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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中心

蔡建成 簡任技正

法源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條第三項 ：

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

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項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

營作業者前，應予標示及提供安全資料表；資料異動時，亦同。

前二項化學品之範圍、標示、清單格式、安全資料表、揭示、

通識措施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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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內容架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標示

➢第三章安全資料表、清單、

揭示及通識措施

➢第四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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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危害通識計畫

✓危害化學品清單

✓教育訓練

危害性化學品

本法第十條所稱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以下簡稱危

害性化學品），指下列危險物或有害物：

一、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物

理性危害者。

二、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健

康危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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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總則、28個子項標準

（含臭氧層危害物質）

雇主對放射性物質、國

家標準15030 化學品分

類及標示系列之環境危

害性物質之標示，應依

游離輻射及環境保護相

關 法 規 規 定 辦 理 。

（第二十一條）

CNS 6864：交通運輸使用

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不適用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之物質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例如水銀溫度計，內含危害物質汞（水銀），但已形成特定形狀，正常使
用狀況下並不會釋出汞，故水銀溫度計為符合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
規則所定義之製成品，不需製作標示及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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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一規定之
分類及及標示要項，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下列
事項，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
所能瞭解之外文：

一、危害圖式。

二、內容：

（一）名稱。

（二）危害成分。

（三）警示語。

（四）危害警告訊息。

（五）危害防範措施。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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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圖式

警示語

製造者、輸入者
或供應者

小型容器可否免標示？

第五條

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

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式及警

示語。

2024/3/23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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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標示

➢容器內之危害性化學品為混合物者，其應標示之危害成分指混

合物之危害性中符合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

或健康危害之所有危害物質成分。

➢雇主對前條第二項之混合物，應依其混合後之危害性予以標示。

➢前項危害性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混合物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有科學資料佐證外，應

依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之混合物分類標準，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

等物理性危害，使用有科學根據之資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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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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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危害物質有多種危害性之標示方式

➢各種危害圖式全部都要標示出來

➢「警示語」選取最嚴重者標示即可，

➢例如，三種危害性之警示語分別為，危害1：危險、危害2：警

告、危害3：警告，依GHS紫皮書1.4.10.5.3.2節規定，選取其

中最嚴重「危險」為該物質警示語，不必再標其他危害性「警

告」之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要全部都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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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標示容器

➢外部容器已標示，僅供內襯且不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內部容器已標示，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部容器。

➢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且僅

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

➢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研究之

用。

2024/3/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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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告板以代替容器標示者
(屬於管系者，得掛使用牌或漆有規定識別顏色及記號替代之 ) 

➢裝同一種危害物質之數個容器，置放於同一處所。

➢導管或配管系統。

➢反應器、蒸餾塔、吸收塔、析出器、混合器、沈澱分離器、熱

交換器、計量槽或儲槽等化學設備。

➢冷卻裝置、攪拌裝置或壓縮裝置等設備。

➢輸送裝置。

2024/3/23 13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經常變更，但備有物質安全資料表
者，得免標示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事項

公告板

2024/3/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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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工作場所標示系統之銜接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於運輸時已依交通法規有關

運輸之規定設置標示者，該容器於工作場所內運輸時，得免再

依附表一標示。

➢勞工從事卸放、搬運、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作業時，雇主

應依本規則辦理。

2024/3/23 15

審慎考量國內勞工如需同時辨識運輸及工作場所二種標示系統，教育訓練

成本增高，在工作場所採用GHS標示，惟當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於交通運輸

時已依國家標準CNS 6864 Z5071危險物運輸標示系列規定標示時，該容器於

工作場所進行運輸時，得免依本規則附表二規定標示，俟其運輸結束後進行

搬運、處置或使用作業時，仍應依本規則規定予以標示。

國家標準CNS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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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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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化學物質一定要有安全資料表？

第十二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或符合附表三規定之每一化學品，應依附表四提

供勞工安全資料表。

➢前項安全資料表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勞工所能瞭解之

外文。

18

(簡體字屬於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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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分類 管制值

急毒性物質 ≧1.0%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1.0%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1.0%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1.0%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1 級 ≧0.1%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2 級 ≧1.0%

致癌物質 ≧0.1%

生殖毒性物質 ≧0.1%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 ≧1.0%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 ≧1.0%

附表三、健康危害分類之危害成分濃度管制值表

19

附表四 物質安全資料表

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物品名稱、其他名稱、建議用途及限制使用、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稱、地址及電話、緊急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二、危害辨識資料：

 標示內容、其他危害、物品危害分類。

三、成分辨識資料：

純物質：中英文名稱、同義名稱、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危害物質成分(成分百分比)。

混合物：化學性質、危害物質成分之中英文名稱、濃度或濃度範圍（成分百分比）

四、急救措施：

不同暴露途徑之急救方法、最重要症狀及危害效應、對急救人員之防護、對醫師之提示。

五、滅火措施：

適用滅火劑、滅火時可能遭遇之特殊危害、特殊滅火程序、消防人員之特殊防護設備。

2024/3/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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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物質安全資料表

六、洩漏處理方法：

個人應注意事項、環境注意事項、清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處置、儲存。

八、暴露預防措施：

工程控制、控制參數、個人防護設備、衛生措施。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外觀（物質狀態、顏色）、氣味、嗅覺閾值、PH值、熔點、沸點/沸點範圍、易燃性（固體、氣
體）、分解溫度、閃火點、自燃溫度、爆炸界限、蒸氣壓、蒸氣密度、密度、溶解度、辛醇／水
分配係數（LOG KOW）、揮發速率。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安定性、特殊狀況下可能之危害反應、應避免之狀況、應避免之物質、危害分解物。

2024/3/23 21

附表四 物質安全資料表

十一、毒性資料：

暴露途徑、症狀、急毒性、慢毒性或長期毒性。

十二、生態資料：

生態毒性、持久性及降解性、生物蓄積性、土壤中之流動性、其他不良效應。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聯合國編號、聯合國運輸名稱、運輸危害分類、包裝類別、海洋污染物（是／否）、特殊運送

方法及注意事項。

十五、法規資料：適用法規。

十六、其他資料：參考文獻、製表單位、製表人、製表日期。

2024/3/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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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提供SDS

第十三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提供前條之化學品與事業單位或自營作業者前，
應提供安全資料表，該化學品為含有二種以上危害成分之混合物時，應依
其混合後之危害性，製作安全資料表。

➢前項化學品，應列出其危害成分之化學名稱，其危害性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混合物已作整體測試者，依整體測試結果。

二、混合物未作整體測試者，其健康危害性，除有科學資料佐證外，依國家標準
CNS15030分類之混合物分類標準；對於燃燒、爆炸及反應性等物理性危害，使用有科學
根據之資料評估。

➢第一項所定安全資料表之內容項目、格式及所用文字，準用第十二條規定
。

23

SDS之需多久更新一次？

第十五條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應依實際狀況檢討安全資料

表內容之正確性，適時更新，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

➢前項安全資料表更新之內容、日期、版次等更新紀錄，應保存

三年。

2024/3/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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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為防止勞工未確實知悉所致危害應採之措施

➢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適時檢討更新，並依計畫確實

執行，其執行紀錄保存三年。

➢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其內容、格式參照附表五 。

➢將危害性化學品之物質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使勞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教育訓練，其

課程內容及時數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辦理。

➢其他使勞工確實知悉危害性化學品資訊之必要措施。

2024/3/23 25

附表五 危害物質清單

2024/3/2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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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保留揭示規定(1)

第十八條

➢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必
要，而保留揭示安全資料表中之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名稱、化
學文摘社登記號碼、含量或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時，
應檢附下列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一、認定為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之證明。
二、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商品營業秘密所採取之對策。
三、對申請者及其競爭者之經濟利益評估。
四、該商品中危害性化學品成分之危害性分類說明及證明。

➢申請者檢附之文件不齊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者於三
十日內補正，補正次數以二次為限；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2024/3/23 27

SDS 保留揭示規定(2)

第十八條之一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為下列法規所列管之化學物質

者，不得申請保留安全資料表內容之揭示：

一、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二、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三、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四、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五、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六、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

2024/3/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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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保留揭示規定(3)

第十八條之一（續）

危害性化學品成分屬於國家標準CNS15030分類之下列級別者，不得申請保留上開安
全資料表內容之揭示：

一、急毒性物質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

二、腐蝕/刺激皮膚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刺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五、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六、致癌物質。

七、生殖毒性物質。

八、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一級。

九、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一級。

2024/3/23 29

SDS 保留揭示規定(4)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機構為執行業務或醫師、緊急應變人員為緊

急醫療及搶救之需要，得要求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事業單

位提供安全資料表及其保留揭示之資訊，製造者、輸入者、供應

者或事業單位不得拒絕。

前項取得商品營業秘密者，有保密之義務。

2024/3/23 30



2024/3/23

16

108年6月21日學校實驗室意外

2024/3/23 31

學校的成員如何界定

➢博士後研究員    勞工

➢研究助理     勞工

➢勞動型研究生    勞工

➢學習型研究生    非職安法適用對象

➢大學生      非職安法適用對象

➢學生受教職員指派工作   職安法適用對象

➢教職員      勞工

2024/3/2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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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水性物質

2024/3/23 33

硝酸混合有機溶劑職災案例(1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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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混合有機溶劑職災案例(1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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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混合有機溶劑職災案例(1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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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之缺失

2024/3/23 37

第1次違反規定處3萬以
上到30萬以下罰鍰。

沖淋設備
沒水

109年12月16日南部大學硫酸噴濺意外
➢南部某大專院校○○系學生（未支領報酬）林○○於109年12月16日17時30分

許，在該校○○大樓E404實驗室從事實驗器材清潔及整理藥品（貼標籤），

因打破濃度36N之濃硫酸溶液分裝玻璃瓶，造成濃硫酸等化學品噴濺，導致林

員左大腿、左手臂遭化學品灼傷住院治療。因該作業時間非屬學生林○○之

上課時間，且受○○系教授洪○○指派從事E4X4實驗室危害性物品整理之作

業與其上課內容並無直接關聯性，故該員為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工作者。

38

罰則：
雇主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8條規定，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
防護眼鏡、安全面罩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之
規定，處罰鍰新臺幣6萬元整，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9條第2款規定公布受處
分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即該校校長)。

2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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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成員如何界定

➢博士後研究員    勞工

➢研究助理     勞工

➢勞動型研究生    勞工

➢學習型研究生    非職安法適用對象

➢大學生      非職安法適用對象

➢學生受教職員指派工作   職安法適用對象

➢教職員      勞工

2024/3/23 39

2024/3/23 40



2024/3/23

21

不相容化學物質

➢台南市某大學醫學大樓2樓食品安全

衛生暨風險管理研究所○○微生物實

驗室內之工作場所，112年4月24日發

生於該工作場所內，對於為防止含有

有害物之廢液(將廢丙酮溶液倒入廢

酸溶液(含硫酸成分)等危害勞工，排

出廢棄之，未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93條規定，應採取必要防護措

施，致產生有機物質氣體及液體噴濺

外洩災害，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之規定，處分10萬。

2024/3/23 41

台南市立某國小厠所上方採光罩有漏水的情形，罹災者潘○○於
107年8月22日爬上屋頂走至採光罩欲了解漏水情況。

2024/3/23 42

行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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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災者潘○○踏穿塑膠採光罩後，自2.88公尺高處墜落至地面。

2024/3/23 43

學校之管理體系及經營授權之概況

2024/3/23 44

雇主應負1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18萬以下
罰金。

職安署
函送地
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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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之缺失

2024/3/23 45

第1次違反規定處3萬
以上到30萬以下罰鍰。

硫酸等丁類物質要求防止破裂時溢散的措施。
-特化第33條

雇主對於異類物品接觸有引起爆炸、火災、危
險之虞者，應單獨儲放。-設施規則第191條

有機溶劑、特化作業主管證照

2024/3/23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19條:雇主使勞工從事有

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
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37條:雇主使勞工

從事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
擔任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實際從事監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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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氟酸危害

2024/3/23 47

2024/3/2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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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23 49

急救措施

2024/3/2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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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之缺失

2024/3/23 51

第1次違反規定處3萬以
上到30萬以下罰鍰。

未固定
未有護圍

高壓氣體鋼瓶未固定

➢本署於112年6月13日派員至某

科技大學實施勞動檢查，經該

校環安中心主任會同檢查，發

現該校○○生態研究室內有兩

瓶氮氣鋼瓶及一瓶二氧化碳鋼

瓶貯存時未加以固定，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108條第1

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處分新台幣10萬元。

2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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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鋼瓶的危害

2024/3/23 53

學校常見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之缺失

2024/3/23 54

第1次違反規定處3萬
以上到30萬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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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分裝作業火災

2024/3/23
55

緊急應變訓練

2024/3/2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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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氣體及液體要有防爆區域劃分

2024/3/23

易燃液體定義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3條
本規則所稱易燃液體，指下列危險物：
一、乙醚、汽油、乙醛、環氧丙烷、二硫化碳及其他閃火點未滿攝氏零下三十度之物質。
二、正己烷、環氧乙烷、丙酮、苯、丁酮及其他閃火點在攝氏零下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零度之物質。
三、乙醇、甲醇、二甲苯、乙酸戊酯及其他閃火點在攝氏零度以上，未滿攝氏三十度之物質。
四、煤油、輕油、松節油、異戊醇、醋酸及其他閃火點在攝氏三十度以上，未滿攝氏六十五度之物質。

可燃性氣體定義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15條
本規則所稱可燃性氣體，指下列危險物：
一、氫。
二、乙炔、乙烯。
三、甲烷、乙烷、丙烷、丁烷。
四、其他於一大氣壓下、攝氏十五度時，具有可燃性之氣體。
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4條
本規則所稱可燃性氣體，係指丙烯腈、丙烯醛、乙炔、乙醛、氨、一氧化碳、乙烷、乙胺、乙苯、乙烯、氯乙
烷、氯甲烷、氯乙烯、環氧乙烷、環氧丙烷、氰化氫、環丙烷、二甲胺、氫、三甲胺、二硫化碳、丁二烯、丁
烷、丁烯、丙烷、丙烯、溴甲烷、苯、甲烷、甲胺、二甲醚、硫化氫及其他爆炸下限在百分之十以下或爆炸上
限與下限之差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之氣體。

重點：
閃火點 < 65 ℃

爆炸下限 < 10%

製程操作溫度 > 閃火點

58

何謂危險物

爆炸下限(LEL)

爆炸上限(UEL)

30%(LEL)

1.95%

9.00%

LPG

2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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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 0

Zone 1

Zone 2

圖C.2 較佳的危險區域劃分表示符號

爆炸性氣體環境用電機設備，第10部：危險區域劃分 (CNS 3376-10)

本課程以下述圖示呈現：

612024/3/23

危險區域劃分與防爆電氣設備如何要求

622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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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到後改善期限 備註

1 即日 1

有機過氧化物火災爆炸災害預防專案檢查

法  規  條  款 法  令  條  款  說  明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177條第1項

第03款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006條第1

項

對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

爆燃性粉塵以外之可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

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

氣、除塵等措施外，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

設備，應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區域劃分

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

一、檢查結果違反規定事項：

63

蒸餾塔
丙酮（閃火點-18°C）
1台熱媒油控制電盤未
具有防爆性能構造

二甲苯（閃火點25°C）
電氣開關控制盤未具
有防爆性能構造

2024/3/23

火災意外

2024/3/2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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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清單

2024/3/23 65

錯誤清單

正確清單

學校常見違反職安法第10條第1項之缺失

2024/3/23 66

第2次違反規定處3萬
以上到30萬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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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違反職安法第14條第2項之缺失

2024/3/23 67

第1次違反規定處3萬
以上到30萬以下罰鍰。

優先管理化學品
應在期限內
上網申報

環氧乙烷

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鉛及其無機化合物

砷及其無機化合物

甲醛

一氧化碳

溴丙烷 苯 一氧化碳

鎳及其無機化合物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
管理辦法第2條第2款第1目

常見未報備優先管理化學品之物質

➢硝酸

➢硫酸

➢鹽酸

➢氫氣化鈉

2024/3/23 68

年運作總量：購買證明、化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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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違反規定處3萬
以上到30萬以下罰鍰。

2024/3/23 69

優先管理化學品未依規定備查

➢本署於108年11月19日派員至○○

科技大學檢查，發現材料科學與工

程系微電子薄膜製程實驗室運作水

合硫酸鈷(98%,500克)優先管理化

學品，未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違反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

及運作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6條之規定，依法處

分6萬元。

2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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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防護具

2024/3/23

未依規定選用適當防護具

➢本署於112年1月3日派員至○○病理
科實驗室檢查，發現陳○○將細胞組
織從含3.7%甲醛之緩衝化中性福馬林
液取出並從事組織檢切作業，該作業
時間需半小時至1小時不等，從事該
作業之陳○○僅配戴兩層口罩（內層
為醫用N95防護口罩，外層為醫用平
面口罩)，未依安全資料表使用過濾
面體式口罩等級以上之淨氣式呼吸防
護具，違反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
準第5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之
規定，依法處分10萬元。

202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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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健康檢查

➢再查該○○從事甲醛作業之勞

工共156名，確認上述勞工於

111年度均有實施甲醛之特殊健

康檢查，並留有紀錄。

2024/3/23

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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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1.中央空調工作場所CO2
2.噪音作業場所
3.有機溶劑作業場所
4.特定化學作業場所
5.粉塵作業場所
6.鉛作業場所….

計畫上傳雲端

45日內監測結果
上傳雲端

監測15日前

公告監測
結果使
勞工周知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2條

2024/3/23 75

廢棄藥品

2024/3/23 76

➢某科技大學○○實驗室儲放五氯酚

鈉，經查該化學品已於112年7月30

日向該校環安中心申請報廢，因已

依該校廢棄物清理計畫申請報廢，

查無使用目的之處置、使用行為，

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4條之雇主有

處置使用目的之儲存迥異，尚缺乏

成立該條內容構成要件之正當性，

故未違反該法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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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

2024/3/23 77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關心您

07-2354861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86號7~11樓
2024/3/2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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