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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領域的應用在臺灣不管在

工廠作業或在工程施工上，都具有一定的重

要性。而預防及降低「職業災害」發生更是

職業安全衛生核心的課題。職業安全衛生法

自修正公布施行後至今也有數年，這幾年來

應用在工程上的提升，可從勞動部公布資訊

明瞭知悉。本專題著重於工程應用的探討，

從源頭設計階段安全衛生所遭遇問題，並以

工程設計案例實施風險評估所產生成果說

明，進而應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以及

環境高溫對工作者的探討，再加上低頻噪音

對健康的危害，以及 BIM應用於施工安全管
理等，都是目前提升職業安全衛生重點，並

特別增加對化學品的風險管理的探討，期讓

從事營建工程領域朋友有更完整瞭解，後續

並將上述之探討說明如下：

一、 在「工程設計考量施工安全風險評估
之窒礙問題、推動誘因與建議作法之探

討」，說明我國現行職安衛法規著重於

以往施工階段安衛管理，鮮少對工程設

計者應辦理事項有詳細的規範。該文以

此一議題為核心，探討工程設計時考量

施工風險評估可能遭遇之窒礙問題與推

動誘因，並提出建議之因應作法，作為

政府於推動將施工安全風險評估納入工

程設計工作之參考。

二、 在「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之實施—以
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為例」，該文論述施

工風險評估納入工程設計階段實施，於

設計之始即選擇源頭實施風險評估，藉

由工程基本資料的彙整、功能需求分析、

基地現況調查等階段，加以危害辨識，

並經由彙集整理後，再藉由工程風險傳

遞作為工程方案研討之參考依據。該文

將以橋梁之耐震補強案例作為深入探討

之依據，進而推動工程設計階段實施風

險評估，期讓工程設計選擇適合及安全

之工法，達到降低危害目標。

三、 在「工程施工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研
究」，該研究從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架構，

分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應包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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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政策、組織、規劃與實施、評估和

改善措施等，及探討事業單位經營者應

有之安全衛生理念，並研究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的制度制訂、組織架構、安全衛

生協議組織與管理規章。研究結果顯示，

為減少職業災害之發生，各行業者必須

建立完善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將

安全衛生管理與企業績效管理結合，來

建立其安全衛生自律管理機制，以降低

職業災害的發生。

四、 在「營造業戶外工作者夏季高溫熱危
害預防策略」，由於溫室效應導致全球

氣候變化劇烈，農、林、漁、牧業及營

造業等戶外工作者受到氣象因素隨季節

不同而造成的冷熱危害特別值得重視。

該研究透過文獻回顧與國內實證研究結

果，針對營造業戶外工作者研擬並提出

預防夏季高氣溫熱危害的可行措施，供

事業單位參考並積極落實戶外高氣溫作

業熱危害預防管理計畫。

五、 在「低頻噪音對工作者健康效應之探
討」，說明長期暴露於噪音工作環境對

職場工作者生理與心理之健康影響；如

聽力損失與心跳血壓等等的健康效應，

該文探討的是低頻噪音的工作環境，對

職場工作者生理心理之健康效應，尤其

是心臟方面的問題。

六、 在「淺談 BIM技術在施工安全之應用及
相關職能開發」，BIM的整合技術應用
於施工安全衛生，提供從設計、施工到

後續管理的資訊，有效解決傳統施工安

全管理上所遇到的瓶頸。特別在高風險

作業流程，經由 BIM的技術，抽絲剝繭

找出可以強化安全設施及措施，降低職

業災害的發生。

七、 在「化學品風險管理與評估方法與運
用」，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領域上，化

學品的管理趨向於嚴苛，從早期的有機

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等的法規，到現今以

有危害物質分級管理辦法，對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是一重要的管理考驗，無論是

製程的安全評估、職業衛生的管理等等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運用。

上述七篇職業安全衛生領域之論文，可

以瞭解臺灣在工程安全領域已逐漸提升至設

計階段施工風險管理之實際應用，也瞭解尚

有眾多阻礙及困難需克服，又從耐震補強實

施風險評估成果，可以明確瞭解落實設計階

段風險評估，對工程安全衛生設計有顯著的

助益，可增進設計階段的安全衛生設施考量

及經費編列在合理可行範圍。在以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的建置，來落實工程上的標準

作業程序有效執行。另在衛生領域方面，如

高溫作業的危害預防，以及低頻噪音對工作

者健康影響，都是現階段我們必須重視的關

鍵危害風險。在 BIM技術之應用於施工安全
管理，更具有提升工程安全的意義。而在化

學品方面，是目前職業安全衛生領域最重要

的環節，其危害風險可從歷次工廠使用化學

品，不慎因疏忽產生之火災爆炸可以很明確

感受到其對社會影響嚴重度，更是我們必須

關切的重要職業安全衛生領域。最後，期待

更多安全衛生領域專家投入預防風險研究，

讓台灣之職業災害可以更為降低，減少家庭

的悲劇產生，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應有的體認

及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