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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期計畫延續 111 年計畫曝露輻射安全與劑量約束評估研究之作

法，112 年以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密封放射性物質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照射場)等輻射源與設施為主要輻射作業現場訪查標的，完成 360 件輻

射源之現場輻射安全訪查。亦蒐集、研析國際間對高強度輻射(照射場)

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法，並結合訪查數據，評估與提出所訪查輻射

作業類別之劑量約束建議值。此外，並提出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之

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作為主管機關管制之參考。 

 

關鍵詞：計畫曝露、輻射安全、劑量約束、高強度輻射設施、輻防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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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continues the 2022 works and methods of th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radiation safety and dose constraint of planned exposure 

situation. In 2023,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radiation sources and facilities such 

as equipment possible of producing ionizing radiation, sealed radioactive 

materials, and high-intensity radiation facilities (such as irradiation facilities), 

in nonmedical applications. The on-site radiation safety inspections of 360 

radiation sources or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d in 2023. This work h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r measures on dose 

constraints for high-intensity radiation faciliti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survey data, evaluated and proposed recommended dose constraint values 

for the types of radiation practices surveyed. In addition, a draft 

recommendation on radiation protection safety regulations for high-intensity 

radiation facilities (irradiation facilities) is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keywords： planned exposure situation, radiation safety, dose constraint, 

high intensity radiation facility, radiation prot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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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計畫緣起) 

游離輻射的應用在今日已非常廣泛，國際間大多遵循國際放射防護委

員會(ICRP)對輻射作業所提出之正當化(justification)、最適化(optimization)

和劑量限制(limitation)的輻射防護體系[1]。下，ICRP 於 1990 年即提出“劑

量約束(dose constraint)”的防護最適化的作法概念[2]。其 2007 年提出的輻

防建議書(ICRP 103)則將輻射曝露進一步區分為計畫曝露、既存曝露及緊急

曝露等三種曝露情境[3]。計畫曝露情況係指可以提前計畫輻射防護措施並

合理預測輻射曝露量的情況，包含了職業、公眾、醫療等三種曝露。〉在正

常作業條件下，通常可符合輻射作業職業曝露管制的規定，然而仍可能因作

業誤失而造成潛在曝露風險，ICRP 103 也因此再次強調劑量約束和風險約

束概念。 

國內游離輻射主管機關近年來亦考量最新的國際建議與最新趨勢[3-5]，

逐步將劑量約束與風險約束的概念導入國內管制系統。藉由對國內不同用

途與類型之輻射源或作業場所進行現場輻射作業之安全訪查，評估不同類

型輻射源之可能曝露劑量及其風險，可了解國內不同類型之輻射作業特性

與其職業曝露範疇[6]。 

本計畫分二年期進行(111 年至 112 年)，接續先前之委託計畫[7-13]，對

國內非醫用輻射作業進行輻射源與設施之輻射安全訪查，對可能之人員曝

露及風險進行評估，於每年度內須完成至少 350 件非醫用輻射源輻射安全

訪查，並提出輻射防護管制建議。本年期(112 年)規劃之主要輻射作業現場

訪查標的，包括許可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密封放射性物質及高強度輻射

設施(照射場)等，並將評估與提出所訪查輻射作業類別之劑量約束建議值，

以及提出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之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作為主管

機關精進相關輻射安全管制之參考。 

  



 2 

貳、 研究目的 

    本計畫為二年期計畫之第二年期，將延續前一年期(111 年)計畫之作法

與目的，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 持續對不同類別與使用目的之非醫用輻射源進行輻射作業現場訪

查，分析彙整國內之輻射作業現況，及掌握國內不同輻射作業職業

曝露情形與輻射安全風險分析。 

二、 藉由輻射作業現場輻射安全訪查與業者直接接觸機會，宣導計畫曝

露之最適化及合理抑低的輻射安全防護觀念。 

三、 依據現場訪查結果，提出所訪查輻射源與其使用類別之劑量約束建

議值與具體輻射防護管制建議，建立不同類別與使用目的之輻射源

的輻射防護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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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2 年研究方法 

本計畫分二年期進行，內容包括蒐集國際間計畫曝露輻射作業之劑量

約束實務作法，提出適用國內不同類型輻射作業管制之劑量約束值建議。

輻射源現況調查部分，於每年度內完成一定數量輻射源之抽樣訪查作業，

非醫用輻射源輻射安全訪查。依據年度訪查結果，統計其類型、用途及評

估輻射劑量與風險，建立不同類型、用途之輻射源應用之輻射防護安全規

範，使業者有所依循，以提升輻射安全之管制效能。112 年之詳細工作內

容說明如下： 

 

一、  執行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訪查 

本計畫規劃於 112 年度內須完成 350 件非醫用輻射源輻射安全訪查，

112 年以許可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密封放射性物質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照射場)為主要訪查標的。由委託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簡稱核安會)提供

輻射源設施經營者名冊及輻射源相關證照資訊等資料，再由本研究團隊針

對國內使用輻射源(包括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放射性物質)之相關設施經

營者進行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內容包括操作人員資格、安全裝置測試、

登錄資料稽核、測試報告查核等，以及進行現場輻射安全測試與測試報告

驗證，對可能發生之異常狀況進行評估，並進行人員可能接受之劑量評估

與輻射安全風險分析。 

 

(一) 現場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項目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員於計畫決標後，即與核安會溝通、確認進行訪

查之項目，訪查人員須接受過本計畫之訪查前訓練後始能進行現場輻射安

全檢測及訪查。現場輻射安全檢測及訪查之項目如下： 

1. 操作人員資格：確認操作人員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2. 安全裝置測試：進行 X 光機之連動裝置測試，確認其功能是否正常。 

3. 登錄資料稽核：詳細核對受檢設備之種類、設備規格如廠牌、型號、

序號等是否與核安會提供之資料相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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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現場進行輻射安全測試：輻射源輻射劑量偵測、查核輻射源所在位置

與測試報告平面圖所列位置是否相符、輻射劑量偵測結果與測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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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否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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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放射性物質之現場檢測除上述之項目外，並將

依據核安會公告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高強度

輻射設施年度偵測項目、非醫用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

中之檢查項目與非醫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之檢

查項目表(分別示於表 1 至表 4)進行輻射安全測試[24-28]。密封放射性物

質並將依規定進行擦拭測試[29]，以確定是否發生破損情形。 

 

表 1. 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之檢查項目表 

 

表 2. 高強度輻射設施年度偵測項目 

檢 查 內 容  合格 

1 「設備」與原廠型錄及圖說相符。﹙適用「新申請」案﹚ □ 

2 裝有安全連鎖裝置及明顯警示燈，拆卸、開啟照射室門或「設備」防護罩時，將自動停止

產生輻射。 
□ 

3 □「設備」之照射室人員無法進入； 

□裝有視窗或閉路電視，得以確認照射時照射室內無人逗留； 

□照射室內備有啟動照射之警示、緊急停止照射及緊急開門等裝置。 

□ 

4 「設備」之外表面有明顯可見的輻射示警標誌，及表示「本儀器內含輻射源，報廢前應經

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之警語。 
□ 

5 獸醫用「設備」具有適當之輻射防護裝具。(檢附照片) □ 

6 偵測結果如下 

○1管制區外：    μSv/hr (＞0.5μSv/hr者需附符合劑量限度說明)。 

○2管制區內□無人員居佔(免測劑量率)； 

  管制區內□有人員居佔，劑量率：    μSv/hr (≧10μSv/hr者需附符合劑

量限度明)。 

○3□「櫃型或行李檢查 X光機、離子佈植機、電子束焊機或靜電消除器」正常使

用時，可接近表面 5公分處劑量率：    μSv/hr (不得>5μSv/hr)。 

背景輻射：        μSv/hr 

偵測儀器廠牌：         型號：        序號：              

校 正 單 位 ：            校正日期：   年   月   日 

□ 

測試項目 注意事項 備註/說明 

□1.作業場所（含輻射管制區、監測

區）四週之輻射劑量率 註 3。 

1.應檢附平面圖，並標示

照射條件、偵測位置

（包含樓上、下）、偵

測結果及背景值。 

2.有關核種分析，請檢附

相關報告。 

如附件     

□2.廢水槽、管線之輻射劑量率偵測註 3

及核種分析。 

如附件     

□3.密封放射性物質擦拭測試。 檢附當年執行擦拭測試報

告
註 4
 

如附件        

□4.安全連鎖及急停裝置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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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醫用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之檢查項目 

表 4. 非醫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輻射安全測試報告中之檢查項目表 

檢 查 內 容  合格 

1 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與原廠型錄及圖說相符。﹙適用「新申請」案﹚ □ 

2 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標幟銘牌與原廠資料相符。(請檢附照片於附頁) □ 

3 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備有輻射源閘門開關且功能正常。 □ 

4 □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之照射室人員無法進入； 

□裝有視窗或閉路電視，得以確認照射時照射室內無人逗留；或 

□照射室內備有啟動照射之警示、緊急停止照射及緊急開門等裝置。 

□ 

5 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之外表面有明顯可見的輻射示警標誌，及表示「本儀器內含輻射

源，報廢前應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之警語。 
□ 

6 偵測結果如下﹙請填附頁﹚： 

○1管制區外：    μSv/hr (＞0.5μSv/hr者需附符合劑量限度說明)。 

○2管制區內□無人員居佔(免測劑量率)； 

  管制區內□有人員居佔，劑量率：    μSv/hr 

(≧10μSv/hr者需附符合劑量限度說明)。 

○3□放射性物質在儀器或製品內形成一組件，其活度為豁免管制量 1000倍以下，

其可接近表面 5公分處劑量率：    μSv/hr (不得>5μSv/hr)。 

背景輻射：        μSv/hr 

偵測儀器廠牌：         型號：        序號：              

校 正 單 位 ：            校正日期：   年   月   日 

□ 

檢 查 內 容  合格 

1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已依「輻射工作場所管理與場所外環境輻射監測作業準則」第五條規定

及評估報告為適當之圍離(管制)，進出口處應有適當之輻射示警標誌與警語。 
□ 

2 輻射安全作業守則及意外事故處理程序，已張貼於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明顯處。 □ 

3 
放射性物質之貯存場所、盛裝容器、清洗水槽及受污染之裝備，應有適當輻射示警標

誌與警語，貯存場所及盛裝容器並應註明放射性物質之名稱及其物理、化學性質。 
□ 

4 放射性物質之貯存場所(櫃)應上鎖，其鑰匙應由專人保管。 □ 

5 
放射性物質之操作檯（桌）或放射性物質處理皿，均應襯以吸水紙，液體樣品應置於

不易傾倒及破損之容器內。 
□ 

6 

□備有專用貯存槽，做為收集俟處理放射性廢液之用(偵測及處理紀錄應留存備查)。 

□備有專用水槽，做為傾倒放射性廢液或清洗放射性污染器皿，且廢液經由密閉管道

導入收集槽、污水排放系統或污水下水道(偵測及處理紀錄應留存備查)。 

□ 

7 放射性廢料桶應具有防治污染擴散之設計(例如腳踩式)，桶內並襯以無孔之塑膠袋。 □ 

8 

操作可能空浮或揮發性放射性物質之作業場所，經評估如應使用抽氣櫃及濾器組，應依規

定定期執行流量及濾器組效率測試，且有關測試結果符合申報單位輻射安全評估報告

之設計要求。 

□ 

9 作業（貯存）場所不得有飲料、食物、香煙、化粧品、檳榔、口香糖等非必要物品。 □ 

10 
比照本會依游離輻射防護法第三十二條公告之年度偵測項目，進行偵測，偵測結果應

符合法規及申報單位訂定之管制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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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場訪查檢測之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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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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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訪查標的光子之能量在 5 keV ~15 keV 以下者，使用 Atomtex 

AT1103M 檢測(如圖 1(右))。此外，針對或放射性物質輻射作業之現場訪

查，則以可檢測或之蓋格偵檢器(Automess 6150 AD 6 或 Thermo RadeEye 

B20  survey meter) (如圖 3)進行測量。使用之輻射偵檢器將定期送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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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核能研

究所國家標準實驗室進行相關能量 X 光或、射源之劑量校正。 

    

圖 1. 手持式塑膠閃爍偵檢器 ATOMTEX AT1121(左)、NaI(Tl)閃爍偵檢器

AT1103M(右)。 

 

 

  

圖 2. 可測累積劑量與劑量率之電子式劑量警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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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utomess 6150 AD 6(左)與 Thermo RadeEye B20 (右)  survey meter 

 

(三) 抽樣訪查標的 

    本計畫將針對國內使用非醫用游離輻射源之設施經營者進行訪查與現

場輻射安全檢測，抽樣訪查標的規劃：於每年度內須完成至少 350 件非醫

用輻射源輻射安全訪查，112 年以許可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密封放射性

物質及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為主要訪查標的。相關輻射源與輻射作業簡

述如下：     

1.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1) 櫃型 X 光機 

    櫃型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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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 

 

 

圖 4. 櫃型 X 光機：電子元件檢測 X 光機(左)、半導體封裝檢測 X 光機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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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檢測儀： 

移動型/手持式X光檢測儀(如圖5)為避免因不慎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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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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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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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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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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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檢測儀       圖 6. 動物用 X 光檢查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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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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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穿透動物身體而取得數位影像，據以判讀動物身體傷痛之病因。 

(4)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圖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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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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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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左)及其作業示意圖(右) 

 

(5) 離子佈植機： 

    離子佈植機產生離子束以生產半導體元件，是目前積體電路製造設備

中最複雜、龐大的儀器，其技術在半導體元件製程中十分重要；其產生之

游離輻射除了帶電的離子束外，尚會因離子束在其路徑中及與靶材等物質

作用而伴隨產生制動輻射 X 光，這些 X 光相較於離子輻射具有較大的穿

透力，也因此離子佈植機設計有一定的屏蔽以減少其運轉射伴隨產生的制

動輻射 X 光對操作人員的影響，達到人員防護的目的。常見的離子佈植機

如圖 8。 

 

  

圖 8. 不同形式之離子佈植機 

 

X 光機之基本防護要求： 

(a) 在控制處設有“開機後有 X 射線產生”的警告標誌。 

(b) 使用中在控制處有“X 射線開啟”指示燈會亮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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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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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有的門與可接近之表面均足以防護所產生之 X 射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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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光機之設備每五年實施輻射安全測試，並留存紀錄備查。 

(g) 動物用X光照射時如需飼主協助固定動物,應提供適當防護配備（鉛衣、

鉛手套等）。 

 

2. 放射性物質 

(1) 密封放射性物質 

    本計畫之抽樣訪查標的，除了將持續針對國內使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包括許可類、登記類，仍以許可類為訪查主軸)之設施經營者進行抽樣訪

查外，將增加對使用密封放射性物質之設施經營者，進行抽樣訪查，執行現

場輻射安全訪查。 

    密封放射性物質之不同用途特性簡述如下： 

    密封放射性物質種類計有發射阿伐、貝他、加馬、中子等輻射之核種輻

射源。活度精確度有核對級(check)、操作級、參考級、標準級等不同級別供

選擇使用。常使用於醫學應用、工業程序控制用、工業照相用、加馬照射用、

輻射儀表用、離子發生器用、放射測量、校正等用途。一般阿伐輻射源會使

用於煙霧警報器、靜電消除器、避雷器的離子產生器、活度量測與能譜分析

的參考射源，如210Po、241Am等；貝他射源則被使用於測厚計、標誌發光體、

離子產生器、參考射源或操作級射源，如3H、14C、36Cl、85Kr、90Sr等；低能

量加馬射源常被使用於螢光分析儀、厚度計、密度計，如55Fe、57Co、125I、
153Gd等。加馬射源則廣泛用於工業、農業、科學研究等，如60Co、137Cs、192Ir 

等；中子射源: 用於地質探勘、輻射育種、活化分析、濕度計和科學研究，

如252Cf。本計畫將對非醫用輻射源與輻射作業之設施經營者進行訪查與現

場輻射安全檢查。 

 

(2)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密封放射性物質係指置於密閉容器內，在正常使用情形下，足以與外

界隔離之放射性物質；而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則係指密封放射性物質以外之

放射性物質。目前可能操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之輻射作業單位包括非破壞

檢驗公司、夜光錶自發光文字盤塗裝作業、大專院校、研究機構、醫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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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核醫生產藥廠及核醫標誌分裝藥局等。本計畫

雖已於111年對非醫用輻射源與輻射作業之設施經營者進行訪查與現場輻

射安全檢查，112年仍對少部分於111年已通知訪查但因疫情關係未能實施

者，進行訪查與現場輻射安全檢查。 

 

3. 高強度輻射設施 

依據現行法規：高強度輻射設施種類及運轉人員管理辦法規定，高強

度輻射設施（以下簡稱設施）之種類如下： 

一、使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加速電壓值大於三千萬伏（30MV）之設施。 

二、使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粒子能量大於三千萬電子伏（30MeV） 之

設施。 

三、使用密封放射性物質活度大於一千兆貝克（1000TBq） 之設施。 

目前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作業單位包括鈷六十照射廠、同步輻射中

心等加速器設施(包括非醫用及醫用)等輻射源設施。本計畫將對非醫用輻

射源與輻射作業之設施經營者進行訪查與現場輻射安全檢查。 

 

(四) 人員劑量與風險評估 

本計畫針對國內使用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含登記類與許可

類)、放射性物質(含密封與非密封)及高強度輻射設施(鈷六十照射場)等設施

經營者，考量其正常操作條件時與可能發生之異常狀況下工作人員可能接

受之劑量(率)，並評估可能之輻射安全風險 。 

1.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與放射性物質(裝備)正常使用之劑量評估 

本計畫針對國內使用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含登記類與許可

類)設施經營者，考量其正常操作條件時工作人員可能接受之劑量(率) 。 

(1) 櫃型X光機、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離子佈植機、動物用X光檢查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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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表1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輻射安全測試之檢查項目。 

 

(2) 移動型/手持式X光檢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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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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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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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進行表1之非醫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輻射安全測試之檢查項目。 

 

(3) 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之劑量評估 

    密封與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之劑量評估因其使用之多樣性，將視現場

實際使用狀況做適當規劃與調整，一般進行之方式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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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密封放射性物質進行表3之非醫用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輻射安全測

試之檢查項目，並依規定進行擦拭測試，確認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

之安全性，確保輻射源本身無破損、無造成洩漏汙染之虞。 

(c)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進行表4之非醫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輻射安

全測試之檢查項目，確認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之安全性，確保

輻射源無造成洩漏汙染之虞。 

 

 (4) 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作業場所之劑量評估 

高強度輻射設施可分為設備(加速器/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與物質(密

封放射性物質)，將視現場實際使用狀況做適當規劃與調整，一般依表2之

檢查項目進行現場輻射安全檢測，進行之方式如下： 

(a)  在平常常用之操作條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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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為密封放射性物質，除進行劑量率檢測外，亦進行擦拭測試，確認

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之安全性，確保輻射源本身無破損、無造成洩

漏汙染之虞。 

(c) 如為加速器設備，則除了進行一般劑量率檢測外，因其高能量輻射

可能產生中子，亦需進行中子劑量率檢測。 

 

2.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放射性物質(裝備)異常使用之劑量與風險評估 

為評估含有屏蔽門之X光機(如櫃型等)安全連動裝置失效或動物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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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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含有屏蔽門之非醫用X光機(櫃型等X光機以及X光管式靜電消除器等，

除動物用X光檢測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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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

射源(X光機等設備)的異常使用之劑量評估方法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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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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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密封、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將於計畫執行期間，視各設施經營者現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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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使用狀況，評估可能發生之異常使用情形，再做可能之劑量量測與

評估。 

       

 (5) 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作業場所： 

     主要假設屏蔽門未關時可能造成之人員劑量(率)，此外亦將視各設

施經營者現場實際使用狀況，評估可能發生之異常使用情形，再做可

能之劑量量測與評估。 

 

3. 空間劑量與人員有效劑量之轉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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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CRP與EURADOS評估不同光子能量時之空氣克馬轉換(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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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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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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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國 際 放射 防護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簡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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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ICRP 11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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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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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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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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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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各輻

射源：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密封放射性物質(裝備)每週之使用時數)，保

守假設人員於操作輻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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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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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ICRP-60 及 ICRP-103 建議使用之癌症標稱危險度係數[2, 3] 

 

考量相關文獻結論[3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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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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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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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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考量以現場調查之操作輻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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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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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

員資格、安全裝置測試、登錄資料稽核、輻防措施實施狀況、測試報告查

核以及現場進行輻射安全測試等之結果，對其合格(相符)率及整體合格(相

符)率進行統計分析，此外，亦針對不同輻射源於正常與可能異常使用時之

人員劑量與風險評估結果進行記錄與統計分析。 

 

 

二、 蒐集、研析國際間對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

作法、建立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之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 

目前國內之高強度輻射設施數量不多，主要包括學術研究用(質子)

加速器、同步輻射加速器、鈷六十照射場及醫用放射治療應用之(質子、

種粒子)高能加速器等。本計畫將蒐集、研析國際間對高強度輻射(照射

場)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法，如 IAEA 於 2010 年所提出之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SSG-8：Radiation Safety of Gamma, Electron and X 

Ray Irradiation Facilities, Specific Safety Guide [46]報告，即對加馬、電

子、X 光照射場之輻射安全提出實務作法建議，本計畫將進行研析與彙

整，提出高強度輻射(照射場)輻射作業輻射安全與劑量約束建議，供核

安會作為強化輻防管制之參考。 

 

 

三、 評估各類別輻射源或輻射作業之劑量約束建議值 

本計畫於每年將依國際間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法並結合歷年訪

查數據與該年度訪查之輻射源或輻射作業類別數據，評估該年度訪查輻

射源或輻射作業類別之劑量約束建議值，作為管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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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管之具體建議 

本計畫將依據各年訪查結果之統計分析、風險及劑量評估結果，檢

視我國輻防相關法令規定，於每年成果報告中提出非醫用輻射源計畫曝

露之輻射安全防護建議及管制策略，提升我國管制效能。 

 

 

五、 至委託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進行工作進度簡報(每年至少 3 次) 

本計畫規劃每年至委託機關進行 2 次工作進度簡報，112 年第 1 次於

112 年 3 月下旬進行、第二次規劃於 7 月中旬進行、第三次則規劃於第四

季(11 月底或 12 月初)進行。 

 

 

六、 完成計畫規劃工作並提出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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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12 年 7 月 15 日前，提送 112 年度期中報告，112 年 12 月 15 日前，提

送 112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供委託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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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主要發現與討論 

一、進度說明  

1. 本計畫於 112 年 3 月 23 日於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同位

素館鈷六十照射場，進行 112 年度訪查人員輻射作業現場訪查訓練，實

驗室內有許可類密封放射性物質(第一類密封放射性物質)。參與訓練人員

包括清華大學參與本計畫現場實測訪查人員 7 名 (許芳裕、林宥蓉、許皓

翔、蔡雅涵、陳宗源、陳永泰、陳德照等)及核安會輻防組人員(蕭展之技

士) 1 人，共計 8 人。訓練相關照片如圖 10。 

    

   

  圖 10  112 年度訪查人員輻射作業現場訪查訓練：檢測事項講解及實測 

2. 延續輻射偵檢器之有效校正週期，分別於 112 年 3 月 3 日完成 NaI(Tl)閃

爍偵檢器 ATOMTEX AT1103M 及於 112 年 6 月 12 日完成塑膠閃爍偵檢

器 ATOMTEX AT1121 之校正，相關之校正報告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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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 年 3 月 22 日由計畫主持人代表至核安會進行 112 年第 1 次工作方法

與進度簡報。 

4. 112 年 7 月 14 日由計畫主持人代表至核安會進行 112 年第 2 次工作方法

與進度簡報(期中進度報告)。 

5. 於 112 年 7 月 10 日，發文提送 112 年度期中報告。 

6. 112 年 11 月 27 日由計畫主持人代表至核安會進行 112 年第 2 次工作方

法與進度簡報。 

7. 112 年已執行完成 360 件游離輻射源之現場輻射安全訪查與檢測，包括

登記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72 件、櫃型

X 光機：150 件、動物用 X 光機：28 件)、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9 件、

離子佈植機：71 件，放射性物質 26 件(登記類密封放射性物質 24 件、

許可類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 1 件、登記類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

場所 1 件)，以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4 件；已超過原規劃於 112 年須完成之

預定進度(350 件)。 

 

二、檢查結果統計 

本計畫規劃每年度完成至少 350 件非醫用游離輻射源之抽樣現場訪

查，112 年度已完成登記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72 件、櫃型 X 光機：150 件、動物用 X 光機：28 件)、X 光管式靜

電消除器：9 件、離子佈植機：71 件，放射性物質 26 件(登記類密封放射

性物質 24 件、許可類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 1 件、登記類非密封放

射性物質使用場所 1 件)，以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4 件；總計完成 360 件游離

輻射源之抽樣現場訪查。 

1. 檢查區域分布 

112 年各縣市檢測非醫用游離輻射源之件數分布，列於表 8。其中檢測

之 330 件登記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現場檢測主要分布於 15 個縣市，密

封放射性物質現場檢測主要分布於桃、竹及高、屏等 4 個縣市，非密封放

射性物質現場檢測主要分布於新北市及台中市，高強度輻射設施現場檢測

主要分布於桃園市、新竹市及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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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縣市檢測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數量分布 

縣市別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登記類) 放射性物質  
高強度

輻射設

施 

移動型/手

持式 X 光

機 

櫃型 

X 光機 

動物用

(獸醫)X

光機 

X 光管

式靜電

消除器 

離子 

佈植機 

密封  

(登記類) 

非密封  

(許可類) 

基隆市 2 2           

台北市 3 7 5          

新北市 10 21 4      1    

桃園市 11 41 3  34 13    1 

新竹縣 2 21 1          

新竹市 2 13 1    1 

(許可類) 
  2 

苗栗縣 2 5   1        

台中市 9 16 5  37   
1 

(登記類) 
1 

彰化縣 3   1          

南投縣 2  1           

雲林縣 6             

嘉義市   1          

台南市 4 7 2 8        

高雄市 16 16 4   7     

屏東縣     1    3     

合   計 

72 150 28 9 71 24 2 4 

330 26 4 

360 

 

 

2. 112 年之現場訪查資料表列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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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訪查輻射測試結果 

112 年已完成 360 件游離輻射源之抽樣現場訪查，相關輻射測試檢測結

果彙整說明如下： 

1. 登記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1)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72 件(另有複查 3 件)，有 60 件

檢測結果符合規定，有 4 件無安全連鎖裝置(已完成複查 3 件，另有 1

件已完成修復，預計 112 年 12 月 15 日進行複查)，異常情形說明如表

9 ；有 6 件缺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未提供登記證明；另有 2 件於現場訪

查時廠商才告知設備故障，無法於當日進行現場檢測，須待廠商將設備

修復後才能進行檢測。以上均已通報主管機關並請廠商限期改善。現場

訪查未提供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登記證明之檢測狀況說明如表 10，廠

商告知設備故障之狀況說明(業者表示會修復者)如表 11。 

(2) 櫃型 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150 件，有 134 件檢測結果符合規定，有

2 件缺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未提供登記證明；以上均已通報主管機關並

請廠商限期改善；有 10 件於現場訪查時廠商才告知設備故障，無法於

當日進行現場檢測，須待廠商將設備修復後才能進行檢測。現場訪查未

提供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登記證明之檢測狀況說明如表 10，廠商告知

設備故障之狀況追蹤說明(業者表示會修復者) (有 4 件櫃型 X 光機)如表

11；另有 6 件櫃型 X 光機於現場檢測廠商即告知設備故障，故予紀錄

並追蹤該設備後續狀況(說明如表 12)。此外，櫃型 X 光機有一件 111 年

追蹤案例，其 X 光機台因原裝鉛皮已被破損致四周有輻射洩漏(不列入

112 年訪查數量統計)，已於 112 年 3 月 3 日複查完成，確認已完成改善

(說明於表 9) 。        

(3) 動物用(獸醫)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28 件，檢測結果符合規定。 

(4)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現場訪查與檢測 9 件，檢測結果符合規定。 

(5) 離子佈植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71 件，檢測結果符合規定。 

2. 放射性物質： 

  (1) 密封放射性物質 

      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現場訪查與檢測 23 件登記類及 1 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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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 

  (2)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現場訪查與檢測 1 件許可類及 1 件登記

類，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 

3. 高強度輻射設施 

高強度輻射設施現場訪查與檢測 4 件，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 

 

表 9 現場訪查發現疑似異常之檢測狀況說明 

編號 類別 證照號碼 檢測日期 異常情形說明 備註 

1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07984 號 

112 年 6

月 12 日 

手持式 X 光機

無安全連鎖裝

置，前方無物

體時仍可發射

X 光。 

廠商告知代理商已

於 11/30 修復，已

安排於 12/15 進行

複查。 

2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5135 號 

112年 6 月

16 日 

無安全連鎖裝

置。 

無安全連鎖裝置，

於 8/1 複查。已完

成改善。 

3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5331 號 

112年 7 月

12 日 

無安全連鎖裝

置。 

無安全連鎖裝置。

於 9/20 複查。已完

成改善。 

4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09683 號 

112年 7 月

26 日 

無安全連鎖裝

置。 

無安全連鎖裝置。

於 8/10 複查。已完

成改善。 

  5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0456 號 

111 年 7

月 5 日 

原裝鉛皮已破

損，機台四周

有輻射洩漏 

(111 年追蹤案例) 

111/12/5 致電詢

問，廠商回覆鉛皮

已更換完成並拍照

回傳，已於 112 年

3 月 3 日複查完

成。(已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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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現場訪查未提供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登記證明等文件之狀況說明 

編號 類別 證照號碼 檢測日期 狀況說明備註 

1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7162 號 

112 年 4

月 6 日 

變更設備使用地址故重新申請登記

證明；已於 6/26 回傳登記證明。

(已完成改善) 

2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3108 號 

112 年 4

月 7 日 

輻射安全測試報告缺頁、未提供登記

證明及人員證書等資料；已於 8/2 回

傳所有資料。(已完成改善) 

3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6420 號 

112 年 4

月 7 日 

未提供登記證明及人員證書等資料；

已於 8/2 回傳所有資料。(已完成改

善) 

4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6421 號 

112 年 4

月 7 日 

輻射安全測試報告缺頁、未提供登記

證明及人員證書等資料；已於 8/2 回

傳所有資料。(已完成改善) 

5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2930 號 

112 年 4

月 17 日 

雖 有 提 供 輻 射 安 全 測 試 報 告

(104/07/13)，但已逾期(需五年內) ；

已於 4/27 回傳新測試報告。(已完成

改善) 

6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6814 號 

112 年 5

月 15 日 

未提供輻射安全測試報告及登記證

明；已於 6/27 回傳測報及登記證明。

(已完成改善) 

7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4778 號 

112 年 5

月 29 日 

雖 有 提 供 輻 射 安 全 測 試 報 告

(107.05.04)，但已逾期(需五年內)；於

6/27 回傳新測試報告。(已完成改善) 

8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0855 號 

112 年 5

月 30 日 

未提供輻射安全測試報告及登記證

明；已於 6/26 回傳測報及登記證明。

(已完成改善) 

 

表 11 訪查時廠商告知設備故障清單(業者表示會修復者) 

編號 類別 證照號碼 檢測日期 說明 

1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4112 號 

112 年 4

月 19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於 7 月底修復完成，並於 9/5 完成複

查，確認無異常，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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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2455 號 

112 年 5

月 22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廠商 5/23 回覆已修復完成，並已於

5/29 複查，確認無異常，符合規定。 

3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07255 號 

112 年 6

月 15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廠商 6/20 回覆已修復完成，並已於

7/27 複查，確認無異常，符合規定。 

4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5330 號 

112 年 6

月 16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已修復完成，並已於 8/01 複查，確認

無異常，符合規定。 

5 

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 

登設字

2013564 號 

112 年 6

月 20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廠商 6/21 回覆已修復完成，並已於

8/15 複查，確認無異常，符合規定。 

6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3109 號 

112 年 9

月 22 日 

原定 5/19 訪查，廠商 5/16 告知設備

故障送原廠修理。廠商於 8/2 致電已

修好，並已於 9/22 複查，確認無異

常，符合規定。 

 

表 12 廠商告知設備停用或報廢清單 

編號 類別 證照號碼 檢測日期 說明 

1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2540 號 

112 年 4

月 10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停機封

存中無法使用；已於 8/18 回傳停用

證明。 

2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4493 號 

112 年 4

月 11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無

法使用；廠商 6/30 回覆該設備已有

別公司接手轉出。已於 7/19 回傳轉

出證明。 

3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2759 號 

112 年 4

月 19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X

光管損壞，預計要停用。(持續追蹤後

續情形) 

4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6286 號 

112 年 4

月 25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將申請停用；已於 4/28 回傳停用證

明。 

5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3942 號 

112 年 5

月 08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無 X 光

管；廠商 8/2 回傳停用證明。 

6 
櫃型 

X 光機 

登設字

2014374 號 

112 年 5

月 08 日 

現場訪查當日，廠商告知設備故障；

廠商 8/2 回傳停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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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醫用游離輻射源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放射性物質(裝備)異常使用之

人員劑量與風險評估分析 

    本年度針對非醫用游離輻射源(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放射性物質與高

強度輻射設施)進行正常輻射作業或考量可能發生之異常使用情形，可能或

造成輻射工作人員與一般人(非輻射工作人員)之劑量與風險評估分析，相關

評估結果說明如下： 

1. 可發生游離輻射射備之輻射劑量檢測結果 

    112 年完成登記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包括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 72 件、櫃型 X 光機 150 件、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9 件、離子佈植機

71 件，以及動物用(獸醫)X 光機 28 件。各類別 X 光機檢測劑量結果分別

說明如下： 

(1)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72 件) 

    圖 11 為 112 年現場訪查之 72 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之每周平均工

作時數分布；圖 12 為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

部、身體、X 光機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大淨劑量率、X 光機運作時周

圍一般人(假設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淨劑量率(均已扣除背景

值)，其中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最大劑量率約為 3.797 Sv/h (編號

P20)，工作人員身體最大劑量率約為 0.749 Sv/h (編號 P16)，X 光機表面

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大淨劑量率約為 9.302 Sv/h (編號 P28)，X 光機運作時

周圍一般人(假設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最大淨劑量率約為 0.212 

Sv/h (編號 P52)。 

 

 
圖 11  112 年現場訪查之 72 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之每周平均工作時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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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X 光機

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大淨劑量率、X 光機運作時周圍一般人(假設

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淨劑量率(均已扣除背景值) 

 

    考量每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之操作時間(如圖 11)及其相對應 X 光機

之淨輻射劑量率檢測結果(如圖 12)，評估個別業者之工作人員可能接受之

淨年劑量結果如圖 13。工作人員手部接受之最大年劑量約為 0.796 mSv/y 

(編號 P55)，工作人員身體接受之最大年劑量約為 0.2996 (0.3) mSv/y (編號

P16)。 

 

 
圖 13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個別業者之工作人員可能接受之淨年劑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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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可能發生之異常狀況，主要考量不排除其可能

發生朝向人員身體照射的情況。故本計畫評估 112 年所訪查測試之 72 件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如發生有工作人員持手持式 X 光機朝一般人員

(非輻射工作人員)身體照射的異常使用情況。將手持式 X 光機朝空曠處方

向，直接貼緊輻射偵檢儀氣進行照射，模擬受照射者可能接受之劑量。

圖 14 中以手持式 X 光機直接貼緊輻射偵檢器(後方為空曠處)進行照射之

測量結果最大劑量率為每秒 64.4 Sv (約 0.064 mSv/s) (編號 P67)，即受該

次異常狀況之受照射者可能接受之最大劑量率為每秒 0.064 mSv (編號

P67)；如被照射時間為 5 秒，則造成之劑量約 0.32 mSv。 

 

 

圖 14 以手持式 X 光機直接貼緊輻射偵檢器(後方為空曠處) 模擬移動型/

手持式 X 光機朝向人員身體照射的異常使用情況之偵檢器測量結果 

 

(2) 櫃型 X 光機(150 件) 

    圖 15 為 112 年現場訪查之 150 件櫃型 X 光機之每周平均工作時數分

布；圖 16 為櫃型 X 光機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X 光機表

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大淨劑量率、X 光機運作時周圍一般人(假設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淨劑量率(均已扣除背景值)，其中執行單次測試

之工作人員手部最大劑量率約為 1.328 Sv/h (編號 C143)，工作人員身體

最大劑量率約為 2.788 Sv/h (編號 C143)，X 光機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

大淨劑量率約為 1.108 Sv/h (編號 C143)，X 光機運作時周圍一般人(假設

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最大淨劑量率約為 0.022 Sv/h (編號

C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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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12 年現場訪查之 150 件櫃型 X 光機之工作人員每周平均工作時數 

 

 
圖 16 櫃型 X 光機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X 光機表面可接

近 10 公分處最大淨劑量率、X 光機運作時周圍一般人(假設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淨劑量率(均已扣除背景值) 

 

 

考量每件櫃型 X 光機之操作時間(如圖 15)及其相對應 X 光機之淨輻射

劑量率檢測結果(如圖 16)，每件櫃型 X 光機業者之工作人員可能接受淨年

劑量評估結果如圖 17。工作人員手部接受之最大年劑量約為 0.266 mSv/h 

(編號 C143)，工作人員身體接受之最大年劑量約為 0.558 mSv/h (編號

C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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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櫃型 X 光機個別業者之工作人員可能接受之淨年劑量結果 

 

    評估屏蔽門未關(安全連動裝置失效)時之櫃型 X 光機異常使用情形，

可能造成工作人員之淨劑量(率)與風險結果如圖 18，評估之人員淨劑量係

以現場實際量測屏蔽門內側(A 點)，及計算評估在設備(屏蔽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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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乘以各櫃型 X 光機之單次操作時

間所得之劑量。異常情形發生時可能之最大工作人員劑量約為 14767 Sv/

次(約 14.767 mSv/次)(編號 C65)，可能之最大一般人員劑量約為 3993 Sv/

次(約 3.993 mSv/次) (編號 C65)。圖 18 中部份無數據之 X 光機係因其無法

將偵檢器置入屏蔽內，而無法取得相關劑量數據。 

 
圖 18 異常(屏蔽門打開)操作櫃型 X 光機一次可能之造成之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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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9 件)及離子佈植機(71 件) 

    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X 光機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

最大劑量率、X 光機運作時周圍一般人(假設距離 X 光機 1 公尺處)可能接

受之淨劑量率(已扣除背景值)等劑量率結果與均與背景劑量相近。 

 

(4) 動物用(獸醫)X 光機(28 件) 

     

    動物用(獸醫)X 光機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最大劑量率

(已扣除背景值)結果如圖 19，其中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最大劑量

率約為 3.36 Sv/h (編號 V6)，工作人員身體最大劑量率約為 3.36 Sv/h (編

號 V6)。 

 

 
圖 19 動物用(獸醫)X 光機執行單次測試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最大劑量率

(已扣除背景值)結果 

 

 
圖 20 每件動物用(獸醫)X 光機之操作時間：每周照射動物數及每隻動物照

相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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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為調查得知之每件動物用(獸醫)X 光機之操作時間分布，包括各

動物用(獸醫)X 光機每周照射動物數及每隻動物照相次數(圖 20)，各別獸

醫業者之工作人員可能接受淨年劑量評估結果如圖 21。工作人員手部接受

之最大年劑量約為 3.36 mSv/h (編號 V6)，工作人員身體接受之最大年劑量

約為 3.36 mSv/h (編號 V6)。 

 

 
圖 21 個別獸醫業者之工作人員可能接受淨年劑量評估結果 

 

    如考量獸醫業者可能發生之異常照射狀況，以進入 X 光照射室協助安

撫動物或協助照相者無穿鉛衣的情形，並以有穿鉛衣一併作劑量結果之比

較(如圖 22)。考慮每次協助動物照相時，一般協助者居站於檢查室內 X 光

桌檯旁，距離照射中心約 50 公分遠處，所評估之協助者身體最大淨劑量

率(有穿鉛衣)約為 1.53 mSv/h (編號 V7)，協助者身體最大淨劑量率(無穿鉛

衣)約為 20.20 mSv/h (編號 V1)。 

 

 
圖 22 考量獸醫業者可能發生之異常照射狀況，以每次進入 X 光照射室協

助安撫動物或協助照相者無穿鉛衣的情形，及有穿鉛衣的條件下之

劑量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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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協助者最大劑量率作考量，考慮每隻動物之照相次數，並假設每次

X 光照射時間為 0.1 秒(100 ms)，則協助者協助每隻動物照射之累積劑量結

果示於圖 23，所評估之協助者身體最大累積淨劑量(有穿鉛衣)約為 0.085 

Sv (編號 V7)，協助者身體最大累積淨劑量率(無穿鉛衣)約為 2.244 Sv (編

號 V1)，均遠小於 1 mSv。 

 

 
圖 23 以協助者最大劑量率作考量，考慮每隻動物之照相次數，並假設每

次 X 光照射時間為 0.1 秒，協助安撫動物或協助照相者無穿鉛衣及

有穿鉛衣的條件下，協助者之累積劑量結果 

 

 

2. 可發生游離輻射射備之輻射安全風險分析 

112 年所檢測之可發生游離輻射射備，在正常作業情況下大部分之工

作人員與一般人員之可能劑量率均符合法規要求(多在Sv/h 或背景劑量範

疇)，因此不須特別評估風險。少部分工作人員在某些亦常使用的情形下，

可能會有接受一定程度劑量之情況，其可能之風險分析如下： 

(1) 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異常使用 

在機率效應之風險評估上，考量 112 年現場檢測之移動型/手持式 X 光

機異常使用狀況下(如照射人體 5 秒，造成受照射者之劑量約 0.32 mSv) (編

號 P67)，若受照射者為非輻射工作人員(一般民眾)，因此分別考量 ICRP-60

及 ICRP-103 之風險係數後之輻射效應風險計算如下： 

 
ICRP-60 ICRP-103 

非輻射工作人員 
=6.0×10

-2

/Sv × 0.32 mSv 

=1.92×10
-5

 

=5.5×10
-2

/Sv × 0.32 mSv 

=1.76×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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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上，若被照射人員之最大身體皮膚等價劑量亦

為 0.32 mSv (編號 P67)，因其劑量值遠小於一般民眾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2) 櫃型 X 光機異常使用 

評估屏蔽門未關(安全連動裝置失效)時櫃型 X 光機之異常使用情形，

可能造成每次操作 X 光機時之最大工作人員劑量約為 14.767 mSv/次(編號

C65)，可能之最大一般人員劑量約為 3.993 mSv/次(編號 C65)。機率效應之

風險計算如下： 

 
ICRP-60 ICRP-103 

非輻射工作人員 
=6.0×10

-2

/Sv × 3.993 mSv 

=2.396×10
-4

 

=5.5×10
-2

/Sv × 3.993mSv 

=2.196×10
-4

 

輻射工作人員 
=4.8×10

-2

/Sv× 14.767 mSv 

=7.088×10
-4

 

=4.1×10
-2

/Sv× 14.767 mSv 

=6.054×10
-4

 

在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上，若受曝露工作人員之最大身體皮膚等價劑

量為 14.767 mSv/次 (編號 C65)，因其劑量值遠小於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0 

mSv，而若受曝露之一般人員最大身體皮膚等價劑量為 3.993 mSv/次(編號

C65)，因其劑量值亦遠小於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

確定效應。(大約操作 13 次即會超過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 mSv ；操作 34

次即會超過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 mSv ) 

 

(3) 動物用(獸醫)X 光機檢查室內協助照相者 

考量獸醫業者可能發生以進入 X 光照射室協助安撫動物或協助照相者

無穿鉛衣的情形，考慮協助每隻動物照相時，一般協助者居站於檢查室內 X

光桌檯旁，距離照射中心約 50 公分遠處，(如圖 23)所評估之協助者無穿鉛

衣時之身體最大累積淨劑量約為 2.244 Sv (編號 V1)、有穿鉛衣時身體最大

累積淨劑量約為 0.085 Sv (編號 V7)。機率效應之風險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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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P-60 ICRP-103 

非輻射工作人員 

(協助照相者，無

穿鉛衣) 

=6.0×10
-2

/Sv × 2.244 Sv 

=1.346×10
-7

 

=5.5×10
-2

/Sv × 2.244 Sv 

=1.234×10
-7

 

非輻射工作人員 

(協助照相者，有

穿鉛衣) 

=6.0×10
-2

/Sv × 0.085 Sv 

=5.100×10
-9

 

=5.5×10
-2

/Sv × 0.085 Sv 

=4.675×10
-9

 

 

在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上，若受曝露人員無穿鉛衣時，協助每隻動物

照相可能造成之最大身體皮膚等價劑量如為 2.244 Sv (編號 V1)，其劑量

值尚小於一般人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 mSv；而如有穿鉛衣進行防護，最大

身體皮膚等價劑量約為 0.085 Sv (編號 7)，亦小於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3. 放射性物質之輻射劑量檢測結果 

(1) 密封放射性物質 

    112 年檢測之密封放射性物質共 24 件(登記類 23 件、許可類 1 件)，檢

測結果於正常作業下之工作人員居站位置劑量率結果均符合法規要求，劑

量多在背景劑量範疇；正常作業下執行一次操作之劑量率結果示於圖 24。

工作人員居佔位置及手部之最大淨劑量率分別約 0.033 及 0.034 Sv/h (編

號 S6)，考慮各密封放射性物質每週使用時數(如圖 25)，在一年以 50 週計

算的條件下，造成之工作人員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0.059 mSv/y (編號 S6)。 

 

 
圖 24 密封放射性物質執行單次操作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最大劑量率(已

扣除背景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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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各密封放射性物質每週使用時數 

 

 

 

(2)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 

112 年檢測之非密封放射性物質共 2 件，檢測結果於正常作業下之工作

人員居佔位置及手部之最大淨劑量率結果如表 13，編號 U1 之劑量率在背

景劑量範疇；編號 U2 之工作人員居佔位置及手部之最大淨劑量率結果均違

約 0.102 Sv/h，考慮其每週使用時數，在一年以 50 週計算的條件下，造成

之工作人員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51 Sv，即 0.051 mSv/y。 

 

 

表 13  112 年訪查之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每週使用時數及正常作業

下執行一次非密封放射性物質操作之工作人員手部與居站位置之可能最大

淨劑量率結果 

編號 
每週時數 

(hr) 

工作人員手部

最大淨劑量率 

(Sv/h) 

工作人員居佔位

置最大淨劑量

(Sv/h) 

工作人員居佔位

置最大年劑量

(mSv) 

U1 9 0 0 0 

U2 10 0.102 0.102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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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射性物質之輻射安全風險分析 

112 年檢測密封放射性物質共 24 件，檢測結果劑量多在背景劑量範疇

；正常作業造成之工作人員最大淨年劑量約為 0.059 mSv/y 亦遠小於 1 

mSv，故其機率效應與確定效應風險應均能予以忽略。確定效應之風險評估

上，若被照射人員之最大身體皮膚等價劑量亦為 0.059 mSv，因其劑量值遠

小於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112 年檢測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檢測 2 件，造成之工作人員最大

手部及工作人員最大身體可能淨年劑量均約為 0.051 mSv/y(編號 U2)，亦遠

小於 1 mSv，故其機率效應與確定效應風險應均能予以忽略。確定效應之風

險評估上，若被照射人員之最大身體皮膚等價劑量亦為 0.051 mSv，因其劑

量值遠小於皮膚等價劑量限值 500 mSv，故判斷為不會發生確定效應。 

 

 

5. 高強度輻射設施之輻射劑量檢測結果與風險評估 

    112 年之高強度輻射設施現場輻射安全訪查，總計完成 4 件，包括同步

輻射射 2 件、研究用質子加速器 1 件及鈷 60 照射場 1 件。經現場之輻射劑

量調查，執行運轉之工作人員手部、身體、X 光機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

大劑量率、設施運轉時周圍一般人(假設距離屏蔽或管制區 1 公尺處)可能接

受之淨劑量率(已扣除背景值)等劑量率結果與均與背景劑量相近。故在風險

評估上，其機率效應與確定效應風險應均能予以忽略。 

 

五、蒐集、研析國際間對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

法、建立高強度輻射設施(照射場)之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 

本計畫於 112 年蒐集、研析並彙整相關國際間對高強度輻射(照射場)輻

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法，蒐集之主要文獻為 IAEA 於 2010 年所提出之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No. SSG-8：Radiation Safety of Gamma, Electron and X 

Ray Irradiation Facilities, Specific Safety Guide [46]報告。IAEA SSG-8 中考慮

的高強度輻射(照射場)設施包括五種類型： 

1. 以乾式儲存輻射源(放射性物質)之輻射照射器； 

2. 水下輻射照射器，其中輻射源(放射性物質)和被照射的產品都在水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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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濕式儲存輻射源(放射性物質)之輻射照射器；指未照射時將輻射

源(放射性物質)儲放於水中，照射時輻射源會移出水面提供照射之輻

射照射器 

4. 電子束照射設施，其中輻射照射在人員可能進入的區域進行，但在

輻照過程中，照射區域須保持管制、不可讓人員進入； 

5.  X 射線照射設施，其中輻射照射在人員可能進入的區域進行，但在  

輻射照射過程中，照射區域須保持管制、不可讓人員進入。 

IAEA SSG-8 報告對加馬、電子、X 光照射場之輻射安全提出實務作法

建議，其內容章節包括： 

1. 簡介 

   此章節包括背景介紹(1.1–1.5)、目標（1.6）、及範圍 (1.7)的介紹。 

2. 實踐(Practices)(輻射作業)的正當性（2.1-2.4） 

   此章節包括輻射作業的正當性原則與基本要求。 

3. 輻射照射器的類型 

此章節介紹加馬輻照設施（3.1–3.6）及利用加速器產生輻射的照射

設施（3.7-3.9）。 

4. 實踐(Practices)(輻射作業)的主要要點 

此章節介紹輻射照射設施的輻射作業管理建議，包括通知和授

(4.1–4.2)、營運組織的職責(4.3-4.12)、管理和組織職責建議(4.13–

4.37)、管理規則 (4.38)、教育訓練(4.39–4.47)等。 

5. 對輻射工作人員的個人劑量監控 

此章節對個人劑量評估和記錄保存（5.1–5.12）、意外照射的輻射劑

量調查 (5.13–5.16)等提出建議。 

6. 工作場所劑量監測 

此章節對輻射照射設施的工作場所劑量監測（6.1–6.2）、輻射測量

儀器的種類（6.3-6.8）、維護和校正 (6.9–6.12)、輻射測量儀的使用

（6.13–6.16），以及輻射調查記錄（6.17-6.20）等提出相關要求與

建議。 

7. 輻射源的管理與控制 (7.1–7.7) 

 此章節介紹對輻射照射設施的輻射源的管理與控制作法建議。 

8. 輻射照射器設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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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節包括輻射照射器類別介紹(8.2–8.47)、加馬輻射照射器 

(8.48–8.97)、電子束輻射照射器和 X 射線輻射照射器(8.98–8.120)

設施的設計（8.121–8.122）。 

9. 設備測試和維護（9.1-9.2） 

  此章節內容介紹對輻射照射設施的設備測試和品保維護建議，包括

每週測試 (9.3)、每月測試 (9.4–9.5)、半年測試 (9.6)、輻射源洩漏

測試（9.7–9.11）、記錄（9.12–9.14）、設施維護和改造（9.15–9.26）

等。 

10. 輻射源的運輸、裝卸 

   此章節內容介紹對輻射照射設施的輻射源運送（10.1–10.2）、裝載

和卸載 (10.3–10.8)等要求與建議。 

11. 緊急準備和應變 (11.1–11.4) 

   此章節內容介紹輻射照射設施的緊急準備和應變計劃制定（11.5–

11.12）、應變設備（11.13–11.14）、緊急情況訓練（11.15–11.17）、

應變計劃定期審查（11.18–11.19）等建議事項。 

本計畫研析彙整 IAEASSG-8 報告，提出高強度輻射(照射場)之輻射防

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書(如附件三)，供核安會作為強化輻防管制之參考。 

 

六、評估各類別輻射源或輻射作業之劑量約束建議值 

本計畫於每年依國際間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法並結合歷年訪查數

據與該年度訪查之輻射源或輻射作業類別數據，評估該年度訪查輻射源或

輻射作業類別之劑量約束建議值，作為管制參考。本計畫對不同類別之輻

射作業劑量約束值評估方法如下： 

(1) 以現場訪查結果之正常作業造成輻射工作人員年劑量的平均值+3 倍標

準差，作為工作人員職業曝露的劑量約束值範圍。 

(2) 以現場訪查結果之正常作業造成一般民眾年劑量的平均值+3 倍標準

差，作為般民眾的劑量約束值範圍。 

(3) 參考(須符合) ICRP 之建議： 

(A) 對緊急曝露之劑量約束值範圍為 > 20 至 100 mSv 間； 

(B) 對職業曝露之劑量約束值範圍為 1 ≤ 至 20 mSv 間； 

(C) 對公眾曝露之劑量約束值範圍為 < 1 mSv ( 0.3~ 1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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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方法並參考與結合本計畫之 111-112 年及「109 至 110 年

度計畫曝露輻射安全與劑量約束評估研究」計畫之訪查數據結果，提出

之不同類別非醫用輻射作業之劑量約束值(範圍)建議(如附件四)。附件四

中任一類別職業曝露之劑量約束值係以 109 年至 112 年現場調查所評估

之全部件數之工作人員年劑量平均值至平均值+3 倍標準差之值為其建議

劑量約束值範圍，如其值小於 1 mSv 則取 1 mSv 為劑量約束值；若其值

大於 20 mSv，則取 20 mSv 為劑量約束值。公眾曝露則以職業曝露劑量

約束值的 30%為原則，若其大於 1 mSv，則取 1 mSv 為劑量約束值。 

 

七、 提出輻防管制及風險控管之具體建議 

        112 年總計完成 360 件非醫用游離輻射源之抽樣現場訪查，包括登記

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 72 件，複查 3 件；櫃

型 X 光機 150 件，複查 3 件；動物用(獸醫)X 光機 28 件；X 光管式靜電消

除器 9 件；離子佈植機 71 件)、放射性物質 26 件(密封放射性物質 24 件；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 2 件)以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4 件。 

        在現場訪查檢測結果統計上，主要的輻射安全疑慮應為安全連鎖裝置

的問題較多，且以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72 件，其中有 4 件

無安全連鎖裝置或發生故障較為引人注意(其中已修復完成並經複查確認合

格者有 3 件，另有 1 件已通知完成修復，預計 112 年 12 月 15 日進行複查)。

此外，112 年檢測結果亦發現有 8 件現場訪查時未獲業者提供輻射安全測試

報告或登記證明等文件之狀況，經紀錄追蹤後均已回傳相關文件，確認完成

改善。112 年總計有 12 件非醫用輻射源設備(包括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 2

件及櫃型 X 光機 10 件)於現場訪查時廠商才告知設備故障，無法於當日進

行現場檢測；其中有 6 件規劃修復(均已完成修復並經複查確認符合規定)；

有 6 件規劃辦理停用/轉讓或永久停用(報廢)，其中 5 件已回傳主管機關核

可之相關證明文件，尚有 1 件待持續追蹤。 

        在評估個人年劑量時，本計畫係以合理保守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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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 112 年檢測

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放射性物質 26 件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4 件，

在正常作業情況下之工作人員與一般人員之可能劑量率大多能符合法規要

求(多在背景劑量範疇)，因此不須特別評估風險。而在可能發生之異常狀況，



 41 

主要考量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不排除其可能發生朝向人員身體照射的情

況、動物醫院協助動物照 X 光之協助者等，可能有較高接受劑量的風險。 

       以 112 年調查之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若異常操作(直接照射人體)，如

直接以輻射偵檢器測得之受照射者身體劑量視為有效劑量與皮膚劑量，訪

查案例中，可能造成人員之最大劑量率約為(約 0.064 mSv/s) (編號 P67)；如

被照射時間為 5 秒，則造成之劑量約 0.32 mSv；雖然劑量值仍未超過劑量

限值，但因手持式 X 光機本身之特性及其是否會亦常使用取決予使用者的

自制力及安全連鎖裝置功能是否確實正常執行。因此，建議針對移動型/手

持式 X 光機仍應特別重視使用程序、作業管控及人員之輻射安全教育訓練，

要求業者重視與落實輻射源管理，避免發生異常使用於對人體照射的情形。 

112 年亦有針對包括同步輻射、研究用質子加速器及鈷 60 照射場件等

高強度輻射設施進行現場輻射安全訪查，總計完成 4 件。輻射劑量調查執

行運轉之工作人員劑量、X 光機表面可接近 10 公分處最大劑量率、設施運

轉時周圍一般人(假設距離屏蔽或管制區 1 公尺處)可能接受之淨劑量率(已

扣除背景值)等劑量率結果與均與背景劑量相近。故可之高強度輻射設施雖

有較高能量之輻射產生或具較大活度之放射性物質，在輻射防護管制與輻

射安全風險管控上應更加小心，也因此在其設施之輻射防護相關措施要求

上即較為嚴格，相關人員也會較為重視相關之安全規定，也因此輻射劑量檢

測結果也呈現工作人員之劑量多為背景劑量範疇。亦因為高強度輻射設施

雖在輻射防護管制與輻射安全風險管控上應更加小心，因此也建議對高強

度輻射設施進行定期查核，已有效監督並確保相關安全措施能被有效執行。 

        依據本計畫執行之經驗發現，其他可能發生異常之情況如 X 光管式靜

電消除器屏蔽門使用時間久後，可能造成偏斜或屏蔽不佳而造成作業區輻

射劑量增加的異常狀況。因本計畫已持續執行多年，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發

生異常率已由 109 年約有 6.9%之異常情形發生，至 111 年及 112 年已無發

現異常狀況案例。足見持續對靜電消除器等游離輻射源進行訪查與檢測，能

使異常情形之發生率有效降低。惟今年度仍發現有 X 光機安全連鎖裝置故

障問題及缺少輻射安全測試報告等問題發生。建議逐年持續對不同種類用

途之 X 光機進行抽樣現場訪查，且應持續關注相關 X 光機設備安全連鎖裝

置功能是否正常之檢測，以及對輻射源輻射安全測試及擦拭報告之抽樣查

核檢測，將有助於提升輻射防護安全效能、降低輻射作業造成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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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至核安會進行工作進度簡報 

本計畫規劃每年至核安會進行 3 次工作進度簡報，112 年第 1 次已於

3 月 22 日完成，於 7 月 14 日完成期中報告之簡報，另於 112 年 11 月 27

日進行期末工作進度報告(第 3 次簡報)。 

 

九、 完成計畫規劃工作 

本計畫依契約書規定之時程，於 112 年 7 月 15 日前，提送 112 年度

期中報告；112 年 12 月 15 日前，提送 112 年度期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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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本計畫 112 年對非醫用游離輻射源之抽樣現場訪查與輻射安全檢測，

總計完成 360 件(另有完成 6 件複查)，包括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移

動型 X 光機：72 件(複查 3 件)、櫃型 X 光機：150 件(複查 3 件)、動物用 X

光機：28 件)、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9 件；離子佈植機 71 件、放射性物質

26 件(密封放射性物質 24 件；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 2 件)以及高強度

輻射設施 4 件。 

檢測結果說明如下：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72 件，有

60 件檢測結果符合規定，有 4 件無安全連鎖裝置，異常情形說明如表 9 ；

有 6 件缺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未提供登記證明；櫃型 X 光機現場訪查與檢

測 150 件，有 138 件檢測結果符合規定，有 2 件缺輻射安全測試報告或未

提供登記證明，有 4 件於現場訪查時廠商才告知設備故障，有 6 件於現場

檢測前廠商即已告知設備故障，擬申請停用或報廢；動物用(獸醫)X 光機現

場訪查與檢測 28 件，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現場訪查

與檢測 9 件，檢測結果均符合規定；離子佈植機現場訪查與檢測 71 件，檢

測結果均符合規定。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現場訪查與檢測 24 件，檢測

結果均符合規定；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現場訪查與檢測 2 件，檢測

結果均符合規定。高強度輻射設施現場訪查與檢測 4 件，檢測結果亦均符

合規定。以上疑似有異常狀況者，均已通報主管機關並請廠商限期改善(改

善情形說明於表 9 至表 12)。 

此外，本計畫亦完成研析、彙整國際間對高強度輻射(照射場)輻射作業

劑量約束實務作法，並逐步依國際間輻射作業劑量約束實務作法並結合國

內現場訪查進行人員劑量與風險評估數據統計分析結果，評估各類別輻射

源或輻射作業之劑量約束建議值，並且依規劃提出高強度輻射(照射場)之輻

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書，供核安會作為強化輻防管制之參考；且已完

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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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並完成所有預期之工作項目，達成原定之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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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2 年檢測紀錄表列資料 

 112 年檢測紀錄統計已完成 360 件(不含複查)游離輻射源之現場輻射

安全訪查與檢測，包括登記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30 件(移動型/手持式

X 光機：72 件、櫃型 X 光機：150 件、動物用 X 光機：28 件)、X 光管式

靜電消除器：9 件、離子佈植機：71 件，放射性物質 26 件(登記類密封放

射性物質 24 件、許可類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 1 件、登記類非密封

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 1 件)，以及高強度輻射設施 4 件。 

(一)移動型 X 光機 Portable X-ray (P) (檢查 72 件，複查 3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P1 4 月 6 日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168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2 4 月 6 日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6956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3 4 月 6 日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7472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4 4 月 6 日 亞毅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716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5 4 月 6 日 工元鋼模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20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6 4 月 6 日 啟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09606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7 4 月 7 日 怡凡得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18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8 4 月 7 日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0991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9 4 月 7 日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004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10 4 月 7 日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108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11 4 月 7 日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6420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12 4 月 7 日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6421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13 4 月 7 日 翌吉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930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14 4 月 7 日 翌吉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5611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15 4 月 10 日 瑞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246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16 4 月 17 日 台鎔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7589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17 4 月 17 日 永成環科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774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18 4 月 17 日 岦陞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44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19 4 月 17 日 大園汽車共生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989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20 4 月 17 日 嘉德創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83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21 4 月 18 日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060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22 4 月 18 日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078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23 4 月 18 日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097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24 4 月 18 日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255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25 4 月 18 日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674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26 4 月 18 日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登設字 201692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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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4 月 21 日 威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 登設字 201265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28 4 月 21 日 威強電工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 登設字 201790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29 4 月 24 日 迎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7279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30 4 月 27 日 優象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290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31 5 月 10 日 明鴻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799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32 5 月 10 日 明鴻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377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33 5 月 11 日 豐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07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34 5 月 11 日 豐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44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35 5 月 16 日 皇翔貴金屬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78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36 5 月 16 日 金翡珠寶銀樓 台中市 登設字 2016223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37 5 月 23 日 野村微科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71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38 5 月 23 日 伍齊資源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660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39 5 月 23 日 凱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1775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40 5 月 23 日 和義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84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41 5 月 30 日 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085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42 6 月 1 日 台灣特格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5212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43 6 月 1 日 台灣特格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521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44 6 月 1 日 台灣特格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741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45 6 月 6 日 台灣三菱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725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46 6 月 6 日 台灣三菱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727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47 6 月 7 日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組新店庫房 新北市 登設字 201746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48 6 月 7 日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組新店庫房 新北市 登設字 201746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49 6 月 12 日 瑞鑫五金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798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50 6 月 13 日 皇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602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51 6 月 13 日 群曜特殊鋼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581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52 6 月 15 日 凱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527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53 6 月 16 日 台灣聯合珠寶玉石鑑定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2551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P54 6 月 16 日 聯盟染料化學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4407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P55 6 月 16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492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56 6 月 16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513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57 6 月 16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571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58 6 月 16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95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P59 6 月 19 日 志明五金工廠 彰化市 登設字 2014563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P60 6 月 20 日 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564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61 6 月 26 日 鴻盛環保企業社 苗栗縣 登設字 201442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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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 6 月 27 日 鐵億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759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63 7 月 12 日 奇秀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331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64 7 月 26 日 信達環保有限公司 彰化市 登設字 2009683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P65 7 月 28 日 買對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6635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P66 8 月 16 日 名仁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734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67 8 月 22 日 昕建興有限公司 彰化縣 登設字 201694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68 9 月 21 日 星光金銀珠寶行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91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69 9 月 22 日 
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中心 
高雄市 登設字 201766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70 9 月 22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99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P71 10 月 13 日 南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市 登設字 201471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P72 10 月 13 日 長浤企業有限公司 南投市 登設字 201443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R-P1 尚未複查 瑞鑫五金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798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R-P 2 8 月 1 日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513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R-P 3 9 月 20 日 奇秀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331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R-P 4 8 月 10 日 信達環保有限公司 彰化市 登設字 2009683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二)櫃型 X 光機 Cabinet X-ray (C) (檢查 150 件，複查 1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C1 4 月 7 日 研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0860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2 4 月 7 日 研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85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 4 月 7 日 彬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湖廠 台北市 登設字 2014413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C4 4 月 10 日 瑞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62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5 4 月 10 日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94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6 4 月 10 日 嘉聯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98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 4 月 11 日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482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 4 月 11 日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057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9 4 月 11 日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73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 4 月 11 日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37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1 4 月 11 日 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60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2 4 月 11 日 四維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03931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3 4 月 11 日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93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4 4 月 11 日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00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5 4 月 11 日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30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6 4 月 11 日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117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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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 4 月 11 日 台灣莫仕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43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8 4 月 11 日 台灣莫仕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0947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9 4 月 12 日 隆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廠 苗栗縣 登設字 200995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20 4 月 13 日 祐嘉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83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21 4 月 13 日 祐嘉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756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22 4 月 13 日 百里助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4996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23 4 月 13 日 百里助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16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24 4 月 14 日 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27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25 4 月 14 日 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58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26 4 月 14 日 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82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27 4 月 21 日 南京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 登設字 200804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28 4 月 21 日 南京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 登設字 201360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29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40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0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11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1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43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2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24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3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67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4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48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5 4 月 19 日 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05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36 4 月 25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11087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37 4 月 25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00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38 4 月 25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7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39 4 月 25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60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0 4 月 25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60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1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二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89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2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二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79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3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二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550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4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高雄市 登設字 201580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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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二十一廠 

C45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二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307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6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二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72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7 4 月 26 日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二十一廠 
高雄市 登設字 201227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48 5 月 2 日 全詠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0650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49 5 月 2 日 全詠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92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50 5 月 2 日 葆樺科技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0245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51 5 月 4 日 歆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25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52 5 月 4 日 歆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093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53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4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54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7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55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7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56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7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57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7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58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79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59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8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0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81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1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8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2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399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3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41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4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423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5 5 月 8 日 群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仁義廠) 新竹縣 登設字 201545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66 5 月 11 日 呈鎰金屬工藝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00256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C67 5 月 11 日 呈鎰金屬工藝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5024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C68 5 月 12 日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1827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69 5 月 12 日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429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0 5 月 12 日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478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1 5 月 12 日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5110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2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910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3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018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4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台中市 登設字 201086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第 55 頁 

 

公司 

C75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681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6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143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7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240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8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247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79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291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0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727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1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545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2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001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3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284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4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381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5 5 月 15 日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

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04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86 5 月 15 日 艾格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1337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87 5 月 15 日 艾格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1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88 5 月 16 日 皇翔貴金屬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1532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89 5 月 16 日 金翡珠寶銀樓 台中市 登設字 2018261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90 5 月 16 日 光和耐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0195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91 5 月 16 日 光和耐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12092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92 5 月 18 日 瀚宇博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73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93 5 月 18 日 瀚宇博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41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94 5 月 18 日 瀚宇博德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77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95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1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96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245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97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09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98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4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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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9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408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0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882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1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37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2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725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3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376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4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24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5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91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6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26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7 5 月 22 日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 登設字 201751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08 5 月 22 日 世芯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0400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09 5 月 24 日 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947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10 5 月 24 日 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196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11 5 月 24 日 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72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12 5 月 26 日 歐莉寶飾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2532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C113 5 月 29 日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61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14 5 月 29 日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77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15 5 月 29 日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21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16 5 月 29 日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31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17 5 月 29 日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03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18 5 月 29 日 台灣國際航電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31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19 5 月 31 日 佳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57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20 5 月 31 日 佳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74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21 6 月 6 日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575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22 6 月 8 日 國產建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 登設字 201608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23 6 月 9 日 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69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24 6 月 9 日 台灣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69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25 6 月 9 日 神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418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26 6 月 12 日 新毅電子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681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27 6 月 13 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08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28 6 月 13 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28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29 6 月 13 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72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30 6 月 13 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640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31 6 月 13 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17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32 6 月 14 日 台灣華傑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54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33 6 月 14 日 台灣華傑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526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C134 6 月 15 日 台灣多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02086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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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5 6 月 15 日 台灣多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0451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36 6 月 15 日 台灣多代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0725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C137 6 月 19 日 新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02662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C138 6 月 19 日 新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589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C139 9 月 22 日 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109 號 林宥蓉 陳永泰 

C140 10 月 13 日 南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市 登設字 2014717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C141 10 月 26 日 台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1126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2 10 月 26 日 台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登設字 2011497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3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0465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4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0590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5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1101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6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4115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7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6310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8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7337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49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7883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C150 10 月 31 日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 登設字 2018157 號 林宥蓉 蔡雅涵 

R-C1 3 月 3 日 志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登設字 2010456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三) 獸醫 Veterinary (V)(檢查 28 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V1 6 月 20日 宇恩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10805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V2 7 月 3 日 傑翔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574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3 7 月 5 日 查米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5349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4 7 月 6 日 奇奇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3463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V5 7 月 7 日 以立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595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6 7 月 10日 興沛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3820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7 7 月 10日 杰禾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154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V8 7 月 10日 小毛屋動物醫院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695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V9 7 月 11日 天一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66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10 7 月 11日 康淇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268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11 7 月 11日 加州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07207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V12 7 月 11日 愛沛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15424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V13 7 月 11日 康禾動物醫院 高雄市 登設字 2003186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V14 7 月 14日 王樣動物醫院 台北市 登設字 201488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15 7 月 18日 廣福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0823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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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6 7 月 18日 健生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541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17 7 月 18日 佳佳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507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18 7 月 18日 聖愛動物醫院仁化店 台中市 登設字 200621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19 7 月 19日 毛毛村動物醫院 新竹市 登設字 2015968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V20 7 月 19日 博恩動物醫院 新竹縣 登設字 2000286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V21 7 月 20日 福樂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1487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22 7 月 20日 東興動物醫院 台中市 登設字 2002741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23 7 月 21日 亞哲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7025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24 7 月 25日 禾原動物醫院 桃園市 登設字 201418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V25 7 月 26日 築愛動物醫院 彰化市 登設字 2014675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26 7 月 27日 愛沐動物醫院 嘉義市 登設字 2014492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27 8 月 3 日 哲生動物醫院 新北市 登設字 201237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V28 10月 2日 名仁動物醫院 屏東市 登設字 2013627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四)密封放射性物質 Sealed radioactive material (S)(檢查 24 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S1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7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2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76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3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77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4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78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5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79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6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8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7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083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8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31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8 6 月 13日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桃園市 物字第 1203314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S9 8 月 7 日 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4965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S10 8 月 7 日 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5897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S11 8 月 14日 大仁科技大學 屏東縣 物字第 1200533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S12 8 月 14日 大仁科技大學 屏東縣 物字第 120053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S13 8 月 14日 大仁科技大學 屏東縣 物字第 120098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S14 8 月 15日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1025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15 8 月 15日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1025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16 8 月 15日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4058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17 8 月 15日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4058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18 8 月 15日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市 物字第 1205153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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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 8 月 17日 老成珠銀樓 桃園市 物字第 1204550 號 蔡雅涵 陳德照 

S20 8 月 23日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新竹市 物字第 1102709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S21 8 月 25日 南亞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物字第 1205524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22 8 月 25日 南亞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物字第 1201295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23 8 月 25日 南亞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物字第 1204381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S24 8 月 25日 南亞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物字第 1205992 號 林宥蓉 陳宗源 

 

(五)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Unsealed radioactive material (U)(檢查 2 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U1 6 月 2 日 中國醫藥大學 台中市 物字第 2100008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U2 8 月 25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核

能發電廠 
新北市 物字第 2100040 號 蔡雅涵 陳永泰 

 

(六)靜電消除器 Static Eliminator (SE)(檢查 9 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SE1 8 月 9 日 智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 登設字 200981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SE2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3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4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5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6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7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8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SE9 9 月 26 日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十八廠) 
台南市 登設字 201641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七)離子佈植機 Implanter (I)(檢查 71 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I1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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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3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4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5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6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7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8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9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0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1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2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3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4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5 8 月 9 日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89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I16 8 月 21 日 
美商蘋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25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17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18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19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0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1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2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3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4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5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6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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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7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8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29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0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1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2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3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4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5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6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7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8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39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0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1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2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3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4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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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5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6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7 8 月 22 日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公司晶圓

三廠 
桃園市 登設字 2008690 號 許皓翔 陳永泰 

I48 9 月 12 日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11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49 9 月 12 日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 登設字 2013114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0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1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2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3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4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5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6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7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8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59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0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1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2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3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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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4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5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6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7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8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69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70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I71 9 月 26 日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一廠 
台中市 登設字 2008662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八)高強度運轉設施 (檢查 4 件) 

編號 日期 單位 區域 證號 檢查員 1 檢查員 2 

1 5 月 17日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新竹市 設字第 100076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2 5 月 17日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新竹市 設字第 100791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3 5 月 25日 中國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 物字第 1100223 號 蔡雅涵 陳宗源 

4 8 月 16日 國立中央大學 桃園市 設字第 100748 號 林宥蓉 陳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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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書 

 

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書 

 

第一章 總則 

    為使國內高強度輻射設施明瞭應有的輻射防護措施，以確保相關設施輻射工作人

員與一般民眾之安全，特研擬「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防護安全規範(草案)建議書」(以

下簡稱本規範)，提供有關單位參考。 

 

第二章 適用範圍 

2.1 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之輻射照射(簡稱輻照)設施之分類包括： 

 加馬輻照設施 

I 類 加馬輻照器 (含自屏蔽) 

II 類 乾式儲存輻射源輻照器 (不含自屏蔽) 

III 類 水下輻照器 

IV 類 濕式儲存輻射源輻照器 

 帶有輻射發生器的輻照設施 

I 類 電子束照射器和 X 射線照射器 (含自屏蔽) 

II 類 電子束照射器和 X 射線照射器 (不含自屏蔽)  

 

2.2 本規範之適用範圍包括輻照設施 (II 類、III 類、IV 類等加馬輻照設施及 II 類電子

束照射器和 X 射線照射器)，與 30 MV 以上粒子加速器及同步輻射加速器等高強度

輻照器設施。 

 

第三章 輻射防護安全管理 

 

3.1 工作人員職業曝露監測 

 對於受雇於管制區(controlled area)或偶爾在管制區工作並可能受到較大職業曝露的

任何工作人員，應在適當、充分和可行的情況下進行個人監測。 

 對於受雇於監測區(supervised area)或只是偶爾進入管制區的任何人員，可不要求

進行職業曝露監測，但仍應評估該人員的曝露情況。這種評估應以工作場所的監

測結果或個人監測的結果為基礎。 

 對於輻射設施，管制區應包括以下內容： 

加馬輻照器（II 類和 IV 類）：輻射室和輻射室的屋頂; 

水下加馬輻照器（III 類）：放置輻照器的房間/空間;  

電子束輻照器（II 類）和 X 射線輻照器（II 類）：輻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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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區域應指定為監測區，除非情況需要將其指定為控制區： 

— 水下加馬輻照器（III 類）：控制室。 

— 加馬輻照器（II 類和 IV 類）：控制室、水處理室(IV 類）、產品進出區域和服

務區域，例如源架提昇機所在位置。 

— 電子束輻照器（II 類）和 X 射線輻照器（II 類）：產品進出區域、服務區

域、供電室和控制室。 

— 30 MV 以上粒子加速器及同步輻射加速器等：控制室、加速器室、加速環及

儲能環區、照射室或射束出口及照射區域。 

 輻射源操作人員、輻射防護人員和定期進入控區域的維護人員應接受個人劑量監

測。這些人應佩戴全身劑量計佩章（例如熱發光劑量計或光刺激發光劑量計佩

章）。 

 設施經營者應做出安排，確保按照管理要求中規定的方式維護每個工作人員的劑

量記錄。設施經營者應確保在工作人員終止雇傭關係時向工作人員提供個人劑量

記錄。 

 

3.2 工作場所監控 

 對工作場所進行監測的性質和頻率應： 

1. 足以實現： 

 (1)所有工作場所的放射性特性評估 

 (2)控制區和監測區的曝露評估  

 (3)審查控制區和監測區的分類  

2. 取決於環境輻射劑量和活度濃度的大小程度，包括其預期波動以及潛在曝露

的可能性。 

 工作場所監控計畫應明確規定： 

1. 待測量的數量 

2. 測量的地點、時間和頻率 

3. 適當的測量方法和程序 

4. 參考基準以及超出參考基準時應採取的行動 

 工作場所輻射調查：為了評估和控制職業曝露，有必要了解各個工作區域的輻射

劑量率。主要目的是提供這些區域內劑量率的有關資訊，這些資訊將用於指定該

區域為控制區或監測區並就其可使用性做出決定。 

 選擇適當輻射測量儀器 

 對於攜帶型輻射測量儀，一般標準包括便攜特性（例如重量、尺寸、物理配

置）、堅固性、易用性和讀數方式、易於維修和可靠性。 

 應提供適當的攜帶型 X 射線和加馬輻射測量儀。 

 在 10 MeV 以上的電子束設施和 5 MeV 以上的 X 射線設施中，可能需要監測

中子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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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測量儀器應能清楚地指示設施正常運行期間的劑量率。 

 某些游離腔可能對射頻輻射做出反應，並可能在設施周圍的調查中給出錯誤

的讀數，應避免使用此類偵檢儀器。 

 任何用於測量體外輻射水平的測量儀錶都應為飽和時讀數不為零的類型。 

 除了攜帶型輻射測量儀外，還應使用固定式輻射監測器應用於輻射照射室或

附近區域之劑量監測，或是對設施環境與儲存池水的污染監測。這些儀器固

定在適當的位置，如果輻射量達到預設條件，即會觸發警報。 

 攜帶型輻射測量儀應在首次使用前、維修後以及按照法規要求的時間周期進

行校正。使用前測試應包括儀器過載性能測試，以驗證其在最大可預見劑量

率下是否能正常運行。 

 固定輻射監測儀器的校正與輻射測量儀的校正不同，應定期進行操作測試，

以確保其對相關輻射量做出反應能力的有效性。  

 工作人員進入輻射室等管制區域應使用攜帶型輻射測量儀，以確定環境輻射量。在

每次進入輻射室之前，應先測試攜帶型輻射測量儀是否正常工作。 

 工作場所監測調查結果應予適當記錄，並應包括以下資訊： 

— 調查日期。 

— 關於輻射源(如加馬射線、X 射線或電子束)的資訊以及輻射產生器的強度或加

馬設施的放射性核種種類、活度等資訊。 

— 輻射源位置。 

— 測量儀器資訊（製造商、型號和序列號）。 

— 測量儀器的校正日期。 

— 測量工具的校正係數、背景減法、轉換或其他計算(如有使用) 。 

— 進行調查的人員姓名。 

— 當使用輻射源時，以及當輻射源被完全屏蔽或 X 射線或電子束被關閉時，在

屏蔽外的輻射量及其相應測量或評估位置。 

— 當輻射源被完全屏蔽或 X 射線或電子束被關閉時，輻射照射室內的輻射量及

其相應測量或評估位置。 

— 根據調查資訊所採取的任何行動。 

 設施經營者應保留設施的污染或意外曝露紀錄。這些紀錄應提供給主管機關查

核。 

 污染或意外曝露紀錄應該包括下列資訊： 

— 調查日期。 

— 關於輻射源(如加馬射線、X 射線或電子束)的資訊以及輻射產生器的強度或加

馬設施的放射性核種種類、活度等資訊。 

— 輻射源。 

— 調查儀器資訊（製造商、型號和序號）。 

— 測量儀器的校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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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工具的修正係數、背景扣除、換算或其他計算（如有使用）。 

— 進行調查及/或分析的人員姓名。 

— 污染或意外曝露程度及對應地點。 

— 污染或意外曝露原因。 

— 根據調查獲得資訊所採取的任何行動。 

 

3.3 輻射源控制 

 設施經營者應確保輻射源安全，並防止盜竊或損壞，以及防止任何未經授權的人

員進入、使用或轉讓。 

 應確保「除非接收者擁有有效授權，否則輻射源不會被轉讓」，在將輻射源轉移給

另一個機構或設施前，應確認預期接收者持有擁有輻射源的有效授權。 

 對於高強度輻射設施輻射安全的主要目標是控制輻射源發出的輻射曝露。應使用

屏蔽來減弱輻射，並透過使用物理屏障、工程安全系統和執行程序來控制人員進

入管制區域。 

 設施經營者應對輻射設施劃分管制區及監測區，對管制區進行人員進出管制，對

監測區進行劑量監測。 

 對未使用的輻射源的安全應特別關注。對臨時儲存在運輸包裝或其他屏蔽容器中

的輻射源的控制不應低於對使用中的輻射源的控制水準。 

 在涉及廢棄輻射源的情況下，應仔細考慮將廢棄輻射源轉移到儲存設施或處置設

施，或轉移到製造商等其他授權接收者。 

 輻射源遺失、遭竊應依照法規要求，立即通知主管機關。 

 

3.4 設備測試和維護  

3.4.1 加馬輻照器  

3.4.1.1 內部設計 

 輻照設施輻射室內的所有設備，包括電線、電氣設備、告示和照明，都應選擇，

以盡量減少因長時間曝露在輻射下而導致的故障。 

 典型的加馬輻照器設計由放置在輻射源支架中的輻射源組成，其中幾個輻射源放

置在輻射源架的陣列中。輻射源架的設計應確保源架上或輻射源與源架之間沒有

會促進腐蝕的縫隙。 

 輻照設施應監控產品輸送裝置是否正常運行，任何故障都應導致輻射源自動返回

完全屏蔽位置或導致電子束關閉。 

 應使用計時器來監測產品通過輻射源的程序，如果產品未能在預定的時間間隔內

移動，輻射源應自動返回全屏蔽位置或關閉電子束，停止產品定位系統，並產生

可見和可聽信號，以提醒輻照器操作員注意故障。此功能有助於防止產品過熱可

能導致之火災發生。 



第 68 頁 

 

 

3.4.1.2 屏蔽 

 工作人員和公眾因輻照設施的運轉而直接曝露的輻射，應通過使用適當的屏蔽來

減弱到最佳水平。混凝土通常用於建造輻射室屏蔽，其他材料，如 鋼和鉛也可用

於其建造。屏蔽應充分降低輻射水平，以將劑量保持在主管機關要求的劑量限制

範圍內。 

 對於人員和產品的出入口，以及通風系統和其他管道，都需要設置屏蔽，確保沒

有直接的輻射洩漏路徑，並且使用迷宮入口和屏蔽以將體外曝露輻射減少到最佳

水平。當無法充分減少劑量時，應限制進入該區域。注意確保充分評估所有重要

的輻射路徑，包括就加馬輻照設施而言，輻射源從其屏蔽位置到其運轉位置期間

產生的輻射路徑。在可行的情況下，所有管道和管線應採用彎曲或階梯式路徑穿

過屏蔽材料。 

 在利用活度範圍的輻照器系統中超過 1.85 × 1017 bq（500 萬 Ci）鈷-60 或等效

物，應評估屏蔽壁吸收的能量以及由此產生的最高溫度。標準混凝土結構內的最

高溫度不應超過 315oC。在乾式輻射源儲存容器中，由於能量吸收的熱量產生之

最高溫度，應該不超過製造商的規範。 

 

3.4.1.3 安全聯鎖系統 (乾式儲存輻射源輻照器，不含自屏蔽) 

 II 類和 IV 類加馬輻照設施、II 類電子束設施和 X 射線設施中輻射室，應設計使輻

射源處於照射位置或電子束通電時，人員無法進入輻射室。這種對出入的控制在

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安全聯鎖系統的使用。 

 人員在照射後進入照射室，在開始照射之前保護照射室，以及照射開始程式應包

括一系列安全聯鎖和控制。這種安全聯鎖和控制裝置的設計應使任何試圖搶佔控

制裝置或不按順序應用控制裝置的行為都會自動阻止預期的操作。 

 開始輻射前確保輻射室安全的順序： 

1. 確保輻射室沒有人員，並且輻照器機制正常運行。 

    2. 啟動安全延遲定時器(safety delay timer)。 

    3. 如果與安全延遲計時器不同，則啟動輻射室內的控制裝置。 

    4. 關閉並鎖上輻射室檢修門。 

 輻照啟動程序： 

1. 在預設的安全延遲時間過去之前，先用多功能鑰匙啟動控制台上的輻射源傳送

或啟動裝置。 

2. 輻照器已全面運行後，在不停止輻照器運行的情況下無法移除多用途鑰匙。 

 在照射過程開始之前，應關閉並固定輻射室的人員通道門。檢修門的安全聯鎖應

集成到主控制系統中，以便違反安全聯鎖系統或使用門將導致照射自動終止。檢

修門安全聯鎖的任何違規或故障都應啟動可見和聽覺警報。打開人員通道門應禁

用或停止產生輻射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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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人員通道門的安全聯鎖外，輻射室的每個入口都應有一個獨立的備用控制裝

置，以便在輻射源處於非屏蔽位置或 電子束通電時檢測人員進入。 

 產品進出照射區應提供合適的裝置，防止人員誤入高輻射區域。例如壓力墊、光

束中斷檢測器、紅外線檢測器和其他檢測人員存在的裝置。當檢測人員進入時應

禁用產生輻射的裝置，並啟動可見和聽覺警報。 

 應設置監測系統，以監測輻射室內的環境輻射水準。 

 監測系統應與人員通道門的安全聯鎖裝置集成連結，以防止當監測儀檢測到輻射

高於預設水平、發生故障或關閉時進入輻射室。 

 預設警報等級應盡可能低，但又足夠高以避免誤報。 

 輻射監測儀的設計應確保在偵測器飽和條件下讀數或輸出不會變為零。在人員通

道門打開之前，輻照器操作員應驗證輻射監測儀是否正在運作以及其讀數是否與

輻射背景水平相對應。 

 

3.4.1.4 安全聯鎖系統(水下及濕式儲存輻射源輻照器) 

 水下及濕式輻射源輻照器（III 類及 IV 類輻照器）應在輻射源存儲池周圍設置人

員通道屏障，該屏障應上鎖，以防止在輻照器無人看管時進入。只有輻照器操作

員和設施管理人員才能使用人員通道屏障的鑰匙，並應安裝入侵警報器以檢測人

員自屏障進入。 

 水下輻照器及不在屏蔽輻射室的濕式輻射源輻照器應在輻射源存儲池上方安裝輻

射監測器，以檢測輻射量。並應在輻射源儲存池周圍人員通道屏障的入口處設置

可見和可聽的警報。 

 應設置一個固定的輻射監測系統，以便監測器能夠檢測到任何被帶出輻射室的放

射性物質。這些監視器應與輻照器控制裝置聯鎖，以便如果出口處的輻射量超過

預定水準，則將產品從輻射室運送到出口的產品定位系統將停止，輻射源將自動

返回到完全屏蔽的位置，並啟動可見和聽覺警報。 

 水被用作濕式存儲輻射源輻照器中的輻射屏蔽材質，應提供自動水位控制，以將

水位保持在提供足夠屏蔽的水準。自動水位控制系統中除浮球開關外，水位以下

的所有部件均應由比重為 1.0 g/cm3 或更高的材料製成。 

 水處理系統上應設置固定的輻射監測器，以檢測輻射源洩漏時可能出現的污染。 

用於安裝固定輻射監測器的方法包括將輻射探測器安裝在去離子塔或微粒篩檢程

式上，以及通過連續流動採樣系統直接測量水中的活度。 

 如果輻射水平超過預定值，固定輻射監測器應啟動可見和聽覺警報。監視器應與

輻照器控制裝置聯鎖，以便在啟動警報時將輻射源架恢復到完全屏蔽的位置。警

報水準應設置得足夠高於輻射的自然背景水準，以避免過多的誤報。 

 蓄水池失水主要歸因於蒸發，應提供補充蓄水池失水的機制系統，該機制系統應

能夠將池水保持在足以維持足夠的輻射屏蔽水準以上。 當水位達到正常的低水位

位置時，水位控制應使補給水通過水處理系統流入儲水池，並應使水停止流動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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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達到正常高水位位置時。 

 如果儲水池水位下降到會損害輻射屏蔽有效性的水準，通常比正常低水位低約 30 

公分，則應產生可見和聽覺信號。該信號應提醒人員進行調查並採取糾正措施。

如果儲水池水繼續上升到正常的高水位截止點以上，則應產生可見和聽覺信號。

該信號應提醒人員進行調查並採取糾正措施，以防止池水溢出。 

 應小心避免污染物進入池水系統。 

 應對水處理系統中的所有篩檢程式和樹脂床進行污染測試，只有當污染水準低於

管理機構規定的授權限值時，才應釋放反沖洗或再生產生的流體。 

 放射性衰變過程會產生大量熱量，這將導致儲存池中的水溫升高。水溫升高會導

致高濕度水準，從而損壞電氣設備，並可能導致存儲池的蒸發損失更大，從而可

能影響輻射屏蔽。如果輻射源架中密封源的活度高到足以導致儲水池中的水溫升

高過高，則應提供在水循環過程中冷卻水的方法。高水溫也會導致去離子樹脂降

解得更快。 

 應安裝物理屏障，例如欄杆或金屬蓋，以防止人員掉入輻射源存儲池。  這種物

理屏障應該是可拆卸的，以便進行維護或維修操作。 

 

3.4.1.5 主控台 

 輻射源控制的設計應以單個多用途鑰匙操作輻照器，該鑰匙既可用於操作控制

台，也可用於進入輻射室，以及用於啟動安全定時器。所有授權人員只能使用一

個多用途鑰匙，在使用兩把或多把鑰匙的系統中，當使用其他鑰匙時，一把鑰匙

應保持固定狀態（即鎖定中）。 

 除了控制台提供的正常關閉輻照器的方法外，控制台上還應提供明確標記的緊急

停止裝置，以快速中斷或中止輻照器運作。 

 維修輻射源設備時，應能提供一種方法來停用產生輻射的裝置，使輻射源不能在

執行維修操作時被啟動。 

 安全定時器應與控制系統集成，除非在預設時間內完成啟動順序並且主控台指示

可以安全啟動輻射源，否則無法啟動輻射源的操作。 

 

3.4.1.6 輻射室 

 輻射室內應設置緊急停止裝置，以便及時中止輻射源操作，並禁用產生輻射的裝

置。緊急停止裝置應有清晰的標籤，並應便於輻射室的人員使用。它應該導致輻

射室外產生可見或可聽的警報。 

 為了任何在輻射室內的人員的安全，應提供一種措施以確保人員可以隨時離開輻

射室內。人員應先啟動緊急停止裝置，然後離開輻射室；或者透過緊急出口離開

輻射室，緊急出口應啟動可見和可聽之警報。如果在人員離開輻射室之前，緊急

停止裝置無法啟動，則應採取避開輻射源附近區域的最直接的出口路線。 

 在經常發生地震區，所有輻照設施都應配備儀器，以警告地震事件的發生，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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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產生輻射的程序。測震儀器應牢固地固定在混凝土牆上。它應該設置為在最

低的可行水平上啟動，不會產生誤報。 

 

3.4.1.7 輻射源狀態指示器 

 應提供輻射源狀態指示器(燈)以顯示： 

— 照射終止。 

— 照射正在進行。 

— 當輻射源正在傳送中或 X 射線或電子束即將通電時。 

(除了燈號外，也應該使用聲音訊號來指示這些情況。) 

 輻射源控制系統中使用的每個聲音訊號應該清晰且足夠響亮，以立即引起該區域

人員的注意；它不應與該區域使用的任何其他訊號混淆。 

 控制台上的閃光燈或訊息，應為輻射源操作人員提供明確的資訊，足以確定警告

信號或警報的原因，以便可以啟動適當的糾正措施。 

 除告示和符號外，與輻射設施運作有關的某些資訊應張貼在設施內清晰可見的位

置。這些資訊應包括： 

— 管理機構授權操作的許可證或其他文件的副本。  

— 緊急聯繫資訊，包括緊急情況下要聯繫的個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或其他直

接聯繫方式）。 

 

3.4.1.8 消防 

 輻射室應設置滅火系統。滅火系統的控制系統應位於輻射室外，以便系統 可在不

需要人員進入輻射室的情況下啟動滅火機制。 

 裝有噴水滅火系統的輻射室應在輻射室外設置截止閥，以防止水流進入不受限制

的區域。在選擇合適的自動噴頭時，應考慮輻射室內的最高天花板溫度以及長期

受到輻射照射和臭氧對噴頭的影響。 

 應提供配備可見和聽覺警報的熱和煙霧感應裝置，以檢測輻射室內的燃燒情況。

如果啟動熱感應裝置或煙霧感應裝置，輻射源架應自動返回到完全屏蔽位置，輸

送系統和通風系統應關閉。 

 滅火系統中不應使用可能對密封射源完整性產生不利影響的化學品和腐蝕性物

質。 

 

3.4.1.9 電源故障 

 如果發生超過 10 秒的電源故障，輻照設施的輻射源架應自動返回到完全屏蔽的位

置。 

 輻射源控制系統中使用的關鍵電子元件應連接到不斷電系統，該系統能夠為輻射

源的控制關閉提供必要的電力。輻射室監視器、門禁控制的安全聯鎖和輻射源架

位置指示器也應由不間斷電源供電，以確保輻射系統安全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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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控制或操作輻射源設備任何安全功能的非電力(例如氣動或液壓)故障應導致輻

射源架自動返回到完全屏蔽位置。 

 

3.4.2 電子/粒子束加速器和同步輻射設施 

3.4.2.1 內部設計 

 在設計使用高強度(30 MeV 能量以上)電子/粒子的加速器輻射源設施或同步輻射設

施時，應考慮加速器設備和輔助設備(如射束停止和產品輸送/定位系統)和適當的

屏蔽。根據加速器的能量和功率輸出，在加速器關閉後，這些元件中的活化材料

引起的輻射水平可能會很高。 

 

3.4.2.2 內置機器參數監控 

 應對加速器的運行參數進行持續監測，通過對運行參數的監控，可以記錄故障序

列資訊的事件，供維護工程師使用並用於維修規劃。 

 

3.4.2.3 屏蔽 

 電子與物質相互作用產生的 X 射線有兩種類型：制動輻射和特性 X 射線。在大多

數情況下，在確定輻射屏蔽要求時，認為制動輻射比特性 X 射線更重要。 

 對於受到電子束照射的結構，應盡可能使用含有低原子序數元素的材料，以盡量

減少 X 射線的產生。屏蔽計算應在以下假設下進行： 

 所有電子都被屏蔽中可能的最重元素吸收。 

 應考慮結構材料的成分和可能在設施中照射的產品。 

 屏蔽計算通常針對電子加速器可以提供的最大能量和最大電流進行。 

 出於經濟原因和最小化活化的可能性，標準混凝土將是首選的屏蔽材料。 

 由於電子輻照設施的屏蔽設計是以系統部件和屏蔽層內可能產生的 X 射線為前提

的，因此對 X 射線輻照設施的屏蔽要求的評估與電子輻照設施的屏蔽要求相當。 

 對於 X 射線輻照設施來說，直接位於射束前面的屏蔽厚度(主屏蔽)應當比對於電

子束輻照設施而言大得多。散射 X 射線在 X 射線照射設施中將比在電子束照射設

施中具有更大的強度。應在 X 射線照射設施中的次屏蔽和照射室迷宮沿入口和出

口的附加散射路徑上提供附加屏蔽。 

 對於高強度 X 射線輻照設施，在屏蔽計算中應考慮 X 射線靶中中子的產生及其傳

播。 

 由於在較高能量下具有活化的潛力，X 射線照射設施的屏蔽，特別是主屏障的屏

蔽，不應由金屬製成。混凝土的有效原子序數相對較低，是這種屏蔽的首選建築

材料。 

 

3.5 輻射源的運輸、裝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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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加馬輻射源的處理 

 加馬輻射源到達輻射設施時的卸載和處理，或從設施發出時的輻射源的裝載和處

理，都是潛在的危險操作，應在密切監督下進行，以達到輻射防護的目的。這些

作業的安全取決於主要負責輻射防護的人員與裝載或卸載輻射源的人員之間的合

作。 

 輻射源容器通常是運輸包裝，可以通過不同的路線(例如通過屋頂、沿著迷宮、穿

過牆壁)引入輻照器，具體取決於輻照器的類型。對於濕式輻射源儲存輻照器，運

輸包裝應放置在儲存池底部，並應充分通風。 

 對於乾式輻射源儲存輻照器，應使用遠端儀器來操縱輻射源；長柄器械則應用於

操縱水下的輻射源。 

 

3.5.2 運輸包裝調查 

 包括加馬輻射源的運輸包裝件在輻照設施收到時應進行輻射調查。以下調查應由

經過適當訓練的人員進行： 

 外部輻射調查：在進行污染調查之前，設施經營者應驗證運輸包裝的   劑量率

不超過法規要求。這應該通過在包裝表面和距離其表面一米處進行的測量來完

成。應對運輸車輛(包括佔用區域)進行調查，以確認在運輸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任

何包裝移動均未導致車輛內部和周圍出現高輻射量。 

 外部污染調查：應對輻射源運輸包裝的外表面進行污染調查，該調查應包括一

系列擦拭，以檢查包裝外表面是否存在可去除的污染物。 

 內部污染調查：密封射源在放入運輸包裝之前應經過洩漏測試。應通過檢查運

輸包裝內是否存在附著污染物來執行測試，以確定輻射源的完整性在運輸過程

中是否受到損害。 

 如果曝露率或污染程度超過規定的限值，應立即將情況通知輻射防護主管機關，

並調查劑量率升高和/或污染的原因。 

 

 

3.6 緊急應變準備和回應 

3.6.1 緊急應變計畫 

 如果安全評估得出結論，事故可能會影響工作人員或公眾，則設施經營者有責任

制定緊急應變計畫，以確保可能受事故影響的任何人的保護和安全。 在制定應急

預案時，可以諮詢合格的專家。 

 對緊急情況的回應包括立即採取的初步行動和隨後的後續行動。 

 緊急應變計畫為應對緊急情況而應採取的行動，應盡量減少輻射曝露，重新控制

情況以使場所恢復到正常狀態，並處理任何受傷或受到過度輻射曝露的人員。一

般來說，除了可能存在的任何活化產物導致的潛在危險外，斷開與加速器的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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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減少或消除電子束或 X 射線輻射加速器或輻照器的進一步輻射危害。 

 在具體說明為應對涉及加馬輻照器的緊急情況而可能採取的立即行動時，應考慮

污染的可能性。根據具體情況，應對涉及加馬輻照器的緊急情況的立即行動應包

括以下內容： 

— 疏散附近的危險區域。 

— 通知事故附近的人員。 

— 提供任何受傷者急救。 

— 通知輻射防護主管機關。 

— 評估危險的原因和程度。 

— 設置適當的警示通知和屏蔽，以確保該區域免遭未經授權的進入，包括在屏

蔽完整性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建造臨時屏蔽，直到事故後恢復正常之安全狀

況。 

 設施經營者應根據對設施進行的安全評估，制定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應

包括縱深防禦措施，以應對已確定的事件。應評估安全系統的可靠性(包括行政和

操作程序以及設施和設備的設計)。從操作經驗、類似設施的緊急情況中吸取的教

訓，以及維護和品質管理計畫中的錯誤經驗，也是制定緊急應變計畫的資訊來

源。 

 以下情況應被視為合理可預見的事件： 

 對於加馬輻照器、電子束和 X 射線加速器或輻照器： 

— 安全聯鎖系統和存取控制系統發生故障或故意失效。 

— 輻射室內發生火災或爆炸。 

— 自動輸送系統堵塞。 

— 自然災害，包括地震、龍捲風、洪水或其他天然災害。 

 僅適用於加馬輻照器 ： 

— 輻射源機架卡在非屏蔽位置。 

— 產品出口監測器或儲存池水輻射監測器發出輻射警報。 

— 偵測輻射源外洩或儲源池污染，或池水污染引起的警報。 

— 水位指示器異常(低或高)、水源儲存池失水或滲漏異常。 

— 長時間斷電。 

 對於加馬輻照器，應考慮輻射源運輸過程中發生事故的可能性。設施經營者應與

輻射源供應商和承運人聯絡，以確保輻射源進出設施的緊急應變計畫得到充分處

理。   

 緊急應變計畫針對每種情況，並應酌情包括： 

— 識別合理可預見的事故和其他事件或事件及其預測的後果。 

— 溝通程序，包括緊急通知清單。 

— 針對特定情況的建議行動，能夠執行和負責計畫所述部分的人員名單，以及

需要疏散的情況和實施程序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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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立即採取挽救生命的行動聲明。 

— 法定責任和能夠採取行動履行這些責任的人員姓名。 

— 緊急應變設備的可用性，包括應提供的設備清單及其位置。 

— 急救設備的可用性，包括應提供的設備清單、其位置以及接受過使用訓練的

人員姓名。 

— 恢復正常運作條件程序的概述。 

 緊急應變程序應包括簡明扼要、明確且易於遵循的指示，並確定需要採取緊急行

動的情況，具體說明應立即採取的行動，以盡量減少輻射源附近人員的輻射曝

露。 

 緊急應變計畫應包含要聯繫的負責人姓名和電話號碼，告示應清晰可見地顯示在

設施內可能需要的位置。 

 在緊急情況下，應視情況與相關的場所外服務或機構保持聯繫，這些服務或機構

將包括救護車、消防、員警和醫院服務，以及地方和國家主管機關。在發生事故

時，設施經營者有責任啟動應變程序，協調其他機構的緊急服務和初步反應，並

通知相關主管機構。 

 對於需要採取後續行動來補救的緊急情況，如加馬輻照器中的輻射源架卡住，應

與製造商或設備供應商以及主管機關聯繫。設備供應商應具備處理此類情況的專

業知識，並能夠通過電話提供即時建議。 

 

3.6.2 緊急應變設備 

 設施經營者應確保所有必要的應變設備隨時可用，以應對可預見的緊急情況。對

於高強度輻射設施事故應變設備，應包括下列項目：(由加速器產生的輻射源的輻

照設施可能不需要下面列出的所有輻射檢測儀器，所需的具體設備將在製定設施

應急計畫時確定)。 

— 用於測量劑量率和污染的適當且有效的測量儀表。 

— 個人警報器和直讀劑量計（最好是電子式的）。 

— 個人劑量計佩章（熱發光劑量計或其他法定劑量計佩章）。 

— 阻隔材料和通知。 

— 通訊設備(如行動電話、對講機) 。 

— 測量儀、個人電子劑量計、手機和手電筒的備用電池。 

— 適當的文具用品，包括事件日誌。 

— 設備手冊。 

— 急救設備。 

— 緊急應變程序的副本。 

 緊急應變設備應存放在貼有明確標籤的櫃子中，放在易於取用的地方。應變設備

清單應貼在櫃上。設備應定期或於使用後立即進行審核，以確保所有物品都存在

並能被正常使用，或者在必要時更換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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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緊急情況培訓 

 所有參與緊急應變計畫的人員都應接受充分培訓，以確保能高效率地履行其職

責。培訓內容應包括瞭解和熟悉緊急應變計畫，以及使用緊急應變設備的訓練，

並應對培訓結果進行記錄及成效分析與審查。 

 設施經營者必須告知工作人員任何可能影響其工作領域的緊急應變計畫，以及在

必須實施該計畫時他們的工作，並應安排預期可能發生之不同緊急情況的工作人

員培訓和緊急應變演練。 

 培訓應包括回顧從以往緊急情況中吸取的經驗教訓。 

 從進行緊急應變演練或演習中吸取的任何經驗教訓都應加以分析、記錄及審查，

並酌情納入培訓方案或應變計畫。 

 

3.6.4 定期審查應變計畫 

 設施經營者應定期(建議每年)審查緊急應變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應在相關業務變化之後進行審查，並結合對類似設施或類似輻射源

事故的分析並獲取經驗，以提升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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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非醫用輻射作業分類之劑量約束值建議表 

輻射作業分類 

劑量約束值建議 (mSv/y)(扣除背景) 

職業曝露範圍 公眾曝露範圍 

平均值 最大值 建議值 平均值 最大值 建議值 

登 

記 

類 

可發

生游

離輻

射設

備 

(1) 櫃型 X 光機 0.005 0.904 1 0.001 0.040 0.3 

(2) 移動型 X 光機 0.032 1.709 2 0.0595 0.331 0.4 

(3) X 光管式靜電消除器 0 0 1 0 0 0.3 

(4) 離子佈植機 0 0 1 0 0 0.3 

(5) 動物用(獸醫)X 光機 0.008 0.210 1 0.008 0.008 0.3 

密封

放射

性物

質 

(1) 分析鑑定用 0.098 0.188 1 0.0294 0.0564 0.3 

(2) 校正用 0.097 0.178 1 0.0291 0.0534 0.3 

(3) 測量控制 0.113 0.116 1 0.0339 0.0348 0.3 

(4) 黃金成色分析儀 0.107 0.155 1 0.0321 0.0465 0.3 

(5) 學術研究用 0.101 0.182 1 0.0303 0.0546 0.3 

(6)  輻射源式靜電消除器 0.030 0.153 1 0.009 0.0459 0.3 

(7) 攜帶式測量儀 0.066 0.231 1 0.0198 0.0693 0.3 

許 

可 

類 

 

 

 

 

 

 

 

 

 

 

 

 

 

 

可發

生游

離輻

射設

備 

(1) 非破壞照相檢驗 X 光機 0.023 0.344 1 0.0069 0.1032 0.3 

(2) 加速器 0.016 0.136 1 0.0048 0.0408 0.3 

(3) 照相檢驗 X 光機 0.213 1.596 2 0.0639 0.4788 0.5 

(4) 貨櫃 X 光機 0.073 0.469 1 0.0219 0.1407 0.3 

(5) 刑事鑑定 X 光機 0.075 0.897 1 0.0225 0.2691 0.3 

(6) 測量用 X 光機 0.239 1.922 2 0.0717 0.5766 0.6 

(7) 移動型 X 光機 0.117 1.143 2 0.0351 0.3429 0.4 

(8) 校正用 X 光機 0.015 0.384 1 0.0045 0.1152 0.3 

(9) 學術研究用 X 光機 0.101 0.515 1 0.0303 0.1545 0.3 

密封

放射

性物

質 

(1) 校正用射源 0.113 1.121 2 0.0339 0.3363 0.4 

(2) 照相檢驗用 0.082 0.205 1 0.0246 0.0615 0.3 

(3) 學術研究用 0.062 0.134 1 0.0186 0.0402 0.3 

非密 

封放 

射性 

物質 

(1)學術研究用 (2)生產 

(3)標誌及分裝 (4)分析鑑定 

(5)校正用     (6)分析檢驗 

(7)測漏       (8)測量控制 

(9)核醫藥局  (10)製造裝配業 

(11)核子醫學 

0.038 0.926 1 0.038 0.038 0.3 

高強度輻

射設施 
 0.110 1.106 2 0.033 0.331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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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工作進度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