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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緊急應變程序介紹

實驗室化學品事故案例介紹

個人防護器材介紹及操作

實驗室緊急應變模擬演練(狀況模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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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緊急應變程序介紹

• 通報
• 隔離
• 危害辨識
• 防護
• 限制與圍堵
• 災後復原、災因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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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化學相關產品需求的增加與普及，各行
業與廠場使用化學品情形更為頻繁，但化學物質是
具有潛在的危害性，其有發生毒性外洩、火災或爆
炸事故的可能。

許多化學物質具有毒性、反應性、可燃性、物理性
等潛在危害，在事故中，可能因物質的危害特性而
造成重大的安全或健康衝擊。

事故危害類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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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消除事故的發生，但是能
• 減輕事故的傷害
• 預防事故的準備
• 有效和有效率的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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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類型介紹

事故潛在危害類型

毒性外洩
• 其危害取決於暴露濃度、

暴露劑量、暴露時間

火災
• 其危害取決於暴露時間

與熱輻射強度

爆炸
• 其危害取決於爆炸的過

壓或碎片

毒性

可燃性

反應性

物理性

毒性外洩

火 災

爆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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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類型介紹

事故類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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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硝酸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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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類型介紹

2Na(金屬)＋2H2O(aq)→ H2 (g) ↑＋2NaOH (aq) 10



 應變程序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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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

防護

危害辨識

通報

限制與圍堵
災後復原、
災因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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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通報的目的：為使毒化災事故發生之初，能透過
事故通報系統迅速獲得災害事故資訊，以期能達成迅
速救災。

法定
通報

資源
請求

狀況tt廠內
報告

通報

 抵達現場後，第一時間應變人員被
賦予鑑定出危害物質的存在事實、
保護自身及民眾、封鎖現場。

 可依照單位組織的標準作業程序或
依照廠內的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取的
適當的協助。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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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技巧:『人、事、時、地、物』。

01 發現者 02

通報內容：

03事故時間 事故地點

04 05 06
事故涉及之
化學物質

事故當前
狀況 人員狀況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通報
 通報原則：以最短、最有效的告知方式，以爭取時效並清楚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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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打 6666、5931
• 喂!校警暨校安中心嗎?
• 我是000老師實驗室的學生。
• 位於XX大樓000室。
• 剛才因地震，藥品櫃傾倒， 000 (化學

藥品）溢出，與其他化學物質發生劇烈
反應，產生異味，現場濃煙瀰漫。

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通報流程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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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劃分
• 維護現場人員安全：事故現場人員首先應確保自身

安全，並確認現場應變資源是否充足，否則在資源
匱乏的狀況下貿然進入災區救災，將導致更多人員
傷亡。

• 進行現場初步管制：非救災人員疏散，應注意疏散
人員的隔離及除污，避免化學品污染導致災情蔓延，
給予足夠的空間以利相關的設移動或移除。

• 災害現場區域劃分：有利於各區工作範疇界定，依
火災、爆炸、毒性外洩等等事故類型，不僅區隔各
區域應變人員之行動範圍，亦應控制人員與車輛的
進出。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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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危害辨識

現場應變人員最重要的基本能力是危害辨識，意即
瞭解現場可能的危害徵狀，並預防危害發生與做好
個人防護。

應變人員可經由下列途徑初步且快速辨識事故現場
之可能危害：
• 化學品容器
• 化學品標示
• 煙霧顏色
• 氣味
• 氣體洩漏聲
• 其他

18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危害辨識

 化學品危害圖示
與對應之CNS 
15030危害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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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危害辨識

物理性危害(16) 健康危害(10) 環境危害(2)

爆炸物 自熱物質與混合物 急毒性物質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

易燃氣體(包括化學性質
不安定氣體) 禁水性物質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臭氧危害物質

氣懸膠 氧化性液體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氧化物氣體 氧化性固體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加壓氣體 有機過氧化物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易燃液體 金屬腐蝕物 致癌物質

易燃固體 生殖毒性物質

自反應物質與混合物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單一暴露

發火性液體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
質－重複暴露

發火物固體 吸入性危害物質

CNS 15030化學品標示之分類，目前包含16項物理性危害、10項健康危害與
2項環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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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防護
 事故化學品可能以吸入、食入、皮膚和眼睛接觸之四種途徑進

入人體。
 防止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之危害並將傷害程度降至最低

的一種防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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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

過濾式空氣呼吸器(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APR)

正壓自給式空氣呼吸器(Self-
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SCBA)

供氣式空氣呼吸器(Supplied 
Air Respirators, SAR)

呼吸防護具主要用以杜絕事故中會經由吸入途徑進入人
體之化學品暴露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防護

22



分 級 配備 適用條件

A 級

 防蒸氣式化學防護衣，含
抗化手套與抗化安全鞋。

 SCBA。
 安全帽。
 無線電通訊設備。

 事故物質會對眼睛、皮膚及呼吸系
統會造成嚴重傷害。

 化學品濃度高於IDLH。
 缺氧環境。
 未知污染物的事故現場。

B 級

 防潑濺式化學防護衣。
 SCBA。
 安全帽。
 抗化手套。
 抗化安全鞋。
 無線電通訊設備。

 事故物質不會對皮膚造成嚴重傷害
但會對眼睛及呼吸系統造成嚴重傷
害。

 化學品濃度高於IDLH。
 缺氧環境。

C 級  防潑濺式化學防護衣。
 過 濾 式 空 氣 呼 吸 器 。

 事故物質不會對眼睛、皮膚及呼吸
系統會造成嚴重傷害。

 化學品濃度低於IDLH。

D 級) 
 連身式防護衣或工作服。
 安全帽
 安全鞋。

 冷區作業。

 美國環保署把危害分成四個等級，根據不同危害狀
況建議適用的防護措施。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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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級防護裝備

 配備
1. 防蒸氣式化學防護衣，含抗

化手套與抗化安全鞋。
2. SCBA。
3. 安全帽。
4. 無線電通訊設備。
 適用條件
1. 事故物質會對眼睛、皮膚及

呼吸系統會造成嚴重傷害。
2. 化學品濃度高於IDLH。
3. 缺氧環境。
4. 未知污染物的事故現場。

 對呼吸道系統、皮膚、眼睛和黏膜提供最高等級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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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級防護裝備

 配備
1. 防潑濺式化學防護衣。
2. SCBA。
3. 安全帽。
4. 抗化手套。
5. 抗化安全鞋。
6. 無線電通訊設備。

 適用條件
1. 事故物質不會對皮膚造成嚴重傷害，

但會對眼睛及呼吸系統造成嚴重傷害。
2. 化學品濃度高於IDLH。
3. 缺氧環境。

 對呼吸道系統提供最高等級之防護，對皮膚、眼睛和黏膜提
供較低等級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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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防護裝備

 配備
1. 防潑濺式化學防護衣。
2. 過濾式空氣呼吸器。

 適用條件
1. 事故物質不會對眼睛、皮膚

及呼吸系統會造成嚴重傷害。
2. 化學品濃度低於IDLH。

 對皮膚、眼睛和黏膜提供與B級相同等級之防護，對呼吸道
系統提供較低等級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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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級防護裝備

 配備
1. 連身式防護衣或工

作服。
2. 安全帽。
3. 安全鞋。

 適用條件
1. 冷區作業

 僅對皮膚提供最低程度之防護。

27

化學品抵抗標準

化學品滲透測試Permeation Resistance - ASTM F 739 and 

ASTM F 1001 - 21 Chemicals 

生化滲透測試 - MIL-STD-282

耐火燄測試 - ASTM F 1358 

一般安全鞋標準

抗導電測試 - ANSI Z 41 PT99 EH 

鞋底與鞋根抗穿刺測試- CSA Z195-M 

鞋底與鞋根抗磨損測試- ASTM D1630 

鞋頭抗撞擊測試 - ANSI Z 41 PT99 M I/75 

鞋頭抗重壓測試 - ANSI Z41 PT99 M C/75 

耐滑測試 - ASTM F 489

腳部防護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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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防護
手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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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限制及圍堵
將危害物質的洩漏侷限在特定的區域，屬防禦性的應變作為
(守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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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吸收體，如條狀

可用圍堵收集洩漏的液

體，然後再用片狀的吸

液棉，將液體完全清理，

最後使用完後的吸收體，

必須置於特定的桶中，

然後當做有害廢棄物來

處理掉。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限制及圍堵

枕狀吸油棉 捲狀吸油棉

條狀吸油棉片狀吸油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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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災後復原

 在事故應變程序之災後復原，意
即對事故現場進行善後處理，主
要包括除污及廢棄物清除或處理。

 除污之目的在於除去或中和積聚
在人、設備之污染，避免有害物
藉由滲透等方式污染人、防護具、
設備及環境等。

 基本上人員及設備從熱區移出時
都需要除污作業後才能離場，如
未經適當除污作業，恐將危害帶
離熱區將導致污染範圍擴大。

辨識危害物質

劃分管制區域

建立除污區

傷患除污
應變人員
裝備除污

清除、復原作業

除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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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完成除污程序，污染物將會經由傷患污染
到醫護人員、救護車、急診室、救災人員與應
變車輛等，造成大規模的二次污染。

 未妥善除污及清潔的裝備器材，於事後維修檢
查時也會造成維修人員之傷害，裝備器材如未
適時完成除污亦恐導致損壞無法再次使用。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災後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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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除污劑(針對人員)

 敵腐靈(Diphoterine)為多用途的吸收分子，可
吸收腐蝕性及刺激性化學物質包含酸,鹼,氧
化劑,還原劑，抑止毒化化學物流動，有中
和及排除等功能，可立即使用，有效除污避
免後遺症。

 六氟靈（Hexafluorine） ，具有高滲透壓的特
性，針對人員遭受氫氟酸(有機氟化合
物，含氟自由基)的傷害，可立即使用，
可有效捕集氫離子和氟離子，有效除污避免
後遺症。

 葡萄酸鈣膏或凝膠((Calcium Gluconate Gel)

須搭配大量清水沖洗後再進行塗抹及按摩，必須
先以清水沖淋15~30分鐘，再以葡萄酸鈣膏塗抹
並按摩15分鐘，軟膏內鈣離子可與氟離子起反
應，避免氟離子滲入皮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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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應變程序介紹-災因調查

• 改善與加強預防措施之依據
• 傳達加強安管觀念
• 未來溝通與操作程序參考
• 資源分配與管理修定依據
• 釐清責任歸屬問題
• 經驗溝通與傳承
• 事故紀錄與分析

 災因調查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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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化學品事故案例介紹

• 化學品傾倒事故
• 實驗室火警事故
• 廢液冒煙事故
• 電器火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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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OO國中化學品翻覆事故

 發生時間：99年03月10日10時

25分

 受傷人員：0人死亡、0人受傷。

 事故類型：實驗室事故

 災害規模：災損面積6-7坪

 化學品：甲醛水溶液

 事故概述：因地震導致化學藥品

罐傾倒掉落地面破裂，並散發刺

鼻味。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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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Formaldehyde, CH2O、列管編號66、聯合國編號1198)

•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50-00-0

• 甲醛對皮膚及黏膜有刺激性作用，接觸過甲醛的皮膚可能出現過敏

現象，嚴重者甚至會導致肝炎、肺炎及腎臟損害。

• 無色透明氣體，有強烈辛辣味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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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傾倒化學瓶 教室示意圖

 

 
 

 

 甲醛檢知管採樣位置

走廊

電腦教室

理化教室

化學藥
品罐傾
倒掉落
位置

A
B

C

化
學
藥
品
櫃

封存後有害廢棄物處理桶

D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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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檢知管現場檢測 甲醛檢知管偵測結果

甲醛在空氣中濃度 3.0*8(校正係數)=24PPM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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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後封存廢棄物 善後情形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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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摘要: 
臺中市消防局通報：「10時50分獲報某大學實
驗室火警事故，現場存放大量化學品、濃煙不
斷竄出、無人員傷亡，請求支援」，為學校運
作毒化物之實驗室，屬實驗室火警事故。

 通報聯繫:
11時42分聯繫校安中心獲覆：「事故點為綜合
大樓10樓，無人員受困」，係實驗室人員不慎
將廢液倒入不相容之廢液桶中發生火災，火勢
已控制、持續排煙中」。

 狀況及處置：
消防已進行大樓疏散，火勢已於15時35分撲滅，
後續會同校方清點乙腈(3.16公斤)、二氯甲烷
(7.59公斤)及二甲基甲醯胺(3.76公斤)等毒化物
均全數燒毀、以酸鹼試紙檢測消防廢水(約247
噸均導入校內廢水處理場)pH數值7」。

臺中市OO科技大學實驗室火警事故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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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案例

43

 事故摘要：
2018年3月17日15時39分消防局獲報實驗室
酸性廢液桶冒煙（黃色煙霧）事故、無人員
傷亡，校內安衛中心人員已攜帶吸附器材趕
赴現場處理」，並隨即通報環保局窗口；16
時09分聯繫環安中心蘇小姐獲覆：「係醫學
院教學大樓實驗室(已停用)有機酸混入無機
酸廢液產生煙霧及溢流現象，已派員前往處
理，現場未存放毒性化學品」。

臺南市OO醫學院化學品洩漏事故
實驗室清理廢舊酸液造成冒煙事故

 發 生 時 間 ： 107年03月16日

 事 故 地 點 ： 醫學院二樓81-0202實驗室

 受 傷 人 員 ： 0人死亡、0人受傷

 事 故 類 型 ： 實驗室事故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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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應變以摧腐靈
中和劑鋪面

摧腐靈中和劑鋪面
後再以吸收棉吸附

廢酸收集桶及甲酸
空瓶(事件物品)

處理後使用移動式
緊急抽排風機經排
氣櫃，持續通風排
氣超過三天。

實驗室事故案例

45

廢液不相容 廢液裝太滿 廢液桶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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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間：105年02月15日。

事故物質：無

事故說明：恆溫震盪器電線走火所導致火災，無人
受傷。

屏東OO大學環工系應用微生物實驗室火警

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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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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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器材介紹及使用說明

• 呼吸防護具介紹
• 皮膚防護-化學防護衣介紹
• 濾毒罐穿戴及防護衣著裝實作

49

呼吸防護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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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清式呼吸防護具(防塵口罩)

• 此類口罩有質輕、體積小、保養容易，不會對使用

者的行動造成太大影響的優點。

• 多以棉織物編織摺疊而成，可藉機械加上靜電作用

濾除粒狀物

• 密合度較差，使用時間短 。

51

 不得使用於立即致危與缺氧狀況

 無法對氣態有害物提供適當防護。若氣體、蒸氣有害物與粒狀

污染物共同存在時，必須使用粒狀物氣態物兼用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具在使用前應先實施密合度測試

 丟棄式面體在工作結束後應立即拋棄更新，不應於下次工作時

繼續使用

 佩戴時需選擇大小適中及適合臉型的口罩，以達最大的防護效

果

 當濾材效率明顯降低、呼吸阻力上升、結構破損時應立即更換

口罩

濾清式呼吸防護具(防塵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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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洩漏處

濾清式呼吸防護具(口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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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面式防護面罩
• 面罩本體具卡榫，可直接與濾毒罐或濾

棉以旋轉方式密合，可搭配選用有機、
酸 性 或 綜 合 型 濾 毒 罐 、 濾 棉 使 用 ，
6500QL系列具有快速配戴之設計，方
便人員溝通

• 選用時機
─ 低濃度/低毒性
─ 長時間作業

• 防護係數(PF)=10

半面式防護面罩

55

呼吸防護具分類-全面式過濾式面具

 全面式防護面罩
• 全面式面防護面罩，為將眼睛包覆於面具內，可避免眼

睛暴露於污染物中，如氨氣、甲醛等對眼睛黏膜有刺激
性的化學物質，因面罩需與臉緊貼氣密，故有近視者需
搭配專用鏡架使用

• 選用時機
─ 低濃度/低毒性
─ 長時間作業
─ 污染物對眼睛

有刺激性

• 防護係數(PF)=50

3M 6800 鏡架濾毒罐 56



Full-Face 7000 
Series

Dual Cartridge
PF=50

Full-Face 6000 
Series

Dual Cartridge, 
PF=50

呼吸防護具分類-全面式過濾式面具

57

• 使用時，如有嗅到異味或是人員身體不適時，立即離開污
染區域並人員儘速就醫。

• 不可使用在大氣中的氧氣濃度低於19.5%。 58



1.濾毒罐與防護面罩裝線對齊 2.旋轉45度

3.將粒狀濾棉片放入濾蓋內 4.將濾蓋裝在濾毒罐外側 5.完成組裝

半罩式面罩組裝及配戴方式

59

1.將面罩後頸帶扣上 2.將面罩頭帶帶上 3.將頸帶拉緊

4.將頭帶拉緊 5.進行氣密測試-負壓測試 5.進行氣密測試-正壓測試

半罩式面罩組裝及配戴方式

60



呼吸防護具使用注意事項

人員佩戴
面罩長時間佩戴，如太緊可能會造成不適狀況。

高活動量或排汗會降低面罩密合效果。

重體力與高溫作業下人員呼吸量會增加，但濾材會增加人員呼吸負
擔。

需注意現場化學品是否會腐蝕面罩體。

濾清式
不可使用在高污染物濃度或

狀況不明情況。

不可用在缺氧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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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清潔及保養

62



化學防護衣分類

美規 A B C D

歐規 Type 1 
(液態或氣

態) 

Type 1 
ET

Type 2  
(非氣密式)

Type 3  
(液密式)

Type 4  
(防噴沫式) 

Type5  
(防微粒式)

Type6  
(防有限噴濺及

微粒式)

皮

膚

環
境

劇毒化學固體、液體或
氣體經皮膚產生IDLH

劇毒化學固體、液體或氣
體經皮膚不產生IDLH

有害化學固體、液體或
氣體

無害化學固體、
液體或氣體

防
護
具

氣密式防護衣 連身防護衣(含頭罩) 連身或兩件式防護衣
(含頭罩)

連身或兩件式防
護衣(含頭罩) 

呼

吸

環
境

缺氧 有害的氣體或粉塵高於
PEL值

有害的氣體或粉塵低於
PEL值

微量化學氣體或
粉塵

防
護
具

供氣呼吸系統 供氣或過濾呼吸系統 過濾呼吸系統 過濾呼吸系統或
不需使用

化學防護衣
在特定化學場所中所使用之防護衣物，保護人員免於危害性化
學物質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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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完整性測試

(EN 368) (EN 369)

1.化學品穿透測試(BTT)
(EN 368)

2.化學品滲透測試(PR)
(EN 369  or EN 374-3 )

 EN；歐盟防護服標準及認證

防護設備-防護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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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設備-防護衣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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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害辨識(化學品物化特性、環境
危害或特殊要求)

(2)確定所需(氣體、液體或粉塵)之防
護裝備

(3)選擇有效防護裝備：化學品暴露時
間、防護衣的性能要求(機械強度、

面料、接縫、耐磨試驗)

(4)舒適性考慮(活動性)

(5)供應商選擇(測試方法、認證、防
護衣品質)

(6)適合個人尺寸並正確配戴

選擇合適化學防護服的簡單步驟

防護設備-防護衣具

66



防護設備-防護衣具

非氣密型連身式防護
衣：可抗大部分無機
強酸強鹼

全面或半面式面罩

鞋套：內部穿著安
全鞋

濾毒罐：有許多類
型，一般使用綜合
型，以因應各種情
況，破出時間不易
判斷

安全帽：保護人員頭部

C級防護衣

雙層抗化手套：內層
為多層膜材質，外層
為氯丁橡膠材質，可
防止大部分無機酸及
少部分有機化學品

67

 選用時機(Timing of use)

1. 空氣或液體噴濺時，不會造成皮

膚傷害之虞

2. 已確認空氣中有害物濃度低於

3. 氧氣濃度大於19.5%以上

防護設備-防護衣具

68



C級化學防護衣穿脫步驟

69

1.穿上鞋套 2.穿上防護衣

3.將防護衣拉鍊拉上 4.帶上半罩市面罩，調整頭帶鬆緊度

C級防護衣穿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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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調整腮帶鬆緊度 6.進行氣密測試

7.戴上頭套及安全眼鏡 8.戴上抗化手套

C級防護衣穿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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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戴上工作手套 10.完成著裝

C級防護衣穿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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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防護衣脫除步驟

1.脫除外層黑色手套 2.脫除安全帽

3.脫除頭罩及護目鏡 4.將防護衣由內向外翻摺脫除 73

8.將廢棄物處理袋封存回收

5.將鞋套翻摺脫除 6.脫除面罩

7.脫除內層白色手套

C級防護衣脫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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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緊急應變模擬練(狀況模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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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變程序

事故應變程序介紹

01
02

03

04

05
06

隔離

防護

危害辨識

通報

限制與圍堵
災後復原、
災因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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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通報(請求外援)、區域管制、人員疏散。

應變小組成立、危害辨識、個人防護。

通報、隔離通報、隔離

防護、辨識防護、辨識

現場殘存液吸液(油)棉片吸附，至密封桶回收處理。

滅火器初步滅火，應變處理(關閉電源、氣源)。

災後復原災後復原

滅火、應變滅火、應變

實驗室火災洩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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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化學品外洩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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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通報 人員集結與任務分配 區域管制

人員著裝 洩漏圍堵 應變處理

實驗室化學品外洩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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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後復原 廢棄物封存 裝備脫除

人員清點 通風換氣

實驗室化學品外洩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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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吸附材侷限液體
擴散

2.封存洩漏包裝容器 3.以吸附材覆蓋洩漏
範圍

5.進行吸附材封存 6.將封存桶/袋密封4.進行吸附材吸附

實驗室化學品外洩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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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取得ISO 9001:2008驗
證「政府及民間機構
委辦環境及防災計畫
的行政事務管理」

專業 勇氣 研究 服務

EPA/NKFUST Southern Center for Emergency Response of Toxic Sub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