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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之法規定義 
 

• 非供勞工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 

• 勞工進出方法受限制 

• 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

淨空氣之空間 



局限空間職災 

 我國 

•1994~1998 每年死亡13人 

•有19%死於冒然進入搶救 

 美國 

•1980~1988年間每年死亡89人 

•有25.5%死於冒然進入搶救 



發生災害作業勞工與救援勞工分析  

96 97 98 99 100 

死 傷 死 傷 死 傷 死 傷 死 傷 

作業勞工 3 2 5 0 2 3 2 1 2 0 

救援勞工 2 4 1 0 1 2 6 3 0 0 





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鑑別 

常見化學性危害： 

   缺氧窒息 

   硫化氫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 

   其他有害氣體中毒 

   可燃性氣體爆炸 

常見物理性危害： 

   墜落、感電、掩埋、
捲夾 



缺氧災害 



局限空間作業場所空氣含氧量不足，

將導致勞工受傷或死亡  

空氣中氧氣含量未滿18％稱為缺氧空氣，而雇主使勞
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予適當換氣，以保持該作
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18%以上。 

 

 
空氣中含氧量 出現症狀 

12 ~ 16％ 呼吸和心跳加速，肌肉不協調 

10 ~ 14％ 情緒低落、疲勞、呼吸不順 

6 ~ 10％ 噁心、嘔吐、虛脫或喪失意識 

< 6％ 痙攣、窒息和死亡 





進下水道 工人就暈厥  

（93.5.7） 

 



從事歲修作業進入含氮氣之檢查孔因缺
氧致死職業災害案  

• 95年3月5日14:48許，○○公司
勞工○○○與歲修機械人力支
援工程承包商勞工進行P1-901
設備之A、B兩個檢查孔蓋之螺
絲上鎖工作。下午2時53分承包
商勞工發現該公司勞工○○○
在P1-901A之檢查孔內且呈缺氧
狀態，即與其他四位員工前往
救援，並送往醫院不治死亡。  

• 災害原因分析：進入缺氧作業
場所前未採取適當之機械通風
等必要措施及暴露於有害氣體
（缺氧空氣）環境中，並未使
用適當之呼吸防護具。  

 



96年台北縣污水下水道工程(人孔收築作業)發
生缺氧3人死亡重大職災 



硫化氫中毒 



硫化氫毒性 

   濃度（單位：ppm）       反應 

1,000 - 2,000 (0.1-0.2%) 短時間內死亡 

600 一小時內死亡 

200 - 300 一小時內急性中毒 

100 - 200 嗅覺麻痺 

50 - 100 氣管刺激、結膜炎 

0.41 嗅到難聞的氣味 

0.00041 人開始嗅到臭味 

http://zh.wikipedia.org/wiki/Ppm


急性硫化氫中毒 - 作用機轉 

•硫化氫通過呼吸道進入機體，與呼吸道
內水份接觸後很快溶解，並與鈉離子結
合成硫化鈉，對眼和呼吸道粘膜產生強
烈的刺激作用。硫化氫吸收後主要與呼
吸鏈中細胞色素氧化酶及二硫鍵(-S-S-)
起作用，影響細胞氧化過程，造成組織
缺氧。吸入極高濃度時，強烈刺激頸動
脈竇，反射性地引起呼吸停止；也可直
接麻痹呼吸中樞而立即引起窒息，產生"
電擊樣"死亡。 

 

http://www.hudong.com/wiki/%E7%A1%AB%E5%8C%96%E9%92%A0
http://www.hudong.com/wiki/%E5%88%BA%E6%BF%80
http://www.hudong.com/wiki/%E6%AD%BB%E4%BA%A1


清理食品公司之污水處理池發生硫化氫中毒

造成三死五傷職災案  

• 八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桃園某食品公司副廠
長董員與勞工吳員和松員前往污水處理池從
事清理工作，當到工作現場時，由吳員負責
開啟人孔蓋並將梯子及抽水馬達放入池內，
但吳員不慎摔了下去，看到吳員在池底，松
員先下去搶救，接著副廠長董員也跟著下去
之後就不省人事躺在池底，這時吳廠長請另
外三員前來搶救，看到副廠長等三員倒在池
內，就趕緊和三人一同下去搶救，結果也倒
在池內，副總經理李員接獲員工報告後，另
夥同陳員、林員趕往出事現場查看，見吳員
被人扶在污水池旁，而池內躺了六名員工，
此時副總經理李員及陳員先以濕毛巾鼻下去
救人，先救出副廠長及一名泰勞，稍後林員
與獲報前來消防人員再進入池內將其餘人員
救出，送往醫院急救。 

• 本次災害發生原因研判為該廢水處理場沈澱
槽內積存硫化氫氣體所致。一般食品公司所
排放之廢水富含有機質且容易被厭氧菌分解
生成硫化氫，事後檢測該災害現場，硫化氫
濃度達15ppm。 



查看污水排放管發生硫化氫中毒造成四死四

傷職災案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基隆碧砂漁港某食品製
造業聘請林員、胡員及田員三名潛水夫查看廢水
排水涵洞出口，三員帶著輸氣軟管由防波堤往下
沿著消波塊到污水排放口，而游員則在防波堤上
看守著空氣壓縮機及電燈的電源插座，游員打手
機聯絡不到他們，大叫亦無回應，於是馬上打電
話請求救援。黃員、蘇員、張員及廖員聞訊後，
馬上由防波堤上沿著消波塊往下欲進行搶救，其
中黃員與張員因身體感到不適被隨後趕來的救援
人員送往醫院。當消防隊員到達現場搶救時，發
現排放口外躺了四個人，且幾乎是重疊在一起，
救出這四位後，一名隊員往管內爬行數公尺又發
現了一名罹災者，將此位罹災者救出後，隊員又
再一次地進入管內，往內約七至八公尺左右發現
該處已被石頭及木材所堵塞，確認無人後即結束
此次的救援行動。 

•災害現場為食品工廠之污水排放管道，其廢水提
供了厭氧菌製造硫化氫所需的養分，且附近空間
狹小、空氣不流通、管道遭石頭及木材所堵塞使
得污水無法順利排放，導致生成之硫化氫累積於
現場。雖然有利用空氣壓縮機將新鮮空氣送入排
放口，但並未攜帶空氣供給式呼吸器，無法完全
與硫化氫阻絕。事故當日檢查員抵達現場，以氣
體偵測器量測現場附近人孔處之硫化氫濃度，其
濃度高達200ppm。 

 



修理地下污水池抽水抽水馬達吸入
硫化氫職災 



93年勞工未通風下進入垃圾掩埋場人孔作業
發生硫化氫中毒1死1傷職災 



從事溫泉水槽修理作業發生吸入 

硫化氫中毒一死二傷職業災害  
• 陳員與丁員於災害發生當天早上八

時多到工作現場，先修理一樓電線，
然後九時許左右到3樓機房內修理2
號溫泉水槽，當時雇主站在槽頂協
助照明，丁員先進去槽內旋開出口
水管，陳員在槽外協助他鬆開螺牙，
因為槽內空氣較悶熱，丁員先後五
次進出槽內，最後一次進入後，雇
主問丁員身體有無不適、他回答上
來也好，正要上來時，爬三步就倒
下，雇主趕緊叫陳員來協助，陳員
就跳下把丁員抱起來正要交給雇主
時，也接著昏倒下去，接著雇主就
叫在一樓工作的蔡員來協助，蔡員
到了時候也直接下去搶救，跟著也
昏倒，雇主看情形不對，趕快去找
一台電鋸，把溫泉水槽底部鋸開，
然後把裡面的人一一拖出來，接著
趕緊通知消防隊來搶救，其中丁員
經送醫不治死亡，陳員、蔡秋員則
急救後逐漸康復。(93.12.19) 



硫化氫超濃 民宿湯屋2死1重傷  
•台北縣萬里鄉磺興溫泉休閒山莊十八日傍晚發生泡湯意外，造成二死一重傷慘劇，女子何林玉
泡湯疑吸入過多的硫化氫中毒死亡，老闆簡騫緄、女兒簡慧芳察覺有異，前後進入後也當場昏
迷，經緊急送醫後何、簡兩人不治，簡慧芳雖無大礙，卻因失去至親而哀痛不已。警方指出，
何林玉（女，五十五歲）是溫泉民宿業者簡騫緄（四十六歲）的舅媽，平常就會到此泡湯，昨
天下午四點多，她一如往常到民宿內的個人池內泡湯。婦人泡太久，老闆父女察看三人皆昏迷
半個小時後，簡騫緄發現舅媽泡湯時間過久，到湯屋前敲門卻沒有回應，連忙到櫃台拿出備用
鑰匙開門入內，但進去後卻未再走出來，外面只聽到噗通一聲，似乎有異物掉進池子的聲音。
在櫃台幫忙看店簡慧芬察覺有異，也跟著進入湯屋中查看，沒想到進去後也跟簡父一樣石沉大
海，由於當時民宿內沒有其他人，也沒人發現三人倒臥在湯屋中。五點半左右，廚師李建信煮
完菜後四處到民宿內的湯屋巡視，發現左邊第一間的個人湯屋紅燈亮起，明明有人在裡面但門
卻敞開。李健信在門外聞到濃厚的硫磺氣，連忙打電話報警求救，並與店內的人一起將何林玉
及簡騫緄、簡慧芳三人抬出、並將湯屋內緊閉門窗打開。據現場人士表示，這處湯屋池約兩坪
大，湯屋上方的窗戶還開啟，通風還算良好，但奇特的是，進入湯屋內後卻立即有股難聞的硫
磺味竄入鼻內。現場人士回憶事發當時，何林玉在泡湯時昏迷，全身赤裸倒臥在浴室外側；簡
家父女兩人衣衫完整 ，簡父在浴池內呈倒栽蔥姿勢，簡女則坐在浴池旁。硫化氫濃度遠超標
準四年前曾傳中毒 何林玉經送往金山醫院急救後，仍告不治；簡騫緄、簡慧芳則被送往基隆
長庚急救，其中簡騫緄頭部太陽穴等部位有挫傷痕跡，警方懷疑他是因吸入過量的硫化氫昏迷
後撞擊頭部致死，將請檢方 會同法醫相驗釐清死因；簡慧芳則在急救後脫險，惟她獲悉父親
及舅婆意外亡故，清醒後嚎啕大哭。警消人員在現場測得的硫化氫濃度高達110ppm，比標準值
高出十一倍，懷疑是硫化氫濃度過高致死。 

     更新日期:2009/06/19 03:41 張謙俊、吳政峰、林金池／北縣報導 



勞工從事運輸槽橡膠櫬墊拆除作業時，未
通風換氣，以致產生高濃度硫化氫造成勞

工1人死亡1人受傷重大災害 

• 100年4月6日罹災當日早上
9點鐘該公司課長指派兩位
勞工一起去拆除運輸槽櫬
墊的橡膠，先以瓦斯燒烤
運輸槽外面到12點左右，
因在燒烤過程產生運輸槽
內部產生大量硫化氫，倆
人吃中飯休息，到了下午1
點上班後，即先後就各自
拿著空氣鑽進入運輸槽去
拆除橡膠，倆位勞工因未
通風換氣致吸入高濃度硫
化氫導致1死1傷等重大災
害。 

發生災害運輸槽 



1 2 

3 4 



食品廠傳意外 2外勞1死1傷  
•蘆竹鄉雅勝食品公司十三日晚間傳
出工安意外，菲律賓籍外勞瑞迪疑似
爬下死豬化製槽時，因通風不良吸入
過多沼氣而昏迷，在上面等待的另一
名外勞馬瑞洛苦等不到人，跟著下去
找人，也倒臥在槽內，公司人員發現
兩人後，送醫救治仍造成一死一昏迷
意外。  

•根據了解，雅勝食品公司為桃園縣
處理專責處理病死豬的化製廠，兩名
菲律賓籍外勞周日進行化製槽的清理
工作，由於病死豬堆積產生沼氣，瑞
迪先下去清理後昏迷，馬瑞洛發現瑞
迪昏迷，急忙救人，但仍因吸入過多
沼氣，都昏倒在化製槽裡。  

•公司人員發現後，趕緊將兩人送醫
，瑞迪即時搶救恢復生命跡象，但仍
重度昏迷，而馬瑞洛則不治死亡。 

(2011-08-14 中國時報報導)  

發生災害之骨雜
原料貯槽外觀  



從事污水處理場沉水馬達檢修作業
時發生吸入硫化氫中毒災害致死  

•101年10月某日，陳○○與丁○○二
人打開生物調整池人孔護蓋後，在沒
有實施通風換氣、沒有確認池內硫化
氫等有害氣體濃度在容許濃度以下，
也沒有使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
的狀況下，由陳○○帶著扳手進入池
內，攀附在池內爬梯上，以扳手鬆開
法蘭上之1顆螺絲後，就爬回到地面
向丁○○表示：「池內味道不是很好
。」陳○○回應：「若覺得不舒服，
就不要再下去，由我下去。」但丁
○○表示由他再試一次。當丁○○第
2次進入池內後不久，陳○○就看到
丁○○背向爬梯，以手拉著爬梯，整
個人面部朝下漸漸落入池水內，陳
○○欲伸手拉他已來不及，…後來由
消防隊救起來，丁○○已無生命現象
。  



一氧化碳中毒 



局限空間使用內燃機致一氧化碳中毒 

   98年8月間1名勞工於基隆七堵區
新建工程污水池內作業，因使用
內燃機通風不良，吸入高濃度一
氧化碳中毒死亡，另有2名勞工
重傷 

 
污水池機房內有內燃機之抽水泵  

一氧化碳濃度2000PPM  



於查看集塵器內部濾袋破損情形時
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職業災害  

•99年間宜蘭某鑄造
工廠外勞，於查看
集塵器內部濾袋破
損情形時，因未實
施通風換氣及確認
集塵器內空氣中一
氧化碳濃度，因吸
入高濃度一氧化碳
，中毒死亡。 



有機溶劑中毒 
 



95年桃園縣污水下水道人孔防蝕工程從發生
有機溶劑作業中毒2人死亡重大職災 



火災爆炸 
 



從事局限空間防水工程發生火災
造成1死2傷災害 

•據案發當日下午約4時
許，3位罹災者一同進
入地下2樓冷水坑內塗
裝底漆，沒有幾分鐘即
看到火由人口方向往內
燒，因為當時坑內底漆
揮發物濃度很高，罹災
者皆有穿戴呼吸面罩，
而鹵素燈具沒有燈罩，
放置於人孔施工架旁之
地面上，最後仍造成1
死二傷災害。
(102.2.7) 



局限空間危害防止計畫 

•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
確認該空間內有無可能引起勞工缺氧、中
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
炸等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
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
作業勞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理。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1條） 



局限空間危害防止計畫內容 
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列事項： 

一、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二、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度之測定。 

三、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四、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措施及缺氧、中毒、
感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 

五、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 

六、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七、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  

八、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  

九、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混凝土預拌車 流出一截腿  

台北縣泰山鄉大漢預拌混凝土廠工人廖舜農昨天上午清理
儲槽時，女職員邱淑蓉不察按鈕啟動攪拌，廖舜農被拌入
混凝土，再注入預拌車，送到五股鄉的工地，司機張庭鈞
發現一截右腳報警，警方從槽內發現他的屍體，已經血肉
模糊。  
檢方下午勘驗後，指示警方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把邱淑
蓉移送法辦。  
警方調查，預拌車司機張庭鈞（卅七歲）昨天上午從大漢
預拌廠載預拌混凝土，到兩公里外的五股鄉成泰路一段觀
音坑溪整治工地。當他把預拌混凝土從槽內注出時，赫然
發現一截右腳。  
張庭鈞表示，當時隔著三公尺，他一度以為是塑膠模特兒
，確定是人腳後，立即報警。警方發現張庭鈞的預拌車前
天晚間就停在大漢預拌廠，昨天上午是第一車次，人腳應
是在大漢預拌廠運出，於是交由泰山警方調查。  
張庭鈞把預拌車開回大漢預拌廠，廠長蔡錦忠（卅五歲）
清查發現清理輸送槽、儲存槽及拌合機的工人廖舜農（四
十七歲）失蹤，懷疑遇害的就是廖舜農，而且屍體應該還
在廠內拌合機或預拌車內。  
警方把預拌車內剩餘約兩立方公尺預拌混凝土洩出，開啟
預拌車槽體小孔，發現廖舜農的屍體。葬儀社人員從槽內
把屍體搬出，廖舜農的太太蔡佳穎證實死者就是廖舜農。  
警方調查，廖舜農在大漢預拌廠工作近廿年，負責清除黏
著在輸送槽、儲存槽、拌合機周邊的混凝土。  
警方指出，邱淑蓉（卅五歲）昨天上午上班後，因負責控
制拌合機的工人還沒來，她不知道廖舜農還在儲存槽內，
就按鈕啟動拌合機。一時間砂石、水、水泥攪拌著廖舜農
，並從出料口注入張庭鈞駕駛的預拌車內，廖舜農可能被
預拌車內的螺旋紋、Ｕ型攪拌棒攪拌，致右腳斷了。  

預拌廠司機張庭鈞昨天上午駕駛預拌車到工
地，倒出一截右腳後，回到廠內倒出預拌混
凝土，再拆卸槽孔，找到工人廖舜農的屍體。 

2006.11.18聯合報／記者陳燕模／台北縣報導   



測定儀器：四用氣體偵測器 

•氧氣、一氧化碳、硫化氫、可燃性氣體(LEL) 

35ppm 

18% 

10ppm 

30％LEL 





氣體濃度之測定注意事項 

1.測定儀器具有防爆之設計及具有警報器功能。 

2.測定儀器必須處於校正有效週期內。 

3.確認儀器電力充足、歸零正確及測定氣體濃度範
圍須含蓋法定容許濃度。 

4.測定人員除須熟悉儀器操作外，並須依據作業範
圍選擇具有代表性測定點實施測定。 

5.氧氣濃度低於10％，則會影響可燃性氣體濃度測
定值。 

6.注意儀器是否會受其他物質干擾。 

  O2 18％   LEL 30％  CO 35ppm  H2S 10ppm 

 



氣體測定圖例 



局限空間作業前氣體測定說明 





氣體偵測器須經校正，入
槽前須確認槽內氧氣及有
害氣體濃度 

氣體偵測器未經校正，偵
測數值偏差 

應定期校準 
已校正 未校正 



使用檢知管實施作業環境檢點 



局限空間通風程序 

確保引入新鮮空氣，但不可使用純氧 

 

送風導管管口須深入最底部以完全 

吹除有害氣體 

 

作業過程保持連續通風作業 

監督通風設備維持有效運轉 



實施換氣之規定 

•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
作業時，應予適當換
氣，為實施換氣即應
設置必要之通風換氣，
應依換氣裝置之換氣
能力足以保持該作業
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
在百分之十八以上。  

 



局限空間作業通風設備 

















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離 

1.電能： 

  關閉電源上鎖，臨時電源使用漏電斷路器。 

2.高低溫： 

  關閉管線(使用雙重開關、盲板)及掛上標示上鎖。 

3.危害物質之隔離： 

  作業區須清除危害物(含二氧化碳滅火器、其他氣
體容器) 。 

  關閉管線(使用雙重開關、盲板)及掛上標示。 

 



隔離有害物管線措施 



電源開關上鎖範例 



感電危害 
 



啊一聲3工人連環電死 
染廠未設漏電斷路器 涉過失致死 

• 蘋果日報 94.5.15報導【張沛森╱桃園報導】 
• 桃園縣發生三名工人被電死的工安意外！大園

工業區一家工廠的七名員工昨清理蓄水池時，
一人不慎觸及漏電的抽水幫浦被電擊後，又接
連波及在旁的兩人，三人均因心臟麻痺，急救
無效。 工安意外  
勞委會北區勞檢所調查發現，廠方未依規定裝
設「漏電斷路器」，也未依規定對員工進行勤
前教育，已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涉及過
失致死罪嫌，將報請檢方偵辦，釐清責任。廖
姓廠長表示，將深入了解、向上呈報，目前不
多做說明。 

• 幫浦鋁梯接連導電     
警方調查，大園工業區巨竹染整廠廠長指示陳
啟昌（四十歲）等七名中外勞工昨天加班，清
除廠房旁邊高約二層樓的大型蓄水池內的淤泥
，七名工人先把抽水幫浦吊入池中抽水，再帶
著圓鍬等工具以鋁梯進入池底清除淤泥。  
大約在上午十時許，泰勞宋噴（譯音，三十一
歲）在作業時觸及抽水幫浦外圍鐵架，突然大
叫「啊！」的一聲，隨即又波及身旁的泰勞阿
崇（譯音，三十歲），阿崇也跟著觸電，並接
觸到一旁的鋁梯，陳啟昌見狀研判兩人是觸電
，情急下，想爬鋁梯往上逃生求援，不料一碰
到鋁梯，也因觸電而倒地不起。  

泰勞宋噴接觸到漏電的抽水幫浦，
並波及在旁的泰勞阿崇  



• 電線表皮勾破肇禍 
• 另外，四名泰勞見同事相繼出了意外，

一度嚇壞了，大呼救命，在水池外的員
工聽到呼救聲後，立即關掉電源開關，
爬上水池察看，這時在池底的另一名泰
勞江蓋（譯音，二十四歲）拿圓鍬的木
柄把已倒地的三名同事撥離鋁梯，並與
另外三名生還者合力把觸電同事背、拉
上水池，再請同事通報一一九送醫急救
。但送醫的三人均因瞬間遭受強大的電
流襲擊，導致心臟麻痺死亡，江蓋在救
人時也受電流波及，出現昏眩，所幸無
大礙。 
勞委會北區勞動檢查所於事發後，趕至
現場勘查，製造業組組長劉銘池說，抽
水幫浦的電線表皮在吊掛時被勾破而漏
電，初步研判是肇事的主因。 
另外，廠方配電箱的電壓為二二○伏特
，依規定一百五十伏特以上，必須裝置
「漏電斷路器」，但廠方並未按規定設
置，加上清理大型蓄水池屬於侷限空間
作業，業者又未依規定為勞工進行勤前
教育，已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
條第一款的規定，勞檢所決定把勘查報
告，以及生還者之訪談紀錄呈報檢方調
查偵辦，以釐清責任。   

陳啟昌想爬鋁梯向外求援，未注
意阿崇已觸及鋁梯，因而過電受
害  



從事電焊預拌混凝土車桶身（拌合鼓）時

感電致死災害  

罹災者從事更換預拌
混凝土車減速機培林工
作，於進入混凝土車進
料槽時，因使用之220V
交流式電焊機，未裝置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焊
條觸及罹災者左後肩，
造成感電死亡。 

進料槽上方置放有電焊面罩、電
焊夾擊焊條、攜帶式工作電燈  



防止感電安全裝置 

為預防勞工用電發生感電危害，對於使用之「漏
電斷路器」應定期實施下列各項檢查以維護其性
能： 

  (1)每日使用前，按測試鈕確認其跳脫動作是否正 
常。 

  (2)選用規格為動作時間為高速型(0.1sec以內)及
額定感度電流為30 mA以下。 

  (4)額定電流應等於或大於所連接負載電流。 

  (5)電源線連接端子應確實鎖緊。 

  (6)對連接之機器設備其金屬外殼或被覆應接地。 

 



如何防止移動式電動機具引起之感電危
害 

漏電斷路器： 

1.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
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
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
濕潤場所、鋼板上或鋼筋
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
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
及臨時用電設備。 

2.臨時用電設備，應設置漏
電斷路器。 

3.濕潤場所如飲水機、開水
機應設置漏電斷路器。 

 



設備接地 



使用電焊機安全防護設施 

 為預防勞工使用交流電焊機
電發生感電危害，對於使用
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應
定期實施下列各項檢查以維
護其性能： 

  (1)每日使用前，量測交流電
焊機未實施焊接作業時之
輸出電壓(低於24V)。 

  (2)電焊機須實施接地。 

  (3)電焊機內部須保持乾燥。 

  (4)電焊機勿放置潮溼場所。 

 



墜落危害 
 



95年勞工從事工作井開挖作業因以挖土機將人吊

放至工作井底部發生1人墜落死亡災害  



墜落的速度有多快? 

墜落距離 墜落速度 

2 feet (0.6M) 11 feet/second 3.3 M/sec. 

6 feet (1.8M) 20 feet/second 6 M/sec. 

10 feet (3M) 25 feet/second 7.6 M/sec. 

25 feet (7.6M) 40 feet/second 12 M/sec. 

30 feet (9M) 43 feet/second 13 M/sec. 



設置工作井護欄正確圖例 



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
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
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  

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特性，依國
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式，對於鋼構懸臂
突出物、斜籬、二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
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空間、屋頂或
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
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
準一四二五三規定之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
式防墜器。 
 



繫身型安全帶  vs. 背負式安全帶 



背負式安全帶 

墜落防止 
   

背面 正面 

懸掛點 



背負式安全帶以及吊掛用三腳架  



捲揚式防墜器 



工作井上下設備正確圖例 



臨時開口作業安全 



局限空間作業公告 

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
工之虞時，應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所
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 
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

得進入之重要性。 

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局限空間場所公告管制進入 

• 雇主應禁止作業無
關人員進入局限空
間之作業場所，並
於入口顯而易見處
所公告禁止進入之
規定。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3條） 

注意：本場所屬局限空間/缺氧作業場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關心您！
諮詢電話：02-23213511轉職業衛生組

進入作業應遵守下列程序：
一、現場應有缺氧作業主管指揮監督作業。

二、作業前及作業中應使用送風機通風換氣。
三、應使用氣體偵測器測定氧氣濃度大於18％

、可燃性氣體未滿30％LEL及其他有害氣體
低於法定容許濃度以下，才可進入作業。

四、應指派人員實施作業監視。
五、設置供氣式呼吸防護具、救生索等。

危 險
本場所具有缺氧、中毒危害！

(非經申請許可，不得進入作業)



局限空間作業許可申請表須載明下列事項 

１．作業場所。 

２．作業種類。 

３．作業時間及期限。 

４．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質濃度測定結果及測定人員。 

５．作業場所可能危害。 

６．作業場所之能源隔離措施。 

７．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之設備及方法。 

８．準備之防護設備、救援設備及使用方法。 

９．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 

１０．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 

１１．現場監視人員及其簽名。 

 







缺氧作業場所之監督與管理 

 從事缺氧危險
作業時，對進
出各該場所勞
工，應予確認
或點名登記。  



局限空間緊急應變措施 

1.應具隨時與外面監視人員聯繫之聯絡設備。 

2.設置急救人員 

3.作業前應備妥搶救器材(含氧氣瓶)。 

4.救生索、背負式安全帶及三角架。 

5.定期實施緊急應變演練。 

6.考慮緊急救援時間是否適當(6分鐘)。 

7.規劃送醫路線及醫療院所。 

 



緊急搶救器材－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輸氣管面罩 

空氣呼吸器 



防護設備之提供、檢點及維護 

1.安全衛生防護設備應定期或每次作業開始
前確認其數量及效能 (例如：空氣鋼瓶壓
力是否正常、是否使用合適之防護器材、
防護具是否堪用)。 

  ※注意應防止空氣呼吸器被烈日直接照射 

2.對於提供勞工須佩戴輸氣管面罩作業時，
應檢查輸氣管不能有折曲、破洞，其空壓
機動力設備性能正常。 



缺氧作業作業主管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
作業主管從事下列監督事項：  

1.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勞工作業。  
2.第十六條規定事項。（測定工作）  
3.當班作業前確認換氣裝置、測定儀器、空氣呼
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及其他防止勞工
罹患缺氧症之器具或設備之狀況，並採取必要
措施。  

4.監督勞工對防護器具或設備之使用狀況。  
5.其他預防作業勞工罹患缺氧症之必要措施。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教育訓練時數 

•新僱或調換作業勞工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
不得少於三小時。但從事生產性機械或設
備之操作、營造作業、缺氧作業等，應各
增列三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
有害物者應增列三小時。各級業務主管人
員於新僱或調換作業時，應參照下列課程
增列六小時。(一)安全衛生管理與執行。
(二)自動檢查。(三)改善工作方法。(四)
安全作業標準。 







祝大家 工作愉快!  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