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學品分級管理-半定量工具
輔仁大學環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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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108年7月完成
針對具有容許暴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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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簡化流程

符合CNS15030健
康危害化學品

勞動部是否訂定
有容許暴露標準
(PEL)

採取作業環境監測

進行半定量
分級評估

有

沒
有

依作業環境監測結
果進行分級與管理

依定量模式推估結
果進行分級與管理

依工具評估結果
進行分級與管理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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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PDF


學校依法規規
定每半年進行
作業環境監測

本校108.7.31起執行

運用半定量工具進
行評比
本校109.7.31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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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種

107/07/01
新增溴丙烷



哪些化學品要分級管理?

•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第 2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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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危險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物理性危害者。

• 有害物：符合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具有健康危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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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因子暴露
(化學物質)

氣體、霧滴、
粉塵等...

暴露途徑

吸入、食入、
皮膚吸收

健康影響

健康檢查
Or

特別危害健康檢查

半定量模式 定量模式作業環境監測

1 PEL
(容許暴露標準)

0.5 PEL
(1/2容許暴露

標準)

結果管理分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使用工具不同
會有不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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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國際化學品控制工具箱
(Chemical Control Banding Tool-Kit)



危
害
性

高

低

眼睛或皮膚接觸危
害，SDS有出現一
定會有此危害群組，
不與上面5種比較



危害群組分類-C、D、S





固體粉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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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散佈性，如麵粉 中散佈性，如鹽

低散佈性，如糖。



網路查詢
19.5℃



19.5

25

製程或作業溫度對於液態化學品
蒸散或揮發有增加效益，固態
化學品則不會，固態化學品不考
量製程或作業溫度。





化學物質-氫氟酸
危害分類-D、S
散佈狀況-高
使用量-中

S類危害需有眼睛及皮膚接觸
防護措施



評估工具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線上工具

• https://ccb.osha.gov.tw/content/masterpag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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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cb.osha.gov.tw/content/masterpag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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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輔仁大學及系所

輸入：
實驗室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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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從SDS判斷出危害群組

線上工具依據資料庫協助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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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中文名稱，如：苯甲酸

化學品英文名稱，如：Benzoic Acid 

化學品國際文摘編號，如：65-85-0 

選填判斷結果，如：B、S

危害群組選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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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選項表示資料庫沒有，
依照SDS的危害資訊填寫，
由系統協助判斷。

選此選項表示依
資料庫內資料進
行帶入。

危害群組選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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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供應商提供之安全資料表 (SDS)化學品中英
文名稱與國際通用編碼 (CAS No.)輸入，三個
選一個輸入即可查詢，建議使用CAS No.進行
查詢。



單
一
純
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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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體就不需作業溫度
2.液體需作業溫度
3.氣體會直接認定為高散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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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天使用1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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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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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只使用CAS No.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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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在室溫下作業，選室溫下作業，線
上工具只以物質沸點判斷散布程度。
2.如果在高於室溫，則選高於室溫，
則必須輸入實際作業溫度。

查詢得知為90oC

填寫物質溫度與作業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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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天使用100mL，密度換算約149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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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職安署分級管理暴露控制建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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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業現場沒有暴露控制
措施或不足時，可參考建
議表單改善。

風險等級1
風險等級2

風險等級3 風險等級4

S類危害群組防護



具健康危害之化學品分級管理流程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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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分辨要進行評估之藥品或化學品
1).化學品清單與安全資料表 (SDS)
2).3年內有運作紀錄
3).混合物請將危害成分區分

Step2.收集評估分級所需資料並進行
1).危害等級 (SDS 危害辨識欄位)
2).散佈程度 (SDS物化性)
3).使用溫度 (液態化學品，依實際情況)
4).使用量 (每批次、每天或每週)

Step3.紀錄於彙整表與儲存執行紀錄表
1).紀錄現行危害控制措施 (局部排氣)。
2).使用氣體化學品控制方式為密閉輸送。
3).查核表依學校自動檢查系統為主。



分級管理結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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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暴露控制方式一定為密閉輸送，
線上工具預設散佈程度高，使用量
為大，但使用量仍照實填寫。



提醒重點
1. 利用「有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資料比對應用檔」查詢化學品是否有訂定容許暴露標準，有容許暴露標準請用

定量模式推估，無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則可先確認是否有健康危害，如有健康危害就執行半定量CCB。

2. 混合物沸點 (Boiling point,BP)不準確，建議上網查詢。
參考網站：Chemical book-https://www.chemicalbook.com/ProductIndex_EN.aspx

3. 固體與液體化學品暴露控制措施一定為局部排氣，氣體化學品則一定為密閉輸送，若現場作業實際防護措施
不是上述兩種，請通知環安衛中心。

4. 將須執行半定量CCB之化學品鍵入「化學品分級管理-半定量CCB評估整理表」中，並填上相對應資訊。

5. 利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 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線上工具>CCB線上導覽執行>輸入相關資訊>下載與印
出執行紀錄，並與該物質之安全資料表一同存放。

6. 將完成之「化學品分級管理-半定量CCB評估整理表」存檔並列印置於安全資料表資料夾中備查，電子檔統一
寄給系管理人彙整後送環安衛中心存查。

7. 如固體與液體化學品評估風險等級為等級3或等級4，請通知環安衛中心。

8. 如線上工具沒有資料，請依SDS內容進行判別；若混和物危害成分無法查到SDS或相關資料，請先留空，若沒
有CAS No.則可不必納入危害成分中。

9. 半定量評估結果之風險等級對應處理方式如下：
1) 等級1、等級2：每三年再執行一次評估作業即可。
2) 等級3、等級4 ：每三年再執行一次評估作業，如為液體或固體化學品，請通知環安衛中心，將確認現場

防護措施是否足夠。

10. 請實驗室於每年7月31日前完成化學品分級管理-半定量分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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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emicalbook.com/ProductIndex_EN.aspx


將實驗室有使用之化學品
名稱與CASNO貼上比對，
查核該化學品是否有訂定
容許暴露標準

1. 以本例子來說，可知實驗室持有甲苯、
硫酸及氟化氫須執行定量模式推估

2. 苯甲酸及三正丁胺則可先確認是否有健
康危害，如有健康危害就執行半定量CCB。

有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資料比對應用檔
http://www.ehs.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40

有容許暴露標準化學品資料比對應用檔20181214(中文名稱CASNO).xlsx
http://www.ehs.fju.edu.tw/generalServices.jsp?labelID=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