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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1)依據98年8月21日原子能委員會第十屆第五次游離輻射安全諮詢會議結論各國生物劑量計評估核心設施，多屬國家級實驗室，建議國內設

置地點考量於核能研究所恢復建置應屬適宜。 

(2)有鑒於100年3月11日日本福島核災發生時，居民因緊急疏散，現場工作人員大量投入救災，於緊急情況下，未必所有居民及搶救人員皆攜

帶物理劑量計，故為評估人員實際接受之輻射曝露量，應採用生物劑量方式進行評估。 

(3)本計畫在積極推動及建立人員生物劑量評估研究，並維護已建立技術，以有助於制定相關意外曝露應變作業程序及法規，並發展出具有國

際水準的輻射生物劑量實驗室，服務我國工作人員及民眾。實驗室已通過ISO17025認證，期望未來可加入國際生物劑量支援網路，以提供國

際服務；此外並可藉此技術提升游離輻射安全管制層次及水準。 

計畫目的 

(1)建立國家級生物劑量實驗室，並通過TAF實驗室認證，使分析數據具有公信力。 

(2)建立國人反應曲線，若發生緊急曝露事件可用以回推曝露劑量以利後續醫療評估，另外每年計算國人輻射背景值，累積分析數值，充實國

人資料庫。 

(3)建立衛星實驗室，輔導並協助取得IRB證明，並進行染色體雙中節分析技術傳承，有緊急曝露事件發生時可協助進行分析。 

計畫成果 
(1)完成年度國人輻射背景值計算，累積分析數值，充實國人資料庫。。 

(2)針對104年到109年國人輻射背景值進行統計分析，將其分成不同性別、年齡及地區去與染色體變異數進行計算，計算結果皆無明顯差異性。 

(3)建立實驗室新的分析方法，以g-H2AX與劑量進行數據分析，發現g-H2AX與劑量具有正相關，後續將再進行檢量線製作，望可加速分析速

率且朝低劑量分析方法邁進。 

結論 
本年度於計畫內已完成： 

1. 完成109年度背景值分析：分析三例背景值並將其數據合併進資料庫，持續充實分析數據。 

2. 完成一般民眾輻射背景值的染色體變異分析研究：針對104年到109年國人輻射背景值進行統計分析，

將其分成不同性別、年齡及地區去與染色體變異數進行計算，計算結果皆無明顯差異性，未來將再擴

大採集數據。 

3. g-H2AX分析方法建立：以g-H2AX與劑量進行數據分析，發現g-H2AX與劑量具有正相關，後續將再進

行檢量線製作，望可加速分析速率且朝低劑量分析方法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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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人血測試Gamma-H2AX產生量與不同照射劑
量關係 

圖一、109年國人雙中節背景值分析數據 

圖二、104~108年受試者資料統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