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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評估工具評估工具
全面緊急事故

事故評估事故評估
策劃協調

全面緊急事故

策劃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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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指揮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新聞發佈

行政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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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露途徑曝露途徑

1由台電公司提供1.由台電公司提供。
2.由事故評估系統預測

1計算可減免劑量。
1.由台電公司提供氣象塔即時風向。
2.由中央氣象局派員協助提功氣象資訊。
3由劑量評估系統運算八天風場資訊。

1.計算可減免劑量
2.計算疏散計量。
3.計算甲狀腺計量。
4.提供民眾防護行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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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劑量評估系統運算八天風場資訊 4.提供民眾防護行動建議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

本規範所定干預基準及行動基準之輻射防護目的如下：
防止個人確定效應損害之發生：限制個人在核子事故中組織或器
官所接受之等價劑量 低於發生確定效應之輻射劑量官所接受之等價劑量，低於發生確定效應之輻射劑量。

抑低個人機率效應之發生率：限制個人在核子事故中所接受之有
效劑量，以抑低發生機率效應之危險度。

抑低民眾機率效應之總危險度：合理抑低核子事故造成之集體有
效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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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十四條規定，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已於94年7月15日發布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已於94年7月15日發布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並自即日起生
效。效

該規範和以往採行之「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
指引」最大不同處是採用可減免劑量新觀念，指引」最大不同處是採用可減免劑量新觀念，
作為採行防護措施干預基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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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核子事故民眾防護行動規範

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考慮採行掩蔽措施
之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量於二天內達十毫西弗以上。

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考慮採行疏散措施
之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量於七天內達五十至一百毫
西弗西弗。

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考慮採行服用碘片
措施之干預基準 為可減免甲狀腺約定等價劑量達一措施之干預基準，為可減免甲狀腺約定等價劑量達一
百毫西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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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蔽措施→為可減免劑量於二天內達十毫西弗以上。

疏散措施 為可減免劑量於七天內達 十至 百毫西弗疏散措施→為可減免劑量於七天內達五十至一百毫西弗。

服用碘片措施→為可減免甲狀腺約定等價劑量達一百毫西弗以上。服用碘片措施 為可減免甲狀腺約定等價劑量達 百毫西弗 上



可減免劑量可減免劑量

預期輻射劑量：指不採行輻射防護措施所預估造成之個人累積輻
射劑量。

參考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ICRP) 六十三號報告六十三號報告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IAEA) 一一參考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 (ICRP) 六十三號報告六十三號報告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IAEA) 一一
一五號一五號報告定義預期輻射劑量(projected dose)，用以規範防護措施之干
預基準。

可減免劑量：指採行輻射防護措施所預估可以減免之個人輻射劑可減免劑量：指採行輻射防護措施所預估可以減免之個人輻射劑
量。

參考ICRP 六十三號報告與IAEA 一一五號報告定義可減免劑量(avertable 
dose)，用以規範防護措施之干預標準。可減免劑量係採取防護措施所預dose)，用以規範防護措施之干預標準。可減免劑量係採取防護措施所預
估減少之輻射劑量，亦即在採行防護措施情況下預期會受到之輻射劑量與採行防護措施情況下預期會受到之輻射劑量與
不採行防護措施情況下預期會受到之輻射劑量之差。不採行防護措施情況下預期會受到之輻射劑量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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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減免劑量可減免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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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蔽措施示意圖

無掩蔽 掩蔽

空氣浸身

空氣浸身

空氣浸身

呼吸吸入（全身）

呼吸吸入（全身）

呼吸吸入（甲狀腺）

（ ）

呼吸吸入（甲狀腺）

地表沉積

2010/7/2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技術處 10地表沉積



疏散干預措施之採行判斷疏散干預措施之採行判斷
概估減免劑量(最保守方法)
：假設停留於原地之七天累積劑量：假設停留於原地之七天累積劑量

與收容站同時段之七天累積劑量之差值

以每個村里分時之劑
量最大值，計算概估
減免劑量 達干預基

se
 ra

te

減免劑量，達干預基
準時才需進行實際減
免劑量計算

D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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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fter accident



實際疏散之減免劑量預估

實際減免劑 概估減免劑 與疏散劑 之差值實際減免劑量：概估減免劑量與疏散劑量之差值

實際疏散
減免劑量

se
 ra

te
D

o

疏散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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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after accident疏散期間
接受劑量



甲狀腺劑量甲狀腺劑量

由核電廠事故排放的輻射線種類繁多，在停止外洩之後
一個月之間，排放物中量占多數的輻射性碘131會殘留
而引起危險；量少但半衰期長量少但半衰期長的輻射線核種會污染所有
動植物、食物及飲用水。這段期間的對策是如何正確選
擇取用才能保護身體的安全擇取用才能保護身體的安全 。

為了防範輻射性碘 131的核種進入體內（甲狀腺），需
要服用碘製劑（碘化鉀等）。要服用碘製劑（碘化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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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碘片之藥量服用碘片之藥量

儘可能在事故發生早期服用含有碘化鉀 130毫
克（mg）的碘片。服用量是成人與 1歲以上的g
小孩每日一錠，1歲以下半錠。

繼續服用藥錠3～7天之間，但是不得繼續服用
10天以上，又每人服用之總劑量也不得超過
1,000mg以上。

也可以食用含有碘的海帶，但攝取量需要吃乾
燥的海帶50公克以上，所以不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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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碘片之效用服用碘片之效用

為防止吸入輻射性碘造成甲狀腺癌的危險，依規定是預
估可能緊急曝露前24 小時內或吸入後4小時之內，服用
碘化鉀藥劑。若事前服用，可減少輻射性碘的吸收；若
事後服用，可促進輻射性碘的排放。成人在攝入碘131
後 甲狀腺輻射活性在一天之後會達到最高點 攝入6後，甲狀腺輻射活性在一天之後會達到最高點，攝入6
小時，可達到最大濃度的50％。服用劑量130毫克在5
分鐘內可捕獲甲狀腺攝取的輻射性碘131。分鐘內可捕獲甲狀腺攝取的輻射性碘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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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劑量評估方法核子事故劑量評估方法

由人工運算劑量影響範圍，大小。由人工運算劑量影響範圍，大小。

(運算過程繁雜，數據處理過程易錯估)
透過二維劑量評估系統運算。透過二維劑量評估系統運算。

(運算速度快，可快速評估結果，但未考慮三維風場及陸
地地貌效應)地地貌效應)
透過三維劑量評估系統運算。透過三維劑量評估系統運算。

(運算較為精細，考慮三維風場及海陸風效應，並與中央(運算較為精細，考慮三維風場及海陸風效應，並與中央
氣象局同步更新預測風場資訊)運算時間共約費時15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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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劑量評估流程核子事故劑量評估流程

輻射源項
風向？風速？穩定度？雨量？

輻射能群

核 種
釋放條件輸入：

輸入各核種之排放率（Bq/s）

核 種

總排放量

釋放時間？
釋放間隔？

欲評估核電廠
輸入其他參數 (如掩蔽Factor)

預測劑量結果
提供民眾防護建議

(掩蔽)

可減免劑量Factor
疏散時間?

疏散工具?(汽車?步行?)

預測劑量結果
提供民眾防護建議

(掩蔽)疏散工具?(汽車?步行?)(疏散)

預測劑量結果

2010/7/2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技術處 17

提供民眾防護建議
(服用碘片)



高階大氣亂流模式和煙流傳輸與擴散模式高階大氣亂流模式和煙流傳輸與擴散模式HOTMAC/RAPTAD HOTMAC/RAPTAD 高階大氣亂流模式和煙流傳輸與擴散模式高階大氣亂流模式和煙流傳輸與擴散模式
（（Higher Order Turbulence Model for Atmospheric Circulation/RAndom Puff Transport And    DiffusionHigher Order Turbulence Model for Atmospheric Circulation/RAndom Puff Transport And    Diffusion，，Yamada Science & Art Yamada Science & Art 

Corporation)Corporation)

複雜地形（含建築物）

局部小尺度環流局部小尺度環流

海陸風、山谷風

都市熱力效應都市熱力效應

大氣日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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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MAC HOTMAC ---- 小尺度三維氣象模式小尺度三維氣象模式

海陸風 不均勻地表的動力或熱
力過程

山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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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TAD RAPTAD ---- 煙流傳輸與擴散模式煙流傳輸與擴散模式

將連續排放源，切割成無數的物質粒子，各粒子以某一間隔時間
適放出來，經環境風場飄送與擴散，形成許多大小不同的煙陣適放出來 經環境風場飄送與擴散 形成許多大小不同的煙陣
（puff），計算煙陣之分布和濃度。計算煙陣之分布和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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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利用資料蒐集與應用地表利用資料蒐集與應用地表利用資料蒐集與應用地表利用資料蒐集與應用

地表粗糙度
•區分不同地表利用造成的粗糙
度、反射率等因素引發的氣象
變化 以精進現行緊急應變系統

地表粗糙度

變化，以精進現行緊急應變系統
中的氣象資料庫，並提高劑量評
估系統的精確度

U S G S 地表利用資料 地表反照率U.S.G.S.地表利用資料 地表反照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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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利用資料蒐集與應用地表利用資料蒐集與應用

方法：
(1).資料蒐集與處理

蒐集由衛星資料反演之台灣地區高 解析•蒐集由衛星資料反演之台灣地區高 解析
度8米地表利用資料（原始影像資料由中央
大學遙測中心提供）

•撰寫讀取資料程式撰寫讀取資料程式
•進行資料比對及雲分類的濾除
•還原及資料除錯校正

•美國地質調查單位 U.S.G.S 1公 里
解析度的台灣地表利用資料

(2).引入資料至A2C(HOTMAC更新版）模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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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三維劑量評估系統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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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四樓機房本會四樓機房
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伺服器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伺服器

運算伺服器運算伺服器

離線運算系統離線運算系統

核一、二、三、四廠風場資料庫核一、二、三、四廠風場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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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三維劑量評估系統三維劑量評估系統

程式介紹程式介紹

可攜性

跨平台性跨平台性

使用彈性化

程式模組化程式模組化

全自動化之氣象預報資料傳輸，與定時風場混合
程式執行程式執行

大氣擴散程式RAPTAD線上運跑系統

劑量計算與視覺化展示介面劑量計算與視覺化展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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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設定八天預報風場自行設定八天預報風場自行設定八天預報風場自行設定八天預報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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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擴散大氣擴散RAPTADRAPTAD程式參數輸入程式參數輸入大氣擴散大氣擴散RAPTADRAPTAD程式參數輸入程式參數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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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劑量參數調整設定減免劑量參數調整設定減免劑量參數調整設定減免劑量參數調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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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 11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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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 22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分時等劑量曲線動態展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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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 11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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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 22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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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 33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分時三維煙陣軌跡動態展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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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里減免劑量統計視窗村里減免劑量統計視窗村里減免劑量統計視窗村里減免劑量統計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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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劑量計算與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減免劑量計算與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減免劑量計算與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減免劑量計算與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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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後續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後續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後續防護措施及施行時間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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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輸出至外部文字檔結果輸出至外部文字檔結果輸出至外部文字檔結果輸出至外部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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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防護行動疏散路線文字及圖像顯示與疏散村里標示疏散防護行動疏散路線文字及圖像顯示與疏散村里標示疏散防護行動疏散路線文字及圖像顯示與疏散村里標示疏散防護行動疏散路線文字及圖像顯示與疏散村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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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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