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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輻射防護法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五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

輻字第○九一○○二五○七五號令訂定發布全文二十五

條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二月二十二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會輻

字第○九七○○○二八七一號令修正第五條、第六條、第

九條及第二十五條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游離輻射防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六

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擬訂輻射防護

計畫，應參酌下列事項規劃： 

一、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權責。 

二、人員防護。 

三、醫務監護。 

四、地區管制。 

五、輻射源管制。 

六、放射性物質廢棄。 

七、意外事故處理。 

八、合理抑低措施。 

九、紀錄保存。 

十、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三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實施輻射安全

評估，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輻射作業說明。 

二、計劃排放廢氣或廢水所含放射性物質之性質、

種類、數量、核種及活度。 

三、場所外圍情況描述。 

四、防止環境污染之監測設備與處理程序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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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記錄含放射性

物質廢氣或廢水之排放，應載明排放之日期、所含放射

性物質之種類、數量、核種、活度、監測設備及其校正

日期。 

前項排放紀錄，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每

年七月一日至十五日及次年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之期間內

向主管機關申報；其保存期限，除屬核子設施者為十年

外，餘均為三年。 

第 四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主管機關

提出實施調查、分析及記錄之報告，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含人、事、時、地、物之事故描述。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三、輻射影響評估。 

四、事故處理經過、善後措施及偵測紀錄。 

五、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報告，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事故發

生之日起或自知悉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之。 

第 五 條  雇主依本法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對在職之輻射工作人

員定期實施之教育訓練，應參酌下列科目規劃，且每人每

年受訓時數須為三小時以上，其中二分之一訓練時數得以

播放錄影帶、光碟或視訊等方式代之，並保存紀錄： 

一、輻射基礎課程。 

二、輻射度量及劑量。 

三、輻射生物效應。 

四、輻射防護課程。 

五、原子能相關法規。 

六、安全作業程序及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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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管機關提供之相關資訊。 

前項訓練之授課人員，應由輻射防護人員，或於教育

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校院相關科系畢業，且在公、私立

機構、學校、研究單位從事輻射防護實務工作五年以上之

人員擔任。 

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紀錄，應記載參加訓練人員之

姓名與參加訓練之時間、地點、時數、訓練科目、授課

人員及授課方式等相關資料，並至少保存十年。 

第 六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所定劑量限度之一定比例，

為劑量限度之十分之三；其有效劑量為六毫西弗，眼球水

晶體之等價劑量為五十毫西弗，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量為

一百五十毫西弗。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所稱作業環境監測，指作

業場所具備有用於監測工作位置之輻射劑量（率）監測

器，且其監測結果足以代表輻射工作人員所接受之劑量。 

第 七 條  雇主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對輻射工作人員實

施個別劑量監測，應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業曝露歷

史紀錄，並依規定定期及逐年記錄每一輻射工作人員之職

業曝露紀錄。 

前項紀錄，雇主應自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或停止參與

輻射工作之日起，至少保存三十年，並至輻射工作人員

年齡超過七十五歲。 

輻射工作人員離職時，雇主應向其提供第一項之紀

錄。 

第 八 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一項所定之體格檢查、定期健康檢查

及第五項之紀錄保存，準用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第 九 條  本法第十六條第二項所稱意外曝露，指於不可預料情

況下接受超過劑量限度之曝露；所稱劑量，指有效劑量。 

第 十 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十八條所稱醫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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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指依醫療法規定供醫師執行醫療業務之機構及依醫事

放射師法規定設立之醫事放射所。 

第 十一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所稱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指依輻射防護服務相關業務管理辦

法之規定，報經主管機關認可從事輻射防護偵測業務之機

關（構）、學校或團體。 

第 十二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放射性物質生產設

施之建造許可者，應於預定建造日期六個月前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及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設立證件。 

二、放射性物質之物理、化學及輻射性質。 

三、生產方法、生產計畫及銷售計畫。 

四、品質保證計畫。 

五、輻射安全評估報告、輻射防護計畫及安全作業

程序。 

六、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計畫。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料。 

第 十三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放射性物質之生產

許可者，應於生產設施建造完成後先提出試運轉計畫、運

轉人員及輻射防護人員證書影本，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進

行試運轉。 

依前項規定進行試運轉完成後，應於計畫開始生產

日期三個月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試運轉報告，向主管

機關申請生產許可審查。 

第 十四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可發生游離輻射設

備之製造許可者，應於預定製造日期六個月前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及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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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設立證件。 

二、產品構造、圖說與其發生游離輻射之原理及設

備原型。 

三、製造計畫及銷售計畫。 

四、檢驗規格與方法及品質保證計畫。 

五、輻射安全評估報告及輻射防護計畫。 

六、運轉人員執照及輻射防護人員證書影本。 

七、測試場所屏蔽設計資料。 

八、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料。 

第 十五 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應定期報送主管機關之

各項紀錄，除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於每季結束後一

個月內，報送主管機關，並至少保存五年。 

第 十六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請換發許可證之期限如下： 

一、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期限為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

前六十日至三十日。 

二、第二項規定之申請期限為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

前九個月至六個月。 

第 十七 條  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許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及資料：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設立證件。 

二、輻射安全評估報告。 

第 十八 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所為之偵

測，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於每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將該年偵測證明提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九 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稱安全條件與原核准內容

不符者，指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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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輻射作業場所依本法規定需由合格人員負責操

作，其操作人員離職，而未於三十日內補足者。 

二、輻射作業場所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

輻射防護人員離職，而未於三個月內補足者。 

三、放射性物質之機具、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其

生產製造設施損壞，而未於六個月內修復者。 

四，放射性物質活度衰減至無法達成原申請目的之

用途，而未於六個月內更換者。 

五、因外力不可抗拒因素致輻射作業場所屏蔽或防

止輻射洩漏設施損壞，而未於六個月內修復者。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第 二十 條  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停止使用之放射

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或停止運轉之生產製造設施

之再使用或再運轉，應檢附下列文件及資料，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 

一、前條第一款情形為合格人員證書及在職證明。 

二、前條第二款情形為輻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明及在

職證明。 

三、前條第三款情形為設備測試報告。 

四、前條第四款情形為放射性物質之證明文件及測

試報告。 

五，前條第五款情形為場所輻射安全測試報告。 

六、前條第六款情形為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料。 

第二十一條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永久停止使用或

其生產製造設施之永久停止運轉，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三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退回原製造或銷售者、轉讓或以放射性

廢棄物處理時，應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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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輻射作業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如

下： 

一、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時，應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將主管機關指定之部分自行破

壞至不堪使用狀態，並拍照留存備查或報請主

管機關派員檢查。 

二、非密封放射性物質使用設施及場所永久停止使

用時，應依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畫完成除污，並

報請主管機關檢查。 

第二十三條  設施經營者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擬訂設施

廢棄清理計畫，應參酌下列事項規劃： 

一、組織與責任及人員之教育訓練。 

二、設施之運轉歷史描述。 

三、設施之輻射狀況評估。 

四、輻射劑量評估及防護措施。 

五、除污方案。 

六、放射性物質廢棄處理方案。 

七、輻射意外事件應變方案。 

八、品質保證方案。 

九、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本細則所定書表文件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細則自本法施行之日施行。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