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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101 年「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正式生效後，兩岸除在核電安全管

制技術交流方面持續穩定地發展外，並在核電廠緊急應變應用領域及核電安全

資訊公開方面等實質性的項目相互交流學習，為兩岸核電安全發展努力。 

本次赴大陸參訪主要考察陸方在福島事故後，其核電廠緊急應變各項整備

作業規劃、資訊公開以及消防單位在核應急中擔任之角色，涉取相關經驗，以

為後續整備規劃之參考，經由此類參訪交流，可更瞭解陸方核電廠緊急應變規

劃和消防單位編制、同時為進一步瞭解福島事故後陸方核應急中心、設施與設

備改善情形、輻射即時監測系統及地方應變整備作業規劃。我方由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以下稱原能會）核能技術處蘇軒銳技正率團（成員包含原能會及地

方消防局等單位代表計 6 人）前往大陸進行參訪。本次參訪活動成功地瞭解中

國大陸在核電廠緊急應變規劃、核電廠消防編制、中國大陸全國環境輻射即時

監測系統狀況，以及地方核應變整備實務經驗，建立雙方良好的基礎及發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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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本次出國目的主要係參訪陸方在福島事故後，其核電廠緊急應變各項整備作業

規劃、資訊公開以及消防單位在核應急中擔任之角色，汲取相關經驗，促進彼

此合作與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礎及方向，以為後續整備規劃之參考： 

一、 參訪江蘇省田灣核能電廠及廠內應急指揮中心，除參訪該廠目前建設

之 3~4 號機工程進度外，並實地了解該廠應急計畫及廠內綜合應急演

習等相關發展； 

二、 參訪江蘇省公安消防總隊培訓基地，瞭解該省核應急之消防編制、救

災裝備及車輛，能有效執行各種災害搶救工作； 

三、 參訪浙江省環境輻射監測站，瞭解秦山核電廠外圍環境輻射連續監測

系統及其監測方案等發展現況； 

四、 參訪浙江省秦山核電廠及其核電應急中心，瞭解該廠目前發展狀態，

以及其應急中心軟硬體設施與運作現況； 

五、 參訪浙江省海鹽縣應急指揮中心，瞭解地方縣核應急組織體系及應變

行動； 

六、 參訪浙江省核電廠事故廠外應急委員會辦公室及其環境輻射安全監測

重點實驗室，瞭解浙江省核應急準備工作發展現況與緊急應變程序，

以及其環境監測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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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含往返共計七日，行程表如下：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地  點 

12 月 7 日（日） 啟程（桃園縣→連雲港市） 連雲港市 

12 月 8 日（一） 
參訪江蘇省田灣核電廠及應急指揮中心 

路程（連雲港市→南京市） 
南京市 

12 月 9 日（二） 參訪江蘇省公安消防基地及指揮中心 南京市 

12 月 10 日（三） 路程（南京市→杭州市） 杭州市 

12 月 11 日（四） 

參訪浙江省輻射環境偵測站、秦山核電基地 
及其核電應急控制中心 

參訪浙江省海鹽縣應急指揮中心 

杭州市 

12 月 12 日（五） 

參訪浙江省環境保護廳 
其輻射安全監測重點實驗室及 

核電廠事故廠外應急委員會辦公室 

杭州市 

12 月 13 日（六） 返程（杭州市→台北市）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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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參訪紀要 

本次參訪活動係依「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辦理，時間安排於 103 

年 12 月 7 至 13 日，連同參訪與路程共 7 天。領隊由原能會核能技術處蘇軒

銳技正擔任，參加單位另包括基隆市政府消防局、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及屏東縣

政府消防局等共 6 人。 

本次參訪主題範圍涵蓋陸方(1)核應急中心及應變作法 (2)核應急組織架

構及技術發展 (4)核應急技術發展 (5)輻射監測等應變整備作業規劃 (6)應急

消防體制現況，茲就參訪活動內容摘述如下。 

 

一、 參訪中核集團江蘇核電有限公司（田灣核電廠） 

江蘇核電有限公司於 1997 年 12 月 28 日成立，為民間企業化制度營運，

負責田灣核電廠建設管理和商業運轉，其公司股東及股份比例為：中國核能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 50%、上海禾曦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30%、江蘇省國信資產管

理集團有限公司 20%。 

田灣核電廠位於江蘇省連雲港市連雲區田灣，直線距離臺灣新北市約

1,055 公里，廠區規劃建設 8 臺百萬千瓦級之壓水式核電機組，一期工程 1、2

號機組和二期工程 3、4 號機組均採用俄羅斯 AES-91 型（VVER-1000/V320

型機組設計）核電機組，是陸方與俄國為加深政治互信、發展經濟貿易、加強

國際戰略協作方針推動下，為雙方核能工程合作的里程碑。 

本次參訪田灣核電廠由保健物理處孫開斌處長陪同，並由中核集團江蘇核

電有限公司顧穎賓副總經理接待。到廠後廠方安排先到廠內展示館參觀，後赴

3、4 號機組工地現場參訪，瞭解工程實況後，由其進行簡報說明，後續再安

排前往廠內應急指揮中心。 

首先至田灣核電廠展示館參觀，除展示其核電廠構造及研究教學用之核子

反應器模型外（圖 1、2），並呈現公司對於企業核安文化之重視（圖 3），對公

眾溝通特別強調「安全是核電的生命線」，對內部溝通大力弘揚四個一切「事

業高於一切、責任重於一切、嚴細融入一切、進取成就一切」，並建立「中核

田灣人」精神理念；核安文化已經成為該電廠安全管理的一項基本原則，明確

建立該公司品牌定位和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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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前往該廠 3、4 號機組工地現場參訪，田灣核電廠一期工程於 1999

年 10 月 20 日開工建設，1、2 號機組分別已於 2007 年 5 月 17 日和 8 月 16 日

先後投入商業運行，其 2 台單機容量為 1,060MW，至 2013 年底為止已成功發

電累計超過 1000 億度電（圖 4）；而相對二期工程 3 號機於 2012 年 12 月 27

日開工建設（圖 5），為陸方國務院決定重啟核電建設後審議核准的第一個新

建核電項目，並於本次參訪結束一周後於 2014 年 12 月 20 日正式將 3 號機圍

阻體穹頂完成吊裝（圖 6），而 4 號機於 2013 年 9 月 27 日開工建設，兩台機

組計畫分別於 2018 年 2 月及 12 月投入商業運轉。 

自現場返回後，廠方於會議室除就公司營運概況及電廠建設規劃等進行介

紹說明外，同時就田灣核電廠應急準備情況及核應急公眾宣傳等進行討論交流

（圖 7）。 

 

圖 1、田灣核電廠基地模型 圖 2、田灣核電廠 VVER-1000 核電機組模型 

圖 3、田灣電廠核安文化標語 圖 4、田灣核電廠歷年發電量 

 

針對田灣核電廠應急準備方面，依據因應日本福島事故後修定之「田灣核

電廠廠內應急計劃(C 版)」為日本福島事故後大陸國內運行核電廠中第一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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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廠內應急計劃，在建立應急文件體系上共分為四類，包含「自然災害類、

事故災害類、公共衛生類、社會安全事件類」，其應急預案體系更被中國核能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推薦為集團成員中之建設典範並呈報陸方國務院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值得我國核電廠災防體系規劃之效法，該廠應急預案分類架

構表如表 1。另田灣核電廠內有專屬企業消防隊，由核電廠自行管理，專責廠

區內各種消防搶救工作，較廠外消防隊更熟悉廠區各類建物及環境，利於先期

救災作業進行。（圖 8） 

 

  

圖 5、3 及 4 號機組施工現場 圖 6、3 號機組圍阻體完成吊裝 

 

圖 7、參訪田灣核電廠並進行意見交流 圖 8、田灣核電廠廠內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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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田灣核電廠廠內應急計畫-江蘇核電有限公司突發事件綜合應急預案表 

自然災害類 事故災害類 公共衛生類 社會安全事件類

 防熱帶氣旋應

急預案 
 防汛應急預案 
 防雨雪冰凍應

急預案 
 防大霧應急預

案 

 防地震應急預

案 

 人身傷害事故

應急預案 
 田灣核電廠全

廠停電事故處

理應急預案 
 田灣核電廠汲

網電力設備故

障處理應急方

案 
 電力網路信息

系統安全事故

應急預案 
 火災事故應急

預案 
 交通事故應急

預案 
 環境汙染事故

應急預案 
 燃料運輸事故

應急預案 
 輻射事件和事

故應急響應預

案 
 危險化學品事

故應急預案 

 傳染病疫情、群

體性不明原因

疾病事件應急

預案 
 食物中毒事件

應急預案 

 群體性突發社

會安全事件應

急預案 
 突發公共事件

媒體應對預案 
 田灣核電廠洩

密事件應急預

案 

 

該廠應急培訓方面，2014 年 1 至 11 月共組織各類應急培訓 21 次，參加

人員 1,532 人次，包括公司員工、各應急專業組成員及大修入廠承包商；而在

宣導溝通上，邀請核電廠周邊鄉鎮核應急宣傳鄉里長到核電廠參觀及培訓，並

召開許多場次防地震知識講座、應急知識網路答題及專業講堂等多種形式的培

訓，這點本會核能技術處早已持續辦理多年與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及台電公

司進行溝通交流、辦理訓練及演練，強化各應變中心面對複合式災害之整體防

救能力。 

關於應急演習方面，在 2009 年該廠參加代號為「神盾 2009」之國家級核

事故聯合應急演習（截至目前唯一一次國家級聯合演習），由國家、江蘇省及

田灣核電廠三級聯動，得到國家核應急辦及國家核安全局之肯定。其中值得我

國效法的是，田灣核電廠推廣自行開發之「江蘇核電有限公司核事故應急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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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庫」，為陸方第一家完成演習情景庫開發並應用之核電廠， 2013 年 4 月

國家核安全局委託田灣核電廠編制「核電廠核事故應急演習情景庫的制定」，

作為國內其他核電廠開發演習情景庫的標準文件。在 2012 年該廠的廠內綜合

應急演習是首次嘗試由國家核安全局從情景庫中隨機抽取演習情景這一模式

所組織的綜合演習，得到國家核安全局檢查團「非常成功」的總體評價。 

而在 2014 年 10 月 9~10 日該廠舉行綜合應急演習，本次演習情境第一次

由陸方國家核安全局所開發核事故情景庫中隨機抽取，陸方國家核安全局、核

與輻射安全中心以及華北核與輻射安全監督站也參加了聯合演習，實地檢驗主

管機關監管系統之核事故應變能力。本次所抽取情景以強颱風過境造成機組設

備損壞、安全系統故障，最終導致反應器爐心熔毀的嚴重核事故為主線，重點

演練了機組控制、人員撤離、應急救援、輿情應對等 30 個演習場景，首次嘗

試移動抽水馬達接入及請求秦山應急救援隊援助，整場演習共出動參演人員

1300 餘人，在演習規模和演習場景設置上均屬有歷史性突破，國家核安全局

組織 22 位專家對演習進行評估，多家核電站參與觀摩；最後由國家核安全局

郭承站副局長總結本次演習 5 點首次評論：1.首次啟用演習情境庫；2.首次舉

行長達一天半的應急演練；3.首次實際調配集團核應急救援能力；4.首次全面

驗證福島事故後核應急相關改進事項；5.首次由中央機關、監管當局、核應急

辦、中核集團、合作方、核電同行多方參與。我國可仿效建置核子事故情境資

料庫，由主管機關抽取隨機事故情境，確定情境主軸後更可分支許多不同突發

事故，實地檢驗本會監管系統及台電公司核事故應變能力。 

最後，關於田灣核電廠的核應急公眾宣導方面，在福島事故後，該廠每年

均與連雲港市核應急辦聯合組織一次核應急幹部培訓班活動，主要由核電廠周

邊之高公島鄉、宿城鄉、雲山鄉、板橋鎮和徐圩新區等鄉鎮之社區委員會及公

眾幹部參加，參加培訓人員均表示將做為核電站「義務宣導員」，做好廠外公

眾宣傳和溝通工作。 

簡報結束後，則前往廠內應急指揮中心參觀（圖 9~11），應急指揮中心是

核電站的重要設施之一，為 2 層樓建築物，主要設施為廠內應急指揮部、輻射

防護與輻射後果評價室、公眾訊息與後勤支持室、環境監測計算機室（圖 12）

以及蓄電池室、電氣室等，有廣播通信系統、環境氣象監測系統、電話通信等

應急設備和蓄電池、柴油發電機組等器材作為應急人員實施應急行動的工作場

所，而對於與機組關鍵安全參數的獲取等有關的電腦網路系統可獨立指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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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進入核應急狀態後，指揮部和技術組的成員就在這裏指揮和工作。另外，

其相關圖資及作業程序，均以掛圖方式呈現於幕僚作業室，並隨時修正，修正

後之圖資或作業程序均逐一由下而上簽名及註記日期，以明確版本，預防使用

舊有版本，值得我方效法學習。（圖 13~14） 

圖 9、田灣核電廠內應急指揮中心 圖 10、與會人員講解值班報告表 

圖 11、與會人員講解田灣電廠 
食入應急計畫區圖 

圖 12、環境氣象監測系統 

  

圖 13、田灣核電廠應急行動水平 圖 14、廠外應急防護行動建議決策 



 

  9

二、 參訪江蘇省公安消防指揮中心 

本次參訪江蘇省公安消防指揮中心（又為江蘇省公安消防總隊培訓基

地），由江蘇省核應急辦萬志勇處長及耿躍處長陪同，現任江蘇省公安消防總

隊作戰指揮中心王士軍主任接待，首先於指揮中心廣場前，展示與介紹江蘇省

公安消防通信指揮車、多功能偵檢車、泡沫消防車、雲梯車、泵浦消防車、水

罐消防車、化學車、照明車及消防救助器材等（圖 15~20），配備有先進消防

裝備、車輛，能有效執行各種災害搶救工作，但造價較高。之後前往會議室與

省核應急辦及省消防總隊有關人員座談交流。（圖 21） 

 

圖 15、江蘇省公安消防指揮中心展示消防車輛及裝備 

圖 16、消防通信指揮車 圖 17、消防通信指揮車內部視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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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多功能偵檢車內部監測室 圖 19、與會人員講解機動式消防器材車

 

圖 20、與會人員講解雲梯車裝置 圖 21、參訪消防指揮中心進行意見交流

 

首先介紹江蘇省消防組織，江蘇省消防主要由公安消防隊、政府專職消防

隊、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隊、義務（志願）消防隊等組成，以公安消防隊為主

體。全省消防部隊現有 13 個市公安消防支隊、152 個縣（市、區）公安消防

大隊和 178 個公安消防中隊，總人數約 8,000 多人；共計政府專職消防隊 178

個、隊員 2,364 人；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隊 123 個、隊員 2,615 人；此外還有

鄉（鎮）村保安消防隊 936 個、隊員 5886 人。江蘇省職業消防隊人數達 12,619

人，佔全省人口之萬分之 1.63。江蘇省整體核災應變屬民防局主政，與我國地

方縣市由消防局主政意思相當，消防總隊類似地方縣市其他局處，屬公安部門

下之分支單位，因體制與我國不同，因此在核災應變屬任務執行單位，不是主

要擔幕僚參謀，屬配合執行任務單位，對於核災之應變屬一般性之災害搶救作

為。  

接著討論江蘇省災害事故通報，江蘇省每年大小火災事件通報約 3 萬多

件，佔整體災害約 70％，但其中大多 1/3 比例不用出水已將火災撲滅，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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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以外的災害諸如車禍或其他救援、輕生等事故，佔整體災害約 30％；而

本次討論重點在於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隊方面，當企事業單位發生火災事故，

第一線先由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隊可於第一時間先行撲滅處理，並通報第二線

江蘇省公安消防總隊，必要時調動出勤，後續政府與企業再行任務結算，例如

幫補助消防車油燃料及補充滅火劑等。 

其中值得我國注意的是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隊每年參加全省消防部隊系

統競賽，由江蘇省公安消防總隊企業專職指導處舉辦，各企事業單位參加相互

比賽，可相互學習努力提高彼此企事業單位間之救災能力。 

而關於江蘇省核應急方面，雖田灣核電廠有屬自己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

隊，一發生火災等事故，同樣第一線先由廠內自行滅火處理，並通報第二線江

蘇省公安消防總隊；但田灣核電廠一旦發生放射性物質外釋事故，現場及周邊

情況將更趨複雜，處置行動將圍繞控制輻射源、確定受污染範圍、封鎖污染區

域、民眾撤離或掩蔽、對受污染區進行清洗處理等工作，參與處置的單位多又

相互關聯，指揮協調的難度比較大。就消防指揮中心參與應急行動而言，需要

與警察公安、交通、衛生、環保等多個部門協同配合，如果不能集中統一指揮，

協調配合不到位，必然造成各自為政、工作混亂；因陸方在政治與組織上為黨

全面領導，由江蘇省核應急辦建立高度集中的指揮機構，統一指揮協調各方行

動，保證各方力量在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下展開行動。江蘇省公安消防指揮中心

必須服從省核應急辦的統一指揮，並完成「江蘇省田灣核電站廠外應急計畫」

指定之明確的責任和臨時賦予的任務。 

同時，公安消防指揮中心內部要建立垂直指揮體系，對部隊行動實施集中

指揮，並派出一名總隊領導參加省核應急指揮聯合指揮部，擔負任務的支隊也

要成立相應的指揮機構，加強部隊遂行任務時的一線指揮控制。核電站所在地

區的支隊要指定兩名領導分別參加連雲港市核應急指揮部及田灣核電站指揮

部。各參與單位要樹立全局觀念和配合意識，服從各現場指揮機構的指揮協

調，主動加強與公安、交通、衛生、環保等部門之間的聯繫協作，並確認各自

任務。 

最後，江蘇省核應急辦建議公安消防總隊在處置行動中，參與廠外核應急

工作可遵循 3 項原則： 

(一)事先準備：核子事故持續時間長、受污染速度快、污染面積範圍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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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核應急工作必須平時做好相應準備，平時加強與有關部門的溝

通聯絡，建構有效的資訊保障渠道，一旦發生核事故，必須在最短的

時間內作出緊急應變反應。 

(二)統一指揮：一旦發生核子事故，由江蘇省核應急辦成立高度集中的指

揮中心，指揮協調各單位行動。公安消防總隊必須服從指揮部的統一

指揮，完成「江蘇省田灣核電站廠外應急計畫」明確的責任和臨時賦

予的任務。 

(三)公眾宣導：一旦發生核子事故，會給社會大眾的心理造成巨大恐懼。

在採取服用碘片、掩蔽或疏散等應急措施時，必然造成民眾一定程度

緊張和恐慌，故在採取核應急各項指令措施時，要充分發揮強大的宣

傳輿論工具的作用，廣泛宣傳實施核應急措施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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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浙江省輻射環境偵測站秦山前沿站 

本次參訪由浙江省核應急辦季明清處長陪同，前往秦山核電基地路程中，

首先安排參觀秦山核電基地外圍環境輻射連續監測系統，由環境保護廳輻射環

境監測技術中心馬永福副主任接待。 

秦山核電基地外圍連續監測系統於 2002 年 12 月 20 日成立（圖 22），是

中國大陸最早建成的連續監測系統，以秦山核電基地第一、第二和第三核電廠

為整體監測對象，共有 9 個全自動現場輻射監測點，其測點分佈在秦山核電基

地週邊 5 公里範圍內，每隔 30 秒回報一個γ輻射劑量率資料至杭州數據資料

中心，實行全天 24 小時連續監測。（圖 23~25） 

  

圖 22、浙江省秦山前沿站外觀 圖 23 與會人員講解外圍監測系統 

 

圖 24、監測系統組成架構 圖 25、秦山核電基地外圍監測系統 

 

除監測γ輻射劑量率外，現場監測點還配置了自動氣象儀和各類自動控制

裝置，部分點位元還進行氣溶膠（懸浮微粒）與沉降物放射性核種含量、空氣

中氚與碳-14 含量的即時監測。其連續監測系統的長期監測特點如下： 

(一)可獲得動態的環境變化，為評估環境品質提供基礎資料； 

(二)可對環境日常的任何非預期的增加給予警告，以便在環境突發事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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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發出報警信號； 

(三)事故狀態下，可根據監測資料以及在核子事故發生前獲得的正常環境

狀態，分析污染物的可能來源、估算劑量、預計污染擴散範圍和可能

造成的危害程度，直接為事故應急指揮部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 

(四)不斷完善的該系統已成為中國大陸輻射環境質量和核設施週邊環境

γ輻射連續監測系統建設的參考模範。 

另外，關於秦山核電基地周圍輻射環境監測方案，類似我國輻射偵測中心

之臺灣地區落塵及食品與飲用水調查，其監測對象包含空氣、懸浮微粒、空氣

沉降物、沿岸沉積物、飲用水、食品等，如表 2。參觀完其環境輻射連續監測

系統後，即前往秦山核電基地參訪。 

表 2、秦山核電基地周圍輻射環境監測方案表 

監測對象 監測項目 監測點位或點數 採樣頻率 

核電基地周圍 9 個點 連續 
空氣 γ輻射空氣吸收劑量率 

廠界周圍 30 個 1 次/季 

空氣 γ累積劑量 廠界周圍 30 個 1 次/季 

氣溶膠 

（懸浮微粒） 
總α、總β、γ核種 

夏家灣、楊柳村、秦聯；

對照點（杭州） 
1 次/季 

14
C 

夏家灣、楊柳村、秦聯；

對照點（杭州） 
1 次/季 

空氣 
3
H 

夏家灣、楊柳村、秦聯；

對照點（杭州） 
1 次/月 

沉降物 

（落塵） 

90
Sr、總α、總β、γ核種 （同氣溶膠） 累績率/季 

降水 
3
H （同氣溶膠） 累績率/月 

3
H 

夏家灣、秦聯；對照點（杭

州西湖） 
1 次/季 

地表水 

γ核種 
夏家灣、秦聯；對照點（杭

州西湖） 
1 次/半年 

岸邊沉積物 γ核種 （同地表水） 1 次/年 
3
H 武原鎮 1 次/季 

地下水 
γ核種 武原鎮 1 次/半年 

飲用水 總α、總β、γ核種 

武原鎮（水廠），夏家灣、

楊柳村、秦聯（井水）；

對照點（杭州水廠） 

1 次/半年 



 

  15

 
3
H 

武原鎮（水廠），夏家灣、

楊柳村、秦聯（井水）；

對照點（杭州水廠） 

1 次/月 

海水 
3
H、γ核種 

各期排放口附近海域；對

照點（舟山） 
1 次/半年 

魚 

（鯔魚或帶魚） 

魚肉：
3
H、

14
C、γ核種 

魚骨：
90
Sr 

海鹽；對照點（舟山） 
1 次/年 

底泥 
90
Sr、γ核種 （同海水） 1 次/年 

大米、葉菜、蘿

蔔 

3
H、

14
C、γ核種 秦聯；對照點（杭州） 收穫期 

茶葉（未烘培） 
3
H、

14
C 秦山鎮；對照點（杭州） 1 次/年 

茶葉（已烘培） 
90
Sr、γ核種 秦山鎮；對照點（杭州） 1 次/年 

羊肉、雞肉 γ核種 秦聯；對照點（杭州） 1 次/年 

羊骨 
90
Sr 秦聯；對照點（杭州） 1 次/年 

牛奶 
131

I、γ核種（
137

Cs） 乍浦；對照點（杭州） 1 次/年 

指示生物 

（松針） 

3
H、

90
Sr、γ核種 夏家灣；對照點（杭州） 1 次/年 

土壤 
90
Sr、γ核種 

夏家灣、楊柳村、秦聯、

秦山鎮、南北湖；對照點

（杭州） 

1 次/年 

潮間帶土 
90
Sr、γ核種 楊柳山東、毛灰山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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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秦山核電基地 

在浙江省核應急辦季明清處長陪同下，抵達秦山核電基地，由中核核電運

行管理有限公司劉志勇副總經理接待，首先到秦山一期展示館聽取簡介（圖

26~27），隨後參觀新完成之秦山核電應急控制中心。 

 

圖 26、參訪秦山核電基地展示館 圖 27、秦山核電壓水式核電機組模型 

秦山核電基地位於中國浙江省海鹽縣，直線距離臺灣新北市約 560 公里，

緊旁風景秀麗的杭州灣，地處長江三角洲和華東電網的負荷中心，是中國大陸

核電的發源地，被中國譽為「中國核電從這裡起步」、「國之光榮」。目前運行

機組到達 8 臺，在建機組 1 臺，發電機組簡介如表 3。待全面建成後，秦山核

電基地運行機組將達到 9 臺，總裝置容量將達到 653.6MW，年發電量約 500

億度電，將成為中國大陸核電機組數量最多、反應器型式最豐富、裝置容量最

大的核電基地。 

表 3、秦山核電基地 9 臺發電機組簡介表 

機組名稱 裝置容量 
反應器

型式 
開工日期 

投入商業 
運行時間 

秦山核電廠 32 MW 壓水式 1985 年 3 月 1994 年 4 月 
秦山第二核電廠

1 號機組 
65 MW 壓水式 1996 年 6 月 2002 年 4 月 

秦山第二核電廠

2 號機組 
65 MW 壓水式 1997 年 3 月 2004 年 5 月 

秦山第二核電廠

3 號機組 
65 MW 壓水式 2006 年 4 月 2010 年 10 月 

秦山第二核電廠

4 號機組 
65 MW 壓水式 2007 年 1 月 2011 年 12 月 

秦山第三核電廠

1 號機組 
72.8 MW  重水式 1998 年 6 月 2002 年 12 月 

秦山第三核電廠

2 號機組 
72.8 MW 重水式 1998 年 9 月 20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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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核電廠擴建

項目(方家山核電

工程)1 號機組 
108 MW 壓水式 2008 年 12 月 

2014 年 11 月 4 日

首次併網發電 

秦山核電廠擴建

項目(方家山核電

工程)2 號機組 
108 MW  壓水式 2009 年 7 月 在建 

在運轉績效上，2013 年，秦山核電基地 7 台運行機組在全世界 435 台機

組中排名前 100 名以內；2010 年和 2013 年，秦山第三核電廠 2 號機組 WANO(世

界核電營運者協會)綜合指標 2 次位居世界第一。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止，

秦山核電基地運行機組以安全運行 67 反應爐年的運轉經驗，累計安全發電

3268.16 億千瓦時，相當於少消耗標準燃煤 1.05 億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碳 3.43

億噸、二氧化硫 228.80 萬噸，相當於造林 93.31 萬公頃。 

在經濟貢獻上，截至 2013 年底，秦山核電基地已累計納稅 236 億元人民

幣，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積極貢獻。2013 年，海鹽縣生產總值為 324.75

億元人民幣，其中核電貢獻 70.87 億元人民幣。目前海鹽縣已經有 76 家核電

相關企業，其海鹽縣核電關聯產業聯盟總產值突破 170 億元人民幣。 

而 2011 年日本福島事故發生後的改善措施，秦山核電基地積極接受中國

國家核安全局組織的安全檢查，根據最高安全標準和相關整體改善意見要求，

投資 6.5 億元人民幣，完成改善項目有 27 大項、56 小項。其中主要改善措施

如下 9 項： 

1. 實施秦山海堤加高工程，提高抗海嘯能力。 

2. 廠房封堵與增設永久檔水牆，提高防水淹能力。 

3. 增設多臺中型和小型柴油發電機，因應核電廠全廠失電。 

4. 增設多臺移動式應急柴油機，以備應急時向反應器和乏燃料池注

水。 

5. 增設安全殼（圍阻體）非能動消氫系統，防止反應器廠房氫氣爆

炸。 

6. 建設秦山核電應急控制中心，完善和提高應急能力。 

7. 防抗極端自然災害系統評估和嚴重事故管理 

8. 增設海事衛星電話等，加強信息溝通和公眾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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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加強秦山地區地震等自然災害研究和分析 

另外，秦山核電基地有建置一套核電廠輻射監測系統，共有 12 個環境輻

射監測站，實施監測周圍環境的輻射狀況，即時向公眾發布核電站周圍環境監

測結果。歷年環境監測結果表明，秦山地區環境輻射劑量率仍處於背景輻射變

動範圍內，排放的放射性物質對周圍公眾造成的最大個人年有效劑量僅佔國家

限值的 0.2％，秦山核電基地運轉以來對周圍輻射環境沒有產生可察覺之影響。 

對於企業核安文化上，核安全文化是秦山核電基地之企業文化建設核心，

其八大原則（圖 28）分別為：1.核能安全人人有責、2.領導作為安全表率、3.

建立組織內部的高度信任、4.決策體現安全第一、5.認識核技術的特殊性與獨

特性、6.培育質疑的態度、7.建設學習型組織、8.評估和監督活動常態化；其

核安文化八大原則是所有員工自覺認同並執行的習慣和規則。安全既然是核電

基地成功運轉的第一個要素，就要落實在企業管理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人人把

自己當做最後一道安全屏障的安全理念，每一個崗位、每一位員工都是安全的

把關人，讓「萬無一失」的安全意識成為全體員工的共同心態，用其核安全文

化提升員工的素質，借鑒國際核電行業運行的經驗，不斷完善核安全文化概

念，注重建立探索的工作態度、嚴謹的工作方法和相互交流的工作習慣，值得

我國效法學習。 

最後在於資訊公開上，更值得我國注意的是，浙江省為中國核電的發源

地，為加深中國大陸民眾對核電與核能的瞭解，以「清潔核能助力兩富浙江」

為目的，秦山核電基地聯合浙江省科協、省能源局、省環保廳舉辦多場公眾科

普宣傳系列活動（圖 29），提高公眾對核電與核能的科學認識，形成浙江省與

中核集團核電科普品牌；此外，在 2014 年 10 月 11 日秦山核電基地舉辦了企

業開放日活動，邀請社會大眾及媒體共話核電溝通，為了參與大眾們有身臨其

境的感覺，全程安排核電站的環境監測人員帶領參與民眾進行了輻射資料的採

集，並進入到了秦山二期的 3 號機組燃料廠房等；開放日活動是中核集團公眾

溝通的良好實踐，展示中核集團開放的姿態和形象，值得我國原能會及台電公

司學習「開放日活動」，讓民眾體驗核電的嚴謹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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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秦山核電核安文化八大原則 圖 29、公眾科普宣傳系列活動 

 

(一) 參訪秦山第二核電廠模擬器中心 

接著通過一條長 500 多公尺的隧道往楊柳山，到達前往秦山第二核電廠模

擬器中心（圖 30），其為機組運轉員培訓之需所設模擬器中心，其設備配置與

機組主控制室相同，可以實景實境演練，經電廠解說員說明，電廠員工報考運

轉員及高級運轉員需分別具備 4 年及 6 年之經歷及培訓始得報考，且運轉員執

照兩年需更新一次，若離開工作崗位超過 6 個月還要再重考考照；取得執照

後，除每年再訓練外，每年還要進行身心檢查，才能持續有運轉員資格。 

另外，模擬中心天花板架有 4 組錄影監視器（圖 31），可即時監看運轉員

及高級運轉員訓練及考試時操作動作，判斷員工訓練及考試時能否熟練操作。

同樣，在目前秦山核電廠機組主控制室亦配置有錄影監視器，以供管理監督運

轉員作業活動之用，可知其秦山核電廠考試訓練及操作之嚴謹。 

參訪結束後，即前往秦山核電應急中心。 

圖 30、與會人員講解模擬器中心狀況 圖 31、模擬器中心四組錄影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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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秦山核電應急中心 

抵達秦山核電應急中心時，由中核核電運行管理有限公司朱月龍處長接

待，在參訪前須先爬一小段樓梯方能抵達，其應急中心位置距離海平面的總高

程為 7.8 米高，以達防海嘯及洪水災害，抵達會議室之後即進行簡報說明。（圖

32~33） 

圖 32 應急中心外觀 圖 33 參訪應急中心並意見交流 

秦山核電核電基地專設應急設施共有四處，分別為 1.應急控制中心

（EM）、2.一廠現場指揮中心（OSC1）、3.二廠現場指揮中心（OSC2）、4.三

廠現場指揮中心（OSC3 尚再建）、4.以及位於生活區之後備應急中心。每個電

廠都有各自現場應變指揮部，屬於一級應變，負責廠內緊急事件處理；當事故

惡化，可能有放射性物質外釋之虞，將由各廠派員至此中心，屬於二級應變，

成立約 60 人的應變小組，平時應急控制中心人員編制僅 5 至 6 人，負責設施

功能之測試維護。  

關於秦山核電基地核應急組織體系，其秦山核電應急指揮部在接到核電廠

事故報告與進入相對應核應急狀態建議後，由應急總指揮啟動應急計畫，批准

同意核電廠進入應急狀態等級，並按照程序規定即刻向廠外核應急組織報告事

故情況，做好後續應變準備，其秦山核電應急響應組織機構架構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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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秦山核電應急響應組織機構架構圖 

本次參訪秦山核電應急控制中心，是因應福島事故後秦山核電基地整體改

善項目之一，於 2012 年 5 月開建，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正式啟用，建築面積

1768.9m2，該建築共有三層樓，一樓用以放置 2 台柴油發電機、220V 交流不

間斷供電系統（UPS）、蓄電池室、水箱及通風空調系統等設備；二樓有應變

中心指揮室、應急通信聯絡室、計算機室、輻射後果評價室及技術支援室等，

其指揮室正前方有 15 臺電視組成的電視牆，可同時顯示反應爐運轉資訊、環

境輻射監測數據、場內各監視器畫面（圖 35）及放映簡報等，整體建築包含

通風過濾系統、緊急供水系統、通訊系統及輔助指揮決策系統等，滿足防淹水、

抗震和可居留性等三項安全要求。 

控制中心亦展示目前研發之秦山核電應急控制中心（EM）應急支持系統

和應急信息系統，整個系統可供同仁登入操作，系統主要架構包含「應急就

位」、「應急大事記」、「應急報告」、「應急與技術支持文件」、「應急行動水平」、

「工廠工藝」、「源項與後果評價」、「應急環境監測與氣象」、「輿情媒體」、「3

維設施展示」、「應急資源信息」、「事故模擬」等 12 項主要功能，其概略說明

如表 4 及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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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顯示場內個監視器畫面 圖 36 應急支持系統和應急信息系統 

 

表 4、秦山核電應急控制中心（EM）應急支持系統和應急信息系統表 

項目名稱 功能簡介 

應急就位（圖 37） 包含人員線上簽到、人員就位總匯等 

應急大事記 應急重要事項紀錄 

應急報告 包含應急報告、模板管理、傳真單位管理 

應急與技術 

支持文件（圖 38） 

包含應急管理和執行程序、應急行動指南、應急預案、

應急通訊聯絡資料、應急計畫及法規標準導則等電子

文件 

應急行動水平 

（圖 39） 

模擬秦山核電基地 9 臺機組當前運作異常模式，分為 S

類、A 類、F 類及 H 類。 

S 類：交流電喪失、直流電喪失、無法實現停堆、安全

信號喪失、通訊能力喪失、安全邊界降級、熱排能力

喪失、安全注入二回路管道破裂、壓縮空氣故障、安

注故障、波動箱水位異常、需實施 U1 規程、乏燃料池

溫度異常等。 

A 類：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異常、輻射水平異常等。 

F 類：裂變產物屏障喪失等。 

H 類：自然現象或破壞性現象、火災或爆炸、有害氣

體、威助或敵對事件、控制室撤離等。 

電廠安全狀態 

（圖 40） 

包含電廠安全狀態、安全參數趨勢圖、各機組安全參

數、流出物在線監測、流出物監測趨勢圖 

源項與後果評價 

（圖 41） 

包含堆芯源數據展示、堆芯損傷數據展示及事故後果

評價、操作干預水平、數據上傳等，可藉由量測環境

輻射劑量反推射源項大小，並透過線上氣象監測得知

風向、風速等氣象條件進行分析，輔助決策系統將提

供建議，那些區域的民眾需進行疏散或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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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環境監測 

與氣象（圖 42） 

包含氣象在線監測及查詢、伽瑪在線監測及查詢，可

查秦山核電基地 12 個固定環境輻射監測站數據。  

輿情媒體 

包含多媒體資料管理、輿情對應預案管理、輿情信息

蒐集、輿情信息統計、微博搜索等，可針對網站關鍵

字出現頻率進行統計分析。 

3 維設施展示 

（圖 43） 

3D 展示秦山核電基地每棟建築物設施及內部設備 

應急資源信息 

（圖 44） 

顯示電廠內部及廠外村里應急集合點，以及附近輻傷

醫院 

事故模擬（圖 45） 
可模擬 9 台機組事故，如水位下降、沒有冷卻劑、釋

放到外部環境等。 

 

另外，還在簡報說明關於秦山核電基地消防組織，擁有國內唯一支現役武

裝警察消防部隊：嘉興市武警消防支隊泰山特勤二中隊，其特勤消防站總建築

面積 2,877m2，供三層，一層為車庫、修車庫、廚房、餐廳及通信室等；二層

為宿舍、學習室、辦公室等，三層為標準客房、醫務室等；建有訓練塔及煙霧

訓練室（10 層）一座，建築面積 410 m2，高度 28.6m，訓練跑道長 140m。現

有人員配置 26 人，擁有 6 台消防車輛（圖 46），包括：美國大力神高噴消防

車、美國大力 A 類泡沫消防車（化學消防車），水-乾粉聯用消防車、水罐消

防車、奔馳乾粉消防車和應急搶險救援車等；且按照武警消防總隊的訓練大綱

實施，並結合核電廠特殊性，每年進行核電廠消防專業培訓，包括熟悉電廠的

「消防行動卡」（圖 47）、廠房布置、消防設施位置、通訊聯繫及消防通道等。 

最後，我方提供我國 2014 年核安第 20 演習紀錄片（圖 48），分享給秦山

核電基地參考，對於我國核安演習精緻度讚譽有嘉，特別在本會核能技術處於

居民收容安置上還成立宗教撫慰區等演習細節及處長講評演習籌辦情形等印

象深刻；會後即前往參觀海鹽縣應急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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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應急就位項目 圖 38、應急與技術支持文件 

 

圖 39、應急行動水平 圖 40、電廠安全狀態 

圖 41、源項與後果評價 圖 42、環境監測與氣象 

  

圖 43、秦山核電 3D 設施展示 圖 44、應急資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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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事故模擬 圖 46、武裝警察消防部隊消防車 

  

圖 47、秦山核電基地消防行動卡 圖 48、撥放我國核安第 20 號演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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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海鹽縣應急指揮中心 

浙江省核應急辦季明清處長持續陪同我方抵達海鹽縣應急指揮中心，由指

揮中心徐瀏華主任接待，隨即進行簡報說明。（圖 49~50） 

圖 49、海鹽縣應急指揮中心外觀 圖 50、簡報說明並意見交流 

海鹽縣核應急指揮中心於 2005 年 8 月開建，2006 年 10 月投入使用，中

心主要設施有指揮室、控制室、通信室、新聞發布中心、辦公室、值班室等，

擁有通信系統、信息系統、新聞發布系統、值班及資料管理系統等設備，為進

行應急決策、指揮、信息傳遞之需要。 

接著介紹中國大陸核應急組織體系，核事故應急工作的任務是控制、減

輕、消除核子事故或輻射事故造成或可能的人身傷害、財產損失及環境破壞

等，有效處置輻射恐怖事件，保障公共安全。 

中國大陸核事故應急工作分為國家、地方和核電廠營運單位三級管理體

系，如圖 51，即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核電營運單位所在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設立地方核事故應急委員會及核電營運單位設立核應急指揮

部（下設核應急辦公室），分別負責全國、所在地區及核電營運單位的核事故

應急管理工作。 

浙江省核應急組織體系，如圖 52，省應急指揮部在接到秦山核電應急指

揮部關於核電廠事故應急狀態報告後，應急總指揮按照其廠外應急計畫規定，

向國家核應急協調委報告後，並令海鹽縣前進指揮所迅速啟動並採取有關應變

行動，持續掌握秦山核電應急指揮部進一步事故報告與緊急救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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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中國大陸國家核應急組織體系 

圖 52、浙江省核應急組織體系 

關於海鹽縣核應急組織體系，如圖 53，其下共設 7 個行動組和 7 個相關

鎮（街道），在應急響應期間主要負責下列三項響應行動： 

1. 依照省應急委的命令，及時啟動應急響應程序，指揮本縣各應急

行動組實施緊急應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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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省應急指揮部的命令，組織實施公眾掩蔽、撤離、避遷等防

護行動； 

3. 協調督促應急終止後各項工作恢復等任務； 

關於海鹽縣核應急公眾信息組織，如圖 54，其浙江省核應急前進指揮所

在接到省應急指揮部關於所轄管區核電廠已經進入核應急狀態及令其立即採

取響應行動的指示後，即刻與核電廠公眾信息組聯繫，並等待和採取後續應變

行動。 

圖 53、海鹽縣核應急組織體系 

 

圖 54、海鹽縣核應急公眾信息組織 

而海鹽縣核事故應急內容，分為「應急準備」及「應急響應」，其工作內

容再細分如表 5 所述，而其下 7 個行動組和 7 個相關鎮（街道）工作流程如圖

55、56，故應急指揮中心整體應急支援工作如下 1.參加幅射環境的應急監測；

2.負責組織實施放射性汙染的清除工作；3.參加醫學救援活動；4.協助工程搶

救；5.參與氣象保障；6.參加治安保衛工作；7.支援應急運輸工作；8.提供輻射

應急技術指導和防護器材；9.提供應急生活物資（如帳篷及棉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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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海鹽縣核事故應急工作內容表 

制定應急法規、預案、計畫 

建立應急組織 

準備必要的應急設施、設備與物資 

人員培訓與研習 

應急 

準備 

開展公眾教育 

應急決策 

應急組織與指揮 

應急隱蔽、撤離、安置等防護行動 

應急救援行動 

海鹽縣核事故

應急工作 

應急 

響應 

各項應急保障行動 

 

圖 55、海鹽縣核應急組織工作流程 I 圖 56、海鹽縣核應急組織工作流程 II 

最後，除展示於 2014 年 8 月 8 日舉辦舉行「秦山—2014」浙江省核應急

聯合演習相關照片外，並介紹秦山核電基地應急計畫區之劃分，其攝入應急計

畫區為以秦山核電基地為中心，半徑 30km 範圍圈內區域；其煙羽應急計畫區

則細分煙羽應急區內區與外區，如圖 57；其外區主要分別以秦山核電基地北

端「方家山擴建工程 2 號機組」及南端「秦山第二核電廠 3 號機組」為中心，

半徑 7km 範圍圈內區域，外區所含人口數總計約 50,291 人；內區主要以「秦

山第二核電廠 1 號機組」為中心，半徑 5.25km 範圍圈內區域，內區所含人口

數總計約 18,85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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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秦山基地應急計畫區劃分 

核子事故發生時，疏散和收容安置保障非常重要，把撤離區居民集中轉移

到應急計畫中安置點臨時居住，並由政府提供生活必需品，確保撤離民眾日常

生活，其核應急公眾安置參考如圖 58。 

 
圖 58、核事故應急公眾安置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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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發生核子事故災害，下達民眾疏散及安置行動時，其疏散道路路

線勢必範圍廣大，故煙羽應急計畫區共規劃有 5 條主要核應急道路：1.許澉線；

2.武袁線；3.核電大道；4.秦山大道；5.秦通線（圖 59~60）。另設有 14 個核應

急撤離集中乘車點及 23 個交通控制點（圖 61~62），但是經洽詢陸方考量 2 點︰

1.海鹽縣居民之相關親戚朋友等皆有在秦山核電基地工作，萬一若發生核子事

故，皆第一時間能收到訊息；2.現今民眾家戶皆有車輛，若發生核子事故時大

多能自行離去。但我方詢問也是陸方現今最大的問題點在於若在上下班尖峰期

間發生核子事故時或發生核子事故時民眾車輛全湧進核應急道路時，如何進行

疏散行動？故目前現朝向擴大核應急道路寬度及增加交通控制點來進行。 

圖 59、煙羽區應急道路規劃體系 圖 60、公眾撤離至安置點規劃 

 

圖 61、核應急撤離集中乘車點 圖 62、核應急交通控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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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廠外應急設施，除海鹽縣核應急指揮中心外，其廠外應急環境監測與

預警系統亦有 2 套：包含秦山核電基地設立 12 個環境輻射監測站（圖 63）；

以及浙江省環保廳在核電基地附近建置設立 9 個環境輻射監測站（圖 64），其

系統皆 24 小時自動監測，每 30 秒就將數據傳送到前沿總站匯總貯存，再傳送

到浙江省輻射監測站數據處理中心，一但環境輻射數據超標，系統自動警報，

信息立即傳到值班人員手機上。 

最後，在公眾溝通及資訊公開上，海鹽縣核應急指揮中心發放許多宣導手

冊及製作科普文宣（圖 65），加強宣導核電及核應急基本知識等，值得我國注

意的是在指揮中心外所架設之公共自行車站（圖 66），類似我國 Ubike 模式，

鼓勵民眾使用低污染公共自行車作為短程接駁運具，以達改善海嚴縣上下班道

路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的目的，故憑藉於此，在海鹽縣公共自行車站廣告牆上

皆宣導核能清潔能源，以「共享清潔能源、共建美麗海鹽」為標語展示一系列

科普宣傳。 

圖 63、秦山核電 12 個環境輻射監測點位置圖 圖 64、省環保廳 9 個環境輻射監測點位置圖 

  
圖 65、科普文宣 圖 66、海鹽線公共自行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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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訪環境保護部輻射環境監測站 

行程最後一天，則參訪浙江省環境保護部輻射環境監測站（環境保護部輻

射環境監測技術中心）（圖 67），於 1988 年 9 月正式成立，隸屬浙江省環保廳

和環境保護部雙重管理，是浙江省輻射環境管理技術保障機構和環境保護部輻

射環境管理技術後援機構，是全國輻射環境監測網路的網路中心及應急監測中

心等，其組織架構圖如圖 68。 

圖 67、浙江省環境保護廳外觀 圖 68、浙江省環境保護部輻射環境監測站組織架構

其擁有輻射環境質量連續監測系統、重要核設施周圍輻射環境連續監測系

統、核與輻射環境安全移動應急監測系統及輻射環境安全監測重點實驗室等監

測系統和儀器設備，通過國家實驗室認可和計量認證的輻射監測能力。其主要

職責如下︰ 

1. 承擔浙江省境內的核設施、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裝置、電磁輻射

專案等污染源和規定範圍內的周圍環境的監督性監測。 

2. 負責全省輻射環境監測網的管理和全省輻射環境質量監測，分

析、報告全省環境輻射品質狀況和變化趨勢。 

3. 承擔區域環境品質評估，編寫環境輻射監測評估報告；負責伴有

輻射建設專案環保設施的竣工驗收監測。 

4. 參與核設施事故廠外應急監測，承擔核與輻射事故及處置核與輻

射恐怖襲擊事件的應急監測和事故後果評價。 

5. 負責全省放射性固體廢物（源）收貯。 



 

   

 

34

6. 承擔環境輻射保護領域的科研、培訓、諮詢等工作。 

7. 承辦浙江省環境保護廳交辦的其他事項。  

(一) 參訪輻射環境安全監測重點實驗室（低背景實驗室） 

抵達浙江省環境保護廳，則由環境保護部輻射環境監測技術中心馬永福副

主任接待，首先參觀輻射環境安全監測重點實驗室（圖 69、70），又稱低背景

實驗室。 

圖 69、參訪低背景實驗室 圖 70、進實驗室前之自動熱膠鞋底套 

實驗室於 2010 年 2 月開始建設，2012 年 10 月投入使用。主要是用於空

氣、水、土壤及食品等環境樣本放設性測量的專用實驗室，共有 7 台高純鍺γ

能譜分析儀，從而保證放射性物質含量極低的環境樣品監測結果確定可靠，可

以滿足γ放射性監測的各種需求，為中國大陸環保系統唯一的低背景實驗室，

代表陸方同類實驗室最高水平。 

長期以來，實驗室承擔了秦山核電基地、三門核電基地、浙江省衢州鈾業

有限責任公司（即 771 礦）和桐廬神仙洞等中國大陸重點監管的核與輻射設施

環境樣品的主要測量分析場所，以及擔任全國輻射環境網路監測等，特別在日

本福島事故後，監測多種樣品如空氣、懸浮微粒、空氣沉降物、沿岸沉積物、

飲用水、食品等，提供即時監測結果作為政府政策、核與輻射安全監管和社會

公眾服務提供強而有力的技術支撐。其浙江省環境監測站應急監測響應組織體

系如圖 71 所示。 

另外，除了介紹前述參訪浙江省環境輻射偵測站秦山前沿站所展示之秦山

核電基地外圍連續監測系統（9 個全自動輻射偵測點，除監測γ輻射劑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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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進行空氣中氚與碳-14 含量的即時監測）外，更值得注意是全國輻射環

境監測資料中心，建立全國 157 個監測點的信息總匯和分析，是國家輻射環境

監測網路資料快速交換、統一管理、多樣化展示的平臺，由國家和浙江省共同

投資建成。三大自動連續監測系統主要由環保部重要核設施監測系統（9 站）、

秦山核電基地輻射環境連續監測系統（12 站）及全國輻射環境監測系統（157

站）組成，建置其全國輻射環境監測資料管理及應用平臺。（圖 72） 

圖 71、應急監測響應組織體系 圖 72、全國輻射環境監測資料管理平台 

三大系統的建設具有遠距離即時傳輸、即時自動手機短信警報、無人值守

等特點，可作為應急時的決策及詳實的監測資訊，值得我國效法學習。其三大

功能：1.動態反映環境輻射水準及變化趨勢，為評價輻射環境品質提供基礎資

料；2.及時發現異常資料，預測可能發生的核與輻射事故並判斷環境風險；3.

事故情況下，判明污染物的種類，預計污染擴散範圍和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

作為應急指揮部門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 

最後，目前正建設中的浙江省三門核電廠，正規劃籌建其外圍輻射環境監

督監測系統，預計 2016 年建設完成後我方可參訪，其目前規劃如下： 

1. γ輻射連續自動監測系統：在三門核電廠外圍建置 8 個γ輻射連

續自動監測站，有效監測核電廠排放的放射性煙羽引起的劑量變

化。 

2. 前進監測站：由標準氣象場、數據處理系統、公眾宣傳室、應急

與前處理實驗室構成，總建築面積約 1400m2。 

3. 放射性分析實驗室：包括物理分析和放射化學實驗室，總建築面

積約 4000m2，提高監測集中度和監測效率，主要用於環境樣品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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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前處理和分析測量等。 

(二) 參訪浙江省事故廠外應急委員會辦公室 

接著在同棟浙江省環境保護廳大樓內，參訪核電廠事故廠外應急委員會辦

公室（圖 73），由浙江省核應急辦季明清處長接待，就浙江省核應急情況進行

說明如下。 

1. 浙江省核電發展概況： 

1) 在役核電廠：秦山核電基地共有 9 台機組，如前述表 3，不

再贅言。 

2) 在建核電廠：三門核電廠，採用美國西屋公司研發第三代壓

水式核電技術 AP1000 建造，規劃建設 6 台 125 萬千瓦的核

電機組，總裝置容量為 750 萬千瓦，分三期建設，一期工程

的 2 台機組計畫於 2016 年 2 月首次裝填。 

3) 規劃核電項目：浙江尤龍核電項目，規劃建設容量 4 台

AP1000 百萬級千瓦壓水式核電機組，一次規劃，連續建設，

由於日本福島事故後，目前暫停核電廠址開發工作，處於廠

址保護狀態。 

4) 總規劃目標：預計到 2016 年，浙江省核電機組容量將達到

880 萬千瓦，占全省發電總裝置容量 11.1％；預計到 2020

年，核電機組容量將高達 1500~2000 萬千瓦，占全省發電

總裝置容量 13.3~17.7％；預計到 2030 年，核電機組容量將

高達 3500~4000 萬千瓦，占全省發電總裝置容量 25~28.6％ 

2. 浙江省核應急準備工作發展情形： 

1) 組織機構：省與核電所在縣兩級應急組織。核電廠負責核電

事故的場內應急；省核應急委負責廠外應急，其組織架構如

前述圖 52，不在贅言。 

2) 法規預案：目前相關核應急法規如下： 

 浙江省核電廠輻射環境保護條例 

 浙江省核電廠（基地）核事故廠外應急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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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廠核事故廠外應急計畫 

 浙江省核與輻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方案（2013~2015

年） 

 浙江省核電廠重要信息報告制度 

 浙江省核應急指揮中心管理規定 

 浙江省核應急辦值班實施辦法 

3) 基礎建設：分為指揮中心系統、監測與預警系統及核應急保

障系統 

 指揮中心系統：2004 年建成省核應急指揮中心系統，

包括省軍區、各專業組、海鹽縣、秦山核電以及在建的

三門縣、三門核電廠等核應急視訊系統，計畫於 2015

年改建；另三門縣核應急指揮中心已啟動建設。 

 監測與預警系統：主要由輻射環境安全監測重點實驗

室、秦山與三門核電廠外圍輻射監測與預警系統以及核

事故應急監測車系統所構成。 

 核應急保障系統：建成了核與輻射醫學救援基地、秦山

核電基地核事故應急的氣象保障網路體系、核應急洗消

點，規劃了核應急集結點和行進（撤離）路線。其中值

得我國注意的是，雖浙江省內有 30 萬片核應急碘片儲

備（圖 74），整個浙江省所需碘片份量約 60 萬片，其

有不足情形，可與他省相互支應，避免儲備過多碘片無

用而造成浪費，以及 1,029 家商務系統生活必需品應急

重點企業。 

4) 演習與培訓： 

 演習：7 次大規模的應急演習，省軍區、各專業組、海

鹽縣應急委和秦山核電基地所舉行的應急演習累計有

近百次之多。其中 2014 年，秦山核電方家山莊填裝前

的核應急聯合演習，更有歷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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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集中培訓為主，分級分類實施。以核應急的內容

與程序、組織指揮與協調、具體應變行動為主要內容，

不間斷地召集各級核應急人員以及應急計畫區的鎮、村

幹部等進行培訓，使浙江省核應急人員具有良好的應急

知識。 

5) 宣導教育和交流合作 

 宣導教育：浙江省通過多年來各種形式宣傳教育、公眾

對於核電有新的認識，特別是海鹽縣民眾，基本已經消

除對核電廠的恐懼心理。 

 交流合作：與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並與

廣東省、福建省核應急組織分別簽訂了核電站事故應急

工作相互支援協議，例如前述浙江省有 30 萬片核應急

碘片儲備，但若有不足情形，可相互支應。 

  

圖 73、簡報說明及意見交流 圖 74、碘片將分送地方單位 

3. 中國大陸應急響應程序： 

1) 中國大陸「國家核應急預案」，分四級響應；最高為 I 級，

最低為 IV 級；其 I 級響應為廠外應急（總體應急）、II 級響

應為場區應急、III 級響應為廠房應急、IV 級響應為應急待

命。 

2) 響應應急的啟動：在核設施進入應急待命、廠房應急和場區

應急狀態後，由「省核應急委」研究決定分別啟動 IV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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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級或 II 級應急響應；相對啟動 I 級響應的建議由國家核

應急協調委提出，由「國務院」決定啟動 I 級響應，浙江省

據此同時啟動 I 級響應。 

3) 響應應急的終止：廠外應急狀態的終止由省核應急委會同核

電廠事故應急機構提出建議，報國務院指定部門批准後，由

省核應急委發布。 

最後，雙方進行彼此關於核應急工作經驗分享，特別在制定緊急應變計畫

和實施流程上，能讓各單位能有所依循根據，且本會核能技術處為核電廠及地

方緊急應變之間的溝通橋樑，辦理核安演習及民眾教育溝通經驗較為豐富，我

方也提供我國 2014 年核安第 20 演習紀錄片，分享給浙江省核應急辦參考；陸

方前述法規預案也提供目前浙江省核應急指揮中心管理規則及值班制度供我

方參考，如附件。未來希望雙方能多些實質經驗合作交流，能彼此相關實地觀

摩雙方核應急聯合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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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日本福島事件後，大陸核電廠針對應急整備方案進行調整，包含每年與

地方核應急辦聯合辦理一次核應急幹部培訓班活動，以及公眾宣導溝通

上，我方早已執行多年，較陸方經驗豐富；但其硬體方面，陸方投入大

量經費在研究設備及全國環境輻射即時監測系統上，可知對於核安關注

及核應變準備支持；但其中值得我國效法學習的是核電廠建置應急文件

體系及陸方國家核安全局開發「核電廠核事故應急演習情景庫」，作為國

內核電廠開發演習情景庫的標準文件，其演習時從中隨機抽取，實地檢

驗業者核事故應變能力，而我國可仿效建置核子事故情境資料庫，由本

會主管機關抽取隨機事故情境，確定情境主軸後更可分支許多不同突發

事故，實地檢驗台電公司及核電廠核事故應變能力。 

二、 在消防體制上，陸方地方消防總隊屬公安部門下之分支單位，因體制與

我國不同，因此在核災應變屬一般性之災害搶救任務執行單位，不是主

要擔幕僚參謀。相對秦山核電基地消防隊屬武警，是中國大陸惟一非屬

企業之消防隊，可值得我方學習是擁有熟悉核電廠的「消防行動卡」，可

讓消防隊得知並快速重點滅火；而田灣核電廠消防隊則屬企事業單位專

職消防隊，其中值得我國注意的是企事業單位專職消防隊每年參加全省

消防部隊系統競賽，由地方公安消防總隊企業專職指導處舉辦，由各企

事業單位參加相互比賽，可相互學習努力提高彼此企事業單位間之救災

能力，故我國可舉辦其各核電廠與地方消防隊緊急應變及救援競賽，提

升消防人員核子事故應變能力。 

三、 另外，對於公安消防總隊在處置行動中，陸方覺得最重要的是統一指揮，

一旦發生核子事故，由省核應急辦立高度集中的指揮中心，指揮協調各

單位行動。公安消防總隊必須自覺服從指揮部的統一指揮，平時加強與

有關部門的溝通聯絡，建構有效的資訊保障渠道，在採取核應急各項指

令措施時，要充分發揮強大的宣傳輿論工具的作用，廣泛宣傳實施核應

急措施必要性。 

四、 在核安文化上，可看出陸方對於核電企業核安文化之重視，利用企業和

心標語，對公眾溝通特別強調「安全是核電的生命線」，如田灣核電廠對

內部溝通弘揚四個一切或秦山核電基地的八大核安原則，就是用其核安

全文化提升員工的素質，借鑒國際核電行業運行的經驗，不斷完善核安

全文化概念，值得我國效法學習核安文化已經成為該電廠安全管理的一



 

  41

項基本原則，明確建立「公司品牌定位和企業文化」。 

五、 在公眾溝通上，浙江省為加深中國大陸民眾對核電與核能的瞭解，特與

秦山核電基地聯合浙江省科協、省能源局、省環保廳建置形成浙江省與

中核集團核電科普品牌「清潔核能助力兩富浙江」，並在海鹽縣公共自行

車站廣告牆上皆宣導一系列科普宣傳，我國可效法在低污染公共自行車

Ubike 宣導核能為清潔能源；此外，我國各核電廠可效法陸方學習的是，

為了社會大眾有身臨其境的感覺，舉行「開放日活動」，邀請社會大眾及

媒體共話核電溝通，讓民眾進入到了秦山二期的 3 號機組燃料廠房等參

觀，「開放日活動」是中核集團公眾溝通的良好實踐，展示中核集團開放

的姿態和形象，值得我國原能會及台電公司學習「開放日活動」，讓民眾

體驗核電的嚴謹和安全。 

六、 本次參訪對於陸方建置全國環境輻射監測系統（157 站）組成，建置其

全國環境輻射監測資料管理及應用平臺，雖我國已有建置全國環境輻射

監測，但陸方其中當環境輻射監測系統有即時自動手機簡訊警報、無人

值守等特點，一但環境輻射數據超標，系統自動警報，信息立即傳到值

班人員手機上，可提早預測可能發生的核與輻射事故並判斷環境風險。

我方核安監管中心可考慮建置即時自動手機簡訊警報系統。 

七、 對於應急指揮中心，其值班制度與我方不同，稱為電話值班制度（如附

件），其正常工作日由應急辦在崗人員負責接聽電話，夜間由值班人員將

電話轉至家裡或值班受機，上班後負責將電話轉至辦公室。值班者如有

事離開，須落實他人代接電話，可即時處理應急事務，並即時報告應急

辦副主任或主任，若遇突發事件必須立即向值班局領導報告，我方可考

慮其電話值班制度，在信息聯繫上較為便利有效。另外，發現陸方會將

相關圖資及作業程序，均以掛圖方式呈現於幕僚作業室，並隨時修正，

修正後之圖資或作業程序均逐一由下而上簽名及註記日期，以明確版

本，預防使用舊有版本，值得我方效法學習。 

八、 另外，關於地方省應變方面，值得我國注意的是浙江省與廣東省、福建

省核應急組織分別簽訂了核電站事故應急工作相互支援協議，例如前述

浙江省有 30 萬片核應急碘片儲備，但整個浙江省所需碘片份量約 60 萬

片，若有不足情形，可他省相互支應，避免儲備過多碘片無用而造成浪

費，且建置 1,029 家商務系統生活必需品應急重點企業，故我方臺灣可

考量學習仿效新北市與屏東縣簽署相互支援協議，且可建置我國核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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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生活必需品應急重點企業，確保我國若發生核子事故時，對於民眾日

常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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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核應急指揮中心安全保密管理制度 

一、 指揮中心所有相關文件、資料、圖表（含電子文件）不得外

借，凡需查閱、摘錄、複製檔案、資料的需經負責人同意。 

二、 嚴禁在檔案、資料上圈點、塗改、劃線、抽取和汙損並嚴守

檔案機密。 

三、 嚴格信息安全管理，不得在核應急專網上外網。 

四、 禁止下載、複製、刪除有關核應急信息、數據及有關文件。 

五、 不准在信息網上發布為經領導批准的任何信息。 

六、 未經同意，不得在指揮中心內拍照、攝影。 

七、 任何人不得利用中心系統進行遊戲、個人文字處理，不得用

於對外服務。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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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核應急指揮中心衛生消防管理制度 

一、 管理人員對指揮中心每周進行一次常規保潔，保持指揮中心

各個場所與儀器設備整潔乾淨；指揮中心每次使用後應即時

進行清潔。 

二、 禁止在指揮中心場所內吸菸。 

三、 禁止在指揮中心內堆放易燃物、化學物等違禁物品和其它雜

物。 

四、 確保消防設施和器材完好、有效，保持安全出口的暢通。 

五、 管理人員在發現任何與安全有關的異常情況時，應立即採取

果斷措施，並即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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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核應急指揮中心電話值班制度 

一、 核事故應急電話值班工作由應急辦負責，實行 24 小時值班制

度。 

二、 應急電話值班由應急辦工作人員按周輪值，正常工作日由應

急辦在崗人員負責接聽電話，夜間由值班人員將電話轉至家

裡或值班受機，上班後負責將電話轉至辦公室。值班者如有

事離開，須落實他人代接電話。 

三、 值班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嚴格履行職責，認真做好記錄，即

時處理應急事務，並即時報告應急辦副主任或主任，若遇突

發事件必須立即向值班局領導報告。 

四、 認真做好交接班工作，交接時間為每周一上午 8 時。 

五、 核事故應急值班工作人員值班期間給予適當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