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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氣體介紹與注意事項

1)認識毒性氣體

2)高中實驗與有毒氣體相關之實驗

3)毒性氣體之危害

4)毒性氣體急救措施與防護

5)毒性氣體處理通則

6)校園安全巡禮

毒性氣體

•中央機關指定之危險物及有害物 ：

　 特定化學物質與其他指定之化學物質中即
　 列出了一些高中實驗中常見的有毒氣體，
　 如氯氣、氯化氫、氨氣、二氧化硫、二氧
　 化氮與一氧化氮

•毒性氣體危害圖示：

毒性氣體介紹

二氧化氮(NO2) 氯氣(Cl2)

毒性氣體介紹

氨氣(NH3)的製備與收集

毒性氣體介紹

氯化氫(HCl) 二氧化硫(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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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實驗與有毒氣體相關之實驗

1高一「氮氣的製備」：
氮氣的製備實驗過程
中，利用亞硝酸鈉與氯
化銨反應，產生的氣體
種類非常複雜，依照其
性質推測，除了欲得到
的氮氣外，仍有氮氧化
物、氨氣與氯氣等有毒
氣體。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亞硝酸鈉+氯化銨

高中實驗與有毒氣體相關之實驗

2高一「氯氣的製備」：利用鹽酸與過錳酸
鉀或二氧化錳反應，即可得到黃綠色氣
體，氯氣。日常生活中，若將鹽酸與漂白
水反應，亦會產生氯氣，需小心使用。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高中實驗與有毒氣體相關之實驗
3高二「氣體的擴散現象」：利用濃鹽酸

(12M)與濃氨水(15M)產生的氣體，在透明
玻璃管中反應，產生白色固體氯化氨的過
程，藉此觀察氯化氫與氨氣兩種氣體何者
擴散速率較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高中實驗與有毒氣體相關之實驗

4高二「氧化還原反應」：製備亞硫酸的過
程，是先將黃色的硫粉燃燒，此時會得到
刺鼻的氣體，二氧化硫，將此氣體溶於水
幾可得到亞硫酸，再將亞硫酸與碘酒或過
錳酸鉀的酸性溶液反應，即可看到溶液的
顏色變化，完成氧化還原反應。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高中實驗與有毒氣體相關之實驗

5高二「氯氣與漂白粉」：實驗室中通常用
二氧化錳、過錳酸鉀或二鉻酸鉀等氧化劑
來氧化鹽酸(HCl)，可得氯氣。其反應如
下：

4HCl(濃)+MnO2 Cl2+MnCl2+2H2O
2KMnO4+16HCl(濃) 2KCl+2MnO2+8H2O+5Cl2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氣與漂白粉製備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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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氣體之危害
實驗室中毒性氣體的危害多數為吸入、皮膚
與眼睛接觸，因此將各毒性氣體於此兩種
狀況下之危害詳細介紹：

氯氣(Cl2)

氮氧化物(NOx)

二氧化硫(SO2)

氨氣(NH3)

氯化氫(HCl)

氮氧化物(NOx)
1.種類：NO(一氧化氮)、NO2(二氧化氮)、N2O(一氧
化二氮) 

2.毒性：氮氧化物主要是對呼吸器官有刺激作用。
由於氮氧化物較難溶於水，因而能侵入呼吸道深
部細支氣管及肺泡，並緩慢地溶於肺泡表面的水
分中，形成亞硝酸、硝酸，對肺組織產生強烈的
刺激及腐蝕作用，引起肺水腫。亞硝酸鹽進入血
液後，與血紅蛋白結合產生高鐵血紅蛋白，引起
組織缺氧。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氣(Cl2)
1.氣體顏色：黃綠色

2.毒性：

(A)吸入：
a.嚴重的刺激鼻、咽及上呼吸道, 過量可能造成肺積水。

b. 0.2 ppm會造成鼻輕微發癢。

c. 1.0 ppm會造成咽乾燥、咳嗽及輕度的呼吸困難。

d. 1.3ppm時,30分鐘後會劇烈頭痛及嚴重呼吸急促。

e. 30ppm以上造成嚴重的咳嗽、哽塞感及胸疼痛、嘔吐。

f.嚴重暴露會造成支氣管炎及肺積水。

g.於1000ppm下深呼吸數次會致死。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氣(Cl2)

(B)皮膚：

a.高濃度下會嚴重刺激, 造成灼熱刺痛感、發
紅、起泡。

b.直接接觸其液體會造成嚴重的刺激、灼傷, 
甚至凍瘡。

(C)眼睛：

a.會嚴重刺激, 造成灼熱、刺痛感及流淚。

b.直接接觸其液體可能造成灼傷及永久損傷, 
甚至失明。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化氫(HCl)
1.顏色：白色煙霧

2.毒性：

(A)吸入：
a.其蒸氣和霧滴極度腐蝕。

b.50-100ppm下暴露1小時，會造成鼻刺激、喉嚨痛、窒
息、咳嗽和呼吸困難，長期暴露會造成鼻和喉嚨灼傷
及潰瘍。

c.嚴重暴露(1000-2000ppm)會造成肺水腫，其症狀(如呼吸
急促)可能延遲數小時後出現。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化氫(HCl)
(B)皮膚：

a.高濃度的氣體或霧滴會造成皮膚發紅或刺激，
長期接觸則造成灼傷。

(C)眼睛：

a.其氣體或霧滴會立即造成刺激及紅。

b.高濃度更會造成嚴重的刺激，灼傷和永久性失
明。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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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氣(NH3)
1.顏色：白色煙霧
2.毒性：
(A)吸入：

a.嚴重的刺激呼吸道。
b.於20～25ppm開始覺得刺激與不適。
c.於133ppm曝露 5分鐘會刺激鼻及咽。
d.於400～700ppm立即嚴重的刺激鼻、咽及眼睛。
e.短時間暴露於5000ppm，由於窒息或液體蓄積於肺中，
可能造成死亡。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氨氣(NH3)
(B)皮膚：

a.接觸其液體可能造成化學灼傷及凍瘡。

b.高濃度蒸氣(10,000～30,000ppm)可能造成刺激或腐蝕。

(C)眼睛：

a.於134ppm下暴露5分鐘會造成角膜刺激及流淚。

b.於 700ppm下，其蒸氣會立即造成刺激。

c.觸及其液體若不立即急救會造成嚴重刺激、出血、眼皮
腫脹、部份失明或全盲。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二氧化硫(SO2)
1.顏色：白色煙霧
2.毒性：
(A)吸入：

a.二氧化硫為中至強度的刺激劑。除非深呼吸，由口腔吸
入或濃度太高，否則通常只刺激到鼻子及喉嚨。

b.嚴重程度因人而異，1ppm濃度暴露1～6小時便可能降低
肺功能（可逆性），5ppm濃度下10～30分鐘可能使支氣
管收縮，而8ppm濃度則可使喉嚨發紅，並使鼻、喉感到
些許刺激。

c.約20ppm會使人極不舒服，500ppm則無法深呼吸。若在
密閉空間，極高濃度的二氧化硫會嚴重的傷害氣道，並
引起低血氧、肺水腫，甚至數分鐘內可致死。

d.肺水腫的現象包括咳嗽、呼吸急促等，可能暴露後數小
時至數日後才顯現。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二氧化硫(SO2)
(B)皮膚：

a.SO2氣體會與皮膚上的濕氣反應而造成刺激。
b.SO2液體則可使皮膚凍傷，引起凍瘡。輕度凍瘡的症
狀包括局部麻木、刺痛及發癢。嚴重者可使皮膚起
泡，產生壞疸。

(C)眼睛：
a.濃度5.4ppm會使眼睛感到輕微的刺激，8～12ppm會
明顯的刺激眼部，開始流淚。50ppm則會產生強烈
的刺激。

b.在密閉區域中，極高濃度SO2會使角膜（暫時）灼
傷。

c.SO2液體會灼傷眼睛並永久影響視力，但傷害可能無
法立即發現，因其會損害視神經。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急救措施急救措施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毒性氣體防護與急救措施

針對毒性氣體的危害的避免，在實驗課程進
行時須先做好個人的安全防護。

同時在意外發生時做好最佳的處理與急救措
施。

安全防護
護目鏡(眼鏡)

手套

鞋子

長褲

實驗衣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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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
護目鏡(眼鏡)

手套

鞋子

長褲

實驗衣

口罩

急救設備

淋浴設備

沖眼器需用力踩，
水才會流出來

淋浴設備需用拉，
水才會流出來

急救措施(1)_通則
不同的毒性氣體對人體的傷害不同，因此針
對不同的毒性氣體需有適當的處理措施，
才能將傷害降至最低。

其處理通則：

– 吸入時：將傷者移到新鮮空氣處。

– 皮膚接觸時：用水沖洗受污染的皮膚。

– 眼睛接觸：大量水沖洗眼睛。

最重要的步驟即是儘速就醫

急救措施(2)
分別就不同毒性氣體進入人體的狀況(如吸
入、皮膚或眼睛接觸)詳細敘述其急救措施

氯氣(Cl2)

氮氧化物(NOx)

二氧化硫(SO2)

氨氣(NH3))

氯化氫(HCl)

氮氧化物(NOx)
二氧化氮為實驗中常見之氣體，因此以二氧
化氮為例作說明：

A.吸入：

a.將患者移到新鮮空氣處。

b.如果呼吸停止，施予人工呼吸。

c.保持患者溫暖和休息。

d.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氮氧化物(NOx)
B.皮膚接觸：

a.立即用水沖洗受污染的皮膚。

b.如果滲透衣服，立即脫掉衣服，並用水沖洗皮
膚。

c.立即就醫。

C.眼睛接觸：
a.立即用大量水沖洗眼睛，且不時地撐開上下眼
皮。

b.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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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氣(Cl2)
A.吸入: 

a.施救前先作好自身防護措施確保安全，例如戴
防護裝備,以支援小組方式援救。

b.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c.若呼吸停止,立即由受訓過人員施予人工呼吸,若
心跳停止,施予心肺復甦術(避免口對口接觸)。

d.最好在醫生指示下由受訓過之人員來施予氧
氣。

e.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氣(Cl2)
B.皮膚接觸:

a.避免直接與該化學品接觸必要時戴防滲手套。

b.儘速以緩和流動的溫水沖洗患部20分鐘以上,並在沖水
時脫去污染的衣物。

c.若刺激感持續立即就醫。

d.污染的衣服, 須完全洗淨方可再用或丟棄。

C.眼睛接觸:
a.立即撐開眼皮以緩和流動的溫水沖洗污染的眼睛30分
鐘。

b.勿使洗液沾染未受污染的眼睛。

c.若刺激感持續,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化氫(HCl)
A.吸入：

a.施救前先做好自身的防護措施，以確保自己的
安全。

b.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c.若呼吸困難，最好在醫生的指示下由受過訓練
的人供給氧氣。

d.讓患者徹底休息，避免體力勞動。暴露後48小
時，症狀才會延遲出現。

e.迅速將患者送至緊急醫療單位。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化氫(HCl)
B.皮膚接觸：

a.儘速用緩和流動的溫水沖洗患部20～30分鐘以
上。

b.沖洗時並脫掉污染的衣物、鞋子以及皮飾品(如
錶帶、皮帶)。

c.不要中斷沖洗。

d.迅速將患者送至醫療單位。

e.須將污染的衣物、鞋子以及皮飾品，完全除污
後再使用或丟棄。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氯化氫(HCl)
C.眼睛接觸：

a.立即將眼皮撐開，用緩和流動的溫水沖洗污染
的眼睛20～30分鐘以上。

b.若可能則使用中性食鹽水沖洗，不要中斷沖
洗。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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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若沖洗後仍有刺激感，再反覆沖洗。

e.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氨氣(NH3)
A.吸入：

a.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b.若無法呼吸，立即由受訓過之人員施予人工呼
吸或心肺復甦術。

c.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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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氣(NH3)
B.皮膚接觸：

a.儘速以緩和流動的溫水沖洗20分鐘以上。

b.沖水時，小心撕開黏於受傷處之衣服並脫去其餘的衣
服。

c.立即就醫。

d.丟棄污染的衣物、鞋子、皮飾品，勿再使用。用水沖洗
皮膚。

C.眼睛接觸：
a.若有刺激感，立即撐開眼皮以緩和之流動的溫水沖洗污
染的眼睛20分鐘。

b.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二氧化硫(SO2)
A.吸入：

a.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b.若呼吸停止，在醫師指示下由受過訓的人員提
供氧氣可能有助益。

c.避免直接接觸，若有刺激感，用溫水緩和沖洗5
分鐘以上。若仍有刺激感，立即就醫。

d.勿讓患者作非必要的移動。

e.肺水腫現象可能遲發48小時。

f.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二氧化硫(SO2)
B.皮膚接觸：

(a)氣體：
a.避免直接接觸，若有刺激感，用溫水緩和沖洗5分鐘以上。
b.若仍有刺激感，立即就醫。

(b)液體：
a.避免直接接觸，必要時戴防滲手套。
b.立即將患者移離污染區並用溫水緩和沖淡。
c.勿熱敷或磨擦污染處。
d.小心地脫掉或割開污染的衣物，並用滅菌的衣物輕蓋患
處。

e.勿讓患者喝酒或抽煙。
f.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二氧化硫(SO2)
C.眼睛接觸：

a.移離污染源或將患者移至新鮮空氣處。

b.立即撐開眼皮，用溫水緩和沖洗（氣體5分鐘，
液體則20分鐘）。

c.小心勿讓沖洗的水沾染未污染的其他面部或眼
部。

d.立即就醫。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危害危害

毒性氣體毒性氣體
處理原則處理原則

毒性氣體處理通則

實驗後產生之毒性氣體須妥善處理，其處理
通則如下列流程圖：

氣體 溶於水 酸性氣體

鹼性氣體

是

否

鹼性溶液

是

否

酸性溶液

其他方法

校園安全巡禮

國立屏北高中目前實驗室的使用規範與意外
事故處理程序皆遵守勞工安全衛生法與教
育部之相關規定，相關宣導措施與校園安
全之設置如下：

(1)了解專科教室使用安全須知

(2)校園安全中心(如附表)
(3)介紹緊急災害防救之通報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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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教室使用安全宣導
安全教育宣導

實施測驗(每學期初)
填寫專科教室使用紀錄表

災害防救之通報流程
災害現場

校安中心
分機：537

警報

護理人員
設備人員

分機：535、523

教育部
http://csrc.edu.tw/main.htm

環保局
http://www.ptepd.gov.tw

通報

通知

支援

消防車
救護車

通知

支援

調查

電話：7932911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多一分的安全準備多一分的安全準備

才能少一分危害損失才能少一分危害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