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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質外釋至

廠外，造成超過 30 萬居民疏散撤離，對周邊居民生活及環境影響甚鉅，考量我

國與日本在地理環境、災害潛勢上有諸多相似之處，福島事故後核安會隨即辦理

我國核能電廠總體檢，檢討精進應變整備措施，並持續邀請各國派員參與核安演

習，進行多方意見交流；此外，我國亦自 2016 年起陸續派員參與日本內閣府辦

理之年度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有助台日雙方在應變整備法規面、制度面及執行

面互相砥礪學習，並期能從源頭減災、整備耐災至應變抗災各個面向，全面強化

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 

2024 年再次受到日本內閣府的邀請，觀摩位於九州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的

川內核能電廠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其演練與我國的核安演習類似，參與單位包

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相關機構單位以及核能電廠業者，演練形式包括兵棋推演和

實兵演練，內容含括災民搶救、疏散收容、人員及車輛偵檢除污、空中輻射偵測

與 Off-site Center 原子力災害現地對策本部開設及運作。觀摩行程結束後，亦

安排參訪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緊急應變中心，並與日本內閣府、原子力規制委

員會及各國代表進行座談，分享彼此觀摩心得及回饋意見。本次觀摩有助借鏡日

本核災處置經驗，據以檢討精進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制、程序及爾後核安演

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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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考察觀摩旨在學習對方之所長，以補自身之不

足。日本和臺灣均為海島型國家，同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在地理位置、歷史發展

、災害潛勢及應變體系上，皆有諸多相似之處，在日本所發生的問題，通常也有

可能發生在臺灣，故日本一向是我國精進防救災措施，非常好的取經及借鏡對象

。 

2011 年 3月 11日，日本東北外海發生芮氏規模 9.0的強震，並引發最高 40

公尺的大海嘯，東北三縣包含宮城縣、岩手縣、福島縣等地沿海地區都遭受海嘯

襲擊，地震及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廠喪失外部電源，緊急電源、冷卻水源亦相

繼失效，燃料棒衰變熱無法有效移除，3 部機組爐心熔毀，加上釋出的大量氫氣

爆炸後，導致圍阻體喪失完整性，最終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質外釋至廠外，嚴重影

響居民生活及環境，屬於國際核能事件分級制第 7級的最嚴重意外事故。而自日

本發生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世界各國都十分關注核能電廠各項安全措施之強

化，我國亦積極參與國際交流，以掌握國際核能發展趨勢及應變整備機制。 

日本內閣府自 2016 年起開始邀請臺灣觀摩該國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包括

2016 年北海道泊核能電廠、2017 年九州玄海核能電廠、2019 年島根核能電廠、

2022年美濱核能電廠及 2023年柏崎刈羽核能電廠，其演習規模類似我國核安演

習，參與單位包括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相關機構及核能電廠設施經營者，演練方

式包含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內容含括人車輻射清消作業、疏散收容演練、空中

輻射偵測，以及 Off-site Center原子力災害現地對策本部的開設及運作等，本

次受邀參訪 2024 年川內核能電廠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期能建立雙邊合作管道

，並借鏡日本核災處置經驗，據以檢討精進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和爾後演

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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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含往返共計六日，行程表如表 1: 

表 1、本次觀摩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2月 13日 
去程 

(桃園國際機場→日本福岡機場→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 

2月 14日 
1. 參加演習觀摩說明會及歡迎會 

2. 孤島地區臨時橋樑架設演練 

2月 15日 

演習觀摩： 

1. 災民救援 

2. 災害現地對策本部開設 

3. 無人機空中輻射監測 

4. 川內核電廠廠內應變設施介紹： 

2月 16日 

演習觀摩： 

1. 疏散人員臨時集合地點 

2. 疏散車輛及人員檢查點 

3. 收容所 

路程（日本鹿兒島機場→東京羽田機場） 

2月 17日 
1. 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緊急應變中心 

2. 參加內閣府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2月 18日 
回程 

(日本東京羽田機場→台北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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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核子事故災害防救體系簡介 

一、平時整備 

日本災害防救體系與我國相仿，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身體和財產免受災害

侵害，日本於 1961 年制定了《災害對策基本法》，要求各級政府（中央、都道

府線、市町村）及指定之公共機構必須制定災害防救計畫，擬訂災害預防相關的

財政和貨幣措施以及其他必要的災害對策，並明確規範不同層級、不同機關間的

防救災責任及義務，解決過去多頭馬車的問題，確保災時各級政府能迅速地各司

其職，以維護社會秩序，確保公眾福利。 

中央層級，內閣府依據《災害對策基本法》必須訂定「防災基本計畫」，負

責計畫的實施與推動，並定期召開中央防災會議，由總理等全體內閣成員、公共

機構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負責研訂「防災基本計畫」及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作業

；至於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則依據《原

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訂定「原子力災害對策方針」，規範核能災害應變對

策及業務分工，以及緊急情況下必須採取的民眾防護行動。 

地方層級，各地方自治體依據《災害對策基本法》必須訂定「地區防災計畫

」，並定期開會討論；而位處核能電廠周邊區域，被指定為核子事故對策重點區

域的 37 個都道府縣及 140 個市町村，則必須依照「原子力災害對策方針」訂定

「核子事故對策篇章」，內容含括所轄地區核子事故減災、整備及緊急應變相關

事項，以及敘明集結點、疏散路線、收容場所及碘片發放方式等內容。 

此外，內閣府在日本全國有核能電廠的 13 個地區設置有「原子力防災協議

會」，由內閣府、原子力規制廳等中央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參加，負責彙整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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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核子事故防災計畫等應變整備相關事項，於報請中央「原子力防災會議」同意

後實施（圖 1）。 

圖 1、日本核子事故平時整備體制 

 

 

二、災時應變 

萬一發生核子事故，且有大量放射性物質外釋或外釋之虞時，中央原子力防

災會議將轉為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對策本部的主要職責是掌握核電廠受災情形

，並協調中央有關機關及地方政府，以利迅速地採取應變措施。本部長由內閣總

理大臣擔任，副本部長由內閣官房長官、環境大臣、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原子

力防災）及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委員長擔任，成員則包含所有的國務大臣、內閣府

副大臣及內閣危機管理監等。（圖 2） 

對策本部的業務劃分上，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主要負責技術性、專業性事項的

決策，至於電廠所需的設備物資及廠外相關應變措施，則由各相關省廳依照本部



 

第5頁/共 35頁 

長的指示執行。對策本部下設事務局，由內閣府政策統括官（原子力防災擔當）

擔任局長，負責相關省廳、地方自治體等在緊急狀況下的統合協調工作。 

 

圖 2、日本平時與災時之核子事故災害防救組織轉換 

此外，阪神大地震後，日本因應複合式災害頻傳，於 2015 年 7 月修訂「防

災基本計畫」，新增了針對天然災害的「緊急災害對策本部」，當發生顯著異常

且嚴重之非常災害時，由內閣總理大臣任本部長。其成員由全體國務大臣、內閣

危機管理監、指定行政機關首長及內閣官房、指定行政機關等派員進駐，依照事

先擬定之災害防救計畫，指揮內閣府及各級對策本部進行災害應變作為；當伴隨

發生核子事故時，將與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建立統一資訊收集、決策、指揮、調

整的運作體系，以強化複合式災害下的緊急應變機制。（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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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天然災害伴隨發生核子事故之緊急應變體制 

 

三、日本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 

在緊急應變計畫區方面，日本政府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劃定距離核能

電廠 5公里範圍內的 PAZ（Precautionary Action Zone）及距離核能電廠 5至

30公里範圍的 UPZ（Urgent Protective Action Planning Zone）兩個緊急應

變計畫區，分別類似我國緊急應變計畫區的 3公里內及 3至 8公里範圍。 

在應變時序方面，核子事故發生初期，因為情況緊急，為了避免民眾後續遭

到輻射曝露，而發生輻射的確定性效應，日本政府會依照緊急行動基準（

Emergency Action Level, EAL），依照電廠事故類別，研判應該立即採取的民

眾防護行動。而當事故持續惡化，開始有放射性物質外釋時，則會依照環境輻射

劑量率實際量測的結果，依照操作干預基準（Operational Interven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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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採取相對應的民眾防護行動，來抑低輻射的機率性效應，也就是所謂的致

癌效應或遺傳效應。至於日本政府早期所使用的劑量評估系統（SPEEDI），2011

年福島事故時，因為缺乏外釋射源項資料，無法得到具參考性的劑量率分布情形

，故日本政府迄今仍未將其納入民眾防護行動的執行依據。 

此外，借鏡福島電廠事故時民眾疏散經驗，考量部分具健康風險的民眾在疏

散過程中導致健康惡化，甚至因此喪生。因此在福島事故後，NRA 修改「原子力

災害對策方針」，要求在緊急戒備事故（Alert）階段時，必須針對 PAZ 內的弱

勢族群，包含年長者、身心障礙者、孕婦、嬰幼兒、嬰幼兒的照顧者、需要特別

照顧的病患，以及醫生研判無法服用碘片的病患，做好預防性疏散的準備，俾利

於廠區緊急事故（Site Area Emergency）階段進行撤離；屆時前揭弱勢族群可

利用無障礙車輛進行疏散，至於可能因為長時間疏散而導致健康惡化之民眾，例

如住院病患、居家照護之插管病患等，則建議先行撤離至 PAZ周邊具有輻射防護

措施之室內避難設施，再視狀況移轉至收容場所進行安置。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在 EAL規劃方面，當事故發展至緊急戒備事故時，會透

過戶外廣播、廣播車、新聞資訊、手機訊息、核災防範 APP等管道呼籲民眾返家

，並預作 PAZ內弱勢族群疏散之準備；若事故持續惡化，進展至廠區緊急事故，

PAZ內弱勢族群將進行預防性疏散；若進展至全面緊急事故，則會指示 PAZ內一

般民眾進行疏散並服用碘片；至於 UPZ內民眾則以掩蔽為主，當放射性物質外釋

時，受影響區域則會對照 OIL採行對應之民眾防護行動，例如疏散、暫時移居及

飲食管制等，基本上與我國作法一致。（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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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日本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時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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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摩行程簡介 

日本 2024年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2024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

ntion Drill and Opinion Exchange Meeting）國際觀摩暨交流會議於 2025 註 1

年 2月 14日至 17 日間舉行，詳細行程如附件 1。 

行程首日先於薩摩川內市的 SS Plaza Sendai 會議中心召開行前說明會，

由日本 NRA及內閣府官員進行簡報，分別說明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體系、

核子事故整備措施現況與本次觀摩行程概述（相關簡報如附件 2~4），會後接續

安排觀摩陸上自衛隊孤島地區臨時橋樑架設演練；2 月 15、16 日為廠內及廠外

演練觀摩行程，由內閣府主導，安排國際觀摩團以遊覽車方式走訪各個觀摩站點

，並安排解說人員進行說明；最後一日則安排赴東京參訪 NRA之緊急應變中心（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接續於 TKP溜池山王會議中心舉行國際交流會

議。以上 4日行程均安排英語口譯人員隨行，並提供口譯機，確保良好解說品質

。本次演習國際觀摩團除我國外，還有 IAEA、美國、英國、法國、摩洛哥、南韓

及菲律賓等國家或國際組織派員，共計 27 人參加（如表 2）；我國係由職代表與

會。 

註 1：日本政府的會計年度是從 4 月 1 日開始到隔年的 3 月 31 日；另經詢日方表示本次演

練原訂於 2024 年末辦理，係因故延期。 

 

 

 

 

 

 

圖 5、行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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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國際觀摩團參與單位簡介 

國家/組織 參與單位 

日本 內閣府、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口譯人員（英日） 

奧地利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美國 

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局（Department of Energy/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DOE/NNSA）、美國駐日大

使館、美國領事館福岡分館 

英國 

核能管制辦公室（Office for Nuclear. Regulation, ONR）、

能源安全暨淨零排放部（Department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Net Zero, DESNZ）、英國駐日大使館 

法國 

民防與危機管理總局（General Directorate for Civil 

secur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法國原子能與替代能源委

員會（Frence Alternative Energies and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核能安全及輻射防護署（Nuclear Safety and 

Radiation Protection Authority）、法國電力公司

（Électricité de France, EDF）所屬格拉弗林核能電廠、

（Gravelines Nuclear Powerplant）、法國電力公司日韓辦公

室（EDF Japan & Korea Representative Office）、法國駐日

大使館、口譯人員（法日） 

摩洛哥 
核子與輻射安全與保安局（Moroccan Agency for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Safety and Security） 

南韓 

原子能安全委員會（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 NSSC）、南韓核能安全研究所（Korea Institute 

of Nuclear Safety, KINS）、南韓駐日大使館 

菲律賓 菲律賓駐日大使館 

我國 核能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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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觀摩過程紀要 

一、本次演練核能電廠介紹 

日本係依據「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辦理年度防災演練，本次擇定九

州鹿兒島縣之川內核能電廠（Sendai Nuclear Power Plant）及鄰近區域舉辦，該

電廠由九州電力公司經營，共有 2 部機組，其中 1 號機及 2 號機均為壓水式反應

爐（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PWR），輸出功率 890 MW，分別自 1984 年 7 月

及 1985 年 11 月進行商轉。 

 

 

 

 

 

 

 

 

 

 

 

 

圖 6、川內核能電廠空拍圖 

2011 年福島事故之後，日本核能電廠幾乎全數停止運轉，並在停機期間進

行安全補強，日本政府通盤檢視國內運轉情形後，於 2013 年制定新的核能安全

管制標準，川內核能電廠 1號機是新管制標準下第一部允許重啟的核能電廠機組

，並自 2015年 8 月重啟運轉後，持續服役至今。 

此外，在日本政府的新規範下，核電機組原則上最長服役 40 年，但僅限展

期一次，最長延役 20年，川內核能電廠 1號機、2號機原訂分別於 2024年 7月

、11月服役屆滿 40年並停止運轉，經過特別檢查等程序後，於 2023年 11月獲



 

第12頁/共 35頁 

得日本 NRA 同意延役 20 年，並在同年 12 月獲地方政府同意繼續運轉備註 2，成為

日本目前少數服役超過 40年的核電機組。 

備註 2：在日本，雖然核能電廠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沒有實質監管核能設施安全的權力，但在

實務上，為了確保所轄居民及周邊環境之輻射安全，地方政府通常會與設施經營者簽定「原子力

安全協定」，協定內容因地域而異，但基本上包括環境輻射監測、定期報告運轉狀況、資訊揭露

、品質保證、緊急通報及損害賠償等項目，並有權力派員進入設施內執行安全查核。雖然安全協

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尚無明確定論，但各界均相當重視，尤其是設施經營者普遍認為遵守協定

對於與當地政府建立夥伴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川內核能電廠 PAZ範圍涵蓋有薩摩川內市的滄浪、寄田、水飲及峰山地區，

人口數為 4,182 人；UPZ 範圍涵蓋有 lchiki 串木野市與阿久根市全區，以及薩

摩川內市、鹿兒島市、出水市、日置市、姶良市、薩摩町及長島町部分區域，人

口數為 198,143人；上述之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及居住人口如圖 7所示，合計約

20.2萬人。 

二、本次演練情境設定 

本次演練情境設定為鹿兒島縣發生強震，震央位於薩摩半島西海岸，受地震

影響，川內核能電廠 2部機組均緊急停止運轉，惟 1號機因設備故障導致反應器

冷卻功能喪失，進入全面緊急事故。 

本次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於 2025 年 2 月 14 日至 16 日於九州電力川內核能

電廠（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舉辦，包括中央政府、地方縣市政府、半徑 30 公

里範圍內 9 個市町村、九州電力等 294 個機關團體和當地居民共約 4,820 人參

加。 

此外，鑒於 2024 年 1 月能登半島發生強地震，本次演練亦加入發生地震和

核子事故等複合性災害時的應變情境。具體內容包括假設發生村落被孤立時該如

何疏散居民、利用直升機和船舶運送物資、從倒塌房屋中進行救援，以及使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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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式行動基地台恢復通訊等綜合災害防救演習。除了居民進行室內掩蔽外，應變

中心也規劃當發生地震災害時，滾動式協調疏散地點等替代方案。 

 

圖 7、川內核能電廠 PAZ及 UPZ範圍 

三、觀摩演練項目 

（一） 孤島地區臨時橋樑架設 

日本的陸上自衛隊（Japan Ground Self-Defense Force, JGSDF）是陸海

空自衛隊中規模最大的陸軍部隊，全體武職人員稱「陸上自衛官」。由於日本經

常遭遇地震、暴風雪、颱風、海嘯等各種重大災變，而且近代地面兵力需要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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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現階段陸上自衛隊的任務反而比較適合救難，近來也經常利用隊上的機械

裝備投入救災工作，同時藉此加強人員防災訓練的學習，確保在地狹人稠、高度

開發且容易引起重大傷亡的區域救災及重建上之效率。 

本次演練機具為 type 07 mobility support bridge，透過重型車輛載運橋樑骨

架等各部分單元，並連結在一起，可組裝成臨時性橋樑，跨距約 60 公尺，寬度

約 4 公尺，可使用於孤島地區的河流和溝壑，以方便疏散災民或載運物資。（圖

8、圖 9） 

圖 8、type 07 臨時橋樑              圖 9、架設 type 07臨時橋樑使用機具 

 

（二） 從倒塌房屋中救援災民 

因應 2024 年 1 月能登半島發生強震，本次演習亦將天然災害伴隨核子事故

的情境納入演練。演練內容包含從倒塌房屋中進行救援（圖 10），利用重型機具

清理被土壤壓住的道路，及因應地震導致消防栓不可正常使用時，出動水箱消防

車進行滅火等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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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人員表示，災害發生時，警察、消防跟自衛隊員都會參與救援行動，薩

摩川內市消防局大約有 150 個消防隊員，其中有 20 個接受過輻災應變的相關訓

練，不過說明人員特別強調，本次演練的情境尚無放射性物質外釋，所以並未要

求穿著輻射防護衣、呼吸面罩等防護裝具。 

圖 10、利用直升機救援倒塌房屋內災民 

 

（三） 鹿兒島縣原子力災害現地對策本部開設 

日本原子力防災綜合演練，是結合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同步實施，本次兵

棋推演主要是於鹿兒島縣廠外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 OFC）辦理，其位

於薩摩川內市的川內原子力規制事務所，距離川內核能電廠約 13公里。 

OFC主要工作為因應災害狀況進行應變，依照電廠事故發展，於緊急戒備

事故（Alert）階段，NRA鄰近各核能電廠所在區域的辦公室同仁會進駐執行動

員應變作業；若進入廠區緊急或全面緊急事故階段，則會開設原子力災害現地

對策本部，由內閣府負責核災的副大臣擔任指揮官，並有相關機關的人員進駐。 

觀摩當日進駐人員逾 300人，成員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警察、消防、

衛生、環保、民政及相關組織等。現場依配置區塊顏色區分各任務分組，進駐

人員須穿著分組對應之顏色背心，現場視訊系統可與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鹿

兒島縣廳、薩摩川內市市役所等單位同步進行連線，說明最新的狀況及接收中

央指示（如發布全面緊急事態宣言、指示民眾疏散撤離及服用碘片等)，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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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請求支援，當天亦現場連線，由日本首相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呼籲民眾

撤離及服用碘片，觀摩人員也有收到災防告警的手機簡訊。（圖 11-14） 

 

圖 11、廠外應變中心現場演練狀況 圖 12、日本首相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圖 13、警報簡訊（日文） 

 

圖 14、警報簡訊（英文） 

OFC 設有柴油發電機，並備有一定的燃油存量作為緊急供電使用，另設有

正壓裝置，減少設施外污染進到中心，如進駐人員已經受到污染，亦置有輻射

偵檢儀器及沖洗擦拭設備，並規劃除污廊道，避免污染擴散。 

此外，OFC 設有本館及別館，本館主要作為平時運作跟災時應變中心開設

使用，別館設有休憩空間以及 34個上下舖床架可供 68位男性（本館 1樓另有

女性休息室，計有 6個上下舖床架），以利輪班進駐作業順利進行。（圖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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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OFC正壓裝置 圖 16、進駐人員執行輻射偵檢 

圖 17、受污染人員除污設施 圖 18、OFC各樓層配置圖 

 

（四） 無人機空中輻射監測  

2011 年福島事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質外釋，周邊許多區域都遭受放射性

污染，促使日本積極發展無人載具來進行環境輻射監測。本項演練總共展示三

款空中無人載具，其飛行時間、負載重量、偵檢器形式、數據傳輸方式、使用

目的、測量精度及可操作性都有所不同（詳表 3）。經詢日方表示監測到的輻射

劑量率均可直接回傳至基地台，以利災時推估輻射塵影響範圍，作為研判採取

民眾防護行動之依據。（圖 19、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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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無人機功能比較表 

 （固定翼） 

無人駕駛飛機

(unmanned 

airplane) 

無人駕駛直升機

(unmanned 

helicopter) 

（多旋翼） 

無人機 

(drone) 

   

型號 Penguin C FAZER G2 M300RTK 

飛行時間 1,200 分鐘(20小時) 90 分鐘(1.5小時) 40分鐘 

機體重量 23公斤 100公斤 6公斤 

負載重量 5公斤 30公斤 2.7公斤 

偵檢器 GAGG 閃爍體 LaBr₃（Ce）閃爍體 Si 半導體 

數據傳輸 LTE 2.4 GHz（基地台半

徑 3 公里範圍內）、

衛星通訊。 

2.4 GHz（基地台半

徑 3公里範圍內）。 

使用目的 適用於大範圍偵測，

能夠涵蓋廣大區域，

適合快速評估輻射污

染分布。 

主要用於中長距離與

持續監測，適合在特

定區域進行輻射測量

。 

適合局部高精度測量

，例如進入建築物內

部、廢墟、隧道或狹

窄區域，進行近距離

輻射偵測。 

測量精度 中等 高 極高 

操作性 需要跑道或彈射裝置

起飛，回收時可能需

要降落場或降落傘，

不適合狹小空間，但

適合大範圍自動巡航

。 

操作較複雜，需要專

業人員控制，起降空

間較大，但能在空中

定點懸停，適合中距

離精細測量。 

可低空慢速飛行，能

夠進行高精度測量，

特別適合局部區域的

詳細輻射數據收集。 

其他 底部可搭載攝影機。 信號不穩定時可自動

返航、已用於福島第

一核電廠周邊地區的

監測。 

信號不穩定時可自動

返航。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大量運用這三種無人載具進行輻射測量；例如，東京

大學與環境省合作使用無人駕駛飛機進行廣域測量，東北大學與 JAEA（日本

原子力研究開發機構）開發的無人駕駛直升機用於長期監測，而 TEPCO（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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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則使用多旋翼無人機檢測建築物內部與廢墟的輻射情況。 

 

依據不同的偵測需求，解說人員表示會靈活運用這三種無人載具，以達到

最有效的空中輻射監測效果。 

 

 

 

 

 

 

 

 

 

 

 

 

圖 19、JAEA 人員說明各種空中 

輻射偵測載具的使用目的 

 

圖 20、輻射監測結果可即時回傳 

 

（五） 川內核能電廠廠內演練 

首日（2月 15日)即赴川內核能電廠觀摩廠內演練，電廠管制及保安程序

森嚴，電廠周圍設有鐵刺網、CCTV，並配置警衛針對進出電廠的車輛及人員進

行檢查，外賓亦同。本次國際觀摩團雖然事先已填具入廠申請表並提供護照資

料，當日入廠時保警仍針對入廠人員進行嚴謹審查，程序包括以下：  

1. 提醒入場不可攜帶危險物品，若有攜帶攝錄影裝置（如手機）必須全程

關機，並留置在解說場地。 

2. 逐一檢查護照，比對入廠申請資料，並請佩戴口罩的觀摩人員脫除口罩

，確認無誤才發放入廠證。 

3. 逐一檢查手提包及後背包，確認未攜帶違禁品。 

在經歷嚴謹的保安檢查後，觀摩人員始得入廠。首先由電廠人員簡要說明

川內核能電廠營運狀況，以及福島核災後，由於所有運轉及興建中之核能電廠

均須重新申請核准才能繼續運轉，川內核能電廠如何透過一系列改善耐震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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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計，強化供水供電能力等措施，通過 NRA審查同意重新啟動。（圖 21） 

當日廠內演練觀摩項目，並不像過去有熱交換、噴灑水霧等作業等實際演

練，取而代之的是介紹電廠的模擬控制中心，透過複製實際的控制中心操作介

面，作為運轉人員訓練之用。 

另外也介紹日本的美濱核子事故支援中心（Mihama Nuclear Emergency 

Assistance Center, M-NEACE）。汲取福島事故應變經驗，日本核能發電業者

（包含 9家電力公司、電力開發株式會社、日本核燃料株式會社、日本原子力

發電公司）於 2016 年 3 月成立日本原子力發電公司為主體的緊急應變支援機

構，以應對核能設施發生重大事故時之緊急應變需要，並於同年 12 月，在福

井縣美濱町開設美濱核子事故支援中心，作為支援機構的活動基地。 

支援中心平時主要針對輻射偵測遙控機器人進行集中部署與管理，並對核

電廠運作人員進行操作訓練；一旦發生核災，該支援中心將迅速派遣設備和人

員前往受影響的公司，共同應對高輻射下的輻射偵檢及除污作業。（圖 21、圖

22） 

 

圖 21、電廠人員說明電廠運轉現況 圖 22、偵測用機器人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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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示範之小型機器人參數 

 

（六） 疏散收容安置機制簡介 

居住在 PAZ範圍內的民眾，應於放射性物質外釋前進行預防性疏散。接獲疏

散指示時，原則上民眾應使用自家車輛進行疏散，若無自家車輛者，則必須以步

行方式前往臨時集合地點(temporary meeting place)，再搭乘巴士前往疏散地

點。 

至於居住於 UPZ範圍內的民眾，原則先進行室內掩蔽。室內掩蔽指示發出時

，應迅速進入自宅、公司或最近的公共設施等建築物內；接獲指示前，切勿外出

，如果放射性物質外釋，戶外活動可能會增加輻射曝露風險。 

續上，依照 OIL，如果 UPZ內民眾，接獲暫時移居或疏散的指示時，應備妥

所需物品，遵循各地方政府的指示行動。當環境輻射劑量率超過 20微西弗/小時



 

第22頁/共 35頁 

，應於 1 週內進行暫時移居；若當環境輻射劑量率超過 500 微西弗/小時，應於

數小時內進行疏散，與我國作法一致。 

為確保收容場所足以容納被疏散居民，並考量嚴重天然災害有可能導致疏散

路線無法順利通行等情形，川內核能電廠設定有多條疏散路線（圖 24），收容場

所位處 UPZ外，並預先制定在道府縣或市町村的地區防災計畫及避難計畫中，平

時也會向居民進行宣導或提供相關資訊。 

 
圖 24、川內核能電廠 PAZ 內居民疏散避難路徑及收容場所 

 

（七） 臨時集合地點演練（串木野市立川上小學） 

進入全面緊急事故階段時，日本政府會在放射性物質外釋前疏散 PAZ地區

的民眾，UPZ的民眾則會視 OIL的結果決定室內掩蔽或疏散。其中無法自行離

開的民眾可前往臨時集合地點（temporary meeting place）搭乘接駁巴士，

功能類似我國的集結點。本次演練臨時集合地點為串木野市立川上小學，附近

居民透過電視、手機等方式接收到疏散撤離訊息，附近居民可以到此集合地點

搭乘撤離專車進行疏散。 

居民抵達時首先進行報到及檢錄資料，除紙本作業外，因應電子化作業普

及，居民亦可事先下載「核災防範 App」，輸入個人的資料後，即可建立特有的



 

第23頁/共 35頁 

QR code，在乘坐疏散車輛、進入疏散時檢查地點或於避難收容處所報到時，

均可透過出示 QR code 讓工作人員進行編管，不用再填寫報到名冊，做法值得

我國參考。 

此外，「核災防範 App」還具有以下功能，首先是可確認鄰近監測站的環境

輻射劑量率及疏散避難路線；再者，可透過登錄親友的資料，確認目前的避難

狀況；最後，可接收政府發布的避難通知等相關資訊，或是將道路損壞的情形

提供予防災工作人員知悉，而且介面會配合裝置的語言設定進行切換，包含日

文、英文、中文及韓文，相當便利。（圖 25至圖 28） 

PAZ 範圍內的居民，碘片採事先發放，並會請居民事先參加發放說明會。

至於 UPZ的居民，於公所、衛生所等單位均有儲備，可於需要服用時緊急發放，

如因殘障或疾病在非常時期時不便領取者，只要符合特定條件，原則上可事先

領取。申請事前發放的方法等程序，記載於發放給 UPZ範圍內家庭的手冊，居

民可依指示申請領取。 

 

 

 

 

 

 

 

 

 

 

 

 

圖 25、鹿兒島縣核災防範 App 

 

圖 26、App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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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App編管用個人 QR code 

圖 28、民眾使用 QR code 報到檢錄 

 

 

（八） 疏散車輛及人員檢查點 

鹿兒島縣總共有 21 個疏散車輛及人員檢查點，本次演練地點為鹿兒島縣

立森林技術中心，疏散車輛檢查地點功能類似我國的防護站，所有自 PAZ疏散

撤離的車輛均必須至此處進行輻射偵檢，以確認無輻射污染。被引導進入的民

眾及貼有車輛檢查證的車輛，會由應變人員使用儀器進行輻射污染偵測，這個

部分和我國直接以門框偵檢器確認車輛是否有污染的作法上有所不同。（圖 29） 

車輛偵檢係以 OIL4為檢測標準（距離皮膚數公分計數率為 40,000 cpm），

若偵測結果活度超過 40,000 cpm，偵檢人員將以乾式除污對車輛進行簡易清

消，並對車上乘客進行抽樣偵測，若乘客抽樣結果也超過 OIL4，則全車乘客均

必須進行偵檢，且超過標準的人員需進行全身除污作業。（圖 30、圖 31） 

完成整套偵檢流程後，車輛離開前最後一站是由專人發放碘片，PAZ 內民

眾都會事先發放碘片，若未能從家內攜出碘片之民眾可以現場領取碘片並服用，

另外會發放車輛通行證，後續至收容所時須出示通行證，車輛才能獲准進入。

（圖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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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檢查點 

圖 30、車輛輻射偵檢 

圖 31、人員輻射偵檢 圖 32、發放車輛通過證 

圖 33、發放碘片  

（九） 收容所演練  

收容所演練地點位於鹿兒島縣始良市役所加治木支所（Aira City Kajiki 

town hall），為始良市居民的災害避難收容處所，可容納約 200人，具有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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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暖氣跟儲備物資，約有 7日的收容量能。 

居民接獲疏散通知，並通過檢查點後，可自行開車或搭乘專車到此收容所

進行避難，抵達收容所後，會先利用 QR code 進行報到，接著會進行醫療諮詢。

災情相關的資訊，會張貼在「情報揭示板」，俾利民眾知悉。 

收容所有基礎的環境、消防設施及水電設備（例如：門窗、廁所、冷氣、

空調、電梯、水電、電話、電視、廣播、滅火器、逃生設備等），並保持良好

狀況，另外也有帳棚、簡易馬桶、硬紙板床、防災睡袋等防災物資，義工或相

關協助者也會事先徵召及定期訓練；如有特別需要協助之長者或特殊醫療照護

者，地方政府也會事先造冊，以備不時之需。（圖 34~41） 

圖 34、避難所 圖 35、隔離帳棚 

 

 

 

 

 

 

圖 36、情報揭示板 

 

 

 

 

 

 

圖 37、簡易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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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可組合成床墊之椅墊 圖 39、硬紙板床 

圖 40、防災寢袋 圖 41、存放物資展示 

 

四、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緊急應變中心 

NRA 辦公室位於東京都六本木，2011 年福島事故發生前，日本核能電廠的管

制作業分散在內閣府、經濟產業省以及文部科學省，福島事故後，為整合管轄權，

並強化核安監管的獨立性，在 2012 年 9 月成立 NRA，屬於環境省的外局。作為

一個獨立機關，NRA 負責日本全國的 3S：核能安全（Safety）、核子保安（Security）

及核子保防（Safeguards）等業務，角色與我國核能安全委員會類似。委員會之

下設有原子力規制廳，做為委員會的事務局，其派駐各核能電廠據點的事務所，

負責監管核能電廠保安、協助電廠年度演習規劃以及審查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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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NRA的 3樓為其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心（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ERC），

面積約 700平方公尺，功能類似我國核安會核安監管中心，可透過緊急應變支援

系統（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 ERSS）監控全國各核能電廠即時

運轉參數及全國環境輻射偵測數據，確保電廠安全運轉及環境輻射安全；是日有

觀摩人員詢問是否有比照 IAEA 作法將監測數據用來分析評估，惟日方表示主要

作為決策參考。 

ERC 平日白天該辦公室有一般職員出入，無專責輪值人員；夜間及假日則由

4人輪值進駐。如果電廠有異常事件通報、或電廠所在區域發生五級以上地震時，

將召回人員成立 ERC。 

ERC 作業場所分為廠內（on-site center）和廠外（off-site center）2個

作業區，廠內作業區負責事故發生時追蹤掌控廠內狀況，可與日本各核能電廠及

相關單位進行視訊連線；廠外作業區則是負責處理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

事項，事故時也可隨時與各地方政府進行視訊連線，討論即時狀況和應變決策。

（ERC內禁止攝錄影） 

 

五、內閣府與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本次公務出國最後一個行程為參加日本內閣府辦理之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

議，該會議由內閣府政策統括官（原子力防災擔當）主持，首先由內閣府針對本

次演習進行回顧與總結簡報，再請國際觀摩人員就演習提出建議。會議情形如圖

42。 

職於總結會議時首先感謝日方的邀請，提供臺灣寶貴的機會來觀摩這次的年

度綜合防災演練，接續表示鹿兒島縣的「核災防範 App」是一個亮點，可以減少

人員編管的時間與降低資料誤植的機會，但這是鹿兒島縣政府自己開發的 App，

後續或許可以建置日本全國通用的版本或推廣給其他的地方政府。 

另也詢問日方是否已考量大規模天然災害併同發生核子事故時，當地的電話

或網路服務或許會中斷或無法使用，日本是否有使用低軌衛星來確保事故時的通

訊順暢？日方回應包含低軌衛星在內，已經建立多重的通訊網絡，也會辦理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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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急通訊演習，確保災時通訊暢通。 

其他各國代表提出的意見或日本的回應摘要如下： 

（一） 演練方式： 

1. 本次演練是由內閣府負責制定整體劇本，並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

NRA因為具有核能專業，所以主要負責技術細節的設定；此外，地方

政府跟設施經營者的參與也十分重要，是由這四方共同決定演習的

安排跟細節。 

2. 建議每個觀摩階段都簡要說明當前狀況，以利觀摩人員了解目前的

情境設定與應對措施。 

3. IAEA 代表指出一共收到 3 份關於日本演習的報告，如果有興趣，也

可以進一步進行互動，例如回撥詢問問題，測試應變人員在緊急狀

況下與 IAEA的溝通是否順利。 

4. 若預算與資源允許，作為 RANET（IAEA 國際應變與援助網絡）的成

員國，日本可以嘗試在演習中模擬請求國際援助，例如緊急醫療、輻

射偵測、除污行動等，或是尋求外部建議，以提升應變能力。 

（二） 媒體互動： 

1. 開放式演練有助民眾了解政府的應變行動，並增強社會防災應變意

識；但有些演練項目仍建議在封閉環境下進行，以便讓應變人員專

注於演練，不受媒體或公眾的影響，例如 OFC 開設係採無腳本演練

（blind drill），參演者事先並不知道演習情境，所以是依據演習

目的來選擇適當的方式。 

2. 日本政府原則上不會讓記者直接與應變人員互動，對於外部資訊的

發布，內閣府、NRA及核災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均有專門

的公關單位負責，新聞媒體僅能透過官方管道獲取資訊，以確保口

徑一致。 

3. 過去日本政府曾邀請記者至 ERC模擬緊急事故發生時的新聞發布會，

以測試應變單位的回應能力；惟不建議於這類大型綜合演習進行測



 

第30頁/共 35頁 

試，以免造成混亂。 

（三） 核災防範 App 

1. 建議於「核災防範」App」裡面新增選項，讓避難者填寫自己的國籍，

以利地方政府或外務省知道每個集結點或收容站裡各國居民數量。 

2. 有些高齡者可能會面臨操作上的問題，這時候避難所會有人員進行

引導，並列印紙本 QR code 使用。 

3. 日本跟美國有開發類似的 App 或網站，可以讓居民輸入旅遊計畫，

以利政府掌握本國遊客的所在地資訊，俾於緊急時提供協助或發布

警訊。 

（四） 其他： 

1. 手機警報訊息包含英語跟日語，對於外國旅客來說非常有幫助。 

2. 本次演練雖然 App 及防災指引標示已經有多國語言版本，但目前鹿

兒島縣政府的防災網站只有日文，可以納入未來精進的方向。 

3. 複合式災害伴隨發生核子事故的疏散收容規劃相當重要，另外也必

須考慮到孤島地區的物資輸送問題。 

4. 讓民眾積極參與演習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但可觀察到參與者大

多是年長者，如何讓兒童也參與其中，讓下一代更早熟悉這類演習，

是未來值得改進的方向。 

    會議最後，主席感謝各國參與代表踴躍發言，提供日本政府諸多改善演習的

意見，有助於持續精進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及整備作業。 

 

圖 42、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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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與我國之比較 

以下說明本次國際觀摩發現日本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與我國核

安演習上做法之差異： 

(一) 劑量評估系統 

我國與日本在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方面，均採用 EAL和 OIL

，然而考量到 OIL僅在放射性物質外釋時才能進行量測，爰我國仍

持續發展大氣擴散模擬與劑量評估系統，以使民眾防護行動決策系

統更加全面完善。相較之下，日本政府早期所使用的劑量評估系統

（SPEEDI），由於在 2011年福島事故時，缺乏外釋的射源項資料，

無法得到具參考性的劑量率分布數據，所以迄今仍未將其作為民眾

防護行動的執行依據。 

(二) 演習辦理方式 

日方政府綜合防災演練之方式，係採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依照

時序同步實施，相較於我國分開辦理的作法，在各個面向上更加完

整，有助參與者熟悉各級政府決策面及執行面的關聯性；惟必須動

員大量的人力、物力，觀摩及評核動線必須縝密安排，投入成本規

模龐大。依據日方統計資料，本次參與演習的應變人力及行政人員

將近 5,000人。 

(三) 偵檢及除污方式 

所有自 PAZ疏散撤離的車輛都必須至檢查點進行偵檢，確認有

無輻射污染，而日本政府針對車輛的偵檢及除污方式均以人工處理

，與我國使用門框式偵檢器及重型核生化消毒車的方式有所不同，

使用門框式偵檢器確認有無污染較為快速，所需人力資源也比較少

；人員手持污染偵測儀器雖然相對耗時費力，但檢查較為仔細，也

比較可以進行細部除污。 

此外，日本政府考量除污後產生的大量廢水不易處理，因此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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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乾除污的方式，減少廢水的產生；我國則採濕除污的方式，廢水

經檢測符合《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核種活度排放標準後即可

逕行排放。 

(四) 碘片服用及發放 

日本政府考量 PAZ 靠近核能電廠，一旦放射性碘外釋，周邊居

民可能會面臨較大的輻射曝露風險，因此全面緊急事故時，為確保

甲狀腺已經被穩定碘飽和，會要求 PAZ內民眾疏散並服用碘片。 

而 UPZ 因為距離核能電廠較遠，因此在全面緊急事故時，並不

會要求民眾在室內掩蔽時就服用碘片，而是會依照環境輻射劑量監

測結果，研判民眾是否需要服用。 

然而，我國係依照「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應變及決策參考指引

」附表二，受放射性落塵影響區域的民眾，當評估服用碘片可減免甲

狀腺約定等價劑量達 100 毫西弗以上時，才會依照「干預基準」指

示民眾服用碘片。此外，我國是區分為 8公里的緊急應變計畫區（E

mergency Planning Zone, EPZ），亦與日本的 PAZ 及 UPZ作法有所

不同。 

二、心得與建議 

(一) 日本近年之綜合防災演練想定情境均參考 2011 年福島事故經驗

，強震或海嘯導致核電廠喪失外部電源，而演變成核子事故；相

較之下，我國在演習情境的想定上，不只納入多種複合式災害情

境，包含地震、湧浪、超大豪雨、火山噴發，亦適時納入國際時

事（如烏俄戰爭、日本能登半島地震）及外界關切議題（如 COVID-

19 疫情、假訊息澄清），務實檢討各種可能，強化核災應變處置

能量，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 考量重大天然災害併同發生核子事故時，市話、手機或網路服務

可能會中斷或無法使用，導致救災工作無法順利執行，平時應建

置多重備援機制，如低軌衛星或行動基地台，確保通訊網絡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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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並納入演練，以確保災時各機關構間聯繫暢通。 

(三) 本次觀摩團有多國大使館人員，經詢問有許多駐外使館人員並無

核能專業，並為首次參加核安演習，主要是協助記錄，並適時擔

任翻譯，或許爾後我國也可請駐日人員一同參與。 

(四) 我國與日本在地理環境、災害潛勢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日本的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整備及演習規劃、以及 2011 年福島事故

後的處置經驗，都相當值得我國借鏡。近年台日雙方持續邀請對

方參加核安演習，交互交流觀摩，分享彼此觀摩心得及回饋意見

，有助於精進彼此應變體制、作業程序及演習規劃，並增進雙邊

在國際上之能見度，建議爾後賡續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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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考資料 

1. 内閣府ホーム＞内閣府の政策＞原子力防災＞よくある御質問 

https://www8.cao.go.jp/genshiryoku_bousai/faq/faq.html 

2. 令和 3年版 防災白書｜図表 1-1-1 平時・緊急時における原子力防災体

制 

https://www.bousai.go.jp/kaigirep/hakusho/r03/zuhyo/zuhyo2-01_01_01.html 

3. 令和 5年版 防災白書｜図表 1-2-2 複合災害時の両本部の対応イメージ

（対応の方向性） 

https://www.bousai.go.jp/kaigirep/hakusho/r05/zuhyo/zuhyo2-01_02_02.html 

4. 立法院-重大災害之中央應變中心指揮權限（蘇顯星）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85267 

5. 關西電力- Nuclear Power Information：Preparation for Potential 

Severe Accidents 

https://www.kepco.co.jp/english/nuclear_power/severeaccident_bousai.html 

6. THE JAPAN NEWS-川內核能電廠空拍圖 

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business/companies/20231101-147097/ 

7. 世界核能協會 

https://world-nuclear.org/nuclear-reactor-database 

8. 鹿兒島縣 核災防範手冊 

https://www.pref.kagoshima.jp/aj02/bosai/sonae/shiori/documents/91589_202

40119092124-1.pdf 

https://www.pref.kagoshima.jp/aj02/bosai/sonae/shiori/documents/91589_202

40119092143-1.pdf 

9. 南日本新聞-国の原子力総合防災訓練、初の孤立集落発生を想定 能登半

島地震踏まえ 11年ぶり県内実施、294機関 4820 人参加 14～16日、薩摩

川内市 

https://373news.com/news/local/detail/208604/ 

10. 日本原子力發電株式會社-美浜原子力緊急事態支援中心 

https://www.japc.co.jp/tsuruga/emergency-support/equipment.html 

  

https://www8.cao.go.jp/genshiryoku_bousai/faq/faq.html
https://www.bousai.go.jp/kaigirep/hakusho/r03/zuhyo/zuhyo2-01_01_01.html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85267
https://www.kepco.co.jp/english/nuclear_power/severeaccident_bousai.html
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business/companies/20231101-147097/
https://world-nuclear.org/nuclear-reactor-database
https://www.pref.kagoshima.jp/aj02/bosai/sonae/shiori/documents/91589_20240119092124-1.pdf
https://www.pref.kagoshima.jp/aj02/bosai/sonae/shiori/documents/91589_20240119092124-1.pdf
https://www.pref.kagoshima.jp/aj02/bosai/sonae/shiori/documents/91589_20240119092143-1.pdf
https://www.pref.kagoshima.jp/aj02/bosai/sonae/shiori/documents/91589_20240119092143-1.pdf
https://373news.com/news/local/detail/208604/
https://www.japc.co.jp/tsuruga/emergency-support/equi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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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 1、日本 2024年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國際觀摩行程表 

附件 2、日本 NRA 簡報－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體系 

附件 3、日本內閣府簡報－核子事故整備措施現況 

附件 4、日本內閣府簡報－2024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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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14-16 ＠Kagoshima Pref. 

                          Sendai Nuclear Power Station

2025.2.17 ＠Tokyo 

                     Opinion Exchang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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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of the Event

• Host: Cabinet Office,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 Support: JTB Corp.  (provided English interpreter)

Outline

Schedule

2025.2.14-16 ＠Kagoshima prefecture
2025.2.17 ＠Tokyo

※Move to Satsumasendai City, Kagoshima Pref. on your own.

◆2025.2.14
Meeting point: SS Plaza Sendai @13:30

◆2025.2.15
Meeting point: Bus stop at Sendai station

◆2025.2.16
Meeting point: Bus stop at Sendai station
Dismiss point: Domestic terminal in Kagoshima Airport
                         @around 4:00pm
After the temporary dismissing, each person will head to Tokyo.

→Move to Tokyo, on your own

◆2025.2.17
Meeting point: The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ERC
                         (Roppongi, Tokyo)
Dismiss point: TKP Tameike Sanno Conference Center

※Dismiss time is scheduled for 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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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chedule

◆2025.2.14

Briefing: SS Plaza Sendai Meeting at 1:30pm (2:00pm-3:30pm)

Observation: Preparations for Emergency Bridge training (4:00pm-5:00pm)
By the Self-Defense Force

Opinion Exchange Meeting (7:00pm-9:00pm)

◆2025.2.15

Meeting: 8:30am (around Super Hotel Satsuma-sendai)

Observation: Rescue training for isolated areas (9:30am-9:40am)

Observation: Off-site Center (10:20am-10:45am)

(Lunch)

Observation: Emergency monitoring training (1:00pm-1:10pm)

Or

Observation: Kagoshima Prefectur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Radiation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11:10-11:30, in case of rain and strong winds)

Observation: Accident containment training at Sendai Nuclear Power Station (2:00pm-
3:00pm)

◆2025.2.16

Meeting: 8:00am (around Super Hotel Satsuma-sendai)

Observation: Temporary meeting place @Kawakami Elementary School (8:50am-9:10am)

Observation: Screening test of evacuation @Kagoshima Prefectural Forestry Technology 
Center (10:00am-10:30am)

Observation: Evacuation center @Aira City Kajiki town hall (11:15am-11:45am)

(Lunch)

Dismiss at Kagoshima Airport (after 4:00pm) → Move to (Tokyo) Haneda Airport on your own 

◆2025.2.17

Meeting: 10:40am (in front of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Observation: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ERC (11:00am-12:00am/noon)

(Lunch)

Workshop, Opinion Exchange Meeting (2:00pm-4:00pm)

Dismiss at TKP Tameike Sanno (4:30pm)

※Subject to change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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