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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SIS計畫簡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OECD/NEA)主辦『安全重
要電腦系統』(Computer-based System Important to 
Safety，簡稱COMPSIS)會議，討論COMPSIS國際合作
計畫推動事宜。

COMPSIS計畫成立之主要目的，在鼓勵各參與國藉由

多邊合作的架構，進行核能電廠安全重要電腦系統軟

硬體失效事件(COMPSIS事件)的蒐集與分析，並互相
交換經驗及資訊。

國內派員與會，希望透過COMPSIS計畫的參與執行，

有助於深入瞭解COMPSIS事件肇因及其預防機制，裨
益國內核能安全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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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SIS計畫簡介
期程3年，2005年 ~ 2007年
參加會員國：台灣、美國、日本、韓國、瑞典、瑞

士、芬蘭、匈牙利、斯洛伐克、德國，計十國。

資料交換中心(Clearinghouse, CLH)負責建立與維護資

料庫，由挪威 Institute for Energy Technology (IFE)擔
任。

年費：10000歐元
台灣由原能會、核研所、台電公司共同參與，並均攤

會費

台灣之national coordinator：陳宜彬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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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SIS計畫簡介
三大主要工作-
編碼導則

資料庫/使用者介面
資料分析

台灣與Clearinghouse共同負責資料分析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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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導則制定現況

有關編碼導則制訂方面，第四次會議針
對上(第三)次會議列出的28件待處理事項
逐一檢視。

經過廣泛討論後，除留下少數問題延後
處理外，決議請德國負責依會議討論意
見修改，俾各會員國據以開始輸入
COMPSIS事件，然後視需要依輸入失效
事件後發現的問題，再修訂編碼導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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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5. Decisions about the required changes in the GUI and the CG during the 3rd COMPSIS SG meeting

SGDr. Lindner to make a proposal about what to 
do with the appendix by 30 September. The 
topic to appear in the agenda of the 4th SG 
meeting.

Proposal 
to be 
made

Appendix A in the coding guidelines28

…

SG+CLHMr. Hamar to help the CH to add again those 
parts of the old CG coding that is now missing 
from the new ones. Otherwise,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new CG have to be kept. 
The proposal to be sent out by the 30 May 2006 
to the SG. The SG to respond by 15 June 2006. 
This is a critical task.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2003 CG (5.1.5 and 
5.1.6 and the fault types in the new ones need to be 
cross-checked) – the EMI types of faults should not 
be missed (see number 17 and 18 also)

20

…

SGSee 20Add a fault type for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fault

17

…

CLHThe national coordinators may change an 
identifier version number (rev 0,1,2..) – this to 
happen through the CLH by using a separate 
database (procedure to be proposed by the 
CLH)

AGREEDChanging of event identifiers should be possible –
GUI / CG

1

ResponsibleComment, actionsDecisionTopi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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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使用者介面建立現況

使用者介面/網頁建置
接受COMPSIS計畫委託而成立的資料交換
中心已完成使用者介面建置，自2005年10月
份起，COMPSIS計畫的網址設定為
http://www.compsis.org
網頁結構分為三個區域，即公用區、資料交
換中心區及計畫室（project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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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使用者介面建立現況

資料庫/使用者介面格式同時配合第四次
會議編碼導則討論內容，於95年12月完
成修正，以方便各會員國輸入資料；根
據第四次會議調查統計，96年2月前，資
料庫內預估會有45項失效事件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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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工作推展現況

台灣代表在第三次會中說明台灣所提出之整合
性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Integrated 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IFMEA)方法，並建
議為了進行此一分析，應將部分IFMEA編碼併
入COMPSIS編碼中，其中包括：(1)失效階段
(fault phase)、(2) 失效類型(fault type)、(3)對
預防此類事件之建議、(4)對早期偵測此類事件
之建議。同時提出對於單一事件應由至少二個
以上國家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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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工作推展現況

經COMPSIS指導小組討論，初步獲致結
論如下：

COMPSIS之分析方法應採用系統為中心，

不應強迫會員國使用任何事件分析方法論，

台灣所建議之分析方法提供一種肇因分析方

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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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分析工作推展現況

第四次會議中，台灣代表也針對會前所蒐集各
會員國(十個參與國中，原有六個國家回覆，會
中瑞典再表達其意見)期望的COMPSIS事件分
析類型(type)作綜整報告。
依據各會員國所提出的需求，顯示多數國家傾
向定性分析，只有美國、韓國等兩個國家同時
對定性和定量分析感興趣。此項調查結果，將
可提供各會員國執行資料分析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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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題規劃現況

為了讓其他未參與COMPSIS計畫的國家或團體
組織了解本計畫的進展，會中也授權(但不強制
要求)Clearinghouse撰寫一篇論文在國際會議上
發表。另外，會議討論了公開性(期末)報告的
格式，基本上將參考OECD-FIRE計畫的報告架
構。

本計畫第一階段於96年結束前，預計舉辦一場
研討會(邀請對象待決定)。前述公開性報告的
出版及研討會的召開或許有助於吸引其他國家
或組織參與第二階段(2008-2010)COMPSIS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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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議題規劃現況

針對第二階段的COMPSIS計畫，大會執行秘書Pyy博
士也希望大家共同參與。

新的Terms and conditions (T&C)已於95年底定稿，審視
下一階段的Terms and conditions初稿，其內容對現已參
加的國家而言，仍與第一階段相同，即年費仍維持一
萬歐元；而對於擬新參加的國家而言，除年費一萬歐
元外，還需繳交入會費。

新會員分為Signatories與Associate Members，權限較高
的Signatories需繳交入會費三萬歐元，權限較低的
Associate Members則需繳交入會費一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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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項目

2007年1月31日須回覆有關台灣是否參加
COMPSIS第二期三年計畫

提供台灣8部核能機組基本資料

上網輸入4件數位儀控系統失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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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COMPSIS第一期三年計畫迄今執行二
年，主要工作仍在建立編碼導則。

2007年主要工作為資料輸入，第一期計
畫中預計輸入事件數仍然有限。

台灣與Clearinghouse將共同負責資料分析
工作。

各會員國對於COMPSIS計畫的必要性已
有共識，正討論成立COMPSIS第二期三
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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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