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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子工程暑期學校（Nuclear Engineering Summer School）是本校例行性

國際交流活動之一，今年為第八屆，該一活動係為每年暑假共同辦理為期約

一周的三校聯合暑期課程活動。參與此一活動的三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學（核

科學與工程學院）與韓國科技大學（Nuclear & Quantum Engineering，核子量

子工程學系，NQe）、以及本校（核工所、工科系、原科院）。主辦單位採三

校輪流制，每年三校師生會共同聚集至其中一校進行課程。今年的主辦單位

為韓國科技大學，活動日期為 08 月 04 日至 08 日。本校的帶隊老師為梁

正宏教授與陳紹文教授，參與學生共計十二人（含核工所、工科系、原科院

學士班學生），分佈年級為碩士班在學研究生與新生。其他學校的參與人員

為：上海交大學生十五人，老師四人；韓國 KAIST 大學學生十五人，老師

八人等。本屆的主題為「Optimized NPP Design for Safety and Economics」。本

屆活動辦得相當成功，三校師生均相處融洽，此外老師授課與學生上課亦相

當認真，學生分組討論也十分熱烈，透過這個交流活動，無論在吸取新知、

學術交流、廣結友人、以及推銷台灣上，收穫非常豐碩、成效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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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005 年上海交通大學（核科學與工程學院）緣於核能人才青黃不接、核能

與國際的脈動密切、專業知識傳承不易、以及核能經驗交流十分重要，率先提出

辦理核子工程暑期學校（Nuclear Engineering Summer School），並力邀韓國科技大

學（Nuclear & Quantum Engineering，核子量子工程學系，NQe）以及我國清華大

學（核工所、工科系、原科院）共襄盛舉。旨於開闊視野、學術交流、教學連線、

人才培育、與建立友誼，以達互利互助、相輔相成之功效。該一活動採取老師授

課、學生上課、學生分組討論方式進行。每年辦理一次，訂定一討論主題，為期

約一週，主辦單位由三校輪流負責，三校師生共同匯聚至主辦單位進行活動，今

年為第八屆，活動日期為八月四至八日，主辦單位為韓國科技大學（Kore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負責，活動主題為「Optimized 

NPP Design for Safety and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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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八月三日（星期一）： 

台灣清大成員一行上午由桃園機場

出發，傍晚時抵達首爾仁川（ICN）機場；

隨後搭乘巴士，一路風塵僕僕，三個小時

後才抵達韓國的大田廣域市，台灣清大與

上海交大師生皆住進 Yousong Hotel。今

年參與這個活動的，韓國 KAIST 成員：

Prof. Y.H. Jeong、Prof. Y.H. Kim、Prof. J.I. 

Lee、Prof. Y.W. Park、學生十五人。上海

交大成員：程旭教授（前院長）、張繼革        （圖一、清華師生抵達仁川機場合影） 

老師、劉瑞芹老師、顧衛國老師、學生十五人。台灣清大成員：梁正宏教授、陳

紹文教授、以及學生十二人（含核工所、工科系、原科院學士班學生）。 

在此特別介紹一下韓國科技大學，該校係於 1971 年建立，位於韓國的大

田廣域（Daejeon）市，為一政府與

民間共同出資的公立學校。該校的

前身為 Korea Advanced Institiute of 

Science（KAIS）與 Korea Institi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IST），

1980 年 12 月 31 日正是合併並

改名為 KAIST，1989 年再合併  

 （圖二、開幕當天於 KAIST 核工館前的大合照）      Korea Institiute of Technology（KIT），

遷至目前的校址。校內共計有七個學院，包括：自然科學院、生命科學與生物工

程學院、工程學院、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文化科學學院、跨學科學院、商學院

等。其中的核子與量子工程學系在韓國核工領域內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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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四日（星期一）： 

大會一開始，由這次活動的主辦人致開幕

歡迎詞，並互送禮品。 

上午課程： 

（1）Prof. J.I. Lee 演講 — Basic 

Principles of Nuclear Reactor Design 

該一課程係針對本屆主題而發揮，由於核 

   （圖三、Prof. Y.H. Jeong 致歡迎詞）      

能反應器在安全及經濟上，處於兩相悖持

的狀況，如何兩相取其利去其弊，以獲致

最佳化的反應器設計，一直是核子工程師

的重要任務。 

（2）程旭教授演講 — Feasibility of 

Passive Safety Systems for large scale LWR 

該一課程係針對輕水式反應器的被動安全        （圖四、Prof. J.I. Lee 演講）  

系統，提供簡介，以供學生設計時的參考所需。 

          （圖五、程旭教授演講）                   （圖六、Prof. Y.W. Park 演講） 

下午課程： 

（3）Prof. Y.W. Park 演講 — Design Requirement and Design Implementation 

該一課程係探討設計反應器時，所需注意的多重環節，以利學生在未來幾日內的

討論所需，並透過課程資訊，提供了學生在分組反應器設計上的靈感。 

（4）學生分組討論 

今天為第一次分組，將三校學生打散，共分六組。討論的工作包括：訂定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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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資料、研究討論、口頭報告。今天則以自我介紹、相互認識為主。 

八月五日（星期二）： 

上午課程： 

（1）Prof. Y.H. Kim 演講 — Reactor Core Design 

該一課程係針對部分反應器設計要素，由中子的角度切入，並透過課本所學的

Doopler Effect，講解在不同狀況下，反應器的自身安全性。 

（2）陳紹文教授演講 — An Introduction to Reactor Safety and Thermal 

Hydraulics 

該一課程係由熱流學角度切入，並輔以核能災變事故進行講解，且透過實驗影片

讓我們理解反應器內所具備的流體流動樣貌，以供討論分析。 

     （圖七、Prof. Y.H. Kim 演講）                    （圖八、陳紹文教授演講） 

下午課程： 

（3）學生分組討論 

條列出小組討論大綱，預計從燃料端到事故端，從安全角度著手進行反應器改良，

以確保在功率提高的狀況下，仍舊擁有可靠的安全係數及足夠的安全指標。 

（4）分組口頭報告 

由各分組將各組初步訂定的題目以及大綱，上台進行口頭報告，並在海報牆上張

貼初步討論成果。 

八月六日（星期三）： 

上午課程： 

（1）Prof. H. Ryu 演講 — Accident Tolerant Fuel 

該一課程係從燃料的角度著手，探討藉由不同的燃料護套設計，以防止鋯水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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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並舉福島事件為例，說明氫氣累積對於反應器安全的影響，藉由改變材

料，以避免此類意外。 

（2）梁正宏教授演講 — Radiation Damage in Materials 

該一課程係探討在輻射環境下，粒子對於材料的影響，透過不同作用機制對材料

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也對上堂課的新型燃料護套提出疑問，新型材料是否能在

高輻射強度環境下保有完整結構，需要更加深入探討。 

         （圖九、Prof. H. Ryu 演講）                   （圖十、梁正宏教授演講） 

下午課程： 

（3）學生分組討論 

延續前一天的分組討論。 

（4）分組海報張貼 

利用海報張貼方式進行圖示搭配文字的說明，以簡介各小組設計的初步概念，另

外也可觀摩其他小組的巧思，改善自己的設計，更有利於週五進行成果報告時，

提出完整的呈現。 

八月七日（星期四）： 

上午課程： 

（1）學生分組討論 

延續前一天的分組討論。 

（2）Prof. C. Jang 演講 — Reactor Materials 

該一課程係探討在輻射環境下，反應器材料可能發生破裂、硬化等物理情形，因

此在選用材料時，需要謹慎選擇，第二堂課由張繼革老師演講—New control rod 

drive technology，討論在緊急狀況下，控制棒的作用及插入機制，並透過系統改

良，讓控制棒工作更有效率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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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一、Prof. C. Jang 演講）                  （圖十二、張繼革老師演講） 

下午課程： 

（3）張繼革老師演講 — New Control Rod Drive Technology 

該一課程係討論在緊急狀況下，控制棒的作用及插入機制，並透過系統改良，讓

控制棒工作更有效率且安全。 

（4）學生分組討論 

延續早上的分組討論。今天的分組討論時間特別延長，以利各小組有充份時間準

備隔日的口頭報告，今日小組主要透過課程累積的知識，就現有思緒架構提出改

善，並準備簡報，將前幾日發現的盲點進行消弭。 

     （圖十三、顧衛國老師演講）                  （圖十四、劉瑞芹老師演講） 

八月八日（星期五）： 

上午課程： 

（1）顧衛國老師演講 — Detection Methods for Low and Intermediate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rums by Gamma Scanning Techniques 

該一課程係探討如何藉由量測，以理解輻射廢棄物內的殘餘劑量，此為輻射安全

性檢測的範疇，並加強量測的精度，以提供正確的數據給予廠方及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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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劉瑞 芹 老師演 講  — An Advanced Reprocessing System Based on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該一課程係探討如何利用化學方式，將乏燃料內部仍舊堪用的物質提煉而出，用

以進行下一步的利用，進而提高燃料的經濟效益。 

下午課程： 

（3）學生分組總結口頭報告 

由各組進行總結口頭報告，與大家分享幾天以來討論的結果，在後段的Ｑ＆Ａ時

間，老師及其他組同學分別對概念提出問題及改善方針，讓大家從不同角度理解

自己與別人設計的優缺點。 

（4）頒發結業證書及閉幕式 

八月九日（星期六）： 

上午由飯店出發往首爾仁川機場，搭乘下午五點半的返台飛機，並於晚上

八點半平安返抵新竹清華校園，為此次參訪活動劃下美麗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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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各組學生分組討論（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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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各組學生海報簡報（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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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各組學生成果發表上台報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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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本次藉核子工程暑期學校的機會參訪韓國 KSIAT，見識到韓國 KSIAT 在

核能教育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他們除了在基礎研究上有相當的投入，同時也兼

顧很多實務與應用的教學研究，因此他們研究題目與老師與產業都有很多的連結，

難怪韓國的核能產業相當發達，並可行銷核能電廠的興建至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在暑期學校課程當中，每位老師都使出渾身解數針對演講主題傾囊相授，

相信學生們應該獲益良多。本次課程安排了三所學校的學生平均分佈混合分組討

論，全程要求英文對話，藉此打破校際與語言藩籬，建立跨國團隊合作的研究經

驗。雖然學生們必須以英文溝通，但是學生們都能夠克服語言障礙，充分討論研

究題目，並能彼此提出問題交叉詰問。在這個團隊互動學習過程中，學生們的研

究討論與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有明顯的進步，也看到了很多學生們的創意，同

時學生們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本活動明顯促進了學生們的國際觀與跨國團隊合

作與整合表達的能力，學生學習的成果很不錯，未來可考慮如何設計課程與加強

活動的安排，讓學生們能更加系統化的統整吸收獲得資訊，精進學生們的學習成

果並促進創意思考等，應可更加提升本活動的成果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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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參與暑期學校類似的學術活動，是最佳的學習與推銷課程。尤其是透過學

術交流以及交誼活動，可廣交國際友人，並可多向地瞭解國際間科技新知的訊息

與脈動，此外，亦可藉此機會展示國內的研究成果，對於國內的學術界與業界的

發展均有極大的助益。希望國家上層能多鼓勵與支持國內學者專家積極參與、甚

至主辦此類的學術活動。 

此次行程十分緊湊，除課程外便是不斷的討論，因此缺少實地參觀校園的

機會，KAIST 的校園十分寬廣美麗，綠意盎然之外尚有小池伴隨其中，與現代

科技化的建築，交織成自然環境與現代科技並存的從容現象，值得參訪。所謂「戶

外參觀也是一種學習」，然而此番美景，卻在緊湊行程中錯過了，實在可惜。希

望下次的參訪活動能補強此一缺失。 

 

  



- 16 -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活動時間安排表、各國講員名片、學生分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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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活動時間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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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各國講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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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學生分組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