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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

會於2月12日

召開2006年年

終工作報告，將2000年到2006年間在安全管制

及科技研發方面努力與成果，以分項方式報告

了在建構完備的法規體系、穩健透明的核安管

制、創新輻射防護管理、強化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加強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邁向卓越的

核能科技、完備環境輻射監測等方面所達成之

佳績，並與社會大眾一同分享核電廠放射性廢

棄物減量成功的成效。

工作報告由原能會主委歐陽敏盛親自報

告，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參與者清楚了解原

能會的工作，並且盼望藉著原能會致力於核安

相關資訊透明化所建立的各類平台，讓民眾有

更多機會參與並監督原能會主管的核安工作。

建構完備的法規體系 

原能會積極推動法規建置91年「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92年「游離輻射防護法」、「核

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94年「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法」陸續施行，使得在核安、輻安、放

射性廢棄物管制及緊急應變上已建構完成周延

的法規體系，而95年5月24日公布施行的「低放

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條例」，更

加速推動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

籌建。

穩健透明的核安管制 

為確保核電廠安全及穩定運轉，原能會除

在管制資訊透明化上，將核安管制紅綠燈中之

「績效指標」上網外，95年更進一步將「視察

指標」、相關視察報告及重要會議紀錄上網公

開，民眾可從原能會網站（www.aec.gov.tw）得

知相關核安訊息。同時，運轉人員執照測驗筆

試試題題庫也在網站上提供線上使用，使運轉

人員執照測驗制度與測驗方式更客觀、公平。 

此外，由社會各界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核能

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定期召集會議，針對核

四工程興建過程發生的品質及安全問題進行監

督與查核，以確保核四工程之安全無虞。 

創新輻射防護管理 

原能會推動輻射工作人員輻射劑量管理、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管制作業』、落實高風險輻

射源查核及管制、建置「簽審通關系統」，並強

化更新「輻射防護管制資訊系統」使邁向人民申

請案件作業全面網路化，更提供快速便民的臨櫃

服務等方式，使得輻射防護管理的創新服務發揮

優良成效。成果包括：95年國內核能電廠無任何

人員超曝露之意外事件；與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合

作積極規劃「乳房X光攝影之品質保證作業」，

在兼顧降低輻射劑量與提升醫療品質下，有效

地提高了乳癌篩檢的正確率；實施輻射源網路

申報，進行動態管制及檢查以確保安全；採行

IAEA新訂之安全標準，依據潛在危害風險之程

度，進行輻射源分類及管理。這些都顯示原能會

在輻射管理上的努力與成績。

強化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原能會為突破核能電廠緊急應變演習僵化

之缺失，大幅改進演習方式，並將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作業法制化。除設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前進指揮所就近監控指揮，也針對嚴重核子事

故模擬廠內、廠外各種情況之演習，加強應變

整備之教育訓練及宣導。此外，為了讓民眾對

（文轉2版）

文／林茹茵

核能四廠建廠管制現況

核能四廠一號機反應器廠房施工現況圖景

核能四廠輔助用過燃料廠房施工現況圖景

原子能安全守護的蛻變 與 再生

      原能會年終工作報告

【1】  一號機反應爐爐心側鈑（RPV Core Shroud）吊裝作業於96年1月31

日15時開始，當日約23時完成吊裝定位。

【2】  96年2月6日至8日進行爐心側鈑及其支持環之銲接前視察，建議：

1.台電公司製作未攜出工具清單，以利控管；2.注意銲接時氧含量

之監控，保護工作人員。

【3】  96年2月12日召開「核能四廠二號機生物屏蔽牆施工錯誤違規案」

台電公司申復審查會，經充分討論再票決後，判為四級違規。

【4】  96年2月8日台電公司函送有關因應與開立公司解約，另成立「核

四計畫，專案工程組」，而衍生之「品質保證方案」修正案。因

屬個案之執行，若發生困難時，須事先向原能會提出申請，而且

「品質保證方案」屬原則性宣示，不宜將個案之內容明訂於方案

中，原能會已將該審查意見

函覆台電公司。

【5】 台電公司於2月12日將「核

四工程執行美國機械工程師

協會鍋爐壓力容器（ASME 

B&PV）法規第三項施工階段

之問題及解決方案」報原能會

核定，經審查後已要求台電公

司依龍門核管會議第17、18次

會議相關結論與ASME B&PV 

法規要求訂定替代方案，並說

明替代執行單位與人員之權責

與資格要求。

▲原能會歐陽主任委員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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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

為提升放射線照相檢驗業之輻射防護安

全，建立照相檢驗標準作業程序，推動自主管

理並防範輻射意外事故發生，由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中華民國非破壞檢測協會、中華民國

非破壞檢測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非破壞檢

測從業人員公會等單位，於96年2月9日下午2點

30分，假台灣電力公司林口核能訓練中心，舉

辦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觀摩會，以培養放射線

照相檢驗業界的從業人員良好的輻射防護觀念

及標準作業程序。

當天到場的貴賓，除了提供場地的台電

公司林訓中心傅正仁主任及高訓中心廖俊貴主

任，還有非破壞檢測協會謝文雄總經理、非破

壞檢測商業同業公會趙天行理事長、非破壞檢

測人員從業公會吳肅金理事長蒞會指導，會中

並請到台電公司廖春生、精林公司陳嘉義、中

檢公司余金賢三名工程師擔任放射線照相檢測

作業演練設計規劃與現場解說工作。

語重心長的叮嚀

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處邱賜聰處長表

示：「去年一整年中，原能會檢查發現放射線

照相業有幾家不合法規規定之情形，必須依法

處分，造成有些非破壞檢驗公司被原能會罰了

10~60萬。原能會有鑑於處罰並非是有效遏止違

規作業的唯一作法，因此歐陽主任委員特別交

代：『應該積極讓放射線照相檢測從業人員進

一步了解作業程序該如何處理，才是本會首要

任務，並使從業人員在執行照相作業時均能符

合規定。』」。「大家都知道，放射線是看不

到、摸不到也聞不到的，因此若不使用輻射偵

檢儀器進行偵測，現場完全感覺不到其危險狀

況。國內過去曾有從業人員因作業上疏失，未

依照標準程序進行放射線照相檢測，受到嚴重

的輻射傷害。原能會基於保障各位從業人員防

護安全與健康的責任，希望輻射意外事故不再

發生。」

檢測商業同業公會趙理事長表達：「目

前公會理監事正研議成立稽核小組，輔導檢

測公司進行自主管理，以達到確保輻射安全

功效。」

示範觀摩演練

本次示範觀摩會敦請經驗豐富的放射線照

相檢驗業者─精林企業公司擔當實務演練，並

請中檢公司余金賢先生擔任現場解說工作，演

練項目包括：

1.  放射線照相前置準備（含個人安全裝備檢

查、射源領用、射源運送）

2.  放射線照相現場作業（含管制區劃定與現場

警戒、射源連接、照相執行）

3.  放射線照相作業完成檢查（含射源回收確

認、射源解連、管制區解除）

4.  異常狀況處理（含射源卡住、射源脫落、加

強管制、通報等作業）

來自基層的回應

歷經2小時的示範觀摩演練結束後，業者

在綜合討論時間都勇於表達心聲，其中有業

者提到目前國內經濟不景氣，若輻射安全不

合規定，經原能會查獲一罰就是幾十萬，令

業者難以生存。邱處長則勉勵與會業者，應

積極與非破壞檢測協會及兩公會溝通協調，

凝聚共識，避免惡性競爭，共創放射線照相

檢測業光明未來。

另有業者對原能會辦理本次觀摩會表示肯

定，希望未來經常舉辦類似觀摩會。業者並建

議將觀摩會內容製成教學光碟，不僅可對輻射

從業人員進行再教育訓練之用，亦可發送委託

業者使其了解輻射防護的重要性。部份放射線

照相檢測業者亦詢及，從業人員繼續教育時數

過多乙節，邱處長回應：「原能會方於95年8

月向下修訂繼續教育時數，目前繼續教育時數

不宜再予減少，但未來原能會將發行光碟、開

放網路電子教學（e-learning）等自主管理學

習方式，讓繼續教育管道多元化，便利大家在

職訓練。」

歐陽主任委員勉勵

最後，歐陽主委特別頒獎感謝這次觀摩

會辛勞參與的工作同仁，並勉勵業者要自我管

理，落實標準作業程序，做好輻射防護管制作

業，注重自我保護、自身安全，「快快樂樂去

賺錢，平平安安回家去」；協會與公會亦要努

力輔導業者、獎勵績效、集結全體力量、避免

惡性競爭；在法規鬆綁及簡政便民方面，歐陽

主委表示：「原能會對未盡周延的法規將積極

與業者溝通配合修訂；對於輻射防護管制業務

表現良好的業者，原能會亦將與協會、公會共

同研議獎勵辦法，獎勵優良業者，導正放射線

照相檢測業名聲，給社會大眾帶來積極正面的

意義。」

本次觀摩會在大家共同舉杯感謝、互道祝

福、期待未來會更好的晚宴中，圓滿落幕。

核能相關意外事件能有一個有效且快速回應的

通報窗口，原能會在93年2月成立了核安監管中

心，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核安與輻安即時監控

服務，經過歷年來的設備更新及功能精進，已可

主動掌握電廠運轉情形，讓民眾對原能會管制作

為更有信心、安心與放心。 

加強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 

在低放射性廢棄物管制方面，國內三座核能

電廠固化廢棄物產量，於2000年首次降至一千桶

以內，並在產、官、研三方面努力下，2006年更

降至400桶以內，減量成績亮麗。經四年多的努

力，「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

例」已於95年4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5月

24日由總統公布施行。目前相關單位正依此條例

積極展開選址作業，規劃於97年底前，以地方公

投決定候選場址，徹底解決低階核廢料的處置問

題。 

在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方面，原能會十餘

年來持續進行相關管制作業的研究發展，最近並

針對興建申請案規劃完整的管制作業，包括建置

審查團隊、強化審查技術、準備聽證作業、加強

國際合作、培育檢查與管制人才，有信心為核一

廠乾式貯存設施的設置做好安全把關工作，嚴密

管制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棄物營運安全，保障國人

健康與環境安全。 

邁向卓越的核能科技 

原能會核能研究所過去長期執行國家交付任

務，已累積豐厚的研發能力。但為因應近年來科

技、能源與環保等內外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除了固有專精的原子能科技外，更延伸專長領域

至電漿科技及新能源開發等，這些努力均已有了

具體的成果。此外，核研所更推動組織改造，

力行創新管理，以增加運作效率及提升知識生產

力，促使核研所具備創造產業價值的能力，更與

國家發展的需求一致。 

完備環境輻射監測 

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於1989年建置完成環

境輻射自動監測系統，主要係由資訊監控中心

和設置於全台各輻射監測站所建構而成，2003

年後以既有的環境輻射監測系統為基準，利用

電腦網路觀念連接所有輻射監測站，建構完成

一輻安預警自動監測網。其主要內容包括採用

專線網路通訊、簡縮監測設備體積、建置無線

行動通訊機制、監測設備本土化及資料庫標準

化等。至2006年止，於全台各地建置完成的輻

射監測站計26處，各站均全天候24小時全程自

動化監測當地的環境輻射量，並即時將監測結

果傳輸至資訊監控中心，透過網站公布即時資

訊，以達到資訊透明化的目標，同時透過網路

提供原能會核安監管中心即時監測結果，以強

化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能力。 

原能會歐陽主委除藉由以上各項工作，說

明這些年來原能會為達成「嚴密安全管制，確保

核能安全」、「強化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提升環

境品質」及「創造能源與核醫產業，增進民生福

祉」等目標，不斷積極努力，所達成的各項管制

成果之外，也和參與記者進行問答與討論。

（續1版）

96年度放射線照相檢驗作業觀摩會
文、圖／編輯部-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

放射線照相現場作業實況

輻防處邱賜聰處長主持觀摩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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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綜計處國際事務科  范盛慧

台日雙方囿於外交現勢，無法直接進行官

方核能技術交流，但是兩國在地理、人文及歷

史背景上，有很多共同的特質，也面臨許多相

同的課題，因此民間的核能交流非常頻繁。原

能會也從多方管道參與和協助民間推動台日核

能合作，交換最新的核能資訊。謹藉此機會簡

單的介紹原能會與日本核能界的交流概況。

與日本核能界的交流，主要可以分成4個

不同的管道：(1)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2）

日本原子力安全基盤機構與核能科技協進會

（JNES-NuSTA）技術交流會議；（3）中日工

程技術研討會；（4）台日經貿會議等管道。

經由上述的管道，邀請日本各個不同領域的核

能專家來訪，分享台日在核能電廠安全管制、

輻射防護、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面的心得與成

果，透過這些資訊交流，對我國技術的提昇有

很大的助益。接下來，就這些交流管道作簡單

的介紹：

一、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

已經進行了21年的「台日

核能安全研討會」，是中華民

國核能學會與日本原子力產業

協會（Japan Atomic Industrial 

Forum, Inc.，簡稱 JAIF）雙方

合作辦理的研討會，每年輪流

於台灣及日本舉辦。JAIF是社

團法人組織，成立於1956年3

月1日，並於2006年4月完成改

組，現任會長為西澤潤一先生

（Jun-ichi Nishizama），其宗

旨是考量核能利用的重要性，

解決日本能源的問題，並站在

國民的立場上，推動原子能的各種和平應用。

JAIF並且擔任日本各核能產業界間溝通協調的

角色，主動協助解決核能產業界面臨的問題，

並且協助日本政府訂定核能開發利用計畫，協

助政府推行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及社會福利之

健全發展。JAIF每年舉辦一次年會，且為日本

最盛大的國際性核能會議之一，台灣均會派員

出席該項會議，藉此吸收全球新的核能資訊並

達到交流的目的。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大致分成3大主

題，分別是核能安全管制、輻射防護及緊急應

變與放射性廢料處置；研討會的秘書工作由本

會、核能研究所、物管局及台電公司等4個單位

輪流辦理，每次輪值2年。2006年及2007年輪到

由原能會主辦。

2006年12月4、5兩日舉辦的「第21屆台

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即為台日核能界的一大盛

事，該研討會假台北福華文教會館14樓貴賓廳

舉行，共有台日雙方核能專家二百餘人與會，

共發表了24篇論文，會議全程採同步翻譯方式

進行，減少了語言的隔閡，讓全體與會人員，

更能確切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會後並安排日

方人員參訪了正在興建中與日本柏崎刈羽核能

電廠同是ABWR的核能四廠。

二、 日本原子力安全基盤機構與核能科技

協進會（JNES-NuSTA）技術交流會議

核能科技協進會（NuSTA）是台灣的民

間核能組織，亦致力於推動台日間的核能合

作，近年來曾與日本發電設備技術檢查協會

（JAPEIC）等機關建立合作關係，更於2004年

5月與2003年10月甫成立的獨立行政法人「原子

力安全基盤機構」（Japan Nuclear Energy Safety 

Organization, JNES）簽訂合作協議書，經由此

一合作協定，從2004年起每年輪流於台灣、日

本舉行資訊交流會議。

JNES成立於2003年10月1日，主要是針

對核能設施與原子爐進行相關之檢查工作，

並且評估及解析核能設施、原子爐設計相關

之安全性，以確保核能電廠運轉時之核能安

全。目前工作人員有443人。主要業務包括①

核設施以及原子爐相關檢查事項②核設施以

及原子爐設計相關之安全評估與解析③核能

災害之預防及防災相關事項④核能發電中為

確保核能安全之相關研究、調查、試驗等事

項⑤核能發電中為確保核能安全之相關資料

收集、整理、提供等事項。

目前NuSTA與JNES已進行了3次資訊交

流會議，今年（2007）1月30-31日更擴大辦理

「第1屆核能安全技術研習會」。此次的研習

會除產、官、學外，新增了雙方核能電廠資深

工作人員的參與，並針對ABWR使用前檢查、

ABWR數位儀控檢討、試運轉起動測試及爐內

結構物安裝檢查、金山核電廠乾式貯存設施耐

震檢討、地盤安定性評估等議題進行研討。

此一資訊交流管道的特色是：偏重於核能

電廠實際運轉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核能電廠放

射性廢棄物乾式貯存之相關問題，較偏向技術

面的資訊交流，所以與會人員大都是電廠資深

工作人員及核能管制、廢料處置的專家們。

此外，經由此合作管道，當日本核電廠發

生任何異常狀況時， JNES也會即時將日本原子

力安全．保安院提供的相關資料，以電子郵件

的方式，將最新訊息提供原能會參考。

三、 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

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是由中國工程師學會

主辦的一個大型國際會議，每年在台北舉行，

邀請的日籍專家，除了核能組之外，還有能源

組、營建組、奈米科技組、鐵道建設組等專業

分組，可以說幾乎涵蓋了工業界各個範疇。

截至2006年止，已經辦理了26年，去年（2006

年）舉辦的「第26屆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

邀請日方講員高達72人，21個專業分組的專家

來台，討論了71項研討議題。

原能會與台電公司共同負責核能分組講

員的聯繫、安排核能分組各項研討

議題的進行，多年來透過此一交流

管道，邀請了日本大學的教授、

核能相關研究機構的資深研究人

員、核能電廠的專業工作人員等學

者專家來訪，並且安排參訪活動，

讓日籍講員深入了解台灣的風土民

情；除了達到核能資訊交流的目的

之外，也建立了彼此之間深厚的友

誼，至今仍有多位當初受邀來訪的

專家們，持續與原能會業務單位保

持聯繫，相互交換最新的資訊。

四、台日經貿會議

「亞東關係協會．交流協會經

濟貿易會議」之成立，則緣起自民國60年台日

斷交後，雙方為維持經濟貿易溝通管道，促進

台日間經濟貿易關係，乃於民國65年由我方亞

東關係協會及日方交流協會共同舉辦第一屆經

濟貿易會議，會議有三大分組議題：「一般政

策組」、「技術農漁業組」、「智慧財產權．

安全．醫藥組」，雙方隔年輪流於台灣台北及

日本東京舉辦討論會。迄至目前為止，「亞東

關係協會˙交流協會經濟貿易會議」是台日政府

機關間的唯一交流管道。

民國91年起，日方首度提議將「核能安全

相關資訊交換」列為經貿會議「一般政策組」

討論議題之一，原能會乃獲邀與會。近幾年來

原能會皆派員出席，雙方曾就核能管制相關法

律架構、組織體系、核電廠營運管理、輻射防

護、緊急聯絡體制等問題交換意見或資訊。原

能會將持續努力透過此一溝通管道，達到與日

本官方核能機構實質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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