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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本公司對於多核種除去設備等處理水（以下稱ALPS處理水）之處置方式皆

依據日本政府於今年四月決定的基本方針，在確保安全性的大前提之下，針

對設備之設計及運用方式等具體內容進行研議，並徹底落實相關對策，將風

評影響降至最低。

 上述內容之研議狀況已透過特定核能設施監視暨評估檢討會等場合，逐步向

外界公開。

 本資料旨在彙整本公司目前針對取水與排水設備、海域監測等確保安全所需

設備之具體設計及運用方式等事項的研議狀況，以及風評影響、負面風評造

成之損害的因應對策。

 本公司今後亦將用心聽取當地居民及各界相關人士之意見，並將其適當反映

在設備之設計及運用方式中。



政府基本方針及本公司因應方式
2021年4月13日 除役、汙染水、處理水對策相關閣員等會議 2021年4月16日 東京電力公司

關於處置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廠多核種除去設備

等處理水的基本方針
（以下簡稱「政府基本方針」）

本公司對於日本政府≪關於處置福島第一核電廠多核種

除去設備等處理水的基本方針≫的因應方式

嚴格遵守安全相關管制標準，確保周邊地區的公眾生活、環境
與農林水產業產品和現今同樣安全

除了遵守依據相關法規所制定的管制標準，亦將確實把關排放水

質的安全性，確保公眾生活、周邊環境、農林水產業產品安全無

虞

日本政府及東京電力應加強並擴大實施排放前後的監測工作

在腹地內儲水槽的管理上，應徹底實施充分的安全措施，以防

範災害等問題發生

為將風評影響降至最低，應促進日本國民及國際社會對此一議

題的理解，並在生產、加工、流通、消費等環節實施相關對策

若在盡力實施相關對策後，仍發生因負面風評所造成的損害，

應機動因應，進行相關賠償

為將風評影響降至最低，將擴大並加強海域監測工作，較以往

監測更加升級

將持續監控發電廠腹地內的儲水槽有無滲漏等狀況，並進行適

當的維護管理，以防範自然災害等問題發生

為消除國內外各界疑慮，促進對此一議題的理解，將持續傳達

正確且高度透明的環境影響相關資訊，如放射線對人類與環境

影響的評估結果等

針對可能受到負面風評影響的各類產業，在生產、加工、流通、

消費等環節盡力實施相關對策

若在盡力實施相關對策後，仍發生因負面風評所造成的損害，

將迅速且妥善進行相關賠償

遵循國際法規，採取必要措施，評估排放對海洋環境帶來的潛

在影響，並適時將結果對外公開，以確保資訊高度透明

氚濃度應低於汲水井等設施目前設定的排放目標值（低於1,500

貝克／公升）；氚的年排放量應低於事故發生前的排放管理值

（每年22兆貝克）

ALPS處理水之處置，應在嚴格遵守各項法令並徹底落實風評影
響因應對策，將影響降至最低的前提下進行

依據政府基本方針擬定因應對策並徹底執行

使用海水充分稀釋，將氚濃度降至汲水井等設施的排放目標值

（低於1,500貝克／公升）；氚的年排放量現階段將以福島第一

核電廠在事故發生前的排放管理目標值（每年22兆貝克）為上

限

確認氚以外放射性物質的濃度在淨化後已降至安全相關管制標

準值以下

對氚以外放射性物質重複進行淨化處理，並在稀釋排放前交由

第三方機構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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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安全所需設備之設計與運用方式等

1. 確保安全所需設備之研議狀況與全貌

2. 海域監測

3. 海洋生物飼育實驗

4. 今後時程表

5. 氚分離技術之調查



1-1. 確保安全所需設備等之研議狀況①

測量與確認用設備

［K4儲水槽群］

在稀釋排放前測量（包括第三方機構進行之測量）ALPS處理水中的氚、62種核

種及碳14之濃度，確認62種核種及碳14之濃度經過淨化後已確實降至排放相關

管制標準值之下。

• 設置儲水槽群（約3萬m3），並交替使用於ALPS處理水的①儲水、②測量與確認、③排

放等工作

• 由於鄰近ALPS設備的K4區域儲水槽群將轉用於測量與確認工作，為確保足夠的替代儲水

容量，將於G4北、G5區域建造儲水槽

稀釋設備

［新設海水幫浦等］

使用100倍以上的海水充分稀釋，將氚濃度降至低於1,500貝克／公升※，且氚的

年排放量低於22兆貝克。

對於氚的濃度與排放量，將於每年度末尾檢視最新數據，盡量將其降至最低。

• 設置3座稀釋用海水輸送幫浦，每座約能以17萬m3/日之速度抽取海水

（即使假設年稼動率為8成、氚的年排放量為22兆貝克，且只有1座幫浦運轉，

經海水稀釋後的氚濃度預估仍會降至約440貝克／公升，遠低於1,500貝克／公升）

• 在排放過程中每日進行採樣，確認經海水稀釋後的ALPS處理水中氚濃度確實低於1,500

貝克／公升，並迅速將結果對外公布

• 此外，現階段預定之作法，是利用排水立坑直接確認海洋排放前的混合與稀釋狀況後，

再予以排放

※公告濃度限度（60,000貝克／公升）的40分之一、WHO飲用水標準（10,000貝克／公升）的約7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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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與排水設備

［5號取水路、

海底隧道等］

為避開港灣內放射性物質的影響，將從港灣外抽取海水用於稀釋ALPS處理水。此

外，為盡量避免排入海中的水經海水循環後再次被抽取用於稀釋，將開鑿岩盤，

建造海底隧道（約1km），並經由隧道將水向外排放。

• 抽取港灣外海水時，為避免其受到港灣內海水輻射濃度的影響，並避免港灣內海水和稀釋

用海水混合，將建造分隔堤將港灣內外隔開

• 排放地點位於無日常性漁業活動的區域※內（該區域海水量約為600億公升）

• 海底隧道的細節將在實施海上鑽探等調查後再行研議

緊急應變措施

［緊急阻斷閥等］

若ALPS處理水的稀釋率或水質出現異常，將立即關閉緊急阻斷閥，並停下輸送幫

浦，停止海洋排放。

• 為因應各類狀況，將設置2座緊急阻斷閥：一座設置於防潮堤內，以防止海嘯侵襲；另一座

則設置於處理水與稀釋用海水即將混合處，以便在異常發生時將排出量降至最低

• 若設備無異常，但在海域監測時出現異常數值，亦將暫時停止排放

其他

• 為安全且確實執行ALPS處理水的海洋排放，將成立ALPS處理水對策負責人及ALPS處理水

相關業務專責組織（ALPS處理水計畫部）

• ALPS處理水的海洋排放相關設備在設計上將與現有ALPS處理水設備具備同等的耐震等級

• 為縮短自然災害等災情發生後的復原時間，幫浦與流量計等設備將預先備妥預備品

1-2. 確保安全所需設備等之研議狀況②

※共同漁業權非設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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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

分隔堤
施工長度約65m

拆除部分防滲漏保護工
施工長度約40m

港灣外取水示意圖

6號取水口 5號取水口

北防波堤基部

拆除部分防滲漏保護工

取水

分隔堤＋防水布

港灣外 取水池

港灣外
取水池

• 改造部分北防波堤，從港灣外抽取海水用於稀釋，並建造分隔堤將港灣內外隔開，避免港灣內的
海水與稀釋用的海水直接混合。

• 在離岸約1km處排水的設計，使排入海中的水不易再與海水循環（不易再次被抽取用於稀釋）。
• 海底隧道的細節將在實施海上鑽探等調查後再行研議。

海底隧道
長度：約1km

稀釋設備
排水立坑

北防波堤



1-4. 確保安全所需設備之全貌（將風評影響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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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33.5m

道路

海拔11.5m

海拔2.5m

二次處理設備（新設逆滲透膜裝置）

ALPS處理水等儲水槽

5號取水路

排入海中

海底隧道

（約1㎞）

排水立坑

海水流量計

新設海水幫浦

輸送幫浦

流量計、流量調整閥、
緊急阻斷閥（海嘯對策）

緊急阻斷閥

儲水 測量與確認

集流管

將氚以外核種的公告濃度比總和為「1～10」
的未處理完成水進行二次處理

由3個儲水槽群組成，分別用於儲水、測量與確認、
排放等工作，故能夠連續進行排放
（約1萬m3×3群）

（直徑約2m×長度約7m）

稀釋用海水
（從港灣外取水）

（3座）

二次處理設備（ALPS）

將氚以外核種的公告濃度比總和為「1以上」
的未處理完成水進行二次處理

排放管

防潮堤

主要設置於緊急
阻斷閥及輸送管
線周邊

測量與確認用設備（K4儲水槽群）

交替轉換用途

排放

現階段作法是利用立坑直接確認海
水與ALPS處理水的混合與稀釋狀況
後再予以排放

海底隧道

N

大熊町双葉町

無日常性漁業活
動的區域※

南北3.5km

東
西

1
.5
k
m

資料出處：東京電力公司根據日本國土地理院地圖（電子國土Web）繪製而成
https://maps.gsi.go.jp/#13/37.422730/141.044970/&base=std&ls=std&disp=1
&vs=c1j0h0k0l0u0t0z0r0s0m0f1

海底隧道出口將設置於無日常性

漁業活動的區域※內，區域內預

估水量約為600億公升

※共同漁業權非設定區域

https://maps.gsi.go.jp/#13/37.422730/141.044970/&base=std&ls=std&disp=1&vs=c1j0h0k0l0u0t0z0r0s0m0f1


2-1. 海域監測（計畫）

範圍 採樣地點 測量核種 目前監測頻率 變更（草案） 備註

海水

港灣內 10處

銫134、137

氚

銫：毎日

氚：1次/週

銫：毎日

氚：1次/週

排水立坑（排放端）將每日實施監
測

2km圏內
（及鄰近海

域）

7處
銫：1次/週

氚：1次/週

銫：1次/週

氚：1次/週
新增3處採樣地點（共10處）

20km圏內 6處
銫：1次/週

氚：1次/2週

銫：1次/週

氚：1次/週
氚的檢測頻率增加一倍

20km圏外

（福島縣近
海）

9處
銫：1次/月

氚：0次

銫：1次/月

氚：1次/月
新增氚的監測

魚類 20km圏內

銫134、137

鍶

氚

銫：1次/月（11處）

鍶：每季

（採檢銫濃度最高的5個樣本）

氚：1次/月（1處）

銫：1次/月（11處）

鍶：每季

（採檢銫濃度最高的5個樣本）

氚：1次/月（11處）

目前做法是在11處採取魚類樣本檢
測銫濃度，並在其中1處檢測氚濃度。
變更後在其餘10處亦將檢測氚濃度

海藻類

港灣內 銫134,137 銫：3次/年（1處） 銫：3次/年（1處） 每年3次，分別為3月、5月、7月

港灣外

銫134,137

碘129

氚

銫：0次

碘：0次

氚：0次

銫：3次/年（2處）

碘：3次/年（2處）

氚：3次/年（2處）

在港灣外新增2處

每年3次，分別為3月、5月、7月
（將在調查海藻類棲息地後再行研
議）

• 為確認氚在海域的擴散狀況，及放射性物質進入魚類、海藻類體內之狀況，將加強監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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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域監測（範例：港灣內～20㎞圏內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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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km圏內

氚分析點（在港灣內所有的採樣地點進行分析）

2km圏內

◆A

◆B

◆C

藍：頻率增加的採樣地點

紅：新增採樣地點

黑：與現今相同的採樣地點

排放點
（海底隧道出口）

A～C：新增

海域監測分析點追加等事宜，將根據日本政府的監測
協調會議等會議結果另行研議

無日常性漁業活動的區域 ※

東西1.5km 南北3.5km

※共同漁業權非設定區域



• 在含有ALPS處理水的海洋環境中飼育海洋生物，以實際實驗結果證明海洋生物體內的氚濃度與

海水氚濃度相同（不會在生物體內濃縮），將有助於促進大眾對ALPS處理水海洋排放的理解，

抑制風評影響

• 本公司將與當地民眾及各界相關人士進行溝通交流，視必要將各方意見反映至實驗計畫中，並適

時公布飼育實驗的進行狀況與進度

3. 海洋生物飼育實驗

水槽1：核電廠周邊的海水
（氚濃度約為 1貝克／公升）

水槽2：經發電廠周邊海水稀釋的ALPS處理水

（氚濃度約為1,500貝克／公升）

比較

在海水（水槽1）及經海水稀釋的ALPS處理水（水槽2）
兩種環境下確認海洋生物的生長狀況等

ALPS處理水海洋排放開始前 ALPS處理水海洋排放開始後

水槽：排放至海中的水

（氚濃度＜ 1貝克／公升）

在經過海水稀釋並實際排放入海後的水中確認
海洋生物的生長狀況等

預計飼育種類［ALPS處理水海洋排放開始前與開始後］

魚類 ：比目魚（體長約30～40㎝或更小）

貝類 ：細節尚在研議中

海藻類：細節尚在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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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今後時程表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建造設備

海洋生物
飼育實驗

海域監測

許(認可)手續

設備設置等工程

開始排放

約在2023年春季

（以基本方針定案約2年後為目標）

設計飼育設備

使用核電廠周邊海水飼育

使用排放入海的水飼育

海域監測

日本政府決定基本方針

（2021年4月）

海上鑽探調査、準備工程等

使用經海水稀釋的ALPS處理水飼育

・許(認可)手續所需期間僅為推估而非確定。
・本時程表可能因今後的調查及研議結果等因素而有所更動。
・除上述內容外，今後將公布輻射對人體及環境影響的評估結果。 11



• 為確保氚分離技術的廣泛調查及提案受理過程的透明性，本公司選定

「NineSigma控股株式會社」作為第三方機構，並於該公司網站開設公開招募網

頁，開始受理國內外氚分離技術相關調查與提案

• 技術經提案後，將由該公司針對技術內容進行確認與評估，並視必要提出建議。

若本公司最終確認該提案對ALPS處理水等之處置具有實用化可能性，將開始針對

具體設計進行討論，並進行該技術的實證實驗

5. 氚分離技術之調査

公開招募網頁

［日語］ https://www.ninesigma.com/s/TEPCO-galleryJP
［英語］ https://www.ninesigma.com/s/TEPCO-galler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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