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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2年度第 1 次「輻射防護員」測驗試題 

游離輻射防護法規 

一、單選題：(每題 2分，共 60分，答錯不倒扣) 

1. 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水，每年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氚核種總活度不得超過多少貝克？   

(1) 1.85×1011  (2) 3.7×1010  (3) 1.85×1010  (4) 3.7×1011 

[解：] 

(1) 

 
 

2.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露之劑量限度，每連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量不得超過多少？ 

(1) 50 毫西弗  (2) 100 毫西弗  (3) 200 毫西弗  (4) 500 毫西弗 

[解：] 

(2) 

 

3. 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製造業之許可證，其有效期間最長為多久？  

(1) 3 年  (2) 5 年  (3) 6 年  (4) 10 年 

[解：] 

(4) 

 

4. 載運放射性物質之車輛為專用者，運送車輛外表面任一點，包括其上下兩表面，劑量率

每小時不得超過多少毫西弗？  (1) 1  (2) 2  (3) 5  (4) 10 

[解：] 

(2) 

 
 

5.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規所明訂之輻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   

(1)對使用櫃型 X 光機業者提供輻射防護偵測服務   

(2)銷售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3)提供人員體外劑量佩章監測服務   

(4)辦理 18 或 36 小時輻射防護教育訓練之業務 

[解：] 

(3) 

 
 

6. 依天然放射性物質管理辦法之規定，天然放射性物質經主管機關公告納管後，其輻射劑

量評估結果造成工作人員之年有效劑量多少毫西弗以下者，其所有人、持有人或管理人

應執行作業與環境監測，並實施作業場所人員進出管制？  (1) 3  (2) 4  (3) 5  (4) 6 

[解：] 

(4) 
  

  

 



第 2頁/共 6頁 

7. 放射性射源遺失，應於事故發生之日起或自知悉之日起多少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實施

調查、分析及記錄報告？  (1) 7 天  (2) 10 天  (3) 30 天  (4) 3 個月 

[解：] 

(3) 

 
 

8. 關於環境輻射監測作業中之監測分析數據保存，當數據大於預警措施之調查基準時，該

分析數據應保存多少年? 

(1) 3  (2) 5  (3) 10  (4) 30 

[解：] 

(3) 

 

9.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輸入、轉讓、輸出許可之有效期間為？  

(1)一個月  (2)三個月  (3)半年  (4)一年 

[解：] 

(3) 

 

10. 輻射之健康效應中可能有劑量低限值為？  

(1)確定效應  (2)機率效應  (3)全有全無效應  (4)遺傳效應  

[解：]  

(1) 

 
 

11. 輻射作業及其場所因不合規定，在一年之內被主管機關令其停止一部作業 X 次或全部

作業 Y 次，得廢止其許可證，請問 X，Y 各多少次？   

(1) 5，4  (2) 4，3  (3) 3，2  (4) 2，1 

[解：] 

(3) 

 

12. 依輻射工作人員特別健康檢查項目之規定，下列哪一項檢查是當懷疑遭受體內污染時，

並經醫師判斷，須進行特別健康檢查之項目？   

(1)生化檢查  (2)血液學檢查  (3)糞便潛血檢查  (4)全身計測 

[解：] 

(4) 

 
 

13. 含放射性物質之設備，在正常操作情況下，距其任何可接近之表面 X 公尺處之劑量率

每小時不超過 Y 微西弗者，免依游離輻射法規定管制。此 X、Y 分別為？ 

(1) 0.05、5  (2) 0.1、5  (3) 0.05、1  (4) 0.1、1 

[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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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合格人員指導下操作登記備查類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學生，應先接受操作程序及輻

射防護講習至少多少小時以上？  (1) 1 小時  (2) 3 小時  (3) 10 小時  (4) 12 小時 

[解：] 

(2) 

 

15. 下列何種設備不屬於輻射防護偵測業之業務範圍？  

(1)非醫用櫃型 X 光機  (2)核磁共振儀  (3)醫用直線加速器  (4)動物用 X 光機 

[解：] 

(2) 

 
 

16. 依據輻射防護人員管理辦法之規定，下列輻射防護課程中何者屬於核心課程？ 

A.輻射度量 B.保健物理 C.輻射劑量 D.輻射安全 

(1)僅 AB  (2)僅 BD  (3) ACD  (4) BCD 

[解：] 

(2) 

 

17. 一定量之放射性核種在某一時間內發生之自發蛻變數目稱之為？  

(1)劑量  (2)活度  (3)放射性  (4)曝露 

[解：] 

(2) 

 

18. 有關輻射工作場所之環境輻射監測季報，須於每季結束後多久之內提報至主管機關？ 

(1) 1 個月  (2) 2 個月  (3) 3 個月  (4)半年  

[解：] 

(2) 

 
 

19.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使用許可證有效期間最長為多久？   

(1) 3 年  (2) 5 年  (3) 10 年  (4) 30 年 

[解：] 

(2) 

 
 

20. 輻射工作人員因一次意外曝露或緊急曝露所接受之劑量超過五十毫西弗以上時，誰應給

予該輻射工作人員特別醫務監護(包括特別健康檢查、劑量評估、放射性污染清除、必

要治療及其他適當措施)？  (1)設施經營者  (2)雇主  (3)原子能委員會  (4)本人 

[解：] 

(2) 

 

21. 依據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載運放射性物質之車輛為非專用者，則每一包件或外包

裝外表面上任一點，其輻射強度應符合下列何項規定？   

(1)無相關規定              (2)不得超過每小時 2 微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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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超過每小時 2 毫西弗  (4)不得超過每小時 10 毫西弗 

[解：] 

(3) 

 
  

22. 裝載託運物品之車輛為專用者，須測量在距車輛外側垂直平面 X 公尺處之輻射強度，

不得超過每小時 0.1 毫西弗。則 X 為？  (1) 0.5  (2) 1  (3) 2  (4) 3 公尺 

[解：] 

(3) 

 

23. 輻射工作場所排放含放射性物質之廢氣或廢水，對輻射工作場所外地區中一般人體外曝

露造成之劑量，於一年內不能超過多少？   

(1) 20 毫西弗  (2) 10 毫西弗  (3) 1.0 毫西弗  (4) 0.5 毫西弗 

[解：] 

(4) 

 
  

24. 依據嚴重污染環境標準，擅自或未依規定進行輻射作業而改變輻射工作場所外空氣、水

或土壤原有之放射性物質含量，造成一般人年有效等效劑量達 X 毫西弗者，或體外曝

露之劑量於 1 小時內超過 Y 毫西弗為嚴重污染環境。請問 X、Y 各為何？  

(1) 10、0.5  (2) 5、0.2  (3) 10、0.5  (4) 10、0.2 

[解：]  

(4) 

 

25. 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以上理、工、

醫、農科系畢業，曾修習 X 學分以上之輻射防護相關課程持有學分證明，或接受一百

零八小時以上之輻射防護人員專業訓練持有結業證書，經員級專業測驗及格後，再接受

Y 個月以上輻射防護工作訓練者，得申請輻射防護員認可，其中 X 與 Y 分別為？ 

(1) 6、3  (2) 6、6  (3) 8、3  (4) 8、6 

[解：] 

(1) 

 

26. 放射性物質包件之運送指數為 0.4，應標示何種標誌？   

(1)Ⅰ－白標誌  (2)Ⅱ－黃標誌  (3)Ⅲ－黃標誌  (4)Ⅲ－黃標誌(專用) 

[解：] 

(2) 
  

27. 申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製造許可者，應於預定製造日期多少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文件及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1) 1 個月  (2) 2 個月  (3) 3 個月  (4) 6 個月 

[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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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不適用於商品輻射限量標準？ 

(1)飲用水  (2)燈泡  (3)化妝品  (4)電視接收機 

[解：] 

(3) 

 
 

29. 依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之規定，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至少應設置

X 人以上之輻射防護管理委員，且該委員會應至少每 Y 個月開會一次。其中 X 與 Y 分

別為？  (1) 7、3  (2) 7、6  (3) 9、3  (4) 9、6 

[解：] 

(2) 

 

30. 持有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10 部之放射線照相檢驗業者，至少應置：  

(1)輻射防護員 1 名  (2)輻射防護員 2 名  (3)輻射防護員 3 名  (4)輻射防護師 1 名 

[解：] 

(1) 

 
 

二、計算問答題：(每題 10分，共 40分) 

1. 請列舉五項輻射防護人員應執行的輻射防護管理業務。 

[解：] 

下列任五項皆可： 

1. 釐訂輻射防護計畫、協助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及緊急事故處理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

實施。 

2. 釐訂放射性物質請購、接受、貯存、領用、汰換、運送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之輻射

防護管制措施，並督導有關部門實施。 

3. 規劃、督導各部門之輻射防護管理。 

4. 規劃、督導各部門實施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放射性物質之輻射防護檢測。 

5. 規劃、實施游離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6. 規劃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協助健康管理。 

7. 規劃、協助辦理輻射偵檢儀器之定期校驗及檢查。 

8. 督導、辦理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劑量紀錄管理，與超曝露之調查及處理。 

9. 建立人員曝露與環境作業之記錄、調查、干預基準，及應採取之因應措施。 

10.管理主管機關要求陳報之輻射防護相關報告及紀錄。 

11.向設施經營者提供有關游離輻射防護管理資訊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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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說明下列用詞定義：(a)轉口  (b)標誌  (c)過境    

[解：] 

(a)轉口：指貨品經由我國機場、港口，卸載後以同一或不同航空器或運輸工具，進入

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做一定時間的停留。 

(b)標誌：指將放射性核種加入其他物質結合成放射性化合物之過程。 

(c)過境：指貨品經由我國機場、港口，未經卸載，以同一航空器或運輸工具，進入其

他國家或地區，所做一定時間的停留。 

 
 

3. 依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用詞定義，說明何謂合理抑低及其原則？ 

[解：] 

合理抑低係指盡一切合理之努力，以維持輻射曝露在實際上遠低於本標準之劑量限度。

其原則為： 

(一)須符合原許可之活動。 

(二)須考慮技術現狀、改善公共衛生及安全之經濟效益以及社會與社會經濟因素。 

(三)須為公共之利益而利用輻射。 

 
 

4. 放射性物質永久停止使用後，請說明： 

(1)設施經營者有哪些處理方式可以選擇？ 

(2)其處理期限多長？ 

[解：] 

(1)可選擇的處理方式： 

(a)退回原製造或銷售者、(b)轉讓、(c)以放射性廢棄物處理、(d)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

式。 

(2)處理期限： 

處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但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准者，得延長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