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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安全衛生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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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認識職業災害及其成因

職業傷害之類型

職業傷害之預防

職業疾病之類型

職業疾病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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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料、
材料、化學物品、蒸氣、粉塵等或
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
勞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統
稱為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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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發生之骨牌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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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害之主要類型

電氣災害

機械、設備之危害

人體墜落與物體飛落

火災、爆炸

中毒



6

電擊
‧胸部肌肉收縮，妨礙呼吸，導致窒息而死
‧神經中樞痲痺，導致呼吸停止
‧引起心肌局部顫動，而妨礙正常心跳
‧由大量電流產生的熱，使組織、器官、神經中

樞及肌肉出血或壞死

放電火花引起火災爆炸

因電擊、感電而引起墜落、被捲
、被夾等二次傷害

電氣災害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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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年8月21日13時左右， ○○○冷氣公司派罹災者呂
○仁至台北市昆明街○○號○○實業公司公司頂樓查
看水塔漏水情形（據客戶稱：呂○仁約於14時左右到
達該頂樓現場修理。），因久未見修妥，於當日下午
16時左右即自行至現場察看，始發現呂○仁仰躺在冷
卻水塔之間的管路上，右腳夾在避雷針鐵架與冷卻水
塔之間，左腳壓在電線上；經用手背觸碰呂○仁的
腳，發覺其身上帶電，切斷電源並即向119求救，經
送往和平醫院急救後不治死亡。研判呂○仁於查修冷
卻水塔時，因穿著涼鞋，左腳觸及一一六伏特之裸
線，右腳觸及避雷針之鐵架，加以地面潮濕，構成不
隨意電流迴路，流經身體，筋肉發生痙攣，而失去運
動自由，無法脫離，加以未立即切斷電源，時間過長
導致休克死亡。

電氣災害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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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災害之成因

電擊事故發生之原因
‧電氣作業中觸及帶電部位
‧電氣設備漏電並觸及漏電處所
‧電氣配線絕緣被覆老化、損傷觸及露出電線或開關外蓋

破損觸及內部帶電部位

電氣火災發生之原因
‧過電流:短路、接地(漏電)、過載
‧電氣火花電弧:高壓放電火花、短時間之電弧放電、接點

動作接觸時之微小火花
‧接觸不良
‧電熱器、電氣乾燥箱等使用或裝置不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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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災害之防止
小電壓法。

遙控方法。

減低電路對地電壓。

非接地配電方式。

電氣設備接地。

裝設漏電斷路器。

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電氣作業時採取必要之措
施。

加裝有漏電斷路器之
電磁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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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火災之防止
電線不超過其安全電流。

電線與器具連接應確實。

電動機不可超載使用。

電動機、變壓器等電氣機械應定期檢查其絕緣電阻，確定在
安全限度內。

檢查絕緣電線、電器器具有無損傷、包紮有無不良。

電氣開關周圍不得放置易燃品。

電氣配線與建築物間應保持充份安全距離。

有引起火災爆炸之虞之危險場所應使用適於該場所之防爆型
電氣設備。

電熱器應注意不得接觸易燃物品，電氣乾燥爐(箱)內乾燥物
不得過熱，若含有易燃性成份時，應設有良好排氣措施。

不得擅自使用銅絲、鐵絲代替保險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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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之危害

－移動

撞擊、擠壓、刺戳、切割、拖帶、提升

－轉動

捲入、切割、擠夾、飛擊

設備之危害

－爆炸

機械、設備之災害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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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災害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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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內壢廠於2005年05月01日因鍋爐爆
炸，引起爆炸，造成廠區重大傷害並引起四
周環境重大衝擊。

設備災害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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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災害之預防

機械之安全防護

隔離或防護物

安全裝置

連鎖

設備之安全防護

安全裝置

加強檢查

注意運轉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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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辦公室中常見的影印機有何潛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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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落、物體掉（飛）落危害

墜落災害是因人或物體受地
心引力作用，自空中掉落於
地面，若碰撞堅硬之物體或
地面，而造成人體或物體損
壞，一般分為人體墜落、物
體掉落兩大類，不論何種現
象，大多會造成人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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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安平工業區內的南一書局，於94.5.21
上午九點三十六分時，倉庫內堆放得比人還高
的教具突然傾斜，隨即有如骨牌效應一般整排
倒塌，七名工人來不及閃避，被倒下的教具壓
傷，發生教具倒塌的意外，有七名工人閃避不
及被壓傷，幸好都只是輕微的外傷。

位於台南市新信路三號南一書局外租倉庫，主
要堆放國中教科書與掛圖，圖卡，光碟等教
具，以紙製品為主的教具都是整箱包裝，重量
不輕，平時都是以堆高機層層堆疊。

墜落、物體掉（飛）落災害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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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與爆炸

FUEL

TEMPERATURE

OXYGEN
CHAIN

REACTION

基於能量或物質與人體之不當接觸

COMBUSTIBLE

METALS

D
B    Liquids   Grease

C Electrical EquipmentA Trash   Wood   Paper



19

火災與爆 炸之類型
火災之類型：

甲（A）類火災﹕一般可燃性固體如木材、紙張、紡織品、塑膠等所
引之火災。

乙（B）類火災﹕可燃性液體如汽油、溶劑、燃料油、酒精、油脂類
與可燃性氣體如液化石油氣、溶解乙快氣等引起之火災。

丙（C）類火災﹕通電之電氣設備所引起之火災，必須使用不導電之
滅火劑以撲滅者。但電源切斷後得視同甲、乙類火災處理。

丁（D）類火災﹕可燃性金屬如鉀、鈉、鈦、鎂、鋯等所引起之火
災。

爆炸之類型：
物理性爆炸 (爆裂)

化學性爆炸 (爆燃、爆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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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與腐蝕
物質與人體之不當接觸，包括急慢性中毒及腐
蝕。
職災案例：
有一位女性研究助理，擬配製氫氧化鈉的濃縮
溶液，她先把固體氫氧化鈉放入試藥瓶內，之
後加入所需的水。然後蓋上瓶塞，握住試藥瓶
振蕩，由於溶解熱在瓶內產生強烈的壓力，使
得試藥瓶破裂，燙熱的濃鹼溶液濺了臉部，傷
了眼睛，造成全盲。

腐蝕性物質
CORROSI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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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理

物品歸定位

工作場所出口儘量兩個以上

廢棄物分類，注意不相容問題

任何化學品容器開口都不應對向人員方
向

確實標示：化學物質、機械禁動牌

電氣安全：延長線，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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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之種類

眼鏡：必須使用

耳朵：耳罩、耳塞

手足：手套，安全鞋

全身：防護衣，實驗衣

呼吸：濾毒罐或供氣式

個人衛生習慣，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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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措施

任務預先分配

連絡電話(內部，對外)
火災處理，禁乘電梯

人員急救

現場處理

急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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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職業病之
潛在危害因子

物理性危害因子

化學性危害因子

生物性危害因子

人因性危害因子

工作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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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危害因子

噪音危害

振動危害

輻射危害

高、低溫作業環境危害

採光照明危害

異常氣壓危害等



26

噪音危害

生理方面危害
聽力損失
心跳加快，血壓升高
胃腸不適，食慾不佳
增加腎上腺素分泌

心理方面及其他危害
引起緊張、煩躁、注意力不集中
干擾睡眠
干擾交談
遮蔽效應引起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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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危害

局部振動

全身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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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離及非游離輻射危害

游離輻射
α、β、γ、X、中子射線等

造血器官傷害，基因突變等

非游離輻射
紅外線：易引起白內障

紫外線：破壞眼角膜,引起角膜炎,皮
膚暴露導致紅斑.皮膚癌

微波：可穿透肌肉組織造成深部蛋白
質之凝結，對眼睛亦可造成白內障

雷射：具高度熱效應，傷處可能面積
小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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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體溫調節功能失效,發生體溫迅速上升之
現象

熱衰竭：皮下血管擴張之結果會使大腦皮質血
量供應不足,
熱痙攣：體內電解質之不足,並引發肌肉痙攣.
喝鹽水或運動飲料

失水：出汗量過多時會導致體內水分大量喪失,
將影響細胞功能.避免喝冰水,冰水會干擾人體
體溫調節之功能,使體溫降溫作用減緩

其他：皮膚病變、白內障等

熱環境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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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光照明之影響

採光照明條件

量的要求

一般場所質的要求

精密作業場所質的要求

室內採光照明之維持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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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氣壓之危害

空氣栓塞症

減壓症

慢性減壓症

其他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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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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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及風險—進入人體途徑

吸入

食 入

皮膚接觸

～90%
中毒、危害或

吸取 循環 積蓄 排泄

排

出

皮膚黏膜危害

作

業

針頭注射

眼睛接觸

其他

化
學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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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危害與災害案例

若經由口腔食入，則會使口腔、
鼻、喉嚨、肺部、和消化道黏膜所
吸收，而可能會造成這些組織受到
傷害或中毒

民國 86 年 12 月，私立○○大學化
工所，學生因在實驗室中誤食溴化
丙烷而導致死亡之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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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接觸危害

皮膚的局部刺激

化學藥品進入皮膚

毛囊、皮脂腺、汗腺、和皮膚外表皮的
吸收；割傷；擦傷

泥水業職業性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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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接觸危害

眼睛非常敏感和易受刺激

化學品若接觸到眼睛，常會造成眼睛
灼傷等傷害，若嚴重時甚至會喪失視
力

接觸時應立即用大量清水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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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吸入危害

化學藥品以氣狀污染物 ( 氣體、蒸氣 ) 、粒狀污染物 ( 粉塵、霧滴、燻
煙、氣膠 ) 存在，經由口部黏膜、喉嚨、和肺部等之吸收途徑進入人
體，造成研究人員的中毒潛在危害，或人體內某些正常的細胞組織受到

嚴重損傷 。

一名50歲家具業者，經常接觸噴漆工作長達20年，因出現血
尿、頻尿、小便困難等問題而到醫院檢查，才知罹患膀胱
癌，且腎功能衰退，得接受洗腎治療。醫師呼籲，某些職業
罹患膀胱癌風險較高，得特別注意。

書田診所泌尿科主任吳國鈞說，雖然膀胱癌好發年齡為50歲
至70歲，但別以為年輕人跟膀胱癌就沾不上邊，尤其是皮革
工、金屬工、乾洗工、牙技工及理髮美容師，由於長期接觸
含砷、鉛、汞、苯胺或有機化學溶劑，更是膀胱癌的高危險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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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工程控制

管理控制

個人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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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工程控制

危害預防、污染預防。

以危害性較低物質替代危害性較高物質。

改變製程以減少操作人員與危害因子之接
觸。

將製造區隔離，以減少暴露人數。

使用濕潤法以減少粉塵產量。

使用區域排氣，以排出危害氣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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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管理控制

安排工作時間以減少暴露時間

工作場所的整潔。

機械設備的維護。

正確的操作方法。



41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個人防護

這是最後的防護方法。

它只是在危害因子與工作人員之間加
入一道隔，以降低或消除暴露，並不
能降低或消除危害因子。

因此一旦防護用具破損或失效，工作
人員即刻受到暴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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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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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之潛在危害因子

姿勢不良

用力過度，超過肌肉負荷

沒有休息

長期重覆性的動作等



44

人因工程累積性傷害部位

手與腕部

手肘與前臂

肩部

頸部

背部

腿部

肌肉與肌腱的累積
性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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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機能負擔--預防對策

(摘自勞委會勞研所“電腦作業人員健康危害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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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空間的設計
辦公室桌子

足夠桌面空間

足夠儲物空間

足夠腿膝位置

辦公室座椅
五個滑輪之座腳

可調校高度之座位

可調校高度及斜面之背靠

調校簡易，坐在座椅上也可進行

圓球斜的座位前端

可旋轉的座位

適當的手靠(可調整者較佳)

文件架
可調校高度及斜面

可前後伸縮(可左右更換更佳)

腳踏
可調校高度及斜面

表面不滑溜，可承托整個腳部

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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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抬舉、搬運作業

1. 靠近
被搬
運之
物件

2. 蹲下，兩
腿稍微叉
開，背部
挺直，屈
膝

3. 緊握物件，
確保不會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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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抬舉、搬運作業(續)

4. 吸氣，
肺部膨
脹有助
於支持
脊柱

5. 用腿力提
舉貨物，
慢慢站直
雙腿。雙
腿站直
後，回復
直立之姿
勢

6. 緊握物
件並將
之貼近
身體

7. 提舉時，
動作須流
暢。利用
雙腳轉
身，不可
扭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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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性動作傷害之預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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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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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
( Biohazards )

植物、動物、微生物或是其產
物

可影響人類健康或是造成不舒
適具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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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之傳播途徑

血液、體液
傷口

空氣
離心、氣懸、攪拌、

實驗動物噴嚏

動物噬咬與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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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之類型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長
所致(如：流行性感冒、痲疹、肺結核)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
覆暴露致使人體免疫系統過度反應所致(如：
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鼻炎)

中毒（Toxicity）：暴露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
素（細菌內毒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
所致(如：發燒、發冷、肺功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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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之案例
北商專爆肺結核 部分師生不知情

台北商業技術學院爆發學生感染肺結核，這名學生咳嗽長達1個月，在確定
感染肺結核的前一天，還到學校上課，因此校方昨晚緊急消毒，不過，還

是有上萬名師生被蒙在鼓裡，但校方強調並沒有隱匿疫情。

台北捷運遭檢舉空氣可能蔓延退伍軍人症菌
某市議員委託陽明大學微生物研究所進行捷運站冷卻水塔退伍軍人菌檢
驗，其中有多站狀況不佳，包括萬隆站南端冷卻水塔為「極差」，必須立
即清洗，古亭站、台大醫院站也都是差或稍差。

數鈔票接觸病毒 手臉長扁平疣
鈔票經過流通，常常帶著不少病菌，國外研究曾證實，鈔票是扁平疣的一
大傳染媒介。皮膚科醫師最近就發現，有銀行行員手上臉上陸續長了紅
疹，檢查發現是[扁平疣]，推測可能因為在數鈔票時，摸太多骯髒的鈔票，

碰巧手上有傷口沾上病毒，再摸臉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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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管理方法

實驗室操作程序

安全設備：操作
櫃、密閉式容器、
個人防護具

實驗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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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力

過度的壓力會引致員工
不適、情緒低落、焦慮
和抑鬱、體力衰退、生
產力降低、甚至產生健
康問題，例如心臟病、
胃潰瘍、頭痛等。
工作壓力可來自工作本
身、工作環境及不適當
的企業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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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勞死

二零零四年十月二十五日，納坦颱風洶洶來襲，連續熬
夜值大夜班的中央氣象局技佐張朝彥，在颱風夜裡因過
勞引發氣喘，心肺衰竭猝死在辦公室，家屬來到辦公室
做法事引領魂魄，卻始終「擲無筊」，可見他還堅守在
自己的工作崗位，最後，是在太太傷心欲絕的不斷高聲
呼喚之下，他才終於給了「聖筊」，答應跟太太回家
「休息」……
捷運局副主任黃木村因為過度勞累，引發心肌梗塞，住
進加護病房；投入查緝地雷股的證交所電腦交易室曾姓
員工，更疑似因過勞突然中風過世；而交通大學也曾連
續傳出教務長等三位教授，因過勞而英年早逝；更早幾
年，大眾電腦研發部副總林峪玄，因為經常加班到半夜
兩、三點，長期熬夜下來也因過勞引發肝炎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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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工作壓力的方法

管理階層與員工應共同合作，安排適
當的工作量
改善工作環境
促進同事間的人事關係
增加鼓勵和獎勵計劃
計劃時間
坦誠傾吐
學習自我鬆弛法
察覺壓力的早期癥狀



59

感 謝 聆 聽


	大綱
	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職業傷害之主要類型
	電氣災害之類型
	電氣災害案例
	電氣災害之成因
	 機械、設備之災害類型
	機械災害之案例
	設備災害之案例
	機械、設備災害之預防
	動動腦！
	墜落、物體掉（飛）落危害
	墜落、物體掉（飛）落災害案例
	火災與爆炸
	中毒與腐蝕
	安全管理
	個人防護具之種類
	緊急應變措施
	造成職業病之�潛在危害因子
	物理性危害因子
	噪音危害 
	振動危害 
	游離及非游離輻射危害
	採光照明之影響
	異常氣壓之危害
	化學性危害
	食入危害與災害案例
	皮膚接觸危害
	眼睛接觸危害
	呼吸道吸入危害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工程控制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管理控制
	化學性危害之預防方法�－個人防護
	人因性危害 
	人因性之潛在危害因子
	人因工程累積性傷害部位 
	正確的抬舉、搬運作業
	正確的抬舉、搬運作業(續)
	重複性動作傷害之預防對策
	生物性危害之類型
	生物性危害之案例
	生物危害管理方法
	工作壓力
	過勞死 
	改善工作壓力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