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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實(試)驗場所風險評估建置

指導單位：教育部環保小組、中區勞動檢查所

執行單位：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配合單位：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2011.01.27 1

國立中興大學校園介紹

Ø 本校位在台中市南區，佔地53公頃，

設有文學院、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工學院、理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等七個學

院；鄰近兩個實習農場，位於台中縣

霧峰鄉及烏日鄉；另有四處實驗林

場：文山林場(台北縣)、惠蓀林場

(南投縣)、東勢林場(台中縣)、新化

林場(台南縣)。

Ø 本校教師共聘819位(含專、兼任)，
行政人力計574位；學生共16,802位
(含大學部、研究所、在職班) 。

Ø 本校於民國93年經臺中市政府認可登
記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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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政策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本校秉持「尊重生命，關懷健康」原則，提供本質安

全的學習場所，先知先制、防患未然為優先，持續提高環境保

護及職場安全衛生績效，並達成永續發展之願景。確保安全、

衛生、清潔、健康的教學環境，全體教職員工生一致承諾：

一、遵守法令規定，善盡社會責任。

二、廣泛發展綠能，降低環境衝擊。

三、注重風險管理，預防危害發生。

四、致力教育訓練，強化諮詢溝通。

五、承諾持續改進，確保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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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架構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校長

環境保護暨
安全衛生中心

教學研究行政單位

秘書室、教務處、
學務處、研究發展處、
總務處、國際事務處、
計資中心、生科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文學、社會科學管理、
農業暨自然資源、
工學、理學、生命科學、
獸醫、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主任委員：校長
副主委：副校長、環安中心主任

副校長

甲種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勞工安全管理師(專職)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中區勞動檢查所 0991020
登記編號：B09900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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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主任委員：校長

副主任委員：
副校長、環安中心主任

當然委員 選舉委員

執行秘書：
環安中心安全衛生組長

執行單位
安全衛生組
環境保護組

國立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NCHU-S41001)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副校長、秘書室主任、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長、理學院
長、工學院長、生命科學院長、
獸醫學院長、文學院長、社會科
學管理學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
心主任、創新產業學院院長、
環安中心主任、教官室主任、
衛生保健組長、環境保護組長、
安全衛生組長

農資、理學、工學、生
科、獸醫、文學、社管
等學院教師各乙位
農資、理學、工學、生
科、獸醫、文學、社管
等學院職工各乙位

委員會任務：
研議職業安全與職業衛生
有關計畫，訂定校園環境
保護及安全衛生政策與管
理系統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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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規劃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校

園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風險評估 說明會議 

安全衛生政策擬定 公告安全衛生政策 

安全衛生文件審查 安全衛生文件核定 

可接受之風險訂定 可接受之風險核定 可接受之風險公告 

依本校公告之風險修正 
訂定作業 
管制措施 

安全衛生

稽核作業 

法規符合性 
作業管制 

稽查報告 

(校內稽查、外稽委員) 

(管理代表) 

(副主任委員) 

校長簽署 

(主任委員) 

管理審查 
安全衛生 
績效/目標 
制/修訂 

(主任委員) 

文件管制 

(環安中心) 

文件紀錄 
存檔/銷毀 

績效/目標 
制/修正核定 

文件分送公告 
舊版回收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符合 
目標 

作業分析風險評估 

符合 
可接受 
風險 

否 

否 是 

是 

文件紀錄 
編號/更新 

矯正方案 
修正完成 

(適用場所、環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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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推動過程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權責單位 完成日期 作業內容 協助單位 

環安中心 99.12.06 
資料蒐集 

實地觀摩 

成大工衛研究所 

中檢所職業衛生組 

統一企業 

環安中心 99.12.22 
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制訂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安全衛生委員會 

環安中心 99.12.23 
安全衛生管理手冊編輯 

風險評估技術模擬 
 

環安中心 99.12.31 
風險評估作業說明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簽署 

化學工程系 

校長室 

化學工程系 100.01.07 實驗作業風險之評估  

環安中心 100.01.12 
安全衛生管理程序書 

實驗作業預防措施說明 
 

化學工程系 100.01.17 執行實驗預防管制措施  

環安中心 

化學工程系 
100.01.19 實地稽查  

安全衛生系統 

推動輔導員 

100.01.13 

100.01.21 

100.01.27 

文件審查 

實地稽核/矯正通知 

環安中心 

化學工程系 

 

系統建置說明

預防措施說明

實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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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對照
條款 條款內容(管理手冊) 程序書(二階文件) 管理辦法/要點(三階文件) 
4 安全衛生管理系統要素   

4-1 一般要求事項 
安全衛生管理推行委員會程序書(P4101) 
安全衛生組織與權責管理程序書(P4102)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S41001) 
提案改善實施管理辦法(S41002) 

4-2 安全衛生政策   
4-3 規劃   

4-3-1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風險控
制之規劃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書(P4301)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標準(S43101) 

4-3-2 法令規章與其他要求事項 法令規章鑑別程序書(P4302)  
4-3-3 目標及方案 安全衛生目標及管理方案程序書(P430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S43301) 
4-3-4 安全衛生管理   
4-4 工作實施與運作   
4-4-1 責任與義務 安全衛生管理架構與責任管理程序書(P4401)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規章(S44101) 
4-4-2 能力與訓練 安全衛生訓練程序書(P4402)  
4-4-3 溝通與諮詢 安全衛生諮詢與溝通管理程序書(P4403)  
4-4-4 文件化與資料管制 安全衛生文件管制程序書(P4404)  

4-4-5 作業管制 安全衛生作業管制程序書(P4405) 實驗場所使用、貯存化學物質管理準則(S44501) 
承攬前工作環境與危害因素告知作業要點(S44502) 

4-4-6 緊急應變 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處理程序書(P4406)  
4-5 稽核與檢查   

4-5-1 作業績效量評估 安全衛生作業績效量評估程序書(P4501) 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場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S45101) 
實(試)驗場所訂定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作業標準(S45102) 

4-5-2 
符合性評估 
意外事件、事故、不符合、矯
正及預防措施 

安全衛生異常矯正及預防措施程序書(P4502)  

4-5-3 改善追蹤管制措施   
4-5-4 事故調查 安全衛生事故處理及調查管理程序書(P4504)  
4-5-5 記錄管制 安全衛生記錄管理程序書(P4505) 內部稽核管理作業要點(S45501) 

4-5-6 稽核 安全衛生稽核程序書(P4506) 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S45601)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表(S45602) 

4-6 管理階層審查 安全衛生管理審查程序書(P4600)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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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試)驗場所風險評估規劃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一、目的 

為有效達成安全衛生管理需求，於制訂或實施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前，針對教職員工生、利

害相關者、工作場所環境等所存在的潛在危害，實施安全衛生風險評估，作為訂定管理目

標、作業管制、緊急應變措施或教育訓練等風險控制之依據。 

二、適用範圍 

各適用場所之設備、措施等對教職員工生或利害相關者直接或間接造成危害，或預期有影

響者。 

三、權責 

3-1 安全衛生管理代表(以下簡稱管理代表)：督導危害鑑別、風險評估作業之執行與審查

結果之核定。 

3-2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委員會：審議各適用場所危害鑑別後之不可接受風險與預防措施。

3-3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中心)：協助各適用場所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作業。 

3-4 各適用場所(系所、中心)主管：督導所屬之場所執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作業。 

3-5 各適用場所(系、所、中心)管理人員：協助各適用場所執行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作業

與資源提供。 

3-6 適用場所指導負責(管理)人員：負責該管場所之安全衛生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作業。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書(NCHU–P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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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作業程序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範圍應涵蓋單位所有的工作環境及作

業，同時須考量以往危害事件的經歷。

1.所有作業(工程)流程區分 

2.辨識各作業危害及後果 
5.決定控制降低風險的措施 

3.確認現有作業之防護設施 

4.評估作業危害的影響與機率 

6.確認採取控制後的殘餘風險 

 可接受 

風險 
作業管制實施 

對所列作業危害源，辨識出潛在危害

因素；同時蒐集資訊為風險評估依據。

對所確認出的現有防護設施，細分工

程控制、管理控制及個人防護具等項 

制訂風險等級判之定基準；以其相對顯著

之風險等級，列為優先改善與管制參考。 

對於不可接受風險的判定基準並非持續

不變；應依實際風險狀況、可用資源等，

適時調整之，以達持續改善的承諾。 

對預計採取的降低風險控制/措施，評估其
控制後的殘餘風險；經試行並檢討其適用

性及有效性，以確認風險可被消減成效。 

風險評估作業 

是 否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99 年 9 月 9 日勞安1 字第099014624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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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書(NCHU–P4301)

安全衛生風險評估原則要點
• 評估教職員工生於作業中可能受到潛在危害，進行定性或定量
分析，藉此判斷各種潛在危害對人員影響之嚴重性。
其結果將可安全衛生改善目標制訂與緊急應變計畫擬定依據：

(1) 適用場所之安全衛生危害分析：以單一作業活動為主(採用基本
版)，係依各項作業或機台啟動步驟，針對其物理、化學、生
物、人因工學及其他危害分類後，估計其發生率、暴露率及嚴
重性，鑑別出不可接受之危害內容。

(2) 對於法規查驗屬不符合事項且恐立即導致人員重傷、死亡等情
況，皆應列為不可接受風險，依規定需優先加以管制。

(3) 各適用場所操作人員，依據自己的權責範圍填寫風險評估表，
如屬高度風險者，需列出風險控制措施與作業管制項目。

(4) 該適用場所之指導(管理)人員，應依其所屬人員之安全衛生責
任區域分配，進行審查評估。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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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標準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運作流程 表單與文件資料 

 

l 適用場所於風險分析前需備資料 

1.儀器設備表；2.化學物質使用表；3.平面圖 

配合研究/實驗之流程，填寫風險評估調查表 

(表單 P4301-1) 

l 考慮法規要求、場所性質、製程特性、技術複雜度 

以「工作安全分析」調查 

l 當意外發生時，所有防護措施失效的情況下，可能造
成人員傷害、工作中斷、財產或環境損失的嚴重後果。 

l 在風險未降低前不可作業，應儘速進行風險降低措
施；須定期查核控制措施之執行狀況。 

l 對控制後之風險應於後續審查作業，再次檢討評估殘
餘風險，或在新科技的協助下，可進一步消減該風險。 

 

l 依實際狀況檢討，如作業有異動者，應予重新評估與
更新。 

 

l 當安全衛生法規修改，經確認與相關之作業有相當影
響程度時。 

l 明確規範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紀錄之保存期限，其紀
錄應保存 3 年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作業/製程盤查 

危害嚴重 影響後果 

風險評估 

可接受 
風險 

擬定控制措施 

執行與追蹤 

檢討 
修正 

紀錄存檔 

否 

否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標準(NCHU–S4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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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作業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權責人員 作業流程 資料表單 風險控制措施 

作業人員 

1. 處置原物表單 

2. 儀器設備表 

3. 作業流程圖 

4. 風險評估表 

定期自動檢查計畫 

作業前後檢點表 

指導(管理)人員 風險評估表 安全措施 

場所(系所中心)主管 風險評估表  

稽核人員 
定期自動檢查計畫 

稽核報告表 
可行性矯正措施 

指導(管理)人員 

場所(系所中心)主管 

 

定期自動檢查計畫修正 

預防矯正方案 
修正相關矯正方案 

 

風險評估作業 

作業流程辨識 

辨識危害後果 

評估危害風險 

決定控制措施 

確認現有防護 

修正控制措施 

確認殘餘風險 

確認殘餘風險 

符合 

目標 

控制措施紀錄 

是

否

整體檢討 

1.

採
購
作
業
提
供
具
體
規
範

2.

承
攬
作
業
安
全
措
施
告
知

3.

緊
急
處
置/

應
變
措
施
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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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調查-以茶葉萃取實驗為例（1 / 8 - I）

實驗儀器：
旋轉濃縮機、
水流幫浦、
分液漏斗、量筒、
加熱攪拌器、
酒精燈、局部排氣裝置

實驗藥品：
二氯甲烷
酒精

實驗流程

搗碎

加熱

過濾

萃取

濃縮

冷卻 取樣

加熱 過濾

混合

酒精燈加熱
有火災之虞

加入二氯甲烷搖晃
有逸散之虞

利用電源加熱攪拌利用電源加熱攪拌
有感電之虞有感電之虞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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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調查-以茶葉萃取實驗為例（2 / 8 - I）
實驗名稱：茶葉萃取實驗  評估日期：2010.12.30 評估人員： 楊國本 

2.辨識危害及後果(危害可能造成後果之情境描述) 1.作業/流程名

稱 作業週期 作業環境 機械/設備工具 能源/化學物質 作業資格 危害類型 危害可能造成後果之情境描述 
3.現有防護設施 

4.降低風險所採取之控制

措施 

1.搗碎裝袋 一週一次 室溫 搗碎器 電能 無 被夾、被割 在添加或取出時物料，可能觸及機械刀刃部 使用棉質手套 
列入操作前講習資料 

確認設備安全裝置 

2.加水、加熱 一週一次 室溫 酒精燈 酒精 無 
火災 

燙傷 

使用酒精燈不慎打翻或過滿 

觸及容器外殼部位 

備置滅火毯 

使用棉質手套 

酒精燈使用前檢查 

列入作業安全規範 

3.過濾取茶汁A 一週一次 室溫 分液漏斗、量筒 無 無 割傷 使用量筒等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使用棉質手套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4.再加水、加熱 一週一次 室溫 酒精燈 酒精 無 
火災 

燙傷 

使用酒精燈不慎打翻或過滿 

觸及容器外殼部位 

備置滅火毯 

使用棉質手套 

酒精燈使用前檢查 

列入作業安全規範 

5.再過濾取茶汁B 一週一次 室溫 分液漏斗、量筒 無 無 割傷 使用量筒等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使用棉質手套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6.混合茶汁A＆B 一週一次 室溫 分液漏斗、量筒 無 無 割傷 使用量筒等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使用棉質手套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7.萃取有機層 一週一次 室溫 分液漏斗、量筒 二氯甲烷 無 
割傷 

有害物接觸 

使用量筒等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盛裝化學藥品不慎外溢或使用後容器未密封 

使用棉質手套 

裝置排氣設施場所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SDS備置、排氣設施功能確認 

8.過濾收集濾液 一週一次 室溫 分液漏斗、量筒 無 無 
割傷 

有害物接觸 

使用量筒等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使用後容器未密封 

使用棉質手套 

裝置通風良好場所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排氣設施功能確認 

9.加熱濃縮 一週一次 室溫 
旋轉濃縮機、水流
幫浦、加熱攪拌器 

電能 無 

感電 

有害物接觸 

割傷 

加熱攪拌器、水流幫浦之電器可能會有漏電 

使用後容器未密封 

使用濃縮之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回路裝置漏電開關 

裝置通風良好場所 

使用棉質手套 

使用電氣回路確認 

排氣設施功能確認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10.小火直接加熱 一週一次 室溫 酒精燈 酒精 無 
燙傷 

割傷 

觸及容器外殼部位 

使用玻璃器皿不慎破裂 
使用棉質手套 

列入作業安全規範 

玻璃器皿使用前檢查 

11.冷卻取樣 一週一次 室溫   無 無    

實驗儀器：旋轉濃縮機、水流幫浦、分液漏斗、量筒、加熱攪拌器、酒精燈 

實驗藥品：【二氯甲烷】無色透明易揮發液體，有刺激性芳香氣味，有毒，對肝與神經系統有一定毒性；高濃度時，對人有麻醉作用，蒸氣不燃燒，與空氣的混合物無爆

炸性，比重1.33，沸點39.75℃，略溶於水。主要於代替易燃易爆的石油醚與乙醚，可作脂肪和油的萃取劑，醋酸纖維塗料，有機合成反應溶劑，密閉儲存。 

注意事項：1、使用分液漏斗需不斷洩氣，以防止搖晃後瓶蓋衝出。洩氣時請至窗口，絕不可對人！！！ 

2、二氯甲烷為無色透明易揮發液體，對肝與神經系統有相當毒性，高濃度時，對人有麻醉作用，實驗過程中盡量在通風櫃內處理。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程序書(NCHU–P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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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以茶葉萃取實驗為例（3 / 8 - II）

二、自主管理計畫

1.預防管理措施

2.儀器設備自動檢查計畫

3.每日作業前、後檢點表

4.各項紀錄

一、符合法令規章-
1.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
通識規則

3.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4.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

5.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名稱：二氯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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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表單-以茶葉萃取實驗為例（4 / 8 - II）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作業標準(NCHU–S43101)

國立中興大學 100 年( 100年 01月至 100年 12月)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 有機實驗室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機械/設備 檢查項目 檢查週期 

檢查單

位人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備註 

低壓電氣設備 
絕緣，接地電

阻 
每年一次 營繕組       V       

局部排氣裝置 

塵埃聚積狀

況、注油潤滑

狀況、導管接

觸、皮帶狀況 

每年一次 楊國本        V      

有機作業  每日作業檢點 楊國本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電氣機器  每日作業檢點 楊國本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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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以茶葉萃取實驗為例（5 / 8 - II）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危害告知危害告知
本場所使用-二氯甲烷；暴露預防措施
1. 以局部排氣裝置及必要的製程隔離
以控制霧滴及蒸氣量。

2. 可能會散發危害健康的廢氣，需使
用護目鏡、面罩(有機蒸氣濾灌)、
防滲手套等防護具。

3. 嚴禁與發煙硫酸、氧化劑、氯磺
酸、銅、鋁、硝酸。甲醇、鋁粉、
胺、疊氮化合物、過氯酸、鹼金
屬、四氯化二氮、五氯化二氮、硝
酸、N-鉀基-N-亞硝基尿素、第三丁
基鉀等物質混合，會產生不相容性
反應。

•• 應變措施應變措施
• 適用滅火劑：

1. 水霧 2. 二氧化碳
3. 化學乾粉 4. 泡沫

• 小火：
1. 以化學乾粉、二氧化碳或噴
水，控制火勢

• 大火：
1. 以化學乾粉、二氧化碳、耐酒精
型泡沫或噴水霧等滅火劑，控制
火勢

2. 築堤圍堵消防用水待日後廢棄處
置；勿驅散洩漏物質

3. 在安全許可之下將容器自火場中
移開

•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1.超過102℃，其蒸氣具可燃性。
2.火災中會分解出毒性氣體具危險
性。

物品危害分類：
1.急毒性物質第4 級（吞食）
2.腐蝕／刺激皮膚物質第2 級
3.嚴重損傷／刺激眼睛物質第2B 級
4.致癌物質第2 級
5.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重複暴露第2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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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以茶葉萃取實驗為例（6 / 8 - III）

二氯甲烷
有機溶劑-第二類

•現場人員於操作前需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並需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在明顯易
見之處所標明並禁止非從事工作有關之人員
進入場所。

•現場備置物質安全資料表，人員需詳細閱讀
並瞭解週邊環境。

•作業場所需保持整潔及注意通風與換氣，藥
品管制登錄、瞭解作業流程。

•於實驗操作時，需使用護目鏡、面罩(有機蒸
氣濾灌)、防滲手套等防護具。如有災害發
生，應即採取必要急救、搶救等措施。

•有機溶劑之廢液，依規定倒入指定廢液容器
中，並隨時加蓋，以防止氣體逸散。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19

局部排氣裝置每年定期檢查表 檢查週期:每年一次 

系所名稱: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編號: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１． 
氣罩、導管及排氣機之磨損、腐蝕、凹凸及其他損害之狀況

及程度是否正常。 
  

２． 導管或排氣機之塵埃聚積狀況是否正常。   

３． 排氣機之注油潤滑狀況是否正常。   

４． 導管接觸部分之狀況是否正常。   

５． 連接電動機與排氣機之皮帶之鬆弛狀況是否正常。   

６． 吸氣及排氣之能力是否正常。   

７． 設置於排放導管上之採樣設施是否牢固、鏽蝕、損壞、崩塌。   

８． 其他妨礙作業安全事項是否正常。   

９． 其他保持性能之必要事項是否正常。   

檢查發現危害及危害分析： 評估危害風險（嚴重性及可能性分析）： 

評估結果改善措施： 檢討改善措施之合宜性： 

 

實驗場所定期自動檢查計畫（7 / 8 - III）

本作業預定於7～8月檢查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20

國立中興大學 有機溶劑作業檢點表檢查週期:作業時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編號：  檢查方法：目視 

檢 點 日 期 【 月】 分

類 
項

次 
檢 點 內 容 

/ / / / / / / / / 
1 與直接接觸有機溶劑之現象。          
2 作業方式依據標準操作程序。          
3 置備有危害物質資料表及危害物質清單。          
4 有機溶劑之容器使用後加蓋。          
5 作業中佩帶防護口罩或呼吸防護具。          

6 從事作業時，佩帶防腐蝕手套及防護眼鏡。          
7 有機溶劑標示其種類及名稱。          
8 登載有機溶劑之使用量記錄。          

作 
業 
及 
有 
機 
溶 
劑 
使 
用 
情 
形 

9 其他          
1 排風機運轉正常。          
2 新增設備會影響空氣流動。          
3 馬達與皮帶運轉正常。          

局
部
排
氣
裝
置 4 其他          

1 儀器使用完畢，依程序關閉          
2 電線絕緣包覆，無破壞致裸露          
3 藥品貯存，內容物有明顯標示          
4 廢棄物依有分類貯存          
5 緊急照明系統良好          

6 室內保防整潔，通通明確．無積水情形          

7 物品器材放置，有條不紊          
8 緊急疏散標示清楚          

儀
器
及
附
屬
設
備 

9 其他          

實驗室 
負責人  檢查 

人員          

 

實驗場所每日檢點作業（8 / 8 - III）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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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預防-內稽

組織 規劃 評估政策 改善

改善前

改善後

國立中興大學安全衛生內部稽核報告表 
受稽核單位 化學工程學系 表單編號 P4506-1/01-0001 

地點 C807R 稽核日期 2011.01.19/14:50 

稽核項目 

稽核結果： 

實驗後盛裝有機溶劑之廢液桶，未緊密，造成逸散。 

 

稽核員： 黃群祥 日期：__2011__年__01_月_19__日 

矯正方案： 

1.使用後，將蓋旋緊。 

2.告知相關操作人員。 

3.列入每日作業後檢點事項。 

 預定完成 

受稽核單位主管：   日期：____年____月____日 

矯正追踪： 

於 2011.01.21 下午業已完成改善。 

 

 

稽核員： 黃群祥  日期：_2011_年_01_月_21_日 
 

環安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  

管理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報告表保存於環安中心，保存期限為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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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預防-外稽
• 現場所列之自動檢查計畫、查核表，與實際狀況不符合
• 藥品容器標示與GHS要求，圖示不符合
• 運轉中之局部排氣裝置開口過高，不符合抽氣效能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23

國立中興大學 有機溶劑作業檢點表檢查週期:作業時 
實驗室名稱： 實驗室編號：  檢查方法：目視 

檢 點 日 期 【 月】 分

類 
項

次 
檢 點 內 容 

/ / / / / / / / / 
1 與直接接觸有機溶劑之現象。          
2 作業方式依據標準操作程序。          
3 置備有危害物質資料表及危害物質清單。          

4 有機溶劑之容器使用後加蓋旋緊。          

5 作業中佩帶防護口罩或呼吸防護具。          

6 從事作業時，佩帶防腐蝕手套及防護眼鏡。          
7 有機溶劑標示其種類及名稱。          
8 登載有機溶劑之使用量記錄。          

作 
業 
及 
有 
機 
溶 
劑 
使 
用 
情 
形 

9 其他          
1 開口拉至定位，排風運轉正常。          
2 新增設備會影響空氣流動。          
3 馬達與皮帶運轉正常。          

局
部
排
氣
裝
置 4 其他          

1 儀器使用完畢，依程序關閉          
2 電線絕緣包覆，無破壞致裸露          
3 分裝後容器內容物有明顯標示          
4 廢棄物依有分類貯存          
5 緊急照明系統良好          

6 室內保防整潔，通通明確．無積水情形          

7 物品器材放置，有條不紊          
8 緊急疏散標示清楚          

儀
器
及
附
屬
設
備 

9 其他          

實驗室 
負責人  檢查 

人員          

修正自動檢查計畫（1/2）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1.配合修正每日安
全自動檢點作業

2.局部排氣裝置之
開口位置，於風
速檢測時標註使
用最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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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年度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2/2）

政策 規劃 評估組織 改善

受訓者： R全體在職員工 R承攬商

受訓日期：＿100.04.01＿＿
課程名稱：

1.實驗場所危害辨識與意外預防
2.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3.機械安全與通風
4.作業場所佈置與電氣安全

安全衛生訓練程序書(NCHU–P4402) 
25

結語
•透過作業現場管理人員有效評估執行風險評估作業，自發
性發掘潛在問題、積極改善作業環境，以落實自主管理。
同時可促進作業現場人員安全衛生參與率，並增進個人之
知識與態度，以降低意外發生率。

•各級人員之職責於事前有詳盡規劃與分工，使安全衛生推
動工作，有明確方向；不受人員異動有所影響或中斷。

•校園安全衛生文化建立與推動，需有高階層主管同意與授
權；藉由組織內相關單位之協調與溝通、稽查與矯正等程
序，以達成管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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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指導綱領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99 年4 月8 日勞安1 字第0990145294 號)
http://www.cla.gov.tw/site/business/4182120b/4728139f/files/9904082.pdf

•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99 年 9 月 9 日勞安1 字第0990146242 號函修正)
http://www.cla.gov.tw/site/business/4182120b/4728139f/files/99091001.pdf

•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文件
(教育部99年12月8日臺環字第09902133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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