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場身心保健，職業性外傷防治手冊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灣就業人口集中在中壯年族群，且就業行業類別中，有

超過8成是從事服務業，在景氣循環的影響下，隨之而來的工作

壓力，衝擊著職場員工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

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為近年來職場上嚴重影響健康的問

題，在壯年族群中之心臟疾病已成為第二大死因。其他常見的職

業相關症狀如職業性外傷、骨骼肌肉酸痛、眼睛疾病等，則因工

作中之化學、生物、物理及人因工程等危害因素使員工身心健康

受損，同時造成雇主或公司人力成本的損失。

近期正蓬勃發展的資訊科技產業，隨著時代變遷不斷地創

新，研發出許多便利的智慧生活產品，智慧型手機用戶及上網人

口數逐年成長中。目前於醫療院所中常發現因過度使用3C產品而

就醫治療之民眾，長時間低頭滑手機或使用平板電腦，因維持相

同姿勢且缺乏運動，容易造成肩頸疼痛、頸椎退化、下背痛、眼

睛疲勞等疾病，甚至有睡眠障礙或無手機恐懼症狀。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發行一系列職業病防治手冊，包含久站傷

病防治、乾眼症預防、過勞症防治、職業性下背痛防治、腕道症

候群防治、職業性外傷防治及3C低頭族預防等手冊，特邀臺北市

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職業醫學科楊主任慎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眼科蔡主任景耀、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復健

科簡物理治療師文仁等專業領域之專家編撰審閱，期能提供職場

雇主及員工保健資訊。

員工的健康是企業的重要資產，呼籲職場老闆在追求效益

時，同時應顧慮員工身心健康，才能達到勞資雙方的期待與需

求，減少不必要的損失。提醒職場夥伴們在工作中隨時注意自我

身心健康的維護，維持健康的生活型態及人際關係，才能增進您

的工作品質！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局長 林奇宏

謹識

局長的話

不夠安全不上工

職業外傷不發生 大家安全來上工

急救訓練別放鬆 意外事故怕傷重

叮嚀小語

上工精神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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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外傷小故事

修理地下水管

被落石砸暈

送醫急救

在醫院休養

水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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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外傷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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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
外傷簡介

凡於勞動場所發生與

工作相關的意外傷害事

件，均可稱為職業性傷害。勞工因

公差由日常住所或就業場所出發，

至工作完畢返回日常住所或就業場

所期間發生傷害，都視為職業傷

害。據研究統計，職業性外傷約占

所有外傷事件3成以上。

高危險行業
常見外傷發生的

原因與型態

建築／營造業

被鷹架上掉落的物體

擊中而引起頭部或身

體外傷

車床或沖床

肢體被捲入而夾傷、

捲傷或壓碎傷，以上

肢較常見

水電及大樓清洗

高架作業的工人或大

樓外部清洗工人由高

處掉落

電子零件焊接作業 電焊時造成手指灼傷

水電燃煤業及煉鋼

工作時接觸到高頻率

電流而電傷；或接觸

高溫而燙傷

職業性
外傷發生
的原因與
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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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
外傷預防
方法

礦業、土石

採取業及搬

運作業

擦傷、碰觸傷、挫傷

或骨折

漁業冷凍

倉庫作業

長期處於低溫環境中

而引起的凍傷

醫療工作

針頭或銳利物刺傷

（此刺傷同時可能造

成感染性疾病）

化學工廠
因接觸到腐蝕性強酸

或強鹼而引起的灼傷

運輸交通業 交通意外傷害

政策面
1. 持續教育與實務訓練。

2. 提高危機意識，建立安全文化。

3.  政府、公司與雇主遵守法令規定維護勞工
健康。

4. 建立職業傷害之迅速通報系統。

執行面
1. 改善作業環境之安全。

2.  提供符合人體工學設
施，如桌椅高低。

3.  裝置機械防護設備並
經常檢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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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
外傷的
診療方式

1. 治療原則：

• 適當就醫，避免二度傷害

• 傷口清理包紮、止痛消炎、輔助器材保護

2. 治療措施：

•  急救訓練推廣、急救設備充實、完整緊急
救護系統、適切將受傷勞工送達醫院急診

或轉診專業醫院。

•  如果是肢體切斷需要接肢，則須將斷肢先用
生理食鹽水清洗後，以生理食鹽水紗布包

好，放入乾淨塑膠袋內，保持清潔低溫，外

層以冰水冷藏，立即連同患者轉送至專業醫

院，進行接肢或進一步診治。

•  如果受傷部位疑似骨折，則先將該部位之近
端及遠端關節用支架或三夾板固定再轉診。

•  大量出血傷患，在運送中應以壓迫法止血，
送醫途中並注意生命徵象，預防休克。

4.  配戴個人安全防護具，如安全帽、安全鞋
等。

5.  避免暴露於高危險的環境，如：高處作業
應有安全繩索及防落欄（網）。

6.  改用危險性較低的物質，如：使用低易燃
性的物質以減少火災，改用低毒性之化學

物質。

7.  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及危害標示說明。

8.  隔離非工作人員與危害處所，如：工地圍
籬。

9.  侷限危害或污染範圍，如防火門、排煙
室。

10.  工程控制技術，如：減震設施、排風
技術。

11.  管理控制，如：規定
不得超速、不得疲勞

駕駛。

12.  個人健康檢查：

了解個人健康狀況，

以防止身體不適所引

發的職業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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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職業災害補償

第59條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

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

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

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一、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
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

圍，依勞工保險條例相關之規定。

二、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
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

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

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

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

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

三、 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
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

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殘廢補

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相關之規定。

四、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
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

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

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1. 配偶及子女。

2. 父母。

3. 祖父母。

4. 孫子女。

5. 兄弟姊妹。

職業性
外傷法律
知識

勞動基準法

（100年6月29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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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有

效期間，於本法施行後遭遇職業災害，得向勞

工保險局申請下列補助：

•  罹患職業疾病，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經
請領勞工保險各項職業災害給付後，得請領生

活津貼。

•  因職業災害致身體遺存障害，喪失部分或全
部工作能力適合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

一等級至第七等級規定之項目，得請領殘廢

生活津貼。

•  發生職業災害後，參加職業訓練期間，未請領
訓練補助津貼或前二款之生活津貼，得請領生

活津貼。

•  因職業災害致身體遺存障害，必需使用輔助器
具，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器具補助，得請

領器具補助。

•  因職業災害致喪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力，
確需他人照顧，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有關

補助，得請領看護補助。

•   因職業災害死亡，得給予其家屬必要之補助。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有關職業災害勞工之
補助。

勞工保險效力終止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經

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疾病，且該職業疾病係於保

險有效期間所致，且未請領勞工保險給付及不

能繼續從事工作者，得請領生活津貼。

請領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前項之補

助，合計以五年為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補助之條件、標準、申請程序及

核發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
災害勞工
保護法

﹙90年10月3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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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險給付

第35條

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

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半數發給，每半

個月給付一次，以六個月為限。但傷病事

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已滿一年者，增

加給付六個月。

第36條

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七十發給，

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

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平均

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勞工
保險條例

（102年5月8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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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職業病特別

門診聯絡資訊

醫院 科別 電話 地址

1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

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環境與職業醫學科 02-2771-8151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
424號

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 
復健醫學科（職業傷

害病復健特別門診）
02-2871-2121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
201號

3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環境及職業醫學部 02-2312-3456 臺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
職業醫學科 02-2786-1288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7號

5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職業醫學科
02-2737-2181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2號

◎請於就診前，先以電話確認門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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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科別 電話 地址

6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

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職業醫學科 02-2930-7930

臺北市文山區

興隆路3段111號

7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 職業醫學科 02-8792-3311
臺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2段325號

8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職業醫學科 02-2708-2121
臺北市大安區

仁愛路4段280號

9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職業醫學科 02-2833-2211  

臺北市士林區

文昌路95號  

10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

會事業基金會馬偕紀念醫院
職業病科 02-2543-3535

臺北市中山區

中山北路2段92號

◎請於就診前，先以電話確認門診時間

臺北市職業病特別

門診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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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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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小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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