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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通過培訓營認證教師使用此教材授課之教學說明：初階(國民中小學)~p3-13, p21, p35-57, p93, p95中階(高中/工/職)~p3-14, p17, p19-95進階(大專校院)~p3-16, p18,  p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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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災害事故的三要因

知識、意識、
價值觀

間接原因

基本原因

個人差異

機械、設備、環境的原因

(不安全狀態)

人的原因

(不安全動作、行為)

管理、監督的原因

(管理不當)

結
合 災害事故

本質、性格、
適性、體力、
感覺能力

直接原因
(能量無法安
全吸收，及有
害物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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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災害事故的三要因及其相關之因素





 職業安全衛生之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

康。

 基本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保障對象－『工作者』：指勞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

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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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動
場
所

工作者

職業災害定義

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
氣體、蒸氣、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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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雇主使勞工從
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
備或措施，使勞工免於發
生職業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
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
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
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
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
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
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
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參考美國、英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

增定一般安全衛生責任條款
(General Duty Clause)之規定。

•合理可行範圍:指勞工所從事之工作，
符合下列情形時，得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令、指引或實務規範等，予以改善
或採取必要之預防作為：

•勞動場所存在經確認之危害。

•無法避免勞工暴露於危害。

•危害將導致勞工嚴重傷害或死
亡之虞。

•危害可經改善或可合理達到危
害預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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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第一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

生設備及措施：
◦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

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

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

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
危害。

◦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
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
害。

◦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

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1.違反規定，致發生死亡職業災害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40)
2.違反規定，致發生三人以上罹災職業災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41)
3.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4.違反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43)

立即處份
無通知改
善機會

刑法第 276 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284 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11

第六條第二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
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勞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違反規定致發生職業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43)

2. 違反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45)

非傳統
安全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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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條 雇主應依其事
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
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
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前項之事業單位達一定規
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
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
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得實施訪查，其
管理績效良好並經認可者，得
公開表揚之。

 甲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其職
業災害風險具系統性、複雜
性或高風險之特徵，其更需
周延之系統管理工具，爰明
定該等事業單位應建置具政
策、組織設計、規劃與實施、
評估及持續改善等循環運作
功能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參考英國、日本對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以績效訪視取
代監督檢查之作法，以鼓勵
事業單位落實安全衛生自主
管理，

違反第1項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45)

違反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43) 工作者人數大幅提升

組織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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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雇主對勞
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
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
生教育及訓練。

 前項必要之教育及訓練
事項、訓練單位之資格
條件與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勞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
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
受之義務。

 為加強對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之
管理，於第二項增列授權訂定該等
訓練單位之資格條件及相關應遵行
事項。

違反第1項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45)

違反第3項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下罰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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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條 雇主應
負責宣導本法及有關
安全衛生之規定，使
勞工周知。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違反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45)

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時，得以教育、公告、
分發印刷品、集會報告、
電子郵件、網際網路或其
他足使勞工周知之方式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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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條 雇主應依本
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
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
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
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違反第1項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45)

違反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
罰鍰(46)

所定之勞工代表，事業單位設有工會者，由
工會推派之；無工會組織而有勞資會議者，
由勞方代表推選之；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會
議者，由勞工共同推選之。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其適用區域跨二以上勞動檢查機構轄
區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總機構所在之勞動檢
查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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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
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
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
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
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
◦ 發生死亡災害。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
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
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
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
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
壞現場。

違反第4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41)

違反第1項或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43)

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指於勞
動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勞工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
失能及暫時全失能之總人數達三人以上者

所稱重傷之災害:指因職業災害致喪失部分或
全部工作能力，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第一等級至第七等級規定之項目。

事業單位職災通報網址：
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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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第一項 製造者、輸
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
或器具，其構造、性能及防護
非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
運出廠場、輸入、租賃、供應
或設置。

 前項之安全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七條第三項

符合登錄制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
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前
項安全標準者，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錄，並
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品明顯處張
貼安全標示，以供識別。但屬於
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產品，應依
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前項資訊登錄方式、標示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1.違反第1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造或供應；
屆期不停止者，並得按次處罰。產品得沒入、銷
燬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其執行所需之費用，由
行為人負擔。 (44)

2.違反第3項登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
按次處罰。(44)

3.違反第3項標示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限期回收或改正；未依前項
規定限期回收或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44)



18

所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如下：
一、動力衝剪機械或其安全裝置。
二、手推刨床或其安全裝置。
三、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或其安全裝置。
四、動力堆高機。
五、研磨機或其安全裝置。
六、研磨輪。
七、防爆電氣設備。
八、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九、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十、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
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者。

型式驗證:指由製造者、輸入者或
供應者依其產製、輸入或供應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產品，檢送試驗樣
品及技術文件向驗證機構申請審驗
之過程；凡對某一產品驗證合格者，
應張貼合格標章，以資識別，並得
對同一型式產品均視為合格。但於
規定期間屆滿時，應重新申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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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管理
第九條 製造者、輸入者、
供應者或雇主，對於未經
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或型
式驗證逾期者，不得使用
驗證合格標章或易生混淆
之類似標章揭示於產品。
後市場抽驗
中央主管機關或勞動檢查
機構，得對公告列入應實
施型式驗證之產品，進行
抽驗及市場查驗，業者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危險性機械
一、固定式起重機。
二、移動式起重機。
三、人字臂起重桿。
四、營建用升降機。
五、營建用提升機。
六、吊籠。



 危險性設備
◦ 鍋爐
◦ 壓力容器（高壓滅菌鍋）
 第一種 – 專人(合格）
 小型
 最高使用壓力1公斤以下，內積在0.2立方公尺
 最高使用壓力(Kg/cm2) X 內容積 (m3)< 0.2

 應標示最高使用壓力
◦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製造高壓氣體
 設計壓力(Kg/cm2) X 內容積 (m3)< 0.04
◦ 高壓氣體容器



代號 類型 代號 類型 代號 類型

01 墜落滾落 09 踩踏 17 不當動作

02 跌倒 10 溺斃 18 其他

03 衝撞 11 與高低溫接觸 19 無法規類者

04 物體飛落 12 與有害物等接觸 21 公路交通事故

05 物體倒塌崩
塌

13 感電 22 鐵路交通事故

06 被撞 14 爆炸 23 船舶航空器交通事故

07 被夾被捲 15 物體破裂 24 其他交通事故

08 被切割擦傷 16 火災



實驗場所事故或事件層出不窮，
該如何預防?



實驗場所環境的特性

• 存放及擺放的危害性化學品、有害物或毒
性化學物質種類眾多

• 學習操作機械未注意防護及安全作業程序

• 人員進出更替頻繁，應防範人為因素之災
害

• 各式實驗於實驗室內進行

• 從事新研發，未知風險高

• 儀器設備密集
25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學校實驗室的基本特性補充說明:國內實驗場所曾經發生的災害案例顯示，大多數重大災害仍以實驗室化學性災害為主，因為：1.實驗室內使用之化學品中屬於危險物、有害物或毒性化學物質，受到法規管制者超過 500 種；2.雖然使用量少，但種類非常多；3.在儲存、使用、管理及其所產生之廢液處理上，很容易因疏忽造成災害或不相容物質因意外起反應導致災害；4.另外，學術機構實驗室因使用化學品之人員更替頻繁，新進人員為數眾多，在防範人為因素之災害上責任重大；5.學術性研究又多為新的研發，未知風險很高。6.再加上技術、設備、材料種類繁多，不停從事新研究又會持續添購儀器設備，使得空間擁擠，人與設備間缺乏安全距離，若隔離設施缺乏或不足，很容易發生事故。例:某校使用雷射的實驗室，設置反射鏡改變雷射的指向，有反射鏡調整稍有偏差，使得雷射照射致某實驗人員的眼睛，送醫治療後發現視網膜有點狀燒焦的狀況，造成該人員視野中有黑點存在7.實驗室各自獨立，實驗人員對其他實驗室的實驗內容與存在的危害類型、風險高低，通常不甚明瞭，一旦某實驗室發生災害，鄰近實驗室人員事前通常無所警覺，災害發生後也不知如何對應，容易連帶受傷害例如大專院校實驗場所相關事故最重要之因素前五項為：危險物/有害物(20.1%)、電氣設備(12.3%)、化學設備(11.7%) 、材料(6.5%) 及其它(24.0%) 。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大專校院實驗場所相關事故最重要之因素前
五項為：

• 危險物/有害物(20.1%)
• 電氣設備(12.3%)
• 化學設備(11.7%)
• 材料(6.5%)
• 其它(24.0%)

2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大專校院實驗場所意外事故比例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的重要性(續)

高中高職實驗場所相關事故最重要之因素為：

• 一般動力機械(18.7%)
• 人力工具/手工具(14.2%)
• 其餘機械(約11.2%)
• 用具(8.2%)
• 材料(7.5%)
• 其它(9.0%)

2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高中高職實驗場所意外事故比例



案例：打翻酒精燈遭灼傷

• ○○高中兩名高三同學於生物實驗課進行

細菌培養時，打翻酒精燈，火苗波及一旁

的酒精桶，造成火勢蔓延。

• 造成一位同學雙掌與左大腿外側二度灼傷，

另一位右腿關節一度灼傷，緊急送醫。

2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校園安全衛生教育之重要性及意外事故發生之可能嚴重性實驗室遭火吻酒精燈惹的禍更新日期:2010/11/13 02:59 林郁平／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林郁平／台北報導】北市松山高中昨下午二時許，發生一起火警意外，兩名高三學生在生物實驗室進行細菌培養實驗時，不慎打翻酒精燈，火苗波及一旁的酒精桶，造成火勢蔓延，過程中，一名柯姓學生的雙掌及左大腿外側被火燒成二度灼傷，另一名張姓學生右腿關節受到一度灼傷，所幸經分別送往內湖三軍總醫院及聯合醫院忠孝院區急救後，兩人皆無大礙，火勢也由校方在消防局抵達前自行撲滅。 插入自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113/4/2gvdr.html>



貳、常見實驗場所之危害

簡報者
簡報註解
1.本單元為原本”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教材”之實驗室危害案例部分，其中一般高工職應不具有之危害類型，該投影片會加註“補充”兩字，例如游離輻射，另加入部分高工職相關案例。2.請講師授課時依聽講者類型與所需，選擇合適之案例投影片進行講授。



實驗場所的潛在危害

• 物理性危害：噪音、振動、輻射、電氣、機械危害。

• 化學性危害：火災、爆炸、中毒、腐蝕

• 生物性危害：感染、中毒、過敏

• 人因性危害：肌肉骨骼傷害

• 心理性危害：過勞等心理壓力

30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學校實驗室的各種潛在危害



游離輻射作業
• 放射性物質（密封性、非密封性射源）、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例如:Ｘ光機）或輻

射作業，應依指定申請許可或登記備查，

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進行輻射作業。

• 為確保輻射工作人員不超過劑量限度，應
實施佩戴劑量佩章（或作業環境監測）。

• 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其設
施，每年至少偵測一次，並將偵測結果提
報主管機關備查。

游離輻射防護法、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3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補充》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94.12.30.)第7 條： 輻射工作人員職業曝露之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一、每連續五年週期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百毫西弗，且任何單一年內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一百五十毫西弗。三、皮膚或四肢之等價劑量於一年內不得超過五百毫西弗。第12條： 輻射作業造成一般人之年劑量限度，依下列規定：一、有效劑量不得超過一毫西弗。二、眼球水晶體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十五毫西弗。三、皮膚之等價劑量不得超過五十毫西弗。游離輻射防護法（ 91.1.30 ）第 29 條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輻射作業，應依指定申請許可或登記備查，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進行輻射作業。置有高活度放射性物質或高能量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高強度輻射設施之運轉，應由合格之運轉人員負責操作第 15 條為確保輻射工作人員所受職業曝露不超過劑量限度並合理抑低，雇主應對輻射工作人員實施個別劑量監測。但經評估輻射作業對輻射工作人員一年之曝露不可能超過劑量限度之一定比例者，得以作業環境監測或個別劑量抽樣監測代之…..第 32 條設施經營者應對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或其設施，每年至少偵測一次，提報主管機關偵測證明備查，偵測項目由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作業（續）

• 輻射警示標誌

• 輻射實驗室應訂有適當之游離輻射

防護及操作守則，並張貼於工作場

所明顯處。

• 應適當劃定輻射管制區。管制區內

採取管制措施；監測區內應為必要

之輻射監測，工作場所外應實施環

境輻射射監測。

游離輻射防護法、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

32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94.12.30)第 4 條：輻射標誌之樣式顏色及示警視需要於標誌上或附近醒目位置提供示警內容工作檯、放射性物質處理盤、盛裝放射性物質之容器，冰箱、抽氣櫃、廢料桶、水槽等均貼有適當輻射警示標誌及警語游離輻射防護法第 10 條（91.01.30）：設施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依其輻射工作場所之設施、輻射作業特性及輻射曝露程度，劃分輻射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及監測區。管制區內應採取管制措施；監測區內應為必要之輻射監測，輻射工作場所外應實施環境輻射監測。圖片來源：黃文昌，ITRI 輻射安全防護管理實務簡介，工業技術研究院，九十六年五月十日。



非游離輻射危害

– 定義：多屬能量小於10k電子伏特（keV）的電磁

波，所具有的能量不足以使原子產生離子或自由基

– 來源：紫外線、紅外線、微波、雷射等

– 健康危害：熱危害（皮膚、眼睛等）

紫外線殺菌燈
雷射設備

33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非游離輻射危害（及非游離輻射定義）補充說明:1.雷射量測系統圖片來源： wwwme.nchu.edu.tw/~fluidlab/lab4.htm �



實驗場所非游離輻射來源

• 紫外線﹕

– 生物安全櫃內與某些生物實驗室天花板的紫外線

殺菌燈等

• 紅外線﹕紅外線烘乾設備及烤箱等

• 微波﹕微波消化爐、開放式微波加熱設備等

• 雷射﹕雷射光學設備等

34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非游離輻射來源補充說明:例:某校生物課學生上課時，天花板的紫外線殺菌燈誤啟動，學生受殺菌級紫外線照射數小時，造成眼睛與皮膚傷害紫外光殺菌燈的殺菌力視其產生的紫外光波長(例185 nm, 220 nm, 260 nm等, 若到365 nm等級應多屬應用紫外光探測材料結構傷害的檢測器材，而非殺菌)與強度而定，上述案例中的紫外光燈應屬波長較長，功率不是很強的紫外光燈，若是185 nm的紫外光殺菌燈，有些高強度等級的只要一照射到就會發生傷害。避免過度暴露於非游離輻射的策略1.工程改善策略 (1)電磁遮蔽-採用低電阻的導電材料-導體材料對電磁場具有反射與導引作用-金屬材料的電磁屏蔽效果為電磁場的反射損耗、電磁場的吸收損耗與電磁場在遮蔽材料中的損耗三者之總和銅、鎳具有優異的導電性，其電磁場干擾遮蔽效果極佳2.非工程改善策略(1)距離-高壓輸電線345kV高壓輸電線下方所測得的極低頻磁場強度可以達到50－250毫高斯輸電線兩側一百公尺以外的地區所量測到的極低頻磁場強度只有1－3毫高斯，與一般環境中的背景強度2毫高斯類似-吹風機距吹風機10公分處測得高達100毫高斯之極低頻磁場距吹風機50公分處降至1毫高斯(2)時間:若無法使用距離防護原則，建議避免長時間使用電器設備-吹風機-行動電話



異常溫度

– 來源：

• 接觸加熱中之器皿

• 液態氮之使用(沸點-196℃，即使短暫接觸皮膚與眼睛
亦可能造成凍傷或失明)

• 冷凍櫃之使用等

– 健康危害：燙傷與凍傷

– 預防方式：視危害狀況，佩戴適當等級的耐高溫手
套或耐低溫手套，及防護眼鏡等其他適當的防護具

35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異常溫度危害及預防



電氣危害

• 定義：人體或設備因接觸到電流，或電流

產生的高溫而導致的傷害

不安全的電氣設備

3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電氣危害及預防電氣危害防範措施：1.隔離與接地2.電氣設備安全保護裝置3.電氣火災防止4.電氣安全教育5.電氣設備自動檢查與檢點 重點：以上圖說明電線裸露乃錯誤的配置，以下圖說明實驗室人員不應擅自使用延長線，應請專業電工配置電源插座。補充說明:延長線長時間放置於地面，易有絆倒、絕緣體破損感電的危險同一插座接用過多插座，耗電量過大造成火災，一般的插座負荷上限為15安培左圖延長線路配置混亂，容易勾到或絆倒、且顯然電流過大，延長插座本體已開始融化右圖無熔絲開關上下接點金屬接頭裸露，容易誤觸觸電   



電氣危害(續)

• 實驗室常見的電氣危害：

– 電氣火災

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載、短路、接觸不良等產生
高溫高熱而引起。

實驗室應定期檢查電路配置

3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電氣火災案例（補充）：民國 89 年 8 月，○○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岩心實驗室之冷藏櫃有煙從門縫冒出，該實驗室研究生立即將電源切斷，並請該實驗室教授一起察看冷藏櫃，因實驗室內部黑煙冒出，通知事務組派員把電氣總開關切斷，並到實驗室後方，將窗戶玻璃以磚塊擊破，擬將黑煙引出，但才經約十秒鐘，即發生爆炸（閃燃），三人都被玻璃碎片擊傷。由現場作業人員之敘述，可知在發生爆炸之前，已產生濃厚黑煙，該黑煙係為保溫夾層之PU泡綿無氧高溫產生之有機物。起火點位於風扇機具內部，電氣火花應為引火源。



電氣危害(續)

• 生活中常見的電氣危害：

•延長線無法負荷過大電流 •用電量大之電器（冷暖氣機
、烘乾機、微波爐、電磁爐、
烤箱、電暖器、電鍋等）應避
免共用同一組插座

•錯誤的使用易使電線劣化及接觸不良。圖片來源：http://www.klfd.gov.tw

3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說明生活中常見的錯誤用電案例







傳統型漏電斷路器



機械危害
• 定義：由於機械元件、工具
或工件的機械運動，或是固
體或液體噴射所造成的危害。

• 實驗室機械性危害的型式：
包括擠壓、剪斷、切斷、絞
入、陷入、衝擊、刺傷、磨
擦、高壓液體噴射、絆倒或
跌倒等。

砂輪機

砂輪研磨機的安全防護

沒安全護罩

有安全護罩

42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機械危害及預防重點：說明圖片優劣之處。





化學性危害
• 有害性：因人體吸入、食入、皮膚噴濺或經由

其他途徑與化學物質接觸，而導致的中毒或腐

蝕等類型的傷害。

• 危險性：由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化學反應中

放出的能量，所引起的災害，例如：火災與爆

炸事故。

圖片
44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化學性危害及基本預防重點提示:所謂的化學性危害，在環境與職業衛生中的領域內，可以簡單的分為二大類：毒性：係指物質與人體接觸後，因為它的化學性質，所引起對人體健康上的危害。危害性：由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管理不當或使用不慎，所引起的化學災害，例如：火災與爆炸意外。基本預防通則：1.減少暴露2.管制目標：避免有害化學物質逸散至空氣中3.自我保護4.急性暴露的處裡補充說明:圖片說明學生操作酸鹼中和噴濺事件左下圖:事發當時噴濺的箱子 中下圖:事發當時噴濺至天花板及電燈右下圖:事故發生的操作台 案例說明:某校學生將左圖的塑膠箱放置於中圖的Hood中，在其中進行酸鹼實驗(應該有使用雙氧水)，結果發生爆炸，爆炸當時Hood內設備全遭破壞(塑膠箱炸破)，實驗液體不僅濺滿Hood，亦從Hood玻璃門與操作檯面的空隙(應該就如中圖的空隙大小)往外炸出，連遠至實驗室對角斜上方電燈與天花板也遭破壞。當時室內學生一人正要從門口走出，聽到爆炸聲回頭一看，不幸遭液體噴濺眼部而受傷。





燿華電子三違法 害4人中毒窒息亡│中
視新聞 20170626



• 植物、動物、微生物或是其產物可影響人類健康或是

造成不舒適具潛在高風險者。

• 來源: 針扎、操作生物體樣本時失誤使病原體氣懸化

而吸入、遭攜帶病原體的實驗動物咬傷或抓傷等。

• 生物性危害類別：

– 感染

– 過敏

– 中毒

生物性危害

4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了解生物性危害及基本預防重點提示:生物性危害 Biohazards1.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長所致 ( 如：流行性感冒、痲疹、肺結核 )2.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覆暴露致使人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所致 ( 如：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鼻炎 )3.中毒（Toxicity）：暴露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素 （ 細菌內毒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 ）所致 ( 如：發燒、發冷、肺功能受損 )補充說明:國內生物實驗室多半將安全衛生重點放置於預防感染，事實上生物實驗室有關的生物危害絕大部分為”過敏”類型，故進行生物實驗前最好能進行相關體質檢測，瞭解自身對哪些物質過敏(但國內很少很少這樣做)，如果沒有進行事先檢測，至少在實驗進行中要隨時注意自己是否有過敏現象，如果有過敏應立刻停止實驗，離開實驗室，尋求相關的醫療協助。



參、緊急應變之重要性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部分投影片資料之統計數據來源年代較



緊急應變器材櫃

• 應針對實驗室的實驗種類、設備與實驗材料(化學物

質等) ，針對危害特性預先準備適當的防護器材︰

– 個人防護具

– 化學品吸收劑

– 急救箱

• 緊急應變器材櫃不可上鎖

• 注意各種器材與防護藥品的保存期限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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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認識緊急應變器材櫃重點提示:1.市售的通用型緊急應變器材櫃，不見得適用各種類型的實驗室，就算類型適用，其中個人防護具的尺寸也不見得符合實驗室人員(通用型緊急應變器材櫃中個人防護具尺寸通常為”for 成年男性勞工”，並不適合一般實驗室女學生，除非她特別高大)，所以除非事先確認過尺寸(或乾脆買適合自己尺寸的防護具放進去)，否則臨時從緊急應變器材櫃中拿個人防護具出來用，有因尺寸不合而使防護效果降低的風險2.某些高級防護具，如A級防護衣，僅對受過專業訓練的緊急應變人員有用(很少很少有學校存在這樣的人員)，對一般實驗室的緊急應變器材櫃而言只是佔空間的奢侈裝飾品補充說明: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98.10.13)第 286 條 　 雇主應依工作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職業災害搶救器材。



緊急洗眼沖淋裝置
• 需熟悉其所在位置與使用方法

• 總開關不可關閉

• 周圍不可放置雜物

• 需定期測試，確認功能正常

• 應設有污水收集設施

• 附近盡量避免設有電源插座，否則
應加裝保護蓋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50

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160215 教學目標認識緊急洗眼沖淋裝置補充說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318 條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其身體或衣著有被污染之虞之特殊作業時，應置備該勞工洗眼、洗澡、漱口、更衣、洗滌等設備。前項設備，應依下列規定設置：一、刺激物、腐蝕性物質或毒性物質污染之工作場所，每十五人應設置一個冷熱水沖淋設備。二、刺激物、腐蝕性物質或毒性物質污染之工作場所，每五人應設置一個冷熱水盥洗設備。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103.6.25)第 3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時，應設置洗眼、沐浴、漱口、更衣及洗衣等設備。但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丁類物質之作業場所並應設置緊急沖淋設備。



滅火器

• 以撲滅初期階段火災為主要目的。

• 滅火器瓶身英文字母-對應火災種類：
– (A)普通火災。

– (B)油類火災。

• 內部滅火藥劑以泡沫、二氧化碳、乾粉較為常見。

– 一般常見的乾粉滅火器無法撲滅(D)金屬火災。

• 應查閱危害物安全資料表(SDS)的(滅火措施)項目，
準備合乎需求的滅火器。

– (C)電氣火災。

– (D)金屬火災。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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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一般常見的乾粉滅火器無法對應(D)金屬火災補充說明:乾粉滅火劑（ABC）～以破壞化學反應達滅火效果。具抑制・窒息效果及迅速滅火特性。最適合油類火災(汽油、煤油等)之搶救優點：快速滅火、對人畜無害、耐長期使用、耐低溫、換粉簡單、不會導電。缺點：有輕微腐蝕、使用後清理困難。一般為火災搶救方便，通常係由發生燃燒之物質以水搶救是否妥適而將火災分為四類。(A)一般普通火災。指建築物、家具等的木柴、紙張、綿織物、纖維物、裝飾物品、塑膠、橡膠等之固體可燃物質火災。用水或以泡沫滅火劑水溶液撲滅(B)油類火災。指石油類、油漆類、植(動)物油類、有機溶劑類等可燃液體、及液化石油氣、天然氣、乙炔氣等易燃性氣體火災。若用水滅火有使火擴大延燒或造成突沸乾粉、化學泡沫或機械泡沫滅火器(C)電氣火災。指電壓配線、電動機器、變電器及其他各種電器火災。二氧化碳滅火器滅火(D)化學火災 (又稱禁水性物質火災或特殊火災)指可燃性金屬物質、禁水性物質火災及特殊材料氣體（矽烷）火災。若用水滅火有造成爆炸等使災害擴大之可能，可用乾粉滅火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97.05.15)第 31 條　	滅火器應符合國家標準 (以下簡稱 CNS) 一三八七規定，並依下列規定設置：一、視各類場所潛在火災性質設置，並依下列規定核算其最低滅火效能值： (一) 供第十二條第一款及第五款使用之場所，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 (含未滿) 有一滅火效能值。 (二) 供第十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使用之場所，各層樓地板面積每二百平方公尺 (含未滿) 有一滅火效能值。 (三) 鍋爐房、廚房等大量使用火源之處所，以樓地板面積每二十五平方公尺 (含未滿) 有一滅火效能值。二、電影片映演場所放映室及電氣設備使用之處所，每一百平方公尺 (含未滿) 另設一滅火器。三、設有滅火器之樓層，自樓面居室任一點至滅火器之步行距離在二十公尺以下。四、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並設有長邊二十四公分以上，短邊八公分以上，以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之標識。五、懸掛於牆上或放置滅火器箱中之滅火器，其上端與樓地板面之距離，十八公斤以上者在一公尺以下，未滿十八公斤者在一點五公尺以下。六、大眾運輸工具每輛 (節) 配置一具。第 198 條　	公共危險物品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應依下表選擇適當之滅火設備。第 207 條　	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及加氣站、天然氣儲槽、可燃性高壓氣體儲槽，應設置滅火器。對應火災種類資料來源：http://www.nfa.gov.tw/main/Unit.aspx?ID&MenuID=378&ListID=129



急救箱

• 應放置於容易取得，不易受污染的位置，並加以標示。

• 查閱安全資料表(四、急救措施)等資料，選擇適合自
己實驗室需求的藥品

– 例如:使用HF(氫氟酸)的實驗室，應備有

葡萄糖酸鈣軟膏或同性質的藥品

• 箱內不要擺放不需要的藥品

• 藥品消耗後須立刻補齊

• 注意保存期限，定期更換急救藥品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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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箱內不要擺放不需要的藥品:許多制式的急救箱內會放有許多實驗室使用不到的物品，例如:骨折固定板，不僅佔用急救箱空間，而且會妨礙緊急時藥品的拿取補充說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286 條 　 雇主應依工作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職業災害搶救器材。勞工健康保護規則(103.6.30)第 6 條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及勞工人數，依附表六之規定，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但已具有急救功能之醫療保健服務業，不在此限。前項急救人員不得有失聰、色盲、心臟病、兩眼裸視或矯正視力後均在零 點六以下與失能等體能及健康不良，足以妨礙急救事宜者。第一項備置之急救藥品及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至少每六個月定期檢查並保持清潔。對於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應隨時予以更換及補充。第一項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一人，勞工人數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應再置一人。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合格之人員，代理其職務。 



避難器具

• 種類包含 : 安全門、緩降機、逃生指示燈等

• 注意事項

– 安全門應常保關閉，不可上鎖

– 緩降機的緩降繩應放置於固定架附近

– 各種器材應定期保養與檢查

– 相關人員應熟悉器具的使用方式

安全門

逃生指示燈

逃生指示燈的電
源運作是否正常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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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舉例說明各種器材應定期保養與檢查，例如緩降機的滑輪是否生鏽滑動不良；逃生指示燈的電池運作是否正常。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22 條　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雇主使勞工從事前項作業，有接觸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高溫熱表面引起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標誌、適當之隔熱等必要之安全設施。第 27 條　雇主設置之安全門及安全梯於勞工工作期間內不得上鎖，其通道不得堆置物品。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102.5.1)第 25 條 　 建築物除十一層以上樓層及避難層外，各樓層應選設滑臺、避難梯、避難橋、救助袋、緩降機、避難繩索、滑杆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可具同等性能之避難器具。但建築物在構造及設施上，並無避難逃生障礙，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平日須備有

安全資料表(SDS)!!

實驗室危害認知

• 實驗者需確實瞭解自身實驗室的特性、評估可能發生
的災害類型與人體傷害，設想應變程序與準備相關器
材與藥品

• 常見的實驗室災害類型
– 化學品外洩

– 起火燃燒

• 常見的實驗室人體傷害
– 皮膚、眼睛接觸化學品

– 吸入、食入化學品

– 燒燙傷

54

– 凍傷

– 感電

– 切割、穿刺傷



化學藥品外洩應變步驟

•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 若外洩狀況有急性中毒或火災爆炸的危險：
– 應立即疏散並尋求外援

• 若外洩狀況不致有立即的危險：
– 化學品若具可燃性，應立刻關閉所有火源，移除高溫設備。

– 外洩氣體或液體若具揮發性，應立刻開啟窗戶通風通知實驗室負
責人員。

–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器具。 關斷洩漏源，以適當的吸收劑或吸液
棉處理。

– 盛裝受污染物品(例如:使用後的吸收劑)的容器，需考量材質之相
容性與結構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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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國內實驗室的化學排氣櫃與排氣扇多半不具備防爆性，可燃性化學品大量外洩時不建議開啟該類器材排氣通風，以免電氣火花引發火災。國內曾發生過排氣櫃的開關火花引燃蒸氣，造成火災。



火災應變步驟

• 如火勢過大，應立即疏散，關閉總電源，執行緊急通

報程序，並通報消防隊請求協助滅火。

• 如火勢尚未擴大，應立即關閉現場可燃性氣體容器開

關與電源，並儘速移開周圍之易燃物與化學品。

• 確認火災種類，選擇適當的滅火器或滅火毯滅火。

• 如為化學品外洩起火，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
阻止或減少溢漏。

• 通報實驗室負責人與校內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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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與逃生

• 逃生設施：需確保逃生通道可通往出口，逃生門勿上

鎖。

• 平時應維持實驗室內出入口的動線暢通。

• 平時應熟悉多個逃生路線：至少需熟悉區域內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不同逃生路線。

• 熟悉場所配置，摸黑抵達最近的逃生出口。

• 疏散集合：至事先訂定的疏散集合地點清點人數，若

有失蹤人員應通知緊急應變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57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22 條　	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雇主使勞工從事前項作業，有接觸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高溫熱表面引起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標誌、適當之隔熱等必要之安全設施。第 27 條　	雇主設置之安全門及安全梯於勞工工作期間內不得上鎖，其通道不得堆置物品。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102.5.1)第 25 條 　 建築物除十一層以上樓層及避難層外，各樓層應選設滑臺、避難梯、避難橋、救助袋、緩降機、避難繩索、滑杆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可具同等性能之避難器具。但建築物在構造及設施上，並無避難逃生障礙，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急救一般注意事項

• 急救人員應先確認現場狀況，注意自身安全。
• 如危害狀況危急，急救人員應協助傷患立即撤離現場。
• 觀察、確認傷患傷勢，如超過現場處理能力，應立即送醫
或撥打119尋求醫療支援，並執行緊急通報程序。

• 如傷患傷勢輕微，則進行急救程序。
• 即使傷勢輕微，急救中與急救後仍應密切觀察傷患狀況，
如出現任何無法確認的狀況(例如:突然暈眩，甚至休克)應
立即送醫或尋求醫療支援。

• 如因接觸或食入、吸入化學物質而送醫，需告知醫療人員
曾接觸的毒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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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化學品之急救

• 立即以清水沖洗患部 15 至 20 分鐘。

• 眼部接觸

– 沖洗時應張開眼皮以水自眼角內向外沖洗眼球
及眼皮各處，但水壓不可太大，以免傷及眼球。

• 皮膚接觸

– 立即脫掉被污染的衣物，以清水沖洗被污染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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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 15 至 20 分鐘並非絕對，重點在於沖水的時間要足夠將所接觸的化學品排除，只沖一兩分鐘是絕對不足夠的若有眼睛、皮膚接觸危險物質的狀況發生，應儘快協助傷患以大量清水沖洗受污染部位。沖洗過程中應避免水壓過大傷及患部，若無法及時除污，則應先避免中毒，並儘快送醫救治。補充說明:（例）氫氟酸：〈Ａ〉立即用清水清洗受暴露區域，並除去受污染之衣物。〈Ｂ〉在接觸區塗抹葡萄糖酸鈣軟膏〈calciumgluconate〉，使氟變成不溶之氟化鈣，因而減少進入體內的機會。〈Ｃ〉立即送醫。



燒燙傷之急救

• 沖─清水沖洗至少 30 分

• 脫─以剪刀除去束縛衣物

• 泡─等待送醫前繼續泡水

• 蓋─蓋上清潔布料或紗布

• 送─立即送急診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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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1.30分鐘並非絕對，重點在於時間要長到將患部的熱量帶走，只沖水一兩分鐘是絕對不夠的2.平日要確定燒燙傷時是否有冷水可沖，台灣夏日午後水龍頭都是溫熱水，效果不佳。存在燒燙傷風險的實驗室在這種狀況下，應另外準備冷水，例如準備冰塊，利用泡冰水的方式降溫。



感電之急救

• 首先把電源切斷或以絕緣物將傷者與帶電體分開，在未將

電源切斷前，絕不可徒手拉傷者。

• 傷患呼吸或心跳停止時，應即刻施行心肺復甦術(CPR)與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同時盡快護送醫院處理。

• 若傷患有灼傷的現象，處理方法同燒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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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圖片來源：1.http://v.qukan.cc/show/6Kem55S15oCl5pWR55qE5Z%2B65pys5q2l6aqk.html                    2. www.newscenter.philips.com (AED)



肆、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說明:1.高工職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場所之狀況與大專院校碩博士班實驗室有極大差異，若以過去針對碩博士班同學之安全衛生要求事項來要求高工職同學，高工職同學恐難以理解。2.本章以高工職同學於實驗室等場所內，為維護其安全與健康，並培養未來於職場避免災害之能力為著眼點，提出數項基本要求。3.若講者當時授課對象為各級教師與職員，並無高工職同學，本章可以略過不提；亦或聽講對象中有高中職教師時，可以考慮建議其參考本章內容以要求其教授之同學們。



○○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組織架構

範例

毒化物
委員會

輻防
委員會

生物安全
委員會

環安室

環安衛
委員會

校長

各學院
環安衛小組

各系所
單位

相關
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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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本圖中之環安衛委員會名稱應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簡稱職安衛委員會)，但現今設有相關委員會之大專院校多半將環保業務併入該委員會討論，故名稱多出環保字樣。本投影片以台灣大學為例，故依照台大之名稱說明。補充說明1.各項委員會除環安衛委員會是法規明定雇主，在學校就是校長，是主任委員外，其他委員會法規並未要求校長必須擔任委員一職。2.圖示為台大目前的狀況(該圖並非台大本身制式的圖形，而是本講義檔依台大各行政單位組織設置章程內容所製作)3.因環安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校長，且環安委員會組織組織章程中有”職責:….研議校長交付之環保、輻射防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置備紀錄”字樣(該職責來自”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5-1條”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而其他委員會章程與相關法規中並無類似條文，且主任委員為環安中心主任。故圖中環安委員會上有列校長，而其他委員會則無。4.但實際運作上，因校長多半將相關安衛事務授權與環安中心主任，故實際運作上環安衛委員會與其他委員會並無差異。職業安全衛生法(102.07.03)第 23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下略)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103.06.26)第 32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組織，包括下列組織：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為事業單位內擬訂、規劃、推動及督導職業               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事業單位內審議、協調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               有關業務之組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103.06.26)第 10 條   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第 11 條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及第五款規定者外，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列人員組成：           一、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二、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三、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五、勞工代表。委員任期為二年，並以雇主為主任委員，綜理會務。委員會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為秘書，輔助其綜理會務。第一項第五款之勞工代表，應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事業單位設有工會者，由工會推派之；無工會組織而有勞資會議者，由勞方代表推選之；無工會組織且無勞資會議者，由勞工共同推選之。第 12 條   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辦理下列事項：           一、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七、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前項委員會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第一項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101.12.20)第 3 條  為妥善管理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學術機構之管理權責如下：一、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規定之訂定及實施。二、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三、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監督管理。四、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之彙整及定期申報。 第 4 條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學術機構應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管理，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至少應有二人具備毒性化學物質毒理、運作技術或管理專長。前項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由學術機構定之。游離輻射防護法(91.01.30)第 7 條 　 設施經營者應依其輻射作業之規模及性質，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設輻射防護管理組織或置輻射防護人員，實施輻射防護作業。前項輻射防護作業，設施經營者應先擬訂輻射防護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未經核准前，不得進行輻射作業。第一項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人員之設置標準、輻射防護人員應具備之資格、證書之核發、有效期限、換發、補發、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輻射防護管理組織及輻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91.12.11)第 2 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之輻射防護管理組織，係指輻射防護業務單位及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前項輻射防護業務單位應置業務主管及輻射防護人員。第 12 條  第四條規定之設施經營者應設置七人以上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一、設施經營負責人或其代理人。二、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業務主管及至少二名以上之專職輻射防護人員。三、相關部門主管。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應至少每六個月開會一次，研議第十條規定之業務內容執行情形及下列事項：一、對個人及群體劑量合理抑低之建議。二、輻射工作人員劑量紀錄。三、意外事故原因及應採行之改善措施。四、設施經營者內設備、物質及人員證照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五、輻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法規規定。六、輻射防護計畫。七、設施經營負責人交付之輻射防護管理業務。八、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前項會議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備查。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103.3.11)第 6 條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以下稱生安會）；其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稱生安專責人員）代之。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相關專業知識               人員。生安專責人員應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及接受至少十六小時生物安全課程，並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在地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設置單位對於第一級危險群微生物或非屬生物毒素之衍生物及生物安全第一等級實驗室，應有適當之管理機制。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 常見名稱為環安中心、環安室或環安組。

– 為學校中主要負責實驗室安全衛生事務的單位。

– 實驗室人員們需瞭解該單位的名稱，在校內的位置、

聯絡方式與網址、業務內容等資訊。

• 部分學校另設有院級環安單位與(或)系所環安聯

絡人

– 實驗室人員接洽、詢問實驗室安全衛生行政程序與事

項時，請依各校體系、程序進行

瞭解學校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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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除了校級環安單位，部分學校設有院級環安單位與(或)系所環安聯絡人，因此各校環安業務流程會有所不同通常僅設有校級環安單位的學校，實驗室人員接洽或詢問環安業務與問題時，就直接聯絡校級環安單位設有院級環安單位與(或)系所環安聯絡人的學校，實驗室人員接洽或詢問環安業務與問題時，應聯絡與自身層級最近的環安單位(人員)，後續流程由該單位負責但也有設院級環安單位與(或)系所環安聯絡人的學校，該單位僅負責執行上級交辦業務，並不負責下屬單位上呈事項(甚至同校內各院做法也可能不同)，故實驗室人員務必先行了解自身學校的行政流程與方式     台大環安中心提供驗電筆出借，供同學們檢查實驗室內的插座是否有火線、中性線反接的狀況。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103.06.26)第 32 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組織，包括下列組織：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為事業單位內擬訂、規劃、推動及督導職業               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為事業單位內審議、協調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               有關業務之組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103.06.26)第 5-1 條  職業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如下：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               、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未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               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置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擬訂、規劃及推動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六、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               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七、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               所屬部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前項人員，雇主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之執行，應作成紀錄備查。



瞭解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常見有「校級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與「個別實
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通常可於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的網站查閱到。

• 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為校內各科系通用事項:
– 如事業之勞工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權責、工作安全及
衛生標準、教育及訓練、急救及搶救、事故通報及報
告，發生事故的罰鍰、罰則等事項。

• 閱讀守則內容可瞭解校內共通事項的內容，如發生事
故時的緊急通報程序等。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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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體制大的學校可能分別訂有校級、院級、系所級與實驗室等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本投影片所說的為除實驗室級以外的守則職業安全衛生法(102.07.03)第 34 條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103.06.26)第 41 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所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依下列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第 42 條   前條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訂定適用於全部或一部分事業，並得依工作性質、規模分別訂定，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跨二以上勞動檢查機構轄區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實驗室危害辨識、評估與控制

• 對實驗室內之危害進行辨識、評估與控制，並

設定緊急應變程序，以預防災害發生，及在災

害發生時可將傷害降至最低程度。

– 閱讀實驗室的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遵守其中規定。

– 瞭解所使用的原料材料、機械設備，流程與實驗室

環境之危害特性，評估其安全健康風險，採取適當

的危害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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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
關定有容許暴露標準
之作業場所，應確保
勞工之危害暴露低於
標準值。

前項之容許暴露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參考各國作法明定經中
央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
露標準者，雇主應採取
必要之措施，以確保勞
工之危害暴露低於該標
準值。

違反第1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43)

完備作業環境監測機制



危害性化學品

• 危害物質(化學品)
–瞭解危害特性、危險物與有害物的毒性高低、

傳輸途徑、相關防護設備等級與種類等資訊

• 資訊來源：容器標示、安全資料表等

–確認環境設備符合要求、採取正確的實驗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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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標示圖式之形狀與顏色

UN運輸 GHS系統
•符號：黑色

•底色：白色

•邊框：紅色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

名 稱：甲 苯（Toluene）
危害成份：甲 苯
警示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1.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

2.吞食有害
3.造成皮膚刺激造成眼睛刺激
4.可能引起腎臟衰竭….

危害防範措施：1,置於陰涼且通風良好處緊蓋容器
2.遠離火源，容器接地
3.配戴護目鏡、口罩及防滲手套

製造商或供應商：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安全資料表



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SDS (Safety Data Sheet)

• 實驗室使用化學物質，應備有安全
資料表（SDS），並放置於顯眼易取
得處。

• 應依實際狀況檢討 SDS 內容之正確
性，並更新。

– 更新紀錄需保存三年

• 製作、填寫化學品清單

– 當購買新化學品、使用(量)、廢棄或用
盡時均需登記於清單中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毒性化學
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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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103.6.27)第 12 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應依附表四提供勞工安全資料表。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第 13 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 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前項化學品，應列出其危害成分之化學名稱，其危害性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混合物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有科學資料佐證外，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之混合物分類標準；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性危害，使用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第 15 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三年。第 17 條   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之危害資訊，致引起之職業災害，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執行，               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三、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四、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               及時數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五、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前項第一款危害通識計畫，應含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安全資料表、標示、危害通識教育訓練等必要項目之擬訂、執行、紀錄及修正措施。第 21 條   對放射性物質、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之環境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應依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規定辦理。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103.11.10)第 12 條製造、輸入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製作安全資料表，並應隨時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其更新內容、更新日期、版次等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前項安全資料表之緊急聯絡電話應為任一時刻均可聯絡並接受事故應變諮詢之電話。第 17 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將安全資料表置於運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



存放氫氣鋼瓶之防火防爆櫃

氫氣偵測器

警報裝置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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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可燃性高壓氣體儲存場所，應設有可對應該氣體的洩漏偵測與警報設備。如儲存的化學物質為單一種類物質（如氫氣），則應裝設該物質的專用偵測器（如氫氣外洩偵測器）。通用型的偵測器（如可燃性氣體偵測器），應使用在儲存多種、不特定種類物質（如廢液儲存場）的場所。注意各種警報器會發出警報時之外洩濃度間的差異。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197 條 　 雇主對於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為防止因爆炸、火災、洩漏等造成勞工之危害，應採取下列措施：一、確定為輸送原料、材料於化學設備或自該等設備卸收產品之有關閥、旋塞等之正常操作。二、確定冷卻、加熱、攪拌及壓縮等裝置之正常操作。三、保持溫度計、壓力計或其他計測裝置於正常操作功能。四、保持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自動警報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於異常狀態時之有效運轉。



通風設備
• 實驗室內應保持通風
• 如操作揮發性化學品，應於化學
排氣櫃內進行

• 如操作具空氣傳播能力的微生物，
應於生物安全櫃內進行

• 化學排氣櫃與生物安全櫃功能、
結構不同，不可混用

• 化學排氣櫃中不可擺放多餘的物
品，以免影響氣流

化學排氣櫃

局部排氣裝置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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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儀器於操作中可能排放有毒氣體，例:氣相層析儀的分流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292 條  雇主對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作業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工作場所內發散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時，應視其性質，採取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他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               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勞工有發生中               毒之虞者，應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           二、勞工暴露於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之作業時，其空氣中濃度超過八               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               者，應改善其作業方法、縮短工作時間或採取其他保護措施。           三、有害物工作場所，應依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粉塵及特定化學物               質等有害物危害預防法規之規定，設置通風設備，並使其有效運轉。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103.6.25)第 6 條    雇主使勞工於下列規定之作業場所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設置必要之控制設備：           一、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一種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作業，應於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           二、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二種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               體換氣裝置。           三、於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三種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應於各該作業場所設置密閉設備、局部               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前項控制設備，應依有機溶劑之健康危害分類、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           ，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有效之控制設備。           第一項各款對於從事第二條第十二款及同項第二款、第三款對於以噴布方           式從事第二條第四款至第六款、第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作業者，不適用之           。第 12 條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之氣罩及導管，應依下列之規定：一、氣罩應設置於每一有機溶劑蒸氣發生源。二、外裝型氣罩應儘量接近有機溶劑蒸氣發生源。三、氣罩應視作業方法、有機溶劑蒸氣之擴散狀況及有機溶劑之比重等，選擇適於吸引該有機溶劑蒸氣之型式及大小。四、應儘量縮短導管長度、減少彎曲數目，且應於適當處所設置易於清掃之清潔口與測定孔。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103.6.25)第 8 條    前條核定基準如下：           一、製造設備應為密閉設備。但在作業性質上設置該項設備顯有困難，而               將其置於氣櫃內者，不在此限。           二、設置製造設備場所之地板及牆壁應以不浸透性材料構築，且應為易於               用水清洗之構造。           三、從事製造或使用甲類物質者，應具有預防該物質引起危害健康之必要               知識。           四、儲存甲類物質時，應採用不漏洩、不溢出等之堅固容器，並應依危險               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予以標示。           五、甲類物質應保管於一定之場所，並將其意旨揭示於顯明易見之處。           六、供給從事製造或使用甲類物質之勞工使用不浸透性防護圍巾及防護手               套等個人防護具。           七、製造場所應禁止與該作業無關之人員進入，並將其意旨揭示於顯明易               見之處。第 13 條 　 雇主使勞工處置、使用乙類物質，將乙類物質投入容器、自容器取出或投入反應槽等之作業時，應於該作業場所設置可密閉各該物質之氣體、蒸氣或粉塵發生源之密閉設備或使用包圍型氣罩之局部排氣裝置。例:乙類物質，如三氯甲苯，及含有三氯甲苯占其重量超過百分之○．五之混合物第 16 條 　 雇主對散布有丙類第一種物質或丙類第三種物質之氣體、蒸氣或粉塵之室內作業場所，應於各該發生源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但設置該項設備顯有困難或為臨時性作業者，不在此限。依前項但書規定未設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時，應設整體換氣裝置或將各該物質充分濕潤成泥狀或溶解於溶劑中者，危害勞工健康之程度者。例:丙類第一種物質，硫化氫，含有硫化氫占其重量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第 16-1 條 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前條應設置之控制設備，應依特定化學物質之健康危害分類、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           有效之控制設備。第 17 條 　 雇主依本標準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依下列規定：一、氣罩應置於每一氣體、蒸氣或粉塵發生源；如為外裝型或接受型之氣罩，則應接近各該發生源設置。二、應儘量縮短導管長度、減少彎曲數目，且應於適當處所設置易於清掃之清潔口與測定孔。三、設置有除塵裝置或廢氣處理裝置者，其排氣機應置於各該裝置之後。    但所吸引之氣體、蒸氣或粉塵無爆炸之虞且不致腐蝕該排氣機者，不在此限。四、排氣口應置於室外。五、於製造或處置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時間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中有害物濃度。第 47 條 　 雇主不得使勞工從事以苯等為溶劑之作業。但作業設備為密閉設備或採用不使勞工直接與苯等接觸並設置包圍型局部排氣裝置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3.7.1)第 297-1 條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生物病原體危害之虞者，應採取下列感染預防措施：一、危害暴露範圍之確認。 二、相關機械、設備、器具等之管理及檢點。 三、警告傳達及標示。 四、健康管理。 五、感染預防作業標準。 六、感染預防教育訓練。 七、扎傷事故之防治。 八、個人防護具之採購、管理及配戴演練。 九、緊急應變。 十、感染事故之報告、調查、評估、統計、追蹤、隱私權維護及紀錄。 十一、感染預防之績效檢討及修正。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前項預防措施於醫療保健服務業，應增列勞工工作前預防感染之預防注射等事項。前二項之預防措施，應依作業環境特性，訂定實施計畫及將執行紀錄留存三年，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機械設備

• 瞭解實驗室中各種儀器設備的危害特性(高溫、

切割、撞擊、噪音、光能傷害、游離輻射等)、
操作方式、各部組件作用、介面訊號意義等

– 資訊來源：儀器設備說明書等

• 正確地操作、維護與保養

• 如出現異常狀況，立即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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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

• 法源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 前述環境、機械與設備的相關檢查事項，學校於自動

檢查計畫中，訂有各式自動檢查表與檢點表

– 例如：實驗室環境、小型高溫高壓滅菌鍋、離心機、化學排

氣櫃的自動檢查表

– 相關資料與表單，通常公告於各級環安單位網頁

• 請實驗室人員依自動檢查計畫所規定的項目與期間，

對環境、機械設備進行檢查與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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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本節自化學品標示至本張投影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本節往後的投影片，毒化物屬環保署，輻射物質則屬原委會的管轄範疇。重點提示:1.請同學確實依照學校制定的相關自動檢查辦法，確實定期檢查實驗室的機械與設備，不要只是打勾了事。2.針對同一儀器設備，各校訂定的檢查、檢點表會有所差異，例如化學排氣櫃依法規需每年進行自動檢查，但有有許多學校訂為每天或每次使用時，都須進行檢點並填寫檢點表(補充說明:法規用語，定期進行的叫”檢查”，而每次使用前後進行的叫”檢點”)，請同學們依各次所屬的學校規定辦理補充說明:職業安全衛生法(102.07.03)第 23 條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下略)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103.06.26)第 33 條 　 雇主對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高壓氣體容器及第一種壓力容器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本體有無損傷、變形。二、蓋板螺栓有無損耗。三、管及閥等有無損傷、洩漏。四、壓力表及溫度計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損傷。五、平台支架有無嚴重腐蝕。對於有保溫部分或有高游離輻射污染之虞之場所，得免實施。第 40 條 　 雇主對局部排氣裝置、空氣清淨裝置及吹吸型換氣裝置應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損、腐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狀況及程度。二、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三、排氣機之注油潤滑狀況。四、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五、連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六、吸氣及排氣之能力。七、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固、鏽蝕、損壞、崩塌或其他妨    礙作業安全事項。八、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



毒性化學物質
• 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應依規定標示，並具備
該物質之 SDS。

• 運作場所需於出入口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字樣

•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過程中，應維持其防止排放或
洩漏設施之正常操作，並備有應變器材。

• 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應採用密閉式堅固容器、包裝，
貯存場所應妥善管理。

– 毒化物存放處上鎖！
• 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應定期檢查、維護、保
養、校正，並保存紀錄。

安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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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1.運作場所需於出入口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字樣：這部份出入口標示字樣規定是毒化物專屬的，普通的危害物質沒有像”危害物質運作場所”這樣的強制標示規定補充說明: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101.12.20)第 8 條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容器、包裝或其運作單位及設施之標示，應依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前項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103.11.10)第3條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一五○三○所定分類、標示要項並依附表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一、危害圖式：直立四十五度角之白底紅色粗框正方形，內為黑色象徵符    號，大小以能辨識清楚為度。二、內容：（一）名稱。（二）危害成分：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應以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名稱（中英文）標示，並加註毒性化學物質等字樣及      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三）警示語。（四）危害警告訊息：訊息內容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一五○      三○所列各項危害特性。（五）危害防範措施：依危害物特性採行污染防制措施。（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供應商即輸入毒性      化學物質之運作人。前項標示如其危害物質不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一五○三○規定之分類歸類者，得僅標示前項第二款事項。第一項容器、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語。第 4 條製造、輸入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逐一標示其容器、包裝。買受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維持標示內容清晰、完整。第 5 條自行使用所分裝、調配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使用人應依第三條規定標示。前項於同一處所以數個容器、包裝裝盛相同毒性化學物質者，得於明顯處依第九條規定設置公告板代替容器、包裝標示。第 6 條毒性化學物質之容器、包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第三條規定標示：一、外部容器、包裝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包裝。二、內部容器、包裝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清晰標示事項之外部容器、包    裝。三、毒性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且僅供當班立即使用。四、毒性化學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包裝，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    究之用。第 9 條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應於明顯易見處所以公告板摘要標示下列事項：一、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危害圖式、名稱、危害成分及警示語。二、危害警告訊息：訊息內容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一五○三    ○所列各項危害特性，含毒理特性說明及避免吸入、食入或皮膚直接    接觸之警語。三、危害防範措施：含中毒急救方法、污染防制措施及緊急處理方法、警    報發布方法、防火或其他防災器材之使用規定、人員動員搶救之規定    及對緊急應變所應採取之通知方式。同一運作場所運作多種毒性化學物質者，得於同一公告板書寫各項標示內容；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各項內容如有相同者，得合併書寫。第 10 條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及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前條規定標示：一、經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廢棄登記之毒性化學物質其暫存場    所。二、暫時放置海運、空運裝卸不特定毒性化學物質倉庫，已標示危險品倉    庫（Dangerous Goods Storage） 等字樣。三、僅供試驗、研究、教育用途且運作量低於大量運作基準，於運作場所    各出入地點已標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 等字樣。第 12 條製造、輸入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格式製作安全資料表，並應隨時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其更新內容、更新日期、版次等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前項安全資料表之緊急聯絡電話應為任一時刻均可聯絡並接受事故應變諮詢之電話。前項安全資料表之緊急聯絡電話應為任一時刻均可聯絡並接受事故應變諮詢之電話。第 17 條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將安全資料表置於運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02.01.24)六、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應採用不排放、不洩漏之密閉式堅固容器、包裝，並置於陰涼乾燥處所，貯存場所應有專人妥善管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

• 瞭解危害特性、致病力高低(Risk Group)、傳

播途徑、相關防護設備等級與種類等資訊

– 資訊來源：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生物安全第

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生物安全資料

表等。

• 確認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符合要求、採取正確

的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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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

• 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第二級以上危

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應經生安會或

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始得為之。

• 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第三級以上危

險群微生物或管制性生物毒素，除依前

項規定辦理外，設置單位並應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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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點提示:1.感染性生物材料要標示，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的實驗室門口也要有標示2.第二級生物材料的變動要學校的生物安全會同意3.第三級的變動還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補充說明: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103.3.11)第 8 條    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應經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始得為之。實驗室持有、保存或處分第三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管制性生物毒素，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設置單位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第 11 條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或生物毒素之保存場所，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進行查核。第 18 條   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其緊急處理措施。設置單位應定期辦理前項實驗室工作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但使用第二級以下危險群微生物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及保存期限，由生安會定之。



實驗室廢棄物
•實驗所產生的具有輻射性、毒性、腐

蝕性、易燃性與感染性等之實驗室廢

棄物不可任意丟棄，以免危害人員健

康、污染環境及遭政府相關單位處

罰!!

•實驗室廢棄物的收集、分類、標示、

儲存方式與送交校內管理單位儲存、

清運的日期，需依照校內的規定辦理。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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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補充說明:有上圖為某實驗室用甲醇的原容器，當作實驗室廢液的儲存容器。該儲存方式有以下的缺點與錯誤1.該30公升原容器瓶身與瓶蓋強度均不足，用來儲存成份複雜的廢液，很容易造成瓶蓋、瓶身破損，廢液大量外洩，特別在運送途中稍有碰撞時2.瓶口有廢液外流痕跡，顯示傾倒廢液入容器時為使用漏斗，使得廢液外流污染環境3.瓶身上沒有任何廢液種類標示、廢棄物危害圖示，無法判斷內容物為何，成為不明廢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98.06.05)相關條文過多(略)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95.12.14)第 8 條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之貯存方法，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廢尖銳器具：應與其他廢棄物分類貯存，並以不易穿透之堅固容器密封盛裝，貯存以一年為限。二、感染性廢棄物：應與其他廢棄物分類貯存；以熱處理法處理者，應以防漏、不易破之紅色塑膠袋或紅色可燃容器密封盛裝；以滅菌法處理者，應以防漏、不易破之黃色塑膠袋或黃色容器密封貯存。貯存條件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廢棄物產出機構：於攝氏五度以上貯存者，以一日為限；於攝氏五度以下至零度以上冷藏者，以七日為限；於攝氏零度以下冷凍者，以三十日為限。（二）清除機構：不得貯存；但有特殊情形而須轉運者，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後，得於攝氏五度以下冷藏或冷凍，並以七日為限。（三）處理機構：不得於攝氏五度以上貯存；於攝氏五度以下至零度以上冷藏者，以七日為限；於攝氏零度以下冷凍者，以三十日為限。前項貯存容器及塑膠袋，除應於最外層明顯處標示廢棄物名稱、產生廢棄物之事業名稱、貯存日期、重量、清除處理機構名稱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外，感染性廢棄物另應標示貯存溫度。第一項貯存期限，不含清運過程、裝卸貨及等待投料時間。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於貯存期間產生惡臭時，應立即清除。事業有特殊情形無法符合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貯存期限。其同意文件須註明申請延長貯存之廢棄物種類、原因及許可延長貯存之期限，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第 9 條 　 事業廢棄物採自動辨識及資料擷取系統之電子或光學標籤管制廢棄物流向者，得簡化第七條及前條規定之標示內容。前項有關簡化標示之項目、內容及作業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其主要成分特性設置貯存設施，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外，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二、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事業產生與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公告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相同，且其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方式有特別規定者，依其管理方式之規定，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11 條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除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外，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設置專門貯存場所，其地面應堅固，四周採用抗蝕及不透水材料襯墊或構築。二、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三、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四、應於明顯處，設置白底、紅字、黑框之警告標示，並有災害防止設備。五、設於地下之貯存容器，應有液位檢查、防漏措施及偵漏系統。 六、應配置所須之警報設備、滅火、照明設備或緊急沖淋安全設備。 七、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認定之易燃性事業廢棄物、反應性事業廢棄物及毒性化學物質廢棄物，應依其危害特性種類配置所須之監測設備。其監測設備得準用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勞工安全衛生法之監測設備規範。 第 12 條 　 生物醫療廢棄物之貯存設施，除基因毒性廢棄物依前條規定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於設施入口或設施外明顯處標示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並備有緊急應變設施或措施，其設施應堅固，並與治療區、廚房及餐廳隔離。但診所得於治療區設密封貯存設施。 二、貯存事業廢棄物之不同顏色容器，須分開置放。 三、應有良好之排水及沖洗設備。四、具防止人員或動物擅自闖入之安全設備或措施。 五、具防止蚊蠅或其他病媒孳生之設備或措施。 六、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七、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安全管理5+1S
是指在生產現場中對人員、機器、材料、方法等生產要
素進行有效的管理：
推動5+1S 運動(整理、整頓、清掃、清潔、教養、安全)
實驗室安全管理一般注意事項

• 物品歸定位
• 工作場所出口儘量兩個以上
• 廢棄物分類，注意不相容問題
• 任何化學品容器開口都不應面向人員方向
• 確實標示：化學物質、機械禁止啟動掛牌
• 電氣安全：延長線，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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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重於治療
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做得好
事件或事故比例可大大降低


	安全衛生法規與實驗場所管理
	內容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發生災害事故的三要因
	投影片編號 6
	職業安全衛生的目的及保護對象
	投影片編號 8
	增訂一般責任條款(5)
	提供必要之設備及措施(6)
	對身心健康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6)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宣導勞工周知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職業災害調查通報及檢查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供應或設置(7)
	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投影片編號 19
	驗證合格標章管理(9)
	危險性機械設備
	危險性機械設備
	職業災害的類型
	實驗場所事故或事件層出不窮，�該如何預防?
	實驗場所環境的特性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的重要性(續)
	案例：打翻酒精燈遭灼傷
	貳、常見實驗場所之危害
	實驗場所的潛在危害
	游離輻射作業
	游離輻射作業（續）
	非游離輻射危害
	實驗場所非游離輻射來源
	異常溫度
	電氣危害
	電氣危害(續)
	電氣危害(續)
	插座淋濕漏電
	未停電作業
	感電危害
	機械危害
	沖壓、衝剪機械危害
	化學性危害
	火災、爆炸危害
	投影片編號 46
	生物性危害
	參、緊急應變之重要性
	緊急應變器材櫃
	緊急洗眼沖淋裝置
	滅火器
	急救箱
	避難器具
	實驗室危害認知
	化學藥品外洩應變步驟
	火災應變步驟
	疏散與逃生
	急救一般注意事項
	接觸化學品之急救 
	燒燙傷之急救 
	感電之急救  
	肆、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投影片編號 6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瞭解校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實驗室危害辨識、評估與控制
	投影片編號 67
	危害性化學品
	投影片編號 69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
	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SDS (Safety Data Sheet)
	投影片編號 72
	通風設備
	機械設備
	自動檢查
	毒性化學物質
	感染性生物材料
	感染性生物材料
	實驗室廢棄物
	安全管理5+1S
	投影片編號 81
	預防重於治療�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做得好�事件或事故比例可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