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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守護、核廢處理

強化原子能安全管制，確保公眾安全

推廣原子能科技創新，培育跨域人才

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促進產業加值

發展能源及後端技術，推廣產業應用



強化原子能安全管制，確保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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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核安管制

嚴格執行機組運轉安全管制

 安全分析報告及技術規範審查

 持續執行駐廠視察、團隊視察及不預警視察

 辦理核三廠運轉安全相關事項之管制與追蹤

 有關核電廠延役，攸關國家能源政策，需社會共識

確實執行電廠除役作業安全管制

 拆除作業計畫及相關計畫審查

 持續執行駐廠視察、除役定期視察及不預警視察

 辦理核⼀、⼆廠除役計畫相關事項之管制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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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第2次除役管制會議

核二廠不預警視察

核⼀廠不預警視察

核三廠不預警視察



落實輻災整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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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核安演習

 擇訂於核⼀廠及其鄰近地區舉行

 參照機組狀況務實想定情境設計

 納入行政院113年災害防救演習綱

要計畫及演習經驗回饋

加強核安防護宣導

家庭訪問、防災園遊會、科普展

 EPZ逐里宣導暨疏散演練

核安防護宣導

核安演習規劃



促進應變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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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境外核災模擬演練

邀請中央相關部會與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桌上模擬演練研討境外發生核子事故之各項應變作業

參與國際核子緊急演習(INEX-6)

促進國際交流，精進我國輻射災害管理能力

台美合作精進保安管制

核設施應變武力評估、資通安全及無人機防範技術

 113年賡續與美國合作，精進保安管制量能

辦理境外核災模擬演練

INEX-6國際核子緊急演習

核設施應變武力評估技術交流訓練



落實輻射安全管制，提昇輻射醫療品質

保障輻射醫療品質與強化護理人員輻安知能

112-113年執行102家醫院輻防與醫療品保作業檢查

113年辦理護理人員巡迴講座，強化輻射安全知能

嚴格執行4家高強度粒子放射治療設施執照申請案審查

嚴密輻安管制與落實輻射屋居⺠健康照護

112年完成144件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工地不預警稽查

113年規劃移動型高風險射源科技監管

持續辦理輻射屋居⺠健康檢查，及到府健康關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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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照相檢驗業工地輻安稽查

放射治療射源輻射安全檢查



嚴密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

1 監督用過核燃料乾貯計畫 確保
燃料貯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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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嚴密審查低放射性廢棄物設施
興建申請案

4督促研究用反應器除役 安全
管制小產源廢棄物

做好室內乾貯設施申照審查先
期準備作業，做好安全把關

嚴格督促台電公司維持用過核
子燃料運貯作業之人力技術及
設備功能

嚴格把關核二廠室外乾貯護箱
及組件設備製造品質

嚴密審查除役低放貯存庫建照
申請案

舉行設施建照申請案聽證，上
網刊載管制資訊，落實管制資
訊公開

審查除役低放盛裝容器(T容器)
使用申請案，確保廢棄物運作
安全

管制國原院研究用反應器(TRR)
依計畫期程推動除役工作

督促小產源放廢進行處理與貯
存，確保作業安全

做好六氟化鈾外運之前置管制
工作，確保作業符合法規及安
全要求

 112年低放射性固化廢棄物產生
量創歷年新低

 112年達成放射性廢棄物設施零
工安及輻安事件之目標

定期辦理意外事故演練，提升作
業人員之危機意識及應變能力

做好核電廠廢棄物管制 確保
離廠廢棄物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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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監控海域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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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
與沈積物

核安會輻射偵測中心

漁產 農業部漁業署

水試所、海巡署、海保署

進口水產食品

海域生態樣品

衛福部食藥署

海委會國海院

跨部會合作、依專業分工採樣作業
並推動生物氚檢測量能提升

 113年下半年國內生物氚檢測量能由
每年500件擴增至每年2,000件

 112年已完成4,270件樣品檢測分析，
結果均在歷年變動範圍內；113年規
劃執行4,376件樣品檢測分析

+液態閃爍計數器
+管型高溫爐
+冷凍真空乾燥機
+低壓旋轉濃縮儀器

2,000件/年

500件/年



精進「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

新增「海水107點互動功能」，透過歷史
趨勢監控周圍海域監測結果的穩定性

掌握日本排放動態，迅速發布「我國因應
日本含氚廢水排放配套措施進度說明」，
已累計1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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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化使⽤介⾯⽅便⺠眾掌握排放現況



推廣原子能科技創新，培育跨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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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際核能交流、提升外交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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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0月30日-11月1日於東京與NRA辦理核能

管制資訊交流會議，進行福島含氚廢水排放等核安

議題進行技術交流

 112年12月4-6⽇於台北市辦理台美⺠⽤核能合作

會議，雙方就核安管制技術及合作項目進行交流

 113年將分別與法國IRSN、日本NRA、美國核安

管制機構進行核安相關技術交流會議



強化原子能決策支援體系、擴大施政效益

 強化原子能決策支援體系，掌握國際科研趨勢及市場需求，盤點未來安全

管制重點及技術支援組織，以擴大施政成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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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跨域人才-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

 與國科會共同推動112年度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以促進原⼦能科技在政策基礎、安全管制、⺠⽣應

用及環境永續之科學發展，並支持政府六大核心戰

略產業政策

 共26所大專院校等研究機構參與，補助計畫共57

案：原能會(核安會) 32案、國科會25案

 發表論文59篇、研究報告32冊、孕育29個合作

團隊、培育碩博士人才158名，辦理117場次科

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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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應用機器人

抗逆境作物輻射誘變選育



推動社會溝通及參與

對「⽇本含氚處理⽔排放之監測資訊公開與⺠眾溝

通」、「我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現況與公眾溝通作為」

徵詢社會公正⼈⼠及⺠間團體指導與建議

 以原子能科普進行社會溝通，積極與他單位合作，以

多元推廣管道擴大原子能資訊之傳播

 「原子能線上科技科普研習」活動，共計3,992人次參與，報

名學校分布計10個縣市

 參與「2023年第四屆臺灣科學節」、「2023臺灣科普環島列

車」 及防災科普市集等各項活動，參觀人次計1萬3,200人，並

製作3部科普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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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實驗精神
用輻射偵測器量測輻射劑量

促進公眾參與
提升辦理安全管制事務成效

全⺠參與討論

「第四屆臺灣科學節」



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促進產業加值

發展能源及後端技術，推廣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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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科技研發-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

 以雙功能中子靶運作中子影像，非破壞性觀測低原子序

元素(如氫、鋰)分佈，協助儲氫、產氫、鋰電池等產業

之技術研發，提升產品價值與安全性

 完成迴旋加速器快中子靶站，服務半導體業進行晶片快

中子軟錯誤率測試；晶片抗輻射能力的提升，降低晶片

在自然環境下發生軟錯誤的機率、提升電子產品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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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加速器擬單能、雙功能中子靶使用許可

70MeV中型迴旋加速器建置

 「加速器本體及氣體固體靶」部份於3月10日完成議價及簽約，

廠商已提報112下半年70 MeV迴旋加速器製造進度查核報告，

持續管控70 MeV迴旋加速器原廠製造進度與品質

 「土建工程規劃設計」部份，已完成廠館新建工程細部設計，並

進行工程案招標作業



原子能科技研發-發展能源及後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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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技術發展
 建立100%自主技術釩電池產品化關鍵材料標準驗證

程序，有助國內外廠商產品開發驗證，增進釩電池產
業供應鏈良性發展

 開發高效能國產固態燃料電池技術，透過10片裝MS-
SOFC電池堆組裝測試，於700 ℃最大發電功率達
450 W，發電效率達40 %；10片裝MS-SOEC電池堆
於700 ℃，產氫量達5 L/min，產氫效率達75 %以上

 完成電驛事件波形圖檔即時自動推播系統，並於台電
公司機房進行測試，提升調度與維運人員的事故處理
效率

 完成TRR爐體高劑量率組件上熱屏蔽拆移、切割及廢
棄物裝箱，以及廢樹脂安定化冷測試及熱測試

能源設施評估、處理放射性廢棄物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技術開發

風能系統工程技術開發與應用

智慧配電及儲能系統開發與應用

綠色環境節能技術發展與應用

生質能技術發展與應用

電網風
險評估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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