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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有效的保護人員的安全與健康並使災害損失減到
最低。

2. 適用範圍：
凡本院研究部轄下實驗室人員遭遇下列情況時，
均適用之：
2.1 天然災害
2.2 人員感染或環境污染
2.3 翻倒或打破裝有實驗材料或具危險性物質之容

器

8.1 實驗室意外事件緊急應變辦法



2.4人員吸入、扎傷、潑濺之情況
2.5 實驗動物逃脫
2.6 其他

3.作業說明
3.1火災(包括爆炸) 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3.1.1 實驗室以外區域失火
3.1.1.1 確認火災發生地點
3.1.1.2 有立即的危險時，疏散至空曠地

區。
3.1.2 實驗室內失火

3.1.2.1 通知中央監控人員求援
(#3703)



3.1.2.2 找出起火點
3.1.2.3 關閉易爆氣體鋼瓶，切斷電源，同時

移開易燃物品
3.1.2.4 滅火
3.1.2.5無法撲滅時，立刻疏散至空曠地區
3.1.2.6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含)以上之實驗

室，離開時，將大門關閉
3.1.3事件後處置措施

3.1.3.1 通知實驗室負責人以及生物安全官
3.1.3.2 若有人員受傷，則需進行「個人傷害

或暴露緊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3.1.3.3 實驗室負責人或代理人填寫「生物安全

意外事件通報單」投影片
3.1.3.4 訓練教材

3.2 水災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3.2.1 聯絡中央監控室
3.2.2 阻隔
3.2.3 工務組
3.2.4 疏散
3.2.5 事件後處置措施

3.2.5.1工務組
3.2.5.2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3.2.5.3 訓練教材



3.3 地震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3.3.1 保護自身安全為首務
3.3.2 關閉電源及火源
3.3.3 避難處門扇打開
3.3.4 將樣本放回培養箱，再離開
3.3.5 事件後處置措施

3.3.5.1 檢查是否有噴濺發生，清理無安全考
量之噴濺區域。

3.3.5.2 若噴濺區域有安全考量時，依據緊急
應變處理標準程序進行相關措施

3.3.5.3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3.4 停電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3.4.1緊急電源
3.4.2緊急照明燈
3.4.3事件後處置措施

3.4.3.1 若有人員受傷，則需進行「個人傷
害或暴露緊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3.4.3.2 通知實驗室負責人以及生物安全官
3.4.3.3 連絡維修組
3.4.3.5「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3.4.3.6 訓練教材



3.5 離心機不良操作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3.5.1讓機器密閉30分鐘
3.5.2清理碎片
3.5.3擦拭消毒
3.5.4未破損離心管泡在有消毒劑容器中，回收

使用
3.5.5事件後處置措施

3.5.5.1人員受傷，進行「個人傷害或暴露緊
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3.5.5.2「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3.5.5.3 訓練教材



3.6 化學性物質發生潑灑緊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3.6.1 向實驗室負責人報告
3.6.2 化學溢出物之處理，請參照實驗室之「物

質安全資料表」與「化學危險物質的處理
作業流程 」

3.6.3若化學溢出物具揮發性，則先疏散人員
3.6.4 將潑灑區域標示出來，並禁止其他人員靠

近
3.6.5事件後處置措施：

3.6.5.1通知實驗室負責人
3.6.5.2人員受傷，進行「個人傷害或暴露

緊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3.6.5.3具毒性化學物之潑灑意外，填寫
「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

3.6.5.4 訓練教材



3.7 生物性感染物質發生潑灑之緊急應變處理標準
程序
3.7.1 第二級（含）以上危險群微生物，不慎濺

灑，應立刻向實驗室負責人報告
3.7.2 用抹布或紙巾覆蓋，倒上稀釋10倍漂白水

，作用20分鐘
3.7.3 擦拭時，著完整的保護裝置
3.7.4 玻璃容器應使用鑷子清理
3.7.5 用消毒劑擦拭污染區域
3.7.6 將污染物滅菌
3.7.7 感染性物質如接觸到身體，則進行「個人傷

害或暴露緊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3.7.8事件後處置措施
3.7.8.1通知實驗室負責人以及生物安全官
3.7.8.2「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3.7.8.3 訓練教材

3.7.9不明原因高燒、咳嗽、頭痛或腹瀉等相關症
狀，應先戴上口罩

3.7.10 儘速告知實驗室主管及通知生物安全官
3.7.11依「人員疑似感染緊急應變標準作業流程」

辦理。



1.目的：
為因應實驗室緊急意外事件造成個人傷害或暴露於
危險情況或物質時，特訂定本辦法以供實驗室人員
遵循。

2.適用範圍：
凡本院研究部轄下實驗室人員遭遇下列情況並造成
個人傷害或暴露於危險情況或物質時，均適用之：
2.1天然災害
2.2造成人員感染或環境污染

8.2個人傷害或暴露緊急應變處理標準程序



2.3翻倒或打破裝有實驗材料或具危險性物質之容
器

2.4吸入、扎傷、潑濺之情況
2.5實驗動物逃脫
2.6其他意外事件

3. 作業說明：
3.1用大量清水沖洗受傷部位5至15分鐘，使用適當

的皮膚消毒劑處理
3.2如滲入衣服，則立即將被污染之衣服脫去，進行

沖洗



3.3濺到眼睛時，沖洗眼睛5至15分鐘。若仍感不適，
則儘速送醫

3.4如吸入化學物質時，將患者至於空氣流通處，送
醫

3.5若有其他情形，進行相關應變措施



9. 結論



9.1 遴選適當人員參加專業訓練並擔任安全管理工
作。

9.2 例行稽核實驗室環境藉以發現潛在危害並擬定
各項應變計畫。

9.3 持續性的執行新進及現任人員之安全訓練。
9.4 現有各項設備功能之維修保養。
9.5 定期監測可能污染之環境。
9.6 設計或變更現有實驗室時，重新考慮對消防、

通風、物料儲存、供水及人體工學方面可能帶
來之影響。





職災、扎傷通報流程



















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發 生 時 間 相 關 人 數

年 月 日
時 分

事 件 摘 要

事 件 經 過

處 理 情 形

通

報
單

位

通報人∕Tel：

生物安全業務主管∕Tel：

實驗室主管∕Tel：

備

註

備註:1.意外等級第二級以上之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方式－採電話與書面併行制，先以電話向本

局通報再傳真本通報單至本局。
2.運送感染性生物材料或傳染病病人檢體時，因意外導致感染性生物材料或檢體發生外溢之情

事，運送人員應立即先以電話通報地方主管機關及本局，再傳真本通報單至地方主管機關及
本局。

投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