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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化學品管制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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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害性化學品定義

Edited by PoHsin Jamison Chen

 危險物（Dangerous materials）

 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會引起火災或爆炸者)。
危害性 項次 危害分類 標準號碼

物理性
危害

1 爆炸物（Explosives） CNS 15030－1
2 易燃氣體（Flammable gases） CNS 15030－2
3 易燃氣膠（Flammable aerosols） CNS 15030－3
4 氧化性氣體（Oxidizing gases） CNS 15030－4
5 加壓氣體（Gases under pressure） CNS 15030－5
6 易燃液體（Flammable liquids） CNS 15030－6
7 易燃固體（Flammable solids） CNS 15030－7
8 自反應物質（Self-reactive substances and mixtures） CNS 15030－8
9 發火性液體（Pyrophoric liquids） CNS 15030－9

10 發火性固體（Pyrophoric solids） CNS 15030－10
11 自熱物質（Self-heating substances and mixtures） CNS 15030－11

12 禁水性物質（Substances and mixtures which, in contact with water, emit flammable 
gases） CNS 15030－12

13 氧化性液體（Oxidizing liquids） CNS 15030－13
14 氧化性固體（Oxidizing solids） CNS 15030－14
15 有機過氧化物（Organic peroxides） CNS 15030－15
16 金屬腐蝕物（Corrosive to metals） CNS 15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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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定義

 有害物（Hazardous materials）

 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對生命或健康有影響者)。

危害性 項次 危害分類 標準號碼

健康危害

17 急毒性物質（Acute toxicity） CNS 15030－17
18 腐蝕/刺激皮膚物質（Skin corrosion/irritation） CNS 15030－18

19 嚴重損傷/刺激眼睛物質
（Serious eye damage/eye irritation） CNS 15030－19

20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Respiratory or skin sensitization） CNS 15030－20
21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Germ cell mutagenicity） CNS 15030－21
22 致癌物質（Carcinogenicity） CNS 15030－22
23 生殖毒性物質（Reproductive toxicity） CNS 15030－23

24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暴露（Specific target organ systemic toxicity - Single 
exposure） CNS 15030－24

25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暴露（Specific target organ systemic toxicity -
Repeated exposure） CNS 15030－25

26 吸入性危害物質（Aspiration hazard） CNS 15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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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定義

 環境危害物質

 具有生態及水環境危害者(對水生物有影響者)。

危害性 項次 危害分類 標準號碼
環境危害 27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Hazardous to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CNS 15030－27



國際癌症研究局（IARC）致癌物分類
IARC Group 1：

人體致癌物（Carcinogenic to humans）--由人類流行病學研究確定對人體具致癌性。

IARC Group 2A：

極可能人體致癌物（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在動物試驗具充分的證據支持其致癌
性，而人類流行病學研究則為有限之證據支持其致癌性。

IARC Group 2B：

可能人體致癌物（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有兩種狀況：（1）人類流行病學研究
則為有限之證據支持其致癌性，而動物試驗具任何低於充分的證據；（2）動物試驗具充分的
證據支持其致癌性，而人類流行病學研究則證據不足。

IARC Group 3：

未歸類之致癌物（Unclassifiable as to carcinogenicity to humans）--致癌物的衍生物或代謝物，
以及可致癌混合物中的成分。在人類流行病學研究及動物試驗結果中，無法歸入以上任何一組。

IARC Group 4：極可能對人體無致癌性（Probably not carcinogenic to humans）--在人類流
行病學研究及動物試驗缺乏致癌性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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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害性化學品立法之目的

對政府而言：

確切掌握危害性化學品，有效推動災害防範。

對企業而言：

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獲得，建立良好之物質管理體系。

對勞工而言：

充分知悉危害性化學品特性及危害(知的權利)，並依規定方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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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安法針對危害性化學品管理工作內容摘要及執行重點

法條 工作項目 執行重點

第10條 危害通識與標示 1. 危害通識計畫書
2.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3. 容器(含管線)GHS標示

4. 安全資料表(SDS)
5. 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第11條 危害性化學品分級
管理

1.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2. 危害性評估
(CCB/定量模式推估/定量監測評估)

3. 風險分級
4. 風險控制與管理措施

第12條 作業環境監測 法定91種物質實施定期作業環境監測
(作為第11條定量監測評估與分級)
環測計劃書與監測結果，依法上網通報與公告

第13條 新化學品登錄 提供化學物質安全評估報告，辦理核准登記

第14條 優先管理化學品 依法於網路報請備查目前已公告約1171種(111年2月14日公告)
每年4-9月定期上網資料更新

管制性化學品 申請運作許可(法規公告之23種管制性化學品)
每年4-9月定期運作資料上網更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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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學品管理發展架構示意圖

廠商

既有

化學物質
提報

新化學物
質登記

篩選

審核

危害辨識

評估

列管危害
化學物質

建立清單

標示/SDS

優先管理

運作量報備

許可申請管理

具健康危害化學品
評估及分級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
分級管理辦法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
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管理辦法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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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學品管理範圍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一般依照化學品管理應用的範圍，可以依操作特性分為下列五大項。

1.製程：考量工作場所、通道、機械操作（含危險性工作場所及機
械）、墜落防止、環境衛生等範圍。

2 倉儲：考量物料搬運、堆置、倉儲管理等範圍。

3 運輸：考量車輛機械、道路、搬運承載等範圍。

4 實驗室：藥品管理、鋼瓶、設備及儀器，以及廢棄物處理等範圍。

5 廢棄物管理：考量清理機構、人員、清理作業、運輸等之管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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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化學品管理做法

提出變更
管理申請

職安等相關
人員審核&核准

使用者
需求評估

1.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2.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3.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4.新化學物質登記管理辦法、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
資料登錄辦法

5.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
作管理辦法

6.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
許可管理辦法

7.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
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

8.歐盟REACH、RoHS
9.其他化學物質相關法規規範

提出需求
申請及採購

入廠

隨料檢附安全資料
表(SDS)

驗收&使用

出廠清除處理

廢液處理

1.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使用量、存放量、存放
點)

2.安全資料表(SDS)
3.通風排氣、自動檢查

存放

1.變更管理使用前確認
2.化學品資料建檔
3.化學品分級管理(CCB)
4.健康保護、特殊健檢
5.通風排氣、防護具

1.通報環保負責人
2.化學品倉存放
3.廢棄物處理法
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法

5.環保署認可之清除、處理
廠商 委由環保署認可之清除、

處理廠商處理

作業環境監測
教育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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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d by PoHsin Jamiso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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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化學品管理重點

危害性化學品GHS標示及圖式 危害性化學品製備清單 化學品安全資料表(SDS)

自動(主)檢查 走動式稽核及檢查化學品分級管理(CCB) 作業環境監測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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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分級管理 (CCB)

 目的：

對於危害性化學品，對其健康危害、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
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執行作法：

確認化學品的適用範圍

進行化學品分級管理

檢視管理措施符合度

留存紀錄備查及適時更新

 目標

工具容易使用，非職安衛人員也可執行，無須專業資格訓練

產出的結果與建議具一致性且有公信力

流程容易理解，廠內易於操作，以便於評估及溝通風險

資訊全為安全資料表(SDS)內容，容易取得評估資料



目的

在掌握環境因素、機械設備
及作業特性

操作順暢

消弭不安全狀態，確保安全

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雇主應依其事業
單位之規模、性質，…，
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執行作法

作業前點檢(每日)

定期檢查(每月、每季、每年)

委外專業維修保養

檢查紀錄：

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應就下列事項
記錄，並保存三年。

一. 檢查年月日。

二. 檢查方法。

三. 檢查部分。

四. 檢查結果。

五.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簽全名)。

六. 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Edited by PoHsin Jamiso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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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之自動(主)檢查



七、危害分類、圖示及安全資料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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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標示介紹

交通運輸時之分類及標示
工作場所內之分類及標



危害分類圖式

爆炸性 鋼瓶 易燃

健康危害 腐蝕性 警告

氧化性 毒性物質 環境生態

20



安全資料表SDS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二、危害辨識資料。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三、成分辨識資料。 十一、毒性資料。

四、急救措施。 十二、生態資料。

五、滅火措施。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六、洩漏處理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十五、法規資料。

八、暴露預防措施。 十六、其他資料。

 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
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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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必知
訊息

危害事故發 生
處置

如何預防危害
事故發生

其它相關

訊 息

化學品與廠商
資料

急救措施 安全處置與儲
存方法

毒性資料

生態資料

危害辨識資料 滅火措施 暴露預防措施 廢棄處置方法

運送資料

成分辨識資料 洩漏處理方法 物理及化學性
質

法規資料

安定性及反應
性

其他資料



第5條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一規定之分類及危害圖
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
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化學品容器上的標示包括兩部分：
★ 危害圖式
★ 內容：

1.名稱
2.危害成分
3.警示語
4.危害警告訊息
5.危害防範措施

6.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
稱、地址及電話。

標示要項

＊範例-乙醇

標示－容器標示
23



貳、化學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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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物質形式

•煙霧 (mist)

•蒸氣 (vapor)

•氣體 (gas)

•燻煙 (fume)

•煙塵 (dust)

•液體 (liquid)

•黏液 (paste)



26 二、危害風險分析

化學品
危害風險

檢知器異常

人 機 料

環境 法 其他

故意行為
安全停止裝置異常

設備故障

排氣異常

高溫

異常警報未處理

未建立未落實管理制度

認知不足
不重視

具毒性反應性

堆高不穩

靜電

濕滑

保養不確實

操作動作不確實
防護不足
不當設施

天災

SOP錯誤

大量存放

混存

用錯或無防護具 缺錢

排氣異常

不平整

人員不足

資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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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員暴露途徑

 由於有害物欲對人體產生不良影響，必須先進入人體或與人體細胞接觸。因此，首先須界定的，即是人體
暴露途徑。

• 呼吸（inhalation）

– 有害物可以氣體、蒸氣、粉塵、燻煙等各種型態直接被吸入呼吸系統中，對呼吸系統產生刺激性
或其他危害，此外大多數有害物可直接被吸收後進入血液，分布到全身各器官組織造成健康影響。

– 吸入可說是在作業環境中有害物進入人體之最主要途徑。

• 皮膚接觸（Skin Contact）

– 完整之皮膚應該對化學物質具有相當之抵抗性，除非皮膚有傷口，否則化
學物質不能快速的被吸收。

– 一般而言，汙染物經毛囊、溶於皮膚之脂肪或油脂中而被吸收進人體內。

– 許多種化學物質均可透過皮膚而被吸收。

• 眼睛接觸（Eye contact）

– 經由人體最脆弱處-眼睛，接觸危害性化學品，毒性跟傷害效應高。

• 攝入（ingestion）

– 在作業環境中，若允許在工作場所飲食，則工人常會在不知不覺中吃入或
喝入危害性化學品，產生健康影響。

– 工作場所中應絕對禁止飲食，而且工作結束飲食前應充分洗手後才可進食。

27



四、案例--火災

 易燃性化學品，液態溶劑蒸發流動性，禁水性物質，有火災、爆炸

桃園蘆竹區旭富製藥20日發生火警，巨大爆炸聲響嚇壞桃園人，火勢更延燒到附近4間廠房，粗估火

災損失新台幣8億元。旭富財務主管楊文禎在今（21）日早上7點於記者會上說明，發生火災的區域是

公司舊廠區，推測是化學溶劑流進水溝，加上海邊強風，導致火勢蔓延。

旭富大火因延燒，燃燒面積不斷擴大，最後達3萬4176平方公尺，旭富更爆出隱匿金屬鈉，因其核准

每日處理金屬鈉200公斤，卻發現現場存有1050公斤，申報不實，桃園市消防局依《危險物品管理法》

開罰10萬，隱匿影響救災則依《消防法》開罰60萬元

• 資料來源：Google 

※溫度越高、液面暴露面積越大，蒸發速率越快；溶液表面的壓強越低，蒸發速率越快

28



案例--氫氟酸傷害

圖片說明： 
手指為氫氟酸（ ） ～
灼傷三天後變化。

HF 5 10%

29



案例--不正確使用有機溶劑（正己烷）中毒

 據媒體報導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內的聯建科技公司於2009年8月發生
47名員工正己烷中毒事件，事發後住院治療員工達27人，其主因係勞工於無
塵室使用正己烷從事手機螢幕擦拭作業，由於未採取適當的排氣工程控制措
施，也未提供勞工確實佩戴防毒口罩，時間一長，導致無塵室工作的員工發
生群體正己烷慢性中毒事件。

•正己烷是一種化學溶劑，這個無色液體揮發程度比
酒精快，擦拭玻璃的效果也比酒精好，但它具有一
定的毒性，當藉由呼吸道或皮膚等途徑進入人體後，
在長期接觸下或導致人體出現頭痛、頭暈、乏力、
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狀，嚴重更會造成暈倒、神
智不清，甚至是死亡的後果。

• 原來從2008年8月開始，聯建科技就開始使用正己烷來擦拭iPhone的觸控面板。
傳統使用酒精擦拭面板，此法讓產品良率較低；但使用正己烷後，由於擦拭
效果較好，加上成本遠低於酒精，因此在成本和良率的雙重考量下受到青睞。
但因廠房密閉不通風，員工在缺乏有效防護下，時間一長，的確是導致慢性
中毒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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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誤飲

2009/12/14 某校老師拿著大瓶裝消毒水(具有強鹼腐蝕性) ，要同

學拿寶特瓶分裝稀釋，清潔教室。沒想到謝同學一看到寶特瓶，誤

以為是可以喝的飲料，大口灌下後，覺得味道怪怪的就馬上吐掉，

導致口腔和食道輕微灼傷。

案例

~誤用、誤觸、誤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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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化學品防護

一、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二、管理措施
三、設備安全防護
四、個人防護具

32



一、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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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鑑別、風險評估方式(範例: 矩陣建議為方陣4*4、5*5 )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

類別 手法

高風險機台、設備 HaZop -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

設備操作/廠區活動 JSA -工作安全分析

Hazop

  
嚴重度發生頻率 風險等級

重
大
性

人員安全衛生

事故等級

法規要求

系統設備損失

Job Safety Analysis

HaZop

評分結果區分為1~4風險分級、高度風險作業項目列入優先改善等級進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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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矩陣



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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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採購規範
氣體/化學品安全規範

化學品
運送規定
化學物品搬運管理辦法

化學品
使用訓練
*化學品操作訓練
*有機/特化證照
*有機/特化複訓
*PPE訓練
環安衛與能源教育訓練、
認知及能力管理程序

供應商管理評核
及稽核
(採購□-□ □)

化學品
入廠檢查
(廠務LSN-□ □)

標示管理
危害通識管理辦法

風險評估
(變更管理)

新導入化材設備及變更
管理辦法 化學品審核

COA
(廠務LSN-□ □)

作業管制
危害性化學品儲存管理辦法
有機溶劑作業管理辦法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管理辦法

A評估及採購 B運送及儲存 C使用管理/管制 D棄置及持續改善

棄置管制
分類儲放
事業廢棄物管理辦法

稽核及
持續改善
環安衛與能源管理
內部稽核程序
廢棄物廠商評鑑及
採購管理辦法

1.供應鏈管理及化學品管理
36



與廠商確認化學品是否含有管制性化學品/優先管理化
學品/新化學品等管制成份。

於測試、導入新化材前，須請廠商提供合乎規定之SDS，
並填寫E化新導入化材設備及變更管理系統進行申請。

A.評估/採購階段37



採購管理納入安全衛生管理制度，結合請購聯絡單，各單位有 新購入設備、
改造設備、新導入化學品，需簽核至 安衛單位確認 ，是否 填寫 新化材設
備及變更單

採購管理
38



執行流程 需求設置階段 驗收階段設計階段 採購階段

採購管理流程

新導入化材設備及變更管理辦法

39



40

新導入化學材料評估
40



執行流程 需求設置階段 驗收階段設計階段 採購階段

採購管理(續)

消防工程施作規範

消防安全設備檢測
保養規範

游離輻射規範

檢測資格規範

機台設備規範

氣體化學品規範

危險性機械設備規範

防護具規範

承攬商管理規範

廢棄物管理規範

承攬商投保責任保險規範

電器防爆設備請購規範

節能採購清單及節能採購規格
建立13大項安衛採購規範(範例)

採購安衛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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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廠耐震標準為抵抗
至少0.5G(芮氏規模七
級)水平地震加速度
依據:CPT機台設備安全
規範3.17.1
對策:提供防震計算書

購置安全防護具

執行流程 需求設置階段 驗收階段

試車前安全檢查執行

廠驗是否符合規範
並要求改善

機台move in會議

進度掌控

設計階段 採購階段

採購管理
42



43

執行流程 需求設置階段 驗收階段設計階段 採購階段

採購管理
43



B.運送/儲存階段

 盛裝化學品容器須符合標示規則。

 搬運前，作業人員應先確認防護用具(如:如護目鏡、面罩、防護手套、防護
衣、呼吸防護具、防護鞋...等)及洩漏處理物品放置位置。

 搬運人員須受相關作業安全訓練，以了解相關化學物品之危險性及預防方法。

 槽車及化學物品運輸車於進廠時，使用(管理)單位應安排收料人員進行引導
及監控。

 化學品儲存管理人員須接受相關訓練，以了解其危險物品特性、緊急處理方
式與消防急救應變之能力。

 化學品儲存須注意其特性，避免發生不相容現象而導致火災爆炸等狀況。

 無塵室化學品之擺放應以一天使用量為主，若因空間限制而無法使用安全櫃
者，應先考慮是否變更化學品領用頻率，分時段分批次領用以降低無塵室化
學品儲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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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不相容表
相容性：指化學物質與容器、材料接觸，或
二種以上之化學品混合，不發生下列效應者：
（一）產生熱。
（二）產生激烈反應、火災或爆炸。
（三）產生可燃性流體或有害流體。
（四）造成容器材料劣化，致降低污

染防治之效果。

廠區化學品不相容查詢路徑
EIP->環安衛專區->危害通識

->化學品不相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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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車充填作業

1.火源管制

2.行駛管制

3.車輛固定

4.靜電消除

5.灌輸安全

6.完成確認

47



槽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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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底色 /文字顏色

易燃性 底色紅色 /文字黑色

腐蝕性 底色橙色 /文字黑色

毒性 底色黃色 /文字黑色

非易燃性 /非毒性 底色綠色 /文字黑色

氧化性 底色紫色 /文字黑色

其他 底色白色 /文字黑色

底色藍色 /文字黑色

底色紅色 /文字白色

管線內容物

水、補給水、純水及冷卻水

消防管線系統

特殊氣體

一般氣體

化學品

排氣

排水

廠內化學管路標示49



管路標示原則

1.FAB外：於管面塗裝標示底色與文字顏色。

2.FAB內：除消防管外所有管路均不油漆，使用防水自
黏貼紙貼附於管外壁上。

文字顏色 底色 流向

矽甲烷(Si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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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標示51



管閥標示掛牌

矽
甲
烷(

S
i
H
 
)

T
F
T
 
W
E
-

關

閥門水平安裝吊牌指示方式

不鏽鋼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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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

鋼瓶

Edited by PoHsin Jamison Chen

鋼瓶的組成包含鋼瓶蓋、瓶閥及瓶身三部份。

鋼瓶蓋用以保護瓶閥，因為在整支鋼瓶中，瓶閥部分最為脆弱，不當的碰撞會造
成鋼瓶閥斷裂，而使鋼瓶有如長汽球洩氣般，在空中飛舞，相當危險。

• 因此鋼瓶運送或儲存時最好蓋有瓶蓋，可避免不
小心產生之危險。尤其是氫氣可燃性氣體，一經
洩漏很容易引起火災或爆炸。

• 儲存時，一定要有固定架，或使用鋼鍊鍊條固定
，避免倒塌造成鋼瓶閥斷裂。

• 鋼瓶須耐壓合格並於期限內、標示符合(含瓶身顏
色)、有安全破裂片並完整性。

53



54

Edited by PoHsin Jamiso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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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鋼瓶

高壓無縫氣體容器
水壓檢查合格識別環顏色

檢查年份 下次檢查
年份

識別環
顏色

2020 2023 紅色
2021 2024 籃色
2022 2025 白色
2023 2026 綠色
2024 2027 黃色
2025 2028 紫色
2026 2029 紅色
2027 2030 籃色
2028 2031 白色
2029 2032 綠色
2030 2033 黃色
2031 2034 紫色

出廠年限 水壓試驗期限
未滿15年 3年

15年以上未滿20年 2年
20年以上 1年

鋼瓶之再檢查期限 (CNS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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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戶外存放要點:

1.具備遮陽避雨之設施，以避免溫升與雨水侵蝕。

2.固定瓶身。

3.墊高底部。

4.標示“高壓氣體危險“，“嚴禁煙火“等警語。

5.標明開闢狀況與方向，其中可燃性與毒性氣體應

為反時針方向開啟之開闢。

6.標明專責管理人員姓名、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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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內高壓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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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特殊氣體安全防護設施

 UV/IR SENSOR火燄偵測裝置

設置管路超流量閥

與廠內地震儀連線(需同時有兩台以上之地震
儀偵測到五級以上地震)

 ESO (emergence shut off valve)

設置緊急遮斷閥(SHUT BOY)

設置壓力感知器(PT)

 exhaust and leak sensor(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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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氣管保溫棉 消防管

EMO

Valve Shutter

加熱線

氣瓶櫃附屬安全配件

觸控面板



特殊氣體安全防護--防火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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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B &偵測器



易燃性化學品儲存室安全防護—防爆型監視系統
61



62
安全監控



儲存: 防爆櫃(含危害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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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人員應接受化學品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現場單位應備有危害物質清單、安全資料表，作業人員應清楚其放置位置及可以方
便取得。

 熟悉化學品安全資料表及其安全操作步驟。

 化學品之分裝，須依化學品特性佩帶合適之防護器具，並於化學通風櫃中進行分裝。

 作業可能產生靜電明火之設備或環境，應設置接地等靜電消除措施。

 化學品之操作、儲存、搬運之作業檢點，依自動檢查管理辦法實施。

 滅火器、洗眼器、淋浴裝置、急救箱的位置

 污染物緊急處理步驟: 作業人員有接觸化學品之虞者，應依化學品危害特性來選用
適當之個人防護具，如護目鏡、面罩、防護手套、防護衣、呼吸防護具、防護鞋等。

 緊急避難路線、危急處理電話號碼及呈報步驟

使用/管理階段
64



 廢棄化學物品之暫存與作業過程所產生之廢棄物(如沾有化學品無塵擦拭
布..等)須依其特性分開儲存，避免不相容狀況發生。

 使用完畢或廢棄之化學品應盡速清除或移出無塵室，避免於無塵室大量累
積，增加火災爆炸之風險。

 廢棄化學品空容器應明確標示，避免發生混存或是誤用之狀況，嚴禁將廢
棄化學品空容器移作他用。

 因作業過程所產生之廢棄物，請依廠內『事業廢棄物暨資源回收場管理辦
法』實施辦理。

廢棄/資源化階段
65



化學廢棄物處理

 經擦拭酸鹼或是有機溶劑液體之廢棄無塵布及其他廢棄物，
分類丟棄

 不相容化性物質管理︰有機廢棄物不繡鋼材質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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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備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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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地震防護

•水系統消防管設置UL/FM認可防震斜撐

•各廠區設置地震儀，震度超過80 gal設有相關安全連鎖措施

•製程機台之防震固定



69
機台防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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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器安全設計

加熱器

過熱偵測

間接加熱設計

獨立溫度偵測

LL距離底

部5 cm以上

加熱器接地

資料來源:亞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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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安全設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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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安全設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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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設計及其他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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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被覆措施



75 製程機台與設備安全措施

處理易/可燃性液體之製程機台安全措施
1 機台以不可燃材料構建
2 化學槽--液位控制
3 加熱槽--超溫保護
4 火警偵測--火焰探測器
5 消防系統 - 自動二氧化碳滅火系統
6 洩漏偵測
7 防溢設施

8

製程排氣系統材質
◆ 易/可燃性液體:  不鏽鋼
◆ 易燃性/自燃性氣體:  不鏽鋼
◆ 腐蝕性化學性液體/氣體:  FM 4922 認
證不鏽鋼材質
◆ 一般排氣/熱排:  不鏽鋼或鍍鋅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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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可燃性液體儲存與分送之安全措施

易/可燃性液體儲存與分送之安全措施
1 兩小時防火區劃
2 火警偵測--火焰探測器
3 環境--自動撒水系統防護
4 分送機櫃--自動氣體滅火系統防護
5 洩漏偵測
6 防溢設施
7 製程排氣系統材質 --不鏽鋼
8 洩爆結構 (FM 認證)
9 防爆電器設施
10 系統接地與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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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自燃性液體儲存與分送之安全措施

 LEAK SENSOR漏液檢知裝置

設備消防CO2滅火裝置(有機)

與廠內地震儀連線(需同時有兩台以上之地震
儀偵測到五級以上地震)

 ESO (emergence shut off valve)

 PASS BOX壓力感知器



78 易/自燃性氣體儲存與分送之安全措施

易燃性/自燃性氣儲存與分送之安全措施
1 兩小時防火區劃/ 與主廠房間有安全間距
2 火警偵測--火焰探測器
3 環境--一齊開放式自動撒水系統防護
4 洩漏偵測
5 製程排氣系統材質 --不鏽鋼
6 洩爆結構 (FM 認證)
7 防爆電器設施
8 鋼瓶間實體區隔



P.79

氣體站洩爆口

洩爆牆

洩爆孔

79



四、個人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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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具使用

Edited by PoHsin Jamison Chen

 簡稱PPE(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指直接穿戴在勞工身上，以防止危害，並將受害程度降
至最低的一種防護方式。

 配戴之時機

 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時(如歲修)。

 防護具是最後一道防線，不能作為危害控制的優先考量。
(維持人員基本之生命安全，將危害物阻擋在外，或提供生存之基本所需。)

 防護具是用來阻絕危害，非消除危害，一定要在認知危害（種類及強度）
後才能使用。

 緊急意外事故逃生或搶救人命時。

 防護具的基本觀念

 防護具在保護自己，而不是裝飾品

 防護具不是萬能，但沒有它卻萬萬不能

 流汗總比流血好

 正確穿戴，防護加倍

 穿戴後跟沒穿戴一樣，那你就成功了

迷之音：
戴上防護具，讓你變身鋼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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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毒面具之濾毒罐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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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具選用建議

●必須使用△視狀況使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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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使用需穿戴之防護具(PPE)

防酸鹼手套 口罩

面擋

C級防護衣

防酸鹼
長靴

安全眼鏡

護目鏡

化學品使用穿戴

半面體面罩
(含濾毒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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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之防護具穿戴

緊急應變救援穿戴與救援
左：C級 右：A級+SCBA

密合型(Tight-Fitting)
呼吸防護具

自給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SCBA)

濾毒罐

抗化學靴
耐酸鹼手套



衛生措施

1.工作時個人應維持的良好的衛生習慣。

2.處理此物後須徹底洗手。

3.工作場所嚴禁抽煙或飲食。

4.工作後儘速脫掉污染之衣物，洗淨後才可再穿或丟棄。

5.須告知洗衣人員污染物之危害性。

6.維持作業場所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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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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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中心ERC

化學藥液供應
監控系統

氣體供應
監控系統

電力供應
監控系統

空調供應
監控系統

火警警報與
及早型偵煙系統

緊急應變中心 ITV system
監視系統

緊急廣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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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櫃

救護器材

搶救器具

逃生工具

防護用具



 確認洩漏物質為何?是否持續洩漏?

 是否可關斷上游閥件或止漏?

 通報單位主管及監控室

 若主管判斷無法進行處理，則啟動廠內緊急應變處理程序進行
應對。

洩漏處理原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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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洩漏

氣體偵測
防護具—A級防護衣
SCBA GAS DETECTOR



液體洩漏

•圍堵
•防護具
•通知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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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級防護衣

2.防毒面具

3.濾毒罐

4.防酸鹼手套

5.防酸鹼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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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處理包

MERCONspary:外型為瓶裝且有噴嘴。

使用前請將噴頭內鋁

薄紙撕開，再由上到

下對汞燈破裂區域內

作除汙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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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遭受化學品噴濺時

 尋求他人協助

 儘速至沖淋器設置地點

 沖洗時間持續15分鐘以上

 脫除污染衣物

 眼睛受噴濺，使用洗眼器
進行

沖洗

 送醫務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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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淋器

洗眼器

把手開關

淋浴把手

緊急沖身洗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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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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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演練



伍、化學品意外案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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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大掃除 鹽酸+漂白水恐中毒

健康醫療網／記者郭庚儒報導
許多民眾為了在大掃除徹底清除污垢，會使用鹽酸摻入漂白水，加強清潔效果，但毒物科醫師提醒，
鹽酸加漂白水會產生氯氣，吸入恐造成中毒，傷害鼻黏膜、口腔、喉嚨、呼吸道，甚至肺部，建議依
照指示正確使用清潔用品，以免打掃不成反倒傷身。

台北榮總臨床毒物科主任楊振昌指出，坊間清潔用品可分為強酸、強鹼、界面活性劑，界面活性劑又
可分為陽離子、陰離子、非離子，其中陽離子毒性較高，且濃度較高可能有腐蝕性，最好加水稀釋使
用，而陰離子毒性較低，但也可能含有強鹼。
清潔用品不當使用恐傷身。楊振昌舉例，診間常見患者使用鹽酸摻漂白水，或使用強酸、強鹼的水管
清潔劑加入熱水，將清潔劑倒入水管後，又繼續待在浴廁打掃，結果產生的氯氣或毒氣吸入體內，造
成呼吸困難、眼睛刺痛，甚至誘發氣喘、傷害肺部等。
楊振昌提醒，使用清潔用品務必配戴口罩及手套，除了減少吸入有毒氣體外，也能避免肌膚受到腐蝕，
清潔時要打開窗戶，另外使用完畢記得將清潔用品收好，以防幼童、老人誤食。

資料來源： health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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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霧機噴濺
 日期：*/*

 時間：*/*

 區域：

 單位：生產部

 發生經過說明：

噴霧機噴嘴清潔作業 清潔結束未將護蓋蓋上進行測試 至醫護室初步處理後就醫

 後續改善評估：

1. 標準作業程序檢視：與工程部確認，目前未完整規範清潔噴嘴程序，後續將重新定義

2. 教育訓練：承上，針對需操作的OP進行合格上崗訓練

3. 優化作業安全：依據3F噴霧機設置流量計，替代目視噴霧測試手法

Flux噴灑後，反彈濺傷左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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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

CVD火災

GAS BOX：偵測由VMB或VMP轉接至機台管路是否洩漏 。

保養管路NH3管路未鎖緊導致SiH4倒灌至NH3管路螺孔洩漏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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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膜機冒煙

溫度檢知器顯示異常(原設定溫度為
45℃，火災警報作動後顯示溫度為
63.6 ℃)

機台本體操作側顯示液位高度為H1上
限，無法自動補液

 TANK液位下限檢知SENSOR無動作，導
致TANK內的液位持續低下，造成加熱
棒裸露出液面，使得溫度持續增高，
而啟動火災警報裝置

發現TANK液位檢知SENSOR(壓力轉換
器)被剝膜液沾附導致訊號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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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教育訓練是推展安全衛生第一步

2.善用安全資料表

3.充分了解廠內各化學品危害特性，控制危害(硬體、軟體、管理)

4.持續改善精進各項安全管理(導入AI)

5.說服最高管理階層，投資風險管理，防範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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