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 

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甲醛 

 

 

 

 

 

 

 

 

 

撰寫部門：醫學院環安衛中心  主管：鄧述諄主任 

撰寫人員：林炳志 

聯絡電話：02-23123456#62196 傳真號碼：02-23911303 

E-mail：linpingchih@ntu.edu.tw 

 

 

 

 

提報日期：100 年 12 月 20 日 

 

 



 1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第一章 計畫摘要 -------------------------------------------------- 1 
  壹、場所基本資料 ---------------------------------------------- 1 

一、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1 

二、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 2 

三、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 3 

四、運作場所全廠（場）配置圖-------------------------------- 6 

  貳、危害預防及應變措施摘要 ------------------------------------ 8 
一、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廠(場)敏感地區------------------ 8 

二、通報系統、應變任務編組與外界支援方式-------------------- 9 

三、防救設施之準備------------------------------------------13 

四、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14 

五、警報之發布----------------------------------------------15 

六、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16 

七、災害防救經費編列----------------------------------------18 

八、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理------------------------------18 

第二章 危害預防--------------------------------------------------19 

  壹、毒化物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19 

  貳、事故預防措施----------------------------------------------23 

  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防災基本資料表----------------------------24 

  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

（含第三類(甲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模擬分析）----------------28 

  伍、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31 

  陸、災害防救經費編列------------------------------------------32 

第三章 應變------------------------------------------------------33 

  壹、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33 

  貳、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布方式----------------------------------37 

  參、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37 

  肆、災害應變作為----------------------------------------------38 

  伍、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38 

  陸、環境復原--------------------------------------------------39 

  柒、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作業方式--------------------41 

附件一：甲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模擬分析 

附件二：甲醛物質安全資料表 

 



 2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計畫摘要計畫摘要計畫摘要計畫摘要 

壹壹壹壹、、、、場所基本資料場所基本資料場所基本資料場所基本資料    

一一一一、、、、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管制編號 Ａ3500104 運作行為 1.□製造 2.□輸入 3.□販賣 4.■其他：使用及貯存  名稱（全銜） 國立臺灣大學  地   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X 303864 TWD97/TM2-Y 2767764   負責人姓名 李嗣涔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負責人地址      運作人資格  □取得工廠登記證（證號：                        ） □取得工廠設立許可證明文件（文號：                   ） □取得公司執照（證號：                         ） □取得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文號：                     ） □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統一編號：                    ） □其它政府登記資料(非營利者)：    ■其他：學術機構 姓名 楊進燦 電話號碼 (02)3366-2005 
運 

作 

人 

基 

本 

資 

料 連絡人 E-mail 帳號 ctyang@ntu.edu.tw 傳真號碼 (02)3366-9987 管制編號 A3603093  名稱（全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 號 運作廠(場)二度分帶座標(TWD97/TM2) TWD97/TM2-X 302417 TWD97/TM2-Y 2770245 貯存場所入口處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X 302417 TWD97/TM2-Y 2770245 使用場所入口處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X 302417 TWD97/TM2-Y 2770245 運作行為 1.□製造 2. ■使用  3. ■貯存  [□已取得貯存登記或核可文件號碼：  涉及業別分類 學校 土地分區 非工業區類 工業區代碼及名稱 99 設置毒管專責人員姓名（共 2 名） 林郁政、余淑美 姓名 林炳志 電話號碼 (02)23123456#62196 連絡人 E-mail 帳號 linpingchih@ntu.edu.tw 傳真號碼 (02)23911303 姓 名 職 稱 電話號碼 災害防救實際負責 人與主要工作人員 傳真號碼 詳見附件 廠商名稱 台灣默克 六和貿易  支援事項 應變資訊 應變資訊  聯 絡 人 謝溫育 廖國龍  

運 

 

作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外部支援廠商、機構（包括上游廠商） 聯絡電話 (02)2742-2788 (02)260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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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台大醫院 三軍總醫院 榮總毒化物諮詢中心 醫療項目 緊急醫療 緊急醫療  緊急醫療網責任醫院或運作場所鄰近醫院 電    話 (02)2356-2264 (02)8792-3311～88606 (02)2871-7121 毒化物聯防組織 1.■已加入台北市聯防組織為組員，第 1 小組。 2.□未加入，原因： 
 

 

二二二二、、、、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毒性化學物質基本資料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甲醛（Formaldehyde）  俗  名  毒 化 物 名 稱 甲醛 毒性分類 2，3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No 

50-00-0 含量(％ W/W) 35～40％ w/w 經常存量（以重量或容積單位表示） 
1. 30 公斤～70 公斤 2.        至         3.        至         包裝或容器型態 
 1.□袋  2.□筒  3. ■瓶  4.□箱  5. ■桶  6.□槽罐（含貯槽） 

 7.□其他                             （可複選勾記） 

 1.■5 公斤以下(含 5 公斤)  2.■大於 5 公斤 50 公斤以下 

 3.□大於 50 公斤 100 公斤以下  4.□大於 100 公斤 500 公斤以下 

 5.□大於 500 公斤 2 公噸以下  6.□大於 2 公噸 5 公噸以下 

 7.□大於 5 公噸 10 公噸以下  8.□大於 10 公噸 50 公噸以下 

 9.□大於 50 公噸 100 公噸以下 10.□大於 100 公噸 500 公噸以下 
單一包裝或容器容量 

11.□大於 500 公噸 1000 公噸以下 12.□其他      公噸 （可複選勾記） 規格 最 大 容 器 較 常 見 容 器 一 較 常 見 容 器 二 貯 槽 容 器 （無則免填） 容量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得 使 用 用 途 研究、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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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運作場所內緊急防災應變器材    

A.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B. 洩 漏 警 報 設 備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 數量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數量 

存放位置 

A01 滅火器(支) 330,137 50 B01 氧氣濃度偵測設備（套）    

A02 室內消防栓(個) 90,32  B02 一氧化碳偵測設備（套） 1  
基醫大樓4F 

P3實驗室 

A03 室外消防栓(個) 1,1  B03 有機蒸氣偵測設備（套）    

A04 自動撒水設備(套) 1,1  B04 毒氣偵測設備（套）    

A05 水霧滅火設備(套)   B05 毒氣檢知管（支）    

A06 細水霧滅火設備（套）   B06 其他洩漏警報設備    

A07 冷卻撒水設備（套）   B06-1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1  
基醫大樓3F總務分處 

A08 水蒸氣滅火設備（套）   B06-2 微粒質量計和計數器 1  
基醫大樓3F總務分處 

A09 泡沫滅火設備(套)   B06-3 VOC氣體偵測器 1  
基醫大樓3F總務分處 

A10 二氧化碳滅火系統(套)    甲醛氣體偵測器 1  
基醫大樓1F大體解剖室 

A11 乾粉滅火設備(套)   C. 洩 漏 緊 急 處 理 器 具 

A12 海龍滅火設備（套）   
C01 碳石吸收劑(公斤)    

A13 海龍替代滅火設備   C02 木屑吸收劑(公斤)    

A13-1 FM200（套）   C03 吸油體(件)    

A13-2 INERGEN（套）   C04 吸液棉(片) 230 100  

A13-3 其他海龍替代滅火設備（套）   C05 油柵(公尺)    

A14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套） 1,1  C06 浮柵(蛇籠)(公尺)    

A15 緊急廣播設備（套） 1,1  C07 酸式中和劑(公斤)    

A16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套） 1  C08 鹼式中和劑(公斤)    

A17 連結用送水口(處) 1,1  C09 鋼瓶修護包(組)    

A18 消防專用蓄水池（容量：噸） 7000  C10 儲筒修護包(組)    

A19 室內排煙設備（具） 1,1  C11 管件修護包(組)    

A20 緊急電源插座（處） 15,24  C12 堵漏修護包(組)    

A21 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   C13 防火(不生火花)鏟子(支)    

A22 其他消防安全設備（請註明）   C14 其他洩漏緊急處理器具    

A22-1    C14-1 化學洩漏處理車 1,1  
基醫大樓1F 基醫大樓13F 

A22-2    C14-2 廢棄物處理袋 46 10 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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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F. 緊 急 通 訊 裝 備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 數量 

存放位置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數量 

存放位置 

D01 消防衣(套)    F01 無線電固定台（個）    

D02 A級氣密、耐用型防護衣(套) 1 0 基醫大樓1F F02 手提無線電（部）    

D03 A級氣密、可拋式防護衣(套)    F03 中央廣播系統(套) 1,1  
基醫大樓1F 會議中心1F 

D04 B級防化、抗腐蝕之防護衣(套) 1  基醫大樓1F F04 手提式警報器(個)    

D05 C級防護衣(套) 20 5 如附表 F05 手提式擴音器(個) 4  基醫大樓1F 

D06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套) 2   F06 緊急用行動電話（部）    

D07 防護眼鏡(防濺)，(防強光)    F07 緊急用呼叫器（個）    

D08 防護面具（個）    F08 其他緊急通訊裝備    

D09 安全帽（個）    F08-1 無線電對講機 24  基醫大樓1F 

D10 防護鞋（雙）    F08-2     

D11 護目鏡（個） 55 10  F08-3     

D12 濾清式防毒面罩(個) 55 10  F08-4     

D13 濾罐(有機溶劑)(個) 55 10  G. 救 災 用 車 輛 

D14 濾罐(防酸)(個)    G01 消防水箱車(部)    

D15 高效率混合型濾罐(個)    G02 消防水庫車(部)    

D16 防護手套(耐電壓) (防凍)    G03 消防水塔車(部)    

D17 防護手套(耐化)  55 10  G04 雲梯車（部）    

D18 其他個人防護裝備    G05 化學消防車(部)    

D18-1 鞋套 46 10  G06 泡沫消防車(部)    

D18-2     G07 救護車(部)    

D18-3     G08 照明車(部)    

E. 破 壞 器 材 G09 器材車（部）    

E01 油壓撐開器（支）    G10 指揮車(部)    

E02 油壓破壞剪（支）    G11 後勤車(部)    

E03 刀盤切割機（支）    G12 登山車(部)    

E04 乙炔切割器（支）    G13 其他救災用車輛    

E05 其他破壞器材    G13-1     

E05-1     G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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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防護衣 半面防毒面具 防有機酸濾毒罐 耐酸鹼手套 護目鏡 鞋套 手電筒 醫藥包 吸液棉 廢棄物處理袋基醫B2東男廁 1基醫1東男廁 1駐警隊 1樓 1 1 2 3 3 3 3 1 88119總務分處 3樓 3 3 3 3 林炳志62196基醫3東男廁 1P3實驗室 基醫4樓西側 40～50件（拋 1 陳美麟小姐88283臨藥所 基醫4東 2 2 2 2 2 2 1 10 2 1 李翊吟助教88408免疫所 5東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林純菁助教88726毒理所 5西 1 姚琬琳助教62230解剖科所 6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鄭珮容助教62212微生物所 7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王厚勤技士62219寄生蟲所 8西 1 2 2 2 2 2 2 1 10 2 1 藍弘旭助教88267生化科所 9樓及8東 1 2 2 2 2 2 2 1 10 2 3 許瓊瑛技正88219生理科所 10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陳香君技士88402藥理科所 11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彭惠琴技正88318藥學系所 12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余淑美技正88231藥學系所 13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1(R1337前) 余淑美技正88231第一共研 14東+西側 1 2 2 2 2 2 2 1 10 2 2 楊朝程技士6222915東+西側 1 2 2 2 2 2 2 1 10 2 2 黃士齡助教88920光電中心 聯教館1西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李玉珊技士88453醫工所 聯教館2樓及1樓東側 1 2 2 2 2 2 2 1 10 2 1 吳琦美組員81443國際會議中心駐警 1樓 3 3 3 3 88679醫學卓越研究中心 基因體6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杜敏琦小姐88671基因體7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杜敏琦小姐88671動物中心 2 2 2 2 2 2 1 10 2 陳雪燕88511分醫所 醫院東址2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李芫伶助教65701法醫所 醫院東址3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簡淑芬助教65489牙醫專業學院牙醫大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曹昌源技士66868醫技系 檢驗大樓3~5樓 2 2 2 2 2 2 2 1 10 2 5 陳威名技士66900病理科所 檢驗大樓6樓 2 2 2 2 2 2 1 10 2 2 梁景雅小姐65462臨床醫學所 檢驗大樓7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趙芷瑩助教67311

聯絡人電話（分機）化學洩漏處理車緊急沖淋設備臺大醫學院區緊急應變處理設備分佈狀況表     環安衛中心 100.11B級防護衣A級防護衣樓層系科所 工安器材櫃工安器材櫃工安器材櫃工安器材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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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運作場所全廠運作場所全廠運作場所全廠運作場所全廠((((場場場場))))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配置圖 

 

    

醫學院運作毒化物之系所單位醫學院運作毒化物之系所單位醫學院運作毒化物之系所單位醫學院運作毒化物之系所單位    

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基礎醫學大樓：                                         9 樓  生化所 

              5 樓 （西側）毒理所、（東側）免疫所、     10 樓 生理學科所 

              6 樓 解剖學科所                          11 樓 藥理學科所 

              7 樓 微生物學科所                        12、13 樓 藥學系所、臨藥所 

              8 樓 （西側）寄生蟲學科所、（東側）生化所     14、15 樓 第一共研 

聯合教學館聯合教學館聯合教學館聯合教學館：1 樓  （西側）光電中心、（東側）醫工所    2 樓  醫工所    

臺大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議中心暨醫學研究會議中心暨醫學研究會議中心暨醫學研究會議中心暨醫學研究大樓大樓大樓大樓： 6、7 樓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10 樓動物中心 

臨床研究大樓臨床研究大樓臨床研究大樓臨床研究大樓：：：： 3 樓 法醫學科 

醫院東址醫院東址醫院東址醫院東址：：：： 2 樓 分子醫學研究所 

西址檢驗大樓西址檢驗大樓西址檢驗大樓西址檢驗大樓：：：：3、4、5 樓  醫技系            7 樓 臨醫所      

 

 

 

大門口大門口大門口大門口(302417,2770245)(302417,2770245)(302417,2770245)(302417,2770245)    

疏散路線疏散路線疏散路線疏散路線    

外部救援路線外部救援路線外部救援路線外部救援路線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BBBB    
集合地集合地集合地集合地

點點點點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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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學術及研究機構毒性化學物質實際運作場所列管清冊學術及研究機構毒性化學物質實際運作場所列管清冊學術及研究機構毒性化學物質實際運作場所列管清冊學術及研究機構毒性化學物質實際運作場所列管清冊 

毒性化學物質名稱毒性化學物質名稱毒性化學物質名稱毒性化學物質名稱：：：：066-01 甲醛甲醛甲醛甲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運作地點名稱 實際運作場所(實驗室編號) 

藥學系 基醫大樓：R1241,R1336,R1214,R1247,R1307,R1316,R1251,R508 

藥理學科 基醫大樓：R1111,R1119,R1120,R1122,R1123,R1139,R1154 

生理學科 基醫大樓：R1009,R1024,R1019,R1039,R1013 

生化所 基醫大樓：R810,R817,R911,R922,R917,R947 

寄生蟲學科 基醫大樓：R838, R839 

微生物學科所 

基醫大樓：

R739,R742,R747,R711,R713,R719,R720,R722,R404,R405,R743,R752,R

710,R712 

解剖學科 基醫大樓：R610,R634,R647 

免疫所 基醫大樓：R507,R510,R511,R513,R1509 

毒理所 基醫大樓：R540,R543,R544 

光電生物醫中心  聯教館：R103,R106,R111 

醫工所 聯教館：楊台鴻老師 214 室、林峰輝老師 217 室、謝銘鈞老師 208 室 

研發分處 基醫大樓：R416(BSL-3 實驗室) 

分醫所 
東址  診 02-02A 室：呂勝春老師 lab、李芳仁老師 lab。呂勝春老師牙

科四樓 402 室 lab 

臨醫所 檢驗大樓：R708,R730,R722,R712,R709 

醫技系 

檢驗大樓：林淑華老師(R510)、林淑萍老師(3 樓 TA 室、R521-1、R521-6、

R521-8)、張雅雯老師(R521-5、R521-6)、高照村老師(R521-2、R521-6)、

廖淑貞老師(R442)、李君男老師(R427、R434)、高全良老師(R427、

R436)、鄧麗珍老師(R438、R440)、張淑媛老師(R424、R427)、莊雅惠

老師(R406)、林亮音老師(R320) 

基因體中心 

國際會議中心暨醫學研究大樓：蛋白體暨蛋白功能核心 lab、基因微陣

列及晶片核心 lab、幹細胞核心 lab、基因體醫學組織庫核心 lab、7 樓

毒化物儲存櫃區 

  

  

  

合計  93 處運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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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危害預防及應變措施摘要危害預防及應變措施摘要危害預防及應變措施摘要危害預防及應變措施摘要    

一一一一、、、、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廠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廠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廠運作場所之座落位置地圖及廠((((場場場場))))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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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通報系統通報系統通報系統通報系統、、、、應變任務編組與外界支援方式應變任務編組與外界支援方式應變任務編組與外界支援方式應變任務編組與外界支援方式    
 （一）通報系統：制定「緊急通報聯絡圖」、「實驗室緊急事故連絡表」，供各實驗

場所張貼，以供緊急應變時得以立即通報請求救援。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灣臺灣臺灣臺灣大學醫學校區緊急災害通報及聯絡圖大學醫學校區緊急災害通報及聯絡圖大學醫學校區緊急災害通報及聯絡圖大學醫學校區緊急災害通報及聯絡圖                    98.6 版    
    

 

       

學務處 

生輔組 

環安衛中心

3366-2002 
家  屬 

醫學院 

生活輔導股 

分機 88043 直撥 23517168 

總值日 

教官室

3366-9119 

醫學校區醫學校區醫學校區醫學校區駐警隊駐警隊駐警隊駐警隊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88119881198811988119    

直直直直撥撥撥撥 2321 2321 2321 2321----7952795279527952    

 

北市勞檢處 2596-9998 北市環保局 2720-5452 或 2720-5455 教育部校安中心 23215304 
原子能委員會 8231-7250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653-1446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 

所辦所辦所辦所辦、、、、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學務分處 

主任 

環安衛事項環安衛事項環安衛事項環安衛事項 

學生事項學生事項學生事項學生事項 

救護車、火警 119         警局 110   

臺大醫院 Tel：2312-3456 轉 62459、62264   醫院駐警隊 62065 

（臺大醫院安衛室如接獲醫學院師生同仁在醫院發生之環安衛事件， 

請副知醫學校區緊急應變小組。） 

榮總毒物諮詢中心 Tel：2871-7121 Fax：2873-9193 (可書面協助) 

三軍總醫院汀州院區 Tel：2365-9055 轉 88606 
仁愛派出所 Tel：2321-2067   

北部環境毒災應變隊 0800-055-119   FAX: 03-5910030   
陸軍化學兵實驗所 03-365-5485 

 

            通 報                    處 理                    尋求協助       

環環環環安安安安衛衛衛衛小小小小組組組組網網網網址址址址 http://www.mc.ntu.edu.tw/department/safety/index.htm 

環安衛小組 

分機 88071， 

 或 62196； 直撥 23562196 

系所主任 

院  長 

校  長 

學 務 長 總 務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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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表國立臺灣大學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表國立臺灣大學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表國立臺灣大學實驗室緊急事故聯絡表    
    

實驗室名稱實驗室名稱實驗室名稱實驗室名稱        鄰近電話位置鄰近電話位置鄰近電話位置鄰近電話位置        

實驗室負責人實驗室負責人實驗室負責人實驗室負責人        

緊急聯絡人緊急聯絡人緊急聯絡人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        

火警火警火警火警、、、、救護車救護車救護車救護車：：：：                119119119119    ；；；；    

古亭消防隊古亭消防隊古亭消防隊古亭消防隊：：：：2321232123212321----2600 2600 2600 2600 ；；；；                        金華消防隊金華消防隊金華消防隊金華消防隊：：：：2391239123912391----7653765376537653；；；；                    忠孝消防分隊忠孝消防分隊忠孝消防分隊忠孝消防分隊：：：：2381238123812381----2839283928392839    

保健中心保健中心保健中心保健中心、、、、校內救護車校內救護車校內救護車校內救護車：：：：                3366336633663366----9595959595959595    

臺大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臺大醫院：：：：                2356235623562356----2264226422642264    

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8787878792929292----3311331133113311 轉轉轉轉 88606886068860688606    

榮總毒物諮詢中心榮總毒物諮詢中心榮總毒物諮詢中心榮總毒物諮詢中心：：：：    2871    2871    2871    2871----7121712171217121    

總區總區總區總區校警隊校警隊校警隊校警隊：：：：                3366336633663366----9110911091109110                    ；；；；                            醫學院駐警隊室醫學院駐警隊室醫學院駐警隊室醫學院駐警隊室：：：：23123456231234562312345623123456#88119#88119#88119#88119    

校總區校總區校總區校總區環安衛中心環安衛中心環安衛中心環安衛中心：：：：                3366336633663366----2002200220022002                        ；；；；醫學院環安衛中心醫學院環安衛中心醫學院環安衛中心醫學院環安衛中心：：：：23123456#6219623123456#6219623123456#6219623123456#62196、、、、#88070#88070#88070#88070、、、、#88071#88071#88071#8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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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變任務編組 

        校總區： 

應變小組 職    掌 

校長 
(應變小組召集人 

及應變總指揮) 

1.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 24

 小時值勤救災指揮中心。 

2.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總務長 

（應變小組副召集人兼

業務執行督導） 

1.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 

 務。 

2.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

 務單位推動執行工作。 

3.依小組召集人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

 技術指導。 

總務處 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行政事務之支援。 

學務處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理。 

環安衛中心 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 

秘書室 重大突、偶發預警資訊、災情資訊之蒐集、發佈。

駐警隊 救災指揮中心之設立及值勤聯繫業務。 

各一級單位 

及附設單位 

災害防救之業務。 

人事室 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醫學院： 
        (1)組織：【防災指揮體系與自衛消防編組】，包括： 

1.【防災指揮中心】置駐警室。(待命區) 

2.院級防災指揮體系：指揮官、發言官、安全及聯絡官、待命

區、安全管制班、基礎設施班、危害物質班、醫療照顧班、

專家諮詢班、後勤供應班。 

3.各單位置自衛消防編組：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

全防護班、醫療照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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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災指揮體系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 

任務分組 職           掌 

應變中心 1.視狀況需要啟動緊急應變計畫。 

2.確認各班應變人員指派。 

3.啟動適當的醫療/技術人員協助事件應變之諮詢

及評估。 

4.與各班負責人開會以掌握最新狀況，並針對擬定

之應變行動進行決策。 

發言人 1.成立媒體採訪區，向大眾媒體說明開放與限制採

訪的區域。 

2.與其他外部組織、政府機關的發言官保持聯繫。 

3.利用內部通訊機制散佈必要資訊。 

安全聯絡班 1.確認廣播疏散及通報求援事項。 

2.評估事件與建築安全可能的危害及危害物質的影

響，監控事件行動計畫的執行。 

3.回報有關組織間的共同問題，及其他特殊危害。 

待命區 1.確認待命區設置地點，評估人力需求，並調派待

命區的人力或物資前往支援或輪替。 

2.確立任務處理之資源調度的優先順序。 

安全管制班 1.提供災區環境資訊、個人防護及搜救設備，協調

搜救行動的進行。 

2.建立管制區域，在各作業區進行交通管制，建立

救護車及相關應變車輛進出動線。 

基礎設施班 1.進行空調及排煙的應變措施。 

2.評估電力與照明設備的運作、建築物結構損壞情

形。 

3.供水與污水處理設備及其他衛生設施、損害控

制、通訊等之運作與維持。 

危害控制班 1.確認危害物質的種類、防護具使用等級及處理方

法。 

2.在安全的情況下，控制危害，及進行後續適當除

污的運作。 

醫療照護班 建立醫療照護區，進行傷病患處理與後送。 

後勤供應班 器材及設備調度、支援及採購供應 

專家諮詢班 1.提供專業諮詢 

2.支援指揮及執行的任務，並且提供過去、現在與

未來的資訊供決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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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界支援方式 

支援單位明細 

編號 單位 聯絡人及電話 權責 工作項目內容 

1 忠孝分隊 2381-2839 滅火 協助滅火 

2 仁愛派出所 2321-2067 維安 協助交通管制 

3 臺灣大學 楊進燦  3366-2005 應變資訊 應變器材支援、 

4 臺大公衛學院 劉雅婷 3366-8009 滅火、應變

器材 

協助滅火、應變

器材支援 

5 臺大醫院 2312-3456 轉 63990 滅火、救護 協助滅火、傷患救

護 

6 友和公司 廖國龍(02)2600-0611 應變資訊 提供專業諮詢 

7 臺灣默克 謝溫育(02)2742-2788 應變資訊 提供專業諮詢 

8 景明化工 熊文菱(02)2722-0330 應變資訊 提供專業諮詢 

 
鄰近單位明細 

編號 單位 電話 備註 

1 長榮海事博物館 2351-6699  

2 中正運動中心 3322-5016  

3 東門國小 2341-2822  

4 東門里里長 2391-2538 劉里長 

5 青少年育樂中心 2343-2388  

6 臺大醫院 2312-3456 轉 55555 緊急通報電話 

7 弘道國中 2371-5520  

8 國家圖書館 2361-9132  

9 外交部 2348-2999  

10 教大附小 2311-0395  

 

三三三三、、、、防救設施之準備防救設施之準備防救設施之準備防救設施之準備    
（一）軟體部分 

 1.緊急意外事故應變處理小組。 

 2.緊急應變演練及人員訓練。 

 3.緊急通報電話 

 （1）全國環保報案專線：0800-066666 

 （2）臺北市環境保護局：02-2720-5452（如為毒化災應於 1 小時內通報） 

 （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02-2311-7722轉 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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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體部分 

設備名稱 數量 存放位置 備註 

廢液桶 10 桶 總務分處貨櫃屋  

有害廢棄物處理袋 46 個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條狀吸液棉 8 條 
基礎醫學大樓 1F 駐警室

及 13F 藥學系 
 

片狀吸液棉 150 片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吸油棉 50 片 環安衛中心實驗室  

化學洩漏處理車 2台 
基礎醫學大樓 1F 駐警室

及 13F 藥學系 
 

A級防護衣 1套 基礎醫學大樓駐警室  

B級防護衣 1套 基礎醫學大樓駐警室  

C級防護衣 20 套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安全帽 6 個 
總務分處 
營繕股 

 

防護鞋套 46 雙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護目鏡 55 個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耐酸鹼手套 55 雙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2個 駐警室  

半面式防毒面具 55 個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濾罐 55 個 駐警室及相關單位  

無線電對講機 24個 駐警室  

喊話器 4個 駐警室  

四四四四、、、、災害防救訓練災害防救訓練災害防救訓練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演練及教育宣導演練及教育宣導演練及教育宣導    
  校方： 

  （一）每年度辦理緊急應變教育訓練，邀請相關專家講授課程。 

（二）安排防火管理人相關訓練及講習活動，原則上每棟建築物應設有一

位防火管理人。 

（三）每年由校方指定一系所或建築物舉辦緊急應變演練，另外增加由學

院指定並輔導一個或數個所屬單位或館舍進行小型緊急應變演練，

所屬單位或館舍每 3年至少演練一次。 

（四）每年上、下學期例行性安排訪查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以實地瞭

解各實驗場所執行情形與問題。 

（五）本校學務處衛生保健及醫療中心，定期舉辦急救訓練等課程。 

（六）製作從事各類危險性作業系所單位與建築物編號對照表，供各相關

學院與駐警隊參考應用，以備災害發生時判斷涉及危險性作業類別。 

  單位：各自成立自衛編組，包括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

班及救護班。 

  宿舍：定期進行防火宣導，學習防火逃生知識與實際使用滅火器及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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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的方法。 

 

  醫學院： 

 

教育訓練名稱教育訓練名稱教育訓練名稱教育訓練名稱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訓練週期訓練週期訓練週期訓練週期    

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一般安全衛生訓練一般安全衛生訓練一般安全衛生訓練一般安全衛生訓練：：：：    

1.醫學校區環保及安衛之組

織及規範 

2.實驗室安全與衛生法規 

3.資源回收及實驗室廢棄物

管理 

4.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基本須

知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    

1.有害化學物質之危害與管

制 

2.生物性污染防治及基因重

組實驗安全 

新進教師、職工、

博士後研究、助

理、約用人員、研

究技術員、技術

員、短期教學研究

合作人員 

每年至少4次 

消防安全暨避難逃生

演練 

1.介紹本院消防安全設施 

2.實際避難逃生演練 

3.滅火器操作練習 

本院教職員工生 每年至少1次 

防護團塈緊急應變教

育訓練 

1.校園安全與防護 

2.災害防救與逃生要領 

本院教職員工生 每年至少1次 

無預警測試 針對上述各項之訓練、演練以

無預警方式，測試人員應變的

熟練度 

本院教職員工生 每年至少2次 

急救人員再教育 1.急救概論 

2.心肺復甦術 

3.校園常見意外及處理 

本院急救人員 1年1次 

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處

理能力 

派員參加環保署主辦或協辦

之研討說明會、講習或毒災聯

防小組組訓 

專責人員及環安

衛中心人員 

每年至少2次 

 

五五五五、、、、警報之發布警報之發布警報之發布警報之發布    
（一）發現緊急狀況之人員應立即就近通知相關人員或告知系辦公室災害現場

之狀況。 

（二）系辦公室人員應以廣播、電話、喊叫等方式，告知所屬教職員工生緊急狀

況，隨即啟動單位自衛編組進行救災，並依災害狀況通知相關救援單位

支援，若災害持續擴大無法控制，則通知相關人員進行疏散。 

（三）如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或於

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實驗

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一小時內，報知當地主

管機關。通報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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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２.通報事故發生時間。 

 ３.事故發生地點。 

 ４.事故狀況描述。 

 ５.傷亡狀況報告。 

 ６.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７.可能需要之協助。 

    

六六六六、、、、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    
（一）人員搶救 

 1.注意事項 

  （1）不管任何人到達意外事故現場，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2）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3）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須確實配戴防護裝

備，由除污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須確實除污才能離開。 

  （4）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要請求專家及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諮詢

中心協助。 

  （5）要會運用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6）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7）行動須正確而不是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才不會救人反被人救。 

  2.急救處理原則 

（1） 立即搬離暴露源。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

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

關閉暴露來源。 

  （2）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衣物及鞋子，並放入

特定容器內，等候處理。 

  （3）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4） 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5） 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6） 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

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7） 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8） 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3.急救處理方法 

（1） 救護人員到達前，請參照「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中，不同暴露途

徑實施急救。 

（2） 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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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 

 

 

 

 

 

 

 

 

 

 

 

 

 

 

 

 

 

 

 

 

 

 

 

 

 

 

 

 

 

 

 

 

 

 
備註：如有下列情況，則不可催吐： 

  1.服入為強酸、強鹼性物質（如吞入後立即發現，可給予牛奶，若非當場發現，則禁食

任何東西，並立即送醫）。 

  2.石油或石油製劑。 

發現中毒 

尋求協助 

食入中毒 皮膚接觸 吸入中毒 眼睛受波及 

脫除衣物 

用水清洗 
迅速移至 

新鮮空氣處 
清水沖洗 

至少 15 分鐘 

神智不清 抽 搐 神智清醒 

清除口鼻內異物維持呼吸道順暢 催 吐 

送 醫 

收集現場資料、中毒樣品及嘔吐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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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區隔離 

  1.各任務編組啟動進行緊急應變救災，其中由通報班通報鄰近館舍進行疏

散，避難引導班人員則管制電梯、引導救災人員進行人員疏散與樓層淨

空。 

  2.安全官查閱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及該實驗室化學品清單、空間

配置圖，以界定熱區、暖區與冷區區域。 

 

七七七七、、、、災害防救經費編列災害防救經費編列災害防救經費編列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一）每年編列經費辦理「年度緊急應變演練」、「設備維護費用」。 

（二）每年編列經費依需求購置或更換消防器材。 

（三）相關防護設備依庫存量編列經費購置。 

醫學院相關經費編列如下： 

項次 計劃項目 預估費用（元/年） 備註 

1 消安檢查及缺失改善 200,000  

2 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 45,000  

3 滅火器更換藥劑 30,000  

 

八八八八、、、、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理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理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理災後剩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理    
（一）災後由校方規劃環境污染清理與復原工作，成立清理與復原工作小組，

進行災後廢棄物之清理。 

（二）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三）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

統處理。 

（四）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廢氣應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五）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

乳狀液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六）亦可以細砂代替分散劑，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桶中，再將

其氣體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七）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 

（八）將剩餘之毒性化學物質與可能遭毒化物污染之廢水、廢棄物標示並依其

特性分別收集暫存，再委託代檢驗業者進行檢驗。 

（九）委託合格代清理業者清理災後相關廢棄物。本校與代清除處理業者簽訂

合約時，皆明訂本校除例行性事前通知代清理外，本校有權通知業者配

合緊急清理，目前配合之廠商有：清除業者—宏揚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處理業者—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 

（十）依本院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方式，由委託代清理業者

依廢棄物之分類予以焚化處理或化學處理。並要求業者於處理完畢後，

須提供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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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危害預防危害預防危害預防危害預防    

壹壹壹壹、、、、毒化物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毒化物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毒化物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毒化物管理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    

一一一一、、、、毒化物管理毒化物管理毒化物管理毒化物管理：：：：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流程： 

 

 

  （一）請購： 

   1.各運作場所「每次」請購毒性化學物質時須填寫「毒化物請購同意

書」，確認供應商是否有販賣資格，並確認運作場所有無運作毒化物

中英標示與供應商有無提供標示與物質安全資料表。 

   2.經實驗場所負責教授、單位主管與院長核章後，送校方環安衛中心

審核通過後方可請供應商送貨。 

    3.校方毒化物如尚未取得運作核可或登記備查，則由環安衛中心依規

定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運作核可或登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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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運作： 

    1.運作場所標示：統一製作「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中英文標示供

運作場所張貼。 

    2.容器危害標示：要求供應商提供與實驗場所注意，於販賣與接收化

學藥品時，化學藥品瓶身上是否提供符合 GHS制度的危害標示。 

    3.物質安全資料表：要求供應商提供與實驗場所注意，於販賣與接收

化學藥品時，是否有該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4.運作紀錄：要求實驗場所依規定「按日填寫」、「按月繳交」各種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三）管理： 

    1.要求容器、包裝、運作場所及設施，應有符合規定且以中文為主之

標示與物質安全資料表。 

    2.物質安全資料表應放置於易取得之處且實驗場所人員都知道放置位

置，並適時（每三年）予以更新一次。 

    3.要求實驗場所應建立化學藥品清冊，並依化學品的特性予以分類貯

存，且每年至少進行一次盤查，並提供檔案資料供單位與校方備查。 

  （四）宣導 

    1.每年行文告知各單位運作毒化物相關規定，並在環安衛中心網頁建

立 Q&A的方式與相關表單文件填寫範例，解釋與說明相關運作規定。 

    2.製作「國立臺灣大學環保暨安全衛生簡訊」，提供於新進教師研習營

中宣導，並夾附於人事室之新進人員資料袋中宣導。 

    3.為提醒實驗場所人員購買毒化物前應依規定提出申請，印製中英文

宣傳貼紙供實驗場所張貼於電話旁之明顯處。 

  （五）查核 

    1.要求各供應商每月提供販賣本校運作之毒化物明細供本校核對，未

依規定請購者，將行文告知實驗場所負責教授要求回覆說明，告知

後如再犯 3次者，實驗場所負責教授須至毒化物運作管理委員會說

明，若未到會說明，則公布該實驗場所負責教授姓名與違規事項。 

    2.每年上、下學期例行性各安排毒化物運作管理委員會委員訪查毒化

物運作場所 1次，並以未依規定申購之實驗場所優先訪查，以實地

瞭解各實驗場所執行情形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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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危害預防管理措施危害預防管理措施危害預防管理措施危害預防管理措施：：：：    
（一）貯存： 

  1.不相容之毒化物不得混合貯存，並應予以上鎖或專人管理。 

  2.要求各單位實驗場所應依場所需要設置洩漏設施，如盛盤、吸液棉等，

以便應變將危害降至最低。 

（二）標示 

  1.毒性化學物質容器、包裝，應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1）圖式：形狀為直立四十五度角之正方形，其大小需能辨識清楚，圖式

符號應使用黑色，背景為白色，圖式之紅框有足夠警示作用之

寬度。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

式及警示語，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外文。 

 
  （2）內容： 

   Ａ.中英文名稱。 

   Ｂ.中英文主要成分：所含毒性化學物質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應以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中英文名稱標示，並加註毒性化學物質等字樣及所

含毒性化學物質重量百分比（w／w）。 

   Ｃ.警示語。 

   Ｄ.危害警告訊息：警告各項危害特性之訊息及毒性危害。 

   Ｅ.危害防範措施：依危害物特性採行污染防制措施。 

   Ｆ.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供應商即輸入毒性化學物質之

運作人。 

  2.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廢棄除外）場所及設施標示，應包括下列事項，

並置於明顯易見處所： 

  （1）運作場所：於出入口地點張貼校方統一製作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

所（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Chemicals）」字樣貼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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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設施標示：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內容如下： 

國立台灣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國立台灣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國立台灣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國立台灣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    

甲醛甲醛甲醛甲醛（（（（066066066066----01010101）））） 
 

圖示：      

 

毒性化學物質名稱：甲醛溶液 

主要成份：甲醛 37﹪w/w 

（甲醛為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警告訊息： 

一、 毒理特性說明：高度易燃、吸入有害、會引起灼傷、可能致癌。 

二、 警語：避免吸入、食入或皮膚接觸。 

危害防範措施： 

一、 中毒急救方法： 

（一） 立刻將患者移往空氣新鮮處，並通知校內醫護人員協助： 

吸入：給予氧氣或施行人工呼吸。 

食入：切勿催吐，給患者喝下 240～300 毫升的水。 

皮膚接觸：用緩和流動的溫水連續沖洗 20 分鐘以上。 

（二） 實施急救後，立即送醫。 

二、 污染防制措施及緊急處理方法： 

（一） 污染防制措施：設法阻止毒性污染物進入環境中，因而產生之廢水及廢棄物

應收集處理。 

（二） 緊急處理方法： 

   1.發佈警報，疏散人員至上風處並通知系所單位人員及操作人員。 

   2.去除火源、熱源及隔離洩漏現場，並於容器外部噴灑水霧加以冷卻。 

   3.穿戴防護具進行現場救災及人員之急救。 

三、 警報發佈方法： 廣播、警鈴、三角鐵敲擊聲、喊叫、電話或傳真。 

四、 防火或其他防災器材之使用規定： 

（一） 以二氧化碳、化學乾粉或泡沫滅火。 

（二） 以水霧冷卻附近容器。 

五、 人員動員搶救之規定：非必要人員請遠離，執行救災人員應穿戴防護裝備。 

六、 緊急應變採取之通知方式： 

（一） 校內通報： 

   1.上班時間：發現者請聯絡系所單位、保健中心、駐警隊及環保中心人員協助。 

   2.非上班時間：發現者請聯絡駐警隊人員協助。 

（二） 校外通報： 

   1.救護車、火警：119 

   2.台大醫院：2312-3456 轉 62459 

   3.三軍總醫院：2365-9055 轉 88606 

   4.台北市環境保護局：2728-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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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實際張貼樣式如下： 

 
 

  3.容器：容器之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示

語。 

（三）紀錄：實驗場所依規定「按日填寫」與「按月繳交」運作紀錄表至系辦

彙整；系所單位每月彙整統計所屬實驗場所各種毒化物運作紀錄，

每半年繳交院辦彙整；院辦每半年彙整繳交運作紀錄至環安衛中心

彙整。 

（四）申報：環安衛中心彙整統計各種毒化物運作情形，依『學術機構運作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之規定，於每年 1月 31日前辦理申報前一

年運作紀錄。 

 

（五）緊急防治措施：運作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

並依職業災害聯絡圖進行通報，以便環安衛中心於 1 小時內通報臺北市環

保局： 

  1.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週界外之環境者。 

  2.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貳貳貳貳、、、、事故預防措施事故預防措施事故預防措施事故預防措施    
  除危害預防管理確實執行外，事故預防主要針對各類毒化物的特性，依各

類毒化物之物質安全資料表之規範事項辦理。 

一、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一）儲存於陰涼通風處，避免日光與熱源。 

（二）與不相容物質分開存放。 

（三）避免高溫。 

二、安定性及反應性：燃燒將產生刺激性或腐蝕性或毒性氣體等。 

三、應避免之狀況： 

（一）靜電、火花、明火、熱與引燃源。 

（二）應避免之物質如強氧化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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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防災基本資料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防災基本資料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防災基本資料表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防災基本資料表    
一一一一、、、、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場所基本資料運作場所基本資料     管制編號 Ａ3500104 運作行為 1.□製造 2.□輸入 3.□販賣 4.■其他：使用及貯存  名稱（全銜） 國立臺灣大學  地   址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X 303864 TWD97/TM2-Y 2767764   負責人姓名 李嗣涔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負責人地址      運作人資格  □取得工廠登記證（證號：                        ） □取得工廠設立許可證明文件（文號：                   ） □取得公司執照（證號：                         ） □取得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文號：                     ） □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統一編號：                    ） □其它政府登記資料(非營利者)：    ■其他：學術機構 姓名 楊進燦 電話號碼 (02)3366-2005 

運 

作 

人 

基 

本 

資 

料 連絡人 E-mail 帳號 ctyang@ntu.edu.tw 傳真號碼 (02)3366-9987 管制編號 A3603093  名稱（全銜）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1 號 運作廠(場)二度分帶座標(TWD97/TM2) TWD97/TM2-X 302417 TWD97/TM2-Y 2770245 貯存場所入口處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X 302417 TWD97/TM2-Y 2770245 使用場所入口處 二度分帶座標 
TWD97/TM2-X 302417 TWD97/TM2-Y 2770245 運作行為 1.□製造 2. ■使用  3. ■貯存  [□已取得貯存登記或核可文件號碼：  涉及業別分類 學校 土地分區 非工業區類 工業區代碼及名稱 99 設置毒管專責人員姓名（共 2 名） 林郁政、余淑美 姓名 林炳志 電話號碼 (02)23123456#62196 連絡人 E-mail 帳號 linpingchih@ntu.edu.tw 傳真號碼 (02)23911303 姓 名 職 稱 電話號碼 災害防救實際負責 人與主要工作人員 傳真號碼 詳見附件 廠商名稱 台灣默克 六和貿易  支援事項 應變資訊 應變資訊  聯 絡 人 謝溫育 廖國龍  外部支援廠商、機構（包括上游廠商） 聯絡電話 (02)2742-2788 (02)2600-0611  名    稱 台大醫院 三軍總醫院 榮總毒化物諮詢中心 醫療項目 緊急醫療 緊急醫療  緊急醫療網責任醫院或運作場所鄰近醫院 電    話 (02)2356-2264 (02)8792-3311～88606 (02)2871-7121 

運 

 

作 

 

場 

 

所 

 

基 

 

本 

 

資 

 

料 
毒化物聯防組織 1.■已加入台北市聯防組織為組員，第 1 小組。 2.□未加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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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實際負責人與主要工作人員災害防救實際負責人與主要工作人員災害防救實際負責人與主要工作人員災害防救實際負責人與主要工作人員    
（（（（一一一一））））校總區校總區校總區校總區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校長室 校長 李嗣涔 3366-2000 

學術副校長室 副校長 羅清華 3366-5996 

行政副校長室 副校長 包宗和 3366-3890 

教務處 教務長 蔣丙煌 3366-2415 

學務處 學務長 馮 燕 3366-2995～7 

總務處 總務長 鄭富書 3366-2233 

總務處 秘書 高閩生 3366-2988 

學務處 秘書 竇松林 3366-2995～7 

教務處 秘書 許峰治 3366-2417 

秘書室 主秘 張培仁 3366-2030 

軍訓室 主任 童孝農 3366-2055 

人事室 主任 廖麗玲 3366-5930 

會計室 主任 莊淑芬 3366-2088 

保健中心 主任 詹其峰 3366-2155 

駐警隊 隊長 溫禮明 
3366-4230;緊急報案專線

3366-9110 

環安衛中心 秘書 謝淑媛 3366-2002 

 
（（（（二二二二））））醫學院醫學院醫學院醫學院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聯聯聯聯    絡絡絡絡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校長室 校長 李嗣涔 33662200;23634090 

醫學院 院長 楊泮池 23123456--88000,62185 

第一共研 主任 鄧述諄 23123456--88294 

藥學系、所 
系所主任 李水盛 23123456--62225 

藥理學科、所 
系所主任 陳青周 23123456--62221 

生理學科、所 
系所主任 吳美玲 23123456--62216 

生化學科、所 
系所主任 周綠蘋 23123456--88214 

寄生蟲學科          
系所主任 王錦堂 23123456--88292 

微生物學科、所 
系所主任 陳小梨 23123456--88289 

解剖暨細胞生物學

科、所 

系所主任 盧國賢 23123456--88174 

毒理所 
系所主任 劉興華 23123456—88605 

免疫所 
系所主任 許秉寧 23123456—88635 

臨床藥學研究所 
系所主任 林慧玲 23123456—88389 

醫學工程研究所 
系所主任 楊台鴻 23123456—8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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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聯聯聯聯    絡絡絡絡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    

光電生物醫學中心 
主任 林世明 23123456--88453 

病理學科 
系所主任 張逸良 23123456--65460 

法醫學科           
系所主任 孫家棟 23123456—65497 

牙醫專業學院 
院長 林俊彬 23123456--62148 

醫技系、所 
系所主任 鄧麗珍 23562798；

23123456--66918 

分子醫學研究所 
系所主任 余家利 23123456--65011 

臨床醫學研究所 
系所主任 高嘉宏 23123456--67307 

護理系 
系所主任 黃璉華 23123456--62227 

動物中心 
主任 蘇銘嘉 23123456--62209 

研發分處 
主任 李芳仁 23123456--88506 

總務分處 
主任 鍾寶敏 23123456--62195 

學務分處 
主任 錢宗良 23517168；23213229 

秘書組 
秘書 林俊發 23562189 

駐警隊 
小隊長 丁履純 緊急通報電話 88119、

23123456-88062 

人事組 
組長 賴慧玫  23123456--88130 

會計組 
組長 林秀蘭 23123456--88120 

醫學院環安衛中心 
主任 鄧述諄 23123456--88294 

23123456--62196,88070,8

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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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中英文商品名 甲醛（Formaldehyde）  俗  名  毒 化 物 名 稱 甲醛 含量(％ W/W) 25％ w/w以上 經常存量（以重量或容積單位表示） 
1. 30 公斤～70 公斤 2.        至         3.        至         包裝或容器型態 
 1.□袋  2.□筒  3. �瓶  4.□箱  5.�桶  6.□槽罐（含貯槽） 

 7.□其他                             （可複選勾記） 

 1.�5 公斤以下(含 5 公斤)  2.�大於 5 公斤 50 公斤以下 

 3.□大於 50 公斤 100 公斤以下  4.□大於 100 公斤 500 公斤以下 

 5.□大於 500 公斤 2 公噸以下  6.□大於 2 公噸 5 公噸以下 

 7.□大於 5 公噸 10 公噸以下  8.□大於 10 公噸 50 公噸以下 

 9.□大於 50 公噸 100 公噸以下 10.□大於 100 公噸 500 公噸以下 
單一包裝或容器容量 

11.□大於 500 公噸 1000 公噸以下 12.□其他      公噸 （可複選勾記） 規格 最 大 容 器 較 常 見 容 器 一 較 常 見 容 器 二 貯 槽 容 器 （無則免填） 容量    

毒 

性 

化 

學 

物 

質 

得 使 用 用 途 研究、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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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設備及設施    
說明：1.存放位置若在兩處以上，請用逗號（，）區分。 

      2.可支援數量：指於工廠安全庫存前提下，可提供支援友廠數量。 

A.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B. 洩 漏 警 報 設 備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 數量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數量 

存放位置 

A01 滅火器(支) 330,137 50 B01 氧氣濃度偵測設備（套）    

A02 室內消防栓(個) 90,32  B02 一氧化碳偵測設備（套） 1  
基醫大樓4F 

P3實驗室 

A03 室外消防栓(個) 1,1  B03 有機蒸氣偵測設備（套）    

A04 自動撒水設備(套) 1,1  B04 毒氣偵測設備（套）    

A05 水霧滅火設備(套)   B05 毒氣檢知管（支）    

A06 細水霧滅火設備（套）   B06 其他洩漏警報設備    

A07 冷卻撒水設備（套）   B06-1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1  
基醫大樓3F總務分處 

A08 水蒸氣滅火設備（套）   B06-2 微粒質量計和計數器 1  
基醫大樓3F總務分處 

A09 泡沫滅火設備(套)   B06-3 VOC氣體偵測器 1  
基醫大樓3F總務分處 

A10 二氧化碳滅火系統(套)    甲醛氣體偵測器 1  
基醫大樓1F大體解剖室 

A11 乾粉滅火設備(套)   C. 洩 漏 緊 急 處 理 器 具 

A12 海龍滅火設備（套）   C01 碳石吸收劑(公斤)    

A13 海龍替代滅火設備   C02 木屑吸收劑(公斤)    

A13-1 FM200（套）   C03 吸油體(件)    

A13-2 INERGEN（套）   C04 吸液棉(片) 230 100  

A13-3 其他海龍替代滅火設備（套）   C05 油柵(公尺)    

A14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套） 1,1  C06 浮柵(蛇籠)(公尺)    

A15 緊急廣播設備（套） 1,1  C07 酸式中和劑(公斤)    

A16 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套） 1  C08 鹼式中和劑(公斤)    

A17 連結用送水口(處) 1,1  C09 鋼瓶修護包(組)    

A18 消防專用蓄水池（容量：噸） 7000  C10 儲筒修護包(組)    

A19 室內排煙設備（具） 1,1  C11 管件修護包(組)    

A20 緊急電源插座（處） 15,24  C12 堵漏修護包(組)    

A21 無線電通訊輔助設備   C13 防火(不生火花)鏟子(支)    

A22 其他消防安全設備（請註明）   C14 其他洩漏緊急處理器具    

A22-1    C14-1 化學洩漏處理車 1,1  
基醫大樓1F 基醫大樓13F 

A22-2    C14-2 廢棄物處理袋 46 10 如附表如附表如附表如附表 

A22-2    C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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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F. 緊 急 通 訊 裝 備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 數量 

存放位置 編號 種     類 數量 
可支援數量 

存放位置 

D01 消防衣(套)    F01 無線電固定台（個）    

D02 A級氣密、耐用型防護衣(套) 1 0 基醫大樓1F F02 手提無線電（部）    

D03 A級氣密、可拋式防護衣(套)    F03 中央廣播系統(套) 1,1  
基醫大樓1F 會議中心1F 

D04 B級防化、抗腐蝕之防護衣(套) 1  基醫大樓1F F04 手提式警報器(個)    

D05 C級防護衣(套) 20 5 如附表 F05 手提式擴音器(個) 4  基醫大樓1F 

D06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套) 2   F06 緊急用行動電話（部）    

D07 防護眼鏡(防濺)，(防強光)    F07 緊急用呼叫器（個）    

D08 防護面具（個）    F08 其他緊急通訊裝備    

D09 安全帽（個）    F08-1 無線電對講機 24  基醫大樓1F 

D10 防護鞋（雙）    F08-2     

D11 護目鏡（個） 55 10  F08-3     

D12 濾清式防毒面罩(個) 55 10  F08-4     

D13 濾罐(有機溶劑)(個) 55 10  G. 救 災 用 車 輛 

D14 濾罐(防酸)(個)    G01 消防水箱車(部)    

D15 高效率混合型濾罐(個)    G02 消防水庫車(部)    

D16 防護手套(耐電壓) (防凍)    G03 消防水塔車(部)    

D17 防護手套(耐化)  55 10  G04 雲梯車（部）    

D18 其他個人防護裝備    G05 化學消防車(部)    

D18-1 鞋套 46 10  G06 泡沫消防車(部)    

D18-2     G07 救護車(部)    

D18-3     G08 照明車(部)    

E. 破 壞 器 材 G09 器材車（部）    

E01 油壓撐開器（支）    G10 指揮車(部)    

E02 油壓破壞剪（支）    G11 後勤車(部)    

E03 刀盤切割機（支）    G12 登山車(部)    

E04 乙炔切割器（支）    G13 其他救災用車輛    

E05 其他破壞器材    G13-1     

E05-1     G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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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級防護衣 半面防毒面具 防有機酸濾毒罐 耐酸鹼手套 護目鏡 鞋套 手電筒 醫藥包 吸液棉 廢棄物處理袋基醫B2東男廁 1基醫1東男廁 1駐警隊 1樓 1 1 2 3 3 3 3 1 88119總務分處 3樓 3 3 3 3 林炳志62196基醫3東男廁 1P3實驗室 基醫4樓西側 40～50件（拋 1 陳美麟小姐88283臨藥所 基醫4東 2 2 2 2 2 2 1 10 2 1 李翊吟助教88408免疫所 5東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林純菁助教88726毒理所 5西 1 姚琬琳助教62230解剖科所 6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鄭珮容助教62212微生物所 7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王厚勤技士62219寄生蟲所 8西 1 2 2 2 2 2 2 1 10 2 1 藍弘旭助教88267生化科所 9樓及8東 1 2 2 2 2 2 2 1 10 2 3 許瓊瑛技正88219生理科所 10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陳香君技士88402藥理科所 11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彭惠琴技正88318藥學系所 12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余淑美技正88231藥學系所 13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1(R1337前) 余淑美技正88231第一共研 14東+西側 1 2 2 2 2 2 2 1 10 2 2 楊朝程技士6222915東+西側 1 2 2 2 2 2 2 1 10 2 2 黃士齡助教88920光電中心 聯教館1西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李玉珊技士88453醫工所 聯教館2樓及1樓東側 1 2 2 2 2 2 2 1 10 2 1 吳琦美組員81443國際會議中心駐警 1樓 3 3 3 3 88679醫學卓越研究中心 基因體6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杜敏琦小姐88671基因體7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杜敏琦小姐88671動物中心 2 2 2 2 2 2 1 10 2 陳雪燕88511分醫所 醫院東址2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李芫伶助教65701法醫所 醫院東址3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簡淑芬助教65489牙醫專業學院牙醫大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2 曹昌源技士66868醫技系 檢驗大樓3~5樓 2 2 2 2 2 2 2 1 10 2 5 陳威名技士66900病理科所 檢驗大樓6樓 2 2 2 2 2 2 1 10 2 2 梁景雅小姐65462臨床醫學所 檢驗大樓7樓 1 2 2 2 2 2 2 1 10 2 1 趙芷瑩助教67311

聯絡人電話（分機）化學洩漏處理車緊急沖淋設備臺大醫學院區緊急應變處理設備分佈狀況表     環安衛中心 100.11B級防護衣A級防護衣樓層系科所 工安器材櫃工安器材櫃工安器材櫃工安器材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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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甲醛）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模擬分析： 

請參閱『事故災害模擬分析及管制距離』資訊（附件一）。 

    

伍伍伍伍、、、、災害防救訓練災害防救訓練災害防救訓練災害防救訓練、、、、演練及教育宣導演練及教育宣導演練及教育宣導演練及教育宣導    

一一一一、、、、校方校方校方校方    
 1.每年度辦理緊急應變教育訓練，邀請相關專家講授課程，題目包括有「自

衛消防編組」、「緊急應變的原則與應用」及「火災爆炸之預防與案例分析」

等內容。 

  2.進行防火管理人相關訓練及講習活動，原則上每棟建築物應設有一位防火管

理人，目前本校已有 108人取得防火管理人之結業證書。 

3.為加強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意外事故之預防及第一線緊急處理能力，本校學務

處衛生保健及醫療中心，定期聘請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醫師、本校物理治療

學系講師、台北市消防隊員及本中心醫護同仁等，舉辦急救訓練等課程，以

維護校園及社團活動安全。 

4.為落實各單位組織之自衛消防編組、熟悉逃生路線以加強緊急應變能力，每

年由校方指定一系所或建築物舉辦緊急應變演練，另外增加由學院指定並輔

導一個或數個所屬單位或館舍進行小型緊急應變演練，所屬單位或館舍每 3

年至少演練一次。 

5.每年上、下學期例行性各安排毒化物運作管理委員會委員訪查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場所 1次，訪視前通知各實驗場所進行自動檢查，以實地瞭解各實驗場

所執行情形與問題。 

6.製作從事各類危險性作業系所單位與建築物編號對照表，供各相關學院與駐

警隊參考應用，以備災害發生時判斷涉及危險性作業類別，以符合相關通報

時效規定。 

二二二二、、、、系所系所系所系所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各自成立自衛編組，包括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全防護班及救

護班。若職災範圍未擴及鄰近館舍，則由該單位主管為指揮官，自行完成

救災。萬一發生重大事故，則由校長為總指揮官，動員行政單位，組成應

變中心，依職責完成救災任務。 

三三三三、、、、宿舍宿舍宿舍宿舍    
學生宿舍定期進行防火宣導，學習防火逃生知識，並由消防隊員指導同學

實際使用滅火器及消防水帶的方法。 

四四四四、、、、醫學院醫學院醫學院醫學院    

教育訓練名稱教育訓練名稱教育訓練名稱教育訓練名稱    訓練內容訓練內容訓練內容訓練內容    訓練對象訓練對象訓練對象訓練對象    訓練週期訓練週期訓練週期訓練週期    

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一般安全衛生訓練一般安全衛生訓練一般安全衛生訓練一般安全衛生訓練：：：：    

1.醫學校區環保及安衛之組

織及規範 

2.實驗室安全與衛生法規 

3.資源回收及實驗室廢棄物

新進教師、職工、

博士後研究、助

理、約用人員、研

究技術員、技術

員、短期教學研究

每年至少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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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4.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基本須

知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    

1.有害化學物質之危害與管

制 

2.生物性污染防治及基因重

組實驗安全 

合作人員 

消防安全暨避難逃生

演練 

1.介紹本院消防安全設施 

2.實際避難逃生演練 

3.滅火器操作練習 

本院教職員工生 每年至少1次 

防護團塈緊急應變教

育訓練 

1.校園安全與防護 

2.災害防救與逃生要領 

本院教職員工生 每年至少1次 

無預警測試 針對上述各項之訓練、演練以

無預警方式，測試人員應變的

熟練度 

本院教職員工生 每年至少2次 

急救人員再教育 1.急救概論 

2.心肺復甦術 

3.校園常見意外及處理 

本院急救人員 1年1次 

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處

理能力 

派員參加環保署主辦或協辦

之研討說明會、講習或毒災聯

防小組組訓 

專責人員及環安

衛中心人員 

每年至少2次 

陸陸陸陸、、、、災害防救經費編列災害防救經費編列災害防救經費編列災害防救經費編列    
（一）每年編列經費辦理「年度緊急應變演練」、「設備維護費用」。 

（二）每年編列經費依需求購置或更換消防器材。 

（三）相關防護設備依庫存量編列經費購置。 

醫學院相關經費編列如下： 

項次 計劃項目 預估費用（元/年） 備註 

1 消安檢查及缺失改善 200,000  

2 教育訓練及應變演練 45,000  

3 滅火器更換藥劑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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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應變應變應變應變    

壹壹壹壹、、、、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緊急應變指揮系統及通報機制    
一、建立管理系統之主要功用為當意外事故發生時，搶救人員各司其責，以縱向

上下溝通，統籌行政支援力量防救及處理，將混亂的災害現場條理化，俾使

災害損失減低至最小，並及早完成善後復原工作。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規

模較小時，其任務分組可依現況作適當的調整。 

二、校長為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及應變總指揮，總務長為副召集人兼業務執行督

導，學務處、人事室、會計室、本校一級單位及附設單位之主管（除法律學

院、社會科學院、醫學院、公衛學院、附設醫院、山地農場及實驗林管理處

外）共同組成小組成員。為爭取時效，對於災害之防救與處理，法律學院、

社會科學院、醫學院、公衛學院、附設醫院、山地農場及實驗林管理處，應

比照本計劃書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本校緊急應變組織人員權責如後： 

應變小組 職    掌 

校長 
(應變小組召集人 

及應變總指揮) 

1.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成立 24 

 小時值勤救災指揮中心。 

2.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佈實施。 

 

總務長 

（應變小組副召集人兼

業務執行督導） 

1.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 

 務。 

2.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處理小組業 

 務單位推動執行工作。 

3.依小組召集人指派，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 

 技術指導。 

總務處 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行政事務之支援。 

學務處 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理。 

環安衛中心 災害防救之協助處理。 

秘書室 重大突、偶發預警資訊、災情資訊之蒐集、發佈。 

駐警隊 救災指揮中心之設立及值勤聯繫業務。 

各一級單位 

及附設單位 

災害防救之業務。 

人事室 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會計室 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行政支援。 

 

三、醫學院之組織：【防災指揮體系與自衛消防編組】，包括 

(1)【防災指揮中心】置駐警室。(待命區) 

(2) 院級防災指揮體系：指揮官、發言官、安全及聯絡官、待

命區、安全管制班、基礎設施班、危害物質班、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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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專家諮詢班、後勤供應班。 

(3)各單位置自衛消防編組：通報班、滅火班、避難引導班、安

全防護班、醫療照顧班。 

醫學院防災指揮體系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 

任務分組 工  作  內  容 

應變中心 1.視狀況需要啟動緊急應變計畫。 

2.確認各班應變人員指派。 

3.啟動適當的醫療/技術人員協助事件應變之諮詢

及評估。 

4.與各班負責人開會以掌握最新狀況，並針對擬定

之應變行動進行決策。 

5.確認人員身心狀況與安全。 

6.事件結束後解除狀況，進行人員歸建，並確認運

作恢復到平時狀態，進行後續追蹤、求償等。 

發言人 1.成立媒體採訪區，向大眾媒體說明開放與限制採

訪的區域，並請安全聯絡官與安全管制班協助管

制。 

2.與其他外部組織、政府機關的發言官保持聯繫，

並且交換資訊，以統一對大眾媒體的發言。 

3.與專家諮詢班及安全聯絡官保持聯繫，經指揮官

核准後，更新訊息發佈。 

4.監看媒體有關災情的最新資訊，並利用內部通訊

機制散佈必要資訊。 

安全聯絡班 1.確認廣播疏散及通報求援事項。 

2.評估事件與建築安全可能的危害及危害物質的影

響，監控事件行動計畫的執行。 

3.必要時，對外與警察執法機關聯繫，如交通管制

等。 

4.參與行動計畫會議，提供全院與社區應變情形。 

5.回報有關組織間的共同問題，及其他特殊危害。 

6.評估員工操作，制止危險的行動，給予正確的行

動建議。 

7.評估工作量需要、人員安全、資源需求和文件處

理，隨時請求協助。 

待命區 1.確認待命區設置地點，評估人力需求，並調派待

命區的人力或物資前往支援或輪替。 

2.確立任務處理之資源調度的優先順序。 

3.定時監控進出與庫存情資。特別是會影響應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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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進行之重要人力及物資。 

4.狀況許可下，減少人力資源待命區的待命人員，

並使各班人員回歸正常工作崗位，做階段性工作

調整和簡化職務。 

安全管制班 1.協助安全聯絡官，評估安全風險。 

2.提供災區環境資訊、個人防護及搜救設備，協調

搜救行動的進行。 

3.建立管制區域，放置「禁止進入」的標示，將不

相關的人員驅離管制區域。 

4.在各作業區進行交通管制，建立救護車及相關應

變車輛進出動線。 

5.協助人員清點，提供搜尋及損害賠償資訊。 

6.確認媒體管制措施，非允許之媒體不予進入。 

基礎設施班 1.進行空調及排煙的應變措施。 

2.評估電力與照明設備的運作，必要時提供電力與

照明，必要時進行緊急維修電力與照明。 

3.將電梯管制至 1樓，管制一般人員搭乘。 

4.評估建築物結構損壞情形，準備可能後續災難的

因應。 

5.檢視供水與污水處理設備，維修供水與污水處理

設備。 

6.其他衛生設施、損害控制、通訊等之運作與維持。 

危害控制班 1.確認危害物質的種類、防護具使用等級及處理方

法。 

2.通報：聯繫必要的單位。 

3.危害控制：在安全的情況下，控制危害，進行適

當處理。 

4.建立人員除污的設備及區域，並確認適當除污的

運作。 

5.確認需除污之區域與設備，並向待命區取得適當

防護器具及器材。穿著適當防護設備進行除污並

確認污染物質、污水有適當收集處理。 

6.確認洩漏處理、除污人員的健康及適當輪替。 

醫療照護班 1.建立醫療照護區，進行傷病患處理與後送，同時

紀錄傷患姓名、所屬單位等資料。 

2.確認傷患得到必要的醫療照護，並將狀況隨時回

報指揮官。 

3.向後勤供應班回報或請求物資需求（醫療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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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 

4.蒐集並確認傷患資料，向應變中心報告。 

5.協調傷患所屬科系所單位，持續追蹤傷患資訊並

回報。 

後勤供應班 1.分派下屬工作（通訊、資訊設備數量調度及擴充、

物資的供應、準備接收補充的資源、採購業務 

2.參與事件行動計畫的會議，確保行動計畫所需的

資源供應。 

3.緊急應變期間，供應各項應變需要之物資。 

4.準備及提供工作人員膳食與飲水補給。 

5.協調器材、設備之歸還與存放，協調毀損及遺失

設備之更換維修 

專家諮詢班 1.與指揮官研商，提供專業建議。 

2.蒐集目前狀況並分析，準備事件行動計畫會議，

由指揮官召集相關人員開會，並分派任務。 

3.與後勤供應班、待命區密切聯繫，以掌握人力、

物資情報正確，並隨時確保負責狀況分析之人員

有定期更新資料。 

4.持續瞭解災害現狀及更新訊息，定期與指揮官、

各班班長開會討論，評估人員、設施與環境安全，

建議需要之應變措施。 

5.隨時掌握人力與物資的數量、分佈及用途，定期

與各班聯繫確認是否足夠。 

6.當災變規模縮減，逐漸展開復原階段，與指揮官、

各班班長討論復原規建策略。 

7.隨災變規模縮減，提出復原歸建計畫，由指揮官

核准後開始進行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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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布方式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布方式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布方式事故發生時之警報發布方式    
一、發現緊急狀況之人員應立即就近通知相關人員或告知系辦公室災害現場之

狀況。 

二、系辦公室人員應以廣播、電話、喊叫等方式，告知所屬教職員工生緊急狀況，

隨即啟動單位自衛編組進行救災，並依災害狀況通知相關救援單位支援，若

災害持續擴大無法控制，則通知相關人員進行疏散。 

三、如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或於運

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實驗場所負

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一小時內，報知當地主管機關。通

報內容如下： 

1.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2.通報事故發生時間。 

3.事故發生地點。 

4.事故狀況描述。 

5.傷亡狀況報告。 

6.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7.可能需要之協助。 

 

參參參參、、、、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外部支援體系之啟動方式    
 

支援單位明細 

編號 單位 聯絡人及電話 權責 工作項目內容 

1 忠孝分隊 2381-2839 滅火 協助滅火 

2 仁愛派出所 2321-2067 維安 協助交通管制 

3 臺灣大學 楊進燦  3366-2005 應變資訊 應變器材支援、 

4 臺大公衛學院 劉雅婷 3366-8009 滅火、應變

器材 

協助滅火、應變

器材支援 

5 臺大醫院 2312-3456 轉 63990 滅火、救護 協助滅火、傷患救

護 

6 友和公司 廖國龍(02)2600-0611 應變資訊 提供專業諮詢 

7 臺灣默克 謝溫育(02)2742-2788 應變資訊 提供專業諮詢 

8 景明化工 熊文菱(02)2722-0330 應變資訊 提供專業諮詢 

 
鄰近單位明細 

編號 單位 電話 備註 

1 長榮海事博物館 235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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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正運動中心 3322-5016  

3 東門國小 2341-2822  

4 東門里里長 2391-2538 劉里長 

5 青少年育樂中心 2343-2388  

6 臺大醫院 2312-3456 轉 55555 緊急通報電話 

7 弘道國中 2371-5520  

8 國家圖書館 2361-9132  

9 外交部 2348-2999  

10 教大附小 2311-0395  

 

肆肆肆肆、、、、災害應變作為災害應變作為災害應變作為災害應變作為    
一、災害發生則依職業災害通報及聯絡圖進行通報相關處理人員進行相關通

報、搶救、疏散與救護等工作。 

二、啟動應變機制，各任務編組啟動，封鎖隔離危害區域，非必要之人員禁止

人員進入。 

三、校內緊急應變物資集結，如不足則向外界鄰近單位請求支援。 

四、提供災害事故情資，配合消防與環保主管機關協助進行救災。 

五、災害控制後，規劃環境污染清理與復原工作，成立清理與復原工作小組，

人員穿戴相關防護裝備進行污染之廢棄物清理，依廢棄物的特性予以分類、

收集、檢驗、委託處理。 

 

伍伍伍伍、、、、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人員搶救及災區隔離方式    
一、人員搶救 

 （一）注意事項 

  1.不管任何人到達意外事故現場，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2.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3.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須確實配戴防護裝

備，由除污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須確實除污才能離開。 

   4.不瞭解狀況不要勉強處理，要請求專家及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諮詢中

心協助。 

   5.要會運用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6.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7.行動須正確而不是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才不會救人反被人救。 

 （二）急救處理原則 

 1.立即搬離暴露源。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

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關

閉暴露來源。 

   2.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衣物及鞋子，並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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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容器內，等候處理。 

   3.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4.若意識不清，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5.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6.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傾或仰躺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

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7.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8.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三）急救處理方法 

   1.救護人員到達前應依不同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2.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之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二、災區隔離 

 （一）各任務編組啟動進行緊急應變救災，其中由通報班通報鄰近館舍進行疏

散，避難引導班則管制電梯、引導救災人員進行人員疏散與樓層淨空。 

 （二）安全官查閱物質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及該實驗室化學品清單、空

間配置圖，以界定熱區、暖區與冷區區域。 

 

陸陸陸陸、、、、環境復原環境復原環境復原環境復原    
 A.殘餘毒性化學物質之處理 

（一）災後由校方規劃環境污染清理與復原工作，成立清理與復原工作小組，

進行災後廢棄物之清理。 

（二）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三）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

統處理。 

（四）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廢氣應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五）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

乳狀液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六）亦可以細砂代替分散劑，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桶中，再將

其氣體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七）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 

（八）將剩餘之毒性化學物質與可能遭毒化物污染之廢水、廢棄物標示並依其

特性分別收集暫存，再委託代檢驗業者進行檢驗。 

（九）委託合格代清理業者清理災後相關廢棄物。本校與代清除處理業者簽訂

合約時，皆明訂本校除例行性事前通知代清理外，本校有權通知業者配

合緊急清理，目前配合之廠商有：清除業者—宏揚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處理業者—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 

（十）依本院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方式，由委託代清理業者

依廢棄物之分類予以焚化處理或化學處理。並要求業者於處理完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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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供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B. 清理與復原工作小組成員及職責 

 

組別 擔任人員 職 責 

指揮官 環安衛中心主任、事故單位主管 負責災區環境復原工作之

指揮協調 

除污組 事故單位、危害控制班 負責災區剩餘毒性化學物

質之處理 

搬運組 事故單位、危害控制班 負責協助搬運廢棄物集中

整理 

管制組 事故單位、安全管制班 災區出入管制及協助院區

設施環境復原 

運輸組 事故單位、總務分處庶務股 負責環境復原車輛支援之

相關事宜 

後勤組 後勤供應班、基礎設施班 所有電力需求供應之搶修

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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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作業方式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作業方式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作業方式重大災害或事故地區執行緊急疏散作業方式    
當院區發生重大洩漏、火災事故，而無法立即有效控制，應立即採取應變措施，

必要時執行疏散計畫。 

第一階段應變： 

緊急事故發生時，由事故系所辦公室人員以廣播、電話、喊叫等方式發佈疏散

通知，於各樓層安排引導人員，讓單位全體人員依指示迅速疏散至大樓外上風

處空地。 

因本院運作毒化物之系所單位分佈在幾棟不同建築物，另參考中央氣象局台北

氣象監測站平均風向資料，本院全年皆以東北風或東風為主要風向，因此規劃

人員集合地點共二處(如下圖)，若發生毒化災事故時，各單位皆往上風處進行

疏散，選擇最近的集合點集合。 

 
圖、本院緊急事故集合地點及疏散路線 

第二階段應變： 

當事故由單位擴及院區時，由應變中心總指揮官依狀況將區域分為災區（熱

區）、緩衝區（暖區）與安全區（冷區）規劃安排院內疏散路線，以全院廣播

通知各單位緊急聯絡人，由安全管制班疏散院區人員及管制人員進出災區。 

第三階段應變： 

研判是否需要疏散附近住家、民眾、學生，如需要則由安全聯絡班通知里長及

學校、醫院廣播，請住戶、學生、病患疏散，並請警察機關支援疏散民眾。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BBBB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AAAA    

疏散路線疏散路線疏散路線疏散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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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甲醛甲醛甲醛甲醛））））    

一一一一、、、、物品與廠商資料物品與廠商資料物品與廠商資料物品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物品名稱物品名稱物品名稱：：：： 甲醛(Formaldehyde) 

其他名稱其他名稱其他名稱其他名稱：：：： － 

建議用途及限制用途建議用途及限制用途建議用途及限制用途建議用途及限制用途：：：： 尿素及三聚氰胺的樹脂；多元縮醛樹脂；酚樹脂；乙二醇；

異戊四醇；環六亞甲基四胺；肥料；染料；藥劑(消毒劑；

殺菌劑)；防腐香料劑；防腐劑；硬化劑；金，銀礦的還原

劑；油井的防蝕劑；織品維維的耐久壓縮處理；工業上的殺

菌消毒劑；粒狀煤煙物的處理。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友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台北縣林口鄉文化一路 1段 93號 3F-2 

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02)26000611 

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FAX (02)26000799 

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89號 6 樓 

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緊急聯絡電話：：：：(02)2162-1111 

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傳真電話：：：：FAX (02)8751-6262 

二二二二、、、、危害辨識資料危害辨識資料危害辨識資料危害辨識資料 

物品危害分類物品危害分類物品危害分類物品危害分類：：：： 1.易燃液體第 3級 

2.急毒性物質第 3級（吞食） 

3.急毒性物質第 3級（皮膚） 

4.急毒性物質第 2級（吸入） 

5.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1級 

6.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1級 

6.皮膚過敏物質第 1 級 

7.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 2級 

8.致癌物質第 1級 

標示內容標示內容標示內容標示內容：：：： 

象 徵 符象 徵 符象 徵 符象 徵 符 號號號號：：：： 

 
警 示警 示警 示警 示 語語語語：：：： 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

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

生物生命者。 

危害警示訊息危害警示訊息危害警示訊息危害警示訊息：：：： 

1.易燃液體和蒸汽 

2.吞食有毒 

3.皮膚接觸有毒 

4.吸入致命 

5.造成嚴重皮膚灼傷及眼睛損傷 

6.造成嚴重眼睛損傷 

7.可能造成皮膚過敏 

8.懷疑造成遺傳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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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可能致癌 

危害防範措施危害防範措施危害防範措施危害防範措施：：：： 1.置容器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2.勿吸入氣體/煙氣/蒸汽/霧氣 

3.若與眼睛接觸，立刻以大量水洗滌後洽詢醫療 

3.穿戴適當的防護衣物 

其他危害其他危害其他危害其他危害：：：： － 

三三三三、、、、成分辨識資料成分辨識資料成分辨識資料成分辨識資料 

中英文名稱中英文名稱中英文名稱中英文名稱：：：： 甲醛(Formaldehyde) 

同義名稱同義名稱同義名稱同義名稱：：：： 蟻醛、甲醯醛、氧代甲烷、Formalin、Formic aldehyde、Methanal、Methyl 

aldehyde、Methylene oxide、Oxomethane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CAS No.)：：：： 50-00-0 

危害物質成分危害物質成分危害物質成分危害物質成分(成分百分比成分百分比成分百分比成分百分比)：：：： 35％～40％ 

四四四四、、、、急救措施急救措施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 

食食食食 入入入入：：：： 1.若患者即將喪失意識、已失去意識或痙攣，勿經口餵食任何東西。 

2.若患者意識清楚，讓其用水徹底漱口。 

3.不可催吐。給患者喝下 240～300毫升的水。 

4.若患者自發性嘔吐，讓其身體向前傾，以減低吸入的危險性。 

5.讓其漱口及反覆給水。 

6.停止呼吸立刻人工呼吸，不可口對口人工呼吸法；建議使用單向閥

的口袋面罩或其他呼吸醫療器材。 

7.立即就醫。 

吸吸吸吸 入入入入：：：： 1.施救前先做好自身的防護措施，以確保自已的安全。 

2.移除污染源或將患移至空氣新鮮處。 

3.若已停止呼吸，立即實施人工呼吸（不可使用口對口人工呼吸法）；

若呼吸困難，最好在醫生指示下由受過訓練的人供給氧氣。 

4.立即就醫。 

眼睛接觸眼睛接觸眼睛接觸眼睛接觸：：：： 1.立即將眼皮撐開，用緩和流動的溫水沖洗污染的眼睛 20分鐘。 

2.沖洗時要小心，不要讓含污染物的沖洗水流入未受污染的眼睛裡。 

3.若沖洗後仍有刺激感，再反覆沖洗。 

4.立即就醫。 

皮膚接觸皮膚接觸皮膚接觸皮膚接觸：：：： 1 不要直接碰觸此化學品，必要時戴防滲護手套。 

2.脫掉污染的衣物、鞋子以及皮飾品(如錶帶、皮帶)。 

3.儘速用緩和流動的溫水沖洗患部 20分鐘以上。 

4.假如刺激感持續存在，立即就醫。 

5.將污染的衣物除污後再使用或丟棄，而污染的鞋子或皮飾品不要使

用。 

6.小部份接觸時，應避免使接觸範圍擴大。 

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  

刺激、灼傷、過敏效應。 

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急救人員之防護：：：：  

1.確保醫療人員意識到所涉及的物質，以保護自己和採取防範措施。 

2.應穿著 C級防護裝備再安全區實施急救。 

對醫師之提示對醫師之提示對醫師之提示對醫師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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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曝露在物質下所產生的影響可能不會立即出現。 

2.避免洗胃或引發嘔吐。 

五五五五、、、、滅火措施滅火措施滅火措施滅火措施 

緊急應變處理原則緊急應變處理原則緊急應變處理原則緊急應變處理原則：：：：處理原則 132 

適用滅火器適用滅火器適用滅火器適用滅火器：：：： 1.二氧化碳 

2.化學乾粉 

3.酒精泡沫 

4.水霧 

5.聚合泡沫 

小火小火小火小火：：：： 1.以化學乾粉、灑水或抗酒精型泡沫，控制火勢 

大火大火大火大火：：：： 

1.注意:對於含有高百分比酒精或極性溶劑的混合物，抗酒精型泡沫會更有

效以灑水、水霧或抗酒精泡沫，控制火勢 

2.在安全許可下，將容器自火場中移開 

3.如果沒有風險，移除在熔融物質溢流路線上的可燃物 

4.圍堵收集消防用水，待後續處置；不可驅散洩漏物質 

5.使用灑水或水霧，不可使用水柱滅火 

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  

1.燃燒時會產生有毒的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氣體。2.消防員的防護衣在火災中只能

提供有限地保護，對洩漏則沒有保護的效果。 

特殊滅火程序特殊滅火程序特殊滅火程序特殊滅火程序：：：：  

1.以噴水、二氧化碳或酒精泡沫，或用化學乾粉滅火。2.以噴水來降低甲醛容器的

溫度，如果漏出來著火時，可以噴水來降低甲醛蒸氣及協助試圖止漏的人員。3.以

水來稀釋潑灑的甲醛，使其成不燃的稀溶液。4.當火源內有儲存槽、槽車或隨行車

時，應將未經許可之人員疏散到 800公尺外。 

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裝備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裝備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裝備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裝備：：：：  

消防人員必須配戴空氣呼吸器、消防衣、防護手套。 

六六六六、、、、洩漏處理方法洩漏處理方法洩漏處理方法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個人應注意事項個人應注意事項個人應注意事項：：：：  

1.在污染區尚未完全清理乾淨前，限制人員接近該區。2.確定清理工作是由受過訓

練的人員負責。3.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4.待在上風區，勿進入低窪地。 

環境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  

1.對該區域進行通風換氣。2.撲滅或除去所有發火源。3.報告政府安全衛生與環保相

關單位。4.將非相關人員隔離在 30~60公尺外 

清理方法清理方法清理方法清理方法：：：：  

1.不要碰觸外洩物。2.避免外洩物進入下水道、水溝或密閉的空間內。3.在安全許可

狀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4.用砂、泥土或其他不與洩漏物質反應之吸收物質來

圍堵洩漏物。5.少量洩漏：用不會和外洩物反應之吸收物質吸收。已污染的吸收物

質和外洩物具有同樣的危害性，須置於加蓋並標示的適當容器裡，用水沖洗溢漏區

域。小量的溢漏可用大量的水稀釋。6.大量洩漏：聯絡消防，緊急處理單位及供應

商以尋求協助。7.噴水以趨散蒸氣，並保護止洩人員。8.處理人員應有適當防護。

9.築堤集中溢出的液體,再行處理。 

七七七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處置處置處置：：：： 1.工作場所使用經認可的易燃性液體貯存容器。 

2.貯桶接地，轉裝時應等電位連接（接地夾須觸及裸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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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時遠離火花、明火及其他發火源並於工作區張貼禁煙標示。 

4.在通風好的指定場所最小量使用，使用時避免其蒸氣或霧滴釋出。 

5.須備隨時可用來滅火及處理洩漏的緊急應變裝置。 

6.容器須標示，不用時關緊；空桶可能仍有危害性殘餘物。 

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1.貯存於陰涼、乾燥、通風良好及陽光無法直射的地方。 

2.貯存須遠離熱、發火源及不相容物，如氧化物及強鹼。 

3.用不產生火花且接地的通風系統與電器設備，以免其成為發火源。 

4.貯存在貼有標籤的適當容器裡，並避免容器受損。 

5.不用的容器以及空桶都應緊密的蓋好。 

6.使用適當的貯槽、貯桶、貯櫃、貯室及建築物貯存。 

7.若須要則考慮加裝洩漏偵測及警報系統。 

8.限量儲存，並限制人員進入該區，於適當處張貼警示標誌。 

9.貯存區要與員工密集之工作區域分開。 

10.定期作洩漏及損毀等瑕疵檢查。 

11.貯存區及其附近須備立即可用的滅火器材。 

12.遵循貯存與處理易燃物或可燃物的相關法規。 

八八八八、、、、暴露預防措施暴露預防措施暴露預防措施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工程控制工程控制工程控制：：：： 1.嚴格管制處理，盡可能密閉或隔離處理。2.分開使用防爆型且接地

的通風系統。3.排氣口直接通到戶外。4.排出的廢氣需處理，避免污

染環境。5.供給充分新鮮空氣以補充排氣系統抽出的空氣。 

控制參數控制參數控制參數控制參數 

八小時日時量八小時日時量八小時日時量八小時日時量 

平均容許濃度平均容許濃度平均容許濃度平均容許濃度 

短時間時量短時間時量短時間時量短時間時量 

平均容許濃度平均容許濃度平均容許濃度平均容許濃度 
最高容許濃度最高容許濃度最高容許濃度最高容許濃度 生物指標生物指標生物指標生物指標 

TWA STEL CEILING BEIs 

1ppm(瘤) 2ppm(瘤) － － 

個人防護設備個人防護設備個人防護設備個人防護設備：：：：  

眼 睛 防眼 睛 防眼 睛 防眼 睛 防 護護護護：：：： 1.化學安全護目鏡、護面罩。 

2.操作時不要戴隱形眼鏡。 

呼 吸 防呼 吸 防呼 吸 防呼 吸 防 護護護護：：：： 1.在任何可偵測的濃度下：(1)任何自給式空氣呼吸器，並

附有全面式面罩，屬壓力需求型或其他正壓形式。(2)任

何附全面式面罩的供氣式呼吸防護具，屬壓力需求型或

其他正壓形式並結合補助自備空氣呼吸器，屬壓力需求

型或其他正壓形式。 

2.在污染物外洩時：(1)任何清除式全面罩呼吸器，具濾毒

罐以防範對象物質。(2)任何外洩型專用自給式空氣呼吸

器。 

手 部 防手 部 防手 部 防手 部 防 護護護護：：：： 氯丁橡膠、橡膠等防滲手套。 

皮膚及身體防護皮膚及身體防護皮膚及身體防護皮膚及身體防護：：：： 上述橡膠材質圍裙，安全淋浴設備，工作靴。 

衛生措施衛生措施衛生措施衛生措施：：：：  

1.工作後儘速脫掉污染之衣物，洗淨後才可再穿戴或丟棄，且須告知洗衣人員污染

物之危害性。2.工作場所嚴禁抽煙或飲食。3.處理此物後，須徹底洗手。4.維持作業

場所潔。 

九九九九、、、、物理及化學性質物理及化學性質物理及化學性質物理及化學性質 

狀態： 氣體或液體 形狀：－ 

顏色： 無色溶液或氣體 氣味：刺激性、窒息性、刺鼻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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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甲醛溶液是琥珀色到深褐

色 

嗅覺閾值：0.027~1.9ppm(察覺) 熔點：-92℃ 

pH值：2.8~4 沸點/沸點範圍： 

(氣體)  -19.5℃ 

(福馬林)  96℃ 

(水溶液 37%甲醛,0~13%甲醇)  98℃ 

易燃性(固體，氣體)：－ 閃火點：50℃ 

分解溫度：－ 測試方法：－ 

自燃溫度：430℃(水溶液)、300℃(氣體) 爆炸界限：7.0％~73.0％ 

蒸汽壓：6.3KPa (38℃) 蒸汽密度：1.03 

密度：1.067~1.08(25℃) 溶解度：55g/100ml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Kow)：－ 揮發速率：－ 

十十十十、、、、安定性及反應性安定性及反應性安定性及反應性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 1.溶液狀態穩定，在空氣中會慢慢氧化形成甲酸。 

2.和水不反應，可以和過甲酸過氯酸、苯胺起劇烈反應。 

3.純甲醛在商業上並無效益，其有聚合的趨向。通常市面上販售的為 37

％～50％的甲醛再加上甲醇所混合而成的甲醛液。 

4.所謂的福馬林通常為 37％(W/W)以上的甲醛溶液，加入甲醇(6~12%)之

甲醛溶液較約甲醛液穩定。甲醛也常以 cyclic trimer trioxane 的形式存

在，這是一個完全穩定且不易釋放甲醛的化合物。 

5.強氧化劑：劇烈或爆炸性反應。 

6.強鹼：反應可能釋出二氧化碳，會引起容器破裂。 

7.酚類：在製造酚-甲醛樹脂時，會產生失控反應。 

特殊狀態下可能之危害反應： 1.溶液狀態穩定，在空氣中會慢慢氧化形成甲酸 

2.遇強氧化劑會起劇烈反應 

3.遇強鹼會釋出二氧化碳。 

應避免之狀況： 陽光。 

應避免之物質： 強氧化劑、強鹼和強酸、酚、尿素、氧化物、苛性鈉、酐 

危害分解物： 在 300℃以下，未催化之分解反應速率很慢，若以外插法估計其在 400

℃之分解率是 0.44％／分鐘，在 101kpa(1 大氣壓時)，主要分解產物

是一氧化碳及氫氣。鉑、銅、鉻、鋁等金屬可催化甲醛生成甲醇，

methyl formate，甲酸，二氧化碳，甲烷等。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毒性資料毒性資料毒性資料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暴露途徑暴露途徑暴露途徑：：：： 吸入、皮膚、眼睛、食入 

症狀症狀症狀症狀：：：： 刺激感、發炎、皮膚炎、過敏、流淚、灼傷。 

急毒性急毒性急毒性急毒性：：：： 

吸入吸入吸入吸入：：：： 1.其蒸氣嚴重刺激鼻、咽及氣管。 

2.於 2-3ppm 下刺痛鼻及咽背，但可忍受。4-5ppm 下能忍耐 10-30分，超

過 30分不適感大增。 

3.於 10-20ppm時呼吸困難，嚴重鼻、咽及氣管灼熱感造成咳嗽。50-100ppm

會造成嚴重傷害。 

4.高濃度引起肺水腫（數小時後出現症狀）、肺炎或死亡。 

食入食入食入食入：：：： 1.會造成口、咽、食道、腸的刺激及疼痛，其後的症狀包括暈眩、沮喪及

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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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能發展成黃疸、體溫降低、酸中毒及血尿。 

3.因其蒸氣從食道轉到氣管，接著也會出現吸入的症狀。 

4.不同等級甲醛可能也引起毒性效應。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1.0.2ppm 會刺激，2-3ppm 會刺痛，4-5ppm 會流淚，10ppm 會流淚不止，

濃溶液會造成嚴重刺激及傷害。 

皮膚皮膚皮膚皮膚：：：： 1.溶液會造成刺激，引起刺痛、乾燥、皮膚發紅。 

LD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100mg/kg(大鼠，食入) 

420mg/kg(大鼠，皮下注射) 

87mg/lg(大鼠，靜脈注射) 

42mg/kg(小鼠，食入) 

300mg/kg(小鼠，皮下注射) 

270μL/kg(兔，皮膚吸收) 

260mg/kg(天筑鼠，食入) 

LC50(測試動物、吸收途徑)： 1000mg/m3(大鼠，吸入) 

454mg/m3(小鼠，吸入) 

92mg/m3(哺乳動物，吸入) 

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1.致癌性。2.蘇聯曾報導婦女暴露於甲醛及其他化學品導致月經不規則及二及不孕

症。3.細菌、人體分離細胞或動物細胞基因突變測試呈陽性。4.甲醛為人體正常代

謝副產品，在體內迅速分解成甲酸，接著分解為二氧化碳及水。5.長期暴露於數千

ppm高濃度下會造成皮膚和骨骼疾病。6.IARC分類屬於 2A，人類致癌證據有限，

動物致癌證據充分，為疑似致癌性物質。8.168mg/kg(懷孕 1-21天雌鼠，吞食)造成

胚胎發育不正常。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生態資料生態資料生態資料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 

LC50(魚類)： 96~7200mg/1/96H 

EC50(水生無脊椎動物)： 2mg/1/48H(水蚤) 

生物濃縮係數(BCF)： － 

持久性及降解性：  

1.在環境中通常會迅速被生物分解，土壤中有微生物及細菌可使其分解。2.當釋放

水中，數天內會因生物分解而濃度降低。3.當釋放大氣中，預期會光化作用及與氫

氧自由基反應。 

半衰期(空 氣)： 1.25~6 小時 

半衰期(水表面)： 24~168 小時 

半衰期(地下水)： 48~336 小時 

半衰期(土 壤)： 24~168 小時 

生物蓄積性： 在體內會迅速分解成甲酸後，轉換成二氧化碳及水。 

土壤中之流動性： 當釋放土壤中，無論有氧或無氧狀況，均會進行生物分解作用。 

其他不良效應： － 

可能之環境影響/環境流布：1.以多種魚蝦作試驗並未發現蓄積現象。2.土壤吸收及

移動：並未有文獻發現有土壤吸收之現象。高濃度甲醛氣體在泥土中被吸收是最

重要的泥土消毒用途。而辛醇與水分配係數低(log Kow＝0.35)顯示土壤吸收低。

3.甲醛在水中被底泥及污染分解需 42～72 小時，而以 stagnant湖水作 die-dway 試

驗，在有氧狀態 30 小時分解，在無氧狀態 48 小時分解。4.甲醛在水中迅速分解，

在土壤中為細菌所分解。甲醛蒸氣在土壤中被微小植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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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1.聯絡製造商或供應商徵詢處置意見。 

2.聯絡環保當局徵詢處置意見。 

3.經環保當局許可下予以焚化。  

4.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運送資料運送資料運送資料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UN No.)：2209 

聯合國運輸名稱：甲醛溶液(福馬林)(腐蝕性) 

運輸危害分類： 第三類易燃液體 

包裝類別： III 

海洋污染物(是/否)：否 

特殊運送方法及注意事項： －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法規資料法規資料法規資料法規資料 

適用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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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標準。4.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5. 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6.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7.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8. 公

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參 考 文 獻 

1.行政院衛生署，〝中美合作計畫「中文毒理清冊」〞，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 行政院環保署，中文毒理資理庫 

3. 行政院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手冊，89 年 11 月 

4. 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業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物質安全資料表光碟

資料 

5.行政院勞委會，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GHS] 介紹網站 

6. Handbook of Toxic and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Carcinogens 

7. 中國國家標準 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8.中國國家標準 CNS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9. 聯合國關於危險貨物運輸建議書 (2005 年第十四修定版) 

10.Hazardous Substances Data Bank (HSDB) 資料庫，ChemKnowledge

光碟，Volume 75,2007 

11.ChemWatch 資料庫，2007-3 

12.緊急應變指南 2004 年版 

名稱：臺灣大學醫學院 
製表者單位 

地址/電話：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1 號  

製 表 人 職稱： 姓名(簽章)： 

製 表 日 期 2011/11/30 

備 註 
上述資料中符號”－”代表目前查無資料，而符號” / ”代表此欄位對該

物質並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