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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驗習場所種類、潛在危害及特徵
實驗室種類

化學性實驗室

物理性實驗室

無塵室

生物性實驗室

試驗工場、實習(驗)工場

危害種類

化學性危害

物理性危害

生物性危害

人體工學危害

危害特徵

製程經常變更

化學品量少、種類多

人員流動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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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實驗場所共通問題
軟體部分

化學品、氣體鋼瓶管理不當

標準操作程序(SOP)較缺乏安衛注意事項考
量

及異常狀況處理措施

缺乏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非上班時段連續使用設備或實驗管制程序

電氣安全

安衛訓練不足

Housekeeping

硬體部分

閒置設備、造成空間不足

Layout規劃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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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實驗場所潛在危害事故型態
潛在事故型態 潛在危害簡述

暴露危害/標示不當/通風不良 實驗藥品放置、化學品及管線標示不當、抽氣櫃效果差、

火災危害/爆炸 可燃物不當堆積、鋼瓶未固定

物體墜落/傾倒 物品擺於高處、鋼瓶未固定

感電/電器設備 電線絕緣失敗、電氣箱未裝中板、未接地

消防安全 滅火設備失效或未放在固定位置

人體墜落/跌倒/滑倒 電線不當延伸，走道障礙、人員不當攀高作業

切割/刺傷/灼傷/碰撞 組合實驗裝置、機械/設備操作

被夾被捲/機械傷害 轉動或傳動設備無防護

妨礙逃生/應變防護設備 逃生路線不明、器材不足

人因危害/誤動作/工作安全

其他 雷射/噪音/粉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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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試驗工場化學品管理問題
• 辨識問題

• 化學品種類繁多

• 多為小包裝

• 經常分裝、標示不清

• 研究計畫導向，重覆購買

• 盤點費時

• 未建置化學品清單及定期盤點

• 化學品放置未分類及安全儲存

• 購買化學品無一明確管制程序

• 未接受職安衛與應變等相關訓練

• 評估風險

• 人員直接曝露頻率高

• 研究階段對物質性質與毒性資訊不足，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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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化學品之管理

◼分類收集

◼標示

◼暫貯存

◼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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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化學品事故危害類型介紹

⚫ 化學品危害特性：
•毒性、反應性、可燃性、
物理性

⚫ 衍生性危害：

•毒性外洩、火災、爆炸、
熱輻射、破片、過壓

毒性

可燃性

反應性

物理性

毒性外洩

火災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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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
蝕
性

具強酸、強鹼之化學物質可破壞人體組織，而
較具威脅性的則是以氣體或液滴狀態存在之腐
蝕性化學物質。

可
燃
性

具低燃點之化學物質，較易在空氣中被點燃，
造成火災，甚至爆炸，且有時會產生有毒氣
體。

反
應
性

不相容物質接觸後產生化學反應，瞬間產生大
量氣體與熱能，亦可能導致嚴重爆炸，且揮發
氣體可能含有毒性氣體。

化學品可能之危害效應



9

實驗室化學品事故危害類型介紹

⚫ 事故發生，若沒正確資訊(物
質、洩漏點、危害特性)，或
初期應變不當，可能使人員
或環境造成更嚴重傷亡與損
害。

⚫ 因此應變人員須充分瞭解事
故化學品的潛在危害與特性，
其對人員影響程度之關鍵，
方能有效降低危害與威脅。

事故類型
對應變人員影響程度
之關鍵

毒性外洩
⚫ 暴露濃度。
⚫ 暴露劑量。
⚫ 暴露時間。

火災
⚫ 暴露時間。
⚫ 熱輻射強度。

爆炸
⚫ 爆炸的過壓。
⚫ 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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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
緊急應變組織

建立通報程序

緊急應變設施

緊急出入口

緊急照明及沖洗設備

消防設施

安全標示

應變處理措施基本能力

應變器材使用

緊急救護

火災處理

化學物洩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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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發生

災後
處置

最先到達現場之應
變人員擔任現場指
揮官，若有支援或
權責人員到達，可
移交指揮權。

《關鍵步驟！》
包括保護區域的大
小、人員的疏散安
全、以及ERT人員應
有的保護

CSTI應變程序美國加州緊急應變辦公室特別訓練中心
( CSTI，California Specialized Training 
Institute  )之應變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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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MAT

應變程序

Hazard Identification：危害辨識

Action Plan 行動方案

Zoning 區域管制

H

Assistance 請求支援

Managing 建立管理應變組織

-危害標示、安全資料表 (SDS)、化學品清單、廠區配置圖、Pipe＆Tool ID圖。

-針對化學品危害進行評估(人員、環境、機具)。

-注意二次危害的產生，需要有預測能力。

優先考量：
1.視事故裝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搶救者須按救災設備的個人防護裝備完整穿戴，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管理系統的建立其主要功用是當意外事故發生，搶救人員各司其責，有條不紊，

以縱向上下溝通，將混亂的災害現場條理化。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較小規模時，

其任務分組可依現況適當的調整。

Termination 除污、善後

初步現場管制及疏散不必要人員，疏散人員（包括傷患）需注意隔離及除污後離

開，避免污染物蔓延。

人員除污處理、災後復原計畫及應變人員的健康追蹤

行政、器材及公用系統支援

消防及附近友廠可用資源調查

A

Z

A

M

T

緊急應變卡(HAZMAT)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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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MAT緊急應變卡
Hazard Identification 

危害辦識
Action Plan 
行動方案

Zoning 
區域管制

Managing the 
incident

建立管理系統

Assistance 
請求支援

Termination
善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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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圖示-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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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氣體、易燃氣膠、易燃液體、易燃固體、自反應物、

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自熱物質、禁水性物質、有機過氧化物

爆炸物1.1~1.4級、自反應性物質A型及B型、

有機過氧化物A型及B型

加壓氣體，如壓縮氣體、液化氣體、冷凍液化氣體及溶解氣體等

火災

爆炸

加壓鋼瓶

危害圖示-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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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氣體、氧化性液體、氧化性固體

金屬腐蝕物、腐蝕／刺激皮膚物質、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如呼吸道致敏物質、致癌物質、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單一暴露及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等

圓圈上一團火焰

腐蝕

健康危害

危害圖示-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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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毒性物質4級、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2級、皮膚過敏物質、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3級、環境危害

急毒性物質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臭氧層危害

骷髏與兩根交叉骨

環境

驚嘆號

危害圖示-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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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來: CNS 6864 危險物
運輸標示是參考2005 年
聯合國危險物運輸專家
委員會「關於危險物運
輸建議書」之規定所訂
定，主要是統一化學品
之運輸標示，使貨物通
運作業更為順利。

• CNS 6864將危險物運
輸分為九大類

CNS 6864 危險物運輸標示-9大類危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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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HA擴散火災爆炸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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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拿大運輸部、美國運

輸部及墨西哥運輸及通訊

部所共同發行，並與阿根

廷緊急化學品資訊中心合

作研究而成

⚫為美加、歐洲及日本等先

進國家作為危險物品搶救

與管理之重要參考指南，

於化學品運輸災害事故供

現場第一線消防、警察及

緊急應變從業人員使用。

⚫每4年更新一次。

⚫應變指南主要內容

⚫危害分類及標示牌介紹

⚫槽體型式對照處理原則

⚫運輸容器危害辨識碼

⚫ 化學品查詢索引

(黃、藍、紫)

⚫ 處理原則(橘)

⚫ 初期隔離與保護行動距離

⚫ 禁水性物質一覽表（綠）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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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查詢索引

（橘色頁面）

❑危害特性

❑安全資訊

❑防護要點

❑疏散作業

❑火災應變

❑洩漏應變

❑醫療急救

橘色框頁為應變指南最重要之章節，提供針對物化特性與毒理特性相同物而設計
之妥善處置原則，依化學品的主要危害特性共分成64種，編號由111 至174。

Identification

& Hazard

Assessment

辨識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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