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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核子事故，世界各國除

關注核能電廠各項安全措施之強化，將其落實在平時整備與緊急應變上亦是非

常重要的一環，日本內閣府自 2016 年起開始邀請我國觀摩該國年度核安演

習，該演習規模類似我國核安演習，參與單位包括中央、地方相關公私部門及

核能電廠業者等，今年(2017 年)已是第二次，本次觀摩有助於我國精進核安演

習，以及核子事故應變機制等各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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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遭受地震引發海嘯侵襲，福島第一核能

發電廠因此發生嚴重核子事故，並釋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質。原能會針對福島核

能電廠核子事故，除採取邊境管制作為外，同時檢討國內核能電廠現有機組因

應類似情形之事故應變能力，於 101 年 8 月完成「國內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

體制全面體檢方案」總檢討報告，期獲取經驗，防範未然。 

    日本內閣府於 2016 年首次以官方身分邀請我國觀摩 2016 年 11 月 12 至 14

日北海道泊(Tomari)核能電廠之核安演習(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今(2017)年係第二次邀請我國派員觀摩，觀摩地點為九州玄海(Genkai)

核能電廠。日本的核安演習參與單位包括中央、地方相關公私部門及核能電廠

業者，其動員規模與我國核安演習做法類似。本次藉由觀摩學習與相互意見交

流，瞭解日本辦理核安演習做法及緊急應變作為，除可檢討我國核子事故應變

機制不足處，亦可精進未來核安演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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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含往返共計五日，行程表如下：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9 月 1 日

（五） 
去程（桃園機場→福岡機場→日本佐賀） 

9 月 2 日

（六） 
核安演習觀摩前說明會(佐賀) 

9 月 3 日

（日） 
核安演習觀摩(佐賀、長崎) 

9 月 4 日

（一） 
核安演習觀摩(佐賀) 

9 月 5 日

（二） 
回程（日本佐賀→福岡機場→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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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過程紀要 

    日本 2017 年核安演習(2017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於 9 月

3 日至 4 日舉行，本次觀摩除我國外，還有美國、俄羅斯、芬蘭、南韓、國際

原子能總署、OECD/NEA 等國家或國際組織參加。本次演習擇定九州玄海

(Genkai)核能電廠辦理，該核能電廠位於九州北部佐賀縣玄海町海岸，隸屬於

九州電力公司，廠內共設有四部壓水式機組，一號機於 1975 年運轉(最早)，4

號機於 1997 年運轉(最晚)，目前 1 號機正在進行除役，二號機及三號機已停止

運轉，四號機則準備再啟動。 

    日本福島事故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Emergency Planning Zone, EPZ)

係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劃分為 PAZ(Precautionary Action Zone)及

UPZ(Urgent Protective Action Planning Zone)，其範圍分別為 0~5 公里及 5~30 公

里。以玄海核能電廠為例，PAZ 範圍包含佐賀縣之玄海町及唐津市，依據 2016

年 4 月戶政統計資料，人口總數為 8 千 126 人；UPZ 範圍則包含佐賀縣三市町

(玄海町、唐津市、伊萬里市)、長崎縣三市(松浦市、佐世保市、平戶市)及福

岡縣二市(壹岐市、絲島市) ，依據 2016 年 4 月戶政統計資料，人口總數為 25

萬 4700 人。日本相較於我國訂定之緊急應變計畫區及做法，PAZ 的操作概念

類似我國 0~3 公里預防性疏散範圍，UPZ 的操作概念則與我國 EPZ 3~8 公里及

8~16 公里之防護準備區域。為利各國觀摩人員瞭解本次演習規劃，演習前一

日日方安排於佐賀市辦理演習前說明會，由內閣府及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RA)

說明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規劃與做法、本次演習觀摩路線及演練項目等。 

    本次演習假想九州外海發生芮氏規模 7.0 地震，造成玄海核能電廠四號機

爐心冷卻水破管，儘管緊急爐心冷卻系統(ECCS)及時動作，仍無法有效將冷卻

水注入反應爐，最後爐心熔毀，放射性物質外釋到核能電廠外，造成全面緊急

事故。在樣的情境設定下，檢視緊急應變人員及民眾面對核子事故應變作為是

否足夠。 



 

4 

 

一、9 月 2 日核安演習觀摩前說明會(佐賀) 

    為利國際觀摩人員瞭解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有初步瞭解，日方於正

式演練前辦理觀摩前說明會(如圖 1)，由內閣府及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RA)介紹

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導覽(Guidelines for the Nuclear Disaster Management in 

Japan)、日本玄海區域緊急應變簡介(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Genkai Region)、

2016 年日本核安演習影片介紹 (Highlight of 2016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Video)、2017 年日本核安演習行程介紹(Schedule for the 2017 

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係自日本福島核子事故以後，日本為強化核安監管的獨

立性，於 2012 年 9 月成立之獨立機關，並將原分散至各省局處之核能安全、

核子保安及核子保防等業務轉移至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下監管，其角色與我國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相當。 

    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區分為廠外緊急應變及廠內緊急應變，廠內緊急應

變之主導機關為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廠外則是內閣府(Cabinet Office)下之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及整備委員會 (Nuclea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ommission, 

NEPC)，於我國則全是由行政原子能委員會主導。為檢視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能

力，日本核安演習規劃為每年擇 1 座核能電廠辦理，至於核能電廠廠內演練部

分，則為每座核能電廠每年至少辦理 1 次之廠內演練，此做法與我國相同。 

 
圖 1 觀摩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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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 月 3 日核安演習觀摩(佐賀、長崎) 

    本次演習以事故時序進行，當天上午開始模擬玄海核能電廠發生事故，依

情境設定進入核子事故時間點，7 時 30 分達緊急戒備事故，11 時進入廠區緊

急事故，15 時達全面緊急事故。本次觀摩主要係依情境時間，讓觀摩人員瞭

解日本核安演習之實人、實地、實物之實境演練作為，按日方安排，本次主要

係觀摩廠外緊急應變作業。 

    觀摩第一站即是在緊急戒備事故階段，由九州電力公司依據 Genkai Region 

Council for Nuclea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針對 PAZ 內部分弱勢民眾(如行動不

便、乘坐輪椅等民眾)進行預防性疏散至計畫指定之社福機構(如圖 2)，按電廠

工作人員說明，玄海核能電廠於事故時會依計畫指派約 40 名員工辦理 PAZ 區

域內部分弱勢民眾預防性疏散作業。 

    第二站則安排參訪玄海核能電廠廠內演練，本次僅安排觀摩廠內緊急應變

中心之通報及聯繫演練，並參訪核子事故時用於提供冷卻水注入圍阻體所需之

緊急電源設備。 

    第三站前往距離玄海核能電廠 2 公里遠之玄海園老人安養中心(如圖 3)，

此時已進入廠區緊急事故，依日本政府的計畫，係針對 PAZ 內執行預防性疏

散作業。當核子事故發生時，會針對安養中心的民眾進行預防性疏散，若有無

法移動之住民，且疏散風險更高時，則採室內掩蔽方式。為確保安養中心內於

事故期間具備基礎維生設施及避免輻射污染，除設有緊急柴油發電機(油料

4000 公升，可提供 3 日發電量)、雙重密閉門外，亦設有空氣過濾設備並維持

正壓。空氣過濾設備由政府出資建置，民間經營，地方政府維護，可有效去除

放射性碘及放射性銫。 

    第四站則前往距離核能電廠東南方 12 公里遠之核子事故後勤支援基地

(Nuclear Accident Logistics Support Base) (如圖 4)，該基地的功能包含蒐集來自九

州電力總公司所提供之訊息、提供事故期間進入事故電廠或受影響區域之最新

規定、進出管制、進入影響區域前之輻射管制規定告知、輻射防護教育及備援

設備停放之中繼站等，該中心設有急救站、防護裝備著裝區、緊急通訊車、移

動通訊車、緊急發電機及全身計測區等。 

    第五站來到了距離核能電廠 13 公里遠的唐津市災害對策本部(相當於我

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如圖 5)，該中心於玄海核能電廠發生緊急戒備事故時即

成立開始應變，參訪時，情境已進入全面緊急故，此時唐津市已著手進行民眾

防護行動；唐津市災害對策本部於緊急戒備事故時即成立，開始就預防性疏散

作業進行準備，當事故惡化至廠區緊急事故時，該部開始針對劃定為 PAZ 範

圍內之民眾進行預防性疏散作業，同時為未來全面緊急事故時所需採取之民眾

防護行動進行準備並持續蒐集電廠的事故機組狀況。在參訪過程中，可發現九

州核能電廠派員進駐該唐津市災害對策本部，向指揮官及各進駐成員解說事故

機組狀況(此與我國做法相同，當核子事故發生時，台電公司即派員赴地方災

害應變中心)。該對策本部另一項重要的任務，即是針對轄內民眾發布警報，

方式包含收音機、網路公告、廣播、傳真機、電子郵件等多元管道。其中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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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部分，係平時民眾若有辦理登錄申請，事故時將會收到事故相關訊息。 

    第六站來到了距離核能電廠東南方 13 公里遠之玄海廠外應變中心(Genkai 

Offsite Center)(如圖 6)，由內閣府伊藤副大臣擔任指揮官，各鄰近町、市均派

員進駐，該中心內設有行政組(Administrative Team)、公共關係組(Public Relations 

Team)、支援組(Operation Support Team)、醫療組(Medical Team)、輻射監測組

(Radiation Team)、電廠組(Plant Team)、現場應變組(Field Response Team)以及居

民安全組(Resident Safety Team)。其操作概念類似我國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前進協調所，惟其進駐成員及分工更為複雜；當日本核子事故發生時，由位

於東京都之中央災害對策本部 (Nuclear Emergency Disaster Management 

Headquarters)決定哪些區域要執行民眾防護行動，地區災害對策本部(Local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Headquarters)依照中央下達的命令，訂定執行策略

後，依據核能電廠事故狀況，分階段進行對應之民眾防護行動，此操作概念亦

與我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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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核電業者協助執行 PAZ 內民眾預防性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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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玄海園老人安養中心輻射防護設施與物資儲存展示及民眾預防性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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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九州電力公司核子事故後勤支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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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唐津市災害對策本部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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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玄海町廠外應變中心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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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 月 4 日核安演習觀摩(佐賀) 

    因玄海核能電廠鄰近區域有很多離島，爰日方安排觀摩離島疏散作業。第

二天第一站來到了高島(Takashima Island)觀摩離島民眾疏散作業，高島位於玄

海核能電廠西南方 11 公里處，島上居民有 2143 人，與佐賀縣唐津市有跨海大

橋相連，因此高島的民眾疏散作業仍以車輛疏散為主，至於其他較遠的小島，

依日本規劃，將利用船運方式撤離至中繼站後，改以車輛方式疏散，若民眾有

自家車亦可自行駛離至收容所。依據演習情境，上午 8 時 35 分時，唐津市政

府已透過收音機、警訊通知(即災害告警細胞廣播服務，CBS，訊息內容翻譯

請參考附件一)(如圖 7)等管道傳達電廠放射性物質外釋，需進行疏散訊息，高

島民眾於集結點(高島運動文化交流中心，Takashima Sports and Culture Exchange 

Center)，經過政府人員點名完成後搭上疏散車輛，於 8 時 40 分時出發前往 30

公里外之收容所。 

    第二站日方安排觀摩高島之輻射防護設施(位於島上的老人安養中心)，日

本政府因玄海核能電廠鄰近區域有許多離島，經歷日本福島核災後，鑒於多數

年長者或弱勢族群因不當疏散而往生，日本政府於玄海核能電廠鄰近島嶼均補

助經費安裝輻射防護設施。該老人安養中心之輻射防護設備規格與第一天參訪

之玄海園老人安養中心相同。 

    第三站來到了位於玄海核能電廠南方約 5 公里遠的玄海學園(Genkai Mirai 

Gakuen)觀摩學生疏散作業(如圖 8)。當唐津市災害對策本部於上午 11 時傳達

疏散命令時，學生將由學校安排疏散至收容所。疏散操作模式與我國類似，由

老師將學生集結後，陸續搭上疏散車輛離開。 

    第四站到達玄海町町民會館(GenKai town hall)，依情境目前核能電廠放射

性物質已外釋，因此必須針對居住於 UPZ 內民眾採行暫時移居(temporarily 

relocate)策略。會館中無自家車民眾將集結於會館大廳(如圖 9)，經由政府人民

發送碘片及口罩後，搭乘車輛疏散至 30 公里外之收容所(與學生疏散收容所位

置相同)。 

    第五站到達位於核能電廠東南方 34 公里之多久市(Taku city)運動場，該運

動場為疏散民眾及車輛輻射污染偵檢區域之一，其操作概念與我國防護站相

似。當玄海町民眾疏散時，會先經過擇定的偵檢區域，若車輛經過門框偵檢器

後無輻射異常警報，則該車輛可直接駛往收容所，反之則先請疏散民眾下車，

接續進行人車分離之輻射偵檢與除污作業(如圖 10)。除污作業係由日本自衛隊

辦理，日本自衛隊類似我國國軍支援中心的角色。 

    最後來到了唐津市政府會議室，就演習兩天觀摩的心得進行意見交流，因

觀摩人員眾多，主辦單位將觀摩人員區分為兩組，我國觀摩人員兩位均分配於

第二組，就日本緊急應變機制及民眾防護行動策略等議題進行分組討論。其中

我國就教日方有關核子事故發生時，需要多少疏散的時間才是合理的部分，日

方回應因每座核能電廠的情境不同，有關疏散時間模擬除了依照美國提出之模

擬程式進計算，也會因每座核能電廠之地理環境、人口分布情形會有不同的結

果，因此尚無法回應多少疏散時間才是合理的，惟日方會將問題攜回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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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玄海町警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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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玄海學園學生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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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UPZ 內玄海町警訊通知及民眾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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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多久市運動場人車偵檢與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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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日方本次演習演練重點在於當事故惡化至全面緊急事故，且放射性物質

外釋後之各項計畫的驗證，與我國核安演習規劃稍有不同。我國自 2011

日本核災發生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機制已大幅改善與進步，同時已要求

台電公司為避免放射性物質大量外釋，必要時得採行廢棄核子反應器設施

應變措施，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優先，因此我國核安演習實兵

演練項目包括驗證緊急戒備事故至廠區緊急事故時之應變程序。透過赴日

觀摩日方年度核安演習，對於我國未來核安演習規劃之廣度必有益處。 

二、 日本政府對於疏散風險高的弱勢族群先採行室內掩蔽方式，可避免類似

日本福島核災時，部分年長者因不當疏散造成往生的情形。我國因採行預

防性疏散，爰於廠區緊急事故時，即採行預防性疏散至相對應的社福機

構，亦可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三、 日本核能電廠業者負責 PAZ 內部分民眾之預防性疏散作業，此作法可加

深民眾對於業者肯負責任之態度，值得我國效法。目前我國核子事故緊急

應變法修法，已規劃加重業者平時整備作業之責任，有關平時宣導、協助

疏散等作業亦可納入業者緊急應變計畫中。 

四、 本次演習係安排週末辦理，所動員之學生、民眾皆採自願性參加，其中

不乏年輕族群參加，我國 2017 年核安第 23 號演習亦已參考日本做法，首

次橫跨週六辦理，未來可視辦理成效將週末辦理核安演習規劃納入考量，

以提升民眾參與核安演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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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附件一、日本核安演習警訊通知內容翻譯 

 

【演練】避難及室內掩蔽指示 

【這是演練】這裡是佐賀縣玄海町公

所，玄海核能電廠已發生事故，請距

離核能電廠半徑 5 公里的居民實施避

難；其他居民則實施室內掩蔽。 

玄海町內的觀光客也請儘速實施避

難。目前放射性物質尚未外釋，請大

家冷靜採取行動。 

※請注意，這只是演練，無須實施避

難(玄海町) 

(佐賀縣) 

 

【演練】避難行動弱勢者的避難 

【這是演練】這裡是佐賀縣唐津市公

所。 

玄海核能電廠已發生事故，距離電廠

半徑 5 公里的弱勢者請實施避難；其

他居民請進行避難準備。另外，半徑

5 公里外的居民請盡量避免外出並留

意今後的情報。 

目前放射性物質尚未外釋，請冷靜採

取行動。 

✽請注意，這只是演練，無須實施避

難等行動。 

(唐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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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日方核安演習前說明會資料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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