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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地震引起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
電廠事故

日本含氚廢水的排放及其處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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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於2021年4月13日公布兩年後含氚廢
水排入海的決定

2011年

我國含氚廢水跨部會平台成立

日本政府於2023年8月正式開始排放

排放持續進行中



日本含氚廢水的排放及其處置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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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專家觀察團(第一次)111年3月底
實地考察 ALPS處理水分析作業

我國專家觀察團(第三次)112年6月中
實地考察稀釋設備

我國專家觀察團(第二次)111年11月底
實地考察ALPS設備

1 2

3

ALPS系統進行過濾 進入K4確認槽區 透過海底隧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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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7次排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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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氚水排放符合日本排放法規及IAEA國際規範，實際造成之影響為社會議題

來源：我愛全聯-好物老實說

澄清

而社會溝通則需要完善的資訊傳遞媒介

日本含氚廢水排放初期，曾造成國內短暫的搶鹽潮

圖為食藥署的澄清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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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設有資訊公開之管道，透過文稿或專業電子地圖進行資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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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網站(國際監督機關)

IAEA設有福島氚水專區，內容
為專家觀察團、事件說明、即時
排放監測等文字宣導性內容

IAEA MARIS資料庫涵蓋
1957年起全世界的海水監測
資訊，與氚水排放較無關聯

https://www.iaea.org/topics/response/fukushima-daiichi-
nuclear-accident/fukushima-daiichi-alps-treated-water-discharge

https://maris.iaea.org/

MARIS資料庫因過於複雜，造成網路
上出現以「樣本數」顯示的假消息

圖文
電子地圖

https://www.iaea.org/topics/response/fukushima-daiichi-nuclear-accident/fukushima-daiichi-alps-treated-water-discharge
https://maris.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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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網站(東京電力)

處理水入口網為本事件查詢
資訊最常使用之網站，其內
容涵蓋非常多科普/政策宣導

東電另外設有專業的電子地圖網
站(ORBS)，顯示周遭監測結果，
但該網站則並未針對氚水事件做
任何說明，為獨立監測網頁

https://www.tepco.co.jp/zh-
tw/decommission/progress/watertreatment/index-cn.html

https://www.monitororbs.jp/index_en.html

圖文

電子地圖

https://www.tepco.co.jp/zh-tw/decommission/progress/watertreatment/index-cn.html
https://www.monitororbs.jp/index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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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網站(政府及其他)

日台交流協會設有ALPS處
理水專門網站，針對日方政
策內容作宣導

https://www.koryu.or.jp/tw/publications/alps/

https://www.monitororbs.jp/index_en.html

日本環境省設有ALPS專門的監測網站，
同時包含相關政策說明及專業電子地圖

IAEA以及日本皆沒有使用紅綠燈或任何安全分級概念，因其
需傳達給民眾的觀念為--「安全且沒有超標可能性」

圖文

電子地圖

https://www.koryu.or.jp/tw/publications/alps/
https://www.monitororbs.jp/index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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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網站(鄰國)

韓國網站首頁
「分區」及「燈號」

https://www.mof.go.kr/oceansafety

韓國政府-海洋漁業部門設置的網站

點擊分區後跳出監測報表

韓國網站也使用紅綠燈及分區來分級/簡化監測資訊，
透過監督氚水是否影響國內海域，以妥善安排對應之因應作為

圖文

https://www.mof.go.kr/ocean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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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資訊

簡單親民

豐富專業

設計概念

https://tworis.nusc.gov.tw/

圖文 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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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資訊-1

網頁置頂「一週擴散預報概述」、「跨部會輻射監測整合儀表板」、「國際監測資訊即時看」

設有「安全監測快捷專區」，顯示重要即時之資訊



海洋資訊平台(TW-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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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資訊-2

輻射監測資料每週更新，擴散預報則是每日中午12點產出未來七天結果

每週/每日即時更新輻射監測及擴散預報資料

海水輻射監測107點數據及報表每週更新

擴散預報每日更新未來七天各區域最大濃度

• 由中央氣象署超級電
腦每日運算進行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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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親民-1

跳脫「法規限值」、「活度濃度」等專業知識，民眾可直接以燈號理解台灣海域是否安全

設計「紅綠燈」監測結果顯示功能

112年邀集學界專家及跨部
會成員，參考WHO國際標
準設定「紅綠燈」燈號範圍

參考基準：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國際飲用水安全標準，氚核種標準為10,000貝克/公升、銫-137核種標準為10貝克/公升。
1. 海水(氚)紅燈設為該標準的十分之一以上，即為1,000貝克/公升；深綠燈設為該標準的百分之一以下，即為100貝克/公升；超過100、未達1,000貝克/公升即為淺綠燈。
2. 海水(銫)紅燈設為該標準的十分之一以上，即為1貝克/公升；深綠燈設為該標準的百分之一以下，即為0.1貝克/公升；超過0.1、未達1貝克/公升即為淺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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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親民-2

將台灣周遭海域、日本海域進行分區，收斂至民眾各自關切之區域，簡化操作難易度

透過分區及圖形化操作簡化「輻射監測」及「擴散預報」

海水輻射監測分區

擴散濃度預報分區參考氣象署歷史擴散關鍵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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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專業

包含「因應作為」、「Q&A」、「圖卡專區」等內容，並設有檢測技術介紹影片，提升網站專業度

網站以「主題式區塊」提供含氚廢水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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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事件發展及
各部會需求滾動
精進，推廣網站
受眾，持續強化
資訊傳遞效益

TW-ORIS上線營
運，資料包含海域
監測數據及氚水事

件重要資訊

注重使用者回饋，如參照各主

責部會之需求進行擴大推廣

配合日本開始
排放的時間點
進行未來168小
時例行化預報

海域輻射監測資
料整合蒐集，先
行於Ocean-
Taiwan公布

「聚焦網站
資訊、強化
科普展示功
能」專案

持續進行相關資訊傳遞，每年製作文宣品、影片、
參與科普展覽等活動

網站親民友
善操作改版
提升形象

整備期 應對期 長期監控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為持續滾動精進資訊平台網站，配合各階段展開民眾使用意見調查方案

完成網站使用
者導向精進

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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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特定受眾之回饋調查

穩定經營
透過人流統計、跨
部會合作夥伴回饋，
穩定增加網站推廣

效益

每月進行人流統計，判定新聞
效應影響、宣傳文宣之成效

新增Google Analytics，進行瀏
覽來源、停留時間等統計資訊

來源：Google

收集漁民、食品消費者等與跨部
會合作部會關聯之受眾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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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非特定受眾之回饋調查

擴大分析
透過非特定對象之
人流統計，針對長
遠面進行整體使用

者回饋盤點

新增網站後台統計程式，針對
「各項功能」進行詳細統計工作

配合科普展覽發放問卷，取得廣
泛之使用者回饋建議

委請學研單位進行社會科學及民
眾溝通之詳細統計分析研究

 網站使用者組成(年齡、所在

國家等)

 頁面停留時間

 頁面點擊次數

 頁面使用率及人流變化關係

 文宣上架後之點閱次數

 調查使用者得知該網站之方式

 調查使用者組成

 調查主觀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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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國際重大事件之社會溝通及資訊傳遞研究

鑽研精進
彙整各項資料及四年
之網站經營成果進行
網站功能調整，並發
表相關研究報告

針對前年度之研究成果進行網站
精進改版，將重點功能強化，放
大推廣效益

彙整網站發展至今之相關資料及成
果，從社會科學角度完成國際期刊
撰寫，作為重大輻射事件之民眾溝
通成果，推廣至國際

持續進行網站營運，為未來30年預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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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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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福島含氚廢水113年度預計預計排放七個批次，且未來將持續執行長達

30~40年，為長期輻射事件；因此，我國政府也設立了完整的監測計畫、妥善

規劃技術研發、持續進行資訊公開，以為因應。

 民眾溝通為解決社會議題之重要指標，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透過

科學專業持續精進，更加貼近社會大眾之需求，以此守護漁業、確保食安，達

成海洋永續之目標。

公開、透明、專業 超前部署 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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