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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川核能發電廠NPPS參觀，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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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丁核三廠行前訓練 
為了這次的日本核能知識交流活動能夠有意義的進行，清華大

學的李敏教授、戴明鳳教授早在 2012年 6月 2日及 6月 3日，

便在核三廠辦理行前的知識準備活動，在二天的活動當中，深

入地帶領出訪團的師生，針對核能知識、台灣的核能狀況及日

本 2011年 3月 11日的福島核災事件做一個全面性的介紹。在

活動當中大家也對於目前國內低階放射性核廢料的儲放問題進

行瞭解，來自台東高中及台東女中的師生亦對於這個問題提出

他們的看法，在短短兩天內我們對於核能有更具體的認識。 

核能發電原理 核電廠發電設施 

核三廠是壓水式反

應器，利用熱量加

熱輕水產生高壓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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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安全環境防護 

自然環境中即有游

離輻射，反應器利用

燃料丸、燃料棒、輕

水、反應器、圍阻體

來防護對環境的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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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放射性核種鈾

235捕捉慢速中子

後產生核分核的連

鎖反應，產生熱來

進行發電。 

核能發電設施 

核廢料儲放設施 

核廢料回收再利用技術 

福島高校核能議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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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準備與出發 
雖然是 19日才要出國，但是我們 18日就到達清

華大學進行行前會議，由各校報告他們在核能議

題上的先備知識以及研究報告。 

18日清華大學行前會議 

出發囉！ 

出發前，戴教授臨時起意，調查了一下曾經出國的同學

比例，發現絕大多數的學生沒有出國的經驗，於是貼心

地提醒大家關於機票上的資訊、出海關的安檢、登機的

相關事項，大家都很興奮地逐一完成每個關卡的檢查，

讓登機流程很順利地完成。尤其是在飛機上，飛上蔚藍

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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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學第一次的飛行體驗 

    交流參訪團由基隆高中、台東高中、台東女

中、台中一中、南科實中、曉明女中、南投高

中、新莊高中、高雄中學、鳳新高中、明道中學

各校學生及高中老師及清華大學李敏、戴明鳳

教授、宜蘭大學黃朝曦教授所組成。 

    出發前一天，我們在清大的普物實驗室，由

各校報告在核三廠研習後對核能議題的研究

結果，以決定在福島高校的提報代表，從提報

的內容可以看出各校都很努力地準備，也對於

台灣的核能環境有深入的討論，內容包括民眾

對核能的疑慮，反對者的立場及支持者的原

因。在核廢料的儲放議題上，多數民眾對於核

廢料的種類及對於環境的影響是不清楚的，有

高達 7成的民眾在核能知識的來源是依靠電

視傳播。 經過一夜的辛苦討論後，19日大家依然神彩奕奕地在

桃園中心國際機楊集合，準備出發！看得出來大家對

於這趟行程的期待。戴教授將大家做分組，讓整個團的

集合點名與參訪過程更為順利，各組的成員都來自不

同的學校，同學們一開始比較生疏，後來彼此交流後便

活潑了起來，旅程中也能在知識上激盪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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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核能的發展必須考量環境、 

文明的永續生存 

 
    自從日本 2011年發生福島電廠事件後，

大家對於生活環境當中的輻射聞之色變，更甚

於導致數萬人死傷，居民無家可歸的海嘯。參

訪的第二天，我們來到青森縣的奧入瀨溪，體

驗大自然在地球地貌改變的傑作，也到溫泉瞭

解大自然低劑量的輻射，教授及學者們對低劑

量輻射對於人然的影響有正向的評價，適量接

受低劑量輻射對於健康是有幫助的，不少的研

究報告是這樣建議。 

    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瞭解並不是有輻射就

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們還要關心其輻射強度

的適當範圍，也深刻體會到人類發展核能，一

定得考量環境、文明的永續生存。 

奧入賴溪流 
日本青森縣的奧入瀨川從十和田湖流出後綿延 14公

里到達燒山，沿途地質景觀豐富多樣，刻畫出地球生

態的美麗，我們漫步在奧入瀨溪畔，沐浴在大自然的

氣息當中，感受著溪流的生命力，溪流兩旁的樹木，

高聳參天，透露出數萬年來生長在地球上歲月痕跡。

人類發展核能勢必不能破起與大自然長久相處以來

的共同默契。 

說是巧合，也是默契吧！在參訪日本的這段期

間，於青森屋也遇見來自韓國的團體，他們也

一樣到日本進行交流，議題是核融合技術的實

現與展望，顯示出人類對於乾淨能源的渴望。

我也請教了在我國隨團的專家學者台灣核能級

產業發展協會謝牧謙博士有關於核融合發電的

願景，謝博士表示現在若能夠讓核融合技術成

熟到可以進行商業運轉發電，當然是非常好的

事情，但是目前的技術恐怕在 30年內難以達

成目標，核能發電還是目前對環境衝擊及考慮

地球有限礦藏能源中最好的能源策略。對於日

本福島核災的檢討報告中，多項指標還是指向

人為的因素，而非核能是一種不可靠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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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村核廢料再利用及儲放 

核廢料的分類 
核廢料分為低階放射性核廢料及高階放射性核廢料，低

階放射性核廢料係指核電廠內工作人員的防護衣物、廠

內的鋼板、L形鋼材、針金類物品等，目前國內蘭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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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廢料的再利用 
    六所村可以處理日本國內目前 50座商業運轉的反應

爐核廢料，具有提鍊鈽元素，合成MOX燃料，運用在

快速滋生爐反應器(Fast breeder reactor, FBR)，進行

核電商業運轉，這項能力可以消耗鈽元素，免除累積過

多的鈽元素，及全球對製造核武的恐惶。 

實機運作的展示館 
    我們參觀了核廢料儲存及回收流程展示館，裏面佈

置了接近實機運作的展示設備，自動化的燃料束切割

機，演示了將燃料束切成小彈丸輸送到硝酸液中溶解

出反應後的鈾燃料後再進行脫硝的處理，最後將不能

再提練的高階輻射廢料玻璃固化封裝儲放。整個館

̢ 

同生師生的熱情回應 
    參觀的過程當中，同行的師生對於核廢料的回收再利

用的細節及最終處置的疑問向館方提出許多問題，透過

謝博士的翻譯解釋，使得溝通更為順暢，也因此大家非

常踴躍發言，若不是因為日本對於參訪行程時間的掌握

非常嚴格，這樣的對話恐怕三天三夜都不夠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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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ȹ 核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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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電的錯誤設計對照女川核電廠的智慧設計 

海嘯的襲擊結果大不同 
      

 

ȹ福島核電廠外觀 

在參訪當中，我們得知福島核電廠之所以在

311的海嘯中受損嚴重的主要原因，在多方的

報告中均指向人為的災害。其中之一是福島核

電廠的海嘯防護高度設計只有 3公尺，這與當

地的海嘯歷史紀錄有很大的落差，而當 311海

嘯來襲時，其高度竟然達到 14公尺高，使得海

水長趨直入。 

    其二，核電廠的冷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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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高校的交流 
這次的中日交流中，與福島高校的意見交換及兩國

學生的核能議題研究結果分享是整個活動的高潮，

學生為此在行前做足了準備，在交流的前一晚也在

飯店中與清華大學李敏教授、戴明鳳教授挑燈夜戰

做最後演練，絲毫不馬虎，也這是這個活動中學生

最印象深刻的一天。 

核能議題討論 

    在核能議題的探討中，曉明女中的同學針對全球能源的

利用從歷史的觀點及現今的能源使用分佈做了綜合性的

分析，其中點出了石化能源對於環境的衝擊，造今溫室

效應的主因，另外，人類的石化能源已快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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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高中台東女中的同學則以同為鄰近核廢料儲存場

的居民身分，對核能利用、核廢料處置的相關問卷調查

結果進行分析，基隆高中的同學針對全校學生對於核能

的基本認知作調查。日本福島高校的學生也提出他們對

於全球核能議題的看法，尤其著重在 311日本福島事件

後，當地民眾對核能的安全感下降，以及災後當地農產

品輸出所遇到的障礙，雖然當地的輻射並沒有外界想像

的可怕，但是受到過度恐懼的心理作用，對於輻射所造

成的影響不明的雙重因素下，這個地方的經濟的確受到

很大的影響。 

    最後由南科實中的同學，對當天的討論主題作一個

總結報告，並與輻島高校的學生交換禮物，清華大學李

敏教授、戴明鳳教授代表清華大學與福島高校交換紀念

品，福島高校的校長對當天的互動評價很高，也希望明

年能來台灣與清華大學及我們的高中生交流，雙方一起

在合影中結束了這歷史性訪問的活動。 

    總結在這次的交流活動中，可以進行得這麼有意義、有

深度、有水準的參訪與互動，有別於一般的高中國際交流

行程內容，端賴於清華大學的超強團隊，特別感謝活動計

畫主持人李敏教授，共同計畫主持人戴明鳳教授及其團隊

在行前的指導，所有的作業流程準備，及貼心的叮嚀。處

處的的用心讓人無處不受感動。回程後，所有學生在機場

依依不捨的離別，互留聯絡方式，基隆高中楊尚

̢ 

日本核能交流參訪心得報告 2012.08.1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