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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業務簡介

實驗室工作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介紹

瞭解實驗室

實驗室的潛在危害

實驗室常見設施

危害性化學品與通識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生物實驗室安全規範

校園輻射安全

緊急應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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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業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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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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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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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場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檢查與督導。

• 職業安全教育訓練之規劃與實施。

• 作業場所之環境安全衛生作業檢測。

• 全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業務。

• 教職員工健康諮詢、工作傷病急救。

• 教職員工健康管理。

• 職醫駐診服務。

• 工作環境危害辨識，健康風險評估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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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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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本校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等所有事宜。
• 辦理感染性廢棄物清運作業。
• 辦理基因重組實驗計畫申請作業。
• 辦理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異動事項之申請作業。
• 辦理生物性實驗室等級鑑定作業及查核。
• 生物性實驗室安全衛生之規劃、督導與管理。
• 辦理生物安全會開會事宜。
• 放射性物質管理、進出口及廢棄處理。
•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管理。
• 輻射防護相關事宜。
• 室內空氣品質相關業務。
•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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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室成員及業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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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 姓名

環安室主任 許智能教授

職業安全衛生甲種業務主管 林韋佑組長

職業安全管理師 楊有學先生、陳博文先生

職業衛生護理師 曾家琪小姐、 李宣瑢小姐

甲級毒性化學物質專責人員 吳雅靜小姐

輻射防護員、室內空氣品質
、環境教育專責人員

盧奕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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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
分類

既有化學
物質

新化學
物質

有機
溶劑

特定
化學物質

先驅
化學品

毒性化學物
質(毒化物)

化學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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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各類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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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工作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含生物安全)

學品洩漏暨緊急應變器材教育訓練

實

化

物安全教育訓練 - 線上課程生

射安全教育訓練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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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緊急應變櫃(每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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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學洩漏處理袋*5個
2. 片狀吸液棉*1包
3. 條狀吸液棉*4個
4. C級防護衣*2套
5. C級長筒防護鞋套*2雙
6. 半面式雙罐式防毒面具*1個
7. 全面式雙罐式防毒面具*1個
8. 濾毒罐*2組
9. 實驗室用N95等級以上口罩*5個
10. 一般活性碳口罩*10個
11. 化學防護手套-耐熱手套*1雙
12. 化學防護手套-耐酸.鹼*2雙
13. 耐霧耐酸鹼護目鏡*2個
14. 安全面罩+帽框*2組
15. 濃煙逃生袋*15個
16. 濃煙逃生袋抽取架*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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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有緊急沖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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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外均設置緊急沖淋器，並定期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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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稽查

11

安全資料表查核 急救箱檢查 實驗室工作守則及藥品櫃檢查

定期每半年進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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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廢棄物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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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三下午2:30-3:00，將實驗室廢
棄物運至廢棄物儲存廠(東側門旁)
交由校方秤重收費處理。

實驗室廢棄物
化 學 性 生物性

廢液

有機廢液 無機廢液

A

B

C

鹵素

非鹵素

油脂

E

F

氰系

重金屬

固體廢棄物

粉碎性 可燃性 不可燃性 其他

不具感染
性未沾染
(殘留)化
學 藥劑之
實驗耗材/
手套

 高稠度廢液

 高污染塑膠

 沾染殘留化

學藥劑

廢棄毒化物

廢棄化學品

生物實驗室產出具
感染性之固體廢棄
物(手套/各塑膠類
/擦拭紙/針頭等)

實驗後產物

空化學品容器
(玻璃/金屬)

Silica gel

TLC片

矽藻土

海砂

針頭需裝於防穿刺
容器內
生物性廢液另聯繫
環安室處理

固體廢棄物

生物性廢棄物
詳細說明如 P.17

承辦人：楊有學(化學)/ 陳博文(生物)

詳細說明
如 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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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室廢液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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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廢液處理
流程請詳見連結
網址
(goo.gl/Hwh9tz)

承辦人：楊有學(化學)

https://safe.kmu.edu.tw/index.php/%E5%85%AC%E5%91%8A%E4%BA%8B%E9%A0%85/%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7%B5%84%E5%85%AC%E5%91%8A/285-%E6%A0%A1%E5%85%A7%E5%90%84%E5%AF%A6%E9%A9%97%E5%96%AE%E4%BD%8D%E7%94%A2%E5%87%BA%E4%B9%8B%E5%AF%A6%E9%A9%97%E6%80%A7%E5%BB%A2%E6%B6%B2-%E5%90%AB%E5%8C%96%E5%AD%B8%E6%80%A7%E5%8F%8A%E7%94%9F%E7%89%A9%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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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室廢液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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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廢液處理流程請詳見連結網址：goo.gl/Hwh9tz

標示貼紙填寫範例
*貯存容器編號：001,002,003 (實驗室自行編寫）
*廢棄物化學成分：廢液主要成分
*廢棄物體積/重量：填寫預估量(公斤）
*貯存日期：請填寫開始貯存日期
*實驗室名稱：OOO系/所/中心OOO實驗室

CHCl2 , EA, Hex

WYL-008

111   08    01
醫化系 林韋佑

承辦人：楊有學(化學)/ 陳博文(生物)

https://safe.kmu.edu.tw/index.php/%E5%85%AC%E5%91%8A%E4%BA%8B%E9%A0%85/%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7%B5%84%E5%85%AC%E5%91%8A/285-%E6%A0%A1%E5%85%A7%E5%90%84%E5%AF%A6%E9%A9%97%E5%96%AE%E4%BD%8D%E7%94%A2%E5%87%BA%E4%B9%8B%E5%AF%A6%E9%A9%97%E6%80%A7%E5%BB%A2%E6%B6%B2-%E5%90%AB%E5%8C%96%E5%AD%B8%E6%80%A7%E5%8F%8A%E7%94%9F%E7%89%A9%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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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大實驗室生物性廢棄物分類

承辦人：陳博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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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各實驗單位產出之實驗性廢液
(含化學性及生物性)請勿隨意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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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實驗單位遵守校方訂定之實驗廢液收集規定，
將廢液收集於專用儲存桶內，並依照校內處理流程，

於規定時間內交由環安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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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組 職業衛生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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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進教職員工健康管理、選工及配工。

2.教職員工傳染病預防、管理及追蹤。

3.實驗室急救箱定期檢查及管理。

4.推動五大計畫職業傷病預防

(1)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2)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過勞計畫)

(3)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4)執行職務不法侵害預防

(5)勞工健康服務計劃

5.定期規劃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1)每年供膳作業、特殊工作環境者健康檢查。

(2)每三年安排全校教職員工一般健康健檢查。

6.每二個月安排職業病專科醫師到校駐診服務。

7.教職員工傷口換藥、血壓量測等需求服務。

8.結合外部心理諮商機構，提供教職員工諮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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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實驗場所均配有急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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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實驗室指派專
責人員管理急救箱。
2.藥品過期或用罄
請至環安室領取。

承辦人：曾家琪 / 李宣瑢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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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醫師駐診服務

19

駐診時間：每兩個月一次
（1.3.5.7.9.11月）

服務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

採一對一健康諮詢
只需電話即可安排預約

承辦人：曾家琪 / 李宣瑢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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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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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壓力調適講座 抒壓經絡按摩講座

健康樂活-癌篩講座

承辦人：曾家琪 / 李宣瑢護理師

公費流感疫苗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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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 生物安全重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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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及感染性生物材
料申請事宜

 細胞培養廢液及感染性廢棄物清運
事宜

 於學校首頁及環安室網站發佈環安
室重要訊息

 BSL-2生物性實驗室審核及其相關
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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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 輻射防護重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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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管理相關

業務(例如:X光機、同位素…等)。

• 放射性實驗室輻射安全管理相關業務。

•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及清運。

• 輻射防護教育訓練。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相關業務。

• 環境教育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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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資料可於環安室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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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大樓 8 樓 IR841
電話：07-312-1101 分機 2278、2003
https://safe.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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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工作者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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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參加對象?

因故未參加上學期場次怎麼辦?

外籍實驗工作者教育訓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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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教育訓練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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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進入實驗場所之工作者
碩博士與大學部學生(含專題生）、研究助理及本校教職員工。

超過合格證書之有效期限者
教育訓練證書有效期限為三年。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26

教育訓練注意事項
環安室於每學年將辦理三場次實驗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上學期兩次，下學期一次) 。

通過教育訓練考試後將授予合格證書，此合格證書將列

入實驗室稽核重點，凡未取得證書者將無法進入實驗
工作場所。

如於上學期之場次無法參加，可先研讀環安室所發之

【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研讀後需於守則最
後一頁空白處簽名並註明日期。除此之外，需簽署

【安全衛生承諾書】，並送回環安室備查，但仍需

參加下一場次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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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未參加上學期教育訓練
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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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研讀環安室所發之
【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研讀後並於守
則最後一頁空白處簽名
並註明日期。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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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高雄醫學大學
實驗室工作人員
安全衛生承諾書

Step 2

承諾書下載網址：
https://goo.gl/NNRaZu

需簽署【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工
作人員安全衛生承諾書】，簽
署完請送至環安室備查。此為
未受訓即進入實驗室之權宜辦
法。簽署者仍需參加下一次的
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方算
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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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r researchers, please finished 
the following on-line safety training requirements, if you 
miss the safety training courses.
(1) Watching lab safety video online.

(2) Reading the Laboratory Safety and Health Manual (KMU)

(3) Reading the Chemical Hazards Materials.

(4) Filling out the forms and bringing it to office to take an exam

如為外籍實驗工作者，請至環安室網站「實驗室安全教育

訓練，Lab Safety Training」專區，閱讀相關資料與
影片，並通過筆試，始可核發教育訓練證書。

外籍實驗工作者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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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工作者，請依下列方式取得證書 https://goo.gl/1HGQo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r Researchers Lab Safety Training

https://www.safelab.edu.tw/FuncSystem/FuncClass_view.aspx?FDID=201706062108482BC5
https://safe.kmu.edu.tw/images/%E5%AF%A6%E9%A9%97%E5%AE%A4%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5%B7%A5%E4%BD%9C%E5%AE%88%E5%89%87_%E4%B8%AD%E8%8B%B1%E6%96%87%E7%89%88%E9%AB%98%E9%86%AB.pdf
https://safe.kmu.edu.tw/images/%E5%AF%A6%E9%A9%97%E5%AE%A4%E5%AE%89%E5%85%A8%E8%A1%9B%E7%94%9F%E5%B7%A5%E4%BD%9C%E5%AE%88%E5%89%87_%E4%B8%AD%E8%8B%B1%E6%96%87%E7%89%88%E9%AB%98%E9%86%AB.pdf
https://www.safelab.edu.tw/FuncSystem/FuncClass_view.aspx?FDID=201609141406265855
https://goo.gl/1HGQ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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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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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得於實驗室內吸菸及飲食。

二.不得於實驗室內喧嘩嬉戲。

三.實驗室內禁止穿著涼鞋或拖鞋。

四.操作高溫、高腐蝕性、毒性物質…等時，必須戴口 罩及手套。

五.操作揮發性有機溶劑及危險化學品時必須在排煙櫃內執行。

六.危險物品或有害物質應貯存於安全容器中。

七.廢棄固體物及液體藥品必須分類儲存並標示清楚。

八.打翻化學藥品時應以吸液棉處理。

九.進入時實驗室須穿著實驗衣並配戴安全眼鏡。

十.使用後之實驗廢液應倒入專用盛裝桶，嚴禁直接倒入水槽。

十一. 離開實驗室前應檢視使用情形確實關閉氣體及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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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實驗室
請著實驗衣與安全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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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wear Lab Coats & 

Safety Glasses before 

entering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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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實驗室

實驗室潛在危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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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危害：感染、中毒、過敏

人因性危害：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機能傷害

實驗室的潛在危害 實驗室危害

物理性危害：噪音、輻射、
異常溫度、電器、機械危害

化學性危害：火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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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因物理能量，如噪音、輻射、異常

溫度、振動、照明、異常氣壓等造成人體

的危害。

物理性危害
實驗室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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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為一種使人產生不悅或音量過大可能導致

聽覺危害與其他不良生心理反應之聲音。

來源：機械操作…

健康危害

◦ 聽力損失：暫時性與永久性

◦ 生理及心理影響：血壓升高及心跳速率增加

噪音危害 物理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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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衝擊性機械設備 - 瞬間大音量
◦ 衝剪機械噪音瞬間可達 110-130 分貝

持續運轉的機械設備 - 持續性噪音

◦ 無塵室的大功率真空抽氣幫浦

◦ 隔音不良的冷氣空調主機(低頻噪音)

實驗室常見的噪音來源
物理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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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接觸加熱過之器皿

◦ 液態氮之使用(沸點-196℃，即使短暫接觸皮膚與
眼睛亦可能造成凍傷或失明)

◦ 冷凍櫃之使用等

健康危害：燙傷與凍傷

預防方式：視危害狀況，配戴適當等級的耐高

溫手套或耐低溫手套，及防護眼鏡等其他防護具

異常溫度 物理性危害

液
態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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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人體或設備因接觸到電流，
或電流產生的高溫而導致的傷害

實驗室常見的電氣危害：

◦ 感電災害：為人體某一部位碰觸電

源，形成電氣回路而引起的災害。

◦ 電弧灼傷：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線

路或電氣設備發生短路、接地、閃絡現
象皆可 能產生電弧而使人體遭受灼傷。

◦ 電器火災：線路或電氣設備發生過

載、短路、接觸不良等產生高溫高熱而
引起

實驗室應定期檢查電路配置

電器危害 物理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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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由於機械元件、工具或工

件的機械運動，或是固體或液體

噴射所造成的危害。

實驗室機械性危害的型式：包括

擠壓、剪斷、切斷、絞入、陷入、

衝擊、刺傷、磨擦、高壓液體噴

射、絆倒或跌倒等。

機械危害 物理性危害

研磨砂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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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性：因人體吸入、食入、皮膚噴濺或經由其他途徑與

化學物質接觸，而導致的中毒或腐蝕等類型的傷害。

危險性：由於使用化學物質時，因化學變化中放出的能量，

所引起的災害，例如：火災與爆炸意外。

化學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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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危害不符合人因工程造成之危害

人機介面不良：機器設備使用介面設計不良，導致失

誤率增加或身體傷害的發生。

◦ 電腦使用

累積性肌肉骨骼傷害（C T D）：長時間、重複性與不自

然的動作所引起的肌肉骨骼傷害，好發於上半身。

◦ 下背痛、腕隧道症候群、肌腱炎、網球肘

人為失誤：因為人的情緒、注意力、疲勞程度等因素

造成的失誤。

◦ 誤動作 & 防呆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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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實驗室

實驗室
常見設施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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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排氣設備

43

 實驗室內應保持通風。

 如操作揮發性化學品，應於

化學抽氣櫃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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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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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容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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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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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手不可置於
鋼瓶開關上

高壓氣體容器(氣體鋼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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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瓶需固定

備用、空瓶
應裝上瓶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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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洗眼沖淋裝置

46

 需熟悉其所在位置與使用方法

 總開關不可關閉

 周圍不可放置雜物

 附近如有電源插座加裝保護蓋

 需定期測試，確認功能正常

 應設有污水收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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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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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撲滅初期階段火災為主要目的。

 滅火器瓶身英文字母-對應火災總類：

• (A)一般普通火災。
• (B)油類火災。
• (C)電氣火災。
• (D)化學火災。

 滅火藥劑以泡沫、二氧化碳、乾粉較為常見。

一般常見的乾粉滅火器無法對應(D)化學火災。

 應查閱化學物質的安全資料表，準備合乎需求

的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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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之使用安全

48

禁止站立於頂板。

水平繫材要完全展開。

戴安全帽。

需要2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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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實驗室

危害性化學品
與通識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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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物質(化學品)

◦ 瞭解危害特性、危險性與有害性(毒性)高低、

傳輸途徑、相關防護設備等級與種類等資訊。

◦ 資訊來源：容器標示、安全資料表等

確認環境設備符合要求、採取正確的實

驗步驟。

危害性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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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中有使用危害性化學

品者，於容器外應有標示，

內容具備：

◦ 危害圖示

◦ 內容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
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危害通識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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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用黑色象徵符號 + 白色背景，紅框足寬，以便醒目。

GHS危害分類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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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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
SDS (Safety Data Sheet)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毒性化學物質標示及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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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護具佩帶
◦ 防護口罩

◦ 實驗衣

◦ 安全防護手套

◦ 安全眼鏡

◦ 防護鞋（實驗禁穿涼鞋、 拖鞋）

沒有一種防護具可以隔絕所有的化
學物質， 差別只在於穿戴完整度。

54

防護具之準備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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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實驗室

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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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學定義
毒性物質的定義是「任何在人體內形成或人體攝取

時，會奪走生命或傷害健康的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法律上明確定義

毒性化學物質：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

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下列分類規

定並公告者。其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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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57

環保署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列管其中
341種「毒性化學物質」與3種「關注化學物質」

3 種

關注性化學物質

指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
化學物質，基於其物質
特性或國內外關注之民
生消費議題，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
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並公告者。

118種 101種 74種 117種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查詢實驗室化學品是否為
環保署列管毒化物

58

可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https://www.tcsb.gov.tw/sp-toch-list-1.html 

https://www.tcsb.gov.tw/sp-toch-list-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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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本校可使用之列管毒化物

59

可至本校【環安室網頁】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區】
【毒性化學物質相關表單下載】
【本校取得毒化物運作總表】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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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申請毒化物流程

60

• 毒化物請購流程請詳見連結網址：https://ppt.cc/fvzSRx

承辦人：吳雅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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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實驗室化學品安全管理

61

實驗室平面配置圖繪製

應繪製該實驗室毒性化學物
質及一般化學品之位置

容器、包裝標示

毒性化學品包裝上應註明名稱、危害
成分(重量百分比)、警示語、危害警
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製造商、
輸入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電話)

運作紀錄表之彙整及定期申報

每次購買使用應即時記錄並定期
上教育部化學品申報系統申報

實驗室運作場所標示

運作毒化物應於實驗室外
張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
之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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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實驗室化學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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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將毒化物以專櫃貯存，需有
不易傾倒與防止洩漏設施(承
盤)。

• 公開場所或高危險性毒性化學
品建議上鎖管理。

• 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應採用不排
放、不洩漏之密閉式堅固容器、
包裝，並置於陰涼乾燥處所。

• 貯存場所應有專人妥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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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洩漏暨緊急應變器材
教育訓練

63

• 頻率：每半年（學期一次)
• 對象：使用化學藥品之實驗室人員
• 內容：實驗室化學品事故案例介紹、緊急應變器材介紹

及使用說明、實驗室緊急狀況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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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洩漏暨緊急應變器材教育訓練

64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65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個人防護具穿戴

66

半罩式面罩組裝及配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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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罩式面罩組裝及配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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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級防護衣穿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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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級防護衣穿著步驟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70

C 級防護衣穿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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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級防護衣脫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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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級防護衣脫除步驟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台南科大實驗室火災事故

實驗室事故範例一

73

發生時間：

91年02月27日13時00分

受傷人員：0人死亡、0人受傷。

化學品：甲醛水溶液

光電大樓一樓實驗室發生火警。
半個小時即撲滅火勢，但損失
百萬

火災發生時無人員在場，喪失
初期應變時機火災煙燻，造成
無塵室的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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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範例一

74

推測可能原因：
為加熱器控制線路起火，
引燃排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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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實驗室火災事故

實驗室事故範例二

75

發生時間：

96年10月19日21時02分

事故類型：實驗室事故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化學品：甲苯、二甲苯、石蠟
油、乙醚

事故原因：初步研判為石蠟包
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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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範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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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科大實驗室火災事故

發生時間：

92年03月06日22時30分

事故類型：實驗室事故

受傷人員：13人受傷(消防)

化學品：正己烷、二氯甲烷

事故說明：空污分析實驗室
排氣櫃內進行萃取實驗，試
瓶破裂內容物質蒸氣外洩並
被引燃，而導致火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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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事故範例三

初期火災發生時，未有人員發現，使
火勢延燒擴大至整個實驗室。

因喪失初期應變時機。消防人員於救
災之初期，不知危害特性，未戴個人
防護具，導致救災人員吸入中毒。

索氏萃取裝置

抽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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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室藥品櫃悶燒事故

78

實驗室事故範例四

發生時間：98年07月21日11時29分

事故物質：過錳酸鉀、1.2-二甲氧基
乙烷。

事故原因：初步研判為化學品儲放不
當、造成化學品自發反應，引發氣爆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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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驗意外案例分享
學生使用加熱包時，未接變壓器，導致加熱包燒壞，
反應瓶裡的磁石溶解。

實驗室UV燈老舊，殼已變形，造成電線些微外漏，
學生於實驗中使用溶劑時不慎滴到此UV燈上，造
成UV燈起火燒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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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驗意外案例分享
學生進行反應時，用玻璃塞塞住圓底瓶口，加熱反
應，結果反應產生之蒸氣壓過大，造成圓底瓶瓶賽
噴出碎裂，內容物也噴出。

學生於冰箱拿出需使用之藥品時，不慎碰到旁邊的
藥品，使藥品掉落瓶身破裂，藥品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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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驗意外案例分享

學生不慎打翻酒精燈

退冰實驗用材料造成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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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驗意外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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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實驗室

生物實驗室
規範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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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概況說明

84

具有生物性危害的物質，
其國際通用的標示圖樣為

生物性實驗室

• 實驗室內操作可能具生物性危害之物質或檢體。

生物性危害（Biological hazard; Biohazard）物質
• 會對人類及環境有危害的生物或生物性物質。

• 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病毒及含有病原體
的組織切片、體液、固體廢棄物和呼出氣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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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概況說明

85

 生物性危害（Biological hazard; Biohazard）症狀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

長所致(如：流行性感冒、麻疹、肺結核)。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

複暴露致使人體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所致(如：
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鼻炎)。

中毒(Toxicity)：暴露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

素(細菌內毒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所
致(如：發燒、發冷、肺功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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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實驗室防護目的：
 保障人身安全

• 操作者本身的安全

• 維護實驗室其他成員的安全

• 保障實驗室外其他第三者的安全

避免環境汙染
 冰箱、培養箱、離心機、微量分注器及其他儀器設備等

 實驗桌、門把及實驗室地面等

 如動物飼養場、河川、魚、土壤、植物或作物。

生物安全概況說明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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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概況說明

87

 危險群 (R isk  Group)微生物之分級對照表

RG 說 明 範 例

1 與人類健康成人之疾病無關 Escherichia coli (non-pathogenic strains)
(非致病株)(如大腸桿菌K-12型)
Adeno-associated virus(all serotypes)腺
相關病毒

2 在人類所引起的疾病很少是嚴
重的，而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
的方法

Staphylococcusaureus金黃色葡萄球菌
Denguevirus、Zikavirus

3 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
疾病，可能有預防及治療之方
法

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結核分枝桿菌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2)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及第二型(HIV)

4 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
疾病，但通常無預防及治療之
方法

Ebolavirus
Marburg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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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概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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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k Group ≠ Biosafety Level 

 病原體分級以 RG 表示。

 實驗室安全等級以 BSL 表示。(含硬體加管理)

 操作各級感染性生物材料原則上於對等之實驗
室進行，惟仍應評估操作過程中該感染性生物
材料之病原微生物含量、增殖與否、活性與否
等因素，適當提升或降低操作所需實驗室之生
物安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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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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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災害發生
 認識災害的存在：辨認生物感染性物質之特性，

建立危害通識制度，並針對其危害性，在儲存及
作業等環境中對其安全設施、操作程序及實驗方
法等方面，藉由良好的管理與控制，將危害降至

最低。

實驗操作人員
 進行一般微生物實驗之人員 :需曾修過微生物

相關實驗課程或經訓練熟悉實驗之標準操作。

 進行病原性微生物實驗之人員 :需精通微生
物及相關實驗之標準操作且經計畫主持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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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過程需要消毒或滅菌呢 ?
實驗前

• 實驗器材無菌性或清淨度

• 人員的防護

實驗執行中
• 過程中不慎污染環境的處理

實驗後
• 含感染性生物廢棄物的處理

實驗室工作注意事項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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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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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 目的：減少或除去微生物

數量。

• 方法：
1. 化學藥劑：以化學製劑塗
抹或浸泡以達到殺菌。

2. 物理消毒：利用光與熱、
超音波或輻射線、微波、
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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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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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菌(Sterilization) 

• 目的:達到完全無菌。

• 利用物理或化學方法，消滅

所有微生物，包括：細菌、

結核菌、黴菌、病毒、細菌

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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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工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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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人員之責任

安全的實驗操作

定期參加繼續訓練課程

若有感染發生，立即通報助教。

確保自己在實驗室的安全

實驗室安全意識的習慣無法一蹴可幾，
需要不斷教育扎根及持續訓練而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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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生物安全重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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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重組實驗申請
• 協助校內、附院、大同醫院及小港醫院審核國科

會計畫申請，以期各實驗能在安全無虞的實驗場
所進行。

• 目前採線上申請，每年申請數約在 150 件上下。

感染性生物材料申請事宜
• 校內生安會職責：審核第二級以上危險群病原體

或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
• 填寫申請書後送至環安室，經審核同意後方可進

行生物材料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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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2 生物性實驗室審核及其相關管理事宜

 審核並管理校內合格之 BSL-2 實驗室，並給
予合格證書，效期為一年，每年定期稽核確
保其硬體及軟體設備符合實驗需求。

 目前校內合格之 BSL-2 實驗室在 20 間，每
季會請該實驗室填寫感染性生物材料調查表
以利上傳疾管署。

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生物安全重點業務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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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安全教育訓練

• 校內定期舉辦之實體課程。

• 一年約2-3次，每次兩小時，上完課後考試取得證書。

 疾管署之線上課程 – E等公務園：
• 一年四季均可前往上課，線上授課並完成測驗即可取

得證書。

 疾管署規定之教育訓練時數

• 操作BSL-2級之實驗室成員，每年須更新 4 小時的教育訓

練；BSL-2之新進成員，須完成 8 小時的教育訓練。

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生物安全重點業務

96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生物安全暨輻射防護組-生物安全重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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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安全教育訓練(進入BSL-2操作實驗之成員)

•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

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基本課程。

•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

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小時。

•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
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異常事件、人

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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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實驗室

輻射安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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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依其能量之高低可區分為游離輻射與非游離輻射。

• 非游離輻射：如微波、無線電波、可見光、紅外線等。

• 游離輻射：如ｘ光、α射線、β射線、γ射線、中子、質子等。

輻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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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穿透力

101圖片來源：原子能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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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安全基本概念

102圖片來源：原子能委員會網站

短時間(T)
遠距離(D)
適當的屏蔽(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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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 射 標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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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示警標誌 輻射輔助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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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輻射管制的劃分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牙科 X 光機、X 光分析鑑定繞射儀、CT…等。

密封放射性物質

儀器校正用射源(Cs-137)、氣相層析儀(Ni-63)等。

非密封放射性物質

放射性同位素(I-125、P-3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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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操作游離輻射?
放射線科、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執業執照。

依醫事放射師法核發之執業執照。

輻射安全證書、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

18小時輻射操作人員訓練(僅可操作登記備查類)。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有相關課程，可至推廣教育中心網頁查詢詳細內容。

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練者。
一、中等學校、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

二、主管機關認可之輻射防護訓練業務機構之學員。

三、接受臨床訓練之醫師、牙醫師或於醫院實習之醫學校院學生、畢業生。

四、接受職前訓練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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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安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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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基於教學需要在合格人員指導下從事操作訓練者，須參

加本校 3小時 以上之輻射安全教育訓練(每年辦理一次

約於10-12月間)，或受過其他原能會認可之輻射防護訓練業

者辦理之3小時以上輻防教育訓練。

• 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員、研究人員及學生於接受3

小時以上之輻射安全教育訓練後，可在前頁所列「合格人員」

指導下操作登記備查類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如需操作 許可證 類之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設

備，則應在「合格人員」直接監督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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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安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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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12月間舉辦輻射安全教育訓練，有使用
輻射進行研究之相關工作人員均需參加。

承辦人：盧奕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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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研大樓：
B1、5F、8F

第一教學大樓 B1 國研大樓 5F

綜合實驗大樓 2F

分布位置 輻射源種類

醫學研究大樓B1、5F 放射性物質

醫學研究大樓8F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第一教學大樓 B1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5F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綜合實驗大樓 2F 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

108

校園內
哪裡有游離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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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系-牙科X光機(非醫用)

109

僅提供照射假體教學研究用，請勿直接照射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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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用分析鑑定繞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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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中心學術研究用X光機

111

2.裝有安全連鎖裝置，拆卸、開啟照射室門
或「設備」防護罩時，將自動停止產生輻射。

1.「設備」之外表面有明顯可見的輻射示警
標誌，及表示「本儀器內含輻射源，報廢前
應經原子能委員會核准」之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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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密封同位素實驗室(醫研大樓5樓)

112

• 操作非密封放射性物質管制場所：α射線、β射線、γ射線。
• 非密封射源如使用不當，則有可能造成擴散和污染，其操作

的危險性較高，使用時也需更小心。

• 實驗室實施門禁管制。
• 管理單位：環安室。
• 管理人員：盧奕珊分機2278 。

• 若需開通權限請聯絡環安室

• 本校非密封同位素實驗室屬於許可類管制。

• 操作人員資格等級也較高，需要有
輻射安全證書、輻射防護人員認可證
書、醫事放射師執照、放射線科、核
子醫學科專科醫師執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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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密封同位素實驗室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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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密封放射性物質購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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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
環安室

環安室協助向原能會申請放射性物質進出口簽
審流程，待原能會審核通過，購買廠商始得進
口出貨。

進出口
簽審流程

( 聯繫窗口：盧奕珊，校內分機:2278 )
1.確認操作人員資格及使用地點。
2.確認購買之核種與活度，是否符合許可。

放射性物質

到貨

會同環安室輻防人員檢查包裝及偵測表面劑量率後留
存記錄。
環安室開立高雄醫學大學廢料處理繳費通知單，購買
人至本校出納組繳費後將單據繳回環安室。
將放射性物質妥善放置於本實驗室專用冰箱後上鎖、
放入及取用皆需逐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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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緊急應變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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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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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聽聆謝

環安室 關心您

國研大樓 8 樓 IR841
電話：07-312-1101 分機 2278 
https://safe.km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