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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一個月吃三分之一年輻射量，血液病變，誘發喉癌
：

台電訓練的第一批核電正式員工，死的死、逃的逃，至今還留在核電廠的屈指可數，其中祇有李桂林在核一、二廠

高輻射區待最久。他在台電工作三十幾年，曾一個月吃下三分之一年輻射量，導致血液病變，誘發喉癌。現在，正

用僅剩的半條命，在跟台電討公道……而台灣還有幾個像他這樣能連續四年讓核二廠做到零跳電紀錄且願意守在高

輻射區的人？且看他如何描述他的「核電」經驗。

資深台電核電廠員工李桂林的告白資深台電核電廠員工李桂林的告白資深台電核電廠員工李桂林的告白資深台電核電廠員工李桂林的告白

民國六十四年，我考進台電，接受基本核子、物理學理訓練，開始參與核一廠的建廠、裝機、試

運轉。之後因為有經驗，又被借調到核二廠幫忙，協助現場儀器管護，處理跳電、短路、試水控

制訊號……等，解決各種疑難雜症。直到七十三年底，才調離高輻射區，到廠外的「模擬中心」

工作。

我們那一梯次，招考五十人，去受訓的有四十三人，到正式結業祇剩四十人。因為核電廠輻射實

在太危險，一路有人退出，死的死、逃的逃，還有的轉調、提早退休，大家都想盡辦法遠離高輻

射區。算一算，還留在核電廠的屈指可數，也祇有我待過核一、二廠高輻射區最久。

短短數分鐘內吃下高劑量

相當於一年安全標準的三分之一

我念私立光華高工附設職業補校電子科，考進核電廠後，編制在核一場的儀器課，負責反應器保

護系統的水位儀器及汽輪機等相關儀器。試運轉初期，儀器很容易跳電、故障，必須頻繁進出高

輻射區維修處理，在防護不足的情況下，就容易吃進高劑量輻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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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規定的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執業人員的年有效等效劑量限度是五十毫西弗，也就是五侖

目。而我最高曾經一個月內從身體檢測出一．六侖目的輻射量，相當於一年的三分之一量，就祇

是為了到汽輪機上方主蒸汽管路，安裝精密的溫度探針，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吃下高劑量。

在核電廠工作的人，都要定期做健康監控，每三個月做一次檢查。民國六十八年，我在榮總做的

體檢報告書上，血小板及白血球已出現過低狀況，而且判定「與輻射線傷害不無關係」，必須暫

時隔離，所以我請調到大觀水力發電廠。

雖然在程序上我已調職成功，但核一廠跳機都因為反應器水位儀器人為操作不當，台電看中我的

專才和能力，在核二廠建廠時，借調我過去幫忙。於是，我在核二廠特別成立「反應器水位儀器

作業班」，任職期間，創下核二廠反應器連續四年「零跳機」的記錄，而同一期間，核一廠頻頻

跳機。

七十三年時，台電原子動力處發文，說我血液不正常，醫師建議我不宜再繼續從事輻射廠的工

作，當時台電已向奇異公司購買防止跳機的系統，我終於能脫離高輻射廠區，調到廠外的模擬中

心訓練員工。

無防護措施，在高輻射區工作

換來苟延殘喘的身軀和纏訟

在高輻射區工作十年間，我多次暴露於高輻射環境下，而且缺乏足夠防護措施。光在核二廠工作

期間，就至少有八次遭受輻射空浮汙染。在核一廠時也是，祇在高輻射的汽輪上方工作幾分鐘，

那個月就吃進一．六侖目輻射。即便之後調到廠外模擬中心，仍在七十五年間被指派工程攝影任

務，必須進去高輻射區拍攝儀器，而且幾乎沒有防護措施。

我曾有胸腔灼熱的不適感，而且原本健康良好的身體，到四十歲後卻開始小病不斷，自己也深感

憂心。八十八年至八十九年四次體檢，我血液中紅、白血球數字越來越糟，榮總將體檢結果從游

離輻射線作業健康管理的「二級」改成「三級」。但奇怪的是，我在健康狀況未好轉的情況下，

又被調降改回「二級」。在我看來，這是要配合台電的吧。

我在九十六年退休，除了白血球與血小板過於低下外，兩年後更在台大檢查出得了喉癌。

我參與核一、二廠的建廠過程，有兩年處於石棉滿天飛的工作環境，再加上從事高輻射工作，才

會得這兩種病。我辛辛苦苦替台電工作三十多年，最後卻換來的是一個苟延殘喘的身軀。

儘管我有台大、成大、榮總的體檢報告書，而且不是一次性體檢報告，是追蹤診斷報告，其中成

大的診斷更是由職病專家王榮德所簽章診斷，勞委會雖然意見略微分歧，最後仍同意是「職

災」。但台電堅持不肯承認，更對大眾宣傳「核電廠很安全」。但真實情況是，現在在核電廠工

作、血液有問題的人，絕對不祇我一人！

台電始終拿著一份初診體檢報告書，上面寫著我的白血球與血小板是「自發性天生的」。同時，

指稱喉癌祇與石棉相關，與輻射無關。



【封面故事】台視、中視浴火重生老三台獨留華視憔悴！ 《文/ 林敬殷、陳敏鳳 》

【封面故事】選錯公視董事和ＮＣＣ委員電視大災難！ 《文/ 林敬殷 》

【特別企畫】二十五年兩岸互動記事 《文/ 南方朔 》

【特別企畫】自由報業第一聲 要繼續喊下去 《文/ 王健壯 》

人為操作不當及管理不當

是核電廠最致命的危機

但在我進入台電以前，曾為了母親的病而檢驗過血液，報告上顯示我的白血球及血小板都是正常

數值。而且六十八年時，我在榮總血液科建議下，進行三個月的病理及生化檢查，證明我的染色

體及細胞也都正常。所以他們才在診斷書上寫下「次發性」白血球及血小板減少，並註明與輻射

傷害不無關係。

況且環保署在七十八年將石棉公告為列管的毒性化學物品，而我參與核一、二廠建廠，都在七十

八年以前。更重要的是，我的家族沒有癌症或血液疾病等相關病史，我現在生的病，明顯非天生

疾病所致。

台電在協調會中完全不肯讓步，態度強硬，直接表明不接受我的訴求，大家祇能走上訴訟一途。

台電更在法庭上當場質疑醫生所開的診斷書，並錯誤解讀勞委會公文。

我跟台電打官司，並非貪圖金錢，我有錢也沒有命花，再多錢也買不回我曾經有過的健康，我祇

是要討回公道，因為在台電核電廠工作，才讓我的身體變成這個樣子，我希望日後生活可以有點

保障。

說起我的「核電」經驗，可說與台灣核電廠發展史同步俱進。雖然我身為台電的核電廠員工，但

我不得不說：「核能發電是不必要的！」我們與其每年投入大量經費在核能上，不如把錢花在省

電建設、發展再生能源，如省電燈飾或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等。台灣應該而且能夠做到「零

核」狀態。

當然，以我多年的核電經驗，我也必須公道地講核電廠本身是安全的，在設備研發及建造時，都

有把各式因素考慮在內，包括颱風、地震、海嘯，所有的不安全，都出在「人禍」，也就是人為

操作不當及管理不當，這才是天災來臨時核電廠最致命的危機，就像福島核災。

正因如此，台灣就這麼小，卻有三座和日本一樣機型的核電廠，一旦發生什麼天災、人禍，後果

肯定不堪設想。所以我認為，台灣應該發展成「零核」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