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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接續 105 至 106 年之計畫曝露量測規範建立與輻射安全風

險評估研究，分二年期(107 年至 108 年)進行，對國內非醫用輻射作業

單位之設施經營者使用開放射束/移動型(手持式)X 光檢測儀、X 光管

式靜電消除器、動物用 X 光檢查儀等以及其他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進行現場輻射安全訪查，107 年已完成 258 台 X 光機設備之輻射

安全訪查。本計畫除考量正常使用情形下，各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操作人員或協助人員之劑量外，並考量動物用 X 光檢查儀在進行照

相檢驗時，通常會由飼主或院方人員擔任照相協助者，在檢查室內協助

動物接受 X 光照相，因此在動物醫院的輻安訪查上，特別評估協助照

相人員在檢查室內未穿鉛衣之異常情形，評估可能造成之人員劑量。本

計畫統計分析 107 年現場訪查之數據，彙整後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

管之具體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此外，本計畫亦彙整國內不同類型之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特性，調查彙整現有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偵測業

者使用之輻射偵檢器的特性，探討偵檢器的適用性，進而提出不同類型

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職業曝露量測規範建議。 

 

關鍵字：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動物用 X 光檢查儀、開放射束/攜帶式

X 光檢測儀、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檢查、

輻射風險、偵檢器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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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2016-2017 project on establish 

the measurement guide of planned exposure sit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radiation safety and risk". It is conducted in two-year period (107-108) and 

The subjects of on-site inspections and risk analysis include the open 

beam/portable X-ray equipment, static eliminators using X-ray, veterinary 

X-ray apparatus, and the other non-medical equipment capable of producing 

ionizing radiation. A total of 258 X-ray equipment completed the on-site 

radiation safety visits in 2018.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dose of the 

operator or helper in normal use of these X-ray equipment, this project also 

considered the helper inside the examination room to help the animal which 

need to take X-ray checks in cases of wearing no lead apron. The helper 

usually is the owner of the animal or the colleague of the veterinary hospital. 

Therefore, in the visit to the veterinary hospital, the special evaluation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of assisting the photographer in the examination room to 

assess the possible dose of the helper. This project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data of on-site visits in 2018,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radiation prevention control and risk control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also col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diation equipment that can be generated by different 

types/characteristic types in the country, investig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diation detectors used by the detecting compani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etector. Proposals for occupational exposure 

measurement specificatio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non-medical free-radiation 

devices are proposed. 

 

keywords： static eliminator using X-ray, veterinary X-ray apparatus, open 

beam/portable X-ray equipment, non-medical equipment 

capable of producing ionizing radiation, radiation safety 

inspection, radiation risk, applicability of radiation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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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計畫緣起) 

國內目前之輻射防護法規是基於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簡稱 ICRP)之輻防建議所提出之精

神所建立，現行游離輻射防護法(2003 年版)中亦有明文要求應依據 ICRP 之

最新建議書內容，定期修訂我國之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ICRP 目前最新

之輻防建議書乃是於 2007 年所提出之第 103 號輻射防護建議書(ICRP 103

報告)[1]。ICRP 103 報告中首次提出了計畫曝露(Planned exposure situation)

的概念，並強調計畫曝露應著重於劑量約束和風險約束。計畫曝露情況包括

職業曝露，公眾曝露與醫療曝露，也包含正常作業條件下因作業誤失而造成

的潛在曝露。除了 ICRP 外，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 IAEA)於 2011 年及 2014 年分別提出報告(SSG-11 及 GSR Part 

3)[2, 3]，針對 ICRP 提出之計畫曝露所造成之職業曝露提出相關要求，並提

出針對職業曝露劑量評估及健康影響評估等措施之建議。國內之計畫曝露

輻射源以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4]之使用數量、操作人員數量最多，有必要

藉由現場調查，進行不同類別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劑量評估及其輻

射安全風險分析。 

本計畫研究團隊延續 2013 年至 2017 年接受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

進行之相關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輻射安全檢查作業與研究計畫[5-8]，廣

泛蒐集國際相關文獻與資料[9-23]，深入研析與建立輻射風險評估方法，採

用 ICRP 60 及 103 報告之建議，量化確定效應與機率效應的風險。檢視我

國輻防相關法令規定[24-27]，進行輻射安全風險分析及輻射劑量評估、風險

控管層級之探討。本計畫分二年期(2018 年至 2019 年)進行，對國內使用開

放射束/移動型(手持式)X 光檢測儀、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動物用 X 光檢

查儀以及其他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相關設施經營者進行輻射安全

檢測訪查與風險分析，預估每年完成檢查數量至少 250 部。本計畫將考量

正常、異常使用情形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人員或協助人員之

劑量，並藉由檢查數據之統計分析，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管之具體建議，

供主管機關日後對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管理的參考。此外，本計畫亦將彙整

國內不同類型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特性，調查彙整現有輻射安全測試報

告中偵測業者使用之輻射偵檢器的特性，探討偵檢器的適用性，進而提出不

同類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職業曝露量測規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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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本計畫之研究目標如下： 

一、每年對一定比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執行輻射安全檢查抽查作業，督

促設施經營者落實輻射安全自主管理。 

二、藉由現場作業調查與業者直接接觸機會，宣導輻射劑量與風險等輻射

安全防護觀念，使設施經營者瞭解劑量合理抑低重要性及原能會對計

畫曝露之輻射防護最適化要求。 

三、參考研析國際現行管制作法，建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曝露

劑量量測方法與規範。 

四、依據訪查檢測結果進行探討與研析，對現行管制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中，評估逐步放寬對人體影響可忽略者輻防管制之可行性。 

 

本計畫分二年期進行，於執行期間對國內使用開放射束/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檢測儀、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動物用 X 光檢查儀，以及其他非醫用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相關設施經營者，進行輻射安全檢測訪查與風險分

析，並於每年度內執行完成數量至少 250 台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抽樣

現場訪查，並統計其 X 光機設備使用類型，評估相關輻射作業可能造成之

劑量與誘發之輻射風險；並探討不同偵檢器對可能 X 光機設備偵測之適用

性，以逐步建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計畫曝露之職業曝露的量測規

範，同時藉由檢測結果進一步評估部分輻射源納入豁免管制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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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計畫分二年期進行，於執行期間將對國內使用開放射束/移動型(手

持式) X 光檢測儀、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動物用 X 光檢查儀，以及其他

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相關設施經營者，進行輻射安全檢測訪查

與風險分析，並於每年度內執行完成數量至少 250 台之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之抽樣現場訪查，並統計其 X 光機設備使用類型，評估相關輻射作

業可能造成之劑量與誘發之輻射風險；並探討不同偵檢器對可能 X 光機

設備偵測之適用性，以逐步建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計畫曝露之

職業曝露的量測規範，並且藉由檢測結果進一步評估部分輻射源納入豁

免管制之可行性。詳細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一)  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 

針對國內使用開放射束/移動型 X 光檢測儀、X 光管式靜電消除

器、動物用 X 光檢查儀以及其他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相關

設施經營者進行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並進行劑量評估與輻射安全

風險分析。由原能會提供設備名冊供抽樣、隨機選取設施經營者為

訪查對象，抽樣方式以儘可能選擇不同廠牌、型號之設備為首要條

件，訪查通知於訪查日前至少 7 至 10 日以電子或紙本方式發出。 

1. 現場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項目 

訪查人員須接受過訪查前訓練後始能進行現場輻射安全檢測及訪

查。本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於計畫決標後，即與原能會溝通、安排訓

練，確認訪查人員資格後始進行現場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現場訪查

包括輻射安全測試報告審查及現場實測。檢測及訪查之項目如下： 

(1) 設備資訊查核：詳細核對受檢設備之種類、設備規格如廠牌、型

號、序號等是否與原能會提供之資料相符。 

(2) 測試報告查核：記錄現場使用單位提出測試報告之編號及其測試

單位、測試人員、測試時間及使用偵檢器等資訊。 

(3) X 光室輻射偵測：查核 X 光機及 X 光室所在位置與測試報告平

面圖所列位置是否相符、X 光室輻射偵測結果與測試報告是否相

符。 

(4)其它必要檢測及訪查項目：參考原能會現有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檢查記錄表之一般規定項目，如連動裝置、警示標誌、管制區

內劑量率最高不超過 10 Sv/h、監測區之劑量率最高不超過 0.5 

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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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場檢測及訪查之儀器設備 

    本計畫針對訪查標的 X 光管之能量範圍在 15 keV~10 MeV 之可

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以手持式輻射偵檢器(Atomtex AT1121 塑膠閃爍

偵檢器，如圖 1(左))、電子式劑量警報計(可測累積劑量與劑量率)等

裝備(如圖 2)進行現場輻射偵測及訪查。針對訪查標的 X 光管之能量

在 5 keV ~15 keV 以下者，使用 Atomtex AT1103M 閃爍偵檢器檢測 

(如圖 1(右))。考量本計畫檢測及訪查之部分 X 光機設備公稱電壓及

能量範圍，將使用之輻射偵檢器送至清華大學原科中心之二級標準輻

射偵檢儀校正場(使用 137 Cs 輻射源)與核能研究所國家標準實驗室進

行相關能量 X 光之劑量校正。Atomtex AT1121、AT1103M 手持式偵

檢器之基本特性比較列於表 1。 

  表 1 偵檢器基本特性比較表 

偵檢器型號 偵檢器特性 

Atomtex AT1121 

(Scintillation plastic, 

Ø 30×15 mm) 

    能量反應範圍：15 keV~10 MeV;  

    最小反應時間： 30 ms 的脈衝時間 

    量測劑量率範圍：0.05 Sv/h - 10 Sv/h 

Atomtex AT1103M 

(NaI(Tl) Ø 9×2 mm 

scintillator) 

    能量反應範圍：5 keV~160 keV 

    最小反應時間： 30 ms 的脈衝時間 

    量測劑量率範圍：0.05 Sv/h - 100 Sv/h 

    

圖 1. 手持式偵檢器 ATOMTEX  AT1121(左)、AT1103M(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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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可測累積劑量與劑量率之電子式劑量警報計 

 

  

圖 3. 清華大學原科中心之二級標準輻射偵檢儀校正場(使用 137 Cs 輻射源) 

 

3.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動物用 X 光檢查儀、開放射束/移動型(手持

式)X 光檢測儀以及其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特性 

(1)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圖 4)是使用低能量（一般在 10 keV

左右）X 光，直接離子化帶靜電物體週遭的空氣，透過這些低

能量 X 光產生的空氣離子和物體上的靜電荷中和，而將靜電消

除的裝置。有以下優點：不需要空氣的流動、不會產生粉塵、

無電磁雜訊。 

 

    

圖 4.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左、中)及其作業示意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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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物用 X 光檢查儀： 

    國內大部份動物醫院均配置有X光檢查儀為動物執行健康

方面的檢查(如圖 5)，其使用的 X 光檢查儀與在醫院為民眾使

用的 X 光機一樣，其差別在於使用對象不同而已。動物醫院的

X 光機均為診斷使用，其原理為 X 射線穿透動物身體，造成 X

光軟片感光，經清洗 X 光軟片顯影後，據以判讀動物身體傷痛

之病因。 

 

  

圖5. 動物用X光檢查儀(右)及可能有協助者協助照相檢查之示意圖(右) 

 

(3) 放射束/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檢測儀： 

移動式/手持式X光檢測儀(如圖6)為避免因不慎操作開放射

束/移動式 (手持式)X光檢測儀而造成人員接受不必要的輻射曝

露，這些X光機通常設計有下列輻射安全防護措施： 

(i )使用前須輸入正確的密碼，否則X 光機將會鎖住而無法啟

動。且超過一定時間(通常為數分鐘)未使用，則X光機亦

將自動鎖住無法照射。 

(ii)儀器前端設置有紅外線安全感應啟動裝置，當有物體(樣

品)遮蔽所發射紅外線(通常感應距離只限制在幾公分之

內)，始能產生X光；否則將無法發射。當紅外線感應到物

體(樣品)時，儀器的警示燈將由綠色轉為橘色，表示此時

儀器處於可使用狀態。 

(iii)當開放射束/移動式(手提式)X光機在發射X光時，在儀器

上之照射警示燈將亮起。 

(iv)當測試對象為較小樣品時，可能使主射束的部分輻射無法

被樣品阻擋而致樣品後方之劑量增加。為減少前述潛在的

輻射危害，有些設備會使用安全屏蔽遮罩涵蓋整個主射柱

來阻擋輻射。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ittech.com.tw/products05.php&ei=cYG3VODnPMPAmQXd74LIBg&psig=AFQjCNG6Ic6FeVbViwtiP2X8DTRCz0q_9Q&ust=142139877939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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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開放射束/移動式(手提式)X 光檢測儀 

 

(4) 其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非醫用櫃型與一般型 X 光機)： 

櫃型：指原設計或製造型式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裝置於有適當屏蔽之櫃中，使用時能防止人員進入，但該

櫃不為建築物之一部分。(全屏蔽，如圖 7 左) 

一般型 X 光機：除櫃型外，非全屏蔽式，如圖 7(右)。 

 

  

圖 7. 非醫用櫃型(左)與一般型(右)X 光機 

 

(5) X 光機之基本防護要求： 

(i)在控制處設有“開機後有 X 射線產生”的警告標誌。 

(ii)使用中在控制處有“X 射線開啟”指示燈會亮起。 

(ii)裝有安全連鎖裝置，拆卸、開啟照射室門或設備防護罩時，

將自動停止產生輻射。 

(iv)所有的門與可接近之表面均足以防護所產生之 X 射線。 

(v)操作 X 光機人員應年滿 18 歲，並依法取得輻射防護訓練合

格證明(18 小時)。 

(vi) X 光機之設備每五年(有效期限前後一個月)實施輻射安全

測試，並留存紀錄備查。 

(vii) 動物用 X光照射時如需飼主協助固定動物,應提供適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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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配備（鉛衣、鉛手套等）[17-19]。 

4. 人員劑量與風險評估 

(1) 設備正常使用之劑量評估 

本計畫針對國內使用之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開放射束/移動

型(手持式)X光檢測儀以及其他非醫用登記類及許可類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 (含櫃型與一般型X光機及動物用X光機)，考量其正常操

作條件時工作人員可能接受之劑量(率) 。 

(i)  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檢測儀以及其他非醫用X光機(含櫃型

與一般型)： 

       在平常常用之正常操作條件下，以手持式偵檢器測量工

作人員手部、身體(人員居佔)位置之劑量(率)。 

 

(ii) 動物用X光檢查儀： 

(a) 在平常常用之操作條件下，以手持式偵檢器測量操作X

光機人員之手部、身體(人員居佔)位置之劑量(率)。 

(b) 考量協助者在檢查室內協助動物擺位照相的情形，以手

持式偵檢器測量，評估正常有穿鉛屏蔽衣之居佔位置劑

量(率)，居佔位置則考量距照野中心50公分(協助者居佔

位置) (如圖8)。此外，亦將以電子式劑量警報計放置於照

野下方處，評估協助人員之手部可能接受之劑量(率)。 

 

  

圖8. 考量動物用X光檢查儀協助者在檢查室內協助動物擺位照相

的情形，以手持式偵檢器測量，評估其有穿(右)及無穿(右)鉛

屏蔽衣之居佔位置劑量(率)示意圖 

 

(iii) 開放射束/移動型(手持式) X光檢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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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改變不同使用條件(管電壓30-50 kV、管電流10-50 A)，

測量X光機表面附近5-10 cm、30-50 cm (評估工作人員手

部、身體位置)之劑量(率)、距X光機1公尺處(其他可能接

近之一般人員身體處)之劑量(率)。 

(b)改變不同樣品大小(面積大於或小於X光主射束面積) ，測

量X光機表面附近5-10 cm、30-50 cm  (評估工作人員手

部、身體位置)之劑量(率)、距X光機1公尺處(其他可能接

近之一般人員身體處)之劑量(率)。 

 

      (2) 設備異常使用之劑量與風險評估 

為評估安全連動裝置失效或動物用X光檢查儀照相時之協助

者無穿鉛屏衣物之異常使用情形發生時，可能造成工作人員之

劑量(率)與風險，評估方法如下： 

(i) 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以及其他非醫用X光機(含櫃型與一般

型)： 

 

       屏蔽門未關時之人員劑量(率)係考量A點及其距輻射源

距離x(現場實際量測)，並依據距離平方反比關係，計算評

估在設備外30 cm處(B點)之劑量率代表工作人員劑量(率)，

距設備外1公尺處(C點)之劑量率則代表可能接近之一般人員

劑量(率)。相關位置示意圖如圖9，計算公式示於圖中右

側。 

 

圖9. 除動物用及移動型(手持式)X光檢測儀外，針對有屏蔽門

之非醫用X光機的異常使用之劑量評估方法示意圖 

 

(ii) 動物用X光檢查儀：在平常常用之操作條件下，考量協助

者在檢查室內協助動物擺位照相的情形，以手持式偵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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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評估其無穿鉛屏蔽衣之居佔位置劑量(率)，居佔位

置考量距照野中心50公分(主要協助者居佔位置)。 

 

(iii) 開放射束/移動型(手持式) X光檢測儀：在安全條件許可時

(避免人員誤入，X光射束方向避開人體)，測試紅外線安全

感應啟動裝置失效或被故意遮蔽情形下，以手持式輻射偵

檢器測量X光機表面附近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位置之劑量

(率)，以及距X光機1公尺處(評估可能接近之一般人員身體)

之劑量(率)與射束前方特定位置(表面0公分處)之劑量(率)。 

 

      (3) 空間劑量與人員有效劑量之轉換因子評估： 

    有效劑量不是可測量的量，因此必須測量空氣克馬或周圍

等效劑量，並應用適當的校正或轉換因子來計算有效劑量。如

果測量目的是評估人造輻射源對人體的曝露程度是否可以接受

(在規定限度內)，則應使用周圍等效劑量。對個人的輻射風險

最好用有效劑量表示。手持式偵檢器測得之數值為一般為周圍

等效劑量H*(10)，如果要評估有效劑量，則需要獲取職業曝露

環境的輻射射質詳細資訊。 

 

  表2  ICRP與EURADOS評估不同光子能量時之空氣克馬

(Ka)轉換至有效劑量(E)及周圍等效劑量(H*(10))轉換

至有效劑量(E)之轉換因子[28,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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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ICRP評估不同光子能量時之有效劑量(E)轉換至皮膚劑量之

轉換因子[29]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分別於1996年、2010年發佈了

體外曝露劑量轉換係數相關建議的ICRP 74[28]、ICRP 116[29]報

告，歐洲輻射劑量學組織(European Radiation Dosimetry Group, 

EURADOS)亦於1999年提出其第106號輻射防護報告(Radiation 

Protection 106)[41]針對環境輻射監測中輻射偵檢器測得之劑量與

人員有效劑量間之轉換因子進行分析討論。彙整相關文獻之有

效劑量之轉換因子及皮膚劑量轉換因子，列於表2及表3。本計

畫將持續以往執行訪查計畫之劑量評估方法，主要以手持式輻

射偵檢器測得之周圍等效劑量再考量所訪查偵測之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之作業能量及評估有效能量後，依據相關人員有效劑

量之轉換因子將手持式偵檢器測得之空間劑量(周圍等效劑量

H*(10))轉換為人員之有效劑量及手部四肢等價劑量。 

 

         將H*(10)轉換成有效劑量範例：  

 操作60 kVp X光機進行輻射作業，其有效能量約30~35 

keV; 則其E/H*(10)約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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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AT1121手持式偵檢器進行測量，因其於<60 keV時

會高估約1.35倍(能量依存性)；因此人員有效劑量應為: 

 

 

 皮膚劑量則為評估出之有效劑量 有效劑量與皮膚劑量之

轉換因子(Skin dose/E)。 如評估男性工作人員其 Skin 

dose/E 轉換因子(有效能量約 30~35 keV)約為 1.35。 

 

 環境輻射偵測使用偵檢器測得周圍等效劑量 H*(10)後，

E/H*(10)轉換因子一般取0.7~0.85。 

 

(4) 風險評估： 

          本計畫輻射風險分析與評估方法概述如下： 

本計畫以手持式輻射偵檢器測得之周圍等效劑量H*(10)再

考量所訪查偵測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適當轉換因子後評

估得合理之人員有效劑量及手部四肢等價劑量。量測之周圍

等效劑量與評估之有效劑量將一併紀錄與標示。以皮膚等價

劑量與有效劑量的大小來量化輻射健康效應之確定效應與機

率效應的風險，並考量操作時之劑量率、操作頻率/時間(調查

各設備每週之使用時數)，保守假設人員於操作輻射源設備之

工作時間均站在量測之最大劑量位置處進行評估(一般情形工

作人員通常在控制機台位置處操作，機台位置處之劑量率均

為背景範圍)，以評估出操作特定設備之合理可能且保守之年

皮膚等價劑量與年有效劑量，並與現行法規之等價劑量與有

效劑量的限度作比較分析。 

在機率效應之風險評估上，本計畫對輻射工作人員採用

ICRP建議之成年人危險度係數4.1×10-2/Sv (ICRP-103)、

4.8×10-2/Sv (ICRP-60)；對非輻射工作人員採用一般公眾(包括

未成年者)之危險度係數5.5×10-2/Sv (ICRP-103)、6.0×10-2/Sv 

(ICRP-60)[1,23] (表4)，分別評估工作人員與公眾之年有效劑量

轉換為癌症標稱危險度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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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相關文獻結論[36-39]，皮膚劑量小於 2 Gy (吸收劑量)或

2 Sv(等價劑量-X ray) ，不會發生有害症狀與影響。在確定效

應之風險評估上，可保守考量以 ICRP 60 及 103 之劑量限度建

議(以等價劑量之劑量限度做規範)，以比較評估工作人員之手

部年等價劑量是否超過 500 mSv 為依據，如未超過則視為不會

發生確定效應。 

 

表 4  ICRP-60 及 ICRP-103 建議使用之癌症標稱危險度係數[1,22] 

 ICRP-60 ICRP-103 

輻射工作人員 
4.8×10

-2

/Sv 4.1×10
-2

/Sv 

非輻射工作人員 
6.0×10

-2

/Sv 5.5×10
-2

/Sv  

 

此外，本研究在評估個人年劑量時，乃以合理保守之情形

評估，考量以現場調查之操作靜電消除器之輻射工作人員每人

每週實際工作時數、每年工作 50 週計算，並保守假設人員於

上述工作時間均站在量測之最大劑量位置處進行評估。 

 

5. 檢測及訪查數據之統計分析 

    本研究計畫針對檢測及訪查之數據結果，依現場之查核項目如設

備資訊查核、X 光管球輻射偵測、測試報告查核、X 光室輻射偵測、

其它必要檢測及訪查項目等個別項目合格(相符)率及整體合格(相符)

率進行統計分析，必要檢測及訪查項目詳列如下： 

(1)門扉上裝有與 X 光機連動之安全連鎖裝置及標準之輻射警示標誌。 

(2)門扉上寫有明顯之「注意 X 射線」或「X 光室」警語。 

(3)距任何可以接近 x 光室之四週障壁外表面 30 cm 處之劑量率最高

不超過 0.5 μSv/hr。 

(4)管制區防護屏蔽內部表面 30 cm 處及管制區內操作人員或工作人

員居佔位置之劑量率最高不超過 10 μSv/hr。 

(5)除上述四項必要檢測及訪查項目外，亦針對不同廠牌、型別設備

於正常與可能異常使用時之人員劑量與風險評估測試結果進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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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與統計分析。 

 

(二) 規劃檢測及訪查數量： 

依原能會提供之檢測及訪查名冊，每年至少完成 250 部，二年

進行檢測及訪查完成總數約 500 部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50

部；108 年 12 月 31 日前再完成 250 部，二年完成總數 500 部)。 

 

(三) 蒐集並研析國際相關輻射偵測之偵檢器的特性要求及規定。 

本計畫已初步取得 EURADOS 的二份報告 Radiation Protection 

106 (1999):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on measurement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al gamma radiation doses 與 Radiation Protection 160 

(2009): 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monitoring individuals 

occupationally exposed to external radiation，此二報告對偵檢器測得

之作業量轉換為有效劑量之因子及各種輻射偵檢器之特性要求，以

及對職業曝露之監測與評估方法有深入之探討[41,42]。本計畫研析上

述報告，並對相關要求及規定進行彙整。 

(四) 完成常用於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偵測之偵檢器的檢

測特性分析與適用性評估。 

本計畫彙整國內不同類型/特性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特性，

並藉由現場訪查之機會，調查彙整現有偵測業者接受使用單位委託

進行現場輻射安全測試所提出之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所列之輻射偵

檢器的特性，蒐集相關偵檢器之原廠特性說明資料，參考國際文獻

對相關輻射偵測之偵檢器的特性要求及規定，逐一探討偵測業者使

用之不同偵檢器的適用性(如能量範圍、響應時間、角度或方向依存

等特性於不同類型可發生游離輻射作業之劑量偵測適用性分析)。 

 

 (五) 提出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職業曝露量測規範建議。 

本計畫將於第二年針對國內不同類型/特性之非醫用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提出職業曝露量測規範建議，規範建議中將包括職業曝

露量測方法與步驟、使用儀器規格要求、記錄表格等事項。 

 

(六) 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管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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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彙整計畫全程(105 年至 108 年)之訪查統計分析、風

險及劑量評估結果，檢視我國輻防相關法令規定，針對現行管制之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中，對人體影響可忽略者，評估逐步放寬輻防

管制(納入豁免)之可行性，並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管之具體建議。 

 

(七) 至原能會進行工作進度簡報(每年 2 次)。 

本計畫規劃每年至原能會進行 2 次工作進度簡報，第 1 次於每

年第 1 季、第二次於第四季進行。 

 

(八) 完成「107 至 108 年度計畫曝露量測規範建立與輻射安全風險評估

研究」計畫，並提出結案報告。 

依契約書規定之時程，完成計畫規劃之工作項目，並提出結

案報告。107 年度於 107 年 7 月 15 日前，提送 107 年度期中報

告，107 年 12 月 6 日前，提送 107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108 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 108 年度期初報告，108 年 7 月 15 日前，提送 108

年度期中報告，108 年 12 月 6 日前，提送 108 年度期末成果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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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主要發現與討論 

(一)進度說明  

 107 年 2 月 7 日取得原能會提供之 X 光機設備(包括動物用/獸醫 X 光設

備、手持式/移動型 X 光機、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等)訪查執行名冊。 

 3 月 6 日以電子郵遞帳號，開始寄出檢查通知。 

 3 月 13 日於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化學二館進行本年度訪查人員訓練。

參與訓練人員包括原能會輻防處聶至謙先生、吳思穎小姐及清華大學參

與本計畫現場實測訪查人員 5 名 (許芳裕、劉衞蒼、陳宗源、陳永泰、

黃蜂運等)，共計 7 人，利用清華大學化學系之手持式 X 光機設備進行

輻射安全訪查之現場偵測訓練。訓練相關照片如圖 4.1。 

 圖 4.1 針對手持式 X 光機設備現場實測訓練：檢測注意事項講解及實測 

 3 月 14 日由本計畫之主持人至原能會進行本年度第 1 次工作方法與進

度簡報。 

 4 月 10 日將手持式偵檢器 AT1121 及電子式劑量警報計 AT3509B 送至

清華大學二級標準輻射偵檢儀校正場(137 Cs 輻射源)校正。 

 6 月 11 日將手持式偵檢器 AT1103M 送至核能研究所一級標準輻射度

量儀器校正實驗室進行校正( 241Am 輻射源)。 

 至 6 月 20 日止，已執行完成 146 台 X 光設備輻射安全現場訪查與檢

測，包括移動型 X 光機 52 台、靜電消除器 45 台以及動物用 X 光機

49 台 X 光設備。(預定進度：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 125 台)。  

 7 月 9 日將 107 年期中報告發文函送至原能會審查。 

 截至 11 月 20 日止，已執行完成 258 台 X 光設備輻射安全現場訪查與

檢測，包括移動型 X 光機 86 台(複查 3 台)、靜電消除器 90 台(複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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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及動物用 X 光機 82 台(複查 8 台)X 光設備；總計 258 台及 12 次

複查(270 台次)。 (預定進度：107 年完成 250 台) 

 11 月 23 日本計畫之主持人至原能會進行本年第 2 次工作方法與進度

簡報。 

 

(二)檢查結果統計 

(1)檢查區域分布 

 107 年移動型 X 光機檢測台數： 86 (複查 3 台) ，靜電消除器檢測

台數： 90 (複查 1 台) ; 動物用(獸醫)X 光設備檢測台數： 82 (複查

8 台) ，總計檢測台數： 258 (複查 12 台) 。各縣市檢測 X 光設備台

數之分布列於圖 4.2 及表 4.1，X 光設備檢測率分布示於圖 4.3。 

 

圖 4.2 各縣市檢測 X 光設備台數之分布 

 

 
圖 4.3 各縣市 X 光設備檢測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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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縣市檢測 X 光設備台數之分布表 

縣市別 

移動型 X 光機 靜電消除器 動物用(獸醫)X 光機 

證照數 
107 年 

檢測台數 
證照數 

107 年 

檢測台數 
證照數 

107 年 

檢測台數 

基隆市 3 0 0 0 10 1 

台北市 64 6 1 0 138 19 

新北市 69 9 0 0 127 15 

桃園市 93 15 7 10 78 9 

新竹縣(市) 36 4 6 10 29 3 

苗票縣 15 4 5 15 14 2 

台中市 88 10 3 10 108 11 

南投縣 1 0 0 0 8 1 

彰化縣 39 5 0 0 18 2 

雲林縣 25 3 0 0 12 1 

嘉義縣(市) 5 1 0 0 21 2 

台南市 65 8 12 35 55 9 

高雄市 153 21 1 10 76 7 

屏東縣 9 0 0 0 21 0 

宜蘭縣 6 0 0 0 8 0 

花蓮縣 2 0 0 0 9 0 

台東縣 4 0 0 0 1 0 

澎湖縣 1 0 0 0 0 0 

金門縣 0 0 0 0 1 0 

連江縣 1 0 0 0 0 0 

合計 679 86 35 90 734 82 

 

(2) 證照登載之最使用大量與實際持有機台/X 光管數量調查與統計 

       由於目前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之證照管制方式為 1 廠 1 證，並登錄

申請之最大持有量(控制器)，而實際使用時一機台可能會裝設數支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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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控制器則可控制數個 X 光管球；本計畫為使主管機關(原能會)了解各

證照實際使用之 X 光管球、控制器與機台數量，故一併調查每張證照實

際持有 X 光管/控制器/機台數量，並予以統計，如附錄一。附錄一中，除

統計各單位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證照登載之最大使用量、實際使用數量

外，並列出本計畫於 107 年現場訪查檢測之 X 光管/控制器/機台數量與檢

測率。 

 

(3) 檢測率統計與說明 

    如前述說明，附錄一中之 107 年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檢測率：控制器總

數 8146 個，107 年檢測 452 個，檢測率為 5.5 %；機台總數 1990 台，107 年

檢測 90 台，檢測率為 4.5 %。移動型 X 光機登錄之使用證照數為 792 台，107

年檢測 86 台，檢測率約為 10.9 %。動物用(獸醫)X 光設備登錄之使用證照數

為 915 台，107 年檢測 82 台，檢測率約為 9.0 %。 

 

(4) 現場訪查資料表列如附錄一。 

 

(三) 現場訪查輻射測試結果 

107 年現場訪查輻射測試結果，移動型 X 光機訪查與檢測 86 台，檢測結

果 82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有 3 台 X 光機安全連鎖裝置故障可直接照射，1 台

測試報吿遺失；靜電消除器現場訪查與檢測 90 台，檢測結果 89 台均符合規

定，其中 1 台以低能量 AT1103M 手持式 X 光劑量計檢測結果發現屏蔽外有

疑似輻射異常情形；動物用(獸醫)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82 台，檢測結果 75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 7 台安全連鎖裝罝故障。 

上述(12 台)現場訪查有發現缺失或有輻射異常疑慮之案件均回報原能會

輻防處，並於使用單位回報完成改善後，由本計畫訪查人員與原能會人員至

現場複驗檢測或文件確認，均已符合相關管制規定。現場訪查有發現缺失或

有輻射異常疑慮之案件狀況說明列於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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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現場檢查輻射測試結果疑似異常彙整表： 

編號 類別 異常情形說明 備註 

1 
移動型 X

光機 

移動型 X 光機(XRF)可直接

照射，安全連鎖裝置故障。 

7 月 24 日複查，安全連鎖裝置正

常運作，確認已完成改善。(現場複

查 1 次) 

2 
移動型 X

光機 

移動型 X 光機(XRF)可直接

照射，安全連鎖裝置故障。 

8 月 17 日複查，安全連鎖裝置正

常運作，確認已完成改善。 

(現場複查 1 次) 

3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屏蔽門

未全部關閉仍可照射。  

9 月 11 日現場複查，發現仍未改

善，請該院續改善。於 10 月 2 日

再次複查，確認已完成改善。(現場

複查 2 次) 

4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屏蔽門

未全部關閉仍可照射。 

9 月 19 日至該院複查，確認已完

成改善。(現場複查 1 次) 

5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屏蔽門

未全部關閉仍可照射。 

9 月 19 日至該院複查，確認已完

成改善。(現場複查 1 次) 

6 
移動型 X

光機 

測試報告資料遺失。  廠商已於 6 月 7 日完成測試報告補

作，經補傳文件確認完成。(免現場複

查) 

7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屏蔽門

未全部關閉仍可照射。 

9 月 12 日至該院複查，確認已完

成改善。(現場複查 1 次) 

8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 10 月 11 日複查，確認已完成改善。

(現場複查 1 次) 

9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不符

規定。 

10 月 11 日第一次現場複查仍為故

障，請該院續改善。11 月 9 日第二

次現場複查，確認已完成改善。(現場

複查 2 次) 

10 靜電消除

器 

AT1121 量測均為背景值；另

以低能量AT1103M手持式X

光劑量計檢測，發現屏蔽外

於 9 月 28 日實施複查，確認已完成

改善。(現場複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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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輻射劑量異常情形如下：

實測機台劑量表面 10公分處

1.52μSv/h ； 30 公 分 處

1.44μSv/h。 

11 
獸醫用 X

光機 

安全連鎖裝罝故障。 確認該院已於 9 月份向原能會申

請報廢該台 X 光機。(免現場複查) 

12 
移動型 X

光機 

移動型 X 光機(XRF)可直

接照射, X 光機安全連鎖裝

置故障。   

10 月 16 日複查，確認已完成改

善。(現場複查 1 次) 

 

 

(三) 輻射劑量檢測結果與風險分析 

1. 輻射劑量檢測結果 

(1) 移動型 X 光機之劑量率結果： 

  (a) 移動型 X 光機於正常作業下之劑量率結果： 

107 年檢測合計檢測 86 台，劑量率結果合併統計如圖 4.4 (小樣品)

及圖 4.5 (大樣品)。執行檢測小樣品(1 元硬幣)或大樣品(10 元硬幣)之劑

量率結果：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之淨劑量率最大者(編號 9) 約 15.51 

Sv/h (小樣品)，12.91 Sv/h (大樣品) 。 

 

圖 4.4 執行檢測小樣品(1 元硬幣)之劑量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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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執行檢測大樣品(10 元硬幣)之劑量率結果 

 

考量每台移動型 X 光機每週平均操作時數(示於圖 4.6)以及上述測

得之劑量率結果，評估各 X 光機檢測小樣品(1 元硬幣)及大樣品(10 元硬幣)

之合理、保守可能之年劑量結果(示於圖 4.7)：工作人員手部最大淨年劑量：

220.5 Sv(小樣品) (編號 51)、190.5 Sv(大樣品) (編號 51)；工作人員身體

最大淨年劑量：20.7 Sv(小樣品)(編號 67)、36.0 Sv(大樣品)(編號 51)。 

 

 

圖 4.6 每台移動型 X 光機每週平均操作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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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移動型 X 光機正常作業造成工作人員之年劑量結果 

 

(b) 移動型 X 光機於異常使用情境下之劑量率結果： 

    測試 86 台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異常使用時，模擬其朝向人員身體照

射的情況，操作人員手部及身體(居站位置)之劑量為手持式 X 光機之安全

連鎖感測器以硬幣遮蔽，朝空曠處進行照射所量測之結果；受照射者之劑

量則為手持式 X 光機直接貼緊輻射偵檢器(後方為空曠處)進行照射之偵檢

器測量結果(如圖 4.8)。受照射者可能接受之最大劑量率為每秒 680.56 

Sv (編號 65) 。一般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每次照射時間範圍約為 3~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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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異常使用時(模擬其朝向人員身體照射的情

況)，受照射者之劑量、操作人員手部及身體(居站位置)之劑量結果 

 

(2)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於正常作業下之劑量率結果： 

107 年合計檢測 90 台，劑量率結果合併統計如圖 4.9。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人員居站位置以 AT1121 檢測值，結果全部均為背景範圍。以

AT1103M 檢測值，結果(扣除背景)如下：各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屏蔽表面

10 公分處測得之最大劑量率(1.873 Sv/h)發生在編號 41(但其距屏蔽表面

30 公分處之劑量率為 0.483 Sv/h，小於 0.5 Sv/h，符合管制規定)；編號

46 之表面 10 公分處測得之最大劑量率為 1.514 Sv/h，其屏蔽外 30 公分

處劑量率為 1.434 Sv/h，超過 0.5 Sv/h，疑似屏蔽外輻射劑量異常，列為

追蹤複查機台。 

 

圖 4.9 以 AT1103M 檢測 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於正常作業之劑量率結果(107 年) 

 

考慮每部機台之作業時間後評估之靜電消除器可能造成人員之年劑量結

果如圖 4.10，(含疑似屏蔽外輻射劑量異常部分) 工作人員可能接受之最大年

劑量，分別以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表面可接近 30 公分處，及人員居站位

置之 AT1103M 檢測值計算，評估之淨年劑量結果均小於 0.1 mSv，分別為

93.65 mSv、71.70 mSv 及 0.15 mSv。因靜電消除器之操作電壓範圍僅在 10 

kVp 左右，其有效能量將小於 10 keV，如以 10 keV 光子(在肌肉組織之直線

0.947

0.701

1.873

1.514 1.53
1.39

0.099

0.483

1.434

0.294
0.194

0.31 0.37
0.44

0

0.2

0.4

0.6

0.8

1

1.2

1.4

1.6

1.8

2

1 4 7 10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37 40 43 46 49 52 55 58 61 64 67 70 73 76 79 82 85 88

表面10公分處劑量率

表面30公分處劑量率

Sv/h

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機台編號



第 25 頁 

 

衰減係數約為 5.36 cm-1，平均自由路徑 mean free path 或平均射程約為 1/ 

=0.187 cm)來考量，其所造成之影響範圍僅約自人體表面至深度約 0.2 公分內

之皮膚，即其可視為主要對表淺部位之皮膚造成影響，故將測得之最大年劑

量 93.65 mSv (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視為人員之皮膚(四肢)年等價劑量，此

劑量乃保守假設人員於操作靜電消除器之工作時間均站在量測之最大劑量位

置(機台表面 10 公分)處(一般情形工作人員通常在控制機台位置處操作，機台

位置處之劑量率均為背景範圍)進行評估之年劑量結果。 

 

 

圖 4.10 考慮每部機台之作業時間以及利用 AT1103M 檢測 X 光管式靜電消除

器，於正常作業之劑量率結果後評估其可能造成人員之年劑量結果(107 年) 

 

    靜電消除器設備於 105 年至 106 年亦有進行訪查，納入 105 年至 106 年

訪查之 284 台結果，連同本年 107 年一併彙整(共 374 台)之結果示於圖 4.11

及圖 4.12。以 AT1103M 檢測值結果如圖 4.11， 105 年發現有 12 台，106 年

發現有 15 台，107 年發現有 1 台，三年合計 28 台有疑似屏蔽外輻射劑量異

常情形。考慮每部機台之作業時間後評估之靜電消除器可能造成人員之年劑

量結果如圖 4.12，(含疑似屏蔽外輻射劑量異常部分)可能造成之最大年劑量

為 20.999 mSv/y(約 21.0 mSv/y) 。因靜電消除器之操作電壓範圍僅在 10 kVp

左右，其有效能量將小於 10 keV，如以 10 keV 光子(在肌肉組織之直線衰減

係數 約為 5.36 cm-1，平均自由路徑 mean free path 或平均射程約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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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7 cm)來考量，其所造成之影響範圍僅約自人體表面至深度約 0.2 公分

內之皮膚，即其可視為主要對表淺部位之皮膚造成影響，故將測得之最大年

劑量 21.00 mSv 視為人員之皮膚(四肢)年等價劑量，此劑量乃保守假設人員

於操作靜電消除器之工作時間均站在量測之最大劑量位置(機台表面 10 公

分)處進行評估，保守評估之靜電消除器可能造成輻射工作人員操作機台造

成之年劑量結果(105 至 107 年)分布列於表 4.3。 

 

圖 4.11 以 AT1103M 檢測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於正常作業之劑量率結果

(105-107 年) 

 

 

圖 4.12 考慮每部機台之作業時間以及利用 AT1103M 檢測 X 光管式靜電消除

器，於正常作業之劑量率結果後評估其可能造成人員年劑量結果(105-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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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於 105 至 107 年訪查評估之 374 台靜電消除器可能造成輻射工作人員

操作機台造成之皮膚年劑量結果分布(假設人員於操作靜電消除器之工作時

間均站在量測之最大劑量位置：機台表面 10 公分處，一般情形工作人員通常

在控制機台位置處操作，機台位置處之劑量率均為背景範圍) 

年劑量範圍 靜電消除器數量 備註(劑量: mSv) 

< 0.1 mSv 359 < 0.1 mSv 

0.1~ 1 mSv 6 
0.102,  0.119, 0.241, 0.250, 0.406, 

0.820 

1~50 mSv 9 
1.999,   3.000, 6.000, 7.349,   

11.999,  11.999,  11.999,  11.999, 

20.999 (max.) 

 

(3) 動物用(獸醫)X 光機劑量(率)結果： 

107 年合計檢測 90 台動物用(獸醫)X 光機之劑量率(以 AT1121 檢測)結果

如下： 

(a)  正常使用時，於檢查室外之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率結果 

    動物用(獸醫)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82 台，每台 X 光機單次檢查之檢

查室外工作人員居佔位置與手部劑量率大部分均小於 0.5 Sv/h，少部分會

大於 0.5 Sv/h，但小於 10 Sv/h (編號 2, 42, 60, 69；均為可移動型，有規

劃管制區，工作人員會在管制區內操作 X 光機)，如圖 4.13，個別動物用 X

光機每年累積照射秒數統計如圖 4.14 (有 3 台操作時間較長，分別為編號

11：動物牙科 X 光機(單張照射時間達數秒)、編號 22：動物 CT 掃描儀及

編號 54：動物 CT 掃描儀)。 

考慮每部機台之作業時間評估之工作人員之淨年劑量結果示於圖 15，其

中編號 2：移動型動物牙科 X 光機、編號 22：動物 CT 掃描儀、編號

54：動物 CT 掃描儀、編號 60：移動型動物 X 光機。工作人員身體最大

淨年劑量 0.073 Sv 發生在編號 54：動物 CT 掃描儀，工作人員手部最大

淨年劑量 0.066 Sv 發生在編號 54：動物 CT 掃描儀及編號 60：移動型動

物 X 光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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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每台 X 光機單次檢查之檢查室外工作人員居佔位置與手部淨劑量率

(已扣除背景)檢測結果 

 

  

圖 4.14 個別動物用 X 光機每年累積照射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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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考慮每部機台之作業時間以及正常作業之劑量率結果後，評估操作動

物用(獸醫)X 光機可能造成工作人員之淨年劑量結果(已扣背景) 

 

(b) 考量檢測時，協助照相者在檢查室內有/無穿鉛衣之劑量率結果 

    本計畫訪查之動物用 X 光機進行單次檢查之檢查室內協助者位置(距

照射中心 50 公分處)淨劑量結果示於圖 4.16，考量不同動物醫院對每隻動

物檢查之照相次數(每隻照 1~2 次)及每次照相的時間，評估出各動物用 X

光機進行每隻動物照相造成協助者之淨累積劑量結果，示於圖 4.17。手部

最大值為 3.893 Sv(編號 11：動物牙科 X 光機，其單張照射時間達數秒)，

其餘 X 光機均不超過 1.0 Sv，大部分均小於 0.1 uSv；協助者居站於距桌

面照野中心 50 公分處且有穿鉛衣之最大身體劑量小於 0.038 uSv，無穿鉛

衣之最大身體劑量約為 1.351 uSv。 

  

圖 4.16 動物用 X 光機進行單次檢查之檢查室內協助者淨劑量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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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各動物用 X 光機進行每隻動物照相造成協助者之淨累積年劑量結果 

    針對各別動物用 X 光機，考量協助者均為同一人及個別動物醫院每年

平均照射動物數量，及每次照相的時間，其於檢查室內協助動物照相造成

之年累積劑量結果(已扣背景)，示於圖 4.18，手部最大值約為 1.168 mSv (編

號 11：動物牙科 X 光機，其單張照射時間達數秒)；協助者居站於距桌面

照野中心 50公分處且有穿鉛衣之最大身體淨年劑量為 11.48 uSv (編號 11)，

無穿鉛衣之最大身淨體年劑量為 405.29 uSv (編號 11)。 

 

  

圖 4.18 針對各別動物用 X 光機，考量協助者均為同一人，其於檢查室內協

助動物照相造成之年累積劑量結果(已扣背景) 

 

1.351 

0.023 
0.008 

0.070 0.070 
0.030 

0.078 
0.020 

0.038 

3.893 

1.E-07

1.E-06

1.E-05

1.E-04

1.E-03

1.E-02

1.E-01

1.E+00

1.E+01

1 4 7 10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37 40 43 46 49 52 55 58 61 64 67 70 73 76 79 82

50 cm 無鉛 50 cm 鉛 手部Sv

X光機編號

進行每隻動物檢查之協助者可能累積劑量(已扣除背景)

1,167.96 
405.29 

11.48 

1.E-04

1.E-03

1.E-02

1.E-01

1.E+00

1.E+01

1.E+02

1.E+03

1.E+04

1 4 7 10 13 16 19 22 25 28 31 34 37 40 43 46 49 52 55 58 61 64 67 70 73 76 79 82

手部 50 cm 無鉛 50 cm 鉛Sv

X光機編號

進行動物檢查之協助者最可能年累積劑量

(考量協助者均為同一人,已扣除背景)



第 31 頁 

 

2. 空間劑量與人員有效劑量之轉換因子 

    考量輻射作業之工作人員，多以面向輻射源之作業方式，故在評估劑量

轉換因子(將偵檢器測得之 H*(10)轉換為有效劑量 E)時，可以前後(AP)照射為

主要方向考量。彙整 ICRP 74、ICRP 66 及 EURODOS RP106 之 AP 方向的劑

量轉換因子，AP 照射方向之不同能量光子的克馬(Ka)-有效劑量(E)轉換因子

E/Ka 及周圍等效劑量-有效劑量轉換因子 E/H*(10)，以及 AP 照射方向之每單

位通量不同能量光子的有效劑量(E)與皮膚器官劑量(男女不同)之器官劑量轉

換因子 Skin dose 男/E 及 Skin dose 女/E 之使用範例說明如下。 

 

以操作 60 kVp X 光機進行輻射作業為例，其有效能量約 30~35 keV; 則

其 E/H*(10)約為 0.4。如以 AT1121 手持式偵檢器進行測量，(偵檢器如有能

量依存性需另行修正)；因此人員有效劑量應為: 

0.4μSv/h)(1121μSv/h)(  偵檢器讀值ATE  

 

皮膚劑量則為評估出之有效劑量與皮膚劑量之轉換因子(Skin dose/E)的乘積。 

如評估男性工作人員其 Skin dose/E轉換因子(有效能量約 30~35 keV)約為 1.35，

則皮膚劑量為: 

54.0μSv/h)(112135.1μSv/h)(μSv/h)( DoseSkin  偵檢器讀值ATE  

 

如考量以本計畫所執行現場量測之靜電消除器能量為 10 kVp (10 keV 以

下)，E/H*(10)約為 1，男性工作人員其 Skin dose/E 轉換因子約為 2.54，如以

AT1121 測得之劑量評估人員有效劑量與皮膚劑量應為: 

1μSv/h)(1121μSv/h)(  偵檢器讀值ATE  

54.2μSv/h)(112154.2μSv/h)(μSv/h)( DoseSkin  偵檢器讀值ATE  

如考量動物用 X 光機之能量為 100 kVp (有效能量約 40 keV)，以 AT1121

手持式偵檢器進行測量，E/H*(10)約為 0.53，男性工作人員其 Skin dose/E 轉

換因子約為 1.071，則人員有效劑量及皮膚劑量應為: 

0.53μSv/h)(1121μSv/h)(  偵檢器讀值ATE  

57.0μSv/h)(1121071.1μSv/h)(μSv/h)( DoseSkin  偵檢器讀值ATE  

 

3.輻射安全風險評估結果 

(1)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之輻射安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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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正常作業可能造成人員之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36.0 

Sv (<< 1 mSv/y)；手部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220.5 Sv (< 1 mSv/y) 。考慮其

機率效應與確定效應之影響如下: 

機率效應風險: 

 ICRP-60 ICRP-103 

輻射工作人員 
=4.8×10

-2

/Sv × 36.0 Sv 

=1.73×10
-6

 

=4.1×10
-2

/Sv × 36.0 Sv 

=1.48×10
-6

 

 

在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上，工作人員之最大手部皮膚年等價劑量約為

0.22 mSv << 50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考慮偵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 E/H*(10) ，則最大年劑量(編號 51)約為

36.0 Sv/y  0.4 = 14.4 Sv/y。機率效應風險將更低。考慮偵檢器之劑量轉

換因子 Skin dose/E，工作人員之最大手部皮膚年等價劑量約為 0.22 mSv  

0.54 = 0.12 mSv << 500 mSv，判斷確定效應仍為不會發生。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若異常操作(直接照射人體)，可能造成人員之最

大劑量率約為 680.6 Sv/s (0.68 mSv/s)，如被照射 10 秒，則造成之有效劑

量約 6.8 mSv。考慮其機率效應與確定效應之影響如下: 

機率效應風險: 

 ICRP-60 ICRP-103 

受照射者如為： 

輻射工作人員 

=4.8×10
-2

/Sv × 6.8 mSv 

=3.26×10
-4

 

=4.1×10
-2

/Sv × 6.8 mSv 

=2.79×10
-4

 

受照射者如為： 

非輻射工作人員 

=6.0×10-2/Sv × 6.8 mSv 

=4.08×10-4 

=5.5×10-2/Sv × 6.8 mSv 

=3.74×10-4 

 

在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上，工作人員之最大手部皮膚年等價劑量約為

6.8 mSv << 50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考慮偵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 E/H*(10) ，則被照射 10 秒，則造成被照

射者之有效劑量約為 6.8 mSv  0.4 = 2.72 mSv，機率效應風險將更低。考慮

偵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 Skin dose/E，被照射者之最大手部皮膚年等價劑量

約為 6.8 mSv  0.54 = 3.67 mSv << 500 mSv，判斷確定效應仍為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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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靜電消除器之輻射安全風險評估 

本計畫以 AT1123 偵檢器(可測 10 keV 以下低能量 X 光之偵檢器)將測得

之最大年劑量 93.65 Sv (約 94 Sv) 視為人員之皮膚(四肢)年等價劑量，則

考量 ICRP-60 及 ICRP-103 之皮膚組織加權因數均為 0.01，故換算來自皮膚

(四肢)之有效劑量貢獻約為 0.94 Sv；其機率效應與確定效應之影響判斷如

下： 

機率效應風險為:  

 ICRP-60 ICRP-103 

輻射工作人員 
=4.8×10

-2

/Sv × 0.94 Sv 

=4.51×10
-8

 

=4.1×10
-2

/Sv × 0.94 Sv 

=3.85×10
-8

 

非輻射工作人員 
=6.0×10

-2

/Sv × 0.94 Sv 

=5.64×10
-8

 

=5.5×10
-2

/Sv × 0.94Sv 

=5.17×10
-8

 

 

在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上，工作人員之最大手部年等價劑量約為 94 

Sv < 0.1 mSv << 500 mSv，故亦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因 AT1123 偵檢器可測 10 keV 以下低能量 X 光，可測得靜電消除器之

散射輻射劑量，而 AT1121 則無法測得讀值，故本計畫直接以 AT1123 測得

之最大年劑量 94 Sv 視為人員之皮膚(四肢)年等價劑量作為風險評估而不

另考慮偵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的作法。 

 

(3) 動物用(獸醫)X 光機之輻射安全風險評估 

(a) 正常使用時，工作人員之年劑量在背景劑量範圍，故不會增加機率效應風

險，亦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b) 考量檢測時協助照相者在檢查室內有/無穿鉛衣之輻射安全風險: 

動物用 X 光機進行一隻動物照相造成協助者之淨累積劑量結果，手部最

大值 3.893 Sv (絕大部分均小於 1 Sv)，協助者居站於距桌面照野中心 50 公

分處且有穿鉛衣之最大身體劑量 0.04 uSv，無穿鉛衣之最大身體劑量約為 1.4 

Sv，遠小於 1 mSv。 (人員接受 1 張胸腔 X 光檢查約累積 20 Sv 之有效劑

量) 換算協助者之機率效應風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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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RP-60 ICRP-103 

有穿鉛衣 
=4.8×10

-2

/Sv × 0.04 Sv 

=1.92×10
-9

 

=4.1×10
-2

/Sv × 0.04 Sv 

=1.64×10
-9

 

無穿鉛衣 
=6.0×10

-2

/Sv ×1.4 Sv 

=8.4×10
-8

 

=5.5×10
-2

/Sv × 1.4 Sv 

=7.7×10
-8

 
 

考量協助者均為同一人及個別動物醫院每年平均照射動物數量，其於檢

查室內協助動物照相造成之年累積劑量，手部最大值約為 1.17 mSv (絕大部

分均小於 0.1 mSv)；協助者居站於距桌面照野中心 50 公分處且有穿鉛衣之最

大身體淨年劑量為 11.48 uSv，無穿鉛衣之最大身淨體年劑量為 405.29 uSv。

(人員接受 1 張胸腔 X 光檢查約累積 20 uSv 之有效劑量)換算協助者之機率

效應風險為: 

 ICRP-60 ICRP-103 

有穿鉛衣 
=4.8×10

-2

/Sv × 11.48 Sv 

=5.51×10
-7

 

=4.1×10
-2

/Sv × 11.48 Sv 

=4.71×10
-7

 

無穿鉛衣 
=6.0×10

-2

/Sv ×405.29 Sv 

=1.54×10
-7

 

=5.5×10
-2

/Sv × 405.29 Sv 

=1.41×10
-7

 

考慮偵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 E/H*(10)，如考量動物用 X 光機之能量為

100 kVp (有效能量約 40 keV)，以 AT1121 手持式偵檢器進行測量，E/H*(10)

約為 0.53，男性工作人員其 Skin dose/E 轉換因子約為 1.071，則人員有效劑

量及皮膚劑量應為:  

0.53μSv/h)(1121μSv/h)(  偵檢器讀值ATE  

57.0μSv/h)(1121071.1μSv/h)(μSv/h)( DoseSkin  偵檢器讀值ATE  

考量協助者為飼主(僅協助一隻動物照相)，則協助照相者之有穿鉛衣

之最大年有效劑量約為 0.038 Sv0.53 = 0.02 Sv，沒有穿鉛衣之最大年

有效劑量約為 1.351 Sv0.53 = 0.72 Sv，二者機率效應風險均將變得更

低。考慮偵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 Skin dose/E，被照射者之最大手部皮膚年

等價劑量約為 3.893 Sv0.57 = 2.22 mSv << 500 mSv，判斷確定效應仍為

不會發生。 

考量協助者均為同一人，則協助照相者之有穿鉛衣之最大年有效劑量

約為 11.48 Sv  0.53 = 6.08 Sv，沒有穿鉛衣之最大年有效劑量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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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29 Sv0.53 = 214.8 Sv，二者機率效應風險均將變得更低。考慮偵

檢器之劑量轉換因子 Skin dose/E，被照射者之最大手部皮膚年等價劑量約

為 1.168 mSv 0.57 = 0.67 mSv << 500 mSv，判斷確定效應仍為不會發

生。 

 

圖 4.17 進行每隻動物檢查之協助者可能增加之機率效應風險 

 

 

圖 4.18 進行動物檢查之協助者(考量協助者均為同一人)可能年劑量誘發增

加之機率效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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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協助在檢查室內協助照相者有穿鉛衣接受的劑量不高(協助每隻動

物接受照相，等同於是協助者自己接受了不到 1 張胸腔 X 光檢查的有效劑

量)，但若沒有穿鉛衣，則接受之劑量會增加 35 被左右；基於輻射防護合

理抑低之精神，因在檢查室內沒有穿鉛衣接受之劑量仍相當高於有穿鉛衣

接受之劑量，因此建議協助者於檢查室內協助動物接受照相檢查時，仍應

穿著適當之鉛衣等屏蔽衣物。 

 

(四) 常用於輻射安全偵測之輻射偵檢器特性 

    本計畫彙整國內不同類型/特性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特性，藉由現場訪

查之機會，調查彙整現有偵測業者接受使用單位委託進行現場輻射安全測試

所提出之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所列之輻射偵檢器的特性，蒐集相關偵檢器之

原廠特性說明資料彙整如表 4.4。彙整 107 年計畫抽樣訪查之國內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類型包括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以及動物用

(獸醫)X 光機等，下列就以訪查之不同類型可發生游離輻射作業之測試報告

中，偵測業者常使用之輻射偵檢器類別及其適用性說明如下。 

1.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 (X 光能量在 50 kV~100 kV) 

    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使用之輻射偵檢器包括： ( 廠牌 / 型號 )           

(1) ATOMTEX/ AT1121、(2) GRAETZ/ X5CEX、(3)THERMO/ RADEYE-B20-

ER、(4)AUTOMESS/ 6150AD；其前量測光子能量範圍分別為 15 keV~ 10 

MeV、40 keV~ 1.3 MeV、60 keV~ 30 MeV、60 keV~ 1.3 MeV，四者均能用

於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之劑量測量，前二者之量測能量範圍可低於 50 keV，

故效能較後二者佳。除能量範圍外，在使用上亦須考量測量之劑量率範圍，

四種偵檢器中以 ATOMTEX/ AT1121 量測之劑量率可達 10 Sv/h，適用性最

廣泛。 

2.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使用之輻射偵檢器包括： ( 廠牌 / 型號 )           

(1) ATOMTEX/ AT1103M；107 年抽樣訪查之國內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業

者之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所列之輻射偵檢器均為 AT1103M，此偵檢器使用

能量範圍 5~160 keV，可勝任於偵測 10 kV 左右之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3. 動物用(獸醫)X 光機 

    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使用之輻射偵檢器包括： ( 廠牌 / 型號 )           

(1) ATOMTEX/ AT1121、(2) VICTOREEN/ 451P-DE-SI-RYR、(3)THER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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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EYE-B20-ER、(4)AUTOMESS/ 6150AD；其前量測光子能量範圍分別為

15 keV~ 10 MeV、25 keV 以上、60 keV~ 30 MeV，三者用於動物用(獸醫)X 光

機之劑量測量均能測得劑量信號，使用最廣泛者仍為 ATOMTEX/ AT1121(量

測之劑量率可至 10 Sv/h，適用性最廣泛)。 

 表 4.4 國內偵測業者常使用之輻射偵檢器及相關特性列表 

偵測儀器

廠牌 

偵測  

儀器 

儀器    

類型 

可偵測

之輻射 

使用能

量範圍 

測量  

範圍 
主要應用 

ATOMTEX AT1103M 
閃爍偵檢器

(NaI(Tl)) 

x-ray 及 

low energy 

γ-ray 

5~160 keV 
50 nSv/h~ 

100 μSv/h 

 監控低能量及低

強度之 X-ray   

SE INSPECTOR 蓋格偵檢器 
α、β、γ

及 I
125

 

Α <2 MeV  

β < 16 MeV  

γ <10 keV 

0.01 μSv/h 

~ 1mSv/h 

 針對低能量的

α、β、γ 有高偵

測效率 

POLIMASTER PM1610 蓋格偵檢器 
X-ray 及

γ-ray 

48 keV~ 

30 MeV 

0.01 μSv/h 

~10 Sv/h 

 適合偵測脈衝輻

射及監測放射性

實驗室 

ATOMTEX AT1121 
塑膠閃爍

偵檢器 

β、γ 及 

x-ray 

15 keV~ 

10 MeV 

50 nSv/h  

~ 10 Sv/h 

 診斷型 X 光機、

核醫、放射治

療、核子工程、

緊急輻射等之劑

量量測 

GRAETZ X5CEX 蓋格偵檢器 γ 及 x-ray 
40 keV~ 

1.3 MeV 

10 nSv/h ~ 

20 mSv/h 

 主要用於個人防

護劑量偵測 

THERMO 
RADEYE 

PRD-ER 

閃爍偵檢器

(NaI(Tl)) 

γ-ray 

 (high 

sensitivity) 

60 keV~ 

30 MeV 

0.01 μSv/h 

~100 mSv/h 

 主要用來偵測受

輻射汙染之物品

或尋找射源 

 

VICTOREEN 

451P-DE-

SI-RYR 
游離腔 

γ、β 及 X-

ray 

β>1 MeV  

γ、X-ray 

>25 keV 

0~50 mSv/h 
 監測輻射人員工

作區域之劑量 

VICTOREEN 450P 蓋格偵檢器 
γ、β 及 X-

ray 

β>1 MeV  

γ>25keV 
0~50 mSv/h 

 適合偵測滲漏輻

射及散射輻射 

AUTOMESS 6150AD 蓋格偵檢器 
γ、β 及 X-

ray 

60 keV~ 

1.3 MeV 
0~10 mSv/h 

 主要用於個人防

護偵測、偵測受

輻射汙染之物品

或尋找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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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輻防管制之具體建議 

1. 考量檢測結果提出輻防管制之具體建議 

考量檢測結果，107 年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訪查與檢測 86 台，檢測結

果 82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有 3 台 X 光機安全連鎖裝置故障可直接照射，1 台

測試報吿遺失；靜電消除器現場訪查與檢測 90 台，檢測結果 89 台均符合規

定，其中 1 台以低能量 AT1103M 手持式 X 光劑量計檢測結果發現屏蔽外有

疑似輻射異常情形；動物用(獸醫)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82 台，檢測結果 75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 7 台安全連鎖裝罝故障。上述(12 台)現場訪查有發現缺

失或有輻射異常疑慮之案件均回報原能會輻防處，並於使用單位回報完成改

善後，由本計畫訪查人員與原能會人員至現場複驗檢測或文件確認，均已符

合相關管制規定。 

本研究在評估個人年劑量時，乃以合理保守之情形，保守假設人員於操

作 X 光機台時均站在量測之最大劑量位置處進行評估。評估結果發現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正常作業可能造成人員之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36.0 Sv (<< 1 

mSv/y)；手部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220.5 Sv (< 1 mSv/y)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

機若異常操作(直接照射人體)，可能造成人員之最大劑量率約為 680.6 Sv/s 

(0.68 mSv/s)，如被照射 10 秒，則造成之有效劑量約 6.8 mSv。因此，針對移

動型/手持式 X 光機應特別重視使用程序及作業管控，重視輻射源管理，避

免發生異常使用於對人體照射的情形。 

對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而言，本計畫於前期 105 至 106 年計畫之檢測結

果發現約有 9.5%之異常情形(發生原因主要為屏蔽門使用時間久，造成偏斜

或屏蔽不佳所致)，可能致使人員接受之劑量略增，雖然造成之人員劑量與風

險均在可接受範圍且仍低於法規限值，但考量對輻射作業合理抑低之管制，

使異常情形之發生率能有效降低，已建議應持續對靜電消除器進行訪查與檢

測；本年度已完成大部分使用單位的抽樣訪查，現場訪查時也一併宣揚輻射

防護與輻安的相關資訊，因此今年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檢測 82 台結果發現，

僅一台有疑似輻射異常情形發生，異常比率降至約 1.2%，足見持續訪查的確

提升了輻防管制與輻射安全效能、減少了異常狀況的發生率。納入 105 年至

106 年訪查之 284 台結果，連同本年 107 年一併彙整(共 374 台)之結果，三

年合計28台有疑似屏蔽外輻射劑量異常情形，三年整體之異常比率約7.5 %。

此外，105 年至 106 年在現場訪查檢視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之測試報告，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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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近半數的偵測業者使用可測低能量(約 10 keV 以下)的 AT1103M 偵檢器，

有近四成仍使用 AT1121 與 GM 偵檢器；而於 107 年發現偵測業者使用適合

的(如 AT1103M)偵檢器的比例已大幅增加，甚至使用單位本身亦有購置可測

低能量(約 10 keV 以下)的偵檢器，供廠區內有輻射疑慮時偵測使用。 

關於輻防管制之具體建議，除了建議 108 年仍應持續對 X 光管式靜電消

除器進行抽樣現場訪查外，對移動式/手持式 X 光機及動物用(獸醫)X 光機而

言，今年度發現的主要問題為安全連鎖裝置故障或遭移除(合計有 10 件)，也

建議於 108 年持續關注相關 X 光機設備之安全連鎖裝置功能是否正常之檢

測。 

 

 (六) 工作進度簡報(每年 2 次) 

  107 年 3 月 14 日本計畫之主持人至原能會進行本年(107 年)第 1 次工作

方法與進度簡報。11 月 23 日本計畫之主持人至原能會進行本年第 2 次工作

方法與進度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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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07 年)結論 

本計畫之 X 光機現場訪查與輻射安全檢測，截至 11 月 20 日止共計已

完成 258 台(複查 12 台)，包括移動型 X 光機 86 台(複查 3 台)、靜電消除器

90 台(複查 1 台)以及動物用(獸醫)X 光機 82 台(複查 8 台)。檢測結果: 移動

型 X 光機訪查與檢測 86 台，檢測結果 82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有 3 台 X 光

機安全連鎖裝置故障可直接照射，1 台測試報吿遺失；靜電消除器現場訪查

與檢測 90 台，檢測結果 89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 1 台以低能量 AT1103M 手

持式 X 光劑量計檢測結果發現屏蔽外有疑似輻射異常情形；動物用(獸醫)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82 台，檢測結果 75 台均符合規定，其中 7 台安全連

鎖裝罝故障。；上述(12 台)現場訪查有缺失或有輻射異常疑慮之案件均回報

原能會輻防處，並於使用單位回報完成改善後，由本計畫訪查人員與原能會

人員至現場複驗檢測或文件確認，均已符合相關管制規定。 

本計畫廣泛蒐集國際相關文獻與資料，深入研析與建立適合之輻射風

險評估方法，分析彙整常用於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偵測之

偵檢器的檢測特性與適用性，此外，依據現場訪查與實測劑量結果之統計分

析及考量可能發生異常情況所導致人員劑量所評估之風險結果，進一步對

現行管制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源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管之具體建

議；107 年之具體成果包括完成論文投稿共 2 篇、培育研究生 2 人參與研究

計畫、完成研究成果報告，供主管機關日後對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管理的參

考。 

本計畫主持人已於 3 月 14 日及 11 月 23 日至原能會進行 107 年二次工

作方法與進度簡報。綜合而言，本計畫依據契約書規訂之方法與要求進行，

符合原規劃之進度與成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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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內使用靜電消除器各單位證照申請之最大持有量及實際持有之

X 光管數量及檢測率 

 

編號 證照號碼 單位名稱 縣市 

 107 年 

申請

量(控

制器) 

X 光

管球

總數

量 

控制

器總

數量 

機

台

總

數 

X 光

管球

檢測

數 

控制

器檢

測數 

機台

檢測

數 

控制

器檢

測率

(%) 

機台

檢測

率 

(%) 

1 登設字 2008626 號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

司(龍潭廠)           
桃園市 2000 1186 1126 155      

2 登設字 2008636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T3 廠 )         
苗栗縣 1000 144 144 64      

3 登設字 2008640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龍科廠)            
桃園市 1200 779 534 128      

4 登設字 2008642 號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

司(楊梅廠)            
桃園市 200 46 45 14      

5 登設字 2008644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B 廠             
台南市 1000 853 733 153 156 136 15 18.6 9.8 

6 登設字 2008651 號            

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

司台南科學園區分公

司                    

台南市 350 306 196 51 58 40 10 20.4 19.6 

7 登設字 2008652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C 廠             
台南市 71 2 2 2      

8 登設字 2008653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台中廠)           
台中市 3500 2943 2187 480 97 61 10 2.8 2.1 

9 登設字 2008668 號            
凌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二廠)            
苗栗縣 15 7 7 7      

10 登設字 2008669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分公司 (龍潭

廠)                

桃園市 500 414 248 98      

11 登設字 2008680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三廠)            
新竹市 300 1 1 1      

12 登設字 2008684 號            
凌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八德廠)          
桃園市 400 133 119 43      

13 登設字 2008694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分公司 (華亞

廠)                 

桃園市 2000 1182 481 181 38 32 10 6.7 5.5 

14 登設字 2008706 號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樹谷分公司                
台南市 800 374 361 90      

15 登設字 2008709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A 廠             
台南市 250 132 132 33 70 64 10 48.5 30.3 

16 登設字 2008710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T1 廠)              
苗栗縣 1000 460 261 75 115 53 15 20.3 20.0 

17 登設字 2008712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L5 廠)           
新竹市 150 143 81 21 55 38 10 46.9 47.6 

18 登設字 2008796 號            
立景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台南市 2 2 1 1      

19 登設字 2008835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F 廠             
高雄市 1000 375 14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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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登設字 2008872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D 廠             
台南市 1200 584 376 88      

21 登設字 2009027 號            
台灣大日印光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5 2 2 1      

22 登設字 2009220 號            
美商蘋果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桃園市 200 17 10 8      

23 登設字 2009330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T2 廠)            
苗栗縣 800 442 436 61      

24 登設字 2009816 號            
智晶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苗栗縣 10 1 1 1      

25 登設字 2010102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 (后里廠)           
台中市 2500 616 284 97      

26 登設字 2010509 號            
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南科廠              
台南市 20 13 6 6      

27 登設字 2010659 號            
和鑫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南科廠)                
台南市 10 63 27 6      

28 登設字 2011223 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 (十二廠

四期/五期)                  

新竹縣 20 4 4 4      

29 登設字 2012256 號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十五廠)               
台中市 100 1 1 1      

30 登設字 2013717 號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新竹縣 5 2 2 1      

31 登設字 2013799 號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L6 廠)              
高雄市 800 174 114 39 52 28 10 24.6 25.6 

32 登設字 2013819 號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桃園分公司 (台南

廠)                

台南市 120 75 75 27      

33 登設字 2014337 號 
凌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廠 
新竹縣 50 8 7 5      

總               數 21578 11484 8146 1990 641 452 90 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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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107 年檢測紀錄表列資料（移動型 X 光機 86 台，複查 3 台；X 光

管式靜電消除器 90 台，複查 1 台；動物用 X 光機 82 台，複查 8 台，

總計 258 台，複查 12 台） 

 

(一)移動型 X 光機 (檢查 86 台，複查 3 台)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1 3 月 20 日 中華鍋爐協會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18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 3 月 20 日 華聿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5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 3 月 20 日 台灣桃園農田水利會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22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 3 月 22 日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935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 3 月 22 日 豐億鋼鐵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95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 3 月 22 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03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 3 月 30 日 大甲永和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10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 3 月 30 日 新萊應材科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684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9 3 月 30 日 新萊應材科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108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10 4 月 10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3008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1 4 月 10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3009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2 4 月 10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2626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3 4 月 10 日 榮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3499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4 4 月 10 日 金盛興銀樓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3075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5 4 月 11 日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台南市 登設字 2014180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6 4 月 11 日 三藝塑膠顏料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256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7 4 月 11 日 興固實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3292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8 4 月 13 日 常廣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35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19 4 月 13 日 巨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06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0 4 月 13 日 三衛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02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1 4 月 13 日 志豐金屬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062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2 4 月 17 日 昶瑞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69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3 4 月 17 日 阿爾發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76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4 4 月 17 日 廣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81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5 4 月 17 日 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93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6 4 月 20 日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1262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7 4 月 20 日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1224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8 4 月 20 日 宏邦資源回收行 苗栗縣 登設字 201282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9 5 月 3 日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14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0 5 月 3 日 元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34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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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5 月 3 日 中央造幣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932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2 5 月 3 日 中央造幣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09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3 5 月 7 日 榮廣實業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1060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4 5 月 17 日 冠崴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43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5 5 月 17 日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54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6 5 月 17 日 
台灣萬騰榮先進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91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7 5 月 17 日 忠忠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0761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8 5 月 22 日 正大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275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9 5 月 22 日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48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0 5 月 22 日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27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1 5 月 22 日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67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2 5 月 22 日 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7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3 5 月 23 日 博淳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08345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4 5 月 23 日 中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358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5 6 月 5 日 銓化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0208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6 6 月 5 日 庭聖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0625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7 6 月 5 日 新光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25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8 6 月 8 日 大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26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9 6 月 20 日 盟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304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0 6 月 20 日 喬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008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1 6 月 20 日 盟立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24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2 6 月 20 日 德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40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3 7 月 12 日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

所 
嘉義市 登設字 201238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4 7 月 13 日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370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5 7 月 13 日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327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6 7 月 13 日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327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7 17 月 24 日 詠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登設字 201345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8 7 月 24 日 詠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登設字 201345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9 7 月 24 日 阡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登設字 201275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0 8 月 17 日 凰瑋精密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登設字 201168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1 18 月 17 日 泰珹珠寶銀樓       彰化縣 登設字 201395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2 8 月 23 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18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3 8 月 31 日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80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4 8 月 31 日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57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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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8 月 31 日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57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6 9 月 4 日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汐止二廠)    新北市 登設字 200262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7 9 月 4 日 日揚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249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8 9 月 5 日 中嘉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023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9 9 月 5 日 中嘉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0561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0 9 月 5 日 吉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0449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1 9 月 27 日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54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2 9 月 27 日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281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3 9 月 27 日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28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4 9 月 27 日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18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5 9 月 27 日 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048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6 9 月 27 日 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41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7 9 月 27 日 捷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41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8 9 月 27 日 金長成銀樓     高雄市 登設字 2014021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9 9 月 27 日 上上銀樓      高雄市 登設字 201409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0 9 月 27 日 高雄市金銀珠寶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52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1 10 月 4 日 國立台灣大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618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2 10 月 4 日 國立台灣大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62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3 10 月 16 日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4186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4 10 月 19 日 安東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314 號 劉衛蒼 許芳裕 

85 10 月 19 日 興麥管件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351 號 劉衛蒼 許芳裕 

86 10 月 19 日 台灣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766 號 劉衛蒼 許芳裕 

R-M1 7 月 24 日 新萊應材科技有限公司 (複查) 台中市 登設字 200684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R-M2 8 月 17 日 宏邦資源回收行 (複查) 苗栗縣 登設字 201282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R-M3 10 月 16 日 吉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複查)     台北市 登設字 200449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二)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檢查 90 台，複查 1 台)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1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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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10 3 月 19 日 友達光電公司(L5 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087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11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2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3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4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5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6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7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8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9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0 3 月 21 日 群創光電公司(L6 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1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2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3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4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5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6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7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8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9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30 3 月 31 日 友達光電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53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31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2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3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4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5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6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7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8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39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0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1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2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3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4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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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 月 30 日 群創光電(B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46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7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8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9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0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1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2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3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4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5 7 月 31 日 群創光電(A 廠 )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6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7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8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9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0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1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2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3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4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5 8 月 1 日 瀚宇彩晶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65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6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7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8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9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0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1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2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3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4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5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6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7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8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9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0 8 月 29 日 群創光電(T1 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871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第 51 頁 

 

81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2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3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4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5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6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7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8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9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90 10 月 2 日 友達光電(華亞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R1 9 月 28 日 群創光電(A 廠 ) (複查)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7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三)動物用(獸醫)X 光機(檢查 82 台，複查 8 台)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1 3 月 13 日 超群動物醫院  新竹縣 登設字 1005742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2 3 月 13 日 築心動物醫院  新竹市 登設字 2014047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3 3 月 13 日 築心動物醫院  新竹市 登設字 2013758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4 3 月 16 日 劍橋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7375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 3 月 16 日 楊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925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 3 月 16 日 尼古拉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2506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 3 月 28 日 弘愛犬貓專科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0447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8 3 月 28 日 不萊梅特殊寵物專科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476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9 3 月 29 日 皇家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4130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0 4 月 24 日 春天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0041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1 4 月 24 日 全國貓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20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2 4 月 24 日 全邑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26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3 4 月 24 日 毛導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174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4 4 月 25 日 冠生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00884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5 4 月 25 日 英國皇家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02534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6 4 月 25 日 凡賽爾賽鴿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1000285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7 4 月 25 日 諾德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00464 號 劉衛蒼 黃蜂運 

18 4 月 27 日 瑞慶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100667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19 4 月 27 日 亞太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1191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0 4 月 27 日 友愛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0896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1 4 月 27 日 中美獸醫院和緯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09221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2 4 月 27 日 中美獸醫院和緯院    台南市 登設字 101938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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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 月 30 日 豪斯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1308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4 4 月 30 日 仁美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1011944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5 5 月 1 日 慈愛動物醫院小北分院 台南市 登設字 101853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6 5 月 1 日 惠群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11916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27 5 月 8 日 小野菊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02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8 5 月 8 日 伯特利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53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29 5 月 8 日 北大奇緣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0921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0 5 月 10 日 寵物當家動物醫院   彰化縣 登設字 100477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1 5 月 10 日 慧光動物醫院   彰化縣 登設字 201209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2 5 月 10 日 波比寵物專科診所     苗栗縣 登設字 101429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3 5 月 10 日 全民動物醫院       苗栗縣 登設字 102698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4 5 月 15 日 設想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043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5 5 月 15 日 牧羊人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38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6 5 月 15 日 圓霖動物醫院南崁分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76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7 5 月 15 日 樂福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90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8 5 月 29 日 中山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814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39 5 月 29 日 中山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819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0 5 月 29 日 台北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08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1 5 月 29 日 日健動物綜合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40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2 5 月 30 日 維康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99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3 5 月 30 日 樂沛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429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4 5 月 30 日 大湖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0317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5 5 月 30 日 納嘉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261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6 6 月 12 日 翰林獸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0238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7 6 月 12 日 佳佳獸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0858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8 6 月 12 日 提姆沃克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0119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49 6 月 12 日 德欣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147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0 6 月 27 日 貝恩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862 號 劉衛蒼 許芳裕 

51 6 月 27 日 太僕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2681 號 劉衛蒼 許芳裕 

52 6 月 27 日 德心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64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53 7 月 5 日 東尚動物醫院   基隆市 登設字 2010181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4 7 月 12 日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嘉義市 登設字 2012998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5 7 月 12 日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附設動物醫院   嘉義市 登設字 200756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6 7 月 12 日 佑安動物醫院  雲林縣 登設字 100412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7 7 月 20 日 大敦寵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042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58 7 月 20 日 吉美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35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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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7 月 20 日 佳群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01231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60 7 月 30 日 德洲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488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1 7 月 30 日 柏林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101048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2 7 月 30 日 世全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0449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3 7 月 30 日 一嘉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809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4 8 月 10 日 向陽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199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5 8 月 10 日 大禾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180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6 8 月 10 日 大台北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721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7 8 月 10 日 惟心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06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8 8 月 14 日 宏誠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10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69 8 月 14 日 宏誠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263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0 8 月 14 日 獴獴加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1145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1 8 月 14 日 青青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1004827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2 8 月 17 日 心愛動物醫院   南投縣 登設字 200769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3 8 月 23 日 捷飛達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0976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4 8 月 23 日 仁集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02592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5 8 月 23 日 悅生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1004330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76 9 月 11 日 喜樂地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100473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7 9 月 12 日 小森林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082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8 9 月 12 日 頑皮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93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79 9 月 12 日 集賢愛生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010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0 9 月 12 日 毛孩子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02634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81 9 月 19 日 南京太僕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17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82 9 月 19 日 新亞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002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R-A1 9 月 11 日 設想動物醫院(複查)   桃園市 登設字 201043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R-A2 9 月 12 日 翰林獸醫院(複查) 新北市 登設字 2002386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R-A3 9 月 19 日 中山動物醫院(複查) 台北市 登設字 2008146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R-A4 9 月 19 日 中山動物醫院(複查) 台北市 登設字 2008197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R-A5 10 月 2 日 設想動物醫院(複查)   桃園市 登設字 2010433 號 劉衛蒼 陳永泰 

R-A6 10 月 11 日 大敦寵物醫院(複查)    台中市 登設字 2010423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R-A7 10 月 11 日 吉美動物醫院(複查)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35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R-A8 11 月 9 日 吉美動物醫院(複查)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359 號 劉衛蒼 陳宗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