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時間：10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30 分 

地點：親仁樓 (B314 教室) 

講習內容： 

實驗室彙整案例分享 

毒物及化學物質危害分析 

安全資料表使用及個人防護注意事項 

初期災害應變流程及案例分享 

109 學年度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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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實驗室安全
衛生概論

災害事故理論
• 骨牌理論(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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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實習場所案例中之災害發生源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工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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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案例_某科大空污實驗室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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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案例_某科大空污實驗室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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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案例_新竹某大化學實驗室氣爆火災

校園實習場所潛在危害

• 化學品
– 中毒

– 腐蝕

– 火災

– 爆炸

• 機械危害
– 切、割傷(鑽床)

• 電氣危害
– 感電(電器設備)

• 其他
– 燙傷(烘箱)

– 凍傷(液態氮)

– 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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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化學品具有毒性、可燃性、爆
炸性。

化學品使用不當易造成化學災害、
危及人命。

化學品災害的污染為持續性，處理
需要專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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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災害類型

• 外洩與毒性擴散：

連接管線外洩

容器外洩

• 火災：

外洩火災

• 爆炸：

蒸氣雲爆炸

內壓過高爆炸

沸騰液體膨脹蒸氣雲爆炸(BLEVE)
失控反應熱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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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洩後火災或爆炸

• 可燃物或助燃物混合程度/引火源決定外洩
後發生火災或爆炸

引火源+可燃物燃燒速率受限燃料的擴散
燃燒 (擴散火燄)

可燃物+空氣預混合+引火源燃燒速率不受限
燃料的擴散 氣爆(預混合火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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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英國 Flixborough 鎮，Nypro 公司己內醯胺工
廠發生反應器連接管線洩漏，30噸環己烷 外洩蒸氣
雲爆炸火災，廠內 28 人死亡，36人受傷，附近社區
1,812 座民房、167 家商店受損、53 人受傷，財務損
失一億六千一百萬美元

英國Flixborough, 1974 環己烷氧化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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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m 連接管破裂順序（A →E）圖

蒸氣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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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壓過高爆炸

19 20

氫氣罐裝場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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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容器-
殺菌鍋

• 殺菌鍋之使用壓力若是超過 1 kg /cm2

則屬於壓力容器

25

壓力容器(二)

• 壓力容器之遮
斷閥應容易操
作

• 壓力容器應安
裝壓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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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壓縮氣體鋼瓶不可沾有潤滑油或其他油污
可燃性氣體鋼瓶在使用時，不可用罄鋼瓶之氣體，以免
再灌時爆炸

• 氣體鋼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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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氣體時，要
使用正確搬運方
法或是當工具，
不得粗莽或使之
衝擊

• 氣體鋼瓶(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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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瓶不可置於日光之下、熱源附近，或
有放射性、腐蝕性之場所。另外其置放
場所之環境溫度應保持在攝氏40度以下
且通風良好

可燃性氣體，有毒性氣體及氧氣、乙炔
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氣體鋼瓶應集中儲存，儲存場所應有良
好之防漏安全措施及適當之警戒標示

• 氣體鋼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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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
(BLEVE, Boiling liquid expanding vapor expl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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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烷槽的BL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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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市液化石油氣灌裝站 (1984)

• 化學品：液化石油氣(LPG)

• 事故：球槽200 mm的進料管線洩漏，
10分鐘後引燃形成火球，消防
系統失效，球槽因 BLEVE 爆
裂，碎片波及鄰近儲槽引起44
起 BLEVE。

• 災況： 504人死亡，7,000人受傷，週

遭社區全毀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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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林園鄉北誼興業灌裝台(1998.2)

• 化學品：液化石油氣

• 事故：灌裝作業中，因軟管斷裂，造成大
量液化瓦斯外洩，起火後正進行灌救中發
生BLEVE爆炸。

• 災況：死亡4人(包括2名警消、1名義消)
輕重傷28名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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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烯槽車的失控與爆燃(1998.1)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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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的本質危害

• 易燃性(自燃性)
– 火災、爆炸

– 如異丙醇(IPA)、矽甲烷(SiH4)、磷化氫(PH3)

• 反應性
– 火災、爆炸

– 如過氧化氫(H2O2)、硝酸（HNO3）

• 毒性
– 中毒、腐蝕

– 如砷化氫(AsH3)、氟化氫(HF)

43 44

瞭解所處理物質之特性。

瞭解所處理環境條件及可用資源。

採取措施。

化學品使用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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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三要素:

(1)可燃物

(2)助燃物

(3)熱源

46

火災種類

• 一般為火災搶救方便，通常係由發生燃
燒之物質將火災分為四類。

1.一般普通火災。

2.油類火災。

3.電器火災。

4.金屬火災。

47 48

A類火災

B類火災

C類火災

D類火災

下列情況應使用何種滅火藥劑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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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配置及定期檢查

• 滅火器位置配置圖

• 滅火器位置標示

• 定期檢查滅火器

• 滅火器使用演練

49

火災初期階段撲滅火源

50

學校相關消防設施圖例

煙霧偵測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

緊急照明燈 緊急照明

51

提起滅火器 拉開安全插梢
握住皮管前端，
噴口朝向火苗

用力握下手
握把

朝向火源
根部噴射

熄滅後用水冷卻餘燼
(有例外)

保持監控確
定熄滅

滅火器使用方法

圖片來源:消防署 52圖片來源:消防署

平時多注意消
防栓的位置

發現火警按
下手動報警
按鈕

報警警示
燈會閃和
鈴聲大作

打開消
防栓箱

取出瞄
子(噴嘴) 

取下水帶並
完全拉伸

注意將接頭接
牢，然後轉動
制水閥

小心反作用力
非常大
一定要緊握瞄
子噴嘴

轉動瞄子噴
嘴選擇適當
射水方式

消防栓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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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場災害應變技巧

• 火場逃生注意事項

– 隨手將門關上，防止火、煙的擴散。

– 經過濃煙區，應在地面匍匐前進，並以濕毛巾掩住
鼻子。

– 依逃生路線選擇最近之安全門疏散，千萬不可使用
電梯，也不可停留在逃生路線的中途或再回到火場。

• 其他

– 若疑似有害化學品洩漏，應避免放低身體，以免吸
入蓄積於地面之有毒氣體。

53 54

火場疏散逃生注意事項

不要搭乘電梯

以濕毛巾摀住口鼻，採低姿
勢逃生

若時間允許，向下依序逃生

人員逃生

• 實驗室、各樓層配置圖及逃生路線圖。

– 緊急出入口數目不得少於兩個。

• 逃生路線方向標示及緊急照明。

– 應標示逃生方向、安全門、安全梯。

– 平常應將標示的插座插上。

– 定期檢查標示及緊急照明。

55 56

人員逃生方式之ㄧ(緩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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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之管制措施

• 化學品使用場所應自備安全資料表(SDS）乙
份，以備緊急應變時所需。

• 使用前負責實驗室老師須對學生施予必要之
安全衛生防護教育訓練。

• 使用化學品時，必須佩帶適當之防護設備方
可操作。

• 藥品管理專責人員須每日記錄，運作情形及
使用量以備資料存查。並依規定期限內向當
地主管機關申報。

• 使用完畢後空瓶及廢液切勿丟棄，需交由專
責人員回收處理。

58

物質危害特性資料來源

• 安全資料表(SDS)

勞動部/工研院/環保署/供應廠商

• 緊急應變卡

環保署/毒災中心

• 毒化物防救手冊

環保署/毒災中心

59 60

居家可能潛在的危險物品

• 瓦斯

• 化學藥劑

-漂白水、精油、清潔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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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使用安全

• 慎防漏氣：瓦斯使用時，除了通風不良會造成一氧化碳
中毒之事件外，還有可能因使用不慎引起爆炸。

• 案例：台北市發生一件瓦斯爆炸意外，因為家中的瓦斯
管線沒有用鐵環固定，但是有一天家人用完瓦斯之後，
忘記關閉瓦斯，就帶小朋友出去散步，回到家中後，因
為口渴想喝冰水，打開冰箱後(引火源)，沒有想到瓦斯未
關閉，瓦斯之壓力已造成軟管脫落，又碰巧洩漏之瓦斯
濃度在爆炸範圍，就不幸引起瓦斯爆炸。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 安全守則:
使用時，人一定要在。

夜間睡覺時應關閉瓦斯開關。

外出時，應將瓦斯關閉。

62

化學藥品
• 精油

-市售薰香精油主要含約90％之異丙醇、植物精油5~8％、
水分2-5％，而異丙醇屬易燃性液體。

-根據物質安全資料表所示，異丙醇的爆炸界限為2-12%，
在此濃度範圍內遇上熱（火）源就會發生氣爆。

案例:家裡燃燒的精油用盡，上國中的小孫子拿大瓶裝精
油添加到薰香台後，才點燃火柴，就「轟」然巨響引發爆
炸，清油瞬間噴出並起火，孩子的媽媽急得先把小孩帶進
浴室沖水，回至房間卻發現精油引起大火，延燒整棟房子，
因為救孩子為主，來不及滅火，整棟房子全燒光。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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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水(強氧化劑)
• 漂白水(次氯酸鈉)是一種強氧化劑，使用首要原則是要單

獨使用，除加水稀釋以外，絕對不可以滲雜肥皂、藥劑、
香料等東西。否則可能會產生強烈反應，大量氣體產生。

• 案例:台南市一家知名休閒中心，30日凌晨傳出氯氣外洩
意外，造成員工、顧客和消防隊員一共10人，因為吸入性
灼傷產生嘔吐暈眩現象，經送醫急救後，所幸都沒有生命
危險。警方初步調查，認為是店內員工正準備進行清潔工
作時，不小心將漂白水(次氯酸鈉)和鹽酸混在一起，才會

造成大量氯氣外洩。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化學災害救護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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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災害之特性

– 發生原因常為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不安全
之動作與行為。

– 易發生在實驗室或實習工場。
– 實驗室以學生及助教為主，流動性較大，應

變知識及經驗不易累積。
– 化學品數量少，但種類多，如無詳細調查管

控，外界支援單位不易充分了解。

應變重點為逃生疏散、初步控制及通報支
援，著重事前預防及事後調查檢討。

化學品外洩處理原則

• 依通報程序通知實驗室負責人員。

• 在安全許可下，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
器具。 關斷洩漏源，以適當的中和劑
處理。

• 將污染區以適當方式加以隔離、標示
(如:黃塑膠繩)。

• 大量化學品或氣體外洩時，應立即疏
散附近人員。

66

化學災害救護的原則

• 封鎖危險區，非必要人員必須遠離現場，
並禁止無關人員進入。

• 在不危及人員安全情況，儘量設法處理污
染源。

• 搶救人員配戴自給式呼吸罩，穿著防護衣
物，將傷患移至安全場所。

• 將受污染之衣物鞋襪脫下並封閉隔離，同
時以清水或適當清潔劑沖洗清除皮膚污染。

• 傷患呼吸困難或停止，應即施予口對口、
口對鼻人工呼吸或心肺復甦術（C.P.R.）以
刺激心臟。

67

化學品傷害急救

• 濺到眼睛

– 立即以清水沖洗15至20分鐘。沖洗時應張開眼
皮以水沖洗眼球及眼皮各處，但水壓不可太大，
以免傷及眼球。

• 沾及皮膚

– 立即脫掉被污染的衣物，以清水沖洗被污染部
份。若是大量藥劑附著，可能被皮膚吸收引起
全身症狀，應先採取中毒急救措施，再儘速送
醫。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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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當眼睛或皮膚
被化學品灼傷
時儘速使用緊
急沖淋洗眼器

化學品傷害急救(續)

• 氣體/蒸氣中毒

– 在安全許可下由救護人員配戴必要之防護
具，將傷者迅速移至空氣新鮮處。

• 誤食中毒

– 重覆漱口後，飲入240～300毫升的水。若
傷者呈現昏迷、不省人事、衰竭、抽筋等
現象時，不可催吐，否則應協助患者吐出
所食之物質。

70

化學品傷害急救(續)

• 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品
之「安全資料表」（SDS）或緊急應
變指南，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
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71 72

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

物品編號：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傳真電話：

二、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

混合物：

中英文名稱：

同義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危害物質成分(成分百分比) ：

化學性質：

危害物質成分之中英文名
稱

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
比) 

危害物質分類及圖式

安全資料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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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三、危害辨識資料

最
重
要
危
害
效
應

健康危害效應：

環境影響：

物理性及化學性危害：

特殊危害：

主要症狀：

物品危害分類：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吸入：
˙皮膚接觸：
˙眼睛接觸：
˙食入：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對醫師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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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74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

環境注意事項：

清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處置：

儲存：

工程控制：

控制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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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指標：

個人防護設備：
˙呼吸防護：
˙手部防護：
˙眼睛防護：
˙皮膚及身體防護：

衛生措施：

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75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物質狀態：
形狀：

顏色： 氣味：

pH值： 沸點/沸點範圍：

分解溫度： 閃火點： ℉ ℃
測試方法： 開杯 閉杯

自燃溫度： 爆炸界限：

蒸氣壓： 蒸氣密度：

密度： 溶解度：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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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毒性：

局部效應：

致敏感性：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特殊效應：

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76

十二、生態資料

可能之環境影響/環境流佈：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廢棄處置方法：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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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法規：

參考文
獻

製表單
位

名稱：

地址/電話：

製 表
人

職稱： 姓名(簽章)：

製表日
期

安全資料表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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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乙醇為例

78

以乙醇為例(續)

79

以乙醇為例(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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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傷之急救

• 如皮膚沾黏在極低溫的器具上，勿強行

拉開，使用溫水沖洗讓器具解凍。

• 患部應立刻、持續沖泡溫水。

• 保持患部保暖。

• 包紮患部，注意避免感染，避免水泡破

裂。

• 視情況需求送醫。

8282

化學品(危害物質)之標示-危害通識

• 實驗室中有使用危害
物質者，於容器外應
有標示，標示內容具
備：
 危害圖示

 內容包括：
– 名稱

– 危害成分

– 警示語

– 危害警告訊息

– 危害防範措施

–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

名稱、地址及電話

83

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SDS (safety data sheet)

• 實驗室使用化學物質，應備有
安全資料表（SDS），並放置於
顯眼易取得處。

• 應依實際狀況檢討 SDS 內容之
正確性，並更新。

– 更新記錄需保存三年

• 製作、填寫化學品清單
– 當購買新化學品、使用(量)、廢棄
或用盡時均需登記於清單中

84

化學品之存放

• 危害物質應依其特性(揮
發性、可燃性與相容性

等)存放。

• 危害物質存放之排氣設
施需定期檢查與維護。

• 儲存有大量揮發性易燃
液體的場所，應裝設有

可燃性氣體偵測器，請

定期確認其是否正常運

作。

通風排氣

•防火防爆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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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氫氣鋼瓶之防火防爆櫃

氫氣偵測器

警報裝置

86

通風設備
• 實驗室內應保持通風

• 如操作揮發性化學品，應於化
學氣櫃內進行

• 如操作具空氣傳播能力的微生
物，應於生物安全氣櫃內進行

• 化學氣櫃與生物安全氣櫃功能、
結構不同，不可混用

• 氣櫃中避免擺放多餘的物品，
以免影響氣流

化學氣櫃

局部排氣

87

通風設備（續）

• 如儀器於操作中可能排放有毒氣體，應將排放口
接至局部排氣設備

• 局部排氣裝置、氣櫃等設備應定期(自動檢查辦法：
每年)檢查(例.吸氣風速是否足夠)。

• 排氣系統如發生下列狀況時應立刻停止實驗，尋
求協助並修復系統。

– 排氣管路破損

– 馬達轉速異常

– 過濾裝置阻塞

– 其他任何可能表示異常的徵候(如:產生異音)
88

排煙櫃(一)
• 於正常作業時之開口
面風速可達0.5 m / s

• 檢查排氣系統之導管
是否破損、空氣清淨
裝置是否堵塞、排氣
機皮帶是否鬆弛

• 排煙櫃內儘量減少堆
積雜物‚以免干擾氣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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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煙櫃(二)

• 處理毒性物質,腐
蝕性物質請配戴
防護具

• 處理可然性物質
時嚴禁煙火

• 儲放於櫃內之藥
品或物品,應於櫃
外依SDS圖示,張
貼於顯明易見處

90

排煙櫃(三)

• 使用排煙櫃時應
遵照工作守則

91

壓力容器

• 壓力容器（例:高溫高壓滅菌
鍋、空氣壓縮機空氣槽）基
本注意事項:
一、外殼與內面有無損傷、變形

二、容器門、迫緊裝置運作有無
異常。

三、安全閥、壓力表與其他安全
裝置之性能有無異常。

四、壓力表及溫度計及其他安全
裝置有無損傷。 高壓滅菌鍋

9292

高壓氣體容器(例.氣體鋼瓶)

• 氣體鋼瓶注意事項：
– 高壓氣體鋼瓶有無橫置之固定

– 各種錶壓是否正常

– 鋼瓶儲存間是否有易燃物

– 各種鋼瓶成分是否標示清楚

– 檢查接頭部份有無溢洩

– 鋼瓶儲存間之溫度是否超過 40°C

92

鋼瓶需固定

扳手不可置於鋼瓶開關上

備用、空瓶應裝上瓶蓋



24

結語

安全是一切的根本

平安是回家的唯一道路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