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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與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法規修正說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部分條文修正重點

2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部分條文修正重點

一. 新增鋁及其不溶性化合物之容許暴露標準。 （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一）

二. 修正甲醛、甲苯等二種有害物之容許濃度值、部分有害物之化學式、中英

文名稱。（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一）

三. 合併現行第一種與第二種粉塵為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及修正其容許濃度值，

並修正可呼吸性粉塵、總粉塵、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及石綿粉塵之定義。

（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二）

四. 考量事業單位須因應本標準新增及修正之有害物容許濃度值，辦理工作場

所之工程控制及製程改善，涉及預算編列、控制裝置設計、安裝及測試等

事項，需經一定時間以妥善因應，爰增訂緩衝期限。（第二條附表一編號

15、211、445及附表二） (自116年1月1日實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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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發布日期：114年4月11日



⚫ 長期暴露於鋁可能造成鋁於體內累積，導致勞工罹患塵肺症、鋁肺病等，

且鋁過量暴露可能引發神經功能缺損，為保護作業勞工避免暴露過量鋁造

成肺部與神經系統損害，爰參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建議及

國際相關規範，新增鋁及其不溶性化合物（編號：15)之可呼吸性粉塵容許

濃度值：5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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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鋁及其不溶性化合物之容許暴露標準

圖片來源：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服務中心-高醫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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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職業傷病診治整合服務中心-高醫FACEBOOK



⚫ 查甲醛具有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第一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
質第一級、急毒性物質第二級
（吸入）及致癌物質第一級等
危害，屬丙類第一種特定化學
物質且應用範圍廣泛，為保護
作業勞工避免暴露過量甲醛造
成眼睛、鼻子、喉嚨和肺部等
器官刺激，及進一步導致勞工
罹患鼻咽癌，爰參考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建議
及國際相關規範，修正甲醛
（編號：211）之容許濃度值：
由1 ppm（1.2 mg/ m3 ）下修
至0.75 ppm（0.9 mg/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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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甲醛之容許濃度值

我國常用產業及製程:

使用廣泛，從工廠到民生用品都

有。工業上常用於黏合劑和密封

劑、聚合物、皮革處理產品、紡

織品處理產品和染料、肥料、

PH調節劑和水處理產品以及實

驗室化學品。

廠場常見的操作情境包括各式的

化學品的轉移（不同位置或容

器）、密閉式連續製程、合成或

配方程序中的密閉批次製程等。



⚫ 查甲苯具有特定標的器官系統

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一級、吸

入性危害物質第一級、特定標

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

第一級等危害，屬第二種有機

溶劑，為避免勞工長時間暴露

於過量之甲苯而影響神經系統，

爰參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所建議及國際相關規

範，修正甲苯（編號：445)之

容許濃度值：由100 ppm

（376 mg/m3）下修至50 ppm

（188 mg/m3）（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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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甲苯之容許濃度值

甲苯為無色、有芳香氣味

的異體化學工料，閃火點

低所以易燃易爆，比重較

水輕，但不溶於水。

化學物質說明

製造塗料、塗料稀釋劑、

指甲油、漆器、黏著劑和

橡膠，也可用於印刷與皮

革鞣製過程等 。

暴露行業



合併現行第一種與第二種粉塵為結晶
型游離二氧化矽及修正其容許濃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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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二條附表二  

修正條文

*自116年1月1日實行

合併現行第一種與第二種粉塵為結晶型游離二氧化
矽及修正其容許濃度值，並修正可呼吸性粉塵、總
粉塵、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及石綿粉塵之定義。

說明：
一. 本表內所規定之容許濃度均為八小時日時

量平均容許濃度。 
二. 可呼吸性粉塵係指會進入無纖毛呼吸道之

粉塵。
三. 總粉塵係指在某一特定體積空氣中，懸浮

在空氣中之全部粉塵。 
四. 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係指石英、方矽石及

鱗矽石。 
五. 石綿粉塵係指纖維長度在五微米以上，直

徑小於三微米，且長寬比在三以上之粉塵。

查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研究報告，鑄造業、陶瓷業及石材業等行業對於結晶
型游離二氧化矽有顯著之暴露，且因人體無法有效排除或分解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粉塵，
經常性的吸入該粉塵會漸漸導致肺部纖維化，進而演變為矽肺症、肺癌，世界各國紛紛降
低結晶型游離二氧化矽粉塵容許濃度並以可呼吸性粉塵為規範對象。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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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重點

一. 新增1-溴丙烷為本規則所稱之第二種有機溶劑。（修正條文第三條附表一） (自115年7月

1日實行) 

二. 調整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消費量之計算方式，雇主應依有機溶劑實際含量計算之。（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十五條）

三. 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設置監測靜壓、流速或其他足以顯示該設備正常運轉之裝置。（修正

條文第十二條） (自116年7月1日實行) 

四.  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由經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製作設計報告書及原始性能測試

報告書；另明定設計專業人員之資格及訓練課程、時數等規定，以提升人員之設計能力及

裝置之性能。（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第十八條）(自116年7月1日實行) 

五. 明定勞工於有機溶劑作業場所作業時，禁止吸菸或飲食，以避免有機溶劑經由口鼻進入人

體。（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六. 為確保勞工安全健康，明定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臨時性之有機溶劑作業，且未設相關工程

控制措施者，應佩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七. 基於事業單位配合新增規定所需之緩衝期，爰明定其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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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發布日期：1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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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1-溴丙烷 為第二種有機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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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三條附表一

新增條文

查1-溴丙烷具有生殖毒性物質第一級及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
複暴露）第二級等危害，且國內曾發生勞工因暴露1-溴丙烷導致神經病
變之實際案例，爰為預防該物質之危害，依其危害特性，增列1-溴丙烷
為附表一第二款表列之第二種有機溶劑。

*自115年7月1日實行

新增1-溴丙烷為本規則所稱之第二種有機溶劑。



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設置監測靜壓、流速
或其他足以顯示該設備正常運轉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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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二項

新增條文

為確認作業時間內局部排氣裝置之運轉情形，參考特定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標準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要求應於局部排氣裝置氣罩
連接導管適當處所，設置靜壓、流速或其他足以顯示該通風設備
正常運轉之監測裝置，爰新增第二項規定。

*自116年7月1日實行

雇主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
應於氣罩連接導管適當處所，設置監測靜壓、流速
或其他足以顯示該設備正常運轉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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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隨時觀測裝設於氣罩下游差壓計之讀值。

⚫ 靜壓檢測孔設置位置避開迴流區，在氣罩下游約2倍管道直徑處。

⚫ 可於差壓表上之臨界壓力畫上醒目的紅線，若是讀值低於紅線，代表該處之壓力已
低於臨界值，即氣罩之吸氣速度可能因某些因素而低於設定之安全值。操作員必須
立即回報領班，進行後續處理。

於氣罩下游設置差壓計以監測靜壓

電子式差壓計可量到負壓的壓力錶

116年7月1日前已完成設置之局部排氣 裝置，得不適用



新增強化局部排氣裝置設置與
維護之管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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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雇主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應由專業人

員妥為設計，並維持其有效性能。

現行條文

第十七條

雇主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應由專業人員妥
為設計，並維持其有效性能。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時，應指派或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
依附表五內容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

前項局部排氣裝置設置完成後，雇主應實施原始性能測試，並依測試結果製作附表六內
容之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其相關文件、紀錄應保存十年。

雇主依第二項規定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於改裝時，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但對其性能
未有顯著影響者，不在此限。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屬化學排氣櫃型式者，不受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修正條文

局部排氣裝置需具備一定知能及經驗始能辦理，爰參考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規定。

*第二項至第五項自116年7月1日實行



新增強化局部排氣裝置設置與
維護之管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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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前條第二項所定從事局部排氣裝置設計之專業人員，其應具備
之資格、訓練課程與時數、訓練單位，依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
防標準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辦理。

新增條文

明定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人員應具備之資格、該專業人員之訓練課程與時數、在
職教育訓練時數、辦理訓練之單位、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及原始性能測試報告
書之內容，以資明確；因上開事項於特定化學預防危害標準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
條之一已定明，爰依該標準之規定辦理。

*自116年7月1日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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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時，應指派或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之專業人
員設計，並依附表五內容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

設計、安裝施工、測試

訓練

合格

實務

經驗

專業

技術

設計報告書內容一、場所基本資料
（一）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二）工作場所平面配置圖
（三）製程流程圖
（四）局部排氣裝置設置系統略圖（應標示有機溶劑作業範圍、作
業位置、氣罩與排氣機之位置及其與發生源等之關係，比例尺以能
辨識其標示內容為度）
（五）有機溶劑之種類及其危害資訊
（六）有機溶劑作業方式
（七）作業勞工人數及暴露途徑
二、局部排氣裝置設計之說明
（一）環境干擾氣流及降低方式
（二）補氣系統設計及措施
（三）氣罩設計資料及其規格
（四）導管系統設計資料及其規格
（五）空氣清淨裝置設計及其規格
（六）排氣機設計及其規格
（七）局部排氣裝置壓力損失計算
（八）其他設計資料(含清潔口及測定孔或其他監測裝置)
三、設計人員資格證號及簽名

第17條附表5 設計報告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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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設置完成後，雇主應實施原始性能測試，並依測試結果製
作附表六內容之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其相關文件、紀錄應保存10年。

測試報告書內容一、場所基本資料
（一）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二）設計單位/人員
（三）測試單位/人員
二、局部排氣裝置原始性能測試結果與設計報告比較
（一）環境干擾氣流測試
（二）補氣效能測試（室內外壓力差）
（三）氣罩測試結果
           1、氣罩幾何形狀與尺寸
           2、入口風速
           3、吸氣口與特定化學物質發生源之相對位置與距離
（四）管道系統重要檢測點（氣罩、節點、空氣清淨裝置、排氣機）
上下游靜壓、檢測孔靜壓測試結果
（五）其他檢測資料
（六）測試人員簽名及測試完成日期

吸氣及排氣之能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40條定期檢查
第47條重點檢查

第17條附表6 測試報告書內容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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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第38條之1附表4

附表4：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人員資格、條件

• 下列執業技師之一：水利工程技師、化學工程技師、職業衛生技師、 
機械工程技師、工業安全技師、冷凍空調技師、環境工程技師、航空 
工程技師或造船工程技師。 

•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僱用之前款所定技師之一。
• 事業單位僱用領有第一款所定技師之證書，並具工業通風、冷凍空調、 

環境工程、風管工程、職業衛生或工業生產等相關實務經驗三年以上， 
且有證明文件。 

•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 
之理、工科系畢業，並具五年以上工業通風、冷凍空調、環境工程、 
風管工程之設計實務工作經驗，且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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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業人員訓練課程及時數

項次 課程名稱 時數(小時)

1 有害物危害預防法規 2

2 暴露評估 4

3 工業通風原理 5

4 整體通風系統(原理、案例說明) 5

5 局部通風系統設計(含氣罩設計與案例說明) 15

6 管道系統設計與排氣機匹配(含案例說明及計算練習) 15

7 空氣清淨裝置 3

8 局部通風系統安裝施工、檢測、維修保養之方法及技術 3

9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與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之製作及練習 8

10 工廠實習(含案例設計演練) 12

合計 72

備註：
1、工廠實習之場地可為 

工廠、實習工廠或試 
驗工廠。

2、除72小時課程外，需
配合工廠實習完成並   
提交2廠次局部排氣
裝置設計報告書，且
危害類別涵蓋氣態及
粒狀有害物，經考試
及報告書審核通過，
方為訓練合格。

職安署官網公布欄區有局部排氣裝置設計訓練合格專業人員名單供參

準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第38條之1附表5



⚫吸氣口與氮氣入口形成短路氣流

⚫從遮罩兩端被吸入的空氣與氮氣混合，降低氮氣功能

⚫有害物自遮罩兩端洩漏➔加大吸氣量➔增加短路及混合效應➔氮氣不足➔加大氮氣量➔有害物洩漏更嚴重

⚫加大吸氣量➔廠房內負壓增加➔自廠房外被吸入的污染物增加

⚫加大吸氣量➔廠房冷氣大量被吸入遮罩內➔作業人員感覺熱且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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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線局部排氣裝置

重新設計局部排氣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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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氣腔與氣罩相關設計條件 側視立面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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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壓孔、清潔孔、排放孔的位置管道系統各元件之幾何尺寸以及各節點進出口之
靜壓、動壓、各管道內流速

管道系統各元件的編號 管道系統各元件之設計尺寸



⚫ 化學液噴塗區、紫外線固化區裝設ㄇ形遮罩。

⚫ 產線兩端設置之上吸式多槽型吸氣罩兩側裝設隔板。

⚫ 於上吸式多槽型吸氣罩吸氣腔的周圍圍繞屏風或垂簾。

⚫ 於上吸式多槽型吸氣罩吸氣腔的作業環境端附近區域不得吹電扇。

⚫ 中央冷氣系統的出風口必需遠離上吸式多槽型吸氣罩吸氣腔的作業環境端

24

降低環境干擾氣流的措施

⚫ 補氣效能：
Pin-out  - 4 Pa 

⚫ 氣罩外環境氣流速度：
Vdraft, max < 0.3 m/s 



工業通風專區
25



◆有機溶劑作業既有局部排氣裝置之改裝，是否應依「有機溶劑中毒預

防規則」規定製作設計報告書及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答：

一.為強化暴露風險之工程控制源頭品質管理機制，「有機溶劑中毒預

防規則」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略以，自116年7月1日施行日起，依

該規則新設之局部排氣裝置，雇主應指派或委託經本署訓練合格之專

業人員設計，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並於設置完成後實施測

試及製作原始性能報告書。

二.對於116年7月1日前原已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於改裝時，不適用上開

之規定，惟仍應依該規則第12條至第16條相關規定辦理，並建議雇

主於安裝後確認能有效降低空氣中有害物濃度。

局部排氣裝置之問答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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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設置完成後，是否應由局部排氣裝置訓練合格之專業

人員製作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答：

依「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 1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要求於 

116 年 7 月 1 日起，新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及其改裝，應由訓練合格

之專業人員設計及製作報告書，至於該裝置設置完成後之測試及原始

性能測試報告書之製作，屬於裝置設計安裝之一部分，仍需由專業人

員辦理，以確保局部排氣裝置之測試結果符合設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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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排氣裝置之問答集(2/2)



禁止勞工在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吸菸或飲食

28

現行條文

第二十三條

新增條文

考量有機溶劑多具有高揮發之特性，為避免該等物質，經吸附或
吸收等現象，污染食物或飲用水，或經口鼻直接吸入等因素，造
成職業災害，爰增訂適用本規則之有機溶劑作業場所，要求雇主
應禁止勞工吸菸或飲食等行為，並於顯明易見之處揭示其意旨。

雇主應禁止勞工在有機溶劑作業場所吸菸或飲食，
且應將其意旨揭示於該作業場所之顯明易見之處。



室內作業場所從事臨時性之有機溶劑作業
未設工程控制措施者應佩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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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佩戴輸氣管面罩或適當之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
一、於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以整體換氣裝置代替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之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

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二、於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設置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三、於依第八條規定，未設置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作業場所，從事臨時性之有機溶

劑作業。
四、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開啟尚未清除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密閉設備。
五、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設置吹吸型換氣裝置，因貨物台上置有工作物致換氣裝置內氣流有

引起擾亂之虞者。
        雇主依前條及本條規定使勞工戴用輸氣管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小時，並給予適當
之休息時間。 

新增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十三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佩戴輸氣管面罩或適當之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
一、於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准許以整體換氣裝置代替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之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
二、於依第六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設置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
三、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開啟尚未清除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密閉設備。
四、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有機溶劑作業設置吹吸型換氣裝置，因貨物台上置有工作物致換氣裝置內氣流有引起擾亂之虞者。
        雇主依前條及本條規定使勞工戴用輸氣管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每次不得超過一小時，並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現行條文第八條規定，雇主使勞工於室內作業場所（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除外），從事臨時性之有
機溶劑作業時，不受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七條第一款規定之限制，得免除設置各該條規定之
設備，惟有機溶劑具一定之揮發性，對作業勞工仍存有暴露風險，為確保勞工健康及安全，爰增列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將符合現行條文第八條規定，免設相關工程控制措施者，要求雇主應使作業勞工佩戴輸氣管
面罩或適當之有機氣體用防毒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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