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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話

　　「家」是每個人的堡壘，幫孩子打造一個安全的環境成長，可以讓孩子健康

快樂成長，這是需要家長時時更新安全觀念、落實家中防護措施，讓孩子在家更

安全自在地遊戲、生活與學習，並教導孩子提升判斷危險與自我保護的能力。

　　社會局結合本市各育兒資源中心設置「兒童居家安全檢測站」，提供居家安

全檢核表、親子諮詢、示範操作及展示等服務，並委請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

教基金會今 (111) 年重新編印「兒童居家安全宣導手冊」，提供兒童發展安全防

護、居家安全檢核及潛在風險與因應策略等。讓主要照顧者及家長們可依此檢核

表逐項查核。多一份防護就可以少一份風險。希望藉此提升照顧者危機意識，重

視居家環境的安全佈置及照顧嬰幼兒的安全知能，陪伴孩子安全成長。

　　高市府為支持家庭育兒，全力配合中央推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及「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從懷孕到養育對育齡家庭照顧不間斷，全國首創坐月子到

宅服務，首創公辦 24 小時定點計時托育，自今 (111) 年 10 月起擴大孕婦產檢交

通補助及再加碼未滿 3 歲兒童準公共托育補助，營造安居樂養友善的育兒環境，

讓育兒家庭可以「放心生、安心托」。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 謝琍琍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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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的話台北市北投一處 4 樓民宅發生 4 歲男童墜
樓的意外，案發在昨日傍晚大雨過後，小
男童疑似因為好奇，在窗邊邊玩邊看下雨，
卻疑似雨後窗台溼滑，又是開放式鐵窗，
一不小心就失足掉了下來，而負責照顧的
阿嬤直到聽到聲音，才發現小孫子摔到 1

花蓮縣卓溪鄉一名 2 歲蘇姓女童，昨天與
母親回外公家，在家門口空曠處與 3 歲姊
姊玩耍，疑不慎掉入高約 100 公分、裝滿
水的桶子，家人發現趕緊撈起，但已失去

　　上述新聞均為近兩年新聞曾報導的居家事故，有些事故原因是成人意想不到
的，有些卻是再三提醒但仍然發生的，可見居家環境會因為大人的不當認知、疏
忽及環境的陳設不當而使孩子發生危險。本手冊提供兒童成長特性與安全議題、
居家安全檢核表及居家事故防治重點等資訊，協助使用者從了解孩子身心發展開
始到建立安全防護措施，加強居家安全的知能與概念，一同為孩子營造安全的成
長環境。

【兒童發展安全防護知能】
依據兒童成長年齡分別列出各階段應注意的安全防護重點，協助使用者為孩子營
造安全快樂的成長環境。

【居家安全檢核表】
居家安全檢核表分為「居家環境設施」及「照顧行為」，從硬體及軟體的部分協
助使用者檢視家中環境並做改善。

【居家環境潛在風險與因應】
根據事故傷害統計，孩子在家中受傷的類別按發生比例依序為「跌倒墜落」、「壓
砸夾刺撞傷」、「燒燙傷」、「梗塞窒息與溺水」及「中毒」，使用者透過此章
節瞭解居家受傷類別事故中常見的發生原因，並參考手冊提供的改善策略進行預
防。

台中一名年輕媽媽，在幫七個月大的男嬰洗
澡時，因其他孩子發出哭聲，就到浴室外查
看，把嬰兒獨自留在浴室洗手台，這時男嬰

基隆市一間民宅昨晚 10 點多發生一氧化碳
中毒意外，一家四口母親和 3 名兒子都有
昏迷的現象，所幸員警及時趕至，並叫救
護車將 4 人送醫，救治後目前暫無生命危
險。警、消初步調查是把戶外型的熱水器

樓，趕緊送醫急救，目前還在加護病
房觀察中。

揮舞雙手撥弄到水龍頭，導致熱水流
出，造成腹部下肢 2 級燒燙傷。

【111.04.08 中時新聞網】

【111.06.25 華視新聞】

【110.01.25 YAHOO ! 雅虎新聞】

【111.02.19 聯合報】

安裝在廚房的室內空間，因通風不良
導致意外發生。

意識，救護車趕到後由救護人員接手，
持續給予急救，不過送至醫院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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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至 12 個月】

兒童發展安全防護知能
　　兒童在肢體動作與思想行為上皆與成人大不相同，也因而出現讓照顧者意想
不到的行為，甚至是事故，為此，了解各年齡層兒童因其發展不同而可能有的風
險，是照顧者的必備知能！以下說明兒童在 0-3 歲各階段的發展特性和安全議題，
提供照顧者平時預防兒童發生事故之參考。

發展特性 防護重點

一天的睡眠時間會超過 15 小時

可自行爬行

會自己翻身

尚未能站穩

身形頭重腳輕，
且頸椎尚未發育完全

會把手放入嘴中，還會搜尋可供吸
吮的物體，看到有趣的東西會想
拿，會在手中把玩或是放入嘴中

1.

2.

1.
2.

1.

2.
3.
4.
5.
6.

應隨時看顧孩子的狀況，避免棉被蓋住孩子
的鼻子和嘴巴。
餵奶後拍背讓孩子打嗝，並於喝完後半小時
切勿讓寶寶進行大肢體動作或激烈遊戲， 
避免溢奶的情況發生，而導致窒息的狀況。

避免掉落，應隨時拉上嬰兒床護欄。
避免放置在會翻落的地方，例如：沙發。

避免使用學步車，以免孩子因碰撞傢俱而跌倒
受傷。

危險物品（如：藥品、清潔劑）放置於高處
不讓孩子可拿取。
插座加裝安全防護蓋。
尖角貼上防護條。
門口及樓梯口可加裝柵欄防止孩子墜落。
於孩子爬行動線上不應有物品隨意置放。
勿讓孩子爬入狹小的空間中以免受傷。

搭乘車輛時選擇具後向安裝功能的兒童座椅
或提籃式的兒童座椅。

小東西一定要收拾好，並應選擇無小配件、
不易撕毀的玩具，避免孩子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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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個月至 3 歲】

發展特性 防護重點

喜歡玩水

已有旋開、打開瓶蓋的能力

可以自己起身扶著傢俱站立

會爬樓梯

會借用物體的協助達成目的，如：
利用小椅子拿高處的東西、
利用木棍取得沙發下玩具

身形頭重腳輕，
且頸椎尚未發育完全

會隨時想要跟在主要照顧者身邊

會用手指拿取較小的食物，如
餅乾、切丁水果

1.
2.

孩子如在浴室，大人需在旁陪同，避免溺斃。

固定傢俱、避免滑動，以免孩子跌倒。
餐桌不鋪設桌巾，以防孩子拉扯時，桌上
熱湯跌落。

門口及樓梯口可加裝柵欄防止孩子墜落。

隨時看顧孩子舉動，避免孩子在拿取物品
過程中有跌倒、卡在狹小空間中動彈不得
的情形。

搭乘車輛時選擇具後向安裝功能的兒童座椅
或提籃式的兒童座椅。

保養品、清潔劑、藥罐及遙控器等應妥善收
拾於高處或上鎖的抽屜中，避免誤食。

應在廚房或陽台等門邊加裝柵欄，以明確
劃分出危險區域，避免孩子進入。

小東西一定要收拾好，並應選擇無小配件、
不易撕毀的玩具，避免孩子吞食。

【12 至 18 個月】

發展特性 防護重點
好奇心旺盛 1.

2.

3.

短暫外出辦事、購物時，應帶著孩子或交由家中其他大人
或托育人員臨托，避免孩子獨處時因好奇心趁機嘗試危險
行為。
外出時應隨時留意孩子動態，不讓孩子離開視線範圍，避
免孩子走失。
熱水瓶或其他電器電線應收納好放置高處，避免孩子好奇
拉扯導致燙傷或壓砸傷。

會自己倒水，可控制
的不錯，不過偶爾還
是會噴出來

飲水機或熱水瓶應放高、裝設熱水安全閥，避免孩子自行
使用而燙傷。

會開抽屜，對任何東
西都有探索的興趣

應妥善收拾尖銳物品，並收納在有安全鎖扣的櫃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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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個月至 3 歲】

會左右腳交替一步步上下樓梯、
可以從樓梯第一階上跳下來

會踢球、單腳站、用腳尖站立
或走路

已能奔跑

會丟球、踢球

喜歡在床鋪上翻滾

喜歡玩扮演遊戲

身形頭重腳輕，
且頸椎尚未發育完全

會攀爬傢俱

盪鞦韆或騎三輪車懂得手腳
一起施力，不過有時會忘記
注意前方以致撞上其他物體

應養成走路手牽手、穿越道路抓手腕的習慣，避免
孩子外出時，隨意奔跑或衝出發生事故。

勿讓孩子在路口、門口玩耍，避免孩子在追球時與
車輛產生衝突。

可在地板上鋪設軟墊， 避免墜落撞傷。

留意孩子模仿自己的危險舉動，如：開瓦斯、倒開水，
發現危險行為立刻加以制止。

搭乘車輛時選擇具後向安裝功能的兒童座椅或提籃式
的兒童座椅。（註 1）

勿將板凳放置於以下場所：

隨時看顧孩子的舉動，避免在遊戲時撞傷。
教導孩子遊戲時應注意前方動態，避免撞到其他
物體。
由於幼童的控制與應變能力尚未成熟，具備動力
之運動設備（如：腳踏車、滑板車）應在安全的
空地使用。

1.

2.

1.
2.

3.

主要照顧者應隨時跟在孩子身後，注意孩子動態。

可鋪設軟墊，防止跌倒撞傷。

餐廳內，避免孩子站在板凳上拿取熱湯造成燙傷。
陽臺內，避免孩子站在板凳上翻落而造成墜樓。
浴室內，避免孩子站在板凳上跌落浴缸，且應於
地板及浴缸內加裝止滑條。

加裝電器防護用品， 如：洗衣機加裝防開啟裝置、
電風扇加裝防護網。

註 1. 根據「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第 4 條規定：
小型車附載幼童行駛於道路時，應將幼童依下列規定方式安置於安全椅：

1
2
3

一、年齡在二歲以下者，應安置於車輛後座之攜帶式嬰兒床或後向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縛或定位。
二、年齡逾二歲至四歲以下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者，應坐於車輛後座之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縛或

定位，並優先選用後向幼童用座椅為宜。

發展特性 防護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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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環境設施 - 提供安全的環境及定期檢查】

居家安全檢核表
　　「家」是兒童最常發生事故的場所，因此營造一個安全的兒童居家環境是十
分重要的預防工作，以降低及減緩嬰幼兒發生事故的傷害程度。兒童照顧者可透
過下列檢核表檢視居家環境的佈置及照護幼兒的行為是否恰當，希望兒童照顧者
能養成隨時自我檢視及反省的習慣，讓孩子都能快樂安全的成長。

檢核
項目 檢核內容 O X

門

通往室外門設有嬰幼兒無法自行開啟之門鎖。

所有室內門有防反鎖裝置或備有鑰匙。

浴室門、廚房門有設置安全護欄或隨時緊閉。 

鐵捲門開關及遙控器放在嬰幼兒無法觸碰的地方。

鐵捲門裝有偵測到物體則立即停止之安全裝置。

陽台

陽台有堅固不易攀爬之圍欄（圍牆）且高度不得小於 110 公
分，十層樓以上不得小於 120 公分，底部與地面間隔低於 10
公分。

陽台不可有供攀爬的橫式欄杆，且欄杆間隔需小於 10 公分或
有避免鑽爬裝置。

陽台不能放置可供嬰幼兒攀爬的傢俱、玩具、花盆等雜物。

地板 嬰幼兒活動範圍內地板平坦、不濕滑，並鋪設防滑防撞軟墊。

逃生
出口

除了正門外，另有供緊急逃生用之後門、陽台或窗戶。

逃生門 ( 窗 ) 圍欄維修狀況良好（如：無生鏽、掉漆、鬆動等）；
鑰匙置於嬰幼兒無法取得的明顯固定位置。

逃生的通道、門、窗前無堆置任何雜物，保持淨空。

窗戶

窗戶高於 110 公分。

窗戶設有防跌落的安全裝置 ( 嬰幼兒無法自行開啟或加設護欄 ) ，
且在窗戶旁不放置可攀爬之傢具或物品。

窗簾拉繩長度及收線器位置為嬰幼兒無法碰觸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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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
樓梯

樓梯有完好且堅固之扶手或欄杆，欄杆間距應小於 6 公分或有
避免鑽爬的裝置。

樓梯的臺階應鋪設有防滑或其他安全措施，以利嬰幼兒行走及
安全。

樓梯出入口設有高於 85 公分，間隔小於 6 公分及嬰幼兒不易
開啟之穩固柵欄。

傢具
設施

傢俱及家飾 ( 如雕塑品、花瓶、壁掛物、水族箱等 ) 平穩牢固，
不易滑動或翻倒。

傢具無凸角或銳利邊緣，或已做安全處理。

櫥櫃加裝嬰幼兒不易開啟之裝置。

摺疊桌放置在嬰幼兒無法接觸到的地方。

電器
用品

密閉電器 ( 如：洗衣機、烘乾機、冰箱等 ) 或其他會造成窒息
之用品，放置於嬰幼兒無法碰觸的地方。

座立式檯燈、飲水機、熱水瓶、微波爐、烤箱、電熨斗、電熱器、
捕蚊燈等會造成燒燙傷之用品置於嬰幼兒無法觸碰的地方。

電器用品放置平穩不易傾倒，其電線隱藏在嬰幼兒無法碰觸或
拉動之處。

電
線、
插座

插座置高於 110 公分以上，或隱蔽於傢俱後方、使用安全防護
( 例如加裝安全護蓋 ) 等方式讓嬰幼兒童無法碰觸。

電線固定或隱藏在嬰幼兒無法拉動或碰觸之處。

瓦
斯、
熱水

器

裝設瓦斯漏氣偵測相關裝置 ( 如瓦斯防漏偵測器等 )。

燃氣熱水器裝設在室外或通風良好處；燃氣熱水器裝設於室內
或陽台加蓋等空氣不流通處所，應使用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消防
設施

室內每一樓層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備有使用期限內之滅火器且置於成人易取得，嬰幼兒無法碰觸
的地方。

檢核
項目 檢核內容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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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收納

維修工具、尖利刀器、刀劍飾品、玻璃飾品、圖釘文具等會造
成割刺傷的危險物品收納於嬰幼兒無法碰觸的地方。

打火機、火柴、易燃物品等會造成燒傷的物品收納於嬰幼兒無
法碰觸的地方。

繩索、塑膠袋、保鮮膜、錢幣、彈珠、鈕扣或其他直徑 3.17
公分的物品等會造成窒息傷害的物品收納於嬰幼兒無法碰觸的
地方。

電池、有機溶劑、清潔劑、殺蟲劑、鹼水、酒精、含酒精飲料、
藥品等有毒危險物品，外瓶貼有明顯的標籤及成份，並放置於
嬰幼兒無法碰觸的地方。

開罐器、研磨器、食物處理機的組件、刀子、保鮮膜盒的銳利
邊緣、削皮刀、餐具應收好放置在有加裝防範嬰幼兒的安全鎖
之抽屜或櫥櫃中。

含毒觀賞盆栽 ( 如黃金葛、萬年青、聖誕紅、杜鵑、劍蘭等 ) 
置於嬰幼兒無法碰觸的地方。

睡眠
設備

嬰幼兒睡床外觀無掉漆、剝落、生鏽、鬆動等狀況。

嬰幼兒睡床有穩固的防跌落措施，邊緣及圍欄做圓角處理，若
有柵欄，間隙應小於 6 公分。

嬰幼兒睡床之附屬配件或自行加裝之附件穩固。

沐浴
設備

浴室地板及浴缸內有防滑措施或扶手。

浴缸、臉盆、洗臉槽、水桶不儲水或加蓋。

緊急
狀況
處理
設備

緊急聯絡電話表置於固定明顯處。 

備有未過期急救用品之急救箱，並置放於成人易取得，嬰幼兒
無法碰觸的地方。（急救用品：體溫計、無菌紗布、無菌棉支、
OK 繃、繃帶、生理食鹽水、冰枕或冰寶等）

檢核
項目 檢核內容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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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行為 - 強化良好的照顧行為及安全習慣】
類別 檢核內容 O X

跌倒
墜落

若不小心潑灑飲料或食物時，要立即清理乾淨以防滑倒。

樓梯間無任何雜物。

燒燙
傷

洗澡的相關物品已備妥，才帶嬰幼兒進浴室。

準備洗澡時先放冷水，再放熱水，把嬰幼兒放入浴盆前再檢測
一次溫度。

將熱食物遠離桌邊或廚台邊緣。

窒息

不餵食嬰幼兒整粒湯圓、核果、葡萄。

知道長牙的嬰幼兒喜歡亂咬， 給予的玩具會特別注意是否有易
脫落的小物件。

知道回奶及吐奶易嗆到嬰幼兒，引起窒息。

會留意棉被、衣物、枕頭是否會蓋住嬰幼兒的鼻子造成窒息。

不會將奶瓶撐在某處給嬰幼兒喝。

不用繩子縛住奶嘴，掛在嬰幼兒的脖子上。

幫嬰幼兒洗澡時，絕不因電話或電鈴響而離開將嬰幼兒單獨留
下。

家中若有大型容器（如：浴缸、水桶等），無人使用時不可儲水。

了解烘乾機、洗衣機的危險性，並隨時保持關閉的狀態，且未
放置供攀爬的設備或用品。

勿讓 4 個月內的嬰幼兒於睡眠中趴睡（註 2）。
如有必要讓嬰幼兒趴睡，務必保持睡眠環境無任何影響嬰幼兒
呼吸之障礙物，及不得讓嬰幼兒獨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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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

不教幼兒學習開啟藥罐的安全開關盒蓋。

噴灑殺蟲劑或消毒清潔劑時，會先帶開嬰幼兒。

不會拿吃的藥騙幼兒說是巧克力或糖果。

不會任意給幼兒服（抹）用藥劑（如：食慾促進劑、八寶散、
紅花油）。

選擇良好浴室玩具給嬰幼兒，而非空的藥物罐、舊化妝品罐。

針對會造成中毒的危險物品，如：殺蟲劑、清潔劑、鈕扣型電
池、藥品…等，用畢後妥善放置，即使是保健藥品如：維他命
也要妥善放置，不讓嬰幼兒隨意取得。

詳讀每件產品的標籤，了解廠商所提示的警告事項。

每件藥品、清潔劑上的標籤以及瓶子，請保留原狀不隨意更動。

丟棄過期、無用的藥物時，將安全瓶蓋拴好整瓶丟或是將內容
物傾倒於廁所馬桶內立刻用水沖掉。

含毒溶劑與藥品與食物分開存放。

含毒溶劑及藥品不以食品容器（如：汽水瓶、杯碗等）盛裝。

註 2：勿讓 4 個月內之嬰幼兒於睡眠中趴睡。
嬰兒因頸椎發育尚未完全，趴睡時如果呼吸道受阻，很容易因無法轉頭而窒息；雖然坊間有嬰兒用之透
氣安全枕，但過去也曾發生嬰兒趴睡上面時因口水流太多，同樣造成呼吸道阻塞猝死案例，因此最好勿
讓 4 個月以下嬰兒於睡眠中趴睡，以確保安全。

類別 檢核內容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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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環境潛在風險與因應

（一）地板

一、跌倒、墜落事故預防策略

　　在居家環境中跌倒、墜落是最常見的意外，以高處墜落及濕滑地面為常見原
因，如果跌倒後接觸的地面為硬質地面則可能使傷害更加嚴重，以下針對傷害源
以及防護措施進行說明：

家中地板多以磨石子、磁磚等堅硬
材質為主，孩子不慎跌倒會加深受
傷程度。

浴室地板濕滑、未保持乾燥，會讓
孩子滑倒。

▲居家地板鋪設磁磚

▲浴室地板濕滑

▲在孩子常活動地點鋪設軟墊

▲浴室內加裝止滑墊或止滑貼紙

在客廳或臥室等孩子常活動的地點
鋪設軟墊，降低孩子受傷程度。

洗完澡應養成隨手擦乾浴室地板
的習慣。
浴室地板可加裝止滑地墊、止滑
貼紙等用品，增加地面摩擦力避
免滑倒。

1.

2.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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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陽台、客廳與臥房等居家空間窗戶及陽台

於窗戶旁邊擺放桌椅、堆疊書報等物
品容易讓好奇的孩子攀爬，若窗戶又
沒有使用防護裝置，就可能造成墜樓
的事故。

▲窗戶未使用防護裝置

▲客廳窗戶旁放置沙發，陽台窗戶
旁擺放報紙、書報等物品

▲窗戶使用隱形鐵窗、防護裝置

▲客廳與窗戶旁淨空

各居家空間旁都應淨空，不要擺放讓
孩子攀爬的物品，且加裝防護裝置。

風險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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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床

陽台圍欄空隙太大，孩子容易鑽過
縫隙，或是攀爬女兒牆而造成墜樓
事故。

孩子常從沒有護欄防護的床上跌落。

▲陽台圍欄空隙太大且未做防護

▲四周無護欄的成人床鋪，且為硬
質地板

▲陽台外圍裝設安全防護網

▲陽台欄杆應為直式且高度在 120
公分以上、間隔小於 10 公分

▲有護欄的嬰兒床，四周鋪設軟墊

最好讓孩子睡嬰兒床或加裝護欄，
並於四周鋪設軟墊，降低跌落受傷
程度。

防止孩子進入陽台，於入口處設
置防止進入柵欄。
裝設安全防護網。

1.

2.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應在 120 公分以上

應小於 1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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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中樓梯

當孩子剛學習爬行、練習走路時重心
不穩，容易從樓梯滾下受傷。

▲樓梯無防滑設施、出入口無防護
裝置

▲在樓梯設置防止進入柵欄

▲在樓梯加裝防滑條

在家中樓梯加裝止滑條，且樓梯出入
口處設置防止進入柵欄，並將安全扣
安裝在高處。

風險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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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壓砸夾刺撞傷事故預防策略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壓砸夾刺撞傷的事故層出不窮，但因其造成的傷害較
不嚴重，也常被成人忽略，然而卻在嚴重事故發生後讓照顧者後悔莫及，以下針
對容易對孩子造成嚴重傷害的危險因子與改善策略進行說明：
（一）較重的家庭用品：如：電視機、音箱、炒菜鍋等

電視、音箱常放置在電視櫃上，有時
甚至會有部分機座懸空的狀況，都可
能因重心不穩砸傷孩子。

大人總是習慣將鍋剷或炒菜鍋柄朝外
擺放，卻可能讓孩子容易接觸、拉扯
造成砸傷的危險。

▲部分電視機座懸空放置在櫃子上

▲鍋鏟或炒菜鍋柄朝外擺放

▲電視機座整個穩固的放在櫃子上

▲鍋鏟或炒菜鍋柄朝內擺放

電視或音箱整個機座應放置在穩固
的櫃子上，且電視、音箱底座離櫃緣
至少 10 公分。

將鍋剷或炒菜鍋柄朝內擺放。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需至少距離 1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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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屜、櫥櫃、門窗

（三）電器用品，如電扇等

兒童夾傷事故中，以被抽屜、櫥櫃、
門窗夾到為最主要的受傷原因。

常見電扇夾傷、絞斷孩子手指；或頭
髮捲入的事故。

▲抽屜未使用防護設備

▲電扇未做防護

▲將抽屜裝上安全鎖扣

▲使用防護網

使用防護用品，避免孩子隨意開啟
抽屜，降低夾傷的機率。

電風扇使用防護套，避免孩子的手指
夾傷、頭髮纏進電扇內。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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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折疊桌

（五）折疊椅

折疊桌因桌面重桌腳輕而不穩定，孩
子常喜歡在桌子下遊戲，所以總會看
到夾傷孩子甚至造成窒息的事故。

▲折疊桌任意放置在孩子容易碰觸
的地方

▲使用孔洞椅子

▲折疊桌收放在孩子碰觸不到的地方

▲使用無孔洞椅子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若無法避免使用折疊桌，可選購
有安全扣環的產品，於使用時加
以固定。
應養成習慣，使用完就收到孩子
碰觸不到的位置，如保持門關閉
的陽台。

應避免使用有孔洞造型的椅子。孩子容易將手指伸進小孔洞中，
使手指卡住無法拔住，嚴重將導
致血液不循環，影響手指功能。
折疊椅會夾傷孩子。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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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開罐器、研磨器、食物處理機的組件、刀子、

保鮮膜盒的銳利邊緣、削皮刀、餐具

（七）牆壁邊緣或家具尖銳處

上述物品都有銳利邊角，若孩子拿來
把玩會發生割刺傷的危險。

孩子活動力旺盛，但注意力不足常在
牆角處撞傷。

▲上述物品任意放置在餐桌、流理台上

▲尖銳的桌角或櫃角

▲抽屜 / 門櫃使用安全防護扣

▲桌角、櫃角使用
轉角防護墊

▲牆角以防撞護
條包覆

將尖銳的器具放置在加裝防範兒童的
安全鎖之抽屜或櫥櫃中。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牆角使用防撞護條包覆，吸收孩子
碰撞的力道，降低受傷嚴重程度。
除盡量購買圓角的傢具外，可用轉
角防護墊包覆，避免孩子因尖角而
受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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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燒燙傷事故預防策略

　　根據「臺灣地區大面積燒傷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以熱液與火焰的燒燙傷
事故為最多，而從 106-111 年間新聞報導的居家事故可發現，燒燙傷事故所造成
的傷害更是不容小覷，如何避免事故發生更是照顧者的重要課題，以下針對各種
傷害源與預防方法進行說明：
（一）插座

幼兒燒傷事件多是因玩電器插座或
是家電用品插頭所引起，孩子如將剪
刀或其他金屬材質物品塞入插座中，
也會造成觸電的危險。

▲孩子可輕易玩插座孔 ▲將插座使用安全防護蓋

將家中的插座、插頭使用防護用品，
避免孩子直接碰觸。

風險 策略

（二）熱水、熱湯、熱咖啡

孩子若輕易接觸盛裝熱水或熱咖啡的
飲水機、熱水瓶或咖啡壺，即有可能
造成燙傷的危險。

▲熱水瓶放置在孩子可輕易拿取的
地方

▲將飲水機、熱水瓶與咖啡壺放在
孩子無法輕易接觸的地方

將飲水機、熱水瓶及咖啡壺放置在孩
子接觸不到的地方，並將電線收好，
避免孩子拉扯電線導致熱水瓶或咖啡
壺倒下而燙傷孩子。

風險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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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庭設定的熱水溫度都滿高的，
當照顧者疏於照顧時，就可能讓孩子
發生燙傷的事故。

▲溫度偏高 ▲將溫度指標調至低溫

風險 策略

將溫度指標調至低溫或 40 度，萬
一孩子打開熱水也不至於被燙傷。
先放冷水再放熱水，以免孩子不慎
跌入浴缸時被熱水燙傷。

1.

2.

大人有時貪圖便利，將煮好的熱湯或
半成品放在廚房的小櫃子上。當放置
不穩而孩子又能任意出入時，就可能
造成孩子燙傷。

▲孩子可輕易進入廚房，或將湯鍋
放在可觸及的地方

應隨手將廚房門關上或設置防進
入柵欄，勿讓三歲以下的幼兒進
入廚房。
應把湯鍋放在孩子無法碰觸到的
地方。

1.

2.

風險 策略

▲廚房入口設置防進
入柵欄

▲湯鍋放在孩
子無法觸及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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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器用品，如：熨斗、電燈、電熱器、捕蚊燈、烤箱、微波爐

上述用品均會產生熱度，若孩子碰觸
到即會造成燙傷。

▲電器任意放在孩子可接觸到的地方
▲烤箱、微波爐使用防開啟裝置

風險 策略

熨斗在成人未使用時，應將插頭拔
下，使用後應將熨斗放在孩子碰不
到的地方。
電熱器、捕蚊燈等電器，不要放在
孩子摸得到的地方。
針對烤箱或微波爐等有門的電器，
可使用防開啟裝置避免幼童開啟。

1.

2.

3.

（三）易燃燒物品，如：打火機、火柴、蠟燭

許多導致兒童燒燙傷的火災事故，多
因兒童玩火所造成。

▲打火機、火柴隨意的放在桌上 ▲收納在有蓋的盒子中，並放在兒童
無法取得的櫃子上

將易燃燒物品收在兒童無法拿取的
地方。

風險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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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梗塞、窒息與溺水事故預防策略

　　根據本會定期蒐集的新聞報導，發現每年發生此類型事故相當多，以下針對
可能造成此類事故的傷害源與因應策略進行說明：
（一）窗簾繩

一般居家環境習慣將窗簾繩垂放在
窗戶旁邊，孩子若能輕易接觸，常會
繞著頸部進而發生窒息的危險。

▲窗簾繩任意垂放在沙發或嬰兒床
旁，易導致孩子在玩耍時，不小
心被繩索勒住窒息

▲將窗簾繩妥善整理與收納

將窗簾繩子綁高或使用收納物品。

風險 策略

（二）枕頭、棉被等寢具

未滿四個月的嬰幼兒頸椎發育尚未完
全，無法自己翻身或轉頭，若趴睡或
使用過軟過重的寢具，均可能發生窒
息的危險。

▲讓嬰幼兒趴睡或寢具過重 ▲嬰幼兒仰睡，且寢具不會過重

小提醒：國民健康署表示 1 歲以下嬰幼兒請勿使用枕頭。

風險 策略

避免使用過軟或過重的寢具。
頸椎發育尚未完全的嬰幼兒不應
趴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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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衣機、浴缸、臉盆等可蓄水器具

少數成人有在浴缸或臉盆蓄水的習
慣，卻不知道即使水位不高也有可能
讓孩子溺斃。

孩子會因為想看洗衣機轉動，卻不慎
摔入發生溺斃的事故。

▲浴缸與臉盆均蓄水

▲孩子可輕易接觸或進入洗衣機內

▲浴缸、臉盆無蓄水

▲洗衣機旁的環境淨空

陽台門保持關閉

▲

不應蓄水，以免孩子不慎摔入溺斃，
如有必要蓄水，浴室的門應保持關閉
的狀態。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應保持陽台的門關閉或設置防進
入柵欄。
洗衣機旁不可放置可攀爬的椅子
或傢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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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如果凍、糖果、小蛋糕、貢丸、口香糖

（五）錢幣、玩具或彈珠等小物品

上述這些食品容易造成孩子在食用
時，因咀嚼不夠直接吞食而導致梗塞
甚至是窒息的危險。

孩子不管拿到什麼都喜歡放在嘴裡，
上述物品均有可能造成孩子窒息。

▲嬰幼兒直接吞食而梗塞

▲上述物品任意放置在客廳茶几

▲將食物切小塊一點

▲上述物品收納在使用防護措施的
抽屜或櫥櫃

家長應避免給年幼的小孩食用容易
導致梗塞的食物，如要食用則是將食
物切小塊一點，方便嬰幼兒咀嚼。

將小東西妥善收納在孩子拿不到的
抽屜或櫥櫃。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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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毒事故預防策略

　　端午節前夕或是寒流來襲，兒童中毒的事故常接二連三發生，亦常造成嚴重
的傷害，以下針對中毒事故的傷害源與因應策略進行說明：
（一）清潔用品、鹼水、藥物與電池

有時照顧者會用其他瓶罐分裝清潔
用品或鹼水，且放置在餐桌、流理
台、浴室等孩子可能輕易接觸的地
方，孩子因好奇取用極有可能造成
誤食的危險。

有時候孩子拿到東西都會往嘴裡塞，
若是誤食電池、藥物，電池會釋放化
學藥物腐蝕食道，藥物也會對孩子身
體產生不良的影響。

▲把清潔用品任意放在浴室地面

▲電池、藥物任意擺放在孩子可以拿
取的地方

▲清潔用品、鹼水有清楚標示並擺放
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抽屜或櫥櫃使用防開啟裝置

將小東西妥善收納在孩子拿不到的
抽屜或櫥櫃。

手錶及玩具內裝置的小電池與尚未服
用完的藥物，應收納在孩子接觸不到
的抽屜或櫥櫃內。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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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水器

（三）有毒盆栽

冬天常會有一氧化碳中毒的新聞，原
因通常是熱水器安裝在室內且窗戶完
全緊閉，因空氣無法流通而造成中毒
事故。

需注意家中常在陽台、客廳栽種觀賞
之盆栽的植物或花是否有毒，讓孩子
有碰觸到誤食而導致中毒的可能。

▲熱水器安裝在室內

▲孩子容易直接觸摸有毒植物

▲熱水器安裝在室外；若安裝在室
內應加裝強制排氣裝置，並注意
與戶外空氣流通

▲將盆栽高掛，避免孩子直接碰觸

熱水器應安裝在通風良好處，安裝
在室內則應選用具有合格標誌的強
制排氣裝置。

避免在家中種植有毒盆栽，如要種植
可將盆栽放高，避免讓孩子觸碰。常
見的有毒植物：黃金葛、聖誕紅、水
仙、長春花（又名日日春）。

風險

風險

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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