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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勞工安全衛生 

5.19.1.1.行政室：120、131         

5.19.1.2.安全衛生管理室：122、138 

5.19.1.3.設保課：660、661 

5.19.1.4.製造部：600、610                

5.19.1.5.總機：260                

5.19.1.6.守衛室：609 

 

 

 

 
 

 

 

無 

 

 

 

 

 

 

 

 

5.21.2.4.勞委會中區勞動檢查所 

 

6.3.安全衛生管理辦法（2-120-009） 

6.4.工作規則（2-120-009） 

全文：職業安全衛生     
新增： 
5.14.移動梯及合梯使用守則…… 
5.20.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5.21.1.廠內(04)7990118        
本廠 
5.21.1.1.管理部：120、121         
5.21.1.2.安全衛生管理室：122、131 
5.21.1.3.設保課：660、661 
5.21.1.4.生技課：680 
5.21.1.5.製造部：600、610                
5.21.1.6.總機：260                
5.21.1.7.本廠守衛室：609     
二廠 
5.21.1.8.技術部：880、882 
5.21.1.9.研發部：800、810、820 
三廠   
5.21.1.10.三廠守衛室：309  
5.21.1.11.製二課：301、306 
 

新增: 

5.6.31.座式堆高機操作人員需繫上安全

帶。 

5.7.37.使用天車、台車、模具車搬運模具

必須注意機具有足夠荷重強度。 

5.7.38.模具搬運過程需平穩緩慢，避免傾

斜滑落。 

5.7.39.模具入櫃後務必插上檔模插銷 2

支以上，避免模具滑出倒塌。 

5.21.2.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 

6.3.安全衛生管理辦法（2-120-011） 

6.4.工作規則（3-120-016） 

 

參照修改前後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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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決  審查  擬案    

2-120-018-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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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至興精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特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條規定訂定本公司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本守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各項安全衛生法令規定

辦理。 

 

2.適用範圍： 

  本守則適用於本公司全體同仁(包含廠內工作者)。 

 

3.名詞定義：無。 

 

4.責任與權限:  

4.1.本公司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安全衛生管理室隸屬專責一級管理，置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執行下列安全衛生事

項： 

4.1.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

部門實施。 

4.1.2.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建議安全

衛生相關事項。 

4.1.3.未設置有安全（衛生）管理師、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之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

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4.1.4.設置有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4.1.5.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4.1.6.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

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4.1.7.一級單位之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所屬部門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4.2.公司設置安全衛生委員會，研議下列安全衛生相關之業務： 

4.2.1.研議安全、衛生有關規定。 

4.2.2.研議安全、衛生教育實施計劃。 

4.2.3.研議防止機械、設備或材料之危害。 

4.2.4.研議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4.2.5.研議健康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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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委員會設置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 

4.3.1.主任委員一名，由總經理擔任。 

4.3.2.主席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擔任。 

4.3.3.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4.3.4.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4.3.5.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4.3.6.醫護人員。 

4.3.7.工會或勞工選舉之代表。 

 

4.4.總經理之安全衛生職責： 

4.4.1.綜合整理職業安全衛生及職業災害防止事項。 

4.4.2.核定安全衛生管理政策，及遴選適任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4.4.3.主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4.4.4.督促各級主管落實執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公司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4.4.5.核定各項安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書、工作程序安全檢核表並督導落實執行。 

4.4.6.核定公司各項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劃及追蹤考核。 

4.4.7.提供安全舒適之工作環境。 

4.4.8.指揮災害搶救、處理、職業災害原因調查、核定事故防範對策。 

4.4.9.其他有關全衛生管理事項之核定。 

 

4.5.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人員之職責： 

4.5.1.擬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職業災害防止實施計劃方案，協助單位主管推行、督導

及追蹤，並提供報告與建議。 

4.5.2.規劃、指導部門推行安全衛生管理，並督導與追蹤。 

4.5.3.規劃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則之宣導、遵守情形之追蹤，並提供報告與建議。 

4.5.4.彙集完整資料籌備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4.5.5.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及列席安全衛生會議。 

4.5.6.防護具、安全工具、安全標誌等檢查、維護，改善事項之指導。 

4.5.7.有關安全衛生教育之規劃辦理與協調。 

4.5.8.指導、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 

4.5.9.指導、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5.10.規劃員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4.5.11.危害健康之調查及增進健康措施之指導與建議。 

4.5.12.督導工作部門對傷事故之經過情形與原因調查、分析及處理。 

4.5.13.有關傷害事故、職業病之複查、防止措施對策之審查、指導與建議。 

4.5.14.傷害事故、職業病調查資料之整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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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5.有關安全衛生統計分析及有關其他資料之編製並公布。 

4.5.16.防火、滅火、消防、交通安全、急救等有關事項之計劃、督導與追蹤。 

4.5.17.其他安全衛生管理必要措施，及對各部門主管施行安全衛生管理有關之建議、指

導與協調。 

 

4.6.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安全衛生職責： 

4.6.1.職業災害防止計畫事項。 

4.6.2.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事項。 

4.6.3.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4.6.4.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4.6.5.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4.6.6.擬定安全作業標準。 

4.6.7.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標準方法實施。 

 

4.7.工作人員之安全衛生職責： 

4.7.1.遵守安全衛生法規、守則及各項措施。 

4.7.2.確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書及工作安全檢核表施作。 

4.7.3.維持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掃、清潔及紀律。 

4.7.4.確實使用各人防護具，做好工作場所各項安全措施。 

4.7.5.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4.7.6.報告所有傷害事故經過(含虛驚事故)，及各設備損壞情況。 

4.7.7.報告不安全或不衛生情況，提供安全衛生建議。 

4.7.8.落實實施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指導。 

4.7.9.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4.7.10.明瞭緊急事件之應變任務。 

4.7.11.力行預知危險，養成自護、互護與監護習慣。 

4.7.12.接受健康檢查之義務。 

4.7.13.接受安全衛生教育之義務。 

4.7.14.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合格始可使用；取得合格證照人員方可操作。 

4.7.15.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遵守事項。   

 

4.8.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安全衛生管理室應即指定適當代理人，

其代理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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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容： 

5.1.一般工作安全衛生守則： 

5.1.1.作業人員對於其執行之工作，應確切熟悉工作計畫，工作程序及其安全要領，以免

發生事故。 

5.1.2.作業人員操作時，應全神貫注，依作業標準之規定操作，不可急促草率，如發現不

正常現象，須立即依照安全規定作緊急處理，並報告主管人員。 

5.1.3.作業人員須經常保持機器及週圍環境之整潔，油與水不可灑落地面以免行人滑倒。 

5.1.4.工作前或工作時嚴禁飲用酒類或酒精成份之飲料，除指定地點、時間外，任何其它

地點、時間均禁止吸菸。 

5.1.5.在工作中，員工受到傷害時，不論輕重，均應立即報告主管人員處理或送醫院治療。 

5.1.6.開始工作前，如對安全正確之操作方法不明瞭或有疑問時，應先請教主管。 

5.1.7.防護具必須依照說明或規定用之，使用後應即歸還原位，確實加以維護。 

5.1.8.應視工作之安全需要，配戴適當之安全眼鏡、手套、圍裙、口罩、袖套、安全帽、

安全鞋、耳塞等裝備，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託不戴。 

5.1.9.工具、物料等須注意切勿散置於通行之走道上，或容易墜落傷及他人之處，更不得

置於機械防護罩及其防護具上。 

5.1.10.在廠內行走，應隨時注意上下及前後左右各方，更不得為走捷徑或逞一時之快而穿

過機械操作區域，或從懸重物、機件下穿越，上下階梯也應慎防跌倒。 

5.1.11.進入公司作業時應著公司制服，不得穿著寬鬆之服裝或赤身，所有衣釦須扣牢且禁

穿拖鞋、涼鞋工作。 

5.1.12.人人應有善盡消防之義務，並熟悉消防器材之使用。 

5.1.13.熟記工作場所之出入口、安全門位置，緊急情況時必須遵守秩序，並接受引導疏散。 

5.1.14.不可依靠在機器上工作或休息，以免發生危險。 

5.1.15.在任何情況之下，不可草率從事工作，更不可有任何自認勇敢之危險動作。 

5.1.16.作業時間內，局部排氣裝置應保持連續運轉，讓空氣流通，不得關閉。 

5.1.17.嚴禁拆除任何機器上之安全防護設施及標示。 

5.1.18.工作人員對於其所執行的工作應熟知其安全要領，以免發生危險。 

5.1.19.切實遵守安全衛生守則及安全工作方法，以確保本身安全。 

5.1.20.全體員工須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 

5.1.21.全體員工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5.1.22.對於從事之工作，應熟悉其作業安全衛生規定及作業程序與方法。 

5.1.23.各項機器設備之安全衛生防護裝置，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若發現有被拆

卸或喪失效能時，應即報告主管處理。 

5.1.24.機器防護罩或安全設備經許可拆卸後，人員離開前應予復原。 

5.1.25.非本身工作業務職掌範圍之各項設備，不得擅自使用、操作或檢修。 

5.1.26.有危險標誌之區域，除工作人員並經採取防護措施者外，不得進入或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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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不得使用無護罩或絕緣不良之工作燈。 

5.1.28.各通道門戶嚴禁堆放物品。 

5.1.29.辦公室所及機房等地面如有積水、油漬要隨時處理清除，以防滑倒。 

5.1.30.駕駛公務車輛之人，應遵守交通規則，並行車前檢點。遇有故障或不良，應即予送

修。 

5.1.31.無駕駛執照者，不得擅自駕駛公務車輛。 

5.1.32.現場工作須依作業環境，佩戴適當防護器具，並作好安全設施。 

5.1.32.1.作業環境噪音超過 85 分貝以上：耳罩或耳塞等。 

5.1.32.2.砂輪機、鑽床、車床、磨床作業有鐵屑噴濺之虞：護目鏡。 

5.1.32.3.搬運笨重或有刺角凸角物件：安全鞋、手套。 

5.1.32.4.起重、吊掛等作業，物體有飛落砸傷人員之虞：安全鞋、安全帽。 

5.1.32.5.拋光、研磨、噴砂、砂拋等作業，明顯有粉塵擴散可能導致人員眼部、呼吸     

危害：護目鏡、口罩、擋屑板、集塵設施。 

5.1.32.6.處置化學物品時有噴濺接觸，具健康危害危害之虞：防護手套、防護圍裙、 

護目鏡。 

5.1.32.7.雷射雕割等非游離輻射作業：隔離輻射護目鏡。 

5.1.32.8.電焊、錏焊等動火作業，有火花有飛濺、感電、强光刺眼引起之危害：電 

焊手套、臂套、電焊工作圍裙、面部遮光罩或遮光護目鏡、防火毯等 

5.1.32.9.高溫熱處理作業，手部有燙傷之虞：熱危害防護手套、手部工作夾具。 

 

5.2.電氣作業安全守則： 

5.2.1.嚴格遵守相關電氣安全規定。 

5.2.2.切勿接觸電路內任何電線，除非確定該電路已停止送電。 

5.2.3.在線路上工作之前，主開關應關閉，加掛標示牌，並儘可能上鎖，竣工送電之前 

應確知所有工作人員均已離開線路。 

5.2.4.不得以電線或其它金屬代替保險絲。 

5.2.5.任何機械、設備有漏電跡象，應立即請專人檢修，切勿擅自修理。 

5.2.6.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包括修理、更換保險絲等）非電氣技術人員不得擔任。 

5.2.7.溼手不可接觸電氣設備，站在潮濕地面時，勿使用電氣設備。 

5.2.8.電氣間之分歧接頭及電線與器具間之接頭應確實接牢，並做好絕緣包紮。 

5.2.9.非負責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電氣設備。 

5.2.10.不可於插座插過多之器具，以免因超過負荷而發生意外。 

5.2.11.電氣設備應有良好之接地線，以免發生感電意外。 

5.2.12.電氣設備四周不可堵塞，應保持空曠。 

5.2.13.檢查電氣設備時要有合適的裝備，保養、維修高壓電路應配戴合適的高壓絕緣手套。 

5.2.14 電氣設備發現異常現象時，不得私自處理，應立即通知電氣專責人員處理，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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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允許，應先切斷電源。 

5.2.15.如發現電線之被覆有破裂時，應即通知生技課人員更換新品，以免發生災害。 

5.2.16.高壓危險地區應加護欄並懸掛標示牌。 

5.2.17.電氣設施附近應嚴禁煙火。 

5.2.18.電氣設施應依檢查項目定期做好自動檢查。 

5.2.19.嚴格禁止以電線直接插入插座內。 

5.2.20.電源插座要標示使用電壓。 

5.2.21.廠內各消防及避難燈具之插座，嚴禁違規其他用途使用。 

5.2.22.緊急照明及方向指示燈應按時檢查，不得任意取下。 

5.2.23.電氣技術人員對全廠電氣設備應隨時檢修，並定期檢查。 

5.2.24.與電氣無關或不必要之任何物件，不得懸掛或放在電氣設備上。 

5.2.25.檢修電氣電路時，應在開關箱上掛牌標示「檢修中」。 

5.2.26.援助觸電時，切勿赤手施救，要先用絕緣物隔絕電源後再施救。 

5.2.27.閘刀開關盒蓋、拉離或關上，宜在電源或負荷切斷時行之。 

5.2.28.在辦公區非經許可，不得任意使用 110V 電腦插座作為電動手工具插座，以避免電

腦當機損失。 

5.2.29.非職權範圍，禁止擅自操作各項設備。 

5.2.30.電氣技術人員在修理電氣設備中切斷之開關，必須懸掛明顯之標示牌，且應派人監

視或上鎖，電氣技術人員外，任何人禁止將該標示牌取下，以免發生傷亡。 

5.2.31.禁止使用未知或不明規格之工業用電氣器具。 

5.2.32.拔卸電氣插頭時，應確實自插頭處拉出，避免電線短路、斷路。 

5.2.33.如遇電氣設備或電路著火，需用不導電滅火設備，如二氧化碳、乾粉滅火器等。 

5.2.34.遇停電時人員應關閉機器之電氣開關。 

 

5.3.機械作業、修護安全守則： 

5.3.1.各種機械及設備均應保持勘用狀態，並須經常檢查保養。 

5.3.2.凡機器上容易發生捲、夾、軋的地方，要加裝護罩，若無法裝設護罩則應在其周圍

裝設護欄。 

5.3.3.非自身操作之機器或未經主管允許，不得擅自操作，並嚴禁用手去接觸機械轉動的

部份。 

5.3.4.凡可能對人體造成傷害之機械，須加警告標示，以提醒操作者注意。 

5.3.5.機械運轉時，切勿進行檢修或保養上油。 

5.3.6.機械需要檢修時，必須先將機械停止運轉，並掛上「修理中」的標示牌。 

5.3.7.廠內各種機械及設備，非經認可之合格人員，不得擅自修理。 

5.3.8.操作前須事先檢查，並於每日作業結束後並須清掃機台。 

5.3.9.經常維護保養使用之手工具，以保持良好堪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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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使用正確之工具，且運用正確和安全的方法。 

5.3.11.操作運轉機械時，切勿打領帶或穿寬鬆之衣物，長髮女性作業者，應將頭髮盤在頭

上，以防止長髮被捲入機構之意外。 

5.3.12.機械之防護設備不得任意拆除，因修理、調整而取下之防護設施應隨時復原裝回。 

5.3.13.使用鑽床類之機械，不可戴手套，以免捲入受傷。 

5.3.14.使用砂輪機時，應配戴安全眼鏡或護眼罩，防止砂屑飛入眼中。 

5.3.15.操作機械工作前，需先點檢所以機械，並每日在作業結束後做好機台保養工作。 

5.3.16.熱壓成形作業時，其模具下壓，身體各部位應儘量遠離，以防夾傷、壓傷。 

5.3.17.熱壓成形作業取出物料時，應先將安全桿關上。 

5.3.18.熱壓成形作業操作時應注意高溫。 

5.3.19.各機台清理保養前，應先關閉電源。 

5.3.21.維護保養及修理機械設備時，先要停車制動，並作好安全防護措施，對某機械設備

未予充分瞭解之前，不可單獨去做維護、保養或修理工作。 

5.3.22.非經允許，任何人不可擅動任何開關或閥，尤其不可擅動掛有標籤及加鎖之開開或

閥，以免影響正常操作或傷害他人。 

5.3.23.修護電力帶動之機械設備時，應先切斷電源，並在開關處懸掛標籤及加鎖，且仍須

使用儀器測試確知已無電流通過時，方可進行修護工作。 

5.3.24.修護有壓力存在之機械設備時，必須先行釋壓。 

5.3.25.進行修護工作時，有外來危險或影響到他人安全時，必須先行連繫。並裝設圍柵，

另加警告標示。 

5.3.26.開動機械之開關或閥時，要先行連繫並檢查，確實不會使他人受到傷害時，始行開

動。 

5.3.27.修理或潤滑工作完畢， 必須將機械內之工具、破布取出，並將護罩重新裝上，離

開前要將工作區域打掃乾淨。 

5.3.28.機具運轉中若有不正常的聲音、煙氣、震動或其他異常均需報告主管人員。 

5.3.29.對於斷續運轉或操作之機械，在試圖加油清潔，或修理前應先停機並加以上鎖。 

5.3.30.修護閥動裝置時，尤其是蒸汽、氣體、油類、危險品、水、空氣之閥動裝置，亦應

懸掛標籤及加鎖。 

5.3.31.經常保持機械處所之環境整潔，使用工具存放整齊，地面油漬擦拭乾淨，擦拭機械

油布應收拾妥善，存放於有蓋之容器內清洗機件之洗滌油不可隨意亂置，應收拾

妥當，存放於安全處所，有引起火災之虞之處所應有嚴禁煙 火之警告標示，及備

置滅火器。 

5.3.32.禁止使用汽油清洗機件。 

5.3.33.廢棄油料或可燃液體，一定要倒在適當之容器內回收，切勿倒入排水溝、下水道、

或其他可能有明火之處。 

5.3.34.禁止使用手指擦除鋼鐵屑，應使用刷子等替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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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安裝軸承時，環境要清潔，手汗不可沾在軸承面上。軸承裝妥後，應立即加油潤滑。 

5.3.36.安裝皮帶時，必須鬆開驅動輪子張力，調整螺絲，不可用起子，工具或旋轉皮帶強

制套裝。回轉部份應注意有無護罩之裝設。 

5.3.37.有物品掉落於機械內部之虞之場所工作時，應將身上易掉之物品取去，手工具用 繩

索等牢綁之。 

 

5.4.手工具使用安全守則： 

5.4.1.手工具應避免與通電中的電線或接頭接觸。 

5.4.2.使用手工具應避免觸及機械高速運轉部份。 

5.4.3.不可以拋擲方式傳遞工具或將工具亂置於地上。 

5.4.4.銳利的手工具不可隨便亂放，攜帶時應將它包裝妥當，以免其銳角觸及身體或傷害

到他人。 

5.4.5.使用工具前應檢查其安全性。。 

5.4.6.無絕緣之工具不得用於帶電器具上。 

5.4.7.使用板手時，不可加裝延長管(桿)。 

5.4.8.使用活動板手時，應將開口向自己，再向內拉，務使開口之固定邊受力。 

5.4.9.切勿一手握著工作物，一手握著螺絲起子，以相對方向拆裝螺絲。 

5.4.10.鋸切物時，鋸之出力應向前重而向後輕拉，亦不可用力過大，以免鋸片折斷而傷

及人員。 

5.4.11.電焊時應戴濾光面罩，並注意周遭有無易燃物。 

5.4.12.電動工具使用前，應檢查插頭、開關及絕緣，並依規定接地線，以免漏電發生感

電意外。 

5.4.13.在潮濕或存有易燃易爆物品之場所使用電動手工具，應防漏電，亦不得產生火花，

並應準備滅火器具。 

5.4.14.使用手工具前，應先檢查有無龜裂、損壞或鬆動，有此情形之手工具不得使用。 

5.4.15.手工具應保持清潔、整齊和良好堪用狀況，在工作完畢後要歸回原處，不可任意

放置。 

5.4.16.使用電動手工具時，絕緣必需良好，並應接妥地線以防漏電，在使用完畢後，要

拔掉插頭。 

5.4.17.不要在有油氣或可燃性氣體下使用電動工具工作，以防電火花引起燃燒。 

5.4.18.使用鑿子應配戴防護眼鏡。 

5.4.19.不可使用無柄銼刀，柄刀之刀根應與柄保持密合，長度亦應適當，不可將銼刀當

作撬桿使用。 

5.4.20.研磨機不可超速使用，絕對禁止試圖將低速研磨機改為高速研磨機使用。 

5.4.21.大部份的手工具均金屬製成，可以導電，故在有電路附近工作時，應特別小心。

而手工具之絕緣性能應時常加以檢查，並請由專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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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危險物及有害物(包括毒化物、化學品；有機溶劑)工作 守則： 

5.5.1.相關工作人員應暸解工作環境內之物質毒性，並詳閱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如不

瞭解應詢問作業區主管或工安人員。 

5.5.2.儘量以有害性較低之原料代替有害性較高之原料。 

5.5.3.不得直接使身體與化學品接觸。 

5.5.4.混合酸或稀釋強酸時，切記只能將強酸緩慢倒入水中。 

5.5.5.有機溶劑的容器應有能辨識之標示或文字，不論是否在使用中或不使用，都應隨手

蓋緊。 

5.5.6.化學品與有機溶劑洩漏時，需警告附近人員，且用抹布、吸液棉擦拭，擦拭後之抹

布、吸液棉應分類丟棄於垃圾桶內蓋好。 

5.5.7.化學品與有機溶劑不得存放於公共場所，應貯陰涼、乾燥、通風良好的地方，不得

接近高溫、日照、發熱、火源處。 

5.5.8.限量貯存，避免大量貯於室內。 

5.5.9.不得將易燃品存放私人櫃子內。 

5.5.10.使用化學品與有機溶劑接觸之工作場所，應設置適當之局部排氣及整體換氣設備。 

5.5.11.處置、使用或緊急應變時，有噴濺腐蝕等危害之虞需配戴防護具。 

5.5.12.作業現場內儘量只放置當日所需使用量。 

5.5.13.操作時避免產生霧滴或蒸氣，或讓其釋放到作業場所的空氣中。 

5.5.14.在隔離儲存區的特定區內採最小用量；若大量使用，應採密閉式操作。 

5.5.15.入庫時，檢查是否標示清楚，不用或空捅皆應保持密閉。 

5.5.16.容器應置於方便操作之適當高度上，空容器存放區應與貯區分開。 

5.5.17.定期檢查容器是否洩漏或腐蝕。 

5.5.18.貯區應備有隨時可用之處理外洩的吸附物（如布材等）及適當的滅火器。 

5.5.19.大量貯存區之設備、牆面、地板、照明及通風系統應使用抗酸鹼腐蝕之材質。 

5.5.20.有害物(包含毒化物、化學品、有機溶劑)作業時應保持工作場所通風良好，儘可能

避免皮膚直接接觸。 

5.5.21.儘量在上風位置工作，以避免吸入有害物(包含毒化物、化學品、有機溶劑)之蒸氣。 

5.5.22.作業場所只可以存放當天所需要使用的有機溶劑。 

5.5.23.使用前必須確認危險物及有害物(包含毒化物、化學品、有機溶劑)之 GHS 標示之危

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佩戴適當防護具，避免危害事件。 

 

5.6.堆高機作業守則： 

5.6.1.非領有合格執照人員不得駕駛堆高機，不使用堆高機時，應停放於指定位置，禁止

隨意停放。 

5.6.2.應在規定路線上行駛，且廠內通道不可超速（10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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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所載物品不可超過其安全負荷。 

5.6.4.不可用貨叉直接搬運氣體鋼瓶或化學品儲桶。 

5.6.5.當舉起重物，放下重物及行駛時，應緩慢地開動。 

5.6.6.開車行駛之前，應先將重物斜靠在後擋板上。 

5.6.7.放下重物時，應先將其恢復垂直位置然後放下。 

5.6.8.應注意倒退下坡，並注視不平的地面，以免重物震動跳出。 

5.6.9.人員不可攀搭貨叉或所舉重物上。 

5.6.10.危險品倉庫內不得使用堆高機。 

5.6.11.堆高機上所載之物料應置穩妥，不得以人扶持行進，其高度不可妨礙駕駛之視線，

並不得超載。 

5.6.12.不可從大堆物料下端抽取物料。 

5.6.13.每日作業前應檢查制動、方向、警報、裝卸、油壓裝置及車輛狀況。 

5.6.14.堆高機應依規定項目，每日作業前實施檢點及每月自動檢查。 

5.6.15.堆高機停止時，應將貨叉降至最低點，貨叉尖端應緊貼於地面，同時排檔應在空檔

位置，並記得取下開關鑰匙。 

5.6.16.堆高機空車之重心較高，不應作快速急轉彎，在高舉重物、行駛及轉彎時，均應緩

慢避免發生翻覆。 

5.6.17.避免長距離之後退駕駛，而如後退駕駛時則應有警告聲音。 

5.6.18.撬起貨物時，首先將貨物升高離地 5~10 公分高，確定貨物穩定後再行駛。 

5.6.19.不可以貨叉去推動貨物，或從前端撬起貨物。 

5.6.20.堆積物料時，應採取有效防護措施，預防可能發生崩塌或翻落之意外事故。 

5.6.21.叉貨行進時，應避免緊急煞車，且貨叉不得有升降動作。 

5.6.22.行進至進(出)貨平台或升降機前應減速，避免撞及升降機門或破壞平台結構。 

5.6.23.行駛坡道應靠內側另不得靠近進(出)貨平台，避免墜落。 

5.6.24.夜間行駛堆高機時，應開啟照明裝置。 

5.6.25.行經有鐵捲門之出入口，應注意門是否完成捲起後方可出入，其載貨高(寬)度，不

可超過門之高(寬)度範圍。 

5.6.26.駕駛員離開駕駛座時，應將貨叉放置於地面，停止原動機並使制動裝置保持於停止

狀態。 

5.6.27.加油時應先熄火，並在室外通風良好處加油。 

5.6.28.貨物荷重不可超過堆高機最大荷重能力。 

5.6.29.除操作人員外，堆高機不得搭載人員，堆高機制動狀態使用安全平台作業，人員無

危害之虞不在此限。 

5.6.30.堆高機之托板或撬板時，需具有充分能承受積載之貨物重量之強度，如有顯著之損

傷，變形或腐蝕情形不得使用。 

  5.6.31.座式堆高機操作人員需繫上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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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原物料儲放、搬運管理守則： 

5.7.1.搬運粗糙尖銳物料，必須戴上手套，搬運空桶、紙箱等物時，應雙手並用不可單手

提取。 

5.7.2.不可獨自搬運笨重物，應請同事協助或使用機械設備。 

5.7.3.二十五公斤以上之物品儘可能以台車搬運。 

5.7.4.傳遞物料絕對禁止拋擲。 

5.7.5.機具、物料之堆放必須注意平穩紮實，以免發生倒塌。 

5.7.6.搬運堆積之物料，應自上而下順序搬取，絕對禁止自下方抽或挖掘。 

5.7.7.使用堆高機搬物品，應用強韌之繩索捆綁牢固再搬運，無紙箱包裝之圓桶及方桶要

繞綁兩層。 

5.7.8.危險物品應隔離存放於危險物品倉庫。 

5.7.9.搬運物品時，應注意不可妨礙視線。 

5.7.10.搬運龐大物品時，最好有一人引導並協助排除周圍之障礙。 

5.7.11.廠區內各種車輛行駛之時速不得超過二十公里，堆高機不得超過十公里。 

5.7.12.物料之領發應按該項物料入庫之先後發放，即『先進先出』的原則，以防久存變質。 

5.7.13.使用完畢之溶劑桶須分開排放整齊，並正面朝外，易於分辨。 

5.7.14.存放地點須照規定位置，底層須放正，不可有動搖現象。 

5.7.15.不可擋住照明且高度不可超過天花板以下 45 cm。 

5.7.16.露天物料存放，應遮蓋以防曝曬及淋雨。 

5.7.17.氧及乙炔氣鋼瓶儲放，應以鏈條固定直立放置於陰涼處，而使用後的空瓶亦比照辦

理，並分開儲放。 

5.7.18.人力搬運前先注意物品之大小、重量及形狀，若超過人之負荷能力，應立即請他人

協助並盡可能使用相關搬運工具。 

5.7.19.搬運時，應注意查看物品周圍有無割手及尖銳之突出部份，應戴上棉紗手套，並整

理完後再搬運。 

5.7.20.搬運物品時兩腳應站穩，兩手確實握緊物品，以免滑落。 

5.7.21.物料、空籃框應適當安全堆放，同時不可過高，以免搬運困難倒塌。 

5.7.22.兩人或兩人以上搬運物件，行動須一致或聽指揮者口令。 

5.7.23.物料堆放不可影響交通或突出通行道上，導致危險。 

5.7.24.提起或放下物品時，應用腿部力量避免使用蠻力或腰力，以免扭傷。 

5.7.25.使用手推車時，重物應置於下面，保持重心於底部。 

5.7.26.物料裝載搬運，應疊放穩固，並妥為捆綁，以防止傾倒、滾動或滑落。 

5.7.27.手推車、台車載運物品時，其重量應由車身承荷，操作人員僅出力推動車身。 

5.7.28.物品放置車上應穩定平衡，不使滑溜跌落，其高度不得妨礙操作人員之視線。 

5.7.29.須注意控制車輛，不可推車跑步，不可拉車倒退。 

5.7.30.轉彎時要注意轉角處之行人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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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1.空台車應放置於指定地點，不可任意棄置。 

5.7.32.人員不得站立於物料台車上，任意滑行。 

5.7.33.搬運及開箱前後須將突出鐵釘、鋒利之鐵線、鋼帶等拔除或打彎者，應即搬離工作

場所。 

5.7.34.物料於台車上搬運時，不得一人推車一人加以乘座。 

5.7.35.搬運油料危險物品，應嚴禁煙火。 

5.7.36.物料之堆放應注意下列事項: 

5.7.36.1.不得超過堆放地最大安全負荷。 

5.7.36.2.不得超高。 

5.7.36.3.不得阻礙通道或出入口。 

5.7.36.4.不得妨礙消防器具、設備之緊急取用。 

5.7.36.5.靠牆壁或結構支柱堆放物品時，不得超過其安全負荷。 

5.7.36.6.危險物品應依規定存放於指定場所。 

    5.7.37.使用天車、台車、模具車搬運模具必須注意機具有足夠荷重強度。 

    5.7.38.模具搬運過程需平穩緩慢，避免傾斜滑落。 

    5.7.39.模具入櫃後務必插上檔模插銷 2 支以上，避免模具滑出倒塌。 

5.8.危險性機械、設備工作守則： 

5.8.1.起重機具工作守則： 

5.8.1.1.使用天車吊起大型材料或換模車時，應顧及周圍是否有人員經過，並將其操  作

移動之速度減慢，以免傷及他人。 

5.8.1.2.吊升荷重 3 公噸或 5 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需接受訓練並取得合

格操作證書。吊升荷重未滿 3 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需接受特殊安全

衛生訓練課程。 

5.8.1.4.吊升荷重 3 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應定期每年委合格機構檢查。 

5.8.1.5.起重機應於明顯處標示最高負荷重量及行逕方位， 並和操作鈕上標示相同。 

5.8.1.6.起重機附屬之吊具掛勾應設置防滑舌片。 

5.8.1.7.起重機未使用時，應移至定點放置，並予以標示。 

5.8.1.8.起重機及其附屬之吊掛用具應定期實施點檢。 

5.8.1.9.起重機具運轉作業時，嚴禁人員進入吊舉物之下方，另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

信號，並指派專人辦理。 

5.8.1.10.起重機具應設置過捲預防裝置。 

5.8.1.11.吊掛用鋼索使用前應先檢點，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即予汰換，不可勉強使用： 

5.8.1.11.1.一撚間有百分之十以上素線截斷者。 

5.8.1.11.2.直徑減少達公稱直徑百分之七以上者。 

5.8.1.11.3.有顯著變型或腐蝕者。 

5.8.1.11.4.已扭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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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12.起重機吊鏈於工作前應先檢點，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即予汰換，不可勉 

強使用: 

5.8.1.12.1.延伸長度超過百分之五以上者。 

5.8.1.12.2.斷面直徑減少百分之十以上者。 

5.8.1.13.未經訓練合格者，不得操作起重設備。 

5.8.1.14.起重機運轉時，股長或帶班人員應指派人員指揮。工作半徑內應禁止閒人進  

入，並禁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 

5.8.1.15.吊升重量不得超過額定荷重。 

5.8.1.16.龜裂之吊鉤。 

5.8.1.17.吊鉤之防脫舌片不可隨意拆除。有脫落或損壞者，應即報告主管或通知修護人

員處理。 

5.8.2.載貨升降機操作安全作業守則： 

5.8.2.1.貨物積載荷重不可超過 5 公噸。 

5.8.2.2.載貨用升降機禁止搭載人員，放置物品應保持平衡。 

5.8.2.3.安全柵門活動部份應保持開關正常潤滑，不得積垢也不得堆積雜物。 

5.8.2.4.升降機具如有「停電」、「故障」、「修理中」、「保養中」之標示時，一律禁止使

用。 

5.8.2.5.升降機如有異常，應停止使用，並通報相關單位處理。如非指派的技術人員，

不得擅自修理。 

5.8.2.6.升降機必須完全停止升降後，始得打開柵門操作。 

5.8.2.7.操作完畢，應隨手關閉內外安全柵門。 

5.8.2.8.升降機如有異常，應立即通知廠商、主管及相關人員。 

5.8.2.9.搬運貨物時應按開延長按鈕。 

5.8.2.10.升降機操作機械室門口通道保持淨空，不可堆積貨物。 

5.8.2.11.升降機每月應依規定項目，實施自動檢查。 

5.8.3.小型鍋爐操作安全工作守則： 

5.8.3.1.鍋爐操作作業之同仁，需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格操作證書。 

5.8.3.2.監視壓力、水位、燃燒狀態等運轉動態。 

5.8.3.3.避免發生急劇負荷變動之現象。 

5.8.3.4.防止壓力上升超過最高使用壓力。 

5.8.3.5.保持壓力表、安全閥及其他安全裝置之機能正常。 

5.8.3.6.每日檢點水位測定裝置之機能一次以上。 

5.8.3.7.確保鍋爐水質，適時化驗鍋爐用水，並適當實施沖放鍋爐水，防止鍋爐水之濃

縮。 

5.8.3.8.保持給水裝置機能正常。 

5.8.3.9.檢點及適當調整低水位燃燒遮斷裝置、火焰檢出裝置及其他自動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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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機能正常。 

5.8.3.10.發現鍋爐有異狀時，應連絡廠商並通報主管採必要之措施。 

5.8.3.11.鍋爐作業區需有明顯標 示，並將操作人員資格 證件影本放置於作業區，另除

相關原物料放置外，不得有其他物品堆置。 

5.8.3.12.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等設備，每年需委外合格機構實施定期檢查，並應實施定期

點檢。 

5.8.4.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安全工作守則： 

5.8.4.1.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作業之同仁，需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格操

作證書。  

5.8.4.2.實施檢點設備及配管外觀有無裂痕、腐蝕、洩漏、變形等。 

5.8.4.3.檢點如有異常應連絡廠商並通報主管採必要之措施。 

5.8.4.4.確保壓力表、安全閥及其他安全裝置之機能正常。 

5.8.4.5.注意基座有無沈陷現象，如有沉陷現象時，應視其沉陷程度實施工程改善。 

5.8.4.6.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等作業區需有明顯標示，並將操作人員資 格證件影本放置於

作業區，另除相關原物料放置外，不得有其他物品堆置。 

5.8.4.7.高壓氣體特定設備等設備，每年需委外合格機構實施定期檢查，並應實施定 期

點檢。 

5.8.5.砂輪機作業安全工作守則 

5.8.5.1.非經指導不得任意使用砂輪機。 

5.8.5.2.安裝砂輪前需先檢查砂輪有無瑕疵，如敲擊試驗。 

5.8.5.3.確認工件扶持架與砂輪面距離勿大於 3 mm。 

5.8.5.4.新裝之砂輪需先試轉三分鐘，每天使用前需先試轉一分鐘。 

5.8.5.5.砂輪機啟動時或使用中，勿站立在正前方。 

5.8.5.6.依材料性質選擇合適之砂輪。 

5.8.5.7.在使用時不可讓工件過度擠壓砂輪。 

5.8.5.8.砂輪機聲音不正常或有不正常晃動時，應立即停止使用。 

5.8.5.9.砂輪之固定基座須牢固。 

5.8.5.10.磨削時須使用防護設備，如口罩、安全眼鏡、擋屑板。 

5.8.5.11.砂輪使用完畢應隨時關閉電源。 

   

5.9.射出成型機作業守則： 

5.9.1.每日操作前或維修後重新開機前應注意下列所規定事項： 

5.9.1.1.檢查安全門限位開關功能。 

5.9.1.2.檢查機械止動棒擋板起落。 

5.9.1.3.檢查曲手注油點管路暢通。 

5.9.1.4.檢查冷卻器運水管路暢通。 



 

文件編號 3-120-017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版 第 15 頁，共 28頁 

 

2-120-018-02-A 

5.9.1.5.檢查料管加熱區升溫正常。 

5.9.1.6.檢查料管下方無雜物堆置。 

5.9.1.7.檢查緊急停止開關功能。 

5.9.2.機械正在操作時切勿將手伸入安全門內。 

5.9.3.清理模具或調整機器前，必須關掉電源。 

5.9.4.換模、模具搬運時。應注意安全。 

   

  5.10.特殊設備工作守則： 

5.10.1.沖床作業安全工作守則： 

5.10.1.1.先檢查安全裝置的性能。 

5.10.1.2.試車數次如有雜音等異狀或故障時，即通報主管後，委託生技或廠商予以修 

       理與調整，確認問題排除後才再操作。 

5.10.1.3.停止運轉後始可更換衝壓模。 

5.10.1.4.沖壓模裝置後必須再檢點。 

5.10.1.5.沖床運轉中身體任一部位不可接近沖壓行程範圍。 

5.10.1.6.大型沖床確實拉下安全檔板或安全拉門。 

5.10.1.7.應充分注意模板加油。 

5.10.1.8.輸送材料剪斷板屑時，應使用壓片。 

5.10.1.9.作業中應集中注意力，不可想其他事情。 

5.10.1.10.作業換班時，對機械的情況使用方法等，如有疑問，必須將其交代換班人 員。  

5.10.1.11.模具必須裝置於衝床中央軸線上。 

5.10.1.12.模及下模中心必須裝置於衝床中央軸線上。 

5.10.1.13.手指不可伸入上下模之間，必免切斷手指。 

5.10.1.14.安裝上模及下模必須將螺栓旋緊，在工作中亦須時時檢查 固定螺絲有無鬆 

動。 

5.10.1.15.衝床工作開始前，應注意： 

5.10.1.15.1.材炓之彎曲情形 

5.10.1.15.2.型模之往運轉 

5.10.1.15.3.有無引起危險之不良材料。 

5.10.1.16.故障時須馬上通知主管，不可自行處理。 

5.10.1.17.不可兩人同時操作一台沖床。 

5.10.1.18.需要幫忙時必須聽從操作者的指揮。 

5.10.1.19.保持安全裝置功能正常，不可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 

5.10.1.20.實施沖床作業前，應先檢查模具是否確實固定 好，才可開始作業。 

5.10.1.21.沖床機械其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置護蓋、護圍或連鎖防護等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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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22.沖床作業機台之附屬腳踏開關應實施控管動作。 

5.10.1.23.沖床設備應具有連續行程、一行程、安全一行程或寸動行程等之行程

切換開關。 

5.10.2.操作氬焊設備應注意下列事項: 

5.10.2.1.個人護具必須配著完整。 

5.10.2.2.個人護具有平光眼鏡、手套、臂套、前掛。 

5.10.2.3.操作電源開關必須用右手，且不可面對開機。 

5.10.2.4.隨時檢查壓縮空氣供給管路是否牢固，有無漏氣跡象。 

5.10.2.5.整修電極前必須先切斷所有電源。 

5.10.2.6.工作場所絕對不可兒戲。 

5.10.2.7.電極動作不正常時立即報告，請專人處理。 

5.10.2.8.冷卻水不可流積地面，應保持乾燥。 

5.10.2.9.雙手避免接近電極。 

5.10.2.10.雙目以護目鏡注視電極，不可直視。 

5.10.2.11.工作物之堆積須用臺車，不可傾倒置地。 

5.10.2.12.不可自己檢視各真空管和線路。 

5.10.2.13.停作時間關掉電源、用水和壓縮空氣。 

5.10.2.14.關水時先關「入」後關「出」。 

    5.10.3.操作電焊設備應注意下列事項: 

5.10.3.1.工作前先將個人護具配著妥善。。 

5.10.3.2.個人護具有護面罩、皮手套、前掛(長袖)。 

5.10.3.3.工作現場保持通風良好。 

5.10.3.4.電焊弧光須庶遮斷不使外洩，以免影響他人眼部 

5.10.3.5.將接地線牢接於金屬工作臺，如接於工作物時須接 於不加工之部位。 

5.10.3.6.必須穿橡膠底鞋。 

5.10.3.7.電焊把手須放置在工作物時，背向工作物。 

5.10.3.8.如須兼作打除黑皮，必須戴眼鏡。 

5.10.3.9.停作時，立即關掉(OFF)電源。 

5.10.3.10.檢查焊機前應關掉(OFF)電源。 

5.10.3.11.任何危險發生時，先關掉(OFF)電源。 

5.10.3.12.電源接頭處要包紮完善避免金屬接觸。 

5.10.3.13.纜線之外皮應經常查看是否有破損跡象，有破損時應立即申請修理。 

5.10.3.14.注意不使無關人員玩弄設備。 

5.10.3.15.接電源應注意接於保險絲後端，並使接線穩固，以策安全。 

5.10.3.16.焊好物件應放置於不易使他人觸及燙傷之處。 

5.10.3.17.工作完畢必須將用具收拾妥善，整理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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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18.焊接 ROBOT 故障時，應需將電源關除，掛上「機械維修中」的維修牌，再 

          進入安全柵內，進行維修。 

    5.10.4.氧氣、乙炔切割守則: 

5.10.4.1.氧氣瓶不可沾染油脂，螺栓處不可加潤滑油，不可帶 著沾油污的手套來開關

氣閥。 

5.10.4.2.不可利用氧氣來吹拂。(當壓縮空氣用) 

5.10.4.3.點火前應先清除周圍之可燃物，使工作場所寬裕安 全。 

5.10.4.4.用肥皂水檢查有否漏氣。 

5.10.4.5.不可將火口深入工作物孔內或空穴內點火，以防爆炸傷人。 

5.10.4.6.換氣瓶或另件時，應將氣瓶關緊。 

5.10.4.7.經常於點火前查看皮管是否完整，有無漏氣跡象。 

5.10.4.8.點火時噴嘴口不可對著人。 

5.10.4.9.不可將皮管及吹管掛吊於儀表上。 

5.10.4.10.不可將氧氣瓶之調節器拆下裝於可燃性氣瓶上。 

5.10.4.11.作業場所的空氣流通性須良好。 

5.10.4.12.不可讓不熟練之作業員獨立從事工作。 

5.10.4.13.作業場所嚴禁開玩笑。 

5.10.4.14.關於氧氣瓶、乙炔瓶、氬氣瓶: 

5.10.4.14.1.氧氣瓶不可與可燃氣放置同一庫房。 

5.10.4.14.2.有氧瓶應與空氣瓶分開存放，且須與電氣產生高熱度等地區隔離。 

5.10.4.14.3.用完時，空瓶亦應鎖緊開關。 

5.10.4.14.4.一定要裝接調節器後方可使用，且須全開，調整適當壓力。 

5.10.4.14.5.乙炔氣瓶要直立使用避免內硐外流。 

5.10.4.14.6.乙炔之開關板手應隨時存放於明顯易取處，以便緊急關閉。 

5.10.4.14.7.不使用時，一律關閉並存放其管內氣體，壓力調整為零。 

5.10.4.15.關於焊管及調節器: 

5.10.4.15.1.損壞件不可使用，應立即更換。 

5.10.4.15.2.不可以焊管釣推或敲打物件。 

5.10.4.15.3.各活動部份嚴禁用油類來潤滑。 

5.10.4.15.4.隨時檢查調節器或焊管之防漏墊片有無失效漏氣跡象。 

5.10.4.15.5.清潔火口須用銅或青銅製造通針，不可使用硬質材料通針。 

5.10.4.15.6.壓力計不正常必須送回原製造工廠修理或換新，不可自行拆修調整。 

5.10.4.16.承覽商於廠內實施焊接、氧乙炔切割等動火危險性工作，應於施工前提出動

火申請，核准後始可施工。 

 

  5.11.特殊作業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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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熔接作業安全守則： 

5.11.1.1.電焊前須檢查安全護具是否安全，有無損壞。 

5.11.1.2.從事電焊之作業人員，應配戴護目眼鏡、口罩、圍裙、手套、 袖套、安全鞋

等必要防護用具。 

5.11.1.3.防護手套不可潮濕，以免感電。 

5.11.1.4.在熔接作業時，應配置滅火器在作業點旁，以備不時之需。 

5.11.1.5.焊接工作時，身上不宜帶有易燃物，如火柴、打火機、塑膠品等。 

5.11.1.6.焊接工作進行時，附近不宜有水及濕氣，以防漏電點擊。 

5.11.1.7.電焊機有電流輸出時，不可移動或搬動，應停止切斷電源後，方可遷移。 

5.11.1.8.熔接時會產生火花四濺，所以需要遠離電纜線及可燃物品，以防火災及影響第

三者作業。 

5.11.1.9.凡焊接人員離開工作崗位或收工時，必需將電源關閉。 

5.11.1.10.作業完成後應確認周遭無任何火星後，方可離開。 

5.11.2.電鍍作業安全工作守則： 

5.11.2.1.使用危害物、毒化物、有機溶劑等依據本工作守則辦理。     

5.11.2.2.毒化物上鎖管制，領用時確實填寫運作紀錄表，運作前 確實穿戴防護具。 

5.11.2.3.電鍍作業，依據作業現場危害，穿戴對應之防護具(防護手套、防護圍裙、 

       口罩、護目鏡等)。 

5.11.2.4.電鍍設備運作中如出現異常，須緊急停機，開關處應採防止他人操作措施(標 

       示維修中、單人作業通報、開關 上鎖管制)，始可查修。 

5.11.2.5.電鍍設備如發生化學液體洩漏時，保持通風，應變人員穿防護衣佩戴防護 

       具，以化學液吸附包或破布吸附，量大時以吸附棉索或木屑阻隔，避免擴散。 

5.11.3.塗裝作業安全工作守則： 

5.11.3.1.使用危害物、有機溶劑等依據本工作守則 5.8 辦理。     

5.11.3.2.塗裝作業，依據作業現場危害，穿戴對應之防護具(防護手套、防護圍裙、口罩、

護目鏡等)。 

5.11.3.3.塗裝設備運作中如出現異常，須緊急停機，開關處應採防止他人操作措施(標 

         示維修中、單人作業通報、開關上鎖管制)，始可查修。 

5.11.3.4.塗裝設備如發生液體洩漏時，保持通風，應變人員穿防護衣佩戴防護具，以化

學液吸附包或破布吸附，量大時以吸附棉索或木屑阻隔，避免擴散。 

5.11.4.廢水處理作業安全工作守則： 

5.11.4.1.廢水處理操作人員每日應就廢水操作相關設備做巡檢一次以上，確實廢水處 

         理操作日報表紀錄表。 

5.11.4.2.廢水處理設備運作中如出現異常，須緊急停機，開關處應採防止他人操作措 

         施(標示維修中、單人作業通報、開關上鎖管制)，始可查修。 

5.11.4.3.廢水處理如發生藥劑洩漏時，依據洩漏藥劑之危害，穿戴對應之防護具，將 



 

文件編號 3-120-017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版 第 19 頁，共 28頁 

 

2-120-018-02-A 

         其引流至綜合調勻池。 

5.11.4.4.如鉻酸廢液洩漏時，依據鉻酸危害，穿戴對應之防護具，將其鉻酸引流之氧化

還原池處理。 

5.11.4.5.所有維修、清理等作業方式採用池外作業，人員嚴禁進入廢水處理池。 

 

  5.12.特別危害作業工作守則： 

5.12.1.噪音作業工作守則：工作場所之噪音如超過八十五分貝時，主管人員應採取下列防

護措施。 

5.12.1.1.噪音超過八十五分貝場所，勞工應配戴耳罩或耳塞減低噪音，保護耳朵。 

5.12.1.2.將產生噪音之機構設備，予以隔離或採取防震消音等措施，以降低其噪音。 

5.12.1.3.啟動各種機械設備前應先檢查是否正常，以減少不必要之噪音。 

5.12.1.4.引擎機械設備之消音裝置、隔音裝置、緩衝裝置等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

能。 

5.12.1.5.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各工作場所之噪音狀況作建議或督促勞工使用防護具。 

5.12.1.6.平日機械認真做好保養維護工作，損壞零件務必更新，鬆動嵌板等必須鎖緊，

以減少異音產生。 

5.12.1.7.平日極應注意加注潤滑油、冷卻劑等，使潤滑良好以減少煞車器等部份所產生

之噪音。 

5.12.1.8.每個機件均應置平穩於地面上，避免不平衡狀況下轉動，而產生噪音。 

5.12.1.9.各材料或工具可填加襯墊時，應予加裝以減少振動。 

5.12.1.10.平日搬運物件，不可養成大力摔擲之習慣，以免增加無謂之噪音。 

5.12.1.11.聽力防護具若有損壞、變形、硬化或遺失應即更換。 

5.12.1.12.說話咀嚼食物等會使耳塞鬆動應隨時注意並戴好。 

5.12.1.13.從事作業之勞工有接受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之義務。 

5.12.2.粉塵作業安全工作守則： 

5.12.2.1.粉塵作業場所每天至少清掃一次以上。 

5.12.2.2.避免不當的工作方法使粉塵飛揚。 

5.12.2.3.嚴禁止在粉塵工作場所吸煙。 

5.12.2.4.在粉塵作業場所應著有效之呼吸防護具。 

5.12.2.5.須養成隨時洗手之習慣，工作後必須洗手。 

5.12.2.6.粉塵作業場所局部排氣裝置，於粉塵作業時間內，不得停止運轉。 

  5.13.工業用機械人安全管理守則： 

    5.13.1.使用自動作業機械人應於明顯處設置告示看板。 

5.13.2.機械人所能延伸的最大範圍，要設置適當柵欄，並禁止同仁於機械人作業中進入。 

5.13.3.於明顯處設置具有發生異常時可立即停止動作，並維持安全之緊急停止裝置。 

5.13.4.同仁於換模、維修及保養應確認機台停止，應掛上「機械維修中」等之相關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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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自動作業機械人應定期實施作業點檢。 

5.13.6.機器人因緊急停止裝置停止運轉後，非經人為再啟動之操作，不能開始動作。 

5.13.7.控制面盤上其開關之位置及使用狀況等應明確示。 

5.13.8.新進或職位調動之同仁，需於作業前實施內部教育訓練。 

5.13.9.緊急停止裝置用開關，其四周不得設置可能發生錯誤操作之其他開關。 

5.13.10.緊急停止用開關，應為易操作之構造，且應設在易操作之位置，並應設置紅色標

示。 

5.13.11.從事機器人之運轉狀況確認作業時，應在可動範圍外實施。 

 

  5.14.移動梯及合梯使用守則 

    5.14.1. 定義 

     5.14.1.1.移動梯：移動梯係指非固定式梯子，可於不同場所移置使用之梯子；一般為提

供具高低差之處所上下路徑或從事輕便性、臨時性作業用之工作梯。

移動梯型式可為單梯、折梯、伸縮梯等 

     5.14.1.2. 合梯：兩面單梯經鉸接，梯腳間使用繫材扣牢或以鉸接固定器在鉸接處作夾角

固定，以避免梯腳移位，為可自立之Ａ字型梯子。提供跨坐或站立於合

梯上之輕便作業使用。 

    5.14.2. 移動梯及合梯安全檢查重點及基準 

     5.14.2.1.移動梯應依下列規定實施檢查： 

      5.14.2.1.1.移動梯應具有堅固之構造，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5.14.2.1.2.移動梯寬度應在 30 公分以上。 

      5.14.2.1.3.移動梯應有防止移動梯滑溜或轉動之設施。 

     5.14.2.2. 合梯應依下列規定實施檢查： 

      5.14.2.2.1.合梯應具有堅固之構造，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5.14.2.2.2.合梯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 75 度以內，兩梯腳間應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

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並應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5.14.2. 3.移動梯作為上下屋頂或其他具高度之平面時，梯柱頂端應突出板面 60 公分以

上。 

     5.14.2.4.在垂直高度 2 公尺以上處所使用移動梯，應採取於移動梯兩側設置護欄或設置

垂直安全母索固定於上方錨錠處、使用止滑防墜器或捲揚式防墜器，供勞工使

用背負式安全帶等防止墜落之設施。 

     5.14.2.5.移動梯、合梯梯腳應防止壓踩電氣線路，防止發生感電事故。 

     5.14.2.6.高處作業使用移動梯、合梯時，應避免作業場所中僅有一人獨自作業，建議設

置監護協助之人員。 

     5.14.2.7.避免於工作場所出入口、通道、人行道、車輛通行道路等處所使用移動梯、合

梯；無法避免時，建議設置警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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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2.8.移動梯、合梯不得在施工架上使用。 

     5.14.2.9.移動梯、合梯主要為提供人員上下使用之設備；人員上下梯時，手腳應隨時維 

 

             持三點以上接觸柱、梯面，嚴禁人員手持工具或物料攀登移動梯、合梯上下， 

             以防止墜落。 

     5.14.2.10.移動梯應於平整之地面設置使用。於坡面使用移動梯時應設置水平墊塊，使 

             移動梯梯腳確實穩固，不會發生移動。 

     5.14.2.11.合梯不得作為 2 公尺以上作業之上下設備，僅供高度在 2 公尺以下輕便作業時   

             跨坐使用，作業高度在合梯頂板以下時，人員方可站立於單側梯面踏板上作  

             業。移動合梯時人員應下至地面，嚴禁利用合梯兩梯腳開合方式從事橫向移動。 

     5.14.2.12.從事泥作、油漆、裝修、模板組立及拆除等作業，高度在 2 公尺以下時，以設 

             置移動式工作台或合梯等實施作業。高度在 2 公尺以上時，應搭設施工架、設 

             置安全之工作台或使用高空工作車。 

     5.14.2.13.合梯不得置於移動車輛之載貨台上作業或設於兩梯腳間呈高低差等不平穩之 

             處所使用。 

 

5.15.交通安全守則： 

5.15.1.喝酒後及疲勞狀況下絕不駕駛。 

5.15.2.穿越平交道前應先停、聽、看，確認安全後始可通過。 

5.15.3.十字路口、巷道口或轉彎時應減速慢行。 

5.15.4.經常與前車保持規定之安全距離。 

5.15.5.乘騎機車時應戴檢驗合格之機車用安全帽並擊妥頤帶。 

5.15.6.行駛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駕駛及前座人員應擊妥安全帶。 

5.15.7.駕駛人員應確實遵守交通有關規則，避免違規行駛。 

5.15.8.車輛之裝載不得超過限制及高度，裝載物並應確實固定。 

5.15.9.凡駕駛汽、機車從事公務或上下班，均應領有經公路監理單位考驗合格之執照， 

          不可無照駕駛。 

5.15.10.一般車輛由保管人實施作業前就煞車、冷卻水、燈號、機油等車況檢查；並定 

期至驗車廠做各項安全性能檢查。 

 

5.16.教育及訓練： 

5.16.1.新進員工必須接受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16.2.調換工作者應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若為較特殊之作業，應施予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5.16.3.擔任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者，應使其接受危險性機構設備操作人員安全訓練，並取 

      得合格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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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有機溶劑作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粉塵作業等單位之作業主管，應接受特定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5.16.5.各廠防火管理人依消防法規定接受防火管理員訓練，並定期接受複訓課程。 

 

5.17.急救與搶救： 

5.17.1.急救守則： 

5.17.1.1.一般原則： 

5.17.1.1.1.發生重大事故時應支援搶救，就近送醫或呼叫救護車，並指派一員打電 

話向單位主管求救，並通報至管理部，說明其狀況、發生所在地點，扼 

要且迅速地敘述發生狀況及原委。 

5.17.1.1.2.儘量使患者有適當之舒適姿勢，解開衣領使呼吸舒暢。 

5.17.1.1.3.傷者有窒息(心跳停止)現象，應立即施以人工呼吸(AED)。 

5.17.1.1.4.檢查傷者身體各受傷部份，並設法止血。 

5.17.1.1.5.傷者腹部受創或神智不清時，絕對不可飲食。給予傷者適當保暖，送急 

診室再做進一部治療。 

5.17.1.1.6.各單位應將配置之急救箱，放置易取得之處。急救藥品器材應常加檢 

視，不足時申請補充。 

5.17.1.2.一般性急救： 

5.17.1.2.1.在醫護人員未抵達前或送醫途中，受過急救訓練之員工應即作適當之 

理，以防止傷勢或病情惡化。  

5.17.1.2.2.在未確定受傷之實情前，應使傷者保持原狀。 

5.17.1.2.3.如傷者面色發紅，應即將其頭部墊高；如有嘔吐則將頭轉向一側，以防 

止窒息。 

5.17.1.2.4.需要時可用棉被、衣物等保持傷者體溫，以防止休克。 

5.17.1.2.5.若傷者大量出血，應即先予止血。如血色鮮紅，呈波狀噴出，為動脈出血，

可壓迫止血點止血，或於傷口靠心臟側處，以束帶束緊。如血色暗紫，

徐緩外流，為靜脈出血，可直接壓迫傷口止血，或於傷口靠身體外緣側，

以束帶束緊。 

5.17.1.2.6.利用止血帶止血，每隔 15 分鐘應緩解一次，使血液循環，避免患肢組織壞

死。 

5.17.1.3.灼傷急救法： 

5.17.1.3.1.大火灼傷時，使傷者安靜躺下，用剪刀小心剪開衣著，保持室內溫暖， 

供給水份，並立即送醫院診治。 

5.17.1.3.2.小火灼傷時，用布浸水冷卻局部。 

5.17.1.3.2.1.沖:以流動冷水沖洗。 

5.17.1.3.2.2.脫:在水中小心除去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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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3.2.3.泡:以冷水持續浸泡三十分鐘。 

5.17.1.3.2.4.蓋:覆蓋乾淨布巾。 

5.17.1.3.2.5.送:趕快送醫急救。 

5.17.1.3.3.酸鹼灼傷(必要時，盡速使用緊急沖淋設施) 

5.17.1.3.3.1.酸、鹼溶液沾衣，以大量清水沖洗後脫去。 

5.17.1.3.3.2.身體任何部位遭受灼傷，及須以大量清水淋洗傷處，至少要淋洗 30 分

鐘，來減低皮膚表面的化學藥劑濃度。 

5.17.1.3.3.3.眼睛灼傷，應以大量清水沖洗，並翻開上下眼瞼緩緩沖洗 5 分鐘以上，

並速送醫診治。 

5.17.1.3.3.4.酸、鹼液灼傷，經清水沖洗後，未經醫師指示，不可塗抹任何藥物。 

5.17.1.3.3.5.應用酸鹼溶液時，應配戴安全眼鏡、安全手套及防護衣等各人保護裝

備。 

5.17.1.4.出血急救法： 

5.17.1.4.1.出血量不多時，可用雙氧水先行消毒，再以優碘或紅藥水擦拭傷口。 

5.17.1.4.2.出血量較多時，應以止血管(帶)於靠近心臟部份緊缚著，並速送醫診 

5.17.1.4.3.玻璃片進入眼睛時，應禁用手搓揉並以自來水沖洗，若無法確實沖出，應

立即請眼科醫師診治。 

5.17.1.5.感電急救法： 

5.17.1.5.1.人員發生感電呈意識尚失而昏迷，應首先將電源切斷或用絕緣棒、絕緣鉤

將附著的電線移開，在未將電流切斷前，決不可赤手拉傷者離開。 

5.17.1.5.2.傷者發生呼吸或心跳停止時，應即刻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時儘快護送醫院

處理。 

5.17.1.5.3.解開傷者衣服及除去一切束帶，以乾毛巾或毛刷摩擦全身皮膚，使毛細管

恢復功能。 

5.17.1.5.4.移傷者於陰涼處，如傷者未失知覺，可給少量茶、咖啡等興奮劑。 

5.17.1.6.人工呼吸法： 

5.17.1.6.1.仰臥頭部側向一邊，除去口中污泥、假牙，並鬆解傷者衣領及束帶。 

5.17.1.6.2.如傷者不能自行呼吸時，則施以人工呼吸。 

5.17.1.6.3.將下巴提起，前額下壓，使頭向後傾。(頸部外傷者應小心) 

5.17.1.6.4.施救者以手指掐住傷者鼻孔，並向傷者口部吹氣至其胸部膨起止。 

5.17.1.6.5、施救者將口移開讓傷者自行呼氣，當聽到傷者呼氣完時，重覆上述步驟，

吹兩口氣後測脈搏。 

5.17.1.6.6.若脈搏正常，每分鐘重覆實施十二次(每 5 秒一次)，直至傷者恢復自然呼吸

為止。 

5.17.1.6.7.人工呼吸應就近擇適當地點進行，不宜過遠也不得任意移動。如因特別氣

候情況等需移動時，移動中亦應繼續施行甦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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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6.8.當傷者恢復能自動呼吸時，搶救者應配合其呼吸速度繼續施行，直至其能

大量呼吸時才可停止。 

5.17.1.6.9.在傷者恢復全部知覺前，切勿使其由口中飲入任何流質食物。 

5.17.1.6.10.傷者甦醒時，應使其保持靜臥，不可允許其站立或坐起。 

5.17.1.7.胸外心臟按摩法： 

5.17.1.7.1.施救者跪在傷者一側，摸不到頸動脈跳動時，應做心外按摩。 

5.17.1.7.2.肋骨邊緣摸出劍突，避開劍突以掌跟按住胸骨下端。 

5.17.1.7.3.以另一手手指交叉掌跟重疊，手指扳起。 

5.17.1.7.4.雙臂伸直，垂直向胸骨下端處加壓，約壓下 4~5 公分。 

5.17.1.7.5.以每分鐘壓 15 下，並做兩次人工呼吸。 

5.17.1.7.6.兩人施救時壓胸 5 下，並做一次人工呼吸。 

5.17.1.7.7.將傷者送達急診室或醫師到來前，亦需不斷地進行按摩，並需實施口對口

人工呼吸，直到取得氧氣瓶為止。若傷者沒有任何反應，亦應繼續營救

至傷者僵死方可放棄。 

5.17.1.7.8.當傷者脈膊及呼吸恢復正常時，速送醫院做詳密醫療。 

5.17.1.8.休克急救： 

5.17.1.8.1.若傷者臉色蒼白、四肢冰冷，除頭部受傷者外，應使其以頭低腳高方式斜

躺，並注意保持體溫。 

5.17.1.8.2.若傷者面紅耳赤，應使其以頭高腳低坐在椅子上。 

5.17.1.9.中毒急救： 

將傷者移至空氣流通地方，必要時施予人工呼吸，速送醫急救。 

5.17.1.10.眼傷急救： 

5.17.1.10.1.先用大量水沖洗，切勿揉眼。 

5.17.1.10.2.如因鹼液受傷，再以 2%硼酸水洗滌。 

5.17.1.10.3.如因酸類受傷，則用 3%小蘇打液洗滌。 

5.17.1.10.4.用乾淨紗布塗以橄欖油罩後就醫。 

5.17.1.11.骨折急救： 

5.17.1.11.1.四肢骨折急救: 

5.17.1.11.1.1.使傷者靜臥，注意保持體溫，以防止昏厥。如以昏厥或有出血時，應

先急救止血。 

5.17.1.11.1.2.呼叫救護車。如醫生不能到場而需轉運傷者時，應先將骨折之肢體加

綁副木後，始可轉運。 

5.17.1.11.1.3.副木綑綁不可過鬆，又骨折處不可綑綁。 

5.17.1.11.2.鎖骨骨折急救: 

於傷側液下墊以大而厚之棉布摺墊，然後以三角巾將傷側上肢固定。 

5.17.1.11.3.脊椎骨骨折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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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11.3.1.保持傷者體溫，絕對禁止傷者坐起，並勿使傷者抬頭。 

5.17.1.11.3.2.如係頸椎骨折或部位未明，應使傷者仰臥平躺木板上並加以固定迅速

送醫。 

5.17.1.11.3.3.搬運時務須加以固定且以水平移動，不可傾斜或顛翻。 

5.17.1.11.4.肋骨骨折急救: 

使用紗布帶以重疊貼合之方式，於傷口處加以固定，並速送醫。 

5.17.2.消防安全守則： 

5.17.2.1.一切消防設備不得用於非消防目的之工作上。 

5.17.2.2.器材、物料之堆放，應不得妨礙消防設備之取用。 

5.17.2.3.滅火時，人員應站在上風處。 

5.17.2.4.火災發生時，其附近區域之可燃物、高壓氣體應速撤離，不能移開時，必 

須灑水冷卻容器表面。 

5.17.2.5.如身上衣服著火，切勿慌亂，應迅速脫下或就地翻滾，壓滅火焰，或就近 

用沖淋設備沖淋熄滅。 

5.17.2.6.電氣設備發火，若非確認電源已切斷且附近無其他電器設備，不可用水灌 

救，宜用乾粉滅火器或砂撲滅。 

5.17.2.7.每一位員工都須熟悉各種滅火器的使用方法及其滅火總類，知道如何報告 

火警及如何逃生，並記住滅火器的放置位置。 

5.17.2.8.易燃物品及及油料必須妥善存放，其附近區域嚴禁煙火，並加以管制。 

5.17.2.9.應在指定之區域吸煙，每一位員工都應嚴格遵守。 

5.17.2.10.易燃廢棄物如廢油布、廢紙等，應倒入有蓋之鐵桶內。 

5.17.2.11.安全門、安全梯應保持暢通，同時其通道上不可放置物品。 

5.17.2.12.不得以銅線、鐵絲等替代保險絲或使用超過額定容量之 保險絲。 

5.17.2.13.易燃廢物不可任意堆放。 

5.17.2.14.煙蒂不可隨意亂丟，應放置煙灰缸並確認弄熄。 

5.17.2.15.火警自動偵測系統發出警號時勿驚慌，工作人員應立即查明處理。 

5.17.2.16.消防設備委外定期檢查，不合格者應即報請汰換。 

5.17.2.17.發現火災時，應即發出警報，並依火災性質，速以適當之滅火器材施救。 

5.17.2.18、密閉之小空間，應避免使用二氧化碳或四氯化碳等滅火器。 

 

5.18.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5.18.1.作業場所必備之手套、防護用具、護目鏡、口罩、安全鞋及各種防護衣物等物品，

若有短缺或破損時，應立即向採購部申請補充。 

5.18.2.對處理特殊化學之緊急沖淋洗眼設備如有故障或損壞，應立即申請維修，以保持堪

用。 

5.18.3.各單位現有之消防安全及逃生設備等若有短缺或損壞時，應提出申請補充或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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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4.員工因工作必須使用防護裝備時，應依規定確實使用，並做必須之檢點與維護，藉

以維持性能，確保作業安全。 

5.18.5.所設置之安全衛生設備，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發現被拆卸或喪失效能

時，應即報告主管人員。 

 

5.19.事故通報及報告: 

5.19.1.事故分級原則： 

重大事故：包括死亡、失能、重大財產損失、火災等事故。 

一般事故：未達上述重大財產損失、人員傷害之事故。 

虛驚事故：未造成財產損失或人員傷害之事故，但倘若發生時的的狀況稍有改

變，即可能導致一般或重大事故。 

5.19.2.事故通報流程： 

重大事故：現場人員應即通知相關部門主管與管理部安全衛生人員處置，並通報

部級主管。 

一般事故：現場人員應通知相關部門主管與管理部安全衛生人員處置，並連繫該

單位主管，逐級呈報。 

虛驚事故：現場人員應報告該單位主管，並與管理部安全衛生人員研議改善方案。 

5.19.3.事故調查流程： 

重大事故類，應由事故部門主管會同技術單位主管配合安全衛生人員進行調查，

並在一週內將調查結果及相關補助措施報告呈至部級主管，並由管理部統一列

管。 

一般事故類，應由事故部門主管進行調查，並在一週內將調查結果及相關補助措

施報告呈至部級主管，並由管理部統一列管。 

虛驚事故類，由現場主管進行調查，並由管理部統一備查。 

5.19.4.若發生重大災害時，經搶救處理後，應保持現場不得擅自移動或破壞，以便司法機

關及勞工檢查機構之鑑定與檢查。 

5.19.5.若發生法定之重大災害時(一人死亡或受災人數三人以上者)，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單位(人員)於八小時內向當地勞工檢查所報備。 

    5.19.6.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由主管部門實施災害調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彙整後  

          每月定期分析，以擬定防止對策。 

 

5.20.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5.20.1.本公司在職勞工一律依規定接受所排定各項為維護勞工健康，所實施之定期健康檢

查。 

5.20.1.1.在職勞工應接受定期健康檢查之年限如下：  

一、 年滿 65 歲以上者，每年定期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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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滿 65 歲以下者，每 3 年定期檢查一次。 

5.20.1.2.本公司從事下列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應於受僱或變更作業時，依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規定，實施特定項目特殊健康檢查： 

一、 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所稱之高溫作業。 

二、 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 85 分貝以上之噪音作業。 

三、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粉塵作業。 

四、 正己烷有機溶劑作業。 

五、 鉻酸及其鹽類、重鉻酸及其鹽類。 

六、 鎳及其化合物作業。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5.20.1.3.本公司從事前述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分級實施健康

管理，屬於第三級管理以上者，應遵照醫囑及接受本公司安排，至職業醫學科專

科醫師實施追蹤檢查；屬於第四級管理者，應接受並遵守本公司針對工作危害因

子之危害控制及管理措施。 

 

5.21.緊急聯絡人及電話： 

5.21.1.廠內(04)7990118        

本廠 

5.21.1.1.總經理室：100 

5.21.1.2.管理部：120 

5.21.1.3.管理課：122、135        

5.21.1.4.安全衛生管理室：122、131 

5.21.1.5.業務部：110 

5.21.1.6.業務課：113 

5.21.1.7.採購課：560 

5.21.1.8.品保部：200 

5.21.1.9.品一課：210 

5.21.1.10.品二課：220 

5.21.1.11.設保課：660、661、662 

5.21.1.12.製造部：600、610  

5.21.1.13.生管課：510 

5.21.1.14.製一課：620 

5.21.1.15.製三課：640             

5.21.1.16.總機：260                

5.21.1.17.本廠守衛室：609     

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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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18.技研部：800 

5.21.1.19.工機課：882 

5.21.1.20.研發課：820 

三廠   

5.21.1.21.三廠守衛室：309  

5.21.1.22.製二課：361、301、306 

5.21.2.廠外 

5.21.2.1.伸港鄉消防隊：(04)7984595 

5.21.2.2.伸港分駐所：(04)7982044 

5.21.2.3.全興工業區服務中心：(04)7245763 

5.21.2.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04)22550633 

5.21.2.5.電力公司和美服務所：(04)7558974 

5.21.2.6.自來水公司和美服務所：(04)7552716 

5.21.2.7.和美道周醫院：(04)7556995 

5.21.2.8.伸港忠孝醫院：(04)7991618 

6.相關文件: 

6.1.事件調查管理管理辦法（2-120-021）。 

  6.2.緊急事件準備及應變管理辦法（2-120-009）。 

  6.3.安全衛生管理辦法（2-120-011）。 

  6.4.工作規則（3-120-016）。 

 

7.使用文件: 

  7.1.附件: 無。 

  7.2.相關表單: 無。 

 

8.實施: 

  本守則經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報經檢查機構後公告實施，爾後增訂或修訂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