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

致癌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宣導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勞動部職安署
推動職業性癌
症預防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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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致癌化學品暴露預防(1)

－避免職場化學性致癌物質暴露是工作者的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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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O於1974年第139號公約－「職業癌症公約」：

⚫應致力勞工在工作過程中暴露之致癌物質與混合物的

選擇與替代，均應經過審慎考慮，同時亦應規定保護

勞工之措施，預防暴露致癌物質或製劑之危險，並應

設立合適之管理紀錄制度。

◼根據EU-OSHA統計（2016年）：

⚫在歐洲，每年因工作接觸致癌物的直接成本約24億歐

元，因職業性接觸致癌物而罹患癌症的人數估計每年

超過12萬例，每年導致近8萬例死亡。



職業致癌化學品暴露預防(2)

－致癌物質暴露預防為職場工作者保護的關鍵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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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負擔成本不斷上升，2021年癌症費用已佔健保負擔
近2成，且支出持續攀升中。

◼職業性癌症潛伏期經常達10~20年，且發生通常為多元
因子，不容易被察覺。

◼根據97-109年勞保局職業病給付，職業相關癌症共669
例。

◼分析109年勞保投保資料，職業相關癌症佔總職業病給
付上升為35%。

◼依據我國王榮德教授研究計畫推估（應用可歸因率
attributable fraction, AF），我國100年時暴露於致癌
物質而罹患職業性癌症的件數約為5,600件。



職業致癌化學品暴露預防(3)

－如果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職場致癌化學物質暴露是
“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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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基因、代謝與生活型態等多元因素之外，工作場所中暴露化學
物質為癌症發生與死亡的主要貢獻原因之一；透過減少/免除致癌
化學物質的職業暴露，雖無法確保勞工不會罹患癌症，但有機會降
低勞工罹癌的風險。

◼ 歐洲經驗執行致癌物質暴露紀錄登錄，可直接貢獻減少工作者致癌
物質暴露。日本亦有針對製造/處置致癌物之勞工之歷程紀錄要求
留存 30 年。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 條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發生職業災害。

◼ 111年已實施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勞工因職業
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
在此限，揭示雇主舉證盡到預防保護勞工的責任。



職業致癌化學品暴露預防(4)

－致癌新興多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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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是一種所謂的惡性腫瘤，涉及細胞生長不受調節的疾病，
當細胞不受控制地分裂和生長，形成惡性腫瘤，並侵入身體附
近的部位，這些細胞還可能通過淋巴或血液系統擴散到身體其
他部位

◼ 廣泛致癌物是指任何可能導致或促進癌症發展的風險因素或狀
況，包括個人身體、化學性、生物性、組織和社會心理因素，
與廠場工作有關的癌症是由職業暴露因素和工作條件所引起或
造成惡化。

◼ 癌症的發展通常會有很長的潛伏期，從最初接觸致癌物到癌症
診斷之間的時間通常會長達數十年，勞工暴露於致癌化學物質
為主要化學性因子，近期國際間關注內分泌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ompounds, EDC）特性，為另一類受關注的致癌
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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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三星半導體廠事件

我國RCA事件

A

B

女性勞工因接觸苯及其他致癌

化學物質而罹患乳癌病逝，經

官方認定與其工作環境有相當

的因果關係，經訴訟後賠償。

因製程中使用多種有害物，導致

至少有1375名勞工罹患癌症，

歷經15年的訴訟後，在2019年

底獲得7.4億的賠償金與利息。

事前做好暴露預防
勝過事後職災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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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3

鼓勵企業採用著重於預防的「領先指標」
取代傳統的職業傷害發生率、傷病率及職業病件數
等被動績效指標

國內已有多家企業宣示CMR化學品取代計畫，推動價值鏈淘汰
禁用，回應企業永續SDGs挑戰

摘錄自
企業永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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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產業推動首批九項「CMR化學品零暴露」保護工作者
回應國際品牌商企業永續宣示

原則：

優先消除和替代，以鼓勵化學品供應商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避免具危害性的替代化學品

若尚無法做到消除或替代，則識別風險/危害，並透過控制措施保護工作者

防止不再使用的高毒性化學品進入製程

透過控制措施保護工作者，確保工作者知情權與積極參與

系統性擴展到供應鏈/價值鏈

持續訓練學習和改進

Source: https://www.towardzeroexposu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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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2015年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每年約有742,000例與工作相關

的致命癌症發生。

✓ 據2016年歐盟職業安全衛生署（EU-OSHA）統計，歐洲每年因工作

接觸致癌化學物質的直接成本約24億歐元，每年因職業性接觸致癌物

而罹癌的人數約12萬例，每年導致8萬例死亡。

✓ 採取足夠且適宜的預防措施，是可以有效避免及預防職場致癌化學物

質的暴露。

降低潛在職災損失

✓ 邁向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良好的職業健康與安全，

是企業永續經營關鍵。

✓ 預防危害及維護健康勞動力，是實踐企業永續目標的最佳投資。

✓ 藉由GRI 403職業健康與安全準則揭露落實，運用領先指標，與企業

ESG永續報告結合，向外展現職業健康與安全績效。

追求企業永續發展



國際推動職業防癌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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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推動職場致癌物質預防藍圖（Roadmap on Carcinogens, RoC）

✓ 提升勞工對職場暴露致癌物質的風險的意識

✓ 交換廠場預防暴露致癌物質最佳實踐做法

✓ 促進發展新製程、使用更安全的替代物質，
取代致癌物質或開發新的預防措施

⚫ 美國職業致癌物質管理 ⚫ 澳洲職業致癌物質管理

✓ 建立工作與安全模式規範（Model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 正面表列出禁用的致癌物質（須申請）

✓ 雇主需要對勞工進行健康監測

✓ 正面表列致癌物質

✓ 提供多元線上資源以供工作者辨
識致癌物質以及危害暴露，體現
工作者對廠場危害「知」的權利



我國推動職場防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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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暴露限值/
風險評估

預防意識
宣導

運作現況
調查

4

5

6

風險管理/
控制

鼓勵減少/
替代

勞動檢查
合作促進

職
場
致
癌
化
學
物
質
暴
露
預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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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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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化
物質

有機
溶劑

SiO2

監督
檢查

鉛

檢查重點

以危害控制設備、作業管理、緊急應
變及防護具、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
識、作業環境監測、特殊健康檢查及
管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等

相關適用法規：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鉛中毒預防規則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
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雇用外籍移工者：以移工母語辦理各項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採取化學品危害通
識措施，以確實傳達防災資訊。

111-112年：完成初、複查

113-115年：改善不佳者，實施複查



16CNS 15030 & UN GHS purple book

致癌物質 & CMR物質

致癌物質

• 可導致癌症或增加癌症

發生率的化學品。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 可能導致人類生殖細胞

發生可傳播給後代的突

變之化學品。

• 分類時亦將體外和哺乳

類動物之體細胞中的致

突變性/生殖毒性測試

納入考慮。

• 由於基因變化是整個癌

症發展過程中的重點，

故活體內致突變性活性

證據可能表示一種化學

品有致癌性的可能。

生殖毒性物質

• 可分為：

• 對性功能和生育能力

的有害影響

• 對子代發育的有害影

響。

• 其測試結果通常作為致

突變效應的指標。



勞動部職業性癌症預防藍圖

關注化學品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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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路徑：化學品分級管理及評估網站

⚫最新訊息＞活動訊息



職場致癌化學
物質危害預防
實務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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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預防之最終目的為「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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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或減少暴露於工作場所中的致癌
物質，有助於降低致癌風險。

消除 替代 工程控制 作業程序 個人防護具

預防及控制措施優先採行順序



以無危害或較低危害替代致癌物質

◼OECD對安全替代（Substitution）定義：

⚫藉由使用較低危害性或無危害性的化學物質，取代或
減少危害性化學物質在產品中和製程中的使用，以避
免危害性化學物質對人體與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SUBSPORTplus提出的六大步驟涵蓋了主要的
流程，建議為了解安全替代評估流程的入門參
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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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PORTplus為歐盟環境與自然保護計
畫資助的計畫，為了加速執行化學物質替
代之行動而建立之網路資源。
其計畫主持主要單位包含ISTAS、Grontmij
及ChemSec等，並提供有關替代方法與替
代物質評估之相關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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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問題所

在－鑑別高

關注化學物

質

設置替代標

準－確定化

學物質的功

用與需求

尋找替代品

或替代辦法

評估和比較

替代品

測試、實施

與評估
實施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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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ecd.org/chemicalsafety/risk-management/chemical-
substitution-frameworks-guides-toolkits-product-rating-systems.htm

OECD 化學品安全替代框架、指南、工具箱及產品評分系統

提供來自政府單位（歐盟、美國環保
署等）、非營利組織（BizNGO、IC2、
NAS 等）、學術界（毒物使用減量研
究所 TURI、UCLA等）、產業界
（ Lowell Center fo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等）的框架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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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歐盟、美國等更安全化學品替
代及替代評估的相關資訊，包括數
據資料庫。

目前國際間針對產業/產品提出之評
分系統，可提供作為選擇更安全成
分/產品之參考。



如何預防職場暴露致癌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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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

透過標示、

SDS，瞭解及

辨識出致癌化

學物質

評估

以科學方法評

量或估算勞工

暴露於致癌化

學物質的風險

程度

控制

依風險程度進

行分級管理，

採取適當的管

制措施



危害辨識
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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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 CNS 15030 危害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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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物質

級別 第1級 第2級

警示語 危險 警告

危害警
告訊息

可能致癌 懷疑致癌

健康危害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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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1：確定是人類致癌物質

⚫ 目前IARC清單列有126種；如：甲醛、硫酸鎳

◼Group 2A：極有可能是人類致癌物質

⚫ 目前IARC清單列有94種；如：丙烯醯胺、二氯甲烷

◼Group 2B：可能是人類致癌物質

⚫ 目前IARC清單列有322種；如： 4-甲基-2-戊酮、丙烯酸乙酯

◼Group 3：不分類為人類致癌物質

⚫ 目前IARC清單列有500種；如：乙烯、1,1,2-三氯乙烷

*上述清單資料數據為截至112年5月1日之資料
Source: https://monographs.iarc.who.int/agents-classified-by-the-iarc/



線上查詢IARC致癌物質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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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優先管理化學品公告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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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rochem.osha.gov.tw/



危害資訊認知及傳遞
標示/安全資料表（SD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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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資訊認知及傳遞
標示/安全資料表（SD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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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資訊認知及傳遞
標示/安全資料表（SD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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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資訊認知及傳遞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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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勞工接受製造、處
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
品之教育訓練

◼對擔任作業主管之勞
工，應於事前使其接
受有害作業主管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利用APEC GREAT網站取得不同
語言之標示元件，製作多語言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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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
母語標示
製作參考

✓ 英文
✓ 印尼文
✓ 泰文
✓ 越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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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標示及SDS內容，掌握致癌化學物質資
訊，包括工程控制、容許暴露標準、個人防
護具等。

現場盛裝化學品容器皆已妥善標示，並將
SDS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

對勞工進行教育訓練，讓勞工確實瞭解危害
性及應採取之作業程序及個人防護措施。

包括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在內的相關紀錄及文
件應妥善留存。



暴露風險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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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暴露致癌化學物質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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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會以固體（如粒狀、粉狀） 、液體、氣
體（如蒸氣）或其他混合形式存在於工作場所
中，而工作者會暴露於致癌化學物質的途徑主
要是：



評估致癌化學物質
進入人體後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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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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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業單位可依企業規模選擇適用的工具進行評估及分級管理！

可採用具科學基礎的多元評估方法，包括：
我國CCB工具、英國COSHH要點、德國EMKG 、
新加坡SQRA 、日本實施風險評估支援系統、荷蘭
Stoffenmanager、歐洲ECETOC TRA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100人以上，或
總勞工人數500人以上：採樣分析或定量推估模式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定之監測及期程，
實施暴露評估，必要時輔以其他半定量或定量評估
模式或工具。

具GHS健康危害
（19000種↑）

具容許暴露標準
（492種）

應實施監測
（91種）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指引》



我國法規結合多層次評估架構
（Tiere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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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2年進階定量暴露評估實務演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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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網站 https://ccb.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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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平台
https://oemd.osha.gov.tw/exposure/content/tools/Tools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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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勞働省化學物質風險評估實施支援
https://anzeninfo.mhlw.go.jp/user/anzen/kag/ankgc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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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各式工具對致癌化學物質進行評估。

針對致癌化學物質，建議可參考運用進階工
具進行評估，確認風險是否可接受。

針對91種應實施監測化學品，其作業環境監
測計畫及結果應公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
關。

相關執行紀錄及文件應妥善留存。



化學品

控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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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替代 工程控制 作業程序 個人防護具

預防及控制措施優先採行順序

參考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技術指引第十一點
1) 消除危害：以非致癌化學物質或危害性較低的化學物質，替換製程所使用之致

癌化學物質。
2) 經由工程控制或管理制度從源頭控制危害：安裝密閉或局部排氣等工程控制，

從源頭降低致癌化學物質的暴露。
3) 設計安全之作業程序，採取適當的安全衛生作業及行政管理程序，將致癌化學

物質影響減至最低。
4) 當上述方法無法有效控制時，應提供適當且充分之個人防護具，並採取措施確

保防護具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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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執行紀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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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紀錄＆監測相關文件

⚫ 分級管理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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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或替代是最好的控制措施。

若消除或替代是不可行的，應確認採取預防
或控制措施後的暴露風險是可接受的。

屬於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有機溶劑
中毒預防規則、粉塵危害預防標準及鉛中毒
預防規則之列管物質，應同步確認是否符合
法規規定之危害控制設備及作業管理。

相關危害控制設備應定期實施檢點，且相關
紀錄及文件應妥善留存。



相關技術支援
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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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廠場化學品管理網站

◼6000 種標示&SDS參考例

◼評估及分級管理工具箱

◼CCB 線上導覽/執行

◼化學品報備與許可

◼文件下載

◼各式文宣/訓練教材

51

https://ghs.osha.gov.tw



2022
職場致癌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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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下載參考：
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網站＞下載專區＞其他下載



2023
職場致癌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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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下載參考：
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網站＞下載專區＞其他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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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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