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員劑量評定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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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項目 職業工作人員 一般民眾

有效劑量 50 mSv/年

100 mSv/5年週期

1 mSv/年

眼球水晶體

等價劑量

150 mSv/年 15 mSv/年

皮膚

等價劑量

500 mSv/年 50 mSv/年

四肢

等價劑量

500 mSv/年 －

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第7條與第12條
（ICRP-60 輻射防護量）



人員輻射劑量評定

● 輻射工作人員體外曝露的輻射劑量，由法定
人員劑量計熱發光劑量計評定。

● 體內輻射劑量則藉由全身計測、生化分析等
方式度量入侵體內的放射性核種活度，再以
相關的體內劑量軟體評估劑量。



體外劑量評估工具

•輻射工作人員體外劑量評定技術規範(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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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供監測人員體外劑量之用。

•肢端劑量計：由熱發光劑量計或感光膠片組成，專
供監測人員 手部、腳部等四肢之劑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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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發光劑量計(TLD)



一般佩章
•熱發光劑量計

•個人等效劑量Hp(10)、Hp(0.07)、Hp(3)

•佩掛在預期身體接受最大劑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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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環佩章
•熱發光劑量計
•用於手部可能接解高劑量輻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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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晶片
計讀用卡片 指環佩章殼



Panasonic熱發光劑量計

•每一個劑量佩章，
都有四個TLD晶片
(Element)，其中
兩個為硼酸鋰
(Li2B4O7)，另兩個
為硫酸鈣
( CaSO4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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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熱發光劑量計

•利用4組不同材質及屏蔽條件的晶片
測值，，經過加成計算後可估算出
全身、眼球及皮膚劑量。

•目前市面上的各家TLD劑量系統均
是以類似的概念建構劑量評估的流
程(Alg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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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認證與能力試驗
•人員輻射劑量評定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第2條，要求
從事人員體外輻射劑量評定業務之機構，須取得全國
認證基金會(TAF)之認證，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





人員劑量計管理

●為落實人員劑量計有效監護人員輻射劑量

●避免人員劑量計被不當使用，造成人員輻射傷害或
無謂困擾(如放射醫療行為)

●通常會在人員進入輻射工作場所前，背景輻射劑量
率較低處，設置固定的人員劑量佩章架，放置人員
劑量計及背景劑量計。

●人員進入輻射工作場所應佩戴人員劑量計，離開輻
射工作場所應將人員劑量計放回佩章架。

●背景劑量計必須放置人員劑量佩章架，才能藉扣除
背景劑量，反映人員在輻射工作場所接受劑量。

●人員劑量計自主管理極易造成劑量讀值與實況不符。



「游離輻射不設防別人小孩死不完？」記者會 2019-04-15

⮚輻射從業員(台中弘霖)3人罹癌病逝洪慈庸要求全面稽查
⮚洪慈庸說，該公司為了節省成本、逃避職災責任，竟以

「佩章受管制、需統一管理」為由，未讓檢測師配戴偵
測佩章，導致他們無法得知接受到輻射的劑量

⮚提出3 項訴求，❶游離輻射高風險事業單位，全面稽查、
加強預防；❷核電廠承攬商健檢資料，全面清查勾稽；
❸《游離輻射防護法》修法加重罰則、嚴重者扣照。

⮚原能會：會同職安署進行無預警的突襲稽查



資料來源：原能會輻務小站。



核二廠固定佩章架管理

主警衛室佩章架 大門佩章架

佩章管理

固定地點

專人管理

避免誤用

不定期抽查

落實
管理

避免TLD遺失

影響工作權益

加強
抽查

違者
處罰

✔二次未放回
✔違規處置

✔104.3.26第
2次未放回

管理原則

A包商員工 ■104.4.2處
以違規
■罰款2000

元及再訓
練

違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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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攝入核種後造成的體內劑量分成三階段

1. 個別量測

⮚全身計測、生化分析、空氣取樣分析

2.藉由量測評估攝入量

⮚ ICRP-78

3.藉由評估出的攝入量推算劑量

⮚ ICRP-68



全身計測體內攝入的放射性核種

○主要以碘化鈉(鉈)或純鍺半導體全身計測系統來量測。

○碘化鈉(鉈)偵測儀用於篩選體內有無攝入加馬放射性核種(靈敏度
高)。

○純鍺半導體偵測儀用於精確定性與定量分析體內攝入的加馬放
射性核種。

(能量解析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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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計測體內攝入的放射性核種

○主要以碘化鈉(鉈)或純鍺半導體全身計測系統來量測。

○碘化鈉(鉈)偵測儀用於篩選體內有無攝入加馬放射性核種(靈敏
度高)。

○純鍺半導體偵測儀用於精確定性與定量分析體內攝入的加馬放
射性核種。

(能量解析度高)



全身計測偵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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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鈉與純鍺偵檢器能譜比較

○碘化鈉偵檢器(NaI(Tl))

⮚優點：效率高

⮚缺點：能譜解析度差

○純鍺偵檢器(HPGe)

⮚優點：能譜解析度佳

⮚缺點：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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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化鈉與純鍺偵檢器能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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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計測的目的

○管制輻射工作人員一年中所攝入之放射性物質不超過年攝入限
度(ALI)

○評估輻射工作人員之體內曝露劑量

○藉觀察工作人員在工作期間體內核種活度的變化，了解該輻射
工作(場所)之輻射作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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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計測偵檢器─純鍺及碘化鈉偵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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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計測作業類別

○進廠計測：工作人員至核能電廠工作前實施之全身計測

○離廠計測：工作人員完成核能電廠工作離開前實施之全身計測

○例行計測：核能電廠固定工作人員每年實施之全身計測

○特別計測：非以上情況實施之全身計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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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分析

○工作人員體內攝入放射性核種之評定，以全身計測為主要方法，
必要時得增加生化分析(尿樣分析)。

○全身計測之結果，若工作人員體內有Cs-137達調查基準，應請放
射試驗室再分析尿樣中之鍶核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