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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作業場所安全衛生查核表 

填表說明：查核表共分一般性、化學性、生物性、機械性、輻射性等危害因子類型，除一般性為各作業

場所皆須查核，其他類型依據作業場所危害特性予以查核，若有不適用者，請逐題勾選不適用。  
 

受檢單位  受檢作業場所  

作業場所會同人員  作業場所電話  

查核人員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一般性因子： 

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一般安全 

訂定適合本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公告於明顯處。     

工作守則明定禁止吸菸、在作業場所隨意置放食物及飲食。     

出入門上應有危害及警告標示(如緊急聯絡資訊、有害物質運

作場所標示、生物危害、輻射危害、噪音場所等)。 

    

針對場所儀器設備應訂有標準操作程序、作業內容應訂有安全

作業標準。 

    

室內走道距機械或設備間應有 80公分，且主要走道在 1公尺

以上。 

    

作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跌倒、滑倒、踩傷

等之安全狀態(如無堆積物品、地面平整無潮濕)。 

    

重物應置於低下處，且各置物櫃應固定妥當。     

自路面起算 2公尺高度之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但因工作之

必要，經採防護措施者，不在此限。 

    

教育訓練 

於實驗場所(實習工場)活動之學生應依該實驗場所(實習工

場)特性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測驗事項，並留存簽到表、

教材及測驗結果。 

    

課程內容應包含：(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二)作業前、中、

後之自動檢查；(三)標準作業程序；(四)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自動檢查 

制定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如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第二

種壓力容器、小型壓力容器、危害物質製造處置、局部排氣裝

置、空氣清淨裝置或除塵設備及用電設備定期檢查、重點檢

查、作業檢點)。 

    

自動檢查計畫之項目完整無闕漏。      

自動檢查計畫應確實執行，並留有三年紀錄備查。     

消防安全 

滅火器依法適當配置、標示明顯(長 24公分以上，寬 8公分以

上，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且取用方便。 

    

滅火器種類符合現場特性。     

滅火器氣瓶壓力正常，藥劑未過期。     

裝設有緊急照明裝置，且功能正常。     

設置火警自動或手動警報設備，且能正常運作。     

依規定每月填寫「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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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電氣安全 

配電箱應有護罩(中隔板)，標示電壓、電流及分路。     

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如 游泳池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飲

水機分路、浴室插座分路、水槽 1.8 公尺以內之插座分

路、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路)，裝設漏電斷路器。 

    

電器插座應完整且固定於堅固定點，並標示電壓。     

電線電路絕緣、包覆良好，電線外皮完好沒有破損。     

個人防護具 
提供數量足夠且合宜之個人防護具(如耳塞、耳罩、防塵口罩、

呼吸防護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物等)。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物應分類確實(如碎玻璃、空藥瓶、廢紙等)。     

緊急應變 

設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適時更新補充(每六個月定期檢

查，備有查核表) 並明顯標示存放處。 

    

緊急照明、避難指標、避難方向指示燈位置明顯，且功能正常。     

依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災害搶救器材，如供氣式呼吸防

護具、緊急洩漏處理設備等，並定期維護。 

    

緊急通報資訊張貼於明顯易見處。     

建議改善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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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因子： 

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化學物質 

化學品(化學品貯存櫃或儲槽) 應依危害通識規定進行標
示。 

    

提供安全資料表(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且存放於場所明
顯易見處。 

    

化學物質應考量其特性，分類貯存放置(如危害性、相容性
等)。 

    

毒性及揮發性化學物質應貯存於具通風功能之藥品櫃      

化學藥品不可存放於地面及過高不易取得處。     

藥品架應有防止化學藥品掉落之護欄。     

毒性化學物質應上鎖並妥善管理。      

具火災、爆炸危害之物質應遠離煙火或發火源。     

存放具火災、爆炸危險物質之貯存場所不得設置具火花、電
弧或使用高溫等有成為發火源之虞的機械、器具、設備。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應依毒性化學物質及其成分含量分別
按實際運作情形確實記錄，逐日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
錄表，並妥善保存三年備查。 

    

定期盤點化學物質(含毒化物)，並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使用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管理化學藥品。     

排氣設備 

有產生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有害氣體及蒸氣之虞
時，應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或排氣櫃。 

    

可燃性粉塵、有害粉塵應有通風、換氣、除塵等必要設施。     

排氣櫃內無堆置雜物，影響性能。     

壓縮氣體 

氣體危害標示應完整。     

高壓氣體鋼瓶應安穩置放，並加固定，未使用時裝妥護蓋。     

鋼瓶應經檢驗合格，且未過期。     

高壓氣體鋼瓶之貯存場所應有適當之警戒標示，二公尺內
無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可燃性氣體、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教育訓練 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人員應參加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廢棄物 

廢液應予以妥善分類，並貯存於指定之廢液回收桶。     

廢液回收桶應標示危害圖式及註明其主要成份。     

廢液回收桶應存放於具通風功能之廢液貯存櫃。     

緊急應變 

設置緊急沖淋裝置、洗眼器，且距離危害點 30公尺內。     

緊急沖淋裝置、洗眼器功能應維持正常（例如緊急沖淋裝

置有適當水壓，水質清潔）。 

    

緊急沖淋裝置與洗眼器應列入自動檢查計畫，並每月檢查
且留有三年記錄備查。 

    

人員應知曉緊急沖淋裝置、洗眼器之位置，並能正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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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建議改善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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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因子： 

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教育訓練 人員應接受對應生物操作等級之適當訓練，並經測驗
合格且留存紀錄備查。 

    

資料記錄 

病原微生物相關實驗紀錄應完整，且至少保存三年。     

實驗室或作業場所有關設施及設備之使用、保養、維
修及檢測記錄應完整。 

    

資料記錄保存依法規規定，生物材料應詳列明細、管
理人、保存人及使用人，並定期稽核資料。 

    

標示與緊急應變 

依生物安全等級，於明顯處張貼生物危害標示。     

依生物安全等級，於明顯處張貼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設有生物性危害物質溢洩處理工具及定期更新記錄。      

生物安全櫃 

應列入自動檢查計畫，並依法規規定之檢查項目及週
期實施自動檢查，且留存檢查紀錄備查。 

    

專業廠商每年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通風設備 排氣口設置位置方便維修、測漏。     

物理性防護 
訂定有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訂定符合相對應等級實驗室之防護要求。     

消毒、殺菌 
及廢棄物處理 

對有害物、生物病原體或受其污染之物品，應妥為貯
存，並加警告標示。  

    

含蒸氣之管線應以絕緣材料包覆完善，且無破損。     

高壓滅菌設備充足，能正常操作無溢洩之虞。     

感染性廢棄物應進行滅菌後再棄置。     

有獨立之感染性廢棄物冷藏貯存空間，且可關閉上鎖。     

廢棄物冷藏貯存空間可關閉且可上鎖      

防制區週邊設施 實驗室門可上鎖且自動關上。      

建議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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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性因子： 

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教育訓練 
操作人員應接受相關安全訓練，並留有紀錄備查。     

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皆有符合法規規定之證照。     

檢查 
危險性機械、設備(如鍋爐)應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代行檢

查機構檢查合格，並留有紀錄備查  

    

機械安全防護 

機械、器具應有必要之安全防護裝置(如護罩、護圍、

套胴、跨橋、覆蓋等)。 

    

機械、器具應依規定標示且內容完整(如製造號碼、製

造者名稱、製造年月日、種類名稱、安全裝置，額定功

率、電流、電壓等)。 

    

有顯著危險之動力運轉機械，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

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非指原有之開關)。 

    

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設有防止於停止時，因振動

或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防脫離裝置）。 

    

車床、滾齒機械等之工作台高度應適用於工作者（雙手

操作不受阻礙且視野良好）。 

    

射出成型機、打模機等有危害操作人員之虞者，應設置

安全門、雙手操作式起動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裝置之

安全門應具有非關閉狀態即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  

    

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應標示「不得使用手套」。     

使用對地電壓在 150 伏特以上之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

機具，或於濕潤場所、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電器設備，

應設置高敏感度、高速型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設

置有困難時得以接地替代)。 

    

機械、設備應訂有維護時之安全作業標準。     

機械、設備應訂有標準操作程序。     

其他危害 
針對會產生非游離輻射（紅外線、紫外線、雷射…等）

之機械、設備，應設有適當防護措施  

    

建議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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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性因子： 

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組織管理 

依規定制訂輻射防護計畫，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依規定劃分輻射工作場所為管制區及監測區。     

管制區設置實體圍籬或適當之區隔方式。     

管制區進出口處及區內適當位置，應設立明顯之輻射示警
標誌及警語。 

    

劃定適當之監測區邊界，並於人員進出處所之適當位置設
立標示牌。  

    

監測區內應實施必要之輻射監測。     

輻射工作場所外應實施環境輻射監測。     

針對所有設備應設置輻射防護人員。     

工作人員應依規定實施健康檢查。     

教育訓練 
全部人員（含新進人員/學生）每人每年應參加 3小時輻射
安全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課程辦理，應留有紀錄備查。      

資料記錄 

制訂輻射安全評估計畫，並經核准。     

依評估計畫進行量測評估，並有完整評估紀錄。     

有完整輻射源清單。     

每一輻射源均應有登記許可證(例如：輻射物質或設備之使
用証照)。 

    

所有輻射操作人員均應有合格證書。     

所有進出人員均應有曝露劑量記錄。     

制定輻射安全自動檢查計畫。     

依照輻射安全自動檢查計畫執行自動檢查，並有紀錄備查。     

緊急應變 

設有輻射性危害物質溢洩處理工具/設備，並有定期維護更
新記錄。 

    

輻射源 30公尺內應設有沖淋裝置，且功能正常。     

沖淋裝置應具有廢水收集功能。     

輻射防護 

所有工作人員均應穿著實驗(防護)衣、手套等。     

所有工作人員均應佩掛劑量配章。     

有制定輻射偵測流程，並定期進行輻射偵測。     

定期校檢輻射偵檢儀，並有紀錄備查。     

出入口或輻射危險之區域，應設置警示設備或張貼輻射警
示標誌及警語。 

    

制定「輻射防護規則」及注意事項，並張貼於明顯處。     

放射性物質及設備應有專人定期查核清點，並有紀錄備查。     

放射性物質及設備存放位置應有上鎖管制。     

針對場所內可能受污染之物體/區域，應進行擦拭評估檢
查，並留存紀錄備查。 

    

有制定輻射物質採購流程，並有採購紀錄備查。     

備有輻射性實驗使用紀錄本，並詳細填寫使用人姓名、使
用時間、使用核種、設備、強度、數量等相關資料。 

    

廢棄物 

放射性廢棄物應分類收集。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應有良好屏蔽。      

有制定放射性廢棄物清除流程，並有清除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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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類別 查    核    項    目 符合 部分符合 未執行 不適用 

含放射性物質廢氣或廢水之排放，應有紀錄排放之日期、
所含放射性物質之種類、數量、核種、活度、監測設備及
其校正日期，並向主管機關申報。 

    

針對放射性廢液之排放，應採樣備查。     

建議改善 
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