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核事件分級

在大亞灣應變計劃下，若核電站發生事故，香港特區
政府會即時監測核電站50公里範圍內的所有食物、牲
口、入境人士、食水及海水，檢測其輻射水平；倘食品
受污染便禁止入口；如入境人士經檢測後發現有污染
物，則需先經輻射洗消才能入境，若未能清除輻射便會
被送往東區醫院及屯門醫院兩間特定醫院處理。
香港保安局演習管理組總監傅逸婷表示，香港特區政
府有機制應對受輻射影響的人員和食品，「如果大亞灣
發生事故，核電站50公里範圍內的食物、牲口，車輛、
司機或一些入境人士，在入境口岸進入香港時都要接受

檢測，以減低事故對市民構成的公共衞生風險，保障市
民健康。」
她表示，入境人士進入香港時會接受儀器監測，「如
果發覺輻射水平需要關注，會即場為其進行乾式的洗
消，若發覺乾式洗消也未必可以清除污染物，則要進行
濕式洗消。」至於核電站50公里範圍內生產的食物全部
均需監測，「例如蔬菜，會切細或攪碎後放入儀器內檢
測其有否輻射成分，如果過了一定程度上的標準就不容
許入口讓公眾食用。」她指有關食品會退回原產地，或
者檢收後進行處理。

抽樣檢測本地食物
傅逸婷續說，其實在核電站50公里範圍內的食物並不
多，「加上我們並非只入口這個範圍內的食物，有好多
不同省份食物輸港，亦有不少食物是從其他地方入口，
所以即使核電站發生事故，對食物供港的影響不大。」
除口岸檢測防止受污染食品進口外，她指香港範圍內

的食物，食環署也會繼續抽樣檢測。至於食水，她指大
亞灣核電站與東江水輸水系統有相當距離，但作為負責
任的政府，水務署亦有機制檢測食水輻射水平。

核事故方圓50公里 食品與人員受監測

「我們理解普羅大眾其實對核應急的認識比較淺，所
以今次特別加強對公眾的教育。」香港保安局演習管理
組總監傅逸婷表示，保安局演習管理組除統籌2023年1
月的大型跨部門演習外，亦正進行公眾宣傳教育工作，
加強巿民對有關核事故應變等認知，以及了解特區政府
的應變計劃，減低一旦核電站出現事故時公眾的恐慌。
她指公眾宣傳教育正持續進行，包括香港天文台為高

中學生而設的伽馬線報工作坊，天文台會到不同中學舉
辦講座，講解輻射知識，並讓學生組裝檢測儀器，在學
校或特定範圍量度輻射水平。香港消防處則在舉辦消防
安全講座時，加插核安全知識和核應變內容。
此外，保安局亦安排青少年制服團隊參觀香港城市大
學中華電力低碳能源教育中心的展覽，讓他們了解核能
及大亞灣應變計劃內容，本月中旬則為高中物理科和初
中科學科老師舉行核安全講座，內容關於輻射監測和核
電站安全設計，亦涵蓋大亞灣應變計劃。
保安局亦正更新大亞灣應變計劃的網站，製作教育小

冊子、影片及網上小測驗。保安局流動應用程式「保安

一站通」亦加入核應急資訊，演習後有短片向外公布。
另外，中電網頁亦有網上測驗，得獎者亦會獲得「棋

盤三」演習紀念品。
政府相關決策局及部門亦正提供內部培訓，提升政府

人員專業水平，如香港天文台11月便舉辦多場輻射防護
主任課程，有近150名來自25個相關決策局與部門人員
參與。

與香港中心市區直線距離約50公里

的大亞灣核電站，投產28年來一直運

行安全。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將於2023年1月

舉行5年一度的大型跨部門演習，確保具備有

效應對核事故能力和相關專業知識，並展示核

應急方面有充分準備，以及藉此向公眾推廣緊

急應變意識。香港保安局演習管理組總監傅逸

婷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早在大

亞灣核電站啟用之時，香港就已制訂核事故應

變計劃，倘發生事故，有需要時會撤離與核電

站直線距離20公里以內的東平洲居民和遊人。

她並指，香港消防處近年添置的7號消防輪，

具備處理核生化及輻射事故的設備，是全球第

一艘獲得船級社認證的民用核生化防衛船，該

船將負責演習及應變計劃撤離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講解應變計劃 減低市民恐慌

◆消防處人員模擬處理受輻射污
染的傷者。 香港保安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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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逸婷指出，代號「棋盤三」的演習將於2023年1月9
日起的一周內擇日舉行，今次是10年內第三次大型

演習，上兩次為2012年的「棋盤」及2017年的「棋盤
二」，對上一次有來自35個決策局及部門合共逾1,400人
及約200名志願者參加。今次演習參與人數與之前相若，
由香港警務處、消防處、天文台、機電署和環保署人員組
成的保安局演習管理組早已於今年8月下旬成立，負責籌
辦是次演習並進行公眾宣傳教育工作。
演習分兩部分，包括指揮崗位演練，透過向參與的決策
局和部門發出演習行動模擬信息，測試應變、判斷與協調
能力，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與其他部門的緊急
事故控制中心亦投入運作；而行政長官督導小組和由保安
局局長率領的執行小組，亦會指揮就模擬核事故和相關事
件作出應變。第二部分則測試決策局與部門協調與各自決
策能力，前線部門要動員進行實地行動，包括預防性撤離
行動、設監測中心為撤離人士和食物等檢測輻射。

與粵設有通報機制
傅逸婷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與廣東省核應急委員
會辦公室一直保持恒常合作和溝通，廣東省運作的核電站
若發生核事故和運行事件，會有相關應急通報機制，確保
特區政府及早獲得有關消息並採取相應行動，特區政府天
文台、機電署和衞生署會不斷評估情況，並由行政長官督
導小組作出決策。
她指出，東平洲位處大亞灣核電站20公里範圍內的應

急區，倘核電站發生4級至5級事故，會考慮撤離該島的
居民及遊人，「要視乎輻射水平、風向及風速等不同指
標，若事態嚴重，會作預防式或稱為防禦式的撤離工作，
消防處新添置的7號消防輪將執行有關任務，亦會參與今
次演習的模擬撤離行動。」
據介紹，7號消防輪有完善洗消設備，能為懷疑受污染
人士即場洗消，另配備伽馬射線檢測儀，檢測戶外輻射水
平；駕駛室及船艙則有高效能空氣過濾系統和加壓系統以
維持正壓狀態，保持空氣處於安全水平，大大提升處理生
化核事故能力。該消防輪在應變計劃中大派用場，「因雖
可用直升機接載島上居民和遊人，但人數若較多，海路撤
離是合適選項。」
傅逸婷強調，專家評估即使發生最嚴重情況，撤離範圍
也只限於大亞灣20公里範圍內，惟東平洲不同日子人數
差異大，「視乎天氣及是否假日，由幾個到幾百人不
等」，被撤離人士除在7號消防輪上即場洗消，亦會被送
往馬料水公眾碼頭附近進行核輻射監測和洗消。

邀海內外專家「觀戰」
她指應急方案有「三部曲」，先是盡量撤離東平洲的人
士，而7號消防輪可容納數十人；倘未能撤走則要做好屏
蔽，「因（輻射）煙羽吹過的話，已不會再受輻射影響，
天文台會向政府提供很多資訊，包括煙羽範圍，該段時間
最好藏匿在固有建築物中。」第三則是在有需要時派發
俗稱「碘片」的甲狀腺封閉劑，「預計輻射煙羽來臨前
或到達後數小時內會考慮派發，碘片可隔離甲狀腺吸收
放射性碘，降低患甲狀腺癌風險。其實20公里範圍內的
人應已撤離，再遠些有人居住的已是20公里外安全範
圍，一旦要派碘片，事態應較想像中極端和嚴重，那時
會向小朋友或懷孕婦女等特定群組派發。」
另外，為提高演習專業性並加強與專家交流，保安局已
邀請內地、海外和香港本地的專家，包括國家核安全局、
國家原子能機構、國際原子能機構、香港核學會、香港輻
射防護學會等派員作為是次演習的觀察員。

級別 分類 準則

0級 偏差 安全上無重要意義

1級 異常 超出規定運行範圍的異常情況

2級 一般事件 安全措施明顯失效，工作人員所受劑量超過規定年劑量限值

3級 嚴重事件 放射性向外釋放超過規定限值，工作人員受過量污染

4級 具有局部後果事故 放射性物質小量向外釋放，公眾受規定限值的輻射影響

5級 具有廣泛後果事故 放射性物質有限向外釋放，核反應堆心和輻射屏障出現嚴重
損壞

6級 重大事故 放射性物質向外釋放，或需全面執行地方應急計劃

7級 特大事故 核裝置如動力堆堆芯的大量放射性物質向外釋放，造成巨大
健康以及環境影響

註：至今全球曾發生兩次特大事故，包括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以及1986年前
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故

資料來源：國際核事故分級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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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消防處近年添置的7號消防
輪，是全球第一艘獲得船級社認證的
民用核生化防衛船。 香港保安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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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核電站
運作安全系數高

2021年

12月25日 台山核電站
2號機組柴油機因勵磁設備故

障停運

8月25日 陽江核電站
4號機組一個與安全系統相關

儲存罐真實液位不滿足準則要求

5月30日 陽江核電站
檢修輔助廠房廢氣處理系統設備

後，發現儲存衰變箱一個隔離閥微
小內漏，導致極小量廢氣釋放

*3月24日及25日 陽江核電站
大量毛蝦連續兩日湧入核電

站海水導流明渠和循環水泵
站，阻塞冷卻循環水入口濾

網，多個機組先後自動停堆

2月5日 台山核電站
2號機組部分控制棒組略低於

運行技術規範要求的棒位，要重
新調整

2月2日 陽江核電站
2號機組春節停機備用期間，

計算機信息和控制系統服務器故
障

1月6日 台山核電站
2號機組一低壓配電盤出現部

件故障，修復期間開展的非故障
配電盤定期試驗不滿足運行技術
規範要求

2020年

香港周邊地區核電站運行事件

10月15日 嶺澳核電站
4號機組二回路主給水系統一個流

量控制板件故障，保護系統啓動自
動停運

9月17日 嶺澳核電站
4號機組一台應急柴油機非預期啓動

5月8日 大亞灣核電站
2號機組一台應急柴油機調速器運作異常

7月13日 大亞灣核電站
1號機組電氣廠房一台排風機以相

反方向轉動

4月5日 台山核電站
執行1號機組廢氣處理系統的專項

操作期間，監測系統顯示極少量氣體
短暫釋放

3月31日 嶺澳核電站
1號機組後備柴油發電機一個繼電

器出現異常

2月21日 台山核電站
1號機組配電箱故障，導致冷卻系統一

台主水泵停運，保護系統自動停止反應堆
運作

1月24日 陽江核電站
5號機組電氣廠房配電箱的備用供電迴

路，有兩處開關未符合規範要求閉合

1月15日 嶺澳核電站
4號機組柴油機廠房消防系統部分泡沫液

樣品例行檢驗不合格
*：除陽江核電站2020年3月25日發生毛蝦影響機組停運列為1級

事件，其餘全部界定屬0級偏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演習管理組總監
傅逸婷強調，大亞灣核電站採取法國設計
的壓水式反應堆，設計精良，運作亦嚴格
遵守國際安全標準，在供電穩定性及運作
安全方面，投產以來一直保持卓越紀錄，
運作安全系數高，巿民無須擔心。

根據資料，廣東省核應急辦於過去3年合共向香港特區
政府通報了17宗核電站運行事件，當中只有兩宗涉及大
亞灣核電站，其餘涉及嶺澳核電站、台山核電站和陽江核
電站。除2020年3月陽江核電站有一宗被界定為1級事
件，其餘均全部界定為0級偏差事件，即對機組安全運
行、員工健康、周邊公眾和環境並無影響（見表）。

傅逸婷指出，廣東省內其他核電站距離香港甚遠，如台
山核電站距香港130公里，陽江核電站更相距220公里，
不會對香港構成威脅，「就算大亞灣出現事故，最重要是
聽從政府指示，政府會透過電台、電視台及網站等不同渠
道發放資訊和指引，市民應依照指引保持冷靜，不要聽信
謠言。」

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