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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職業安全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概念

➢ 職業安全衛生法(母法)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
➢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2條
➢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 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 標準作業程序
➢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 消防與急救常識暨演練
➢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目的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
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保護之對象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1款

➢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工作者定義

◆勞工(廣義)：
➢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自營作業者：
➢ 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

同工作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 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

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條

➢本法適用於各業。
➢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中央主管
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
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職業災害

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 基本原因

能量釋放 不安全的行為(動作) 雇主管理缺陷
危害物暴露 不安全的環境(狀況)



災害類型

◆墜落、滾落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被撞

◆被夾、被捲

◆被切、割、擦傷

◆踩踏(踏穿)

◆溺斃

◆與高溫、低溫之

接觸

◆與有害物等之接

觸

◆感電

◆爆炸

◆物體破裂

◆火災

◆不當動作

◆無法歸類

◆交通事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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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原由

➢職安法適用各業，樣態多樣，如外勤、業務接
洽等場所不在雇主所能支配管理之範圍，雇主
使勞工執行職務前，仍應按其合理可行作為，
先行評估風險，採取必要預防措施，爰參考美、
英及歐盟等先進國家所定增列一般責任之規定。



雇主及工作場所負責人之責任

◆確保人員的安全和健康的一般性責任。

◆應找出及確認工作中的潛在危害，進行評估工作。

◆預防及控制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危害。



適用範圍

◆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面適用



工作者權利與責任

權利
 知道可能遭遇危害的權利

Know 
 參與提供意見之權利

Participate
 拒絕危險工作之權利

Refuse Dangerous Work 

責任
勞工亦有責任照顧其本身及其他工作人
員的安全



危害預防三步驟

認知 評估 控制



骨牌理論
◆ 1931年美國工業安全理論專家韓笠琦 ( H.W.Hëinri

ch ) 首先提出「骨牌理論」，其認為職業災害的發
生絕非偶然，事故發生如同骨牌效應一般應聲而倒，
韓笠琦認為發生職業災害主要有五個因素串聯而成。





職安法第6條第1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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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

危害。
➢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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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續

➢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
引起之危害。

➢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

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續

➢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被夾、被捲

墜落、滾落

被刺擦割傷



機械安全防護







機械安全管理

◆採購安全機械(符合TS標準)

◆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維修作業標準程序)

◆實施自動檢查(檢查安全護圍、安全裝置)

◆機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建立機械維修作業管制機制(許可制度)





機械危害來源

◆轉動、往復、直線運動

◆動作捲入

◆切割動作









機械危害發生區域



安全防護的原則

◆消除危險：(本質安全)

➢ 以設計的手段，將機器有可能產生的風險消除。

➢ 安全流程 (障礙排除-停機、斷電、上鎖)

◆阻隔：如自動進退料、手工具

➢ 無法做到本質安全，則應考量阻隔危險傳遞的路徑。



安全防護的原則

◆隔離危險：

➢ 空間隔離：設置安全柵欄，必要時最小限度開口。

➢ 時間隔離：設置安全互鎖開關，防護開啟時機械無

法動作。



護圍、護罩(隔離危險)

✓ 固定式

✓ 移動式(安全閘門)



護圍、護罩(隔離危險)

✓ 調整式

圓盤鋸 手推刨床



安全防護的原則

◆安全裝置：

➢ 連鎖防護式

➢ 雙手操作式：安全一行程式、雙手啟動式

➢ 感應式：光電感應式、雷射感應式、壓力感應式

➢ 拉開式

➢ 掃除式



➢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
：在滑塊等在閉合動作中，能使身體之一部位無介入危險界線之虞。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感應式安全裝置



✓光電感應式安全裝置
◆應辦理資訊申報登錄：
限於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 第11條
➢ 感應式安全裝置，應為光電式安全裝置、具起動

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雷射感應式安全裝
置或其他具有同等感應性能以上之安全裝置。

➢ 第11-1條
➢ 光電式安全裝置之構造及性能，應符合國際標準

IEC61496 系列(如：光電式安全裝置、具起動控
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 雷射感應式安全裝置



✓ 壓力感應式安全裝置





➢拉開式安全裝置





➢安全拌擋

利用拌檔身體使手指無法到達危險區，無操作者不使用的疑慮。







安全防護的原則

◆緊急停止開關：(緊急制動裝置)

➢ 緊急按壓後鎖住。

➢ 解除緊急停止候機台不可自動回復加工。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5條

➢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
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

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
機械之運轉。



沒有緊急停止裝置



有緊急停止裝置



安全防護的原則

◆個人防護具：(最後一道防線)

➢ 降低傷害

◆急救、緊急應變措施





被夾、被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3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
傳動輪、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

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雇主對用於前項轉軸、齒輪、帶輪、飛輪等之附屬固
定具，應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



護罩、護圍



護罩、護圍



護罩、護圍









從事染色機出布作業被油壓式布匹捲胴捲入死亡





從事CNC銑床作業發生遭銑刀捲入死亡



從事洗劑試驗遭移載機撞擊被夾死亡



預拌混凝土廠傳動帶被夾死亡



工業用機器人



研磨機



研磨機未設置護罩鐵片飛出工地民眾遭削鼻毀容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6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
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
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
應明確告知及標示勞工

不得使用手套，並

使勞工確實遵守。



手套容易被捲入



清洗榨柳丁汁機遭絞入斷手



操作車床手套被纏住遭絞入斷手



操作鑽孔機未將脖子上絲巾取下被捲入窒息死亡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

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
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應採

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
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

停機、斷電、上鎖、掛牌



➢ 國小廚房
➢ 人員右手3指遭切斷
➢ 不安全狀況：

• 修理切菜機未停止機械
運轉。

• 切菜機啟動裝置未採上
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





從事切斷機維修作業未停機



誤觸開關



從事龍門銑床量測作業被捲致死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9條

➢雇主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原動機、動力傳動
裝置、動力滾捲裝置，或動力運轉之機械，勞工之頭
髮或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
當之衣帽。

勞工從事裁紙機作業時，
圍巾被裁紙機之轉軸纏捲
而遭勒斃。







頭髮捲入碎紙機





機械安全管理

◆採購安全機械(符合TS標準)

◆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維修作業標準程序)

◆實施自動檢查(檢查安全護圍、安全裝置)

◆機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建立機械維修作業管制機制(許可制度)



當災害一旦發生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