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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考量面 

• 作業活動對外面環境生態造成影響 

• 作業場所外之環境對人員造成影響 

• 室內空氣品質對人員造成影響 



環境考量面鑑別-計算公式(1/3) 

• C＝F×P×W×S×T×M 
    頻率（F） 

    機率（P） 

    範圍（W） 

    嚴重性（S） 

    持續性（T） 

    其他因素（M） 



環境考量面鑑別-計算公式(2/3) 
項

目 
評分因素 評分 程度比較 評分參考說明 

1 發生頻率 

(F) 

  

1 幾乎不發生 每年發生一次或幾乎不發生 

2 少發生 每季發生一次 

3 常發生 每月發生一次 

4 經常發生 每週發生一次或數次 

5 持續不斷 幾乎每天發生一次或只要運作即持續不斷 

2 衝擊機率 

(P) 

1 不會造成衝擊 即使發生，也不會造成環境衝擊 

2 不會造成衝擊 發生時，偶而會造成環境衝擊；發生機率百分之一以內 

3 可能會造成衝擊 發生時，有時會造成環境衝擊；發生機率百分之十以內 

4 大多會造成衝擊 發生時，大多會造成環境衝擊；發生機率百分之十以上 

5 必然造成衝擊 只要發生必然會造成環境衝擊；發生機率幾乎百分之百 

3 衝擊範圍 

(W) 

1 點狀衝擊 受到衝擊區域很小，僅限於發生點從事作業人員受影響 

2 小場所衝擊 受到衝擊區域僅限於該空間，該空間內人員受影響 

3 區域性衝擊 受到衝擊區域擴散至場所內全體人員受到影響 

4 地區性衝擊 受到衝擊區域擴散至場所外，鄰近居民受到影響 

5 廣域性衝擊 受到衝擊區域擴散至場所外，無法掌握影響區域 



環境考量面鑑別-計算公式(3/3) 
項

目 
評分因素 

評

分 
程度比較 評分參考說明 

4 衝擊嚴重性 

(S) 

1 影響輕微 衝擊僅影響觀瞻或感受 

2 稍嚴重 影響生活作息或活動區域 

3 嚴重 影響生物健康 

4 很嚴重 影響生物生命 

5 非常嚴重 衝擊發生時，會影響生態平衡 

5 衝擊持續性 

(T) 

1 極短暫衝擊 僅事件發生當時產生衝擊 

2 短暫衝擊 衝擊持續數小時 

3 衝擊維持一段時間 衝擊持續數天 

4 長時間衝擊 衝擊持續數月 

5 永久衝擊 衝擊持續數年以上或永久 

6 其他因素 

(M) 

1 無 無其他影響 

2 一項 具有其他因素中之一項影響 

3 二項 具有其他因素中之二項影響 

4 三項 具有其他因素中之三項影響 

5 四項 具有其他因素中之四項影響 

6 五項 具有其他因素中之五項影響 



安全衛生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表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2.辨識危害及後果 3.現有防護設施 4.評估 

風險 

5.降低風
險所採
取之控
制措施 

6.控制後 
預估風險 

編號 作業 
名稱 

作業條件 

危害 
類型 

危害可
能造成
後果之
情境描
述 

工程 
控制 

管理 
控制 

個人 
防護具 

嚴
重
度 

可
能
性 

風
險
等
級 

嚴
重
度 

可
能
性 

風
險
等
級 作業 

週期 
作業 
環境 

機械/
設備/
工具 

能源/
化學 
物質 

作業 
資格 



安全衛生危害考量面 

• 作業場所內環境因子對人員造成影響 

• 作業場所內硬體設施對人員造成影響 

• 作業場所內物料對人員造成影響 

• 作業活動對人員造成影響 



作業條件清查參考例 

1.作業編號及名稱 
2.辨識危害及後果 

作業條件 

編號 作業名稱 
作業 
週期 

作業環境 
機械/設備 

/工具 
能源/化學
物質 作業資格 

A-01 
塔槽清洗 
作業 

1-2次 
/月 

1.局限空間 
2.防爆區 
3.動火管制
區 
4.高處作業 

1.通風設備 
2.手工具 
3.塔槽 

1.丙酮、甲
苯等有機
溶劑 
2.樹脂 

1. 缺氧作業
主管 

2. 有機溶劑
作業主管 

3. 局限空間
作業教育
訓練 

A-02 
槽車卸料 
作業 

3-4次 
/星期 

1.防爆區  
2.動火管制
區  
3.高處作業  

1.槽車 
2.泵浦 
3.卸料軟管輪
檔 

丙酮、甲
苯等有機
溶劑 

1. 道路危險
物品運送
人員專業
訓練  

2. 危害物質
入廠確認
人員之教
育訓練  

3. 有機溶劑
作業主管  



序號 分類項目 序號 分類項目 序號 分類項目 

01 墜落、滾落 09 踩踏 17 不當動作 

02 跌倒 10 溺斃 18 重壓 

03 衝撞 11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19 中毒 

04 物體飛落 12 與有害物之接觸 20 異物入眼 

05 物體倒塌、崩塌 13 感電 21 交通事故 

06 被撞 14 爆炸 22 其他 

07 被夾、被捲 15 物體破裂 23 無法歸類者 

08 
被切、割、擦傷 

16 
火災 

  
  

危害類型參考例 



辨識危害與後果之參考例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2. 辨識危害及後果 

編號 作業 
名稱 

作業條件 

危害 
類型 

危害可能造成後果 
之情境描述 作業 

週期 
作業 
環境 

機械/
設備/
工具 

能源/
化學 
物質 

作業 
資格 

 
A-01  

塔槽清
洗作業 

 
1-2次 
/月 

 
1.局限
空間 
2.防爆
區 
3.動火
管制區 

4.高處
作業  

1.通風
設備 
2.手工
具 
3.塔槽 

1.丙酮、
甲苯等
有機溶
劑 
2.樹脂 

1.缺氧
作業主
管 
2.有機
溶劑作
業主管 
3.局限
空間作
業教育
訓練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槽內氧氣濃度不足，
導致內部人員窒息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危害性化學物質由相
連之管線漏入槽內，
導致人員吸入危害性
氣體而中毒 

火災/爆炸 

危害性化學物質由相
連之管線漏入槽內，
或槽內危害性物質未
完全清除，且人員在
清洗作業中引起明火
而導致火災爆炸 

墜落 

人員站立在橫跨於攪
拌葉片之踏板上作業，
因重心不穩而掉落於
槽底 

被夾/ 
被捲 

因人員誤啟動開關。
導致人員在清洗時，
因攪拌機突然運轉而
導致人員被捲入而受
傷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人員未配戴適當救援
設備，即進入槽內救
人，導致缺氧窒息或
中毒 

考量在正常作業情
況可能產生的潛在
危害 

考量在異常情況可
能產生的潛在危害 

考量在緊急情況可
能產生的潛在危害 



確認現有防護設施參考例 
1.作業編號及

名稱 2.辨識危害及後果 3.現有防護設施 

編號 
作業 
名稱 

作業 
條件 

危害 
類型 

危害可能造
成後果之情
境描述 

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具 

A-01 塔槽清
洗作業 （略） 

與有害
物等之
接觸 

槽內氧氣濃
度不足，導
致內部人員
窒息 

通風設備 

1.標準作業程序及教育訓
練 
2.工作許可管理規定，包
含氧氣及危害性氣體濃度
測定、指派外部監視人員、
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
處所公告應注意之事項等 
3.個人防護具管理辦法 
4.進出人員管制及登錄 
5.置備緊急救援設備（空
氣/氧氣呼吸器、捲揚式防
墜器/人員吊升三腳架、背
負式安全帶、救生索等） 

安全帶 



嚴重度之分級基準 
等級 人員傷亡 危害影響範圍 

S4 重大 

造成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
上受傷、或是暴露於無法復
原之職業病或致癌的環境中 

大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範圍擴及廠外，對環
境及公眾健康有立即及持續衝
擊 

S3 高度 

造成永久失能或可復原之職
業病的災害 

中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範圍除廠內外，對環
境及公眾健康有暫時性衝擊 

S2 中度 
須外送就醫，且造成工時損
失之災害 

少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限於工廠局部區域 

S1 輕度 

輕度傷害： 
僅須急救處理，或外送就醫，
但未造成工時損失之災害 

微量危害物質洩漏； 
危害影響限於局部設備附近，
或無明顯危害 



可能性之分級基準 
等級 

預期危害事件 
發生之可能性 

防護設施之 
完整性及有效性 

P4 極可能 

每年1次（含）以上；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
生命週期內可能會發生5
次以上 

未設置必要的防護設施，或所
設置之防護設施並無法發揮其
功能 

P3 
較有 
可能 

每1-10年1次；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
生命週期內可能會發生2
至5次以上 

僅設置部分必要的防護設施，
或對已設置之防護設施，未定
期維護保養或監督查核 

P2 有可能 

每10-100年1次；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
生命週期內可能會發生1
次 

已設置必要的防護設施，且有
定期維護保養或監督查核使其
維持在可用狀態 

P1 
不太 
可能 

低於100年1次； 
在製程、活動或服務之
生命週期內不太會發生 

除已設置必要的防護設施外，
另增設其他防護設施，且有定
期維護保養或監督查核，以維
持其應有的功能 



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 

可能性等級 

P4 P3 P2 P1 

嚴重度 
等級 

S4 5 4 4 3 

S3 4 4 3 3 

S2 4 3 3 2 

S1 3 3 2 1 



評估風險之參考例 
1.作業編號及

名稱 2.危害辨識及後果 3.現有防護設施 4.評估風險 

編號 
作業 
名稱 

作業 
條件 

危害 
類型 

危害可能
造成後果
之情境描

述 
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 

個人 
防護具 

嚴
重
度 

可
能
性 

風
險
等
級 

A-01 塔槽清
洗作業 （略） 

與有
害物
等之
接觸 

槽內氧氣
濃度不足，
導致內部
人員窒息 

通風設備 

1.標準作業程序及教育
訓練 
2.工作許可管理規定，
包含氧氣及危害性氣體
濃度測定、指派外部監
視人員、於作業場所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應
注意之事項等 
3.置備緊急救援設備
（空氣/氧氣呼吸器、
捲揚式防墜器/人員吊
升三腳架、背負式安全
帶、救生索等） 
4.個人防護具管理辦法 
5.進出人員管制及登錄 

安全帶 S4 P3 4 

人員缺氧窒息之最
嚴重後果為死亡，
嚴重度等級為S4 

以目前現有的防護設施而言，
尚不足以預防此危害與後果
的發生，可能性判定為P3 

嚴重度S4、可能性P3，
由風險矩陣得其風險等級
為4 



風險控制規劃之參考例 
風險等級 風險控制規劃 備註 

5－重大風險 
須立即採取風險降低設施，在風險降低前不
應開始或繼續作業。 

不可接受風險，
對於重大及高度
風險者須發展降
低風險之控制設
施，將其風險降
至中度以下。 

4－高度風險 

須在一定期限內採取風險控制設施，在風險
降低前不可開始作業，可能需要相當多的資
源以降低風險，若現行作業具高度風險，須
儘速進行風險降低設施 

3－中度風險 

須致力於風險的降低，例如： 
 基於成本或財務等考量，宜逐步採取風

險降低設施、以逐步降低中度風險之比
例 

 對於嚴重度為重大或非常重大之中度風
險，宜進一步評估發生的可能性，作為
改善控制設施的基礎 

2－低度風險 
暫時無須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但須確保現有
防護設施之有效性。 

可接受風險，須
落實或強化現有
防護設施之維修
保養、監督查核
及教育訓練等機
制 

1－輕度風險 

不須採取風險降低設施，但須確保現有防護
設施之有效性。 



採取降低風險之控制措施參考例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2.危害辨識及後果 3.現有防護設施 4. 評估風險 

5.降低風險所採取
之控制措施 

編
號 

作業名
稱 

作業條
件 

危害 

類型 

危害可能
造成後果
之情境描

述 

工程控
制 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

具 

嚴
重
度 

可
能
性 

風
險
等
級 

A-
01 

塔槽清
洗作業 （略） 

與有
害物
等之
接觸 

槽內氧氣
濃度不足，
導致內部
人員窒息 

通風設
備 

1.標準作業程序及教
育訓練 

2.工作許可管理規定，
包含氧氣及危害性
氣體濃度測定、指
派外部監視人員、
於作業場所入口顯
而易見處所公告應
注意之事項等 

3.置備緊急救援設備
（空氣/氧氣呼吸器、
捲揚式防墜器/人員
吊升三腳架、背負
式安全帶、救生索
等） 

4.個人防護具管理辦
法 

5.進出人員管制及登
錄 

安全帶 S4 P3 4 

1.作業人員須配戴
攜帶式四用氣體濃
度偵測警報器 

2.四用氣體濃度測
定器需定期維護保
養及校正 

3.制定局限空間作
業緊急應變計畫，
並定期演練 

4.緊急救援設備定
期檢查及維護保養 

風險等級為4(高度風險)，依
前表之基準提出可降低風險
之控制措施 



評估採取控制措施後之殘餘風險參考例 
1.作業編號 
及名稱 2.危害辨識及後果 3.現有防護設施 4.評估風險 

5.降低風險
所採取之
控制措施 

6.控制後 
預估風險 

編號 作業 
名稱 

作業 
條件 

危
害 
類
型 

危害可能
造成後果
之情境描

述 

工程 
控制 管理控制 個人 

防護具 

嚴
重
度 

可
能
性 

風
險
等
級 

嚴
重
度 

可
能
性 

風
險
等
級 

A-01 塔槽清
洗作業 （略） 

與
有
害
物
等
之
接
觸 

槽內氧氣
濃度不足，
導致內部
人員窒息 

通風設
備 

1.標準作業程
序及教育訓練 
2.工作許可管
理規定，包含
氧氣及危害性
氣體濃度測定、
指派外部監視
人員、於作業
場所入口顯而
易見處所公告
應注意之事項
等 
3.置備緊急救
援設備（空氣/
氧氣呼吸器、
捲揚式防墜器/
人員吊升三腳
架、背負式安
全帶、救生索
等） 
4.個人防護具
管理辦法 
5.進出人員管
制及登錄 

安全帶 S4 P3 4 

1.作業人員
須配戴攜帶
式四用氣體
濃度偵測警
報器 
2.四用氣體
濃度測定器
需定期維護
保養及校正 
3.制定局限
空間作業緊
急應變計畫，
並定期演練 
4.緊急救援
設備定期檢
查及維護保
養 

S4 P1 3 

評估所採取的控制措施可將危害發生的可能性由
P3降為P1，風險等級則由4級(高度風險)降為3級
（中度風險） 



資料下載 - 環安衛中心網站 

1   http://esh.p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