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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2011 年日本福島事故發生後，國內核能總體檢辦理成果報告敘述緊急

應變機制有關輻射檢測人力及設備備援能量檢討報告之結果顯示，國內若

境內或鄰近之境外發生類似福島電廠核子事故時，將會湧入大量需要檢測

的各類農、漁、畜牧等產品，以及環境中水樣、空氣、土壤、生物樣品等

樣本。 

南部地區專業輻射檢測實驗室僅有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與台灣電力公司放射試驗室核三工作隊等 2 個單位，為

提升並強化南部地區放射性分析能量，原子能委員會自 105 年起以職權交

辦方式委託本中心協助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建置備援實驗室，規劃於 105 年

至 108 年完成「輻射災害放射性分析備援實驗室建置案」之第一期四年計

畫，在該校災害防救科技研究中心轄下完成建置「放射性分析備援實驗室

(以下簡稱南部備援實驗室)」，投入食品試樣之放射性分析相關檢測工作。 

考量輻射災害發生時，為確保環境之輻射安全，在環境樣品檢測上，

亦將面臨大量檢測量能之需求，因此，進一步發展南部備援實驗室在環境

中水樣、空氣、土壤、植物樣品之檢測分析技術能力，並取得相關領域檢

測技術認證。另為強化南部備援實驗室緊急應變量能，於核子事故時，能

立即投入支援進行放射性分析作業，肩負起緊急應變時環境樣品及食品放

射性分析計測之功效，爰賡續辦理 109 年至 112 年「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

射偵測能量與技術」第二期四年計畫。 

第二期四年計畫，總目標為「強化備援實驗室之分析檢測量能」，並規

劃成四年分期完成「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增項認證」、「核三廠環境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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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氚及鍶 90 分析前處理技術並參與比較實驗」等目標，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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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於強化我國核災時之整體檢測量能。 

今(111)年度為本中心辦理 109 至 112 年度「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

測能量與技術」計畫之第三年，已依年度規劃完成各項目標，本報告為年

度執行之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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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標及執行策略 

本「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為 109 至 112 年之四年期計畫，本計畫以「建立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

與認證」作為計畫目標，各年度之執行策略分列如下： 

 

表 1 本計畫之年度目標與策略 

年度 執行工作 備註 

109 年 

1. 建立備援實驗室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與認

證： 

(1) 取得 TAF 環境試樣(沉積物、蔬菜及草樣)加

馬檢測認證。 

(2) 參加國內外環境試樣加馬能譜分析及總貝他

實驗室間比對或能力試驗。 

(3) 支援核三廠周遭鄉鎮里及學校核安講習辦理

現場輻射偵檢器檢測展示。 

(4) 開辦校內輻射安全及災害防救環境教育課

程。 

(5) 完成核三廠環境試樣比對實驗作業。 

2. 精進大港計畫所需輻射災害應變整備機制： 

(1) 彙整過去大港計畫通報事件之處理情形，蒐

集並翻譯國際上中子異常事件應變處置之相

關技術文件及資料，以研擬大港計畫之中子

異常事件應變處置之作業準則草案。 

(2) 辦理一場次大港計畫輻射異常事件處置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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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精進我國相關作業人員偵檢能力。 

110 年 

1. 建立備援實驗室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與認

證： 

(1) 完成核三廠環境試樣比對實驗作業。 

(2) 支援核三廠周遭鄉鎮里及學校核安講習辦理

現場輻射偵檢器檢測展示。 

(3) 開辦校內輻射安全及災害防救環境教育課

程。 

(4) 取得 TAF 水樣總貝他分析認證。 

(5) 參加國內外環境試樣加馬能譜分析實驗室間

比對或能力試驗。 

2. 精進大港計畫所需輻射災害應變整備機制： 

蒐集國內外有關輻射異常事件之偵檢人員防護

裝備相關技術資料或結合實務經驗，針對大港

計畫輻射異常事件，提出應變整備作業精進建

議。 

 

111 年 

建立備援實驗室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與認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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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核三廠環境試樣比對實驗作業。 

(3) 開辦校內輻射安全及災害防救環境教育課程。 

(4) 完成氚及鍶90核種前處理方式作業程序書及培

訓技術人員。 

(5) 參加國內外環境試樣加馬能譜分析實驗室間比

對或能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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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建立備援實驗室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與認證： 

(1) 建立氚及鍶-90 分析前處理技術並參與國內環

境試樣比對試驗。 

(2) 完成核三廠環境試樣比對實驗作業。 

(3) 支援核三廠周遭鄉鎮里及學校核安講習辦理現

場輻射偵檢器檢測展示。 

(4) 開辦校內輻射安全及災害防救環境教育課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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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參加國內外環境試樣加馬能譜分析實驗室間比

對或能力試驗。 

 

 

111 年度係延續 109 年至 110 年計畫累積之計畫成果，訂立年度執

行目標共 5 項，具體執行方法係由南部備援實驗室執行年度計畫目標，

本中心則以技術支援方式，規劃教育訓練課程及分析計測程序書轉移等

作業方式技轉至南部備援實驗室，協助其擴展放射性分析技術量能，此

外本中心亦配合本會核能技術處執行南部備援實驗室每季成果查訪，確

保南部備援實驗室每季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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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1 年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果說明 

一、 111 年度計畫目標說明 

本年度計畫目標為「建立備援實驗室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與認證」，

爰依計畫目標研擬具體執行策略，重點工作內容如下： 

1. 結合恆春鎮農會提供在地農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析及說明。 

2. 完成核能三廠環境試樣計測比較實驗。 

3. 開辦校內輻射安全及災害防救環境教育課程。 

4. 完成氚及鍶 90 核種前處理方式作業程序書及培訓技術人員。 

5. 參加國內外環境試樣加馬能譜分析實驗室間比對或能力試驗。 

 

二、 111 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依既定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111 年度各項執行成果輔以佐證資料請參

考「附件 1 建立南部備援實驗室之環境試樣分析備援技術-期末報告」。 

彙整本中心執行成果為 1.執行成果管考及 2.辦理「氚及鍶 90 核種前

處理及計測程序培訓教育訓練」，詳述如下： 

1. 每季成果查核會議： 

依計畫訂立之工作進度查核表，配合本會核技處辦理第一至第四季

執行成果查訪，各項查訪日期與結果摘要如表 2: 

表 2 計畫每季查核點及查核結果 

季別 查訪日期 查核結果 

1 111年 4月 14日 符合計畫當季規定 



7 

 

2 111年 7月 14日 符合計畫當季規定 

3 111年 10月 17日 符合計畫當季規定 

4 111年 12月 23日 符合計畫當季規定 

 

2. 辦理「氚及鍶 90核種前處理及計測程序培訓」教育訓練 

為擴展南部備援實驗室於氚及鍶-90分析技術，並符合計畫重

要工作目標：「完成氚及鍶-90 核種前處理方式作業程序書及培訓技

術人員」，教育訓練課程日程與執行情形： 

(1). 本中心於111年 1月移轉氚及鍶-90相關程序書共4份，

南部備援實驗室接續修訂為實驗室之作業程序書並歸

類為品質文件，以符合品質管理與品質保證之要求。 

(2). 5 月 25 日南部備援實驗室參與本中心舉辦之「氚及鍶

90核種前處理及計測程序培訓」訓練課程，課程表如表

3，參與線上教育訓瑱課程人員如圖 1。 

(3). 9月 27至 9月 30日再參與本中心安排之「淡水樣本之

氚及鍶-90 前處理及分析」實作課程，氚及鍶-90 實作

佐證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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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氚及鍶 90 核種前處理及計測程序培訓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 地點 負責人員 

5 

月 

25 

日 

08：30~09：00 課程介紹 

視訊會議 

方鈞屹 

09：10~10：00 氚核種基本介紹 方鈞屹 

10：10~11：00 氚前處理技術 陶良榆 

11：10~12：00 氚分析計測程序說明 羅會義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40~14：30 鍶 90 核種基本介紹 方鈞屹 

14：40~15：30 鍶 90 前處理技術 葉宣琦 

15：40~16：30 鍶 90計測分析程序說明 羅會義 

 

 

圖 1 氚及鍶 90 核種前處理及計測程序培訓訓練視訊上課 



9 

 

 

 

 

圖 2 氚前處理及分析計測實務訓練 

 

圖 3 鍶 90前處理及分析計測實務訓練 

三、 111 年度經費執行情形 

本計畫 111年度總經費計 200萬元(均為經常門)，統計本計畫迄 111

年 12 月 30 日經費執行情形如表 4，年度經費執行率已達 99.8%；另本

中心與屏東科技大學備援實驗室之經費執行明細如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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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1 年經費執行統計表 

 

111 年度  

小計 
經常門 

偵測中心 屏科大 

預算數 2,000 100 1,900 

實際數 2,000 99.6 1,900 

執行率 99.8 %  

表 5  111 年本中心經費執行明細表 

科目 項目 說明 金額(元) 

經常門 

差旅費 

國內旅費（參加每季成果

查訪、開會討論、技術支

援偵檢設備品質管制）。 

6,000 

其他經費 
辦理教育講習、教材影印

及影印紙張。 
23,200 

消耗性器材及

藥品費用 

實驗室物品與辦公室雜支

等。 
70,441 

合計 99,641 

表 6  111 年屏科大備援實驗室經費執行明細表 

科目 項目 說明 金額(元) 

經常門 

人事費用 
計畫主持人、專任助理費

用(含保險與年終) 
1,377,365 

消耗性器材及藥

品費用 

實驗室物品與辦公室雜

支等 
171,426 

其他研究有關費

用 

租車、研習、差旅與資料

蒐集等(含行政管理費) 
351,209 

合計 1,900,0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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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檢視「強化輻射災害應變與管制技術之研究分項計畫：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111 年度工作成效整理如表 5。 

表 5 111 年計畫執行成效表 

工作項目 工作成效 

1. 備援實驗室完成核能三廠

第一~四季環境試樣採樣

與分析作業及每季與偵測

中心進行比較實驗並撰寫

專案報告 

南部備援實驗室完成本年度第一~四

季核三廠周遭環境試樣作業及樣品前

處理計測分析，取樣樣品量共 82 件，

接續分析數據與中心進行比較實驗，

並產出共四份比較實驗報告。 

2. 完成建立氚及鍶-90 核種

前處理方式作業程序書及

培訓技術人員 

建立氚及鍶 90 核種前處理操作程序書

共 4 份，且完成氚及鍶-90 核種前處理

及計測程序培訓教育課程及實作訓

練。 

3. 參加原子能總署(IAEA)環

境試樣放射性分析能力試

驗並撰寫能力試驗檢討報

告 

 

南部備援實驗室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2022 年能力試驗，最終提報之

加馬分析及總貝他分析數據之精密度

及準確度，皆通過主辦單位之允收標

準，顯示南部備援實驗室檢測技術符

合國際標準。 

4. 於校內開辦輻射安全及災

害防救環境教育相關課程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於屏科大開設「天

然災害防救概論」通識課程，並由葉

一隆教授、徐文信教授、林志忠助理

教授及陳智謀助理教授輪流授課，增

進學生對天然災害資訊與防救策略的

了解；另於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於屏科

大開設「輻射與安全」通識課程，並

由葉一隆教授及林志忠助理教授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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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讓學生重視如何做好輻射防

護、避免輻射傷害。 

5. 結合在地農會提供農特產

品放射性檢測分析及說明 

南部備援實驗室透過恆春鎮農會及社

區理事長的協助，於 111 年 4 月 7 日至

恆春鎮網紗里採集洋蔥農田土壤及洋

蔥作物共計 10 塊農田(20 個樣本)；亦

於 8 月 18 日前往恆春鎮龍水社區採集

韭菜農田土壤及韭菜作物(4 個樣本)、

地瓜葉農田土壤及地瓜葉作物(6 個樣

本)和白蘿蔔農田土壤(2 個樣本)等，總

計 32 個樣本，檢測項目為衛福部食藥

署公告目標核種: 131I、134Cs 和 137Cs；

檢測結果皆”未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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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依據「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4 年期計畫，檢核 111

年的執行成果包括：結合恆春鎮農會提供在地農產品放射性含量檢驗分析

服務及說明、完成核能三廠環境試樣計測比較實驗、開辦校內輻射安全及

災害防救環境教育課程、建立氚及鍶-90 核種前處理方式作業程序書及培訓

技術人員、參加國內外環境試樣加馬能譜分析實驗室間比對或能力試驗等，

相關成果皆符合原規劃目標。 

有關擴展南部備援實驗室氚及鍶-90 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技術部分，

111 年本中心積極安排相關分析技術訓練及實作課程，協助南部備援實驗室

建立對應標準操作程序書，符合計畫訂立績效目標。此外，南部備援實驗

室於本年積極配合辦理參與輻射相關科普展活動至地方學校及邀請他單位

參觀備援實驗室，例如 3 月 3 日參加「屏東縣環境教育暨防災教育成果宣

導活動」。另 9 月 1 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化工科

老師及學生共 40 人參觀備援實驗室，南部備援實驗室派員以遊戲設計方式

或簡報講解輻射基本知識和核子事故發生時樣本後送備援實驗室分析之流

程，及一般民眾委託樣本之分析流程，讓學生了解備援實驗室所扮演的角

色。 

南部備援實驗室亦於屏科大開設「輻射與安全」、「天然災害防救概論」

通識課程，並安排學生參觀放射性分析備援實驗室，讓學生了解食品及環

境樣本的前處理及樣本放射性檢測的原理及操作流程。 

此外，南部備援實驗室於 111 年 9 月 7 日參與核安第 28 號演習，負責

的演練項目為「污染樣本接收」，演練內容包含高低污染樣本的接收、樣本

的前處理、樣本的傳遞、樣本的計測到最後樣本的儲存等，藉此驗證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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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相關作業程序書可行性，並同時規劃高污染與低污染前處理獨立空間，

提升實驗室緊急應變的能力，於核子事故發生時，能立即投入支援進行放

射性分析作業。 

綜上，本計畫 111 年度之執行成果，已達到原計畫所訂之精進輻射災

害環境偵測能量與技術之目的，且南部備援實驗室對內可維持技術能力，

對外亦能參與屏東縣之緊急應變相關民眾宣導作業，未來持續發展將更能

勝任南部備援實驗室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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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111 年度建立南部備援實驗室之環境試樣分析備援技術期末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