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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審查意見辦理情形表(檔案上傳)  

序號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報告第 24 頁之經費支用情形，第一

項｢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

與技術計畫｣之 112 年決算數與執行

率一欄中數值 12185(91.88%)是否為

誤植?請再檢視並修正。 

謝謝委員提醒，該內容為誤植，配合

修正績效報告書。 

2 此計畫之推動雖無跨部會合作之需

求，惟三項分項計畫包括有前端之技

術研究開發，環境輻射偵測能力應用，

以及相關應變環境配合運作與制度建

立。具有實質面之上中下遊合作模式，

此計畫之間的整合性績效，是我國緊

急應變整體規劃發展基礎能力發展有

效推動的範本。 

謝謝委員對於本計畫的支持，未來

計畫將持續強化防災科技與應變機

制之鏈結，以提升輻災應變整合性

量能。 

3 輻射災害應變是輻射應用上最後一道

安全防線，雖然不期望會經常使用，

但必須要有嚴謹的準備方能確保民眾

生命財產的安全。此計畫是輻射應用

安全防範重要的一環，在政府科技發

展策略藍圖下，於核安會權責內積極

執行相關核子設施與民間輻射應用安

全防災的安全發展。計畫針對前瞻技

術發展，科技領域之偵測技術設施建

立以及服務措施的推動，並積極建立

各項規範，成效優良。 

謝謝委員對於本計畫的支持。 



 

 

4 在計畫的持續努力下已奠定輻射災害

防治的技術能力與推動維持之規範，

四年期之成果與成效優異。為確保一

旦發生輻射災害下，能減少國內民眾

可能的損傷至最低的程度，此計畫領

域的持續推動具有絕對的必要性。 

建議核安會在規劃後續技術相關計畫

時，能優先考量此計畫之持續推動，

以確保輻射應用的安全。讓民眾在享

受輻射應用的福祉時也確保社會的安

定與民眾的安全。 

謝謝委員對於本計畫的支持，為確

保輻射安全，本會將持續落實輻災

應變各項整備工作。本計畫後續以

「輻射災害減災整備與緊急應變技

術精進之研究」計畫進行延續，強化

輻災應變人員教育訓練，以及建立

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為計畫核

心，持續推動我國輻災應變，確保社

會與環境安全，以達到本會「強化原

子能安全管制，確保公眾安全」之初

衷。 

5 本計畫本年度實現數 12,185 千元(含

資本門 1,935 千元)，節餘數 1,077 千

元中另流用 387 千元進行核子保安與

緊急應變之督導管制，整體實現數 

12,572 千元，執行率 94.80%。 

在執行率部分，24 頁是 91.88%，但

25 頁是 94.80%，是否統一數字宜再

思考。 

謝謝委員建議，有關流用經費部分

用於輔導地方政府輻災演練以及核

子保安視察工作等，亦與計畫相關，

爰依委員建議，將 24 頁備註欄增加

說明。 

6 雖然基於本計畫之專業特性而不涉及

與其它部會之協調，但從執行情況

言，仍參與國際有關之會議或論壇，

或邀請國外專家來台授課與交流相關

專業知識與實踐心得，且與國內之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中國工程師學會等

有所互動，同時在推動核安之教育宣

傳與訓練方面，亦應有助各相關部會

之了解與未來可能之配合。 

謝謝委員對本計畫的支持，未來計

畫將持續與國外輻災整備應變或是

核子保安相關單位交流，考察國外

做法，有助於推動國內輻射災害應

變工作。 

7 本計畫依據政策規劃，並配合機關施

政項目及功能，且能夠依序達成目標

並有關鍵成果展現；同時亦能依期程

及項目完成經費的支用。 

謝謝委員肯定本計畫執行成果。 



 

 

8 俄烏戰爭帶來諸多有關作為重要關鍵

基礎設施之核能電廠防護之要求，未

來計畫可能除了核安技術層面，且在

考慮傳統之非國家行為者的威脅外，

要加入更多之有關「正規軍隊」攻擊

之危機管理規劃；以及威脅基準之重

新思考，才能較佳的達到核能保安之

要求。此外，思考「混合戰爭」情境

下，對於軍方或專業警察如何有效之

針對核電廠風險之協作，如何展現卓

越中心、備援實驗室及輻應隊之多樣

化功能等，也需要更多之情節規劃與

演練設計及實踐。 

謝謝委員建議，透過本計畫研究應

用結果及結合核子保安卓越中心、

輻應隊與備援實驗室等單位功能，

全方面提升核子保安及緊急應變機

制，精進我國核子保安管制作業與

量能。 

9 未來可以國際競爭力或相關國際評比

排名提升、外部評鑑或查核機制獲得

獎項、計畫成效獲國內外媒體主動報

導或論述肯定等作為研擬及執行計畫

成果之持續努力的目標。 

謝謝委員建議，因一般民眾對於輻

射議題容易保持負面觀感及爭議，

NTI 國際名次提升亦為艱鉅之挑

戰，爰委員建議提升國際評比排名、

獲獎等項目，未來持續將本項納為

精進目標。 

10 經費之執行，都在預算範圍內，檢視

經常門與資本門支用狀況，均符合核

安會規定。 

謝謝委員肯定本計畫執行成果。 

11 強化輻射災害應變與管制技術之研究

計畫在核安會的指導下，具有相當的

成果，有關行政協調事項，亦是套過

核安會之跨部門協調處理，提供研究

團隊必要之整合資源。 

謝謝委員肯定本計畫執行成果。 



 

 

12 本計畫已執行災害防救韌性科技方案

4 年，協助核安會建立備援實驗室與

應變隊相關制度與運作機制，亦可加

強與地方政府、在地居民的溝通。 

謝謝委員肯定，未來將持續精進我

國輻災應變與整備，以及訓練教材，

期將輻災應變知能逐步融入地方自

主防災應變體系當中。 

 

13 本計畫成果明確可行，可提供核安會

與層峰、地方政府相關施政之重要參

考。 

謝謝委員肯定，本計畫四年成果豐

碩，未來可逐步將研究成果推廣至

地方政府並進行合作。本計畫後續

以「輻射災害減災整備與緊急應變

技術精進之研究」計畫延續，著重於

輻災應變人員教育訓練，以及建立

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為核心目

標，持續推動我國輻災應變，確保社

會與環境安全，以達到本會「強化原

子能安全管制，確保公眾安全」之初

衷。 

註：請下載格式後，以 word 軟體撰寫編輯，再轉存成未加密之 pdf 檔上傳至系統。

格式中灰色字體說明部份，請於完成編輯後自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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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績效報告基本資料表(D003)】 

審議編號 112-2001-02-28-03 

計畫名稱 災害防救韌性科技方案-強化輻射災害應變與管制技術之研究(4/4) 

主管機關 核能安全委員會 

執行機關 核能安全委員會保安應變組 

計畫主持人 

姓名 廖家群 職稱 組長 

服務機關 核能安全委員會 

電話 02-2232-2085 電子郵件 chiachun@nusc.gov.tw 

計畫類別 政策計畫    ■一般計畫   基礎研究    前瞻計畫 

重點政策項目 

數位經濟與服務業科技創新  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               

綠能產業    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   

新農業      循環經濟圈  晶片設計與半導體前瞻科技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      其他          

前瞻項目 綠能建設      數位建設      人才培育促進就業之建設 

計畫群組及比

重 

生命科技   %     環境科技 100%     數位科技   % 

工程科技   %     人文社會   %     科技創新   % 

請依群組比重填寫，需有比重最高之群組，且加總須 100%。 

執行期間 112 年 01 月 01 日  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全程期間 109 年 01 月 01 日  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資源投入 

(以前年度 

請填決算數) 

年度 經費(千元) 人力(人/年) 

109 15,322 11.1 

110 13,723 10.3 

111 12,272 7.7 

112 13,262 7.7 

合計 54,579 36.8 

112 

年度 

經費項目 預算數(千元) 決算數(千元) 
執行率

(%) 

經

常

門 

人事費 4,107 4,090 99.59 

材料費 932 903 96.89 

其他經常支出 6,184 5,257 85.01 

小計 11,223 10,250 91.33 

資 土地建築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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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門 
儀器設備 0 0 0 

其他資本支出 2,039 1,935 94.9 

小計 2,039 1,935 94.9 

經費合計 13,262 12,185 91.88 

政策依據 

 STWB-01080303020000：科技發展策略藍圖 108-111 年 2. 有效

蒐集利用災害相關情資數據，強化災害預警能量，培育相 關產

業 

 EYGUID-01120515000000：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 十五、確

保核電廠除役及放射性廢棄物安全，落實全民參與及資訊透明；

執行海域氚監測及預警，提升輻射安全及災害防救量能；推動核

研核心基礎設施，拓展原子能科技跨域應用。 

 NSTP-20210403010000：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10 年至

113 年) 4-3-1.完善調適精進災害預警 

 EYGUID-01120104000000：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 四、保障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員照顧與福利；打擊電信網路

詐騙，根絕毒品，檢肅組織犯罪，強化治安維護；完善關鍵基礎

設施安全管理，精進防護監控及通報應處機制；提升複合型災害

防救量能，推動智慧防救災，落實防火安全管理，增進救護品

質。 

 STWB-01080303000000：科技發展策略藍圖 108-111 年 （三）災

害風險管理：建立跨界風險治理架構，強化災害預警能量 

本計畫在機關

施政項目之定

位及功能 

核安會負責國內核電廠、核子設施及輻射作業場所的安全監督，除

嚴格執行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及環境偵測，妥善規劃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以確保核能應用安全外，亦負責推動原子能科技在民生

應用的研究發展，以增進民生福祉；本計畫以符合本會施政方針

「厚植防災能量」為基礎，分四年期(109 至 112 年)計畫，以「強

化輻射災害緊急應變與管制實務相關技術研發，建構完整輻射災害

應變諮詢與訓練網絡」為總目標，推動輻災應變技術開發及人員訓

練，厚植輻災防救量能，保障環境及民生輻射安全。 

計畫摘要 

1.建立環境樣品檢測難測核種鍶-90 標準作業流程並申請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分析認證。 

2.南部輻射災害檢驗分析備援實驗室結合恆春鎮農會提供在地農特

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析及說明會。 

3.輻災應變資訊平台應變任務規劃功能依據學員意見回饋，進行功

能調整及精進。 

4.選定國內 5 個人口稠密/交通要衝區域，進行特性風場與擴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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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並彙整前述模擬結果，分析污染物擴散累積的熱點區域。 

5.精進擴充輻射災害防救訓練研發中心研發軟硬體設施，並辦理輻

應隊訓練、製作相關影片。 

6.研析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應變程序書，提出精進建議。 

7.進行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功能擴充，整合輻射災害防救

與整備資源。 

8.檢視境外核災應變整備現況，並提出精進應變機制之建議。 

9.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專業視察訓練計畫草

案。 

計畫目標與預

期關鍵成果之

達成情形 

 

原設定 

(系統帶入計畫書

填寫資料，不可

修改) 

達成情形 

(系統帶入管考

填寫資料，可修

改) 

計畫目標 1 

整合輻射災害防

救訓練研發中心

軟、硬體設施，

厚植輻災防救訓

練研發量能 

預期關鍵

成果 1 

建立小尺度放射

性物質擴散分析

能力 

放射性物質擴散

模擬系統完成乾

沉降模式，提升

評估輻射劑量率

分布結果之準確

性。 

計畫目標 2 

輻災整備作業精

進 

預期關鍵

成果 1 

完成輻射彈爆炸

事件初期應變偵

測區域導則 

透過綜整國際相

關輻射彈應變之

文獻與影片，並

考量我國目前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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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應變量能，完

成「輻射彈事件

(已爆彈)偵測區

域導則(草案)」

撰擬。 

預期關鍵

成果 2 

檢視境外核災應

變整備現況，並

提出精進應變機

制之建議 

透過境外核災應

變模擬演練訓

練，瞭解中央部

會及地方政府因

應境外核災的相

關法源、應變計

畫、準備事項、標

準作業程序等整

備工作，及提升

災時縱橫向聯繫

溝通、決策調度

效益，並據以做

為未來精進機制

之參考。 

計畫目標 3 

完成符合我國需

求之核子保安卓

越中心規劃方案 

預期關鍵

成果 1 

完成核子反應器

設施關鍵數位資

產資通安全專業

視察訓練計畫草

案 

透過國際原子能

總署核子保安系

列(IAEA NSS)相

關文件研析、及

參與核設施關鍵

數位資產資通安

全視察作業，擬

定核子反應器設

施關鍵數位資產

資通安全專業視

察訓練計畫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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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5 
預期關鍵

成果 1 

南部備援實驗室

申請 TAF 鍶-90

分析檢測認證 

南部備援實驗室

完成鍶-90 分析

能力建立，已於

112 年 11 月 15

日完成全國認證

基金會TAF實驗

室鍶-90 增項認

證之申請，目前

等待TAF安排委

員現場評鑑。 

計畫效益與 

重大突破 

1.南部備援實驗室已完成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鍶 90 增項認證之申

請，預計於 113 年取得認證，未來可以進行海水水樣中鍶 90 之

檢測工作。 

2.完成遙控履帶式鉛罐車設計與製作，可搭配原有之遠端遙控行動

式輻射偵測載具，進行意外事故回收輻射源之運送。 

3.完成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乾沉降模式，提升評估輻射彈事件輻射

劑量率分布結果之準確性。 

4.辦理「112 年境外核災應變模擬演練訓練」，邀集中央各部會及相

關單位進行桌上推演，據以盤點各單位整備應變事項，並建立暢

通之縱橫向聯繫管道，以保障災時人民的健康與安全。 

5.邀請日本核不擴散及核子保安綜合研究中心(ISCN)主任來台參加

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透過台日雙方簡報與資訊交流，取得發展

與經營台灣核子保安卓越中心的重要資訊，並爭取機會建立國原

院核安中心與 ISCN 交流管道。 

遭遇困難與 

因應對策 
無。 

後續精進措施 

1.南部備援實驗室後續以執行「113-115 年南部備援實驗室環境試

樣檢測能力精進及民眾輻射風險溝通」計畫之方式，持續進行包

括核能三廠周圍之環境試樣分析、恆春農產品、飲用水及灌溉水

源分析、參加能力試驗與實驗室間比對等工作，維持南部備援實

驗室檢測能力以維持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TFDA)認證，並透過參與核安演習與園遊會等活動，

增加實驗室之曝光率。 

2.可就台北市轄內人口密集或政經重要據點，進行輻射彈案例區域

特性風場模擬、污染物擴散分析，及環境輻射劑量率評估。 

3.建議境外核災作業要點增列參與單位，如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國



 

1-6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4.落實境外核災模擬之平時演練，藉由演訓持續滾動修正並精進境

外核災相關事宜。 

計畫連絡人 

姓名 周昱辰 職稱 技正 

服務機關 核能安全委員會 

電話 02-22322100 電子郵件 yczhou@nu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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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註：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不含佐證資料）合計頁數建議以不超過 200 頁為原

則，相關有助審查之詳細資料宜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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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標與架構 (系統填寫) 
(計畫目標與架構之呈現方式應與原科技計畫書一致，如實際執行與原規劃有差

異或變更，應予說明；另績效報告著重實際執行與達成效益，請避免重複計畫書

內容。) 

一、 總目標及其達成情形 

1. 全程總目標：請在此依照計畫書簡要敘明計畫總目標，亦即總計畫之

在期程內規劃達成的成果。(由管考系統帶入)  

 

2. 分年目標與達成情形：請填寫為達成上述計畫總目標，各年度計畫分

年目標及其達成情形。 

年度 1 分年目標 2 達成情形 3 

第一年 
1.南部備援實驗室通過財

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以下簡稱

TAF)游離輻射測試領域

環境試樣加馬核種分析

增項認證 

2.在輻射事件應變使用之

地面遠端遙控平台項目，

發展可於非平坦地形移

動之地面遠端遙控平台，

並可搭載多種手持式或

行動式輻射偵檢器 

3.第一線應變所需決策模

擬推演系統之規劃設計 

1.南部備援實驗室於取得

TAF 游離輻射測試領域

之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

增項認證，認證項目包括

環境試樣沉積物、蔬菜及

草樣等加馬檢測分析，擴

展放射性分析技術由食

品樣品至環境樣品領域，

增加備援實驗室於緊急

應變時之分析量能。 

2.完成可適用於多元地貌

場域之戶外型遙控移動

載具底盤動力模組建置，

使用 WiFi 5G 通訊模式建

構遠端操控平台，並可遙

控執行輻射偵測任務，增

加輻射事件應變之即時

性與有效性。 

3.完成輻射災害第一線應

變所需模擬決策推演系

統初期規劃設計，建立可

供展示之擬真系統，供未

來進行開發，以利輻射災

害應變人員訓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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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1.南部備援實驗室精進水

樣總貝他分析能力，並取

得相關認證 

2.發展地面遠端遙控平台

擴充即時偵測數據回傳

功能及放射性物質收回

功能 

3.以特定災害情境，規劃並

製作演練腳本與訓練教

材 

4.完成輻射應變技術隊人

力、設備需求評估 

5.我國與國際核設施資通

安全文化相關研究 

1.南部備援實驗室取得水

樣總貝他分析技術並通

過 TAF 增項認證，提升備

援實驗室分析備援量能。 

2.地面遠端遙控輻射偵測

平台搭載有無人遠端操

控、輻射偵測及放射性物

質夾取之功能。於放射性

物質運送意外模擬處置

演練中，順利偵測含有射

源之包件，回傳數據，並

以機械手臂夾具夾取完

成回收至平台上之暫存

夾艙。 

3.辦理 4場次地方政府輻災

防救講習，並完成放射性

物質意外事件火災情境

分析與腳本撰擬，應用於

地方講習中，共 78 人參

與訓練。 

4.完成輻射應變技術隊二

級人力、設備需求評估，

並購進相關部份設備，分

發予隊員備用。 

5.建構符合可用於核能電

廠桌上演練及保安系統

評估之量化分析模式及

軟體，利用建構虛擬設施

並考量我國國情，模擬於

具體設施情境中，以目標

設施之設計基礎威脅

(Design Basis Threat, 

DBT)所需防護時間為基

準建立保安警衛及進行

應變武力桌上演練，由量

化分析與桌上演練之方

式評估各層級保安效能。 

第三年 
1.發展難測核種鍶-90 之

輻射檢測技術 

1.由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

測中心進行輻射偵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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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應變資訊平台與遠

端無人輻射偵平台 

3.初步完成輻射災害防救

訓練研發中心建置 

4.完成輻射應變技術隊程

序書出勤裝備精進建議 

5.研析我國核設施核子保

安作業精進相關研究 

術轉移及輔導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南部備援實驗

室建立氚及鍶-90 核種前

處理技術並訂定作業程

序書，並分別參加實作與

培訓課程一場次。 

2.應變資訊平台完成即時

環境直接輻射偵測資訊

顯示功能，與遙控載具影

像匯入功能，可使輻應隊

成員於遠端即時取得環

境輻射數據及監看遠端

無人輻射偵測平台運作

狀況。 

3.輻射災害防救訓練研發

中心完成展示室室內硬

體建置，並運用於辦理輻

射應變技術隊訓練，可作

為輻應隊年度訓練及第

一線應變人員實作訓練

之場所。 

4.針對輻射應變技術隊輻

射彈事件，訂定出勤人員

不同階段狀況之裝備建

議，作為未來修訂程序書

之參考。 

5.蒐集日本、南韓、中國等

鄰近國家之核子保安卓

越中心相關資料，完成我

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建

置藍圖的概念與草案。 

第四年 
1.南部建立環境樣品檢測

難測核種鍶-90 之標準

作業流程 

2.整合輻射災害防救訓練

研發中心軟、硬體設

施，厚植輻災防救訓練

研發量能 

3.提升輻災應變人員訓練

1.南部備援實驗室已完成

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鍶

90 增項認證之申請，預計

於 113 年取得認證，未來

可以進行水樣中鍶 90 之

檢測工作。 

2.建置遠端遙控的鉛罐車、

精進放射性物質擴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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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與決策能力 

4.精進輻射應變技術隊輻

射彈應變作業 

5.完成符合我國需求之核

子保安卓越中心規劃方

案 

擬系統開發乾沉降模式，

並修訂輻災資訊平台應

變任務規劃功能，提升應

變量能。 

3.透過輻射災害第一線應

變人員推演教育訓練系

統，以電子兵棋圖台方式

進行地方政府應變人員

決策訓練，有助於強化現

場應變工作的合作默契。 

4.完成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

彈事件(已爆彈)偵測區域

量測作業導則 (建議草

案)，可作為未來精進輻射

彈應變流程之參考。 

5.透過蒐集與研析亞洲區日

本核不擴散及核子保安

綜 合 研 究 中 心 ISCN 

(Integrated Support Center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ecurity)、南韓核

不 擴 散 及 管 制 中 心

KINAC (Korea Institute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Control)與國際核不

擴散及核子保安學院

INSA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Security Academy)及

中國國家核子保安技術

中 心 SNSTC (State 

Nuclear Security 

Technology Center)資料，

配合國內短、中、長期需

求，完成我國核子保安卓

越中心建置藍圖與規劃，

可做為永續營運的基礎。 

1414151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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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請依計畫書期程撰寫，須填寫全程，第一年度請置於最上。單年計畫僅填寫該年度即可。 

2.目標：請依計畫書規劃撰寫，質量化皆可。 

3.達成情形請依目標簡要說明進展或重要成果，未來年度可填「-」。若有未達成、未完全達成或其

他需要說明或圖示之處，請於下方填寫。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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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架構 (系統產出，不另行填寫) 

細部計畫 

主持人 執行機關 計畫目標 本年度效益、影響、重大突破 
名稱 

預算數/ 

(決算數) 

(千元) 

精進輻射災害

環境輻射偵測

能量與技術 

2,300 陳婉玲 核能安全委

員會輻射偵

測中心 

1.建立環境樣品檢測難測核種鍶-90 標

準作業流程並申請 TAF 分析認證。 

2.南部備援實驗室結合恆春鎮農會提

供在地農特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

析及說明會。 

南部備援實驗室執行計畫總目標為「強

化備援實驗室之分析檢測量能」、「環境

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增項認證」、「核能

三廠環境輻射監測取樣及分析作業」、

「結合在地農會提供農特產品放射性

檢測分析及說明」及完成「建立氚及鍶

-90 分析技術並參與比較實驗」，透過輻

射偵測中心輔導南部備援實驗室強化

輻射檢測能力達成各項目標，藉此讓南

部備援實驗室能具備各領域放射性分

析技術。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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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事件應變

技術開發與研

究 

4,960 

(4,939) 

袁明程 行政法人國

家原子能科

技研究院 

1.應變資訊平台應變任務規劃功能依

據學員意見回饋，進行功能調整及精

進。 

2.選定國內 5 個人口稠密/交通要衝區

域，進行特性風場與擴散模擬，並彙

整前述模擬結果，分析污染物擴散累

積的熱點區域。 

3.精進擴充輻射災害防救訓練研發中

心研發軟硬體設施，並辦理輻應隊訓

練、製作相關影片。 

4.研析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應變程

序書，提出精進建議。 

1.本(112)年度建置遠端遙控的鉛罐車，

使應變人員可以遠端方式進行輻射

偵測，並將裸露的射源夾取放置於遙

控鉛罐車之中，減少回收作業中人員

可能造成的輻射曝露，以符合游離輻

射防護法中輻射作業輻射劑量需合

理抑低之精神(ALARA 原則)，維護應

變人員的健康。 

2.112 年放射性物質擴散模擬系統開發

乾沉降模式(爆炸後飄散之放射性物

質以煙羽方式沉降)，在有使用乾沉降

模組進行模擬時，空氣濃度相對無使

用模組有顯著性的定量差異，且在範

圍分布亦可看見差異，研究成果可提

供緊急應變人員更準確的行動決策

參考與應變規劃。 

輻射災害應變

資源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關研

究 

6,002 

(4,946) 

馬紹仕/馬士元 行政法人國

家原子能科

技研究院/

瑞鉅災害管

理及安全事

務顧問股份

1.進行輻射災害應變諮商系統平台架

構建立與開發，整合輻射災害防救與

整備資源。 

2.檢視境外核災應變整備現況，並提出

精進應變機制之建議。 

3.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關鍵數位資產

1.參加核能一廠、核能二廠及核能三廠

核子保安、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及

緊急應變整備業務年度視察，以及清

華大學水池式反應爐(THOR)核子保

安暨緊急應變整備業務視察，提供精

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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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資通安全專業視察訓練計畫草案。 2.完成國際原子能總署文件「成立國家

核子保安支援中心的方法 (IAEA-

TDL-010)」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核設

施儀控系統之電腦安全(IAEA-NSS-

033)」中文翻譯。 

3.邀請日本 ISCN (Integrated Support 

Center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ecurity)主任來台參加中日

工程技術研討會，透過台日雙方簡報

與資訊交流，取得發展與經營台灣核

子保安卓越中心的重要資訊，並爭取

機會建立國原院核安中心與 ISCN 交

流管道。 

4.邀集中央各部會及相關單位，共計 33

個單位 54 人參與演練，瞭解中央部會

及地方政府因應境外核災的相關法

源、應變計畫、準備事項、標準作業

程序等整備工作，及提升災時縱橫向

聯繫溝通、決策調度之協調性，其演

練成果可作為後續整備應變事項於

機制面及執行面上之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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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細部計畫與執行摘要 

本段落資料由系統自動帶入，部分項目請依執行進度更新，完整執行內容請以附件上傳方式提供。 

細部計畫 1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

技術 

計畫性質 G.環境永續與社會發展 

主持人 陳婉玲 執行機關 核能安全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 

計畫目標 

1.建立環境樣品檢測難測核種鍶-90 之標準作業流程並申請 TAF 分析認證。 

2.南部備援實驗室結合恆春鎮農會提供在地農特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析及說明會。 

3.南部備援實驗室通過國內外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 

重點描述 
1.建立環境樣品檢測難測核種鍶-90 標準作業流程並申請 TAF 分析認證。 

2.南部備援實驗室結合恆春鎮農會提供在地農特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析及說明會。 

預期成果 合作團隊養成 1 個、研究報告 1 篇、碩/博士養成 1 名、技術報告 1 篇 

計畫投入（Inputs） 

預算數（千元）／決算

數（千元）／執行率 

2,300 / 2,300 / 100% 總人力（人年） 1.3 

其他資源投入 無 

主要工作項目 本年度重要成果 主要成果使用者/服務對象/合作

對象 

建立環境樣品檢測難測

核種鍶-90 標準作業流

程並申請 TAF 分析認

證。 

預期成果部分 

南部備援實驗室已完成全國認證基金會(TAF)鍶 90 增項認證之申請，預

計於 113 年取得認證，未來可以進行海水水樣中鍶 90 之檢測工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一般民眾/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輻射偵測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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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預期成果部分 

無。 

完成核能三廠第一~四

季環境試樣採樣與分析

作業及每季與輻射偵測

中心進行比較實驗。 

預期成果部分 

南部備援實驗室已完成 112 年核能三廠第一~四季環境試樣採樣與分析作

業，並與輻射偵測中心進行比較實驗，共計 84 個樣本，比對結果皆符合

允收標準。 

非預期成果部分 

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一般民眾/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輻射偵測中

心 

南部備援實驗室結合恆

春鎮農會提供在地農特

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

析及說明會。 

預期成果部分 

結合恆春鎮農會進行農特產品放射性檢驗分析，提供農民檢測報告並說

明檢測結果，共計 53 個樣本均未檢出目標核種碘-131、銫-134 和銫-

137。 

非預期成果部分 

無。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一般民眾/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輻射偵測中

心 

本年度效益、影響、重大突破 

南部備援實驗室執行計畫總目標為「強化備援實驗室之分析檢測量能」、「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增項認證」、「核能三廠環境

輻射監測取樣及分析作業」、「結合在地農會提供農特產品放射性檢測分析及說明」及完成「建立氚及鍶-90 分析技術並參與比較

實驗」，透過輻射偵測中心輔導南部備援實驗室強化輻射檢測能力達成各項目標，藉此讓南部備援實驗室能具備各領域放射性分析

技術。 

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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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 2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 計畫性質 G.環境永續與社會發展 

主持人 袁明程 執行機關 行政法人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

院 

計畫目標 

1.依據學員意見回饋精進應變資訊平台應變任務規劃功能。 

2.選定國內數 5 個人口稠密/ 交通要衝區域，進行特性風場與擴散模擬，並彙整前述模擬結果，分析污染

物擴散累積的熱點區域。 

3.精進及擴充輻射災害防救訓練研發中心研發軟硬體設施，並辦理輻應隊訓練、製作相關影片。 

4.完成輻射彈爆炸事件初期應變偵測區域導則。 

重點描述 

1.應變資訊平台應變任務規劃功能依據學員意見回饋進行功能調整及精進。 

2.選定國內 5 個人口稠密/交通要衝區域，進行特性風場與擴散模擬，並彙整前述模擬結果，分析污染物擴

散累積的熱點區域。 

3.精進擴充輻射災害防救訓練研發中心研發軟硬體設施，並辦理輻應隊訓練、製作相關影片。 

4.研析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應變程序書，提出精進建議。 

預期成果 辦理技術活動 1 場次、技術報告 1 篇、研究報告 1 篇、導則/建議 1 篇 

計畫投入（Inputs） 

預算數（千元）／決算

數（千元）／執行率 

4,960 / 4,939 / 99.58% 總人力（人年） 3.1 

其他資源投入 無 

主要工作項目 本年度重要成果 主要成果使用者/服務對象/合作

對象 

選定國內 5 個人口稠密

/交通要衝區域，進行

特性風場與擴散模擬，

並彙整前述模擬結果，

預期成果部分 

完成 CALPUFF 之乾沉降模式以及國內 6 個區域(基隆市廟口夜市、新竹

市台積電廠區、苗栗縣白沙屯、彰化縣鹿港鎮、嘉義市文化路夜市及臺

國原院/輻應隊成員/國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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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污染物擴散累積的

熱點區域。 

北市市政府)輻射彈案例特性風場與擴散模擬，並彙整前述模擬結果，分

析污染物擴散累積的熱點區域。 

非預期成果部分 

研究團隊彙整過去 4 年開發小尺度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的成果，投

稿至國際期刊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Communications (JEMDC)，期藉由參與國際期刊發表，提升輻災訓練研

發中心的曝光度，並增加與國際技術交流合作的機會。 

完成輻射彈爆炸事件初

期應變偵測區域導則。 

預期成果部分 

透過綜整國際相關輻射彈應變之文獻與影片，並考量我國目前輻災應變

量能，完成「輻射彈事件(已爆彈)偵測區域導則(草案)」。 

非預期成果部分 

無。 

國原院/輻應隊成員/國原院 

精進及擴充輻射災害防

救訓練研發中心研發軟

硬體設施，並辦理輻應

隊訓練、製作相關影

片。 

預期成果部分 

1.購置建立輻射災害防救訓練研發中心非破壞檢驗教具以及完成訓練教

材。 

2.辦理輻射應變技術隊訓練一場次，共 32 人參與，並將課程內容製作成

影片。 

非預期成果部分 

112 年建置遠端遙控的鉛罐車，使應變人員可以遠端方式進行輻射偵

測，並將裸露的輻射源夾取放置於遙控鉛罐車之中，減少回收作業中人

員可能造成的輻射曝露，以維護應變人員的輻射安全。 

國原院/輻應隊成員/國原院 

本年度效益、影響、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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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112)年度建置遠端遙控的鉛罐車，使應變人員可以遠端方式進行輻射偵測，並將裸露的射源夾取放置於遙控鉛罐車之中，減少

回收作業中人員可能造成的輻射曝露，以符合游離輻射防護法中輻射作業輻射劑量需合理抑低之精神(ALARA 原則)，維護應變

人員的健康。 

2.112 年放射性物質擴散模擬系統開發乾沉降模式(爆炸後飄散之放射性物質以煙羽方式沉降)，在有使用乾沉降模組進行模擬時，

空氣濃度相對無使用模組有顯著性的定量差異，且在範圍分布亦可看見差異，研究成果可提供緊急應變人員更準確的行動決策參

考與應變規劃。 

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國原院原本難以取得台北市政府 3D 建物資料庫，經核安會協調取得台北市政府 3D 建物資料庫使用權，初步完成台北市政府輻射

彈案例區域特性風場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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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 3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

相關研究 

計畫性質 G.環境永續與社會發展 

主持人 馬士元 執行機關 行政法人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

院,選單中未列名之民營企業/公

司，請選擇此項。 

計畫目標 

1.依我國放射性物質應用現況與相關災害潛勢，針對放射性物質運送意外及放射性物質作業場所火災情

境，研擬地方政府第一線應變程序建議。 

2.擴充第一線應變所需之決策模擬推演系統，並投入於第一線應變人員訓練使用。 

3.檢視國內境外核災應變整備現況，並提出精進應變機制之建議。 

4.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專業視察訓練計畫草案。 

5.完成我國核設施保安及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管制效能之精進研究與成果報告。 

重點描述 

1.進行輻射災害應變諮商系統平台架構建立與開發，整合輻射災害防救與整備資源。 

2.檢視境外核災應變整備現況，並提出精進應變機制之建議。 

3.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專業視察訓練計畫草案。 

預期成果 合作團隊養成 1 個、形成教材 1 份、研究報告 2 篇、辦理技術活動 5 場次、導則/建議 1 篇 

計畫投入（Inputs） 

預算數（千元）／決算

數（千元）／執行率 

6,002 / 4,946 / 82.41% 總人力（人年） 3.3 

其他資源投入 無 

主要工作項目 本年度重要成果 主要成果使用者/服務對象/合作

對象 

完成核子反應器設施關

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專

業視察訓練計畫草案。 

預期成果部分 

本工作項目透過國際原子能總署核子保安系列(IAEA NSS)相關文件研

析、及參與核設施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視察作業，擬定核子反應器設

施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專業視察訓練計畫草案。 

核子保安工作人員/核設施工作

人員/國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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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預期成果部分 

無。 

檢視國內境外核災應變

整備現況，並提出精進

應變機制之建議。 

預期成果部分 

透過境外核災應變模擬演練訓練，促使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盤點因應境

外核災的相關法源、應變計畫、準備事項、標準作業程序等整備工作，

作為後續修正相關作業要點之參考依據。 

非預期成果部分 

無。 

中央及地方政府輻射災害防救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中央及地方

輻射災害應變與決策相關單位/

瑞鉅災害管理及安全事務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本年度效益、影響、重大突破 

1.參加核能一廠、核能二廠及核能三廠核子保安、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及緊急應變整備業務年度視察，以及清華大學水池式反應

爐(THOR)核子保安暨緊急應變整備業務視察，提供精進建議。 

2.完成國際原子能總署文件「成立國家核子保安支援中心的方法(IAEA-TDL-010)」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核設施儀控系統之電腦安全

(IAEA-NSS-033)」中文翻譯。 

3.邀請日本 ISCN (Integrated Support Center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ecurity)主任來台參加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透

過台日雙方簡報與資訊交流，取得發展與經營台灣核子保安卓越中心的重要資訊，並爭取機會建立國原院核安中心與 ISCN 交流

管道。 

4.邀集中央各部會及相關單位，共計 33 個單位 54 人參與演練，瞭解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因應境外核災的相關法源、應變計畫、準

備事項、標準作業程序等整備工作，及提升災時縱橫向聯繫溝通、決策調度之協調性，其演練成果可作為後續整備應變事項於機

制面及執行面上之修正參考。 

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為提升推演效益，計畫團隊先將演練議題與狀況給予參與單位擬定處置作為並收集彙整，於演練前一周彙整完成並寄發處置作為彙

整表給所有參與單位，演練時再透過開放式討論的方式，針對各單位處置作為有疑問或不清之處進行討論，甚至提出新的處置作

為，俾使討論方向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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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經費執行情形 

一、經資門經費表（E005） 

1. 初編決算數：因績效報告書繳交時，審計機關尚未審定 112 年度決算，故請填列機關初編決算數。 

2. 實支數：係指工作實際已執行且實際支付之款項，不包含暫付數。 

3. 保留數：係指因發生權責關係經核准保留於以後年度繼續支付之經費。 

4. 預算數：原則填寫法定預算數，如立法院尚未通過總預算，則填寫預算案數。 

5. 執行率：係指決算數佔預算數之比例。 

單位：千元；% 

 

112 年度 

113 年度 

預算數 

114 年度 

申請數 
備註 預算數 

(a) 

初編決算數 
執行率 

(d/a) 
實支數 

(b) 

保留數 

(c) 

合計 

(d=b+c) 

總計 13,262 12,185 0 12,185 91.88 11,994 13,000 

112 年節餘數

1,077 千元中另流

用 387 千元進行

核子保安與緊急

應變之督導管制。 

一、經常門小計 11,223 10,250 0 10,250 91.33 9,894 12,000  

 (1)人事費 4,107 4,090 0 4,090 99.59 3,540 4,300  

 (2)材料費 932 903 0 903 96.89 645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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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經常支出 6,184 5,257 0 5,257 85.01 5,709 7,110  

二、資本門小計 2,039 1,935 0 1,935 94.9 2,100 2,000  

 (1)土地建築 0 0 0 0 - 0 0  

 (2)儀器設備 2,039 1,935 0 1,935 94.9 2,100 0  

 (3)其他資本支出         

         

 
 110 年度 

決算數 

111年度 

決算數 

112年度 

決算數（執行率） 

113年度 

預算數 

114年度 

申請數 
備註 

科技計畫總計 

 

13,086 10,966 12,185(91.88%) 11,994 14,000 

112 年節餘數

1,077 千元中另流

用387千元進行核

子保安與緊急應

變之督導管制，整

體實現數 12,572

千元，執行率

94.80%。 

一、精進輻射災害環境

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 
小計 2,250 2,000 2,300(100%) 11,994 14,000 

113 年起計畫變更

為「核子保安整備

與資通訊安全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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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支出 2,250 2,000 2,300(100%) 3,300 4,000  

資本支出 0 0 0 0 0  

二、輻射事件應變技術

開發與研究 

小計 6,848 4,792 4,939(99.58%) 4,857 6,500  

經常支出 5,848 3,819 3,558(99.41%) 2,857 4,500  

資本支出 1,000 973 1,381(100%) 2,000 2,000  

三、輻射災害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

究 

小計 3,988 4,174 4,946(82.41%) 3,737 3,500  

經常支出 3,988 3,475 4,392(82.19%) 3,737 3,500  

資本支出 0 699 554(84.19%) 0 0  

二、經費支用說明 

本計畫依據研究需求投入之資源與人力，並考量核定之預算經費，調整並擬定各項研究經費配置。委託研究支出費

用包括經常門支出及資本門支出。經常門部分用於輔導南部備援實驗室輻射檢測能力提升、國原院進行輻災應變技

術精進以及核子保安研究，並委託瑞鉅災害管理公司進行國外輻災資料蒐集、辦理講習、演練以及開發訓練軟體。

資本門部分，「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研究」之支出用於購置遠端遙控鉛罐車、非破壞檢測教學使用假體，以及擴充

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功能。 

本計畫本年度實現數 12,185 千元(含資本門 1,935 千元)，節餘數 1,077 千元中另流用 387 千元進行核子保安與緊急應



 

1-20 
 

變之督導管制，整體實現數 12,572 千元，執行率 94.80%，尚符合原訂規劃。 

三、經費實際支用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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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註：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不含佐證資料）合計頁數建議以不超過 200 頁為原

則，相關有助審查之詳細資料宜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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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請說明計畫執行至今所達成之主要成果之價值與貢獻，亦即多年期科技計畫，請填寫起始年

累積至今之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MM11103-1037) 

輻射偵測中心輔導南部備援實驗室建立輻射檢測能力，取得 TAF 游離輻射領域測試實

驗室認證，並將認證項目由食品推展到環境試樣，使南部備援實驗室可結合其他研究領

域，執行輻射相關學術工作。南部備援實驗室除了建立放射性分析備援實驗室外，也積

極發表相關學術研究，112 年參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35 屆(2023)年會暨各專門學

術研討會，口頭發表「水中放射性核種鐳元素含量分析與風險評估之探討」、「核三廠周

遭土壤及底泥之放射性核種活度與分佈之特性」、「泥火山天然放射性核種特性」等 3 篇

論文，藉此增加實驗室曝光度，創造更多跨領域研究合作機會。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MM11103-1038) 

自 911 事件後，因全球恐怖主義盛行，除卡車炸彈、化學武器及生物戰劑，輻射彈攻擊

亦可能為攻擊重要人士、設施的手段之一。透過小尺度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之建

立，除模擬多建物場域中放射性物質持續擴散結果，亦可導入爆炸參數，模擬輻射彈事

件的災害態樣。研究團隊彙整過去 4 年開發小尺度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的成果，投

稿至國際期刊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Communications (JEMDC)，

期藉由參與國際期刊發表，有助於提升輻災訓練研發中心的曝光度，並增加與國際技術

交流合作的機會。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MM11103-1039) 

112 年 9 月 21 日(四)在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2023 年核設施保安及

資通安全管制效能精進研討會」，共有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與保六總隊、清華大學、

台電公司(含各核能電廠)、核安會等人員約 50 位參加，由學員與講師、專家進行討

論，充分達到專業知能的傳授。本次研討議題包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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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 年世界核子保安協會(WINS)核能資通安全訓練課程介紹。 

2.核設施與 IT 資安法規與實務差異。 

3.風險評估技術與核設施實體防護應用介紹。 

4.核子保安作業精進研究成果綜合報告及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推動計畫說明等。 

透過本次的活動，有助於核安會與核設施人員、應變武力人員交流互動，拓展核子保安

的發展。 

二、技術創新(科技技術創新)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MM11103-1037) 

輻射偵測中心輔導南部備援實驗室建立輻射檢測能力，自 109 年起陸續取得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金會(TAF)游離輻射領域測試實驗室認證，項目包含食品、環境試樣(海水、淡

水、沉積物、生物試樣、空浮微粒、乳類)加馬能譜分析、環境試樣(海水、淡水、空浮

微粒)總貝他分析等，並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游離輻射領域測試實驗室認

證。為精進南部備援實驗室輻射檢測能力，111 年度輔導實驗室建立鍶-90 核種前處理

技術，本(112)年度建立鍶-90 分析能力並申請 TAF 分析增項認證。預計於 113 年取得認

證，未來可以協助進行海水水樣中鍶 90 之檢測工作。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MM11103-1038) 

因輻射彈事件可能發生地點多為重要設施或人潮聚集場所，爆炸影響範圍達數百公尺，

所以爆炸後之放射性物質擴散模擬分析的規模需以街廓規模的尺度來進行計算。研究團

隊自 109 年建立小尺度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並針對模擬設定持續更新，並納入台

灣地圖資料，將模擬結果顯示於地理資訊平台，以圖像化方式進行呈現，評估輻射彈事

件高輻射區域之污染範圍。112 年開發乾沉降模式(爆炸後飄散之放射性物質以煙羽方

式沉降)，可提升評估準確性，研究成果可提供緊急應變人員更準確的行動決策參考與

應變規劃。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MM11103-1039) 

本年度依第一線應變人員需求，維護與精進輻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推演教育訓練系

統，供地方政府應變人員以電子兵棋圖台方式進行的應變決策訓練，並於地方政府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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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講習使用。以往兵推皆採用紙本地圖，呈現資訊有限，有諸多限制，本系統則是建

構於電腦系統中，透過瀏覽器連線至網際網路即可訓練，具有 5 大優勢： 

1.空間思維導入：整合空間地理資訊，情境切合實際，有效建構資源調度邏輯，提升

災害管理能力。 

2.災害情境模擬：情境劇本模組化，簡化／優化演練作業。 

3.劇本模組擴充：劇本無限擴充，有利訓練課程地圖建構。 

4.防災體制應用：有效訓練跨單位／任務分組協調與溝通，強化災時各單位／分組協

調、溝通默契。 

5.演練數據保存：有利演練後深入討論，有效檢討應變內容是否完備，作為政策、計

畫研擬之重要參酌。 

透過系統規劃，可以提升應變人員各分組之間的溝通協調，以及透過最後的大事紀的方

式討論各應變人員應變的時序及處置內容的合理性，有助於強化現場應變工作的合作協

調。 

三、經濟效益(經濟產業促進)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MM11103-1037) 

1.備援實驗室建置目的係為萬一發生核子事故時，能因應大量食品等檢測需求，為國

家災害應變的重要備援能量。備援實驗室除進行對外服務收費的檢測之外，並執行

核電廠周圍環境樣品檢測分析作業、對外委託服務檢測及學術研究等。為維持備援

實驗室量能，並發揮平日協助檢測、擴充研究能量的加值目的，接受民眾或公司委

託放射性核種分析服務，112 年民眾委託案共計 15 案 35 件，實驗室同時也架設臉

書社群，以推廣備援實驗室，增加實驗室之曝光率。對外服務並非備援實驗室建置

的主要目的，備援實驗室亦協助推廣輻災應變資訊，包括結合學校教育目的，開辦

輻射相關課程，與其他領域合作進行學術研究，持續精進檢測品質、擴大檢測品

項，取得其他環境樣品之游離輻射領域分析檢測認證，以累積核災應變能量，共同

守護民眾與環境的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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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部備援實驗室與恆春鎮農會合作，除協助農產品(洋蔥)的輻射檢測之外，並藉由

農會轉介農民予實驗室，提供農作物及農田土壤放射性核種檢測服務，出具檢測報

告向農民說明作物狀況，以消除農民疑慮，增加農民對於自身種植的作物信心。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MM11103-1038) 

1. 為增加輻射災害中現場第一線應變人員應變效能，輻災訓練研發中心建置數位化應

變資訊平台提供應變人員即時環境輻射監測資訊，以有效進行應變作業。平台上除

有應變任務指派功能外，操作人員可使用圖臺系統掌握現場輻射偵檢數值，併透過

套疊小尺度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的模擬結果，迅速評估現場應變範圍，協助決

策者可以迅速掌握現場狀況，減少社會成本。 

2. 輻災屬於少見且影響較廣的災害，以巴西戈亞尼亞輻射污染事件為例，11.2 萬人接

受放射性檢測，約 250 人被輻射污染，事故復原處置的巨大經費甚至影響到巴西的

國家整體經濟。因此結合科技開發輻災應變輔助系統，精進應變技能，可以有效減

少社會成本的支出。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MM11103-1039) 

1.本計畫針對 2023 年 7 月核威脅倡議（NTI）核子保安評比結果進行研析，經研析

其評比方法後，以保護我國人民生命、財產與安全為目的，由政府支持之下以單一

機關進行核子保安體制檢討並推動改善計畫，可以獲得更佳成果。 

2.透過蒐集福島事故災後復原相關資訊，例如污染廢土處理狀況、民眾返鄉情形以及

產業重建狀況，作為規劃復原作業之參考。 

四、社會影響(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MM11103-1037) 

1.本計畫藉由與恆春鎮農會合作，對農作物及農田土壤放射性核種檢測，並向農民說

明作物檢測結果，消除農民對於核電廠對當地環境造成污染之疑慮，增加對於自身

作物的信心。 

2.日本福島核子事故發生後，核能安全委員會為提升台灣地區放射性分析檢驗能量，

建立輻射災害備援實驗室有其迫切性及重要性，對災害後續的處理、調查及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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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將有相當大的效益。因此透過輻射偵測中心輔導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建立備

援實驗室，取得相關檢驗認證外，透過各種宣傳管道對外界推廣備援實驗室輻射檢

測服務，包括核安演習、地方宣導活動、學校教育、社群媒體宣傳及參與公家機關

檢驗等，持續對外界推廣，並作為作為公正第三方監測單位，共同守護民眾與環境

的輻射安全。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MM11103-1038) 

1.因為民眾對於輻射災害不了解，例如輻射彈事件給民眾的心理壓力影響可能遠超過

於實際對於環境造成的傷害。因此若發生輻射災害，透過輻災應變資訊平台可快速

地進行災害辨識及應變作業，消彌事故災害，減少民眾的憂慮。 

2.輻射事故之處理有其專業性，為協助地方政府有效處置放射性物質意外事件、放射

性物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輻射彈事件之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核能安全委員

會設置輻射應變技術隊，提供專業技術諮詢、到場協助地方政府以及業者辦理輻射

事故之災害搶救與善後復原等工作。為維持輻射應變技術隊人員的應變知能，輻災

訓練研發中心辦理年度訓練，提供輻應隊人員進行訓練以保持應變量能。透過輻應

隊與地方政府的協同合作，使民眾對於政府的輻災應變有信心。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MM11103-1039) 

1.核子保安是國家層級任務，建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以利維持核子保安業務的執行成

效，降低核子反應器設施與貯存核物料的設施遭受人為惡意破壞或竊取核物料的可

能性，是常見的做法。本計畫透過蒐集與研析亞洲區日本核不擴散及核子保安綜合

研究中心 ISCN (Integrated Support Center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ecurity)、南韓核不擴散及管制中心 KINAC (Korea Institute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Control)與國際核不擴散及核子保安學院 INSA (International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Security Academy)及中國國家核子保安技術中心 SNSTC 

(State Nuclear Security Technology Center)資料，配合國內短、中、長期需求，完成

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建置藍圖與規劃，可做為建置與永續營運的基礎。 

2.近年國際局勢動盪，北韓不時進行核武試驗，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溫，加上烏俄戰

火持續延燒，烏克蘭各地能源設施屢遭空襲，當地扎波羅熱核電廠更成為人類歷史

上首例遭到武力侵佔的核電廠，嚴重衝擊全球核能安全；透過境外核災應變模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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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訓練，瞭解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因應境外核災的相關法源、應變計畫、準備事

項、標準作業程序等整備工作，及提升災時縱橫向聯繫溝通、決策調度之協調性，

並可作為後續修正相關作業要點之參考依據。 

3.圖文懶人包以「弭平資訊落差」為目的，係採用單張或連續多張圖文形式呈現，為

目前藉由社群網絡傳遞專業性內容最易於傳播之方式，主要目標對象為網路族群，

群眾觸及率高，可大幅度地將專業知識圖像化及概念化傳達達給民眾。本年度繪製

2 項輻災防救主題圖文懶人包，分別為境外核災以及輻射彈事件，可於官方網站或

各式社群平台置入宣導，使民眾快速了解其輻射災害相關知識，能夠以正確的認知

面對災害。 

五、其他效益(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MM11103-1037) 

1.南部備援實驗室透過各種宣傳管道包含參與園遊會、設置臉書社團等方式，對外界

推廣備援實驗室輻射檢測服務，包含架設臉書社群，以推廣備援備援實驗室，增加

實驗室之曝光率。 

2.南部備援實驗室觀摩核能二廠第 29 號核安演習，包括民眾防護行動、民眾防護站

開設、陸海空輻射偵測及海上取樣、弱勢族群安置及學生安置、EPZ 民眾收容安置

等演練項目，提升實驗室核子事故應變經驗。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MM11103-1038) 

裸露的輻射源可能造成應變人員輻射傷害，因此輻災事故處理人員須謹守加長與射源距

離、縮短處理時間、使用防護裝備的處理原則。本計畫透過計畫研究，盤點輻射應變技

術隊裝備進行補足外，並參考游離輻射防護法中輻射作業之輻射劑量需合理抑低之精神

(ALARA 原則)，儘可能讓應變人員在處理過程減少輻射曝露，爰開發遠端遙控無人輻

射偵測載具，除可以進行遠端輻射偵測外，還具有射源夾取功能。112 年建置遠端遙控

的鉛罐車，使應變人員可以遠端方式進行輻射偵測，並將裸露的輻射源夾取放置於遙控

鉛罐車之中，減少回收作業中人員可能造成的輻射曝露，以維護應變人員的輻射安全。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MM11103-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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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計畫派員參加核能一廠、核能二廠及核能三廠核子保安、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

及緊急應變整備業務年度視察，以及清華大學水池式反應器（THOR）核子保安暨

緊急應變整備業務視察，透過視察發現與提出精進建議，促進核子保安管制成效、

提高保安業務績效。 

2.考量核子反應器設施屬於我國能源領域的關鍵基礎設施之一，具有穩定提供發電的

功能，若因人為惡意破壞受損，除可能影響政府及社會功能運作，造成人民傷亡或

財產損失，引起經濟衰退，亦可能造成環境改變或其他足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

害，再者，核子反應器設施中的核物料遭受偷竊可能危害全球和平。為了維持核子

保安業務的執行成效，降低核子反應器設施與貯存核物料的設施遭受人為惡意破壞

或竊取核物料的可能性，本計畫研析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文件「成立國家核子保

安支援中心的方法(IAEA-TDL-010)」及參考其他國家核子保安卓越中心，規劃我

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建置藍圖草案與其綱要，另將 IAEA-TDL-010 文件中譯，做為

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永續經營之基礎。 

3.儀控系統是核子反應器設施確保核能安全的關鍵系統之一，具有提供控制對電廠安

全有重大影響之系統參數、啟動反應度控制系統、啟動緊要安全設施與緊要輔助支

援系統及維持電廠於安全停爐狀態等功能，在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作業期間及貯存

用過核子燃料與高階核子廢棄物的核設施安全亦提供重要功能，因此國際原子能總

數(IAEA)文件「國際原子能總署核設施儀控系統之電腦安全(IAEA-NSS-033)」對於

確保核子反應器設施資通安全有重要的價值。本年度進行 IAEA-NSS-033 文件翻譯

及研析，未來發行後可做為管制機關與業務單位執行儀控系統電腦安全控管之重要

指引。 

4.有鑑於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至今，全球關注日本發生輻災後所採行之行

動、應變程序與復原對策，尤其開始排放污染廢水後，海水中氚含量成為重要的國

際議題。本計畫透過持續蒐集與翻譯國外輻射災害防救相關資料，了解日本最新動

態、發展及復原狀況，據以檢視精進我國輻災整備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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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檢討與展望 

【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MM11103-1037) 

輻射偵測中心藉由輔導南部備援實驗室，完成「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

術」分項計畫總目標包括「強化備援實驗室之分析檢測量能」、「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

術增項認證」、「核能三廠環境輻射監測取樣及分析作業」、「結合在地農會提供農特產品

放射性檢測分析及說明」及「民眾風險溝通」等項目，使南部備援實驗室提升環境樣品

分析技術。南部備援實驗室將持續參加國內外實驗室比對與能力試驗以維持檢測品質，

並協助主管機關進行國內地區食品放射性調查作業及環境樣品放射性分析，俾儲備輻射

災害緊急應變能量。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與研究】(MM11103-1038) 

1.有關輻應隊訓練，109 年至 112 年 4 年間，總計辦理 4 場次，訓練人次共計 129 人

次，課程由基礎科目到進階演練分為：初級偵檢、二級篩檢、偵測團隊等 3 大類

別，依授課方式則分為課堂討論、個別操作與團隊作業 3 種性質，共已完成 20 項

輻應隊課程，並將課程內容與成果彙編為型錄，可據以推廣輻災應變人員訓練。 

2.放射性擴散模擬分析技術上缺乏濕沉降部分，以及尚未模擬街廓尺度風場受到建物

影響的效果，需要將目前不含有人工建物高度的網格地形數值資料提升為具有人工

建物高度的高解析度網格地表數值資料，使得放射性物質在城市裡擴散模擬更貼近

真實。 

3.今年主要完成輻應隊輻射彈爆炸事件偵測區域劃分與偵測點挑選之應變導則，並補

足半面罩、鞋套與應變背包等部分個人防護裝備，未來每年將定期盤點，汰舊換

新、新添置等以維持應變之需。 

4.遠端遙控行動式輻射偵測平台已完成階段性硬體開發建置，可搭配遠端遙控履帶式

鉛罐車進行輻射事件之射源夾取、屏蔽與運送工作，日後仍將持續維持人員操作訓

練與機組維護，以增進載具操作實務經驗，確保輻射事件發生時，能具有完整應處

能力與操作技能。 

5.資訊平台已完成主要之功能建置，未來持續讓輻應隊隊員實地操作，必要時依使用

者回饋進行修訂，並維持功能運作與資通安全。 

【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MM11103-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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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輻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手冊」內並未有第一線應變人員之明確性作業編組，未

來可參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或地方縣市政府功能編組方式，或參考美國 FEMA 之

功能分組（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ESF）型式，以上開編組方式為基礎，研擬輻

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應具備之功能編組及其主責單位，並納入手冊及相關培訓課程

中，將有助於提升災害或事故發生時縱橫向資訊傳遞、跨單位求支援、應變人員協調等

項目之效能。 

 

參、 其他補充資料 

一、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無。 

二、 大型科學儀器使用效益說明 

無。 

三、 其他補充說明(分段上傳)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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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佐證資料表 

(請選擇合適之佐證資料表填寫，超過 1 筆請自行插入列繼續填寫，

未使用之指標資料表請刪除。) 

【A 論文表】 

題  名 第一作者 發表年(西元年) 文獻類別 成果歸屬 

Application of the 

CALPUFF model in 

emergency response 

assessment for 

radioactive events in 

Taiwan. 

Jian-Pu Chen 2023(審查中) C 

輻射事件應

變技術開發

與研究 

水中放射性核種鐳元

素含量分析與風險評

估之探討 

黃韋翔 2023 E 

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

偵測能量與

技術 

核三廠周遭土壤及底

泥之放射性核種活度

與分佈之特性 

曾繁成 2023 E 

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

偵測能量與

技術 

泥火山天然放射性核

種特性 
陶柏劭 2023 E 

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

偵測能量與

技術 

註：文獻類別分成 A 國內一般期刊、B 國內重要期刊、C 國外一般期刊、D 國外重要期刊、E

國內研討會、F 國際研討會、G 國內專書論文、H 國際專書論文；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

名稱。 

 

【B 合作團隊(計畫)養成表】 

團隊(計畫)名稱 合作對象 合作模式 團隊

(計畫) 

性質 

成立時間(西元年) 成果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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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輻射災害環

境輻射偵測能量

與技術 

核能安全委員會輻

射偵測中心 
A A 105 

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

偵測能量與

技術 

精進輻射災害環

境輻射偵測能量

與技術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B C 105 

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

偵測能量與

技術 

輻射事件應變技

術開發與研究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

究院輻射防護研究

所 

B B 111 

輻射事件應

變技術開發

與研究 

111-112 年 核 設

施核子保安作業

精進研究計畫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

究院 

核能安全研究中心 

B A 111 

輻射災害應

變資源建置

與實務管理

相關研究 

輻射災害應變資

源建置與實務管

理相關研究 

瑞鉅災害管理及安

全事務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B A 95 

輻射災害應

變資源建置

與實務管理

相關研究 

註：合作模式分成 A 機構內跨領域合作、B 跨機構合作、C 跨國合作；團隊(計畫)性質分成 A

形成合作團隊或合作計畫、B 形成研究中心、C 形成實驗室、D 簽訂協議；成果歸屬請填

細部計畫名稱。 

 

【C 培育及延攬人才表】 

姓名 機構名稱 學歷 性質 成果歸屬 

黃偉翔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A C 

精進輻射災害

環境輻射偵測

能量與技術 

註：學歷分成 A 博士(含博士生)、B 碩士(含碩士生)、C 學士(含大學生)；性質分成 B 學程通

過、C 培訓課程通過、D 國際學生/學者交換、E 延攬人才；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D1 研究報告表】 

報告名稱 作者姓名 出版年(西元年) 是否被採納 成果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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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 年度輻射

災害放射性分析備

援實驗室案期末報

告 

劉任哲、陳婉玲 112 C 

精進輻射災害

環境輻射偵測

能量與技術 

輻射事件應變技術

開發與研究(4/4) 許玉霞、袁明程 112 C 

輻射事件應變

技術開發與研

究 

111-112 核設施核

子保安作業精進研

究計畫(112年) 
馬紹仕、蔡智明 112 C 

輻射災害應變

資源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關研

究 

111-112 年輻射災

害應變資源建置與

實務管理之研究

(112年) 

黃偉凱、馬士元 112 C 

輻射災害應變

資源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關研

究 

註：是否被採納分成 A 院級採納、B 部會署級採納、C 單位內採納、D 存參；成果歸屬請填細

部計畫名稱。 

【E 學術活動表】 

研討會名稱 性質 舉辦日期 (YYYYMMDD) 主/協辦單位 成果歸屬 

核設施資通安

全技術交流 
A 

20230509 

20230510 

20230511 

20230512 

核能安全委員

會、美國能源部

國家核子保安

局/ 

輻射災害應變

資源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關研

究 

核設施保安及

資通安全管制

效能精進研討

會 

A 20230921 
核能安全委員

會 

輻射災害應變

資源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關研

究 

第 34 屆中日工

程技術研討會 
B 20231122 

中國工程師學

會 /核能安全委

員會 

輻射災害應變

資源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關研

究 

註：性質分成 A 國內研討會、B 國際研討會、C 兩岸研討會；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F 形成課程教材手冊軟體表】 

名稱 性質 類別 發表年度 

(西元年) 

出版單位 是否為自

由 

軟體 

成果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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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輻射應變技術

隊訓練課程及訓練

教材 

A A 2023 
國家原子能科

技研究院 
否 

輻射事件

應變技術

開發與研

究 

放射性物質使用場

所查訊系統操作手

冊 

C A 2023 
核能安全委員

會 
否 

輻射災害

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

關研究 

放射性物質運送意

外事件應變示範影

片腳本 
B A 2023 

核能安全委員

會 
否 

輻射災害

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

關研究 

輻射災害第一線應

變人員推演教育訓

練系統操作手冊 

C A 2023 
核能安全委員

會 
否 

輻射災害

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

關研究 

註：性質分成 A 課程、B 教材、C 手冊；類別分成 A 文件式、B 多媒體、C 軟體(含 APP)、D

其他(請序明) ；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H 技術報告檢驗方法表】 

技術或檢驗方法名稱 性質 作者姓名 出版年(西元年) 出版單位 成果歸屬 

開發及精進

CALPUFF 模式應用

模組與案例模擬服務

案(112 年) 

A 
葉錫圻、鄧仁

星 
2023 

財團法人氣

象應用推廣

基金會 

輻射事件應

變技術開發

與研究 

國內外環境試樣放射

性分析能力比較實驗

檢討報告(112) 
A 黃偉翔 2023 

南部輻射災

害檢驗分析

備援實驗室 

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

偵測能量與

技術 

註：性質分成 A 技術報告、B 檢驗方法；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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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辦理技術活動表] 

註：性質分成 A 技術研討會、B 競賽活動、C 技術說明會或推廣活動、D 其他；屬性分成 A 國

內技術活動、B 國際技術活動；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I2 參加技術活動表] 

成果名稱 技術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活動屬性 活動日期 

(YYYYMMDD) 

主辦 

單位 

是否獲

獎

(Y/N) 

成果歸

屬 

參加國際

環境試樣

放射性分

析能力試

驗 

2023 年國際原

子能總署

IAEA 能力試

驗 
D B 20230629 

國際

原子

能總

署

IAEA 

N 

精進輻

射災害

環境輻

射偵測

能量與

技術 

取得

ISO27001

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

主導稽核

員訓練合

格證書 

ISO27001(2022

年版)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主導

稽核員訓練 D A 

20230607 

至 

20230616 

台灣

檢驗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N 

輻射災

害應變

資源建

置與實

務管理

相關研

究 

取得

ISO27001

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

ISO27001(2022

年版)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核心

概念與條文要

D A 
20231106 

20231107 

台灣

檢驗

科技

股份

N 

輻射災

害應變

資源建

置與實

技術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活動屬性 舉辦日期(YYYYMMDD) 參與人數 成果歸屬 

年度輻射應變

技術隊訓練 
A A 20230601 32 

輻射事件

應變技術

開發與研

究 

境外核災應變

模擬演練訓說

明會 

A C 20230829 39 

輻射災害

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

關研究 

境外核災應變

模擬演練訓練 
A A 20230923 54 

輻射災害

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

關研究 

地方政府輻災

防救講習 
A A 

20231019 

20231024 

20231026 

20231031 

105 

輻射災害

應變資源

建置與實

務管理相

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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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

與條文要

點解析訓

練課程參

訓證書 

點解析訓練課

程 

有限

公司 

務管理

相關研

究 

註：性質分成 A 技術研討會、B 競賽活動、C 技術說明會或推廣活動、D 其他；屬性分成 A 國

內技術活動、B 國際技術活動；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K 規範標準及政策法規草案制訂表】 

名稱 類別 制定及參採情形 應用範圍 成果歸屬 

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事件(已爆

彈)偵測區域量測作業導則(建議

草案) 

A D B 

輻射事件應

變技術開發

與研究 

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NSS-033

核設施儀控系統之電腦安全(中文

翻譯) 

A D B 

輻射災害應

變資源建置

與實務管理

相關研究 

國際原子能總署文件 IAEA-TDL-

010 成立國家核子保安支援中心

的方法(中文翻譯) 

A D B 

輻射災害應

變資源建置

與實務管理

相關研究 

註：類别分成 A 規範、B 標準、C 法規、D 政策；制定及參採情形分成 A 參與草案或建議方案

制訂、B 草案經採納或認可通過、C 發表或公告實施、D 草案存參、E 其他；應用範圍分

成 A 機構內、B 國內、C 國際、D 未發表；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稱。 

【O 共通檢測技術服務及輔導表】 

服務名稱 服務對象 服務性質 服務收入(千元) 成果歸屬 

加馬能譜放射性含量分析 A B 53 

精進輻射災害

環境輻射偵測

能量與技術 

註：服務對象分成 A 國內廠商、B 國外廠商、C 其他；服務性質分成 A 輔導諮詢、B 檢測校

正、C 訓練講習、E 工作坊 D 其他(請述明) 

【Y 資訊平台資料庫表】 

資訊平台/資料庫名稱 內容描述 類別 資料筆數 成果歸屬 

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

查詢系統(功能擴充) 

1.登載我國放射性物質使

用場所之地址以及使用之

放射性物質種類 

2.登載我國地方政府保管

之輻射偵檢器 

Factual 5,215 

輻射災害應

變資源建置

與實務管理

相關研究 

註：類別分成 Bibliography、Numerical、Factual、Multimedia、Text；成果歸屬請填細部計畫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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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佐證資料 

附件一、南部備援實驗室參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35 屆年會暨各專門
學術研討會報告口頭論文 3 篇 

附件二、南部備援實驗室人員培育 

附件三、辦理核子保安相關學術研討會活動 

附件四、112 年計畫製作之教材與手冊 

附件五、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CALPUFF 模式)技術報告 

附件六、精進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CALPUFF 模式) 

附件七、輻應隊年度訓練成果 

附件八、辦理境外核災應變模擬演練 

附件九、製作境外核災主題懶人包 

附件十、112 年地方政府輻災防救講習 

附件十一、建置輻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推演教育訓練系統 

附件十二、南部備援實驗室參與 IAEA 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結果 

附件十三、南部備援實驗室取得之檢測認證 

附件十四、參與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 

附件十五、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事件(已爆彈)偵測區域量測作業導則(建議
草案) 

附件十六、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NSS-033 核設施儀控系統之電腦安全(中
文翻譯) 

附件十七、國際原子能總署文件 IAEA-TDL-010 成立國家核子保安支援中心
的方法(中文翻譯) 

附件十八、更新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 

附件十九、南部備援實驗室屏東縣環境教育暨防災教育成果宣導活動 

附件二十、南部備援實驗室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開辦通識課程 

附件二十一、南部備援實驗室進行恆春在地農作物檢測 

附件二十二、開發遠端遙控遙控履帶式鉛罐車 

附件二十二、核能電廠核子保安、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及緊急應變整備業
務年度視察 

附件二十四、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藍圖規劃 

附件二十五、整理 ITC 國際核子保安訓練教材 

附件二十六、協助辦理核子保安 NTI 評比事宜 

附件二十七、蒐集及翻譯日本福島事故後復原作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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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南部備援實驗室參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第 35 屆年會暨

各專門學術研討會報告口頭論文 3 篇 

 

 
 

(a)活動合影 (b)核三廠周遭土壤及底泥之放射性核種活度
與分佈之特性 

  
(c)水中放射性核種鐳元素含量分析與風險評

估之探討 (d)泥火山天然放射性核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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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南部備援實驗室人員培育 

 

(a)南部備援實驗室培育輻射檢測人員並取得相關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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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辦理核子保安相關學術研討會活動 

  

(a) 核設施資通安全技術交流實作演練 

 

(b)核設施資通安全技術交流大合照 

  
(c)2023 年核設施保安及資通安全管制效能精

進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d)2023 年核設施保安及資通安全管制效能精
進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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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12 年計畫製作之教材與手冊 

 
(a)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操作手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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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場所火災事件應變示範影片-影音腳本格式 

 

 

(c)輻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推演教育訓練系統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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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CALPUFF 模式)技術報告 

 

(a)放射性物質擴散模擬系統可輸入大氣風場資料以及地圖建物資料，藉由系統運算輻射彈爆炸
後之模擬，並輸出圖像化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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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精進放射性物質擴散分析能力(CALPUFF 模式)  

  

  

  

(a)模擬我國六個地區輻射彈事件放射性物質擴散分布。輻射劑量率達到或超過每小時 0.1 毫
西弗處(如圖中橘色等劑量線之內區域)，為熱區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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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LPUFF 研究成果投稿至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Communications 

(JEMDC)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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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輻應隊年度訓練成果 

  

(a)車載輻射偵檢器軟體介面教學 (b)裝載車載輻射偵檢器 

 

  

(c)非破壞檢測儀器操作教學 (d)輻應隊隊員操作遠端遙控行動式輻射偵測

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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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辦理境外核災應變模擬演練 

 

(a)境外核災應變模擬演練說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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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境外核災情境與演練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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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製作境外核災主題懶人包 

 

(a)製作「境外核災」主題懶人包，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讓民眾了解什麼是境外核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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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112 年地方政府輻災防救講習 

  

(a)北部場次核安會保安應變組廖家群組長致
詞 

(b)北部場次輻災情境推演實作－小組討論 

  

(c)中部場次輻射偵檢儀器操作要領與實作訓
練 

 

(d)南部場次輻災情境推演實作 

 

 

(e)東部場次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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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建置輻射災害第一線應變人員推演教育訓練系統 

 

(a)教育訓練系統結合線上即時電子地圖，教官可於推演訓練前於地圖上設定輻射數值範圍，
學員則於訓練時透過輻射偵檢功能，偵測其輻射劑量率數值，據以劃定熱、暖區及管制範
圍。 

 

 

(b)系統可完整儲存訓練過程相關數據，包含處置作為、跨組協調及圖面操作紀錄，並可匯出
PDF 檔案進行保存，有助教官與學員共同檢討演練過程與應變作為。 



 

2-32 

附件十二、南部備援實驗室參與 IAEA 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能力試
驗結果 

 
(a)IAEA 寄送之檢測樣本，包含 3 個水樣、1 個土壤樣本以及 4 張擦拭濾紙。 

 

 

(b)112 年 IAEA 能力試驗最終結果，在 Trueness evaluation、Precision evaluation 及 Final 

Score 均為 Acce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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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南部備援實驗室取得之檢測認證 

 
(a)備援實驗室為萬一發生核子事故時國家災害應變的重要備援能量。南部備援實驗室已取得

TAF 及衛福部食藥署食品檢測雙認證，另亦取得 TAF 環境試樣檢測認證。112 年再建立
難測核種鍶-90 檢驗分析能力，未來可協助進行相關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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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參與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 

 
(a)ISO27001(2022年版)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訓練合格證書 

 
(b)ISO27001(2022年版)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核心概念與條文要點解析訓練課程參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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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輻射應變技術隊輻射彈事件(已爆彈)偵測區域量測作業

導則(建議草案) 

 

(a)輻射彈事件(已爆彈)偵測區域量測作業導則中有關爆炸區域量測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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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NSS-033 核設施儀控系統之電腦

安全(中文翻譯) 

 
(a)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NSS-033 核設施儀控系統之電腦安全(中文翻譯)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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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國際原子能總署文件 IAEA-TDL-010 成立國家核子保安

支援中心的方法(中文翻譯) 

  
(a)國際原子能總署文件 IAEA-TDL-010 成立國家核子保安支援中心的方法(中譯本)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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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更新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 

 

(a)新增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外網提供輻射應變資訊 

 
(b)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提供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地點及物質資料供有帳號之第一線應

變人員登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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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放射性物質使用場所查詢系統提供各地方政府輻射偵檢器資訊，以利掌握我國地方政府輻射

偵檢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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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南部備援實驗室屏東縣環境教育暨防災教育成果宣導活

動 

 

 



 

2-41 

附件二十、南部備援實驗室於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開辦通識課程 

 
(a)簡報介紹實驗室 (b)簡報介紹實驗室 

 

 

(c)介紹高純鍺偵檢器 (d)介紹樣本收樣及前處理 

 

 
(e)介紹碘化鈉偵檢器 (f)介紹低背景比例計數器 

 

 

(g)帶領學生參觀南展館               (h)學生參觀南展館了解核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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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南部備援實驗室進行恆春在地農作物檢測 

 
(a)檢測報告 (b)向農民說明檢測結果 

 

 
(c)向農民說明檢測結果 (d)向農民說明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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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開發遠端遙控遙控履帶式鉛罐車 

 
(a)遠端遙控行動式輻射偵測平台已完成階段性硬體開發建置，可搭配遠端遙控履帶式鉛罐車

進行輻射事件之射源夾取、屏蔽與運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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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核能電廠核子保安、關鍵數位資產資通安全及緊急應

變整備業務年度視察 

 
(a)核能二廠實地視察項目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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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藍圖規劃 

 

(a)參考 IAEA 文件以及國外核子保安卓越中心之架構，草擬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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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整理 ITC 國際核子保安訓練教材 

 
(a)藉由分析蒐集並整理 ITC 國際核子保安訓練課程之教材，將內容轉換為適合我國需求的

課程，作為我國核子保安卓越中心核物料暨核設施實體防護訓練教材的設計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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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六、協助辦理核子保安 NTI 評比事宜 

 

(a)我國 2023 年 NTI 核子保安初評結果 

 

(b)2023 年我國 NTI 評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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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蒐集及翻譯日本福島事故後復原作業資料 

 
(a)福島事故避難指示區域概念圖(2023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