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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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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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1.違反規定致發生職業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2.違反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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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危害與形成



人因性危害形成與危害因子

 急性：肌肉：刀傷、撞傷、拉傷
其他組織：（同）

 慢性：肌肉
持續收縮新陳代謝超負荷
（或微傷害）乳酸積聚疲勞酸痛發炎

其他組織（關節面、腱鞘、滑液囊）
摩擦發炎碳酸鹽的沈積鈣化 

摩擦力急遽升高病變

肌肉骨骼傷害的分類

意外

過度使用



過度使用傷害之病理機轉

 重複性張力 (repetitive strain)
發炎、腫脹、疼痛、血流供應減少、神經末梢過度刺
激



過度使用傷害之病理機轉

 重複性張力 (repetitive strain)
微小損傷

組織變性

肌腱病變、部分或完全斷裂



常見的肌肉骨骼傷病

肩頸: 旋轉肌袖肌腱炎、緊張性頸痛、頸椎疾病

手臂/手肘: 肱上髁炎、胸廓出口症候群

手腕/手部: 腱鞘囊腫、肌腱炎、肌腱滑膜炎(奎
緬氏症、扳機指)

下背部: 椎間盤突出症、坐骨神經痛、下背痛

下肢: 地毯工人膝、足部疼痛、膝關節炎

神經血管: 腕道症候群、雷諾氏症



肌肉骨骼傷害形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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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骼傷害形成 2/3



肌肉骨骼傷害形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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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因性危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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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危害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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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的姿勢

過度的施力 高重複性動作

長時間暴露
(缺乏足夠休息時間)

振動﹑低溫
局部壓迫環境



危害因子辨識–施力過大



危害因子辨識–不當姿勢 1/2

手部高舉過頭

手肘高擡過肩

背部前彎或扭轉



危害因子辨識–不當姿勢 2/2



危害因子辨識–重複性高



危害因子辨識–振動、低溫、組織壓迫



把危害因子消除或控制住，

就不會產生肌肉骨骼危害？



肌肉骨骼危害防制流程



危害防制計畫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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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執行紀錄留存三年：

一. 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辨識有危害作業）

二. 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確認該作業之危害因子）

三. 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依據危害因子規劃改善）

四.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評估危害及傷病是否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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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



危害防制流程三大重點

•如何判斷工作內容有無問題存在？

調查：

•如何評估作業風險？

評估

•如何擬訂改善方案？

改善



人因
性危
害分
析與
改善
流程

工作場所肌肉骨骼傷病危害調查

工作場所人因性危害風險評估分析

工作站1 工作站n

提出具人因性危害風險之工作站改善方案

決定優先改善順序

執行改善

參考本指引第三章

工作站2.3.4….

符合預期成果

考核與紀錄

Y

N
再評估確認人因性危害
因子修正改善方法

分析作業流程
、內容及動作

確認人因性
危害因子

執行成效之
評估及改善

評估、選定改
善方法及執行

管控追蹤 / 評估改善成效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5. 

參考本指引附錄一、二

參考本指引第四章

STEP 4. 



危害調查與高風險作業辨識

1) 主動調查：全體員工的自覺「肌肉骨骼傷害問卷調
查表」、Copenhagen 社會心理問卷

2) 現況調查：包含勞保職業病案例、通報職業病案例、
就醫紀錄、病假與工時損失紀錄等。

健康與差勤監測

探詢員工抱怨

3) 確認改善標的：就上開現況調查的健康與差勤監測、
探詢員工抱怨與主動調查等三項資料，將個案判定
為確診疾病個案、疑似有危害個案、無危害個案三
級



主動調查

肌肉骨骼傷害調查

危害等級 色彩標示

確診疾病 紅色

有危害 深黃色

疑似有危害 淺黃

無危害 無色



現況調查



風險評估與簡易改善



風險評估與簡易改善

 單一主要危害因子

 多重危害因子
 多項作業暴露



簡易改善



簡易改善



簡易改善

工作站調整

over reach

easily reach

over reach

easily reach

25cm

bending

raise table

bending

provide table



簡易改善

工作站調整

–坐椅、其他設備工具

squat

portable seat

standing 

sit/stand stool

bending pick up loads

Insert balancereconfigured cart



簡易改善

改變作業方式─應用輔具

 省力設備

lifting patient 

balancervacuum lift

exertion squat

lifting table 



簡易改善

改變作業方式─應用輔具

 支架

no support

provide frame

bending 

tilter 

no support

crutch



簡易改善

改變作業方式─人力配置

使用護具

coworker

heavy load

shoulder pad

excessive pressuresimplex task

multiplex task



簡易改善

改變作業方式─應用輔具

 機器、輸送設備、手工具

long handle

kneeling

lifting assist

lifting patient 

adjustable trolley

heavy load



簡易改善檢核表

1. 圖形化

2. 危害/改善方案

3. 五種危害
• 姿勢不良
• 過度施力
• 高重複動作
• 組織壓迫
• 震動

4. 基本原則



簡易改善

工作狀況：

 4800 Screw/shift

 Duration > 8 hr (12-
hr shift)

Wrist ext. > 60% 
working cycle



人因危害因子控制

工程/人因控制

行政控制

 工作常規

 訓練

 員工派工評估

個人防護裝置  部分裝置實際效用未明

1

2

3

健康促進4



進階改善流程與案例



進階改善流程

1. 以外力取代
人力（省力
工具）

2. 改變身體施
力方式（工
作方式）

3. 調整工作姿
勢（工作站）



進階改善流程與案例



案例一 馬達外殼車削 1/4

 現況說明
 設施佈置

•CNC車床 (高度100公分)

 工具、工件
•馬達底座 (重量25公斤)

•木箱深度 (約80公分)

 作業員
•男性1名，約40歲

作業描述
•彎腰（0~90°）

•抬舉、搬運（80~100 cm）

•12分鐘 (5/h, 40/8h)

100cm
80cm



案例一 馬達外殼車削 2/4

 問題陳述
 過度施力

 高重覆動作

 低溫

 震動

 不良的姿勢



案例一 馬達外殼車削 3/4

 改善方案
 過度施力：以外力取代？（天車、省力設備、支架）

 不良的姿勢：自然、省力的工作姿勢

自然

姿勢

省力

施力

×

×



45

案例一 馬達外殼車削 4/4

 改善方案： 旋轉臂 + 升降架



案例二 紗綑上架 1/4

 現況說明
 設施佈置

•紗架 (高度40~200公分)

 工具、工件
•紗綑 (重15公斤)

•紙箱座地 (80x80x60h)

 作業員
•男性1名，約40歲

作業描述
•彎腰（~90°）

•過肩抬舉（~200 cm）

•70次/h (560/8h)



案例二 紗綑上架 2/4

 問題陳述
 過度施力

 高重覆動作

 低溫

 震動

 不良的姿勢



案例二 紗綑上架 3/4

 改善方案
 過度施力：以外力取代？（天車、省力設備、支架）

 高重覆動作：以外力取代？（機器、省力設備、支架）

 不良的姿勢：自然、省力的工作姿勢

自然

姿勢

省力

施力

×

×



案例二 紗綑上架 4/4

 改善方案
 200公分暫存紗架

 高、低紙箱

× × ×



案例三 TV模組裝箱 1/2

工作狀況：

抬舉TV

攜行 2.5 m

放置裝箱（微彎腰姿勢）

TV重量：10kg 

時間：>1000次/班

1.5 1

4 10

1.5 2

10 35

45

EAWS part 3



案例三 TV模組裝箱 2/2

1.5 1

10 25

25

0

EAWS part 3



案例四 磨粉入料 1/2

(每包20kg重，>200包/天)



案例四 磨粉入料 2/2



案例五 全雞包裝 1/2

• 作業員拿起雞隻(2.5kg)，雙
手抓住袋口甩動1～3次，使
雞隻落入塑膠袋底部，再以
單手握住袋口提舉至胸口高
度，另一手握住袋子底端用
力推轉3～4圈絞緊塑膠袋口，
再倒摺放入紙箱內，360隻/
日。

• 主訴症狀位於上肢。



案例五 全雞包裝 2/2



• 研磨石料入口(高度100
公分)

• 彎腰(30°)抬舉、搬運
(>200 箱)

• 每箱石料約重15kg

案例六 振研上料 1/2



 改善要點

•增設滑桿

•提高輸送帶高度(100 cm)

100cm

案例六 振研上料 2/2

 以外力取代人
• 改變工作方法

 改變工作姿勢



案例七 沖床金屬加工

• 平均30個分（左手抓握 >30次/分）

• 重200g(中低施力)

• 沒有適合抓握的造型



案例八 大理石補膠

施力：< 3kg 

姿勢： 最大前伸

時間： <2.5 hr



imhcchen@ntu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