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前承接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

重裝作業計畫，其間聘用多名員工至蘭嶼從

事核廢料檢整作業，包括郭○○等，是否罹

患職業病等，事涉該等健康人權，爰有深入

調查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據悉，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樂公司）

前承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低放射

性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計畫，其間聘用多名員工至蘭

嶼從事核廢料檢整作業，包括郭○○等，是否罹患職業

病等，事涉該等健康人權，爰有深入調查之必要。 

本案經調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下稱原能會)、經

濟部、台電公司、勞動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

局)、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下稱健保署)、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台東馬偕紀

念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下稱中和醫院)、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下稱寶建醫院)、屏東縣衛生局、中央研究院等機關(構)

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07年9月27日、11月5日及108

年2月20日、3月6日赴蘭嶼貯存場、台電公司放射實驗室

及第一核能發電廠、原能會物料管理局履勘，又於107

年10月3日諮詢學者專家，復於108年1月29日赴本案健檢

相關醫療院所及原能會輻射偵測中心履勘，詢問原能

會、經濟部、台電公司、勞動部、勞保局、衛福部、健

保局、中和醫院及寶建醫院、永樂公司等機關(構)人員，

嗣於108年2月18日約請永樂公司、108年2月21日約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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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經濟部、台電公司、勞動部等機關人員到院說明，

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台電公司執行蘭嶼貯存場96-100年檢整重裝作業之

品質管制未盡周全，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

施安全管理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有悖；經濟部、原能

會及勞動部監督不周，均核有違失： 

(一)國內低階核廢棄物處置管理、督導管制機制
1
： 

1、91年12月25日放射性物料管理法（下稱物管法）

公布施行，依據物管法第29條規定：「放射性廢

棄物之處理、運送、貯存及最終處置，應由放射

性廢棄物產生者自行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射性

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能力或設施之業者處置其

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

量及其體積。其最終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切

實推動」。 

2、另依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第2條明定經濟部為主管機關，第8條規定：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工作，由後端營運業務執行

機關(台電公司)依法令規定或工作性質之需研

提計畫，報請經濟部核定後負責執行。」 

3、基於廢料產生者負責或付費解決廢料問題，是世

界共通的做法，台電公司為國內核廢料主要產生

者，經濟部為台電公司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

是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之主管機關，經濟部為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業務主管機關。 

4、原能會為核能安全主管機關
2
，負責核廢料安全管

制，依據物管法，執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

及最終處置設施之安全管制作業；另訂定低放射

                   
1
 原能會107年5月24日會綜字第1070005965號函。 

2
 物管法第2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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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等法

規，規範低放廢棄物最終處置之安全要求。 

(二)有關放射性廢棄物進行檢整作業之時機與安全要

求、檢整作業程序、輻射防護措施、檢整作業後之

廢棄物處理、工業安全衛生措施、人員劑量及環境

輻射影響評估、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品質保證措

施等規範，原能會92年10月發布「放射性廢棄物處

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均定有明文。另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二章及第

三章，亦針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及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等事項，均有明文規定。 

(三)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檢整作業概述： 

1、原能會92年10月發布「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

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下稱安全管理規則），其

第16條規定進行檢整作業之時機與安全要求，第

18條規定應提報檢整計畫的內容，包括檢整作業

程序、輻射防護措施、檢整作業後之廢棄物處

理、工業安全衛生措施、人員劑量及環境輻射影

響評估、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品質保證措施等。 

2、台電公司於96年1月取得原能會核發蘭嶼貯存場

處理中心運轉執照後，依安全管理規則修訂其

「蘭嶼貯存場銹蝕破損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

工作計畫書」(下稱檢整作業計畫)，於96年4月

提報原能會審查核備後，於96年12月正式全面執

行廢料桶檢整重裝作業。 

3、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業於100年11

月全數完成，現已恢復靜態貯存之狀態，總貯存

廢棄物桶數為100,277桶。 

(四)查據原能會對「台電公司先前檢整作業疏失」復稱： 

1、台電公司之核能安全處負責公司內部對核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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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相關核能安全事項之品質監督，但對於檢整作

業(96年12月至100年11月)並未參照核能電廠之

作法派員駐場稽核，四年期間雖執行蘭嶼貯存場

品保稽查11次，對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品質

管制、輻射防護管制及工安管制作業提出62件稽

查改正通知。惟其稽查頻次未隨檢整重裝作業而

加強，顯見台電公司對作業之品保還有加強空間
3
。 

2、先前檢整作業之疏失
4
： 

（1）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101年10月25日要

求原能會就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

之相關缺失，於兩週內進行事實調查，並就放

射性物質擴散對於現場工人、居民健康與蘭嶼

環境之影響進行調查。原能會隨即展開調查並

查閱相關文件資料，於101年10月29日至11月2

日派員赴蘭嶼貯存場進行現場查證，就立委質

疑檢整重裝作業之相關缺失，包括「取桶作業

未維持負壓環境，恐有輻射外洩之虞」、「工作

人員近身接觸核廢料，安全令人憂心」等議題，

進行深入調查。 

（2）原能會並就96年12月至100年11月底執行全面

檢整重裝作業的四年期間，有關蘭嶼貯存場輻

射監測與工作人員之輻射防護安全、蘭嶼地區

環境輻射監測與居民之全身計測，以及原能會

以往之監督管制作為等，一併探討。調查過程

秉持勿枉勿縱原則，以查明事實，發掘缺失並

提出改進措施。原能會完成調查報告後於101

年11月26日會綜字第1010019377號函復立法

                   
3
 原能會107年10月22日會綜字第1070012482號函。 

4
 原能會108年02月12日會綜字第107000171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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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3）原能會調查台電公司缺失及調查結果之摘述

如下： 

〈1〉當時台電公司執行檢整重裝作業過程中，於

100年6月中旬在編號11-2壕溝，使用小型遮

蔽物件進行取桶作業過程時，位於遮蔽物件

下端所放置之隔離帆布未能固定繫牢，以致

被風掀起，影響遮蔽物件之隔離效果，而帆

布被風吹動時會影響小型遮蔽物件的隔離效

果，對環境會造成潛在的影響。台電公司核

能後端營運處(含蘭嶼貯存場)以往曾數次要

求承包商注意取桶作業之室內遮蔽問題，該

次仍舊發生帆布未繫牢問題，顯示承包商人

員執行自主品管，未能善盡第一級品質保證

作業職責。 

〈2〉依據台電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作業程序書

DNBM-L-14.16「品質保證作業程序書」規定，

現場品管/檢驗人員發現不符合事件後，應將

不符合事件及處理情形依層級陳報該公司權

責主管核准後，始得結案存檔。台電公司核

能後端營運處員工(含蘭嶼貯存場及其外聘

協力工作人員)於小型遮蔽物件現場執行檢

驗及品質管制工作，發現帆布被風掀起而影

響遮蔽物件之隔離效果，雖於現場立即再固

定帆布，卻未依規定程序填寫「不符合報告」

或「施工改善通知」，要求承包商注意改善以

防再發生類似缺失，未能善盡第二級品質保

證職責。 

〈3〉台電公司核安處為負責第三級品質保證作

業之專責單位，但於檢整作業期間(96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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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100年11月)並未參照核能電廠之作法派

員駐場稽核，四年期間雖執行蘭嶼貯存場品

保稽查11次，對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品

質管制、輻射防護管制及工安管制作業共提

出62件稽查改正通知。惟其稽查頻次未隨檢

整重裝作業而加強，且稽查次數遠少於主管

機關原能會，顯見台電公司對核能後端營運

作業之品保重視不足。 

〈4〉另查檢整作業之現場工作人員在辨別低放

射性廢棄物檢整分類的第三、四類桶認定

上，亦未切實遵循作業計畫書規定，台電公

司亦未能善盡監督之責，有違品質保證作業

相關要求。 

〈5〉本案經原能會調查結果，發現台電公司執行

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之取桶作業時，在第

一、二級品保作業方面有所缺失，依原能會

「核子設施違規事項處理作業要點」有關放

射性物料營運違規事項包括：(1)放射性物料

營運作業違反經核准之計畫書或安全分析報

告書(隔離帆布之放置不確實，未切實執行檢

整計畫書之三級品保方案。)；(2)對安全或

環境上有輕微影響之其他違規事項(指違反

相關規定事件之發生，而潛在對安全或環境

產生輕度之影響。)，合併予以裁處四級違規

處分，台電公司應予檢討改善。在一級品保

作業缺失之責任檢討方面，應由台電公司與

承包商依契約進行處理；有關二級品保缺失

之責任檢討方面，原能會將函請台電公司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依權責進行處

理，而後蘭嶼貯存場經理因本案懲處調離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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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五)詢據原能會就檢整作業期間(97~100年)之輻射防護

相關稽查紀錄(對檢整作業工作人員劑量監測情形

之稽查結果)
5
，摘要表述如下： 

表1 原能會檢整作業期間之稽查紀錄摘要一覽表 

稽查日期 稽查紀錄摘要 
98.09.15~17 1.發現位於輻防管制站之自負式呼吸面具（SCBA6編號：111403)，

SCBA已使用過，面具未清洗潔淨，鋼瓶空氣量不足，存量約剩

3/4，且鋼瓶上未註明灌氣日期。 

2.發現蘭嶼貯存場員工鄭○○於98/7/l離職，至今未完成全身計

測。 

3.發現永樂公司員工謝○○4月份TLD 7計讀為1.17 mSv，(EPD 8為

0.806 mSv)。5月份黃○○TLD 2.11 mSv。6月份黃○○TLD 1.58 

mSv。7月份林○○TLD 1.96 mSv，(EPD為2080 Sv)，未發現蘭

嶼貯存場有建議對工作人員調整工作之紀錄。 

99.06.22~25 1.發現有輻射工作人員於管制區進行除銹作業時，未將TLD及EPD正

確佩帶於胸前，而是放置於操作機前側。 

2.貯存場輻防計畫書中5.5.2有關地區管制部分，提及臨時進入管

制區工作之人員，一個月內不得超過7天，且單日劑量限制為0.1

毫西弗，而單月劑量限值為0.3毫西弗(係蘭嶼貯存場於其輻防計

畫中，對臨時進入輻射管制區工作之人員【指偶因工作或職業需

要進入輻射管制區執行公務或從事臨時性作業者】，1個月內不

超過7天，預估7天累計有效劑量不超過0.3毫西弗，單日有效劑

量不超過0.1毫西弗，做為行政劑量管制限值。該值為台電公司

在法規劑量限值下，依場所輻射特性與輻射作業實務，所自訂之

人員劑量抑減管理措施 )。但發現陳○○先生分別在 99年 1月

15.18.19.20.21.22.28.29日共八天申請進入管制區進行 3×4櫃

整理，不符合輻射防護計畫規定。經查該員累積劑量僅為1微西

弗(係該名臨時進入輻射管制區之工作人員於99年1月15、18、

19、20、21、22、28、29日共8天的累積劑量，並未違反該蘭嶼

貯存場於其輻防計畫中所訂定之行政劑量管制限值)。 

3.臨時進場人員申請書中發現有些申請書中記載不完整，有的人員

只有記載進場時間但離場及單次劑量皆未登記，還有一些人員劑

量數值（單位）記載錯誤。 

                   
5
 原能會107年11月23日會綜字第1070013896號函。 

6
  SCBA：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個人自給式呼吸器，供在潛在危害作業環

境中工作者配戴，以大幅降低工作者吸入有害物質的防護裝具。 
7
  TLD：Thermoluminescent Dosimeter，熱發光劑量計，輻射工作者法定個人劑量監測用。 

8
  EPD：Electronic Personal Dosimeter，個人電子式劑量計，輻射工作者個人劑量監測兼

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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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輻射工作人員每年3小時輻防繼續教育課程，雖有人員簽名，但

未將外包及台電公司人員作好區分，也沒有將上課照片留存，查

核比對不易。另建議將最新的游離輻射防護法規加入上課教材。 

100.06.27~30 1.查核包商輻射工作人員健康（體格）檢查紀錄，發現部分人員使

用舊表格（三級健康管理），且有些資料缺少健康管理之內容。

已要求該場確實審查及督導包商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及「游

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實施健康管理。 

2.查核定期（新進）輻射防護訓練紀錄，其訓練教材未能完整保存，

而99年、100年測驗詴題相同且與教材不完全相關。有關授課人

員資格、訓練紀錄等項目，已要求該場確依「游離輻射防護法施

行細則」第五條規定辦理。 

監察院製表；資料來源：原能會 

(六)詢據經濟部對「台電公司先前檢整作業缺失」表示
9
： 

1、101年11月8日公視晚間新聞「蘭嶼貯存場核廢檢

整粗糙 原能會致歉」簡述： 

101年10月25日立法委員鄭麗君（現為文化部

長）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質詢原能會蔡春

鴻前主委有關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輻防安

全之相關報導。公布蘭嶼貯存場核廢料桶檢整過

程照片及影像，台電公司檢整明顯疏失，原能會

調查於101年11月8日提出報告，證實這些照片都

是100年6月份之新事證，取桶時隔離帆布沒有繫

緊，影響隔離效果，未盡品保責任，證明廠商作

業確有疏失，原能會決定要請經濟部對台電公司

做出懲處，原能會蔡春鴻主委亦公開道歉。 

2、101年11月9日原視晚間新聞「蘭嶼貯存場檢整缺

失 立委影片踢爆」簡述： 

（1）立法委員鄭麗君（現為文化部長）於101年10

月25日公布蘭嶼貯存場核廢料桶檢整過程照片

及影像，披露檢整作業期間作業現場發生工人

徒手作業、密閉失效之瑕疵。 

（2）立委痛批工人暴露在輻射污染中，作業現場完

                   
9
 經濟部108年2月21日約詢說明資料。 



9 

 

全不是原能會要求之負壓密閉空間，核廢料粉

塵四散，檢整作業太草率，證明原能會管制無

效且失能。 

（3）立委提出之影片中，遮蔽物件下端所放置的隔

離帷幕帆布未繫牢被風掀起，影響隔離效果，

顯示承包商人員執行自主品管，沒有善盡第一

級品保作業職責，也說明了台電公司檢整期間

的缺失。 

（4）台電公司表示坦承疏忽，造成民眾及當地蘭嶼

居民不必要的恐慌，深感抱歉，但也強調，工

作人員、貯存場與蘭嶼環境輻射監測的結果皆

為正常。 

（5）原能會表示，包商與台電公司都未發現缺失，

顯見未能善盡第一級、第二級品保之責；第三

級品保之台電公司核安處，在檢整作業期間沒

有派員駐場稽核，四年間僅至蘭嶼稽查11次，

顯示台電公司對核廢料管理品保不夠重視，將

針對蘭嶼貯存場檢整作業疏失，懲處相關人員。 

3、遮蔽用帆布被風吹動，並無密閉效果乙節： 

經由該影片的現場研判，時間應在100年6月

中旬，執行#11-2溝之取桶作業，由於#11溝為長

（#11-2）、短（#11-1）溝併排，該作業區適逢

於長溝，如同為單溝作業，小型遮蔽物件必須以

屏蔽水泥塊做為支撐，在小型遮蔽物件之外側，

因礙於高程與路面寬度不足，無法完全填實空

隙，因此在原來與壕溝間所使用的遮蔽帆布會有

間隙產生，工作人員會加強藍白色帆布做為遮蔽

輔助。因作業期間有強風而造成該帆布固定鬆

脫，因外帆布受風吹往外飄，內帆布往內飄，應

為吹過空隙間的風力所致。台電公司宣稱該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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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偵測紀錄，並無污染擴散的紀錄，顯示負壓

作業應未受該陣風的影響。惟在短溝作業時，承

包商未事先加強內部阻隔的帆布，並確實繫牢固

定用繩索，作業上有所疏失。 

4、檢討及策進作為： 

表2 96-100年檢整重裝作業檢討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作業項目 96-100年檢整重裝作業 提升營運安全實施計畫重裝作業 

作業方式 
將廢棄物桶分為四類進

行檢整作業。 

不會重新破碎固化原有的廢棄物桶，對比

96 年-100 年間進行之廢棄物桶全面檢整

重裝作業單純且安全性高。 

人員訓練 

對作業人員要求接受職

業安全衛生訓練 3 小

時、輻射防護訓練 3 小

時。 

明確訂定訓練計畫，要求各作業人員於作

業前，至少須接受職業安全衛生訓練 4 小

時、輻射防護訓練 4 小時、消防訓練 4 小

時、以及相關作業基本訓練（含意外事故

處理）12 小時。 

三級品質

保證 

由承攬商（一級）及主

辦單位（二級）派員駐

場監督、台電公司核安

處（三級）以定期派員

方式進行稽察品質作

業，未落實品保查證。  

1.第一級品質管制（承攬商、低放貯存

場）：要求承商落實每日工具箱會議，

承商檢驗員現場查驗且工安員、品質員

及輻防員駐場執行現場自主檢查及查

證作業，依規定紀錄並按時陳報。同時

貯存場派員至現場監驗，督導承商落實

第一級品保作業。違反相關規定者將開

立罰單，以收實效。 

承商工地負責人不定期至作業現場巡

視，未來執行作業時，有關密封情事

將不分大小一律留存書面記錄，於自

主檢查表上增加「帆布固定」項目，

如有鬆脫一律停止作業並立即改正，

善盡第一級品保職責。 

2.第二級品質管制（台電公司核後端

處），檢驗員每日駐點實施各項施工檢

驗，工安員、品質員及輻防員全程至作

業現場監督並依程序書執行監督品質

查驗及停留查證點查證並按時提報。 

3.第三級品質管制（台電公司核安處），

作業期間稽查人員全程駐場並依「核能

營運品質保證方案」與「稽查作業程序

書」權責範圍對重裝作業實施獨立品質

及品保稽查。 

輻射防護 輻防、工安、品質人員 1.場界內置有 3 具環境輻射監測儀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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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 未全程駐現場執行查證

作業。 

監測現場作業中之輻射劑量率現況。 

2.嚴格進行輻防及工安管制，未穿著完整

輻防衣（下壕溝時）及工安配備，皆禁

止下壕溝作業。發現有作業缺失時，依

作業之規定程序填寫「不符合報告」或

「施工改善通知」，且要求承攬商注意

改善以防再發生類似缺失，善盡第二級

品保之職責。 

3.每日承攬商於管制區執行廢棄物桶重

裝作業前須執行工具箱會議討論作業

現況且禁攜帶食物、水、手機等進入管

制區； 

承攬商於每日廢棄物桶重裝作業完工

後，需執行環境清理及環境輻射監測

與地面污染拭跡偵測，偵測紀錄均留

存備查並登錄作業人員每日接受劑

量。 

4.嚴格要求承商指派工安、品質及輻防人

員全程於現場執行管制作業，確保作業

之安全與品質。 

5.為落實品保稽查作業，台電公司工安

員、品質員及輻防員全程至作業現場監

督並依程序書執行監督品質查驗及停

留查證點查證，檢驗員每日駐點實施各

項施工檢驗並按時提報。 

貯存溝旁

土樣分析 
檢整作業期間無執行。 

執行土樣取樣分析，頻次為開蓋時先取樣

分析乙次，每隔 1 週再取樣分析乙次，偵

測紀錄均留存備查，俾確保無微量放射性

物質釋入環境之機會。 

輻射偵測

作業 

管制區及監測區的輻射

偵測作業無執行。 

除依據輻射防護人員劑量與進出管制作

業程序書及輻射防護力行輻射偵檢作業

程序書執行廠區各項輻射偵檢作業，增加

每季管制區及監測區的輻射偵測作業，俾

了解場區輻射強度變化。 

濾棉取樣

分析作業 

檢整作業排水溝濾棉更

換及取樣之頻次為每月

執行乙次。 

本次重裝作業若濾棉分析核種活度高於

貯存場靜態作業之濾棉活度（均小於

MDA），濾棉更換及取樣頻率將改為每月 2

次，俾有效阻絕微量放射性物質外釋環境

之機會。 

監察院製表；資料來源：經濟部 

(七)查據勞動部表示： 

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為防止職業災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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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另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6條

之8規定，游離輻射之防護設施，依原子能法、

游離輻射防護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有關工作人

員暴露監測、健康檢查及安全防護等措施，游離

輻射防護法已有明定。爰該部與原能會就放射性

物質安全管理之權責分工原則，就人員部分以原

能會之游離輻射防護法等規定優先適用，設備安

全檢查部分，非屬核能輻射洩漏相關部分由該部

共同監督
10
。 

2、該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未能對該等單位實施完整檢查，爰該中心另於

108年3月14日再次前往蘭嶼就台電公司核能後

端營運處及其承攬單位○○股份有限公司實施

勞動檢查，檢查結果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事

項，將依規定函請其限期改善
11
。 

(八)據上，台電公司執行蘭嶼貯存場96-100年檢整重裝

作業之「人員訓練」、「三級品質保證」、「輻射防護

管制」等作業項目未盡周全，與首揭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貯存及其設施安全管理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

有悖，核有失當，上開缺失，有原能會「101年11

月7日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相關缺失之調查報

告」、經濟部查覆本院相關卷證資料在卷足憑；原

能會、經濟部及台電公司相關主管接受本院約詢

時，對上開缺失亦坦認不諱，有本院詢問紀錄附卷

可稽；另經濟部、原能會及勞動部
12
，分別身為台

                   
10
 108年2月21日約詢勞動部書面說明資料。 

11
 勞動部108年3月25日勞職授字第1080201267號函。 

1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2月17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升格為「勞動部」)未積極參與

作業調查，先前未和原能會合作調查作業環境，均有失當，有悖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範

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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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公司之目的事業及核能安全暨勞工安全衛生之

主管、監督機關，對本事件之監督不周，均核有違

失。 

二、台電公司執行前次檢整重裝作業期間輻射工作人員

全身計測未盡落實，影響全身計測劑量數據之正確

性，無形中損及工作人員身體安全，進而戕害政府照

顧輻射工作人員之良政美意，洵有違失；經濟部身為

台電公司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難辭監督不周之

咎： 

(一)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量評定、管理等事項之作業規

定： 

為提供各輻射作業場所之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

量評定、管理、記錄與報告等事項之作業規定，原

能會爰於86年10月28日函頒「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

量評定技術規範」。該規範第四章「定義」第五點

規定：「盲樣測詴(blind test)：為品保之一環，

指人員劑量佩章計測者事前不知的情況下，預先照

射已知的劑量，藉以測詴劑量評定之正確性。」該

規範第五章「責任」第一點規定：「輻射作業場所

之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量評定作業，由該場所主管

負責，並得委託或部分委託原子能委員會核可之機

關或機構代為執行。接受委託之機關或機構，應負

其受託業務之責。」該規範第五章「責任」第二點

規定：「人員劑量佩章之使用人，應負正確使用及

保管佩章之責。」該規範第六章「人員體外劑量評

定作業」第一點「人員體外劑量評定之目的」第

(一)、(二)、(三)點規定：「確定輻射工作人員的

體外劑量是否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所規

定之劑量限度。」、「分析輻射工作人員之體外劑

量，確保其輻射安全。」、「藉以評估輻射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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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性與輻射防護作業之有效性。」同章第十點

規定：「人員劑量評定機關或機構應至少每三個月

執行盲樣測詴一次，盲樣測詴之程序應以書面訂

定，測詴結果應有書面紀錄。」該規範第七章「人

員體外劑量評定作業」第三點規定：「人員劑量佩

章佩帶的位置，視個人受輻射照射的狀況而定。人

員劑量佩章通常應佩帶於軀幹表面劑量率最高的

部位，如果全身圴勻照射，應佩帶於胸部或腹部表

面。」 

(二)全身計測相關規定
13
。 

                   
13
 一、3.6.7 輻防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個別劑量抽樣監測替代個別劑量

監測之條件認定原則如下： 

1.作業場所之輻射狀況依規定無需劃定為管制區之作業。 

2.進入管制區一個月內不超過七天，預估七天累計有效等效劑量不超過○〃三毫西弗，單日

有效等效劑量不超過○〃一毫西弗。 

除上述兩種情況外之輻射作業，均應對輻射工作人員實施個別劑量監測。 

二、3.6.8 關於輻射作業工作人員體內暴露之評定，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放射性核種攝入之評定，以全身計測為主要方法，必要時得增加生化分析（例如氚之職業

暴露評定需以尿樣分析為之）。 

2.體內暴露之評定原則上每年實施一次，必要時得增加頻度。 

3.短期輻射作業工作之人員體內暴露之評定，應於工作開始（到差（職）），工作完成（離差

（職））時分別辦理。 

4.於懷疑有體內污染時，應立即實施體內暴露之評定。 

三、3.6.9 發生輻射工作人員之個人劑量監測設備遺失、未依規定佩戴或受放射性污染，無

法正確代表該工作人員之劑量時，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1.即令當事人停止輻射作業，並由保健物理課人員參考同組工作人員暴露之劑量或依據工作

環境輻射狀況及其行蹤紀錄或其他可供做劑量評估之資訊，評估該人員所受劑量，經報請核

發處審查同意後送放射詴驗室辦理劑量登錄。  

2.經審查確認累積劑量未超過規定後，始得再允許當事人繼續從事輻射作業。 

3.遺失後再經尋獲之個人劑量監測設備、未依規定佩戴或受放射性污染之個人劑量監測設備

之計讀結果，不得登錄於人員劑量紀錄。 

四、3.6.10劑量紀錄有誤擬予更正時，應由保健物理課評估該人員所受劑量，向放射詴驗室

提出申請，經依人員輻射劑量評定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報請核能發電處核轉主管

機關同意後送放射詴驗室登錄。 

五、3.6.11廠外人員及包商工作人員輻射劑量管制與評定作業特別規定: 

1.工作交付承攬或與包商在廠內作業場所共同作業，其工作人員輻射劑量之管制之法定責任

由各該承攬包商自行對主管機關負責。本廠之職責為管制其在進入本廠工作至停止工作離開

期間所受輻射劑量不超過該人員之雇主核准之授權劑量。 

2.其他機構(如本公司內其他單位，政府機關或研究單位等)派赴本廠執行公務、支援或工作

人員，其輻射防護應依本廠之規定。惟其個人劑量管制應由其所屬單位自行對主管機關負責。

本廠之職責為管制其在進入本廠工作至停止工作離開本廠之期間所受之輻射劑量不超過該人

員原屬單位核准之授權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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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經驗回饋」一節，

查據原能會表示
14
： 

定期進行蘭嶼民眾核污染之健康檢查。台電公

司為監測蘭嶼地區民眾是否遭受貯存場執行檢整

作業的影響，於97年起分批安排蘭嶼鄉親，赴核三

廠進行全身放射性核種計測，截至106年底，已有

4,356人次完成計測，該計測計畫台電公司已採納

蘭嶼鄉代會主席建議，自107年起將計測活動改為

配合蘭嶼旅台青年在蘭嶼籃球賽時，以門框偵測儀

器對現場每位鄉民進行偵測。歷年來的計測結果顯

示，所有鄉民體內均無人工放射性核種。 

(四)詢據原能會對相關議題表示
15
： 

1、全身計測依據規定、如何評估其計測為公正第三

方及該會之管理規範：  

（1）原能會頒布「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8條：

雇主應依附表三之規定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

之方法，確認輻射工作人員所接受之劑量符合

前條規定。為符合本條規定，台電公司於「輻

射防護計畫」第三編3.6.8章節明定工作人員體

內暴露之評定，以全身計測為主要方法，經原

能會核准通過後據以實施。台電公司放射詴驗

室再參照美國 ANSI 13.30 及 ANSI N343 標

準，訂定全身計測相關作業程序。 

（2）由於國內缺少可以承辦各核設施龐大輻射防

護作業容量的公正第三方單位，且為避免各核

設施自行評定體內外輻射劑量影響公正性，因

此台電公司在配合各設施作業需求下，獨立設

置放射詴驗室執行輻射劑量評估作業。為監督

                   
14
 原能會108年2月14日會綜字第1080001841號函。 

15
 原能會108年2月20日會綜字第1080002123號函。 



16 

 

及確保放射詴驗室全身計測作業品質及評估公

正性，除該實驗室品質作業程序書比照全國認

證基金會(TAF)認證單位要求，每年執行比較計

畫及內部稽核計畫外，同時其應執行自我品保

管理，由台電公司核安處定期稽查。 

（3）全身計測為國際常用之體內污染快速計測方

法，非法定劑量評定方式，目前管理方式係要

求台電公司依原廠規範，以標準射源定期校正

以確保計測品質，目前國際亦認同此管理模

式。惟查台電公司實驗室並無標準認證程序，

亦無國人年齡性別參考標準。 

2、個人劑量執行單位之公正性及依據： 

（1）放射詴驗室為台電公司各核設施輻射工作人

員(含包商)評定個人劑量的執行單位，係台電

公司設置獨立於各核設施的輻射防護組織，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TAF) 認 證 ( 認 證 編 號

0068&0345)及原能會認可(認可編號002&004)

的人員體外輻射劑量評定機構，其通過國內具

第三方公正性的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體系

之年度評鑑及能力詴驗監督。 

（2）依據原能會頒布「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量評定

技術規範」第四章定義人員劑量佩章由熱發光

劑量計或感光膠片等適當組合之佩章。目前台

電 公 司 熱 發 光 劑 量 計 即 參 照 美 國  ANSI 

13.11，訂定人員體外劑量相關作業程序。 

(五)卷查原能會就檢整作業期間(97~100年)之輻射防護

相關稽查紀錄
16
關此事項載明： 

1、98年9月15~17日，稽查查發現蘭嶼貯存場員工鄭

                   
16
 原能會107年11月23日會綜字第107001389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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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8/7/l離職，至今未完成全身計測。 

2、99年6月22~25日，稽查發現有輻射工作人員於管

制區進行除銹作業時，未將TLD及EPD正確佩帶於

胸前，而是放置於操作機前側。 

(六)本院調查人員赴蘭嶼貯存場履勘發現，其時本院調

查人員所在之位置(如圖1)，使用蓋氏偵測器讀取

之游離輻射強度，每小時超過20Sv(微西弗)；於

本院調查人員之前約5分鐘，由台電公司保健物理

師測量值則達到45-50Sv左右(如圖2)，而一般臺

灣的背景值為0.2Sv以內；如將偵測器置於貯存桶

旁，估計將達到200到300Sv！(背景值之1,000倍

以上!)；此單一壕溝內即有近3,000桶類似之廢料

桶，而蘭嶼貯存場總計有10萬多桶。因位處輻射管

制區域，本院調查人員只允許在該地點停留大約10

分鐘；易言之，當年整檢工人所受之輻射劑量應是

相當高。 

 
圖1 本院調查人員使用蓋氏偵測器計測所在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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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台電公司保健物理師現場測量達到45-50Sv左右 

(七)經核，全身劑量監測係落實輻射防護，確保輻射工

作人員安全之重要措施。惟查，台電公司執行全身

計測工作未盡落實，蘭嶼貯存場96-100年檢整重裝

作業期間，原能會曾稽查發現輻射工作人員未完成

全身計測及未依規定佩帶劑量佩章情事；詢據包商

輻射工作人員亦坦認，為擔心劑量評定偏高，致影

響工作機會及收入，會適時將劑量佩章取下，以儘

量降低體外劑量數據，避免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

全標準」所規定之劑量限度；另台電公司亦未曾詳

細記載劑量計穿戴正確資料；此外，該公司實驗室

並無標準認證程序，亦無國人年齡性別參考標準。

凡此，在在影響全身計測劑量數據之正確性，無形

中損及輻射工作人員身體安全，進而戕害政府照顧

輻射工作人員之良政美意，與前開相關規定意旨不

符，洵有違失；經濟部身為台電公司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監督不周之咎責難辭。原能會允應督導台

電公司掌握輻射防護新趨勢，與國際接軌，戮力達

成「安全第一、簡政便民、法規精進」之目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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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輻射工作人員之健康人權。 

三、本事件凸顯特殊勞工作業健檢規範未盡妥適，亟待勞

動部偕同相關主管機關研謀策進，以維勞動人權： 

(一)國家為改良勞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

保護勞工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憲法第153

條定有明文規定。 

(二)行政院為辦理全國勞動業務，特設勞動部；該部掌

理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檢查政策規劃及業務推動

之監督等事項，勞動部組織法第1條及第2條分別定

有明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第 1條規

定：「勞動部為規劃與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職業災

害勞工保護、勞動檢查及監督相關業務，特設職業

安全衛生署。」同法第2條規定：「該署掌理職業安

全衛生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修正；……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政策規劃與法規之制（訂）定、

修正等事項。」 

(三)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條規定：「為防制游離輻射之危

害，維護人民健康及安全，特依輻射作業必須合理

抑低其輻射劑量之精神制定本法。」同法第16條第

1項規定：「雇主僱用輻射工作人員時，應要求其實

施體格檢查；對在職之輻射工作人員應實施定期健

康檢查，並依檢查結果為適當之處理。」同條第3

項規定：「前項輻射工作人員經特別健康檢查後，

雇主應就其特別健康檢查結果、暴露歷史及健康狀

況等徵詢醫師、輻射防護人員或專家之建議後，為

適當之工作安排。」游離輻射防護法施行細則第8

條規定：「本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之體格檢查、定期

健康檢查及第5項之紀錄保存，準用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之規定。」依94年2月18日修正之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原名稱：勞工健康管理規則)第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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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所稱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指下列

作業：……三、游離輻射作業。……七、粉塵危害

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同規則第12條

第1項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粉塵作業外之特別危

害健康作業，應於其受僱或變更其作業時，……實

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同條第1項規

定：「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後，經醫師認有必要時，

應依醫師之意見實施含作業條件調查之健康追蹤

檢查。勞工從事粉塵作業者，於其受僱或變更其作

業時，應依下列規定實施該特定項目特殊體格檢

查。……。一、粉塵作業經歷之調查。二、胸部Ｘ

光（大片）攝影檢查。三、胸部臨床檢查。」同規

則14條規定：「雇主依前條之規定實施粉塵作業勞

工特殊健康檢查，該勞工經醫師認定為第二型以上

者，雇主應使該勞工攜同其胸部Ｘ光照片前往指定

之勞工塵肺檢查醫療機構，實施……健康追蹤檢

查」。 

(四)查據原能會針對「相關特殊危害作業之管理、督導

管制機制」復稱
17
： 

1、有關體格檢查與定期健康檢查相關規定： 

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6條第1項、游離輻射防護

法施行細則第8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16、

18、19條。 

2、台電公司蘭嶼貯存場對場內輻射作業場所工作

人員之健康管理： 

（1）將輻射作業交付承攬（再承攬）或與承攬人（再

承攬人）共同作業時，其僱用輻射工作人員之

體格檢查或健康檢查由承攬人（再承攬人）依

                   
17
 原能會107年10月22日會綜字第107001248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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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辦理，蘭嶼貯存場則負責審查其體格

檢查或健康檢查結果，據以為准予（或不准）

進入管制區作業或決定是否對其工作條件加以

限制。 

（2）從事游離輻射工作之前，應接受體格檢查，經

醫師判定合格者始得進入管制區從事游離輻射

作業。經判定在限制條件（工作條件限制或面

具佩戴限制）下從事輻射作業者，蘭嶼貯存場

應依醫師建議調整其工作條件。 

（3）在職期間應接受定期健康檢查，經醫師判定合

格者始得繼續進入管制區從事游離輻射作業，

經判定在限制條件（工作條件限制或面具佩戴

限制）下從事輻射作業者，蘭嶼貯存場應依醫

師建議調整其工作條件。 

（4）體格檢查或健康檢查經體檢醫師判定不得進

入管制區者，未經依醫師之意見實施含作業條

件調查之健康追蹤檢查合格或在下次定期健康

檢查合格之前，不得安排當事人進入管制區從

事游離輻射作業。 

（5）有關體格檢查或健康檢查結果之健康管理及

向所在地勞工及衛生主管機關陳報相關事項，

並副知勞動檢查機關。對於屬於第二級管理

者，應提供勞工個人健康指導；第三級管理以

上者，應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

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現場

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分級結

果及採行措施依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通報；屬於第四級管理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

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暴露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

相關管理措施。若係因罹患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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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所規定之血液疾病、內分泌疾病、精

神與神經異常、眼睛疾病或惡性腫瘤，經醫師

判定不適合從事游離輻射作業（調離管制區），

且健康管理屬於第三級管理以上者，則依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 

(五)卷查原能會就檢整作業期間(97~100年)之輻射防護

相關稽查紀錄，其中該會100年6月27~30日查核包

商輻射工作人員健康（體格）檢查紀錄，發現部分

人員使用舊表格（三級健康管理），且有些資料缺

少健康管理之內容。已要求該場確實審查及督導包

商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施

行細則」實施健康管理。 

(六)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現場照片
18
： 

蘭嶼貯存場96至100年間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

業前的現場照片，分列如下： 

 
圖3 貯存溝內取桶前的第一、二、三類桶 

                   
18
 原能會108年2月14日會綜字第1080001841號函及108年3月25日電郵補送約詢簡報中有關之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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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貯存溝內第四類桶 19固化體收集裝桶作業 

 

圖5  第四類桶(破碎固化)取桶 

                   
19
 台電公司依「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工作計畫書」，將廢棄物桶銹蝕、固化體劣

化等現象，規劃之分類及檢整方式如下： 

1.第一類：廢棄物桶桶身及油漆完好者，直接回貯。 

2.第二類：廢棄物體狀況良好，廢棄物桶桶身完好，但發生油漆剝落生銹，此類廢棄物桶

之處理方式僅需除銹補漆即可。 

3.第三類：廢棄物桶桶身銹蝕且局部發生穿孔現象而無法除銹補漆，但內部廢棄物體狀況

仍維持良好者。此類廢棄物桶需放置於新製作之鍍鋅鋼材容器 (3×4重裝容器)內。 

4.第四類：廢棄物桶銹蝕破損或廢棄物桶膨脹鬆散變形者(圖1)，其廢棄物體品質已不符

合標準。此類廢棄物桶需加以破碎並重新固化且以新製作之55加侖桶鍍鋅鋼桶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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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第四類桶(破碎固化)破碎 

(七)詢據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黃光如表

示，檢整作業期間，該公司共計36名員工須接觸粉

塵作業
20
。 

(八)勞動部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內容： 

1、勞動部108年1月24日召開「研商將特定癌症篩檢

納入勞工健檢必檢項目會議」內容摘要： 

（1）與會專家（代表）討論意見摘要： 

〈1〉莊教授○○： 

游離輻射作業可分移動輻射源及固定輻

射源，非破壞性檢測項目係屬移動輻射源，

就現行實務，多數從事移動輻射源工作人員

未依規定攜帶劑量配章、穿著鉛衣或防護護

具等，該等勞工之輻射暴露劑量亦有低估之

情形，建議可就二種不同輻射源之工作人員

區隔管理；另多數勞工於健康檢查時亦未提

供暴露劑量資料，致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無

法正確進行健康管理分級之判定，建議原能

                   
20
 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08年2月14日書面資料。 



25 

 

會未來應加強落實暴露劑量之掌控，俾提供

醫師管理分級之判定。 

〈2〉鄭教授○○： 

《1》勞工體格（健康）檢查之初步篩選在於配

工，從事游離輻射作業勞工之健康危害評

估，最重要的仍是暴露劑量管理；對於潛

在危害較高之行業或人員，應有較完整之

檢查，建議可考量血液、抹片及染色體變

異等檢查項目。 

《2》建議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下稱勞

安所）與原能會，未來可研議針對從事移

動性輻射源非破壞檢測之族群進行相關

調查分析與實證性研究。 

〈3〉勞安所： 

本所未來可研議將游離輻射作業高風險族群

進行染色體變異檢查之比較分析，以提供勞

工特殊健康檢查項目修正之參考。 

〈4〉原能會： 

本會將加強稽核非破壞性檢測作業需配戴之

劑量配章，另針對游離輻射暴露目標族群，

有關染色體變異與白血病之關聯性尚不清

楚，未來可配合勞安所進行相關調查研究。 

（2）結論： 

〈1〉就現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游離輻射作

業勞工的特殊體格（健康）檢查項目及健康

管理分級參考原則，綜合與會專家之建議，

暫不修正。 

〈2〉建請原能會加強落實從事游離輻射作業勞

工配戴劑量配章及輻射暴露與防護之監督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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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勞安所研議未來與原能會及國健署合

作，針對從事非破壞檢測之族群，進行游離

輻射暴露劑量及染色體變異追蹤之相關實證

醫學研究。 

2、勞動部108年1月28日召開「研商游離輻射作業勞

工健康權益保障事宜會議」，討論「如何透過跨

部會合作機制，強化落實游離輻射作業勞工健康

檢查及管理」、「如何強化游離輻射作業勞工對職

業暴露與健康危害之認知，以預防職業災害發

生」、「制定游離輻射作業人員安全衛生相關定型

化契約，以保障勞動權益」3項議題，有關決議：

請原能會評估擬訂游離輻射作業人員之定型化

勞動契約草案，並由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協助提供

建議，以保障勞工權益。 

(九)有關「健康管理分級之妥適性」、「辦理勞工體格（健

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就檢查結果有異常勞工之健

康追蹤與管理機制」及「該作業場所是否屬密閉式

作業空間、是否屬粉塵作業場所」等議題，詢據勞

動部表示
21
： 

1、有關檢討健康管理分級之妥適性部分： 

（1）基於健康風險管理之概念，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19條規定雇主就特殊健檢應分級實施健康管

理，以作為雇主針對健檢異常者採取危害控制

及相關管理措施之用，其係以預防之角度，分

級採取健康管理措施，尚非診斷職業病。另管

理分級之判定涉及職業醫學，辦理健康檢查之

醫師係參考「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健康檢查指引」

之管理分級建議，就檢查結果與其暴露之作業

                   
21
 勞動部108年2月18日勞職授字第 1080200594號及108年3月25日勞職授字第 1080201267號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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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綜合評估。 

（2）游離輻射作業防護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原

能會，考量游離輻射作業勞工健康檢查及管理

涉及跨部會權責，該部分別於今（108）年1月

24日及28日召開跨部會研商會議，邀請原能

會、衛生福利部、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及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等，檢討從事游離輻射作業勞

工之健康檢查項目及其健康檢查結果管理分級

建議修正之必要性，與研商游離輻射作業勞工

健康權益保障事宜；其中就健康檢查結果管理

分級建議原則是否修正部分，經會議結論尚無

需修訂，惟多數從事游離輻射作業勞工於健康

檢查時，因未提供暴露劑量資料，致職業醫學

科專科醫師無法正確進行健康管理分級之判

定，爰建請原能會落實從事游離輻射作業勞工

配戴劑量配章及輻射暴露與防護之監督管理，

並連結原能會與該部相關資訊系統之資料，以

有效掌握事業單位輻射暴露與執行健康檢查情

形。 

2、認可醫療機構就檢查結果有異常勞工之健康追

蹤與管理機制部分： 

（1）游離輻射防護法第16條明定，雇主僱用輻射工

作人員時，應要求其實施體格檢查；對在職之

輻射工作人員應實施定期健康檢查，依該法施

行細則第8條規定，上開所定之體格檢查、定期

健康檢查及紀錄保存，準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之規定。該部因職業病預防政策所需，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0條規定建置「全

國勞工健康檢查資料庫」，受理認可醫療機構通

報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勞工特殊健康檢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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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為使原能會能有效監督游離輻射業者執

行游離輻射作業勞工之健康檢查與管理，該部

與原能會已於108年1月28日之會議達成共識，

於二部會相關資訊系統尚未介接前，由原能會

定期提供事業單位名冊等相關資料予本部比對

上開健檢資料庫之資料，後續再由該部將比對

結果及健康管理分級結果資料提供該會追蹤與

管理。 

（2）依職安法第21條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9條

與第21條規定，雇主應對健康檢查結果異常之

勞工，由醫護人員提供健康指導、健康追蹤檢

查及採取健康管理措施。至認可醫療機構部

分，應依健康檢查結果及管理分級於健檢紀錄

之應處理及注意事項敘明相關建議，俾利雇主

適性配工及採取相關健康管理措施。該部就認

可醫療機構對於檢查結果有異常勞工之健康追

蹤與管理機制，已納入「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

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檢查品質及管理分級訪查作

業要點」之評核項目，將持續透過品質訪查督

促認可醫療機構落實辦理，以維護勞工權益。 

3、該作業是否涉及粉塵作業：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7條規定，雇主

對於勞工有暴露於有害粉塵(不含放射性物質)

之虞者，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罩、

防塵口罩、防毒面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等適當

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至防護具等級與

材質，需視該有害粉塵特性而定。 

4、該作業場所是否屬密閉式作業空間、是否屬粉塵

作業場所： 

（1）查蘭嶼貯存場之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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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避免放射性污染物質溢散，爰另以帆布

遮蓋壕溝開口，致壕溝類似密閉空間狀態，惟

該作業場所係屬原能會所管之輻射管制區，應

採取避免放射性污染物質排出壕溝貯存區之作

業方式，查與一般安全衛生作法有別，又作業

人員防護措施，均涉輻射防護相關專業，優先

適用原能會之游離輻射防護法等規定。 

（2）本次蘭嶼履勘僅開啟存放區第2－1區之封蓋

查驗，現場無法分辨貯存桶破損狀況，且未能

分辨粒狀物之類型。本案永樂公司於96年至100

年間承攬蘭嶼貯存場核廢料桶檢整作業工程之

作業型態，尚非屬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

塵作業。 

(十)據上，本事件凸顯特殊危害作業勞工之健康管理及

督導管制機制未盡妥適(諸如健檢規範妥適性、密

閉作業空間、粉塵作業場所明確界定、分級合理性

及體檢有問題人員洵無依醫囑執行完善追蹤管制

機制等)，與首揭相關規定有悖，核有未當；前開

事實，相關主管機關人員及負責健檢醫院暨實施健

檢醫師接受本院詢問時，均認為亟待相關主管機關

研謀策進作為。勞動部身為全國勞動業務之主管機

關，允應針對特殊勞工作業健檢規範未盡妥適等議

題，督導所屬偕同相關主管機關研謀策進措施，以

符合政府設勞動部保護、照顧勞工旨意，進而落實

保障廣大特殊作業勞工之勞動人權。 

四、勞動部允應針對本事件「是否屬職業疾病或執行職務

所致疾病」，依本案調查所得新事證，送職業疾病鑑

定委員會重新辦理鑑定，以維人民之生存、工作及財

產人權： 

(一)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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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應予保障。」 

(二)勞動部為規劃與執行職業安全衛生、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勞動檢查及監督相關業務，特設職業安全衛

生署(下稱職安署)；該署掌理職業病調查與鑑定等

事項，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第1條及第2條

分別定有明文。 

(三)詢據勞動部針對「郭○○君家屬申請職業疾病鑑定

一節」表示
22
： 

1、本案郭○○君以暴露游離輻射危害致「白血症」

向勞保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該局審定所患與其

工作無因果相關核定為普通疾病。郭君不服申請

爭議審議亦遭駁回，郭君家屬不服再提訴願申

請，該局將訴願理由及全案送專科醫師審查，建

議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下稱職保法)第13條

規定送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辦理鑑定。 

2、案經該部職業疾病鑑定會鑑定委員 2次書面審

查，因未能做出鑑定決定，爰依職保法第15條規

定召開會議，做成鑑定決定為「非屬職業疾病或

執行職務所致疾病」，並於106年7月25日函復勞

保局。 

(四)查據勞動部針對本事件相關議題復稱
23
： 

1、國外歷年針對輻射核能工人癌症鑑定補償之案

例資料： 

（1）由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PubMed搜尋輻射核能

工人癌症鑑定補償之案例資料，以南韓核能工

人癌症鑑定補償之案例資料較為完整，南韓輻

射核能工人癌症鑑定補償之案例資料如表2所

                   
22
 108年2月21日約詢勞動部之現場書面資料。 

23
 勞動部107年11月17日勞職授字第1070205793號函及108年3月25日勞職授字第108020126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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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2000年1位核能電廠電銲工的急性骨髓性

白血病為首位獲得職業性癌症補償的核能工

人，其輻射累積性暴露劑量為 18.5毫西弗

(mSv)；於2004年另1位獲得職業性胰臟癌補償

的 核 能 工 人 ， 其 輻 射 累 積 性 暴 露 劑 量 為

51.8mSv；而2012年1位獲得職業性胃癌補償的

核能工人，其輻射累積性暴露劑量為 12.3 

mSv。而8位申請職業性癌症補償的核能工人其

累積性暴露劑量為：≦0.03 mSv-284.0 mSv。 

（2）各國核能作業勞工癌症風險流行病學調查如

表3所示，以15個國家407,391位核能工人追蹤

58年(1943-2000)，有5,024位罹患癌症死亡。 

（3）南韓、英國、美國、法國之游離輻射引起職業

病認定基準如表4所示。 

 

表2 南韓輻射核能工人癌症鑑定補償之案例資料 

案例

編號 

診斷

年份 

出生

年份 
職業 

累積暴露 

劑量 
癌症 鑑定結果 

1a 1998 1965 核能電廠勞工 ≦0.03 mSv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非職業病 

2a 2000 1962 核能電廠電銲工 18.5 mSv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職業病 

3a 2004 1946 核能電廠勞工 51.8 mSv 胰臟癌 
職業病 

(行政法院) 

4a 2005 1945 核能電廠勞工 284.0 mSv 外耳道鱗狀細胞癌 非職業病 

5b 2005 1952 核能電廠勞工 21.4 mSv 胃癌、胰臟癌 非職業病 

6b 2006 1972 核能電廠勞工 16.5 mSv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非職業病 

7b 2009 1962 核能電廠勞工 98.3 mSv 胃癌、胰臟癌 非職業病 

8c 2012 1964 核能電廠勞工 12.3 mSv 胃癌 職業病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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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in YW, Jeong M, Moon K, Jo MH, Kang SK. Ionizing radiation-induced 

diseases in Korea. J Korean Med Sci. 2010 Dec;25(Suppl):S70-6. 

bKim EA, Lee E, Kang SK, Jeong M. Probability of causation for 

occupational cancer after exposure to ionizing radiation. Ann Occup 

Environ Med. 2018 Jan 31;30:3. doi: 10.1186/s40557-018-0220-5. 

cSeoS1, LeeD, SeongKM, ParkS, KimSG, WonJU, JinYW. 

Radiation-related occupational cancer and its recognition criteria in 

South Korea. Ann Occup Environ Med. 2018 Feb 2;30:9. doi: 

10.1186/s40557-018-0219-y. eCollection 2018. 

 

表3 各國核能作業勞工癌症風險流行病學調查 

資料來源 國家 
世代 

人數 

暴露 

期間 

追蹤 

期間 

平均暴

露劑量

(mSv) 

追蹤 

人年 

評估 

方式 

癌症 

個案數 

Radiat Res. 

2007Apr;167(4)

:396-416 

15 國 407,391 
1943-

2000 

1943-

2000 
19.40 5,192,710 

死亡

率 
5,024 

J Occup Environ 

Med. 2008 

Jul;50(7):791-

803. 

南韓 79,679 
1984-

2004 

1992-

2004 
6.10 633,159 

死亡

率 
256 

Br J Cancer. 

2009 Jan 

13;100(1):206-

12. 

英國 174,541 
1946-

2001 

1965-

2001 
24.90 3,900,000 

死亡

率 
7,455 

Radiat Res. 

2004 

Nov;162(5):517

-26. 

美國 53,698 
Mid-1

960s 

1979-

1997 
25.70 698,051 

死亡

率 
368 

Br J Cancer. 

2014 Jan 

7;110(1):214-2

3. 

加拿

大 
45,316 

1951-

1994 

1956-

1994 
21.64 613,648 

死亡

率 
468 

Occup Environ 

Med. 2013 

Sep;70(9):630-

8. 

法國 59,021 
1950-

2004 

1968-

2004 
16.10 1,467,611 

死亡

率 
2,3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Jin%20YW%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25859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Jeong%20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25859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Moon%20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25859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Jo%20MH%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25859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Kang%20S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258594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Kim%20EA%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Lee%20E%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Kang%20SK%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Jeong%20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eo%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Lee%20D%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Seong%20KM%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Park%20S%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Kim%20SG%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Won%20JU%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Jin%20YW%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9435340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943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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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 Environ 

Biophys. 2014 

May;53(2):405-

16. 

德國 8,972 
1966-

2008 

1991-

2008 
29.50 130,737 

死亡

率 
119 

J Radiol Prot. 

2012 

Mar;32(1):73-8

3. 

日本 200,583 
1977-

2002 

1991-

2002 
12.20 1,373,000 

死亡

率 
2,636 

Radiat Res. 

2003 

Jun;159(6):787

-98. 

俄國 21,557 
1948-

1997 

1948-

1997 

810 

mGy 
720,000 

死亡

率 
1,730 

Radiat Environ 

Biophys. 2010 

Mar;49(1):47-5

5. 

南韓 8,429 
1978-

2005 

1992-

2005 
19.86 63,503 

發生

率 
96 

Br J Cancer. 

2009 Jan 

13;100(1):206-

12. 

英國 174,541 
1946-

2001 

1965-

2001 
24.90 3,900,000 

發生

率 
10,855 

Br J Cancer. 

2013 Oct 

1;109(7):1989-

96. 

俄國 22,366 
1948-

2004 

1948-

2004 

510 

mGy 
535,932 

發生

率 
1,447 

資料來源：勞動部 

 

表4 南韓、英國、美國、法國之游離輻射引起職業病認定基準 

認定基準

內容 
南韓 英國 美國 法國 

認可癌症

部位 
肝 (肝硬化或肝炎病

毒除外 )、甲狀腺、

卵巢、腻、多發性骨

髓瘤、大腸、膀胱、

非 何 杰 金 氏 淋 巴

瘤、食道、腎、女性

乳房、胃、胰、唾腺、

肺、皮膚、白血病(慢

性淋巴性白血病除

外)。 

膀胱、骨、腻和中

樞神經系統、女性

乳房、大腸、白血

病(慢性淋巴性白血

病除外)、肝、食道、

呼 吸 道 / 肺 、 前 列

腺、卵巢、皮膚 (黑

色素瘤除外 ) 、子

宮、甲狀腺、其它

組織。 

白血病伴隨或無伴

隨慢性淋巴性白血

病、淋巴瘤(何杰金氏

淋巴瘤除外)、多發性

骨髓瘤、甲狀腺、乳

房、卵巢、胃、肺、

大腸、肝臟、膀胱、

食道、胰、骨、唾腺、

腎、腻和中樞神經系

統、咽、小腸、膽管

白血病、原

發 性 肺 癌

(因吸入)、骨

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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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膽囊、皮膚、直

腸、喉、前列腺。 
暴露時間 - - 受僱至少 1 年；  

鈾礦工：＞40 個月。 
- 

潛伏期  

( 自 首 次

暴露起) 

癌 症 ( 白 血 病 除

外)：5 年；  

白血病 (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除外)：2 年。 

- 白血病 (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除外)：2 年； 

其它：5 年。 

- 

發生期間  

( 於 暴 露

後) 

20 年內。 - 骨癌：30 年內；  

白血病：任何時間

內；  

其它：＞5 年。 

白血病和肺

癌 ： 30 年

內；  

骨肉瘤： 50

年內。 
因果概率

或失能程

度 

癌 症 ( 白 血 病 除

外)：＞50%；  

白血病 (慢性淋巴性

白 血 病 除 外 ) ： ＞

33%。 

＞20%(依據因果概

率 給 予 不 同 補 償

率；＞50%給予全額

補償)。 

＞ 50%( 99%信賴水

準)。 
失能程度：

＞25%。 

資料來源：Seo S, Lee D, Seong KM, Park S, Kim SG, Won JU, Jin YW. 

Radiation-related occupational cancer and its recognition criteria 

in South Korea. Ann Occup Environ Med. 2018 Feb 2;30:9. doi: 

10.1186/s40557-018-0219-y. eCollection 2018. 

 

2、有關工作人員之職業輻射暴露所造成傷害，按職

安署網站所提供之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游離

輻射的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摘錄有歐盟所採

用之暴露參考標準。該標準係建議值或法定值之

說明： 

（1）鑑於職業疾病因果關係判斷複雜且困難，該部

職安署依勞工保險條例之附表「勞工保險職業

病種類表」及「增列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項目

表」，委託職業醫學專業團體或專科醫師協助蒐

集相關文獻，撰寫相對應之職業疾病認定參考

指引，以提供職業疾病調查、診斷及認(鑑)定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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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個案所罹患之疾病是否屬於職業疾病，係

由專科醫師參酌個案之既往作業經歷、職業暴

露史、歷年健康檢查紀錄、生活史及家族史等

資料進行綜合評估，始得診斷，併予敘明。 

（3）該部職安署網站所置之各類職業疾病認定參

考指引非屬法規命令，本質上屬行政指導，指

引內容所載相關診斷基準為一建議值，不具法

律上強制力，僅作為醫師對疾病與工作因果關

係診斷參考之用。 

3、相關作業措施是否符合勞工安全作業有關規範： 

該部職安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於108年3

月14日再次前往蘭嶼就台電公司核能後端營運

處及其承攬單位○○股份有限公司實施勞動檢

查，檢查結果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事項，將依

規定函請其限期改善。 

(五)綜上論述，依本院調查所得相關事證，郭○○君暴

露游離輻射危害致「白血症」，容難謂與職業疾病

或執行職務所致疾病無因果關係(勞保局審查經認

因暴露劑量未達標準【暴露劑量並未經確認】)。

勞動部身為職業災害勞工保護、職業病調查與鑑定

之主管機關，允應針對本事件「是否確屬職業疾病

或執行職務所致疾病」，依本案調查所得新事實及

新事證，審慎參酌「國外歷年針對輻射核能工人癌

症鑑定補償之案例」、「各國核能作業勞工癌症風險

流行病學調查」及「游離輻射引起職業病認定基準」

等資料，本於權責送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重新辦理

鑑定，以維護人民之生存、工作及財產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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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一至二，提案糾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經濟部、勞動部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抄調查意見三至四，函請勞動部本於權責確實妥處見

復。 

三、影附調查意見，移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處。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張武修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5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