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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任何實驗應明訂操作程序、作業條件及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2.廢液應予以處理或分類存放，不得傾倒於水槽

3.危害性化學物質應依危害通識規則或環保法令相關規定標示之。

4.化學品應妥善管理。危險物、易燃品、毒性化學物質應存放於指
定位置，有害廢棄物及逾期不用之化學藥品應依規定申報作廢，
不得任意棄置。

5.使用化學藥品，應於現場明顯處放置化學物質資料表及緊急洩漏
處理設備。

6.化學藥品使用後，需放回原處。冷藏化學藥品、樣品之冰箱、冷
藏櫃不得放置食品、飲料。

7.烘箱、蒸餾器等加熱設備附近禁放置易燃物及爆炸化學藥品。

8.可燃性或毒性氣體儲存區應保持良好通風，避免日曬，且周圍二
公尺內不得放置易燃、可燃或其他危險性物質。



9.在煙櫃內配製藥品前需先將抽風裝置打開，等三分鐘後再進行作
業，且其煙櫃之玻璃窗高度，應低於人員操作時之呼吸帶高度。

10.排煙櫃之風速應定期予以測定，若低於法定值時，需通知製造商維
修。

11.排煙櫃內應保持整潔，不可放置與實驗無關之物品。

12.所有高壓鋼瓶均應以鐵鍊固定，並置於通風良好之處，其儲存場所
室溫不得超過40℃，下班前需檢查其開關是否關閉。

13.從事任何實驗前，應確認做好安全評估，充分瞭解使用設備之安全
狀況及使用藥品之毒性、物性、化性及正確使用方法，並對製程可
能發生之中間產物及危害提出預防方法，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14.進入實驗室從事實驗時，應配戴必要之個人防護具，如安全眼鏡、
安全鞋、防護手套及防毒面具等。

15.在實驗室內操作，一律穿實驗衣及手套，必要時須配戴安全防護鏡
及防護口罩。

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16.進行有爆炸之虞的實驗，應於正對身體前方放置安全檔板或其
他有效的防爆措施。

17.會產生毒性、腐蝕性蒸氣之作業時，應在抽氣櫃內進行。

18.儀器設備使用後，需關掉電源開關。

19.操作高危險性化學藥品實驗時，需通知實驗室內的同仁照應，
以防意外。

20.一切有關工作之安全評估、設備及防護裝置未準備妥善時，不
准操作有高危險性之實驗。

21.操作儀器、設備或化學藥品若不慎發生意外，應儘速通知同仁
及安全衛生管理人員儘速處理。

22.實驗室成員均須瞭解滅火器之使用方法，並確知實驗室各項安
全衛生設備（如緊急沖淋器、防洩吸收棉、急救箱、個人防護
具及逃生口等）之所在位置及使用方法。

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本次課程目標

何謂生物性危害？

RG？ BSL ？ BSC ？分類分級？

優良微生物操作技術

本院生物安全審查事務



生物性危害(Biohazards)
植物、動物、微生物或是其產物可
影響人類健康或是造成不舒適具潛
在風險

生物性危害：

– 感染

– 過敏

– 中毒



生物性危害

感染（Infection）：生物體在人體內繁殖生長
所致(如：流行性感冒、痲疹、肺結核)

過敏（Allergy）：生物體以過敏原角色經重
覆暴露致使人體免疫系統過度反應所致(如：
過敏性肺炎、氣喘、過敏性鼻炎)

中毒（Toxicity）：暴露於生物體所產生之毒
素（細菌內毒素、細菌外毒素、真菌毒素）
所致(如：發燒、發冷、肺功能受損)



病原微生物依其危險性為基礎之分類

第一級危險群（Risk group 1 , RG1）微生物：

與人類疾病無關。

第二級危險群（Risk group 2 , RG2）微生物：

微生物在人類所引起的疾病很少是嚴重的，而且通

常有預防及治療的方法。
第三級危險群（Risk group 3 , RG3）微生物：

第三級危險群微生物在人類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
疾病，可能有預防及治療之方法。

第四級危險群（Risk group 4 , RG4）微生物：

在人類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常無預防
及治療之方法。

依據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三年六月增修之「基因重組實驗守則」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區分- WHO

GMT：標準微生物操作程序

(負壓)(

(BSL1)

(BSL2)

(BSL3)

(BSL4)

(RG1)

(RG2)

(RG3)

(RG4)



生物安全防護設備簡介--
生物安全櫃的選擇與注意事項

不要把化學櫃或層流櫃當作BSC使用

化學櫃 層流櫃 生物安全櫃(BSC)



化學櫃、層流櫃與生物安全櫃之比較

化學櫃

層流櫃

生物
安全櫃



生物安全櫃的等級



生物安全櫃的選擇

微量放射物質Class II type A2加外排 70％循環）

Class II type B1 （30％循環）

大量放射物質Class II type B2 （0％循環）

c

Class II type A2 Class II type B1 Class II type B2



不阻擋柵欄

使用前後消毒工作台面

窗戶開到正確高度

確定所需物品到位

清潔與骯髒物品分開擺放(Clean  to Dirty)

生物安全櫃(BSC)的使用原則



標準微生物操作程序(GMT) (I)

1. 實驗室外面要標示實驗室安全等級、負責人及聯絡人

2. 實驗進行中實施門禁管制

3. 實驗衣必須與平時穿著之衣服分開置放

4. 感染性物質工作區必須備妥有效消毒劑(酒精、漂白水)
5. 創傷傷口要以防水衣物覆蓋

6. 處理感染性物質或動物，脫掉手套後及離開實驗室前須洗手

7. 在實驗室內必須先脫掉手套才可外出接聽電話*或開門窗

8. 實驗室及實驗動物房內禁止飲食、抽煙、化妝或處理隱形眼
鏡



標準微生物操作程序(GMT) (II)

09. 實驗室禁止用口吸取檢品、溶液

10. 小心操作以減少濺灑及氣霧之產生

11. 實驗室保持乾淨整潔，文書處理要與感染性工作區
分開

12. 工作檯面須每天至少清理消毒一次，如有任何活性
感染物灑落，立即消毒。

13. 所有培養物及實驗之感染性廢棄物丟棄前均需經高
溫高壓滅菌處理。

14. 禁止穿著實驗衣離開實驗區到餐廳、員工休息區、
辦公室及其他公共場所

15. 例行昆蟲及屬類之防治



Biosafety Level 1-standard work practices

依標準微生物操作程序程序(GMT)
考量使用goggles or face shield
小心使用注射針

實驗過程避免產生氣膠(aerosol)



Biosafety Level 2 (I)-standard work practices

遵循所有第一級規範

所有工作在生物安全櫃裏操作, 特別是會產生
aerosol的操作。

廢棄物物送離實驗室前必需先除污,一般以高

壓蒸氣滅菌法

例外: 含放射線及致癌物，絕不可以高壓蒸氣滅
菌法。若同時含生物性廢棄物，以化學方法(EO 
gas)滅菌，但注意不要產生毒性物質，如放射性
碘加含氯消毒水。



Biosafety Level 2 (II)-standard work practices

限制非授權人員進入。

操作人員必需接受適當的訓練

門口上張貼生物危害等級標誌

考量提供預防注射(B肝、C肝疫苗)或使用物質之測
試 (如TB skin tests)
考量定期收集人員血清抗體資料



花蓮慈院生安審查事務

基因重組審查

感染性生物材料及傳染病病人新
增、寄存、分讓審查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審查



如何申請基因重組審查？

(一)首先備妥以下資料：

1.填寫生物(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一份，由計劃主持人

簽名。
2.計劃書一式四份。(需編頁碼)
3.檢附下列文件一式四份。
實驗室操作人員訓練證明(對外)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證明(對外)

(二)送生物安全委員會審查
協力樓9樓辦公室鄧育賢(分機3118)

花蓮慈院生安審查事務-基因重組審查



如何申請感染性生物材料及傳染病病人新
增、寄存、分讓審查？
(一)首先備妥以下資料：

1.填寫感染性生物材料及傳染病病人新增、寄存、分讓申請同意書

一份，由申請人簽名。

2.檢附下列文件一式四份。
感染性生物材料儲存及銷毀方式之作業規範或相關說明文件
實驗室操作人員訓練證明(對外)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證明(對外)

3.申請用途若非臨床用，請附計劃書一式四份。(需編頁碼)

(二)送生物安全委員會審查
協力樓9樓辦公室鄧育賢(分機3118)

花蓮慈院生安審查事務-感染性生物材料及傳染病病人新增、

寄存、分讓審查



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審查？
(一)請各實驗室至研究部網站，下載實驗室安全檢

查表，並於每年年底進行自評。

*實驗室安全檢查表BSL1#
*實驗室安全檢查表BSL2
*實驗室安全檢查表BSL3

(二)自評表完成後，繳至生物安全委員會
協力樓9樓辦公室鄧育賢(分機3118)

花蓮慈院生安審查事務-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審查













指醫療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
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
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物
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
製藥工廠，於醫療、醫事檢驗、驗
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材料製
造過程中產生附表三(如下表)所列之廢
棄物

生物醫療廢棄
物



生物醫療廢棄物
附表三、生物醫療廢棄物



附表三、生物醫療廢棄物(續)

生物醫療廢棄物



謝謝聆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