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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

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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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重大職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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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

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

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

危害

電&熱

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

之危害

機械、設備或器具等

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

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採石、採掘、裝卸、搬運、

堆積或採伐等

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

之危害

爆炸性或發火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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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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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原料、材料、氣體、

蒸氣、粉塵、溶劑、化學

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

氣等引起之危害

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

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

引起之危害
防止高壓氣體

引起之危害

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

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

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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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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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理

潛在危害

火災、爆炸 中毒

分類

物理性危害 健康危害

危害性化學品

危險物 有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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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本規則所稱爆炸性物質，指下列危險物：

一. 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硝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酸酯類

二. 三硝基苯、三硝基甲苯、三硝基酚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基化合物

三. 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甲醯及其他過氧化有機物

CNS 6864(交通運輸) CNS 15030(工作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A7sjhFrs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A7sjhFr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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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本規則所稱著火性物質，指下列危險物：

一. 金屬鋰、金屬鈉、金屬鉀。

二. 黃磷、赤磷、硫化磷等。

三. 賽璐珞類。

四. 碳化鈣、磷化鈣。

五. 鎂粉、鋁粉。

六. 鎂粉及鋁粉以外之金屬粉。

七. 二亞硫磺酸鈉。

八. 其他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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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本規則所稱易燃液體，指下列危險物：

一. 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硫化碳及其他閃火點< -30℃之物質

二. 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苯、丁酮及其他-30℃≦閃火點< 0℃之物質

三. 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及其他0℃≦閃火點< 30℃之物質

四. 煤油、輕油、松節油、異戊醇、醋酸及其他30℃≦閃火點< 65℃之物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jdi170K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jdi170K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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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本規則所稱氧化性物質，指下列危險物：

一. 氯酸鉀、氯酸鈉、氯酸銨及其他之氯酸鹽類

二. 過氯酸鉀、過氯酸鈉、過氯酸銨及其他之過氯酸鹽類

三. 過氧化鉀、過氧化鈉、過氧化鋇及其他無機過氧化物

四. 硝酸鉀、硝酸鈉、硝酸銨及其他硝酸鹽類

五. 亞氯酸鈉及其他固體亞氯酸鹽類

六. 次氯酸鈣及其他固體次氯酸鹽類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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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本規則所稱可燃性氣體，指下列危險物：

一.氫

二.乙炔、乙烯

三.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四.其他於1大氣壓下、15℃時，具有可燃性之氣體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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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 項次 危害分類 標準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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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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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道過敏物質或皮膚過敏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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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暴露（Specific target 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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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xicity 

- repeated exposure）
CNS 15030-25

26 吸入性危害（Aspiration hazard） CNS 15030-26

環境
危害

27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Hazardous to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CNS 15030-27

28 臭氧層危害物質（Hazardous to the ozone layer） CNS 15030-2813

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個總則、28個子項標準(含臭氧層危害物

質)

 雇主對放射性物質、國家標準15030 化學

品分類及標示系列之環境危害性物質之

標示，應依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相關法

規規定辦理。(第21條)

CNS 6864：交通運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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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GHS物理性分類)

爆炸物

易燃

氣體

易燃

氣膠

易燃

固體

易燃

液體

加壓

氣體

發火性

固體

發火性

液體

自反應

物質

自熱

物質

氧化性

氣體

氧化性

液體

氧化性

固體

有機

過氧化物

禁水性

物質

金屬

腐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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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水放出(可能自燃的)易燃氣體

 遇熱可能(起火)或爆炸

 暴露在空氣中會自燃

 (極度)易燃液體和蒸氣

 可能(懷疑)致癌

 可能(懷疑)造成遺傳性缺陷致命

 可能(懷疑)對生育能力或對胎兒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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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危害(5種)：

健康危害(4種)：

環境危害(1種)：

16

危害圖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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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三大元素

危害分類

標準

安全資

料表

標示

要項

物理危害 (16個類組)

健康危害 (10個類組)

環境危害 (  2個類組)

+

危害警告
訊息

警示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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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數量到底有多少?



Meng-Lung Lin ph.D 摘錄自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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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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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連倉儲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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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過氧化物

R1-O--O-R2

危險?

工安管理師提醒，存放有機過氧化物D型，依管
理辦法規定管制量100公斤，但一般倉庫月使用
已達457公斤，超量4.57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7%A5%E5%A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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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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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反應型態

自反應
(Self-reacting)

化學交互作

用反應
(Chemical 

interaction)

 自反應即單一物質接受熱、

光或衝擊等能量時，便會發

生放熱的分解、聚合或重組

等反應，包含化學品暴露於

空氣/水中會產生反應者

 化學交互作用反應則為2

種(含)以上化學品相互接

觸，因彼此間發生交互作

用反應而產生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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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學生凌晨實驗冒煙引來消防隊 3生就醫已出院

2023/04/25 成大食安所實驗

室廢液桶破裂事件，成大環

安衛中心說明，經確認為該

校食安所外籍學生在做實驗

時，將大約200CC丙酮倒入

約10公升的硫酸廢液桶中，

致產生冒煙及刺鼻氣體。因

化學品不相容產生放熱反應，

導致廢液桶受熱破裂。後續

成大人員、實驗室負責人、

食安所老師與消防隊員到場，

現場已使用吸液綿與中和劑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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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頭份化工廠硫化氫外洩 6人送醫1人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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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鈉安全資料表



Meng-Lung Lin ph.D

電鍍工廠清洗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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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鈉安全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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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學品不相容性查詢功能」，本功能係參考CCPS之Chemical Reactivity 

Worksheet (CRW)最新版本CRW4，並將其轉化為簡易操作之模式供使用者查詢化

學品及化學品之間之反應相容性質

2. 1.上方區塊：法定法定危害物質名稱

2.中間區塊：反應相容物質

3.下方區塊：反應相容結果

https://www.aiche.org/ccps/resources/chemical-reactivity-work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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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名稱： [反應族群]羧酸

舉例： 醋酸；苯甲酸

可燃性：
許多低分子量羧酸(C1-C4)的閃火點在100~150℉之間(38~66℃之間)，並且有相對寬的可
燃性限制。因此，它們被認為是中度火災危險

應性：

酸和鹼中和產生水和鹽及伴隨著大量熱量產生。6個或更少碳原子的羧酸可自由或適度溶
於水中；含有6個以上碳的羧酸則微溶於水。可溶性羧酸在水中解離一定程度以產生氫離
子。因此羧酸溶液的pH小於7.0。與其他酸一樣，羧酸與氰化物鹽反應生成氣態氰化氫。
對於乾燥的固體羧酸，反應較慢。羧酸與偶氮化合物、二硫代氨基甲酸鹽、異氰酸酯、硫
醇、氮化物和硫化物的反應產生可燃和/或有毒氣體和熱量。羧酸，尤其是在水溶液中，
也與亞硫酸鹽、亞硝酸鹽、硫代硫酸鹽(以產生硫化氫和三氧化硫)、連二亞硫酸鹽(二氧化
硫)反應，產生易燃和/或有毒氣體和熱量。它們與碳酸鹽和碳酸氫鹽的反應產生無害氣體
(二氧化碳)，但也會產生熱量。與其他有機化合物一樣，羧酸可被強氧化劑氧化，並被強
還原劑還原，這些反應也伴隨熱量產生。

毒性： 對身體組織具有腐蝕性

其他特性：
1.羧酸含有與烴鏈連接的羧酸官能基(-COOH)。該鏈可以是簡單的烷基，但也可以包括任
何大量其他有機官能基，包括另外的羧酸基。 2.羧酸具有酸味並且變成藍色石蕊紅色。 3.

大多數羧酸在室溫下是固體；甲酸，乙酸，丙酸和丁酸是液體。 4.羧酸是弱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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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名稱： 矽甲烷

反應群組分類： 氮化物、磷化物、碳化物和矽化物

反應性警告： 高度可燃、強還原劑、水反應性、自燃

描述：

矽烷是一種無色、易燃、有毒的氣體，具有強烈的斥鼻味。它易在空氣中
燃燒與氧化劑反應，且吸入毒性很大，對皮膚、眼睛和粘膜有很強的刺激
性。矽甲烷比空氣輕。在長時間暴露於火源或熱源的情況下，容器可能破
裂爆炸。它用於生產非晶矽。

反應性：
與水緩慢反應形成氫氧化矽和氫氣。矽甲烷與溴、氯或共價氯化物(碳酰氯，

五氯化銻，氯化錫(IV))接觸會燃燒。即使是微量的自由鹵素也可能引起劇

烈爆炸，處理矽烷時，應特別小心。矽甲烷和氮氧化物混合，很容易引爆。

空氣與水反應性：高度易燃。與水緩慢反應形成氫氧化矽和氫氣。

健康危害：
蒸氣可能會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引起頭暈或窒息。如果以高濃度吸入會有
毒性。接觸氣體或液化氣體可能導致灼傷、嚴重傷害和/或凍傷。火災可能
會產生刺激性和/或有毒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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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反應性工作表(Chemical Reactivity Worksheet, CRW)

1. 對於化學品之間的相容性或潛在反應性危害，可使用「化學反應性工作表(Chemical 

reactivity worksheet, CRW)」來獲得資訊，此軟體為免費軟體，由美國化學工程學

會(AIChE)化學製程安全中心(CCPS)、美國環境保護署(USEPA)緊急管理辦公室、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緊急應變部門主導，並與材料技術研究所(MTI)

、陶氏化學公司(Dow)、杜邦公司(Dupont)和飛利浦公司(Phillips)共同開發

2. CRW功能及應用

一. 化學資料表(Chemical Datasheet)

二. 反應性危害預測工作表

三. 化學品與吸收劑之間的相容性評估

四. 結構材質(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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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資料表(Chemical Datasheet)

1. CRW包含數千種化學品化學資

料庫，描述每種化學品之化學及

物理資訊，包含易燃性、過氧化

性、聚合性、爆炸性、強氧化力

或還原力等，以及化學品是否與

水、空氣發生反應資訊，如圖1

2. 如果工廠內部化學品不在CRW

資料庫中，亦可自行新增化學品

相關資料 圖1 化學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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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應性危害預測工作表(1/2)

1. CRW藉由化學品的官能基、化學反應之反應熱(CRW定義化學不相容性反應物產

生之反應熱需大於100 cal/g)與生成物及相關文獻等資料，對化學品的自反應性及

物質相容性進行分析，預測化學物質間潛在反應性危害，如圖2所示。CRW目前共

有68組官能基種類，依據化學品具有之官能基種類及其反應特性進行評估

2. 圖表圖例說明

A.Y：相容性，沒有相容性之危害

B. N：不相容性，有相容性之危害

C.C：警告，可能有相容性之危害

D.SR：自反應性，具潛在自反應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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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應性危害預測工作表(2/2)

圖2 反應性危害預測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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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學品與吸收劑之間的相容性評估

 若發生化學品洩漏事故時

，需要使用到吸收劑進行

處理時，須留意化學品與

吸收劑之間的相容性評估

，如圖3所示

圖3 化學品與吸收劑之間的相容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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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構材質(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CRW列出常見的結構材

質及化學品之間可能造

成的相關腐蝕資訊，可

依據此資訊，初步評估

化學品與結構材質間是

否具有不相容性，如圖4

所示

圖4 化學品與結構材質的相容性評估



火災種類?



火災種類

A類火災：可以用水滅的火災

B類火災：油類火災

C類火災：電氣火災

D類火災：活性金屬，如鈉

油鍋起火不能用水滅.wmv
整塊的鈉丟到池塘 會發生什麼事？ - YouTube (360p).mp4


材料裂解過程

高分子

揮發性氣體或小分子鍊段

熱

熱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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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裂解反應

熱
自由基



中止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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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滅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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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滅火器

火災分類
水

機
械
泡
沫

二
氧
化
碳

乾粉

ABC類 BC類 D類

A類火災 ○ ○ × ○ × ×

B類火災 × ○ ○ ○ ○ ×

C類火災 × × ○ ○ ○ ×

D類火災 × × × × × ○

滅火器適用之火災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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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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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危害之歷史悲劇

 2014年發生在中國大陸崑山中榮工廠發生「鋁金屬粉塵」爆炸事故，經瞭解其

爆炸原因係廠房內空氣中瀰漫製程區拋光研磨作業產生的鋁鎂合金粉塵，於啟

動集塵器後，大量粉塵送入集塵器儲桶時遇水氣發生氧化放熱，放熱高溫瞬間

引燃懸浮於空氣中之粉塵逕而發生嚴重粉塵爆炸，造成了164人死亡，114人受

傷

 2015年在國內新北市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的活動，也發生彩粉玉米粉燃燒火災，

經瞭解「彩粉玉米粉」燃燒的原因為舞台電腦燈散熱風扇吸入懸浮於空氣中的

玉米粉，由電腦燈內部燈泡高溫引燃玉米粉，釀成15人死亡，484人受傷慘劇

 2022年11月彰化縣福興鄉某自行車鐵管研磨工廠，發生粉塵集塵區爆炸；2011

年中國成都富士康粉塵堆積爆炸；2021年漢翔工業台中廠區粉塵集塵器設備爆

炸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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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粉塵的種類(1/2)

1. 許多物質被分割成粉塵粒子時都會具有可燃性，以下列舉火災學中提到常見

的可燃性粉塵，以及有可能發生粉塵爆炸的場所：

A. 碳製品類：煤炭、木炭、活性碳(煤礦坑、燃煤發電廠)

B. 肥料類：魚粉、血粉(食品加工廠)

C. 食品類：澱粉、糖粉、玉米粉、奶粉、麵粉、穀粉、咖啡粉(穀倉、食品

加工廠)

D. 金屬類：鋁、鎂、鋅、鐵、錳(金屬加工廠、廢料回收場)

https://iorange.biz/2td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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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粉塵的種類(2/2)

E. 木質類：木粉、紙粉(木材加工廠)

F. 合成製品類：塑膠粉、橡膠(塑膠工廠、廢料回收廠)

G. 農產品類：胡椒、除蟲粉、煙草(農產品加工廠)

2. 除了上面幾種常見的粉塵外，甚至是藥品、紡織品、硫磺、馬鈴薯等，只

要被分割成粉塵粒子都有可燃性，可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各種物質的粉塵

都可能會發生粉塵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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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粉塵爆炸的因素(1/2)

粉塵爆炸的

危害測定與

強度指數

1
環境因素

粉塵自身條件因素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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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粉塵爆炸的因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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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2日14時50分許，○○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作業區(手工研磨區)勞工吳○○

以手工研磨機進行自行車鎂鋁合金前叉零

件研磨作業，因研磨到含鐵質之自行車鎂

鋁合金前叉而產生火花，火花經抽風箱引

導下進入風箱，引燃風箱內之鎂鋁粉塵造

成粉塵爆炸引起火災，因該粉塵爆炸將累

積於牆壁之鎂鋁粉塵揚至空氣中，於第三

作業區產生2 次粉塵爆炸，約2秒後，於第

二作業區(機械手臂區)產生多次粉塵爆炸

，造成1死8傷

攝影機於5月2日14時51分31秒拍攝到火

花出現，相對位置為燃燒情形嚴重之處

第三作業區爆炸情形

鎂鋁合金爆炸案



Meng-Lung Lin ph.D

可燃性粉塵之預防措施(參考)

1. 作業場所應注意整潔，勿使粉塵積聚樑間，亦不可用壓縮空氣吹去可燃性

粉塵。

2. 研磨機、輸送機、收塵機應為防塵型，且構造堅強能耐爆者。

3. 集塵器應設置室外，或設置隔室，對某種粉塵宜使用濕式收塵，收塵用之

風管愈短愈好，且勿彎曲為佳，排風機應裝設在除塵機之後。

4. 可燃性粉塵之輸送與研磨等，應經常通入惰性氣體，以減少氧氣量。

5. 研磨後之粉塵應注意自燃，避免粉塵積聚發生悶熱，尤其在停工前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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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著火性物質? 及其防火防爆要點

 本規則所稱著火性物質，係指下列物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條〕：

1. 金屬鋰、金屬鈉、金屬鉀。

2. 黃磷、赤磷、硫化磷等。

3. 賽璐珞類。

4. 碳化鈣、磷化鈣。

5. 鎂粉、鋁粉。

6. 鎂粉及鋁粉以外之金屬粉。

7. 二亞硫磺酸鈉。

8. 其他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著火性物質係指凡置於常溫空氣中

接觸水分會分解而發生可燃性氣體，

同時發熱而發火之物質，或與空氣

中氧氣接觸而有發火危險之物質

 處理著火性物質，應遠離明火及其

他可能發生火源之設備與物料，並

勿使其接觸氧化性物質、空氣或水，

亦不能予以加熱衝擊

表4-2著火性物質.doc
整塊的鈉丟到池塘 會發生什麼事？ - YouTube (360p).mp4
蘆竹化工廠大火 直擊驚爆瞬間 - YouTube (360p).mp4
研磨拋光廠鎂粉引起ㄟ火警 030524 - YouTube (360p).mp4
Inferno_ Dust Explosion at Imperial Sugar - YouTube (360p).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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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夜店火災 (100.3.6)
9死12傷

61

ALA夜店.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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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火?

煙?毒性氣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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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泡綿成分

C

H

O

N

.

.

.

+ O2

在火場中燃燒

?
CO

CO2

H2O

NO

NO2

N2O

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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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2O HCN

八小時時量平均
容許濃度

35 ppm 50 ppm 10 ppm

短時間時時量平
均容許濃度

52.5 ppm 75 ppm 15 ppm

毒性資料

容許濃度低於200 ppm為毒性氣體〔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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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v.s 金錢

65

videoplayback.mp4
videoplayback.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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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誼興業公司液化石油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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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縣林園鄉北誼興業

公司液化石油氣灌裝

廠於87年8月28日上午

發生氣爆，一部正在

灌裝液化石油氣的氣

罐車，因填充時車輛

移動引發大火，最後

造成包括2名警消、1

名義消、一名員工等4

死41傷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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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騰液體氣化膨脹爆炸(BLEVE, Boiling Liquid Expansion Vapor Explosion)

 BLEVE預防措施

 足夠疏解裝置

 灑水設備

 絕熱材料

 地面傾斜避免積聚

 裝置防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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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LPG)特性

氣化時重量為空氣1.5倍 (蒸氣密度 )

液態時比水輕、比重約0.5 (液體密度)

膨脹率變化大約250倍

自燃溫度：405～549℃ 

閃火點：閉杯－100℃

氣味：無味(添加硫醇類臭味物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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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易體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3條所稱易燃液體，係指下列物質：

1. 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硫化碳及其他之閃火點<-30℃之物質

2. 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苯、丁酮及其他-30℃≦閃火點<0℃之物質

3. 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及其他0℃≦閃火點<30℃之物質

4. 煤油、輕油、松節油、異戊醇、醋酸及其他30℃≦閃火點<65℃之物質

GHS〔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則〕：

易燃液體是指閃火點不高於93 °C 的液體

表4-4易燃液體.doc
乙醚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pdf
乙醚ms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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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類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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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液體之預防措施(參考)

1. 易燃液體之製造或處置最好在其爆炸範圍外之蒸氣濃度下實施，對於有危險性

的操作最好在惰性氣體中進行。尤其在試運轉或運轉停止後之修理作業，應特

別注意有無在爆炸範圍內之混合氣體存在

2. 導電性較低〔絕緣性較大〕之石油類的易燃液體，在處理或輸送之際，因流動、摩

擦及其他原因配管或機械設備可能會發生靜電，應有消除靜電設施

3. 可能有可燃性蒸氣洩漏場所，附近不得有發生火源之虞之設備或物質存在

4. 廢液處理應注意相容性〔反應性危害或稱不相容性反應〕

CSB Safety Video_ Static Sparks Explosion in Kansas - YouTube (360p).mp4
台大生做硫酸實驗 引發氣爆－民視新聞_(360p).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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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換氣 作業前測定濃度防爆電氣設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77條 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塵

以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塵等措施外，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指定專人對於前述蒸氣、氣體之濃度，於作業前測定之

二. 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

使用煙火及其他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應加強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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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年10月7日16時5分許，桃園縣

蘆竹鄉某樹脂塗料廠成品包裝員

甲在成品包裝區工作，乙、丙二

人在合成槽及中和槽作業區，甲

聽到由合成槽及中和槽發出2次

小爆炸聲並冒煙，同時在隔壁

PA融解區作業之丁亦聽到異聲，

甲、丁立即奔出廠外，不久發生

爆炸，乙未及逃出被炸當場死亡，

甲、丙、丁3人均受傷分別送桃

園敏盛醫院及林口長庚醫院就醫，

丙於10月9日晚間死亡

桃園永興化工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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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氧化丁酮(MEKPO，C8H16O4 )可用於製造聚酯及丙烯系樹脂之觸媒或作為玻璃纖維強

化塑膠(F.R.P)之硬化劑，與過氧化二苯甲醯(BPO，C14H10O4)是工業常用有機過氧化物

2. 因其組成結構成不穩定的雙氧鍵結(bivalent-O-O-structure)，在化學上可被視為氧氣產

生劑，只要受熱振動即容易分解，甚至爆炸；因此在工業上常用的過氧化丁酮，其含量

約只佔60%，另外加入40%稀釋劑(通常為苯二甲酸二甲脂酸二丙烯酯的任意組合)，以

降低衝擊敏感度

4. 查詢過氧化丁酮的物質安全資料表，可知閃火點(Flash Point)為52℃～93℃，而自燃溫

度(Auto-ignition temperature，又稱自燃溫度)為109℃，此時會自發產生爆炸性分解作

用，達118℃時則完全分解；因此儲存有機過氧化物之場所一定要維持陰涼、通風良好

等條件，以免蓄熱或著火產生爆炸

5. 滅火方式，則要看火勢之大小，如果是小火則是選擇水、泡沫、二氧化碳、乾粉都可以，

但是大火時，則只能使用大量的水，然而先決條件是大火尚能控制，且是在人員已撤離

至安全距離下，以無人操作之自動搖擺設備在安全距離處自動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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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爆炸性物質? 及其預防措施(參考)

一.本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條〕所稱爆炸性物質，係指下列容易爆炸之物質：

1. 硝化乙二醇、硝化甘油、硝化纖維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酸酯類。

2. 硝基苯、三硝基甲苯、三硝基酚及其他具有爆炸性質之硝基化合物。

3. 過醋酸、過氧化丁酮、過氧化二苯甲醯及其他過氧化有機物

二.爆炸性物質係可燃性物質，同時本身又為供氧物質，為極易爆炸之物質。此等

物質可能僅由摩擦，衝擊或加熱即可產生大量之熱及氣體，造成激烈之爆炸

三.處理該等物質之作業場所，僅能置放必需使用之最小量用料，並需慎重操作，

勿使明火及其他可能發生火源設備及物料接近，更不能予以加熱，摩擦或衝擊

表4爆炸性物質.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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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安全衛生責任

職業

安全衛生

1
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民事責任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特別刑法之

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30萬元以下

罰金

公共危險罪：視有無涉及公共危

險而定

過失致人於死或過失致人於傷害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規

定，行政機關得依違反法條

予以限期改善、罰緩(3~300

萬元)、停止使用、停工處分

 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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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重要性

發生災害結果，
輕則設備毀損，
影響生產；重
則廠房夷為平
地，勞工家破
人亡

嚴重?

可接受?

如何趨吉避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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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