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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1 

一反應爐以全功率運轉，具有最高功率的燃料束通常有 

A. 臨界熱功率比的最大值 

B. 徑向尖峰因素的最大值 

C. 單位長度發熱率的最小值 

D. 最大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的最小值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2 

燃料束的徑向尖峰因子可以定義為 

A. 爐心平均燃料束功率/個別燃料束功率 

B. 尖峰節點功率/爐心平均節點功率 

C. 爐心平均節點功率/尖峰節點功率 

D. 個別燃料束功率/爐心平均燃料束功率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3 

一反應爐在全功率下運轉，具有最低功率之燃料束通常有最小之 

A. 臨界熱功率比 

B. 徑向尖峰因子 

C. 軸向尖峰因子 

D. 臨界熱通量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4 

一反應爐在80％額定熱功率下運轉，其徑向功率分佈尖峰位於爐心之中央。反應

爐功率於其後兩小時間降低至60％，方式為 

• 降低反應爐再循環流量10％，與 

• 部分插入一群位於中央之深控制棒 

與原本在80％下運轉相比，當功率穩定於60％，爐心最大徑向尖峰因子的值將

_____；而對於此最大徑向尖峰因子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_____的變化。 

A. 較小；再循環流 

B. 較小；控制棒位置 

C. 較大；再循環流 

D. 較大；控制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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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5 

一反應爐於燃料週期開始時，在穩態80％反應爐功率下運轉，其爐心功率分佈徑

向尖峰位於爐心中央，而軸向尖峰位於爐心下半部。在未來兩個月中，只調整再

循環流量以維持固定之反應爐功率。忽略任何反應爐毒素分佈之變化，在未來兩

個月中最大徑向尖峰因子將______，而最大軸向尖峰因子將______。 

A. 增加；減小 

B. 增加；增加 

C. 減小；減小 

D. 減小；增加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6 

一反應爐以全功率運轉，具有最高徑向尖峰因子的燃料束通常有 

A. 功率的最大值 

B. 臨界熱功率比的最大值 

C. 單位長度發熱率的最小值 

D. 最大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的最小值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7 

一反應爐在40％額定熱功率下運轉，其徑向與軸向功率分佈尖峰均位於爐心之中

央。於其後兩小時期間，只利用調整反應爐再循環流量做反應度控制而提昇至70

％功率。忽略任何反應爐毒素之影響，當功率穩定於70％，最大徑向尖峰的位置

將______，最大軸向尖峰的位置將向爐心______。 

A. 遠離爐心；底部移動 

B. 遠離爐心；頂部移動 

C. 維持在爐心中央附近；底部移動 

D. 維持在爐心中央附近；頂部移動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8 

一燃料束節點之軸向尖峰因子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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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爐心平均燃料束功率/尖峰節點功率 

B. 尖峰節點功率/爐心平均燃料束功率 

C. 燃料束平均節點功率/節點功率 

D. 節點功率/燃料束平均節點功率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9 

一節點之最高燃料棒熱通量與同一節點之平均燃料棒熱通量的比值，稱之為

_____尖峰因子。 

A. 局部 

B. 徑向 

C. 軸向 

D. 總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10 

一BWR爐心含有30,000根燃料棒；每根燃料棒有效長度12英呎。爐心產生

1,800MW之熱功率。若一節點之總尖峰因子為2.0，則此節點所產生的最大局部

單位長度功率密度為何？ 

A. 4.0 kW/ft 

B. 6.0 kW/ft 

C. 8.0 kW/ft 

D. 10.0 kW/ft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11 

一BWR爐心含有30,000根燃料棒；每根燃料棒有效長度12英呎。爐心產生

1,800MW之熱功率。若一節點之總尖峰因子為1.6，則此節點所產生的最大局部

單位長度功率密度為何？ 

A. 4.0 kW/ft 

B. 6.0 kW/ft 

C. 8.0 kW/ft 

D. 10.0 kW/ft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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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12 

熱限值乃用以保護反應爐爐心，在何種電廠運轉情況下可保護民眾： 

A. 只有在正常運轉 

B. 只有在正常與異常運轉 

C. 只有正常、異常與假想事故運轉 

D. 正常、異常、假想與非假想事故運轉(unpostulated accident operations)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13 

一反應爐歷經冷卻水流失事故。爐心冷卻不足而導致事故後一小時出現下列爐心

溫度： 

90％燃料護套維持在1800
o
F以下 

10％燃料護套超過1800
o
F 

5％燃料護套超過2000
o
F 

0.5％燃料護套到達2200
o
F 

0.0％燃料護套超過2200
o
F 

燃料中央尖峰溫度為4650
o
F 

若藉由直接從爐頂注入緊急冷卻水，使上述燃料與護套溫度狀況於接下來的24

小時維持不變，則將發生下列何者不利之結果？ 

A. 反應槽內的爆炸性氫氣濃度 

B. 反應爐圍阻體廠房內的爆炸性氫氣濃度 

C. 由於燃料丸與燃料護套融化而釋放出放射性分裂物質 

D. 由於燃料護套破裂而釋放出放射性分裂物質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14 

單位長度發熱率為 

A. 每根燃料棒之平均功率除以相對應之燃料束功率 

B. 某燃料束所產生之功率除以總爐心熱功率 

C. 在一特定之平面截面上某燃料束中所有燃料棒產生之功率總和 

D. 一燃料棒上單位長度燃料護套之功率總和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15 

若____維持在____，則反應爐爐心之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為可接受。 

A. LHGR-limit/LHGR-actual;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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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HGR-actual/LHGR-limit; 1.05 

C. LHGR-limit/LHGR-actual; 1.10 

D. LHGR-actual/LHGR-limit; 1.15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16 

反應爐要在低於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熱限值運轉，乃為防止 

A. 由於燃料丸膨脹造成高應力所導致之燃料護套破裂 

B. 在預期暫態未急停(ATWS)時，由於護套溫度超過2200
o
F所導致的燃料護套融

化 

C. 由於因偏離核沸騰造成缺乏冷卻所導致之燃料護套破裂 

D. 由於在冷卻水流失事故後缺乏冷卻所導致的燃料護套融化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17 

下列何種限制是考慮到燃料丸膨脹效應？ 

A. 平均增益調整因子 

B. 最大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C. 額定熱功率 

D. 最小臨界功率比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18 

為了要使燃料護套塑性應變（變形）限制在1％之內，下列何者必須要維持在運

轉規範之限制內？ 

A.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 

B.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C. 最小臨界功率比安全限值 

D. 最小臨界功率比運轉限值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19 

反應爐在超過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下運轉，下列何者為護套損壞之主因？ 

A. 分裂產物氣體膨脹導致護套內壓力超過設計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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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燃料護套表面累積腐蝕產物，減小了熱傳並增加變態沸騰 

C. 鋯合金與蒸汽反應導致了護套在高溫下加速氧化 

D. 燃料丸與護套之間的熱膨脹差異，導致了嚴重的護套應力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20 

維持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在熱限值之下的目的是要確保 

A. 尖峰護套溫度在設計基準冷卻水流失事故後，不會超過2200
o
F 

B. 在暫態時，99.97％以上的燃料棒不會發生變態沸騰 

C. 護套之塑性應變（變形）不會超過1％ 

D. 尖峰因子不會超越安全分析中所假定之值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21 

若超過了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的運轉限制條件(LCO)，則最可能發生的燃

料損壞類型是護套 

A. 因為高應力而破裂 

B. 因為缺乏冷卻而大量損壞 

C. 因為氧化過量而產生脆化 

D. 因為護套冷卻不足而產生扭曲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22 

極限功率密度分率（FLPD）等於 

(其中LHGR＝單位長度發熱率；TPF＝總尖峰因子) 

A. LHGR (actual)/LHGR (limit) 

B. LHGR (limit)/LHGR (actual) 

C. LHGR (limit) x TPF/LHGR (actual) 

D. LHGR (actual)/LHGR (limit) x TPF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23 

急停之前運轉所產生而儲存於燃料內的熱量是由下列何者來測量？ 

A.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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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乘以總尖峰因子 

C. 爐心極限功率密度分率(core fraction of limiting power density) 

D. APLHGR對MAPLHGR之比值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24 

下列何者必須要維持在限值之內，以確保在設計基準冷卻水流失事故後，尖峰護

套溫度不會超過2200
o
F？ 

A.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B.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 

C. 最小臨界功率比率 

D. 最大極限臨界功率比分率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25 

維持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在運轉規範之運轉限制條件（LCO）

內，乃為確保 

A. 在設計基準冷卻水流失事故後，尖峰護套溫度不會超過2200
o
F 

B. 在暫態時，99.9％以上的燃料棒不會發生變態沸騰 

C. 護套之塑性應變（變形）不會超過1％ 

D. 軸向尖峰因子不會超越安全分析中所假定之值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26 

2200
o
F的最高尖峰燃料護套溫度限制，乃因為 

A. 2200℉大約比燃料護套融化溫度低500
o
F 

B. 溫度大於2200
o
F以上會使鋯合金-蒸汽反應率明顯增加 

C. 任何高於2200
o
F的護套溫度會與燃料中央溫度大於燃料熔點有關聯 

D. 鋯合金的熱傳導係數在2200
o
F以上會快速降低，導致燃料中央溫度不可接受

之急速上升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27 

下列何者為2200
o
F之最大燃料護套溫度限制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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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鋯合金之材料強度在溫度2200
o
F以上會快速降低 

B. 反應爐槽在正常運轉壓力時，護套溫度2200
o
F代表了已超過臨界功率 

C. 溫度大於2200
o
F會使鋯合金-蒸汽反應率變得顯著 

D. 2200℉大約比燃料護套融化溫度低500
o
F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28 

下列何者為2200
o
F之最大燃料護套溫度限制的基準？ 

A. 2200
o
F大約比燃料護套融化溫度低500

o
F 

B. 溫度大於2200
o
F會使鋯合金-蒸汽反應率顯著增加 

C. 若燃料護套溫度達到2200
o
F,則變態沸騰即將開始 

D. 溫度大於2200
o
F時，燃料丸與燃料護套會發生過度的膨脹差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29 

若超過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限值，則在設計基準冷卻水流失事

故後，最可能發生何種類型的護套損壞？ 

A. 因為高應力產生的破裂 

B. 因為過度氧化所產生的脆化 

C. 因為護套冷熱不均勻所產生的破裂 

D. 因為尖峰護套溫度超過2200
 o
F所產生的大量損壞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30 

反應爐運轉在最大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MAPLHGR）之下，乃為預防 

A. 護套塑性應力超過1％ 

B. 尖峰燃料溫度超過2200
o
F 

C. 爐心上部發生變態沸騰 

D. 尖峰護套溫度超過2200
o
F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31 

當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APLHGR）與最大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的比例

小於1，代表目前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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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尚未超過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限值 

B. 已經超過LHGR限值 

C. 尚未超過APLHGR限值 

D. 已經超過APLHGR限值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32 

當最大平均功率比(MAPRAT)大於1，代表目前狀況為何？ 

A. 尚未超過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限值 

B. 尚未超過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APLHGR） 

C. 已經超過LHGR限值 

D. 已經超過APLHGR限值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33 

當最大平均功率比(MAPRAT)小於1，代表目前狀況為何？ 

A. 已經超過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限值 

B. 已經超過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APLHGR） 

C. 尚未超過APLHGR限值 

D. 尚未超過LHGR限值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34 

若一反應爐在冷卻水流失事故前運轉在高於最大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

(MAPLHGR)，當事故時，燃料丸中央溫度可能達到4200
o
F，且燃料護套溫度可

能達到2300℉。下列何者描述了可能發生的護套破裂機制？ 

A. 燃料丸膨脹過大 

B. 護套塑性應變過大 

C. 護套脆化過度 

D. 鎘與碘侵襲護套過度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35 

在高爐心曝露(exposure)下，最大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MAPLHGR)限值會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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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爐心曝露的增加而下降。此下降之原因為何？ 

A. 氪與氙氣的累積而降低護套的應力，因而降低了MAPLHGR限值 

B. 隨著爐心壽命增加，護套內的鋯-蒸汽化學反應活性下降 

C. 分裂產物氣體自控制棒洩漏，因而降低了熱傳係數 

D. 分裂產物氣體的熱傳係數比填充氦氣的熱傳係數低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36 

在冷卻水流失事故中，當燃料元件無法與冷卻水接觸時，下列何種熱傳機制提供

最多的爐心冷卻？ 

A. 輻射 

B. 發射 

C. 對流 

D. 傳導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37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根據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100％ 

Tcoolant = 500
o
F 

Tfuel centerline = 3000
o
F 

在整個爐心壽命中，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燃料中央溫度

將是下列何者？（假設反應爐功率維持不變。） 

A. 1000
o
F 

B. 1250
o
F 

C. 1500
o
F 

D. 1750
o
F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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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38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根據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100％ 

Tcoolant = 500
o
F 

Tfuel centerline = 2500
o
F 

在整個爐心壽命中，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燃料中央溫度

將是下列何者？（假設反應爐功率維持不變。） 

A. 1250
o
F 

B. 1300
o
F 

C. 1400
o
F 

D. 1500
o
F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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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39 

知能類： K1.16 [2.4/2.8] 

序號： B1395 (P1894) 

 

相較於爐心壽命初期（BOL），在爐心壽命末期（EOL）燃料對冷卻水之熱傳導

係數如何？ 

A. 在EOL時較小，因為燃料丸密化 

B. 在EOL時較小，因為填充氣體被分裂產物氣體污染 

C. 在EOL時較大，因為燃料丸與護套間的間隙縮小 

D. 在EOL時較大，因為燃料丸與冷卻水間的溫差較大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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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40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根據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100％ 

Tcoolant = 500
o
F 

Tfuel centerline = 2700
o
F 

在爐心壽命末期中，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燃料中央溫度

將是下列何者？（假設反應爐功率維持不變。） 

A. 1100
o
F 

B. 1350
o
F 

C. 1600
o
F 

D. 1850
o
F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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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41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根據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50％ 

Tcoolant = 550
o
F 

Tfuel centerline = 2750
o
F 

在整個爐心壽命中，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燃料中央溫度

將是下列何者？（假設反應爐功率維持不變。） 

A. 1100
o
F 

B. 1375
o
F 

C. 1525
o
F 

D. 1650
o
F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42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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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80％ 

Tcoolant = 540
o
F 

Tfuel centerline = 2540
o
F 

在整個爐心壽命中，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燃料中央溫度

將是下列何者？（假設反應爐功率維持不變。） 

A. 1270
o
F 

B. 1370
o
F 

C. 1440
o
F 

D. 1540
o
F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43 

相較於爐心壽命末期（EOL），對一燃料元件在爐心壽命初期（BOL）燃料對冷

卻水之熱傳導係數如何？ 

A. 在BOL時較大，因為燃料丸密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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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BOL時較大，因為填充氣體被分裂產物氣體污染程度較低 

C. 在BOL時較小，因為燃料丸與護套間的間隙較大 

D. 在BOL時較小，因為燃料棒表面的腐蝕膜較小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44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此反應爐停爐時具有下列參數值： 

Tcoolant = 320
o
F 

Tfuel centerline = 780
o
F 

爐心壽命末期，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相同條件下的燃料

中央溫度為何？  

A. 550
o
F 

B. 500
o
F 

C. 450
o
F 

D. 400
o
F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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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45 

參考於爐心壽命初期之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根據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60％ 

Tcoolant = 560
o
F 

Tfuel centerline = 2500
o
F 

在燃料週期末期，若燃料對冷卻水之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則燃料中央溫度將

是下列何者？（假設反應爐功率維持不變。） 

A. 1080
o
F 

B. 1250
o
F 

C. 1530
o
F 

D. 1810
o
F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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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46 

根據某燃料棒某區段之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功率密度 = 2 kW/ft 

Tcoolant = 540
o
F 

Tfuel centerline = 1200
o
F 

反應爐功率增加因而導致下列燃料棒爐心參數： 

功率密度 = 3 kW/ft 

Tcoolant = 540
o
F 

Tfuel centerline = ? 

假設在燃料棒區段周圍之空泡分率不變，則新的穩定Tfuel centerline為何? 

A. 1380
o
F 

B. 1530
o
F 

C. 1670
o
F 

D. 1820
o
F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47 

根據某燃料棒某區段之下列初始爐心參數： 

功率密度 = 2 kW/ft 

Tcoolant = 540
o
F 

Tfuel centerline = 1800
o
F 

反應爐功率增加因而導致下列燃料棒爐心參數： 

功率密度 = 4 kW/ft 

Tcoolant = 540
o
F 

Tfuel centerline = ? 

假設在燃料棒區段周圍之空泡分率不變，則新的穩定Tfuel centerline為何? 

A. 2520
o
F 

B. 2780
o
F 

C. 3060
o
F 

D. 3600
o
F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48 

參考燃料棒與冷卻水流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此反應爐於燃料週期初期停爐，並具有下列參數值： 

Tcoolant = 440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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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uel centerline = 780
o
F 

爐心壽命末期在相同之冷卻水溫度與反應爐衰變熱的情況下，若燃料對冷卻水之

總熱傳導係數增加一倍時，則燃料中央溫度為何？  

A. 610
o
F 

B. 580
o
F 

C. 550
o
F 

D. 520
o
F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49 

參考燃料棒與冷卻水流動通道之圖示（見下圖）。 

根據下列初始穩定爐心參數： 

反應爐功率＝50％ 

Tcoolant = 550
o
F 

Tfuel centerline = 1,250
o
F 

假設總熱傳係數與反應爐冷卻水溫度不變。若反應爐功率增加至75％，則穩定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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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央溫度約為何？ 

A. 1,425
o
F 

B. 1,600
o
F 

C. 1,750
o
F 

D. 1,875
o
F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50 

在燃料束的某些點上會導致變態沸騰的燃料束功率稱為 

A. 運轉規範限值 

B. 臨界功率 

C. 極限功率密度之最大分率 

D. 最大功率密度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51 

下列何者最可能導致燃料護套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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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110％反應爐槽設計壓力下運轉 

B. 100％功率下反應爐意外急停 

C. 在燃料束功率超過臨界功率下運轉 

D. 在燃料束中發生飽和核沸騰下運轉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52 

下列何者表示臨界功率比？ 

A. 臨界功率/實際燃料束功率 

B. 實際燃料束功率/臨界功率 

C. 平均燃料束功率/臨界功率 

D. 臨界功率/平均燃料束功率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53 

將最小臨界功率比維持在特定限值內，可以防止下列何種限制或狀況發生？ 

A. 1％護套塑性應變 

B. 暫態時99.9％爐心燃料不會發生變態沸騰 

C. 因為缺乏冷卻所導致的護套大量損壞 

D. 因為高應力導致的護套破裂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54 

下列何種不利狀況主要靠維持最低臨界功率比例在特定限值內而加以避免？ 

A. 護套的塑性應變過大 

B. 護套潛變(creep)過大 

C. 燃料衰變熱過大 

D. 護套溫度過高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55 

維持臨界功率比大於1.0的目的為 

A. 預防在分析的事故狀況中燃料護套破裂 

B. 避免在預期的運轉暫態時發生變態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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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事故分析時限制尖峰護套溫度小於2200
o
F 

D. 預防在預期的運轉暫態時燃料丸中央融化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56 

維持下列何項熱限值是為了確保爐心不致發生變態沸騰？ 

A. 最小臨界功率比 

B. 最大平均平面單位長度發熱率(ALPHGR) 

C. 極限功率密度之最大分率 

D. ALPHGR與最大ALPHGR之比值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57 

若一反應爐運轉在最小臨界功率比(MCPR)的安全限值(safety limit），則下列何

者為真？ 

A. 無燃料棒處於臨界熱通量 

B. 有小比例的燃料棒正處於臨界熱通量 

C. 所有的放射性分裂產物全部包封在反應爐燃料內 

D. 所有的放射性分裂產物全部包封在反應爐燃料內或反應爐槽內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58 

燃料束臨界功率比必須要維持在_____1.0的情況下，以預防因_____的溫度快速

增加所導致的燃料破損。 

A. 大於；燃料丸 

B. 小於；燃料丸 

C. 大於；燃料護套 

D. 小於；燃料護套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59 

下列何參數變化會導致燃料束之臨界功率增加？ 

A. 進入燃料束之冷卻水次冷度降低 

B. 局部尖峰因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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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經燃料束之冷卻水增加 

D. 軸向功率尖峰從燃料束底部轉移至頂部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60 

一電廠於爐心壽命末期時正以90％功率運轉，此時反應爐再循環流量突然降低10

％。假設反應爐並未立即急停，則臨界功率最初將會_____同時反應爐功率最初

將會_____。 

A. 增加；增加 

B. 增加；降低 

C. 降低；增加 

D. 降低；降低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61 

在正常功率運轉時，反應爐壓力增加，將導致臨界功率_______，因為汽化潛熱

_______。 

A. 增加；減小 

B. 減小；減小 

C. 增加；增加 

D. 減小；增加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62 

當發生汽機跳脫而無旁通閥啟動時，電廠正運轉在100％負載。假設反應爐並未

立即急停，則臨界功率比起初將會 

A. 增加，因為汽化潛熱增加 

B. 減小，因為汽化潛熱減小 

C. 增加，因為反應爐功率增加 

D. 減小，因為反應爐功率減小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63 

一爐心壽命末期的電廠正運轉於90％功率時，其汽機控制系統將汽機控制閥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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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5％。假設反應爐並未立即急停，則臨界功率比最初將會_____，因為汽化潛熱

_____。 

A. 增加；增加 

B. 增加；減小 

C. 減小；增加 

D. 減小；減小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64 

一爐心壽命末期的電廠正運轉於90％功率時，此時一信號錯誤導致汽機控制系統

將汽機控制閥朝關閉方向節流5％。假設汽機控制閥穩定在新的位置，且反應爐

並未急停，則臨界功率比最初將會 

A. 增加，因為反應爐功率最初增加 

B. 減小，因為反應爐功率最初減小 

C. 增加，因為反應爐冷卻水汽化潛熱最初增加 

D. 減小，因為反應爐冷卻水汽化潛熱最初減小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65 

對於一運轉在100％功率之反應爐，下列何種軸向功率分佈與再循環系統流量的

組合，將會導致最具限制性的燃料束最小臨界功率比？ 

軸向功率分佈 再循環系統流量 

A. 頂部尖峰  低 

B. 頂部尖峰  高 

C. 底部尖峰  低 

D. 底部尖峰  高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66 

當燃料束的軸向功率分佈從底部尖峰轉移至頂部尖峰時，臨界功率會受到何種影

響？ 

A. 臨界功率增加至一新的較高值 

B. 臨界功率暫時增加，其後回復其原來的值 

C. 臨界功率降低至一新的較低值 

D. 臨界功率暫時降低，其後回復其原來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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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67 

流量偏差修正因素在何種運轉條件下，會調整最小臨界功率比？ 

A. 運轉在小於額定蒸汽流量時 

B. 運轉在大於額定蒸汽流量時 

C. 運轉在小於額定爐心流量時 

D. 運轉在大於額定爐心流量時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68 

燃料熱時間常數(thermal time constant)描述何種作用所需之時間？ 

A. 燃料改變其發熱率63％ 

B. 燃料中央溫度因功率變化而生變化時，達到其總變化之63％ 

C. 燃料護套溫度因燃料溫度變化而生變化時，達到其總變化之63％ 

D. 反應爐功率因反應度加入而生變化時，達到其總變化之63％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69 

燃料熱時間常數(thermal time constant)描述何種作用所需之時間？ 

A. 燃料束在功率變化後達到平衡溫度 

B. 燃料丸在功率變化後達到平衡溫度 

C. 燃料中央溫度在功率變化後經歷大部分的總變化 

D. 燃料護套溫度在功率變化後經歷大部分的總變化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70 

反應爐功率步階(step)增加導致燃料護套表面溫度從550
o
F增加至580

o
F(最後的穩

態溫度)。燃料熱時間常數(thermal time constant)為6秒。下列何者為在功率變化6

秒後燃料護套的大約溫度？ 

A. 571
o
F 

B. 569
o
F 

C. 565
o
F 

D. 561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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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71 

反應爐功率步階(step)增加導致燃料護套表面溫度從560
o
F增加至590

o
F(最後的穩

態溫度)。燃料熱時間常數(thermal time constant)為6秒。下列何者為在功率變化6

秒後，燃料護套的大約溫度？ 

A. 579
o
F 

B. 575
o
F 

C. 570
o
F 

D. 567
o
F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72 

反應爐功率步階(step)增加導致燃料棒表面溫度從555
o
F增加至585

o
F(最後的穩態

溫度)。燃料熱時間常數(thermal time constant)為6秒。下列何者為在功率變化6秒

後，燃料棒表面的大約溫度？ 

A. 574
o
F 

B. 570
o
F 

C. 567
o
F 

D. 563
o
F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73 

反應爐功率步階(step)增加導致燃料棒表面溫度從570
o
F增加至590

o
F(最後的穩態

溫度)。燃料熱時間常數(thermal time constant)為6秒。下列何者為在功率變化6秒

後，燃料棒表面的大約溫度？ 

A. 574
o
F 

B. 577
o
F 

C. 580
o
F 

D. 583
o
F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74 

在燃料棒中，燃料丸與護套的間隙是設計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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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降低燃料丸密化與伸長 

B. 降低分裂產物氣體壓力累積 

C. 增加熱傳 

D. 降低護套內部應變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75 

當燃料燃耗增加時，為何燃料丸─護套交互作用低限(threshold)功率會減小？ 

A. 燃料丸熱傳導係數因輻射而大幅降低 

B. 某些分裂產物氣體累積，而導致護套化學脆化 

C. 燃料丸密化，當燃料丸長度收縮時，導致燃料丸中心膨脹而碰觸到護套 

D. 當鋯氧化層在護套上生成，而導致鋯氫化顯著增加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76 

脆化同位素(embrittling isotopes)的存在乃燃料丸─護套交互作用的引發因素之

一。下列何者為脆化同位素的主要來源？ 

A. 在反應爐燃料核分裂過程中產生 

B. 在燃料生產過程中被加入 

C. 從反應爐冷卻水穿透護套而來 

D. 為燃料棒內部的腐蝕產物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77 

下列何者最可能因燃料丸─護套交互作用而導致燃料損壞？ 

A. 在接近燃料週期初期，將反應爐功率從20％增加至50％ 

B. 在接近燃料週期末期，將反應爐功率從20％增加至50％ 

C. 在接近燃料週期初期，將反應爐功率從70％增加至100％ 

D. 在接近燃料週期末期，將反應爐功率從70％增加至100％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78 

燃料丸與護套的間隙目的為何？ 

A. 防止燃料丸與護套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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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加從燃料丸至護套的熱傳 

C. 承受燃料丸與護套間不同的膨脹率 

D. 降低分裂產物氣體穿透護套進入反應爐冷卻水系統的擴散作用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79 

燃料丸與周圍護套間的間隙主要目的為何？ 

A. 允許燃料丸裝入燃料棒內 

B. 提供分裂產物氣體的收集空間 

C. 在整個燃料週期中維持設計的燃料熱傳導係數 

D. 為了承受燃料丸與護套間不同的膨脹率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80 

在爐心壽命過程當中，燃料丸與護套間的間隙減小的原因為何？ 

A. 因為鋯的氫化所導致的護套收縮 

B. 因為分裂產物累積所導致的燃料丸膨脹 

C. 因為燃料棒內部真空所導致的護套收縮 

D. 因為密化所導致的燃料丸膨脹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81 

核燃料棒破損研究顯示燃料丸─護套交互作用導致燃料破損有兩必要準則，一為

護套應力，二為兩化學物質與鋯合金護套間化學脆化分裂產物的交互作用。此兩

化學物質為何？ 

A. 碘與鎘 

B. 鎘與溴 

C. 溴與釕 

D. 釕與碘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82 

在設計基準冷卻水流失事故中，可藉由運轉在低於何種限制值而避免護套的大量

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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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總尖峰因子 

B.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C. 運轉臨界功率比 

D.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83 

在設計基準冷卻水流失事故中，可藉由遵守何者而預防燃料護套的大量損壞？ 

A.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限制值 

B.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限制值 

C. 最小臨界功率比限制值 

D. 燃料預調節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84 

在爐心流量快速增加時，最具限制性的熱限值為 

A. 總尖峰因子 

B. 臨界功率比 

C.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 

D.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答案： B. 

 

 

科目/題號：293009/85 

一電廠運轉在60％功率。下列何者將導致最高的臨界功率比？（假設中子通量分

佈沒有變化。） 

A. 只使用再循環流量增加25％功率 

B. 只使用控制棒增加25％功率 

C. 只使用再循環流量減少25％功率 

D. 只使用控制棒減少25％功率 

答案： D. 

 

 

科目/題號：293009/86 

一電廠運轉在60％功率。下列何者將導致最低的臨界功率比？（假設爐心中子通

量分佈沒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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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只使用控制棒增加25％功率 

B. 只使用控制棒減少25％功率 

C. 只使用再循環流量增加25％功率 

D. 只使用再循環流量減少25％功率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87 

一反應爐在100％功率下運轉，反應爐壓力突然增加，導致汽化潛熱減小。下列

何者為此狀況最具限制性的熱限值？ 

A.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B.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 

C. 臨界功率比 

D. 燃料預調節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88 

若冷水突然注入運轉在50％功率之反應爐槽，臨界功率將會_____，而燃料束功

率將會_____。 

A. 增加；增加 

B. 減小；增加 

C. 增加；減小 

D. 減小；減小 

答案： A. 

 

 

科目/題號：293009/89 

當運轉在75％功率時，反應爐飼水溫度突然降低10℉，臨界功率將會_____，而

燃料束功率將會_____。（假設反應爐並未急停。） 

A. 增加；增加 

B. 減小；增加 

C. 增加；減小 

D. 減小；減小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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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3009/90 

對於喪失飼水加熱的暫態，最具限制性的熱限值為 

A. 平面單位長度平均發熱率（APLHGR） 

B. 單位長度發熱率(LHGR) 

C. 臨界功率比 

D. 爐心熱功率 

答案： C. 

 

 

科目/題號：293009/91 

當運轉在75％功率時，反應爐飼水溫度突然增加10
o
F，臨界功率將會_____，而

燃料束功率將會_____。（假設反應爐並未急停。） 

A. 增加；增加 

B. 增加；減小 

C. 減小；增加 

D. 減小；減小 

答案： D. 

 



 

32 

 

科目/題號：293009/1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2/2.6〕 

序號：B4447 

 

 

一反應器運轉在其執照熱限值2,200 MWt內。其線性熱產生率(LHGR)限值為

13.0kW/ft。已知： 

●反應器爐心包含560組燃料束 

●每束燃料包含62支燃料棒，每支燃料棒有效長度12.5 feet 

●最大總尖峰因素在下列爐心位置： 

   位置A: 2.9 

   位置B: 2.7 

   位置C :2.5 

   位置D :2.3 

下列何者係描述爐心相對於線性熱產生率限值之運轉條件？ 

A.爐心所有位置均運轉在線性熱產生率限值之內 

B.只有位置A超過線性熱產生率限值，其它爐心位置均運轉在限值之內 

C.位置A和B超過線性熱產生率限值，其它爐心位置均運轉在限值之內 

D.位置A、B和C超過線性熱產生率限值，其它爐心位置均運轉在限值之內 

 

答案： C 



 

33 

 

科目/題號：293009/2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2/2.6〕 

序號：B4948 

 

 

一沸水式反應器爐心包含30,000支燃料棒；每支燃料棒有效長度12 feet。爐心產

生1,350MWt。假如某節之總尖峰因數為1.6，則該節所產生之最大局部線性功

率密度將是多少？ 

A. 4.0 kW/ft  

B. 6.0 kW/ft 

C. 8.0 kW/ft  

D. 10.0 kW/ft  

 

答案： B 



 

34 

 

科目/題號：293009/3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2/2.6〕 

序號：B5247 

 

 

一反應器運轉在3,400MWt，其線性熱產生率限值(LHGR)為14.7kW/ft。已知： 

    ●此反應器爐心包含640組燃料束 

●每束燃料包含62支燃料棒，每支燃料棒有效長度12.5feet 

●最大總尖峰因數在下列爐心位置： 

   位置A：2.4 

   位置B：2.3 

   位置C：2.2 

   位置D：2.1 

下列何者係描述爐心相對於線性熱產生率限值之運轉條件？ 

A.爐心所有位置均運轉在線性熱產生率限值之內 

B.只有位置A超過線性熱產生率限值，其它爐心位置均運轉在限值之內 

C.位置A和B超過線性熱產生率限值，其它爐心位置均運轉在限值之內 

D.位置A、B和C超過線性熱產生率限值，其它爐心位置均運轉在限值之內 

 

答案： D 



 

35 

 

科目/題號：293009/4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2/2.6〕 

序號：B6247(P6249) 

 

 

一反應器穩定運轉在功率階具有下列爐心平面平均溫度； 

      爐心冷卻水溫度 = 550℉ 

      燃料棒中心線溫度 =1,680℉ 

假設燃料熱傳係數和反應器冷卻水溫度在整個爐心平面均相同。假若爐心平面

之最大總尖峰因數為2.1，則爐心平面最大燃料棒中心線溫度是多少？ 

A.2,923℉ 

B.3,528℉ 

C.4,078℉ 

D.4,683℉ 

 

答案： A 



 

36 

 

科目/題號：293009/5 (2016新增) 

知能類：k1.24〔2.7/3.2〕 

序號：B4749 

 

 

核能電廠於爐心壽命末期運轉在90%功率，當一誤信號致使汽機控制閥開度額

外增加5%。假如反應器並未急停，則初始之臨界功率比將是…？ 

A.增加，因為反應器功率初始會增加 

B.減少，因為反應器功率初始會減少 

C.增加，因為反應器冷卻水蒸發潛熱初始會增加 

D.減少，因為反應器冷卻水蒸發潛熱初始會減少 

 

答案： C 



 

37 

 

科目/題號：293009/6 (2016新增) 

知能類：k1.34〔2.3/2.6〕 

序號：B6449(P6449) 

 

 

考慮一支新燃料棒運轉在一固定功率已數週。在此期間燃料棒中的燃料丸密化

(densification)作用，導致從燃料丸至護套的熱傳率將_____；此改變將引起燃料

棒中平均燃料溫度將_____。 

A.減少；增加 

B.減少；減少 

C.增加；增加 

D.增加；減少 

 

答案： A 



 

38 

 

科目/題號：293009/7 (2016新增) 

知能類： k1.34〔2.3/2.6〕 

序號： B7630 

 

 

假如一固定功率輸出的燃料中發生燃料丸密化(densification)作用，則燃料棒之

平均線性熱產生率將會____，因為燃料丸密化作用，引起燃料丸_____。 

A.減少；膨脹 

B.減少；收縮 

C.增加；膨脹 

D.增加；收縮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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