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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壹、化學危害相關案例【9：00-10：00】 

貳、化學危害辨識【10：00-11：00】 

參、化學危害預防【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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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3日發生人類史上傷亡最慘重的工業災
害事件-波帕(Bhopal)事件，該事件造成了二千五
百人死亡、二萬多人受傷。波帕事件不只於當時
造成了震撼，同時推動了美國「高危害化學品製
程安全管理法規」(29CFR Part 1910.119)的制訂
與實施，而臺灣也受到美國的影響於民國八十二
年訂定「勞動檢查法」，並於民國八十三年依勞
動檢查法第二十六條制訂了「危險性工作場所審
查暨檢查辦法」。本文希望藉著對該事故的回顧
與檢討喚起國內工業界對工業安全的重視。  

壹、化學危害相關案例 



我國化學性危害發生之案例 

 

(1)粉塵工廠及礦場勞工罹患之塵肺症。 

(2)電子工廠三氯乙烯等有機溶劑引起之肝炎。 

(3)縲縈絲工廠二硫化碳引起之神經病變及肝炎。 

(4)人造皮工廠二甲基甲醯胺(DMF)引起的肝炎。 

(5)印刷工廠正己烷引起的末梢多發性神經炎。 

(6)甲醇(假酒)引起之失明。  

(7)鉛蓄電池製造及回收工廠引起之鉛腦症(神經

病變)。 



(8)鹼氯工廠汞中毒事件(腦部萎縮，水俣病)。 

(9)鎘電鍍工廠引起之鎘米事件(痛痛病)。 

(10)煉鋼廠錳作業引起之巴金森氏症。 

(11)鎳業工廠鎳引起之肺癌。 

(12)電鍍工廠鉻酸引起之鼻中膈穿孔及肺癌。 

(13)塑膠工廠氯乙烯引起之肝癌。 

(14)氫氟酸(化骨水)及顯影劑(TMAH)噴濺死亡。 

(15)石化工廠苯引起之血癌(白血病)。 

(16)化學工廠之丙烯腈、氰化氫中毒死亡災害 

 



(17)化學工廠之氨氣、氯氣、光氣、H2S洩漏案件。 

(18)局限空間作業引起之缺氧及CO、H2S中毒。 

    990530「盈發皮革公司」進入污水槽6死。 

   1060626宜蘭燿華電子工人摔進化學池4死2傷 

(19)石綿工廠引起之肺癌及肋膜間皮瘤。  

(20)多氯聯苯中毒相關之米糠油事件(油症)。 

(21)PU泡綿工廠二異氰酸甲苯(TDI)引起之氣喘。 

(22)染料工廠苯胺染料引起之膀胱癌。 

(23)巴拉刈農藥工廠引起之皮膚癌。 

(24)煉焦爐氣引起之肺癌、鼻咽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
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
通識措施。(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
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
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違反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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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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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化學危害辨識 



危害通識– 知的權利 

• “了解”為預防及避免危害的第一步。 

•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
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
之通識措施。 

•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
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
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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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標示例： 

液化石油氣 

名稱：液化石油氣（混合丙丁烷） 
危害成分：丙烷、丁烷 
警示語：危險 
危害警告訊息： 
（1）極度易燃氣體。 
（2）內含加壓氣體；遇熱可能爆炸。 
危害防範措施： 
（1）緊蓋容器。 
（2）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3）吸入有害(窒息)。 
（4）只能使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製造商或供應商： 
（1）名稱：台灣中油公司液化石油氣事業部 
（2）地址：台北市松仁路3號15樓 
（3）電話：(02)8725-9598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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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Ｓ主要內容 (1060418)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二、危害辨識資料 

三、成分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六、洩露處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九、物理及化學特性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十二、生態資料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安全資料表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1.氫氧化鉀（KOH）應避免之物質：酸、可燃性物質
、金屬、還原劑、鹵化碳、氧化物、金屬鹽類。 

2.過氧化氫應避免之物質：1.強鹼、硝酸、硫酸、有
機物質、金屬、還原劑、銅及其合金鎳、鎳銅合 金
、過錳酸鉀（如重金屬離子、灰塵、催化性金屬及其
鹽類）。 2.易燃物（如紙、木材、油類）。 

3.硫酸應避免之物質：電石、氯酸鹽、硝酸鹽、過氯
酸鹽、過錳酸鹽、活性金屬、金屬炔化物、苯胺、二
乙胺、醇、過氧化氫、氯磺酸、環戊烯、氰氟酸、氧
化磷、鉀、鈉、乙二醇、異戊二烯、苯乙烯、乙醛、
氯丙烯、水、丙烯腈、鹼性 溶液 



化學物質之特性 

(一)具相當程度之自燃性、易燃性與爆炸性。 

(二)遇熱會分解為酸、有毒氣體、腐蝕性化
合物。(光氣為具高毒性及腐蝕性之氣體，遇
水後分解出氯化氫） 

(三)與其他物質反應可能會產生危害性物質。 

(四)揮發性蒸氣會造成室內作業場所嚴重之
空氣污染。(苯,鉻酸,硫酸) 



(五)具相當程度之基本毒性危害。 

(六)能透過呼吸道、消化道、皮膚黏膜等管道 
    進入人體造成急性或慢性中毒。 

(七)可能導致男性或女性之不孕症。  

(八)密閉空間或通風不充分之特定化學物質作
業場所可能造成缺氧危害。(H2S,HCN,CO,氨) 

(九)經過體內之新陳代謝轉變為更高危害性之 
    劇毒性物質(甲醇→甲醛) 

 

 

 



化學物質之特性 
(十)某些特定化學物質同時存在時，會造成相
乘效應而增加了特定化學物質的毒性或危害性
(相乘效應：石綿 + 抽煙 → 肺癌 

相加效應：鉛 + 砷 + 鎘  → 貧血) 

(11)在槽體開口處從事作業時 

1.頭往後仰，不要將呼吸域暴露在排氣流線間 

2.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從事擦拭、刷洗、浸洗、
噴布或沖洗時，一定要善用合適之呼吸呼吸防
護具 

 



化學性物質危害形態 

(一)氣狀有害物(Gases) 

  1.氣體(Gas)    2.蒸氣(Vapor，有機溶劑) 

(二)粒狀有害物(Aerosol，氣膠）      

  1.粉塵(Dust)   2.煙塵(Smoke)   

  3.燻煙(Fume)   4.霧滴(Mist)   

  5.纖維(Fiber)  6.液滴(Spray) 



有害物質進入人體途徑：  

• 食入  

• 皮膚接觸  

• 眼睛接觸  

• 由呼吸道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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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量低時對人體產生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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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GHS 
標示 



化學物質之毒性 

1.刺激性物質：酸、鹼、氨、氯 
2.麻醉性物質：碳氫化合物、有機溶劑 
3.過敏性物質：二異氰酸甲苯(TDI)→過敏性氣喘 
4.神經毒性物質：有機溶劑、重金屬、農藥 
5.塵肺症物質：單純性塵肺症－－厭惡性粉塵 
          纖維性塵肺症－－石綿或游離二氧化矽 
6.致癌性物質：游離輻射、石綿可致肺癌，紫外線、
放射線、煤焦油可致皮膚癌，苯可致血癌，聯苯胺
類可致膀脫癌，氯乙烯、四氯化碳可致肝癌。 
7.系統性毒性物質(其他器官危害)：甲醇導致失明，
有機氯化物造成肝病，錳導致巴金森症，汞造成水
俣病，鎘造成痛痛病。 
 19 



毒性之指標 
相對毒性大小  

表示化學物質毒性之指標，有LD50、LC50及IDLH3種。 

1.LD50半數致死劑量，係指給予實驗動物注射或餵食

一定劑量(單一劑量，mg/kg)的液體或固體化學物質後

，於14天內能導致50％實驗動物死亡時的劑量，是顯

示化學物質毒性的一種指標，其值越低毒性越大。 

2.LC50半數致死濃度，係指使實驗動物呼吸固定濃度

的氣體或蒸氣化學物質一定時間(通常1～4小時)後，

於14天內能導致50％實驗動物死亡時的濃度，是顯示

化學物質毒性的一種指標，其值越低毒性越大。 



3.IDLH(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 

立即致健康危害或死亡濃度，係NIOSH特別針

對化學工廠急性呼吸危害之暴露而訂，在此氣

體濃度以上暴露30分鐘，可能造成立即的健康

危害；即一個健康的男性工人在30分鐘內，雖

無呼吸防護具，而能安全逃生的最大濃度；或

可容許對該物質不超過30分鐘之單次暴露，其

值越低毒性越大。  



劑量     

劑量係指經由吸收進入人體內危害因子之量，劑量

的多寡決定於危害因子進入人體的途徑、數量、

與吸收的速度。另外劑量的多寡亦與危害因子在

空氣中的濃度、人體暴露部位及滯留在人體內之

程度有關，為濃度與時間之乘積(Harber's 

Rule)。 

  K(暴露劑量)＝C(濃度)×T(時間) 

例：TMAH濃度X暴露體表面積X暴露至除污時間 



參、化學危害預防 

職業衛生四部曲 

1.認知危害（最重要）：危害通識制度的推 

  動 

2.評估危害：作業環境測定（容許濃度標準之 

  訂定，包括PEL-TWA 、PE-LSTEL、PEL- Ceiling  

   ）風險危害評估 

3.控制危害：環境控制工程、設備工程改善、 

  行政管理、個人防護具的使用 

4.落實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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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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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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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1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 

    制。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 

    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25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1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包括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 

    制。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 

    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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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一條 

雇主對於前條之化學品，應依其健康危害、散
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
取分級管理措施。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第四條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或使用之化學品，符合
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
危害者，應評估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
等級，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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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四條之化學品，定有容許
暴露標準，而事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
在一百人以上，或總勞工人數五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有
科學根據之之採樣分析方法或運用定量推估模式，實施暴
露評估。 

雇主應就前項暴露評估結果，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評估： 

一、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二分之一之者，至少每三
年評估一次。 

二、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但高於或等於其二分之一
者，至少每年評估一次。 

三、暴露濃度高於或等於容許暴露標準者，至少每三個月
評估一次。 

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有增加暴露風
險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重新實施暴露
評估。 28 



第 九 條 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之監
測及期程，實施前條化學品之暴露評估，必要時並得輔
以其他半定量、定量之評估模式或工具實施之。 

第 十 條 雇主對於前二條化學品之暴露評估結果，應依 

         下列風險等級，分別採取控制或管理措施： 

一、第一級管理：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二分之一 

    者，除應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或管理措施外，製程 

    或作業內容變更時，並採行適當之變更管理措施。 

二、第二級管理：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但高於或 

    等於其二分之一者，應就製程設備、作業程序或作 

    業方法實施檢點，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三、第三級管理：暴露濃度高於或等於容許暴露標準者， 

    應即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於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 

    確保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 29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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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業
環境監測計畫，實施監測。 

雇主對於前項監測計畫及監測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
報中央主管機關。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八條 

  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濃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全程工作日之時量帄均濃度不得超過相當八小時 

      日時量帄均容許濃度。 

  二、任何一次連續十五分鐘內之時量帄均濃度不得超 

      過短時間時量帄均容許濃度。 

  三、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最高容許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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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因子暴露評估–(外在暴露量評估) 
 

• 一般利用作業環境監測的方式來進行。 

• 依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的定義： 

    作業環境監測是為了掌握作業環境的實態
及評估勞工暴露狀況所實施之規劃、採樣、分
析或儀器測量。 

• 透過作業環境監測可以提供下列資訊： 

–有害物的定性和定量 

–是否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 



化學物質之環境危害控制，可從發生源、傳
播擴散路徑及暴露者三方面著手。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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