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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一氧化碳中毒何謂一氧化碳中毒 ??

一氧化碳:
– 無色、無味、無臭、無刺激性的氣體

– 瓦斯不完全燃燒釋出

– 一般人常在無意中發生中毒而不自知

– 喪失生命或產生腦部永久的損傷

– 對血色素的親合力為氧氣的200倍以上

– 體內組織由於無氧可用便造成缺氧反應



一氧化碳中毒症狀一氧化碳中毒症狀

立即症狀:
– 頭痛、頭昏、噁心、嘔吐、心悸、眼花、四
肢無力、嗜睡、心肌梗塞、心律不整、昏
迷、抽搐及死亡

延遲症狀:
– 遲發性腦病變，智能減退、大小便失禁、步
態不穩、行為退化



一氧化碳常見的來源一氧化碳常見的來源

1.火災

2.加溫或取暖系統燃燒不完全

3.汽車或引擎的廢氣

4.職業暴露



化學性危害的意涵化學性危害的意涵

何謂物質:
– 泛指一切佔據空間並具有質量的事物

– 火

– 空氣

純物質:
– 具固定組成,特定不變之性質

– 純水(H2O)
– 自來水



物理性質:
– 係指一物質可以被觀察到,但不會造成此物質
轉變成另一物質的特性

– 氣味,顏色

– 水…….冰……….水蒸氣

化學性質:
– 係指一純物質所具備產生化學變化,轉變成另
一物質的潛勢相關特性

– 鐵………..鐵銹



化學性危害:
– 在環境職業衛生中,係指物質與人體接觸,因
其化學性質,對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傷害

– 人類於使用化學物質因管理不當,或使用不慎,
所造成的意外事件 – 火災,爆炸

常見的職業化學性危險:
– 加油站員工….有機溶劑….苯
– 電鍍業….六價鉻

– 餐飲業….油煙

– 果農….農藥



有機溶劑的危害有機溶劑的危害

苯,甲苯,二甲苯,
環烷

急性症狀
– 興奮,噁心嘔吐,

呼吸急促,急性
肺水腫

慢性症狀
– 記憶力異常,注

意力異常,憂鬱,
具攻擊性,貧血

酮醇類

急性症狀
– 眼鼻喉刺激,頭

熱臉紅,興奮多
話,無方向感, 
昏睡,意識不清

慢性症狀
– 視力模糊,肝硬

化,腸胃炎,多
發性神經炎

含氯氟類

急性症狀
– 眼鼻喉刺激,意

識不清,麻醉,
新率不整,肺水
腫…

慢性症狀
– 疲倦,食慾減退,

肝腎損傷,喪失
記憶力



正己烷正己烷 –– 多發性神經病變多發性神經病變

1983年,一對國中畢業不久的表兄弟,在彩色印
刷工廠工作一個多月 ---
– 手腳虛弱

– 體重減輕

– 爬樓梯有困難

– 四肢由下而上的感覺麻木

– 肌肉萎縮



四氯化碳中毒四氯化碳中毒

染整工廠

– 使用四氯化碳清洗有
污點的布料

– 眼白發黃

– 無精打采,渾身無力

– 化學性肝炎

彩色印刷工廠

– 使用四氯化碳清洗印
刷機台

– 渾身無力,食慾減退

– 肝功能異常,肝壞死

– 無尿 – 尿毒 – 腎壞死



收費站員工收費站員工 –– 多環芳香族多環芳香族

暴露於PAHs會增加致癌機率

主要發生的癌症:肺癌,皮膚癌

大氣中PAHs的主要指標污染物: B(a)P
B(a)P的健康危害

– 皮膚病, 呼吸道疾病,神經系統受損

PAHs職業暴露者得肺癌的機率為一般人的16倍
暴露濃度:1595 ~ 20510 ng/m3

(267/indoor;209/outdoor)



半導體廠半導體廠 –– 砷暴露砷暴露

急性危害:
– 腹瀉,嘔吐

– 肝腎損傷

慢性危害:
– 體弱,昏睡,腹痛

– 皮膚病變

– 腎病變

– 癌症

– 心血管,末梢血管病變

砷在半導體製程之應用

– 晶體形成增長

– 離子植入與擴散

– 氣相磊晶與化學氣相沉積

砷製程維修人員為高暴露群

30年之為修工作,因砷暴露
產生的終身癌症風險為: 
2.1 x 10-4



錳錳 –– 巴金森氏症候群巴金森氏症候群

生產錳鐵及鑄造的鐵工廠

走路不穩

動作遲緩

面無表情

手足肌肉僵硬

講話結巴

記憶力減退

輕微顫抖



實驗室常見的毒性物質實驗室常見的毒性物質

砷化物

鋁化物

酸與鹼

有機溶劑

馬子錢鹼

氣體鋼瓶

砷酸鹽

氫氧化鋁

HCl,H2SO4,HNO3,C2H5COOH, 
(HCOOH)2

NaOH,Na2CO3

KMnO4,K2Cr2O7,Hg
CH3OH, CHCl3,CCl4, 
C6H12,C6H10,C6H6,C6H5NH2

H2,He,O2,C2H6,Ar, CO2



氣傳化學污染物的型態氣傳化學污染物的型態

氣態污染物(氣體,蒸氣):
– 窒息性物質:氮氣,二氧化碳,一氧化碳

– 刺激性物質:酸,鹼
– 麻醉性物質:乙醚,乙烯

– 毒物:硫化氫,苯
粒狀污染物(含纖維物質):
– 高致塵肺物質:石綿,游離二氧化矽



物質進入人體的途徑物質進入人體的途徑

吸入 - 肺臟

攝食 – 消化道

皮膚吸收

眼睛接觸

注射

傷口



影響呼吸吸收的因子影響呼吸吸收的因子

空氣中毒性物質的濃度

毒性物質在血中或組織中的溶解度

毒性物質分子或粒子的大小

呼吸速度

暴露時間

呼吸道功能



影響攝食吸收的因子影響攝食吸收的因子

毒性物質分子的大小

毒性物質的脂溶性

是否可藉主動運輸吸收

毒性物質的酸鹼特性

毒性物質停留於消化道的時間

肝膽循環



影響皮膚影響皮膚,,眼睛吸收的因子眼睛吸收的因子

水溶性皮膚的狀況

脂溶性



化學危害化學危害 –– 急性症狀急性症狀

嚴重噁心,嘔吐,腹瀉

肌肉顫動,痙攣,衰弱,
痲痺

昏昏欲睡,神智不清

興奮,無法入睡,恐懼
驚慌

不尋常的臉色潮紅,
蒼白,皮膚成藍色

嘴巴或皮膚有灼熱感

腐蝕,水腫

不明原因的疼痛

呼氣有異味

尿液顏色異常

呼吸緩慢,費力

瞳孔異常收縮或放大

休克,心跳停止



化學危害化學危害 –– 慢性症狀慢性症狀

胃潰瘍

體重減輕

耳鳴

腦力退化,腦功能失常

骨骼疏鬆

貧血

塵肺症

氣喘,肺氣腫

肌肉無力

皮膚炎

腎功能異常

心律不整

肝功能異常

神經系統疾病

視力模糊,視野變窄

腸胃炎



影響化學性危害的因子影響化學性危害的因子

毒性物質本身的毒性

毒性物質存在的形式

毒性物質的濃度

暴露途徑

暴露頻率

暴露時間



劑量劑量 –– 反應關係反應關係



物質的毒性強度分類物質的毒性強度分類

老鼠, 口服

LD50, mg/kg
老鼠, 吸入

LC50, ppm

兔子,皮膚塗抹

LD50, mg/kg

劇毒 < 5 < 10 < 5

極毒 5 ~ 50 10 ~ 100 5 ~ 44

非常毒 50 ~ 500 100 ~ 1000 44 ~ 350

中等毒 500 ~ 5000 1000 ~ 10000 350 ~ 2820

微毒 5000 ~ 15000 10000 ~ 100000 2820 ~ 22600

幾乎無毒 >15000 > 100000 > 22600



物質毒性的基本概念物質毒性的基本概念

凡是物質皆具毒性

毒性大小不等同危害

化學物暴露量的大小是決定危害的主要因子之一

暴露量的增加,造成危害產生的發生率增加,並不描
述危害嚴重性的變化

藉由控制暴露量,可以有效的危害管理

安全劑量存在與否,取決於物質的毒理特性 – 閾值

所謂閾值,係指當暴露量低於此劑量值時,不會造成
危害



降低化學性危害的基本概念降低化學性危害的基本概念

以管理化學物的暴露量,達到降低危害的目標

化學物發生源

化
學
物
傳
輸
路
徑

化學物接受者



管理暴露量的技術管理暴露量的技術
化學物發生源的管制:
– 取代

– 密閉

– 改變製程

化學物傳輸路徑的管制:
– 整體換氣

– 局部排氣

化學物接受者的管理:
– 工作時數的管制

– 防護具的應用

– 健康管理



法規管理暴露量的方式法規管理暴露量的方式

容許濃度標準

– IDLH,TWA, STEL, Ceiling
自動檢查辦法

預防標準與規則

– 有機溶劑,鉛,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 粉塵,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急性暴露的處理急性暴露的處理

吸入:
– 移離污染源

– 給予純氧

皮膚接觸:
– 以清水沖洗

– 移去衣物

眼睛接觸:
– 以清水沖洗

消化道:
– 酸鹼:以水稀釋,不
可催吐

– 鹽類:給予活性碳,
不可催吐

送醫治療



自我保護的概念自我保護的概念

應了解工作場所中,使用的原料,副產物,產
物的成分與可能危害 – 物質安全資料表

應能正確的使用各種防護設施,並且知道
其確實所在的地方

應對自己的身心健康狀態有所警覺 – 定
期健康檢查



結結 論論

處處留心皆毒物

小心駛得萬年船

不是不報,時候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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