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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 44屆廢棄物管理研討會出國報告 

 

陳永枝 

 

 

摘要 

核能研究所陳永枝博士奉派出國公差，自 107 年 3 月 16 日至 25 日共計 10

天，參加於美國亞歷桑納州鳳凰城市舉行之第 44 屆廢棄物管理國際研討會 

(Waste Management Symposium, WM 2018)，並於該會議上發表論文—

「Preliminary Planning of Radwaste Management for the Decommissioning of 

Chinshan NPP in Taiwan」。 

廢棄物管理研討會目的主要促進各國於廢棄物管理各方面的交流與互動，藉

由與核能先進國家如法國、美國、韓國、及日本等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交流，蒐

集有關各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現況與管理技術，提升本所對於廢棄物管理的觀念

及技術。這次會議分成 140 場次進行，共計發表 450 篇論文，主題包括：低/中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用過核子燃料與高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設施除污與除役、環

境復育、環境管理及民眾參與等相關議題，議題範圍廣泛包含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相關議題，與會人員參與討論及技術交流。 

 

關鍵字: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除污、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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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廢棄物管理研討會(Waste Management Symposium, WM )為國際上廢棄物管

理最重要的會議之一，歷來都在美國亞歷桑納州鳳凰城舉行，本所每年均派員參

加，本次第 44 屆大會共有來自全球眾多國家的專家學者與會。WM 探討主題範

圍廣泛，分為下列九大議題：跨部門的政策和整合、高階放射性廢棄物(HLW)

及用過核子燃料(SNF/UNF)、低階放射性廢棄物(LLW)及中階放射性廢棄物(ILW)、

核能電廠廢棄物管理及用過核子燃料的貯存、包裝與運輸、除污與除役、環境復

育、溝通與技術和管理與影響的訓練及跨領域等。 

作者目前參加核一廠及核二廠除役計畫工作，負責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技術開

發，此次奉派參加會議，並發表核一廠除役工作先期規劃關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之研發成果論文，展現我國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能量，同時藉由藉由國際會議平台，

與各國相關領域之研究單位專家學者討論，強化國際研發人脈，嘗試建立合作管

道，加速本身技術提升進程；收集有關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最新資訊及技術發

展，進而瞭解國際上研發現況與市場趨勢，作為我國未來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技術

發展方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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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概要說明 

 

圖 1. 亞利桑那州於美國相對地理位置 

 

 

圖 2. WM 會議地點-美國鳳凰城 Conven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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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屆廢棄物管理研討會(WM 2018)於 2018年 3月 17~22日於美國亞利桑

那州鳳凰城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相關地理位置如圖 1與圖 2所示，為目前

國際上放射性廢棄物管理領域重要會議之一。本屆大會約有 450篇論文發表，以

及學生論文海報競賽，分成 140 場次進行討論，參加人數約 2000 人，大會寄發

大會邀請函，如附錄一。 

核能研究所在本屆會議共發表口頭論文 2篇及海報論文 1篇，論文題目分別

為「Preliminary Planning of Radwaste Management for the Decommissioning of 

Chinshan NPP in Taiwan」、「Adsorptive Removal of Cs-137 and Sr-90 from Water in 

the Spent Fuel Pool of Taiwan Research Reactor」及「Packing Optimization for 

Dismantled Parts of Nuclear Facilities」。 

 

(二)行程說明 

本次公差共計 10 天，行程如表 1 所示，3 月 16 日啟程經由美國舊金山轉機

至鳳凰城， 3 月 17~22日參加會議與發表，3月 23~25日回程。 

 

表 1 公差行程與主要活動說明 

日期 地點 主要活動說明 

3月 16日 台灣桃園-美國鳳凰城 啟程與轉機 

3月 17日 美國鳳凰城 報到 

3月 18~22日 美國鳳凰城 
參加專題演講、發表論文及參觀論文

海報暨儀器展 

3月 23~25日 美國鳳凰城-台灣桃園  

 

3 月 16 日早上 10:30 由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BR8 班機起飛前往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過程為先於美國時間早上 06:30 抵達舊金山國際機場

並停留約 5小時，轉機飛往鳳凰城天港際機場，於同日美國時間 13:20 抵達，辦

理完成出關手續後，轉搭計程車前往旅館。 

 



6 
 

 

圖 3.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前往美國 

 

 

會議議程與每日討論主題內容請參見附錄二。以下簡略說明研討會九項議

題： 

Track 1: Crosscutting Policies and Programs (CPP)  

Track 2: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s, Spent Nuclear Fuel/Used Nuclear Fuel 

(SNF/UNF) and Long-Lived Alpha/Transuranic Radioactive Waste (TRU)  

Track 3: Low-Level Waste(LLW), Intermediate Level Waste(ILW),Very Low-Level 

Waste(VLLW), Mixed Waste(MW), Byproduct Material, TENORM, NORM 

Residues, Enriched and Depleted Uranium (DU)  

Track 4: Nuclear Power Plant (NPP)Waste & On-Site SNF/UNF Storage  

Track 5: Packaging and Transportation 

Track 6: Decontamination & Decommissioning (D&D) 

Track 7: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ER)  

Track 8: Communication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Issues & Impacts (CE&T)  

Track 9: Special Topics Including Multi-Track Cross Cutting Technology Topics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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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跨部門的政策和整合 

包含整體跨領域政策和重大計畫，非屬跨領域者將歸類置個別專門議題

（例如高階放射性廢棄物，用過核子燃料，低階放射性廢棄物等）或處理程

序（例如除役與除污等）的整合。特別鼓勵探討從國家、跨國和國際合作層

面來探討廢棄物管理政策，主要包括跨領域法規、承包、法律、許可及相關

合法事宜、規範和標準的建立及其他高層次涉及多樣廢棄物類型/策略交叉等

議題。 

 

議題二 : 高階放射性廢棄物(HLW)、用過核子燃料(SNF/UNF)、長半衰期阿

伐(Alpha)核種與超鈾廢棄物(TRU)處理 

主要討論有關長半衰期阿伐核種與超鈾廢棄物TRU、核電廠用過核子燃

料SNF及高階放射性廢棄物等的相關技術開發與應用、回收/再處理策略與技

術等處理和處置。定期性進度更新與其中關於重疊的問題，包括SNF和高放

廢物中期和最終處置策略、貯存廢棄物環境許可證書及監測議題，廢棄物處

理的替代程序、廢棄物的形式、深層處置和操作設施發展及風險評估，與直

接相關的法規和標準的影響。 

 

議題三： 低階放射性廢棄物(LLW)、中階放射性廢棄物(ILW)、混合形式廢

棄物(MW)產物質、技術操作產生的天然放射性物質、殘留的天然

放射性物質(NORM)與乏鈾(DU) 

對處理到處置所需的操作技術、技術開發、小量處理示範和部署安排，

重疊議題包含廢棄物如何最小化、廢棄物特性分析、排放水監測、廢棄物形

式和設施營運評核、法規和標準、而各類設施型態從醫院、加速反應器、研

究反應器、政府設施，處置設施等。本議題也包含了鈾或釷礦石廢棄物管理

以及“從超 C 類(GTCC)至低放廢棄物”，二次廢棄物、技術操作產生的天然放

射性物質、殘留的天然放射性物質(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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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核能電廠廢棄物管理及用過核子燃料的貯存 

涵蓋核電廠營運時產生的廢棄物特性分析、如何最小化、處理、包裝與

管理，及核電廠運轉中所產生廢棄物及用過核子燃料的貯存與管理 

 

議題五：包裝與運輸 

主要是關於放射性物質的安全、保全、商業的包裝和運輸問題。放射性

物質包括了 HLW、TRU、LLW、ILW 和MW；還包括未照射與照射的核子

燃料，受污染的介質及雜項，同位素和射源，六氟化鈾等。小組討論包括國

際正規活動、議題和倡議，包裝發展及相關議題，物流和運輸業務，包括大

型項目從除役、整合計畫和行程表，針對大型航運活動的議題與情形，與利

益相關者和公眾互動議題。 

 

議題六：除污與除役(D&D) 

探討有關停役核電廠與反應器的除役事宜，或執照即將中止的計畫與如

何成為綠地，包含廠址調查、除污、貯存、拆解、拆除、廢棄物處理、最終

調查，以及相關新技術的發展為政府和商業核電和非核電設施。包括世界各

國的除役技術和相關策略，以及監管方面的問題。 

 

議題七：環境復育(EM) 

主題包括了污染場址的評估、清理和封閉，探討如何恢復和保護人們健

康和環境，透過調查、清理、封閉、長時間場址管理。著重在是地上和地下

補救措施和清理活動，包括現場檢查、鑑定和評價、採樣和分析、符合法規

的監測、解決監管問題影響清理、含水層和土壤修復、從管理的清掃活動產

生的廢物、修復的設計和實施、透過技術或程序改善加速清理、封閉、永續

的綠化修復和傳統管理/長期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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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八：溝通、教育與技術和管理與影響的訓練 

此議題包含 5大主題，其中包括在廢棄物管理從業人員、政策制定者、

執行者間獲得多元觀點，以進行有效溝通；提高公眾參與程度，以確保決策

代表性；國際間創新想法分享；在資訊溝通與知識管理的新亮點方法及改善

工作環境等。 

 

議題九：特別主題和跨多個議題技術討論 

此議題包含美國和非美國在國際安全、保安和安全導則和美國國土和國

際安全問題。它也包括技術議題橫跨多個主題–有關不知名的廢棄物源和密

封源，綜合風險管理、模示建立、合規行動，規範和標準的建立，自然資源

損害評估（NRDA），技術部署，儀器儀表，過濾，高級技術，極端環境下的

操作技術，技術驅動程序的影響和驅動程序，與涉及多個廢料形式或放射性

物質等技術交叉問題。 

 

大會開幕及演講 

 

 

圖 4. 大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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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 Jim Gallagher 於開幕致詞演講中提到: 「很歡迎大家參加第 44 屆

廢棄物管理研討會，這會議是國際上最重要的放射性物質管理的會議，今年很驕

傲地邀請來自 33個國家 2000多名代表參加本研討會」。 

隨即展開今年度的大會演講，第一位是田納西州第 3 區眾議員 Chuck 

Fleischmann，他是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一員，在這委員會下，還有能源和水資

源發展、國土保安、勞工、健康及教育等次委員會。他於演講中提到，目前清理

計畫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是確保那些已經在做的工作有足夠人才繼續執行下去。

因為半數清理人力在兩年內即將退休，且社會對核能的興趣已開始減弱。他呼籲

與會參加者「走出去，告訴年輕人核電、核能及核廢料清理的重要性」。進一步

地，他也強調人員訓練的重要，「當美國核能產業向前進時，清理工作很重要，

但也要確保我們有一批年輕的核能工程師來支撐」。 

第二位大會演講者為Veolia Nuclear Solution Federal Services公司的總裁兼執

行長 Billy Morrison。他說: 「雖然在美國，已經完成很多廢棄物場址的清理工

作，但是很多持續性的威脅仍舊存在。我們面臨技術挑戰、財政挑戰、風險挑戰

以及那些因設施老化而造成的挑戰，我們需要健全且長期的方向去解決它---一個

專注於效率優先的計劃」。且他提到美國能源部應該走出來，與利益相關者及周

遭社區人士一起努力，尋求他們的幫助、建議或想法，「不要被過去所侷限，如

果我們要有意義地修訂，我們需要新思維及變得更敏捷」。 

第三位大會演講者 Jim Colgary，他是美國能源部(DOE)能源副秘書長的幕僚

長，他說: 「目前政府承諾進行必要的改變，以便部會可以成功執行業務。我們

正在進行於公私合作關係、法規改革及增強自身能力，以將事情完成」。以及政

府正持續往前發展一全面性包括太陽能、煤炭、石油及核能的能源計畫，也致力

於再生能源的研究，但是他提到仍需要較佳的儲存選項，包括擴展電池、水、壓

縮空氣和其他創新想法等研究領域，以符合我們未來的需求。 

另外，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儀器設備展覽，展覽主題包括今年的主題展「機

器人大展」、核能及工業應用機器人、遠端遙控及其他新興技術等，聚焦於最近

的發展與未來的規畫。並且由任職於美國太空總署(NASA)軟體、機器人及模擬

部門主管 Ambrose 博士於 3/19 中午針對機器人應用進行大會演講，開啟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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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的序幕，如圖 5 所示。Ambrose 博士提到 NASA 正專注於發展可穿戴式自

動化裝置，不是為了取代工作者，而是為了協助工作者。他說: 「雖然 NASA 的

焦點是放在改善太空人的太空衣，但這些進展也可以幫助人們做其他各式的工作，

特別是針對那些傷者或失能者。人類將可遇見機器人變得更聰明，材質變得更輕，

以及像是電池變得更耐用等新科技。其中穿戴式自動化裝置也已經用於安全頭盔、

面罩甚至是虛擬實境遊戲中。下一個應用產品可能是甚麼? 或許是可提供較強握

力的手套、對受傷戰士物理治療用的機械手臂裝置和具輔助行走的義肢。而虛擬

實境也已經幫助人們變得更有創造力、減少犯錯，且此科技也逐漸用在私領域方

面，像是運動方面，而這回饋也有助於 NASA的技術改進」。除此之外，尚有非

常多篇報告是有關於自動化應用的，且儀器設備展上也有不少實體展示，如圖 6

所示。附錄三列出六篇美國 DOE 於大會會場展示的海報，皆是有關機器自動化

的應用。 

 

 

圖 5. Ambrose博士的機器人應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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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儀器展上展示的機器人(左)與遠端遙控機器手(右) 

 

在第 79場次的專家小組會議中，討論到未來清理工作中，將有很多都是需

要自動化機器去完成。但是昂貴的成本仍然是阻礙技術前進的一大障礙。其他挑

戰包括自動化機械是否適合於高輻射區域運作和水中環境操作等。另外、工作人

員接受程度、訓練和效率等也都是要考量的主要因素。 

 

發表論文 

接著展開各場次論文發表及小組討論，由作者發表之口頭論文報告就在第一

天下午，而依據大會慣例，當天的論文發表者必須參加早餐會報，由資深專家學

者擔任共同主持人，主持論文發表會及掌握進度。因此，一早 7:00 就進會場，

作者是於第 30 場次發表論文，共同主持人為美國 NRC 的資深顧問 Rateb (Boby) 

Abu-Eid 博士及 Cyclife 公司的 Maria Lindberg 博士，主要說明下午簡報注意事

項。作者發表的論文題目為「Preliminary Planning of Radwaste Management for the 

Decommissioning of Chinshan NPP in Taiwan」，主要內容為說明台灣核一廠未來

除役時廢棄物管理的初步規劃，提出廢棄物管理心智圖，系統性進行廢棄物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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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除污與預估所需人力等，摘要詳見附錄四。口頭發表時間 25 分鐘，見圖

7，結束後專家提問是否有外釋經驗及如何確認偵檢儀器正常。也有很多外國廠

商會議後前來詢問，希望能提供相關資料，認為台灣第一座核電廠要除役，商機

很大，有興趣想多了解。至於其他國家的除役工作，歐美有些國家已開始核電廠

及核設施除役清理工作，東歐與南韓尚處於除役規劃階段，進度上有明顯的差

異。 

 

 

圖 7. 發表口頭論文 

有興趣的議題 

此次議題場次非常多，僅摘錄一些有興趣的題材說明。 

首先是政策面修訂討論，在場次 21，討論有關美國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新興管

理議題，法規面修訂，包括進行中的第 61 條修訂案  (Part 61 Licensing 

Requirements for Land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超 C 類管理基準、替代性

的處置要求準則修訂、低微放射性廢棄物研究及反應器除役法規制定等。會中提

到，於 2017 年 9 月委員會即要求 NRC 進行第 61 條的修訂，包括允許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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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逐一申請、1000 年法規規定期間的復育、安全範例定義的澄清、縮小深度

防禦的考量和成本與利益的被告知等，並希望在今年夏天完成修訂。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美國已不僅於專注於放射性廢棄物的管理，核電廠除役廢棄物中還有

很多非放射性污染物，也開始被要求事先規劃處理時程。 

有關除役階段的除污技術，日本 IHI 公司發表的遠端遙控雷射除污系統。雷

射清潔技術其實很早就廣泛應用於工業界，像是汽車、航太及半導體業。而應用

在放射性廢棄物的切割及除污約在 10 年前開始，如圖 8 所示。主要優點為產生

很少的二次廢棄物以及容易進行遠端遙控，這對於高輻射區域的除污顯得特別有

利基。IHI公司使用的雷射功率約 75 w，在重複約 10 次後，其除污因子(DF)可

達 250-300。除污前後的比較可見圖 9。本次會議發表即是根據之前技術，搭上

自動化，應用於遠端遙控上，如圖 10 所示，據報告顯示，2017 年 12 月會進行

遠端雷射除污測試，惟目前尚未見報測試報告，僅提到將持續改進其系統。至於

其除污過程所產生廢棄物，係由側邊風管抽至絕對過濾器處理，如圖 11 所示。

初步看來，雷射除污對處理平面型物件較佳，其他形狀物件表面使用上會受限

制。 

 

圖 8. 雷射除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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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雷射除污前後比較 

 

 

圖 10. 遠端遙控雷射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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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二次廢棄物收集 

 

法國原子能署(Commissariat a I’Energie Atomique, CEA) 核能部門專案經理

Christophe Girold 發表創新的高溫程序，以處理除役階段廢棄物和既有廢棄物。

他主要提到三個專案: PIVIC、DEM& MELT 及MILOR，宣稱後兩項專案即將商

業化，第一個則還在先導型階段。所謂高溫處理，所使用的技術就是電漿技術，

採用的電漿形式與功率不同，以下分別說明。PIVIV 專案(Process of Incineration 

Vitrification in Can)，如圖 12，是指桶裝放射性廢棄物以高溫電漿進行焚化及玻

璃化的處理程序。主要用來處理混合型(有機/無機/金屬)含阿伐(alpha)廢棄物，於

其境內至 2015 年約有 10,000桶，每年產生 800 桶。這系統採用電漿火炬為熱源

提供者，型態為純氧火炬，功率約 300 kW，壽命約 100 小時。根據其發展歷程

表，2012 年為第一期研究起始年，大約是桌上型規模，第二期驗證其概念，第

三期為先導型，主要是整合及調校參數，今年是屬於第三期，看起來仍屬開發階

段，尚未成熟。 

第二個專案是 DEM&MELT，也是將廢棄物玻璃化的系統，是將設備組件置

於 20 呎貨櫃中的小系統，參考圖 13，主要核心是桶內熔融鍋，前端有進料槽，

後端則是洗滌塔、冷擬器等廢氣防制設備，然後可於除役階段現場進行處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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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來處理高活度的難溶廢棄物，像是老舊桶槽或蒸發器的污泥或沉積物。 

第三個專案則是 MILOR，是用電漿火炬來處理放射性含鹵素有機液體，如圖

14。採用的電漿為低功率射頻電漿(4-5 kW，> 1MHz)，待處理液體直接導入電漿

火炬反應槽，藉由電漿產生的氫氧自由基去破壞碳-鹵鍵，達到分解效果(三氯甲

烷去除率 99%以上)。另一個應用領域為油脂、閃爍液與含磷溶劑等，用的是直

流電弧氧氣電漿(30kW)，以處理磷酸三丁脂(TBP)及十二烷為例，分解效率在

99.7~99.9%之間。 

 

 

圖 12. PIVIC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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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DEM&MELT 系統 

 

 

圖 14. 處理含鹵素有機液體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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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Toshiba 公司發表的 T-OZONTM臭氧除污技術的進展，T-OZONTM該是

一種化學除污方法，該公司表示之前已應用於沸水式反應器(BWR)系統，現在要

擴展至壓水式反應器(PWR)系統。海報中以鎳合金為例，說明除污機制，如圖 15

所示。在氧化開始的階段，鎳從靠近金屬旁氧化物層開始溶解，鉻氧化物開始生

成；接著，持續以臭氧氧化，鉻從內層及氧化物層開始溶解氧化物，最後含鐵層

生成。而這含鐵層很容易以草酸還原移除。但是可能還會有少量鐵氧化物存在，

若是如此，則重複上述氧化還原步驟即可。與傳統其他氧化劑高錳酸鉀(KMnO4)

及次氯酸(HClO)比較，結果如圖 16 所示。由於臭氧所溶解的鎳高於其他兩種，

因此臭氧處理法最後含鐵層氧化物並未發現。另外，以無機酸調節臭氧反應 pH，

發現作用效果以混合酸調節會優於單獨使用硝酸。至於所需臭氧濃度則由 CFD

模擬軟體推估。而目前此系統仍在持續改進中。 

 

 

圖 15. 臭氧及草酸除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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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臭氧與其他氧化劑比較 

 

其他議題 

在參觀儀器設備展以及與專家討論時蒐集的資訊。 

首先是有關容器的部分，美國阿崗國家實驗室(ANL)有發展一款智慧桶技術，

將無線射頻辨識(RFID)技術應用於廢棄物管理上，於廢棄物貯存桶上裝有 RFID

標籤，據說內建的電池壽命可達 10 年之久，另外可呈現的數據包括桶子編號、

標籤號碼、電池狀況、溫度、濕度、密封狀況及加馬(Gamma)劑量等，此 ARG-US 

RFID概念始於 2007年，2016年拿到商業化貯存桶專利。 

美國 Paragon公司型號 9979-AF容器可當包括固體與液體的運送與貯存容器，

已經獲得 NRC 及 DOE許可。美國 CPC 公司 (Container Products Corporation)，

不同用途容器種類很多，包括 B-12、B-25及 B-36等、廠商提供的目錄見附錄五。 

偵測儀器方面， Canberra公司於會議中發表加馬偵測儀器的多種應用，首

先是小型化偵測儀器，以利現場量測，如圖 18所示，缺點是靈敏度會較差；另

外是應用面變廣，包括煙囪氣狀物測量、桶槽或管線內的測量等。最特別的是，

搭載於移動平台或無人機上的偵檢器，上述的應用分別如圖 19-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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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HI-Q Enviromental Products Company, INC. 原本是環境保護設備供應

商，現在也提供放射性廢棄物除污產品，他們發表一系列偵測儀器產品(WAN 

200/300)，可用於核電廠、廢棄物貯存庫、再濃縮工廠等，作為低放射性廢棄物

或外釋的監測，其中一款 WAM-202 外觀如圖 22所示。 

 

 

圖 17. 具備 RFID 的智慧貯存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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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偵測儀器小型化 

 

 

圖 19. 桶槽或管線內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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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用於移動平台的量測 

 

 

圖 21.用於無人機上的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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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HIQ公司的 WAM-202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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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1. 廢棄物管理研討會 (WM symposium)是目前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及處置領域最

重要技術交流平台，討論議題廣泛，參與人數多，代表性足，且含括美國能

源部，是一個產、官、學研交流的平台。且大會累積多年舉辦經驗，於議程

安排、會議場地及儀器展示方面都有精心設計的感覺，對首次參加此會議的

我而言，這大會辦的很用心。會場中更是核能機構藉機推銷本身技術的最佳

場所，藉發表相關研究論文與探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新技術，彼此之經驗得

以直接溝通與交流。 

2. 於會議期間與各國專家交流，感覺日本公司很積極，除了有發表新除污技術

及參展外，對我國核電廠除役商機均顯得興趣十足，一直表示他們有除役經

驗可供參考。這也讓我想到，因為我們沒有自己核能產業鏈，多依賴國外，

以及國內市場小，因此無法吸引國內廠商投入，未來核電廠除役工作將會比

較辛苦。 

3. 此次大會主題為機器人大展，會中不少議題為自動化應用，尤其進行高階放

射性廢棄物處理，避免工作人員所受劑量過高，是未來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之一，因此所裡應該朝此方面加強研發，如引進或開發機器人(未必需要是人

型自動化機器)進行切割或遠端操作。另外，有關美國 Argonne國家實驗室的

RFID貯存桶技術，可考慮將其應用至所裡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廠貯存庫，以

有效掌控廢棄物貯存桶儲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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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1. 資訊與技術交流對身為研究機關的我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參加國外研討

會，除了提升同仁國際觀外，當面請益或交流，建立研究人脈，日後工作有

需要幫忙，應該較容易成功。由於本所每年均有派人參加此會議，建議維持，

以便持續收集資訊。 

2. 類似WM 這類大型研討會議題廣泛，一人參加可能會有資訊遺漏的風險，或

許兩人成行，效果會更好。 

3. 電漿技術在除役的應用在 WM 一直有國外廠商於會議中發表最新進度，包括

去年比利時 Belgoprocess 以及今年法國 CEA，顯示電漿技術仍有一定潛力，

建議持續收集相關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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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錄一 大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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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WM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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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DOE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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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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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設備廠商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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