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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C常見健康危害現況。 

• 職業病案例簡介。 

• 職場健康服務的方式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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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2條 

 01 高溫作業 

 02 噪音作業  

 03 游離輻射作業 

 04 異常氣壓作業 

 05 鉛作業 

 06 四烷基鉛作業 

 23 粉塵作業 

 

 有機溶劑作業  
 07四氯乙烷作業 
 08四氯化碳作業 
 09二硫化碳作業 
 10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
業 

 11二甲基甲醯胺作業 
 12正己烷作業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 
 13聯苯胺及其鹽類等作業 
 14鈹及其化合物作業 
 15氯乙烯作業  
 16苯作業  
 17二異氰酸甲苯等作業 
 18石綿作業 
 19砷及其化合物作業 
 20錳及其化合物作業 
 24鉻酸或重鉻酸及其鹽類作業 
 25鎘及其化合物作業 
 27乙基汞化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 

 21 黃磷作業 

 22 聯吡啶或巴拉刈作業 

 26 鎳及其化合物作業 

 28 溴丙烷 作業 

 29  1 、3-丁二烯作業 

 30 甲醛  

 31 銦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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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分類 

• 物理性 

– 高溫作業、噪音作業、游離輻射作業、異常氣壓作業、
粉塵作業 

• 化學性及其他類 

– Group 1：聯苯胺及其鹽類、鈹及其化合物作業、氯
乙烯作業、苯作業、石綿作業、砷作業、黃磷作業、
鉻酸作業、鎘作業、鎳作業、甲醛作業 

– Group 2A：三、四氯乙烯作業 

– Other : 鉛作業、四烷基鉛作業、四氯乙烷作業、四氯
化碳作業、二硫化碳作業、二甲基甲醯胺作業、正已
烷作業、二異氰酸甲苯作業、錳作業、聯吡啶或巴拉
刈(paraquat)作業、汞作業、丁二烯作業、乙基汞化
合物、汞及其無機化合物、溴丙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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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研究中心（IARC） 

對致癌物質的分類 

http://monographs.iarc.fr/ENG/Classificatio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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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 特殊作業健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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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檢在職業疾病預防之角色 

    
   正式生產前測試                  生物偵測( Pb,As)                             治療 
   
 
   取代與使用危害                     健康檢查                                        復健 
   較少物質                                    (臨床前期) 
      
    
   工程控制危害                             診斷                                    失能評估處置              
                                                                                                                                  
     
    環境偵測                                                                                        補償                                                                                                                             
 
      
   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初段預防            次段預防      末段預防 



職場健康照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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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檢查 

無特殊異常 

健檢結果之統計分析 

檢查異常 
•體檢結果說明會 
•通知複檢 
•特殊個案追蹤與管理 
•一對一健康諮詢 

 

職場健康促進 

高血壓 
高血脂 
體重控制 
慢性肝炎追蹤防治 

慢性病防治 
個案健康管理 

職業相關疾病預防 

危害辨識及認知 
防護具使用確實 
健康檢查項目建議及規劃 
分級健康管理 
新進人員配工建議 
員工傷病後復工之建議 

建立使命感 
針對員工的需求 
與員工共同規劃 
擬定計畫並據以執行 
定期追蹤與修正 

 

•體檢結果說明會 
•參與健康促進活動 
•定期追蹤及醫療諮詢 

 

建議個人健康檢查項目 建議個人健康檢查項目 



健檢醫師與健康服務醫師權責 
                     

健康檢查 

健康分級管理 

     健康指導 

  工作適性評 

  估與建議 

      

        促進身心健康 

        與工作能力提升 

工作適性評估 

特殊危害工作者 

過勞、精神、人因工作相關疾病預防 

母性健康 

少年工 

健檢異常 

中高齡 

職災勞工 

會同職業衛生人員
危害暴露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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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前健康檢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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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 

工作需求  

職前健康檢查 
(針對作業別)  

無異常發現 

異常發現，不影響工 
作執行或導致危險 

 
異常發現，影響工 
作執行 
 

異常發現，可能增 
加工作者健康風 
險 

健康風險是否嚴重 
或無法恢復 ? 
公共安全造成危害? 

工作方式是否 
可以調整以增 
加效率或降低 
風險 

正常僱用 

 
告知員工異常 
追蹤計劃，正常 
僱用  
 

告知不予僱用 

工作方式調整 

或限制工作項目 

告知員工潛在 
風險，讓員工自 
行決定 

否或不確定 

是 

是 

否 



職業病案例介紹 
    --職業病認定原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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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相關疾病--轉變中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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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 
產業轉型 
勞工意識 

職業致病認知
能力提升 

就業形式浮現 
外包、自營、臨工 

新科技新製程 
奈米、資訊、生物、

新化學品 

派遣工 
外勞 

海外勞動 

長工時 
高負荷 

人因工程評估 
肌肉骨骼相關疾病增加 

職業病發現
率提高 

工作風險增加 
生活不穩定 
安全教育 

過勞或精神
疾病產生 

高風險工作 
職災率高 

致癌、基因突
變、影響生殖 

新危害 

工作場所虛擬化之
雇主責任 

新勞動條件 



異常結果是否與職業相關 
(職業病診斷的五個原則) 

• 客觀的生理證據，證實疾病 

• 暴露的證據 

• 符合時序性 

• 生物學上的一致性 (或流行病學證據) 

• 排除其他可能導致疾病的非職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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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的診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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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證據 

危害暴露的證據 

符合時序性 

符合人類流行病學 
已知的證據 

排除其他可能 
致病的因素 

職業病 

於醫學上有確實的診斷 

存在與疾病發生有關、具相當暴露
程度的工作相關的致病因子 

暴露在前，得病在後  

根據現有研究或報告支持 
工作相關的致病因子的合理性  

工作暴露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  



職業病鑑定及職災補償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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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主 
有 
異 
議 

向縣(市)政
府申請認定 
(勞工局) 

勞審 
工議 
同結 
意果 
 
 
 
 

雇主依勞動基準法 
    行職災補償   或 
  

向勞保局申請職業
災害保險給付 

雇 
主 
同 
意 勞 

工 
取 
得 
傷 
病 
診 
斷 
書 

勞保局審查不通過 
勞方同意 

依普通傷病 
給付 

屬 
職 
業傷 
                                     病 
 

勞雇雙方對認定結果 
無有共識或有異議  或 
  

縣(市)政府無法認定 

送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交職業病鑑
定委員會鑑定 

勞審 
工議 
不結 
同果 
意 
    
 
 
 

依職業傷病 
給付 

勞保局 
審查通過 

勞保局審查不通過且 
勞方不同意審查結果 

向勞工保險
監理委員會
申請審議 

非屬  
職業傷病 

勞雇雙方 
取得共識 

依一般傷病 
申請給付 

無一定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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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與職業相關疾病之定義 

• 職業病(occupational disease)： 
– 職業危害暴露幾乎是唯一因素 

– 例如：礦工與塵肺症或矽肺症、鉛作業與鉛中毒 

• 職業相關疾病(work-related disease)： 
– 職業危害暴露是導致疾病發生的原因 

– 例如：有機溶劑作業與肝功能異常、醫療院所工作人員與肺結
核感染、電腦文書作業與腕隧症候群 

• 工作是造成既有疾病惡化的原因： 
– 職業暴露會造成原有之疾病惡化 

– 例如：TDI(甲苯二異氰酸酯)與職業性氣喘、無機汞或鎘暴露
與腎臟疾病、氯化碳氫化合物與肝炎 

 
• 工作是造成疾病複雜成因的影響因素之一： 

– 數種危害暴露有協同效果 

– 個人易感受性(如基因型)影響疾病之發生 

職認 
業定 
病職 
鑑業 
定傷 
委病 
員範 
會圍 



職業病診斷與補償個案數比較示意圖 

 
給予補償 

legally probable  

職業病 

probably causal relationship  

(>50%) 

可能之職業病 

possible causal relationship (<50%) 

勞委會職業病 

鑑定委員會 

鑑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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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 
審查通過 

工作中之危害暴露 
與疾病有相關性 

評估工作中之危害暴露 
對疾病發生之貢獻度 

勞動部職安署
職業病鑑定委
員會鑑定通過 



勞保職業病種類項目 

第一類 
化學物質引起之疾病
及其續發症 

溴 丙 烷
（ Bromopropane ）引
起之中毒及其續發症 

溴丙烷 使用、處理、製造溴丙烷或暴
露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第二類  
生物性危害引起之疾
病及其續發症 
 

退伍軍人症 從事冷卻水塔維修、牙科門診等工作或工作於
中央空調辦公室、旅館、醫院、安養院、精神
病院、漩渦水療等有感染退伍軍人症之虞的工
作場所。 

第三類 
物理性危害引起之疾
病及其續發症 
 

旋 轉 肌 袖 症 候 群
（ Rotator cuff 
syndrome） 

1.長期重覆舉手過肩的工作。 
2.職業上須瞬間肩部強烈運動。 

第四類 
其他危害引起之疾病
及其續發症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der) 

工作中遭受嚴重身體傷害(Physical injury）之
後所發生的精神症候群。 

第六類 
致癌之特定製程所引
起之癌症 
 

肺癌 煉 焦 爐 作 業
（ Coke oven 

emissions） 

暴露於煉焦爐廢氣之作業。 

第七類 職業性肺病 鈹肺病 鈹 使用、處理、提鍊鈹或暴露於
其金屬燻煙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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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職業性癌症 

肺癌,喉癌,間皮細胞瘤（胸膜,

腹膜,心包膜） 

石綿（Asbestos），包括含石
綿的滑石（Talc） 

使用,處理,製造石綿之作業或暴露於其纖
維粉塵之工作場所。 

泌尿道癌症 二胺基聯苯及其鹽類
(Benzidine and its salts) 

使用,處理,製造左列物質之作業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β萘胺及其鹽類(β-

Naphthylamine and its salts) 

使用,處理,製造左列物質之作業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四 胺 基 聯 苯 及 其 鹽 類 (4-

Aminodiphenyl and its salts) 

使用,處理,製造左列物質之作業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肺小細胞癌 雙氯甲基乙醚Bis(chloromethyl）
ether [BCME] 

使用,處理,製造左列物質之作業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肺癌 六價鉻（Chromium VI）及其
化合物 

使用,處理,製造六價鉻之作業或暴露於其
粉塵之工作場所。 

皮膚癌,陰囊癌,肺癌 煤焦油（Coal tar） 使用,處理,製造煤焦油之作業或暴露於其
蒸氣之工作場所。 

皮膚癌,陰囊癌,肺癌,膀胱癌 煤焦油瀝青（Coal tar pitches）使用,處理,製造煤焦油瀝青之作業或暴露
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皮膚癌,陰囊癌 礦物油（Mineral oil） , 頁岩
油（Shale oil） 

使用,處理,製造礦物油、頁岩油之作業。 

皮膚癌,肺癌 煤煙（Soots）,焦油（ Tars）
,and（ Oils）  

使用,處理,製造煤煙、焦油之作業或暴露
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氯乙 烯單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引起之肝血管肉瘤 

氯乙 烯單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使用、處理、製造氯乙烯單體之作業或

暴露於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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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職業性癌症 

血癌 苯（Benzene） 使用,處理,製造苯之作業或暴露於其蒸氣
之工作場所。 

血癌,皮膚癌,甲狀腺癌,骨癌,乳
癌 

游離輻射線（Ionizing 

radiation） 

使用,處理,製造游離輻射線之作業或工作
場所。 

肺癌,鼻竇癌,鼻癌 無機鎳及其化合物（Inorganic 

nickel and its compounds） 

使用,處理,製造鎳之作業或暴露於其粉塵
之工作場所。 

皮膚癌,肺癌,肝血管肉瘤,肝癌,

腎盂癌,輸尿管癌,膀胱癌 

無機砷及其化合物（Arsenic 

and its compounds） 

使用,處理,製造無機砷之作業或暴露於其
粉塵之工作場所。 

肺癌 鈹及其化合物(Beryllium and 

its compounds) 

使用,處理,製造鈹之作業或暴露於其粉塵
之工作場所。 

肺癌 鎘及其化合物(Cadmium and 

its compounds) 

使用,處理,製造鎘之作業或暴露於其粉塵
之工作場所。 

血癌 環氧乙烷（Ethylene oxide） 使用,處理,製造環氧乙烷之作業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肝癌 B型肝炎或C型肝炎 醫療保健服務業工作人員因針扎、噴濺
等途徑，或其他因工作暴露人體血液、
體液導致感染之後所致。 

長期暴露於游離結晶二氧化矽
粉塵所引起的矽肺症合併肺癌 

游離結晶二氧化矽粉塵 使用、處理、製造游離結晶二氧化矽粉

塵之作業或暴露於其纖維粉塵之工作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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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職業性癌症 

甲醛引起的鼻咽癌 甲醛 使用、處理、製造甲醛之作業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 

橡樹與山毛櫸加工粉塵引起的
鼻腺癌、鼻竇腺癌 

橡樹與山毛櫸 使用、處理、製造橡樹與山毛櫸加工之

作業或暴露於其纖維粉塵之工作場所 

肝細胞癌 氯乙 烯單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使用、處理、製造氯乙烯單體或暴露於

其蒸氣之工作場所，需有該工作經歷，

暴露至發病至少十年。 

膀胱癌 3,3 -二氯-4,4-二氨基苯化甲
烷（MOCA） 

使用、處理、製造3,3 -二氯-4,4-二氨基

苯化甲烷（MOCA）之作業或暴露於其

蒸氣之工作場所。 

腎臟癌 三 氯 乙 烯
（Trichloroethylene） 

使用、處理、製造三氯乙烯或暴露於其

蒸氣之工作場所。 

白血病、淋巴癌 1,3丁二烯（1,3-Butadiene） 使用、處理、製造1,3丁二烯或暴露於其

蒸氣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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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職業病的發生 

 減少工作環境中有害物質濃度—作業環境控制。 

 減少人體在工作環境中有害物之暴露接觸—通風
及密閉操作、個人防護。 

 定期健康檢查（健康監測）—配工及預防性追蹤。 

 疾病監測—醫師對個案的收集問診工作史及相關
暴露之資料提供。 

 流行病學追蹤—發現高危險群、找出致病原、評
估作業環境改善成果、篩檢工具效果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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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廠服務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7 條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臨廠服務辦理下列事項： 

• 一、勞工之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 

• 二、職業傷病及一般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
處置。 

• 三、勞工之預防接種及保健。 

• 四、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 五、勞工體格、健康檢查紀錄之分析、評估、管理與保存
及健康管理。 

• 六、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錄之保存。 

• 七、協助雇主與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實施職業病預防及工作
環境之改善。 

•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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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廠服務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8 條 

為辦理前條第四款及第七款業務，雇主應使醫護人員會同
勞工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一、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二、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調查勞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連性，並對健康高風
險勞工進行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
措施。 

 四、協助提供復工勞工之職能評估、職務再設計或調整
之諮詢及建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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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檢醫師與健康服務醫師權責  
                    有利於貢獻專業於勞動力 

健康檢查 

健康分級管理 

     健康指導 

  工作適性評 

  估與建議 

      

        促進身心健康 

        與工作能力提升 

工作適性評估 

特殊危害工作者 

過勞、精神、人因工作相關疾病預防 

母性健康 

少年工 

健檢異常 

中高齡 

職災勞工 

會同職業衛生人
員危害暴露評估 

會同人資部門 
增加專長訓練 
及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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