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工衛生與職業病預防概論 

壹、前言 

人的一生分為：兒童、少年、青年、壯年與老年時期，其中青壯年期是成熟且健康，最有生產力的時

期，這時期的人們多數進入工作場所工作。青壯年期的人們有好的體力在工作上衝刺，有成熟的腦力

應付工作上的難題，這個時期的人們是社會上最重要的一群，沒有他們，家庭、社會都無法安定。這

麼重要的一群人，他們的工作環境和條件是否良好，使他們不會因為工作因素而過於疲勞、壓力太

大，甚至生病，是國家社會上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工作與健康的關係，在西元前到十七世紀間即有零星的記載，主要是與各種採礦與提煉場所環境太差

所產生的問題有關；直到西元 1700 年，一位義大利籍的醫生寫了一本書(書名為「工人的疾病」)，描

寫當時許多工人因工作的關係得到的疾病，也就是所謂的－職業病；同時，他也提出預防職業病的最

佳場所是工人的工作現場而不是醫院病房的見解。這位偉大的義大利醫師後來被尊稱為職業醫學之

父。另一位英國醫生也在 1775 年提出他所觀察到的掃煙囪工人與陰囊癌之關係。不過，這對多數工人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老闆們缺乏改善工作環境的想法，他們認為，工人無法工作時，自然有人會取代

他的工作。直到工業革命後工人人數大增，工作場所的危害種類更多時，才引起政府的關心，立法保

護工人。 

 

我國在工業衛生上的發展比先進國家晚些，雖然早在國民政府遷台時就有工廠法，但政府開始積極關

心工人在工作場所的健康問題，起因於一件工業中毒致死事件。民國 61 年，國內有一家名為「飛歌」

的電子公司，因工人不了解所使用的脫脂用有機溶劑毒性很高，並拿來清潔地板，使多位工人中毒死

亡，這就是有名的「飛歌事件」。政府於是驚覺到工業衛生的重要性，民國六十三年立即公布了「勞工

安全衛生法」，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的工作奠立基礎。近年來，職業衛生的預防觀念

已不只於改善環境危害，更希望能積極推動健康促進計劃，使工作者實踐「健康的生活方式」，以達到

生理、心理與社會的健康境界。 

 

一、職業衛生的意義 

國際勞工局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會曾對職業衛生做以下的定義：「從事於所有職業的人的生理上、精神

上及社會福祉，應使之增進至最高度，且須維持下去。因各種作業條件所發生的疾病，要防範於未

然。對健康不利的各種條件，要施予對策保護勞工。作業人員應配置於能適應於生理及心理特性的工

作環境。以上各點摘要而言就是對於工作與人要配合，而要使每一個人對自己工作能夠適應。」簡單

地說，能夠選擇自己適合的工作，並且不讓不良工作環境與條件影響自己的身心健康就是做好職業衛

生，換句話說，職業衛生的目的在於 1.增進工作者生理的、心理的與社會的良好狀態。 2.防止工作場

所危害因素的產生。 3.分配適當的工作給予工作者。 4.及早發現工作有關的疾病。 

 

而要達到這些目的，必須認識工作場所的各種危害因素，評估它們的危害有多大，如果危害太大，就



必須進行改善措施，讓危害降低到我們可以接受的程度。 

 

二、職業病的定義： 

所謂的職業病可視為因為職業的原因所導致的疾病，但職業病的表現可能是馬上的，也可能是經過很

久時間才發病或是漸進式的加重症狀，所以要判定疾病的發生是否真的由職業因素所引起，是相當專

業的過程。我國目前是採列舉方式，並且必須由職業病專家判定。一般的判定條件如下： 

 

工作場所中有害因子確實存在 

得病的人必須曾經在有害因子的環境下工作 

發病必須在接觸有害因子之後 

經醫師診斷確實有病 

起因與非職業原因無關 

較常見的職業病及其常發生之職業將在後面介紹。 

 

貳、工作場所之危害因子與控制 

我們的工作場所常常會存在一些影響健康的環境危害因子，這些危害因子包括物理性、化學性、生物

性、人因工程，分別簡介如下。 

一、物理性危害因子 

(一)異常溫溼度 

人的身體必須維持在一定的溫度範圍之內，否則會引起不適或生病。當環境的溫度非常冷，而身體的

保暖衣物不足，或是有些部位沒有遮蔽，則身體無法保持應有的溫度，就可能引起失溫或凍傷；當環

境的氣溫高、輻射熱大、風速小且相對溼度高時，此時如進行重體勞動，則容易產生熱衰竭或因排汗

過多電解質不平衡而抽筋，甚或因無法排汗而中暑。 

 

(二)異常氣壓 

異常氣壓危害常見於潛水、挖井工程等作業。因外界壓力急遽下降會使體內產生氣泡，進而造成神經

壓迫、肺部氣泡栓塞、骨壞死等症狀。但慢性的氣壓下降如登山等並不會造成此種情形，此時反而是

大氣壓力降低導致氧氣分壓較低而造成之高山病急性症狀較為困擾。 

 

(三)噪音 

噪音會造成心理影響，如使人煩躁、影響工作效率及睡眠、造成精神緊張、甚或造成內分泌失調；同

時長期處於噪音場所能對聽力造成影響，數年後常會導致聽覺器官中毛細胞損傷，產生無法治療之聽

力損失。噪音性聽力損失是漸漸發生的，隨暴露時間之增加，聽力損失情形將越來越嚴重。一般而

言，較尖銳的高頻噪音較易導致聽力損失。 

 



(四)局部振動 

長時間操作振動手工具如鑽孔機、破碎機、鏈鋸等則會發生局部振動危害，而對手部神經及血管造成

傷害，發生手指蒼白、麻痺、疼痛、骨質疏鬆等症狀，稱為白指病或白手病。低溫會加重振動引起的

症狀，因此高山寒冷地區操作鏈鋸之林場工人較易罹患此症。除白指症之外，當振動由手掌傳至手臂

時也會對臂部肌肉、骨骼、神經造成影響。 

 

(五)輻射 

1.游離輻射 

能使物質產生游離現象之輻射能稱為游離輻射。在工業上常使用者為α、β、γ、X 射線及中子射線等，

多用於量測及非破壞性檢測，醫學上之診斷與治療或研究也常利用到游離輻射，如照 X 光、鈷 60 癌症

治療等。游離輻射對人體主要危害器官為造血器官如骨髓、脾臟、淋巴以及生殖系統；造血器官受害

後可能造成貧血。長期低劑量暴露亦可能造成細胞染色體突變而致癌所以有白血病(血癌)或其他癌症的

發生。 

 

2.非游離輻射 

紅外線、紫外線、微波、雷射等都屬於非游離輻射。紅外線常由灼熱物體產生，如眼睛經常直視紅熱

物體易導致白內障；在金屬冶煉、焊接、玻璃加工等高溫作業場所常有紅外線產生。焊接作業會產生

紫外線，它會破壞眼角膜，引起角膜炎，皮膚暴露過久會導致紅斑甚至皮膚癌。除紅外線外紫外線也

可能產生白內障。微波對水份之熱效應極強，並可穿透肌肉組織造成深部蛋白質之凝結，對眼睛有不

良影響；雷射則為高能量光線，會產生高度熱效應，被高能雷射照射後會產生類似燒傷之結果，因光

束集中傷處可能面積小而深。 

 

二、化學性危害因子 

酸、鹼、溶劑、重金屬及其他毒性物質等，以各種形式存在於環境中，是工作環境中普遍存在的危害

因子，依存在的形式，可經由吸入、食入或皮膚接觸進入人體，而人體的接受量則是影響健康危害的

重要因素。以下介紹幾種常見之化學性危害物質。 

 

(一)粒狀物質 

粒狀污染物包括粉塵、燻煙、霧滴、煙、霧、煙霧、纖維等，如煤礦粉塵、金屬燻煙、硫酸霧滴等。 

 

(二)氣態物質 

1.氣體 

窒息性氣體如：一氧化碳、氰酸、氮氣、氫氣、甲烷氣體等，在空氣中濃度太高，或氧氣被取代而不

足，就會造成缺氧窒息，甚至發生死亡悲劇；毒性氣體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硫化氫、氯氣、氨

氣等，在空氣中濃度高就會造成刺激感或中毒現象。 



 

2.蒸氣 

有機溶劑如苯、甲苯、酒精、汽油、四氯化碳等液體，因為沸點低很容易形成蒸氣揮發到空氣中而被

吸入，會影響神經系統或引起其他中毒症狀。 

 

(三)液體 

強酸、強鹼、煤焦油、切削油、有機溶劑等液體，可藉由皮膚接觸或吃入而引起身體傷害，如腐蝕灼

傷、急性中毒或慢性病症等。 

 

(四)重金屬 

重金屬可經由呼吸或飲食進入身體，而引起各種急慢性中毒症狀，如：吸入銅、鋅等金屬之高溫氧化

物燻煙可能導致發燒之症狀；在身體內的鎘能取代骨骼之鈣質而使骨骼缺鈣變脆痛痛病；鉛能影響造

血功能而造成貧血，也會導致垂腕症及腹絞痛等神經症狀；錳能導致巴金森氏症；汞化合物致畸胎及

神經症狀等。 

 

三、生物性危害因子 

生物性危害因子近年來越來越受重視，它主要包括微生物(細菌、病毒、黴菌等)、寄生蟲(蛔蟲、蟯

蟲、鉤蟲、肝吸蟲等)、昆蟲(蝨、蚤、蚊、蜂等)、動植物及其製品(如動物之毛屑、分泌物或排泄物、

花粉等)。這些因子有些會直接引起急性的病症(如病毒所致醫護人員之 B 型肝炎或 SARS)；有些會引起

過敏性反應(如花粉所致之伐木工人過敏)；有些會寄生在體內，讓被寄生者慢慢發生症狀(如鉤蟲所致

礦工之鉤蟲病)。其他如破傷風桿菌、肺結核桿菌，所引致勞工或醫護人員之破傷風或肺結核；瘧蚊所

媒介之伐木工人瘧疾；以及被蝨、蚤、蚊叮咬所致之皮膚症狀等，都與生物性危害因子有關。 

 

四、人因工程危害因子 

座椅、儀表、操作方式、工具等設計不良、或位置安排不當而導致意外發生率增加或造成疲勞、下背

痛及其他肌肉骨骼傷害；長期負重所造成之脊椎傷害、高重覆性手腕的動作造成腕道症候群等，都是

因為人體與機器設備的介面沒有適當的調配所致，這種問題稱為人因工程(或人體工學)危害，此部份之

危害在各先進國家已相當受到重視。 

 

工作環境危害因子與健康效應 

危害類別 危害狀況 危害因素 健康效應 作業種類 

化學性危

害 

粒狀物質(粉

塵、燻煙、霧

滴) 

礦物粉塵、棉塵 塵肺症 礦業或紡織業 

化學物質 急慢性中毒、癌症等 製造業 

氣體、液體 各種有害氣體與蒸

氣、酸鹼 

急性中毒、慢性中毒、灼

傷、癌症等 

製造業、印刷業 



窒息 窒息性氣體 缺氧症、死亡 侷限空間 

物理性危

害 

異常溫溼度 高溫或低溫 熱傷害、凍傷 爐前作業、冷凍業 

異常氣壓 高壓 潛水伕病 潛水作業 

噪音 可聽音域 聽力損失 各種工業 

振動 全身振動 頭痛疲勞 運輸業 

局部振動 白指病、頸肩傷害 操作按鍵、振動工具 

非游離輻射 微波 白內障、體溫上升 操作雷達 

紅外線 白內障 乾燥、烤漆塗裝、爐前作

業 

可見光(雷射) 網膜損傷、失明 通信、測距、金屬加工等 

紫外線 紅斑、角膜炎 特殊光源、熔接、殺菌 

游離輻射 X 射線 X 射線障礙 醫療、非破壞性檢查 

α 射線、β射線、γ

射線、質子射線、

中子射線 

放射線障礙如白血病、惡

性貧血、皮膚炎、不孕等

症狀 

非破壞性檢查、使用放射

線物質、輻射器材操作員 

生物性危

害 

微生物 細菌、病毒、黴菌 感染、過敏 醫療業、清潔業、研究人

員 

寄生蟲 鉤蟲 寄生 礦業 

動物 嚙咬、傳染 腫痛、中毒、傳染性疾病 畜牧業、獸醫、伐木業 

人因工程 姿勢 久立 足痛、靜脈瘤 教師、護士 

姿勢 重複動作 腕道症候群 收銀員、電腦操作員 

負荷 過重 疝氣、脊椎傷害 搬運工 

 

五、危害因子控制原則 

認清各種危害因子後，我們可以採取一些事前的準備動作，以管理、改變製程、改善方法、調整工

時、進行阻隔、個人防護等不同的手段進行控制工作，讓發生危害的機會在適當的準備下獲得控制，

讓可能的危害降低到可以容許或接受的程度，甚至解除可能發生的機會，以下簡要說明這些控制原

則。 

 

(一)密閉或取代有害發生源 

當有危害發生源時，應該以密閉方式阻隔危害物質與勞工接觸的可能，或以無毒性、低毒性的物質取

代可能發生危害的高毒性物質；如找不到適當的取代物則應在物質中加入厭惡氣味，當物質有洩漏可

能時，可讓勞工立即警覺及緊急處理。 

 

(二)改變製程或改善設備 

某些製程的改變(如將乾式作業改為濕式作業，可減少粉塵飛揚)或改善設備的效能(如替機器潤滑可以

降低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危害性。其次，應增加防護設施以降低勞工的可能暴露機會(如加裝隔熱裝置



可以阻擋高溫，局部排氣設施可以降低危害物質濃度)，或者使用自動化程序，避免勞工直接接觸危害

因子。 

 

(三)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可以從人員管理、健康管理及教育訓練著手 

人員管理：人員管理包括選工、工時與工作的調配及員工紀律的管理等，好的人員管理不僅可以選

擇合適的員工，避免過度暴露及防止工作場所抽菸、飲食或嬉戲所引發之危險等。 

健康管理：員工的健康管理除了定期監測員工的健康狀況，及早發現員工是否有因為暴露而發生職

業病的可能，還可以積極的採用健康促進的方法，鼓勵員工增進與維持自身的健康狀態。 

教育訓練：對員工進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可增進員工對危害因子的認知，學習安全衛生的工作態

度，進而提高員工的職業衛生意識，減少職業傷並發生的機會。 

 

(四)使用個人防護器材 

如果從發生源及製程或設備無法立即改善，或臨時性工作，則應替勞工準備個人的防護器材(口罩、耳

塞、防護衣等)來減少與危害物接觸的機會。但是個人防護是最後的考慮，絕不可以不先設法改善環境

條件就直接要求勞工使用防護具。 

 

參、國內外重要職業病介紹 

職業病會隨著工作型態與工作環境的改變而有不同，以下介紹國內外目前仍常見的職業病。 

職業性肺疾病：礦物性和生物性粉塵是引起職業性肺疾病的主因，這包括職業性肺部纖維化塵肺症

(矽肺症、石綿肺症)、職業性氣喘、過敏性肺炎、傳染性肺疾病及肺癌等。台灣過去煤礦業發達，煤礦

工人工作數十年後很多人得到塵肺症或矽肺症，這是目前國內申請理賠最多的職業病。 

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姿勢不良、負荷不當或重複動作等都會導致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肌肉、肌

腱、神經、韌帶、關節、骨骼的拉傷、扭傷、挫傷及發炎等急慢性傷害等都屬於這類疾病，國外這類

職業病的理賠佔很大比例，我國目前也將椎間盤突出及腕道症候群列舉為職業病種類。 

職業性癌症：工業上使用到的游離輻射線和許多化學物品是可能致癌物，如氯乙烯單體、聯苯胺、

4-胺基聯苯、苯、石綿、砷和巴拉刈等，可能造成的癌症種類包括鼻咽癌、肺癌、肝癌、肝血管肉

瘤、白血病等。 

職業性意外災害：職業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中，約有 30%是屬於嚴重傷害，如：斷肢、骨折、嚴重裂

傷、中毒、燒傷、視力受損或失明。大部分的意外災害是由於人為因素所造成，是可以經由預防而減

少其發生率，如：在工作程序上去除傷害的危險因子、加裝個人防護具或安全裝備、工具及職場環境

的改善以及落實職業安全教育等。 

職業性心血管疾病：危害物如二硫化碳、二氧化硫、氟氯碳化物、二氯甲烷、一氧化碳、硝化甘

油、砷、鉛、鎘、鹵化溶劑、噪音、工作壓力等，都曾被報導對心臟有害，而高溫等物理因素會加重

心臟的負擔，另外噪音也會令人煩躁而與高血壓相關。 

職業性生殖系統疾病：工作環境的暴露可能導致的生殖危害，包括：不孕症、流產、月經週期失



調、新生兒體重異常、先天性畸形或智能障礙等，然而除了一些已知的少數化學物質 (如：鉛、二溴氯

丙烷和二硫化碳) 和游離輻射外，大部分危害因子仍在評估當中。 

職業性聽力損失：有研究指出經常暴露在 85 分貝(dBA)以上的工人，就會有聽覺受損的問題，通常

聽力受損情形是逐漸惡化的，而一旦造成永久性聽力受損，就無法回復，因此在噪音環境工作的工人

必須每年定期作聽力檢查，以早期發現問題。 

職業性皮膚疾病：危害物如各種有機溶劑、石油、焦油、鉻酸鹽、游離性與非游離性輻射等，可能

造成的皮膚性疾病包括：接觸性皮膚炎、高溫或化學性燒傷、皮膚癌、化學藥品造成的皮膚染色、氯

剉瘡、髮囊炎和慢性振動傷害等。 

職業性神經系統疾病：包括中毒腦炎、多發性神經病變、中樞神經病變、巴金森症、小腦性失調症

等。有很多種工業用化學物質會引起中樞或周圍神經系統的傷害，而其中有很多神經系統的傷害是不

可逆的反應。台灣曾發生彩色印刷廠工人，使用正己烷當溶劑而發生多發性神經病變，無法站立的例

子。 

職業性肝疾病：危害物質如四氯化碳、氯仿、二甲基甲醯胺、黴菌毒素、氯乙烯單體和砷等，所引

起的肝臟傷害包括急性中毒性肝炎、急性膽汁滯留性肝炎、慢性纖維化、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等。 

職業性腎疾病：重金屬 (鉛、鎘、汞)、有機溶劑 (四氯化碳)、苯酚、五氯酚和砷化氫等物質會造成

急性或慢性之腎毒性。 

職業性精神或心理問題：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尤其是工作壓力引起的心理問題，如：躁鬱症和心

身症等。 

 

肆、健康監測與健康促進 

一、健康監測 

健康監測是為了瞭解勞工朋友們的健康情形，可以用「健康檢查」和「健康體能檢測」來達成這個目

的。定期健康檢查可以在疾病形成的初期，即早發現即早治療；而健康體能的檢測不僅可以評估一個

人的心臟、血管、肺臟及肌肉等組織是否都能發揮功能，使身體勝任日常工作、享受休閒娛樂生活並

應付突發的狀況，這樣不僅可以降低醫療成本及國家經濟負擔，也可以促進個人及社會健康，提升生

活及工作之品質。以下簡要說明健康檢查和健康體能檢測。國家經濟負擔，也可以促進個人及社會健

康，提升生活及工作之品質。以下簡要說明健康檢查和健康體能檢測。 

 

(一) 健康檢查：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勞工健康檢查包括體格檢查與定期健康檢查。體格檢查是指：於

雇用勞工從事新工作時，為識別該勞工是否適合此份工作，所舉辦的勞工健康檢查。如果勞工朋友的

新工作沒有特殊危險性，則只需接受一般體格檢查；如果勞工朋友的新工作具有特殊危險性，則必需

接受特殊體格檢查，這樣，不但可以避免讓勞工從事不適當的工作，也可以讓雇主找到能勝任工作的

健康工人。定期健康檢查是指：勞工在職期間，依其從事的工作內容(如粉塵作業、鉛作業、高溫作業

等)及年齡(＜30 歲、30~45 歲、＞45 歲)，所應定期實施特殊或一般的健康檢查。定期健康檢查可以



早期發現勞工的健康問題，如果檢查結果有異常項目，就要進行追蹤檢查並了解是否與工作有關。 

 

(二)健康體能測試 

良好的「健康體能」是指維持日常生活、工作及休息活動的體力基礎，同時也有助於降低或延遲慢性

病(如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的發生。由於我國已經成為高齡化國家，多數人都可能活到很

老，因此有必要努力保持甚至提升勞工的健康體能，延緩老化，使我們老當益壯。 

 

勞工體能評估，包括「健康體能」與「工作體能」二方面。「健康體能」包涵五大要素：(1)身體組成，

(2)心肺適能，(3)肌力及肌耐力，(4)柔軟度及關節活動度，(5)平衡、協調或反應﹔而「工作體能」是

指，與勞工職務直接相關的動作體能，如：抬舉、搬運、推或拉時的最大負重能力或耐力，及彎腰、

蹲、跪姿、爬、攀登高度、伸取範圍等功能性的能力。測量「工作體能」通常需要藉助精密的測量儀

器，比較適宜用實驗室的工作模擬評估，不易普遍應用於工作場所。測量「健康體能」，部份項目可以

容易地測得，例如「身體組成」的腰臀比(腰圍/臀圍)及身體質量指數(BMI，體重(Kg)/身高 (公尺)2)，

腹肌耐力(屈膝仰臥起坐)、背耐肌力(俯臥仰體運動)、單腳站立之平衡協調反應等項目可以簡易地測

得。 

 

二、健康促進 

在工作場所推行勞工健康促進，除可促進員工健康體能外，對雇主也帶來很好的效益，包括：降低醫

療費用、減少病假日數；提高員工士氣、生產力、工作動機與工作表現；改善員工生理、心理功能；

增加員工間或勞資雙方的互動及溝通機會；改善勞資關係，勞工感覺到雇主的關心，有助於增加對資

方的凝聚力。健康促進的內容包括：衛生教育活動、員工協助計畫、健康體能、職業衛生與安全、疾

病篩檢及健康諮詢等。在過去 20 年間，國外產業界開始提倡在工作場所推動各種健康促進活動，常見

的活動包括：戒菸、壓力調適與管理、體適能推廣、健康風險評估、下背痛預防和照護、營養教育、

體重控制、工作意外預防、血壓、血糖、膽固醇等篩檢活動，其他還有協助員工解決情緒問題的方

案。目前國內各作業場所真正推動健康促進計畫的並不多，但一些大型企業近年來也開始注重勞工健

康促進的課題，並開始實施作業場所健康體能促進計畫；同時，政府單位也開始調查國內企業推動工

作場所健康促進工作的意願、作法和困難情形，希望未來能夠針對目前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使每位

勞工不但不會因工作而受到健康危害，更可享受到職場健康促進計畫所帶來的健康效益。 

 

本篇內容引用法規為九十二年八月資料 

本篇內容引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工衛生與職業病預防概論"，並同意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