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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講師

13:45~14:00 報到 -

14:00~14:50 檢查實務及法令綜合解說 勞動檢查處

15:00~15:50
中小企業如何落實職業安全衛
生法與勞工健康相關規範 南區勞工健

康服務中心
16:00~16:50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輔導措施與
案例分享

中小企業勞工健康保護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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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專任醫師 陳柏磊

中小企業如何落實
職業安全衛生法與
勞工健康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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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肌肉骨骼疾病 & 復工管理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 健檢管理

職場暴力預防 & 工作壓力管理

母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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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肌肉骨骼疾病 & 復工管理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 健檢管理

職場暴力預防 & 工作壓力管理

母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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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疾病

風險因子
 重複性、負重、特定姿勢、長時間

常見相關職業病
 媽媽手、板機指、腕隧道症候群
 網球肘、高爾夫球肘、旋轉肌袖症候群
 椎間盤突出

常見工作引起的症狀，影響工作效率
 脖子酸、頭痛、下背痛



工作導致肌肉骨骼疾病 案例
畢業於外文系、今年25歲的Cherry，因為喜歡接觸人
群而在飯店擔任櫃臺接待，但1年下來因需長時間站立
打字、替客人搬行李重物，最後竟出現「狹窄性肌腱滑
膜炎」，嚴重到連拿筷子挾菜、自行拉洋裝背後的拉鍊、
綁頭髮等手都會痛，最後她決定先暫時辭職。
Cherry說，打算給自己半年時間好好修養，但未來康復
後仍希望回到飯店接觸人群，但建議若有類似症狀的飯
店業從業人員，若手腕痛就最好先休息不要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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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為什麼會發生職業病，是哪個環節出了
問題？只有她會這樣嗎，別的員工呢？

 工作危害在哪裡？其他員工也會罹病的風險嗎？
會不會我把他換掉後讓其他人來也都會這樣？

她的左手受傷了，可以繼續工作嗎？不
然應該要休息多久？

 員工受傷生病無法上班，到底應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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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步驟以Cherry為例：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觀察使用到患處的工作內容：如搬行李的手勢、頻次
負重等等。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利用工具表單評估風險等級。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根據簡易檢核表選定改善方法。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重新利用工具表單評估，或是以症狀調查或滿意度調
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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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門呢？

其他部門雖然沒有被判職業病，但是可能是危
害還沒造成疾病或是主要造成症狀影響工作效
率，應該主動評估調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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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36/1138/

症狀調查表：NMQ

危害辨識：KIM-MHO、KIM-LHC、KIM-PP

簡易改善：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

工具表單那裏找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36/1138/


主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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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MHO 手工物料作業檢核表



KIM MHO 手工物料作業檢核表



KIM MHO 手工物料作業檢核表



KIM MHO 手工物料作業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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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MHO 手工物料作業檢核表



人因工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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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我按照步驟做完，結果根據人因工程檢核表建
議要準備省力裝置，但是經費有限…

補助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及器具作業要
點

補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
康作業要點

 http://www.osha.gov.tw/1106/1113/1115/1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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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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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要點

補助範圍
 (1)工作環境、製程及設施之改善，含聲(噪音振動危害
改善)、光(視覺危害改善)、氣(健康危害物質通風換氣
改善)及溫濕度(人工熱源作業環境改善)。

 (2)人因工程硬體之改善及工作適性安排。
 (3)其它與工作相關疾病預防有關之工作環境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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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為什麼會發生職業病，是哪個環節出了
問題？只有她會這樣嗎，別的員工呢？

 工作危害在哪裡？其他員工也會罹病的風險嗎？
會不會我把他換掉後讓其他人來也都會這樣？

她的左手受傷了，可以繼續工作嗎？不
然應該要休息多久？

 員工受傷生病無法上班，到底應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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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步驟以Cherry為例：
 職災勞工
 請勞工定期回診並根據醫師診斷書宜休養天數給予公
傷假與全薪。

 非職災勞工
 請勞工定期回診並根據醫師診斷書宜休養天數給予病
假。

 針對休養天數或復配工有疑問
 職業醫學科門診
 針對職場工作內容進行職能復健、輔具設計
 工作強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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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該做的事

職災勞工保護法第27條
 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
能力，安置適當之工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
助設施。

Question：
 如何知道何時為醫療終止？他說一直需要做復健…
 如何評估他能否勝任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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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有專業的職業醫學科門診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 網絡機構
 http://www.tmsc.tw/center_c.php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謝個管師 06-235-3535 分機4937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吳個管師 07-313-3604

http://www.tmsc.tw/center_c.php


28

專業的復工建議
 他們會給怎樣的建議呢
 評估：量測手部握力與活動度、無法執行或可能加重
疾病的動作、需要的治療

 建議(舉例)：可配工至不需右手捏握用力之作業，或
給予休養2周，並持續接受復健治療，定期門診追蹤評
估復工時機。

 復健治療：轉介至工作強化中心，安排復工導向評估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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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有專業的職能復健中心
 職能復健服務單位
 http://www.osha.gov.tw/1106/1176/1182/2712/12209/
 成大、高醫、高榮、高長等單位

http://www.osha.gov.tw/1106/1176/1182/2712/1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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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肌肉骨骼疾病 & 復工管理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 健檢管理

職場暴力預防 & 工作壓力管理

母性保護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台中市一名任職於全聯分公司的羅姓員工今年在工作中
猝發顱內出血，送醫後不治，家屬懷疑發病是過勞導致。
對此，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已取得相關出勤紀錄
調查中，勞工局協助家屬進行職業病認定相關程序，及
與雇主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會議，目前雙方暫無共識。市
府將視家屬需求持續提供協助，對於該分公司未詳實記
載羅姓員工延長工時出勤情形，將依違法次數依法裁處，
督促事業單位落實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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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質疑全聯分公司出勤紀錄造假，指稱羅姓員工有嚴重超時工作
情形。檢查結果發現，該分公司未詳實記載羅姓員工延長工時出勤
情形，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規定：「未詳實逐日記載勞工出
勤情形至分鐘為止。」依法可處2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中區職安中心亦已收集其進出低溫作業場所的頻率、工作時間及低
溫環境狀況，將一併送職業專科醫師進行認定。
勞工局呼籲，雇主應關心勞工的健康，並依勞工身體狀況予以適性
調配工作，並應避免使勞工超時工作；市府也將持續針對高工時重
點行業，進行稽查及宣導，以維護勞工職業安全。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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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工作中發生心血管疾病就算職業病就算
過勞嗎？

 到底過勞認定的標準在哪裡？

他身材豐腴又愛抽菸，心血管疾病風險
本來就高，我能怎麼辦？

 與工作相比，個人因素引起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不是更高嗎？既然是個人因素，身為管理者要
如何介入呢？



34

異常工作負荷觸發心血管疾病

原有疾病、宿因等
 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
酸血症、腦動脈瘤等

自然過程惡化之危險因子
 高齡、肥胖、飲食習慣、吸菸、飲酒、服用藥
物等

促發疾病之危險因子
 氣溫、運動、異常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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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負荷評估重點

短期工作過重
長期工作過重

（1）不規則的工作
（2）工作時間長的工作
（3）經常出差的工作
（4）輪班工作或夜班工作

異常的事件
（5）工作環境（異常溫度環境、噪音、時差）
（6）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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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加班縮減了勞工在家可運用的時間，如果休息
日不足或加班時間過長即可能影響可睡眠時間，
增加降低工作專注力、心血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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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是非題
 (    ) 在工作場所發生中風或心臟病，就是職業
病。

 (    ) 在家裡發生的中風或心臟病，與工作無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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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工作中發生心血管疾病就算職業病就算
過勞嗎？

 到底過勞認定的標準在哪裡？

他身材豐腴又愛抽菸，心血管疾病風險
本來就高，我能怎麼辦？

 與工作相比，個人因素引起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不是更高嗎？既然是個人因素，身為管理者要
如何介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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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步驟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根據健康檢查結果、過勞量表與工時篩選高風險族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安排高風險族群面談與健康指導，給與工作調整建議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參採醫師建議並落實工作時間調整或工作內容更換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提供轉介高風險族群進行減重、戒菸、就診等等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追蹤高風險族群之工作狀態與心血管風險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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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常覺得疲勞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2.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3.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4.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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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1.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2.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3.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1)很嚴重 □(2)嚴重 □(3)有一些 □(4)輕微 □(5)非常輕微

4.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5.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沒力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6.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7.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不常 □(5)從未或幾乎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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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促發腦、心血管
疾病風險等級

工作負荷

低負荷 中負荷 高負荷

十年腦、
心血管疾
病風險

<10% 不需面談 不需面談 建議面談

10-20% 不需面談 建議面談 需要面談

≧20% 建議面談 需要面談 需要面談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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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舉例：
 十年心血管風險 > 10%：
 避免每月加班超過30小時，經醫護人員諮詢或就診
後，採取生活習慣調整或服藥三個月後重新評估。

 工作負荷或加班時間過長，工作負荷評級為高
 安排醫護人員諮詢，了解需求與諮詢後，給予建議供
主管參考。



45

低風險族群需要注意什麼呢?

原有疾病、宿因等
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
酸血症、腦動脈瘤等

自然過程惡化之危險因子
高齡、肥胖、飲食習慣、吸菸、飲酒、服用藥
物等

促發疾病之危險因子
氣溫、運動、異常工作負荷 (工時監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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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36/1138/

心血管風險評估：Framingham Score

心理壓力評估：過勞量表

改善紀錄：面談結果及採行措施表

工具表單那裏找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36/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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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管理與過勞預防

根據健康檢查結果評估勞工是否能從事
特定作業

 與預防心血管疾病是類似的概念

 健檢結果心血管風險
 過勞問卷+工時工作或壓力促發心血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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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8月15日預告草案

「指定長期夜間工作之勞工為雇主應施行特定
項目健康檢查之特定對象」

 在職勞工於同一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工作日數：於2200至0600區間工作3小時以上之工作日數，
達當月工作日數1/2，且有六個月以上。(含不連續單月)

 (二)工作時數：於2200至0600之工作時數，累計達700小時以上。

 檢查項目：
 尿液檢查、空腹血糖、肝指數、膽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45 歲以上或有心臟疾病者加做靜態心電圖



49

健檢管理與過勞預防
 體格檢查 & 健康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11條
 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
般體格檢查外，另應按其作業類別，依附表十所定之檢
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

 目的
 工作適性評估：血壓每次量都200/100 mmHg，輪夜班
會不會有危險？聽力異常者，能不能從事噪音作業？

 了解健康樣態，健全職場勞動力



50

大綱

肌肉骨骼疾病 & 復工管理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 健檢管理

職場暴力預防 & 工作壓力管理

母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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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物理環境：噪音、光線、溫溼度、空間、結構安全
 工作場所設計：通道、監視器、警報系統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專案活動及尖峰時段之人力配置、夜間或獨自作業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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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四、建構行為規範。
 明定施以職場不法侵害勞工之懲處方式，並得於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中明確規範之。

 管理階層應以身作則，負執行此政策之責任，發揮典範領導力。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介紹職場工作環境特色、管理政策及申訴、通報管道。
 授與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以預防或緩解潛在職場不法侵害情

境。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申訴與通報
 通報處理與事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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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

sid=FL085196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核表—主管層級

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

工具表單那裏找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85196


危害辨識及評估
暴力風險評估表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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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及評估
暴力風險評估表之操作

55

嚴重性 傷害程度

輕度傷害 表皮受傷、輕微割傷、瘀傷
不適和刺激:頭痛等暫時性的疼痛
言語上騷擾:造成心理短暫不舒服

中度傷害 割傷、燙傷、腦震盪、嚴重扭傷、輕微骨折
造成上肢異常及輕度永久性失能
遭受言語或肢體騷擾:造成心理極度不舒服

嚴重傷害 截肢、嚴重骨折、中毒、多重及致命傷害
其他嚴重縮短生命及急性致命傷害
遭收言語或肢體騷擾:可能造成精神相關疾病

可能性 發生機率

可能發生 1年>1次

不太可能發生 1~ 10年 1次

極不可能發生 10年以上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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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及評估
暴力風險評估表之操作

風險等級 嚴重性

嚴重傷害 中度傷害 輕度傷害

可
能
性

可能發生 高度風險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不太可能發生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極不可能發生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低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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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源
 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工作壓力相關之心理諮商(每人每年6次)

 工作生活平衡
 員工關懷與協助課程：加強主管覺察員工需求及關懷技巧能力。
 https://wlb.mol.gov.tw/page/content.aspx?id=38

 員工協助方案
 「張老師」基金會：經評估有需求者，提供法律與心理諮詢轉介

http://kaohsiung-chang.wixsite.com/kaohsiung-chang/eap

https://wlb.mol.gov.tw/page/content.aspx?id=38
http://kaohsiung-chang.wixsite.com/kaohsiung-chang/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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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申請條件
 300人以下的民營事業單位
 工作壓力相關之心理諮商需求

合作機構
 嘉義：暖暖心理治療所
 台南：寬欣心理治療所
 台南：黃昭蕙心理治療所
 屏東：國立屏東大學社區諮商中心
 台東：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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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平衡補助計畫

補助標準
 99人以下公司，依申請補助項目最高補助9成。
 100至250人公司，依申請補助項目最高補助8成。
 251人以上公司，依申請補助項目最高補助7成。

補助項目
 員工關懷與協助課程：加強主管覺察員工需求及關懷
技巧能力，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6萬元。

 員工紓壓課程：紓解員工身心壓力，以協助員工工作
調適，每單位每年最高補助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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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肌肉骨骼疾病 & 復工管理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心血管疾病 & 健檢管理

職場暴力預防 & 工作壓力管理

母性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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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值(公斤)

妊娠中
分娩未滿六
個月者

分娩滿六個月
但未滿一年者

斷續性作業 10 15 30

持續性作業 6 10 20

斷續性與持續性工作之認定，係以「工作性質」是否經
常以徒手搬運重物之工作為區分原則，若其主要工作內
容即為搬運物品，且該作業佔勞動時間的50%以上時，
則為連續作業，低於50％以下則屬斷續作業

如何算是重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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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要做的事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1條
 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
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
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
康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前項勞工於保護期間，因工作條件、作業程序變更、當事
人健康異常或有不適反應，經醫師評估確認不適原有工作
者，雇主應依前項規定重新辦理之。

 雇主未經當事人告知妊娠或分娩事實而違反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者，得免予處罰。但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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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要做的事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9條
 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指其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
育、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幼兒健康之下列工作：

 一、工作暴露於具有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屬生
殖毒性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
不良影響之化學品者。

 二、勞工個人工作型態易造成妊娠或分娩後哺乳期間，產
生健康危害影響之工作，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提舉、
搬運、推拉重物、輪班及工作負荷等工作型態，致產生健
康危害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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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規模大小要求不同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第3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300以上者，其勞工於保護期間，
從事可能影響胚胎發育、妊娠或哺乳期間之母體及嬰
兒健康之工作，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少於300人之事業單位
 建議優於法規給予必要的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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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

勞動基準法第49條
 雇主不得使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
之時間內工作。

勞動基準法第51條
 女工在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雇
主不得拒絕，並不得減少其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52條
 雇主應每日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
 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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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3/1115/13061/

母性健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評估表

母性健康保護風險危害分級參考表

具有生殖毒性、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工具表單那裏找

https://ohsip.osha.gov.tw/develop
https://www.osha.gov.tw/1106/1113/1115/1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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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法相關規範

性別平等法第23條
 僱用受僱者100以上之雇主，應提供下列設施、措施：
 一、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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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
 哺集乳室設置補助
 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lsid=FL014954

 申請條件
 不分事業單位規模大小皆可申請相關經費補助。

 補助額度
 哺（集）乳室：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設置標準
 設有明顯標示，且鄰近洗手台或提供洗手設施。
 具隱密、安全性及良好之採光、通風。
 具下列基本設備：靠背椅、桌子、電源插座、專用冰箱、有蓋垃圾桶。
 訂定哺（集）乳室使用規範。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lsid=FL01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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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面談高雄市前鎮區勞工局B1

電話 07-8124097 ; 06-5055100 

郵件 stwhs2015@gmail.com

官網留言 www.stwsh.web2.ncku.edu.tw

 FB粉專留言

誰可以帶我做一次

mailto:stwhs2015@gmail.com
http://www.stwsh.web2.ncku.edu.tw/


謝謝聆聽

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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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專任醫師 陳柏磊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輔導措施與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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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見面

民國 104 年 11 月 25 日

第一類事業單位，員工人數83人

產品製程

加 料 熔 爐 澆 鑄 均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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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危害作業

噪音在85分貝以上之作業

粉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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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訪觀察現有問題

 7. 事業單位未針對勞工健康檢查結果進行分析、
評估、管理與保存

 10. 事業單位未執行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
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11. 事業單位未執行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工作
環境之改善

 13. 事業單位需要協助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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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訪觀察現有問題

 15. 事業單位未執行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計畫

 16. 事業單位未執行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7. 事業單位未執行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14.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
骼危害預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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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先後順序

 (G) 工作相關疾病預防
 (E) 健康促進與管理
 (J) 母性保護
 (H) 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I) 適性選配工
 (N) 復工評估及工作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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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輔導

民國 105 年 5 月 20日

 (E)健康促進與管理
 (I)適性選配工
 (J)母性保護

 因本次討論時間受限因素，故異常負荷管理作業規範、
肌肉骨骼危害保護作業規範，預計下場次安排職能治
療師專家協助肌肉骨骼危害預防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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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檢視

 9.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選工、配工
有相關執行，但未相關作業規畫書，協助擬訂
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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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9.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選工、配工
 擬訂並提供『復工配工適性評估作業規範』(附件一)
予企業，並進行實務流程與確認表單使用方式。

 討論事項：解釋執行流程(圖一)、傷病追蹤關懷表適
用狀況，修正附表及增加附表欄位，另有該文件之附
表三、附表四可不列文件，為參考依據或評估工具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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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檢視

 17.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有相關執行，但未相關作業規畫書，協助擬訂
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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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17.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擬訂並提供『母性危害保護作業規範標準』

(附件二)予企業，並進行實務流程與確認表單
使用方式。

討論事項：解釋執行流程(圖二)並建議修正流
程圖，附表作業環境危害辨識評估表修正及新
增CNS15030項目等相關事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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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輔導

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

 (H)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1.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程序書制定細節解釋。
 2. 人因性危害之高低風險如何呈現。
 3. 風險分析：人因工程評估工具之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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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檢視

 14.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
骼危害預防計畫。

有相關執行，但未相關作業規畫書，協助擬訂
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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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人因性危害辨識

 14.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
骼危害預防計畫。

 1.建議貴公司可以配合體檢將NMQ問卷發放填寫，並
提供詳細說明，提升問卷可信度。如：過去一年內若
無連續兩周肌肉骨骼不適症狀，問卷即可結束。以及
不適等級的判別標準。回收問卷後，建檔分析問卷內
容，是否特定工作站員工肌肉骨骼不適症狀比例較高，
或是不適的狀況集中在特定部位。

 2.分析公司內部領取藥布的區域數量與頻率，定位風
險較高之工作區域。再行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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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 風險分析
 1.NMQ分析結果之高風險工作站，以及領取藥布量大且頻繁之
區域，應立即進行人因工程檢核，已盡速確認危害的工作站。

 (1) 由於貴公司使用的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較難呈現風險，經討論內部工作
內容後，建議使用KIM人因工程檢核表。

 推拉烏龜車的作業：KIM PP
 搬運、抬舉的作業：KIM LHC
 上肢高重複性作業：KIM MHO
 (2) 由於貴公司有良好的搬運工具，所以可能的風險在於不良姿勢、暴露時
間過長以及使用手工具造成的震動。可朝這三個方向去分析廠內風險。

 (3) 後續相關的改善，可以依據KIM檢核表的結果決定應降低何項風險。
 (4) 如有作業無法明確透過KIM評估，可與本中心聯繫，協助使用其他工具
來評估作業。



90

建議事項 - 風險分析
 2.NMQ分數較高之員工，可以與本中心合作，提供個
人諮詢服務，確認是否為職業因子造成這些不舒服的
肌肉骨骼症狀。

 (1) 若諮詢結果是因為工作造成之症狀，同樣應立即進行人因工
程檢核，確認造成肌肉骨骼不適的風險因子，並進行改善。

 (2) 若諮詢結果，其肌肉骨骼症狀並非因為職業因子所造成，則
進一步考慮現在工作是否會造成惡化。如果會，則考慮提供相關
選配工服務。若不會，則給予相關衛教，並將資料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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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輔導

民國 105 年 6 月 6 日

 (O)異常工作負荷管理

 1. 異常工作負荷管理預防計畫程序書制定細節解釋。
 2. 異常工作負荷管理之心血管高低風險如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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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檢視

 15. 事業單位部分執行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計畫，

有相關執行，但未相關作業規畫書，協助擬訂
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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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擬訂並提供『異常工作負荷作業規範』(附件
一)予企業，並進行實務流程與確認表單使用
方式。

討論事項：解釋與建議執行流程(圖一)、說明
異常負荷高風險定義，修正附表及增加附表欄
位。

 ▪辨識高風險族群：因應廠區同步健康管理需
求，建議可以三高個案或新陳代謝症候群辨識
高風險族群與評估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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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高風險族群評估與分級
 A.提供高風險族群填妥(評估勞工過負荷問卷)及(過負
荷疲勞量表)，並請提供工時時數。

 B.問卷及分析結果核對(附件三、評估分級方式核對列
表)確認評估結果。

 ▪醫師面談指導
 A.工作相關過勞高負荷及月加班工時>80小時進行醫
師指導與追蹤。

 B.面談紀錄表格依照(附件五、面談結果及採行措施表)
執行結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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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次輔導

民國 105 年 7 月 5 日

 (F)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1. 職場不法侵害計畫書討論。
 2. 如何具體執行職場不法侵害。



98

建議事項
 A.宣導期：
 a.於公司電子看板或公佈欄公告”職場不法侵害管理規範”，藉此公告全公司
所有員工，公司已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制訂”職場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計畫中明確申明對各種職場不法侵害採取「零容忍」原則，並建
立安全、尊嚴、無歧視、互相尊重及包容、機會均等之職場文化。

 b.在新人教育訓練時增加職場不法侵害教育訓練，提供員工職場不法侵害教育
訓練，列入必修課程。課程中需介紹何謂職場不法侵害、職場工作環境特色、
管理政策及申訴、通報管道等事項。

 c.於高階主管會議宣示，藉由主管會議等公開場合中宣示，公司嚴禁發生職場
上之肢體攻擊、言語侮辱、恐嚇、威脅等霸凌或暴力事件等事件，為了確保
全公司員工之身心健康，主管應以身作則，賦予主管執行此職場不法侵害之
責任，發揮典範領導力。除了自我示範，不可排斥、脅迫、辱罵、毆打等不
當對待勞工及參與反職場不法侵害之教育訓練外，主管應發揮指揮監督功能，
禁止同仁間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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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B.執行期：
 a.辨識及評估危害：執行風險辨識及評估危害，使用『職場不法侵害
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進行評估，針對公司產業特性、工作
性質，辨識高風險族群之工作者及特質，來進行風險評估。評估時應
考量各部門(單位)之工作特性、環境、人員組成及作業活動等，如風
險最大之業務或地點、可能遭受危害之工作流程或人員等，並可依不
法侵害來源，區分內部與外部。

 b.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進階訓練：可依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之結
果，依不同訓練對象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授與人際關係及溝
通技巧，以及預防或緩解潛在職場不法侵害情境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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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C.改善期：對於在執行期中所發現的危險因子，應依消除、取代、
工程控制、管理控制及個人防護具等優先順序，並且考量現有技
術能力及可用資源等因素，以採取有效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

 a.適當配置作業場所：依照『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鑑
別結果，風險等級屬域中高風險度的狀況，需透過作業場所適當之配置規劃，
如工作環境是否有空間擁擠，照明設備不足等之問題需進行改善，以降低或
消除不法侵害之危害，並記錄在『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表』現有控制措施或應增加或修訂相關措施欄位中。

 b.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依『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鑑別結果若有超時工作，反應工作壓力大等之狀況，單位主管應進行人力調
整、配置與工作設計等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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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D.成效評估期：定期評估執行成效及改善，成效評估之目
的在於檢視所採取之措施是否有效，並檢討執行過程中之
相關缺失，做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a.可依『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鑑別結果之改
善、控制事項或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的後續處置情形，設計問
卷或員工回饋意見做為執行成效及改善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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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勞工健康服務推行概況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_醫護人配置說明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_四大指引計畫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_職災及母性保護統計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_現場環境改善事項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_教育訓練及健康促進活動
 2017年_醫務室重點資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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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四大指引計劃
健康管理管理規章
母性保護管理規章
肌肉骨骼傷害管理規章
異常負荷管理規章
職場不法侵害管理規章
復工配工管理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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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全廠區前十大異常指數發現:

第 1 名__身體質量數BMI
第 2 名__總膽固醇
第 3 名__高血壓
第 4 名__肝功能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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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風險症狀評估，未來朝向辦
理以下活動

 1.健康講座
 (提升員工健康觀念的飲食，選擇健康的食物)

 2.健康活動
 (增進員工體適能活動，達到卡路里消耗)

 3.蔬果餐
 (推行1次/週蔬果餐，達到高纖維，增進腸蠕動排除
毒素)



各廠區職災配工統計

項目
交通事故 廠內事故 普通傷病

備註說明
職災人數 配工人數 職災人數 配工人數 提報人數 配工人數

A部 3 1 6 2 7 3 目前配工中(普通事故)

B部 2 2 7 2 3 1 目前配工中

C部 3 0 3 3 1 0 目前2名配工中(廠內事故)

D部 2 1 1 1 1 0 目前1名配工中(交通事故)

E室 0 0 0 0 2 1 目前配工中(普通事故)

F部 1 0 1 0 1 0

G部 1 1 0 0 0 0 目前配工中(交通事故)

H部 3 1 2 2 5 2 目前配工中

小計 15 6 20 10 20 7
10

6



母性保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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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總人數 一廠 二廠 三廠 備註說明

A部 1 0 1 0

B部 1 0 0 1 目前1名女性同仁配工中

C部 8 2 0 6 目前4名女性同仁配工中

D部 1 1 0 0

E室 1 1 0 0

F部 2 2 0 0 目前2名女性同仁配工中

G部 3 3 0 0

H部 3 3 0 0

I部 4 0 4 0

J部 2 2 0 0

小計 26 14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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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廠醫臨廠諮詢人數

日期 醫師 廠護 職傷訪談 母性訪談 骨骼肌肉 異常負荷 健康訪談

2017.01.04 陳思豪 江雁霓 8 0 1 0 0
2017.01.13 黃建元 江雁霓 1 3 3 0 0
2017.01.18 陳思豪 江雁霓 1 0 5 0 0
2017.02.08 陳思豪 江雁霓 3 0 0 0 0
2017.02.15 陳思豪 江雁霓 調開至3/17 13:00
2017.02.22 黃建元 江雁霓 2 1 0 0 1
2017.03.08 陳思豪 江雁霓 5 0 0 0 14
2017.03.09 胡宛屏 江雁霓 0 0 0 0 9(外勞)
2017.03.17 陳思豪 江雁霓 1 0 0 0 5
2017.03.22 陳思豪 江雁霓 3 0 0 0 0
2017.03.30 黃建元 江雁霓 5 0 0 0 2(外勞)
2017.04.07 湯振青 江雁霓 2 2 0 0 1
2017.04.18 陳思豪 江雁霓 2 0 0 0 0
2017.04.26 陳思豪 江雁霓 4 1 0 0 2
2017.05.05 黃建元 江雁霓 3 1 1 0 3
2017.05.17 陳思豪 江雁霓 2 3 0 0 1
2017.05.24 陳思豪 江雁霓 2 0 0 0 2
2017.06.14 陳思豪 江雁霓 4 2 0 0 2
2017.06.20 黃建元 江雁霓 1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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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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