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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職安法新興職業病】健康管理實務分享

評估與實例 a b c

8:40-

9:30
一 職場母性保護

法規 表格 實例

9:30-

10:20
二 異常工作負荷

法規 表格 實例

10:30-

11:20
三 身心不法侵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11:20-

12:10
四 人因危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1.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 (2013.7.3總統令，2014.7.3施行) 

雇主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1).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2).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之預防。

(3).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4).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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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Index.aspx

法規: 職業疾病預防之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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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作業要點」2015.6.12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新興職業疾病預防

1 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2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3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特殊族群健康保護

1 未滿十八歲勞工

2 女性勞工母性保護

3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

4 中高齡

5 職災勞工



一. 職業安全衛生 預防計畫相關法規

預防計畫
職安法 施行

細則
*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

ACT Enforcement 
Rules 

1.人因性危害 第 6 條 9 *第324-1條

2.異常工作負荷 第 6 條 10 *第324-2條

3.身心不法侵害 第 6 條 11 *第324-3條

4.職場母性保護 第30,31條 39

5.感染預防計畫 *第297-1條

6.聽力保護計畫 *第300-1條
7.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第 23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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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職業疾病預防之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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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計畫
職安法 施行

細則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

1.人因性危害 第 6 條 9 *第324-1條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雇主對「重複
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妥為規劃及採
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2).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9條︰預防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作業流程、
動作分析、危害確認、改善評估)。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條：雇
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 訂定「人因性危
害預防計畫」。第324-5條：連續站立作業之勞
工，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雇主對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
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2).「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10條︰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措施。

(3).「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2條︰雇主
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工
作，應採取預防措施…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預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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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計畫
職安法 施行

細則
*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

2.異常工作負荷 第 6 條 10 *第324-2條



勞基法
第84條之1
核定工作者

工時限制

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

連同延長工
作時間

緊急情況
4週正常
工作時間

連同延長
工時

第
一
類

(資訊)工程師
(金融)保全

不得超過
10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2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4小時

不得超過
168小時

不得超過
240小時

空勤組員* 1日不得超
過12小時

* 不得超過
168小時

不得超過
240小時

(社服)輔導員 不得超過
10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2小時

不得超過
240小時
(10× 24=240)

二 (中央)工友、駕
駛

不得超過
10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2小時

不得超過
260小時

第
三
類

拖船船員、電
影業、抽水站、
保險業務

不得超過
10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2小時

不得超過
288小時

保全、警衛** 不得超過
10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2小時

1日不得超
過14小時
**

不得超過
288小時
(12× 24=288)

*單一飛航超過12小時，得不受1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之限制，惟下次出勤應間隔至少24小時。
**遇有緊急情況者，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時不得超過14小時，惟下次出勤應間隔至少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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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8條
雇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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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
工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
在不危及其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
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不
得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
停止作業期間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但
書

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經報主管機
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職安法 施行細則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身心不法侵害 第 6,18,39條 11 第32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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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 施行細則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身心不法侵害 第 6,18,39條 11 第324-3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
害，應採取暴力預防措施 .. 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 辨識及評估危害 附件3(主管), 附件4(員工)

2 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附件5(工作場所), 

3 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4 建構行為規範 附件2(書面聲明)

5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6 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附件6(通報/申訴單),
附件7(處理流程),

7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附件8(追蹤調查表)

8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附件9(向外申訴流程)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
行細則》第五條
【勞動場所】：
1. 勞動契約存續中，
雇主提示，勞工履行
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2.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
事勞動之場所。
3.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
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
勞動之人員，實際從
事勞動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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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勞動場
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
雇主指示處理有關勞工
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
理之場所。

【作業場所】：工作場
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
的之場所。

勞動場所 (工作者)
1. 履行勞
動契約之
場所

工作場所 1.勞工：
受僱從事
工作獲致
工資

2.自營作
業者實際
從事勞動
之場所

雇主或
代理雇
主指示
處理

作業場所

(從事特定工作
目的)

2.自營
作業者

3.受工作
場所負責
人指揮或
監督勞動
之場所

(共同作業:
事業單位+承攬人+
再承攬人+勞工)

3.受工作
場所負責
人指揮或
監督者

(職業災害：勞動場所之傷病)



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2014.7.3)

公務人員保障法
(2014.1.7)

學校衛生法
(2013.12.18)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2014.7.3)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
防護辦法(2014.1.7)

學校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要點(2015.2.26)

對象 工作者、勞工、雇主、
自營作業者、工作場所
負責人、從事勞動之人
員

公務員 工作者、勞工、雇主、
工作場所負責人、學生、
勞動者

場所 勞動場所、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辦公場所 勞動場所、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預防 1.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2.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3.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4.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身心健康之事項。

5.母性健康保護

組織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健檢 醫護人員保存與管理 指定的適當人員 醫護人員

配工 工作適性評估 母性工作適性評估 母性工作適性評估

ys591@ms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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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2014.6.30修

【冠狀動脈疾病之相

對危害風險: 平均

工時 >60小時/週】

【高血壓、糖尿病、

心臟病、中風】

【冠狀動脈疾病相對

危害風險: 睡眠時

間小於6小時/天】

【呼吸困難、胸痛、心悸、

頭暈、耳鳴、倦怠】
ys591@ms2.hinet.net



檢查結果異常，
建議不適宜從事…
檢查結果異常，
建議調整工作
1.縮短工作時間
2.更換工作內容
3.變更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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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ys591@ms2.hinet.net



三.《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7條 + 第8條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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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危害評估與健康指導

第七條 (一) 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

第七條 (六) 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工作環境之改善。

第八條 (一)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第八條 (二) 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第八條 (三) 調查健康與作業，健康風險評估，預防及健康促進

B. 傷病諮詢與健康管理

第七條 (二) 工作相關傷病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處置。

第七條 (四) 健康檢查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及健康管理。

第七條 (五) 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C. 工作適性評估與職務再設計

第七條 (三) 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第八條 (四) 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之諮詢建議

ys591@ms2.hinet.net

執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7條 + 第8條



A.職業危害評估 健康指導

1. 人因危害評估 示範正確姿勢+柔軟操

2. 過勞危害評估 高風險因子防治

3. 有機溶劑 通風+ 口罩+手套

4. 噪音 環境+耳塞,耳罩防護具

5. 粉塵 通風+ 口罩+

6. 游離輻射+雷射 個人防護具+健康檢查

A. 職業危害評估與健康指導

*第七條 (一) 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

*第七條 (二) 工作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第八條 (一) 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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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職業傷病危害諮詢與評估轉介

*第七條 (二) 工作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17

(資料來源《復工工作服務指引》陳月霞
10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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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職安法新興職業病】健康管理實務分享

評估與實例 a b c

8:40-

9:30
一 職場母性保護

法規 表格 實例

9:30-

10:20
二 異常工作負荷

法規 表格 實例

10:30-

11:20
三 身心不法侵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11:20-

12:10
四 人因危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職場母性保護 評估與實例

a.職場危害因子對育齡女性之影響及控制策略

b.職場母性危害評估流程及管理
+孕產婦作業管理及限制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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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風
險評估表】

2.通用性

3.物理性

4.化學性

5.生物性

6.人因性

7.工作壓力

8.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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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2.通用性

3.物理性

4.化學性

5.生物性

6.人因性

7.工作壓力

8.福祉



化學物 危害圖示 密度 皮膚 食 致癌 特化

二硫化碳 1.263 無色液體
甜味

沖脫泡
蓋送

不可
催吐 --

三氯乙烯 1.464 無色液體
氯仿味

2A

環氧乙烷 0.87 無色氣體
似醚氣味

-- 丙1

丙烯醯胺 1.12 白色,結
晶粉末

2A 丙1

次乙亞胺
0.832 透明,油

狀液體
2B 丙1

砷及其化合物
(砷化鎵)

5.31 灰色固體 1 丙3

汞
(及其無機化合物)

13.5 銀白色液
態金屬

-- 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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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30條 五.處理或暴露於二硫化碳、三氯乙烯、環

氧乙烷、丙烯醯胺、次乙亞胺、砷及其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等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6條(2014.6.25):為防止特定化學物質引起職業災害，雇主應致力確
認所使用物質之毒性，尋求替代物之使用、建立適當作業方法、改善有關設施與作業環境並採取其
他必要措施。1：確定人類致癌，2A：很可能人類致癌，2B：可能人體致癌

4.化學性



有 無
危害、風
險或狀況
補充說明

風險等級
已實施之
正常控制
措施

應增加之風險抑制措
施、實施者、實施時
程或參照之評估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22



保障
就業
平權

消除
性別
歧視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
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
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
性工作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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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姙娠中 ＜6個
月

6-12個
月

斷續性 10
公斤

15
公斤

30
公斤

持續性 6
公斤

10
公斤

20
公斤

2.鉛
4.弓形蟲、
德國麻疹
5.危害性化學品
7.一定重量工作
8.輻射
13.微生物感染
14.細胞毒性

ys591@ms2.hinet.net

6.人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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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2.通用性

3.物理性

4.化學性

5.生物性

6.人因性

7.工作壓力

8.福祉



2014.7.3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
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認定標準》

2015.1.1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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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4.職場母性保護 評估與實例

a.職場危害因子對育齡女性之影響及控制策略

b.職場母性危害評估流程及管理
+孕產婦作業管理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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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b.職場母性危害評估管理 +孕產婦作業管理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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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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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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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育齡健檢
(生物性)

妊娠評估
(化學,生物)

分娩後評估
(人因)

哺乳評估
(輪班)

適性評估
(通用)

職場母性保護 評估與實例

a.職場危害因子對育齡女性之影響及控制策略

b.職場母性危害評估流程及管理
+孕產婦作業管理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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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育齡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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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育齡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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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保護】職場經驗分享: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風險評估表

案例二

妊娠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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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妊娠評估



實際
運用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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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適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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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職安法新興職業病】健康管理實務分享

評估與實例 a b c

8:40-

9:30
一 職場母性保護

法規 表格 實例

9:30-

10:20
二 異常工作負荷

法規 表格 實例

10:30-

11:20
三 身心不法侵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11:20-

12:10
四 人因危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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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 加班
(時/月)

低 <37

中 37-72

高 >72

1.5×24=36
3× 24=72

《作業具

過負荷危
害(過勞)健
康服務工
作指引》

2013.11.8勞委會
安衛處

異常工作負荷 評估與實例



《十年內發生缺血性心臟病的風險估算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糖尿
病

2015/12/10 37
ys591@ms2.hinet.net

女性停經後
有較高的心
血管疾病風
險，但女性
的心血管疾
病風險在每
個年齡層均
低於男性



《十年內男、女性罹患心血管疾病之風險估算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2015/12/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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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心血管
疾病風險，每
個年齡層均低
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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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 加班
(時/月)

低 <37

中 37-72

高 >72

1.5×24=36
3× 24=72

或 或

或 或

且 且

表七

+ 附表Ⅳ.評估勞工過負荷問卷

《作業具過負荷危害(過勞)健康服務工作指引》2013.11.8勞委會安衛處

≧30%

2015/12/10



『過負荷量表』(過勞量表) 【表五】
http://wecare.cla.gov.tw/LCS_WEB/ebook/ch02/ch020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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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填式量表，分成兩部份，第1~6題屬於個人

過勞，第7~13題為工作相關過勞。

• 個人過勞指的是個人生活感受上疲勞、體力

上透支、情緒上耗竭的程度；

• 工作相關過勞指的是與工作相關的過勞程度，

包含因工作產生的疲勞、挫折感、被工作累

垮了、以及情緒上心力交瘁的程度。



『過負荷量表』(過勞量表) 【表五】
第1~6題屬於個人過勞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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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量表) 計分方法【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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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題，選項分數轉換：

(1)100 ；(2)75 ；(3)50；(4)25；(5)0。

第1~6題得分相加，除以6，得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 第7~12題的分數轉換同上。

第13題:(1)0；(2)25；(3)50；(4)75；(5)100。

將7~13題之分數相加，除以7，可得工作相關過勞。



(過勞量表) 分數解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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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個人過勞程度)：

• 50分以下：輕微。不常感覺到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
竭。

• 50~70分：中等。有時感覺到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竭、
或著虛弱好像快生病了的樣子。建議您找出生活的壓力源，
進一步的調適自己，增加放鬆與休息的時間。

• 70分以上：嚴重。感覺到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竭、
或著虛弱好像快生病了的樣子。建議您適度的改變生活方
式，增加運動與休閒時間之外，您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專業
人員諮詢。



『過負荷量表』(過勞量表) 【表五】
第7~13題為工作相關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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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量表)  分數解釋【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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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工作相關過勞程度)：

 45分以下：輕微。您的工作並不會讓你感覺很沒
力、心力交瘁、很挫折。

 45~60分：中等。有時對工作感覺沒力，沒有興趣，
有點挫折。建議您找出工作的壓力源，接受在職訓
練，增加職能，並學習壓力管理技巧，以提高工作
滿意度。

 60分以上：嚴重。您已經快被工作累垮了，您感覺
心力交瘁，感覺挫折，而且上班時都很難熬，此外
你可能缺少休閒時間，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建
議您適度的改變生活方式，增加運動與休閒時間之
外，您還需要進一步尋找專業人員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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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 (勞工健康照護e-Tool，i-Care)：
「e-Tool」可做為過勞風險評估及個人健康管理系統，
「i-Care」可做為職場健康服務管理系統。。

【過勞風險評估e-Tool】
E-Tool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
http://www.cla-ohsip.org/eTool/linkList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47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48

iCare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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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e 
異常工作
負荷
促發疾病
預防評估

iCare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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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e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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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e 
異常工作
負荷
促發疾病
預防評估

A 公司

1. "抽菸習慣" 欄位, 若是 "從未吸菸"者,則必須要填入 "無", 
此欄位若填入任何其他文字,iCare 都會視為 "有抽菸習慣".
導致心血管風險會有高估的問題.

2. 個案是否罹患糖尿病，iCare 則是依據 "既往病史" 這項
欄位之內容，若 "既往病史" 的一串文字中，出現 "糖尿病" 
這個關鍵字，iCare 就會自動加權計算.

3. 飯前血糖的資料，僅用於 代謝症候群與三高族群之計
算，不作為判斷是否罹患糖尿病之依據。



• 以i-Care 算出健康資料之後，再以電郵私訊通知員
工，舉例說明如下:

• O先生 您好:
根據 您的 2015年健檢報告，估算出10年心血管疾病風險、
高血壓分級、BMI分級、代謝症候群分類等項，結果如下

• 因 十年心血管疾病風險為19%，建議安排健康諮詢，時間
________地點______，連絡電話______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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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溫度計 (BSRS-5 簡式健康表 )】

《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員工協助方案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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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負荷
第七條 (四) 健康檢查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及健康管理



2015/12/10

ys591@ms
2.hinet.net

55

異常工作負荷
危害分級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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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負荷
危害分級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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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職安法新興職業病】健康管理實務分享

評估與實例 a b c

8:40-

9:30
一 職場母性保護

法規 表格 實例

9:30-

10:20
二 異常工作負荷

法規 表格 實例

10:30-

11:20
三 身心不法侵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11:20-

12:10
四 人因危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

ys591@ms2.hinet.net 58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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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

工作場所中心理壓力評估表(1)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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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中心理壓力評估表(3)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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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中心理壓力評估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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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工作造成心理負荷評估表(1)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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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工作造成心理負荷評估表(2)

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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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擬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 辨識及評估危害 附件3(主管), 附件4(員工)

2 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附件5(工作場所), 

3 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4 建構行為規範 附件2(書面聲明)

5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6 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附件6(通報/申訴單),
附件7(處理流程),

7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附件8(追蹤調查表)

8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附件9(向外申訴流程)

易遭受職場暴力之高風險行業之
推動實務 (社工人員、醫療人員為例)

職場身心不法侵害 評估與實例

A.肢體暴力,B.心理暴力,C.語言暴力,D.性騷擾



職場暴力

A 肢體暴力

B 心理暴力

C 語言暴力

D 性騷擾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65

預防計畫 職安法 施行細則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身心不法侵害 第 6 條 11 *第32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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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求救鈕 監視器錄影中

(舉頭三尺 有神明)

A.肢體暴力



主
管

異常/事
故報告單

員
工

職場暴力
事件通報
/申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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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監視錄影
調閱申請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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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職場暴
力事件
通報/申
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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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暴力

A 肢體暴力

B 心理暴力

C 語言暴力

D 性騷擾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4 建構行為規範 附件2(書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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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職安法新興職業病】健康管理實務分享

評估與實例 a b c

8:40-

9:30
一 職場母性保護

法規 表格 實例

9:30-

10:20
二 異常工作負荷

法規 表格 實例

10:30-

11:20
三 身心不法侵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11:20-

12:10
四 人因危害

法規 表格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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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骨
骼症狀
調查表

四 人因危害評估與實例



KIM 人工物料搬運檢核表

KIM(key Indicators Method)(關鍵指標法)適合現場快速評估

一. 作業特性(表2)︰抬舉、握持、運送作業。

二. 荷重(表3)、姿勢(表4)與工作狀況(表5)評點。

三. 評級點數輸入算式，得作業風險值(表6)。

《工作現場人因工程危害預防效益個案評估》潘儀聰*勞安衛研究季刊2013;21: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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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表3) (表4)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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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現場人因工程危害預防效益個案評估》潘儀聰*勞安衛研究季刊2013;21: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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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現場人因工程危害預防效益個案評估》潘儀聰*勞安衛研究季刊2013;21: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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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現場人因工程危害預防效益個案評估》潘儀聰*勞安衛研究季刊2013;21:345-355



《工作現場人因工程危害預防效益個案評估》潘儀聰*勞安衛研究季刊2013;21: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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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現場人因工程危害預防效益個案評估》潘儀聰*勞安衛研究季刊2013;21:34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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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運用

(1).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2). 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3). 改善方法及執行。

(4). 成效評估及改善。

(5).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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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危害 評估與實例

A.辦公室

B.抬舉作業、C.握持作業、
D.運送作業



(久坐,單一姿勢,手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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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辦公室



(1). 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2). 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部
門

工作
內容

身
高

膝高 椅面高
度

桌面高
度

螢幕
高

視距 視線
角度
(度)

(參考值) 公分 40～
46

51～
67

93～
116 

45～
60

15～
25

1 6樓 電
腦

48 47 74 87* 68 20

2 6樓 電
腦

39** 42 74 85* 40 20

3 6樓 電
腦

46 39 72 98 40 28

測量作業場所 螢幕高度、桌面高度、椅面高度、視距、
視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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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方法及執行

a.*辦公室桌面高度固定約為74公分，使用
筆記型電腦，螢幕中心點高度約為86公分，
較低於桌上型電腦(中心點高度約93—116公
分)，因此易肩頸酸痛。建議調高桌面，或
墊高筆電。

b.**辦公室座椅椅面高度可視個人需求調整，
如果椅面高度仍大於坐姿膝蓋高度，建議增
設腳踏墊，或穿高腳跟鞋子。

c.文件架位置的高度與螢幕高度相同，避免
視線來回移動的「眼睛瞬間再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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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抬舉、握持、運送作業

(1).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2015/12/10 ys591@ms2.hinet.net 82

四 B.抬舉作業、C.握持作業、D.運送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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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危害 (b.抬舉作業、c.握持作業、d.運送作業)

第8條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1).作業流程、內容
及動作之分析



•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表之分析 Y: 15項總分，
• X1 :年齡，X2 年資，X3 身高，X4 體重，X5 BMI 值， X6 單位， X7  職別…..

【回歸分析】以逐步回歸篩選變項
(單位、 職稱、 性別 、年齡、 年資、 身高 、體重 、BMI 、慣用手…)
結果僅「單位」1項選入 且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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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危害 (b.抬舉作業)

第8條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2). 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人因危害

第7條 (五) 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

ys591@ms2.hinet.net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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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善方法及執行
(4). 成效評估及改善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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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危害

第7條 (五) 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
(3). 改善方法及執行
(4). 成效評估及改善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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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attention

臉書社團 “職護臨廠健康服務”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