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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輻射：輻射在台灣的應用

輻射災害：核子事故是什麼？

核子事故的減災整備與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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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

-微量元素分析
-年代測定

-示蹤劑

3

-非破壞性檢測
-厚度測定
-醫材滅菌

-X光檢查
-核子醫學
-癌症治療

-食品照射
-害蟲防治
-品種改良

原子能之應用



輻射的民生應用已經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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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破壞檢測
放射線照相

銥-192放射線照相設備

核能發電

鈷-60照射廠

照射產品

核子醫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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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chemistry.tutorvista.com/nuclear-chemistry/radioactivity.html

游離輻射的種類



6



各部會管制分工

 環保署：非游離輻射對環境影響及監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通訊傳播事業
(行動電話基地台等)營運之監督管理。

 經濟部：電業設備(高壓輸配電線等)、
電器產品之管理。

游離輻射非游離輻射
能量約
=10keV

 原能會：游離輻射
設備、作業之管制
，對環境、人員影
響的管制，對環境
影響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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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現行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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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計畫處

核能管制處

輻射防護處

核能技術處主
任
委
員

核能研究所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輻射偵測中心

秘書處

人事室

主計室

政風室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管理會

各種諮詢或監督委員會

委
員
會
議



政府對核電事務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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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廠之興建及安全營運

 放射性廢棄物之經營管理

 核能安全及放射性廢棄物之監督管制

 國家核子事故應變整備機制與法規

 原子能科技計畫之規劃與執行

 協助或支援原子能科技計畫之規劃與執行

 配合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整備相關作業

經濟部
（國營會、能源局）

行
政
院

原子能委員會

科技部

其他部會

台電公司

 我國核電政策之規劃與推動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管理



輻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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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

放射性物質
意外事件

輻射彈事件

放射性物料
管理及運送
意外事件

境外核災



定義：
核電廠發生緊急事故，且核電廠的應變組織無法迅速
排除事故成因及防止災害之擴大，而導致放射性物質
外釋或有外釋之虞，足以引起輻射危害之事故。

依可能影響程度可分為

• 緊急戒備事故
• 廠區緊急事故
• 全面緊急事故

核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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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戒備

事故

廠區緊急

事故

全面緊急

事故

核子事故的時序

核子事故發展是有時序性的，依其可能影響
民眾的程度，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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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響民眾的程度
影響大

影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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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損壞

人為處置

失當

爐心

毀損

圍阻體

失效

核
子
事
故

安全系統

故障

數天數十小時

核子事故的特性

發展有時序性 應變時間較充裕非瞬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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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核子事故

國外重大核子事故案例

前蘇聯車諾比核子事故
美國三哩島核子事故

1979 198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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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大核子事故比較
事故

三哩島事故
(1979年)

車諾比事故
(1986年)

日本福島一廠
1~3號機(2011年)

反應爐型式 壓水式(PWR) 石墨水冷式(RBMK)
沸水式
(BWR-3/BWR-4)

圍阻體 乾式圍阻體 無 馬克I型

功率 906百萬瓦 1000百萬瓦 460~784百萬瓦

事故主因
機件故障+人為疏失

(誤判水位與應變失當)

嚴重的設計缺陷
+人為誤失

(蓄意取消安全設定)

地震與海嘯複合式
天然災害

(應變之人為誤失)

爐心熔毀
輻射外釋

碘131：740x109Bq
碘131：176x1016Bq
銫137： 85x1016Bq

碘131：50x1016Bq
銫137： 1x1016Bq

國際核能事件
分級制(INES)

第5級 第7級 第7級

確定效應

(死亡人數)

沒有救災人員與民眾，
因急性輻射效應死亡

 緊急救災人員：28人
在前4個月內死亡。

 民眾：沒有因急性輻射
效應而死亡

沒有救災人員與民眾，
因急性輻射效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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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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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災害之應變機制

境外核災處
理作業要點

ⅩⅩ核子事故或核彈爆炸事故跨部會因應小組

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法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等應變組織

依據災害防救法、輻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輻射應變技術隊

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緊急應變計畫區(EPZ)

 假設萬一核能電廠發生嚴重核子事故，為減緩事故發生後果
對電廠周邊民眾之影響，需即時採取民眾防護措施的範圍；
其大小與核電廠反應爐型式、電廠附近人口密度、地形、氣
象狀況等有密切之關係

EPZ＝事故發生之實際疏散範圍

緊急應變計畫訂定

 原能會:緊急應變基本計畫

 台電公司

 核子反應器設施緊急應變計畫

 核能電廠民眾防護措施分析及規劃

 地方政府: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22

人口分布
輻射偵測計畫
民眾預警系統

民眾集結疏散及收容

提出

參考



緊急應變計畫區(EPZ)100年10月27日原能會公告擴大為8公里
105年11月08日核定公告為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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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事故應變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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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
射
監
測
中
心

支
援
中
心

地
方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

地方

核子反應器
設施經營者

原能會及
相關部會派員

國防部
成立

成立

派員

派員

台
電
總
公
司

核
能
電
廠
應
變
中
心

前進協調所 原能會
應變小組

以核三廠應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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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督導應變措施之執行
 核子事故分析評估及處理
 發布民眾防護行動命令
 統一發布警報及新聞
 人力及物力調遣事項

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執行掩蔽、碘片發放及
民眾疏散等防護行動

 協助發布警報及新聞
 疏散民眾之收容、暫時

移居及緊急醫療救護
 受事故影響區域之交通

管制、警戒及秩序維持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實施人員、車輛及環境等
之輻射偵測

 研判事故程度與影響範圍
、民眾輻射劑量評估及防
護行動建議作業

 提供充分資訊及技術予各
級災害應變中心

輻射監測中心

 實施人員、車輛及重要
道路輻射污染清除

 協助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執行民眾掩蔽、疏散、
疏散民眾收容、暫時移
居、緊急醫療救護、碘
片發放、交通管制、警
戒及秩序維持

 協助輻射監測中心進行
輻射偵測

支援中心



核子事故發生時，中央與地方分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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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戒備事故 廠區緊急事故 全面緊急事故

應變階段 復原階段

預防性防護行動 持續防護行動

電廠狀況穩定，
已無輻射外釋。

電廠發生事故，尚無輻射外釋。
電廠事故惡化，輻射(
可能)外釋影響民眾

緊急防護行動

關閉遊憩場所
勸導旅客離開

弱勢族群疏散
學生疏散

警報發放
室內掩蔽

預防性防護行動

3公里內
預防性疏散

室內掩蔽

食物飲水管制

區域管制

依輻射影響等狀況採
緊急疏散、室內掩蔽



災害管理

災時應變做的好，

減災整備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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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系統-多元通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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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DR 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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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蔽(Shelter)    
如果在室內

掩蔽的防護效果可達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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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蔽(Shelter) 如果在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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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Evac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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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碘片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分眾宣傳
EPZ居民

(含新住民、弱勢族群)
應變協助者學生

遊客 大眾

 災防包與應變指南
 防護月曆
 宣傳單與宣傳影片(多國
語言)

 家庭訪問及家訪員
 逐里宣傳暨疏散演練
 養護中心之防護宣傳
 核安演習(含CBS、簡訊、
廣播等訊息發放)

 防災園遊會
 防災社區
 防災地圖

 防災宣傳教具
 校園防災宣傳與
演練

 核安演習
 防災地圖
 校園防災輔導團

 宣傳單
 核安演習
 防災地圖

 義消人員教育訓練
 客運駕駛教育訓練

 宣傳單
 宣傳影片
 防災園遊會
 原子能科普展



核子事故民眾防護多元宣傳管道

分析檢測量

能

科技防災

技術

輻災防救

訓練

輻災管理

制度

核設施保

安應變 網路社群

訓練演練

交流訪問

園遊會
科普展

其他活動

透過FB、YouTube 、
官網等網路與社群平
台宣傳防護知識技巧

透過訓練演練，
強化防護知能
 各里居民
 新住民
 學校師生
 養護中心
 遊客
 義消人員
 客運駕駛

透過家庭訪問以及與里
長、社區、學校防災輔
導團等相互討論、溝通

透過防災園
遊會與科普
展，進行民
眾防護知識
的宣傳

透過辦理災防包設計
票選、防護月曆發放
等活動進行宣傳



37



原能會將持續完善核能安全與輻射安全管
制，落實平時整備作業，並協助地方政府
強化輻災應變與整備能量，共同合作確保
民眾之輻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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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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