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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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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國88年6月，位於台北市的師範大學景美分部，學生
在上實驗課時不小心引發大火，由於實驗室內許多易燃藥
品、火勢相當猛烈……。 

 

2.民國88年5月泰國開達玩具工廠大火，造成至少200多
人被燒死的慘劇，生命財產損失難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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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危害時有所聞，其所造成的傷害損失，難以估量。
究其原因，大多是因為不了解在工作場所所接觸物質的危
害，因而作業時輕忽各種危害防治措施，終至釀成災害悲
劇。 

工作場所中，存在各種危害物質，稍一不慎，即可能造成
生命財產的損失，為減少危害物質造成的傷害，人人具備
危害預防常識，進而能保護自己健康，使危害消弭於無形，
為最佳之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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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何謂危害物質 
 危害物質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細則之定義，分為 

 

(一)危險物：係指爆炸性物質、著火性物質＜易燃固體、
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氧化性物質、引火性液體、可
燃性氣體及其他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1.爆炸性物質：包括具有爆炸性質之硝酸酯類（如硝化甘

油），硝基化合物（如三硝基苯），有機過氧化物（如過

氧化丁酮）。 

 2.著火性物質：包括易燃固體（如硫化磷、赤磷）、自燃

物質（如黃磷、鎂粉）、禁水性物質（如鉀、鋰、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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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氧化性物質：包括氯酸鹽類（如氯酸鈉）、過氯酸鹽類

（如過氯酸鈉）、無機過氧化物（如過氧化鉀）、亞氯酸

鹽類（如亞氯酸鈉）、次氯酸鹽類（如次氯酸鈣）。  

 4.引火性液體：常溫下可蒸發，以火焰靠近即可引火燃燒

之液體物質（如乙醚、汽油、苯）。 

 5.可燃性氣體：氫、乙炔、乙烯、甲烷。 

 6.爆炸性物品：包括火藥、炸藥、引炸物（如雷管、導火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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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害物：係指致癌物、毒性物質、劇毒物質、生殖系
統致毒物、刺激物、腐蝕性物質、致敏感物、肝臟致毒物、
神經系統致毒物、腎臟致毒物、造血系統致毒物及其他造
成肺部、皮膚、眼、黏膜危害之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者。 
以上會造成危害的各物質之管理辦法，亦可見於以下法令： 
 1.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中所列物質：如三氯甲烷、四氯

化碳…… 

 2.特定化學物質預防標準中之所列物質：如黃磷火柴、多

氯聯苯…… 

 3.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4.鉛中毒預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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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危害通識制度 
根據民國89年勞委會工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發表調查報告，
台灣地區工廠中，有機溶劑暴露家數有74,338家(25.4%)，
特定化學物質暴露家數有24,336家(8.3%)，粉塵暴露家數
有36,089家(12.3%)，鉛暴露家數有6,202家(2.1%)。 

 

調查各行業使用的2,402種品名的原物料含有的化學物質
中，有842種原料含有我國法令規定的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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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中存在這麼多的危害物質，若工作者不了解其危
害，則隨時都有發生災害的可能，為降低事故發生的風險，
亦基於「知的權利」，都必須使勞工了解工作場所中所存
在物質的危害。 

 

為使勞工對危害物質有所認識，則在勞工與危害物質間，
建立一套制度，利用此制度，使物質的危害資訊有被勞工
認識的機會，這個制度就是「物質危害資訊通識制度」，
簡稱「危害通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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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危害通識制度建立的步驟 
 為使此制度能真正落實，須預先詳細策劃，再按步驟推行。

制度推行步驟建議如下： 

 

一、熟悉相關法令 

 與危害物質有關的法令有勞安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

危險物及有害通識規則、特定化學物質預防標準、有機溶

劑中毒預防規則、鉛中毒預防規則、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

施辦法、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質容許濃度標準、勞

工健康有害物質追蹤管理要點、粉塵危害預防標準等等，

這些法令應預先了解，以便推行時有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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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寫「危害通識計劃書」 

 為使政策能徹底落實，計劃為任何措施施行前所必備，俾

使眾人有所依循，按步就班推動整個制度。 

 計劃書之內容，大抵包括計劃前的收集資料、計劃目的、

欲達成的目標、計劃使用之材料與方法、執行人員（各人

員之任務編組）、所需經費與執行計劃時期長度。 

 以下各步驟，乃是執行計劃書之實踐，亦危害通識計劃書

中，必須含有這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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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集危害資訊 

 將工作場所中所使用對人體有害之物質收集包括原料、成

品、半成品、使用量、貯存量、製程……等等，並分類以

便管理。 

四、編寫「危害物質清單」與「物質安全資料表」 

 危害物質清單，主要用以記錄危害物質之使用與貯存情況，

以利管理者隨時掌控。 

 物質安全資料表記錄是物質的理化特性與對人體危害等，

就像人的身份證，從其中我們可以很快地找到我們要的資

料。 

 以下為「危害物質清單」與「物質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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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害物質的標示 

 危害物質的標示，為保護勞工與防止事故發生之一重要措

施，近年許多企業引進大量外籍勞工，為保障外籍勞工的

權益，標示事項必要時輔以外文，其標示之內容與方法，

詳見第二十三章“工業安全衛生顏色及標示”。 

六、自動偵測警告系統與緊急任務編組 

 為防止危害物質洩漏或因環境不良造成危害，應有自動偵

測系統與警報裝置，以利員工逃生與及時作緊急處理。 

 緊急任務編組為一旦發生緊急情況，人員能馬上就有工作

人員，化為緊急處理的任務編組，以利第一時間將緊急狀

況化解，以防釀成不可收拾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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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從有害物質相關的法令到危害通識計劃書之編寫，至緊急

任務編組等種種措施，都必須透過教育訓練來實踐，才能

將計劃落實。 

 教育時尤應特別強調危害物質對人體的傷害與防護措施，

各標示的意義與物質安全資料表之意義與取得。 

 從官方的職災統計報告，新進員工與臨時工所發生的職災

佔了很大比例，但根據民國88年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調查

100人以上工廠使用化學物質的情形，其中有29.55%的勞

工未接受有害物質作業教育訓練，有高達32.18%的人員不

知物質安全資料表存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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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的對象，有些人易被疏忽，須特別留意以下幾類

人員，才能防止職災發生。 
 1.新進員工 

 2.員工更換新作業區 

 3.臨時工 

 4.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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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危害物質之管理 
 對於危害物質的管理，以下提供幾項管理原則，分為行政

管理、工程管理、健康管理三方面，供管理者參考： 

 

一、行政管理 

 1.工作場所使用之危害物質，一定要有「危害物質清單」

與「危害安全資料表」。 

 2.童工、女工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3.雇用臨時工，於工作前必須先對其施以教育訓練，使其

了解所接觸物質的危害與危害的防範措施。 

 4.危害物質作業場所應有適當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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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育勞工預防中毒之注意事項。 

 

 6.有害物質之事業廢棄物，不可任意傾倒，須依環保署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法辦理。 

 

 7.有危害物質散佈之場所，定期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8.一旦發生危害物質洩漏，可能導致立即危險，應立即停

止作業，令員工退至安全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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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管理 

 1.密閉：將有危害物質散佈之製程密閉，以防其洩漏。 

 2.濕式作業：利用加入液體之製程，以防止粉塵之飛揚。 

 3.自動化控制：避免員工與有害物質接觸。 

 4.通風設計：利用通風設備以降低工作環境有害物質的濃

度，包含局部排氣與整體換氣。 

 5.對於各通風設施要實施自動檢查，發現異常，立即採取

措施。 

 6.對於可能有危害物質洩漏之場所，設立自動偵測警報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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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管理 

 1.選工、配工時，應依據員工之體格檢查，作最適當之處

置。 

 2.定期實施健康檢查，與特殊項目健康檢查，一旦發現異

常，立即予以診治，並調任其他工作或縮短工時。 

 3.發放適宜且足量之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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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結 語 
 

為防止職業災害，危害通識制度的落實與良好的管理制度
皆不可或缺，唯有使勞工能了解存在於工廠之危害物質的
嚴重性，才會自動自發地積極維護自己的健康。 

學校實驗室已經納入勞工安全衛生法的適用範圍，因為實
驗室的許多化學物品，屬於危害物質，必須妥善管理處置，
否則對學生危害甚鉅，而且從學生做起，將來就業時更能
有效防止災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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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點摘要 
1.危險物包括：爆炸性物、著火性物、氧化性物、引火性
物、可燃性物。 

2.有害物包括：毒性物、劇毒物……。 

3.危害通識制度之推行步驟。 

 (1) 熟悉相關法令。 

 (2) 編寫「危害通識計劃書」。 

 (3) 收集危害資訊。 

 (4) 編寫「危害物質清單」與「物質安全資料表」。 

 

http://www.wun-ching.com.tw/�


P. 31 

 (5) 危害物之標示。 

 (6) 自動偵測系統與警告裝置。 

 (7) 教育訓練。 

4.危害物質之管理 

 (1) 行政管理。 

 (2) 工程管理。 

 (3) 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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