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能發電 



日本的核電 

•日本為第三大核能發電國，僅次於美、法。目前有55部機
組共47.6百萬瓦容量，提供全國30%的電力。 

•2012.5.5日本全面停用國內五十四座核子反應爐。以火力
發電、天然氣、石油燃料填補核能供電，兩年來國庫便得
多支出五兆七千億日圓（約合新台幣二兆二千億元）的電
費。 

•2012.6.8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宣布，為了保護國家經濟發展、
社會生存與人民生計，希望全民能接受政府重啟關西電力
公司大飯核電廠兩座機組的決定。 

•2012.7.5大飯核電廠三號機重新啟動。 

•2012.9.14日本政府決定新能源環境戰略，目標是在2030
年代實現零核電。致力普及太陽能、風力等「綠能」。 

 

 



德國的核電 

•德國有17部核能機組共20.5百萬瓩容量，提供約25%的電
力； 

•2011.5.30德國當局決定於2022年前，要逐步廢棄核能發
電廠；德國陸續關閉了8座核反應爐，其中有5座當成備用
發電機組，剩下的9座核反應爐，也預定於2015年到2022
年間關閉。 



德國電價 

•德國電費包含再生能源法+汽電共生法+輸電網路規費+離
岸供電費+網路費+供電費 

•2012.11德國電力公司通知從2013年由於再生能源費用提
高，每度電漲1.32元，為12.22元，漲幅10%以上。 

•政府規定，電力運營商需優先、按規定價格收購綠色電力
，而採購成本的提高導致電價隨之上漲 

•一位失業人口每月向政府領取860歐元補助，依法其中40
歐元用於支付電費，北萊因─西伐利亞邦有60萬戶被剪電 

期間 用電量 歐元 平均電價 台幣 台灣 

2005.4-2006.3 3591 769.37 0.214 8.35 2.8 

2011.4-2012.3 2829 790.39 0.279 10.9 2.8 



德國再生能源 

•在2011年，德國所有能源消耗中的12.5%是來自再生能源
，而總用電量則有百分之20%來自再生能源。 

•德國花費在再生能源建設的總成本是109億歐元，但總體
經濟計算下所得的整體收益達到249億歐元，而再生能源
相關產業亦直接創造了38萬個工作機會等。 

•依照廢核計畫，消費者未來20年將對2011年底前裝設的太
陽能板補貼1000億歐元，今年前5個月至少已補貼50億歐
元。 



核電 

•2012.3.12 全球30國現有運轉中的核子反應爐約436座，
供應全球14%電力，各國計劃再建155座。 

•美、法進一步擁核，德、瑞士決定棄核，中國、南韓與印
度維持既有核電廠興建政策。 

•美國每年產生的核能居全世界首位，美國人消耗的電能中
有20%來自於核能。 

•如果按核能佔總電能的百分比來看，法國則為全球第一。 



2009各國核能占其國內總發電量 



100年裝置容量 

類 別 
裝置容量 
(千瓩) 

構成比 
(%) 

抽蓄水力發電廠 2,602 6.28 

火力發電廠 30,717 73.49 

核能發電廠 5,144 12.42 

再生能源發電廠 2,607 6.30 

合計 41,400 100.0 

註：再生能源2,607千瓩含慣常水力2,040千瓩、風力522千
瓩及太陽能44千瓩。 
尖峰負載：100.8.18用電33787千瓩 



發電量 

項 目 
發 電 量 
 (億度) 

構 成 比 
(%) 

較 上 年 增 
加 率 (%) 

發購電量合計 2073.8 100.0 7.1 

1.台電自有 1577.9 76.1 10.1 

抽蓄水力 30.5 1.5 -7.4 

火力 1107.6 53.4 14.5 

核能 400.3 19.3 0.1 

再生能源 39.5 1.9 18.7 

2.購電 495.9 23.9 -1.3 

民營火力 388.5 18.7 3.1 

汽電共生 95.0 4.6 -16.1 

再生能源 12.4 0.6 -0.4 



99年售電量 

依電力負載區分 依用途區分 

電燈用電 591.8 億度 30.6 ﹪ 住宅用電 406.8億度 21.0 ﹪ 

   非營業 434.0 億度 22.4 ﹪ 工業用電 1,039.9億度 53.8 % 

     營業 157.8 億度 8.2﹪ 商業用電 314.5億度 16.3 ﹪ 

電力用電 1,341.3 億
度 

69.4﹪ 其他用電 172.0億度 8.9 ﹪ 



 



核能的來源  

•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各種原子所組成，而原子則是由中子、
質子和電子所構成。  

•原子核若被外界的中子擊中時，容易分裂成兩個較小的原
子核，又稱為核分裂。 

•「核能」就是核分裂時所放出的能量。核分裂時可產生極
大的能量。  

•核能電廠就是利用核分裂所釋放出的能量來發電。   

•核分裂的過程，新產生的分裂原子核的總質量會較分裂前
原先的原子核的總質量輕一些。這部份減少的質量就是核
能的來源。  

•質能互換關係（愛因斯坦）： 

      ΔE = (Δm)C 2  



核能 

• 核能，可分為『分裂能』與『融合能』兩種。 

• 『分裂能』係指原子核發生分裂，產生自續鏈鎖反應放出
之能量，稱為『原子核分裂能』，簡稱『核分裂能』 

• 『融合能』係指兩個輕元素或兩種不同輕元素原子核，在
極高溫度下結合所放出之能量，此種能量與分裂能相反，
稱為『原子核融合』，或稱『熱核能』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是利用核分裂
產生巨大的能量，製造高
溫高壓的蒸氣或氣體，驅
動發電機組發電。 

•核能所用的燃料，乃是可
分裂或融合的放射性物質，
例如鈾235、鈽239、鈾233
等。例如1克鈾235分裂所
產生的能相當於燃燒3000
噸上等的煤所產生的熱量 

•目前核能發電量僅佔全球
能源6%和電力供應13%。 

 



核能發電原理 

• 核能發電的原理與火力發電
相似，核能發電是利用鈾燃
料進行核分裂連鎖反應時所
產生的熱，將水加熱成高溫
高壓的蒸汽，用以推動汽輪
機，再帶動發電機發電。 



核能電廠與火力電廠的異同  

•核能與火力發電廠都具有鍋爐與發電的設備，水在鍋爐中
加熱變成蒸汽，再利用蒸汽推動汽機，帶動發電機發電。 

•主要的不同點為火力發電是在鍋爐內燃燒石油、天然氣或
煤等化石燃料，核能發電是在反應爐(即鍋爐)，以控制棒
調節鈾燃料分裂的連鎖反應產生能量，將水變成蒸汽。  



核能電廠與火力電廠的異同 



核子反應爐  

•輕水式反應器：以輕水(即普通水)做為冷卻劑及中子緩和
劑，以低純度的濃縮鈾-235做為燃料。目前全世界的核能
電廠大約有80%是輕水式，又分為沸水式反應器和壓水式
反應器兩種。  

•重水式反應器：以重水(即氧化氘D2O)做為冷卻劑及中子
緩和劑，採用天然鈾為燃料，這種反應器在加拿大和印度
使用相當普遍。  

•氣冷式反應器：以中純度濃縮鈾-235做為燃料，氦氣或二
氧化碳做為冷卻劑，石墨做為中子緩和劑，這種反應器成
本低、效率高，英國大部分的核能電廠都採用這種型式。  

•石墨型輕水式反應器：為前蘇聯共產國家獨特發展使用，
和美國所發展的輕水式反應器最大的不同在於使用輕水通
過爐心做為冷卻劑，但是卻沒有中子緩和劑的功能，而是
使用石墨做為中子減速的材料  



典型核能電廠裝置示意圖 



沸水式反應爐 

•「沸水式」是在反應爐中直接產生蒸汽，並且直接送到汽
機，將蒸汽能量轉為機械能，轉動發電機產生電力。  





核能發電-壓水式 

1.分裂反應原理:燃料棒設計，緩和劑功能，壓力槽與圍阻
體之作用等都與沸水式核反應器類似。 

2.壓水式反應器的構造: 
    a.在水加熱成蒸汽的過程中採用了兩套迴路。「主迴路」

裏冷水經過爐心加熱後只增加溫度但不變成蒸汽，熱水送
至「蒸汽產生器」中把熱量傳給「次迴路」的水後變成冷
水再送回爐心 

    b.次迴路的水被加熱成蒸汽去推動汽輪機，用過的蒸汽
再經海水冷卻後重複使用。 

   * 確保汽輪機使用的蒸汽絕無核分裂反應所產生的放射
性物質，但系統較為複雜，運轉與維護也較沸水式反應器
費事。  
 



壓水式發電廠 





核一廠 

•核一廠位於新
北市石門的天
然峽谷，離台
北市直線距離
約28公里，佔
地約為245公
頃，廠區內裝
置兩部63萬6
千瓩汽輪發電
機組，總裝置
容量為127萬2
千瓩。  



核一廠 

•核一廠是於民國59年核准興建，60年底開始施工，一號
機反應爐於64年5月完成吊裝，66年10月裝填鈾燃料，11
月併聯發電，67年12月10日開始商業運轉。 

•二號機反應爐則於65年11月完成吊裝，67年10月裝填鈾
燃料。12月併聯發電，68年7月15日開始商業運轉。  

•兩座反應爐壓力槽之鋼板厚5吋，重達450公噸，可承受
高溫與高壓。發電用之二氧化鈾燃料即密封裝置在壓力槽
之核心位置。在反應爐外面，再以一個5/8吋厚，稱為一
次圍阻體的燈泡型大鋼殼將反應爐及主要的冷卻設備包封
在內，以防止輻射物質的洩漏。一次圍阻體外利用一厚度
達6呎的鋼筋水泥遮蔽牆圍繞，以阻擋輻射線及保護反應
爐的外物撞擊。  

 



核一廠 

• 核一廠兩部機組之設計完全
相同。主要之蒸汽產生系統
係採用美國奇異公司所承造
之沸水式反應爐，每小時可
產生每平方吋985磅壓力的
飽和蒸汽7,620,000磅。  

• 汽輪發電機由美國西屋公司
承造，採再熱生式汽力循環，
熱效率可達35%。每部機每
年可發電50億度，經由345
千伏特之超高壓輸電線分四
路送至台北地區匯入系統。  



核二廠 

•第二核能發
電廠位於台
灣北端，離
台北市直線
距離約22公
里，佔地約
為220公頃，
共裝置兩部
機組，容量
各為985,000
瓩。  



核二廠 

• 第二核能發電廠於民國
六十三年九月開工興建。
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二日
吊放第一部機450公噸
重的發電機定子，同年
五月九日吊放重約600
公噸的反應爐壓力槽。  

• 第二部機於民國六十四
年開工，第二部機發電
機定子於民國六十七年
六月九日吊放完成。反
應爐壓力槽繼於同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吊裝完成。
七十一年三月完成鈾燃
料裝填。一、二號機分
別於民國七十年十二月
及七十二年三月商業運
轉。  



核二廠 

• 第二核能發電廠廠房佈置
採雙機式，控制室和廢料
廠房以及部分系統結構為
兩部機所共用，其他部份
則各自獨立。各部機擁有
一座產生蒸汽的沸水式反
應爐，每小時能產生985磅
壓力的飽和蒸汽1,245萬磅。  

• 汽輪發電機組由美國西屋
公司承造，汽輪機為三缸
四流聯軸再熱式，有一部
高壓汽輪機及兩部低壓汽
輪機。發電機為氫冷式，
額定發電量為985,333瓩。
所發電力經由345KV超高壓
輸電線分三路匯入系統。  



核二廠 

 



核三廠 

•廠址離恆春鎮直
線距離約6公里，
佔地約為354公
頃，共裝置兩部
容量各為
951,000瓩之機
組。分別於1984, 

1985年商業運轉。  



核三廠 

•型式：輕水型壓水式 

•機組：兩部機 

•裝置容量：每部機951百萬瓦特(951千瓩) 

•建廠費用： 947億元 

•反應爐：美國西屋公司製／3迴路壓水式 

•汽輪發電機：美國奇異公司製／三缸再熱四流式汽機、氫
氣內冷型發電機 

•低壓汽機轉子：瑞士ABB公司製 



核三廠 

• 核能發電產生的輻射廢料分為高
放射性核廢料及低放射性廢料 ； 

• 高放射性核廢料指的是用過的核
燃料，目前都儲存在廠內的用過
燃料水池中，其設計可容納電廠
運轉四十年中發電所用的核燃料。 

• 低放射性廢料大部分為經使用污
染過的手套、輻射防護衣物等。 

• 目前核三廠一年約產生400桶低放
射性固體廢料，其中固化桶約34
桶，其餘均為可再處理、壓縮減
容，均可存於 廠內的廢料廠房。  



核四廠 

•電廠位於台灣
東北端，佔地
約為480公頃，
裝置兩部機組，
容量各為
1,350,000瓩。  

•投資總額調整 
2736億元。  



核四廠 

• 各部機擁有一座產生蒸汽的
進步型沸水式反應爐，是奇
異公司所設計發展的最新型
沸水式反應爐，每小時能產
生每平方吋1,040磅(720GPa)
壓力的飽和蒸汽1,684萬磅
(764萬公斤)。 

• 汽輪發電機組由日本三菱重
工所承造，汽輪機為四缸六
排汽流串聯複合式，有一部
高壓汽輪機及三部低壓汽輪
機。發電機為氫冷式，發電
量為1,350,000瓩。所發電力
經由345,000伏特超高壓輸電
線分二路送至台北及龍潭地
區匯入系統。  



核四廠 

•蒸汽產生系統所
在的反應器廠房，
構築鋼筋混凝土
之圍阻體以防止
輻射線外洩，廠
房其他部份凡屬
可能發生輻射物
外洩之處，也都
有屏蔽牆的結構。  



核四廠 

•冷卻水排放管路設
計，係依照龍門廠
建廠環境影響評估
之承諾，採用潛盾
工法，興建地下暗
渠，將冷卻水引導
至離岸約800公尺，
水深約11公尺處排
出，此即所謂『潛
式排放』。  



核四廠 

 



核四廠 

 



核四廠-主變壓器 

 



核四廠-控制室 

 



核四廠 

 



我國各核能電廠概述 

廠別 核能一廠 核能二廠 核能三廠 核能四廠 

位置 
台北縣石門
鄉 

台北縣萬里
鄉 

屏東縣恆春
鎮 

台北縣貢寮
鄉 

商業運轉
日期 

＃1 67年12
月 

＃1 70年12
月 

＃1 73年7
月 

＃1 101年? 

＃2 68年 7
月 

＃2 72年03
月 

＃2 74年5
月 

＃2 102年? 

裝置容量 636MW*2 985MW*2 951MW*2 1375MW*2 

反應器類
型 

輕水式反應
器(沸水式) 

輕水式反應
器(沸水式) 

輕水式反應
器(壓水式) 

輕水式反應
器)沸水式) 

經費 295億 630億 974億 2736億 



什麼是輻射 

•核反應進行時，也會產生輻射，一般伴隨的輻射有α（氦
原子核），β（電子），γ 射線（電磁波）以及中子。 



 



• 度量人體所受輻射之影響以西弗為劑量單位，一般以毫西弗(千分之
一西弗)表示，依輻射偵測中心資料顯示，臺灣的年平均天然輻射約
為1-2毫西弗。  



日常生活中的輻射劑量及來源  



高放射生廢料 

•高放射性廢料係指發電過後的核燃料，由於這些用過核燃
料中尚含９７％物質可回收再利用，法國等先進國家已設
有用過核燃料再處理設備，使用多年，己處理很多用過核
燃料，經回收之後的所剩的３％才是需要進一步處置的高
放射性廢料。 
用過核燃料之處理步驟包括 

  （１）冷卻 

  （２）中期乾式貯存（或再處理） 

  （３）最終處置等程序處理。 我國目前之高放射性核廢
料，均貯存在各核能電廠內的用過核燃料池中，等待進行中
期乾式貯存。 
 
 



低放射性廢料 

•低放射性廢料係指使用放射性物質的場所，
如醫院、工廠、研究單住及核能電廠運轉，
所產生具有放射性污染的廢棄衣物、用品
等乾性廢料及放射性廢液處理過程中產生
的廢樹脂以及蒸器與過濾器的殘渣等濕性
廢料 

•在台灣目前約有５～１０％的低階放射性
廢料並非來自核能電核廠 



放射性廢料核廢料 

1.會釋放出較背景輻射為高的輻射。最終處置場場址的選擇，
成為政治議題。 

2.以台灣3座核電廠，6個機組，總發電容量5144百萬瓦估計，
每年用過燃料約 有150噸，而低中強度核廢料約有 1 萬5
千桶產生。 

3.以每個電廠的30年壽命估計，總計屆時所有核電廠皆停止
運轉時，台灣將有4千5百噸用過燃料，45萬桶低中強度核
廢料。加上除役所產生的廢料，其數量據估計約等於運轉 
30 年所產生的數量。總計將有用過燃料約9千噸，低中強
度核廢料也高達90萬桶。 



核廢料的處理 

1.將用過燃料貯存於核電廠地下貯池，低中強度核廢料亦暫
時貯存於蘭嶼及現有三個核電廠廠區內的臨時倉庫。 

 （核二廠臨時倉庫預計放 4 萬桶）。 

2.核廢料年年增加，將對暫時貯存之空間造成壓力，並逼使
台電尋求最終處置的辦法。 

 



核能與環境：核燃料週期 



核電廠意外：三哩島事件 

•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
的三哩島核能電廠 



三哩島事件紀要 

•1979年3月28日凌晨四時，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三哩島核
能電廠二號機發生跳機。早晨7時，圍阻體內的放射性強
度已較正常時的讀數高出數倍。大都會愛迪生電力公司於
是宣佈電廠進入所謂的「廠址緊急狀態」由於狀況的持續
惡化，電廠於7時30分宣佈進入「全面緊急狀態」。 

•8時15分美國核管會自附近城市派遣數架直昇機到電廠做
環境偵測。結果顯示三哩島電廠上空的輻射劑量強度為每
小時0.20 ~ 0.30毫西弗。 

•在離電廠2 ~ 3英哩處的空中輻射劑量強度則為每小時
0.05 ~ 0.07毫西弗，這一訊息透露出三哩島核能電廠發
生了非常嚴重的意外。  

 



三哩島事件紀要（續） 

•3月29日美國核管會宣佈，三哩島事故為美國商用反應器
運轉以來所發生的最嚴重事故。電力公司也透露部份燃料
棒有可能已經受損的訊息。根據他們的估計，受損燃料棒
的比例約為1%。 

•3月30日美國核管會估計，受損燃料棒比例已達60%。電
力公司也首次承認反應器爐心尚無法適當的冷卻。 

•3月30日，電廠周圍3英哩半徑範圍內的輻射劑量強度為
每小時0.25毫西弗。賓州州長下令將電廠周圍5英哩範圍
內的學齡前兒童及孕婦撤離，並通知電廠附近四個鎮的90
萬居民準備疏散。特別行動小組派遣核管會的哈諾德．鄧
肯赴三哩島電廠，全權處理事故。電廠的混亂情況獲得改
善。工程師和專家們逐漸將反應器冷卻，成功的遏止了事
故的惡化。  

•4月1日，卡特總統親赴三哩島電廠巡視，以具體行動向
民眾宣示三哩島事故的威脅已告解除。  



三哩島事件紀要（續） 

• 讓核能界感到慶幸的是，深度防禦概念中，作為最後一道
防線的圍阻體的確可以發揮功能，將爐心熔毀後所釋出的
放射性物質包封住，不讓它排到外界環境中，造成環境的
衝擊和民眾的輻射傷害。有人將三哩島事件的發生，怪罪
於運轉人員的失誤。要是運轉人員沒有錯誤的將高壓注水
系統關閉的話，整個事件也不會惡化。 

• 該事件使得核能界了解到：運轉人員的臨場應變對核能電
廠安全的重要性，電廠控制室的人機介面也需要適當的改
善，以及電力公司間運轉經驗相互交流的必要性。  

• 基本上，三哩島事件是多重安全系統同時喪失功能所造成。
理論上來說，這些組件絕非百分之百的可靠，亦即每個組
件仍有壞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雖說是微乎其微，但多個
重要組件還是有可能同時發生故障或損壞。 



車諾比爾核電廠災變始末 

•車諾比核電廠位於前蘇聯烏克蘭共和國百都基補西北方約 60 哩處普
里比亞特河(Pripyat River)左岸約 300 公尺邊 。 

•車諾比電廠在當時有四座RBMK1000（沸水式）核能反應爐，每座之發
電容量為100萬千瓦，另有兩座在興建中。RBMK反應爐是沸水式水冷
卻石墨緩衝的高功率反應爐，水與鈾燃料棒接觸而被加熱沸騰，所產
生的水蒸汽則帶動兩座50萬千瓦的渦輪機以產生電力。  

•燃料棒放置在石墨緩衝劑中，石墨的作用是使中子減速和維持連鎖反
應，控制棒則用來控制反應爐產生的功率．   

•1986年4月26日凌晨，蘇聯車諾比爾，核能電廠的4號反應器發生水蒸
氣及氫氣爆炸。爆炸後引起反應器內石墨的燃燒，造成大量的放射性
物質外釋。蘇聯政府迅速的疏散了車諾比爾區域的5萬居民，但是並
未將電廠發生災變的新聞對外發佈。 

• 4月28日清晨，瑞典福斯馬克核能電廠偵測到電廠工作人員受到輻射
污染。研判可能是蘇聯的車諾比爾核能電廠發生意外。 

• 28日晚上9時，莫斯科電視新聞報導中，簡短提到位於車諾比爾電廠
的反應器在意外中受損。 

• 29日早晨，蘇聯的駐外人員向瑞典及西德政府詢問撲滅石墨火災的方
法。 



車諾比爾核電廠災變始末 

• 美國雷根政府主動表示可以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協助控
制事故的惡化，但是蘇聯拒絕接受。 

• 4月29日凌晨，美國衛星照片顯示反應器屋頂已經不見，
且反應器內石墨殘餘物仍在冒煙，但廠區其它三部機組仍
完好。 

• 4月30日，蘇聯表示電廠的輻射外釋狀況在持續改善中，
水源並未遭到污染，同時以照片顯示廠區的石墨燃燒已經
撲滅。 

• 5月1日，美國衛星照片證實石墨燃燒已經停止。 

• 據到蘇聯協助醫療傷患的美國骨髓移植專家所提供的資料
顯示，總共有299人住院接受治療，這些人大部份為電廠
工作人員及救火隊員，到5月3日為止，有11人死亡。 

• 1986年8月，蘇聯政府在維也納的國際原子能總署五天會
議中對車諾比爾災變的前因後果作了毫不保留的交代。 

 



車諾比爾核電廠災變後 



車諾比爾災變發生原因探討 

•追根究底，車諾比爾災變之所以會發生的最根本原因是
反應器設計錯誤。 

•該型反應器的功率反應度回饋系數在低功率時為正值會
產生極度的不穩定的狀況。 

•車諾比爾災變的發生是運轉人員為了在既定時程內完成
實驗，完全不管運轉規範的安全限制，強行在低功率下運
轉反應器，並且大量抽出控制棒，使得功率反應度的正回
饋現象更為嚴重。 

•車諾比爾災變之後，對反應器基本設計有所了解的核能
專家，根據專業知識研判，一致認為類似車諾比爾的事故
不可能發生在輕水式反應器上。 
 



日本福島核災始末 

• 核電廠遭受九級強震 

• 電廠自動關機, 停止發電 

• 輸電系統受損, 外來供電切斷 

• 緊急發電機啟動, 冷卻系統繼續運作 

• 約–小時後大海嘯來襲, 沖毀緊急發電系統 

• 冷卻系統停止運作, 原子爐餘熱持續發出 

• 爐內溫度超熱, 部份爐心熔毀,導致產生氫氣 

• 氫氣進入第二圍阻体, 進而發生爆炸 

• 第二圍阻体炸破, 得能噴入海水以助冷卻, 效果有限 

• 爐溫繼續升高, 輻射物外洩一直增加, 變成七級災情, 20 km 半徑內
居民強迫撤離 

• 直到外來供電接線成功, 先後冷卻系統重開始運作, 情勢才漸趨穩定 



日本福島核電廠 
•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外景，從左至右依次為4號、3號、2號和1號機組。  



•2011.3.14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機組11
時01分發生氫氣爆炸  



•第一水循環系統，
吸收爐心核分裂產
生的高熱，產生高
溫高壓水，之後再
透過第二水循環系
統，產生水蒸氣供
發電用。 

•一旦燃料棒外露在
冷卻水面上，與水
蒸氣接觸，就會產
生氫氣、引起氫爆。  

•   



核能作為替代性能源 

•核能發電成本穩定，沒有石化能源發電所產生的二氧化
碳、酸雨等環保問題。 

•面對京都會議二氧化碳減量及化石能源即將用盡，使世
界上先進國家選擇核能為其發電能源之一。 

•台灣為能源高度倚賴進口國家，為分散能源使用及考慮
成本、環保等因素，政府亦選擇核能為目前的發電能源
之一。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核能的優點 

1.減少依賴化石燃料  

2.生產巨大能量  

3.祇需小量原料  

4.鈾礦蘊藏量足夠長期使用  

5.運作成本較低（約為火力發電三分之ㄧ）  

6.生產電力時不會造成空氣污染  

 



核能的缺點 

1.發電廠建造費高昂  

2.核能發電技術相當複雜  

3.所需原料為輻射性 

4.核發電廠意外頻生  

5.泄漏輻射影響嚴重  

6.核廢料處理困難  

 



核能發電的必要性 

• 法國有79%的電力靠核能發電； 

• 比利時有60%； 

• 瑞典有42%； 

• 瑞士有39%； 

• 西班牙有37%； 

• 日本有34%； 

• 英國有21%； 

• 美國（世界最大核能生產國）有20%， 

• 南韓和中國大陸則宣稱將擴充其核能生產力，其中南韓欲建立16家新
電廠，產量至少可以提高一倍。 

• 世界上有434座核子反應器，核能提供了超過一億人口每年對電力的
需求。 



核能發電與原子彈完全不同 

1. 核能發電藉著控制棒來控制能量釋放的速率，使能量慢
慢釋放出來；而原子彈要的就是不受任何控制的瞬間爆
炸。 

2. 核能發電用的是3-5%濃度的核燃料，與原子彈使用濃度
90%的鈾235，後果當然不同！ 

 



贊成使用核能的觀點 

•不會釋放 CO2所以沒有全球增溫的問題。 

•不會造成空氣污染，也不會產生硫化物、硝酸等，所以
不會產生酸雨。 

•假如核反應爐是設計為商業用途，則可用的核燃料將可
大幅增加。 

•1980年之後，美國即停止建立核電廠，但2001年加州能
源危機之後，美國重新評估。布希贊成繼續使用核能。 

 



反對使用核能的觀點 

•安全問題（輻射污染）！ 

•核能作為替代性能源，其所產生的電量（美國：20%；台
灣：10%）可以被其它能源所取代。 

•德國有 33% 能源依賴核能，但在2011年5月宣布在2022
年之前關閉所有核電廠。 

•瑞士政府25日決定逐步關閉國內現有的核能發電廠，瑞
士是繼德國之後第二個放棄核電的歐洲國家。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