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性危害

F1基本概念



本教材中所有投影片內容(含文字檔及圖檔)著作權皆屬
於本部所有。

一、種子師資：對任一單張投影片之教材須完整擷取進
行授課，不得將任一單張投影片內容任意進行修改及編
輯。

二、作為一般授課使用之參考資料時需標註引用出處。

2

教材使用注意事項



壹、危險物、有害物與化學性危害

貳、認識化學性危害

參、化學性危害的預防與控制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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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危險物、有害物與化學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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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

• 定義：化學物質因其化學特性，對人體可
能造成特定的傷害

– 如中毒、致癌、腐蝕、刺激

• 人類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管理不當或操
作不慎而造成的意外事件，亦可視為化學
性危害

– 如火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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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物質之管理依據

• 毒性化學物質

– 由環境保護署公告列管

– 購買、使用列管毒化物前須申請許可

– 使用、儲存、交換、廢棄毒化物皆須登記申報

• 危害性化學品

– 由勞動部主管

– 危害特性標示及危害控制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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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

•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管理

– 定義：人為產製或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
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下列規
範並公告者

• 例：甲基汞、氧化鎘、氰化物、氯、甲醛

– 目前公告341種(2020.12.16)，分四類列管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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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分類

依公告物質的危害特性分類

• 第一類毒化物

– 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
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
人體健康者

• 第二類毒化物

– 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
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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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類毒化物

–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
生命者。

• 第四類毒化物

– 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毒性化學物質分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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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

管理依據：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危險物具有物理性危害

– 易燃、壓縮氣體、爆炸、有機過氧化物、氧化
物、不安定（易反應）、或遇水反應

• 有害物具有健康危害

– 急性或慢性健康效應

• 危害特性依國家標準(CNS15030)分類認定

– 依照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分類

職業安全衛生法、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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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GHS)

• 根據物質的危害特性，將化學品進行危害
分類，並且設定對應的危害標示及圖示，
以提醒使用者化學物質的潛在危害及因應
防範措施

• 危害特性可分為三大類、28種危害分類：

– 物理性危害：如易燃性、爆炸性、強氧化性
等

– 健康危害：如刺激性、生殖毒性等

– 環境危害：水生環境危害、臭氧層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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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危害類型

• 象徵符號

爆炸－炸彈 毒性－骷髏頭 易燃－火焰

氧化性物質-物質燃燒 健康危害-人體 腐蝕－腐蝕手及金屬

加壓氣體－氣體鋼瓶 警告-驚嘆號 環境-水環境危害

12



化學品(危害物質)容器標示

• 化學品容器上的標示包括兩部分：

– 危害圖式

– 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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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 供實驗人員查閱化學品
相關的安全衛生注意事
項的資料表

• 共十六個項目

• 通常為A4大小4~6頁的
紙本或電腦檔案

• 依法化學品製造商或供
應商需提供安全資料表
給予化學品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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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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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內容

• 物品與廠商資料：化學品名稱、其他名稱、建議用途及限

制使用、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地址及電話、緊

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 危害辨識資料：標示內容、其他危害、化學品危害分類

• 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中英文名稱、同義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 CAS No.)、危害成分(成分百分比)。

混合物：化學性質、危害成分之中英文名稱、濃度或濃度

範圍（成分百分比）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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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內容(2)

• 急救措施：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
狀及危害效應、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提示

• 滅火措施：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
害、特殊滅火程序、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 洩漏處理方法：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
清理方法。

•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處置、儲存。

• 暴露預防措施：工程控制、控制參數、個人防護設
備、衛生措施。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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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內容(3)

• 物理及化學性質：外觀、氣味、嗅覺閾值、pH
值、熔點、沸點/沸點範圍、易燃性、分解溫度、
閃火點、自燃溫度、爆炸界限、蒸氣壓、蒸氣密
度、密度等

• 安定性與反應性：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
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避免之物質、危害分
解物

• 毒性資料﹕暴露途徑、症狀、急毒性、慢毒性或
長期毒性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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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資料：生態毒性、持久性及降解性、生物蓄
積性、土壤中之流動性、其他不良效應

• 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

• 運送資料：國際運送規定、聯合國編號、國內運
送規定、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 法規資料：適用法規

• 其他資料：參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製表
日期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安全資料表內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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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化學性危害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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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的潛在危害與危害效應

化學品具有「潛在危害」，並不表示接觸後
一定會造成危害效應，而是具有造成危害的
可能性

• 危害性化學品可能導致嚴重危害如爆炸、
火災、中毒等，但並不表示這個物質一定
會發生危害

• 了解潛在危害及發生原因後，若能善加管
理、正確操作與使用危害物質，將有助於
避免或降低危害發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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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的健康危害

• 化學品或代謝產物可能干擾身體的正常運作
機能，造成健康危害

• 按照暴露與危害發生的間隔時間長短，可分
為急性效應與慢性效應
– 急性效應時間較短，慢性效應發生時間較長

– 危害效應可能十分明顯(噁心、嘔吐、神經麻痺、
呼吸困難)，也可能不易立即察覺(生理機能退化、
組織增生、腫瘤)

– 各種物質的危害特性不同，有時也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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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的基本概念

化學物發生源

化
學
物
傳
輸
路
徑

化學物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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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與人體接觸之途徑

• 吸入:化學物質可以氣體、液體、微粒的形
式透過呼吸道進入人體。

• 由口食入:可能為誤食，或是以食品添加物
方式進入人體。

• 皮膚接觸:部分化學物質可直接對皮膚造成
傷害，或穿透皮膚進入人體造成傷害。

• 其他(如靜脈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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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的製作

•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辦理

– 雇主對含有危害物質之物品，應準備安全資料表

– 安全資料表應置於工作場所中易取得之處

– 製造商或供應商對前條之物品為含有二種以上
危害物質之混合物時，應依其混合後之健康及
物理危害性，製作一份安全資料表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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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認定方式

• 危害物質主要成分濃度重量百分比在百分之一以
上者，應列出其化學名稱

• 危害特性之判定方式

– 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 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具有科
學資料佐證外，視同具有各該成分之健康危
害性

– 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理危害性應使用
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其物理危害性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26



• 混合物屬同一種類之物品，其濃度不同而
主要成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得使用
同一份安全資料表，但應註明不同物品名
稱

• 至少每三年檢討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正確性，
並予以更新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危害性化學品認定方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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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生活中的化學品

工作(實驗) 食物用品 環境工作(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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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見的危害化
學品

酸 (HCl, H2SO4, HNO3, C2H5COOH)

鹼 (NaOH, Na2CO3)

有機溶劑 (CH3OH, CHCl3, CCl4, 

C6H12, C6H10, C6H6, 

C6H5NH2)

氣體鋼瓶 (H2, He, O2, C2H6, Ar, CO2)

氧化劑 (KMnO4, K2Cr2O7)

砷化物 (砷酸鹽)

鋁化物 (氫氧化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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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的危害物可導致嚴重危害

• 餐飲業─油煙（肺癌）

• 電鍍業─六價鉻(鼻中膈穿孔)
• 印刷業─正己烷中毒

• 鉛焊作業─鉛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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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驗場所化學性危害的預防與控制

人員管制

環境設施管理

化學品管理

個人防護

廢棄化學品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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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管理

• 實驗室內禁止奔跑、嬉鬧、飲食、或從事與
實驗無關的活動

• 實驗室應設門禁管制，非實驗人員不得進入

• 門禁與禁止事項需於明顯處標示

• 進入實驗室者需穿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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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設施管理

• 環境管理

– 通道應有足夠寬度，保持暢通，勿堆放物品

– 明顯標示主要人行道及安全門、安全梯

– 安全門應保持關閉且不可上鎖

– 地板應無油污、水或其他容易導致滑溜物質

– 桌面應保持整潔，以免濺出的化學物質破壞衣物

與身體，亦可減少災害的危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3



環境、設施管理(2)

• 設施管理

– 針對可能造成傷害(灼燙傷等)的機械與設備，

設置警示標誌及適當安全設施

– 機械、設備周圍應保留足夠的操作空間

– 隨時儲備意外洩漏處理器材

• 定期實施環境、設施之檢查與檢點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4



安全管理5+1S

是指在生產現場中對人員、機器、材料、方法等生產要
素進行有效的管理：

推動5+1S 運動(整理、整頓、清掃、清潔、教養、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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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禁止動牌

• 電氣安全：延長線，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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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 學術機構須設置管理委員會，委員至少有
二位具毒化物毒理、運作技術或管理專長

• 首次使用、貯存、廢棄列管毒化物均須申
請運作許可或登記備查

– 申請核可與或登記備查依照使用量決定

• 任一種毒化物若全年使用量超過規定，則須申請核
可

• 毒化物容器、包裝或其運作場所及設施，
應依相關規定標示及管理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運作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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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2)

• 填報運作紀錄：每次運作毒化物應填寫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按月（季）提送
校內委員會審核

• 學校環安單位定期申報毒性化學物質購買
量與使用量，且須依照毒化物濃度差異分
別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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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化學品管理

• 建立化學品清單(使用記錄)
– 化學品在購買、使用、儲存位置、廢棄或用盡
時，均應立即、確實的登錄於清單中，並定期
盤點

– 優點:
可有效掌握實驗室現有的藥品種類與存量

可避免購買過量、存放過期、需要時卻找不到

藥品等狀況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38



教育部化學品管理與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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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化學品管理(2)

• 化學品應盡量集中保管，避免零散放置

• 儲存時化學品依相容性分類放置

• 化學品櫃應上鎖以免震動而打開使內裝瓶
跌落

• 揮發性易燃藥品儘量置於合格之抽氣櫃中

• 腐蝕性藥品櫃應有托盤裝置，或者以耐蝕
塑膠盆分別隔離放置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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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管理(3)

• 定期檢查化學品標示狀況，如有缺損須立

刻補齊修復

• 先進先出─先購買者先使用

• 配製試藥應避免過量

• 實驗完全結束後，將所使用、分裝的所有

化學品清除、標示、交接清楚，絕不可將

不明化學品遺留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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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中應注意事項

• 搬運化學品時應使用防傾倒、洩漏的器材

• 傾倒化學品時使用漏斗等器材，避免藥品潑灑

• 儘可能縮短操作時開啟瓶蓋的時間

• 操作易燃性化學品時，週遭不可存在熱源

• 化學品污染桌面、地面時，立即清除乾淨(使用吸

收劑等) ，並保持現場通風

• 於排氣櫃(hood)中操作揮發性化學物質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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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排氣櫃使用注意事項

• 使用前檢查排氣櫃、排氣管路、過濾設備與
排氣機等設備是否有故障或破損

• 排氣櫃內只放置當天需要的物品

• 不可將排氣櫃當作置物櫃使用

• 排氣櫃開口與內部的分風板不宜遮蔽阻擋

• 使用排氣櫃時，儘可能將風門拉低

• 非操作人員勿於排氣櫃附近逗留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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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

• 暴露預防的最後一道防線

• 依實驗需求使用適當的防護具

– 可參閱安全資料表選用

• 使用前注意事項

– 選擇適當的個人防護具

– 正確的佩戴防護具

– 維護保養防護具

– 保存區域應遠離汙染源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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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人防護具注意事項

• 選擇適當的個人防護具

– 對的類型、對的大小

• 正確的佩戴防護具

– 佩帶不正確，等於無防護！

• 維護保養防護具

– 定期更換消耗品
(耳塞、手套、口罩)

• 保存區域應遠離汙染源

– 避免保存期間受汙染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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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儲存管理

• 廢液依主要性質選擇適當的容器儲存

– 以HDPE桶或不銹鋼桶盛裝

• 確實分類並明確標示廢液類型
– 無機廢液

• 氰系廢液

• 無機汞廢液

• 氰氟酸廢液

• 廢液分類儲存並明確標示內容分類

–有機廢液

•含鹵素有機廢液

•不含鹵素有機廢液

•廢油

•強酸廢液

•強鹼廢液

•重金屬廢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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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儲存管理(2)

• 廢液需確實分類

– 未確實分類的後果：發熱、激烈反應、爆炸、
產生可燃或有毒氣體、造成容器材質劣化等

– 分類類別需依學校的規定

• 廢液桶放置處需遠離火源，預防傾倒，避免
意外碰觸或撞擊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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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儲存管理(3)

• 廢液容器應設防止洩漏裝置

– 防洩漏盛盤：容積須為廢液容器1.1倍以上

• 常備吸液棉、吸收劑─洩漏處理用

• 廢棄化學品應集中儲存，並委託合格廢棄
物清除處理機構代為清除處理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48



其他廢棄化學品管理

• 過期、變質或污染之藥品不可隨意丟棄

– 依酸鹼特性分類個別儲存，依規定委託合格廢
棄物清運機構代為清除

• 妥善的管理有助降低污染與危害的可能

• 減少或避免產生廢棄化學品是最上策

– 使用危害性較低的化學品

– 妥善規劃實驗流程，減少不必要的藥品消耗及
廢棄物產生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49



絕大多數的化學性危害是可以預防的

• 多一分了解，少一分危害

• 安全資料表可提供重要資訊

• 危害的預防比控制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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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撰者：中原大學團隊-趙煥平

• 編修者：長榮大學團隊-黃玉立

• 參考資料：

1.機械設備安全(100年編修)
─大專校院實驗室安全衛生考試中心

51


	投影片編號 1
	本教材中所有投影片內容(含文字檔及圖檔)著作權皆屬於本部所有。��一、種子師資：對任一單張投影片之教材須完整擷取進行授課，不得將任一單張投影片內容任意進行修改及編輯。��二、作為一般授課使用之參考資料時需標註引用出處。
	投影片編號 3
	壹、危險物、有害物與化學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物質之管理依據
	毒性化學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分類
	毒性化學物質分類(2)
	危害性化學品
	化學品全球調和系統(GHS)
	圖示-危害類型
	化學品(危害物質)容器標示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項目
	安全資料表內容
	安全資料表內容(2)
	安全資料表內容(3)
	安全資料表內容(4)
	貳、化學性危害的認知
	化學品的潛在危害與危害效應
	化學品的健康危害
	化學性危害的基本概念
	化學物質與人體接觸之途徑
	SDS的製作
	危害性化學品認定方式
	危害性化學品認定方式(2)
	文明生活中的化學品
	實驗室常見的危害化學品
	工作場所的危害物可導致嚴重危害
	參、實驗場所化學性危害的預防與控制
	人員管理
	環境、設施管理
	環境、設施管理(2)
	安全管理5+1S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2)
	一般化學品管理
	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一般化學品管理(2)
	化學品管理(3)
	實驗中應注意事項
	排氣櫃使用注意事項
	個人防護具
	使用個人防護具注意事項
	廢液儲存管理
	廢液儲存管理(2)
	廢液儲存管理(3)
	其他廢棄化學品管理
	絕大多數的化學性危害是可以預防的
	資料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