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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學院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調查結果顯示與緊急應變有關之措施不符合規定的

比例相當高，如未指派人員負責規劃協調及修訂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沖淋設備不足、

急救人員人數不足、消防設備未達標準等，這些都將成為災害的起因；校園實際災害

案例亦顯示學校因缺乏應變措施、教育訓練及實際演練，常常喪失應變先機，導致損

失擴大。本計畫內容為規劃校園緊急應變計畫及主要災害之應變流程，包括初期評估

校園安全衛生現況之先期審查、透過本計畫建立之半量化風險評估系統軟體審視學校

重大潛在危害及風險較高之實驗場所及提供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自我管理評估表、緊急

應變計畫參考範例等。學校可參考本計畫之研究結果依其學校之特性作調整並研擬適

宜之緊急應變計畫，有效及靈活運用應變處理及通報原則並確實依計畫執行應變演

練，使師生熟知通報流程及應變步驟，避免地震、火災等事故發生時不知所措；同時

透過教育訓練教導如何於災害初期即控制住災害，避免損失擴大；及藉由安全衛生管

理的自我評估實施追縱改善措施。另學校執行緊急應變演練除符合勞委會、教育部要

求學校自主管理安全衛生之目的外，亦深具教育意義，可加強師生安全意識、提昇其

防災能力及保障學校師生的安全。 

 

關鍵詞：緊急應變、風險評估、應變流程、先期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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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 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afety and health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have not accomplished on most campus.  Such as insufficiency of rescue 

training, emergency and fire suppression equipments or without assignment of 

responsible persons taking charge of emergency plan will become causes of the 

incidents.  Further, the losses induced by laboratory incidents more than 

expectancy and inappropriate response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cidents also reveal 

the lack of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training and practice drill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n 

campu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flow charts for major hazard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include the initial review, semi-quantified risk assessment software 

and self-evaluation assessment table for the laboratory safety and health.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can utilize these results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iv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carry out practice drills and emergency trainings, and 

self-evaluation of laboratory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in order to make every 

related persons familiar with the response procedures, prevent the unexpected 

losses or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The advantages of 

establishing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on campus include not only fulfill the 

Governmental requirements for the self-management of the laboratory safety and 

health but also the improvement of safety awareness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f the faculties and students on the educational basis. 

 

Key words: emergency response, risk assessment, response procedure,initi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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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第一節 前言 

依據教育部「學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要點」及勞工安全衛生法等相關之規

定，學校各實(試)驗室、實習(試驗)工場應訂定職業災害防止計畫及事故調查程序、

必要之防災避難設施與教育訓練等；但從學校整體之管理觀點來看，各實(試)驗室、

實習(試驗)工場的性質可能完全不同，而由以往校園曾發生之災害或事故統計資料可

知，除天然災害之發生外，目前大多數學校實驗室事故之發生均屬區域性小規模之案

件，但是小規模事故之發生若未能於事前進行適當管理或事發時未能控制得當，亦可

能會衍生出須要外部支援搶救的大規模災害，如中正大學 88 年 10 月所發生之實驗室

火災，最後由國軍出動化學兵進行搶救復原。故對小規模事故之實驗室應變處理能

力，實為目前大學院校實驗室所不可或缺之基本能力。然而由近年來有關大學院校安

全衛生管理相關之研究顯示【1，2】：目前大學院校對緊急應變之規劃與訓練十分不

足，且其在緊急意外事故之處理方面多數仍針對學生安全由學務/生輔單位進行處

理，對於該校園或科系所之實驗室安全衛生事件較無一完整、全面及專業之緊急應變

計畫規劃。對於高中職校則更不用惶論。而學校之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應從校園安

全衛生管理工作之自我現況檢視及相關法規符合度之先期審查等開始，將其中與重大

意外事故發生較有關者列出並加以分析，如此，才能依據校園實驗室意外事故發生可

能性、嚴重性及風險較高且最急迫改善之事項中，訂定出相關之緊急應變計畫，並依

此投注適當之人力及資源，以降低校園實驗室災害事故之風險等及損失。因此，本計

畫蒐集國內、外相關實驗室緊急應變規劃之資料，並參照美國聯邦政府緊急事故處理

總署之事業單位緊急應變管理指引資料內容建立實驗室緊急應變管理系統之程序，依

此程序模擬 4-5 種類型實驗室之緊急應變程序及應變計畫範例，針對上述之程序及資

料完成建立緊急應變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希望藉此建立國內本土化之校園實驗室

緊急應變程序，並提昇大學院校實驗室緊急應變能力。本計畫中之應變程序為依學校

一般實驗場所所建立之常模，謹供各級學校參考，各校應依其學校之特性作調整性靈

活之運用，並可依風險等級之順序分別訂定該校緊急應變計畫之階段性工作及任務。 

第二節 目的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為建立學校實驗室災害緊急應變程序及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

體，提供各學校研擬緊急應變計畫之參考依據，以落實校園緊急應變措施，確保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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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或實習場所人員之安全與健康。本研究成果除可提供勞委會作為其未來修正勞工

安全衛生法規及制度時之參考依據外，亦可提供教育部環保小組作為協助解決國內大

學院校及高中職校目前尚未落實校園緊急應變計畫之參考。 

第三節 工作項目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一、蒐集國內、外相關緊急應變計畫及國內目前大學院校及高中職校之校園緊急應變

現況之相關資料。 

二、依據校園災害嚴重性較高之災害類型草擬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 

三、經專家審議訂定適合校園使用之校園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以供各學校緊急應變

體制建立之參考。 

四、進行學校實驗室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之設計。 

五、經專家再次審議研究結果。 

六、經驗成果與分享 

1. 透過研討會論文、研究成果報告、網際網路及學術刊物等方式發表，使相關學

校能對本研究成果有更深入之了解。 

2. 將本計畫研擬之實驗場所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提供給勞委會、教育部、環

保署及相關學校團體，作為校園緊急應變計畫規劃之技術參考手冊之一。 

第四節 計畫之重要性 

本計畫之重要性為： 

一、協助建立學校實驗場所災害緊急應變之程序，並提供各級學校參考。 

二、依所建議之緊急應變程序，可協助各校落實推行其實驗場所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並提昇其應變能力。 

三、本計畫初步建立學校實驗室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可供各級學校進行實驗場所

之風險鑑別及風險分級，並依此決定進行緊急應變之優先順序及逐步建立其應有

之應變體系軟、硬體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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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八十二年十二月二十日，依據勞工安全衛生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十五款之規定，指定大學院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以下

簡稱實驗場所）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環保署主管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亦一體適

用於學校，由於這些法令的訂定並非以學校為主體，因此在適用性上有很大之差異及

困難。而北、中、南各級學校及研究單位，因人為因素也發生了多次事故，而九二一

地震多所學校倒塌及嚴重受損所造成之教學影響亦為大眾所記憶猶存。仔細追究其發

生原因，不難發現這些災害的發生有一部份雖屬於天災，但是發生之後所造成之損

失，往往出乎預料，綜歸其主要原因仍以安全衛生管理與人為應變之疏失佔較大部

份，若人為的應變措施能適時且適當，則其損失將可降至最低。 

國內大學院校或高中職大部份均有之實驗場所，而各實驗場所涵蓋之教學研究實

驗領域範圍廣泛，如機械設備、壓力容器、有害物質之使用，因此，在大學院校中如

果沒有良好之安全衛生管理措施，以及因應災害或事故發生而進行之緊急應變處理方

案，則將可能造成實驗現場工作或實驗之教職員工造成生命或健康危害。有鑑於各大

學院校及高中職校均為國家人才培育之處，如果無法充份教育好這些即將進入職場的

學生，使其具備有安全衛生觀念及充分之災害緊急應變能力，到了社會後，依然有可

能在災害來臨時不知所措，甚至受傷或喪命，也因此原因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以下統

稱勞委會）與教育部於八十三年至八十七年間針對校園辦理二十餘場次之宣導會，及

近十場次各級學校勞工安全衛生人員訓練班【3】；勞委會曾於八十六年三至六月期

間針對國內33所公私立大學院校實施「大學院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

工場專案檢查」，而教育部亦於八十七年六月至八十八年四月進行「大學院校安全衛

生管理與設施現況調查」計畫，針對全國137所大學院校進行問卷調查，結果均顯示

國內大學院校之安全衛生設施與管理仍有待進一步之加強；而於教育部於八十八年十

二月至八十九年十二月委託成大環境醫學研究所進行「大學院校安全衛生輔導及災害

類型調查與通報系統規劃」計畫【2】，針對國內八大公立大學院校所之安全衛生管

理及設施管理執行現況統計，其結果顯示目前大學院校甚至是高中職校對災害緊急應

變之規劃與訓練十分不足，因此，教育部環保小組於九十一年二月二十一日發函全國

各公私立大學院校「為確認校園安全及落實防災工作，請學校確實建立緊急應變計

畫，並進行演練」，依據環保署之「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及勞委會之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十條及二十三條等，要求學校「應制定緊急應變計畫

及實施災害預防教育訓練」，而於九十一年五月一日教育部軍訓處發函全國各公私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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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院校，請學校成立「校園緊急事件處理小組」，作為統籌指揮校內相關處室之聯

繫窗口，以迅速因應各項校園突發事件。由上述資料可知：政府相關部會對於學校災

害應變工作相當重視，因此，本計畫之執行具有階段性之任務，以下就本計畫所收集

之資料進行說明。 

第一節  現況調查 

1.校園災害特性分析【3】 

有關校園災害特性之資料取得不易，目前教育部已有由軍訓處統籌之校園事件

通報管理系統及環保小組督導規劃之校園災害網路通報系統。前者以學生安全為主

體，透過即時通報機制，將校園事件(包括學生意外事件、校園安全維護事件、學生

暴力事件與偏差行為、衝突管教事件、兒童少年保護事件等 5 類)依嚴重級別在不同

時效內通報至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校安中

心)，與校園安全衛生較相關之災害則歸類為學生意外事件中之中毒事件及實驗實習

傷害；校園安全維護事件中之校園火警事件、地震災害、颱風災害及水患災害等次

類。而後者則以教職員工生發生之失能災害為通報主體，每月進行通報。兩者之通報

內容不完全相同，但具有部分之重疊性。目前從文獻、相關研究、報章媒體及教育部

校園災害網路通報系統登錄之災害類型統計結果初步發現，過去 5 年內(1997/12-

2002/6)國內共發生約 40 幾件校園災害 (各級學校，含學生，但不包括交通事故)，

如表 1 及表 2 所示，共造成 8 人死亡，37 人受傷之後果。其中由化學因素所產生之事

故件數(22 件或佔 50%)及傷害嚴重度(4 死 25 傷)均最大，顯示其引發之校園災害潛在

風險最大，亦突顯各校對此類危害預防及改善之迫切性。而由電氣危害引發之事故頻

率居次(10 件或 23%)，但其造成之危害(3 死)亦高，風險不容忽視，由機械危害引發

之事故頻率再其次，其造成之危害則以肢體傷害為主。在學校類別上，由化學因素所

產生之事故件數在大學及高中以下學校相當，但在嚴重度上似以大專院校較大，此與

大專院校中使用之化學藥品，不論質量均遠較高中職校複雜之事實不謀而合。大學院

校中由電氣危害引發之事故頻率遠較高中職校為大，推斷應與大專院校各式研究儀器

設備較為複雜，且與未落實管理有關。機械危害則多發生於高級職校之機工實習課

程，顯示學生實驗課前之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再由傷亡原因分析，如表 3 所示，由不

當動作及切割擦傷造成之傷亡事故最多，且導致多人輕重傷之後果，反應出機械防護

不當與師生缺乏正確安全衛生觀念之現況，而由爆炸導致之傷亡嚴重程度最大，究其

原因，則為缺乏防火防爆觀念及承攬商管理不當為主，因此各級學校應立即著手思謀

控制之道。由感電引發之傷亡程度亦屬嚴重，全為死亡事件，顯示強化各實驗室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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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電氣安全防護亦是刻不容緩的工作。這些校園災害特性，可作為未來各校減少

災害宣導教育講習及訂定改善優先策略之重點。而上述資料是以後果較嚴重之校園災

害 (人員死傷，建物火災，設備毀損)為主，並未包括虛驚事故及未經通報之小規模

災害，如以事故發生冰山理論推斷，則對實際發生之災害應有低估現象。 

2.校園安全衛生管理先期審查 

國內大學院校及高中職校中之各類實驗場所，分別於八十二年十二月及九十年

三月納入勞工安全衛生法之管制範圍，希望透過法規之強制性，有效保障學校教職員

工/生之工作安全，目前適法之大專院校為 159 所、高中 294 所、高職 188 所、特殊

教育 24 所，共計 655 所，適用場所數達五千處，適用人數超過 25 萬人【4】，十年

來各校在安全衛生管理工作上之進展有限，且發生多起校園實驗場所事故，造成人員

傷亡及財物損失，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1)未獲得高層主管之重視─導致人力及經費不足，國內大學院校平均投注於校園環

安衛管理之人力只有 1 人，經費小於 300 萬元，人力與經費分別只有國外大專院

校的 1/15 及 1/5 【5】。 

(2)推動能力不足─目前各校雖有部份已成立環安衛管理單位，但多非一級單位且其

負責之主管/人員多為兼任性質且非具安衛專業背景及管理經驗者【6,7】。 

(3)校園實驗場所性質特殊且各校特質各異─與實驗場所相關之安全衛生法規約有

1,853 條，數量繁多複雜【8】，而校園環安衛管理領域廣泛，加上校園危害特性

為實驗室數量多（一校可達數百間）、化學品量少種類多（一單位可達數百種）

且研發創新之未知性高，導致管理困難。 

(4)教師之自主性高─部份教授以研究工作為重，忽略實驗過程及工作場所之安全管

理，並將安衛管理視為外在之干預【9】。 

而有關單位為改善此一現象，勞委會自八十六年度起實施專案檢查及八十九年度

之檢查說明會，教育部近年來推動多項之實驗場所安衛調查、訪視、輔導及評鑑工

作，目前各校之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工作已逐漸獲得重視。由於校園安全衛生管理

涵蓋之範圍廣泛，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污染防治、風險評估、管理制度及緊急應變

等，具有相當之專業性及複雜度，實非一般單位所能獨立運作，因而各級學校在法令

規章、管理制度及危害防治技術上常存有瓶頸，對於諮詢輔導服務有殷切之需求。有

鑑於此，教育部除經常辦理各項宣導、研習及訓練課程以強化整體安衛觀念外，近兩

年來亦推動「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機制，藉凝聚安衛專業人力，提供各校技術諮

詢，協助學校改善校園的安全衛生狀況，以提升校園環境安全衛生管理績效。在八十

八年及八十九年度教育部曾委託顧洋教授執行「國內大專院校先期環境審查及改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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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計畫」及「國內大專院校環境管理體系規劃及改善示範計畫」【1】，並由國內各

大專院校之各系所單位進行環境與安衛審查查核表之填報，並由教育部環保小組邀集

環保署、勞委會及專家學者組成現場訪視小組，依各校先期審查執行之表現及現場訪

視結果，進行校園環境管理示範院校之遴選工作，而在訪視過程中各院校在環保及工

安二大方面議題之共通性缺失如表 4 所示。而教育部於八十八年十二月至八十九年十

二月委託成大環境醫學研究所進行「大學院校安全衛生輔導及災害類型調查與通報系

統規劃」計畫，針對國內八大公立大學院校所之安全衛生管理及設施管理執行現況統

計，而八大院校安全衛生管理現況調查結果不符法規項目中與緊急應變較相關者統

計，如表 5 所示。而教育部於九十年度委託中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學會執行「學校安

全衛生輔導團計畫」時，曾透過各學校進行其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自我評鑑工作

【8】，使各校能充份了解自我管理現況，並掌握缺失，作為日後訂定管理計畫之依

據。其自評包含組織管理、化學實驗室、機械實驗室、電機/電子實驗室、消防安全

及空間規劃等類別，由各教學單位分項自我評鑑，再由各校安衛管理單位彙總全校在

各項目中達成之比率，填報自評總表。而由九十年度大學院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自我

評鑑執行概況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6 所示。從各校實驗場所安衛自評結果發現，執行

狀況較差之項目與災害發生頻率及嚴重度較高之災害類別吻合，由上述之校園安全衛

生管理現況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目前大學院校對災害緊急應變之規劃與訓練十分不足。

因此，各學校在改善其安全衛生管理之同時，實應建立一災害應變之程序，以於災害

發生時能有一因應之措施，以使災害之嚴重性及其損失能獲有效之控制，並且保障校

園師生之安全。 

第二節 風險評估 

鑑於 1984 年印度 Bhopal 發生異氰酸甲酯(methyl isocyanate，MIC)外洩事件，

造成 2,500 餘人死亡，2 萬多人受傷的重大化學意外事故，美國環保署於 1993 年 10

月依據空氣清淨法，提出風險管理計畫(Risk Management Program，RMP)以進行意外

洩放的預防(美國聯邦法規 40 CFR 68)，該法案並於 1996 年正式通過發佈施行。RMP

列管之工廠所應提供之風險管理計畫須包括下列三要素：  

● 危害評估(Hazard Assessment)  

● 預防計畫(Prevention Program)  

● 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Response Program)  

危害評估之目的為評估災害發生所造成人員健康與環境影響的嚴重性，並記錄歷年來

所發生之意外事故。藉由系統化的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之進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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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鑑別出重大風險之作業/活動  

(2)篩選出關鍵性工作/作業，讓採取之風險控制措施與資源投入有效化及合理化，達    

成提昇安衛投資效率之目的。  

本計畫在進行風險評估之相關資料收集時，發現目前大部份之風險評估案例資料

多為業界所採行適用者，有關學校在風險評估方面之運用資料甚少，此除因學校之屬

性與特性有異於業界之外，一般學校災害之規模也較小，因此，在目前各學校人力、

物力及資源之考量下，真正需以系統化方式來進行校園風險鑑別、風險評估及風險控

制者不多。因此，本計畫在進行風險評估相關資料收集時，仍以業界目前所採行且較

可能為學校所適用者來加以收集。 

風險評估為災害發生的可能性、頻率、及其結果，影響大小的乘積。一般風險評

估之主要工作項目有： 

(1)對危害的認知。 

(2)分析意外事故發生的因果關係。 

(3)估計危害的不良影響之大小程度。 

(4)估計事故及不良後果的可能性，可能性以機率或頻率表示。 

(5)對以上各項分析的結果作判斷，並對估計風險的重要性作判斷。 

(6)採取改善措施或決策之時，決策者以第五項的判斷為基礎，並考量風險評估的不

確定性，權衡成本效益作最適當的決策。 

一般而言，凡涉及事故機率與後果之評估者，皆屬風險的範圍。風險評估的結果

係作為風險決策之用。風險決策者係指高級主管。 

目前風險評估有許多方法可供利用，常用的有：初步危害分析(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查核表(Checklist Analysis)、如果-會如何(What-if)、失誤模式與影響分析

(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 FMEA)、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 (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 HAZOP)、失誤樹(或故障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 , FTA)等

【10】。這些方法有些是屬於定性評估方法，有些則是定量評估方法，各自使用之時

機也不盡相同。目前常用的方式為先以作業系統分析來進行危害辨識，再依各種風險

評估方式估算風險發生頻率、嚴重度，依風險矩陣算出風險等級以鑑別其顯著風險，

但對於製程活動不是很複雜的學校單位而言，查核表、作業安全分析亦可達到評估與

鑑別之功能，而目前多數學校採行之風險評估方法也主要以初步危害分析【11】、查

核表兩者居多，what if 則較少採行。一般在執行危害辨識或風險評估時，應由不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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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系科或不同人員來進行共同討論，以避免主觀意識所導致鑑別不合理的結果。學校

可視自身的能力及資源作判斷，選擇最有效的方式執行。以下就事業單位較常採用且

較可能為學校所採行之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與風險控制之執行分述如下： 

(1)危害鑑別 

學校可先行進行實驗或實習作業活動清查分析，由該系科安全衛生委員及實

驗課程老師討論該科系相關之例行性與非例行性實驗或研究、作業及所有人員進

入實驗或實習場所之可能活動，包含訪客與承攬商與供應商、所有可使用到之公

共設施、機械與儀器設備做清查區分，有關實驗或實習之部份可指定實驗或實習

課程老師、實驗助教(理)依表 7 危害辨識表進行危害辨識【12,13】，危害辨識時

須包含人員、機械、材料、環境及正常、異常、緊急之可能危害。 

 (2)風險評估 

依各科系實驗或實習課程老師、實驗助教(理)等指定人員所辨識之危害，再

將其轉登錄填寫於安全衛生風險評估表如表 8，依風險發生頻率判定基準(F)，如

表 9，及嚴重性(S)判斷基準，若單純只考量人員之傷害，則如如表 10 所示；由

於災害之嚴重性之考量端視其是否包括人員、設備等其他影響因之考量而有所不

同，因此嚴重性等級之判定亦可以是如表 11 之表示方式【12,13,14】。風險＝

發生頻率 ×嚴重度，最後用以評估所得總分，依風險矩陣排列重要順序並界定風

險等級數。有關風險評估之內容，學校可依現行或他校之經驗值、輔導單位之建

議來修正建立，例如有些學校單位在進行風險評估時，亦可即採行下述作法： 

風險＝嚴重性 ×危害/暴露特性 ×損失發生機率 

(3)風險控制規劃 

在經風險評估後，依風險矩陣所得之結果來界定可容忍及不可容忍之範圍。

學校可針對上述結果，所鑑別出之重大風險項目依其災害之類型進行相關緊急應

變計畫之規劃及應變流程之撰寫。 

第三節 緊急應變計畫 

     一個適當且周全的緊急應變計畫可以提供學校與師生於災變發生時適切的行動

指南，以阻止災害的擴大，減少災害損失，並保障周圍學生的安全及維護學校的生態

環境。緊急應變計畫書的擬定不僅是為了符合勞工、環保、消防等主管機關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協助學校重新審視校內可能發生的災害及可動員的應變能力，充分運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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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所有可使用的人力與資源以消弭或減輕可能的災害及損失。目前各級學校多數

已依教育部軍訓處之要求成立「校園緊急事件處理小組」，並有多數學校已擬定書面

校園緊急事件處理辦法或原則，但在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擬定及落實實施

方面，則謹少數學校已建立並實際執行。有鑑於此，教育部環保小組委於九十年託台

灣大學進行「大專院校實驗場所災害應變計畫示範演練計畫」，並提供大專院校實驗

場所災害應變計畫書範例供各級學校參考，而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及弘光技術學院等

多所學校之網站上亦有該校之緊急應變計畫相關資料可供下載參考。而美國大學院校

多數訂定有緊急應變管理資料，而在相關學校網站上不一定提供有緊急應變計畫書之

內容，但多數有不同災害類型之應變處理原則供參考，本計畫於附錄一中列有五所美

國學校之災害應變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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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校實驗室災害統計表(86 年 12 月至 91 年 6 月) 

項 

次 
災害發生 災害地點 災害簡述 人員傷害情形 

1 86/12 
私立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化工所學生誤食溴化丙烷

致死  

1 死 

2 87/10 虎尾技術學院 電機系學生實驗時，遭電擊致死 1 死 

3 88/04/27 

高雄縣完全中學 化學實驗課，學生添加酒精燈酒精

時，不慎洩灑桌面並引燃酒精氣爆

而灼傷 

3 名學生灼傷 

4 88/06/03 
台北市台灣大學 機械工程系實驗室人員誤將無機酸

廢液倒入有機溶濟廢液中引發氣爆 

1 名女技術員灼

傷 

5 88/09/21 
南投縣埔里高工 921 地震化學實驗室化學藥品墜落

地面 

設備受損 

6 88/09/21 台中市中興大學 921 地震化工材料館實驗室氣爆 設備受損 

7 88/10/22 

嘉義縣中正大學 嘉義大地震化學系化學實驗室藥品

墜落地面引發化學反應而導致 5 間

實驗室 起火燃燒 

5 間 實 驗 室 燒

掉，財務損失一

千萬 

8 88/11/01 
高雄市明誠中學 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因工人施工引

燃甲苯而爆炸 

承攬商 1 死 1 重

傷 

9 88/11/08 
中科院青山園區 人員誤闖爆破實驗室 1 名技術員重傷 2

名承攬商輕傷 

10 88/11/15 

台中縣沙鹿國中 學生在物理實驗室打掃時，趁時間

將酒精倒於地上玩耍，在添倒酒精

時引燃氣爆 

3 名學生灼傷 

11 89/02/13 

新竹交通大學 電子系所人材培訓實驗室，人員在

進行加熱實驗時(含 KOH)，因控溫

開關故障實驗溫度失控而導致引起

火災 

設備受損 

12 89/03/25 高雄師範大學 副教授觸電死亡 1 人死亡 

13 89/04/21 
台南安南國中 學生上工藝課時，以 CHCl3 黏貼塑

膠板，因而吸入 CHCl3 而昏迷 

學生受傷 

14 89/04/26 
台北市師大分部 理工學院化學時驗室，疑似通風機

具走火引發化學品爆炸燃燒 

設備受損 

15 89/06/03 

斗六雲林科技大學 理科新建大樓進行隔熱工程時，因

工人欲將瀝青材質烤乾不慎引起火

災 

設備受損 

16 89/06/03 

台中中興大學 化學系管實驗室研究生進行酯化反

應時，因加熱氣短路造成溶劑蒸發

外洩而引起火災 

設備受損 

17 89/08/21 

基隆海洋大學 岩心實驗室冷藏櫃內土質沉積物產

生甲烷引起燃燒氣爆 

1 名教授、助教

及 1 名水電工被

玻璃碎片刺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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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0/01/01 台北市台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實驗室起火燃燒 設備受損 

19 90/03/07 嘉義中正大學 化工館高分子實驗室火災 設備受損 

20 90/03/28 
新竹工研院化工所 化工所 19 館研究室分析儀器起火

燃燒 

設備受損 

21 90/04/10 花蓮慈濟大學 生化實驗室化學藥品起火 設備受損 

22 90/05/31 

桃園陽明高中 物理課程之波實驗用之汞壓力

計橡皮軟管老裂，造成汞洩

漏，老師進行清理時，又不慎

打破其中一隻，造成身體遭汞

污染，雖經簡單清理。但下班

後，仍發現小腦疼痛、雙手顫

抖、並有噁心想吐等現象。 

老師受傷 

23 90/06/12 成功大學 6F 理化實驗室爆炸起火 化學研究室損毀 

24 90/06/14 
桃園高中 數理大樓 3F 化學實驗室因黃磷自燃

引起火災 

設備受損 

25 90/07/05 
台中師院 音樂大樓三樓內鋼琴室晚間突然失

火 

設備受損 

26 90/08/15 
中研院 生醫所實驗室有機實驗中之化學物

起反應爆炸導致玻璃破裂傷人 

2 名研究員受傷 

27 90/08/16 

中研院 物理所地下 3F 機房電線走火引起火

災(火災警示器發揮功效) 

損失二台鋼琴及

部分裝潢約 100

餘萬 

28 90/09/25 

北市南港高中 颱風時該校之化學實驗室受水淹

沒，導致藥品櫃移位傾倒，致有多

瓶藥品打翻，仍殘存於藥品櫃內，

水退後產生異味。 

設備受損 

29 90/10/18 私立中國文化大學
於實驗課程中不明原因下自實驗椅

跌下。 

學生受傷 

30 90/11/03 

台北市延平高中 因教室內冷氣水管破裂導致地面積

水，一名學生因靠在冷氣機旁觸電

死亡。 

學生死亡一人 

31 90/11/08 
陸軍步兵學校 地下油槽外包清洗及噴砂作葉發生

不明原因氣爆 

外包工人 2 死 2

重傷 

32 90/11/13 私立中華技術學院
機器未停機時手指去清潔切削，致

使左手食指遭到銑刀割傷。 

人員受傷 

33 90/11/10 中國技術學院 

在火鍋痁廚房，於晚間收店清理切

肉機不慎未拔掉電源使致切斷右手

食指第二截,隨被送國泰醫院做整型

縫合,兩週後狀況良好即返校上課 

人員受傷 

 90/11/14 中國南京大學  鼓樓校區食堂因媒企管道洩漏，媒食堂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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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外洩造成大火 本案未列入計算 

34 90/12/27 私立復興商工 

90.12.27 日，下午約 PM 2：50 分

時，該生於製作銀製品時，需將三

角架上金屬杯內水加熱，並加入明

礬使銀器上方之髒物剝離，該生於

加熱水時，因動作不當將杯內水翻

倒，潑至該生大腿內側，由於該生

行動不便，無法及時離開，造成大

腿內側部分燙傷 

學生受傷 

35 90/12/31 

彰化三春國小 7 名學生因打掃前一天因校友把玩

滅火器所殘留於地面上之 ABC 乾

粉，導致吸入過多粉末而送醫 

7 人送醫，其中 4

人住院觀察 

36 90/12/11 國立台東農工 
右手無名指不慎被齒輪夾到受傷送

醫縫合三針 

人員受傷 

37 90/12/26 國立台東農工 
在實習工場中不慎撞到車床，造成

手關節受傷 

人員受傷 

38 90/12/26 國立勤益技術學院

游泳課期末測驗補考，在跳入池

時，頭部撞及池底，致頸椎受傷，

經送醫治療，延至 91 年 1 月 10 日

死亡。 

學生死亡一人 

39 90/12/11 國立台東農工 
右手無名指不慎被齒輪夾到受傷送

醫縫合三針 

人員受傷 

40 91.01.03 國立台灣大學 

該研究員利用正戊烷加熱進行再結

晶時，因一時疏忽導致突沸，致使

溶液在其身上及實驗桌附近引起火

災。 

人員受傷 

設備受損 

41 91.01.04 國立台東農工 烹飪王菜刀切到左手大姆指 人員受傷 

42 91/01/09 國立台東農工 

右手食指指甲實習不慎引擎壓到瘀

血紅腫，放學後至醫指甲除以免發

炎。 

人員受傷 

43 91/01/11 國立台東農工 
左手中指不慎被玻璃割傷送醫縫合

四針 

人員受傷 

44 91/02/27 國立花蓮高工 不慎割傷 人員受傷 

45 91/03/04 遠東技術學院 

半導體實驗室於中午休息時間，突

然起火，濃煙密佈，造成半導體實

驗室全毀。根據現場訪視所見，起

火點應為無塵室內之化學排氣櫃，

設備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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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氣櫃之上緣應為起火點，該處附

近有無熔絲開關及馬達，根據研判

應為馬達過熱，導致塑膠材質（PP

或 PVC）風車起火，下方槽內又有

雙氧水導致一發不可收拾。 

46 91/06/20 

私立淡江大學 商管大樓凌晨發生火警，十一樓的企管

系等七間教授研究室全毀，另有約

十間研究室被煙薰和水漬波及，火

場鑑識人員疑為電線走火，但也不

排除人為因素 

無人傷亡 

設備受損 

註：資料來源：(1)教育部校園災害事故通報系統(2)新聞媒體剪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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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內近五年(1997/12-2002/6)校園事故特性統計 

發生件數 受傷人數 死亡人數 事故原因 

大專 高中以下 大專 高中以下 大專 高中以下

化學 12 10 8 17 3 1 

電氣 9 1 0 0 2 1 

機械 2 6 2 6 0 0 

設施 4 0 4 0 1 0 

小計 27 17 14 23 6 2 

總計 44 37 8 

註:含教職員、學生及承包商，不包括交通事故 

 

表 3  國內近五年(1997/12-2002/6)校園事故傷亡原因統計 

傷亡原因 件數(百分比) 傷亡情形 傷亡原因 件數(百分比) 傷亡情形

墜落，滾落 1 (3.7%) 1 傷 感電 3 (11%) 3 死 

衝撞 2 (7.4%) 1 死 1 傷 爆炸 4 (15%) 3 死 8 傷 

被夾被捲 1 (3.7%) 1 傷 不當動作 6 (22%) 16 傷 

切割擦傷 5 (19%) 5 傷 其他 1 (3.7%) 3 傷 

有害物接觸 3 (11%) 1 死 2 傷    

註:含教職員、學生及承包商，不包括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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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校園環境管理的訪視輔導工作所見之共同缺失 

類

別

項目 共通性缺失 

空氣污染 ●部份實驗室之排放管道末端無空污染防制措施，有污染校園及周遭環境之虞，建

請儘早規劃設置。 

水污染 ● 部份實驗室廢水尚無收集及處理設備，而逕由雨水道排入承受水體。 

● 廢水處理設備未有每日之操作記錄(不只電鎮讀數)以供查核。 

環

保 

廢棄物 ●廢棄物的儲存容器未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 
●廢液未委託合法甲級清除處理業處理。 
●廢棄物(廢液)委外清除處理時，未注意受託者之內容，並記錄清除之日期、種

類、清除人、清除車輛及保留最終處置證明。 
●廢液之儲存未規劃獨立空間，廢液標示不明確。 

毒化物 ●未取得毒性化學物質最低管理限量使用許可，另「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委員

會」尚未向當地環保局申請備查。 
安全衛生組織、 

人員設備及運作 

●管理單位應為一級單位，以利業務推行。 

●未具備合格專責人員證照。 
●未建立主管機關前來查核的記錄，對其所要求的改善事項之辦理情形未列管追

蹤。 

安全衛生管理 ●定期自動檢點制度未落實。 

●機械設備未加裝漏電斷路器。 
●MSDS 未標明製表日期。 
●實驗室及工場未標示逃生方向。 

工作場所安全設

備措施 

●老舊機器除加防護罩外，未持續檢查其性能。 
●緊急淋浴及沖眼器等設備的加裝不足，安全門未改採外推式。 
●LPG 鋼瓶固定方式不對，且未作危害標示及製備 MSDS。 
●氣瓶儲存區，未設置防爆照明設備及洩漏偵測器，鋼瓶未安裝設超流限制閥。 
●部份電器設備未接地，或裝設漏電斷路器。電器線絕緣及電器開關護圍不佳。 
●仍有部份設備插頭仍使用三孔轉換兩孔式使用，使設備接地系統失效。 
●局部排氣設備未標示作業直注意事項。 

●實驗室及工場馬達皮帶未設置護圍、混合機未設置護蓋。 
●實驗室未安裝加裝「緊急洗眼器」。 
●使用四氧化碳、二硫化碳、苯之作業未採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現有排氣櫃

之控制風速不合於規定。 
●未於每週實施室內有機溶劑作業場所檢點，並記錄檢點結果，且保存三年。 
●氣體鋼瓶處之空氣壓縮機，未遷移至有乾淨空氣來源之處所。 

危險物及有害物

管理 

●未規劃「廢液儲存區」，並有效分類儲放及標示。 
●實驗室內未標示禁止吸菸及飲食之文字或圖樣。 

健康保護措施 ●特殊場所之員工未按規定定期接受特殊健康檢查。 

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及宣導計畫 

●危險性機械設備未取得設備合格證，實際操作人員未經訓練合格。 

●未實施例行性年度訓練計畫。 

工

安 

事故調查處理及

緊急應變計畫 

●「環保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中未加入文件之制訂/修訂日期、版本、權責人員、

定期審查形式。 
●各項緊急應變及準備未定期測試及保留記錄。 

●未事先查詢附近醫院處理化學事故之能力。 

註：資料來源：顧洋，申永順，盧曉鈴，2000 ；”我國大專院校環境管理工作現況及因應策略＂環境

教育季刊， 第 44 期: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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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八大院校安全衛生管理現況調查結果不符法規項目中與緊急應變較相關者統計 
大學院校安衛管理現

況調查結果不合法規

者前五項  

問項內容 不 符 法

規 百 分

比 

備註

1.學校是否有指派人員負責規劃、協調及修訂

緊急應變計畫 

100%  學校整體安衛管理 

2.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是否包含緊急應變組織、

職責與人員之規劃並指定緊急應變中心 

100%  

1.動力運轉設備具顯著危險是否具緊急制動裝

置 

100% 

2.機械運動可能有危害時是否有人員負責指揮 100% 

3.原動機、轉軸、齒輪、傳動帶是否具護罩 81.8% 

一 般 機 械

設備部分 

4.研磨機之使用是否符合安全規定 75% 

機 械

安 全

防護

1.高壓氣體容器操作是否符合規定 100%  

2.危險性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 80%  

3.起重升降機具操作是否符合規定 75%  

4.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是否符合安全規定 72.7%  

危 險 性 機

械 設 備 部

分 

5.危險性機械設備合格証是否符合規定 57.2%  

1.電氣或馬達是否標示其啟斷操作及用途 100%  

2.電氣設備配置、線路及使用器材 80%  

3.電氣絕緣防護具使用是否符合規定 75%  

系所機械

設備與電

氣安全執

行現況 

電 氣 安 全

部分 

4.作業中因接觸或接近而有感電之虞者，是否

設護圍或絕緣被覆 

73.3%  

1.危害性化學物質容器標示及分類 100%  

2.有害物之作業環境測定 100%  

3.可燃性及毒性氣體自動偵測及警報系統  100%  

4.有害物質作業主管 100%  

5.作業場所門禁管制 94.1%  

職 業 衛 生

部分 

6.洗眼、洗澡、洗濯等設備 75%  

健康管理 1.急救人員 100%  

1.搶救器材 92.2%  

2.防護具之管理 89.5%  

系所職業

衛生與健

康管理 

有 害 物 質

防護具 

3.防護具之置備 82.4-

100% 

 

1.作業場所消防設備 100%  

2.靜電危害防止 100%  

3.引火性液體、可燃性氣體之爆炸防止 100%  

系所火災爆炸預防 

4.集合氣體裝置是否符合規定 88.9%  

註：資料來源：蔡朋枝，2000；＂大學院校安全衛生輔導及災害類型調查與通報系統

規劃＂期末報告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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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九十年度大學院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自我評鑑執行概況統計表 

執行情形 

各校執行率 校內執行

率 

 

符 合 項 目 

>80% >80% 實驗室出入口不可堵塞。 

>70% >80% 消防設備配置是否適宜。 

 

>60% 

 

>80% 

通道出入口須有照明設備與標示；消防系統是否妥善維護保養；實

驗室內走道應有 80 公分，且主要走道在 1公尺以上間隔。 

 

>50% 

 

>80% 

易燃藥品週遭不可存放可燃物；液態化學品儲存高度不得超過

1.5m；設有急救箱，並定位標示；緊急沖淋裝置及洗眼器距危害點

均在 30 公尺以內；操作人員充分瞭解其所用化學物質之標示及物質

安全資料表之內涵；設置緊急廣播、通訊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且定

期檢修。 

 

>60% 

 

>60% 

揮發性溶劑需置於抽氣通風櫃內；儲物架應有防止物品掉落之護

欄，且重物宜放置在低下處；廢棄之化學品妥善收集；執行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宣導； 有足夠合格急救人員；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有足

夠合格急救人員；有害廢棄物是否適當分類、儲存及處置；實驗室

備有物質安全資料表；設置必要災害搶救器材、且操作正常；訂有

緊急應變訓練計畫及執行緊急應變演練。 

 

<50% 

 

>60% 

定期檢查電氣設施之接地電阻；定期檢查電氣設施之絕緣電阻；危

險物之儲存量/使用量是否管制與控制；過氧化物儲存不可過期；配

戴適當之安全眼鏡；壓縮氣體瓶要正確固定，且例行性地對進行測

漏；排煙櫃運作合乎標準（風速），並有保養檢測紀錄；電氣容量

是否負載過高。 

 

<30% 

 

>60% 

實驗室高溫爐是否妥善隔離尤其是易燃物；是否設置感電防止用漏

電斷路器；良導體機械設於狹小空間所使用之交流電銲機應設置自

動電擊防止裝置；危險性機械設備應定期實施自動檢查；動力運轉

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加工

時有飛散致危害勞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護圍

以防止；金屬、塑膠等加工用之圓盤鋸或帶鋸，應設置鋸齒接觸預

防裝置；離心機械，應裝置覆蓋及連鎖裝置。覆蓋未完全關閉時無

法啟動；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等，有危害勞工之虞

者，應設置安全門，雙手操作式起動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圓盤鋸

之圓鋸片、齒輪、帶輪、皮帶等旋轉部分，於旋轉中有接觸致生危

險之虞者，應設有覆蓋；研磨機應設置護罩；實驗室是否規劃防火

區隔；是否執行動火許可制度；是否執行作業環境測定並採取控制

措施。 

註:1. n = 74; 平均自評誤差=8.98% 

   2.本表資料來源：錢葉忠，2002；”國內校園實驗場所害特性及後果探討”，2002
年校園實驗室安全衛生國際研討會論文集”，p50-56。 

 

表 7  危害辨識表（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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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          實驗教室名稱/編號：          實驗(習)活動名稱：            

輸   入 輸    出(可能之危害) 
人

力

環

境 

能 

源 

／ 

電 

源 

機 

械 

設 

備 

儀

器

化

學

物

質

實

驗

生

物

放

射

性

物

質

其

他 

實 驗 程 序 

碰

撞

／

滑

倒

切

割

夾

捲

火

災

墜

落

化

學

物

質

洩

漏

生

物

危

害

爆

炸

輻

射

危

害

感 

電 

缺 

氧 

燒 

燙 

傷 

天

然

災

害 

環

境

污

染

其

他

          

 

 

 

 

 

 

 

 

 

              

註：1.化學物質包括固態、液態、氣態之物質。 

    2.輸出中之其他：可為噪音/振動危害、人因工程危害等。 
 
填表人：              填表日期：            系科安衛委員(代表)：          

 

 

表 8 安全衛生風險評估表（例） 
項目 編號 實驗活動

名稱 

潛在危害 發生頻率

F 

嚴重性

S 

顯著性

C=F×S

排序 風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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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校園實驗室災害發生頻率判定基準【12,13】 
分數 種類 傷害或意外事故之發生頻率 
5 時常 每年發生≧5 次 
4 很可能 每年發生 1-5 次 
3 可能 每 5 年發生 1 次以上且每年≦1 次 
2 很少 每 10 年發生 1 次以上且每 5 年≦1 次 
1 不可能 每 10 年發生≦1 次 
註:1.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md Material International (SEMI).  

SEMI S10-1296:Safety guideline for risk assessment. Mountain View (CA): SEMI;1996。 

2.張大元、詹長權、王秋森，2001；＂半導體產業作業環境健康風險評估與管理系統之 

建制＂，工業安全科技，第 41 期：7-10。 

 
表 10 校園實驗室災害嚴重性判斷基準【12,13,14】 

分數 種類 傷害或意外事故之發生頻率 備註(Semi S10-1296)
4 極嚴重 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受傷 電擊致死、中風 

、死亡 

3 嚴重 眼睛或四肢傷殘 眼睛或四肢傷殘、

HF 之骨骼損害 

2 中度 扭傷或拉傷，酸、鹼腐蝕， 電擊、扭傷或拉傷、

酸腐蝕 

1 輕微 虛驚事故，輕微割傷，皮膚暴露或可自

行包紮或處理 

輕微割傷、皮膚暴露

註:參考資料來源： 

1.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md Material International (SEMI).  

SEMI S10-1296:Safety guideline for risk assessment. Mountain View (CA): EMI;1996。 

2.張大元、詹長權、王秋森，2001；＂半導體產業作業環境健康風險評估與管理系統之建制＂，

工業安全科技，第 41 期：7-10。 

3.校園事件通報管理系統實施要點之校園事件程度劃分等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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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校園實驗室災害嚴重等級分級【14,15】 

分數 種類 人員 財務損失 
(含設備損失) 

適法性
對環境/公眾之

衝擊 

對教學、研

究 
活動之影響

4 極嚴重 
一人死亡或三

人以上受傷 

重大財務損失

(100 萬以上) 
違法且

受罰 
釋放至環境並造

成公害事件 
停止相關活

動數月以上

3 嚴重 

眼睛或四肢傷

殘 

具體財務損失

(30 至 100 萬

之間) 

違法且

需立即

改善 

對 設 備 造 成 污

染，且排放至外

界並對環境造成

輕微影響 

停止相關活

動數週 

2 中度 

扭傷、拉傷或

挫傷，酸、鹼

腐蝕， 

輕微財務損失

(3 至 30 萬之

間) 

限期改

善 
對設備造成污染

但未對環境造成

威脅 

停止相關活

動數日 

1 輕微 

虛驚事故，輕

微割傷，皮膚

暴露或可自行

包紮或處理 

幾無損失 
(0 至 3 萬以

下) 

合乎法

規 
能管制處理或無

影響 
無影響 

註：1.評估等級時取其最嚴重者。 

    2.財務損之界定可依各校之容忍度自行修訂金額數值。 

3.參考資料來源： 

(1)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md Material International (SEMI).  

SEMI S10-1296:Safety guideline for risk assessment. Mountain View (CA): 

EMI;1996。 

(2)張大元、詹長權、王秋森，2001；＂半導體產業作業環境健康風險評估與管理系統之建

制＂，工業安全科技，第 41 期：7-10。 

(3)教育部台九一軍字 91048138 號函修訂之校園事件通報管理系統實施要點，校園事件程度劃

分等級表。 

(4)Jimy Whiting ,2002;＂Risk management System  Module SRM5-risk analysis＂，風險評

估與風險管理系統實務研討會，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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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執行 

第四節 計畫執行流程 

本計畫之實施流程如圖 1所示。其內容為： 

1 資料收集 

收集國內、外相關實驗室緊急應變規劃之資料。 

2 完成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初稿 

參考 FEMA 之事業單位緊急應變管理指引資料內容，進行實驗室應變程序初稿之撰

寫。於 91 年 8 月 21 日進行期中審查，期中委員審查意見之修訂對照表請參見附錄

二。 

3.專家會議 

於 91 年 9 月 10 日邀請國內產、官、學各界對緊急應變規劃有實務經驗之專家 8

位，針對實驗室緊急應變系統程序初稿內容，進行建議與修正，使其更具實務性與

完整性。 

4.緊急應變程序試行 

將以勞研所之研究實驗室及 1-2 所大學院校之實驗室，進行此程序之試行，以使其

更具可行性。 

5.資料統整與歸類分析 

彙整各項資料及試行結果，予以歸類分析，建立不同性質實驗室應有之應變架構。 

6.4~5 種類型實驗室緊急應變程序建立 

依據專家意見及試行之結果，草擬 4~5 種類型實驗室之應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畫書

範例。 

7.建立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 

依上述所得之結果，建立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以於未來

供各大學院校參考。 

8.專家會議 

由專家書面審查 4~5 種類型實驗室之應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畫書範例，增加其適用

性。 

9.修訂實驗室之應變程序及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並撰寫期末報告 

依專家建議修訂 4~5 種類型實驗室之應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畫書範例，並撰寫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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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末報告審查 

於 91 年 11 月 25 日進行本計畫之期末審查，最後依期末審查委員之意見作最終之

程序修訂，並完成實驗室應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書範例。期末審查委員審查意見

之修訂對照表請參見附錄三 

第五節 計畫執行內容 

本計畫之執行內容主要有四項並詳述如下： 

1.蒐集國內、外相關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規劃之資料。 

2.建立實驗室緊急應變之程序初稿。 

3.召開專家會議審查 4-5 種類型實驗室之緊急應變程序及應變計畫範例，以增加其實

用性。但簡化通報流程以利學校應用。 

4.建立實驗場所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 

 

2.1 相關法規資料蒐集 
本計畫首先蒐集國內、外有關緊急應變之相關資料，由於勞工委員會於八十二年

十二月二十日公告將大學院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納入勞工

安全衛生法之適用範圍，經成大蔡朋枝教授等調查全國大學院校適用場所達 4450

處，適用人數約達 25 萬人【2】，勞委會亦於九十年三月二十八日將高級中學、高級

職業學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練船)等納入適用範

圍，約增加 452 單位，8519 人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而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作業要點等及消防法、消防法施行細則、消防防護計畫

等亦一體適用於學校；國內目前在法規方面與緊急應變較有關之規定如下列所列，其

條文內容請參考附件一緊急應變相關之法規整理。 

1.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法、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

辦法、缺氧症預防規則、危害物與有害物通識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

防標準、機械器具防護標準、工作場所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理要點等。 

2.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及其施行細則、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作業要

點、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理辦法、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辦法等、空

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3.消防署－消防法、消防法施行細則、公共危險物各類事業單位消防防災計畫  、災

害防救法、民防法等。 



 23

4.衛生署－醫療法、醫院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等 

5.教育部－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作業

規定、校園事件通報管理系統實施要點等。 

6.原子能委員會－游離輻射防護法、輻射防護管理組織及輻射防護人員設置標準等。 

 

2.2 校園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程序之建立 

一般事業單位意外災害發生時，有可能使廠內之工安事件演變成環保公害事故，而校

園意外災害之發生亦同，因此，緊急應變計畫之執行仍可依循著ISO 14000環境保護

管理體系及OHSAS 18000職業安全衛生管理體系Plan-Do-Check-Action（P-D-C-A）之

思考邏輯進行相關規劃，故本計畫在進行校緊急應變程序之建立時，仍然依據重大危

害風險評估之結果為前提，當然目前應先了解大學院校或高中職校在緊急應變計畫執

行方面之現況。從第一章第一節表5之結果顯示，目前大學院校及高中職校對緊急應

變之規劃與訓練十分不足，且其在緊急意外事故之處理方面仍然由學務/生輔單位針對

學生安全為主，對於該校園或科系所之安全衛生事件較無一完整、全面及專業之緊急

應變計畫規劃，故目前學校之緊急應變規劃，實應從校園安全衛生管理工作之自我現

況檢視及相關法規符合度之審查等開始，將其中與重大意外事故發生較有關者一一列

出並加以分析，如此，才能依據校園意外事故發生嚴重性及風險較高且最急迫改善之

事項中，訂定出相關緊急應變計畫。所謂緊急應變計畫應是依據實驗場所風險特性所

擬定，但由於大都缺乏執行風險評估，以致沒有真正將具高潛在危害區域、作業或製

程鑑認出來，導致事故發生時所規劃的緊急應變計畫書並不能有效的被執行。因此，

在規劃緊急應變計畫峙，應考慮幾點要項【17】： 

1.針對可能發生之意外事故及緊急狀況建立相關緊急應變程序、規範應變方法、預防

及減輕安全衛生風險。 

2.每年定期的緊急應變演練區域及內容，不能依據經驗可能性來決定，宜藉由風險評 

估結果，以鑑別出所有可能發生之危害，並據以規劃緊急應變計畫。 

3.宜加強緊急應變編組人員之訓練。 

目前有關緊急應變計畫之資料在教育部委託中興大學郭其珍教授執行之「大專院

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系統建立計畫」及委託台大陳志傑教授執行之「大專院校實驗場

所緊急應變計畫」(含計劃演練及計畫書範例指引等)中，均可於該學校相關網站上下

載並供學校於訂定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相關計畫之參考【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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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校園緊急應變制訂流程【19，20】 

校園緊急應變計畫推行與執行流程圖如圖 2 所示，首先，學校之最高管理階層

(雇主校長)應針對校園災害應變能力之建立表達其重視度，承諾對校園緊急應變計畫

推行之決心，並應指定相關安衛管理單位或成立該校園緊急應變計畫推行委員會、小

組，負責籌劃或規劃校園緊急應變計畫，由校園緊急應變計畫推行單位主導先行針對

緊急應變相關現況進行先期審查工作；校園緊急應變計畫推行委員會或小組可於學校

安全衛生委員會下依其任務進行階段性編組，於階段性任務完成後由學校安全衛生管

理單位或校園災害應變處理小組進行常態性之工作推動或執行。目前在教育部之規定

下學校多已建立災害事故處理作業要點等相關辦法，未來各校宜於相關辦法中加強災

害應變推行單位之定位及執掌。學校在進行災害應變之相關規劃時，可遵循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體系之執行程序進行相關應變體制之建立。 

2.2.1.1 先期審查與資料蒐集 

先期審查是 BS8800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所提之一先期自我評鑑之工具，目的

為了解自我安全衛生管理現況，並以此基準作為未來改善進步之一的指標。目前由於

大部份學校尚未導入 OHSAS18000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理念，故在此所指之先期審查將

會較著重於如何去作相關先期資料蒐集及建立管理現況基準為原則。先期審查之範圍

如圖 2 所示，學校在執行先期審查時，應考量目前校園現有組織之特性及實際需求，

及安全衛生管理措施、應變設施之設計及應變設備之數量與操作記錄、化學物品清

單、各類平面圖的蒐集、間接考量面等，且應該考慮校園組織在非假日及假日時之運

作狀況，以及可能發生緊急事件之狀況等。對於初次建立緊急應變計畫之學校，可藉

由先期審查來考量目前校園面臨的所有環保、安全衛生風險，作為建立校園緊急應變

管理的基礎，其涵蓋之方向應包含： 

1.法令規章的需求； 

2.校園安全衛生風險及危害鑑別； 

3.檢討所有現行事故或緊急應變管理措施、作業流程與程序； 

4.評估以前所發生之意外事故、事件與緊急事件調查結果。 

實施先期審查並無一定之方法與程序，端視校園組織現況與需求而定。緊急應

變計畫先期審查之主要功用如下： 

1.瞭解校園目前安全衛生管理制度中有關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執行及應變能力情

況，並確認其落實執行程度與要求內容之差距。 

2.瞭解校園實驗室等場所作業危害特性與作業管制系統，並確認是否符合相關法規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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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瞭解學校各科系或處室安全衛生管理工作中有關緊急應變部份執行之成效。 

4.瞭解學校現行在緊急應變方面所投入資源的適當性。 

由於緊急應變之自我先期審查是學校緊急應變計畫建立時，對學校緊急應變能

力、設備等之瞭解及資料蒐集之準備工作，可用以提供後續制定或修正緊急應變計畫

之參考，亦可用以作為目前校園安全衛生管理績效之參考指標之一。一般先期審查之

內容包括三大部份：(1)法規要求查核，(2)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3)緊急應變管理現況

及意外事故審查，由於先期審查目的及涵蓋的方向發現，先期審查的執行和風險評估

及法規查核有著相當程度的共通性及重疊性。在進行法規要求查核、危害鑑別風險評

估及緊急應變管理現況及意外事故審查以上三個步驟時，若由相同成員執行，其結果

必存在相當比率的相似性，先期審查所建立之基線可能對緊急應變計畫未能提供幫

助，更甚者可能延誤計畫建制方向；若以不同成員執行先期審查，可藉由其結果，確

保及鑑別學校在風險評估及法規查核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而由於目前各校安全衛生管

理人員在緊急應變規劃方面之認知、經驗及實務上仍不足，故學校在研擬緊急應變計

畫前最好能事先行了解該校在緊急應變上之現有設備、人力、應變能力及管理措施

等，並觀摩有實務經驗學校之作法，或是由輔導或顧問機構協助下進行建立。而在目

前大多數學校未經訓練或無適當之先期審查人員之情況下，則緊急應變計畫推行小組

可先著重於緊急應變先期資料之蒐集。先期審查前應先界定執行範圍，此範圍亦是學

校在推行緊急應變計畫的範圍。緊急應變計畫推行單位須針對該範圍蒐集相關資料，

包括學校安全衛生政策、安全衛生管理辦法一覽表、學校組織圖、安全衛生組織圖、

實驗課程設計與規畫、管路配置圖、化學品清單等。學校先期審查之資料蒐集查核表

(範例)如表 12 所示。這些資料是幫助審查人員先期了解學校目前安全衛生概況及可能

危害分佈，並提供人員訪談時待釐清事項的問題，因此也可作為未來應變計畫訂定之

參考準則。而由表 12 可知，實際上有許多待蒐集之資料均與現行校園之安全衛生、

環保、消防及設施管理之現有資料記錄之蒐集及保存之完整性有關，故緊急應變計畫

推行小組在進行上述資料之相關蒐集時，可先針對緊急應變時對此資料取得之迫切性

作分級蒐集，一般可將其分成三級： 

1.必要資料：針對緊急應變所必要之資料應先蒐集，且應確認其完整性及正確性，且

此資料應要求各所屬單位要在狀況變更時要隨時更新，並提供學校安全

衛生管理單位/校園災害事故處理小組/人員及緊急應變通報中心作更換

及保存。例如，校區建築物、實驗室之平面圖，可用以標示校內應變資

源及實驗室位置，圖上亦可註明車輛運輸之路線、校內應變設施位置及

因應災害發生之可能應變指揮中心位置，並規劃人員疏散路線及集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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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學校若無平面配置圖或久未更新，建議應重新依據學校大小比例繪

製、更新，同時應將檔案用電腦資訊建檔，使能迅速進行修改，以節省

時效。另外，還可調查學校師生及教職員工之分佈狀況搭配學校區域面

積，俾使在規劃人員編組及組織架構時，能充分發揮真正可運用的人

力。此外危險性物質之使用現況，包括危害性化學物之種類、數量及分

佈狀況之調查蒐集(包含危害物質清單及 MSDS)【21】、危險性機械及

設備之種類、數量及分佈狀況之調查蒐集。在發展緊急應變之戰略、戰

術時，緊急應變指南、毒化物防救手冊及緊急應變卡等【22,23】亦為一

重要參考指引，故應儘可能蒐集。 

2.次要資料：針對緊急應變時所需之次要資料其迫切性及時效性未如必要資料，但其

對緊急應變之戰略、戰術之決策仍有其貢獻度，故仍應在人力可及之情

形下進行建立與蒐集，此資料可由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總務部

門留存。例如，備用電力資料、電力供應配給系統圖、通風管線圖、廢

水廢棄物處理系統、實驗課程規劃設計資料，各實驗室初步危害分析資

料等。 

3.輔助資料：此資料主要是針對學校現行之安全衛生管理或設備之缺失作蒐集，在災

害發生後進行事故調查分析時，能有佐證應證之參考作用，並在學校資

源充足時能執行後續之改善，促進作業場所工作人員生命健康之保障及

維護，此資料可由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及相關系科自行留存。如環保

單位稽查記錄、勞檢單位檢查記錄、消防隊檢查記錄、教育部安衛管理

評鑑記錄等。 

執行先期審查的成員首先應具備豐富的知識、技能及經驗，方能在有限的時間中

發現主要的危害問題，而先期審查之人員的組成應包含學校安全衛生主管及各科系主

任，各科系安全衛生委員、總務處設備儀器管理之專門技術人員(如保管組組長)及實

驗室負責老師之代表三方面。先期審查之執行包含文件審查、現場觀察及人員訪談等

三項主要工作項目，一般先期審查之實施並無特定的方法與程序，端賴學校組織現況

與需求而定。而先期審查報告與涵蓋範圍建議應包括法規審查，危害鑑別與風險評

估，管理制度現況及過去意外事故審查等三大項重點，其執行之方式分述如下： 

2.2.1.1.1 法規鑑別與審查【24,25】 

符合法規要求只是及格標準，學校環安衛管理單位必須建立蒐集及鑑別相關法規

之管理程序，並用來檢查與安全衛生風險相關及必須遵守之法規要求事項。目前法規

鑑別登錄是先期審查的一項重點工作。利用法規登錄表鑑別法規並整理結果是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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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並配合實地檢視現有資料，比較現況與法規之符合性，且將相關法規依類別

登錄歸檔。本計畫在法規要求查核方面將建立法規登錄查驗表，將目前與緊急應變有

關之法規條文，依直接相關及間接相關性作法規符合度之審查，而在間接相關法規部

份則依據校園災之可能類型，區分為化學、機械、電氣、消防、天然災害等作分類審

查。有關校園緊急應變相關法規登錄查驗表範例如表 13。而此項工作可由校內各系科

之安全衛生委員、實驗場所負責老師及助教(理)，在配合該校安全衛生管理人員之情

況下來進行各實驗室法規符合及適用性之查核。 

由上述之法規內容所述，可知各法之所屬主管機關不同其立場及想法亦有稍許之

差異，其對緊急應變之組成及要求亦有異同，因此各校在進行緊急應變計畫規劃之

時，緊急應變推行小組可在該校安全衛生管理人員之協助下，應整合有關緊急應變之

法規，並考量各校之規模、人力及組織編組方式及推行之難易等問題下，作最適化緊

急應變計畫之規劃與執行，而在整合過程中可考量下列幾點之作法【18】： 

1.由於各相關法令要求內容不同，因此整合上考量滿足各大項目要求即可。 

2.整合性文件中應增加災害種類及危害等級之相關文件或表格，以鑑別出危害原因。 

3.將消防、工安及民防法規規定應變─之各項組織、職責合而為一，防止操作人員對

自我職責產生混淆，例如消防之滅火班可與工安緊急應變之搶救組結合，消防之通

報班與工安之通報中心結合，消防之避雞引導班、安全防護班與工安之安全防護組

結合、消防之救護班與工安之醫療救護組結合。 

4.工安之緊急應變通報程序融入消防通報之部分。 

5.消防部份之應變演練每年應演練兩次，工安部份之演練則一年一次，因此兩部份之

演練項目可合併舉辦。 

2.2.1.1.2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與風險控制 

落實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的根本，是以鑑別安全衛生風險為基礎，再以政策為核

心，規劃出一致且連貫的工作方向。因此，學校在執行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時，應配

合學校現行之環安衛管理程序來掌握所有影響的安全衛生風險，這些程序必須具備： 

1.判斷組織可能造成安全衛生重大改變的項目，以及  

2.找出引發這些重大改變的原因等兩項功能。 

此外，這些程序應有效地隨內外環境的變化而修正。鑑別安全衛生風險是執行職

安衛管理系統的基礎，管理系統中的 PDCA 各階段，都是以其為中心議題，故學校必

須依循自己的一套程序，有系統地評定因實驗(習)所有活動所產生的安全衛生風險，

並由較重大、嚴重的項目開始制逐項解決與改善，校園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亦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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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而對學校單位而言，由於目前能進行風險評估之人力及能力較欠缺，且大部份學

校針對上述先期審查資料尚未蒐集完整，且各實驗場所之事故通報制度尚未落實執

行，因此，在實驗場所之事故通報資料及記錄未蒐集統計之時，短期可由安全衛生法

規符合度及依現行查核表落實執行定期安全衛生管理查核或藉作業安全分析等來協助

達到評估與鑑別之功能。國內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或部份大學院校如台灣

大學、中興大學等已在其學校環境安全衛生部門之網站上提供有該校之安全衛生檢查

表， 學校在執行校內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查核時即可參考修訂後使用。一般在進

行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查核時常以下列之思考羅輯來進行問項內容之擬定，例如，校園

實驗室或實習場所中可能會使用到少量多樣之化學藥品，而在管理面上這些化學藥品

之儲存與使用管理是否有安全規定？而進入實驗場所實驗之工作者是否均已接受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且備有足夠之個人防護具供實驗者操作時使用？而針對化學藥品之本

質，實驗室之工作者是否均了解所用化學物質之物理化學特性、對健康及安全之影響

以及必要之防護措施？當上述之問項內容均確認後，工作者並於操作前先查閱相關物

質安全資料表之內容後，才依實驗操作流程及實驗之規定進行相關實驗。若在化學實

驗過程中可能會因化學物質本身具毒性或腐蝕性及因反應、加熱或加壓而產生火災、

爆炸、外洩等而造成人員、設備或財務損失之可能時，則應在實驗設計及規劃之時即

加以考量，而對於災害或事故產生後所可能造成之後果嚴重度則應有最壞之估算，如

此才能因應事故或災害發生後之最糟情形，採行最佳之應變措施來使災害或事故發生

之生命危害及損失降至最低。在此以化學實驗室為例，可依表 14【26】所建議之危害

辨識流程及項目來進行危害鑑別。 

在執行危害辨識或風險評估時，最好由不同系科單位或不同人員來進行共同討

論，以避免主觀意識所導致之鑑別盲點或不合理結果。學校可視自身的能力及資源作

判斷，選擇最有效的方式執行，並以實驗活動安全分析之方式，找出風險較高之關鍵

性作業或實驗流程。 

2.2.1.1.3 緊急應變管理現況 

在執行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時，應針對學校現行的安全衛生管理制度及緊急應

變能力作一通盤瞭解，作為規劃緊急應變計畫的依據。目前大部份國外學校之環境安

全衛生管理部門多數訂定有緊急應變計畫、實驗室事故通報流程、實驗室事故處理原

則【27,28,29】等。國內部份學校如台灣大學、中興大學、淡江大學、長庚大學等已

有初步之緊急應變流程，如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理中心作業規定、緊急危機處

理作業手冊、天然災害之應變程序、毒性化學物質及適用場所事故災害處理作業辦法

等，並以學務/生輔為校園災害應變之通報單位，因此，學校只要再依前述風險鑑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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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結果，將災害或事故風險較高者優先修訂或制定相關應變程序即可。本計畫在此

提供有關緊急應變計畫運作規劃相關之自我檢核表，依人力、資源、管理及訓練四大

項目，來進行緊急應變小組組成運作及其應變能力現況之了解，如表 15【30,31】。 

2.2.1.1.4 過去意外事故審查 

為求鑑往知來，針對以往意外事故，包含一般事故與虛驚事件、乃至颱風、地

震、水災等自然災害，以及停水、停電、工安環保事件等可能造成學校教職員工生受

傷、死亡、財務損失、授課或研究活動停頓等危害，就其風險加以整理統計，如表 16

所示，並就以往處置情形之是否妥當進行檢討，將之整合進入相關程序中，試圖避免

或減輕相關事件所可能再發生所造成的影響。當然其他學校所曾發生之災害事故，亦

可以在未來風險評量時具參考之價值，因此對於校際間所曾發生之事故亦應蒐集。 

目前國外有關校園災害事故統計之資料較少，但對於學校實驗場所災害事故之處

理原則則多數已建立，此部份在國外各大學院校之環安衛管理單位均可查詢得到，而

國內有關實驗室災害事故之統計則透過教育部學校災害通報系統【32】網站可加以查

詢以為參考。 

 
2.2.1.2 風險評估 

就風險評估之方法而言，由於學校實驗場所所執行實驗或研究之程序複雜性不

高，但變異性較大(每週可能進行不同之實驗或實習操作)，就風險評估而言較適合採

用作業步驟導向之風險評估模式來進行危害辨識，再依此估算風險發生頻率、嚴重

度，依風險矩陣算出風險等級以鑑別其顯著風險；再依風險等級之大小據此進行緊急

應變計畫投入資源之規畫與執行。 

目前學校單位較適用之危害鑑別、風險評估與風險控制之執行如第一章第二節

所述，學校可參考表 9-11 之預設值，並依 8 找出風險等級較高者進行緊急應變程序

之優先建立。學校亦可依現行或他校之經驗值、輔導單位之建議來修正建立，目前學

校較適用之風險評估可採批次作業風險評估之方式來進行，在危害暴露等級之區分

上，學校尚可依災害類型之不同，而有不同之界定或判斷標準，例如，以化學藥品或

氣體鋼瓶洩漏暴露、爆炸性危害、電氣危害或機械危害嚴重性等；而這些危害暴露之

考量可在先期審查資料蒐集時即完整蒐集，並加入現行管制、降低其最終風險之控制

措施之評量，而在進行量化風險評估時可依其對災害之貢獻度不同而作加權計算與考

量，以免使其在災害風險評估上有高估或低估之情形產生。目前國內外學校針對實驗

場所有執行系統性風險評估者並不多，此乃因目前市面上之風險評估系統軟體多是為

事業單位所設計開發者，較少有依學校屬性所開發之系統應用軟體，因此，實用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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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工業技術研究院環境安全與衛生中心近年開發 RAMS(Risk Management System)

評估軟體，並曾應用於該院研究實驗室之風險評估，但尚未普及於學校實驗場所之應

用。而本計畫在考量各校現有人員有關安全衛生專業知識之現況，及批次作業風險評

估之簡易性，將結合危害特性考量及實驗室安衛控制措施自評現況等資料，設計發展

出一適合於校園實驗場所風險評估之系統應用軟體，以於未來供中等以上各級學校參

考使用；相關軟體之規劃與設計請參見下節所述。而現階段各級學校在進行實驗場所

風險鑑別與評估時，可參考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所採行之各類別實驗場所

之安全衛生自評問項，將一般實驗場所較可能且較易發生之危害，以查核問項之方式

來加鑑別及統計分析，並就缺失較高之實驗場所列為風險較高之對象優先加強改善。 

 
2.2.1.3 緊急應變計畫擬定 

    一個適當且周全的緊急應變計畫可以提供學校與師生於災變發生時適切的行動指

南，以阻止災害的擴大，減少災害損失，並保障周圍學生的安全及維護學校的生態環

境。緊急應變計畫書的擬定不僅是為了符合勞工、環保、消防等主管機關的要求，最

重要的是協助學校重新審視校內可能發生的災害及可動員的應變能力，充分運用校

內、外所有可使用的人力與資源以消弭或減輕可能的災害及損失。 

  各個學校各有不同的危害物質、實驗室及經營組織，因此每一間學校的緊急應變

計畫也會隨著學校本身實際情形而不同。所以在擬定計畫時，所規劃的應變架構、人

員編組及應變職責等都應儘量與校內的組織及狀況相配合，並於草擬完畢後分送校內

各相關單位、人員研議，以不同角度及立場提出執行上的困難與修改建議，以提高計

畫之完整性及可用性。 

當上述先期審查及風險評估工作完成後，即可依可能發生災害之類型屬嚴重等

級及較高者進行應變計畫之擬定，緊急應變計畫至少需包含下列幾個關鍵要素： 

1. 能被清楚的辨識出適用之場所或地點。 

2. 能明確辨識出危害物質及其存量。 

3. 可能發生危害事件的地點以及所可能發生意外緊急事件之本質特性。 

4. 明確的界定出應變組織各階層人員的職掌。 

5. 明確的指揮作業系統。 

6. 明確規範必要的教育訓練及應變演練之執行。 

7. 應有稽核及定期管理審查的機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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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完整之緊急應變計畫書從研擬至完成之過程，應包括下列項目： 

1. 選擇參與計畫之成員。 

2. 相關資料之蒐集及檢討。 

3. 危害評估。 

4. 應變能力評估。 

5. 計畫書之訂作。 

6. 計畫書之修訂。 

7. 計畫書之核准與推動。 

有關緊急應變計畫書訂定過程及製作流程，如圖 2 所示，而參與計畫書研擬之

成員，須由熟悉校園設計之總務單位，如總務長或事務組組長/營繕組組長等，及了解

學校安全衛生執行現況之安全衛生單位主管，如安環中心主任/組長、學校災害事故處

理中心負責人、各系科安全衛生委員(代表)及了解學校實驗場所現況之實驗室負責人

員，如系科實驗室負責老師/助教(理)等來擔任。而上述 1-4 項為緊急應變計畫訂定之

準備工作(本文在前節已作過描述)，其中風險評估是從危害認知開始，然後分析事故

發生之因果關係，最後估算事故所造成影響之程度範圍，以作為規劃各種應變優先順

序之參考，針對風險分析之結果及所規劃之災害類型，各校在評量相關應變之軟、硬

體設備及現有應變組織下之應變能力後，可進行緊急應變計畫書及程序書之訂定，並

在經初步人員之訓練及演練來檢討計畫內容是否完整可行，之後即依計畫所規範之內

容進行各項訓練、演練及沙盤推演，並依演練後之檢討不斷更新修定計畫。 

 

2.3 風險評估軟體之規劃與設計 

    由於目前學校在進行緊急應變計畫規劃時，除在先期資料收集不完整外(包含主

要資料及次要資料)，有關風險評估部份亦較缺乏資訊及經驗，故本計畫執行時特別

考量學校緊急應變計畫推行單位之需求，將建立學校實驗場所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

體，供各學校參考使用，本計畫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之設計規劃流程如圖 3 所示。

有關本計畫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之使用說明請參見附件二。 

2.3.1 風險評估資料搜集 

     由於目前風險評估之方法有初步危害分析(PHA)、查核表、FMEA、HAZOP、

What-if 等分析方式等，但由大多數之文獻資料顯示其多為事業單位之應用報導居

多，較少應用於學校之案例可循，因此，在本計畫之風險評估資料蒐及方面，仍以業

界有關風險評估之應用參考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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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專家會議 

    本計畫於 91 年 9 月 10 日假台北中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學會之場地，邀請 8 位於

學校安全衛生管理規劃執行工作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針對未來可應用於學校實驗

場所風險評估有關之風險判定基準進行討論，會議資料請參見附錄四。會中專家學者

針對風險評估規劃中之可能性及嚴重性之判定基準爭議較少，因為此部份由文獻參考

資料也顯示使用判定基準在分級上都大同小異，但在判定基準之內容上會依適用單位

之特性修改數值，此乃因為事業單位在安全衛生管理工作執行多年後，已有足夠之災

害統計分析資料可循，並有同屬性績優事業單位實務之風險評估應用範例可參考，然

而在有關校園災害風險判定基準之內容上則較少，其最主要之原因為學校納入勞工安

全衛生法適用範圍之時間尚短，而各級學校在有關災害統計及分析之記錄資料尚不

足，因此，尚無法有效應用現有之風險評估方法加以評定。會中專家一直強調的是：

針對目前尚無太多經驗的學校單位之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及實驗場所負責人而言，未來

所設計出之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內容是否淺顯易懂？其是否有一定之比較基準可找

出風險等級較高之實驗場所？會中有關危害/暴露特性內容方面之判斷基準專家學者

討論較多，且多集中於有關化學物質危害之探討，多數專家學者也深知學校實驗室之

特性實不易取得一比較基準，因此，最後在有關危害/暴露特性內容方面則建議：可

以學校安全衛生自評稽核問項中與緊急應變較有關者，先列舉出多個分項問項，再依

分項之得失分結果來判定及風險之等級，並且應找 1-2 家學校之實驗場所進行試行，

而在判斷基準內容方面也應保留一定之修改彈性，以使使用者於未來能自行修訂或調

整，並達各校最適化之自我風險評估目的。 

2.3.3 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草案版建立 

在依據專家學者之建議意見作修正後，本計畫參與人員初步建立風險評估系統，

本風險評估系統將適用評估的種類劃分為使用化學物質及不使用化學物質兩種實驗/作

業活動： 

1.使用化學物質之活動：主要考慮之災害為由化學物質所引起之火災、爆炸及中毒，

評估內容包括災害發生之頻率、嚴重度、化學品危害因子及

安全衛生自評問項等要項。 

2.不使用化學物質之活動：主要考慮之災害包括機械傷害、感電及電氣火災等，評估

內容包括災害發生頻率、嚴重度及安全衛生自評問項等

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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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安全衛生自評問項之項目包括：化學品管理、場所管理、消防避難管理、事

故及應變管理、高壓氣體設備管理及電氣、機械設備管理等六大項。由於本系統評估

的對象為各別實驗場所之單一實驗/作業或研究活動，如使用之化學物質兼具毒性或引

起火災、爆炸之潛在可能時，則本系統應用軟體將會以可燃性、反應性、健康危害、

管理控制措施等項目加總平均之方式列入風險等級之計算。如同一研究活動同時使用

多種化學物質時，建議於選項時同時選擇毒性或易燃性、爆炸性最高者之等級納入計

算，如同時使用苯、甲烷等，則毒性以苯為主，易燃性以甲烷為主。不使用化學物質

之實驗如機械造成之切、割、夾、捲等傷害，由於其災害影響層面不如化學品複雜，

為簡化評估程序，於本計畫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中，僅就其場所管理進行自我評

估。針對本計畫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內容之特色說明如下： 

1.系統目的： 

本系統設計之目的主要是協助各級學校實驗場所負責人用以判定其實驗場所

之風險等級與進行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參考；並協助學校一級安全衛生管理單位

評選緊急應變演練之模擬對象，並可依據此風險評估結果研擬緊急應變計畫、教

育訓練計畫及加強改善實驗場所之安全衛生管理之參考依據。 

2.系統功能 

本風險評估系統為一半量化風險評估程序。各實驗場所之教師或負責人針對

其學年度或一學期中實驗操作的內容進行風險評估，本系統考量實驗場所之單一

實驗活動中，因化學物質等所引發之事故，其災害發生頻率、嚴重度（預設為半

導體業之等級劃分）及危害因子（化學品使用量、暴露情形）、控制因子（安全

衛生管理現況）等，經系統運算後以反應到各別實驗場所中各項實驗作業活動或

步驟之相對風險等級，並可列出各項安全衛生管理措施自我評分結果。教師或負

責人可將結果與其他實驗活動相互比較以找出風險最高之實驗活動，並據此研擬

緊急應變措施及教育訓練內容，增進師生之防災意識與緊急應變能力。 

3.系統設計原則與精神 

本系統設計以簡易為原則，俾利提高學校應用此系統之意願，透過簡化之評

估項目（原相關法規項目超過 1800 條）及步驟進行風險評估。各級學校之校內係

採用一致之風險判定基準，作為評比校內各實驗場所相對風險之依據，本系統訂

有預設值，但開放各校一級安全衛生管理單位負責人員針對部份風險判定基準內

容作自行修改，但建議最好能在該學校有關於危害風險之相關資料蒐集完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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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歷年安全衛生管理績效予以統計分析後，再依該校之現況將風險判定基準內容

作適性之修訂。 

有關災害發生頻率、嚴重度及危害/暴露特性之判定基準，其各判斷基準之內容

如下： 

1.可能性之判斷基準 

學校實驗場所災發生災害可能性之建議判定基準如前節表 9 之內容，共分成五

個等級，但在傷害或意外事故之發生頻率之內容敘述方面則保留未來各校安全衛生

管理人員可自行修訂之空間。 

 校園實驗室災害發生頻率判定基準表 

分數 種類 傷害或意外事故之發生頻率 

5 時常 每年發生≧5 次 

4 很可能 每年發生 1-5 次 

3 可能 每 5 年發生 1 次 7 以上且每年≦1

次 

2 很少 每 10 年發生 1 次以上且每 5 年≦1

次 

1 不可能 每 10 年發生≦1 次 

2.嚴重性之判斷基準 

學校實驗場所災發生災害嚴重性之建議判定基準如前節表 11 之內容，採行多

方損失考量之方式共分成四個等級，但在人員、財務損失、適法性、對環境/公眾

之衝擊及對教學、研究活動影響之內容敘述方面則保留未來各校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可自行修訂之空間，在等級之判定上則以五項考量中所得最高等級之風險加以評

定。 
校園實驗室災害嚴重等級分級 

分數 種類 人員 財務損失 
(含設備損失)

適法性
對環境/公眾之

衝擊 

對教學、

研究活動

之影響 

4 極嚴重 

一人死亡或三

人以上受傷 

重大財務損

失 (100 萬以

上) 

違法且

受罰 
釋放至環境並

造成公害事件 
停 止 相 關

活 動 數 月

以上 

3 嚴重 

眼睛或四肢傷

殘 

具體財務損

失(30 至 100
萬之間) 

違法且

需立即

改善 

對設備造成污

染，且排放至

外界並對環境

造成輕微影響 

停 止 相 關

活動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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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度 

扭傷、拉傷或

挫傷，酸、鹼

腐蝕， 

輕微財務損

失 
(3 至 30 萬之

間) 

限期改

善 
對設備造成污

染但未對環境

造成威脅 

停 止 相 關

活動數日 

1 
 輕微 

虛驚事故，輕

微割傷，皮膚

暴露或可自行

包紮或處理 

幾無損失 
(0 至 3 萬以

下) 

合乎法

規 
能管制處理或

無影響 
無影響 

3.危害/暴露特性之判斷基準 

校園實驗場所危害/暴露特性之建議判定基準如表 16 之內容，此部份之考量將

因災害發生之類型不同其判斷基準之內容將作適當之修正，本計畫所考量之災害類

型初步區分成：(1)與化學實驗活動有關之火災、爆炸及毒性物質洩漏，及(2)非化

學實驗場所之感電、機械危害等兩大項，再依其災害類型有關之考量項目加以判定

及分級。此部份之判斷基準採行加總平均之方式來計算，並由加總平均結果之得分

來畫分四個等級，由於災害之嚴重性會因學校目前所採行之安全衛生管理控制措

施，而有不同之風險度，因此，在危害/暴露特性之判定基準，本計畫加入有關學

校實驗場所之緊急應變自評稽核問項之內容，將風險依目前之安全衛生管理現況作

適度之修正，避免實驗室之風險被高估或低估。有關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

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之內容共區分成(1)化學品管理、(2)場所管理、(3)消防避難

管理、(4)事故及應變管理、(5)高壓氣體設備管理及(6)電氣、機械設備管理等六

大項，如表 17 所示，除由此可初步了解學校實驗場所與緊急應變有關之管理現

況，並可分項統計以了解目前實驗場所在此六項管理工作之執行成效，並據此能作

為未來改進努力之方向。在規劃自評問項內容時，本計畫也考量到實驗場所類型不

適用之情形，因此在計分時是採行扣除不適用題目之加總計分方式。在與化學實驗

室有關之火災、爆炸及毒性物質洩漏其危害/暴露特性評定基準如表 17 所示。而在

與非化學實驗場所之感電、機械危害等之危害/暴露特性之判定基準方面，由於此

類型災害發生時之嚴重度不似化學物質火災、爆炸般具危害擴散特性，大多僅局限

於少部份受害者之傷害，且與安全衛生管理措施較具直接關係，故在此則僅以學校

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之內容，如表 18 所示，作為危害/暴

露特性之判定基準，但在使用頻率及管理控制措施之內容敘述方面則保留未來各校

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可自行修訂之空間。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之內容，主要是參考教育部學

校安全衛生輔導團訪視各校之自評稽核問項內容，並選出與緊急應變規劃內容較相關

者，為使本系統能更加適用於學校，本計畫成員曾以兩所學校之四個實驗室進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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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在災害發生頻率及嚴重度部份多數實驗室均落於 1-3 級，而此兩所已具安全衛生

管理單位且已落實執行安全衛生管理工作之四個實驗室，其危害/暴露特性之評分則

多數落於 1-2 級，故未來學校之風險評估結果大多數實驗場所將會落於風險等級 1-3

級之區間。經本系統應用軟體風險評估結果，其所評估實驗/作業活動之嚴重度等級判

定若為 3 或 4 級者，為若事故發生其後果較為嚴重者，雖有良好之管制措施仍建議應

與一級安衛管理單位共同研擬緊急應變計畫並執行演練。 

 

2.3.4 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草案版試行與修訂 

    如前小節所述，為使此學校實驗場所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能具適用性，故本計

畫分別針對一家大學及一家技職院校之實驗場所進行試評，在風險等級之畫分基準

上，發現無法採行將總得分平均四等份分級之計算方式，此可能會使風險等級被低

估，因此，本應用軟體最後將總風險等級之畫分基準作適度之調整，並以最後總得分

為 15 分-30 分-50 分作風險總等級之分級標準，再經上述之實驗場所重新計算評分

後，確認新畫分之判定基準可行後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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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計畫實施流程圖  

 

3.1資料收集

3.2 完成實驗室緊急

應變程序初稿

3.3 召開專家會議

3.4 勞研所研究實

驗室應變程序試行

3.4 大學院校實驗

室應變程序試行 

3.5 資料統整與歸類分析 

3.6 建立 4-5 種類型實驗室之應

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畫書(範例)

3.7 建立實驗室緊急應變風險評估系

統應用軟體 

3.8 專家會議

3.9緊急應變風險評估

系統應用軟體修訂＆

期末報告撰寫 

3.10 期末審查 

＊國內、外相關實驗室緊急應變資料 

＊ 勞研所 

＊ 計畫審查委員審查與建議 

＊針對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及緊

急應變程序內容進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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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審查

作業流程分析／危害辨識

鑑別.顯著風險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

顯 著 風 險

先期審查總結報告

緊急應變計畫的依據

制定緊急應變計畫書

及程序書

教育訓練

(教職員工生及ERT成員)

緊急應變應變管理現況

及意外事故審查

應

變

組

織

權

責

審

查

意

外

事

故

記

錄

審

查

緊

急

應

變

文

件

審

查

安

衛

管

理

現

況

審

查

實

驗

室

原

物

料

設

備

第
三
方
檢
查
及
現
場
訪
查

現
有
資
源
、
效
率
、
成
效

確認及核定評估準則

規劃與推行委員會

法規要求查核

法規收集/登錄

法規篩選

法規查核

緊急應變演練

(教職員工生及ERT成員)

緊急應變計畫及程序書

檢討修訂

成立緊急應變計畫

規劃與推行委員會

圖2 緊急應變計畫訂定與執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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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相關資料蒐集 
(包括可能性、嚴重性及危害/暴露特性評定基準資料)

專家會議 

風險評估系統研擬 

風險評估系統軟體設計規畫 
 

風險評估系統軟體試用

風險評估系統軟體修訂

完成風險評估系統軟體

草案版 

風險評估內容試行 
(包括學校實驗室之試行評估) 

期末報告審查 

完成險評估系統軟體修訂

 

圖 3 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之設計規畫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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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學校緊急應變計畫先期審查資料查核表(範例) 

填表人：                 所屬單位：                 職稱：                    填表日期：               
項   目 所 需 文 件 說明 目前學校可收集之資料 資料有無 資料在何處 需要程度 備註 

校 區 概

況清查 

校區平面配置圖 

各棟大樓及各樓

層平面圖 

含設計圖、管線配

置等 

□地區平面圖 

□校區規劃資料及平面圖  

□水、電、通風系統 

□廢水、廢棄物處理系統 

□廣播、通訊系統資料 

□備用電力資料 

□UPS 不斷電系統 

□消防設備配置圖 

□警報系統配置圖 

□監視系統配置 

□各棟大樓及各樓層平面圖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次要資料

主要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主要資料

次要資料

輔助資料

主要資料

 

實 驗 活

動清查 

實驗課程大綱、

實驗室安全衛生

規 定 或 注 意 事

項、化學藥品使

用清冊、物質安

全資料表 

包含危害物特性調

查 

參 照 ” 危 險 物 及 有

害物通識規定 ” 

□實驗課程規劃設計資料 

□危害物質清單及 MSDS 

□機械設備清單 

□危險性機械設備清單 

□電氣設備清單 

□實驗儀器清單 

□實驗室儀器設備設置平面圖 

□ 實 驗 作業 初 步 危害 分 析 表或 查

核表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次要資料

主要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主要資料

主要資料

次要資料

 

組 織 架

構清查 

學校組織圖、職

務說明書 

學校現有人事組織

架構及相關安全衛

生活動、制度之推

行組織 

□ 安 衛 組織 及 其 權責 資 料 、職 務

說明書 

□ 緊 急 應變 小 組 組織 、 名 冊及 其

權責資料、職務說明書 

□ 學 務 生輔 組 織 及其 權 責 資料 、

職務說明書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主要資料

 

次要資料

 

輔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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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學校緊急應變計畫先期審查資料查核表(範例)(續) 

項   目 所 需 文 件 說明 目前事業單位較常收集之資料 資料有無 資料在何處 需要程度 備註 

利 害 相 關

者 觀 點 清

查 

主 管 機 關 稽 核 訪

查紀錄 

教 職 人 員 、 學

生 、 承 攬 商 及 社

區 居 民 等 申 訴 抱

怨或提案紀錄 

重 點 為 利 害 關 係 者

對組織的安衛觀點

□教職員工生對安全衛生之抱

怨或申訴事件記錄 

□環安衛改善提案之書面記錄 

□社區居民抗爭事件之記錄 

□往來承攬商不符安全衛生規

定記錄 

□教職員健康檢查統計分析資

料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在      

 

在      

 

輔助資料

 

次要資料

輔助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內外溝通

方式清查

學 生 、 承 攬 商 、

社 區 居 民 及 教 職

員工溝通管道 

重 點 為 學 校 組 織

內 、 外 人 員 對 學 校

安 衛 有 相 關 意 見 時

有 無 程 序 可 進 行 溝

通 

□與教職員工生針對事故溝通

(面談、宣達、申訴、公告 )

之記錄 

□承攬管理要點或與承攬商溝

通之記錄 

□有□無 

 

 

□有□無 

 

在      

 

 

在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相 關 法 規

要求清查

現 行 安 衛 相 關 法

規 與 緊 急 應 變 相

關要求之登錄 

與 安 衛 及 緊 急 應 變

相關之法規或要求

清單 

□不符合法令規章之記錄 

□相關證照或執照統計資料 

□有□無 

□有□無 

 

在      

在      

 

主要資料

次要資料

 

過 去 事 故

調查 

過 去 事 故 與 矯 正

記錄 

例 如 人 員 受 傷 、 意

外 事 故 、 虛 驚 事 故

等紀錄 

□突發事件及意外事故之通報

及調查記錄 

□意外事故處理程序書 

□有□無 

 

□有□無 

在      

 

在      

 

主要資料

 

主要資料

 

風險評估
危害鑑定 

風險評估 

辦 認 校 園 潛 在 之 危

害 

評 估 風 險 並 加 以 排

序 

□以往校園災害事故資料 

□其他校園間曾發生之重大意

外事故資料 

□風險評估記錄 

□風險管理計畫書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在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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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學校緊急應變計畫先期審查資料查核表(範例)(續) 

項   目 所 需 文 件 說明 
目前事業單位較常收集之資

料 

資料有無 資料在何處 需要程度 備註 

緊 急 應 變

計畫清查

學 校 年 度 環 安 衛

目標 

 

說 明 目 前 之 環 安 衛

相關年度目標 

校 園 現 有 應 變 演 練

與 復 原 工 作 及 緊 急

應變計畫檢討 

□ 災 害 防 止 計 畫 書 及 自 動 檢

查計畫書 

□ 緊 急 應 變 計 畫 書 及 演 練 檢

討記錄 

□緊急事故通報程序圖 

□通報連絡電話清冊 

□ ERT 小組連絡電話清冊 

□搶救設備清單  
□除污設備清單  
□個人防護具清單  
□醫療急救設備清單  
□監測警報系統清單  
□可攜式偵測器清單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次要資料 

 

主要資料 

 

主要資料 

主要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輔助資料 

次要資料 

主要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監 督 量 測

與 矯 正 措

施清查 

安 衛 相 關 監 督 與

矯正方式或紀錄 

說 明 安 衛 之 相 關 管

制 、 監 測 、 檢 驗 及

矯正方式 

□ 機 械 設 備 檢 查 、 保 養 、 維

護記錄 

□ 電 氣 設 備 檢 查 、 保 養 、 維

護記錄 

□作業環境測定資料 

□ 相 關 監 測 資 料 或 誤 警 記 錄

資料 

□ 環 測 儀 器 、 機 械 或 電 氣 設

備校正記錄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有□無 

在      

 

在      

 

在      

在      

在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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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學校緊急應變計畫先期審查資料查核表(範例)(續) 

項   目 所 需 文 件 說明 
目 前 學 校 可 收 集 之 資

料 

資料有無 資料在何處 需要程度 備註 

內 部 稽

核 

學 校 現 行 定 期

稽核計畫 

例 如 自 動 檢 查 、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管

理手冊 

□ 職 安 衛 管 理 稽 核 結

果 

□ 自 動 檢 查 現 勘 之 改

善記錄 

□內部巡檢記錄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在        

 

在        

 

在        

輔助資料 

 

次要資料 

 

次要資料 

 

管 理 審

查 

學 校 環 安 衛 及

消 防 等 相 關 主

管審查方式 

例 如 安 衛 績 優 獎

項 

□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會

議記錄 

□環保單位稽查記錄 

□勞檢單位檢查記錄 

□消防隊檢查記錄 

□ 教 育 部 安 衛 管 理 評

鑑記錄 

□ 其 他 驗 證 或 輔 導 單

位 安 衛 管 理 稽 核 記

錄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次要資料 

輔助資料 

 

輔助資料 

 

註：1.本表建議填寫單位為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但部份內容資料可能須由學校總務、學務單位及系科實驗場所負責老師提供。  
    2.本表之目的在於協助各學校災害應變處理單位，使其平時即收集應變應需資料，並確認資料之完整性，針對必要資料應定期

更新，以利災害發生時應變策略之有效運用。 
3.有關實驗室活動之清查可由實驗場所負責老師協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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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校園緊急應變相關法規登錄查驗表（例） 

查驗人員：                    查驗日期：                  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相關性 符合情形 法規 

類別 

法規 

編號 

法規名稱 

(公佈日期)

條 款 項 法規條文 

(內容/摘要) 相關 無關

學校現況

符合 不符合 不適用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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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實驗室危害辨識項目表(範例) 

實驗室 

配置 
各分區之功能 可能產生之危害 發生時機 

前處理室 樣品前處理區： 

1.處理樣品為何 

2.使用儀器為何 

3.使用藥品種類 

4.處理方式 

5.處理流程 

1.樣品是否具有成染腐蝕、

燃燒、爆炸等危害性。 

2.藥品是否劇毒性、致癌

性、傳染性。 

3.儀器使用中易因人為失誤

產生火災、機械危害等。

1.對樣品來源不了解。 

2.不當樣品處置流程及方

法。 

3.未對樣品做適當標示。

4.樣品保存方式不正確。

無機 

實驗室 

實驗操作區： 

1.實驗項目 

2.使用藥品種類 

3.使用儀器為何 

4.實驗分析流程 

1.實驗過程中易發生燃燒、

爆炸危險。 

2.藥品具毒性、致癌性。 

3.儀器使用中易因人為失誤

產生火災。 

4.儀器使用過程產生毒性產

物(如含重金屬廢氣、廢液

等)。 

1.人為疏失。 

2.操作不當。 

3.無防護設施。 

4.對藥品性質不了解。 

5.訓練不足。 

有機 

實驗室 

實驗操作區： 

1.實驗項目 

2.使用藥品種類 

3.使用儀器為何 

4.實驗分析流程 

1.實驗過程中易產生燃燒、

爆炸危險、中毒等危險。

2.藥品具毒性、致癌性(如有

機溶劑之使用)。 

3.儀器使用中易因人為失誤

產生火災、電擊等。 

1.人為疏失。 

2.操作不當。 

3.無防護設施。 

4.對藥品性質不了解。 

5.訓練不足。 

微生物 

實驗室 

實驗操作區： 

1.實驗項目 

2.使用藥品 

3.使用儀器 

1.實驗過程中易產生燃燒、

爆炸危險、中毒等危險。

2.藥品具毒性、致癌性、傳

染性。 

3.儀器使用中易因人為失誤

產生火災。 

1.人為疏失。 

2.操作不當。 

3.無防護設施。 

4.對藥品性質不了解。 

5.訓練不足。 

6.標示不清。 

藥品室 藥品儲存區： 

1.藥品種類 

2.含量 

3.性質 

1.藥品間不相容性。 

2.含量足以引發危害。 

3.藥品據腐蝕性、著火性。

 

1.未標示危害性。 

2.不了解藥品特性。 

3.儲存方式不當。 

4.未做好藥品分儲。 

 

 

毒性 

化學物質

儲存室 

毒 性 化 學 儲 存

區： 

1.藥品種類 

2.含量 

3.性質 

1.藥品間不相容性。 

2.含量足以引發危險。 

3.毒性大小、危害產生時之

嚴重性。 

 

1.未標示危害性。 

2.不了解藥品特性。 

3.儲存方式不當。 

4.未做好藥品分儲。 

5.藥品取用管理不當。 

廢液室 廢液儲存區： 

1.儲存廢液種類 

2.含量 

1.廢液間不相容性、危害

性。 

2.含量足以引發危害。 

1.廢液處置不當。 

2.廢液間規劃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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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校園緊急應變計畫執行現況查核問項範例表 

查核人：        所屬單位：         職稱：          查核日期：               
緊急應變計 
畫執行現況 

項目 項目分項 問項 

是 否 

備註 

1.1 貴校是否有組成緊急應變計畫相關推動小組，以

推行校內之緊急應變計畫？ 
   

1.2 貴校是否有編組足夠之緊急應變小組成員，以因

應緊急事故或災害之發生？ 
   

1.3 貴校緊急應變小組之成員是否依其應變技能之需

求，定期進行相關專業訓練？  
   

1.人力  

1.4 貴校是否均安置或指派足夠受過訓練之應變人員

於各系科或處室之中？ 
   

2.1 貴校是否備有緊急應變器材設備之盤點清單？    
2.2 貴校之緊急應變器材或裝備是否足夠？(包括：

PPE、滅火設備、搶救用器材、洩漏圍堵器材、除

污器材、管制器材、環境偵測器材、醫療救護器材

等) 

   

2.3 貴校針對緊急應變器材設備是否有專人定期進行

盤點、功能測試、維修保養並使維持在隨時可用之

狀態？ 

   

2.4 貴校是否建立有通報作業系統？ 
(包括對內及對外之通報聯絡方式) 

   

2.5 貴校是否設有緊急通訊系統？    
2.7 貴校是否設置有足夠之醫療救護器材？    
2.8 貴校針對醫療救護器材是否有專人定期進行檢查

及更換藥品並使維持在隨時可用之狀態？ 
   

2.9 貴校是否備有急救人員清冊？    

軟硬體設備 

2.10 貴校急救人員之設置是否足夠？    
2.11 貴校對於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所需之軟硬體設

備等是否有逐年編列預算？ 

   

2.資源 

財務 

2.12 貴校針對緊急事故之發生是否備有緊急動支經

費？ 
   

3.1 貴校是否訂定有緊急應變計畫？    
3.2 貴校是否有依據風險鑑別/評估之結果，進行緊急

應變計畫之擬定？ 
   

3.3 貴校是否有指派人員負責規劃、協調及定期修訂

緊急應變計畫？  
   

3.4 貴校緊急應變計畫書之內容是否包括： 
a.緊急應變組織、職責與人員之規劃？ 
b.緊急應變中心之指定？ 
c.緊急應變通報流程及疏散程序？ 
d.事故現場應變管制及再進入程序？ 

  包括固定

及臨時設

置位置 

3.緊急應變計

畫管理 
 

3.5 貴校針對每次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進行事故調查、

分析、後續追縱與記錄？事故之內容應包括： 
(a) 重大災害之通報、調查及記錄 
(b) 一般事故之通報、調查及記錄 
(c) 虛驚事故之通報、調查及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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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貴校是否有針對事故發生之原因，執行有效的改

善措施並進行追縱管理？ 
   

3.1.1 貴校對於消防相關規定是否確實設置及執行？

(如防火區劃、耐燃材料之使用等) 
   

3.1.2 貴校是否有針對消防設備指派專人作定期檢

查？ 
   

消防 

3.1.3 貴校各實驗室中是否設置有正確及足夠之滅火

器？ 
  (貴重儀器實

驗室可使用

CO2 滅 火

器) 
3.1.4 貴校對於電氣相關規定是否確實設置及執行？    電氣 
3.1.5 貴校是否有針對電氣設備指派專人作定期檢

查、維修及更換？ 
   

3.1.6 貴校實驗場所中是否備有足夠之通風設備？    
3.1.7 貴校實驗場所中通風設備是否有指派專人定期

進行檢查、檢修及維護保養？ 
   

通風排氣 

3.1.8 貴校是否備有緊急狀況所需之可攜式通風或排

煙設備？ 
   

警報系統 3.1.9 貴校針對現有之警報系統是否有定期進行檢

查、測試與維修？ 
   

廣播系統 3.1.10 貴校針對校內之廣播設備是否有指派專人定期

進行測試、檢修及維護保養？ 
   

通訊器材 3.1.11 貴校針對緊急通訊系統是否有專人定期進行測

試、維修保養並使維持在隨時可用之狀態？ 
   

3.1.12 貴校針對特別危害作業實驗場所是否設置有監

測警報系統？(如氣體監測器等) 
   偵測設備 

3.1.13 貴校是否備足夠的有緊急狀況所需之可攜式環

境偵測器？(如四用氣體偵測器、測爆器、PID、

FID、IR 等) 

   

3.1.14 貴校是否備有足夠緊急狀況所需之洩漏處理設

備或器材？(如吸液棉、洩漏止洩組、防爆手工

具等) 

   搶救設備 

3.1.14 貴校是否備有夠的緊急狀況所需之除污處理設

備？(如緊急沖身、洗眼設備、除污帳棚、除污

床等) 

   

個人防護設

備 
3.1.15 貴校是否備有足夠的緊急狀況所需之個人防護

設備？(如 A 級、B 級及 C 級防護衣等) 
   

3.1 設備、設

施及器材 

逃生設備 3.1.16 貴校是否備有足夠的緊急狀況所需之個人防護

設備？(如 A 級、B 級及 C 級防護衣等)？ 
   

內部支援 3.2.1 貴校是否備有內部支援單位之清冊？      3.2 內、外

部支援 
外部支源 3.2.2 貴校是否備有外部支援單位之清冊？(如醫療單

位、救災處理單位、災害應變諮詢中心等) 
   

3.3 現有基

本資料完

整性 

通報 3.3.1 貴校緊急事故通報流程是否完整且定期更新？

通報資料內容應包括： 
(a) 通報聯絡電話清單資料 
(b) 緊急醫療單位清單資料  
(c) 救災支援單位清單資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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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3.3.2 貴校緊急應變計畫相關之文件資料是否完整且

定期更新？緊急應變相關文件資料內容應包括： 
(a) 校園平面圖 
(b) 各樓層平面圖 
(c) 各實驗室儀器設備配置平面圖 
(d) 水、電及通風管線配置圖 
(e) 危害物質清單 

   

4.1 貴校是否有定期進行緊急應變教育訓練？ 
   緊急應變教育訓練之內容應包括： 

(a) 一般教育訓練 
(b) ERT專業訓練 等 

   

4.2 貴校是否有定期進行緊急應變演練？ 
   緊急應變演練之內容應包括： 

(a) 消防滅火演練 
(b) 避難疏散演練 
(c) 通報演練 
(d) 急救演練 等  

   

4.訓練及演練  

4.3 貴校之應變演練是否有依據風險評估所辨識之結

果，規劃應變演練程序並進持續檢討改善？ 
   

註：1.表表建議由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或學校災害應變處理單位人員查核填寫。 

2.本表之參考資料來源有： 

(1)經濟部工業局，2000 年，＂緊急應變及指揮系統實務＂：15-26。 

(2) 教 育 部 環 保 小 組 ， ＂ 大 專 院 校 實 驗 場 所 災 害 緊 急 應 變 演 練 示 範 計 畫 ＂ ，

http://211.20.115.32/2_main/201_urgentcall/fire/welcme.htm。 

 

 
 

表 16 過去事故統計調查表 

日期 紀錄編號 發生單位 

/人員 

災害類型 災害簡述 損失時 

/日數 

財務/設備 
損失 

結果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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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與化學實驗活動有關危害/暴露特性之判定基準表 

分 

級 
種類 

健康危害 
可燃性 反應性 相對使用 

數量 

使用頻率 

（次/週） 

管理控制 

措施 

4 極嚴重 大量 ＞20 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50 以下 

3 嚴重 中量 10-20 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50-60 

2 中度 小量 3-10 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60-80 

1 輕微 

 

 

 

參照 NFPA

分級方式

1-4 級 

 

 

 

參照 NFPA

分級方式

1-4 級 

 

 

 

參照 NFPA

分級方式

1-4 級 

極少量 ＜3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80-100 

 

 

表 18 不與化學實驗活動有關危害/暴露特性之判定基準表 

分 

級 
種類 使用頻率 

（次/週） 

管理控制 

措施 

4 極嚴重 ＞20 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50 以下 

3 嚴重 10-20 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50-60 

2 中度 3-10 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60-80 

1 輕微 ＜3次 自評稽核問項 
得分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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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 

自評查核結果 項 

目 

項

次

自評稽核問項內容 
全 

部 

是 

部 

份 

是 

未 

執 

行 

不 

適 

用 

備註 

1 本場所中之電氣設施是否配合實驗操作需求，設置適當等級之防爆措施。      

2 本場所中之儀器設備是否未以延長線作為永久配線。      

3 本場所中之電氣設施是否有依規定實施接地。      

4 本場所中是否有定期檢查電氣設施之接地電阻、絕緣電阻等。(每半年至少一次)      

5 本場所中之配電箱是否有護蓋及標示電壓、電流及分路設備。      

6 本場所中之插座是否有標示電壓。      

7 本場所中之電氣線路是否固定、絕緣良好。      

8 本場所使用之電動機具，若為對地電壓在 150 伏特以上，或於潮濕、導電性良好之場

所，是否有對電路設置適合其規格，且能確實動作之漏電斷路器。 

     

9 本場所中之電氣設備前方是否有 80 公分以上之水平工作空間。      

電 

氣 

設

備 

管

理 

10 本場所電氣設備設置或使用時，是否有考量電力過載之管制措施。      

小計      

1 鍋爐是否有檢查之合格證，並由經訓練合格之人員操作。      

2 壓力容器（如大型滅菌釜）是否有檢查之合格證，並由經訓練合格之人員操作。      

3 起重機具是否有檢查之合格證，並由經訓練合格之人員操作。      

4 堆高機是否有檢查之合格證，並由經訓練合格之人員操作。      

5 危險性機械、設備是否有定期實施自動檢查。      

6 本場所中使用動力運轉之機械或具有顯著危險者，是否有於適當位置設置明顯標誌之緊

急制動裝置、動力遮斷連鎖裝置，使其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 

     

7 運轉機械之傳動部份對人員有接觸危險者，是否有裝置適當之護罩或護網。      

機 

械 

設

備 

管

理 

8 本場所中之離心機械是否有覆蓋及連鎖裝置，以於覆蓋開啟時能有煞車停止連動作用。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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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續) 

自評查核結果 項 

目 

項

次

自評稽核問項內容 

全 

部 

是 

部 

份 

是 

未 

執 

行 

不 

適 

用 

備註 

1 緊急沖身、洗眼器是否有明顯標示，且未受障礙物阻礙其功能。      

2 本場所中設置之急救藥品及器材，是否有予以明顯標示、檢查及更新。      

3 緊急沖身器之裝置是否距可能發生之危害點均在 30 公尺以內。      

4 本場所是否設有洗眼器之裝置。      

5 本場所走道是否有 80 公分，主要走道至少 1 公尺以上，而走道能保持暢通未受障礙物阻礙。      

6 本場所門口上是否有適當之危害警告標示。      

7 本場所是否依法設置安全門及安全梯。      

8 本場所是否至少有兩個出入口，且隨時保持暢通。      

9 本場所是否有張貼緊急通報聯絡電話於明顯易見處。      

10 本場所通風設備是否足夠且良好。      

11 在本場所中操作有爆炸之虞的實驗時，是否設置具有防爆玻璃的抽氣櫃，並規定其確實使用適

當之防護裝備。 

     

12 本場所內之局部排氣設施是否有定期檢查以維護其抽氣效果，並避免因累積易燃物質而造成火

災。 

     

13 本場所是否設置有緊急應變時必要之搶救器材（如化學洩漏處理器材等）。      

14 本場所需要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處工作時，是否設置使人員安全上下之設備及防護。      

場

所 

管

理 

15 本場所有高度在 2 公尺以上之處時，是否架設施工架等方式設置工作台，並張貼警告標示，禁

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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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本場所有高度在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有墜落危險之虞者，是否設有適當強

度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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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續) 

自評查核結果 項 

目 

項

次

自評稽核問項內容 

全

部

是

部 

份 

是 

未 

執 

行 

不

適

用

備註 

1 本場所是否有依災害類型之不同而訂定不同之應變流程，並執行應變演練。      

2 本場所是否備有急救人員名單，並配置有足夠之急救人員。      

3 針對本場所曾發生之事故是否有進行事故調查、分析、後續改善追蹤情形及留存紀錄。      

4 本場所是否設置緊急廣播、通訊設備及緊急照明設備且定期檢修以使其保持在堪用之狀

態。 

     

5 本場所中是否訂定有實驗室安全衛生相關規定及工作守則。      

6 本場所是否配置各種儀器、設備之藥品、廢棄物儲存平面圖。      

7 對於新進本場所之人員是否均受過危害通識相關之安全衛生訓練。      

8 本場所是否有訂定實施危害通識計畫。      

9 針對危害作業，操作人員是否於工作有配帶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10 本場所對於外包施工人員是否訂定有承攬工作安全規定，並執行動火管制，告知鄰近實

驗室場所之人員。 

     

11 本場所若有運作或儲存毒性氣體(IDLH 在 25ppm 以下者)時是否設有偵測警報系統。      

12 本場所之局部排氣設備（如抽氣櫃、氣罩等）是否有定期檢查及執行風速測定。      

事

故

及

應

變

管

理 

13 本場所是否有禁煙、禁飲食之標示。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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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續) 

自評查核結果 項 

目 

項

次

自評稽核問項內容 

全

部

是

部 

份 

是 

未 

執 

行 

不

適

用

備註 

1 高壓氣體鋼瓶之盛裝容器及空容器是否有分區、分類放置並予以標示。      

2 高壓氣體鋼瓶之儲放區是否保持溫度在 40℃以下並避免日曬。      

3 高壓氣體鋼瓶是否有妥善固定。      

4 未使用中之高壓氣體鋼瓶是否均套置有鋼瓶帽。      

5 針對高壓氣體鋼瓶是否有進行例行性的檢查及測漏試驗（尤其在更換氣體時）。      

6 本場所作業區內之備用鋼瓶是否不超過 1支。      

7 搬運高壓氣體鋼瓶時，是否備有可直立搬運之專用手推車。      

8 高壓氣體儲存場所是否有適當之警戒標示。      

9 高壓氣體儲存場所周圍 2公尺以內是否未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10 對於高壓可燃性氣體之儲存區，其電氣設備是否採用防爆型並備有適當之滅火器。      

11 儲存或使用毒性高壓氣體之實驗場所或儲存區是否有管制人員進出，並置備有適當之中

和、吸收處理器材及防護具。 

     

12 本場所乙炔熔接裝置所產生之乙炔壓力是否標示並規定不可超過表壓力 1.3 ㎏/㎝ 2 以

上。 

     

高

壓

氣

體

設

備 

管

理 

13 本場所以乙炔熔接裝置從事金屬熔接、熔斷或加熱作業時，是否有指定專人負責相關安

全工作之指揮、執行與監督。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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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續) 

自評查核結果 項 

目 

項

次

自評稽核問項內容 

全

部

是

部 

份 

是 

未 

執 

行 

不

適

用

備註 

1 本場所中之滅火器是否未被阻擋物阻礙。      

2 本場所通道出入口是否均設有緊急照明設備與標示。      

3 本場所中是否依法配置有足量之滅火器。      

4 本場所中是否設置有火災偵測及警報系統。      

5 本場所中之消防器材是否有定期檢查、維修保養及更新。      

6 本場所中之隔間或窗簾是否為耐燃材料。      

7 本場所是否依規定設置緩降機並且定期檢查其基座是否穩固。      

8 本場所所屬之區域是否訂定有消防防護計畫。      

9 本場所之負責人員、老師是否參與過消防相關訓練及演練。      

10 本場所中是否張貼有消防逃生避難路線、消防設施配置圖。      

消

防

避

難 

管

理 

11 本場所所在樓層之警報作動（如火災警鈴作響）時，是否有每次確認後再復原。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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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學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管理控制措施自評稽核問項(續) 

自評查核結果 項 

目 

項

次

自評稽核問項內容 

全

部

是

部 

份 

是 

未 

執 

行 

不

適

用

備註 

1 本場所化學品儲存時是否有考慮其相容性。      

2 本場所化學品容器之標示是否適當且正確。      

3 本場所有害液體儲存高度是否未超過 1.5 公尺。      

4 本場所易燃化學品週遭是否未存放可燃物質。      

5 本場所化學品儲放或儲物架是否有防止物品掉落之護欄，且重物放置在較低處。      

6 本場所有機溶劑或易腐蝕性物質是否設置有止洩及防溢器材與設備。      

7 本場所有害廢棄物是否有適當分類、儲放及處置。      

8 本場所操作使用危害物質時，是否有適當之通風或局部排氣設施。      

9 本場所列管毒性化學物質或危害化學物質，是否有針對其儲放總量/使用量作管制與控

制。 

     

10 本場所易燃之化學品是否有儲放於防火/防爆櫃中。      

11 場所中是否至少有備置一份化學物質清單及物質安全資料表。      

12 本場所使用之列管毒性化學物質是否有依法進行管理。      

13 本場所中是否設有合適之化學藥品搬運籃，以防藥品不慎傾倒傷及人員。      

14 可燃性廢液儲存場所中之電氣設備是否具防爆功能。      

化

學

品 

管

理 

15 對於過氧化物之儲放期限是否不超過其期限，以免有爆炸之虞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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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書之訂定 
一個緊急應變計畫書之內容及執行步驟應包括下列幾項： 

1.訂定之目的及前言 

計畫訂定之目的乃是使學校之教職員工及學生，對於緊急意外事故之應變能力及應

變之處理技術上都能熟練，並於災害發生時能有正確而有效之處理，以使災害之傷

害及損失降至最低。 

2.危害鑑定或風險評估 

  此步驟乃是要將學校，尤其是實驗場所內所可能發生之災害類型作一確認及分類，

並將災害發生之頻率及嚴重度作一評估，以找出最可能發生災害之設施、設備與位

置，並依此評估之初步結果，建立災害處理之程序。而此步驟內容尚應包括實驗室

內所用化學物質的清單、物質安全資料表(MSDS)及實驗室平面圖等。 

3.擬定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此步驟乃是在學校現有之組織架構之下，進行其緊急應變時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分

配，以使應變之執行更為快速及有效。 

  此步驟之主要工作內容有： 

(1)訂出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2)擬定各項職務負責人及其職掌，以及其任務分配事項。 

(3)若有日、夜班別之不同或例假日之狀況，亦應列出輪班表。 

 4.訂定緊急意外事故通報程序之連絡系統 

   此步驟之主要內容有： 

(1)訂出應變通報程序。 

(2)規定意外狀況警示系統。 

(3)訂出緊急應變通報名單。 

 5.統計各項應變設施及配置  

 此步驟主要是針對緊急應變所需之消防及醫療防護器材作清點及盤查，並確認配置

之位置或器材之設置是否適當，其考量之內容應包括：  

    (1)應變消防設備配置與數量統計。 

    (2)急救藥品、防護器具之統計。 

    (3)搶修器材之統計。 

    (4)救災器材之統計。 

    (5)消防器材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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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疏散計畫 

   此步驟應擬訂之內容包括： 

(1)疏散路線圖及集合地點。 

(2)疏散管制計畫(擬定各種狀況之疏散路徑，並應有管制人員名單。 

 7.擬訂緊急應變程序 

此步驟主要是依災害發生之類型擬訂緊急應變之程序。 

 8.訂定各實驗室意外狀況之緊急應變處理措施 

此步驟主要是將災害類型發生頻率較高者，依其嚴重程度或先後緩急， 訂定出應

變處理之方式。 

9.訂定訓練計畫 

  應變計畫必須配合學校教職員工之教育與訓練，訓練之內容應包括：化學物質相

關知識、警示系統之認知、緊急應變措施之訓練、救災設備之位置及使用、防護

器具之認知使用與除污、醫療設備其急救器材之認知與使用、指揮系統之熟練、

校外支援之配合、疏散程序及緊急應變狀況之模擬。 

10.模擬演練及計畫之更新 

演練之目的在測試緊急應變系統之功能，並使各應變組織之成員能熟悉此系統之

運作，同時藉由演練過程之缺失，來改進原擬訂計畫之內容，透過演練後之檢討

或修訂，而使應變計畫更具適用性。 

有關學校緊急應變之計畫書範例如附件三所示。本節僅就緊急應變組織、職掌、必要

軟應體設備及緊急應變程序分別作探討。 

4.1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與職掌【33，34】 

建立緊急應變組織及架構之主要功用為當災害事故發生時，可使緊急應變小組

成員於第一時間內能夠各司其責，並利用縱向上下溝通，統籌行政支援力量防救及

處理，將混亂的災害現場條理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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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務編組可依現況作適當調整。學校完

整之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圖如圖 4 所示，針對大型災害之緊急應變組織編組、負責人

及職掌如表 20 所示，儘量結合學校常態組織，增加應變組織啟動之可行性。但一般

學校之規模及運作特性均有所不同，因此組織內之成員可予以精簡。 

 

 
整個指揮架構，可以分為下列五大功能來分別建立： 

1.指揮 (command)：指揮功能本質上屬於『行政』，其責任包含下列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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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組織團隊，以因應事件的需求。 

  (2) 建立事件應變的目標。 

  (3) 設定工作的優先順序。 

  (4) 確立執行計畫。 

  (5) 確定資源的分配與發放。 

  (6) 確立對大眾媒體消息的發佈。 

  (7) 與其他的機構協調。 

要注意任何時候指揮的功能與責任是不能缺少的，即使五、六個人的小事件其

指揮功能也非常重要，為了任務的順利進行，指揮的功能必須有安全諮詢官、情報

蒐集官、聯絡組等的輔助，這些人員直接對總指揮官負責。 

2.執行 (operation)：執行部門是整個架構中的「運作者」或者說是「第一線」是指揮

命令主要的完成者。其責任包括： 

 (1)完成指揮官交付之任務。 

(2)執行各種技術操作。 

(3)參與計畫擬定。 

(4)必要時得修改執行計畫以達成目標。 

(5)提供專業意見給指揮或計畫部門。 

(6)維持紀律。 

在過去的應變體系，執行單位門幾乎等於整個應變的組織，所有的人員都是執

行人員，沒有後勤管理人員，如此導致整個執行單位必須分心去做後勤、計畫以及

財務等事，反而使得效能大為減低。 

3.計畫 (Planning)：計畫研擬單位的本質是『幕僚』，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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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訊主要是目前資源的狀態與客

觀的情勢分析。責任有下列幾個： 

 (1) 維持正確的資源狀態。 

(2)蒐集及分析客觀情勢。 

(3)提供現況的資訊。 

(4)預測未來可能的變化。 

(5)預備替代方案。 

(6)主導參謀會議的進行。 

(7)研擬並發佈經指揮採用的執行計畫。 

指揮官不可能對各種情況都非常的專業，所以在計畫單位中，必須要有一個或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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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技術專家，以提供專業的意見與協助。例如水災的情形，計畫擔位就可能需要公共

衛生或環境醫學的專家來協助處理；房屋倒塌之情形，則需要有結構工程師協助專業

的判斷。而整個行動是否能務實且合乎專業之需求，與是否能善用計畫單位的專家有

非常大的關係(此可能學校較須外部支源之處，故平時即應建立幾位協定廠商或專業

技術人員，以因應災害之需要)。 

4.後勤 (Logistics)：後勤部門的本質也是『幕僚』。後勤部門提供所有人員達成任務

所需要的設備與服務，一般以可安全防護組來執行此工作，其主要的任務分為兩

組： 

 (1)勤務功能(Service)：主要是維持整個組織繼續的運轉。例如人員的食、衣、住、

行，以及水電等。 

 (2)支援功能(Support)：任務執行時所需的設備、能源物資的籌措與使用等。 

5.財務行政 (Finance)：財務行政單位本質上也屬於『幕僚』工作，這單位主要是負責

緊急應變時現場的財務處理。任何時候金錢的管理是最麻煩的，審計的流程更會使

人望之卻步，所以需要專人來管。要注意這單位管理的是財務的『行政程序』，並

非實際的採買程序，採買的過程由後勤單位負責，除了財務的審計流程外，還有四

項重要的功能： 

 (1)災害復原紀錄：以便日後事故發生單位的補助之用。 

 (2)契約：有些物品購置成本太高或是必須隨時更新，這時候就必須與廠商簽訂契

約，確保隨時可以取得供應。 

 (3)與其他部門的互助協定：事先簽立，緊急時可以共用某些器材或資源的協定。 

 (4)傷害或損毀紀錄：以供作事後補償或維修的憑據。 

有關緊急應變之現場緊急應變小組之組成可參見圖 5。在目前大部份學校之緊急

應變小組之專業訓鍊不足之情況下，上圖中之安全防護組僅較能著重於後勤支援工作

之協助，搶救組僅就災害規模較小(一般為一階狀況)且可自行控制時，進行相關滅火

或火勢圍離控制之工作，否則就應等待外部消防隊之協助來執行救火工作。除非在災

害尚可控制之情形下才進行相關設備或重要資料之搶救工作，以避免不必要之人員傷

亡，若是災情無法自行控制時，最好是委請外部救災支援單位，如國軍化學兵學校等

之專業救災人員來協助或執行搶救工作。因此，在初期進行緊急應變資料蒐集之時，

有關重要儀器設備及資料之存放位置，學校各處室系科之主管及實驗室負責老師應提

供一清單(可存於各系科處室主管處)。而在污染防制組方面，因大部份學校可能尚無

可攜式之直讀式監測器及經訓練之專業技術人力(須穿著適當等級之個人防護裝備)來

進行災害現場之環境污染物濃度偵測，儘量以酸鹼試紙或檢知器來進行初步危害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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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此部份亦可在外部專業單位之協助下來進行測定之工作；而災害後之簡易除污

工作亦可由污染防制組來執行，但大規模災害之除污仍應由外部除污支援單位來執

行。因此，目前各校在規劃緊急應變小組相關人力時，建議應視自我之能力來編組適

當之人力，在上述小組人員能力尚不足時，應加強在現場管制及避難引導人力之編組

及訓練，以及師生避難逃生之教育、演練及宣導。 

 
4.2 緊急應變必要軟、硬體設備 

於災變發生時應變器材的完備與否，為災害損失是否能有效降低之重要因素。學

校應先評估應變器材需求，然後進行校內現有之應變器材調查與配置，可從個人防護

具、檢修及搶救工具、急救器材及消防設備等方面著手調查並統計其種類、數量及存

放位置。各類應變資源器材通常包含： 

個人防護具：安全帽、護目鏡、化學防護衣、消防衣、耐化手套、耐化靴、空氣呼吸

器、口罩、濾毒罐及防毒面具等。 

檢修搶救工具：警示燈、照明燈具、圍繩、止洩工具組、防爆工具及除污設備等。 

急救器材：擔架、心臟急救設備、床單、毛毯、冰袋、消毒器具、解毒劑及其他急救

設備。 

消防器材：滅火器、泡沫及消防水等。 

學校緊急防災應變器材一覽表，如表 21 所示。 

4.3 緊急應變步驟及應變處理程序 
  在針對化學災害事故處理，美國化災應變隊(HAZMAT TEAM，簡稱 HAZMAT)根

據其實際經驗，提出應變程序之六大原則【35】，其原則如下： 

1. 危害辨識：災害發生的初期，最重要的是針對災害本身作正確的了解與辨識，確

認災害的危險程度與嚴重性，初步的辨識可以「危害標示」與「物質安全資料

表」為主。 

2. 擬定行動方案：完成初步的辨識步驟後，接著還要研擬不同的行動方案，其中包

括急救方案、洩漏著火處理方案及個人防護方案等。 

3. 區域管制：結合毒性、物性、化性、火災爆炸特性、洩漏量、洩漏濃度與天候、

地形等外在條件，預估其疏散距離及管制區域。一般管制區域分為災區(Hot 

zone)、除污區(Warm zone)與支援區(Cold zone)。 

4. 指揮組織：現場事故指揮官須接受一定的專業訓練，指揮官不一定須要瞭解繁瑣

的搶救技巧，但須掌握整個宏觀的應變考量，以人命救助為第一要務，災情控制

為第二考量，最後才是學校或設備的財產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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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後勤支援：大型處理到一個程度後，必定需要後勤人力與器材的支援。人力的參

與與器材的投入對災害的處理與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資源。支援的人力一般都以消

防隊與專家學者為主，平時須與他們保持良好的關係，並且將其緊急聯絡人的聯

絡方式，彙整於明顯易取得之處，以便緊急時候聯絡。醫療的支援也是一件重要

的工作，平時應該對附近醫院進行評估，待事故發生後，才能將受傷的人員迅速

送往合適的醫療院所接受妥善的治療與照顧。 

6. 善後處理：可分為人員除污處理與現場災後處理。一般來講，須保持災區通風良

好，且其清理工作須由受過訓練的專業人員負責。此外對於消防冷卻用水之廢

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蒐集並納入廢水處理系統。 

由第一章表 2，3 所示，則得知化學災害仍為校園實驗室意外事故之主要來源，

本計畫將依校園較常發生之災害類型建立其應變通報流程，以提供學校作參考。而災

害之發生緊急應變小組之啟動將依災害類型及其規模，可作不同等級之應變劃分，一

般而言可區分為三階段工作，其內容如表 22。學校應針對上述可能發生之意外事件之

災害類型，再針對其可能需要之應變等級而規劃不同之應變作業程序，當然不同的應

變作業將有不同之應變組織成員參與。表 20 為一建議較完整之學校緊急應變組織架

構及工作職掌分配，但學校之規模及運作特性均有所不同，組織成員之運作可予以精

簡。例如，學校發生前述第一級應變等級，則系科所現場指揮官、緊急應變小組之搶

救組、現場管制組，及避難引導組將是必要之人員。如果發生第二級應變等級，則應

啟動通報中心之運作，加入總指揮官、副指揮官、醫療救護組、安全防護組、污染防

治組，公關組等。如有涉及第三等級應變則應明確說明對外通報之程序及其作為，故

不同之意外事故類型應有不同之作業內容，且有待不同應變程序之建立。目前本計畫

所建立之緊急應變程序包括有：火災、氣體外洩、化學品洩漏、電氣災害、爆炸、地

震、機械災害等七類，其應變流程如圖 6-圖 12。 

4.4 緊急通報程序 、內容及方式 

    一般學校緊急事故之應變通報程序如圖 13 所示，當進行通報時，通報人務必採

用最短、最有效的告知方式，以爭取時效並清楚告知，若能於事先擬訂制式之通報

詞，以供相關人員練習，較了避免緊急時，因慌張而將通報內容掛一漏萬，造成延誤

或導致更嚴重的後果。下列為緊急通報內容應包含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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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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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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通報之方式可藉由喊叫、人員通報、電話通報(包含緊急通報電話)、廣播或

傳真等可靠、快捷方式來進行。 

    另外緊急應變中心位置應設於發生緊急狀況時能有效指揮應變之處所，但是因應

緊急危害發生之特性，針對緊急危害所規劃之應變中心的設置地點，必須考量其結構

安全性、距離有害物質之逸散較遠、比較不會造成污染的地區，另外也必需考量人員

之緊急疏散問題，所以地點之選擇考量原則建議如下： 

1.結構體之安全性，預先評估當緊急危害發生時，其結構體並不會受損，且在後續的

威脅下也不致於有任何危害發生之場所，尤其針對於緊急的危害必須特別加以考

量。 

2.聯外交通通暢性：當緊急危害發生後，尤其是地震或火災、爆炸等具毀滅性災害，

如果應變中心之聯外交通被倒塌物或損壞物阻隔時，應變人員亦無法進入應變中心

執行工作，所以必須注意應變中心之聯外交通之阻礙物排除與淨空工作。 

3.有害物質的污染風險性：如果緊急危害結果導致大學院校中有害物質的漏洩造成外

洩現象，那應變中心就必須避開此一問題，避免應變中心人員的健康危害，所以應

變中心之選擇以獨立建物或單獨通風系統為最佳考量，有時也必須注意各不同季節

之風向問題。 

4.對外尋求支援的方便性：在災後復建工作之進行，必須尋求相關單位的支援，若應

變中心與外界之聯絡不方便時，將造成應變支援效率之下降。 

在緊急危害與一般災害之差異點，是在緊急危害後一般均會發生停電的現象，所以在

應變中心所準備的通訊器材，必需考慮其停電的問題，否則很多器材將會有無用武

之地。一般建議必需準備手提式擴音器、無線通訊設備、哨子、敲擊器、搖鈴或其

他可發出聲響、並可傳播遠處的器材設備。當然臨時應變中心之選擇在平時即應考

量可能之位置，並且針對應變中心之對內、對外通訊及可參考運用資料應有備份及

可攜出使用之考量。 

 

應變小組之識別用背心或臂章亦可存放於應變中內。應變中心可運用之外部支援

單位資料及電話應平時即加以建立備存，例如：地區性配合之醫院(若有機械性傷害

之患者應考量具精密縫合手術之配合醫院)、重機械設備(如起重機、吊車、挖土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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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廠商電話、地區性毒物諮詢中心及毒災應變諮詢中心、氣體供應商(能將洩漏之

毒化物氣體鋼瓶以炮車作裝載處理)、廢棄物處理廠商、化學物料或藥品供應商等。 

4.5 緊急疏散規劃 

如同前述應變災害等級之不同，其疏散之時機及疏散之方法亦不同，應隨機作必

要之調整，而疏散時機為意外狀況有擴大到實驗室之虞時，必須即刻通知附近人員進

行疏散。而在疏散決定方面，若為實驗室正在作實驗而發生立即之應變一級災害時，

可由實驗室老師在請同學協助通報之同時，至少進行該實驗室內人員之疏散，然後在

由隨後到來之現場應變指揮官決定，而應變指揮官可依救災負責組長(如安全防護組

組長)的意見及應變計畫中風險評估的資料及其他因素諸如：目前的災情是否會持續

擴大，.是否還有其他化學物質可能洩漏，作下達疏散之決定。而疏散計畫中至少應包

括疏散位置圖及人員集合地點規劃位置，及校園平面配置圖等，在進行疏散管制規劃

時，應擬定適當風向狀況之各種疏散方向狀況，以於事故發生時能依疏散路線作適當

管制人員配製置進行疏散人員引導工作。在執行疏散工作時，有下列幾點注意事項應

注意： 

1.保護自己避免遭受災害。 

2.疏散學生人員離開可能受波及的區域。 

3.最後須集中於某一集結地點，分樓層清點人數。 

4.向指揮官報告應到人數與實到人數。 

4.6 復原工作 
復原工作首重安全且工作繁瑣，因此必須要有詳細完整的規劃才能順利完成。但

因一切復原工作都在具潛在危險性且緊急的狀況下進行，因此復原工作計畫書反而必

須簡單明確，才能使所有人在最短時間內了解個人任務及整個復原架構，因此整個復

原工作計畫書規劃包含復原組織與職責、復原程序及事故調查三項。 

1.復原組織與職責 

   由系主任召開緊急會議並逐一實驗室清點人數，按樓層別分組指派人員共同參與

復原工作；依任務之需要共可分協調、計畫、安全、後勤、衛生、救護、消防等

組並賦予執掌，由應變指揮中心統一指揮與協調。 

 2.復原程序 

   災害復原工作主要是依據復原工作計畫程序來實施，整個復原工作計畫書將涵蓋

行前會議、復原工作實施、人員管制、復原工作回報、應變指揮中心巡視及檢討

等步驟逐一進行。 

   (1)行前會議：主要工作為復原工作計畫書內容的沙盤推演並說明安全準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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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中確認計畫書工作後，依計畫書完成編組，然後發放安全防護裝備、化

學品洩漏處理裝備及安全組人員配備無線電後，進行復原工作。 

   (2)復原工作實施：依安全步驟逐層逐間的原則進行復原工作，由系館安全衛生維

護人員與實驗室操作人員相互聯繫與監督，就現有水電配置圖逐一送水、供

電。 

   (3)檢討與改進：在整個過程藉由適當人員編組、任務區分，教育訓練、管路標識

等配合，順利完成實驗區域水電供應作業，若遇突發狀況時隨即檢討並修正工

作方案。 

    (4)人員管制：因為災後復原工作無法在短期完成，所以在此期間系館除災害復原

工作小組人員外，禁止所有人員進入，以免有意外狀況發生。 

    (5)復原工作回報：各單位將財產損失與須維修部份，回報至協調組，進行資料整

理。由協調組向校方彙整及整合各項修繕復原工作。 

    (6)應變指揮中心巡視及檢討：應變指揮中心巡視復原情形並確認安全狀況。最後

全體人員開會做檢討報告。至此由系主任宣佈應變組織解散，回歸正常運作。 

4.7 事故調查 
為了更進一步了解事故發生的基本原因，並預防類似的意外事故再發生，校內之

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小組應針對整個意外災害事故進行調查，整個意外災害事故調查程

序如圖 14 所示。 

4.8 緊急應變訓練計畫 

學校在相關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具雛型之後，應開始著手有關緊急應變之相關訓

練，訓練之對象及內容會因人員於緊集狀況下所需擔任之角色不同而異，但一般對學

校而言不外乎有：實驗室負責老師之緊急應變訓練、應變小組之緊應變專業訓練及一

般教職員工生(包含新進師生)之宣導與訓練，依據工研院環安中心協助台大醫學院所

進行之應變訓鍊【18】其建議受訓內容如下： 

1.一般教職員工生(包含新進師生)之宣導與訓練 

  此為緊急應變訓練之基礎課程，受訓人員以教職員工生為對象，訓練重點為消防

常識、化學品危害、危害物通識及中毒急救方法等，建議訓練課程內容包含如下： 

(1)參加人員：新進師生(所有之教職員工生均應受此訓練)。 

(2)講師：營繕組與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小組人員。 

(3)時數說明：三小時。 

(4)內容說明： 

 a.消防概論(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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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危害物質認知(1 小時)。 

 c.緊急疏散與逃生(1 小時)。 

2.實驗室負責老師之緊急應變訓練 

此為緊急應變訓練之進階課程，受訓人員以實驗課程老師、實驗室負責老師、實驗

助教/理、系科安全衛生室委員、研究生及緊急應變小組成員為對象，訓練重點為消

防滅火器之操作與演練、個人防護具之選用與使用、洩漏處理、MSDS 之查詢運用及中

毒急救方法等，建議訓練課程內容包含如下： 

(1)參加人員：使用危害物質實驗場所負責人與研究生及學校緊急應變小組成               

員。 

(2)講師：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或邀請專家。 

(3)時數說明：八小時。 

(4)內容說明： 

 a.緊急應變計畫(1 小時)。 

 b.化學物質洩漏處理(2 小時)。 

 c.火災防制與滅火(1 小時)。 

 d.毒性氣體洩漏處理(1 小時)。 

 e.個人防護與應變器材(1 小時)。 

 f.沙盤推演(2 小時) 。 

3.應變小組之緊應變專業訓練 

此為緊急應變訓練之專業訓練課程，受訓人員以學校緊急應變小組成員為對

象，訓練重點為指揮系統之運作，戰略、戰術之運用與沙盤推演等，建議訓練課程

內容包含如下： 

3.1 緊急應變指揮系統訓練 

(1)參加人員：緊急應變小組組長或代理人。 

(2)講師：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組長或邀請專家。 

(3)時數說明：二小時。 

(4)內容說明： 

 a.指揮系統權責。 

 b.指揮系統決策。 

 c.指揮系統相關資訊收集。 

3.2 應變小組實務演練 

(1)參加人員：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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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講師：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組長或邀請專家。 

(3)時數及內容：如表 23 所示。 

4.9 現場模擬演練計劃 
學校每年應舉辦一次應變計劃演練，演練計畫書之範例內容如附件四所示，一般

學校較少舉辦全校性之演練，短期在學校人力、資源有限之情況下仍以每年一棟大樓

之應變演練，來達成逐年完成全校各棟大樓應變演練之規劃，而針對每年演練之缺失

應於下年之演練規劃時即加以改進，如此才能提昇學校之災害應變能力。有關學校緊

急應變演練規劃、執行之注意事項如下： 

1. 教育訓練及模擬演練結束後納入更新計畫中。 

2. 配合政府法令修正整理納入新計畫中。 

3. 組織人事異動隨時更新。 

4. 實驗製程改變，客觀環境改變或救災設備更動隨時更新。 

5. 應變計畫更新工作由學校安全衛生管理單位負責，並於更新製表更正資料。 

4.10 緊急應變計畫之修訂程序 

緊急應變計畫經學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決通過，並呈請行政會議核備後，報請教

育部環保小組同意備查後公佈實施。此外，每年定期修訂一次，並循上述流程公

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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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完整之學校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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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指揮官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行動 

2.宣佈與解除警戒狀態 

 

副指揮官 現場指揮官 通報中心 

1. 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2. 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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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2. 協助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1. 適當進行場所內廣播 

2. 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 

3. 協助聯絡緊急應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安全防護組 搶救組 現場管制組 避難引導組 醫療救護組 公關組 污染防治組 

1.設備器材之支援 

2.內、外部支援救援設

備器材之清點與管控 

3.善後物品復原及清點

器材 

1.防止災害擴大 

2.現場危害之移除 

3.協助消防隊救災 

4.重要儀器設備搶救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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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立臨時管制中心 

2.現場隔離及安全警告

標示設置 

3.災區現場交通管制 

4.引導校外支援單位進

入 

 

1.引導人員避難流向 

2.人員清查 

 

1.成立緊急救護中心 

2.傷患救助及住院安排

 

 

1.對校內外發佈消息 1.整合各項污染的現況 

2.緊急危害後災區污染

整治與監控作業 

 

圖 5 現場緊急應變小組之組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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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搶救組之資格限制： 
a.防護具的使用。 
b.熟稔搶救原則。 

＊2.搶救組需確認災害等

級(A.B.C.D),使用適當防

護衣及洩漏處理器材。

圖 6 化學品洩漏災害應變流程圖 

化學品洩漏
狀況發生

發現者在現場

可自行

處理

1.確認洩漏物 
2.查閱 MSDS 洩漏處理

洩漏廢棄物處理

通知災害現場主管或警衛

1.通知安衛單位 
2.災害現場全員撤離 
3.災區 ERT 啟動 

管制組進行管制 搶救組依災害狀況進行

搶救及回報＊ 
醫護組待命 

狀況解除

災害現場管制非災害現場人員復歸

安衛人員會同

環保單位進行

事故調查 

1.復原現場 
2.清點損失 
3.洩漏廢棄物處理

填報： 
1.事故通報單 
2.事故處理記錄表

填報： 
1.事故通報單 
2.事故處理記錄表

請求外部救災單位支援

有人受傷 

醫護組進行傷者救

護或送醫治療 

＊化學品洩漏可自

行處理之定義：

1.少量洩漏。 
2.洩漏化學物無後續反

應之可能性。 
＊化學品洩漏無法自行

處理之定義： 

1.大量洩漏。 

2 持續洩漏。

現場指揮官確認狀況

現場主管 
確認無誤

通報現場主管 



 72

 

 

 

 

 

 

 

 

 

 

 

 

 

 

 

 

 

 

 

 

 

 

 

 

 

 

 

 

 

 

 

 

 

 

火災狀

況發生
發現者在災害現場

發現者不在災害現場

可自行撲滅 

火警系統測知 火警系統誤動 人員誤觸 人員發現火或煙

火警警鈴作響

否 

是 

全區撤離

依受信總機所顯示之警報區由鄰近地區

火災回報警衛室 

警衛室廣播警報為誤警人員復歸 

有人受傷

現場人員視狀況採取急救措施 

各校醫護人員救護或送醫治療 

否 

是

可自行撲滅
是 滅火，並通報災害場所主

管

現場監控 

通知安衛主管並作災害調查與探討 

否 

3.通知警衛室 
1.通知災害場所主管

1.由警衛進行全校性廣播 

2.由警衛與消防隊作確認 

3 通報該區 ERT 啟動

區域 ERT 成員依任務實施災害應變

通知安衛管理單位

是否有爆炸之虞確認所有人員逃生及撤離 是 

按警報系統

一階 

否



 73

 

 

 

 

 

 

 

 

 

 

 

 

 

 

 

 

 

 

 

 

 

 

 

 

 

 

 

 

 

 

 

 

 

 

通報中心尋求

外部支援器材

災害區域現場指揮官接手

依災害發生區狀況通知 ERT
人員進行配合之應變計畫 

醫護組集合

待命

搶救組視狀況派一

組人員進入災區搜

救人員

避難引導組引
管制組管制災區出

入口，並引導消防

回報受傷人數消防組進行滅火 

持續有火 否

是 

災害擴大 
否

是 

搶 救組搶

救 災區器

(進入災區之人員應穿著防護裝備)

二階 



 74

 

 

 

 

 

 

 

 

 

 

 

 

 

 

 

 

 

 

 

 

 

 

 

 

 

 

 

 

 

 

 

 

 

 

通報中心通報相關主管單位 
消防： 
環保： 
勞檢： 
教育部： 
縣市政府： 

總指揮官接手 

搶救人員撤退

指揮官及各組組長協助消防隊瞭解各種資訊

通知外部救災支援單位 
1.區域縣市防災中心： 
2.地區緊急應變諮詢小組： 
3.毒物諮詢中心： 
4.其他 

消防隊接管

滅火

撲滅

持續排煙

持續監控以確認是

否

是 

災區環境監控、管制進

出

搶救組及安衛管理人員進行巡視，並由外部支援救災單位進行環境測定

評估現場危害物是否
否 

排除 

是

狀況解除由總指揮

官下達解除令 由

公關對外公佈初步狀況

安衛人員會同環保 
單位進行事故調查 

非災區現場人員復歸 災區現場管制

三階 



 75

 

 

 
 
 

 

 

 

復原現場、清點損

失

填報事故通報單

圖 7 火災應變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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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地震災害應變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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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或窒息性氣體

大量外洩危及附近區

域人員生命 

進行通風換氣或

穿戴 SCBA 止洩 
穿戴適當

PPE 止洩

有標準設備器材

專業處理者 

評估現場危害物是

否降至安全值以下 

排除

進行環境測定 

是

否

狀況解除 

事故調查 

復原現場、清點損失 

填報事故通報單、事故處理報告

全區撤離 

引起火災 毒性氣體 窒息性氣體 少量毒性氣體引起爆炸

區域 ERT 成員依任務實施災害應變

災害區域現場指揮官接手

(進入災區之人員應穿著防護裝備) 

進入火災應

變二階流程 
進入二次爆

炸處置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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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災害發生區

狀況通知 ERT

醫護組集合

待命 
搶救組視狀

況派一組人

員進入災區

搜救人員

避難引導組

引導人員避

難

管制組管制

災區出入

口，並引導

消防隊進入 

搶救組搶救

災區器材或

通報中心尋

求外部支援

回報受傷人數

通報中心通報相關主管單位 
消防： 
環保： 
勞檢： 
教育部： 
縣市政府： 

總指揮官接手 

搶救人員撤退

ERT 指揮官及各組組長協助消防隊瞭解各種資訊

通知外部救災支援單位 
1.區域縣市防災中心： 
2.地區緊急應變諮詢小組： 
3.毒物諮詢中心： 
4.其他

消防隊接管

災區環境監控、管制進

出

搶救組及安衛管理人員待命協

助，並由外部支援救災單位進

行環境測定

評估現場危害

物是否降至安

全值以內 

否 

排除 

狀況解除由總指揮官下達 公關對外公佈初步狀況

是 

災害持 
續擴大 

否

復原現場、清點損失

填報事故通報單事故處理記錄表

通知勞安人員及環保單位*

事故調查 

非災區現場人員復歸 災區現場管制

圖 9 氣體外洩應變流程圖 



 79

是

是 

否

 
 
 
 
 
 
 
 
 
 
 
 
 
 
 
 
 
 
 
 
 
 
 
 
 
 
 
 

可自行斷
電處理 

通知警衛或 
現場主管 

人員受傷

移除電源線

現場急救

送醫治療

通知現場主管及

安為管理單位進

行事故調查 

填報： 
1.事故通報單 
2.事故處理記錄表

爆炸火災

進入爆炸

應變流程

進入火災

應變流程 

  圖 10 電氣災害應變流程圖 

電器災害 
狀況發生

確認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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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否

是

 
 
 
 
 
 
 
 
 
 
 
 
 
 
 
 
 
 
 
 
 
 
 
 
 
 
 
 
 
 
 
 
 

機械災害 
狀況發生 

發現者在現場

可自行停止

機械運轉＊
可自行 
處理 

發現者在現場

急救送醫

通報並 
急救送醫 

1.尋求他人協助

2.通報處理 

1.尋求他人協助 
2.通報處理 
3.停止機械運轉 

現場主管及安

為管理單位進

行事故調查

填報： 
1.事故通報單 
2.事故處理記錄表

＊ 須注意

機械復

歸；斷

電後部

圖 11 機械災害應變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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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否 

 
 
 
 
 
 
 
 
 
 
 
 
 
 
 
 
 
  
 
 
 
 
 
 
 
 
 
 
 
 
 
 
 
 
 
 
 

爆炸災害

狀況發生

1.發現者按警鈴 
2.通報警衛室 
3.通知安衛管理單位

全區撤離

安衛管理單位攜帶資訊至現場 

確認狀況

判斷是否有 
二次爆炸之虞

引

起化
引起火災 有人受傷 

現場急救人員 
採取急救措施 

將傷患送至健康 
中心或送醫治療 

進入火災應 
變一階流程 

進入化學品洩

漏應變流程 
1.通報該區 ERT 啟動 
2.現場管制 
3.請求外部救災單位支援 

應變行動終止 

災害現

場管制

非災害現場

人員復歸

災害現 
場管制 

非災害現場

人員復歸

搶救組及安衛管理
人員進行巡視，並
由外部支援救災單
位進行環境測定 

評估現場危害物是
否 

排除 

狀況解除由總指揮

官下達解除令，由

警衛廣播(解除) 

公關對外公
佈初步狀況

復原現場、清點損

失

安衛人員會同環保

單位進行事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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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事故通報單

事故處理記錄表

圖 12 爆炸災害應變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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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勞檢單位

原子能委員會
縣市環保局

教育部校安中心
電話：02-23215304
傳真：02-23224404

校長

學務長

學校生活輔導組
或學校災害處理中心

校區值日教官

校區駐警隊或警衛

家屬

系所主任

院長

實驗場所事故發生

實驗場所負責人

學校生活輔導組

校區緊急應變小組

校內環保暨安衛中心

救護車、火警119、警局110、
附近醫院及電話
北區、中區、南區毒物諮詢中心電話
及毒災應變諮詢中心電話

 
 

圖 13 學校緊急事故之應變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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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解除後
24小時內

事故調查

事故現場負責人進行調查

事故現場負責人
分析事故發生原因

事故現場負責人擬定
防止再次發生措施

1.事故現場負責人正式
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

2.報告傳回校內環安小組
歸檔

由校內環安小組追蹤
改善情形

由校內環安小組針對
歷次事件分析統計

1.立即原因
A.不安全行為
B.不安全環境

2.基本原因
A.個人因素
B.工作因素

於校內安全衛生委員會中
提出要求改善

1.發生地點、環境及條件
2.發生經過
3.若有需要，可加入
A.現場訪談
B.教育訓練紀錄

4.若災情重大，可委託場外專家
協助 調查

1.列入訓練內容
2.修改作業程序或設備
3.管理制度修改

收集證據

一個月後

執行改善

建議

定期(每年)

事故解除後
72小時內

不良

 
圖 14 意外災害事故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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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學校緊急應變組織編組、負責人及職掌 
緊急應變編組 建議負責人 職 掌 

總 指 揮 官 
校長 

學院院長 

1. 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 

 組，成立緊急應變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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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實 

 施。 

副 指 揮 官 

 

總務長、總教

官 

(事務組組長)

1.指揮官無法進行指揮緊急應變行動時， 

 由副總指揮官代理之。 

2.協助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布 

 實施。 

3. 

安全諮詢官 

學校環安 

中心主任或小

組 

監視整個災害現場的安全狀況並確認 

現場所有搶救人員的安全性。 

通 報 中 心 
警衛室 

教官 

於應變指揮中心現場聯絡其他支援機 

構的協助。 

計畫研擬組 
學校環安 

中心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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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由實驗室負責老師參與協助) 

財務行政官 總務處保管組 負責緊急應變時現場的財務處理。 

現場指揮官 
事故單位主管

系主任 

1. 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理作業之指 

 揮與部署。 

2. 開設現場指揮中心。 

3. 完成指揮官交付之任務。 

4. 執行各種搶救任務。 

安全防護組 

  

營繕組或事務

組組長 

1. 人員達成任務所需要的設備與服務。 

(可與消防防護計畫中之安全防護班，及民

防法中之防護隊或供應隊作整合) 

現場管制組 

警衛(或發生災

害大樓之管制

組組長) 

1.指揮交通及管制車輛、人員進出校園。 

2.隔離災區現場及建立警戒標示、管 

 制人員進出。 

3.引導外部救災單位進入災區救災位置。 

搶 救 組 

(各校在現有規模

及人力下可與安全

防護組結合)  

事故單位及 

營繕組 

1.現場發生火災時，進行初期滅火。 

2.在外部消防支援單位尚未到來時之火勢

初步控制或圍離。 

3.現場救災、狀況控制與化學物質處理作 

業(搶救洩漏、遮斷與修護)。 

4.專業與技術之提供。 

(可與消防防護計畫中之滅火班，及民防法

中之滅火隊或工程隊作整合) 

避難引導組 
各樓層疏散 

引導負責人 

人員清查及避難引導 

(各校在此編組應要有足夠之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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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救護組 

  

保健組組長 

  

協助傷患現場緊急救護及送醫治療。 

(可與消防防護計畫中之緊急救護班，及民

防法中之緊急救護班作整合) 

污染防治組 環保組長 
1.整合各項污染的現況 

2.緊急危害後災區污染整治與監控作業 

資訊蒐集官及公關 
秘書室或 

公關室主任 
對外發布消息並處理所有媒體的需求。 

註:1. 以上各編組單位之負責人可依各校實際需求不同而調整。 

    2. 以上各編組單位之負責人及職務代理人需備註緊急連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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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校防災緊急應變器材一覽表 
類

別 
應變器材 數量 單位 存放位置 備註 

滅火器  支  各實驗場所依場所之大小適當設

置,但至少有 1-2 支,且應依據實

驗室之特性選用不同之滅火材

料,如貴重儀器室可選用 CO2 滅

火器.但應注意所附帶可能產生

之密閉空間缺氧問題。 

輪架式滅火器  部  可每棟大樓有一台之設置,或集

中於應變中心器材室中。 

室內消防箱  個  依消防法設置適當且夠之數量。

滅

火

設

備 

消防用防火覆毯  條  可每間實驗室至少 1 條。 

洩漏處理車/筒  台  可每棟大樓有一台之設備。 

吸收棉  箱  每間化學實驗室均應貝備有但可

以依實驗可能之洩漏量及化學物

質特性,選用吸收棉片、棉條、

棉塊等。 

多功能氣體偵測  套  多功能之偵測器單價不低,學校

可視情況選購適用之偵測器,一

般較建議購買較常用之氧氣或

CO2 直讀式測定器、測爆器、

四用氣體偵測器等,但這些偵測

器之感應器一般有一定之壽命,

因此,將來之維護保養及更新應

納入年度預算中 

檢知器組  組  檢知器售價一般遠低於直讀式偵

測器,但其只能針對少部份特定

之物質濃度進行初估,故建議依

所須測定之化合物來選購,但檢

知管亦有一定之有效期限,且檢

知管須做適當之儲存(如冷藏),因

此,其未來之更新仍應納入年度

預算中。 

測試紙  組  一般多為酸鹼指示劑 

洩

漏 
/ 
偵

測

處

理

設

備 

防爆手工具  組  可依需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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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校防災緊急應變器材一覽表（續） 
類

別 
應變器材 數量 單位 存放位置 備註 

A 級防護衣  件  為一氣密閉式防護衣,且須專業

之保養與維護,人員須經緊急應

變之相關訓練及實務穿戴訓練,
除非校內緊急應變小組要自行

進入災害現場搶救,否則不一定

非購置不可。 
B 級防護衣  件  等級較 A 級低,為一非完全氣密

式之防護衣,單價亦較 A 極為低,
針對具有化學實驗室之學校,建
議可購置至少 1-2 套,但此及防

護衣仍有維護保養之問題,須設

專責人員定期檢查及維護,並可

存放緊急應變中心器材室中。 

個

人

防

護

設

備 

C 級防護衣  件  可視需要購買適當之數量,並置

於各實驗室或各大樓之應變器

材存放位置。 
 消防衣  件  可視需要購買適當之數量,並置

於緊急中心器材室中集中管理,
但一般消防防護人員應經專業

實務訓練,才能穿戴消防衣協助

滅火之工作,而災害現場如果火

勢如無法控制時,亦不建議人員

穿戴此消防衣協助滅火,應盡速

撤離現場。 
 防毒口罩  個  危簡易式口罩,依所需選購適當

之數量,並可於各實驗室設置多

個,其餘於緊急應變中心或各棟

大樓存放,但平時應存放於陰涼

乾燥處,並封裝或封袋儲存。 
 防毒面具  個  依所需選購適當之數量,並可於

各實驗室設置 1-2 個,其餘於緊

急應變中心或各棟大樓存放,但
平時應存放於陰乾燥處,濾罐尤

其需封裝或封袋儲存。而濾罐

材質之選擇需依廠商所提供之

資料,並依其防護係數之大小,及
所欲使用之時機作正確之選購,
而穿戴之人員亦需經過訓練及

學會作密合度測試。 
 自吸式空氣呼吸器  套  可視需要購買適當之數量,並置

於緊急應變中心器材室中集中

管理。 
 手套  雙  可置於實驗室中 

 防化鞋/靴  雙  可視需要購買適當之數量,並置

於實驗室或配合各式防護衣之

穿戴,於緊急應變中心器材室中

集中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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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校園緊急事故分級表 
事故範圍 影響等級 災害情況 參與人員 

 
 
 
 
 
 
 

校園內 
小範圍 

(系、所) 

 
 
 
 
 
 
 
 

第一階段 
 
 

實驗室內發生

意外事故，進行實

驗室內人員或一樓

層人員局部疏散管

制，影響層面較小

者： 
1.僅涉及 1-2 間實

驗 室 之 小 型 災

害 ， 如 有 機 溶

劑、少量酸、鹼

液洩露及少量氣

體外洩。 
2.異味。 
3.停電。 
4. 火警警報動作，

但只有煙霧者。

5.實驗室本身可應

變處置者。 

 
 
 
 
 
實驗室負責人，科

系、所的人員，或

啟動該棟大樓之現

場緊急應變小組 

 
 
 
 
 
 
 

校園內 
大範圍 
(學校)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狀況

繼續擴大，非校內

緊急應變小組可控

制，須藉外界支援

才能控制災害者：

1. 災害範圍擴大，

部分樓層或整棟

大 樓 均 受 波 及

時。 
2. 毒氣大量外洩。

3. 發生大型災害如

不明原因爆炸。

4. 化學品大量洩漏

控制困難時。 
5. 發生地震，造成

建築物損壞者。

 
 
實驗室負責人，科

系、所的人員，或

啟動該棟大樓之現

場緊急應變小組及

校內緊急應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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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校園緊急事故分級表（續） 
事故範圍 影響等級 災害情況 參與人員 

 
 
 
 
 

校園附近 
區域 

(擴散至校 
外地區) 

 
 
 
 
 
 
 

第三階段 

第二階段狀況

繼續擴大，非校內

緊急應變小組可控

制，且可能擴及校

外，必須尋求外部

支援者： 
1.大量毒氣外洩漫

延現象如毒氣洩

漏，可影響人員

及污染環境者。

2.火警發生無法控

制，且可能波及

週遭社區。 
3.其他可影響校外

人員及環境者 

 
 
 
 
實驗室負責人科

系、所的人員， 
校內緊急應變小

組，地區消防隊 

其他政府支援單 
位(衛生及環保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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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應變小組實務演練訓練課程表 

項

次 

訓練成員 訓練內容 時數 備註 

1 指揮官、通報中心人

員、ERT 組長 

無線對講機之使用與訓練 2 小時  

2 搶救組 1.消防栓、滅火器之使用 

2.個人防護具之穿戴 

3.洩漏處理  

2 小時 

1 小時 

1.5 小

時 

 

3 安全防護組 1.應變處理器材之使用與維護

2.內、外部支援資訊 

3.災害復歸注意事項 

3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4 現場管制組 1.管制引導及交通指揮 2 小時  
5. 避難引導組 1.個人防護具之穿戴 

2.樓層環境之認識 

2 小時 

1 小時 

 

6 醫療救護組 1.CPR 訓練 

2.傷患處理與包紮 

18 小時 

3 小時 

 

7 公關組 1.資料之收集 

2.新稿之提供 

1 小時 

1 小時 

 

8 通報中心 1.無線對講機之使用與通訊訓

練 

2.校園設施認識 

3.廣播詞稿練習 

4.外部支援資訊 

2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92



 9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災害之防制基本上應從災害預防、災害防護與災害應變三大方向展開，而災害預

防之首要工作在於導入本質安全的概念。校園實驗場所的風險管理在於降低危害發生

頻率與事故後果嚴重度，災害事故之預防應從危害本質上著手，藉由學校安全衛生工

作之自評，逐步改善安全衛生缺失，並使其符合評比基準之要求，找出危害發生之最

根本原因，以降低危害發生之風險，當然人為因素之控制則需藉由不斷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鍊，才能凝結共識，養成良好安全衛生習慣。因此風險管理之首要任務即為本質

安全，對於殘餘風險則藉由防護系統的增設及透過行政管理的手段及有效之災害應變

處理逐步降低危害風險。災害應變為災害控制的最後手段與防線，亦是學校最不願見

到之結果，一旦災害應變系統啟動，即代表可預期的損失將產生，因此有效之應變系

統遂為學校應努力之方向，緊急應變若經事前周延的規劃及良好之準備，將校園中防

護系統之能力、災害事故之模擬與最佳化避難逃生分析之結果，與應變組織架構、應

變小組人員、工作職責、應變器材和相關應變程序等妥善結合，將可大幅提昇應變的

能力與勝算。由校園災害事故統計資料顯示，目前大學院校及高中職校校對緊急應變

之規劃、應變器材之備置與人員之訓練十分不足，其災害應變之處理能力亦不夠，因

此，如何加強校園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劃與人員之訓練為目前之重點方向。 

針對目前校園之安全衛生管理現況，大部份學校均未有一完整性之先期自我審

查，因此，針對校園緊急應變計畫中之相關審查與了解十分重要，據此也才能進行校

園災害風險之鑑別與分級，各校才能依據自我現況及風險等級建立其應有之應變處理

程序。而由調查顯示，學校災害通報應變中心所需之應變基本資料、如各棟大樓樓層

之平面圖、水電管線配置圖、實驗場所主要儀器設備設置圖等，除未完整建立外尚分

散於各所屬單位存放且未更依時依異動更新，未來將不利應變指揮人員資訊之獲取與

運用，更可能影響救災戰略、戰術之應用，而無法有效掌控災情降低災害發生後之損

失，此實為各校所應立即改善之處。各校在建立及緊急應變計畫之同時，應考量人員

之現有職務，建立及應變組織，並就其人員之應變能力及技術進行相關之訓練，而

ERT 專業人員更應進行相關專業訓練課程。在學校現行之緊急應變組織架構下，如本

計畫所規劃之緊急應變小組人員訓練部份，相較於國內、外緊急應變小組專業人員之

訓練仍屬基本初階之訓練，尤其是搶救組人員之訓練更是明顯差異且不足，故在搶救

工作部份主要仍應由外部支援單位來進行協助，切勿輕易派由學校搶救小組成員強行

進入災害現場。 

 

本計畫設計之實驗場所風險評估系統應用軟體，可提供學校實驗場所負責人

作為判定其實驗場所之風險等級與進行安全衛設施改善之參考；及協助學校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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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理單位評選緊急應變演練之模擬對象，並可依據此風險評估結果研擬

緊急應變計畫、教育訓練計畫及加強改善實驗場所之安全衛生管理之參考依據。 

本計畫制定之各種緊急應變流程，可提供各學校作為訂定相關應變流程之參考。 

本計畫建議之事項如下： 

1.建議教育部執行「學校安全衛生輔導團」計畫時，應加強學校緊急應變能力之查核

及輔導。 

2.建議勞委會及教育部未來於學校適用之細則、要點中納入緊急應變計畫執行之要

求。 

3.建議學校實施緊急應計畫的第一步驟─先期審查，為針對學校緊急應變相關措施之

自我審視 ，各學校應確實而完整執行，以完成風險評估之基礎。 

4.建議學校一級安全衛生管理單位務必主導籌劃一適當且有效之緊急應變計畫(包含通

報系統及演練)。 

5..學校緊急應變之教育訓練應分為一般、進階及應變小組基本初階訓練，以加強人員

於災害事故發生時之應變反應及能力，建議學校未來在執行緊急應變計畫之訓練

時，應著重避難引導、現場管制及安全防護人員之訓練，而醫療救護則應加強全校

師生之 CPR 及急救之訓練，以因應災害發生時應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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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緊急應變相關法規之整理表 
符合情形 法規 

類別 
法規 
編號 

法規名稱 
(公佈日期)

條 款 項 法規條文 
(內容/摘要) 

事業單

位現況 符合 不符合 不適用

備注 

勞 委

會 
 勞工安全衛

生法 

(91.6.12) 

10   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令停止作業

，並使勞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前項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之情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勞工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 

(91.4.25) 

14,15 
 勞工安全衛

生法施行細

則 

(91.4.25) 

25 1 9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之，並

定期或不定期進行協議下列事項： 

九  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識 (示) 、有害物空容器放

    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練等事項。 

      

 勞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 

(90.12.12) 

30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出入口、樓梯、通道、安全門、安全梯等，應依第三百

十三條規定設置適當之採光或照明。必要時並應視需要設置平常照明系統

失效時使用之緊急照明系統。 

     

   172   
雇主對於工作中遇停電有導致超壓、爆炸或火災等危險之虞者，應裝置足

夠容量並能於緊急時供電之發電設備。 
     

  特定化學物

質危害預防

標準 

(90.12.31) 

39 1 4、 

7、 

8 

雇主使用特定化學設備或其附屬設備實施作業時，為防止丙類第一種物質

或丁類物質之漏洩，應就下列事項訂定操作程序，並依該程序實施作業：

四  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與其他安全裝置及自動警報裝置之調整。 

七  特定化學管理設備，其運轉暫時或部分中斷時，於其運轉中斷或再行

    運轉時之緊急措施。 

八  發生異常時之緊急措施。 

     

  缺氧症預防

規則 

(87.6.10) 

18   
雇主使勞工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接場所作業時，應將下列注意事項公告

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易見之處所，使作業勞工周知： 

一  有罹患缺氧症之虞之事項。 

二  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聯絡方式。 

四  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測定儀器、換氣設備、聯絡設

    備等之保管場所。 

     



 101

五  缺氧作業主管姓名。 

雇主應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勞工，擅自進入缺氧危險場所；並應將

禁止規定公告於勞工顯而易見之處所。 

   19   
雇主依第十三條規定之調查結果，發現有缺氧空氣漏洩入作業場所時，應

即通知有關人員及將緊急措施公告於勞工顯而易見之處所，並禁止與作業

無關人員進入。 

     

   21   
雇主使勞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一人以上之監視人員，隨時監視

作業狀況，發覺有異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管及有關人員聯繫，並採取

緊急措施。 

     

   27   
雇主使勞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

、安全帶或救生索等設備，供勞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 
     

  危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暨

檢查辦法 

(91.7.10) 

5   
事業單位向檢查機構申請審查甲類工作場所，應填具申請書(如格式一)，

並檢附下列資料各三份： 

一  安全衛生管理基本資料，如附件一。 

二  製程安全評估報告書，如附件二。 

三  製程修改安全計畫，如附件三。 

四  緊急應變計畫，如附件四。 

五  稽核管理計畫，如附件五。 

    附件四緊急應變計畫 

緊 急 應 變 計 畫 至

少 應 含 下 列 事

項： 
一 緊急應變運作流程與

組織： 
(一) 應變組織架構與權

責。 
(二) 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位

置與設施。 
(三) 緊急應變運作流程與

說明。 
二 緊急應變設備之置備

與外援單位之聯繫。 
三 緊急應變演練計畫與

演練記錄 (演練模擬
一般及最嚴重危害之
狀況)。 

四  緊急應變計畫之修
正。 

附件五稽核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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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管理計畫至少應含下 
列事項： 
一 稽核事項 
(一) 製程安全評估。 
(二) 正常操作程序。 
(三) 緊急操作程序。 
(四) 製 程 修 改 安 全 計

畫。 
(五) 勞 工 教 育 訓 練 計

畫。 
(六) 自動檢查計畫。 
(七) 承攬管理計畫。 
(八) 緊急應變計畫。 
二 稽核程序 
(一) 稽核組織與職責。 
(二) 稽核紀錄及追蹤處

理。 

  工作場所重

大災害通報

及檢查處理

要點 

(91.4.23) 

1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落實勞動檢查法及勞工安全衛生法對

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之檢查並配合行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健全

工作場所重大災害通報體系，特訂定本要點。 

     

   5 1 2 
檢查機構接報之災害如屬行政院列管通報者或據報搶救中災情預估達行政

院列管通報者，應依行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附件一)立即以電

話(並傳真工作場所重大災害通報表)通報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及本會相

關通報人員(非上班時間改以緊急聯絡電話通報本會勞工檢查處處長或相

關主管，必要時得先行通報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聯絡電話如附件

二)，並立即派員(必要時會同本會人員)至現場了解後撰寫災害檢查初步報

告書(附表二)以電子郵件傳送本會〈檢查處〉。 

     

消 防

署 

 消防法 

(89.7.5) 

13 
1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理權人，遴用防火管理人，責其

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行有關防火管理上

必要之業務。地面樓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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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建築物，其管理權有分屬時，各管理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

計畫，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消防法施行

細則 

(91.6.12) 

15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十人以上者，至少編組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

引導班；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二、防火避難設施之自行檢查：每月至少檢查一次，檢查結果遇有缺失，

應報告管理權人立即改善。  

三、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理。  

四、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行動、通報連絡及避難引導等。  

五、滅火、通報及避難訓練之實施：每半年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不得少

於四小時，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  

六、防災應變之教育訓練。  

七、用火、用電之監督管理。  

八、防止縱火措施。  

九、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十、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應另定消防防護計畫，以監督

施工單位用火、用電情形。  

     

  公共危險物

品各類事業

場所消防防

災計畫內容

(90.1.30) 

   
消防防災計畫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 目的與適用範圍 

(二) 管理權人及保安監督人之業務及職責 

(三) 場所安全管理對策 

1 危險物品搬運安全  

2 危險物品製程安全  

3 危險物品處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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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危險物品儲存安全  

5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之運轉及操作要領  

6 危險物品安全維護設施外觀檢查及性能檢查  

7 危險物品製造、儲存、處理場所用火、用電之監督管理 

(四) 廠區消防安全設備及其他設施檢查與維修 

(五) 施工安全對策 

(六) 員工危險物品安全管理教育訓練 

(七) 自衛消防運作對策 

1 自衛消防編組  

2 夜間、假日之運作編組  

3 緊急通報聯絡步驟  

4 非正常狀況緊急停機應變措施 

(八) 洩漏、爆炸等意外事故之應變措施 

(九) 震災預防措施 

1 地震時之緊急應變措施  

2 地震後之安全措施  

(十) 紀錄之製作及保存 

(十一) 其他防災必要事項 

教 育

部 

 教育部災害

防救緊急應

變小組作業

要點  

(90.2.23)  

   
一、依據： 

    行政院八十九年七月二十四日台八十九內字第二二一一七號函頒「災

害防救法」第十四條規定辦理。 

二、目的： 

    建立災害防救體系，迅速應變處理偶突發重大災害；統籌行政支援力

量，防救及處理，俾使災害損失減低至最小，並及早完成善後復舊工作。

三、實施範圍： 

（一）指揮、督導、協調及處理與本部業務有關之各項災害防救及

應變措施，包括各級主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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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機關暨所屬學校館所幼稚園補習班重大天然或人為災

害。 

（二）遵照中央應變中心之指示執行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三）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狀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 

（四）加強與其他防災機關、單位間之橫向聯繫，並主動提供支援

協助。 

（五）其他有關之災害防救事宜。 

四、任務編組： 

（一）召集人一人，由部長兼任。 

（二）副召集人一人，由政務次長兼任。 

（三）執行督導二人，由常務次長兼任。 

（四）總務司、政風處、軍訓處、訓委會為秘書單位，並與參事

室、督學室、高教司、技職司、中教司、國教司、社教司、體育

司、文教處、會計處、人事處、統計處等一級主管為小組委員，一

級主管於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發布成立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時，

應依通報輪流進駐該中心第九編組安置組，與內政部及國防部共同

擔任下列工作事項： 

       １．災民收容之規劃及災民收容所之指定。 

       ２．災民之登記、接待及管理事項。 

       ３．收容災民統計、查報及其他有關事故之處理事項。 

五、職責分工： 

    部長—小組召集人，綜理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務。 

    政務次長—小組副召集人；協助小組召集人綜理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

務。 

    常務次長—業務執行督導；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

務單位推動執行工作。 

    參事室—協助支援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理災害防救相關業務。

    督學室—協助支援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理災害防救相關業務。

    總務司—各級學校及社教館所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之行政事務支援單

位。 

    國際文教處—赴國外學人發生重大偶發事件之災情聯繫及協調處理單

位。 

    政風處—重大偶發災情資訊、預警資訊之蒐集。 

    軍訓處—小組防救指揮中心之設立及值勤聯繫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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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委會—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之協調處理單位。 

    高教司—大學院校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技職司—專科技職院校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中教司—中等學校及師範院校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中部辦公室—中等學校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國教司—國中、小學校及幼稚園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體育司—體育院校及有關學校餐飲衛生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社教司—社教館所、補習班、補校及復興劇校災害防救業務單位。 

    統計處—重大偶發災情資訊統計及彙整。 

    人事處—災害防救人事相關業務行政支援單位。 

    會計處—災害防救會計相關業務行政支援單位。 

六、執行程序： 

 （一）由召集人視災害防救需要，召集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立廿四

小時值勤防救指揮中心。 

 （二）防救指揮中心透過行政聯絡網及其他資訊管道蒐集災情（人、

事、時、地、物五要素）。 

 （三）協調聯繫相關單位，協助主管教育行政權責機關緊急處理，給予

必要之支援。 

 （四）督導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派員瞭解災害防救工作，並隨時將防救

工作進展及效能提報小組召集人。 

 （五）評估復舊及善後需求之人力、物力，規劃後續支援方式及步驟，

協調經費來源。 

 （六）提出災害防救工作檢討報告，函送各相關單位參考作為爾後處理

改進之依據。 

七、其他： 

    本要點陳奉 部長核定後實施。 

  校園事件通

報管理系統

實施要點 

(？？？) 

13   
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得依實際需求，訂定緊急事件處理原則或要點，規

範人員編組與作業程序，督促所屬學校切實執行，落實校園事件通報管理

工作。 

     

衛 生  醫療法 21   
醫院除其建築構造、設備應具備防火、避難等必要之設施外，並應 

建立緊急災害應變措施。 
     



 107

署 (75.11.24) 

  醫院緊急災

害應變措施

及檢查辦法 

2   
本辦法所稱緊急災害，指醫院遭遇左列之災害： 

一  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水災。 

二  重大災害：火災、爆炸或游離輻射意外事故。 

三  戰爭災害。 

四  其他緊急災害。 

     

   3   
醫院應組設緊急災害指揮中心，負責緊急災害應變措施之指揮及人員、器

材之調度事宜；並依實際需要分設各組，負責左列事項： 

一  警戒組：警戒安全、交通管制及現場秩序之維護等事項。 

二  疏散組：病人及員工之疏散等事項。 

三  救災組：盡力搶救災害，防止災害擴大及物品器材之搬運與供應、危

    險物品之移開等事項。 

四  通訊組：醫院內外通訊聯絡及電路安全管制等事項。 

五  醫護組：病人之醫療照顧及災害傷患之急救等事項。 

     

   4   
醫院發生緊急災害時，應立即採取應變措施，並迅速聯繫警察、消防及其

他有關機關，即時支援搶救。 
     

   5   
醫院應劃定緊急災害發生時，病人及員工疏散之路線，隨時注意路線之安

全、暢通，並繪製圖說，懸掛於明顯處所。 

前項疏散路線，以使用太平門或安全梯為原則，儘量避免使用電梯。 

     

   8   
醫院應訂定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第三條至第七條規定之

事項。 
     

   9   
醫院每年至少應舉辦緊急災害應變措施講習一次。全體員工均應參加，並

將緊急災害應變措施列為新進員工講習項目之一。 
     

   10   
醫院每年至少應舉行緊急災害應變措施演習一次，並作成紀錄備查。 

     

   12   
醫院之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消防安全設備，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

機關予以定期或不定期檢查；其檢查項目及檢查間隔、時間，由地方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檢查結果，如發現不符規定者，除依有關法令規定處理者外，地方衛

生主管機關得令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者，依醫療法有關規定處罰。 

     

   13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醫療法有關規定辦理醫院評鑑時，應將醫院之緊急災

害應變措施、消防安全設備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依前條所為檢查結果，列

為評鑑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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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離輻射防

護法 

(90.1.30) 

12   
輻射工作場所發生重大輻射意外事故且情況急迫時，為防止災害發生或繼

續擴大，以維護公眾健康及安全，設施經營者得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採行緊

急曝露。 

     

環 保

署 

 毒性化學物質

管理法 

(91.6.12) 

8   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檢送該毒性化學

物質之毒理相關資料、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送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並

公開供民眾查閱。 

     

   16   
毒性化學物質之製造、使用及貯存，應依規定設置專業技術管理人員，從

事毒性化學物質之污染防制、危害預防及緊急防治。 

前項專業技術管理人員之資格、證照取得及撤銷、訓練、人數、執行業務

及其設置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7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過程中，應維持其防止排放或洩漏設施之正常操作，

並備有應變器材；其偵測及警報設備之設置及操作，並應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之規定。 

    32： 

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

限改善；逾期不改善者，

得令其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勒令歇業、撤銷

登記或撤銷其許可證。 

34：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

期改善；逾期不改善者，

得令其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勒令歇業、撤銷 

、廢止登記或撤銷、廢止

其許可證。 

   
22 

  
毒性化學物質，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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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10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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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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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除命其採取必要措施外，並得命其停止與該事故有關

之部分或全部運作。 

第一項運作人除應於事故發生後，依相關規定負責清理外，並依規定製作

書面調查處理報告，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處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令其

限改善；逾期不改善者，

得令其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勒令歇業、撤銷

登記或撤銷其許可證 

28：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金；致重傷者，處三年

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金；致危害人體健康

導致疾病者，處三年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四百萬元以下罰金。 

29：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百

萬元以下罰金。 

  毒性化學物

質管理法施

行細則 

10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申請核發毒性化學物質許可證 (以下簡稱許

可證) 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或資料： 

一  工廠設立許可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非工廠者免附) 、公司執照 (

    非公司者免附) 及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二  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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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0.25) 
三  專業技術管理人員設置核定文件影本 (不須設置者免附) 。 

四  成分及性能說明書。 

五  產品之製造流程說明書 (非申請製造許可證者免附) 。 

六  管理方法說明書，載明運送、使用、貯存、廢棄之方法。 

七  物質安全資料表。 

八  貯存設備、偵測及警報設備、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之說明書。 (中央

    主管機關未規定設置者免附) 。 

九  運作場所略圖。 

   18   
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備有應變器材者，運作人應按毒性化學物質之毒理、

物理及化學特性，依物質安全資料表備具必須之緊急應變工具及設備。 
     

   20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緊急防治措施，指下列各款情形： 

一  足以即時控制毒性化學物質大量流布，使其回復常態運作之各項污染

    防治措施。 

二  中止引起事故之部分或全部運作。 

三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應變事項。 

     

  毒性化學物

質運送管理

辦法 

(88.9.29) 

10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人於運送時，應攜帶該毒性化學物質之物質安全資料表

；於運送量達最低管制限量以上時，應攜帶安全裝備。但鐵路運送，派有

押運人時，由押運人攜帶之。 

依第三條規定應辦理申報之運送，運送人於運送時應攜帶運送聯單；其以

公路運送者，並應攜帶運送通行證。 

第一項所定安全裝備，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未公告指定者，運送人

應依據物質安全資料表備具適當之個人防護及應變裝備。 

     

   13   
毒性化學物質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

之虞者，運作人應依下列方式處理之： 

一  立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一小時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主管

    機關。 

二  依相關規定負責清理外，並至遲於三日內，詳實填寫事故調查處理報

    告，向事故發生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14   
運送毒性化學物質，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人應立即使用安全裝備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緊急通報；

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應負責整體應變及善後；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及運送

人應依規定製作調查處理報告，報請事故發生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學術機構毒
3 

  
學術機構之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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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學物質

管理辦法 

(88.2.24) 

一  毒性化學物質管理規定之訂定與實施。 

二  依規定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三  所屬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核轉。 

四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之彙整及定期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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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校緊急應變計畫書範例 

 

目錄 

一、目的及適用時機 

1.1目的 

1.2適用時機 

二、緊急應變小組組織、職掌及人員編組 

2.1任務組織系統 

2.2緊急應變小組之職掌 

2.3緊急應變小組人員編組 

三、緊急應變通報處理程序 

3.l各類災害通報處理流程 

3.1.l化學品洩漏通報處理流程 

3.1.2感電災害通報處理流程 

3.1.3電氣火災通報處理流程 

3.1.4地震災害通報處理流程 

3.2緊急通報及支援單位 

3.2.l校內緊急通報及支援單位 

3.2.2校外緊急通報及支援單位 

四、緊急應變教育訓練及演練 

4.1緊急應變教育訓練 

4.1.l緊急應變小組教育訓練 

4.1.2演練前之再教育 

4.1.3狀況模擬 

4.1.4教育訓練及演練之記錄 

五、緊急應變計畫生效與修訂 

5.l生效 

5.2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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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及適用時機 

1.1目的 

為促進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對於緊急意外事故之應變能力及應變之處理技術上

都能熟練，並提高其對於各種危害特性的認知，以及加強緊急應變組織相關人員協調

與溝通系統之確認，且訂定各科系應變時之職責與正確有效之處理程序，以期將災害

事故發生後人員之傷害、財物及設備等之損失降至最低。 

1.2適用時機 

火災爆炸、化學品洩漏、地震、停電等各種突發狀況。 

二、緊急應變(ERT)小組組織、職掌及人員編組 

2.l任務組織系統 

本校之緊急應變之任務組織系統如附錄一。 

2.2緊急應變小組之職掌 

緊急應變小組任務職掌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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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指揮官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行動 

2.宣佈與解除警戒狀態 

   

組員     

     

 
 
副指揮官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2.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

析  

3.向勞動機構報告職災情形    

組員     

     

 
 
現場指揮官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2.協助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

與分析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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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中心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適當進行場所內廣播 

2.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

3.協助聯絡緊急應變小組及

支援單位 
   

組員     

     

 
 
搶救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 防止災害擴大 

2 現場危害之移除 
3.協助消防隊救災 

4.重要儀器設備搶救復歸 
   

組員     

     

     

 
 
安全防護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設備器材之支援 

2.內、外部支援救援設備器

材之清點及管控 

3.善後物品復原及清點器材
   

組員     

     

     

 
 
 
 
 
 
 
醫療救護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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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1.成立緊急救護中心 

2.傷患救助及住院安排 

   

組員     

     

     

 
 
避難引導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引導人員避難流向 

2.人員清查 
    

組員     

     

     

 
 
現場管制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成立臨時管制中心 

2.現場隔離及安全警告標示

設置 

3.災區現場交通管制 

4.引導校外支援單位進入 
   

組員     

     

     

 
 
 
 
 
公關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對校內外發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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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污染防治組 

負責人 職稱 職掌 
單位 姓名 代理人 

   

   

   

組長 1.整合各項污染的現況 

2.緊急危害後災區污染整治

與監控作業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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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緊急應變小組人員編組 

配本校之消防防護計畫及編組，本校各棟大樓之緊急應變組編如附錄二，而緊急應

變之人員組編名單至少應每年再確認一次。l 

三、緊急應變通報處理程序 

3.l各類災害通報處理流程 

目前本校有關之災害應變處理流程如下： 

3.1.l化學品洩漏應變流程圖 

有關化學品洩漏應變流程圖如附錄三。 

3.1.2電氣災害應變流程圖 

有關成電氣災害應變流程圖如附錄四。 

3.1.3火災應變流程圖 

有關火災應變流程圖如附錄五。 

3.1.4地震災害應變流程圖 

有關地震災害應變流程圖如附錄六。 

3.1.5氣體外洩應變流程圖 

有關氣體外洩應變流程圖如附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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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實驗場所若涉及各種災害發生時，均以該實驗室之負責老師為第一通報人。 

3.2緊急通報及支援單位 

3.2.l校內、外緊急通報及支援單位 

本校校園平面圖及緊急應變通報電話如附錄八。各科系實驗室負責教師

之名單、連絡電話及緊及應變要領如附錄九。本校各實驗室之緊急應變通報

及校內、外支援單位之絡資料亦請參見附錄九。 

  3.3本校各大樓樓層平面圖 

     本校各大樓樓層平面圖如附錄十。 

四、緊急應變教育訓練及演練 

4.l緊急應變教育訓練 

4.1.l緊急應變小組教育訓練 

由本校各棟大樓現場緊急應變指揮官，依各科系之需求狀況，配合本校

安環處實施機動性教育訓練。 

4.1.2演練前之再教育 

緊急應變演練前一週,應針對該應變小組成員做演練劇本之說明、該應變

小組之任務解說、並作沙盤推演，並針對應變演練所需之器材作盤點與檢

查。 

4.1.3狀況模擬 

依模擬演練之狀況進行各棟大樓或全校之緊急應變演練。 

4.1.4教育訓練及演練之記錄 

教育訓練之教材、訓練出席名單及演練記錄等均應存於本校安環處。 

五、緊急、應變計畫生效與修訂 

5.l生效 

本緊急應變計畫經本校環安委員會通過後，正式公告實施，正本留存安環

處，副本交由各單位執行。 

5.2修訂 

為確認本計畫符合實際需求並確實執行，每年應檢討其可行性，於年度演練

或重大意外災害檢討缺失時，進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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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本校緊急應變之任務組織系統 
 

總指揮官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行動 

2.宣佈與解除警戒狀態 

 

副指揮官 現場指揮官 通報中心 

4. 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5. 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6. 向勞動機構報告職災情形 

3. 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4. 協助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4. 適當進行場所內廣播 

5. 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 

6. 協助聯絡緊急應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安全防護組 搶救組 現場管制組 避難引導組 醫療救護組 公關組 污染防治組 

1.設備器材之支援

2.內、外部支援救

援設備器材之清

點及管控 

3.善後物品復原及

清點器材 

 

1. 防止災害擴大 

2 現場危害之移除

3.協助消防隊救災 

4.重要儀器設備搶

救復歸 

1.成立臨時管制中

心 

2.現場隔離及安全

警告標示設置 

3.災區現場交通管

制 

4.引導校外支援單

位進入 

1.引導人員避難流

向 

2.人員清查 

 

1.成立緊急救護中

心 

2.傷患救助及住院

安排 

 

 

1.對校內外發佈消

息 

1.整合各項污染的

現況 

2.緊急危害後災區

污染整治與監控

作業 

 

 



 119

 附錄二 本校各棟大樓現場緊急應變小組組編 
 

○   ○ 大  樓 

緊急應變小組 負  責  人 

單    位 姓   名 職   掌 分機 

總指揮官 校長○○○ 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1100 

副指揮官 總務長○○○ 協助緊急應變行動 2250 

現場指揮官 ○○系主任○○○ 協助緊急應變行動 4000 

通報中心 警衛室、教官 廣播聯絡緊急應變行勳 1788、1123 

安全防護組 ○○○ 現場搶救、 

善後回復及 點器材
4006 

避難引導組 ○○○ 人員清查及避難引導 4007 

搶救組 ○○○ 防止災害擴大與 4035 

醫療救護組 ○○○ 傷患救護及住院安排 1461 

現場管制組 ○○○ 作現場隔離與安全警告標示等 4008 

公關組 ○○○ 發佈消息 2260 

污染防治組 ○○○ 作現場隔離與安全警告標示等 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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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技術學院○○○○大樓(○棟) 

緊急應變演練計畫書 

 

 

 

 

 

中華民國  ○○  年○○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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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配合教育部及消防法等規定及促進○○應用大樓全體師生，對於偶發事件的應變能力及

緊急處理技巧上之熟練，應由建立緊急應變組織(ERT)開始，訂定個別權責、緊急應變程序、

及逃生避難的方式，並進行實地演練來加強師生緊急應變的能力。   

 小組每位成員應熟知各自任務及整體架構運作情形，並於實地演練時，確認每個緊急應變

程序的流暢及正確性，以降低事故發生所造成的傷害及損失。突發事故包括實驗室等場所火

災、爆炸、化學物品洩露及地震引起之災害等，建議緊急應變演練頻率為至少每學年乙次，演

練後應檢討缺失，並修訂計畫內容。 

緊急應變計畫實施步驟  

1.擬定緊急應變組織架構及權責 

2.進行學校風險危害評估 

3.訂定通報程序及連絡體系 

4.整理應變器材之配置狀況並統計數量 

5.擬定疏散路線圖、疏散後集合點及清查人數方式 

6.擬定緊急應變程序 

7.訂定學校各棟大樓意外狀況緊急處理措施  

8.訂定緊急應變訓練計畫 

9.實地演練計畫 

10.緊急應變計畫之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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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緊急應變小組(ERT) 

本表為 ERT 小組各單位之單位名稱、負責人及分機號碼，本表若有變動應

隨時更正，並公佈之。 

○ ○ 應 用 大 樓  

緊急應變小組 負  責  人 

單    位 姓   名 職   掌 

總指揮官 ○○○校長 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副指揮官 ○○○總務長 協助緊急應變行動 

計畫研擬組 

教 務 長 、 學 務

長、總務長、總

教官、安環處處

長

協助緊急應變行動 

現場指揮官 ○○○主任 協助緊急應變行動 

通報中心 ○○○主任 廣播聯絡緊急應變行勳 

安全防護組 ○○○主任 
現場搶救、 

善後回復及清點器材 

避難引導組 ○○○主任 人員清查及避難引導 

搶救組 ○○○主任 
防止災害擴大與 

協助消防隊救災 

醫療救護組 ○○○組長 傷患救護及住院安排 

現場管制組 ○○○主任 做現場隔離與安全警告標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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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組 ○○○主任 災情資訊之蒐集、發佈 

污染防治 安環處組長 規劃與技術諮詢 

總務處 硬體諮詢 

機動支援組 

學務處 協助現場維護 

各樓層負責人 各系科助理等 
負責確認人員逃生及工作人員疏散完

成並向避難引導組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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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指揮官 

1. 指揮現場緊急應變行動 

2. 宣佈與解除警戒狀態 

 

副指揮官 現場指揮官 通報中心 

7. 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8. 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9. 向勞動機構報告職災情形 

5. 協助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6. 協助緊急應變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7. 適當進行場所內廣播 

8. 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 

9. 協助聯絡緊急應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災害搶救組 安全防護組 現場管制組 避難引導組 醫療救護組 公關組 

１
．
防
止
災
害
擴
大 

２
．
協
助
消
防
隊
救
災 

１
．
現
場
搶
救
與
器
材
支
援 

２
．
現
場
危
害
之
移
除 

３
．
善
後
回
復
及
清
點
器
材 

４
．
重
要
儀
器
設
備
搶
救
及
復
歸 

１
．
成
立
臨
時
管
制
中
心 

２
．
現
場
隔
離
與
安
全
警
告
標
示
設
置 

３
．
災
區
現
場
交
通
管
制 

４
．
引
導
校
外
支
援
單
位
進
入 

１
．
引
導
人
員
避
難 

２
．
人
員
清
查 

１
．
成
立
緊
急
救
護
站 

２
．
傷
患
救
護
及
住
院
安
排 

１
．
對
校
內
外
發
佈
消
息 

參、緊急應變小組組織任務系統
本流程為各單位之任務職掌及事件處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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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緊急應變程序 
 

                 狀況發生 
 

                  

                                                                  

有人受傷 

                        狀況處理                                           

 

可自行處理                    不能自行處理 

                                                       

                        

                        

                                                              

                                 

 

 

 

                                           

                                                    

                                                                                          

                                                  

 

                                        

                                          

                                 

                                                                  

 

 

 

 

 

 

 

 

 

 

 

 

實驗室助理通知系主任、警

衛室、安環處、地區消防隊

公關組對外發佈新聞稿

現場人員採取急

救措施 

通報中心組長，利用廣播系

統向校內廣播，災害狀況解

除。 

ERT 成員依據任務

實施救災 

相 關 人 員 召 開 會 議

1. 檢 討 整 體 事 件 並 研 議 改 善 措 施

2.繳交事故通報表及處理記錄表 

現場老師通知實驗室助理 

視情況送醫治療

災情控制 

現場老師指導學生，採取應

變措施 

相 關 人 員 召 開 會 議 

1.事故檢討並研議改善措施 

2.填寫事故通報表及處理記錄

表 

警衛室廣播災變現場人員撒

離、成立 ERT 小組 

地區消防隊抵達本校執行救災任務

由總指揮官協同相關單位、消防隊、警察

局及勞檢單位等，進入災害現場進行原因

分析、拍照存證。 

將受傷人員送至醫療救護

中心進行救護。 

災情控制 

進行災後復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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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 演練時程表                                                                 演練時間：91.06.05 15：20 － 15：40             演練地點：生活應用大

樓 

組別 

時間 
守衛室 地區消防隊 指揮中心 現場指揮官 指導老師 系科助理 全體師生 樓層負責人 避難引導組 災害搶救組 安全防護組 現場管制組

機動支援

組-總務處 

機動支援

組-學務處 
通報中心 公關組 醫療救護組

組長 

  ○○○校長 

○○○副校長 

○○○學務長 

○○○教務長 

○○○總務長 

○○○教官 

○○○處長 

○○○指揮官 ○○○老師 ○○○組員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15：25 

至 

15：27 

    ○○○老師請

副班代通知系

科 助 理 ○ ○

○ ， 並 關 閉

L509 空調系統

及電源開關、

指導學生進行

疏散，同時按

下 消 防 栓 警

鈴。【○○○

老師打 119 通

報消防隊前來

救災。】 

            

15：27 

至 

15：30 

發現受信總機

之 火 警 訊 號

後，一名守衛

前往現場進行

確認。確認時

發現為火災，

利用對講機向

守衛室進行回

報。 

接獲事故單位

火災通報後，

出動消防車前

來【救災】。 

  ○○○利用電

話向系主任○

○○、警衛室

進行通報，並

通知安環處人

員。完成通報

任務後，撤離

現場至集合點

集合。 

           

15：30 

至 

15：31 

在接獲系科助

理通報後，廣

播○○應用大

樓全體師生疏

散及緊急應變

小 組 開 始 行

動。 

               

15：31 

至 

15：41 

帶領消防隊人

員前往事故現

場。 

消防隊人員抵

達本校。投入

救災任務後，

順利將火勢撲

滅。 

所有指揮中心

成員前往事故

現場，成立指

揮中心並指揮

調度人員進行

救災。若現場

需要協助，請

求其它大樓之

緊急應變小組

前來協助。 

現場指揮官電

話詢問各組組

長，掌握各組

目前狀況及是

否需要支援。

若需支援向總

指揮官報告。

向總指揮官報

告災情及各組

運作情形。 

疏導學生至集

合地點，由班

代清查人數及

填寫班級清點

單，吳菊老師

將名單交給位

於指揮中心之

羅際芳組長。 

 聽到守衛室廣

播後，在 L 棟

上課之任課老

師指導學生依

避難方向進行

避難，並至 L

棟前停車場前

集合。各班班

代負責清點人

數，並將人數

填寫於班級清

點單上，由老

師交給位於指

揮中心之○○

○組長。 

各樓層負責人

使用擴音器向

該層人員進行

廣播，通知所

有人依照避難

方向疏散。所

有 人 員 撒 退

後，逐間教室

進行確認，確

認無人之教室

於門外貼上標

示，動作完畢

後與避難引導

組人員一起撒

離現場至集合

點。 

組 員 攜 帶 哨

子、指揮棒，

前往各樓層出

口指揮所有師

生進行避難。

所有師生撒退

後，與樓層負

責人一起撒離

現 場 至 集 合

點，組員向組

長報告各樓層

撤離狀況，○

○○組長統整

所有組員報告

內容及各班班

級清點單，向

○○○組長報

告。 

○○○組長率

領三名組員，

帶 著 水 帶 一

條、滅火器二

支前往災害現

場 L509 ， 發

現火勢已經無

法控制。組長

決定撤退，並

向位於指揮中

心之○○○組

長報告狀況。 

各單位組員依

據設備清單內

容，搬運貴重

物品、資料及

危險物品離開

現場。離開現

場後，組員向

位於指揮中心

之石瑩組長報

到，報告物品

資 料 撒 離 狀

況，並提供危

害物質清單。 

四名組員依任

務分配，攜帶

哨 子 、 指 揮

棒、警示帶，

前 往 指 定 出

口，利用警示

帶 將 出 口 圍

住，並管制人

員，不准任何

人 進 入 大 樓

內。 

組長【指派機

電組人員前往

事故現場執行

切斷總電源、

空調、瓦斯開

關】；營繕組

人員攜帶大樓

平面圖至指揮

中心，提供救

災所需並待命

支援。 

組長指派教官

室人員，前往

集合地點負責

現場師生秩序

之管制。並依

總指揮官指示

協 助 相 關 事

項。 

全組人員前往

指揮中心，等

候各組組長任

務回報後，彙

整資料向現場

指揮官報告。 

組長帶領組員

前往指揮中心

待命，等候總

指揮官指示。 

15：41 

至 

15：43 

  總指揮官指示

公關組，對外

發佈新聞稿。 

             

15：43 

至 

15：45 

               災情控制後，

聽從總指揮官

指示，向媒體

記者發佈新聞

稿。 

組長指揮組員

準 備 醫 療 器

材，前往醫療

救護站待命。 

15：45 

至 

16：10 

所有於集合點之師生參加消防講習，由沙鹿消防隊人員講授射水操作及滅火器運用。（各單位除一名人員留守外，其餘請全部參加） 



 

演練狀況：○○應用大樓 L509 教室，四技餐二甲進行房務實務與實習時，旅館房間因電線起火而導致火警發生，火勢迅速漫延並有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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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二) 演練對話表 
91.06.05 15：25〞○○應用大樓 L509 教室，四技餐二甲進行房務實務與實習時，旅館房間因電線起火而導致火警發

生，火勢迅速漫延並有擴大趨勢。 
通    話    對    白 

演練時間 狀  況 通   報 
發  話  內  容 回  覆  內  容 

吳菊老師老師以口頭告知學生，請

學生進行疏散。 

吳菊老師: 

    各位同學請立刻停止實驗，所有人到實習旅

館外面；班代請帶領同學至集合點集合。 

班代: 

    我知道了。 

吳菊老師以口頭告知副班代，請副

班代通知助理。 

吳菊老師: 

    副班代，請至系辦公室通知系助理派人協

助。 

同學: 

    我知道了。我立即前往通報。 

吳菊老師以手機通知消防隊。 

吳菊老師： 

消防隊嗎？這裡是弘光技術學院，我是餐旅系吳菊老師，目前在本校生活應用大樓五樓實習旅館發生電

線火災，目前尚無人員受傷，請立即派人前來支援救災滅火。 

15：25 

至 

15：27 

吳菊老師請副班代通知系科助理蘇女珍，並關閉

L509 空調系統及電源開關、指導學生進行疏散，

同時按下消防栓警鈴。【吳菊老師打 119，通報消

防隊前來救災。請執行動作但不要撥號】 

學生以口頭當面通知助理。 

同學： 

女珍學姐，我是四技餐二甲副班代，目前

在實習旅館發生電線走火，火勢已經非常嚴重，

吳菊老師己經請上課學生進行疏散，請妳趕快派

人前往協助。 

蘇女珍： 

  我知道了，我馬上通知系主任，請你告訴老師

注意所有學生的安全。 

發現守衛室受信總機之火警訊號後，一名守衛前往

現場進行確認。確認時發現 L 棟受信總機顯示五樓

有火災，至五樓確認後利用對講機向守衛室進行回

報。 

守衛以對講機向守衛室進行通報。 

守衛： 

喂!!我是 XXX，目前在生活應用大樓五樓，回報

火警確認狀況，目前在實習旅館內發生電線火

災，火勢嚴重，五樓人員已經開始逃生，回報完

畢。 

守衛室： 

我知道了，餐旅系已經完成災情通報，我將廣播

生活應用大樓人員進行疏散。 

蘇女珍助理利用電話向郭珍貝主任

進行通報。 

 

 

蘇女珍： 

喂！主任嗎？現在實習旅館發生電線火

災，情況非常嚴重，吳菊老師已經指導該班學生

進行疏散，請問主任有任何指示嗎？ 

郭珍貝主任： 

趕快確認災情狀況與受傷人數，我會立刻回去，

請通知警衛室廣播人員疏散。 

蘇女珍助理利用電話向警衛室（分

機：1788）進行通報。 

 

蘇女珍： 

    喂～警衛室嗎？這裏是生活應用大樓四樓餐

旅系辦公室，目前在五樓實習旅館發生電線火

災，情況嚴重，請廣播通知生活應用大樓全體師

生準備疏散。 

警衛： 

我知道了，我立刻廣播人員疏散。 

15：27 

至 

15：30 

助理利用電話向警衛室、系主任進行通報，並通知

安環處人員。 

蘇女珍助理利用電話向安環處（分

機：2252）進行通報。 

 

蘇女珍： 

喂～安環處嗎？這裏是生活應用大樓四樓餐旅系

辦公室，目前在五樓實習旅館發生電線火災，情

況嚴重，我已經通知警衛室廣播 L 棟全體人員疏

散，請問有任何指示嗎？ 

 

安環處： 

請先關閉該教室的空調和總電源，若附近有存放

危險物時，可能的話請將它搬移。切記以生命安

全為重，以先撒離為要!! 

15：30 

至 
守衛室人員以廣播系統告知全校。 守衛室人員以廣播系統告知全校。

守衛室： 

    全校師生請注意，目前在生活應用大樓五樓實習旅館發生火警，請在生活應用大樓的全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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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依緊急疏散路線進行疏散。請生活應用大樓的緊急應變小組人員，依各自任務開始演練。其它大樓之

師生請正常上課，不要前往生活應用大樓，以免影響救災。 

15：31 

至 

15：41 

1. 災害搶救組前往實驗室進行搶救，發現火勢已

經超出控制範圍，邱華慧組長決定撒退，並向

報告通報組蔡桂芳組長回報。 

邱華慧組長以手機向通報中心蔡桂

芳組長回報。 

邱華慧組長：喂~我是災害搶救組邱華慧組

長，本組前往實習旅館進行搶救，發現火勢非

常猛烈，我們已經將易燃物品搬移，並將火場

區隔，本組人員已經全部安全撤退。 

蔡桂芳組長：我知道了，請組長帶領組員回來指

揮中心報到，我立即將狀況向現場指揮官回報。 

2. 成立緊急醫護中心，由醫療救護組負責傷患救

護及送醫。 

廖芬玲組長以口頭向蔡桂芳組長回

報。 

廖芬玲組長：我是醫療救護組廖芬玲組長，本

組人員已經將醫療救護站之藥品及設備準備齊

全，全組人員已經在救護站待命。 

蔡桂芳組長：我知道了，我會向現場指揮官回報

狀況。 

組員到達指定位置後，以手機向現

場管制組施明標組長回報。 

組員：報告組長，我是 xxx 組員，我已經到達

指定位置，並且用警示帶將入口圍住，報告完

畢。 

施明標組長： 

我知道了，請持續監控人員進出，任何人不得進

入大樓內。 
3. 現場管制組人員將重要出入口以警示帶圍住，

並管制人員不得進入大樓內。 

 現場管制組施明標組長口頭向通報

中心蔡桂芳組長回報。 

施明標組長： 

蔡桂芳組長，本組所有人員已經將重要出入口

以警示帶圍住，並管制人員不得進入大樓內。 

蔡桂芳組長： 

我知道了，我會向現場指揮官回報狀況。 

組員到達指定位置後，以手機向避

難引導組羅際芳組長回報。 

組員：報告組長，我是 xxx 組員，我已經到達

指定位置，並開始疏散人員並管制進出，報告

完畢。 

施明標組長： 

我知道了，請持續監控人員進出，任何人不得進

入大樓內。 
4. 避難引導人員做人員疏散、清查，由避難引導

組組長向通報中心組長回報清查狀況。 

 避難引導組羅際芳組長口頭向通報

中心蔡桂芳組長回報。 

羅際芳組長： 

蔡桂芳組長，本組所有人員已經至各樓層出入

口，並開始引導所有師生進行疏散。 

蔡桂芳組長： 

我知道了，我會向現場指揮官回報狀況。 

組員到達指揮中心後，口頭向安全

防護組石瑩組長回報。 

組員：報告組長，我是 XX 系的安全防護人員，

我已將本系設備清冊上的物品全數撒離，報告

完畢。 

石瑩組長：我知道了。 

5. 安全防護組人員（每系、單位各乙名）依

據設備清單內容，搬運貴重物品、資料及危險

物品離開現場。離開現場後，組員向位於指揮

中心之石瑩組長報到，報告物品資料撒離狀

況，並提供危害物質清單。 安全防護組石瑩組長口頭向通報中

心蔡桂芳組長回報。 

石瑩組長：蔡桂芳組長，本組之所有人員已經

全部到齊，並將各系、單位之重要設備及物品

全數撒離。所有人員在此待命，等候總指揮官

指示。 

蔡桂芳組長： 

我知道了，我會向現場指揮官回報狀況。 

6. 通報中心人員前往指揮中心，等候各組組

長任務回報後，彙整資料向現場指揮官報告。 

 

通報中心蔡桂芳組長口頭向郭珍貝

指揮官回報。 

蔡桂芳組長： 

報告現場指揮官，各組回報狀況如下：災害搶

救組至實習旅館進行搶救，發現火勢非常猛

烈，該組人員已經將易燃物品搬移，並將火場

區隔並全部撤退。安全防護組已經重要物品資

料全部撤離火場。避難引導組人員已經就指定

位置引導全體師生避難。現場管制組就指定位

置管制人員進出。醫療救護組已經將藥品及設

備準備齊全，全組人員在救護站待命，報告完

畢。 

郭珍貝現場指揮官： 

我知道了，請與各組人員保持聯繫，並持續回報

狀況。 

15：31 

至 

15：41 

指揮中心人員到達指揮中心，現場指揮官向總指揮

官報告災情。 

郭珍貝指揮官口頭向方國權總指揮

官報告。 

郭珍貝指揮官： 

報告總指揮官，這次火警發生地點在五樓實習

旅館，起火原因為電線火災，緊急應變小組人

員已經開始行動，請問總指揮官有何指示？ 

方國權總指揮官： 

請各組人員依計畫執行任務，並持續回報狀況。 

15：31 

至 

15：41 



 

現場指揮官向總指揮官報告各組回報狀況。 
郭珍貝指揮官口頭向方國權總指揮

官報告。 

郭珍貝指揮官： 

報告總指揮官，各組回報狀況如下：災害搶救

組至實習旅館進行搶救，發現火勢非常猛烈，

該組人員已經將易燃物品搬移，並將火場區隔

並全部撤退。安全防護組已經重要物品資料全

部撤離火場。其餘各組人員皆依任務執勤中，

所有狀況都在控制範圍之中，報告完畢。 

方國權總指揮官： 

郭珍貝現場指揮官，請妳指示完成任務之各組人

員，於指揮中心待命；執勤中的組員，確認要堅

守崗位，維護師生之安全；請告知現場管制組人

員，全校師生在未經指揮中心的許可下，不得進

入生活應用大樓。 

 

消防隊人員抵達本校。投入救災任務後，順利將火勢撲滅。 

15：41 

至 

15：43 

總指揮官指示公關組組長，對外發佈新聞稿。 
總指揮官指示公關組組長，對外發

佈新聞稿。 

方國權總指揮官： 

柯耀筆組長，請依指揮中心研擬之新聞稿向現場媒體發

佈。蔡桂芳組長，請守衛室廣播告知全體師生災害狀況解

除。 

柯耀筆組長： 

我知道了。 

守衛室利用廣播系統向校內廣播，演練狀況解

除。 
守衛室利用廣播系統向校內廣播 

守衛： 

全體師生請注意，剛剛發生於生活應用大樓的火警，情形已經完全控制，請全體師生安心上課。生活

應用大樓緊急應變演練狀況結束。 15：43 

至 

15：45 
由公關組組長擔任單一窗口，對外發佈新聞稿。 

公關組組長口頭向媒體記者發佈新

聞稿。 

柯耀筆組長： 

各位記者先生、女士，你們好!!這次的火警，初步判定為電線走火，發生地點於五樓實習旅館，火災

於 15：25 開始，至 15：40 完全控制，本次火災因本校緊急應變計畫執行順利，並沒有人員受傷。 

15：45 

演練狀況結束，所有於集合點之師生參加消防講

習，由沙鹿消防隊人員講授射水操作及滅火器運

用。（各單位除一名人員留守外，其餘請全部參

加）

郭珍貝現場指揮官： 

報告總指揮官，生活應用大樓演練結束，15：45~16：10 將由沙鹿

消防隊人員講授射水操作及滅火器運用，報告完畢。 

方國權總指揮官： 

各位同仁辛苦了，大家的表現都非常良好，我在此宣佈演練狀況結

束，接下來的消防講習也很重要，請全體師生一定要用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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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附錄 

（一）生活應用大樓緊急應變編組名冊 

本表為生活應用大樓之緊急應變編組名冊、及所負責之任務名單，

可視各大樓之需要增減內容，但需自變更日起發佈，並通知相關人員，

應於每年實施一次。 

1、指揮中心 

 

 

 

 

 

 

 

2、通報中心（教育學程中心及守衛室） 

 

 

 

 

 

3、安全防護組（組長為妝管系，組員為各系科人員） 

職責 協助消防防護組搶救重要儀器設備及善後復原 

職稱 姓   名 備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幼保系 

組員 ○○○ 通識中心 

職責 指揮緊急應變行動 
職稱 姓   名 備註 

總指揮官 方○○ 手機：XXXXXXXXXX 

副指揮官 陳○○ 手機：XXXXXXXXXX 
組員 蘇○○ 手機：XXXXXXXXXX 
組員 陳○○ 手機：XXXXXXXXXX 
組員 ○○○ 手機：XXXXXXXXXX 
組員 ○○○ 手機：XXXXXXXXXX 
組員 ○○○ 手機：XXXXXXXXXX 
組員 ○○○ 手機：XXXXXXXXXX 

職責 協助指揮官掌握相關資訊 
職稱 姓   名 備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職責 適當進行場所內廣播 
組員 守衛室警衛 分機：１７８８、１７８９ 



 

組員 ○○○ 應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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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 餐旅系 

組員 ○○○ 妝管系 

組員 ○○○ 藝術中心 

組員 ○○○ 教育學程中心 

組員 ○○○ 學輔中心 

組員 店員 實習餐廳 

組員 店員 美髮院 

組員 店員 便利商店 

組員 店員 書店 

 

4、災害搶救組（幼保系） 

職責 防止災害擴大、協助引導消防隊員進駐災區救災 

職稱 姓   名 備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5、避難引導組（通識中心） 

職責 引導人員避難疏散、人員清查 

職稱 姓   名 備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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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現場管制組（應外系） 

職責 災區現場交通管制、現場隔離與警告標示設置 

職稱 姓   名 備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組員 ○○○  

組長 ○○○  

 

7、醫療救護組（學務處衛保組） 

職責 成立緊急救護中心、傷患救護及住院安排 

職稱 姓  名 備    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8、公關組（公關室） 

職責 對校內外發佈消息 

職稱 姓   名 備註 

組長 ○○○ 手機：  

組員 ○○○  

組員 ○○○  

組員 ○○○  

 

9、樓層負責人 

六樓 ○○○（幼保系） 

五樓 ○○○（通識中心） 

四樓 ○○○（餐旅系） 

三樓 ○○○（妝管系） 

二樓 ○○○（教育學程中感） 

一樓 ○○○（學輔中心） 

樓層負責人 

地下一樓 ○○○（實習餐廳） 

 地下二樓 便利商店店長、金石堂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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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應變要領          應變處理原則 

機   關  、  單   位            電    話 

總機 9 

警衛室 1788、1789 

校長室 1110 

軍訓室 2270~2273 

公關室 2260~2261 

健康中心 1461 

安環處處長：○○○ 2250 

安環處環保組代理組長：○○○ 2251 

安環處安衛人員：○○○ 2253 

總務長 1700 

總務處營繕組組長：○○○ 1760 

總務處機電空調維護 1762 

幼保系 5200~5202 

應外系 5500~5502 

妝管系 5305、5332、5304

餐旅系 5100~5102 

教育學程中心 6100~6101 

學輔中心 1470~1473 

通識中心 6000~6005 

金石堂 7970 

L 棟超商 7971 

L 棟 B1F 餐廳 5133 

台中縣消防局 (04)25231864 

台中縣消防局救災指揮中心 (04)25153760 

台中縣消防局第四大隊沙鹿分隊 (04)26314471 

台中縣消防局第四大隊龍井分隊 (04)26318251 

台中縣環保局 (04)25269140 

台中縣衛生局 (04)25265394 

中區勞檢所 (04)22550633 

台中縣警察局 (04)25263304 

沙鹿派出所 (04)26625032 

光田綜合醫院 (04)26625111 

(04)26625119 急救專線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氣體洩露： 

1.通報。 

2.判斷何種氣體外洩。 

3.排除繼續洩露源頭。 

4.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5.救災。 

液體洩露： 

1.通報。 

2.判斷何種液體外洩。 

3.排除繼續洩露源頭。 

4.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5.救災。 

人員災害應變： 

1.燒(燙)傷：沖、脫、泡、蓋、送。 

2.中毒：供給新鮮空氣(氧氣)、催吐、人工呼吸、心

肺復甦、送 醫。 

逃生原則： 

1.避開火、熱、煙場所。 

2.不搭電梯。 

3.不跳樓。 

4.儘可能往地面逃。 

5.往上風處。 

6.保持鎮定、不爭先恐後。 

7.於指定場所集合點名。 

滅火原則： 

1.取適用之滅火器。 

2.在上風處。 

3.移開可燃物品。 

4.關閉電源。 

5.注意回火。 

感電處理原則： 

1.通報。 

2.用乾燥物移開電源或關閉電源。 

3.救災(人員急救)            

4.送醫。 

爆炸應變： 

1.通報。 

2.判斷何物引起爆炸。 

3.排除再爆炸源頭。 

4.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澄清綜合醫院 (04)24632000 

沙鹿童醫院 (04)26629595 沙鹿分院

(04)26582345 梧棲分院

 

 

 

火災應變： 

1.通報。 

2.判斷火災類型。 

3.搶救(水電瓦斯控制、人員搶救)。 

4.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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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間 茶水間 

儲藏室 

L610 

系學會活動中心 

L611 

          樓梯 

 

 

 

 

 

 

 

 

 

 

 

 

 

 
                                                                                      屋頂平台 

                                                                                                                   樓梯 

 

 

 

L604 

 幼保系辦公室                                                                                       董事會 

 

                        電梯間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男廁 女廁女廁

 
男廁

 

儲
藏
室

L607 
圖書室 
   

 
L606 
教材資源室 
  

 
L605 
示範教室 

 
L608 
保健 
示範 
教室 

L609 
   課 後 

托育室 

 
教 師 休

息室 
L612 

 
  普通教室 
  L613 

 
  普通教室 
  L614 

 
普通教室 

    L603 

 
  普通教室 
  L602 

 
普通教室 
L601 

（三）各樓層逃生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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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梯間 

洗
衣
房 

及
庫
房 

工
作
區 

                                           

       樓梯 

 

              實 

 

 

          

                  

              習 

 

               

 

              旅 

               

                                  

              館                                                                                                

             L509 

                                                                                                                    樓梯 

                                                                                                                    

L508  L507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示範教室 
   L506 

女廁

 
男廁

 
    應用外語教師辦公室  
    L510 

 
      通識二 
      L512 

 
       通識一 
       L511 

 男廁 

女廁 

應外系行政辦公室 
L505 

文 史 工

作室 
L501 

通識會議

室 
L502 

通識辦公室 
L504 

     通識三 
     L503 

樓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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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旅系教師辦公室 
L406 

餐旅系辦公室

L407  

 
 
 
中餐烹飪 
實驗室 L408
 
 
 
 
 
 
 
 

造形藝術攝影

教室 L403 
 

 

               樓梯 

 

 

 

 

 

 

 

 

 

 

 

     

                        示範教室    男廁  女廁 

                         L410            樓梯                                                 

 

                                                                                                          樓梯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男廁 
 
女廁 

管道間 

   電梯間  

 
 
 

 
西餐烹飪 
實驗室 L409 
 
 
 
 
 

彩妝教室 
L411 
 

儲藏室 
L412 

美膚教室        
L413 

 化學研究室 
L404 

美髮教室 
L402 

美容儀器室

L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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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12 
會議室

 
L317 
研究室

L309 藝術中心

辦公室 
 

L313 

圖書室

L315 

儲藏室

                                    

   樓梯 

 

 

 

      

      

      

                      

                                       

                

                         

                       

                                  樓梯 

                                                                                                                 

                                                                                                                樓梯 

      

 

                                                                                                                      廁所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男廁  女廁

 
L314 
研究室 

 
L316 
實驗室 

L301 
研究室 

L302
實驗室

L303  
  電梯間 

 
L310 

設計教室 

L306 L305 
L307 

美術教室 

L308 
藝術中心 

L311 
視聽教

室 

 

L304 

妝管系辦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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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樓梯 

 

 

  

    語言教室       走       音樂教室兼  

 

    L208                    媒體藝術室   

                            L209 

                   廊 

 

    語言教室 

    L207 

                              挑空 

                 樓梯 

 

                                          男廁   教育學程教室  教育學程辦公室   教育學程教室        教室 

                                                 L210          L211            L212               L213          樓梯 

                                                  

 

       學輔中心         電梯間       應用外語      應用外語    樓梯   挑空          教室              教室        廁所 

        L205                         L204          L203                            L202              L201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控制室 
(網路控制室)  

L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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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樓梯                                                    

 

    教室            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L108            L109 

 

   教室             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L107              廁所 

 

             教師休息室 

    教室       L111 

 (普通教室) 

  L106                                                                                                                    

                                                                                                                                 樓梯      

                                     

   樓梯                                                     樓梯  

        

   學輔中心             

     L 105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教室 
(普通教室) 

     L112 

    教室 
(普通教室) 

   L114 

廁
所 

 
    門廳 
              

      教室                 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L102                L101 

     教室            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L104             L103 

 
 電梯間 

     教室 
   (普通教室) 
    L113 

   男廁

女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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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樓梯 
 
         兒童音樂活動室 

 

 

 

 

 

 

 

 

 

 

 

 

 

 

 

圖    例    說    明 

符  號 內   容 

 滅火器 

 消防栓 

 避難方向 

美容沙龍店

 儲藏室 

廁所

空調機房 

 
 
        幼保系研究室 
 

 
 
 
 
 

 
 
 
 

 
樓 
梯 

    電 
    梯 
    間 

空 
調 
機 
房 

 
       西式餐廳 

 
        中式餐廳 

樓 
梯 

 
樓梯 

貨梯  廚房 

     

 
日式餐廳 

 

樓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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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會議室 

 
    

金石堂 

書局 

研討室 研討室 

研討室 研討室 

國際會議廳 

7-11 

便利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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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大樓（F棟） 

 
 

營養大樓（D棟） 

指揮中心 醫療 

救護站 

櫻    

花    

大 
 

道

       

櫻

   

花

   

大

   

道

（四）演練配置圖 

二
技 

妝
三
甲

四
技 

妝
二
甲

四
技 

餐
二
甲 

二
技 

幼
三
乙

五
專 

營
四
甲 

五
專 

營
四
乙 

五
專 

營
四
丙 

停  車  場 

集
合
方
向 

集
合
地
點 

生活應用大樓（L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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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室急救箱內容 

本表為實驗室急救箱內容，管理人員應定期清查數量、並注意其有效日期，

如逾期則儘速更換。 

 編號   項  目   用  途  數量    備   註 

０１ 優點藥水 消毒傷口用 １瓶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２ 優點藥膏 消毒傷口用 １瓶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３ 金黴素藥膏 眼睛受傷或傷口 １條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４ 雙氧水 消毒傷口用 １條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５ 燙傷藥膏 隔絕空氣 １瓶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６ 生理食鹽水 清洗傷口 ５瓶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７ ＯＫ絆 貼外傷傷口 １０片 注意有效日期 

０８ 綠油精 蚊蟲咬傷或昏倒 １瓶  

０９ 曼秀雷敦 蚊蟲咬傷 １瓶  

１０ 棉花棒 擦拭傷口用 ５包 注意消毒有效日期 

１１ 紗布 覆蓋傷口用 ５包 注意消毒有效日期 

１２ 透氣膠帶 固定傷口用 １捲 ２吋、３吋各一捲 

１３ 網狀繃帶 固定敷料用 各種尺寸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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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人員清查總表 

 

單     位 
是否 

到齊 
原     因     說     明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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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數清點單 

人數清點單 
 

填寫人：                

請確實清點人數，清點完後交給避難引導組組長羅際芳主任。 

單位 
應到 
人數 

實到 
人數 

未       到       說     
明 

   

 

 

 

 
 
 
 
 
 
 
 



 

 
 

（八）實驗室緊急事故通報表 
弘光技術學院  實驗室緊急事故通報表 

編號            

單 

位 

 地 

點 
 

發生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事
故
類
型 

 □墜落、滾落     □操作過失     □撞擊      □割、切、擦傷 

 □火災           □水災         □感電      □爆炸  

 □溺斃           □物體倒塌     □跌倒      □踩踏 

 □物體飛落       □捲夾         □被撞      □接觸有害物 

 □與高低溫物接觸 □交通事故     □其他                

事
故
等
級 

 □重大事故： □死亡  □罹難人數達三人以上  □火災   

              □爆炸  □危害物質外洩 

□一般事故   

□虛驚事故 

事 
故 
簡 
述 

 

總 
 

務 
 

處 

 

環 
 

安 
 

室 

 

 
衛 
生 
保 
健 
組 

 

單
位
主
管

 

環
安
委
員

 

填 
 

報 
 

人 

 

 

呈 
 
 

閱 

校
長
室 

 

副
校
長
室

 
祕
書
室

 

※發生事故請於 24 小時內先以電話告知環安室，並於 2 個工作天內填送本通報表，完成通報，並送至環

(

無
人
員
傷
病
時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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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室存查。 

※右上方編號欄位由環安室填寫。 

   

（九）實驗室緊急事故處理紀錄表 

弘光技術學院  實驗室緊急事故處理紀錄表 
編號            

單

位 

 地

點 
 

發生

時間
   年   月   日  時  分 

簡          圖 

事故陳述 

 

救援及 
復原 

作業情形 

 
 

損失情形 

□財物損失：設備損壞約           元，物質耗損約            元 

□工作損失：傷害工時     小時，處理事故工時     小時，                  

             延遲工時     小時，事故改善工時     小時。                  

□其他損失： 

事故發生
原因 

 不安全環境： 

 不安全設備： 

 不安全動作： 

改善措施 
及 

預防措施 

 
追蹤改善

情形 

 

總
務
處 

 
環
安
室 

 
衛
保
組

 

單
位
主
管

 

安
衛
委
員

 
填
報
人

 

 

(

無
人
員
傷
病
時
免)



 

呈 
 
閱 

校 
長 
室 

 

副
校
長
室

 
秘
書
室

 

1.請於 10 日內完成事故處理紀錄表，送環安室存檔。 

2.其他注意事項依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辦理。 

※右上方編號欄位由環安室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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