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能安全委員會
業務報告
陳明真主任委員

114年4月24日

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2

輻安核安，民眾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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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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能源及核後端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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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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核電廠安全管制

 嚴格執行機組運轉安全管制

 持續執行駐廠視察、團隊視察及不預警視察

 完成核三廠2號機第28次大修管制作業

 完成核三廠2號機因應1號機除役作業之運轉安全管理方

案審查

 確實執行電廠除役作業安全管制

 持續執行拆除作業計畫及相關方案審查

 持續執行駐廠視察、除役定期視察及不預警視察

 持續辦理核一、二、三廠除役計畫相關事項之管制與追蹤

 持續召開除役管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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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不預警視察 核二廠不預警視察

核三廠不預警視察 除役管制會議



嚴密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

用過核燃料乾貯作業安全管制

 完成核一廠室外乾貯設施熱測試作業安全管制

 執行核一廠室外乾貯設施運轉執照安全審查

 辦理核二廠室外乾貯設施興建品質查核

 室內乾貯設施安全技術議題先期管制

低放廢棄物及研究用反應器除役安全管制

 完成核一廠低放貯存庫建造執照及廢棄物盛裝容器審查

 辦理核一、二廠低放貯存庫運轉執照換發安全審查

 規劃執行核二廠除役新建低放貯存庫建造執照審查

 台灣研究用反應器除役作業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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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新建低放貯存庫
安全審查

台灣研究用反應器
除役安全審查

核一廠室外乾貯設施
完成熱測試

核二廠室外乾貯設施
動工興建



強化輻災緊急應變整備
視察核電廠

 督導核電廠強化軍事威脅下之防救災韌性

 透過演習驗證戰損減緩應變整備作業，確保核能安全

114年核安演習

 擇定核能三廠及鄰近地區舉行

 廠內納入用過燃料池水流失情境及保安防護應變演練

 廠外納入日本能登震災孤島情境及韌性社區組織運作

 陸海空域環境輻射監測

持續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精進核子保安與整備

 與美國能源部合辦大型輻射災害偵知應變及核子保安專業訓練

 賡續與國際合作，強化核設施核子保安管制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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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夜間演練視察

114年核安演習

核二廠夜間演練視察

核安演習

大型輻射災害偵知應變訓練



提升輻射民生應用安全管制
嚴密高強度輻射設施及移動型高風險輻射源輻射安全

 辦理高強度輻射設施執照申請案審查，113年核發1座醫

用高強度質子治療設施執照

 113年完成130件放射線照相檢驗業工地不預警稽查

 研發移動型輻射源科技監控技術

保障輻射醫療曝露品質與強化護理人員輻安知能

 完成全國403部心導管或血管攝影用X光機品保檢測項目

審查，並核發品保標籤

 辦理11場護理學校輻防課程講習，強化輻射安全知能

 規劃建置輻射從業人員自主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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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照相檢驗業
工地輻安稽查

大專院校醫護輻射
安全防護教育訓練



執行全國環境輻射監測
 全國放射性落塵、食品飲用水及核設施周圍環

境輻射監測

 113年完成檢測5,611件次，分析結果無異常

 全台63座環境輻射監測站，全年無休穩定運作

 即時自動監測全台(含離島)環境輻射

 113年監測結果無異常，均在環境背景輻射變動範圍內

 協助食藥署進行進口食品邊境檢測，輔導國內

食品輻射檢測實驗室，提供7萬件/年以上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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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山監測站 恆春監測站

環境輻射監測網

放射性落塵及食品
飲用水檢測作業



落實日本含氚廢水排放因應作為
 跨部會共組因應平台，分工執行海水、漁獲物

日本輸入水產品、生態樣本等取樣及檢測；

113年已完成4,616件次，分析結果無異常；

114年規劃分析逾4,700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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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食品生物氚檢測量能提升，

113年中，國內生物氚檢測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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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物氚檢測作業

食品生物氚檢測量能提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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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原子能科技創新，培育跨域人才



拓展國際交流並善盡核子保防義務

113年10月中下旬召開「第10屆台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會議」

113年12月初赴美國出席「 2024年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

113年10月底至12月中旬，督同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檢查員赴核

一廠，完成乾貯熱測試之核子保防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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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

督同IAEA進行核子保防檢查



推動社會溝通及原子能科普教育
 設立「全民參與事務諮詢會」，徵詢諮詢委

員指導與建議

 113年召開3次會議，並依諮詢委員建議推動輻安教育、優化

資訊公開機制及提升平台透明度

 114年第1次諮詢會於4月21日召開，會中就「我國核電廠除

役現況及安全管制」之資訊傳播形式與管道進行研討

 以多元管道擴大原子能科普資訊之傳播

 113年首次於雲林縣及新竹縣辦理科普展，為期3天活動，吸

引9,391人次參觀，另與他單位合作，參與科學及災防推廣活

動，共計16場次，23,708人次參觀

 114年4月19日至20日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辦理「核安總動

員科技樂無限」科普展，2天活動約吸引8,335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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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參與事務諮詢會

原子能科技科普展



推動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

 與國科會共同建立跨部會合作管道，補助國內

學研機構，執行原子能科技專題研究計畫，以

推動原子能科技民生應用，並培育跨領域研發

人才

 113年結合國內29所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由核安會

補助34項、國科會補助25項，共計執行59項專題研究

計畫

 113年核安會補助計畫，產出期刊及研討會論文51篇、

研究報告34冊，養成12個跨領域合作團隊，培育學、

碩、博士人才72名，推廣32場次科普活動

 114年持續與國科會共同補助64項計畫(核安會35項、

國科會29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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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瑪射線育成文心蘭新品種

113年參與之學研機構



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促進產業加值
發展能源及核後端技術，推廣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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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
推動多蕾克鎵肝功能造影劑臨床試驗

 「以鎵68-多蕾克鎵評估肝癌病人接受質子治療前後

的肝功能評估」學術臨床試驗，至114年1月已完成

10例收案及9例臨床試驗造影，結果顯示鎵68-多蕾

克鎵肝功能造影劑能準確評估治療前後肝功能之差異

 核磁共振(MRI)和多蕾克鎵正子造影(PET)皆佐證質

子治療後有助縮小腫瘤，多蕾克鎵正子造影更可有效

看到腫瘤以外區域的肝功能

MRIMRI PET/CT

腫瘤變化 肝功能變化箭頭備註：

原子物理新穎技術開發與應用

 國原院採用創新技術成功開發紅外線感測器元件所需

的砷化銦感光層關鍵材料，顯著提升砷化銦薄膜的結

晶品質與光學性能。此技術具備低成本優勢，且峰值

響應波長達2.9微米，可廣泛應用於國防安全與民生

領域的熱影像感測器

低成本砷化銦薄膜基板
結構示意圖 紅外線頻譜響應圖譜

質子治療前 質子治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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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化鎵基板

聚合量子點緩衝層

高品質砷化銦薄膜

峰值響應波長達2.9微米(市售商品約1.7微米)，
顯著提升性能

箭頭備註：



發展能源及核後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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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研發除役工法及機具設備，應用於台灣研究

用反應器本體拆解，成為國際同類型研究用反應

器進入除役階段之首例

建立本土除役技術

電網韌性分析及綠能技術發展
放射性粒狀廢樹脂安定化處理設備

 探討地震危害對電網節點(包含43座電廠、35座超高壓變

電所及45座一次變電所)造成的影響，完成我國電網分析模

式及視覺化脆弱度分析工具

 開發以複合電解質結構與高效能陰極材料之大面積金屬支

撐型燃料電池片，性能已達商業水平

 開發之國產高效節能除濕輪，完成蘭花培植溫室場域的實

地驗證，除濕輪再生溫度及相對濕度均符合溫濕度要求，

可逐步進行市場推廣與促進國內乾燥產業鏈升級

切割

吊運

對位

包裝

電網脆弱度視覺化工具

金屬支撐型燃料電池堆效能

除濕輪系統蘭花培植溫室場域驗證

拆解中之爐體

上熱屏蔽水下切割作業



接軌新世代核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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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新世代核能技術並接軌國際研究
 核安會補助國原院進行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相關先

期研究，針對輕水式SMR安全分析技術整備及分析驗

證、爐心模擬與隔震技術研究等，以初步評估國際

SMR安全特性及延續我國核電人才培育

核融合技術先期研究  國原院執行「磁約束高溫電漿研究整合型計畫」，第一

期計畫（112年3月至114年2月），完成托卡馬克實驗

裝置的細部設計，為後續建造奠定穩固基礎

 第二期計畫（114年3月至116年2月），重點為托卡馬

克裝置的建造與測試。規劃於114年啟動裝置組件的採

購與組裝，115年完成系統整合，116年進入運轉測試

階段
第一期計畫
完成細部設計

第二期計畫
建造國內首座托卡馬克實驗裝置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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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三除役與運轉安全
 核二除役
 核一除役

 設施管制
 運貯安全

 國際經驗交流

輻射安全輻災應變
 射源管制
 醫療品保
 福島氚水

 核子保安
 應變演練

原子能科技研發
 新世代核能技術

 醫農工應用
 半導體及太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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