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摘要
本計畫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之計畫，為期三年，自100年至102年，其目的在建立我國在發生國際性重大輻射

或核子事故時，國內有充分的緊急應變能力，確保民眾的安全。計畫執行之初，適逢日本於100年3月11日發生規模9級的
地震，引發巨型海嘯，導致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廠內的三部機組發生爐心熔損事故，成為國際間一直高度關切輻
射的國際擴散效應，更凸顯本計畫的前瞻性。

本計畫的研究領域包括放射性核種大氣層擴散、放射性核種輻射偵測與核化學分析、及緊急應變三大部分，其目標為：
(1)完成鄰近國家輻射事故影響台灣評估與應變程序研擬；(2)舉辦農產品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3)精進事故分析與偵測技
術及民眾防護措施，藉以提升國內核能安全與輻射災害應變主管機關以及其他相關單位在災害應變方面之規劃、預警、
應變等各階段之能力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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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研究項目
1. 鄰近國家輻射事故影響台灣評估與應變程序研擬

研究核設施放射性災害分析技術、人口網格化地理資訊處理系統以及以GIS為基礎之核子事故災難預防與援救資訊平台
等技術，可於我國周遭國家發生重大核子事故時，評估放射性核種在大氣層擴散對台灣的影響。

2. 舉辦農產品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
每年除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國際比對水樣與土樣放射性核種分析外，並依據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國際標準組織ISO  
17025規範對實驗室參加能力試驗之要求，主辦2013年農產品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以維持實驗室分析結果的公信力。

3. 精進事故分析與偵測技術及民眾防護措施
研究日本核子事故之輻射劑量評估方法，以及統計事故後環境樣品取樣分析數，做為核子或輻射事故時評估民眾輻射劑
量以及建立國內放射性核種分析能量的基礎。本計畫並研究核子事故民眾溝通技術以及緊急應變與防護行動之操作干預
基準(Operational Intervention Levels – OILs)，做為增修訂國內相關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整備程序書與法規以及採取相關
緊急應變行動決策的準則。

具體成果具體成果
1. 建立核設施放射性災害分析技術
2. 建立GIS為基礎之核子事故災難預防與援救資訊平台
3. 完成人口網格化地理資訊處理系統使用手冊
4. 建立核子事故輻射劑量評估模式
5. 參加環境樣品放射性國際比對試驗
6. 主辦國內農產品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
7. 完成核子事故操作干預基準研究
8. 完成核子或輻射事故民眾溝通技術之研究
9. 調查歐美日核能電廠廠外演習經費來源 評估發生重大核子或輻射事故的鄰近區域國家

大氣擴散模式風場於Google Earth展示及統計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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