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A t o m i c  E n e r g y  C o u n c i l 

輻安核安 民眾心安 日新又新 專業創新 

原能會對日本福島核電廠含氚廢水
海洋排放之因應方案 

超前部署   前瞻技術   跨部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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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海域輻射監測 

影響衝擊 
含氚水之排放方式、日方決策進展 

輻射偵測中心已執行之海域輻射監測計畫 

排放事件的影響衝擊及風險控管弱點 

預警系統開發 
整合相關部會，開發海洋放射性物質預警系統 

結語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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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廠含氚水儲存即將滿載 

污染水 

ALPS過濾處理 

有效去除「氚」以外幾乎

所有核種，主要剩下含

「氚」元素的過濾水 
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含氚處理水 

每日約產生100頓的污染水 

(來自爐心冷卻用水及地下水) 

 存量約124萬立方公尺(2020-10月)   

 氚的總活度約為860兆貝克 

 預計2022年夏季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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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有限，亟待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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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方決定與民間意見 

2021年4月13日 

決定以海洋排放處
置含氚廢水方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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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負面

評價 

處置

技術 

程序 民眾關切議題 

日本民眾在意的4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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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標應為：確保輻射安全、安定民心、確保水產漁業之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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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衝擊與風險控管弱點 目標導向解決風險控管弱點 

相對應的輻射監測計畫 

海流及大氣的擴散模擬 

對於海洋生態及漁業之影響 

• 透過公開透明的輻射監測數據，

輔以台日的雙向外交溝通平台，確

實達到安定民心之效果。 

• 以先進的海流擴散模式，研發台

灣海域擴散趨勢預警系統，

才可針對該事件做出準確預警。 

• 氚水事件會對漁業風評產生

影響，需透過生態調查研究保

護漁業風評。 

尚未公布 日方 

缺乏 

未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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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關注，超前部署 

外交部 

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 

原子力規

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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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4月12日已當面向日方表達
反對排放意見，並交付謝曉星主委

署名之反對信函。 



跨部會因應平台 

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研究所 

海洋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 
海洋保育署 

海洋委員會 
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委員會 
海洋巡防署 

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 

外交部 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國立嘉義大學 

台灣海洋保育與漁
業永續基金會 

政策溝通 

規劃、分析 

取樣 

技術開發 

原子能委員會 
原子能委員會 
輻射偵測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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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與日方溝通外，亦建置跨部會合作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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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括台灣海域之近海、離島、沿岸
及深層海水 

總計33個監測點 
(增加水試所６２點水樣，共計９５點） 

氚每半年執行1次(深層海水1年1次) 
銫每季１次 

增加頻率或增加取樣點 

台灣海域氚調查計畫 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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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海水檢測確保無輻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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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防禦 

跨域整合 

前瞻 

預警系統開發 
核能研究所與國家海洋研究院、中央氣象局合作 

共同提出國家海域放射性物質環境輻射監測及安全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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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應對計畫；併有
海域污染事件之趨勢評估

能力，建置精準的擴
散預警系統 

整合相關部會，以各自專業擴展

研究量能，並由海洋生態研究確
保台灣漁業之風評 

公開透明的監測數據搭配雙
向外交協調，進行海域安全

之深度防禦，以安民心 

三大核心策略，輔以跨部會6個技術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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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為預警福島氚水排放，第二步為持續監控 

計畫期程 2021~2022年 2023~2024年 

前瞻 

跨域 
整合 

深度 
防禦 

 建立海洋擴散模式 
 分析射流型態差異 
 錨碇監測系統 

 系統作業化上線 
 遠洋浮標模式驗證 
 錨碇監測系統營運及維護 

 建立與台日溝通管道進
行技術交流，並建置監
測數據公開平台 

 完成海水、水產背景值
取樣分析 

 建立倒氚水後台灣海域的長
期海水、水產取樣分析輻射
監測計畫 

 難測核種分析技術精進 

 選定氚水事件關鍵核種
並進行核種特性研究 

 研析並選定氚水事件受
影響之經濟水產並分析
氚水事件之衝擊 

 台灣海域生態基線調查 

 海水中放射性核種特性研究
精進 

 北太平洋迴游魚類遷移研究 

 完成放射性物質海洋擴散
預警系統及海域安全評估
技術建立 

情境設定：氚水預計排放時間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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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永續 

預警系統效益 

人民安全 

海洋發展 

安定民心 

效益 

透過海洋生態調查確保

台灣水產漁業之風評
不受影響 

發展海洋生態研究及擴散

模式研究，使海洋國度
的海洋發展更走向國
際 

透過系統化趨勢預報搭配
公開透明的輻射監測數據，

安定民心 

透過海水及水產檢測，確
保台灣民眾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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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輻射安全、安定民心、確保水產漁業之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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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確保民眾免於輻射污染之影響 
 
確保台灣水產漁業之風評 
 
深植民眾對政府超前部署之信心 
 
達成海洋生態之永續發展 

確保民眾的生活更安全、更美好 

與海洋共存的海洋國度-台灣 

事
件
背
景  

影
響  

監
測  

預
警  

結
語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