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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是呼吸防護成功的基礎

 教育訓練是呼吸防護具正確穿戴的第一步

 提供呼吸防護訓練是雇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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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流感口罩沒效
奇摩網站 聯合新聞網更新日期:2006/09/17 03:20 記者:本報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國家科學院」轄下的「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簡稱IOM）
表示，如果全球爆發流行性感冒重大疫情，口罩應被視為不得已才用上的防疫工
具，因為迄今少有科學證據支持其防疫效果。IOM委員會表示，醫療人員使用簡
單的手術口罩或過濾性強的N95口罩，主要是為了避免自身的細菌傳播傷口或易
受感染的病人，而非阻絕外來的病毒；但特定的過濾口罩的確可以避免感染肺結
核等呼吸道疾病。
有些流行病專家擔心，使用口罩會讓人產生錯誤的安全感，甚至可能使民眾更敢
於置身人群或接近病患，因此其結論是：「保護呼吸道是控制病毒傳染的最後手
段」。
事實上，N95口罩能否有效防禦流感病毒，尚未通過測試，這種口罩的確可用來
阻隔小分子，但口罩必須適合使用者的臉型，以免空氣從兩側進入。此外，這種
口罩尺寸選擇少，沒有適合兒童的大小，且長時間使用會感覺呼吸不適。
此外，由於預期禽流感或其他超級流感病毒一旦流行，可能使口罩需求量勁升，
美國衛生官員要求 IOM裁定口罩再次使用時，安全性是否相同？因為，如果一樣
安全，便可節省供應量，但專家強烈建議，口罩一般應只用一次即丟棄，切勿重
複使用。



八大記者證實感染H1N1
自由時報 更新日期:2009/09/03 04:09 記者林南谷／台北報導

• 八大電視台新聞部一名女性文字記者，昨天確定感染H1N1新型
流感，目前在家隔離治療，由於她感染後曾進入電視台辦公，
該台得知她感染後如臨大敵，迅速展開地毯式消毒與人員量體
溫檢查，至昨天為止，已有效控制未發現其他病例。

發燒上班檢查病例確定

• H1N1新型流感疫情在全台蔓延，昨天媒體圈首度傳出八大有一
名年約24歲的女記者感染H1N1，據了解，該名記者至上週五前
一切正常，當晚她搭乘高鐵返回高雄家時，鄰座某位戴口罩的
男子不斷咳嗽，她因為也戴著口罩，自覺已做好防護措施。

• 隔天她和多位朋友驅車赴屏東縣林邊鄉找同學，欲協助同學清
理家園，後因同學已經清理完畢而原車折返高雄，期間該名記
者未發現任何異狀；週日她搭高鐵北上時，也全程戴口罩，直
到週一早上醒來時發高燒，隨後她進入電視台上班，遂向長官
報告發燒感冒，不久即赴三總檢查，才證實感染H1N1。



一般民眾使用平面口罩與N95口罩效果差別不大，
N95口罩沒有正確使用，效果可能與一般平面口罩一樣。



Physical interventions to interrupt or reduce the spread of respiratory 
viruses: Systematic review
Tom Jefferson et al., 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2008 January 12; 336(7635): 77–80.
Pooled estimates of effect of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to interrupt transmission of SARS from case-control studies

醫護人員感控措施，洗手與口罩都可預防感染
N95口罩防護效果比平面口罩好，因此正確佩戴N95口罩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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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5 防護具與手術面罩之洩漏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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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手術用面罩的數目對保護係數的影響



特殊機能口罩空氣阻抗與密合度係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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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年度營造業以外行業重大職災實例摘要

61.從事機台保養不慎吸入有害物致死
一、行業種類：半導體製造業

回到B8區想幫陳○○作PM。在距離機台一公尺處，發現陳○○橫臥在機台旁，我即先取
下它的空氣輸氣管面罩、拔除氣體接頭，及立刻找人幫忙協助。後陳○○雖經該公司急救
人員及緊急送醫急救，惟仍因傷重不治死亡

雖然陳○○曾接受機台維修保養（PM）之教育訓練，但因平時未曾單獨一人執行此項工
作，故亦未曾單獨執行事故場所DP5KW之維修保養，故對於此處之氮氣管路及空氣專用
管路位置不甚清楚，且誤以為其所接之氮氣管路可供應空氣（此部分氮氣管路連接端未有
標示）；另○○雖有接受個人防護具之教育訓練，訓練課程亦有半面護具及SCBA之戴用
測驗，惟其對於PM時所應使用之輸氣管面罩並未有確實之認知訓練，故以為一般快速接
頭（非專用PARK型接頭）亦可以使用。

正確教育訓練，勞工才能正確使用防護具，才
能實質保護勞工。

http://www.cla.gov.tw/site/business/41733649/41735009/41738a77/41738bdd/files/%A4K%A4Q%A4E%A6~%AB%D7%C0%E7%B3y%B7~%A5H%A5~%A6%E6%B7~%AD%AB%A4j%C2%BE%A8a%B9%EA%A8%D2%BAK%ADn(%B5L%AA%FE%B9%CF).doc


安全衛生法規中對於防護具要求，
事業單位如何落實

•現行法規中僅要求「適當」及「確實使用」！

•「正確」的呼吸防護具應該有所本；「有效」的
呼吸防護具應該有證據！

•未來將透過「呼吸防護計畫」的實施來進行全面
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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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教育訓練

呼吸防護訓練內容



那麼應該訓練什麼?應該包括哪
些內容?一般應該包括

為何需要使用呼吸防護具(所面臨可能危害物，危
害物型態，相對控制管理措施，可能暴露濃度，
為何挑選此類型呼吸防護具等)

如何正確穿戴(穿戴方法與頤帶調整方式，實際練
習)

如何正確使用(穿戴呼吸防護具之人，事，時，地，
物…。什麼地方，什麼人，要佩戴什麼防護具)

如何進行維修與保養(平常或使用後呼吸防護具應
該如何維護保養，維護保養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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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使用限制呢(呼吸防護具並非萬能的，使用
呼吸防護具並不會將危害消除，只是將可能風險
降低，因此使用上必然有些限制，再者，所選用
呼吸防護具係針對特定危害，面對不同危害時，
呼吸防護具有所限制)

選用的呼吸防護具有那些功能呢(對於為何選用此
類型之呼吸防護具原因，該防護具所具備之功能，
有何測試數據)

如何有效地使用呼吸防護具呢(要達到呼吸防護具
之功能，也必須正確使用並且佩戴密合)

呼吸防護具儲存與棄置(呼吸防護具合時要更換，
又應儲放在何場所，才不會影響呼吸防護具性能)



CNS 14258

建議應設置呼吸防護具管理人員，收集整理相關訊
息並且安排適當教育訓練；所安排之教育訓練應該
包括下列事項：

1.以儀器判別環境中是否有害氣體及其危害情況為何。

2.防護具之有效性及選擇之理由。

3.所使用防護具之性能、特徵、及使用上應注意事項。

4.防護具的密合檢點及密合度測試方法。

5.對於緊急狀況之認知及處理方法。

6.有關使用之法令規定等。

7.其他必要之事項。
19



20

使用者教育訓練

 呼吸防護訓練時機與內容

編輯適合使用者的課程
 教育程度

 工作熟悉度

運用使用者熟悉語言

於使用者使用呼吸防護具前提供訓練

繼續教育訓練
 作業型態改變時

 使用其他類型呼吸防護具時

 有需要再訓練的要求提出時

 年度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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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自願使用者管理

使用那一種類型呼吸防護具

註：若雇主評估工作環境不需要使用，而且也
沒有提供呼吸防護具，但是勞工希望能更降低
風險，當然勞工可自行購買呼吸防護具來佩戴，
這種勞工稱為{自願使用者}，對於自願使用者，
一般不需要管理，不過應該評估所使用呼吸防
護具類型是否會造成其他風險。

使用者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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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訓練與管理建立查核表
使用者具有下列相關知識

 為何需要使用呼吸防護具、如何使用、穿戴與維護
 呼吸防護具有那些使用限制
 如何檢查呼吸防護具
 維修與儲存方式

使用者瞭解訓練目的與內容
於使用者使用呼吸防護具前提供訓練
繼續教育提供

 作業型態改變時
 使用其他類型呼吸防護具時
 有需要再訓練的要求提出時
 年度教育訓練

使用者教育訓練



佩戴練習

在經過教育訓練之後，當勞工實際佩戴呼吸
防護具作業時，應該可立即正確佩戴並進行
工作。若無佩戴練習，勞工將無法在實際佩
戴作業時確實使用。因此教育訓練除了課程
以外，最重要的是必須包含實際佩戴練習，
並在練習時給予適當指導。指導項目包括：

23



1. 防護具正確且迅速之佩戴及脫卸方法。

2. 各部位之調節方法：例如頭部繫帶的調整以避免面體過度壓迫
佩戴者臉部；背帶的調整以避免防護具佩戴得不夠穩定；或空
氣量調整以避免空氣量過多或不足，造成呼吸困難或有壓迫感
等。

3. 密合檢查方法：佩戴防護具面體時應該特別注意因密合不良造
成防護率下降，例如繫帶未充分繫緊或過度繫緊而影響密合。
因此平時應有充分訓練，以提高密合程度。訓練的內容應包括
如何提高密合程度的佩戴及調整、密合檢點及密合度測試等方
法。

4. 預估可使用時間之簡易判斷方法。

5. 防護具密合不良或故障之判斷方法及排除異常狀況之對策。

6. 濾材、濾罐、淨氣罐等消耗材或排氣閥、吸氣閥等消耗零件更
換時機之判斷方法。

7. 佩戴人員必要時進行呼吸防護具簡易維護及檢查之方法。
24



定期訓練

呼吸防護具的佩戴者應接受定期的訓練；訓練
週期依防護具的形式型式與使用型態而異。定
期訓練在以下兩種情況尤為重要；為便於管理
，所有的訓練應留下記錄：

非經常性、但有必要佩戴呼吸防護具的情況。

在緊急逃生用途使用呼吸防護具的情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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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穿戴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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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式口罩穿戴

(3)

(4) (5)

(1)
(2)

使用者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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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口罩頭帶調整
到最鬆的位置方
面佩戴，一手穿
過頭帶，托住口
罩的下方

將口罩放置於臉
部正確位置，再
將下方頭帶往後
拉，固定在腦後
適當位置

將口罩上方頭帶
往後拉，固定在
後腦適當位置

適當拉緊上下頭
帶，以達到最舒
適的鬆緊

調整鼻樑部的鋼
片，使口罩形狀
密合鼻樑部的形
狀

拋棄式口罩佩戴步驟



29

半面罩防毒面具穿戴

使用者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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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BA穿戴

使用者教育訓練



A級防護衣與自攜式呼吸防護具

 A級防護衣：

一般A級防護衣必須要能避免危害物接觸皮
膚，一般為氣密式。

氣密式防護衣將人與外界完全隔離，因此人
員必須自行背負呼吸空氣。

 自攜式空氣呼吸器：

自行背負呼吸空氣的呼吸防護具常見為自攜
式空氣呼吸器(Self-Contained Breathing 

Apparatus, SCBA)。



A級防護衣－氣密防護衣(1/2)

 杜邦(DuPont)A級化學防護衣



A級防護衣－氣密防護衣(2/2)

 Respirex化學防護衣之種類



A級防護衣－氣密防護衣檢查

 使用前及定時應該進行外觀檢查

不可有破損與龜裂

接縫處無破損

拉鍊正常運作

 定期進行氣密檢查

建議於定期例行性訓練時充氣評估氣密性



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空氣呼吸器(1/2)

 採用壓縮乾淨空氣為呼吸空氣。

壓縮空氣儲存於高壓的容器中(cylinder)，
使用者吸氣。

使用者呼出空氣排出至面體外。



自攜式呼吸防護具(SCBA)—空氣呼吸器(2/2)

 SCBA(空氣呼吸器)主要設計運用於：

進入

逃生

 各式危害存在環境內的呼吸防護，如：

立即致危濃度 (IDLH, Level Immediately 

Dangerous to Life or Health)環境

缺氧環境



SCBA(空氣呼吸器)－使用範圍與限制(1/2)

 可使用於缺氧環境

 未知的物種與濃度環境

 使用者需能負擔系統重量

約20公斤

 重度工作者會縮短使用時間

SCBA設計一般採用中度工作者型態設計



SCBA(空氣呼吸器)－使用範圍與限制(2/2)

 作業時間評估

搭配適合鋼瓶

 作業空間適合使用

侷限空間作業(confined space)

人孔(man hole)



A級防護衣穿戴原則(1/3)

 只有在緊急應變下，才會使用A級防護衣。

 使用A級防護衣時

狀況可能都是不明，但仍應在允許狀況下，
收集相關資料，例如：

報案資料

地形地物資料

遠距離觀察資料

人員與動植物受影響情形

可供作業時間很短，但仍應根據有限資料，
妥善規劃作業內容，才能完成任務。



A級防護衣穿戴原則(2/3)

 使用A級防護衣時，時間都很緊迫，因
此平時必須熟練，才能縮短準備時間。

 執行任務時應該是團隊活動，有良好分
工與支援。

 應該利用穿戴時間，與作業人員溝通相
關資訊。



A級防護衣穿戴原則(3/3)

 使用前應該

檢查防護具外觀是否正常。

有夥伴協助穿戴。

 執行任務時應該有支援夥伴。



A級防護衣穿戴程序(原則)

 確認

是否需要A級防護衣

預計執行任務與需要時間

裝備是否足夠

團隊是否可執行任務

 使用前應該檢查

防護具外觀是否正常

裝備是否足夠作業時間

(如空氣瓶可使用時間)



A級防護衣穿戴程序(確認)

 防護衣確認程序

攤開防護衣

確認防護衣無誤

SCBA(空氣呼吸器)組裝

確認系統無誤

穿戴SCBA(空氣呼吸器)

穿戴防護衣



A級防護衣穿戴程序(穿戴)

 防護衣穿戴程序

穿上防護衣上半身

將防護衣密封

連接空氣管線

啟動SCBA(空氣呼吸器)

戴上SCBA(空氣呼吸器)

確認密合

穿防護衣下半身



A級防護衣穿戴程序(脫除)

 一般使用A級防護衣後，防護衣可能已
被污染，必須適當清消除污。

脫下防護衣下半身

將防護具收拾，清潔，整理

脫下防護衣上半身

脫下SCBA(空氣呼吸器)

除污

破壞防護衣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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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防護具使用者密合度檢點（fit check）

負壓密合度檢點
 覆蓋住呼防護具上所有進氣口

 微微地用力吸氣

 暫時停止呼吸約數秒

 觀察面體是否有向內凹陷，同時在未呼吸前仍然凹陷情形

正壓密合度檢點
 遮蓋住呼吸防護具上出氣口

 微微地用力吐氣

 觀察或感覺是否有空氣由面體周圍與臉接觸處向外洩漏

使用者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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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合檢點

調整鼻樑部的鋼片，使口罩形
狀密合鼻樑部的形狀，用雙手
蓋住整個口罩，適當吹氣，氣
流不應由面體與臉頰間流出

正壓檢點 負壓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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