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

B2化學品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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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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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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使用注意事項



壹、化學品管理系統之法源

貳、學術機構化學品管理系統之功能與特性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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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法立法緣起

• 1972年7月至11月間，美商淡水「飛歌」電子廠、
日商高雄「三美」電子廠、及其姊妹廠「美之美」
電子廠，連續爆發多起女工因吸入、接觸有機溶
劑－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中毒，致患肝病死亡的
案件，消息經媒體曝光後，隨即造成數百名電子
業女工的辭職效應，引起騷動。政府為保障勞工，
除責令立即展開一連串的工安檢查，嗣後並，積
極催生「勞工安全衛生法」，以彰顯政府對於工
安改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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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決定要用一個化學品….要想想
• 1.怎樣能安全使用?
• 2.法令規定能不能用? 新/管制化學品?
• 3.是否要申請許可?管制/毒化/輻射?
• 4.規定的採購程序?登錄程序?
• 5.危害通識及安全衛生設施/措施。

• 6.化學品分級管理?健康管理?
• 7.環境監測?暴露評估?優先管理化學品?
• 8.需要公共危險物申報?
• 9.需要毒化物申報?
• 10.是否需要製程安全評估(理論上達不到)?
• 11.廢棄處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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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化學品管理之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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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時即應考量可能的危害—職
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

• 第 5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

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

生職業災害。

•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

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

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

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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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

• 第 6 條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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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 違反之罰則：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進一步詳細內容請參閱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一、二、七、八、十一、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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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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無無無無無無

建立清單

標示/SDS

具健康危害化學品
評估及分級管理

優先管理
運作量報備

許可申請管理

104/05版

化學品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職安署104年危害通識及分級管理宣導說明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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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危害通識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

• 第10條 雇主(自營作業者亦同)對於具有危

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

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 違反之罰則：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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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中華民國107年11月9日
• 內容：全文 23 條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標示

第三章安全資料表、清單、揭示及通識措施

第四章附則
‧安全資料表
‧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物質清單
‧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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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設置之危害控制設備或
採行措施可降低暴露風險

依其法規辦理設置危害控制設備或採
行措施，及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

危害性化學品

是否符合排除範
圍？

是否訂有容許暴
露標準？

依其危害及暴露程度劃分風險等級，
並採取對應之分級管理措施 參照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技術指引， 或採
取其他具同等科學基礎之評估與 管

理方法進行評估及分級

是否為特化/有機
/四烷基鉛/鉛/粉
塵等法規規定者？

否 是

否符合 CNS
15030 具有健康

危害？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採樣
分析建議方法，或運用定量推

估模式實施暴露評估

是

依規定之監測及期程實施暴露評估，
必要時輔以其他定量、半定量評估模

式或工具實施之

從事特別危害健
康作業人數 ≧  

100人，或總勞
工人數 ≧ 500人？

否

是否為依監測辦
法規定，應辦理

監測者？

否

是

※ 如化學品種類、操作程序或操作條件變更，有增加暴露風險之
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重新實施暴露評估。

※ 依本辦法採取之評估分法
及分級管理措施，應留存紀
錄備查，並保存三年。

#3

#4

#5

#9

#8

分三級管理
#10

#11

#6.7

無須依本辦法執行評估與分級

否

3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
級管理介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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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 暴露評估：指以定性、半定量或定量之方
法，評量或估算勞工暴露於化學品之健康
危害情形。

• 分級管理：指依化學品健康危害及暴露評
估結果評定風險等級，並分級採取對應之
控制或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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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分級管理CCB的範圍

• 雇主使勞工製造、處置、使用之化學品，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 急毒性物質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 呼吸道/皮膚過敏物質

•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 致癌物質

• 生殖毒性物質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重複暴露

• 吸入性危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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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化學品分級管理的範圍

一、製造、處置或使用下列物品者：
• 有害事業廢棄物
• 菸草或菸草製品。
• 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
• 製成品。
• 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 滅火器。
• 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二、化學品僅作為貯存用途且勞工不致有暴露危害之
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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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GHS健康危害之化學品

• 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品分類，具有
健康危害者之評估及分級管理，雇主應至
少每三年執行一次，因化學品之種類 、操
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而有增加暴露風
險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
重新進行評估與分級。

• 雇主辦理前條之評估及分級管理，應參照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技術指引，或採取其
他具同等科學基礎之評估及管理方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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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四條之化學品，定有容許暴露標準，
而事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100人以
上，或總勞工人數500人以上者，雇主應依有科學根據之
之採樣分析方法或運用定量推估模式，實施暴露評估。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
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介紹教材

有容許暴露標準（PEL）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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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暴露評估結果，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評估：

PEL

暴露濃度＜½ PEL ½ PEL ≦ 暴露濃度＜PEL 暴露濃度 ≧ PEL

3年1次 至少每1年1次 至少每3個月1次

½ PEL

《辦法第8條》

 游離輻射作業不適用。

 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應於
變更前或變更後三個月內，重新實施暴露評估。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介紹教材

有容許暴露標準（PEL）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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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之監測
及期程，實施前條化學品之暴露評估，必要時並
得輔以其他半定量、定量之評估模式或工具實施
之。

《辦法第9條》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
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
理介紹教材

依監測辦法應監測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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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下列風險等級，分別採取控制或管理措
施

暴露濃度＜½ PEL ½ PEL ≦ 暴露濃度＜PEL 暴露濃度 ≧ PEL

PEL½ PEL

除應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
或管理措施外，製程或作
業內容變更時，採行適當

之變更管理措施。

應就製程設備、作業程序
或作業方法實施檢點，採
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應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
於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
確保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
露標準。

《辦法第10條》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介紹教材

有PEL化學品之風險分級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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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監測化學品
（91種）

作業環境監測

依監測辦法規定之期程
（1年／6個月）

第一級管理暴露＜1/2 PEL

第二級管理 1/2 PEL＜暴露＜PEL

第三級管理暴露＞PEL

有PEL化學品
（491種）

採樣分析／直讀式儀器／
定量推估

依暴露結果／PEL比值分級
（3年／1年／3個月）

第一級管理暴露＜1/2 PEL

第二級管理 1/2 PEL＜暴露＜PEL

第三級管理暴露＞PEL

具有健康危害
化學品

CCB工具／其他具同等科
學基礎之評估及管理方法

每3年一次

參考CCB暴露控制表單／
其他具同等科學基礎方法

化學品分類

評估方法

評估/監測頻率

管理區分&  
採行措施

 若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而有增加暴露風險
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 更後三個月內，重新進行評估與分級。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
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
理介紹教材

暴露評估&分級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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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依本辦法採取之
評估方法及分級管理
措施，應作成紀錄留
存備查，至少保存三
年。

※以CCB工具為例

《辦法第11條》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學
品評估及分級管理介紹教材

作成紀錄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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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指引_104.12.2 附表一》

資料來源: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介紹教材

建立作業場所分級管理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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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部)

第 12 條

• 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作業場所，

應確保勞工之危害暴露低於標準值。

•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訂定作

業環境監測計畫

• 違反之罰則：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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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化學品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之規定
•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103.12.31.
•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特定粉塵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監測粉塵濃度

一次以上。

• 製造、處置或使用附表一所列有機溶劑之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監測其
濃度一次以上。

• 製造、處置或使用附表二所列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監
測其濃度一次以上。

• 接近煉焦爐或於其上方從事煉焦作業之場所，應每六個月監測溶於苯之
煉焦爐生成物之濃度一次以上。

• 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鉛作業之作業場所，應每年監測鉛濃度一次以上。

• 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所稱四烷基鉛作業之作業場所，應每年監測四烷
基鉛濃度一次以上。

• 於引進或修改製程、作業程序、材料及設備時，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
應即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 前項作業場所之作業，屬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且勞工不致暴露於超出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
列有害物之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之虞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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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第 9 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及其釋放量，

運作人應製作紀錄定期申報，其紀錄應妥

善保存備查。

• 違反罰則：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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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
HTTP://flora2.epa.gov.tw/MainSit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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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申報

– 在網站上填寫學校之運作紀錄。(一次一筆)

‧ 批次申報

– 以Excel檔紀錄學校運作紀錄，再將檔案送
到網 站，進行申報作業。(一次一筆)

‧ 運作無變動申報

– 多筆毒化物同時申報成當季運作量無變動(
多筆)

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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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紀錄網路申報

由此開始進行日紀錄填寫

資料來源:106年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講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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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

95~100%

資料來源:106年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講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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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行為 行為細項 +(使毒化物數量增加) -(使毒化物數量減少)

*製造 - ●

*輸入 - ●

*輸出 - ●

買賣

購買 ●

賣出 ●

轉出 ●

轉入 ●

*使用 - ●

倉貯
寄倉(撥入) ●

提貨(撥出) ●

*廢棄 - 選擇其它增加減少，須 ●

運作量無變動 - 報請當地主-管機關，並 -

其他 運送損失 於備註欄位說明 ●

盤點 ● ●

其他 ● ●

資料來源:106年環保署 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講義教材

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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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檢查辦法

• 毒品危害防制條例

• 第31條 經濟部為防制先
驅化學品之 工業原料流供製
造毒品，得 命廠商申報該項
工業原料之 種類及輸出入、
生產、銷售、 使用、貯存之
流程、數量， 並得檢查其簿
冊及場所；廠 商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前項工業原料
之種類及申報、 檢查辦法，
由經濟部定之。 違反第一項
之規定不為申報 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並通知限期補報，屆
期仍未 補報者，按日連續處
罰。

• 先驅化學品申報檢查辦法
第 5 條：依本辦法應申報及接受檢查之廠商，
係 指從事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輸出入、
生產、銷售、使用或貯存之公司、合夥或獨
資之工商行號。
第 7 條：主管機關得檢查廠商之簿冊及場所，
廠 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檢查方式採不定期抽查，由主管機關或
其委託、授權之機關、團體派員抽 查，
其檢查重點如下： 一、生產用料日報
表及月報表。 二、原料及成品進出倉
帳冊。 三、交易單據及簿冊。 四、
輸出入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生產製
造及貯存場所。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
授權之機關、團 體派員進入工廠及營
業場所 時，應出 示證明文件。 廠商
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時，主管 機關
得請當地警察機關協助辦理檢查 事宜。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105年「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申報及檢查辦法廠商宣導說明會」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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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申報運作申報時間說明

 每年4月1日~4月30日(第一季)：
 申報當年1月1日~3月31日運作記錄

 每年7月1日~7月31日(第二季)：
 申報當年4月1日~6月30日運作記錄

 每年10月1日~10月31日(第三季)：
 申報當年7月1日~9月30日運作記錄

 每年1月1日~1月31日(第四季)：
 申報前一年10月1日~12月31日運作記錄

※資料來源:106.03.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操作介紹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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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性化學品
• 「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於年立法院審議三
讀通過，取代原有之「肅清煙毒條例」，
其中第條即為規範管制先驅性化學品工
業原料，以經濟部為執掌機關。

• 目的：防制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流供製造
毒品使用

資料來源:106.3.經濟部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管理 辦法、系統介紹及實驗室管控作業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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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理相關法規

★國際法源：（簡稱--聯合國維也納公約第12條）

 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賣麻醉藥品和影響精神藥物公約」
第12條(維也納公約或反毒公約)（17項）

 1992 ( 22項)/2001年增加列管品項(23項）

★可製造毒品之先驅化學品：

 在毒品產製之角色

☆前驅體（關鍵原料）、反應劑、催化劑、溶劑等

 國內管轄執掌機構

☆衛生福利部—藥用化學品（列為第4級管制藥品原料藥）
(共7項)

☆經濟部—工業用化學品（工業原料） (共25項)

資料來源:106.3.經濟部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管理 辦法、系統介紹及實驗室管控作業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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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理相關法規(續)

(二)國內法規依據

1.毒品危害防制條例(87年頒佈，主管機關：法務部)
第31條 －經濟部為防制先驅化學品之工業原料流供製造 毒品，得命廠

商申報該項工業原料之種類及輸出入、生產、 銷售、使用、貯存之流

程、數量，並得檢查其簿冊及場所。 廠商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前

項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由經濟部定之。

2.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及申報檢查辦法

(87年12月23日發布，90年1月17日、93年3月24日、 97年 6
月10日、100年4月29日、104年4月24日及106年06月05日修
正 發布，主管機關：經濟部)

資料來源:106.3.經濟部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管理 辦法、系統介紹及實驗室管控作業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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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理相關法規(續)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列管項目-- 甲類17項(※104年增列「苯乙腈」，且將
被提列為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之「苯基丙酮(1-苯基-2-丙酮)」刪除)

醋酸酐(乙酐)(Acetic anhydride) 氨茴酸 (Anthranilic acid )

苯醋酸 (Benzeneacetic acid ) 異黃樟油素( Isosafrole)

2-乙醯胺基苯甲酸 (2-
Acetamidobenzoic acid )

黃樟油素 (Safrole )

胡椒醛 (Piperonal ) 六氫吡啶 (Piperidine )
1-(1，3-苯並二噁茂-5-基)-2-丙酮

(1-(1,3-Benzodioxol-5-yl)  
Propan-2-one )

氯化鈀 (Palladium chloride )

亞硫醯氯 (Thionyl chloride ) 碘 (Iodine )

紅磷 (Phosphorus, red ) 次磷酸 (Hypophosphorous acid )

氫碘酸 (Hydriodic acid ) 甲胺 (Methylamine )
※苯乙腈(Benzyl cyanide) 37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理相關法規(續)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列管項目---乙類8項

比重達1.2或濃度達39.1 w/w %之氯
化氫（鹽酸）
Hydrogen chloride (hydrochloric  
acid) having a specific gravity  
reaching 1.2 or Concentration
39.1 w/w %

比重達1.84或濃度95至98 w/w %之
硫酸
Sulphuric acid having a specific  
gravity reaching 1.84 or  
Concentration 95~98 w/w %

過錳酸鉀 (Potassium manganate ) 甲苯 (Toluene )

二乙醚 (Diethyl ether ) 丙酮 (Acetone )

丁酮 (Butanone ) 苯甲酸乙酯
(Benzoic acid ethyl ester)

「比重達1.2之氯化氫（鹽酸）」及「比重達1.84之硫酸」
之中英文名稱加註濃度，以利於廠商於進出口先驅化學
品工業原料報關時有所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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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 :每季申報輸出入、生產、銷售、使用、貯存情況 (種類、
數量、場所、交易廠商、報單號碼及發票號碼等詳列簿冊)  乙類:
自行登錄備查(不需按季申報)  (種類、數量、場所、交易廠商、報
單號碼及發票號碼等)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
指能用來製造毒品的工業原料

特性分類

甲類:參與反應並成為毒品化學結構一部份者或經主管機關公告列入之
製毒化學品 （17項） 乙類:參與反應或未參與反應並不成為毒品化
學結構一部份者（8項）

管理對象

甲類:輸出入、生產、銷售、使用、貯存業者
乙類:輸出入業者

管理方式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理項目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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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商
(物流商)

經銷商

學術研究單位
或大專院校

代檢中心、
醫院診所

個人 廠商 (較大

量使用 之

製造廠)

化工原料行 儀器行

廠商 (用
量少之 藥
廠、生技
公司、化工

廠..等)

進口/出口

經銷

使用

大型化學、化工廠
(自用)

※上、中、下遊流向關聯圖

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管制現況

資料來源:106.3.經濟部先驅化學品工業原料之種類、管理 辦法、系統介紹及實驗室管控作業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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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先驅化學品申報作業

位，原件留廠備查。 TEL:03-5743888 FAX:03-5732372
(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是否收到)

申報方式

－網路申報 ： (全面採網路申報)  申報完成後列印蓋依公司法
或商業登記法現行有效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保存三年備查(
不須傳真)  申報網址：https://www.prechem.org.tw
－書面申報： (沒有電腦及網路的廠商)傳真或影本郵寄至委辦單

申報時間 每年一、四、七及十月

底前申報前一季甲類物質之流向 (ex：105年4月申報

105年1~3月之甲類物質流向資料)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購入 使用 使用貯存 進口 販售 製造 出口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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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先驅化學品申報作業(續)
憑證資料的留存

須要留存的原始憑證資料有哪些？

須留存輸出入、生產、經銷、使用及其他例外狀況的流
程中之進(出)口報單、生產用料日報表及月報表、領料
單、原料及成品進出倉帳冊、發票憑證、使用記錄表、
轉讓聲明表、廢棄認定聲明表、驗收單、退貨單、貨品
簽收單、送樣單及調撥單等相關原始憑證。

簿冊及登錄之憑證資料要保存多久？

申報表單、相關簿冊及憑證資料應至少保存3年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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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時間影響毒性

無毒/中毒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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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吸入、攝
入、皮膚接觸

來源

暴露途徑

潛在劑量

應用劑量

內在劑量

遞送劑量

生物有效劑量

生物效應

不良效應

暴露濃度

攝入

攝取

環境

媒介濃度：
塵土、土壤、食物、水、空氣
、 消費產品

人體
機
制
上
的
關
聯
遞
增

指
標
與
健
康
效
應
發
生

暴露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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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效應（Biological effects, 健康效應）

‧ 急性健康效應

‧ 慢性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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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效應

致癌
非致癌

刺激物
腐蝕物

（劇）毒物
過敏物
肝毒素
腎毒素

神經毒素
生殖毒素

造血系統作用物
肺、皮膚、眼、或黏膜傷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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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危害)在空氣中存在的性狀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定義---按發生過程及性狀

1.粉塵

2.燻煙

3.霧滴

4.蒸汽

5.氣體

油性
物質

粉塵

霧滴

燻煙

生物性
氣膠

氣體

蒸氣

粒狀物是指懸浮於空氣中的微粒，
其大小通常以微米（10-4 公分）
或次微米（10-7 公分）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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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Dust)

• 由物理性力量如機械方法所產生而懸浮
於空氣中的固體微粒。

例如：礦砂、石綿、鉛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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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滴(Mist)

• 懸浮於空氣中的微小液滴，經常
由噴霧等機械方法所形成，或由
氣態凝結而成。

例如：噴霧作業之農藥霧滴、電
鍍時之酸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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燻煙(Fume)

• 物質高溫加熱或金屬蒸氣凝結
而成之固體微粒。

例如：焊接或熔煉時所產生
之金屬燻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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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氣膠(Oil Aerosol)

• 為油性物質產生之微粒，懸浮於空
氣中所形成。此油性物質一般於室
溫下為液態或可液化，其表面光滑、
可燃燒、呈黏稠狀，只溶於有機溶
劑而不溶於水。

例如：油煙、煉焦爐之空氣溢散物、
機械用油形成之氣懸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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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氣膠(bioaerosol)

 來自生物體並可以在空氣中懸浮
者，主要包括微生物本身以及生
物的產物。

例如：濾過性病毒、細菌、黴菌、
花粉、孢子、毒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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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Gas)

• 能藉擴散作用而均勻地佔有其
被包圍空間之物質。

例如：氨氣、氯氣、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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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Vapor)

• 在常溫常壓下為液體或固體
的物質經揮發或昇華所形成
之氣體。

例如：正己烷、四氯化碳等
有機蒸氣，或噴漆所產生之
揮發性氣體

54



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

機構 標準之英文縮寫 容許濃度之稱呼

ACGIH TLV（Threshold  
Limited Value）

•Time Weighted Average (TWA)
•Short Term Exposure Level (STEL)
•Ceiling (C)

OSHA PEL (Permissible  
Exposure Level)

NIOSH Recommended -
PEL

German MAC (Maxi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

ROC PEL(勞工作業環
境空氣中有害物
容許濃度標準)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最高容許濃度

55



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

‧Time Weighted  
Average (TWA)

‧Short Term  
Exposure
Level  (STEL)

‧Ceiling (C)

•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
許濃度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
許濃度

‧最高容許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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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 「在該濃度下，大部份的正常年青人，每天工作

八小時，每週工作五天，終其一生不會發生不良
的健康效應。」
時量平均濃度的計算通式如下：

TWA=（ Ci Ti ）/ （ Ti ）

‧ 上式中之Ti為工作時段；Ci為該時段某物質的濃
度；Ti ＝8 小時；TWA則為時量平均濃度計算值
。

57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標準值的意義是指「勞
工連續暴露在此濃度十五分鐘」不致於有下列
反應：

1.不可忍受的刺激；或

2.慢性或不可逆的組織病變；或

3.因醉暈作用增加意外事故的傾向或降低工作
效率

‧ 計算式類似TWA之計算，唯(T1+T2+……Tn)的
時間總和係指任何一次連續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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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容許濃度(Ceiling)
• 最高容許濃度即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的
最高濃度，大部份是針對有強烈刺激性
以及（或者）有快速生物效應的化合物。
其意義為：「不得使勞工任何時間遭遇
不可忍受的刺激或生理病變」。

• 不是所有的有害物都會有最高容許濃度
標準值，只有少數的有害物在標準中附
上「高」字，以資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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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化學式 符號* 容許濃度(ppm)

苯

二硫化碳

四氯化碳

1.1.2.2. 四氯乙烷

二甲基甲醯胺

乙乙二醇丁醚

瀝青

C6H6

CS2

CCl4

CHCl2CHCl2 

(CH3)2NCOH  

CH2OHCH2OC4H9  

C12H6(NH2)2(OCH3)2

皮

皮

皮

皮

皮

皮

瘤

25

20

10

5

10

50
0.001

*符號「皮」表示該物質容易從皮膚粘膜滲入體內,應防止皮膚直接接觸。
*符號「瘤」在人類的經驗中經證實或疑似對人類會引起腫瘤。

「皮」字註記(skin notation)
「瘤」字註記(cancer 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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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危害暴露的控制-基本原則

發生源 環境 受體

工程控制

作業管理

環境監測與管
理

個人防護

行政管理

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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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危害暴露的控制-工程改善

• 工程控制的一般原則

1. 取代高毒性高危害

2. 隔離或密閉

3. 製程控制改變

4. 通風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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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暴露」到「生物效應」的產生

• 「有害物」在人體與環境的交界面
• （boundaries）出現。以intake 或uptake誇越界
面真正進入人體，使有害物的部分量（孰稱的內
劑量， internal dose）在體內的主要作用處
（site of action）造成效應(effects)。

exposure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arget organ or tissue

effects 63



貳、學術機構化學品管理系統之
功能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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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化學品管理系統常見之功能項目

• 基本資料維護

– 學校、系所、人事、校區、實驗室權限、化學品設定

等資本資料維護與調整

• 化學品管理

– 化學品身分管理：危險物、有害物、毒性化學物質、

先驅性化學品等

– 化學品異動管理：新增、減量、調撥、分裝、報廢

• 報表區

– 化學品清單、總量、消耗量等資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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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化學品管理系統常見之功能項目

• 廠商與事業單位運作許可

– 查詢化學品供應商販賣許可證號與學校運作許

可證字號

• 緊急應變管理

– 緊急應變器材與儲存點查詢與異動

• 申報

– 管理人員經由管理系統直接向主管機關申報化

學物質消耗、存量等應申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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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化學品管理系統常見之功能項目

• 參考資料

–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法規探討區

– 訓練教材、宣導及諮詢服務區

– 公佈欄

• 操作說明

– 以電子檔或動畫說明管理系統之操作方式

• 請購

– 與請購系統連結，實驗室直接經由管理系統採購化

學品，或由供應商填寫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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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編撰者：長榮大學團隊-劉立文

參考資料：
1.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2.職安署104年危害通識及分級管理宣導說明會教材

3.職安署105年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介紹教材

4.106年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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