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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國任務乃赴日本東京出席在東京舉行之 2012 BWR Owners’ 

Group 國際亞洲區研討會，並簡報台灣核電廠核安總體檢及強化措施與

參與討論。本次 BWROG 福島事故相關經驗回饋與因應措施專題討論會

議題，為與福島事故現況、業界研議之因應措施相關。參與此會議，可

獲取後續在研議相關因應強化措施具有價值之資料。 

職在簡報中，簡述本公司在日本福島一廠事故後，進行核安總體檢之

積極作為，包括兩階段之總體檢作法：(一)複合式災害的應變能力評估檢

視，及(二)核電廠壓力測試。並提出台電公司特有建置之機組斷然處置程

序。讓與會者充分瞭解本公司核電廠對福島核事故之應對作法。 

在跟與會專家討論後，初步判斷，未來在整合本公司之斷然處置程序

與 EOP/SAG 上，應不會有太大之困難。而 EPG/SAG Rev 3，BWROG

預定在 2012 年底完成。應待 EPG/SAG Rev 3 改版文件提出後，研議後

續相關技術指引之修訂作業，並適當整合斷然處置程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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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任務 

本次出國任務乃赴日本東京出席在東京舉行之 2012 BWR Owners’Group 

國際亞洲區研討會，並簡報台灣核電廠核安總體檢及強化措施與參與討論。 

本次研討會，於 2012年 4月 3至 5 日，在日本東京召開。會議議題概分下

列主題： 

(一)因應 2011 年日本福島事件，緊急應變程序指引/嚴重事故準則的變更。 

(二)未來針對複合式災害減緩策略與嚴重事故指引兩者間介面建立進度表。 

(三)固定式濕井排氣設備的設計標準，包含過濾器考量。 

(四)因應福島事故，業界目前努力的方向。 

(五)長期停機電廠應注意事項。 

(六)福島事件最新狀況。 

(七)一次圍阻體隔離閥的操作與設計，特別是連接替代熱沈管路上的隔離閥。 

本次 BWROG 福島事故相關經驗回饋與因應措施專題討論會議題，為與福島

事故現況、業界研議之因應措施相關。參與此會議，可獲取後續在研議相關因

應強化措施具有價值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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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101年 4 月 2日 往程（台北－東京） 

101年 4月 3日 至 4月 5日 

出席在東京舉行之 2012 BWR Owners’ 

Group 國際亞洲區研討會，並簡報台灣核

電廠核安總體檢及強化措施與參與討

論。 

101年 4 月 6日 返程（東京－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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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任務過程 

 

一、會議時程及過程 

本次會議時程自 101年 4月 3日至 101 年 4月 5日共計三天，會議議程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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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加會議人員共計 67人，包括來自日本東京電力(TEPCO) 18人、JAPC 9人、

中部電力(Chubu) 8 人、中國電力(Chugoku) 2 人、J-Power 4人、Tohoku 4人、

GEH 13 人、Exelon 2人、CENG 1人、TVA 1人、Xcel 1人、KLR 1人、KKL AG 1

人、西屋公司 1人、台電公司 1人等機構。研討會地點安排於東京市中心大倉飯

店(OKURA)，會場寬敞，會議設施齊全，使會議進行效率很高。 

會議主席為 BWROG 主席 Schiffley 先生。日方出席人員，約 1/4為經理以上幹部

人員。會議以英語/日語進行簡報與交流，日方人員則以日語簡報、發言，大會備

有英/日翻譯人員，進行英/日語雙向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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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報台灣核電廠核安總體檢及強化措施 

本次會議職主要簡報重點在報告在福島核子事故發生後，本公司各核電廠所進

行之核安總體檢及其成果。以下略述簡報內容。 

首先介紹自去年(100年)3月 11日，日本福島事件發生後，台灣所進行核安總

體檢之主要歷程，包括： 

4/19—行政院核定「我國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方案」近期檢討

議題 (即 11大項檢討項目) 

5/11—台電提送核一、二、三廠近期議題之全面體檢報告。 

5/31--原能會完成「初步安全評估報告」，並報行政院。 

5/31—原能會舉辦「核能安全」公聽會 

6月下旬—原能會完成三個電廠第一次「總體檢現場查證專案視察」。(即近期

議題初步安全評估報告現場查證) 

6/28 --行政院專家審查小組召開第一次審查會議。並決議要求台電執行歐盟壓

力測試。 

6/30—台電公司提送近期檢討議題 11項報告送 AEC 

7/18--行政院專家審查小組召開第二次審查會議 

10/30—原能會完成電廠安全總體檢第 3 次專案視察 

12/16--經濟部邀請之國外學者專家完成電廠現場勘查 

01/12--龍門電廠提送個廠總體檢報告至原能會 

02/24--完成 WANO TSM 

03/05--核一、二、三廠提出歐盟壓力測試最終報告(中/英文報告) 

03/09--原能會提出「國內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總檢討報告初

稿。要求台電執行 NRC Tier 1 recommendation 

其次，介紹台灣各核電廠相較日本福島一廠，原即已有 5大優勢，並以示意圖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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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說明台電公司於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福島一廠發生重大核子事故後，立即採

取下述行動： 

1.收集分析福島事故發展，檢視我國核電廠防災及減災設計 

2.密切注意國際因應措施，回饋檢討我國安全防護措施 

3.分享正確福島事故訊息予公眾與媒體 

4.依據世界核能發電協會(WANO)技訊 SOER 2011-2的建議事項，檢視耐震、防

海嘯及水災設計基準；檢查各項防災設施設備 

5.規劃安全防護總體檢 

6.邀請世界核能發電協會指派英、法、德、日等國專家，來台至各核能電廠進

行技術支援任務(WANO TSM)實地檢視總體檢強化方案 

其次說明台電公司核能電廠安全防護總體檢，係以提升核能電廠設計基準防災

能力、以及減緩並控制超出設計基準之事故為目標。安全防護總體檢之進行區

分為兩個階段：(一)複合式災害的應變能力評估檢視，及(二)核電廠壓力測試。 

4

我國核能電廠複合防災5道防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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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階段安全防護總體檢：應變能力評估檢視，及壓力測試。 

階段 規   劃 電   廠 時  程 

一 

檢視複合式災害的應變能力

(12分項、耐震評估專案小組、

防海嘯評估專案小組) 

運轉中電廠 100年 3~6 月 

龍門電廠 100年 5~12 月 

二 
核電廠壓力測試 運轉中電廠 100年 7月~101年 2月 

龍門電廠 101年 1~4 月 

 

並以圖示說明，兩階段核安總體檢含括之範圍： 

 

 

 

 

 

 

 

 

 

 

 

檢視核能電廠
複合式災害的應變能力

(反應爐、圍阻體、用過燃料池)

因應超出設計基準事故

後備與救援電源

後備與救援水源

用過燃料池救援

救援資源整備

啟動程序之條件

建立程序書

決策與通報機制

程式驗證與人力規劃

檢視執照基礎文件
提升設計基準防災能力

強化防災能力

強化颱風、豪大雨/
土石流應付能力

緊急應變計畫
整備與演練

提升耐震/
防海嘯能力

提升救援能力 建構斷然處置

第一階段：檢視核能電廠複合式災害的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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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說明，依總體檢結果，台電公司已由「耐震能力檢討」、「防海嘯及水災

能力檢討」、「救援能力檢討」(包括後備及救援電源、後備及救援水源(含熱沉)、

用過燃料池救援、救援資源整備等 4子項)及「機組斷然處置檢討」等四個面向，

擬定「核能電廠安全防護總體檢因應與強化方案」，透過完整的規劃，檢視各核

能電廠的耐震及防海嘯能力，並提升電源、水源、用過燃料池及資源整備的救援

能力，實質提升電廠的安全餘裕。 

最後則介紹，本公司於日本福島一廠事故發生後，為因應此種複合式災害，避免

類似福島核災在台灣發生，而特別研議出之「斷然處置程序」。並說明斷然處置

之意義與基本概念，「機組斷然處置程序指引」係因應核能電廠遭受複合式災害

的衝擊，相關救援設備、監控儀器及通信設施可能同時失效，在處理上有時間的

急迫性，「機組斷然處置程序指引」提供第一時間減緩與控制反應爐、圍阻體與

用過燃料池喪失冷卻或完整性的處置程序。當發生機組喪失廠內外交流電源或反

應爐/蒸汽產生器補水狀況時，必須採取決斷行動做好廢棄反應爐的準備。於 1

小時內，將所有可資運用的水源排列完成，經判斷「短時間」無法恢復安全冷停

機之注水與冷卻功能，立即將可用水源注入反應爐或蒸汽產生器，確保核燃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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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覆蓋，防止放射性物質外釋，避免大規模民眾疏散。並以圖示說明斷然處置之

精要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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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建議事項與結論 

1. 本次 BWROG 針對福島事故後，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與日本，在法規面、緊

急應變程序、與電廠因應應變設施之強化與改善，邀請各方面專家與電廠人

員，進行報告與討論。而主題範圍含括 

(一)因應 2011 年日本福島事件，緊急應變程序指引/嚴重事故準則的變更。 

(二)未來針對複合式災害減緩策略與嚴重事故指引兩者間介面建立進度表。 

(三)固定式濕井排氣設備的設計標準，包含過濾器考量。 

(四)因應福島事故，業界目前努力的方向。 

(五)長期停機電廠應注意事項。 

(六)福島事件最新狀況。 

(七)一次圍阻體隔離閥的操作與設計，特別是連接替代熱沈管路上的隔離閥 

使得參與此會議，獲取後續在研議相關因應強化措施具有價值之資料。 

2. 會議中，於本公司簡報完畢後，與會人員對本公司之斷然處置概念有相當程

度之討論。所有與會人員認同此一程序概念，亦有人肯定本公司之積極努力，

能在福島事故發生後很短時間內，就發展出斷然處置程序。顯示出，此斷然

處置程序應確實具有其效能。 

3. 由於本公司斷然處置程序與現行緊急應變程序指引(EOP)可能存在有需互相

整合之處，因此，職特別在本次會議結束後，與緊急應變程序指引/嚴重事故

準則方面之專家，進行一個小時討論，請其評估本公司斷然處置程序是否與

現行正在進行之 EPG/SAG改版，有相衝突之處。初步瞭解，兩者之間並無衝

突之處。舉例而言，本公司斷然處置程序中，為進行以低壓之消防水進行反

應爐補水，需降低背壓，而會進行圍阻體排氣。此作法，剛好與現行 EPG/SAG

改版中，規劃為配合反應爐低壓注水需進行圍阻體 early venting 之作法上

不謀而合。此顯示，未來在整合本公司之斷然處置程序與 EOP/SAG 上，應不

會有太大之困難。 

4. EPG/SAG Rev 3，BWROG預定在 2012年底完成。本公司應持續關注，並待 EPG/SAG 

Rev 3改版文件提出後，研議後續相關技術指引之修訂作業，並適當整合斷

然處置程序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