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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益報告 

壹、基本資料 

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 

主 持 人：陳鴻斌 

審議編號：97-2001-02-03-03 

計畫期間(全程)：96 年 01 月 01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 

年度經費：88,078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388,015千元 

執行單位：核能研究所 

貳、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計畫目的 

核設施除役技術發展是所有核能先進國家現階段共同關切及努

力的議題，核電廠運轉及同位素研究與應用所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技術也是各國致力的研究重點。核研所(以下簡稱本所)過去三十

幾年建立的核燃料循環研究用實驗設施及台灣研究用反應器(Taiwan 

Research Reactor，簡稱TRR)，已陸續完成各項研究任務，進入除污除

役階段，未來將逐步完成相關設施之拆除工作。為安全達成本所核設

施拆除與再利用、建立國內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與處置技術的任務需

要，擬定「精進核設施除役規劃與執行能力」、「審慎執行核設施拆除

與重整，達成解除管制及廠房再利用」、「積極研發放射性廢棄物檢整、

除污減量、安定化處理、及安全貯存技術」及「建立國內低放廢棄物

最終處置自主技術與評估用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的可行性」等四項總

體計畫執行方向，在既有之基礎上逐步推動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

技術發展，藉以精進自我技術能力，建立自主之除役規劃、拆除工法、

模擬技術、廢棄物管理等技術，其技術及經驗可為國內核反應器除役

之範例。旨在落實核設施除役作業源頭減量理念，減少核廢棄物處置

數量，同時，增進放射性廢棄物管理效能，確保最終處置系統營運可

靠度，提高核能安全，消除社會大眾之疑慮，並達成下列階段性目標： 

 建立核設施除役技術，應用於本所研究用反應器之拆除，累積知識

與實務經驗，以貢獻於下階段國內核設施除役之需要。 

 配合國內核設施除役之需求，建立核設施與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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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以降低管制之成本與負擔，促進資源充分應用。 

 開發超 C 類之有機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技術，有效解決該等廢棄物之

減量與安全貯存問題，以確保管理之安全；研發具減廢效能之除役

大件(量)廢棄物與系統設備除污技術，以提高符合清潔標準之除役廢

棄物比例，降低廢棄物數量，並增進除役作業之安全。 

 發展本土化最終處置場安全審查技術，用以評估並確保籌建中之低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之安全。 

 探討用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的可行性，作為我國用過核子燃料在深

地層最終處置選擇外的選項參考。 

二、計畫架構(含樹狀圖) 

依照原子能領域規劃之發展重點策略方向，本計畫全程 4 年，本

(97)年度為 4 年期之第 2 年計畫，將 96 年度三項分項計畫整併成二項

分項計畫：第一分項為「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96~99)」；

第二分項為「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發展(96~98)」，分

項計畫項下各包含四個子項計畫。 
 
 

分支計畫 分項計畫 子項計畫 

 
 
 
 
 
 
 
 
 
 
 
 
 
 
 
 
 

1.核設施除役及解除

管制技術研究(2/4)

2.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及處置技術研究與

發展(2/3) 

1.1 研究用反應器拆除技術研究(2/4) 

1.2 高活度污染設施處理技術研究(2/4) 

1.3 超鈾儲存設施拆除技術發展(第二期)(2/3)

2.2 除役大件(量)廢棄物與系統設備除污技術

精進與設施性能改善研究(2/3) 

2.3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審查技

術研究(第二期)(2/2)

2.4 用過核燃料長期貯存可行性分析(2/3) 

2.1 超 C 類放射性廢樹脂處理技術研究(2/3) 

1.4 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技術研

究(3/3)

核
設
施
除
役
及
廢
棄
物
管
理
技
術
之
發
展
與
應
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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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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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主要內容 
本計畫包括：「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及「放射性廢

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發展」等二分項計畫，本(97)年度為 4 年

期程之第 2 年計畫，計畫主要執行內容如下： 

(一)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 

本分項計畫分成四個子項計畫，分別研究 TRR 爐體拆除關

鍵技術、高活度污染設施處理方法、超鈾儲存設施拆除技術，以

及解除管制之量測與評估技術等，研擬清除工法並審慎執行，以

確保高污染設施及未來爐體拆除工作之安全，抑低除役廢棄物

量，並配合知識管理需求提升除役規劃及拆除技術。目標在於建

立自主之除役規劃、拆除工法、模擬技術、廢棄物管理等技術，

其技術及經驗可為國內核反應器除役之範例。 

1. 研究用反應器拆除技術研究：針對 TRR 爐體，建立除役工程支

援系統、活化及污染組件核種和活度評估技術、大型切割機具

及應用模式，及執行爐體拆除技術之安全評估與模擬操作，配

合 3D 視覺模擬系統，提供計畫管理及工程工法評估等之依據。

主要執行包括：(1)爐內組件 3D 工程模擬技術建立；(2)TRR 爐

體工程資料彙整；(3)研究及建立水下防輻射監視系統技術；(4)

爐內組件及相關設施取樣分析技術研究。 

2. 高活度污染設施處理技術研究：針對本所相關高污染設施設備

拆解、池水淨化與高污染廢棄物污染清除技術建立，包括用過

燃料、廢樹脂、鈾粉等建立安定化與安全貯存技術，並審慎執

行，降低污染擴散之風險，抑低拆除廢棄物產量。主要執行包

括：(1)執行高活度廢樹脂傳輸暫貯；(2)執行用過燃料運送及安

定化作業；(3)建立鈾粉乾燥及運傳送技術；(4)建立高污染設施

池水淨化及污染清除技術；(5)建立高污染設施除污及設備拆除

技術。 

3. 超鈾儲存設施拆除技術發展(第二期)：針對核化學實驗室的手套

箱及 5 個廢液暫存桶槽等大型超鈾重污染設施之拆除，審慎研

究建立作業程序及適切之輻射防護技術，並據以就地執行切

割、拆除、清運、裝箱及運貯。主要執行包括：(1)隔離操作室

及通風負壓系統建置、測試、運轉；(2)016 館 Unit 20 大型超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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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箱及五個大型超鈾廢液暫存桶槽周邊環境除污清理；(3)016

館鉛室分析線拆除清理安全分析報告撰寫、送審；(4)016 館中、

高負壓及煙櫃排風系統與阿伐廢液管路整建及拆除清理規劃。 

4. 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技術研究：配合核設施之除役

進行解除管制相關之資訊管理系統研發與建置、偵測與劑量評

估技術建立、偵測作業計畫建立與測試，及審查與量測追溯等

研究，以確保我國除役廢棄物管理之經濟性、安全性與可靠性。

主要執行包括：(1)待解除管制資訊管理系統建置作業；(2)設計

場邊高靈敏度污染計測與辨識儀具；(3)建立劑量評估品質保證

程序；(4)完成人員劑量合理抑低評估技術之規劃研究；(5)建立

除役完整建物解除管制量測流程及作業規範；(6)建立符合 ISO 

17025 要求之檢測服務中心；(7)建立輸送帶篩檢系統。 

(二)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發展包括： 

本分項計畫分成四個子項計畫，分別研發 TRR 除役所產生

屬於超C類廢棄物之高活度廢樹脂與核子醫用所產生之有機液體

廢棄物等之減容與安定化處理方法、研發除役產生之大件與大量

廢棄物以及系統設備具減廢效率之方法與技術、配合管制單位的

管制技術需求進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審查技術研

究，以及評估先進國家所採用的用過核子燃料地表或地面下長期

貯存之可行性，目標在於解決難處理廢棄物之減容與安定化問

題，確實落實除役廢棄物之減量，以及建立本土化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安全評估技術，提供主管機關未來進行處置場安全審查之

技術需求，及探討我國用過核子燃料在選擇深地層最終處置前的

過渡選項。 

1. 超 C 類放射性廢樹脂處理技術研究：研發安全及有效率的超 C

類廢廢樹脂與有機液體廢棄物等之處理方法及設備，並確保處

理後之品質與貯存安全，以解決此類廢棄物的減容與安定化處

理問題。主要執行包括(1)精進濕式氧化法處理超 C 類廢樹脂之

可行性評估；(2)研發最適處理技術；(3)處理系統之基本設計與

細部設計。 

2. 除役大件(量)廢棄物與系統設備除污技術精進與設施性能改善

研究：精進污染金屬除污設備效能，及開發適合現場污染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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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物件及建築物牆面與混凝土屏蔽等之除污方法及其除污介

質，及二次廢棄物相關處理技術及其資源回收再利用方法，使

除役工程中能獲得充分減廢。主要執行包括(1)改善除污二次廢

棄物處理技術，回收有用資源並精減處理設備，使其更具移動

性以配合現場除污使用需求；(2)規劃改善商用廢棄膠體除污劑

之減廢及回收處理技術，減少其使用成本；(3)進行混凝土體廢

棄物化學浸漬除污測試並改善其操作條件，並研擬後續固液分

離相關化工程序；(4)支援 012 館金屬廢棄物除污設備運轉技術

改善。 

3.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審查技術研究(第二期)：建立源

項分類技術與廢棄物接收標準，研究影響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的安全因素，結合國內學術界進行處置坑道穩定性評

估、處置場址設計地震研擬、回填材料工程特性研究、混凝土

障壁與承裝容器之劣化模式與使用壽命評估等研究，作為管制

機關進行處置場安全審查作業之依據或參考。主要執行包括(1)

進行國外案例之安全評估之模擬驗證；(2)完成生物圈評估模式

審查要點研擬；(3)建立混凝土包裝容器之耐久性評估技術；(4)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環境因子及障壁材料耐久性因子敏感度

分析；(5)建立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混凝土障壁服務年限預估

模式；(6)完成低放處置場異常狀況之輻射劑量評估。 

4. 用過核燃料長期貯存可行性分析：就世界上與我國有相似環境

限制的先進國家所採用的用過核子燃料地表或地面下長期貯存

概念，加以分析與評估探討，以作為我國用過核子燃料在選擇

深地層最終處置以外的參考。主要執行包括(1)長期監測技術探

討及用過核子燃料再取回可行性評估；(2)長期貯存設施與作業

概念分析。 

四、主要執行成果 

本年度分支計畫量化績效指標產出(詳如附錄二)包括：期刊論文

14 篇(國內 4 篇/國外 SCI 接受刊登 1 篇/國外 SCI 申請 9 篇)、研討會

論文 13 篇(國內 9 篇/國外 4 篇)、技術報告 87 篇、專利申請 15 件(國

內 9 件/國外 6 件)、專利獲得 3 件(國內 3 件)、技服收入 120,074 千元、

技術授權金 3,299 千元、委託計畫簽約金 53,406 千元；各分項計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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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執行成果如下： 

(一)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 

1. 研究用反應器拆除技術研究 ( 成果佐證資料如附錄一

1-1-1~1-1-12) 

(1)完成 TRR 工程資料之蒐集彙整、紙本整理及電子化，累計約

4,000 張藍圖及 1,070 份文件。 

(2)建立 TRR 資料檢索系統，完成系統建置，並完成與除役資訊

管理系統連結測試。 

(3)完成 TRR 爐體及爐內組件 3D 模型建立，工程數位模擬規劃

和軟體評估、並應用於拆除程序研究發展中。 

(4)完成爐內組件輻射劑量率量測及活度評估資料彙整，並做拆

除時之工程估算。 

(5)完成爐內組件拆除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分類及數量概

估。 

(6)提出爐體拆除程序之概念規劃。 

2. 高活度污染設施處理技術研究 (成果佐證資料如如附錄一

1-2-1~1-2-6) 

(1)完成高活度廢樹脂移貯設備安裝於 012 館 023 房內。 

(2)完成 TRR 燃料池高活度廢樹脂移貯作業程序模擬測試。 

(3)完成二根用過燃料運送及安定化作業；並在物管局人員察證

下，完成用過燃料安定化產物暫貯護箱作業前測試。 

(4)完成鈾粉收集 35 罐及鈾粉移貯規劃。 

(5)完成燃料池中 25 桶廢棄設備之清理。 

3. 超鈾儲存設施拆除技術發展(第二期) (成果佐證資料如附錄一

1-3-1~1-3-9) 

(1)完成「016 館大型超鈾設備廢棄清理計畫」結案報告及光碟 4

片，原能會 7 月 25 日物一字第 09700016461 號函同意備查。 

(2)完成「016 館分析線鉛室除污計畫書」，原能會 9 月 16 日會

輻字第 0970015173 號函同意核備。 

(3)完成「016 館運轉安全分析報告」，職安會 7 月 18 日安會字

第 0970000124 號函准予備查。 

(4)分析線鉛室污染狀況取樣，α：~20 Bq/100cm2、β：3.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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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100cm2 、γ：900 Bq/100cm2。 

(5)建置 3 個隔離操作區，包括 G32 室拆除分離作業區、A55 室

切割減容作業區與 A43 室包裹、裝箱、裝桶處置作業區。(6)

完成六只盛裝容器之木箱移位與保養及隔離操作區輻防儀器

規劃與配置及測試。 

(7)完成「016 館分析線鉛室除污(拆除)作業程序書」5 份，職安

會 11 月 4 日安會字第 0970000172 號函同意備查。 

(8)11 月 10~12 日完成 016 館分析線鉛室鉛屏拆除教育訓練與輻

射工作人員聯合演練。 

(9)完成 016 館分析線鉛室週邊設施與外圍鉛屏拆除、除污，12

月 12 日將 25 塊總重 26 噸鉛牆送化工組 031 館貯存。 

4. 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技術研究(成果佐證資料如附錄

一 1-4-1~1-4-19) 

(1)完成 4 偵檢頭型桶型表面劑量率偵測系統製作及測試。 

(2)完成輸送帶篩檢系統建立與性能測試報告，配合設施除役現

場作業，進行貨櫃改裝及各類不同高度樣品量測效率校正檔

建立。 

(3)完成 SWAM2 總加馬量測系統性能測試，執行廢金屬外釋作

業，完成 SWAM2 總加馬比活度量測 600 桶；Q2 比活度驗證

量測 252 桶；協助職安會抽驗量測 12 桶。 

(4)與國家實驗室合作完成國內首屆解除管制試樣量測與分析能

力試驗試運作，共有台電核一、二、三廠保物課、放射試驗

室、原能會物管局及 TAF 等 6 個單位 14 部儀器參加，完成

總結研討會一場，同時訂定「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量測技

術規範」並通過主管機關審核。 

(5)解除管制量測實驗室參加並所有參加項目皆通過國內首屆

「解除管制試樣量測與分析能力試驗」。 

(6)建立解除管制量測實驗室，並完成品質手冊 1 份、品保程序

書 23 份及作業程序書 10 份，以符合 ISO 17025 品質系統，

由全國認基金會(TAF)於 11 月 13 日進行現場評鑑。 

(7)完成廢金屬 600 桶(約 90 公噸)初測篩選，均符合標準。完成

前後二次標售作業及外釋清運資源回收，共外釋有廢金屬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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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共 80.9 公噸)。 

(8)完成資訊系統包括：解除管制資訊管理系統、除役專案資訊

管理系統、化工組廢棄物管理資訊系統及人員劑量管理系統

之建置。 

(9)完成 RESRAD-BUILD 及 COMPASS 應用程式之研究及試運

算測試，並建立建物解除管制範例；完成「核設施建物解除

管制量測作業規範之劑量評估」報告一篇。 

(10)完成一般性混凝土廢棄物及廢金屬外釋計畫書，已於 11 月

送主管機關審查。 

(11)「建立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活度量測驗證制度」參加「原子能

委員會參與及建議制度建議案」獲選為「優等獎」，並將代

表原能會提報行政院參加評審。 

(12)解除管制團隊獲得原能會「97 年度放射性物料安全營運」

績優團體獎，另武及蘭小姐則獲得績優個人獎。 

(二)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發展 

1. 超 C 類放射性廢樹脂處理技術研究(成果佐證資料如附錄一圖

2-1-1~2-1-7) 

(1)完成超 C 類廢棄物處理方法(人造岩石固化)，選擇性吸附劑

(吸附 Pu、Sr 或 Cs)等相關資料之蒐集，以及模擬超 C 類廢棄

物之降級實驗規劃。 

(2)完成 SCWO 模擬操作教育訓練，並派送操作人員前往台北市

鍋爐壓力容器協會接受「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人員」與「第

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訓練。 

(3)完成「廢棄物脫除 TRU 之研究」與「有機廢棄物之超臨界水

氧化(SCWO)處理研究」兩案委託義守大學合作。並完成利用

SCWO 設備於溫度、壓力等操作變因，對不含金屬廢液之破

壞率，以及氧化矽基材結合 CMPO 吸附劑之合成與該吸附劑

之效益分析。 

(4)完成樹脂吸附 Co、Sr、Ce 及 Nd 等實驗，並進行以不同濃度

之硝酸、硫酸與磷酸流洗脫附實驗。 

(5)就成本、減容效益以及廢棄物後續安定化品質面，完成以濕

式氧化法處理超 C 類廢樹脂之可行性評估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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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以濕式氧化法處理樹脂之 pH 值、雙氧水流率、雙氧水

用量、觸媒濃度等控制變因實驗。 

(7)完成以Fe(OH)3共沉澱法處理Co、Sr及Nd之實驗。 

2. 除役大件(量)廢棄物與系統設備除污技術精進與設施性能改善

研究(成果佐證資料如附錄一 2-2-1~2-2-26) 

(1)完成 012 館除污設施性能改善計 12 件，另精進除污劑再生技

術，使 Cs 移除率由 5%提升至 90%以上。 

(2)完成無機水性乳膠除污劑配方實驗，此一膠體於靜置時呈凝

膠態，使用時攪拌呈流體態即可使用，方便運送及保存。 

(3)完成無機水性乳膠除污劑(EH-5)配方比例實驗，結果顯示組

成份以 EH-5 為 15%之效果最佳。 

(4)完成添加不同除污劑成份(EDTA、OXALIC、CITRIC、H2SO4)

至EH-5(15%)膠體等實驗效果測試。 

(5)完成水泥碎塊污染去除之微波輔助除污法功率影響及作用時

間等除污操作條件測試、化學浸漬溶液配方精進改善及低劑

量核種電化學除污可行性測試與最佳操作條件測試，其中以

電化學法可達外釋標準 0.1Bq/g 以下。 

(6)智慧型膠體除污技術研發獲得本所 40 週年所慶「技藝競賽

獎」及鍾人傑先生獲得原能會「97 年度放射性物料研究發展

傑出貢獻個人獎」。 

3.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審查技術研究(第二期) (成果佐

證資料如附錄一 2-3-1~2-3-9) 

(1)進行工程障壁異常情節安全因素群(FEPs)之彙整，及完成安

全評估參數列表，並進行參數數值合理性分析安全評估，同

時進行藉由安全因素群(FEPs)之彙整，及完成安全評估參數

列表，並進行整合模組之驗證，分別利用 FEHM、解析解與

GoldSim 三個程式進行核種傳輸之比對，完成「發展簡化且

具代表性安全評估模式建立技術」技術報告投稿於國內期刊

發表。並據以進行模擬案例之案例驗證程序，所得結果撰寫

成「建立與驗證 GoldSim 平台的離散裂隙網路技術」技術報

告。 

(2)分別針對廢棄物罐、回填材料、結構材料與襯砌、排水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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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覆蓋材料等五項材料及其功能進行探討，並完成「低放射

性廢棄物處置場工程障壁材料之耐久性影響因子分析」技術

報告。同時針對可能之坑道與近地表處置方式進行工程障壁

材料敏度分析，完成「On the Distribution Type of Uncertain 

Input for Probabilistic Assessment」技術報告並投稿於之國外

SCI 期刊，並由後續分析得到材料對核種之分配係數對核種

釋出之影響最為顯著，其他因素為環境地下水對核種之溶解

度亦顯得相對重要。 

(3)由於安全分析所發展而衍生之分析資料、參數數值、引用文

獻，以及分析結果之圖表甚多，且最終處置場安全分析歷時

長遠，因此建置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安全分析資料庫，

以儲存歷年研發之成果。此資料庫目前完成以 E-R Model 分

析地形與地貌、地質與地震、天然資源、生態、交通狀況等

資料實體關聯、氣象資料相關實體關聯、地表水資料相關實

體關聯、地球化學、大地工程特性等資料相關實體關聯之建

立。 

(4)完成模擬評估潛在場址未來若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在

運轉時之異常事件(包含火災、自由落體散落、氣動懸浮)的工

作人員與民眾的輻射劑量，經評估結果顯示，該設施於運轉

異常時，對於工作人員與民眾所造成最大輻射劑量，分別為

0.389、8.05E-4 mSv，均遠小於法規限值。並完成「低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運轉異常之輻射劑量評估」技術報告。 

4. 用過核燃料長期貯存可行性分析 (成果佐證資料如附錄一

2-4-1~2-4-2) 

(1)完成長期貯存引起環境變化要因與貯存系統行為分析，及監

測的角色、原則及監測項目類別等。 

(2)完成我國用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設施功能需求及期貯存作業

概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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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度預定目標及執行成果對照表 

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 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達成狀況 差異分析 

一、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

術研究 

(一)研究用反應器拆除技術

研究 

1.建立爐內組件 3D 工程

模擬技術 

2.彙整與 TRR 爐體拆除相

關資料 

 

 

 

3.建立爐體及爐內組件活

化及取樣資訊 

 

 

(二)高活度污染設施處理技

術研究 

1.高活度廢樹脂移貯 

 

 

 

2.用過燃料運送及安定化 

 

 

 

3.鈾粉乾燥及傳送規劃 

 

 

4.高污染設施池水淨化及

污染清理 

5.高污染設施除污及設備

清理 

 

(三)超鈾儲存設施拆除技術

發展(第二期) 

1.隔離操作室及負壓系統

建置 

2.超鈾手套箱及廢液桶槽

 

 

 

 

1. 完成 TRR 爐體及爐內組件 3D 模型建

立，工程數位模擬規劃和軟體評估。  

2-1.完成 TRR 工程資料之蒐集彙整、紙本整理

及電子化，累計約 4,000 張藍圖及 1,070 份

文件。 

2.-2.建立 TRR 資料檢索系統，完成系統建置，

並完成與除役資訊管理系統連結測試。 

3-1.完成爐內組件輻射劑量率量測及活度評估

資料彙整，並做拆除時之工程估算。 

3-2.完成爐內組件拆除產生之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分類及數量概估。 

 

 

1-1.完成高活度廢樹脂移貯設備安裝於 012 館

023 房內。 

1-2.完成高活度廢樹脂移貯作業程序模擬測

試。 

2-1.完成暫貯護箱作業前測試。 

2-2. BPCC 於 6 月 18 日檢修完成，完成 25 罐

安定化產物量測；SPCC 偵檢器持續檢修

中，無法執行用過燃料裝罐作業。 

3. 迄 12 月 19 日止完成收集 35 罐鈾粉；已累

計收集 125 罐鈾粉。完成鈾粉移貯熱室暫貯

可行性評估。 

4. 完成燃料池水懸浮鈾粉濾除實驗設備組裝

測試。 

5. 迄 12 月 19 日止完成 25 桶燃料池中雜項廢

棄物之清理；每週執行燃料池區場地除污作

業。 

 

 

1. 016 館 A55 室切割減容作業區建置隔離操作

室及負壓系統經多次測試運作正常。 

2. 完成 A55、A56、R57 室與 A43、A44 室之

 

 

達成度：100%

 

 

 

 

 

 

 

 

 

 

 

 

達成度：90% 

 

 

 

 

 

因熱室空間執

行台電燃料檢

驗作業，故尚未

進行燃料安定

化產物罐封銲

檢測及運貯，於

12月 22日開始

執行。 

 

 

 

 

達成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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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 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達成狀況 差異分析 

周邊環境清理 

 

3.鉛室分析線拆除安全分

析 

4.016 館後續清理 

 

 

 

(四)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

解除管制技術研究 

1.設計場邊高靈敏度污染

計測與辨識儀具 

 

 

 

2.除役完整建物解除管制

量測流程及作業規範 

 

 

 

 

 

 

 

 

 

3.建立符合 ISO 17025 之

檢測服務中心 

 

 

 

 

 

 

 

 

 

 

4.建立輸送帶篩檢系統 

 

除污與清理，達低輻射、低污染管制區標準

以下，利於後續使用。 

3. 完成「核能研究所 016 館分析線鉛室除污計

畫書」，原能會同意核備。 

4. 完成 016 館現有超鈾廢液(220 公升)、污染水

泥磚塊(130 塊)、各類污染管路(30 支)及中、

高負壓風管之污染檢測與活性評估，並彙集

相關資料建立處理方法及撰寫清理計畫書。 

 

 

1-1.完成四偵檢頭桶型表面劑量率偵測系統系

統規劃、偵檢頭設計、偵測主機設計。 

1-2.完成國內首屆解除管制試樣量測與分析能

力試驗試運作並訂定解除管制試樣量測與

分析能力試驗方法。 

2-1.完成 COMPASS 程式在建物解除管制量測

規劃之應用研究。 

2-2.完成 RESRAD-BUILD 程式在建築物解除

管制劑量評估之應用研究。 

2-3.為建立建物解除管制先期作業量測評估依

據：以 RESRAD-BUILD 及 COMPASS 程

式試運算測試，完成 008 館 322 室放射化

學實驗室、017B 館及 021 館之建物解除管

制範例。 

2-4.完成「核設施建物解除管制量測作業規範

之劑量評估」報告。 

3-1.完成 SWAM2 整桶型廢棄物活度監測器之

性能評估；完成偵檢器調控 DAC 高壓模組

之硬體電路驗證測試與 LabVIEW 量測軟

體驗證測試；同時完成系統性能測試與評

估，應用執行廢金屬外釋作業，完成

SWAM2 總加馬比活度量測 600 桶。 

3-2.參加並通過國內首屆解除管制試樣量測與

分析能力試驗。 

3-3.建立符合 ISO 17025 品質系統之解除管制

量測實驗室，並完成品質手冊 1 份、品保

程序書 23 份及作業程序書 10 份，申請認

證後於 11 月 13 日由 TAF 進行現場評鑑。 

4. 完成輸送帶篩檢系統建立與性能測試報

告，配合設施除役現場作業，進行貨櫃改裝

 

 

 

 

 

 

 

 

達成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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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 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達成狀況 差異分析 

 

5.一般廢棄物外釋計畫送

審 

 

6.除役/解除管制管理資訊

系統建置 

 

及各類不同高度樣品量測效率校正檔建立。 

5. 一般性混凝土廢棄物及廢金屬外釋計畫書

已由本所職安會審查通過；並送主管機關審

查中。 

6. 完成解除管制資訊管理系統、除役專案資訊

管理系統、化工組廢棄物管理資訊系統、人

員劑量管理系統等建置。 

三、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

技術研究與發展 

(一)超C類放射性廢樹脂處

理技術研究 

1.濕式氧化法處理超 C 類

廢樹脂可行性評估 

 

 

 

 

 

 

 

 

2.超 C 類廢樹脂最適處理

技術 

 

 

 

 

 

 

 

 

 

 

 

 

(二)除役大件(量)廢棄物與

系統設備除污技術精進

與設施性能改善研究 

1.改善除污二次廢棄物處

理技術 

 

 

 

 

1. 分別就成本、減容效益以及廢棄物後續安定

化品質進行濕式氧化法處理超C類廢樹脂之

可行性評估，並完成評估報告。TRR 廢樹脂

中含 TRU 核種，經過評估單以濕式氧化法

處理並不合適且不符成本效益。因此原規劃

「處理系統之基本設計與細部設計」工作，

目前則暫無執行之迫切性，將先進行「模擬

超 C 類廢樹脂之模擬 TRU 核種脫除研究」，

待廢樹脂降級後以濕式氧化法處理確認可

行，再進行處理系統設計。 

2. 超C類廢樹脂最適處理技術研發策略為先進

行無放射性樹脂之模擬TRU核種脫除實

驗，確認可行後，再進行實際超C類廢樹脂

之驗證。經脫除TRU後之樹脂，再以濕式氧

化與高效率固化技術(WOHEST)處理，而脫

除之TRU再經沈澱濃縮程序減少其體積，再

妥善規劃其後續之安定化。目前完成樹脂飽

和吸附Co、Sr、Ce及Nd等實驗，以及以硫酸、

硝酸、磷酸等洗脫附實驗。酸洗脫附後的廢

液以共沉澱法處理，目前已完成Co、Sr及Nd

以Fe(OH)3共沉澱實驗。另外，委託義守大

學執行之氧化矽基材結合CMPO吸附劑之合

成，亦可做為發展最適處理技術的參考。 

 

-1.精進除污劑再生技術，銫移除率可由 5%以

1-2. 酸亞鐵結晶法，以

 

 

1

下提升至 90%以上。 

實驗室型除污劑再生硫

 

 

達成度：100%

 

 

 

 

 

 

 

 

 

 

 

 

 

 

 

 

 

 

 

 

 

 

 

 

 

達成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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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 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達成狀況 差異分析 

 

 

2.改善商用廢棄膠體除污

劑回收 

 

 

 

 

 

 

 

3.混凝土廢棄物化學浸漬

除污操作條件改善 

 

 

 

4.支援金屬廢棄物除污設

備運轉 

(三)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場安全審查技術研究

(第二期) 

1.國外案例安全評估模擬

驗證 

 

 

 

 

 

 

 

2.生物圈評估模式審查要

點研擬 

 

 

 

 

 

3.混凝土包裝容器耐久性

評估 

 

批次方式處理 Fe 移除率可達 83.4%。 

改善目前商業化膠體除污劑主要成份為2-1. 水/

2-2. 劑組成份(EH-5)配

3. 完成水泥碎塊污染去除之微波輔助除污法

4. 

. 藉由安全因素群(FEPs)之彙整，及完成安全

2. 放

3. 得混凝土包裝容器之耐

油/界面活性劑等混合而成，於除污完後需

使用大量水清洗之缺點，本研究使用以無

機成分為主，製成膠體除污劑，可直接擦

拭或使用吸塵器吸取方式去除，可減少大

量除污廢水之生成。 

完成無機水性乳膠除污

方比例確認，以 15%效果最佳，且進行除

污劑添加實驗測試效果。 

功率影響及作用時間等除污操作條件測

試、化學浸漬溶液配方精進改善及低劑量核

種電化學除污可行性測試與最佳操作條件

測試，其中電化學法可達 0.1Bq/g 外釋標準。 

完成 012 館除污設施性能改善計 12 件。 

 

 

 

 

1

評估參數列表，並進行參數數值合理性之評

析與評估程式之聯結測試，進行整合模組之

驗證，分別利用 FEHM、解析解與 GoldSim

三個程式進行核種傳輸之比對，完成「發展

簡化且具代表性安全評估模式建立技術」報

告投稿於國內期刊。並據以進行模擬案例之

案例驗證程序，完成「建立與驗證 GoldSim

平台的離散裂隙網路技術」技術報告。 

根據包括概念情節與分析模型、分析之低

射性廢棄物核種描述、核種傳輸特性、輻射

劑量評估、輻射劑量與法規要求等項目，完

成研擬有關處置設施安全評估之生物圈審

查注意事項，並將成果撰寫成「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場生物圈安全分析審查注意事項

研擬」技術報告。 

經國外文獻分析所

久性主要受時間、化學性質、物理性質與生

物性質等因素影響，本工作於 10 月底完成

性質之耐久性評估。經由雙軸攪拌機之組裝

 

 

 

 

 

 

 

 

 

 

 

 

 

 

 

 

 

 

達成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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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 預定目標與預期成果達成狀況 差異分析 

 

 

 

 

4.處置場環境及障壁材料

耐久性因子敏感度分析 

 

 

 

 

 

 

 

 

 

 

5.處置場混凝土障壁服務

年限預估模式 

 

 

6.處置場異常狀況輻射劑

量評估 

 

 

 

 

 

 

 

(四)用過核燃料長期貯存可

行性分析 

1.長期監測探討及用過燃

料再取回評估 

 

 

 

 

2.長期貯存設施與作業概

念分析 

 

與測試，完成混凝土盛裝容器模型廠之建

置。在化學性質方面則完成耐腐蝕擴散實驗

建立，進行及完成提供容器之耐久性評估。 

分別針對廢棄物罐、回填材料、結構材料與4. 

5. 混凝土材料參數、內

6. 若低放射性廢

 

. 完成長期貯存監測的議題釐清，及探討監測

2. 求與作

襯砌、排水材料與覆蓋材料等五項材料及其

功能進行探討，並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工程障壁材料之耐久性影響因子分析」

技術報告。同時針對可能之坑道與近地表處

置方式進行工程障壁材料敏度分析，完成

「On the Distribution Type of Uncertain Input 

for Probabilistic Assessment」技術報告並投

稿於國外 SCI 期刊，並由後續分析得到材料

對核種之分配係數對核種釋出之影響最為

顯著，其他因素為環境地下水對核種之溶解

度亦顯得相對重要。 

分別針對不同之鋼纖維

盛物材料等參數進行電腦模擬測試，完成測

試後，進行並完成不同年限之混凝土障壁壽

命對核種外釋之預估模式。 

完成模擬評估潛在場址未來

棄物最終處置場在運轉時之異常事件(包含

火災、自由落體散落、氣動懸浮)的工作人員

與民眾的輻射劑量，經評估結果顯示，該設

施於運轉異常時，對於工作人員與民眾所造

成最大輻射劑量，分別為 0.389、8.05E-4 

mSv，均遠小於法規限值。本項成果並完成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運轉異常之

輻射劑量評估」技術報告。 

 

1

的角色、基本原則、類別、必要資訊、引起

貯存環境變化要因、貯存系統行為。監測的

項目包含貯存場結構退化、廢棄物包件行

為、貯存場範圍的化學變化、周遭岩體的變

化、環境資料、核子保防等六類。 

完成用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設施需

業概念研究，包含地表廠房式或地下坑道式

長期貯存設施型式。 

 

 

 

 

 

 

 

 

 

 

 

 

 

 

 

 

 

 

 

 

 

 

 

 

 

 

 

 

 

達成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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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畫經費與人力執行情形 
一、計畫經費執行情形： 

(一)計畫結構與經費(金額單位：千元) 

細部計畫 
(分支計畫) 

研究計畫 
(分項計畫) 

名稱 經費 名稱 經費 
主持人 執行機關 備註 

(子項計畫) 

核設施除役
及廢棄物管
理技術之發
展與應用 

88,078  陳鴻斌 核能研究所 
工程組 

 

 

 核設施除役

及解除管制

技術研究 

57,993 喬凌寰 核能研究所 
工程組 

1.研究用反應器拆
除技術研究-工程
組(7,016) 

2.高活度污染設施
處理技術研究-工
程組(33,281) 

3.超鈾儲存設施拆
除技術發展-化學
組(8,876) 

4.核設施及放射性
廢棄物解除管制
技術研究-保物組
(8,820) 

 
 

 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及處

置技術研究

與發展 

30,085 蔡光福 核能研究所 
化工組 

1.超 C 類放射性廢
樹脂處理技術研
究-化工組(6,917) 

2.除役大件(量)廢棄
物與系統設備除
污技術精進與設
施性能改善研究-
化工組(7,985) 

3.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場安全
審查技術研究-化
工組(13,120) 

4.用過核燃料長期
貯存可行性分析-
化工組(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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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資門經費表 

預算數(執行數) /元 
合計 

項目 

會計科目 
主管機關預算
(委託、補助) 

自籌款
金額(元) 占總經費% 

備註 

一、經常支出     
原計畫分配數
流用 191,335 元
至資本支出 

1.人事費      

2.業務費 50,129,000  49,937,665
(49,649,843)

56.70% 
(56.37%) 

1.保留數 157,431元

2.節餘 130,391 元

3.差旅費      

4.管理費      

5.營業稅      

小計 50,129,000  49,937,665
(49,649,843)

56.70% 
(56.37%) 

保留 157,431 元

二、資本支出     
原計畫分配數
由經常支出流
入 191,335 元 

1.設備費 37,949,000  38,140,335
(38,124,863)

43.30% 
(43.29%) 

節餘 15,472 元 

小計 37,949,000  38,140,335
(38,124,863)

43.30% 
(43.29%) 

 

金額 88,078,000  88,078,000
(87,774,706)

100.00% 
(99.66%) 

1.保留數 157,431元

2.節餘 145,863 元合
計 占總經費%： 

(執行數總預算) 100%  99.66%   

※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 

計畫經費運用係依據預算分配及施政計畫資本門項目表，每月定期

檢討實際執行狀況之比較分析，以提昇經費活用及結報率。本年度計畫

經常支出預算數為 49,937,665 元，實際結報數為 49,649,843 元，執行率

達 99.42%。惟「012 館南/北廂房及燃料池屋頂防漏修繕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監造」案中監造經費 157,431 元，配合防漏修繕工程需予辦理保留至

98 年 3 月完工驗收後付款；資本支出預算數為 38,140,335 元，實際結報

數為 38,124,863 元，執行率達 99.96%；經資門支出合計預算數為

88,078,000 元，實際結報數合計為 87,774,706 元，總經費執行率達

99.66%，本年度保留 157,431 元，節餘 145,863 元繳庫，執行情形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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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力運用情形： 

(一)計畫人力(人年) 

計畫名稱 
執行

情形
總人力 研究員級 副研究員級

助理 
研究員級 

助理 

原訂 41.95 2.48 10.90 17.32 11.25

實際 36.31 2.06 9.99 14.57 9.69

分支計畫 
核 設 施 除
役 及 廢 棄
物 管 理 技
術 之 發 展
與應用 

差異 －5.64 －0.42 －0.91 －2.75 －1.56

原訂 25.93 0.80 6.10 9.98 9.05

實際 21.15 0.67 5.30 7.44 7.74

分項計畫 
核 設 施 除
役 及 解 除
管 制 技 術
研究 差異 －4.78 －0.13 －0.80 －2.54 －1.31

原訂 16.02 1.68 4.80 7.34 2.20

實際 15.16 1.39 4.69 7.13 1.95

分項計畫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處 理
及 處 置 技
術 研 究 與
發展 

差異 －0.86 －0.29 －0.11 －0.21 －0.25

※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 

本年度全年規劃投入之研究人力 41.95 人年；全年實際投入之研究

人力 36.31 人年，實際參與較原訂規劃差異少 5.64 人年。主要差異原因

為原規劃人員配合全所整體需求，調整參與其他計畫工作，以及同仁離

職與退休等因素所致，該等原規劃在計畫內之工作已安排接替人員接

手，對計畫整體進度未造成影響。 

說明： 

研 究 員 級 ： 研究員、教授、主治醫師、簡任技正、若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博士滿

三年、或碩士滿六年、或學士滿九年之研究經驗者。 

副研究員級 ： 副研究員、副教授、總醫師、薦任技正、若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博士、

碩士滿三年、學士滿六年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助理研究員級： 助理研究員、講師、住院醫師、技士、若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碩士、

或學士滿三年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助 理 ： 研究助理、助教、實習醫師、若非以上職稱則相當於學士、或專科滿

三年以上之研究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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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人力投入情形(副研究員級以上) 

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 

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施建樑 
研究員 

(97.01~07
主持人) 

2.4 

分支計畫規劃研擬與督導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黃毓皓 

研究員 
(97.01~07
共同主持

人) 

2.3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

發展分項計畫督導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蔡光福 

研究員 
(97.09~12
共同主持

人) 

1.2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

發展分項計畫督導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李中新 
研究員 

(子項負

責人) 

7.6 

負責執行超鈾貯存設施拆除計畫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曾訓華 研究員 
0.5 

大型檢測系統研發精進 
專 長 電子電機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陳朝鈺 工程師 
5.8 

超 C 類廢樹脂處理研究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張志清 工程師 
6.1 

超 C 類廢樹脂處理研究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吳柏林 工程師 
1.3 

低放處置安全評估研究 
專 長 土木水利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陳鴻斌 
副研究員

(97.08~12
主持人) 

3.2 

分支計畫規劃研擬與督導執行 
專 長 電子電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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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 

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學 歷 學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喬凌寰 

副研究員

(共同主

持人兼子

項負責

人) 

7.6 

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 
分項計畫督導執行及負責執行高活度

污染設施拆除計畫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王正忠 
副研究員

(子項負

責人) 

7.3 

負責執行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 
解除管制技術研究計畫 

專 長 化學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陳乂平 
副研究員

(子項負

責人) 

4.8 

負責執行超 C 類廢樹脂處理計畫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張福麟 
副研究員

(子項負

責人) 

7.0 

負責執行低放處置安全審查 
技術研究計畫 

專 長 土木水利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莊文壽 副研究員

4.4 

負責執行用過核燃料 
長期貯存可行性分析計畫 

專 長 化學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任天熹 副研究員
3.5 

核燃料安定化設備機械設計 
專 長 機械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曹正熙 副研究員
2.0 

核燃料安定化程序建立及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胥耀華 副研究員
0.8 

核燃料安定化密封程序建立 
專 長 材料科技 

學 歷 學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馬  力 副研究員
11.1 

核燃料安定化運貯規劃及執行 
專 長 機械工程 

許恒雄 副研究員 8.9 學 歷 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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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 

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廢樹脂移貯系統設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學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諸葛志春 副研究員
7.0 

高活度廢棄物清理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學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羅文璉 副研究員
1.0 

高活度廢棄物清理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學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徐金登 副研究員
3.4 

高活度廢棄物清理執行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黃華泰 副研究員
0.4 

TRR 爐體拆除技術研究 
專 長 原子能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周貽新 副研究員
2.3 

解除管制資訊整合系統 
專 長 電子電機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劉懋鑫 副研究員
6.1 

大型檢測系統研發精進 
專 長 電子電機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魏聰揚 副研究員
0.8 

除污劑回收技術研究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鍾人傑 副研究員
10.7 

膠體除污劑研究 
專 長 化學 

學 歷 碩士 邱銘亮 副研究員 8.4 

除污劑固化研究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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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 

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朱信忠 副研究員
3.8 

低放處置安全評估研究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施清芳 副研究員
1.1 

低放處置安全評估研究 
專 長 土木水利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張賜康 副工程師
1.1 

外釋偵檢與樣品分析 
專 長 化學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黃朝偉 副工程師
3.1 

除污技術研究 
專 長 化學工程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郭明傳 副工程師
3.2 

低放處置安全評估研究 
專 長 土木水利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李禎常 副工程師
7.2 

低放處置安全評估研究 
專 長 土木水利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李崙暉 

助理 
研究員 
(子項負

責人) 

9.6 

負責執行研究用反應器拆除 
技術研究計畫 

專 長 電子電機工程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紀立民 

助理 
研究員 
(子項負

責人) 

6.4 

低放處置接收標準及過核燃料 
長期貯存可行性研究 

專 長 地球科學 

學 歷 碩士 

經 歷 核能研究所 林國明 
研究助理

(子項負

責人) 

10.4 

負責執行除污技術精進與 
設施性能改善研究計畫 

專 長 化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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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計畫職稱
投入人月數 

及工作重點 
學、經歷及專長 

合計 176.6 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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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量化成果(output) 
《網址：http://www.grb.gov.tw》 

表一 科技計畫之績效指標(請依計畫性質勾選項目，色塊區為必填) 
1 2 3 4 5 6 7 8 9 99計畫類別 

 

 

 

 

績效指標 

學

術

研

究 

創

新

前

瞻 

技術

發展

(開

發) 

系統

發展

(開

發)

政策、法

規、制

度、規

範、系統

之規劃

(制訂)

研發

環境

建構

(改

善) 

人才

培育

(訓

練) 

研究

計劃

管理 

研

究

調

查

其

他

A論文           

B 研究團隊養成           

C 博碩士培育           

D 研究報告           

E 辦理學術活動           

F 形成教材           

G 專利           

H 技術報告           

I 技術活動           

J 技術移轉           

S 技術服務           

K 規範/標準制訂           

L 促成廠商或產業團體
投資 

          

M 創新產業或模式建立           

N 協助提昇我國產業全
球地位或產業競爭力 

          

O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           

T 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
體合作研究 

          

U 促成智財權資金融通           

V 提高能源利用率           

W 提昇公共服務           

X 提高人民或業者收入           

P 創業育成           

Q 資訊服務           

R 增加就業           

Y 資料庫           

Z 調查成果           

AA 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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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請依上表勾選合適計畫評估之項目填寫初級產出、效益及重
大突破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重大突破 

A 論文 1.期刊論文 14 篇(國內 4 篇

/國外 SCI 接受刊登 1 篇/

國外 SCI 申請 9 篇)。 

2.研討會論文 13 篇(國內 9

篇/國外 4 篇)。 

研究成果論文發表於重

要期刊上，有助增進研

發成果的可信度，及提

供國內相關技術研究參

考。 

 

C 博碩士培育 1.碩士研究生 5 人 

2.博士研究生 1 人 

養成國內未來從事放射

性廢棄物處理人才。 

 

E 辦理學術活動 1.辦理解除管制量測能力

試驗說明會 1 場次。 

2.辦理解除管制量測能力

試驗總結研討會 1 場次。

推動國內解除管制量測

比對制度建立，帶動國

內外釋計畫，發揮全面

廢棄物減廢效益。 

 

G 專利 1.專利申請 15 件(國內 9 件

/國外(美國)6 件)。 

2.專利獲得3件(國內3件)。

開發自主技術應用於核

設施除役及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相關之技術服務

案，利於國內外產業市

場拓展。 

 

H 技術報告 數量 87 篇 供國內核設施除污除役

與廢棄物處理等工作之

經驗傳承及未來相關作

業參考，及供主管機關

審查低放處置場文件參

考。 

 

J 技術移轉 「放射性濕性廢棄物高效

率處理技術」授權金 600

萬元，權利金每建置一套

系統 1,500 萬元。 

本案對技轉廠商將製造

15 億以上之商機，且因

高效率固化技術具有高

減容效果，國內目前粒

狀樹脂之減容比達 3.0

以上，對最終處置經

費，每一核電廠積貯與

例 行 產 量 每 年 將 有

9,000 萬之經濟效益。 

研發專利成

功技術授權

國內企業，為

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技術

產業化奠定

重要里程碑。

技
術
創
新(

科
技
整
合
創
新) 

S 技術服務 執行接受外界委託研究之

技術服務案計 8 項，實際

收入共計 120,074 千元。 

協助國內企業解決核能

應用問題及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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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重大突破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R 增加就

業 

26 人 執行技術服務委託研

究，聘用專業支援人

員，增加就業機會。 

 

︵
科
技
政
策
管
理
及
其
它
︶ 

其
他
效
益 

Y 資料庫 完成系統建置： 

1.解除管制資訊管理系統。

2.除役專案資訊管理系統。

3.化工組廢棄物管理資訊

系統。 

4.人員劑量管理系統等。 

以數位與網路方式，有

效保存各項記錄與文

件、報告等資料，提供

方便的工作平台，增加

工作效率、避免人為錯

誤。更具有經驗傳承之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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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outcome)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 5%) 

(一)本年度計畫發表研討會論文共 13 篇，包括國內研討會 9 篇、國

際研討會 4 篇；國外期刊論文申請 9 篇、國內期刊論文發表 4

篇、國外 SCI 期刊論文刊登 1 篇，刊登於“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二)本計畫之性質較偏重在實際執行工程項目，主要藉以建立及累積

除役技術與實務經驗，有利於後續核設施除役規劃與執行，傳承

在除污/除役工作上的心得、經驗及技術，增進除役作業與後端

營運之安全性。相關之研究報告可應用本所 TRR 爐體之拆除及

提供未來核電廠除役工作之參考。 

(三)藉建立之管制劑量評估技術參與國際性研討會，掌握歐美日各國

解除技術現況與發展趨勢，進行學術與研究心得交流，擴展視野

並提昇研發水準。 

(四)國內正積極推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工作，相關之研究成果

可提供參考，將可協助主管機關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系

統功能進行評估，對業主所提出之安全分析結果進行查驗與確

認。 

(五)本年度委託國內大學研究計畫 4 項，分別為(1)義守大學化工系王

詩涵教授「廢棄物脫除 TRU 之研究」；(2)義守大學化工系梁明

在教授「有機廢棄物之超臨界水氧化(SCWO)處理研究」；(3)高

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工與材料系楊文都教授「用過膠體除污劑處理

研究」；(4)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黃兆龍教授「高完整性承裝容器

製程自動化研究」。帶動國內學術單位參與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與

處置領域研究工作，並養成國內未來從事放射性廢棄物處理人

才。 

二、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30%) 
(一)完成 TRR 資料檢索系統及爐體及爐內組件 3D 模型建立，並應用

於爐體拆除程序研究發展，對除役技術資料搜尋、爐體拆除數據

獲得及程序應用，可減少大量時間，有效提昇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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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樹脂移貯採用「管路傳送」之方式，由燃料池直接以管線傳送

至 TRR 地下室 023 房(預定安定化處理場所)之暫貯桶，以安全

暫貯廢樹脂，並方便後續再取出執行安定化處理，使原空間達到

再使用之目標。 

(三)針對 016 館分析線鉛室拆除除污建置拆除分離作業區、切割減容

作業區與包裹、裝箱、裝桶處置作業區等 3 個隔離操作空間，可

有效防制污染擴散與阿伐空浮釋出館外，可提振輻射工作人員士

氣，維護核能安全。 

(四)經由執行計畫所獲得之成果與經驗，可以為未來商用反應器除役

直接參考之本土化技術經驗；共通性之除役技術需求，包括設施

除役前盤點、廢棄物管理、廢棄物外釋、解除管制等均具有實際

應用價值之經驗及技術。其中除濕性廢棄物高效處理技術已技轉

將實際應用於核電廠外，廢金屬之除污及解除管制技術等皆可

scale up 供應用並達 90%以上之減廢效果。 

(五)由國人自行設計及研發符合法規要求之放射性廢棄物活度量測

之標準驗證假體技術，據以建立可追溯至國家標準及符合國際

ISO 品質規範的廢棄物活度量測驗證制度；技服國內核能產業建

立關鍵驗證技術使我國廢棄物活度量測技術與國際同步。建立我

國廢棄物活度量測校正技術及量測追溯驗證體系，使我國放射性

廢棄物的活度量測技術邁入一重要里程碑。 

(六)研發超 C 類放射性廢樹脂降級與最適處理，主要為解決本所 TRR

廢樹脂之處理與安定化等問題，建立國人對於放射性廢棄物處理

的信心，未來可推廣至國外放射性處理設施內類似廢棄物之處

理。 

(七)成功開發智慧型膠體除污劑除污技術，具顯色功能可指示 Co、

Cs、Sr 核種位置，可控制成膜時間及膜彈性，對鬆散污染除污

效率可達 80%以上，適用於除役現場可避免放射性污染擴散、降

低工作環境輻射劑量、確保人員安全，可應用於意外事故之緊急

應變處置；本項技術開發獲得本所 40 週年所慶「技藝競賽獎」

及原能會「97 年度放射性物料研究發展傑出貢獻個人獎」。未來

提昇顯色靈敏度後，亦可衍生應用於核設施解除管制前與廢棄物

外釋前查驗污染 spot 偵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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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強了異常狀況下 FEPs（如運轉輻射異常與海水上升等）之分

析，並加入以往正常情節下核種釋出之長期安全分析，得以建構

符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之安全

分析範疇。 

(九)國內首次對於用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議題進行研發，先期釐清用

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設施功能需求與作業概念，建立我國用過核

子燃料管理措施決策方案之科學基礎。 

三、經濟效益(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30%) 
(一)審慎規劃拆除廢棄物調查，可減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所需之社會

成本。配合計畫之執行，可逐步建立自主的除役技術，實際運用

於現場工作，降低對國外之技術依賴，可有效掌握時程，並節省

作業成本。 

(二)完成 031 館第 2 批廢金屬 600 桶(約 90 公噸)初測篩選均符合標

準，並完成 SWAM2 量測及 Q2 分析驗證。其中 501 桶(共 80.9

公噸)分別於7月4日(37.4公噸標售616,668元)及11月24日(43.5

公噸標售 271,855 元)共標售得 888,523 元，並完成外釋清運資源

回收；尚餘 9.1 噸外釋申請待職安會審查；另外，完成 039 館輻

射管制區實驗室清理除污後之 12.8 噸廢金屬外釋標售 228,792

元與外釋清運；除了標售所得之直接收益外，間接之效益以本所

接收廢金屬類之處理貯存費用為 432 元/kg，最終處置成本為 302

元/kg 估算，本年外釋 90 公頓所節省之貯存與處置成本達 6,600

餘萬元。有效解決本所廢棄物倉貯壓力，達廢棄減量及資源再利

用之環保永續資源目的。 

(三)完成 012 館除污中心除污設備性能改善及除污劑再生技術精

進，使除污設施順利運轉，節省本所處理污染金屬費用，並使資

源回收再利用，預估每年節省 1,000 萬以上。 

(四)本所研發專利「放射性濕性廢棄物高效率處理技術」成功技術授

權國內企業，授權金 600 萬元，權利金每建置一套系統 1,500 萬

元，為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技術產業化奠定重要里程碑。本所除獲

簽約授權金及預估 7,500 萬元之權利金外，本案對技轉廠商將製

造 15 億以上之商機，且因高效率固化技術具有高減容效果，國

內目前粒狀樹脂之減容比達 3.0 以上，對最終處置經費，每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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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積貯與例行產量每年將有 9,000 萬之經濟效益。 

(五)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評估技術之建立，可以使我國處

置工作在確保安全性的前提下，提供處置系統功能評估與設施最

適化設計相結合，尋求更經濟有效的方法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問題。對於節省處置設施之建造費用成本有重大之效益。 

四、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20%) 

(一)有效掌握爐體和爐內組件活化污染狀況，可保障未來爐體拆除期

間之輻射安全。執行高活度污染設施清理，逐步將 TRR 燃料池

內諸多高活度廢棄物經適當處理，如安定化或加設屏蔽包裝後，

移置較完善廢棄物貯存設施，以提昇週遭環境輻射安全保障，對

社會具有正面影響。 

(二)已完成 7 根用過燃料棒運送熱室執行安定化作業，鈾粉 125 罐(4

公升/罐)收集作業，與高活度廢樹脂移貯設備安裝及模擬測試等

作業，其效益為增進 TRR 廠區之輻射安全及環境保護。 

(三)016 館後續蛻變為零阿伐污染實驗室之進程包括拆除、除污、環

境清理，由於充分之輻防維護，未造成任何超鈾污染與阿伐空

浮，對民眾安全與環境永續有所貢獻。 

(四)配合產業對放射性廢棄物量測的品質需求，與國家標準實驗室合

作提供第三者能力驗證之機制與技術服務。且由國家標準實驗室

發展適合我國現有量測儀器之校驗假體，技服國內產業提升廢棄

物活度量測品質。 

(五)建置核設施除役管理資訊系統，可完整保存核設施除役於規劃、

執行之資料，並精確掌握後續物料流向狀況，減少社會大眾對於

放射性廢棄物管理及解除管制處理方式之疑慮。 

(六)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安全分析技術之建立，配合與參與國際

研討會及文章發表，並配合 98 年度規劃之實驗工作，得以進行

安全分析之實證，以增進研發成果的可信度，進而建立國人對於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安全營運的信心。 

五、其它效益(科技政策管理及其它) (權重15%) 
(一)研究用核設施除役之執行及相關廢棄物處理技術之發展所獲得

之經驗，可以為未來商用反應器除役直接參考之本土化技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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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其執行成果亦有助於澄清核能應用之安全性及環境永續經營

之疑慮。共通性之除役技術需求，包括設施除役前盤點、廢棄物

管理、廢棄物外釋、解除管制等均建立具有實際應用價值之經驗

及技術。 

(二)本計畫各項安全工作之推動均有錄影監控設備持續紀錄，進而製

作光碟永久保存，除供日後相關工作之安全措施參考外，亦可作

為修正之依據。並可做為新進同仁之學習教材及經驗傳承資訊。 

(三)為避免人員退休或變動所造成之廢棄物資料流失，化工組廢棄物

管理資訊系統以集中管理方式，匯入核設施除役管理資訊系統。

配合知識管理需求以及 e 化管理趨勢，目前循行政管理及計畫管

理體系逐步建置，朝完整保存核設施除役規劃、執行及後續物料

流向之紀錄；朝向累積加強除役技術深、彙整廣度，以達經驗傳

承目的。 

陸、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一、TRR 用過燃料安定化工作，因涉及對國際原子能總署核子保防承諾，

故須對用過燃料及其安定化產物分別進行量測，而此中子量測設備

故障頻仍，零配件取得困難，致延宕作業進度；令本項作業需要大

量使用熱室設備與操作人力，執行過程中與燃材組緊密配合調度熱

室資源之運用，後續皆需要密切協調以完成燃料安定化工作。 

二、超鈾儲存設施拆除工作仰賴工程組之機械設計、保物組之活性檢測

評估與環境監測及作業人員尿樣與體內劑量評估、化工組活性廢棄

物之清理等技術支援以克盡其功。 

三、協助 040 館及 017B 館之前置清理篩檢第一階段偵檢量測作業。 

四、技術支援 012 館廢金屬除污設施性能改善 12 項，提昇運轉效率。 

柒、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一、研究用反應器拆除技術研究，後續一方面將執行生物屏蔽取樣分析，

以提出廢棄物調查報告，另一方面配合拆除程序的概念規劃和工程

模擬技術，繼續研究發展，提出適用的拆除工法。未來將配合安全

分析、設備設施建置和實體模擬等研發階段，最終目標為研究用反

應器爐體除役。 

二、高活度污染設施清理，後續工作除繼續執行用過燃料安定化、鈾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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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廢樹脂移貯等作業外，並將加強燃料池池水濾淨及池壁除污

工法規劃。 

三、執行超鈾儲存設施拆除工作在周密之輻防、工安、環安維護下，有

效的放射性廢棄物檢整分類並降低產出量，並正確落實作業人員輻

射防護，做好阿伐污染管路(地下、穿牆、穿樓板)廢水、水泥磚塊

等之處理與中、高負壓系統之整運、環境清理及 016 館之整建。 

四、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技術研究，後續主要工作包括完成

TAF 現場評鑑不符合事項改善及回覆並通過核可獲得證書、建立解

除管制常見核種(Cs-137)校正及追溯技術、建立高效率 4π閃爍體量

測系統 Cs-137 校正技術、建立解除管制量測實驗室品質認證技術規

範、開發我國核種比活度量測儀器系統，及完成除役及解除管制資

料管理系統整合。 

五、超 C 類放射性廢樹脂研究利用酸洗脫除樹脂吸附的模擬超鈾元素，

以便於後續運用濕式氧化法處理作業，並持續求取以濕式氧化法處

理樹脂之最佳操作參數；此外，評估義守大學執行之「廢棄物中脫

除 TRU 之研究」之可行性，以及整合本所與義守大學 TRU 脫除研

究之成果。 

六、由 012 館除污設施運轉經驗，持續改善其設施性能，如驗證銫吸咐

劑加入除污劑再生製程，使除污劑可多次反覆使用，減少二次廢棄

物產量等。發展中之水泥碎塊除污技術，繼續進行實驗研究，以能

達外釋且經濟可行為目標；另外建立膠體除污劑除污技術，以應用

於核設施除役工作，可降低輻射劑量，避免污染擴散等。 

七、完成混凝土盛裝容器研製半自動模型廠之設置工作，以及盛裝容器

品質測試，並訂立測試標準，最後並完成規範訂定之工作。 

八、完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分析中之異常情節之建構，並

完成異常狀況之安全評估之工作，並據以建立安全分析審查之注意

事項，同時將研發成果納入所建立之低放射性最終處置場安全分析

資料庫中。 

九、進行用過核子燃料再處理國際情勢分析與長期貯存可行性研究，包

含技術面與政策面的研討等。 

捌、檢討與展望 
一、研究用反應器除役技術研究計畫，TRR 資料已完成彙整和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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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立檢索系統，對爐體拆除提供快速且完整的各項參考資料，此

外亦達到經驗傳承的目的，可避免因時間久遠產生資料流失的危

機，爾後將持續進行除役資訊資料的更新；完成的爐體及爐內組件

3D 模型，已應用於爐體拆除程序研究發展，對計畫執行有極大的助

益。 

二、用過燃料安定化作業，仍受限於作業場地與操作人力不足(受他項計

畫排擠)、裝備故障頻仍等因素，無法順利進行工作。98 年已協調將

作業場地全面供安定化作業使用，並儘早採購 SPCC 及 BPCC 等量

測設備備品，提昇裝備妥善率，以期作業順利進行。 

三、「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量測技術規範」已由主管機關通過定案，內

容包含廢棄物量測比對結果之合格判定及不確定度評估標準，為推

動量測品質認證及量測追溯制度，未來將規劃與 TAF 協商納入實驗

室認規範。 

四、透過人員教育訓練及持續溝通，使除役專案資訊管理系統的使用率

普及化及使用性方便化。 

五、大型廢棄物檢測系統研發精進相關偵檢系統目前技術成熟，未來可

考慮所外技轉規劃。 

六、經過評估 TRR 廢樹脂單以濕式氧化法處理並不合適且不符成本與整

體減容效益，因此原規劃「處理系統之基本設計與細部設計」工作，

目前則暫無執行細部設計之迫切性。將先進行「模擬超 C 類廢樹脂

之模擬 TRU 核種脫除研究」，待廢樹脂降級後以濕式氧化法處理確

認可行，再進行處理系統細部設計。 

七、水泥碎塊以浸漬法除污研究，目前所測得結果效率僅達 80%，未能

達到外釋門檻，已進行以電解法進行測試，可達外釋標準 0.1Bq/g

以下，依現有操作條件初步經濟效益評估，除污成本較直接固化昂

貴，將再測試有利於經濟效益之條件，並將所有水泥碎塊除污研究

整理成報告，以利未來水泥碎塊處理方式參考。 

八、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分析程式發展與應用，受限場址未

定之故，現階段無法實現研發成果的應用，本所為我國政府組織唯

一的核能研究單位，對我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工作應積極參與，其

中核種遷移行為研究更是責無旁貸的研究重點。因此，低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安全評估技術發展之成果需藉由模擬實驗之進行，得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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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評估技術之實證，並據以提供建場實務設計與運轉申照審查作業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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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計畫成果佐證資料 
(一)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 

1-1.研究用反應器拆除技術研究 

 

  

圖 1-1-1、資料彙整-藍圖紙本資料 圖 1-1-2、資料彙整-裝置手冊及操作手

冊等資料及電子檔案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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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座鋼架底座鋼架

石墨反射石墨反射
體體

爐體剖面圖

  

圖 1-1-3、TRR 爐體現況 圖 1-1-4、爐內組件 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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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管及
快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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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年輻射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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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爐體及組件模型建立 圖 1-1-6、爐內組件輻射取樣活度彙整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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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爐體 C-60 總活度衰減工程估算 圖 1-1-8、爐內組件活度工程估算比較

     

圖 1-1-9、爐內組件廢棄物概估規劃(1) 圖 1-1-9、爐內組件廢棄物概估規劃(1) 圖 1-1-10、爐內組件廢棄物概估規劃(2)圖 1-1-10、爐內組件廢棄物概估規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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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拆除程序概念規劃 圖 1-1-12、拆除程序 4-四層可移動上

生物屏蔽拆除、上固定生物

屏蔽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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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高活度污染設施處理技術研究 

 

  

  
圖 1-2-1、高活度廢樹脂移貯系統設備安裝於 012 館 023 房內 

 

 

 

 

圖 1-2-2、高活度廢樹脂程序模擬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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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物管局人員查證下完成用過燃料安定化粉末產物暫貯護箱作業前測試 

 

 

 

 

 
圖 1-2-4、鈾粉移貯傳送鉛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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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鈾粉移貯傳送鉛罐水平台架與熱室銜接示意圖 

 

 

 
圖 1-2-6、TRR 燃料池鈾粉重裝及收集操作程序書(職安會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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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超鈾儲存設施拆除技術發展 

 

 

 

 

 

 

 

 

 

 

 

 

 

 

 

 

 

 

 

 

 

 

 

 

 

 

 

 

 

 
圖1-3-1、016館分析線鉛室除污(拆除)之隔離操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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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2、016館分析線鉛室除污作業區劃分圖 

 

 

 

41 

B 區
A 區 C 區 

A 區
B 區

A43 室包裹、裝箱、裝桶處置作業區

執行： 
1. 五類放射性廢棄物包裹、裝箱、裝

桶作業。 

G32 室拆除分離作業區 
執行： 
1. 鉛屏缷除作業。 
2. 五個連節手套箱體體分離作業。

3. 一條輸送箱體分離作業。 

C 區 

A55 室切割減容作業區 
執行： 
1. 五個手套箱箱體切割減容作業。 
2. 輸送箱箱體切割減容作業。 
3. 廢棄物分類、污染檢測作業。 
4. 包裹、裝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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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3、016館分析線鉛室除污各隔離操作區之輻防儀具配置 

 

 

 

 

 

 

輻防儀器配置概況: 

γ區域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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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 A55 室 

α移動式空氣監測器 

α固定式空氣監測器 

手提式緊急抽氣機 

手提式α污染偵檢器 

α計數器 

拆除分離作業區

（A區） 

G32室 

A43廊道 
人員進出室一 

（A1） 
廢棄物移送室一 切割減容作業區

（B1） 
（B區） 

人員進出室二 
廢棄物移送室二 

（A2） （B2） 

包裹、裝箱、裝桶處置作業區

（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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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4、016館分析線鉛室除污各隔離操作區之錄影監控配置 

 

 

 

 

 
錄影頭配置概況: 

1. 於 G32 室拆卸分離作業
(A 區)配置 4 個錄影頭。

2. 於 A43 移送室配置 2 個
錄影頭。 

拆除分離作業區

（A區） 

3. 於 A55 切鋸減容作業(B
區)配置 3 個錄影頭。 

4. 於工作人員進出地下室
A55 樓梯出入口配置 1
個錄影頭。 

5. 上列均連線至 G38 指控
室監視系統。 

G3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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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廊道  
人員進出室一 

 （A1）  
 

 

 

 

 

 

廢棄物移送室一 切割減容作業區
（B1） 

（B區） 
 人員進出室二 廢棄物移送室二 

（A2） （B2） 

包裹、裝箱、裝桶處置作業區

地下室 A55 室 （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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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5、016館超鈾污染設施取樣偵檢 

 

 

 

圖 1-3-6、016 館分析線鉛室除污(拆除)隔離操作區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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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7、016 館分析線鉛室周邊設施拆除 

 

 

圖 1-3-8、016 館 A55、A56 室除污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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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9、016 館分析線鉛室鉛屏拆除、除污與運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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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核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技術研究 

 

圖1-4-1、97年解除管制量測實驗室能力試驗總結研討會97/10/17 

 

圖1-4-2、008館322實驗室清理輻射偵檢調 

 

圖1-4-3、輸送帶篩檢系統精進與性能測試 

 

圖1-4-4、完成解除管制實驗室量測系統品質與安全內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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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5、桶型校正假體及面/棒狀標準射源 圖1-4-5、桶型校正假體及面/棒狀標準射源 

    

圖1-4-6、日本JNES鳥居原正理事97/06/04參觀量測實驗室 圖1-4-6、日本JNES鳥居原正理事97/06/04參觀量測實驗室 

  

圖 1-4-7、廢金屬外釋計畫 SWAM2

全量量測 

圖 1-4-8、廢金屬外釋計畫 Q2 抽測 

  

圖 1-4-9、完成場邊高靈敏度污染計測閃爍體桶型計測系統及抽屜式進料

裝置精進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效
率

(
%
)

Co-60(Old)

Co-60(New)

Cs-137(Old)

Cs-137(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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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0、桶型前門(舊)與中央(新)進料系統效率比較 

49 

 

 

圖 1-4-11、4 偵檢頭型桶型表面劑量率

偵測系統製作測試 
圖 1-4-12、SWAM2 系統功能精進 

  

圖 1-4-13、除役專案資訊管理系統 圖 1-4-14、化工組廢棄物管理資訊

系統 

  

圖 1-4-15、解除管制資訊管理系統介面

設計 
圖 1-4-16、XP 版人員劑量管理系統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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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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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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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7、廢金屬外釋清運簽收單 

 

 

圖 1-4-18、解除管制量測系統參加能力試驗結果報告 

 

 

圖 1-4-19、TAF 進行解除管制實驗室現場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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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射性廢棄物處理及處置技術研究與發展 

2-1.超 C 類放射性廢樹脂處理技術研究 

 

 
圖 2-1-1、利用超臨界二氧化碳製備多層多孔二氧化矽/CMPO 之吸附劑 

 

 

圖 2-1-2、濕式氧化法處理樹脂最佳操作條件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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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SCWO 處理模擬有機廢液 

 

圖 2-1-4、Fe(OH)3與Co、Sr、Nd離子共沈澱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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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CMPO 選擇性萃取 Co、Sr、Nd 離子之實驗 

 

 

 
圖 2-1-6、25%硝酸脫附 Co、Sr 及 Nd 等離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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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25%硝酸脫附低濃度Co、Sr及Nd等離子實驗（2.03E-5ppm Co2+; 2.63E-4ppm 

Sr2+; 1.35ppmN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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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除役大件(量)廢棄物與系統設備除污技術精進與設施性能改善研究 

 012 館除污設備性能改善 

  
圖 2-2-1、固化設備 55 加侖桶氣壓昇降桿空

氣管更換前後 

圖 2-2-2、液鹼泵維修更換

成隔膜泵 

 

圖 2-2-3、廢水離心輸送泵更換為隔膜泵避免氣縛現象 

  

 
圖 2-2-4、廢水輸送泵 P-201 易卡物更換為隔膜泵 

 

圖 2-2-5、處理含氟廢水加裝Ca(OH)2溶解裝置避免管路阻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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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清洗機械、化學除污後之物件水洗槽增設過濾系統係 

 

圖 2-2-7、化學除污使用之冷凝泵改採接液面為 PP 材質之隔膜泵防止強酸

滲漏 

 

圖 2-2-8、加裝袋式過濾器濾除除污劑再生濾液雜質 

 

 

圖 2-2-9、廢除污劑輸送泵 P-101 更換改採

隔膜式 

圖 2-2-10、廢除污劑固化設

備採用直接固化

劑進料解決螺旋

進料器卡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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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污劑再生技術精進 

 

 
 

圖 2-2-11、亞鐵氰化銅

(CuFC)吸附劑 

圖 2-2-12、CuFC 吸附劑於 40 分鍾內可達九

成以上銫移除率 

 

 

圖 2-2-13、CuFC 吸附劑有極佳

的銫移除選擇性 

圖 2-2-14、處理 100mL 含銫(200ppm)

模擬廢液只需約 0.5g CuFC

便可達到九成以上移除率 

取樣時間 

(min) 

Fe 

DR(%) 

Ni 

DR(%)

Cr 

DR(%)
結晶重(g) 備註 

10 57 24.6 0 16.45 

20 58.9 32.2 0 18.65 

30 61 41.5 0 21.75 

60 67.4 49.1 0 21.84 

120 77 62.6 0 23.64 

240 78.3 62.6 0 24.16 

進料濃度BF4
- 16.3%、 

Fe 69,600mg/L、 Ni 

17.1 mg/L、Cr 35.3 

mg/L    

4℃下 硫酸濃度控制

在 15wt% H2SO4 

 

圖 2-2-15、氟硼酸除污劑再生低溫結晶法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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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膠體除污劑除污技術 

 

 

 
圖 2-2-16、智慧型除污劑顯色及除污效果 

   
圖 2-2-17、膠體除污劑成膜測試 圖 2-2-18、膠體除污劑及智慧型膠

體除污劑 

 

圖 2-2-19、添加不同顯色劑對 Co, Cs, Sr 位置之顏色改變 

 

 

 

 

 

塗佈第二、三次後撕下

之除污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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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0、可剝膠體除污劑膜厚及膠膜特性分析 

 

 

 

圖 2-2-21、大面積可剝膠體除污膜黏彈性測試 

 

 無機水性乳膠除污劑配方及效能測試 

 

 

圖 2-2-22、水溶性無機成份膠體除污劑靜置時呈凝膠態攪拌後呈流體態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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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乾(400

℃/24hr) 

烘乾(400

℃/24hr) 

烘乾(200

℃/24hr) 

烘乾(80℃

/24hr) 
除污劑成份 

靜置

時間

(min)
Co 

ppm

Sr 

ppm

Co 

ppm

Sr 

ppm

Co 

ppm

Sr 

ppm 

Co 

ppm 

Sr 

ppm

清洗前試片上元素濃度

(不加除汙劑) 
 8.0 6.9 7.9 7.3 7.8 7.1 7.8 7.2

清洗後試片上元素濃度

(不加除汙劑) 
 4.6 3.6 4.6 3.6   <0.01 0.01

20 0.50 1.35 0.38 1.54 0.32 0.55 <0.01 0.03EH-5(15wt%) 

清洗後試片上元素濃度 40 0.95 0.73 0.50 0.60 0.42 0.56 <0.01 0.01

20 0.32 0.12   0.43 0.04   EH-5(15wt%)+EDTA(1g) 

清洗後試片上元素濃度 40 0.45 0.16   0.30 0.03   

20 0.26 0.17   0.35 0.07   EH-5(15wt%)+EDTA(5g) 

清洗後試片上元素濃度 40 0.41 0.12   0.88 0.05   

20 0.31 0.06   0.40 0.03   EH-5(15wt%)+EDTA(10g) 

清洗後試片上元素濃度 40 0.80 0.13   0.93 0.04   

圖 2-2-23、水溶性無機成份膠體除污劑除污效果測試 

 

 

 建立水泥碎塊除污技術 

 

β counting 除污劑 
除污前 

(Bq/ Kg) 

第一除污後

(Bq/ Kg) 

第二除污後

(Bq/ Kg) 

第三除污後

(Bq/ Kg) 

硝酸系 2 %  425 307 248 113 
Co 

磷酸系 2 %  425 366 354 186 

硝酸系 2 %  1015 826 543 180 
Sr 

磷酸系 2 %  1015 732 661 317 

硝酸系 2 %  1298 1192 944 537 
Cs 

磷酸系 2 %  1298 1275 1298 1298 

超音波作用 20 min，酸使用量為固體重量 10 倍 

 

圖 2-2-24、超音波輔助化學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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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counting 除污劑  
除污前 

(Bq/ Kg) 

第一除污後

(Bq/ Kg) 

第二除污後

(Bq/ Kg) 

第三除污後

(Bq/ Kg) 

硝酸系 2 %  425 295 260 189 
Co 

磷酸系 2 %  425 283 260 142 

硝酸系 2 %  1015 685 472 295 
Sr 

磷酸系 2 %  1015 850 685 484 

硝酸系 2 %  1298 1027 932 838 
Cs 

磷酸系 2 %  1298 1228 1003 862 

微波 100W 作用 20 min，酸使用量為固體重量 10 倍 

 

圖 2-2-25、微波輔助化學除污 

 

 

 

 

 
圖 2-2-26、電化學除污可於 60 hr 由 425Bq/ Kg 下降至 71Bq/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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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安全審查技術研究 

應採場址數據[2]P.64國內數據1.38％孔隙率(硬頁岩)

應採場址數據[3]P.2-27國內數據4.67％孔隙率(玄武岩)

應採國內數據[1]P.239國外數據1E-10 cm2/s分子擴散係數(混凝土)

應採國內數據[4]P.87 國外數據35％孔隙率(混凝土)

應採場址數據[3]P.2-27國內數據2.83 g/cm3密度(玄武岩)

應採場址數據[2]P.64國內數據2.77 g/cm3密度(硬頁岩)

應採國內數據[4]P.87 國外數據2.5 g/cm3密度(混凝土)

假定廢棄物本體為
擴散模式

假設廢棄物本體溶解率

應採國內數據[1]P.243 國外數據1E-08 cm2/s 廢棄物本體有效擴散係
數

備註參考文獻引用規則採用數據參數名稱

應採場址數據[2]P.64國內數據1.38％孔隙率(硬頁岩)

應採場址數據[3]P.2-27國內數據4.67％孔隙率(玄武岩)

應採國內數據[1]P.239國外數據1E-10 cm2/s分子擴散係數(混凝土)

應採國內數據[4]P.87 國外數據35％孔隙率(混凝土)

應採場址數據[3]P.2-27國內數據2.83 g/cm3密度(玄武岩)

應採場址數據[2]P.64國內數據2.77 g/cm3密度(硬頁岩)

應採國內數據[4]P.87 國外數據2.5 g/cm3密度(混凝土)

假定廢棄物本體為
擴散模式

假設廢棄物本體溶解率

應採國內數據[1]P.243 國外數據1E-08 cm2/s 廢棄物本體有效擴散係
數

備註參考文獻引用規則採用數據參數名稱

 
圖 2-3-1、工程障壁評估參數列表(部分) 

應採場址數據Sato, 1997國外數據擴散係數(玄武岩)

應採國內數據國外數據0.014孔隙率(混凝土) 

應採場址數據國內數據0.035孔隙率(玄武岩) 

應採國內數據國外數據1E-10 cm2/s擴散係數(混凝土)

應採場址數據國內數據1E-06 cm2/s擴散係數(硬頁岩)

應採國內數據NUREG-5837, 
p.246

國外數據同BLT-MS之
附表一

溶質在岩體分配係數

應採場址數據國內數據0.091孔隙率(硬頁岩)

應採場址數據保守假設0.2 m裂隙間距(玄武岩)

中興公司,2004國內數據0.1 m裂隙間距(硬頁岩)

應採場址數據保守假設0.001 m裂隙開孔度(玄武岩)

應採場址數據保守假設0.0001 m裂隙開孔度(硬頁岩)

備註參考文獻引用規則採用數據參數名稱

應採場址數據Sato, 1997國外數據擴散係數(玄武岩)

應採國內數據國外數據0.014孔隙率(混凝土) 

應採場址數據國內數據0.035孔隙率(玄武岩) 

應採國內數據國外數據1E-10 cm2/s擴散係數(混凝土)

應採場址數據國內數據1E-06 cm2/s擴散係數(硬頁岩)

應採國內數據NUREG-5837, 
p.246

國外數據同BLT-MS之
附表一

溶質在岩體分配係數

應採場址數據國內數據0.091孔隙率(硬頁岩)

應採場址數據保守假設0.2 m裂隙間距(玄武岩)

中興公司,2004國內數據0.1 m裂隙間距(硬頁岩)

應採場址數據保守假設0.001 m裂隙開孔度(玄武岩)

應採場址數據保守假設0.0001 m裂隙開孔度(硬頁岩)

備註參考文獻引用規則採用數據參數名稱

 
圖 2-3-2、遠場場評估參數列表(部分) 

1D 連結顯示 2D 連結顯示

3D 連結顯示

1D 連結顯示 2D 連結顯示

3D 連結顯示

 

圖 2-3-3、評估程式之聯結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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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整合模組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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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分析程式驗證 

 

概念模型概念模型

 
圖 2-3-6、生物圈概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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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混凝土盛裝容器之模型廠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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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混凝土盛裝容器耐腐蝕擴散實驗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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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處置場異常情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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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用過核燃料

 

圖 2-4-1、廠房式長期貯存設施示意與平面配置概念規劃

 

 

圖 2-4-2、坑道式長期貯存設施示意與平面配置概念規劃 

 

 

 

 

 

 

長期貯存可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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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R-5477，97.08.26。 

38. 陳怡昌、李崙暉，「3D 數位模型於 TRR 除役計畫中之應用」，技術手冊

及技術程序書，INER-OM

39. 李崙暉，「除役之初期規劃和計畫管理研究」，研究報告，INER-5493R，

97.09.16。 

吳柏林，「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工程障壁材料耐久性影

研究報告，INER-5516，97.09.24。 

任天熹，「粉末外罐焊道檢驗及相關零件設

97.10.14。 

曾育貞、林國明、廖啟宏、鍾人傑，

況--鉛罐除污技術、超臨界二氧化碳除污技術」，研究報告，INER-5584R，

9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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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陳誠一，「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資訊系統分析報告書」，技術手冊及

技術程序書，INER-OM-1235，97.10.14。 

朱信旗，「TRR 燃料池鈾粉罐包裝及運傳送44. 規劃」，技術手冊及技術程序

45. 移貯作業程序書」，作業程序書，

46. 635，

47. 知識管理」，技術手冊及技術程序書，

48. 計」，技術手冊及

49. 於核設施除役計畫」，研究報告，INER-5649，

50. Co、Sr 及 Nd 離子吸附效

51. 學除污劑除污技術與超音波除污技術介紹」，研究報告，

52. 錄」，

53. 

54. 拆除工作實錄」，研究報告，INER-5673R，

55. 及 20V60 等桶槽拆除作業--輻射防護作業程序

56. 及 20V60 等桶槽拆除作業--廢棄物檢測與分類作

57. 超 C 類廢樹脂可行性評估報告」，研究報告，

58. P 作業版)」，技術手冊及

59. 坤炫，「Vista FC 低背景α/β自動計測系統操作程序書」，技

60. 加馬計測之勞工安全衛生計畫」，技

61. R 燃料安定化產物暫貯護箱屏蔽驗證報告」，作業程序書，

62. 

M-1263R，97.10.20。 

書，INER-OM-1237，97.10.15。 

張國源，「TRR 燃料池高活度廢樹脂

INER-SOP-0139R，97.10.16。 

邱鍠盛，「輸送帶活度篩選系統建立與性能測試」，研究報告，INER-5

97.10.16。 

陳怡昌，「除役計畫與

INER-OM-1243R，97.10.16。 

張偉清，「TRR 燃料池高活度廢樹脂移貯作業之儀控設

技術程序書，INER-OM-1244R，97.10.16。 

帥如傑，「網頁 3D 介面應用

97.10.16。 

陳朝鈺、張志清、陳乂平，「陰、陽混合樹脂對

率之研究」，研究報告，INER-5663R，97.10.16。 

黃朝偉，「化

INER-5667R，97.10.16。 

李中新，「Unit20 手套箱與桶槽管線拆除後續隔離帳篷除污工作實

技術手冊及技術程序書，INER-OM-1248R，97.10.17。 

李中新，「Unit 20 手套箱與桶槽管線拆除工作實錄」，技術手冊及技術程

序書，INER-OM-1249R，97.10.17。 

李中新，「Unit 21 手套箱

97.10.17。 

李中新，「Unit20 手套箱

書」，技術手冊及技術程序書，INER-OM-1253R，97.10.17。 

李中新，「Unit20 手套箱

業程序書」，調查報告，INER-S0543R，97.10.17。 

陳乂平，「濕式氧化法處理

INER-5685R，97.10.16。 

張盼兮，「除役專案 052 館人員劑量監控系統(X

技術程序書，INER-OM-1257R，97.10.17。 

林建功、梁

術手冊及技術程序書，INER-OM-1259R，97.10.17。 

張仕康、金筑庸，「蘭嶼貯存場整桶

術手冊及技術程序書，INER-OM-1260R，97.10.17。 

馬力，「TR

INER-SOP-0144，97.10.17。 

張盼兮、周貽新，「除役專案管理資訊系統設計」，技術手冊及技術程序

書，I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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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張志清、陳乂平，「輻射致效光觸媒降解陽離子交換樹脂之研究」，研究

報告，INER-5702R，97.10.20。 

64. 葉俊賢，「97 年度解除管制試樣量測分析能力試驗執行程序書」，研究報

告，INER-5706，97.10.20。 

65. 黃友禮，「核設施解除管制之合理抑低分析」，研究報告，INER-5710，

97.10.20。 

66. 蔡源順，「輻射作業場所及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安全檢查作業程序書」，

作業程序書，INER-SOP-0145R，97.10.20。 

OP-0146R，97.10.20。 

告，INER-5755，97.10.23。 

制作業規範」，研究報告， INER-5769R，

72. 5781，97.10.28。 

97.10.28。 

INER-5790，97.10.28。 

 

810R，97.10.30。 

。 

67. 李碧芬、王正忠、梁坤炫，「液態閃爍計數系統(PACKARD 2900TR)作業

程序書」，作業程序書，INER-S

68. 李崙暉、張偉清、陳怡昌，「歐洲核能設施除役經驗之探討」，研究報告，

INER-5741R，97.10.22。 

69. 彭恩琪、王正忠，「參加九十六年環境試樣放射性核種分析能力試驗報

告」，研究報

70. 李繡偉、王正忠，「核設施建物解除管制量測作業規範之劑量評估」，研

究報告，INER-5762R，97.10.24。 

71. 武及蘭、王正忠、彭恩琪、簡凱偉、葉俊賢、邱鍠盛、張栢菁，「英國核

能工業解除管制與豁免管

97.10.24。 

陳誠一、吳禮浩，「情節建構技術分析」，研究報告，INER-

73. 呂永方、劉玉章、黃朝偉、曾育貞、林國明、鍾人傑，「水泥塊除污技術

發展現狀」，研究報告，INER-5782R，

74. 邱銘亮、林國明、魏聰揚，「低放射性廢液處理工程基本設計經驗回饋」，

研究報告，

75. 王正忠，「參加「第 5 屆低活度核種計量量測技術國際會議

(ICRM-LLRMT)」」，出國報告，INER-F0215，97.10.30。 

76. 簡凱偉，「超低背景液體閃爍能譜儀 Quantulus 1220 之性能評估報告」，研

究報告，INER-5804R，97.10.30。 

77. 吳明興、林國明，「012 館廢棄除污劑固化系統操作程序書」，研究報告，

INER-5806R，97.10.30。 

78. 張仕康、金筑庸，「蘭嶼貯存場整桶加馬計測之輻射防護計畫」，技術手

冊及技術程序書，INER-OM-1272，97.10.30。

79. 彭恩琪，「016 館超鈾實驗室 Unit 20 及 Unit 21 手套箱拆除作業人員尿樣

及環境試樣鈽核種活度分析報告」，研究報告，INER-5

80. 林俊良，「用過燃料安定化產物粉末外罐銲道洩漏測試程序書」，作業程

序書，INER-SOP-0151，97.10.30。 

81. 黃友禮，「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運轉異常之輻射劑量評估」，研究

報告，INER-5818R，97.10.30

82. 朱信旗，「TRR 燃料池鈾粉罐操作程序書」，作業程序書，INER-SOP-0154，

9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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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黃其文，「TRR 燃料池高活度廢樹脂移貯系統組裝測試報告」，技術手冊

及技術程序書，INER-OM-1279R，97.10.31。 

，97.10.30。 

(四

1. 鍾 ，申請我國發

2. 張 「一種水底高放射性鈾粉之收

3. 張 離之複合體及其製造方法」，申請我

4. 任

明專利，案號 097121062，申請日期 97.06.27。 

6. 鍾 造方法」，申請美國發

7. 張 忠生，「一種水底高放射性鈾粉之收

8. 蔡 置及其方法」，

9. 葉 假體結購」，申請我國發明專利，案

10. 和光觸媒分離之複合體及其製造方法」，申請

11. 利，案號 097133051，申

12. 

13. 國新型專利，案號 097217304，申請

14. 「超鈾儲存設施之拆除裝置及其方法」，

15. 綉偉，「取樣管」，申請美國發明專利，案號 12/260,236，申請

84. 吳秉榮，「TRR 燃料安定化產物暫貯護箱作業前測試規劃」，研究報告，

INER-5837，97.10.31。 

85. 馬力，「TRR 燃料池鈾粉罐運送至熱室作業程序書」，作業程序書，

INER-SOP-0156

86. 朱德文，「用過 TRR 燃料安定化之程序驗證及接收標準作業」，研究報告，

INER-5851，97.11.02。 

87. 郭明傳，「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異常情節之輻射劑量評估參數與案例分

析」，研究報告，INER-5876R，97.12.02。 

)專利申請 15 件(國內 9 件/國外(美國)6 件) 

人傑、石淑敏、陳育生，「廢水處理觸媒物質之製造方法」

明專利，案號 097114577，申請日期 97.05.01。 

國源、許恆雄、馬力、鄭祖漢、陳忠生，

集方法」，申請我國發明專利，案號 097116058，申請日期 97.05.14。 

志清、陳乂平，「閃爍體和光觸媒分

國發明專利，案號 097122601，申請日期 97.06.18。 

天熹、馮上爚，「可快速操作及減少傳送阻力之罐蓋機構」，申請我國發

5. 任天熹、莊適祊、馮上爚，「水下檢測掃描裝置」，申請我國發明專利，案

號 097123915，申請日期 97.07.14。 

人傑、石淑敏、陳育生，「廢水處理觸媒物質之製

明專利，案號 12/169,009，申請日期 97.07.21。 

國源、許恆雄、馬力、鄭祖漢、陳

集方法」，申請美國發明專利，案號 12/173,030，申請日期 97.08.01。 

振鐸、梁國隆、吳江纘、李中新，「超鈾儲存設施之拆除裝

申請我國發明專利，案號 097128262，申請日期 97.08.25。 

俊賢、袁明程，「棒狀射源及其校正

號 097128261，申請日期 97.08.25。 

張志清、陳乂平，「閃爍體

美國發明專利，案號 12/207,491，申請日期 97.09.15。 

郭鴻達，「輻射偵檢取樣裝置」，申請我國發明專

請日期 97.09.17。 

葉俊賢、袁明程，「棒狀射源及其校正假體結購」，申請美國發明專利，

案號 12/199,805，申請日期 97.09.17。 

蔡源順、李綉偉，「取樣管」，申請我

日期 97.10.07。 

蔡振鐸、梁國隆、吳江纘、李中新，

申請美國發明專利，案號 12/238,453，申請日期 97.10.09。 

蔡源順、李

71 
 



計畫成果效益                                                                       PE-002 

日期 97.10.31。 

利獲得 3 件(國內 3 件/國外 0 件) (五)專

棧 國發明專利，證號：發明第 I 291181 號，期限

2. 鍾 法」，獲得我國發明專利，證號：發明第 I 

3. 葉 測之多密度校正裝置與校正方法」，獲得我國發

(六)技

處置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

86 千元。 

390 千元。 

射性污染廢金屬減容處

5. 售」案，收入 2,895 千元(核二廠固

6. 16 千元。 

。 

(七

1. 299 千元。 

3

(八

1. 物管局委託「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設計安全考量之研究」，簽約金

2. 我國用過核燃料長程處置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階段--發展初步功能/

3. 全國各業界「放射性廢棄物接收處理服務」，金額 10,016 千元。 

5.核 0 千元。 

1. 潘本立、曹國浩、晏子中、王大屏，「核廢棄物桶檢測程序之貯存桶上下

板之作業方法」，獲得我

96.12.11~115.02.22。 

人傑，「油性磁流體之製備方

293075 號，期限 97.02.01~114.10.26。 

俊賢、袁明程，「活度量

明專利，證號：發明第 I 298800 號，期限 97.07.11~115.01.19。 

服/產品收入 120,074 千元 

1. 執行台電後端處之「我國用過核燃料長程

段 --發展初步功能 /安全評估技術 (94-96 年度計畫 )」委託計畫案

(94.12~96.12)，合約金額 54,285 千元，收入 16,2

2. 執行中興工程公司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可行性安全評估」委託

計畫案(93.09~97.08)，合約金額 25,000 千元，收入 10,000 千元。 

3. 執行原能會物管局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設計安全考量之研究」

委託計畫案(97.03~97.12)，合約金額 390 千元，收入

4. 執行台電核一廠之「核一廠低放射性污染廢金屬減容處理工程」委託計畫

案(95.03~97.02)，合約金額 11,429 千元核一廠低放

理工程，收入 5,276 千元。 

執行台電核二、三廠「高效率固化劑銷

化劑 1,970 千元；核三廠固化劑 925 千元。 

放射性廢棄物接收處理服務(97 年度)，收入 10,0

7. 執行中鋼公司之「集塵灰水洗廢液淨化處理系統規劃設計與處理劑之供

應」委託計畫案(96.02~98.02)，合約金額 60,376 千元，收入 27,955 千元

8. 執行台電核一廠之「核一廠用過控制棒葉片減容作業」委託計畫案

(94.02~97.03)，合約金額 62,809 千元，收入 47,256 千元。 

)技術授權金 3,299 千元 

核二、三廠「高效率固化劑」銷售案

2.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低放射性濕性廢棄物高效率處理技術」授權案

,000 千元。 

)委託計畫簽約金 53,406 千元 

額 390 千元。 

安全評估技術(97-99 年計畫)，簽約金額 28,000 千元。 

4. 核二廠「固化劑 12,000 公斤」，簽約金額 4,200 千元。 

三廠高效率固化劑銷售(卜特蘭水泥 400 桶)，簽約金額 3,80

6.「低放射性濕性廢棄物高效率處理技術」授權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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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 

」，簽

 

 

金額 6,000 千元

7.金門縣政府委託「金門地區九十七年度地下水權核發及管制研究計畫

約金額 1,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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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中審查意見及回復說明 
核 度科技計畫期中成果效益報告 

審查委員意見及回復表 

計畫名稱： 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能研究所 97 年

審查委員： 吳瑞堯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1. 各項計畫工作目標大致完成，

僅燃料安定化工作略有落後

(98.7%)，請注意趕上進度。 

由於受限作業場地從行其他計畫任務

之排擠，致使燃料安定化工作進度略有

落後。已協調燃材組熱室下半年全面配

合，支援執行燃料安定化作業，趕上停

滯的作業進度。 
2. TRR 爐體拆除之 3D 模型及工

程資料已有相當進度，但“拆
除”相關資料及工法之評估，未

見說明，請加強規劃。 

計畫已開始就 TRR 爐體經過遷移後目

前安全貯存的環境下，未來可能拆除時

機（如民國 112 年）、拆除廢棄物、拆

除工法及程序、拆除環境建置等，循序

進行評估，並已於中心期中檢討提出討

論。 
3. 除役技術之建立，目前除 pilot 

scale 設施建立外，研究報告彙

整經驗非常重要，然而所列 9
篇報告所內報告缺乏經驗傳承

之報告。 

「核設施除役及解除管制技術研究」分

項計畫本年度規劃所內研究報告共 63
篇（2.55 篇/人年），並配合除役資訊 e
化管理系統建立，彙整除役資訊以達到

經驗傳承之目的。 
4. 超 C 類樹核種吸附實驗成果

(pg. 49)圖表之縱座標單位不明

瞭，且未附簡單敘述文字，請

考慮改善。 

謝謝指正，已遵照意見將各座標軸代表

意義明確化標示，並附上實驗目的之簡

要說明。 

5. 廢棄物脫除 TRU 研究及

SCWO 研究進度及成果可加強

說明。 

樹脂脫除 TRU 研究及 SCWO 研究均為

本年度執行的重點，目前正持續進行相

關研究中，將整合本所及委託學術單位

之研究成果，於年終報告加強說明。 
6. 低放處置今年為 2/2，是否已規

劃較完整之結案報告，並提出

建議事項。 

將遵照委員意見進行本子項結案報告

撰寫之規劃，除依照報告制定格式詳實

說明研發過程與具體成果外，亦將對管

制機關提出安全審查技術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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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 97 年度科技計畫期中成果效益報告 
審查委員意見及回復表 

計畫名稱： 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委員： 郭榮卿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1. TRR 用過燃料於熱室進行安定

障及維修保養等亦為影響工作

 

謝謝委員指正。熱室機械手等設備老

由熱室作業人員依據

化作業，因熱室設備與作業人舊

力受其他進行中計畫排擠導致

略有延誤等情事。除了與相關

計畫加強溝通協調外，設備故

進度重要因素之一，宜檢討採

行之作業方法是否有增加維修

困難之疑慮及可能改進措施，

以解決計畫落後之問題。

，故障維修及保養耗時，確為影響工

作進度重要因素之一，且主要設備組配

件採購困難，益增檢修作業之不確定

性；目前 TRR 用過燃料在熱室內之安

定化作業程序，係

熱室設施之特性規劃設計而成，將持續

視執行過程需要檢討改進。 

2. 報告中若干文字或標點上瑕

疵，請檢討是否需要修正。 

 

謝謝委員，已遵照指正完成修改。 

3. 

 

 

計畫屬性增列計畫

主要執行成果」及「1 至 6

月預定目標及執行成果對照表」等二

報告未完全遵照規定格式撰

寫。 

 

依原能會 96 年 12 月 26 日(會綜字第

0960032506)函說明，所附期中及期末

報告格式，另亦可依

執行情形及績效說明。為求計畫執行過

程之紀錄完整性，因此，在期中報告格

式內增列「

節，俾利於查對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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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 效益報告 
審查委員意見及回復表 

(2/4) 

97 年度科技計畫期中成果

計畫名稱： 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

審查委員： 陳明輝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報

重

「

 

 

 

 

告詳實，成果豐碩。本計畫著

工程實務執行，建議考量增加

專利」績效之產出。 

謝謝委員鼓勵與建議，本年度計畫規劃

產出 11 件專利申請，目前除了提出 3

件申請外，尚有 4 件已通過所內審查送

件中，其他預定於 10 月底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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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審查意見及回復說明 

核能研究所 97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成果效益報告審查委員意見及回復表 

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單位：核能研究所 審查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審

1.本

依

尤 僅種類

雜、設施之需求度大、輻射風險高

績效良好。 

計畫在人力、預算限制下，年度

然大致完成計畫量化及質化目標

其質化目標之達成，不

內

，

龐

，

謝謝支持與肯定。 

2.燃料安定化工作略有落後，不論落後

原因為何，均值得檢討原規劃作業之

慎密度程度，避免再度發生計畫外之

情況。 

用過燃料運送及安定化作業進度，主要

因設備故障及熱室作業空間排擠而落

後。已規劃 98 年補完成落後數量。並

另於 99 年成立獨立子項計畫，分年完

成所有 TRR 燃料安定化處理。 

3.反應器拆除技術列入研究目標多年，

仍未對技術本體(切割或一體遷移)

加考慮，請儘速就切割技術及其考量

整體遷移在最終處置之可行性分別研

析 若不能擇一而行，就應分頭並進，

先行考量。 

依據法規和除役計畫書，TRR 爐體除役

是採拆除為之，計畫依此原則執行拆除

規劃研究。整體遷移做最終處置為除役

方式的另一選項，後續會考量與拆除除

役方式做評估比較。 

詳

。

4.高低放處置技術發展多年，在現存條

件下，不易快速落實應用，是否有計

畫編寫技術叢書，留下紀錄，并為公

眾溝通之素材。 

處置計畫研發成果歷年來均視其性

質，以期刊、論文、對內報告、技術手

冊等不同文件型式留存紀錄，並將相關

資料建置於廢棄物管理資訊系統。這些

技術文件隨時可以因應需求轉化為技

術叢書與公眾溝通素材。今後將加強投

稿於一般性科學雜誌或期刊，教育民眾

處置知識；另若主管機關設立官方宣導

網站，本計畫亦全力配合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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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5.本所除污中心技術之建立是否以提供

周到？ 

本所 012 館除污設施目前以處理本所

為主，其除污方

式，偏向於廢棄物不再使用之除污處

理，而核電廠大修時所需之除污則偏向

將可參考本所金屬

廢棄物處理模式，在電廠內建立金屬除

污設施及相關之檢測、管制、外釋方式

等，本所亦可提供全套相關之技術協

助。 

台電建立大修除污中心之應用，相關 TRR 除役產生之廢棄物

運輸、管制、檢測等議題是否已考量

需再用之除污，未來核電廠有意建立金

屬廢棄物除污中心，

6.未來重要研發設施之建立與核心技術

之開展仍待確認。 

本計畫就除役廢棄物解除管制及清潔

外釋方面已建立核心技術與基礎設

施，實際執行混凝土塊及廢金屬之外

釋，並獲致優異減廢成效。高活度設施

拆除及高活度廢棄物清理等則隨計畫

工作推動，逐一建立核心技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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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 97 年度科技計畫期末查證書面審查意見答復表 

(2/4) 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壹 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度

(20%) 

1.除用過燃料裝罐作業進度落後、超

C類放射性廢樹脂處理技術之濕式

氧化法「處理系統之基本設計與細

部設計」工作暫停以及混凝土碎塊

之除污技術等均未達原預期目標

外，其餘皆限期完成。 

 

 

 

 

 

 

 

 

2.本年度所執行之工作內容與年度

目標的吻合度十分高，然總目標之

描述似有把除役及廢棄物處理之

相關技術擴及下階段國內核設施

除役之希望，目前之執行內容及成

果，似主要侷限於所內 TRR 之除

役，對商務運轉之核設施除役本計

畫可扮演的角色，似可加以著墨。

3.除用過燃料運送及安定化達成度

90%外，其餘項目皆 100%達成經

費執行率亦維持良好。 

4.計劃執行人力因受研究人員離職

與退休等因素而少 8.26 人年。 

 

 

1.進度

下：

(1)用過燃料裝罐作業落後部分，將

努

限

(2)超 樹脂處理經評估不適合

之

性，改以「模擬超 C

模擬

待

理

計

(3)混凝土碎塊之除污經以多種方法

進行實驗，結果顯示僅電化學法

可除污至達外釋標準，惟該法經

濟效益仍有待評估驗證。 

2.感謝委員建議，請參閱柒、5 之答覆

說明。 

 

 

 

 

 

 

3.謝謝支持。 

 

 

4.本報告撰寫時年度尚未結束，現已依

據最後之人力工時系統統計，重新修

正計畫人力：年度規劃投入之研究人

力 41.95 人年；全年實際投入之研究人

力 36.31 人年，實際參與較原訂規劃差

異少 5.64 人年。 

 

 

 

 

 

 

pp.1 

 

 

 

 

 

 

 

 

 

 

pp.18-23 

 

、執行之

 

 

單

 

落後及未符預期目標之說明如

 

力克服儀具故障、協調場地侷

等障礙並趕上進度。 

C 類廢

 

 

 

 

 

 

 

以濕式氧化法處理。因而系統

基本設計與細部設計暫無迫切

類廢樹脂之

TRU 核種脫除研究」替代，

廢樹脂降級後以濕式氧化法處

確認可行，再進行處理系統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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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滿意度

(30%) 

產出、年度預定目標及執行成

2.

定目標及

預期成果」欄之描述所屬「工作內

容」性質。 

.所提供之資料中未能看出「97 年度

作業計畫」第四節「年度工作項目

分月工作進度及摘要」中「查核」

點所列各項工作預定完成日期，其

實際完成日期為何？ 

.本計畫性質上屬技術發展及開

發，其在技術之創新，know-how

之紀錄，技術之移轉，人才之培育

及學術論文之產出，均有顯著之績

5.

.謝謝支持與肯定。 

2. 正，往後針對各項「預定目標

精

 

 

 

 

3.作

預

繳

並

報 者須被追蹤查核。 

4.

 

 

 

5. 。 

1.本計畫之執行不管是在量化績效

指標

果等大致上合乎 KP1，值得讚許。

期末報告第貳、五節對照表中所列

「預定目標及預期成果」均為定性

化之描述；而「預定目標及預期成

果達成狀況」則多為定量化之描

述，兩者不易比對。「預

3

4

效。 

本計劃主要為核設施除役及廢棄

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技術開

發及應用為主要工作，所選之績效

指標尚稱合理。 

 

 

1

 

 

謝謝指

及預期成果」之訂定，能夠量化者將

準描述定量化數值。 

業計畫所列各項工作「查核點」之

定與實際完成日期，按規定於每季

交的「計畫執行進度報告」填報，

在「政府計畫管理資訊網」上限填

，未達「查核點」

謝謝肯定與鼓勵。 

 

謝謝支持

 

 

 

 

 

 

參、

度

一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30%) 

、學術成就之評述(科技基礎研究)

量化成果評述： 

本計畫完成 14 篇期刊論文、13 篇

研討會論文、兩場學術活

1.

動及 87

方

面實屬難能可貴。 

2. P.25，表二：國外 SCI 接受刊登 1

篇論文，能否說明是那一期刊？ 

.謝謝肯定與鼓勵。 

 

pp.27 

 

篇技術報告、15 件專利申請、接受

8 項技術服務委託，在量化成果

 

 

 

 

1

 

 

 

 

2.論文名稱為“Uncertainty propagation 

of hydrodispersive transfer in aqui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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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4.

5.

6. 有 4 篇，應再增加篇

質

3.建議在 P.27 之伍、一節「學術成就」

說明論文數量及期刊發表情形。 

在論文、技術報告方面之產出量值

得肯定。 

國外 SCI 論文接受 1 篇，投出 9 篇，

有很好的成果。 

國外學術會議

數鼓勵研究人員參加學術會議從

事學術交流，並可吸收新知。 

化成果評述： 

本計畫培育博、碩士 7 人，3 件取

得專利，技服/產品收入

 

1.

120,074 仟

成果豐碩。 

3. 」及「高完整性

請說明。 

 

 

 

 

An illustration of one-dimensional 

contaminant transport with slug 

於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期刊。 

 

4.

.謝謝肯定與鼓勵。 

.謝謝提示，遵照朝建議方向努力。 

 

1.

共培育 6 人，已

予以修正。 

委託國內大學研究計畫

皆已按照簽訂委託研究計畫合約完

成。 

3.本年度計畫內共有 4 項委託國內大

學研究計畫，分別為(1)義守大學化

工系王詩涵教授「廢棄物脫除 TRU

之研究」；(2)義守大學化工系梁明

在教授「有機廢棄物之超臨界水氧化

；(3)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化工與材料系楊文都教授「用

過膠體除污劑處理研究」；(4)台灣

科技大學營建系黃兆龍教授「高完整

性承裝容器製程自動化研究」。 

 

p.27 

 

 

 

 

 

 

 

 

 

pp.25 

 

 

 

 

 

 

 

 

 

pp.27 

元，技術授權金 3,299 仟元及委託

計畫簽約金 53,406 仟元，建立各項

評估技術並帶動國內學術界參與

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與處置領域之

研究，

2. P.27，伍、一、(四)委託國內大學

執行之 4 個研究案是否在本(97)年

度已完成？請說明。 

「用過膠體….研究

承裝容器….研究」係委託那些大學

執行？

 

 

 

4.論文多擬投稿 SCI 期刊，顯示質方

面應已達一定水準。 

injection”, 刊 登

3.遵照辦理。 

謝謝肯定與鼓勵。 

 

5

 

6

 

謝謝肯定與鼓勵。報告中博、碩士之

培育疏失誤植為 7 人，正確應是碩士

生 5 人、博士生 1 人

 

 

 

2.本年度 4 項

(SCWO)處理研究」

4.謝謝肯定與鼓勵。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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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5.相關成果對日後核電廠除役是否

足夠扮演關鍵性角色，成果報告中

未加著墨；但廢棄物處理部份之研

究，能達至當數量之專利案及成功

進行技轉，應為成果實用性之證

6.

 

二、 成就之評述(科技整合創

量

明。 

仍有提升空間。 

技術創新

新) 

化成果評述： 

1.如報告中之八項成果，其量不少，

成果輝煌。 

預訂完成之處理數量均在本(972. )年

4.

質

度內完成。 

3.能達致多項專利之申請，顯示技術

創新在量方面達致一定成效。 

尚佳。 

化成果評述： 

八項成果之效益貫通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和處置之需求。 

本(97)年度建立我國

1.

2. 廢棄物活度量

前所研發之技術

那些可以 scale up 以供商轉反應器

應用，又其應用之可能經濟效益，

可否稍加著墨。 

4. 料長期貯存

5.

 

 

 

 

.將繼續努力提昇論文及專利品質與

.謝謝肯定與鼓勵。 

 

 

 

.謝謝肯定與鼓勵。 

.謝謝肯定與鼓勵。 

 

 

廢

.遵照審查意見。補充說明用過核子燃

p.30-31 

p.29 

測校正技術及量測追溯驗證體

系，顯示整合能力提升且有具體成

果。 

3.質方面，相關成果部份直接用於

TRR 之拆除，部份對國內相關核產

業有所貢獻，惟目

 

 

 

 

 

計劃中對用過核子燃

請參閱柒、5 之答覆說明。 

 

6

數量。 

 

 

 

1.謝謝肯定與鼓勵。 

 

2

 

3.謝謝肯定與鼓勵。 

1

 

2

 

3.經由執行計畫所獲得之成果與經

驗，可以為未來商用反應器除役直接

參考之本土化技術經驗；共通性之除

役技術需求，包括設施除役前盤點、

廢棄物管理、廢棄物外釋、解除管制

等均具有實際應用價值之經驗及技

術。其中除濕性廢棄物高效處理技術

已技轉將實際應用於核電廠外，廢金

屬之除污及解除管制技術等皆可

scale up 供應用並達 90%以上之減

效果。 

4

p

 

 

 

 

 

 

 

 

 

 

 

 

 

 

 

 

 

 

 

 

 

 

 

 

p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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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之研發成果應評述。 

、經濟效益之評述(產業經濟發展)

化成果評述

三

量 ： 

從報告不論是節省成本或預估經

濟效益都有不錯成績。 

「放射性濕性廢棄物高效率處理技

1.

2.

國內企業，直接

與間接效益高。 

益 建議亦說明如未外釋，所造

終處置之成本，亦

 

來之收益以及在擴充

相關設施處理能保護環

減少支出，對經濟

質

術」成功技術授權

3.廢金屬外釋除標售之直接經濟效

外，

成倉貯及未來最

即說明間接效益。 

4.目前已產生之實質收益雖十分有

限，但預估未

國內商機上有不錯之經濟效益，頗

值肯定。 

5.核廢料及

境，減少污染，

效益而言主要在節約處理費用。 

化成果評述： 

1.本案之成果可實際運用於現況之

需求，降低對國外之技術依賴，提

升國內之競爭力及促進產業化。 

目前有2. 產生明確經濟效益為廢棄

 

 

.謝謝肯定與鼓勵。 

.謝謝肯定與鼓勵。 

 

.遵照意見補充說明間接之效益。以本

所接收廢金屬類之處理貯存費用為

432元/kg，最終處置成本為302元/kg

公頓間接效益達

6,600 餘萬元。 

.謝謝寶貴意見。 

.依據國外經驗，電廠除役產生數十萬

p.29 

物處理方面，至於除役及解除管制

方面的貢獻，雖未能量化評估，但

建議應考量目前技術產出對日後

核電廠除役之可能 impact，並盡量

嘗試其貢獻。 

 

 

 

 

 

3.放射性濕性廢棄物高效率處理技

料長期貯存研發成果之評述。

 

 

1

 

2

 

3

估算，本年外釋 90

4.謝謝支持與鼓勵。 

 

 

 

5

 

 

 

1.謝謝支持與肯定。 

 

 

2

公噸之廢棄物中，有 90%以上可以

解除管制而以一般廢棄物的方式處

理，其費用僅為低放處置的 1/10。

本計畫所建立的解除管制技術，已順

利完成本所 TRR 濕貯槽混凝土塊

1,200 公噸及 031 館貯存庫內廢金屬

100 公噸之解除管制外釋，進而資源

回收再利用，放射性廢棄物的減廢效

果高達 90%以上，其成功的技術及

經驗可供我國未來核電廠除役的參

考。 

3.謝謝肯定與鼓勵。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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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術授權國內企業成果佳。 

) 

四、社會影響之評述(民生社會發展、

環境安全永續

量化成果評述： 

雖然無明顯量化成果，終1. 究是一個

2.

的貢獻，但此點

3. 環境安全永續

確有幫助。 

開始。 

成果報告中之評估側重在對目前

TRR 拆除/除污等

較難說服社會大眾本計劃成果對

民生社會或環境安全永續上有所

貢獻。 

有關民生社會發展、

質化成果評述： 

提升全民對核能產業之信心。 

 P.29，第四，(一)節所述「….逐步

減少 TRR…

1.

2.

.存量，提升….安全保

換之輻射防護措

3.

4.

宜？ 

 

 

 

 

 

 

 

 

.謝謝鼓勵。 

.請參閱柒、5 之答覆說明。 

 

 

3.

 

.謝謝肯定與鼓勵。 

.謝謝指正。執行高活度污染設施清

理，確為逐步將 TRR 燃料池內廢棄

如安定化或加設

屏蔽包裝後，移置較完善廢棄物貯

存設施，以提昇週遭環境輻射安全

保障。 

.感謝委員建議，計畫將強化執行結果

之包裝以深化執行效益。 

 

 

4.

完成除役，拆除廢棄物處置需

人力、經費妥適

p.30-31 

p.30 

障」，實際上對外界而言，存量未

改變(只是變更存放地點)，會提升

環境輻射安全保障是因為廢棄物

經過安定化及更

施。 

在相關成果能進一步包裝成向社

會宣傳核能設施除役之可行性、安

全性，將會深化此方面之貢獻，換

言之可把 TRR 拆除視作一示範案

例而非計劃之主角。 

對 TRR 爐體拆除時機(如民國 112

年)如何決定？與國外類似狀況相

比較時機是否合

 

 

 

1

 

2

 

 

謝謝支持。 

 

1

2

物，經適當處理，

 

3

 

國外類似研究用反應器採取拆除策

略者如德國MZFR反應器(57MWe)

於 1984 年停止運轉，2000 年開始爐

體 拆 除 ； 英 國 WAGR 反 應 器

(33MWe)於 1981 年停止運轉，1999

年開始爐體拆除；亦有採取先經過

安全貯存策略者如日本JRR。TRR爐

體拆除策略評估因素包括法規規定

117 年

求及成本，技術、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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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五、其它效益之評述(科技政策管理及

其它) 

量化成果評述： 

1.無特別量化成果。 

 P.30，第2. 五、(一)項：依該項內容，

3.

4. 退休人員之損失及技術

 

建議移至第四節「社會影響」。 

本第一及第四項嚴格而言似乎也

可納入前面幾種效益之中，至於經

驗傳承之管理則真的屬於本項。 

如何彌補

傳承宜加強。 

質化成果評述： 

1.無特別質化成果。 

2. P.30，第五、(二)及(三)項內容：建

議以知識管理及經驗傳承之觀點

進行說明。 

經驗傳承方面，目前透過錄影及資

料庫、技術文件等顯示已有此方面

的努力，但是否有獨立之評核或驗

證機制

3.

檢驗目前之方式及其內容

性等，目前仍評估中。 

.遵照意見重新編排。 

.遵照意見重新編排。 

.本年度起本所已開放進用國家考試

退休缺額，另研發替代

役人力名額亦有增加。 

 

3.

核設施除役規劃、執行及後

續物料流向之紀錄；尚須加強除役技

p.30 

p.30 

足資日後因人員斷層而引起之經

驗斷層能有效克服？ 

 

 

 

1.略。 

2

 

3

 

 

4

及格人員遞補

 

1.略。 

2.謝謝委員建議，將加強知識管理及經

驗傳承之說明。 

核設施除役管理資訊系統，目前循行

政管理及計畫管理體系逐步建置，朝

完整保存

術深、廣度彙整，以達經驗傳承目

的。 

 

 

 

 

 

p

 

p

 

 

 

 

 

 

 

pp.31 

 

 

 

肆、

1.

體上仍能完

2.

3.尚可。 

.謝謝支持與肯定。 

2.

3.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度(10%) 

雖有部分項目因設備或人力調派

問題稍有影響，不過大

成，誠屬難能可貴。 

熱室調度之協調可能仍有進步之

空間。 

 

1

 

 

感謝委員指正，計畫將密切協調，提

昇資源使用效益。 

謝謝支持。 

 

伍、計畫經費及人力運用的適善性

1.人力之運用差異達 8.26 人年，佔原

計畫的 19%，仍然可完成計畫目

標，顯見人力之計畫有高估。 

2.除 TRR 用過核子燃料安定化作業

 

1.

 

2.

p.18-23 (15%) 現已依據最後之人力工時系統統計

重新修正，實際參與較原訂規劃差異

少 5.64 人年。 

謝謝支持，進度落後部分將努力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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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稍有落後外，餘均與原計畫之規劃

3.本計畫人力皆有比原預估減少，自

利用效率有所提

是否也顯示當

4.

.為因應全所臨時增加工作，配合調整

人力配置，因而實際與規劃自有落

.謝謝支持。 

一致。 

正面視之是人員

昇，然自另一角度，

時有涉及浮編之虞？ 

可接受。 

服。 

 

3

差。 

 

4

陸

1.

時執行。 

.執行時間合適。 

續 TRR 除役之需

入如何與商轉

4. 年研究人員投入以

.感謝提示寶貴之意見。 

 

2.

.請參閱柒、5 之答覆說明。 

 

.目前本計畫新進年輕同仁皆安排至

p.30-31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度(5%)

由報告中之後續工作構想看出，許

多計畫之執行時間不是問題，問題

出在執行進度或速度應再作調

整，方能確定何

2

3.目前構想符合後

求，是否可考慮另加

系統接軌之問題，以擴大本計劃之

可能效益。 

宜適當培育青

加速處理提高進度。 

 

1

 

 

謝謝支持。 

3

 

 

4

核設施除役或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與

處置相關工作學習。 

 

 

 

 

 

 

p

柒、

1.

；大體上仍

且技術整合

3. 行後續 TRR 用過核子燃

熱室相關儀器與設備之保

 

。

 

1.

 

 

度落後部分將努

力克服並趕上。 

3. 將就熱室關鍵設

獲取關鍵備品，期在有

限資源下維持設備堪用之最大效益。 

4.

研究規劃。 

 

 

 

 

 

 

 

 

 

 

 

 

 

pp.30-31 

綜合意見 

本案全程 4 年(96~99)，由初期之研

發、探討進行至今，已有許多應用

到實際的現場作業階段

符合計畫目標和目的。 

2.本年度各項工作除 TRR 用過核子

燃料安定化稍有落後外，均在原規

劃進度與預算內完成，

能力亦有提升。 

為配合進

安定化，

養及備品供應建議儘早規劃與進

行。

4.用過核子燃料長期貯存可行性分

析成果之應用以及是否有後續須

進行之研究，建議儘早預為規劃

5.除以 TRR 除役相關工作為主要考

謝謝支持與肯定。 

 

2.謝謝支持與肯定，進

 

 

謝謝寶貴意見。計畫

備，分年規劃

 

遵照建議，將於 98 年度完成可行性

評估並提出後續

 

5.核研所研究用核設施除役工作，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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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核設施除役及廢棄物管理技術之發展與應用(2/4) 

審查單位：原子能委員會 

審 查 委 員 意 見 回 復 說 明 修 訂 頁

量外，建議可加入如何與商轉之核

反應器除役之接軌應用之考量，另

 

 

 

 

 

 

6. 培育應多加

強。 

於美國 DOE 所主管之研究用

核設施除役計畫（EM 計畫），主要

器除役則由 NRC 主管。核研

所經由研究用核設施除役之執行及

理技術之發展所獲得

之經驗，可以為未來商用反應器除役

驗；其執行

成果亦有助於澄清核能應用之安全

性及環境永續經營之疑慮。共通性之

除役技術需求，包括設施除役前盤

理、廢棄物外釋、解除

價值之

經驗及技術。目前除了依據法規規定

進行除役及廢棄物清理外，亦積極藉

由除役資訊系統之建立，彙整除役經

6.

一方面，本計畫成果對於有助澄清

社會對核能應用安全之疑慮及環

境永續經營方面，也應考慮加以推

廣宣傳。 

 

 

 

 

 

 

成果佳，惟人力補充及

 

較類似

任務為清理國家核能應用研發過程

中留下之核設施及廢棄物。美國商用

核反應

相關廢棄物處

直接參考之本土化技術經

點、廢棄物管

管制等均建立具有實際應用

驗，達到技術傳承之目的。 

謝謝支持並加強人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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