
各應變中心相關業務介
紹及核電廠應變設施參
訪。

核

子

事

故

防

護

研

習

班

地點招 訓 對 象授 課 內 容班隊

國軍96年核子事故應變人員專業訓練成效

第10頁，共42頁

部

隊

訓

練
第11頁，共42頁

實兵演練部隊33化兵群偵消營，
區分兩個階段實施任務訓練，8月
6-9日於駐地實施組合訓練；8月7
-24日各實兵參演部隊至萬里鄉石
門國中實施移地訓練，採實地、
實物及實作訓練方式，以精熟輻
射污染偵消組合作業；關渡指揮
則於駐地依演習狀況，實施狀況
推演。



六 軍 團
關 指 部

21
小時高司作業程序演練各指揮所

六 軍 團
憲 兵 營

14
小時計交通偵察與計畫等四項課程。交 通

管 制

專
業
訓
練
課
程 關 指 部

裝 步 營
14
小時計衛兵編組與職責等五項課程。警 戒

部 隊

關 指 部
通 信 連

14
小時

計有線電架設總機開設作業等四項課
程。

通 信
支援隊

消 除
支援隊

輻 射
偵 測
小 組

應 援 營
偵 消 連

14
小時

計人員消除站之開設及作業要領等五
項課程。

偵 檢 組14
小時

計射線防護、裝備器材操作等六項課
程。

任務訓
練課程

第一線應
變官士兵

7
小時

計通報動員方式、狀況傳遞及演習任
務介紹等七項課程。

共同訓
練課程

參演部隊21
小時移地仿真訓練

訓練對象訓 練
時 間訓 練 課 目區 分

國軍96年「核安演習」參演部隊任務訓練課程

第12頁，共42頁

實兵演練所需偵測、消除、輪

車及通信等各類裝備，共計

項 件，均於任務前完成三級

妥善鑑定，並針對車輛實施加

（投）保事宜，以維行車安全

與權益保障；另由六軍團負責

採購個人輻射劑量警報器，以

周全應變整備。
第13頁，共42頁



18項99件合 計

115 K W 發 電 機

22投 影 機

22視 訊 系 統

1515民 用 無 線 電

33E M - 7 A

22A N / V R C - 4 7

11A N / V R C - 7 7

77C T M - 2 1 8

2626K Y - 0 1 6 M A

1616K Y - 2 0 0 0

44A N / V D Y 2

33除 污 站 裝 備

44人身快速偵測器

55輕 型 消 毒 器

11得 力 卡

5143.5T戰術輪車

111.75T小貨車

2210.5T載重車

合 計人 員
急 救 站

補 保
支 援 隊

輸 運
支援隊

通 信
支援隊

災 區
警戒隊

偵 消
部 隊

前 進 指
揮 所單 位

國 軍 9 6 年 「 核 安 演 習 」 參 演 裝 備 統 計 表

第14頁，共42頁

18項99件

第15頁，共42頁

為使演習整備符合貴會要求
，本部陸軍副司令武中將於
5月7日，視導第六軍團年度
「核安演習」整備情形，並
針對「應援作業能量檢討」
及「演習工作安全維護」等
事項實施工作指導，提供演
習部隊作為整備依據，俾利
周延「核電廠事故」應變
制變。



第16頁，共42頁

為強化演習部隊偵消作業能力

，指派化學兵學校防護組長王

上校、潘始瑋教官及防研中心

劉衛蒼少校，至石門國中按偵

檢消除程序、步驟及要領，指

導任務部隊演練，使演習成果

符合社會及國人期待。

第17頁，共42頁

續



參演部隊已將其列為97年
「核安基金」裝備維修項
目。

人員除污站脫卸區之裝備收集
桶皆置於工作站內，造成內部
空間擁擠，影響作業效率。

三

參演部隊已依據化校教官指
導，改為柱狀沖洗，以增加
除污效果。

人員除污站之初洗區使用霧狀
沖洗沾附之核落塵，惟水壓不
足，清洗效果不佳。

二

經本部向主辦單位原能會反
映後，萬里鄉公所已配合人
員除污站之作業動線開設。

地方醫療單位開設之檢傷分類
站未配合人員除污站動線，易
肇使初偵後之輕傷人員，未完
成傷口防水包紮處理後，便進
入除污站實施消除作業。

一

輔 導 情 形所 見 缺 失項次

參演部隊已於8月18日購置材
質較為細緻之刷子，供人員
除污使用。

人員除污站沐浴區之刷子太過
粗糙，亦致使人員皮膚刷紅、
產生傷口，造成輻射落塵進入
體內之途徑。

四

國 軍 9 6 年 「 核 安 演 習 」 消 除 支 援 隊 輔 導 紀 錄

第18頁，共42頁

第19頁，共42頁

本部分於8月16、20及21等

日對關渡指揮部及33化兵群

實施程序兵推及實兵演練等

演練課目整備情形預檢及輔

導，並協處窒礙難行問題，

以利「核安演習」任務遂

行。續



1.演習人員輻射劑量臂章，經協
調核二廠後，已於演習當日提
供50枚劑量臂章配戴，供參眼
人員使用。

2.本部於核安經費第2期款項內，
編列機械設備費56萬6,000撥六
軍團購置輻射劑量警報器備
援，確維執行任務之人員安
全。

本次演習參演官兵均
未配賦輻射劑量臂章

一

改 進 情 形所 見 缺 失項
次

目前廠商以代用品維持作業，演
習後仍需維修費用6萬6,000元，
本部已於核安經費第2期款項內，
增撥相關維修費用，以支援單位
需求。

六軍團關指部前進指
揮所視訊系統損壞。

二

國軍 9 6 年「核安演習」輔導執行紀錄

第20頁，共42頁

8月21-22日模擬台北縣台電「核
能二廠」輻射外釋污染事故，責
任部隊第六軍團指揮部，依令開
設支援中心及前進指揮所，支援
地方政府執行輻射災害應變作業
(輻射偵測、消除、警戒、交管
等)。演習全程國軍應變制變作
為均符合法規及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要求，深獲各級肯定。

第21頁，共42頁



‧

‧

33群單位

人員（偵測）除污作業
業演練

演
練
項
目

石門國中地點

8月22日1520-1630時間

關渡指揮部單位

1.開設支援中心前進指
揮所

2.程序演練

演
練
項
目

支援中心前進指揮所
（後山營區）

地點

8月22日0830-1230時間

第22頁，共42頁

關指部及軍團憲兵營單位

災區交通管制

演
練
項
目

台北縣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

地點

8月22日0830-1130時間

第23頁，共42頁

本部年度演習成效，經陳衡里

先生等3位委員評核，對本部

演習全般整備及演習中所表現

專業輻射偵測、消除與防護作

為 ， 均 給 予 正 面 評 價 。



33化兵群於石門國中開設人員消除站，實施人員除污與偵測
作業，能參考歷年評核意見，使演練有長足進步，更提升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能力。

五

前進指揮所兵棋台各項設施（交管、收容、急救、消除及補
保等）地理位置標示清晰。

三

各級指揮機構之演習實施計畫；消除、警戒及勤務支援隊之
各項基本資料、行動準據及應援手板均已備齊

四

關渡指揮部於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事故已達「設置成
立階段」後，依令於後山營區開設支援中心前進指揮所，編
組人員及各項設施，符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之要求。

二

經國防部、陸軍司令部之政策指導，及六軍團多次預檢
（演），演習當日狀況良好、作業流暢。

一

執 行 優 點項次

國 軍 9 6 年 「 核 安 演 習 」 受 評 核 成 效

第24頁，共42頁

本部已分對「核子事故北部

及南部支援作業程序書」完

成審查，並要求各任務部隊

針對責任地區核電廠完成應

援計畫、行動準據及戰鬥手

板製作；每年並定期與地方

政府及相關單位聯繫、校正

，確保基本資料之正確性。

本部預訂於12月上旬實施缺

失複查。

精 進 措 施

各支援隊攜行各項資料（應

援計畫、手板）應力求詳

盡、新穎，例如交管地點之

地圖應放大，詳確標示位

置。

評 核 建 議 事 項

國 軍 9 6 年 「 核 安 演 習 」 受 評 核 成 效

第25頁，共42頁



第26頁，共42頁

本部年度「核安演習」檢討會
已於9月5日召開完畢，會中藉
由各參演單位年度執行成效檢
討，發掘現行窒礙問題，供97
年任務策進、工作規劃及「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支援中心程序
書」修訂參據，以完備核子事
故災害救援整備。

請原能會協調相關部會，提供民間醫療能量、偵檢
消除作業可用物資、機具、車輛等資料，俾利國軍
執行應援作業參用。

二

人員消除站執行除污作業產生之污水，須實施輻射
偵測及回收，應協調原能會，提供可能受污染人員
數據，俾利計算污水量，採購污水收集桶；並協調
台電公司，由核電廠提供汲水車，協助執行污水回
收作業。

一

指 （ 裁 ） 示 事 項項次

國軍96年「核安演習」檢討會主席指（裁）示事項

第27頁，共42頁



四、核安經費執行情形

第28頁，共42頁

年度核安經費計編列 千
元，以執行應變訓練及裝備整
備為主，置重點於裝備研改及
製作「貨櫃式人員消除站」。
各項經費均依規定入帳及依法
完成支用，結報憑證將集中管
制，以利貴會年度經費查核。

9,0794,9511641,1663965759519594728170215267合 計

9056002774159152010
防 研
中 心

5,0294,95130202062
貨 櫃
式 人
消 站

393241203594728304015
化
校

43137394
十
軍
團

6483276335253049101
八
軍
團

1,291406283200632070100149
六
軍
團

33416416010
化
兵
處

合計0319030603040279027102840283025002310219021502910203

國 軍 9 6 年 核 子 事 故 緊 急 應 變 基 金 分 配 表
單位：千元

科子目

單位

第29頁，共42頁



第30頁，共42頁

一、紀實及修訂程序書

年度演習貴會要求驗證課題雖
與以往概略相同，然經演習部
隊實際執行推演及演練仍有諸
多收穫，已由演習部隊撰寫紀
實及驗證成果，將納入本軍核
災應援資料庫及作為程序書修
訂參據。

第31頁，共42頁



二、貨櫃式人員消除站研建

鑑於現行開設人員消除站需耗費
大量人力及時間，為有效節約兵
力及增加作業效率，年度申請預
算研製貨櫃式除污站，已完成車
體焊接，現正實施機儀安裝，預
定10月底可完成製作，將納入明
年度「核安演習」實兵展示項目

第32頁，共42頁

第33頁，共42頁



第34頁，共42頁

97年「核子事故防護研習班」

預訂於5-7月實施，計畫召訓各

單位第一線應變及主管決策人

員100人員，區分4期施訓，以

強化處理能力，奠定國軍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基礎。
第35頁，共42頁



第36頁，共42頁

十

移
地
訓
練

演
習
預
演

幹
部
講
習

八

現
地
會
勘

六

防
護
研
習
班

計
畫
策
頒

五

核
安
競
賽

三二

辦
理
獎
懲

經
費
核
銷

防
護
研
習
班

計
畫
整
備

核
安

演
習

任
務
訓
練

任
務
演
練

教
育
訓
練

演
習
結
案

紀
實
呈
報

籌
備
會
議

經
費
核
撥

九七四
月 份

區分

本島各偵消部隊「核安競賽」將

結合97年基地訓練─核化災害測

考期程，對第3、4、5作戰區偵

消營（三）、應援營（三）及花

防部化兵連等7個單位實施核子

事故應援作業能力評比。
第37頁，共42頁



第38頁，共42頁

十

移
地
訓
練

演
習
預
演

幹
部
講
習

八

現
地
會
勘

六

防
護
研
習
班

計
畫
策
頒

五

核
安
競
賽

三二

辦
理
獎
懲

經
費
核
銷

防
護
研
習
班

計
畫
整
備

核
安

演
習

任
務
訓
練

任
務
演
練

教
育
訓
練

演
習
結
案

紀
實
呈
報

籌
備
會
議

經
費
核
撥

九七四
月 份

區分

三、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金運用

國軍為執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訓練及裝備維護等相關業務，97
年計編列業務費2,858千元及設
備投資費640千元，合計3,498千
元。已於今年3月份經貴會審核
同意編列。本部將本「合法、節
約」之原則，有效支用，發揮有
限預算最大效益。

第39頁，共42頁



預算
(千元)

3,498合計

223
0283車輛及辦
公器具養護費

1850215資訊服務費

640機械設備費5070271物品

2390291國內旅費60
0266軍事裝備及
設施

1,035
0284設施及機
械設備養護費

104
0250按日按件計
資酬金

308
0279一般事物
費

2120203通訊費

科子目
預算

(千元)
科子目

第40頁，共42頁

第41頁，共42頁



年度演習在貴會指導下圓滿達成任
務，本部依應變作業實際需求，完
成「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支援中心作
業程序書」修訂、「核子事故防護
研習班」招訓、「核安演習」執行
及「貨櫃式人員消除站」研製等工
作。今後仍將秉持貴會指導，持續
精進災難救援任務訓練，周全各項
整備工作，以安全有效達成支援
任務。

第42頁，共42頁



1

9 6 年 核 安 演 習
新 聞 發 布 作 業 演 練
分 項 檢 討 報 告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綜合計畫處

2

簡報大綱

演練項目

規劃單位

演練地點

演練時間

參演單位與人數

演練摘要

檢討與建議



3

演練項目

設置成立、人員交接

新聞稿撰擬、陳核與新聞發布

新聞優先插播

記者接待

民眾諮詢及狀況處置（包含民眾求援）

謠言控制

4

規劃單位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綜合計畫處

台灣電力公司核能二廠新聞相關編組



5

演練地點

臺灣電力公司核能二廠訓練中心

6

演練時間

96年5月17、18日09:00-16:30新聞組人員訓練（一）

96年6月28、29日14:00-16:00新聞組人員訓練（二）

96年7月03日18:30-20:30新聞組人員通聯測試

96年7月17日13:30-14:00組本部設備搬運分工演練

96年7月24日09:00-16:00第一次預演

96年7月31日09:00-16:00第二次預演

96年8月08日09:00-16:00第三次預演（因颱風取消）

96年8月15日09:00-16:00第一次聯合預演

96年8月17日09:00-16:00第二次聯合預演

96年8月22日09:00-12:30正式聯合演練



7

參演單位與人數

綜計處:
狀況官1人、解說員4人、前進新聞作業組4人

核二廠現場新聞作業小組：

組長及其代理人、新聞分組6人、諮詢分組6人、接
待分組4人

演習記者6人、演習民眾3人（由核二廠支援）

8

演練摘要
人員訓練：

2天新聞組人員訓練，內容包括應變體系與法
規、作業程序、政府公關與電視媒體溝通、公
關發言策略與危機處理。

2個半天之新聞稿撰寫訓練

新聞組人員(本會及3個電廠成員)通聯測試

新聞組組本部人員及設備動員演練

2次預演、2次聯合預演，正式聯合演練。

演練重點：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
指示進行各項新聞發布作業，透過媒體正確而
迅速報導事故處理情形，避免社會大眾誤信謠
傳，並適時指導民眾採取安全防護措施。



9

檢討與建議（一）

核二廠每四年輪一次中央級核安演習，
而四年前之新聞組演練重點為組本部在
原能會的實兵演練。本次演習為核二廠
八年來首度實兵演練，雖預演次數因逢
颱風少了一次，然在核二廠的高度配合
下，雖仍有改進的空間，但整體而言，
各方面均能符合期待，已頗為不易。

10

檢討與建議（二）

人員交接演練係考量核子事故發生時，
救災人員無法長時間工作，必須輪替休
息之實際需要，雖因配合前進指揮所的
程序演練而略顯匆促，此次演練為初次
嘗試，未來將建立標準作業程序，俾能
更迅速、確實。



11

檢討與建議（三）

新聞分組演練人員就TSC所提供資訊確
實進行討論分析，並配合事故狀態進行
新聞稿提前預擬，讓新聞發布作業能及
時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程
序演練進行。
然於預擬下，接受命令後撰稿發布、至
記者會新聞發布時間仍甚為短促，建議
未來規劃前進指揮所程序演練時，宜考
慮作業時間的合理化。

12

檢討與建議（四）

本年完成「核子事故電子快報系統」設
置於本會伺服器，經針對核二廠相關人
員操作訓練及測試快報系統連線，新聞
分組人員已熟悉電子快報系統操作，對
未來緊急應變之新聞發布有實質助益。



13

檢討與建議（五）

諮詢分組演練人員積極回應民眾來電，
經由謠言澄清及孕婦臨盆請求協助，可
更瞭解如何因應民眾緊急需求之作業程
序，但仍應充實常見問答，俾可迅速正
確回復，達到消弭民慮的諮詢目的。

14

檢討與建議（六）

接待分組的角色未完全發揮，態度應更
積極，適時提供媒體所需的資訊，且加
強主動對專業問題簡答的能力，強化與
媒體互動的效能，讓媒體確實發揮傳達
正面訊息的傳播功用 。



15

檢討與建議（七）

強化解說功能，安排4名解說人員分駐定
點，隨時向參訪人員解說，將新聞組之
演練內容及目的作詳實說明及溝通，讓
參訪人員對核安演習能有更正面的體會
與認識。

16

檢討與建議（八）

演練期間，同時辦理記者接待，並臨時
請示安排指揮官接受採訪，對核安演習
宣導助益頗多；本次演習新聞報導27
則，正面報導19則。然為不影響演習時
指揮作業之進行，未來演習將事先規劃
接受實際記者採訪之人選，建議設置演
習時之發言人或代理人俾更完善與媒體
之互動。



17

檢討與建議（九）

硬體部分，新聞作業室的傳真機應設置
專線，不應以分機的方式設置，俾免演
習期間電廠通話量大增，因此造成電話
無法撥通的情形不斷發生。且其它作業
人員桌上的電話亦有無法撥通的情形，
應再檢討是否有硬體不足等問題。演練
中，印表機墨水不足，也實地測試了設
備故障時的應變能力。

18

檢討與建議（十）

空間部份上，新聞發布室空間過大，因
演習記者人數無法安排太多，雖事前搬
移部分桌子然仍顯太空曠，較難營造記
者會會場的實際場景，也不易產生良好
記者會會場的氣氛（但可能符合實際發
生事故時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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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能技術處一科

96年9月20日

2

一、評核委員出席統計

二、評核意見統計

三、評核重大建議

四、後續重點工作



3

一 演習評核委員出席統計

1519共計

24評核六組

33評核五組

33評核四組

33評核三組

33評核二組

13評核一組

出席人數編組人數組別

4

二、96核安演習評核意見統計

4139共計

56評核六組(醫)

147評核五組*(新)

16評核四組(支)

106評核三組(輻)

9（3）11（1）評核二組(地)

23評核一組(中)

建議事項優 點組別



5

三、評核重大建議事項
‧ 重新檢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指揮所的功能性、存

在的必要性及做法的妥適性

‧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升至行政院層級，核子
事故納入災防法運作

‧ 檢討中央與地方指揮協調運作機制

‧ 劇本太詳細，致參演人員警覺性不足；設計突發狀
況，考驗應變能力

‧ 疏散人民眾應請脫帽量頭髮及鞋底污染情行，並考慮
增加女性輻射偵檢人員

‧ 以七天減免劑量為評估基礎是否恰當

‧ 配合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修訂，檢討劑量評估程
式，程式評估結果並應驗證，其主機分設各監測中心

6

四、評核組後續重點工作

‧於10月1日15:00召開評核委員

第四次會議，審查各單位之改進
措施。

‧列管追蹤後續辦理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