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實驗室因應化災事故之應變與演練

1

報告人│

Nat ional  Yunl in  Un ivers i ty  o 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Emergency Response Information Certer

廖光裕 助理研究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N a t i o n a l  Y u n l i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E m e r g e n c y  R e s p o n s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C e n t e r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2

校園實驗室的危害

物理性危害
噪音、輻射、溫度、振動、照明、氣壓…等

化學性危害
吸入、食入、皮膚接觸、注射…等

生物性危害
感染、過敏、生物中毒…等

其他危害
電氣危害、機械設備、人因工程…等

化學性危害：使用化學藥品本身或者是使用化學藥品

進行實驗的過程中，因暴露起火燃燒、爆炸、腐蝕性、

毒性，甚至是致癌性等，對人體所造成立即性的傷害

或長期性的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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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實驗室常見問題

不安全行為
未配戴個人防護設備
未於指定區域操作
於實驗室做出規範外之行為(例：飲食、試驗中外出)

不安全環境
擺放雜物、限縮通道
設備儀器擺放位置未妥善規劃
未設置安全防護、緊急裝置、應變設備器材…等
管理層面問題
未制定安全守則
無定期巡檢或勘察
化學品無專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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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指定區域

抽氣櫃

實驗台

洗滌區

乾燥/烘箱藥品櫃廢液分類收集



N a t i o n a l  Y u n l i n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E m e r g e n c y  R e s p o n s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C e n t e r

國 立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中心

5

緊急應變設備

緊急沖淋器/洗眼器

防火毯

滅火器

安全器材櫃

逃生指標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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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 (難分解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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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污染環境與危害人體健康。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 (慢毒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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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急毒性物質)

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其有內分泌干擾素特性或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者。

關注化學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其物質特性或國內外關注
之民生消費議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可由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一覽表或
SDS(安全資料表)得知該毒化物類別

列管毒化物488種

列管關注物1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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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該做的事跟
該關注的事

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出入門應張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場所」標示。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應確定門口確實張貼

「內部平面圖」。

1. 設置與定期更新緊急通報聯絡圖。

2.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貯存於防火櫃(或抽氣櫃)並上鎖。

3. 可以做到自主風險評估。(例：中毒、火災爆炸、自反應、壓力、禁水
性等)

4.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所運作紀錄應紙本與系統並存，須與實際存量相符。

5. 有分裝行為，應於分裝瓶上標示與原瓶裝相同之GHS標示。

6. 備有相對應的安全資料表SDS。(供應商提供)。

7. 適時交接與安排通識課程，使實驗室人員了解實驗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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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的初期，最重要的是針對災害本身作正確的瞭

解與辨識，確認災害的危險程度與嚴重性，依其作業流

程進行應變。

事故毒化災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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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災害介紹
◼甚麼是化學災害?
凡因危險性化學品發生洩漏、
爆炸、燃燒、化學反應或其
他突發事故等，而傷害人員
或污染環境等。
◼徵兆?
➢異味或彩色煙霧。
➢低窪處有人員昏迷。
➢人員發生呼吸困難、呼吸
道或皮膚灼痛、紅腫、潰
爛等。

S.I.N

C.I.A

P.C.P

CSTI
應變程序

D.D.D

災況現場

指揮及評估災情

災害搶救

災後處置

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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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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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應變處理原則

 「預防」是避免意外災害的最
高指導原則

 平日即應注意各種應變、急救
設備(如滅火器、急救箱等)的所
在位置與狀態，熟悉各類災害
的通報、應變程序。

 災害發生時，最重要的是保持
鎮定，注意自身安全，再依應
變程序，進行隔離、通報、救
災與急救等動作。

事故通報程序
意外事故
發現者

實驗室人員

通報連絡
單位

消防單位
環保局
校外支援單位

搶救組 救護組 安全防護組

管制組 緊
急
應
變
單
位

Safety

安全

Notification

通報

Isolation
(Deny Entry)

隔離及禁入

實驗室指導老師
系所辦公室
環安中心(或校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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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的注意事項
1. 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2. 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3. 搶救人員須確實配戴適當防護裝備。

4. 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向專家諮詢求救！

5. 要會運用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6. 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

7. 行動務求正確而不是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

才不會救人反被人救。

現場危害辨識

➢若外洩狀況有立即中毒

或火災爆炸的危險
立即疏散並尋求外援

➢ 若外洩狀況沒有立即的
危險

✓ 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器具。

✓ 具可燃性，立刻關閉所有火源，移除高溫設備

✓ 具揮發性，應立刻開啟窗戶通風。

✓ 關斷洩漏源，以適當的吸收劑處理。

✓ 盛裝受污染物品，需考量材質之相容性與強度。

➢ 需熟悉區域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不同逃生路線。

➢ 熟悉場所配置，摸黑抵達最近的

逃生出口。

➢ 疏散集結：至事先訂定的疏散集

合地點清點人數，若有失蹤人員

應通知緊急應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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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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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規劃

▪ 在介入事故之前，試著預測可能導

致後果。思考不處理「自然穩定」

的可能結果，必須要以最嚴重情境

來預測。

化學品會導致什麼類型的危害？

影響範圍有多大？

誰可能會受傷？

2020年
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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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升級？怎麼判斷

➢ 人：人力不足、人員傷亡超過初期小組能負荷

➢ 事：需要專業單位支援、需要醫療行為介入

➢ 時：預估短時間無法因應

➢ 地：災害現場跨單位

➢ 物：裝備器材操作（實體：如通風管線）經驗不足（抽象）

簡單講：覺得自己搞不定就叫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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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器具挑選與考慮因素

17

氣體

液體

固體

吸入

皮膚吸收

食入

眼睛接觸

可用參考資料
✓ 安全資料表(SDS)

✓ 緊急應變指南
✓ 應變小卡
✓ 原廠使用手冊

考慮因素

面對什麼

化學物質

暴露條件

濃度、時間

護具材質

(反應性)

防護參數

(滲透率、

穿透時間)

舒適性

尺寸大小

環境條件

(火、侷限、

感電、墜落)

暴露途徑

吸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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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常見個人防護裝備

➢ 防護具是用來「阻絕」危害，「非消除」危害。

➢ 最後一道防線。

➢ 一定要在認知危害（種類及強度）後才能使用。

➢ 個人護具選擇與使用

➢ 瞭解個人防護具功能（經由測試）

➢ 瞭解個人防護具使用時間及限制

➢ 防護具的保養 Foot and Hand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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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災後清理流程

現場警戒與安全 現場狀況研析
配戴個人防護裝

備

偵測現場有害物

濃度

實驗室通風換氣中和洩漏化學品
吸收體吸附洩漏

化學品
廢棄物密封桶裝

以小蘇打或檸檬

酸清洗
持續通風換氣

依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清理

確認實驗室環境

安全無虞始得開

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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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生在這裡

我們能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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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應變程序

應變演習協調會

應變演習
預演作業

應變演習
正式演練

1. 一般演練協調會約2次，協調會由校長擔任主席，邀請各參演
單位與會討論。

2. 協調會會進行演練簡報、腳本介紹、場地現勘、演練時程及人
車設備數量討論

1. 至少２次預演，由指導老師及演練負責人於指揮中心進行整體
演練動作及行程修正，。

2. 第一次預演重點進行人車進場順序定位，第二次預演進行實裝
演練，並於每次預演後召集參演單位負責人進行檢討會議，針
對預演內容提供修改意見。

1. 分二階段實施，第一階段演練簡報，第二階段為實兵演練。

2. 演練簡報會場入口處安排報到處及數員人力，協助各單位報到、領
取演練資料及相關諮詢，另為了避免有人員受傷或者醫療處理等服
務，需於演練場地設立急救站提供突發狀況之各項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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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分組

⚫ 當發生緊急事故時，得由

校長或代理人擔任現場指

揮官，啟動災害應變機制

成立指揮中心進行搶救，

再依各部門成立緊急應變

組織，可依照事故狀況及

規模適當調整緊急應變編

組及內容，右圖為廠內緊

急應變編組範例。

指揮官

副指揮官

警衛組安衛組
通報疏散

組
搶救組 醫療組

善後復原
組

緊急應變編組架構範例圖

安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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