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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化學實驗室的第一堂課

認識化學實驗室的安全衛生須知與危害預防認識化學實驗室的安全衛生須知與危害預防

新莊高中 莊坤祥

課程綱要

認識實驗室安全的重要性

認識實驗室的危害

化學實驗室的危害地圖

危害發生時的緊急應變程序

認識化學藥品危險物質標示

課後評量

一、認識實驗室安全的重要性

何謂實驗室安全

分為兩個層面來探討：

消極方面：

在於防止校內實驗室意外事故之發生，保障教職

員生之安全及健康，並減少消彌因事故而造成的財

物及人員上的損失。

積極方面：

建立個人安全意識，主動學習安全以及注意行為

安全。

發生案例
學生打翻酒精引起氣爆灼傷三人

理化實驗課弄翻酒精燈 轟然一響 受傷最重者30%二度燒傷

高雄縣仁武鄉XX完全中學國中部於88年4月27日上理化實驗課時，學生
不慎弄翻酒精燈引發酒精蒸氣氣爆，三名學生因閃避不及受灼傷送高醫急救
，這是高雄縣最近四個月來第二次學校實驗室氣爆傷人事件。另外一次是在
87年12月31日下午三時五十分，高雄縣XX國中二年X班學生打掃實驗室時，
因為好奇打開酒精桶，並點火引燃，引發氣爆，造成三名學生二度灼傷。

這次的意外根據現場理化老師指出，昨天下午他在指導學生做「竹筷乾
餾」實驗時，利用酒精燈隔絕空氣加熱竹筷，讓學生了解竹筷乾餾的過程。
實驗進行一、二十分鐘時，後排一名學生持酒精燈到講台前準備添加酒精，
可能操作不熟練，將酒精弄翻潑灑到桌面，波及另一個酒精燈，隨即轟然一
聲引發氣爆，驚叫聲四起，共有三位同學因閃避不及腰部以下灼傷。

醫院表示，三人分別受到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卅的二度燒傷，燒傷部位
都是下肢與雙手，其中李X毅除了百分之卅的二度燒傷外，還有吸入性的灼
傷，至少要住院三個星期觀察，可能需要進行植皮手術，不過三人意識都清
醒，沒有生命危險，也應無殘廢之餘。

如果化學實驗室發生意外事故……
可能導致以下後果：

1.實驗室儀器設備及校舍的損毀。

2.老師無法授課或者是學生無法上學而造成教學上

的停頓。

3.過失傷害的刑事訴訟。

4.過失傷害的民事賠償。

5.學校或者是老師的聲譽受損。

6.人員的死亡與未來前途的斷送。

7.內心永遠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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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為何而學?

為誰而學?

實驗室安全的重要性可見一斑，輕忽它而造成的災

害，往往不只是財物上的損失，有些時候甚至會留

下令人難以抹滅的傷痛…………

事故發生的原因

主要導因於以下兩項：

不安全的環境

起因於被辦公室地上

的電線絆倒

不安全的行為

最後吊車司機只顧看

地面上的混亂，忘了自

己現在正在進行的動作

一杯咖啡惹出的大禍

影片取自網路-http://yellowpages.co.za/

播放時間：65秒

實驗室中不安全的環境

意指化學實驗室內各項硬體設備的陳設放置或維
護不當而形成不安全的環境

電器、電線的老舊，易造成感電
事件或因電線走火引發火災。

氣體鋼瓶未固定妥當，易因地震
或其他因素造成傾倒、滾動，引
發危害。

實驗室中不安全的行為

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包含以下三項：

1.不適當的態度

2.缺乏知識或技能

3.不適當的機械或物質的操作行為

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

請指出下列影片中所發生的缺失

狀況1 狀況2

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

請指出下列影片中所發生的缺失

狀況3 狀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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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

請指出下列影片中所發生的缺失

狀況5 狀況6

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

請指出下列影片中所發生的缺失

狀況7 狀況8

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

請指出下列影片中所發生的缺失

狀況9 狀況10

實驗室中常見的不安全行為

請指出下列影片中所發生的缺失

狀況11 狀況12

二、認識實驗室的危害

實驗室的危害

依危害的特性不同，可以將化學實驗室內的危害

因子歸納為以下四大類：

1.化學性危害

2.物理性危害

3.生物性危害

4.人因工程(人體工學)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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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危害的定義

化學性危害就是由化學藥品本身或者是使用化學藥品

進行實驗的過程中，因為起火燃燒、爆炸、腐蝕性、

毒性，甚至是致癌性等等，對人體所造成立即性的傷

害或是長期性的病變，稱之為化學性危害。

化學性危害因子

實驗室中造成化學性危害的因子其中主要可分為：

1.有機溶劑

2.鉛(重金屬)

3.粉塵

4.特定化學物質

5.缺氧

化學性危害因子與造成危害的情形具有密切的關係

化學性危害因子入侵體內的途徑

可分為以下三種：

1.由呼吸系統進入

2.由皮膚接觸滲入

3.由消化系統進入

物理性危害的定義

一般儀器、設備、電能或高壓氣體鋼瓶所造成的直接

傷害，及儀器設備使用時所造成的噪音，有害光線所

產生之傷害，其中包括刀具、切割工具、跌落、背傷

及由於儀器設備絕緣不良造成電的傷害。

物理性危害因子

實驗室中造成物理性危害的因子主要有下列四項：

1.噪音

2.環境溫濕條件

3.能量輻射

4.採光與照明

常見物理性危害因子對人體的影響

1.噪音作業場所產生煩躁、聽力受損、內分泌失調。

2.高溫環境作業造成脫水、中暑、熱衰竭。

3.能量輻射的危害造成白內障、角膜炎、皮膚癌。

4.光線不足造成視覺疲勞、散光、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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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危害因子造成傷害的途徑

經由直接接觸危害因子所釋放的能量造成的。

會因人體暴露程度的不同，而有立即性或是累積

性的傷害產生。

生物性危害的定義

生物性危害是在進行生化實驗或進行水質檢驗時，

因微生物、病毒、病菌，甚至是昆蟲所引起之危害。

生物性危害因子

指任何會引起疾病傷害之病原體：

1.細菌性病原體

2.黴菌性病原體

3.病毒性病原體

4.寄生蟲

5.病媒(如蚊蟲之類的昆蟲)

避免實驗室中的生物性危害的方法

1.注意接觸性暴露的控制，保持實驗室中良好的個

人衛生習慣。

2.避免在實驗室中飲食。

3.對於實驗是環境清潔工作要徹底，以防止感染病

菌或滋生病媒的情事發生。

人因工程危害的定義

人因工程之前被稱為人體工學，而人因工程危害常是

指因人機介面設計不良或是實驗工作環境不良而造成

的一種累積性的傷害，往往導致肌肉骨骼及周邊神經

系統的病變。

人因工程危害因子

1.姿勢不良

2.用力過度超出肌肉的負荷

3.沒有適當的休息

4.長期執行重複性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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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見的人因工程危害造成的傷害

1.提舉重物與搬運造成背部及肌肉傷害。

2.因工作場所設計不良而造成容易產生疲

倦或是引發意外事故。

3.重複單調的動作或工作而造成局部疼痛

或是心理性的疲勞。

三、化學實驗室的危害地圖

實驗室出入口的淨空與滅火器的設置

實驗室出入口要保持淨空，避免絆

倒或成為危害發生疏散時的阻礙。

實驗室的地板也要保持乾燥，以避

免進出實驗室的人員發生滑倒、跌

倒等意外事故。

熟知實驗室滅火器擺設位置，並學

會操作方法，以便火災發生時進行

緊急應變處置。

熟讀化學實驗注意事項

進入化學實驗室後，首要先熟

讀實驗室的注意事項，了解實

驗室的相關安全注意事項。

了解並遵守實驗室的各項安全

規定。

減少因不安全的行為而造成的

危害。

熟悉實驗室避難方向

清楚了解實驗室中的避難方

向，以便於如：火災、地震

等，造成實驗室危害發生時，

鎮定且迅速的離開現場。

注意實驗室內空氣流通

剛進入實驗室時要先將窗戶打

開，讓室內空氣與戶外新鮮空

氣有流通，避免缺氧身體不適

的症狀發生。

一般的廢氣會經由門窗排出實

驗室，故實驗室應注意通風氣

流的動線，污染之廢氣應盡速

排出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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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實驗衣

進行化學實驗時，身上應穿著

實驗衣，以防止化學藥品噴濺

所造成的危害。

個人防護裝備的使用—安全眼鏡

未戴眼鏡的同學應該藉由安全

眼鏡的使用來保護雙眼。

正確使用安全眼鏡，可以避免

因化學物質的噴濺對眼睛造成

的化學性傷害。

緊急危害防護設施的使用—洗眼裝置

若發生毒性物質或腐蝕性物質噴

濺到眼睛時，應儘速用大量清水

沖洗眼睛，以減低化學性傷害的

擴大。

初步處理後，應儘速就醫。

緊急危害防護設施的使用—淋浴裝置

若發生毒性物質或腐蝕性物質大

面積地噴濺或傾倒在身上時，應

儘速用大量清水沖洗並除去身上

衣物，減低化學性傷害的擴大。

初步處理後，應儘速就醫。

玻璃廢棄物的處理

玻璃廢棄物可能割傷或刺傷人

體而造成危害，故應以較大型

之容器集中盛裝，以免玻璃器

皿突出傷人。

廢液的處理

廢液的處理原則：

1.一般實驗室的廢液可以區分為有機

廢液與無機廢液兩大類，因此處理

的重點首要在分類儲存。

2.回收時應避免廢液混合後化學物之

不相容性而發生爆炸或起火燃燒等

化學性的危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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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氣櫃裝置

如果化學藥品會產生高濃度有

害廢氣時，則注意應該在抽氣

櫃中操作或取用。

緊急事件連絡

在實驗室中若發生緊急

危害事故，應儘快通報

他人要求協助支援。

四、意外發生時的緊急應變程序

實驗室發生意外事件時……
進行實驗時，若遇到天災，例如：地震、火災時：

1.要鎮定不要慌張。

2.聽從在場任課教師的引導，依照緊急逃難之程序，

確實做好疏散避難之動作，以減少人員的傷亡。

若遇到化學物質傷害的意外事件發生時：

1.馬上通報任課教師處理後續事宜。

2.依照危害發生類型的不同，確實並盡速做好應變措

施，以減低所造成的傷害。

發生化學物質傷害事件
連絡校安中心

誤食中毒皮膚接觸吸入中毒眼睛受到噴濺

大量清水沖洗
並脫除衣物

迅速移至
通風處

大量清水沖洗

神智不清肌肉神經抽搐神智清醒

清除口鼻內異物維持呼吸道順暢持續觀察
勿任意催吐

送 醫
收集現場資料、中毒樣品及嘔吐物

危害鑑定分類

五、認識化學藥品危險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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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危險物標示

化學藥品危險物的分類

化學藥品危險物分為九類，不同的類別以不同的圖
示代表：

第一類：爆炸物

第二類：氣體

第三類：易燃液體

第四類：易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第五類：氧化性物質、有機過氧化物

第六類：毒性物質

第七類：放射性物質

第八類：腐蝕性物質

第九類：其他危險物

第一類：爆炸物

2.1組：易燃氣體,例如氫氣、天然氣、乙

炔、液化石油氣。

2.2組：非易燃、非毒性氣體

有窒息性如氮氣、二氧化碳

有氧化性如氧氣

2.3組：毒性氣體

半數致死濃度小於5000ppm者，

例如：氯氣、氨氣

第二類：氣體

第三類：易燃液體

易燃液體
FLAMMABLE

LIQUID

3

易燃液體
FLAMMABLE

LIQUID

3

第四類：易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

4.1組：易燃固體

摩擦或遇熱易於燃燒之固體，例如：紅磷

4.2組：自燃物質

與空氣接觸發熱著火，或易於自燃發熱者

，如白磷、鎂粉末及其他金屬粉末。

4.3組：禁水性物質
與水接觸反應產生易燃氣體者，
如：金屬鉀、金屬鈉、碳化鈣等物質、
具有與水接觸能放出易燃之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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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類：氧化性物質、有機過氧化物

5.1組：氧化性物質

能釋放出氧，幫助還原性物質燃燒者，

如硝酸鉀、氯酸鈉、過氧化鉀

5.2組：有機過氧化物

有機物含有過氧分子結構，易分解爆炸

、燃燒或與其他物質發生反應者。例如

丁酮過氧化物。

第六類：毒性物質

由於吞食、吸入或與皮膚接觸，有致人

於死、嚴重傷害或有害健康者。

例如：四氯化碳、氰化鈉。

化學藥品危害標示分類

第七類：放射性物質

第八類：腐蝕性物質

接觸這些物質會灼傷皮膚與其他組織

，會侵蝕物品。例如：硫酸、鹽酸、

硝酸、氫氧化鈉。

第九類：其他危險物，第一類至第八類的危害

性無法涵蓋，但具有危險特性的物質。

例如：多氯聯苯、鋰電池。

六、課後評量

問題1

A.絕對不進實驗室去做實驗。

B.由老師做示範實驗即可。

C.學習安全，主動建立個人安全意識。

D.以上皆非。

請問下列哪一項是關於實驗室安全方面的積極作為？

ˇ

問題2

A.學校或者是老師的聲譽受損。

B.從此老師與學生過著幸福快樂的日子。

C.過失傷害的刑事訴訟。

D.內心永遠的譴責。

請問下列哪一項不是化學實驗室發生意外事故後可能
要面對的結果？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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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

A.不安全的行為。

B.不安全的環境。

C.輕忽實驗室安全的態度。

D.以上皆是。

請問下列哪一項是化學實驗室發生事故的原因？

ˇ

問題4

A.電器的老舊造成觸電事件。

B.電線的老舊引發電線走火。

C.氣體鋼瓶未固定妥當造成傾倒滾動造

成傷害。

D.不適當的機械或物質的操作行為。

請問下列哪一項危害的發生不是導因於不安全的環境
所造成的？

ˇ

問題5

A.被噴濺的濃硫酸灼傷皮膚。

B.觸電造成皮膚灼傷。

C.被蚊蟲咬傷。

D.搬重物方法不當扭傷了腰。

請問下列哪一項是化學性危害所造成的傷害？

ˇ

問題6

A.由呼吸系統進入。

B.由皮膚接觸滲入。

C.由消化系統進入。

D.以上皆是。

請問下列哪一項是化學性危害因子入侵體內的途徑？

ˇ

問題7

A.吃零食、喝飲料。

B.熟讀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

C.踏進實驗室就立刻打開窗戶讓空氣流

通。

D.穿上實驗衣，戴好安全眼鏡。

請問下列哪一項行為在實驗室中是不安全的？

ˇ

問題8

A.化學藥品會產生高濃度有害廢氣時，則注意應

該在抽氣櫃中操作或取用。

B.回收廢液時應避免混合後之不相容性而發生爆

炸或起火燃燒。

C.實驗室的出入口要保持淨空，避免絆倒。

D.以上皆是。

請問下列哪一項在實驗室中是可以減少危害發生的？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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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9

A.馬上跟任課老師報告。

B.立即連絡校安中心。

C.打電話給新聞記者做立即實況報導。

D.鎮定不慌亂。

請問當遇到實驗室危害發生時，下列哪一項動作是不
必要的？

ˇ

最後

A.任課教師。

B.學生。

C.實驗室管理人員。

D.以上皆是。

請問維護實驗室安全衛生避免危害發生是誰的責任？

ˇ

謝謝您的聆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