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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舉辦之 2015 年第 27 屆「核能管制資訊會議(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簡稱 RIC)」係每年例行由該會所轄核反應器管制署(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簡稱 NRR)與核能管制研究署(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簡稱

RES)聯合主辦的資訊交流會議，美國核管會藉此公開會議與關切核能議題之有關機構

或個人，包括核能電廠業主、製造廠家、核能學術單位、核能研究機構、美國政府單

位、非政府組織、媒體，以及國外核能相關機構等，就核能管制議題、新近研究專題、

重要研究發現、管制經驗回饋、高度關切事項等領域之回顧與展望，進行意見交流與

政策宣示之重要會議。本次參加大會與各項分組研討會，瞭解美國核管會於日本福島

核電事故後各項重點施政工作，並與核管會專家交流雙方的研究現況。 

原能會吳員除參加會議外，並受邀在大會技術專題中發表論文，並與其他演講者

共同參加論壇與與會各國聽眾做交流互動。本次藉由參加 RIC 會議之各項議題，包括

有反應器運轉、新型反應器、三階 PRA、風險告知管制、嚴重事故研究等，另蒐集瞭

解在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後美國管制機關之核安強化措施，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及助益。 

另為增進我國與美國核管會雙方管制人員之互動，利用管制資訊會議結束後一天

（3 月 13 日），與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張明倉技正，及本會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趙

衛武副組長等，一同拜訪美國核管會總部，就管制實務問題與美方人員進行討論與經

驗交換，可作為我國未來執行相關事項之參考，對於我國核能安全管制工作之推展有

所助益，期間並參與我國原能會駐美人員和美國核管會之每月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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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由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 NRC)舉辦之 2015 年第 27 屆「核能管制資訊會

議(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簡稱 RIC)」係每年例行由該會所轄核反應器管

制署(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簡稱 NRR)與核能管制研究署(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簡稱 RES)聯合主辦的資訊交流會議。美國核管會藉此公開會議與關切核能

議題之有關機構或個人，包括核能電廠業主、製造廠家、核能學術單位、核能研究機

構、美國政府單位、非政府組織、媒體，以及國外核能相關機構等，就核能管制議題、

新近研究專題、重要研究發現、管制經驗回饋、高度關切事項等領域之回顧與展望，

進行意見交流與政策宣示之重要會議，今年有 35 個以上國家超過 2,900 人註冊參與此

一會議。本次奉派參加大會與各項分組研討會，瞭解美國核管會於日本福島核電事故

後各項重點施政工作，並與核管會專家交流雙方的研究現況。 

原能會吳員除參加會議外，並受邀在大會技術專題中發表論文，並與其他演講者

共同參加論壇與與會各國聽眾做交流互動。本次藉由參加 RIC 會議之各項議題，包括

有反應器運轉、新型反應器、三階 PRA、風險告知管制、嚴重事故研究等，另蒐集瞭

解在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後美國管制機關之核安強化措施，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及助益。 

另為增進我國與美國核管會雙方管制人員之互動，利用管制資訊會議結束後一天

（3 月 13 日），與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張明倉技正，及本會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趙

衛武副組長等，一同拜訪美國核管會總部，就管制實務問題與美方人員進行討論與經

驗交換，可作為我國未來執行相關事項之參考，對於我國核能安全管制工作之推展有

所助益，期間並參與我國原能會駐美人員和美國核管會之每月例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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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 

日 期 地點與行程 工作內容 

3月8日(日) 台北→美國紐約 去程 

3月9日(一) 
美國紐約→ 

美國華盛頓特區 
去程，2015 RIC會議註冊 

3月10日(二)~ 
3月12日(四) 

Bethesda North Marriott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出席2015 RIC會議 
與KINS人員交流 

3月13日(五) 
美國華盛頓特區 
→美國紐約 

訪問 NRC 總部，返程 

3月14日(六)~ 
3月15日(日) 

美國紐約→台北 返程 

 

二、出席「2015 年第 27 屆 RIC 會議」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舉辦之 2015 年第 27 屆「核能管制資訊會議(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簡稱 RIC)」係每年例行由該會所轄核反應器管制署(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簡稱 NRR)與核能管制研究署(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簡稱

RES)聯合主辦的資訊交流會議。研討會於 3 月 10 日至 3 月 12 日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Bethesda North Marriott 飯店及會議中心召開。參與人員除美國核管會及美國國內核能

相關機構與學術單位外，國際間並有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日本、加拿大、法國、

中國、韓國、歐盟各國，以及台灣等 35 國人士參加，共計超過 2,900 位核能有關之政

府官員、教授、技術專家、顧問等參與高度技術至政策層面等不同領域之專題，安排

在 37 場次的專題共超過 160 篇技術論文，會議議程及議題詳參附件一。本次會議安排

技術層次頗高而平行展開的各領域技術議程，主要的特色就在大會安排由美國 NRC 主

席及委員等的專題研討論壇及主題演講，提供與會者藉由論壇與美國核能領域高階領

袖針對核能技術之展望與願景做溝通互動。 

本次大會在 3 月 9 日(週一)開始辦理註冊，由本會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趙

衛武副組長陪同，一行抵達會場辦理註冊並瞭解場地及專題演講之準備事項。 

第一天上午議程為大會(Plenary)型式，大會由 NRR 署長 William M. Dean 先生主

持，由 Dean 先生簡介大會並致歡迎辭，表達藉 RIC 提供核電廠管制及核安全研究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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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開對話的機會，並分享美國國內及國際間面對新興的安全與保安議題的不同面

向，接著說明大會議程及邀請的講座，重點介紹技術專題及 24 個海報及桌面展示，邀

請與會者在中間休息及午餐時間在會場週邊參觀了解相關內容。 

上午邀請 NRC 的主席 Stephen G. Burns 演講，並由 NRC EDO Mark A. Satorius 先

生回應。接著，兩位 NRC 委員 Kristine L. Svinicki 女士與 William C. Ostendorff 博士演

講。另一位 NRC 委員 Jeff Baran 則於第二天上午的大會議程演講。除了大會議程外，

RIC 會議在同一時段另有數場技術議程的研討會同時進行，為集中重點於核能安全管

制相關部分，吳員在技術議程「W17 氣體聚積與管理：尚待處理議題及解決方案(Gas 

Accumulation and Management: Remaining Issues and their Resolution)」提出論文發表，

並參加相關的技術議程：「T5 嚴重事故演進及後果分析佐助福島事故有關的管制決策

(Severe Accident Progression and Consequence Analysis in Support of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 in Light of the Fukushima Accident)」、「T9 Vogtle 一、二號機三階 PRA

計畫的狀態(Status of the Level 3 PRA Project for Vogtle, Units 1 and 2)」、「W16 風險告知

管制的未來(The Future of Risk-Informed Regulation)」等。 

以下分別提出 NRC Burns 主席、Mark A. Satorius 先生、Svinicki 委員、Ostendorff

委員、與 Baran 委員演講的摘要： 

(一) NRC 委員演講部分 

(1)  NRC 主席 Burns 演講 

Burns 主席以「 Chairman Burn's Remarks to the 27th 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為題演講，提出 NRC 成立 40 年的願景，細數過去運轉經驗評估、回溯法

規、緊急應變發展與架構、安全目標的採用、維護法規、強化保安、及優良管制原則

建立等里程碑，持續數十年不變的是對民眾的承諾，確保核電廠及放射性物質的使用

不威脅民眾及環境的安全。如同核電廠在 40 年前獲得執照並進行延役的申請，NRC

也進入應該隨著時代即時更新的時期，NRC 在 2000 年時約 2,700 員工，目前成長至 3,700

員工，曾為因應保安及緊急應變任務之需在 2010 年時逾 4,000 員工，隨著金融危機、

天然氣在能源市場的競爭，NRC 組織架構人力調整至目前的規模。在 2014 年 6 月開始

推動 AIM 2020 計畫，確保 NRC 組織架構在高度變動的環境下，包括因應福島事故的

強化改善，除役機組不在預期內的增加，網路安全、小型模組化反應器、因應延長執

照超過 60 年等審查案，能夠有效及效率的處理挑戰性議題。 

在 2015 年 2 月在維也納舉辦的核安會議的外交會議，達成在核能安全有一致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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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也納宣言，目的在強化締約國基於福島事故後對核能安全的承諾，對新設核電廠

有更高的安全標準，定期對現有核電廠執行全面性系統化的安全評估，採用 IAEA 安

全標準及優良實務納入上述要求及管制做為。預期 NRC 在未來 10 年的主要工作，包

括小型模組化反應器、進步型(第四代)反應器技術的執照審查，並與能源部合作完成非

輕水式反應器一般設計標準的審查。 

Mark A. Satorius 先生接著以「NRC Oper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為題，提

出最近在核物料使用安全及保安、視察/審照、福島事故的經驗回餽、新反應器建造的

監管、Yucca 山安全評估報告、立法/策略規劃等面向的成就。除此之外，目前較為重

要的議題包括國際重要議題的合作，三階全廠址的安全度評估以及網路安全的議題。

針對過去建立且持續精進的管制架構，加以認同並期許 NRC 能努力隨著外在環境而適

應、調整，包括技術面的日新月異、經濟面/政治面的不同挑戰。 

(2)  NRC 委員 Svinicki 演講 

Svinicki 委員的演講引經據典、妙語如珠，提到福島事故的近期專案小組(NTTF)

報告的建議事項，以及對福島事故的管制回應，指出 NRC 應該持續推動評估、回饋及

改善的文化。 

(3)  NRC 委員 Ostendorff 演講 

Ostendorff 委員以「 Building a Bright Future on a Solid Foundation」為題演講，重

點在於闡述優良管制的原則之一：效率。這是 Ostendorff 委員第五次參加 RIC 提出演

講，相對於去年係提出獨立性及公開性原則以及高度專業的幕僚之觀點。效率原則的

屬性包括優秀的管理及行政、高超的技術及管理之專業、以及持續更新管制的能力，

並能在有限的資源下，保證管制活動能達到降低風險的程度以及迅速的決策，俾能因

應在快速變動環境挑戰之下，能採最佳的方式強化規劃及管制的能力。從 2001 年因應

反恐的保安及事故反應的作為，在 2005 年因應核能復興預期的成長，2011 年面對福島

事故複雜而困難的對策，包括所有的命令及立法，面對反應器的新時代，必須提出高

品質的管制績效。他並舉政府部門可能因應守夜工作需求的例子，為了確認有工作指

引及規劃、品保、財務行政、管理等增加許多職務及預算，最後為了要降低財務負擔

把守夜人裁撤。 

去年 6 月 NRC 推動計畫目標報告(Project Aim report)，包括人力、規劃及程序三

大範圍。在人力部份必須重新分配人力資源，以納入優先順序及工作負擔變動情況下

的考量，例如，將 Office of Nuclear Materials Safety and Safeguards (NMSS)及 Office of 



 5

Federal and State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s 合併為一，將部份 Office 

of New Reactors (NRO)人力調配至 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 (NRR)，均是考量階

段性工作目標的完成並獲得更好的管制效率的做為。其次，在規劃部份，提出完成廢料

信心法案及 Yucca 山安全評估報告等兩案，能夠在妥善規劃下有效率且依時限的完成

重要任務。最後，程序這個部份，必須提出流程、角色及責任標準化的作業方式，提

出 NSIR (Nuclear Security and Incident Response)網路安全(關鍵數位資產的保護)立法及

福島後救援策略立法兩案為例，效率不僅時效的優先也要將風險告知考量納入，俾使

管制負擔與風險能夠相稱。在開始執行關鍵數位資產的確認，其數量由原認知的數百

項擴增至數千項，採取“後果基礎的方法論(Consequence-based Approach)”確認重要數位

資產的安全防護，並降低業主與管制單位的負擔。同樣的，在福島後救援策略立法作

業，已經把 NTTF 建議 4 廠區全黑救援、NTTF 建議 7 用過燃料池、建議 8 廠內緊急應變

能力以及建議 9、10 及 11 緊急應變作業合併為乙項立法作業，除了有效降低管制負擔並

能強化法規架構的一致性。 

(4)  NRC 委員 Baran 演講 

Baran 委員係第一次參加 RIC 提出演講，曾擔任國會山莊眾議員監督委員會的律

師，多年來已經接觸 NRC 及相關事務。提到目前，美國有 5 座新反應器正在興建，也

有 5 座反應器最近停止運轉進入除役。NRC 針對除役的電廠正在推動一項立法，以彌

補目前並沒有為除役電廠量身打造的法規，除役電廠的業主也能免除針對適用於運轉

反應器的法規提出豁免的申請。 

吳員在大會演講會場 吳、張兩員在大會演講會場 

(二) 大會技術議程 

技術議程「W17 Gas Accumulation and Management: Remaining Issue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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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此技術議題在 2013 年 RIC 首度提出，目的在解決氣體累積可能導致喪失

安全系統，最近 NRC 已採用 NEI 09-10 (Revision 1a-A)做為管制議題摘要(Regulatory 

Issue Summary) 2013-09 的安全評估，其他的進展包括發行運轉規範專案(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ask Force, TSTF)-523，並與 NEI、業主組織、業主代表開會討論議題的

演變。此一技術議題專注在 2013 年 RIC 所釐清的技術議題、解決方案及剩餘議題解決

方案之規劃。本項議題所處理的設計基準及運轉符合性議題，包括(1)使用關係式以判

定在儲槽排空時的可用體積，(2)泵汲水側的空泡標準。邀請的講員提出 NRC 審查及視

察的觀點，業界代表討論對電廠的可能影響。本項議題已達結束的重要領域包括(1)業

主的修改(2)深度的視察(3)規劃出版涵蓋(a)現行設計基礎(b)可操作性的判決書(c)氣體

產生的顧慮(d)氣體的可接受標準(e)氣體的移動(f)在泵、儲槽、管線的渦旋及臨界水位

等項目的 NURGE 報告。隨後將會出版管制導則。吳員在此技術議程「W17」發表一

篇「The Regulatory Activities Related to Gas Accumulation Issue  in Taiwan」論文(簡報

資料如附件二)，目的在向國際核能社群提出原子能委員會在核能電廠安全管制議題之

作為，並提出依據美國相關規範所做之努力與經驗分享。 

簡報首先背景介紹台灣核能電廠的現況，包括已進入封存階段的龍門電廠。原能

會因應美國核管會 GL 2008-01「Managing Gas Accumulation in Emergency Core Cooling, 

Decay Heat Removal, and Containment Spray Systems」，並要求台電公司提送相關資料以

驗證系統符合目前執照、設計基準、管制要求，以及經由適當的設計、運轉和測試等

方法，以維持符合 GL 2008-01 要求，原能會再經由資料的收集以研判是否須採取額外

的管制要求。為使出席會議之各國專家學者進一步了解我國狀況，吳員並針對國內運

轉中之 3 座核能電廠所採取之對策及重要管制措施提出說明。 

核一廠在 2011 年 5 月對一號機上述系統的七個位置執行超音波檢查(UT)，確認相

關管線是否有空泡的疑慮，並且於 2011 年 12 月在七個位置加裝排氣閥。二號機分別

在 2011 年 5 月、2011 年 12 月及 2012 年 5 月亦分別對上述系統的七個位置執行 UT，

確認相關管線是否有空泡的疑慮，並且於 2012 年 12 月在七個位置加裝排氣閥。現行

做法是在泵的定期測試程序書增列「高點排氣後再起動泵」之做法。核二廠在 2011 年

9 月對兩機組上述系統的各五個位置執行 UT，確認相關管線是否有空泡的疑慮。現行

做法與核一廠相同，是在泵的定期測試程序書增列「高點排氣後再起動泵」之做法。

核三廠在 2012 年 4 月的兩次管線確認有空泡的事件，係在管線排氣過程發現管線中有

空泡；分別在圍阻體噴灑系統的管線及 RHR 熱端再循環管線，均採用 NEI 導則評估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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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不影響相關系統的可用性。核三廠自 2012 年 12 月起，將執行 UT 納入程序書定期

執行。 

台電公司目前依據 NEI 導則執行一般性評估，以建立管線中空泡影響系統可用性

的可接受標準，原能會將採用美國 NRC 的審查指引進行審查，並要求台電公司依美國

NRC 所發佈之 TSTF-523 (Rev. 2)檢視運轉規範的符合性，辦理現場查證之專案視察，

另將持續追蹤美國核管會及業界的後續措施及因應對策。W17 議題主持人 NRR 安全系

統處處長 Tim McGinty 先生建議：原能會在完成我國核電廠本議題之相關審查及專案

視察，針對經驗回饋及與美國業界之異同，提供相關資訊並與美國 NRC 做交流。 

吳員在 W17 發表專題演講 吳員參與 W17 專題討論 

(三) 海報展示及桌面展示  

在會場周邊共有 24 項技術海報展示及桌面展示，分別由核反應器管制署(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簡稱 NRR)、核能管制研究署(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簡稱

RES)等不同的 NRC 所屬機構，採用海報(Poster)展示及桌面(tabletop)展示的兩種方式，

並派有專人解說並與參加會議人員做互動。以下表列介紹主要由 NRR 提供之海報內容。 

海報標題 海報內容概要 

在執照更新程序期間

處理老化管理之議題

此一海報展示的內容在討論執照更新包括與時間有關的老化

分析、電廠整體性評估的申請程序，描述組件、系統及結構物

的老化管理。此展示告知利害關係人，在 NRC 執照更新審查

程序期間所處理並確認的不同老化管理議題，包括混凝土劣

化、管線堵塞、選擇性瀝濾及腐蝕。這些例子強調保持有效老

化管理計畫的重要性，在組件及結構物性能有不利影響並喪失

預期功能之前，偵知並減緩老化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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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的化學劣化：

鹼 矽 反 應

(Alkali-Silica Reaction, 

ASR) 

此一海報展示的內容在告知 NRC 幕僚、工業界代表、及大眾，

有關於在混凝土結構物可能隨著時間發生鹼矽反應這種化學

反應，此一反應在特定材料與水作用後會形成膠狀物並導致混

凝土的膨脹，結果是混凝土的開裂並喪失其強度。海報並描述

(1)混凝土因鹼矽反應的劣化機制(2)其對混凝土性質(例如，抗

壓強度)的影響，及(3)介紹在進行中對鹼矽反應影響混凝土結

構性能評估的計畫。 

改善 NRC 安全程式

的合作研究之協議 

美國 NRC 有三個國際性協議之合作研究計畫，目的在改善 NRC

安全程式並強化核能安全，此一海報展示的內容提出以下計畫

的概述： 

 程 式 應用及 維 護計畫 (Code Application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CAMP) 

 嚴 重 事 故 合 作 研 究 計 畫 (Cooperative Severe Accident 

Research Program, CSARP) 

 輻射防護程式分析及維護計畫(Radiation Protection Code 

Analysis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RAMP) 

CAMP 聚焦於熱流系統分析程式(例如，TRACE)，CSARP 專注

在嚴重事故程式(例如，MELCOR、MACCS)，RAMP 則專注在

輻射防護及劑量評估程式(例如，RASCAL、RADTRAD、

HABIT、VARSKIN、DandD、PIMAL 以及輻射工具箱資料庫)。

極 低 機 率 的 破 裂

(xLPR)第 2.0 版 

 

美國 NRC 與工業界依據合作備忘錄已發展極低機率的破裂

(xLPR)之機率性評估工具，用來評價經歷主動性劣化機制的一

次管線系統並預測其破裂機率，此一海報展示所強調者係 xLPR

機率破壞力學計算機程式第 2.0 版的發展，及其使用在破裂先

於洩漏的管線系統。 

火災研究：棘手問題

的答案 

 

此一海報展示的目的在告知 NRC 幕僚、工業界夥伴、及大眾，

有關 NRC 火災研究部門(Fire Research Branch, FRB)的活動，提

出最近及正進行中包括火災測試、火災模擬、及火災風險評估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 PRA)各領域計畫等研究活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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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報展示專注於火災研究科與工業界夥伴及其他聯邦機關

的合作，以達成 NRC 的任務之目標，並強調火災研究在強化

核反應器安全的重要性。 

MELCOR 新 近 的 發

展 

 

MELCOR 係一完全整合式、工程師層級的計算機程式，其模擬

輕水式反應器核電廠發生嚴重事故的演進，MELCOR 係由

Sandia 國家實驗室(SNL)為美國 NRC 所開發。在 MELCOR 採用

統一的架構，處理壓水式及沸水式兩種反應器，在發生嚴重事

故下的廣泛範圍的物理現象。 

此一海報展示的目的在提出由美國及國際研究嚴重事故物理

現象並佐助 MELCOR 的管制應用，並說明程式發展的活躍項

目，及程式在最近包括用過燃料池模擬、福島事故分析、協助

圍阻體防護及降低外釋之立法、Vogtle 廠址三階 PRA 等所做的

應用。 

相 列 矩 陣 超 音 波 ：

Looking Below the 

Surface檢視表面之下

此一海報展示在強調發展相列矩陣超音波非破壞檢測方法及

其應用之效益，以偵測核電廠使用中組件所發生的缺陷，並探

討相列矩陣探頭設計的關鍵特性，多角度位置編碼數據庫效益

的展示，以及，針對此技術在多樣化不同材料及組態的功能性

之討論。 

反應器監管程序 

 

此一海報展示採用圖例解說的方式，介紹運轉中反應器的監管

程序(Reactor Oversight Process, ROP)架構，並強調目前針對 ROP

能力強化的相關做為。此外，採用個人電腦搭配大型螢幕，展

示大眾使用 ROP 網頁並擷取相關資訊的方法。此一海報展示強

調以下的議題； 

 ROP 整合 NRC 的視察、評估及管制計畫，以提供對業主績

效的監管 

 ROP 為一成熟、動態、且進步的程序 

 ROP 係奠基於優良管制的原則 

 ROP 正納入很多強化的作為以進一步改善此計畫。  

最先進的反應器後果 美國 NRC 對最先進的反應器後果分析(State-of-the-Art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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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SOARCA) 及 不

確定度分析 

Consequence Analyses, SOARCA)研究正在執行不確定度分析

(Uncertainty Analysis, UA) 。 此 不 確 定 度 分 析 的 目 的 係 對

SOARCA 輸入值之不確定度獲得的整體靈敏度研究來發展相

關的洞見，確認對外釋及後果最有影響力的輸入參數，並驗證

不確定度分析方法論得以在未來的應用，包括源項、後果、廠

址三階 PRA 研究。初步的整合性分析使用大約 40 組 MELCOR

及 MACCS2 獨立的參數，用以佐證選定事故情境的 SOARCA

整合性結果及結論。由 SOARCA 計畫及相關 UA 的模擬及方

法，有助於佐助並提供與嚴重事故、後果分析及福島事故經驗

回饋相關業務之需求。 

MAACS 後果分析程

式的更新  

美國 NRC 發展的 MELCOR 事故後果程式系統第 2 版(Accident 

Consequence Code System Version 2, MACCS2)，用於評估在假想

的放射性物質外釋進入大氣的廠外後果，此程式模擬放射性物

質在大氣的遷移及沉積、緊急應變對策、曝露途徑、健康效應

及經濟成本。此一海報展示 MACCS2 程式評估嚴重核子事故後

果評估的做法，提供為環境報告及廠址許可之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的一部份；佐助個廠特定的嚴重事故減緩措施選項的評估並

做為執照更新的環境評估之一部份，輔助緊急應變之規劃，並

做為成本效益分析之輸入。 

(四) 與 KINS 人員交流 

3 月 12 日利用技術專題間的休息時間，由本會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趙衛武

副組長率領，與韓國核安全院(KINS)副院長 Yong Ho RYU 和國際事務聯絡人 Joengwon 

YOO 會唔，時間約半個小時，針對雙方有興趣的議題大概交換基本看法。KINS 代表

首先提供 KINS 的年報(韓、英文版)供原能會人員參考，且關心我國管制單位在組織改

造後，核能安全委員會(NSC)之委員人數及組成。KINS 認同雙方的首次交流會議在台

灣舉行，至於討論的技術議題、辦理時間及參與人員，由雙方窗口持續做溝通聯繫。

我方提出可參考台美雙邊技術交流會議(BTM)的模式辦理，亦即辦理 2 天的技術項目

討論，選定的現場參訪 1 天，而我方原則上會邀請所有核能相關單位，包括原能會、

核研所、台電公司、大學機構等派員參加。後續雙方將簽署交流合作協議，以利於台

韓雙方持續之核能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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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 NRC 人員交流 

3 月 13 日吳員、張員與趙衛武副組長再赴 NRC 總部，參加原能會與 NRC 幕僚的

管制經驗交流討論。吳員以原能會事先備妥交流之技術議題，與美方人員包括國際科

Emily Larson 小姐、負責日本福島經驗回饋專案小組之資深反應器技術專員 William T. 

Orders 先生、Michael A. Dusaniwskyj 先生、及資深地質物理專家 Yong Li 先生等進行

討論。討論項目以近期專案小組(NTTF)報告建議事項之三階段內容為主，並涵蓋地震

評估議題，討論項目包括針對超過設計基準地震事件(如 North Anna 電廠例)及後續管

制做為，美國 NRC 規劃針對 RG 1.166「Pre-Earthquake Planning and Immediate Nuclear 

Power Plant Operator Post earthquake Actions」及 RG 1.167「Restart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Shut Down by a Seismic Event」做更新，以納入 North Anna 電廠及福島事故等經

驗回饋。在辦理地震危害重新評估有關之 SSHAC (Senior Seismic Hazard Analysis 

Committee)研究，瞭解美國 NRC 在參與、審查的實務及做法。另亦針對 NTTF 第 2 階

段及第 3 階段建議事項做進一步的瞭解。 

吳員與 NRC 專家討論技術議題 吳員與 NRC 專家討論技術議題 

針對特定關切項目做更進一步之交流，重要內容包括 NRC 所屬地質、地震專家及

其合約人員組成的小組，係全程參與 SSHAC 討論，並在各別議程提出技術意見，經適

切回應並納入相關考量，以利後續報告實質技術審查及程序審查之時間及效率。NRC

人員會在瞭解美國電廠 SSHAC 專案計畫書，包括計畫規劃期程、參與同行審查小組

(Participatory Peer Review Panel)成員、技術整合專家等之資格後，提出適切性、符合性

之意見。在今年 3 月美國西部電廠(Columbia、Diablo Canyon 及 Palo Verde)提出地震風

險評估篩濾報告，NRC 人員將比照美國中部、東部電廠的做法，儘速提出優先排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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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期程要求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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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1. 此次參加核管資訊會議，瞭解主辦單位 NRC 視為年度之盛事，慎密的規畫及大

量幕僚人員的參與，使得達 35 個參與國家，人數近 3,000 人的會議能順利圓滿

的落幕。大會演講、技術議程的簡報、與會者提問均有記錄，簡報檔、影音檔

案也陸續公佈在 NRC 網站上。我國應採積極之參與方式，善用此一發言權為我

國爭取國際舞台。 

2. 此次 RIC 會議提出在日本福島事故因應對策的不同管制面向之進展，目的在提

昇並強化核能業界面對天災所導致多機組同時多項設備故障；尤其美國在核能

工業有完整技術領域，在日本福島事故的重大影響下，包括管制機關、業界、

核電業主均能投注大量資源，值得我國參考並效法在核能電廠安全管制之做為。 

3. 本次在氣體積聚專題的交流，國內核電廠亦將陸續完成提出，本會除依職掌進

行評估分析、設計修改、施工文件等之審查外，未來應持續與國外管制單位進

行相關技術議題之經驗交流，提升國內外核能電廠之運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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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一、2015 年第 27 屆「核能管制資訊會議(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簡稱 RIC)」

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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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景輝技正在 W17 技術專題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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