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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職業安全衛缺氧症預防規則、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檢查重檢查重

點及疑義解說點及疑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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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之設備及措施提供必要之設備及措施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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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對身心健康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對身心健康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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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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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預防過勞、職場暴力及重複性危害等新興：預防過勞、職場暴力及重複性危害等新興
疾病是否涉及因果關係認定？罰則如何認定？疾病是否涉及因果關係認定？罰則如何認定？

 新興疾病預防無涉職業病因果關係認定。
 雇主應訂定罹病高風險群健康管理計畫，亦即應就工作

環境及當事人，實施危害評估及健康評估，並據以採取
改善工作環境、變更工作場所、調整勞動條件，及依醫
囑採取配工、選工等措施。（勞動部已發布新興疾病預
防指引作為企業訂定健康管理計畫之參據）

 罰則：
1.未訂計畫、未有執行記錄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

改善者得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2.違反新興職業病預防義務致發生職業病者，處3萬元以

上，30萬元以下罰鍰，職業病認定及鑑定依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之規定辦理。

A：
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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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四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
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
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
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
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
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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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予
適當換氣，以保持空氣
中氧氣濃度在18％以上
。換氣時，不得使用純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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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換氣通風換氣

◎較輕污染物 ◎較重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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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密度污染物之排除方法

通風換氣通風換氣

◎氣流送達作業處 ◎風管延伸至至底部終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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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為對流

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十六條 雇主使勞工從
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
當日作業開始前、所有
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
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
體或換氣裝置等有異常
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
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
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
。記錄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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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測定

◎坑、井、人孔測定點 ◎圓筒型儲槽入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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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測定

◎方形儲槽、船艙測定點 ◎球型儲槽人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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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 十八條 雇主使勞工
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
接場所作業時，應將注
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
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
使作業勞工周知。雇主
應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
作業之勞工，擅自進入
缺氧危險場所；並應將
禁止規定公告於勞工顯
而易見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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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二十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事

項。

第二十一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
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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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症預防規則缺氧症預防規則

第二十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
未能依規定實施換氣時，應置備適當且數量

足夠之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並使勞工
確實戴用。（★）

第二十七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

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
救援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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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呼吸器空氣呼吸器

19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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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二十九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
作業前，應先確認可能引起勞工缺氧、中毒

、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
危害，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供現場作業主
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
。（★）

第二十九條之二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
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作業場所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作業注意事項，使作業
勞工周知。（★） 21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二十九條之三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
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顯而易見
處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之四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
作業時，應採取連續確認氧氣、危害物質濃
度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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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二十九條之五 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
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指定專人檢點
該作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
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檢點記錄保存三年。
第二十九條之六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
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由雇主、工作場所負
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
入作業。對勞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
記，紀錄保存一年。雇主使勞工進入局限空
間從事焊接、切割、燃燒及加熱等動火作業
時，應指定專人確認無發生危害之虞，並由
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
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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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二十九條之七 雇主使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
致其缺氧或中毒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者，應使勞工
佩戴安全帶及可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置。

二、置備可以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
。但現場設置確有困難，已採取其他適當緊急救援
設施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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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局限空間作業缺氧中毒預防及救援機制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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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使用輸氣管面罩呼
吸防護具時，應確保其供氣及性能維持正常運作，
並避免使用純氧供氣。

前項情形使用空氣壓縮機供氣者，其與面罩連結之
輸氣管線及接頭，應明顯標示其種類及用途；相鄰
管線之接頭，應以不同規格予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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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使用輸氣面罩因管線接頭誤接之危害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二百九十五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從事畜牧、
動物養殖、農作物耕作、採收、園藝、綠化

服務、田野調查、量測或其他易與動、植物
接觸之作業，有造成勞工傷害或感染之虞者
，應採取危害預防或隔離設施、提供適當之
防衛裝備或個人防護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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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從事與動植物接觸作業之生物性危害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十二章之一 勞工身心健康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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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專章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
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
肌肉骨骼疾病，應採取下列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
留存三年：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危害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
主應依作業特性及風險，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
，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
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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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重複性作業人因性危害預防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二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
作等作業，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
病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形態及身體狀況，
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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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防「過勞」條款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三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
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
三年：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練。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前項暴力預防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勞工
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
，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31

新增「職場暴力」預防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第三百二十四條之六 雇主使勞工於夏季期間從事戶外作業
，為防範高氣溫環境引起之熱疾病，應視天候狀況採取下列
危害預防措施：

一、降低作業場所之溫度。

二、提供陰涼之休息場所。

三、提供適當之飲料或食鹽水。

四、調整作業時間。

五、增加作業場所巡視之頻率。

六、實施健康管理及適當安排工作。

七、留意勞工作業前及作業中之健康狀況。

八、實施勞工熱疾病預防相關教育宣導。

九、建立緊急醫療、通報及應變處理機制。 32

新增勞工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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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衛生部分衛生部分))

(附則)

第三百二十六條之九 事業單位設有員工餐廳者，其
衛生設施及從業人員之管理，依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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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膳作業人員衛生依衛福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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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