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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公差係受美國輻射源保安辦公室（Office of Radiological Security, ORS）

邀請，由核能安全委員會及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共同派員參加第 8 屆輻射源保安區

域檢閱會議（8th Regional Review Meeting on Radioactive Source Security）。會議涵蓋多

項重要主題，包括加強國際合作、推廣替代技術、識別保安威脅、提升保安與緊急應

變能力、強化放射性物質運輸的保安與監測、關注永續性發展及輻射源生命週期終期

管理。我方與會人員於會議中口頭報告我國輻射源管制制度，並與美國、加拿大、日

本及澳洲等國管制機關代表交流各國輻射源管理模式。會議所蒐集的資訊與交流成果，

將為相關從業人員提供寶貴的參考依據，有助於提升我國輻射源管制作業之品質與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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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美國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局（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轄

下的輻射源保安辦公室（Office of Radiological Security, ORS）負責推動美國的輻射源

保安政策，並長期透過台美民用核能合作聯合常設委員會（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JSCCNC）協定，與我方進行輻射源保安及管理技術與機制

的交流合作。 

為深化雙方的技術合作與交流關係，美國輻射源保安辦公室特邀請我方參加第 8

屆輻射源保安區域檢閱會議（8th Regional Review Meeting on Radioactive Source 

Security）。此會議旨在討論輻射源保安相關重要議題，包括保安措施的實施與持續

維護、非放射性同位素輻射源的替代方案、遭竊未遂事件的國家應變作為、運輸保

安，以及廢棄輻射源的管理等面向。 

本屆會議於日本水戶市召開，參加者除主辦單位美國輻射源保安辦公室外，主要

來自亞太地區各國代表，另有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與世界核能保安協會

（World Institute for Nuclear Security, WINS）等國際組織共同參與。此會議自 2008 年

起不定期舉辦，歷屆分別於印尼（2008年）、越南（2010年）、菲律賓（2012年）、泰

國（2013年）、馬來西亞（2016年）、斯里蘭卡（2018年）及越南（2023年）等國家舉

行。鑒於本次會議涵蓋核子保安議題，而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核能安全研究中心長

期支援本會保安應變組進行核子保安相關研究與視察任務，基於專業互補考量，特推

薦該中心派員共同與會。 

二、過程 

(一) 行程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5月18日 日本 路程(台北-日本水戶市) 

5月19日-23日 日本 參加第 8 屆輻射源保安區域檢閱會議 

5月24日 台北 路程(日本水戶市-台北) 

(二) 出席「第 8 屆輻射源保安區域檢閱會議」 

1. 主辦單位概述 

本次會議由美國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局輻射源保安辦公室與日本原

子能研究開發機構核不擴散與核子保安綜合支援中心（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 / Integrated Support Center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Nuclear Security, JAEA/ISCN）共同主辦。 

(1) 美國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局輻射源保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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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輻射源保安辦公室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所建立的「輻射

源防護與保安跨部門工作小組」框架下運作，致力於防止高活度輻射

源被用於恐怖攻擊。 

該辦公室的主要任務包括： 

⚫ 提供先進的保安技術、專業知識與訓練課程 

⚫ 提供輻射源回收服務，移除並處置廢棄的輻射源 

⚫ 推廣可行的非放射性同位素替代技術，減少業者對高活度輻

射源的依賴 

在合作網絡方面，該辦公室與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調查局、國

務院及地方政府等機關合作，同時支援國際原子能總署在全球推動相

關保安行動。透過與各國政府、急救單位、企業、醫院及相關產業合

作，強化國際間的合作與整體輻射源保安。目前相關計畫涵蓋全美 50 

個州，並與超過 80 個國家展開合作。 

(2) 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核不擴散與核子保安綜合支援中心 

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成立於 2005 年，由原日本原子能研究所

（JAERI）與日本核燃料循環開發機構（JNC）合併而成，是日本唯一

涵蓋核能廣泛領域的綜合性核能研究與開發機構。其研究領域包括核

子科學研究、先進反應器與燃料循環技術、除役作業、福島復原及核

子保安緊急應變等。 

核不擴散與核子保安綜合支援中心於 2010 年 12 月成立，為該機構

轄下的跨領域部門，致力於強化亞洲地區的核子保安。該中心運用日

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知識、技術與經驗，支

援新興核能國家進行能力建構與技術發展，促進核不擴散與核子保安

的強化。 

2. 會議議題及議程 

今（2025）年舉辦的第8屆輻射源保安區域檢閱會議，旨在強化輻射

源保安並促進亞太地區的合作。會議涵蓋多項重要主題，包括加強國際

合作、推廣替代技術、識別保安威脅、提升保安與緊急應變能力、強化

放射性物質運輸的保安與監測、關注永續性發展及輻射源生命週期終期

管理。 

議程概要如下（詳如附件）： 

⚫ 第一天（5月19日）開幕與基礎議題： 會議以開幕式揭開序幕，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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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組會議探討保安文化和區域夥伴關係，包括各國經驗分享和國

際合作策略的討論。 

⚫ 第二天（5月20日）技術與監管議題： 會議聚焦於網絡保安、替代技

術推廣，以及放射性物質保安監管考量和永續性挑戰。替代技術部

分特別著重於電子束技術在血液輻照、食品輻照和水稻品種改良中

的應用。 

⚫ 第三天（5月21日）運輸保安與應變機制： 會議討論輻射源的運輸保

安，包括具體運輸案例分析以及執法部門在緊急應變事件中的作用。

此外，亦深入探討執法部門、監管機構和業者間的協作機制。 

⚫ 第四天（5月22日）生命週期管理與會議總結： 會議集中討論輻射源

的生命週期終期管理，包括廢棄射源的管理策略與各國經驗分享。

會議最後進行綜合討論與總結，並舉行閉幕式。 

⚫ 第五天（5月23日）技術參訪： 會議安排實地技術參訪活動，參訪地

點包括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設置於東海村的實體防護演習場與

虛擬實境演習場，以及千代田技術公司（Chiyoda Technol Corporation）

的劑量計工廠與大洗研究中心。 

3. 我方報告內容紀要 

在本次會議中，我方應主辦單位邀請，針對我國輻射源管理制度進

行專題簡報（會場活動剪影如附圖所示），內容涵蓋國內輻射源的管制與

分類制度、高風險輻射源保安管理及廢棄射源管理機制。 

(1) 輻射源的管制與分類制度 

我國的輻射源管理以「游離輻射防護法」第 29 條為法源依據。該

法規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 RS-G-1.9 標準，對輻射源實施分級管理。根

據輻射源的潛在風險程度，管理體系將其分為以下兩種類別： 

⚫ 許可類： 此類別涵蓋較高風險輻射源，例如非破壞檢驗所使用的 Ir-

192 射源，對此類輻射源的使用和管理有著縝密的規定，業者需申

請取得使用許可證方可操作。 

⚫ 登記備查類： 此類別包含風險較低的輻射源，例如科學研究用氣相

層析儀所含的 Ni-63射源。由於此類輻射源的風險級別低於許可類

輻射源，因此管制強度相對較低，但仍須登記相關輻射安全資訊以

利管理。 

依輻射源類別不同，業者須承擔不同的法定義務。持有登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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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輻射源的業者，需每月對射源進行巡檢、每年進行污染擦拭測試，

並每五年進行輻射安全測試。持有許可類輻射源的業者，除須執行上

述管理作業外，另需每五年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許可證。 

(2) 高風險輻射源保安管理 

為了加強對高風險輻射源的管理，我國於 2012 年參考國際原子能

總署 Nuclear Security Series No.11 報告，將輻射源保安概念納入法規體

系。 

按國際原子能總署 RS-G-1.9 標準，將密封輻射源分為 1 至 5 類，

其中第 1 類輻射源的風險最高，第 5 類輻射源的風險最低。我國將風

險最高的第 1 類及第 2 類分為兩個保安級別，並規定使用這些輻射源

的業者應制訂保安計畫。 

保安計畫應詳細說明輻射源、使用場所及設施內部的保安程序與

管理措施等資訊， 透過發揮「偵測」、「延遲」、「應變及通訊」與「保

安管理」等功能，防止設施遭到侵入導致輻射源遺失，確保輻射源安

全。 

(3) 廢棄射源管理機制 

國內廢棄輻射源大多由業者申請永久停用後，委由獲得認可的偵

測服務機構負責運送至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以下簡稱國原院）進

行貯存。 

國原院自 1978 年起暫代貯存報廢之廢棄射源，接收核能電廠以外

醫療、農業、工業、學術及研究等單位所產生之廢棄射源，常見的廢

棄射源包含核子醫學加馬相機 Co-57 校正射源、密度量測用 Co-60 射

源、儀器控制用 Cs-137 射源及研究用 Po-210 射源等。 

國原院核對廢棄射源資料後，將廢棄射源存放於統一制式規格之

金屬箱內，外表面標示輻射標誌。為了妥善利用貯存空間，金屬容器

採堆疊方式放置，較大型廢棄射源則放置於貯存架上，所有廢棄射源

集中於建物內管理。 

 

我方簡報結束後，會場人員提問是否會將已完成報廢的射源自貯存

倉庫取出後再使用。對此問題，我方回覆：並無將報廢射源取出再使用

之情形。 

來自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的 Charles Streeper則回應表示，該單位曾有將大型報廢射源切割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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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案例。 

4. 其它與會人員報告紀要 

本次會議議程相當紮實，除我方與會人員的報告外，共安排了 27 個

口頭報告及 5 個專家座談會。以下摘要說明其中與保安管制及保安文化相

關的 3 個重要報告。 

(1) 加拿大輻射源保安管理模式 

本報告由 加拿大核 能安全委員會（Canadian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 CNSC）的核子保安部門保安官 Thomas Kirton分享了加拿大

的輻射源保安管理模式，強調其在法規框架、執照管理、法定檢查

（compliance inspections）以及與業界合作方面的策略。 

加拿大的輻射源保安監管體系建立在一套全面的法規框架之上，涵

蓋法令（legislation）、施行細則（regulations）和指引（guidance）。這套

框架賦予 CNSC 作為主管機關的權力，負責核發許可證（執照），並對違

規行為進行處罰，其核心目標是確保輻射源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從生產、

使用到最終處置，都能符合最高的安全與保安標準。 

CNSC 將保安要求融入執照核發流程中，並將其作為執照的強制性條

件，意即所有獲准使用輻射源的執照持有者都必須遵守嚴格的保安規定。

為確保這些規定能有效執行，CNSC 會透過例行的法定檢查來評估執照持

有者的保安計畫。這些檢查不僅能準確評估執照持有者的遵守情況，同

時也與執法工具緊密結合，確保違規行為能被有效處理。 

然而，法定檢查本身是一項資源密集型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時

間和資金。為克服這項挑戰，CNSC採取了兩項解決方案：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CNSC的安全檢查員（safety inspectors）檢查重

點為輻射安全或核子安全，與保安檢查員（security inspectors）職掌不同。

惟兩者會建立合作關係，透過培訓、資訊共享和聯合檢查來提高效率。 

優化規劃效率： CNSC利用法定檢查和發照檢查歷史數據，結合建議

和地理鄰近性來更有效地規劃檢查工作。 

CNSC 不僅是監管者，也積極透過「外展與參與（Outreach & 

Engagement）」活動來支持執照持有者。鑒於其「績效導向型監管」模式

有時可能導致要求不夠明確，CNSC 透過通訊、會議、工作坊和網路研討

會等形式，提供持續的指導和雙向溝通，以確保執照持有者能充分理解

並遵守所有保安規定。CNSC強調其旨在支持而非僅監管執照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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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威脅和新興技術，CNSC 也致力於「持續改進」。

這包括不斷審查其監管框架並加以調整，以適應不斷演變的安全環境。

此外，CNSC 認識到「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並積極與其他主管機關協調，

以克服「一刀切」模式（One-size-fits-all approach）可能無法滿足產業特

定需求的挑戰。 

加拿大的輻射源保安管理模式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其強

調整合法規框架、執照管理、嚴格的法定檢查以及與業界的積極互動，

形成了強大而有韌性的保安體系。 

(2) 輻射源保安監管實踐：挑戰、策略與永續發展 

輻射源保安監管是全球各國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如何建立並維持

一個健全的監管體系，確保這些具有潛在危險的物質不被濫用、誤用或

落入不法之手，實為當務之急。 

會議中安排透過「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的方式蒐集與會人員

意見，再由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員會的 Thomas Kirton 和世界核能保安協會

的 Viviana Moreno負責彙整及報告，報告內容係探討維護輻射源保安監管

永續性的關鍵實踐、面臨的挑戰，以及可利用的寶貴資源與夥伴關係。 

有效的輻射源保安監管需要一系列綜合性的實踐，以確保其長期有

效運作： 

i. 建立夥伴關係與協調機制： 與相關政府部門、執法機關、產業界、國

際組織及其他監管機構建立並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至關重要。這包括資

訊共享、聯合演習和協調行動，以應對潛在威脅。亞洲核子保安網

（ANSN）、美國能源部、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等國際合作平台，

以及區域性的監管機構合作組織（如東南亞國家原子能機構間合作論壇

ASEANTOM），都提供了寶貴的協作機會。 

ii. 法規框架的定期審查與更新： 監管法規不應一成不變。隨著科技的進

步（如新興技術的出現）、威脅情勢的演變以及國際最佳實踐的發展，

監管機構需要定期審查並修訂法規，以確保其適應性和有效性。這也包

括針對不同產業需求進行調整，避免「一刀切」的僵化管理。 

iii. 知識管理與能力建設： 確保監管機構內部具備充足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至關重要。這需要持續的知識管理、為檢查員提供最新的培訓，以及針

對保安人員進行持續的專業發展。特別是當保安人員異動時，知識的傳

承和新進人員的培訓顯得尤為關鍵。 



7 

iv. 定期檢查與執照管理： 定期的現場檢查是確保業者遵守法規的有效手

段。將保安計畫納入執照申請程序，並建立一套全面的保護、預防、應

變系統，特別是針對高風險輻射源，可以從源頭上強化保安。此外，精

準的輻射源庫存管理，是確保所有輻射源均被追蹤和控制的基礎。 

v. 提升保安意識與業界合作： 透過宣導活動和與業界的緊密溝通，提升

輻射源持有者的保安文化和意識，使其理解自身在維護保安中的關鍵作

用。這有助於建立一個共同負責的環境。 

儘管有上述實踐，但在維持輻射源保安的法規遵循方面，監管機構

仍面臨諸多挑戰： 

i. 資源與資金限制： 監管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和資金投入，尤其

在某些地區，可能缺乏足夠的資金來支持全面的監管活動、人員培訓和

基礎設施建設，嚴重影響監管效能。 

ii. 法規的清晰度與靈活性： 法規內容有時可能不夠明確或過於僵化，導

致業者難以理解或實施。監管機構與業者之間需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

提供清晰的指導文件，並保持適當的執法彈性，以克服此類挑戰。 

iii. 保安文化不足： 部分業者可能缺乏足夠的保安文化，未能將保安置於

優先地位，導致在維持法規遵循方面出現問題。此種情況不僅影響個別

業者的保安管理，也可能對整體監管體系造成負面衝擊。 

iv. 人員流動與技術知識： 監管機構和業者內部保安人員的異動，可能導

致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的流失。同時，部分業者可能缺乏足夠的技術知

識來有效管理輻射源，影響保安管理品質。 

v. 外部環境的變化： 政府政策的變化、不同部會之間的協調問題，以及

新興威脅的出現，都可能對監管工作的連貫性和一致性造成影響，增加

監管工作的複雜度。 

面對上述挑戰，國際合作與資源共享顯得尤為重要。透過多層次的

合作機制，各國可以有效彌補在資源和專業知識上的不足，共同提升全

球輻射源保安能力。 

i. 國際組織層面： 國際原子能總署提供的指導文件、培訓課程和技術支

援，為各國監管機構奠定了重要的技術基礎。此外，美國能源部、日本

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等國家級機構的協助，也提供了寶貴的實務經驗和

技術資源。 

ii. 區域合作平台： 在區域層面，亞洲核子保安網、東南亞國家原子能機

構間合作論壇和亞洲核能合作論壇（FNCA）等合作平台，為各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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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提供了交流經驗、分享最佳實踐和共同應對挑戰的機會。這些區域

性合作機制更能針對區域特色和共同面臨的問題，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

案。 

透過這些多元化的夥伴關係，各國不僅能夠獲得必要的技術支援和

資源協助，更能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網絡，形成全球輻射源保安監管的

堅實基礎。 

輻射源的保安監管是一項持續且動態的任務。透過不斷完善法規框

架、強化執行能力、培養健全的保安文化，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各國

能夠有效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確保輻射源的和平、安全利用，最大

限度地降低其對人類和環境的潛在風險。 

(3) 打造與維護強韌的「保安文化」 

在核能與輻射應用的廣泛領域中，技術系統和嚴格法規固然重要，

但真正決定其長期安全的，往往是隱藏在組織深處的「保安文化」。保安

文化不僅僅是一套規章制度，更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模式，

它促使每位員工和相關利益方都能自覺地將保安置於核心位置。然而，

建立並持續維護這種文化，本身就是一項充滿挑戰的任務。 

會議中安排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蒐集與會人員意見，再由美國

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的

Brooke Buddemeier 和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核不擴散與核子保安綜合

支援中心的 Yo Nakamura負責彙整及報告。報告內容探討以下四個核心議

題：理解保安文化的內涵與重要性、維護保安文化面臨的挑戰、評估保

安文化的有效性，以及建立與維護保安文化的策略。透過深入分析這些

面向，期能為與會人員提供實務參考和指導方針。 

保安文化是組織中所有成員對保安事務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的總和，

它旨在防止惡意行為對核設施、放射性物質及輻射源造成危害。具體而

言，保安文化涵蓋以下核心要素：對潛在威脅的警覺性、嚴格遵守操作

程序、及時報告異常情況，以及在日常工作中將保安視為個人責任。 

強韌的保安文化對於維持輻射源保安至關重要，它不僅能提升組織

對內部威脅的防範能力，還能促進員工的歸屬感和責任感，使保安成為

一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a mindset and way of life）。 

在實務運作上，具備良好保安文化的組織中，員工能夠憑藉「好奇、

謹慎、有意識」（Curious, Cautious, Conscience）的3C態度，在任何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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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識別並報告潛在的保安風險。這種由內而外的自發性行為，遠比單

純依賴外在規範更能確保保安措施的有效執行。 

儘管保安文化的重要性廣受認可，但在實踐中，維持其持續發展卻

面臨多重挑戰： 

i. 「安全」與「保安」的認知差異： 許多組織可能過度側重於「安全」

（Safety）而忽視「保安」（Security）。雖然兩者密切相關，但「安全」

主要針對意外事件的預防，而「保安」則專注於防範惡意行為的威脅。

如果員工未能清晰區分並同等重視兩者，保安文化就難以健全發展，形

成認知上的盲點。 

ii. 機構間的互通性問題： 不同機構（如監管單位、執法部門、營運者）

之間可能存在資訊孤島或協調不足的問題，這會阻礙整體保安鏈條的有

效運作，進而影響保安文化的整體實施。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往往導

致各自為政的局面。 

iii. 政策變革的影響： 任何可能導致保安要求降低的政策變革，都可能侵

蝕既有的保安文化。監管機構在政策制定時，必須充分考慮其對保安文

化的潛在影響，避免因政策調整而削弱組織的保安意識。 

iv. 能力維持與人員變動： 員工的流動、關鍵職位人員的異動，以及缺乏

持續的專業培訓，都可能導致保安知識和實務經驗的流失，進而削弱組

織的整體保安能力。人員異動頻繁的組織尤其面臨知識傳承的挑戰。 

v. 技術與威脅的演變： 新興技術的出現和威脅情勢的快速變化，要求保

安文化必須具備高度適應性。若無法及時調整應對策略，現有的保安措

施和文化將難以有效因應新型態威脅，造成保安缺口。 

衡量保安文化的有效性是持續改進的基礎。透過多元化的評估方法，

組織能夠全面了解保安文化的實施現況，並識別改進空間。常見的評估

方法包括： 

i. 教育與培訓評估： 評估員工接受保安教育和培訓的程度，包括培訓的

頻率、內容品質和員工的反饋意見。此項評估有助於了解知識傳遞的效

果，以及員工對保安知識的掌握程度。 

ii. 實境測試與演練： 透過模擬惡意攻擊（如網路釣魚）或進行實際應急

演練，測試員工的警覺性和應變能力，並從中識別組織的保安弱點。這

類實境測試能夠真實反映員工在面對威脅時的實際表現。 

iii. 員工參與與回饋機制： 建立健全的報告機制，鼓勵員工主動報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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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異常事件或改進建議。員工的主動參與程度和意見回饋，直接反

映了組織內部對保安的重視程度和責任感。 

iv. 程序遵循與稽核檢查： 定期檢查員工對既定保安程序的遵循程度，並

透過內部或外部稽核，評估保安計畫的實施狀況。稽核結果能夠客觀呈

現保安措施的執行效果。 

v. 外部標竿與案例學習： 參考國際最佳實務案例、吸取類似事件的經驗

教訓，並將其納入內部評估和改進流程中。透過標竿學習，組織能夠持

續提升保安文化的水準。 

這些評估方法相互補強，形成完整的保安文化評估體系，為組織持

續改進提供具體的方向和依據。 

要有效地建立和維持強韌的保安文化，組織應採取以下綜合性策略： 

i. 高層承諾與領導示範： 組織高層必須明確表達對保安的堅定承諾，並

以身作則，將保安視為組織的核心價值。領導階層的態度和行為能為全

體員工樹立榜樣，形成由上而下的保安文化推動力。 

ii. 多元溝通與宣導推廣： 持續透過多種管道（如內部通訊、定期會議、

專業工作坊、保安研討會）宣導保安政策、具體要求和重要性，確保所

有員工都能充分理解其在保安體系中的角色定位和責任範圍。 

iii. 持續教育與專業培訓： 提供定期的、針對性的保安培訓，內容應涵蓋

最新的威脅情勢、技術發展和標準操作程序。培訓應注重實用性和可操

作性，並透過實際演練加強員工的應變能力和危機處理技巧。 

iv. 激勵約束與績效管理： 建立公平、透明的獎勵與懲罰機制，積極鼓勵

員工主動參與保安活動和改進建議，同時對違反保安規定者採取適當的

懲處措施，確保制度的權威性和執行力。 

v. 跨域協作與資訊共享： 鼓勵不同部門之間、甚至不同機構之間的協作

與資訊共享，建立協同合作機制，共同提升整體保安防護能力。 

vi. 持續改進與動態調整： 定期評估保安文化的實施效果，從日常檢查、

定期演習、事件報告中汲取經驗教訓，並據此適時調整策略和措施，確

保保安文化能夠與時俱進，持續精進。 

透過這些策略的系統性實施，組織能夠建立起全面且持久的保安文

化，形成人人參與、層層負責的保安防護網絡。 

保安文化是核子與輻射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超越了單純

的技術與法規層面，深入到組織的價值觀和每個員工的日常行為中。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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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維護一個強韌的保安文化充滿挑戰，但透過高層的堅定承諾、持續的

教育培訓、有效的溝通協作以及不斷的評估與改進，組織能夠打造出抵

禦惡意行為的堅實防線，確保核能與輻射應用的長久安全。 

 

5. 設施參訪紀要 

會議最終日，主辦單位安排參訪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實體防護

演習場與虛擬實境演習場，以及千代田技術公司的劑量計工廠與大洗研

究中心。基於保安或商業機密考量，所有參訪地點均不允許訪客攝影。 

以下謹簡要說明所參訪的設施： 

(1) 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實體防護演習場與虛擬實境演習場 

本實體防護演習場是一個高度擬真的環境，旨在模擬真實核子設施

或輻射源儲存場所的實際場景，該設施設有周邊防護、出入口管制及監

控與應變中心等多層次物理防護要素，設施可用於進行實戰演習，讓保

安人員、執法人員、設施營運商以及其他應變團隊，在受控且安全的環

境中，演練如何有效偵測、延遲和應對各種潛在的惡意行為，如未經授

權的入侵、物資盜竊或破壞。透過這些演練，可以達到以下效益：評估

現有保安計畫的有效性、測試人員的反應速度與協作能力，並識別保安

系統中的潛在弱點，從而持續改進保安措施。這類設施是提升核子保安

實務操作能力和應變準備的重要工具。 

虛擬實境演習設施充分運用先進的 VR技術，為核子保安訓練提供沉

浸式、高成本效益且安全的模擬環境。該設施透過高擬真度的圖形和互

動功能，可模擬各種複雜且多元的保安情境。此系統的優勢在於允許參

訓人員在沒有實際危險或高成本負擔的情況下，反覆練習應對極端或高

風險事件。此外，亦可用於訓練不同層級的管理者，從第一線操作員到

指揮官，使其了解在複雜壓力環境下的職責分工與協調機制。 

(2) 千代田技術公司劑量計工廠與大洗研究中心 

千代田技術公司的劑量計工廠是其個人輻射監測服務的重要支柱。

該公司為日本首家提供個人輻射監測服務的公司，並率先使用照射發光

玻璃劑量計（RadioPhotoLuminescent Glass Dosimeter, RPLGD）技術。目

前該公司在全日本個人輻射監測市佔率約 60%，服務對象涵蓋醫院、學

校、研究機構和核電廠等各類輻射工作場所，每月服務約 38 萬名輻射從

業人員。本次參訪在該公司人員陪同下，實地參觀了工廠的製作、品管、



12 

回火、包裝與計讀等完整產線作業流程。 

大洗研究中心成立於 1972 年，並於 1995 年獲得日本校準服務系統

（JCSS）在輻射領域的認證。2003 年，該中心成為日本唯一一家獲得國

際相互認可協議（MRA）認證的私人公司，具備國際級的校準服務能力。

本次參訪的校正實驗室，其服務項目包含對個人劑量計（如熱發光劑量

計 TLD、照射發光玻璃劑量計 RPLGD）、環境輻射監測儀器，以及其他

輻射防護設備之精密校準服務。該實驗室的專業能力和國際認證地位，

為日本輻射監測領域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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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圖  本次出國公差人員活動剪影 (a)會議海報合照；(b)簡報我國之輻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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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 

(一) 本次獲邀赴日參加第 8 屆輻射源保安區域檢閱會議，於會中簡報我國輻射源管

制體系與保安管制措施，並與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澳洲等國管制機關與會人

士交流各國輻射源管理模式。相關資訊不僅可增進管制機關對輻射源保安管理

實務之瞭解，亦有助於提升我國在國際輻射源保安領域的合作關係與能見度。

鑑於本會議由美國輻射源保安辦公室主導，為國際間重要的輻射源保安交流平

台，未來如蒙邀請參加下一屆會議，建議仍應積極參與。 

(二) 國際原子能總署 Nuclear Security Series No.11依風險等級將密封輻射源劃分為5

個類別。我國法規參照此國際標準，針對風險最高的第1類及第2類密封輻射源

使用業者，要求其制訂完整的保安計畫。透過管制機關的定期檢查機制，確保

「偵測」、「延遲」、「應變及通訊」與「保安管理」等核心保安功能正常運作。

我國將持續關注國際標準發展趨勢，適時檢討並滾動修正相關法規，以確保輻

射源保安制度與國際接軌。 

(三) 本會議是輻射源管理與應用領域學術和技術交流的重要平台，不僅涉及輻射源

保安管制，更讓我國能夠掌握國際間相關領域的最新動態與挑戰。會議涵蓋多

個核心主題，包括：加強國際合作、推廣替代技術、識別保安威脅、提升保安

與緊急應變能力、強化放射性物質運輸的保安與監測、關注永續性發展，以及

輻射源生命週期終期管理等面向。透過會議蒐集的資訊與交流成果，將為相關

從業人員提供寶貴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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