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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測分析報告說明  

 

一、本報告為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出具之分析報告，報告中

「容許濃度標準」是依據勞動部勞動法令「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二、本報告未經本實驗室同意不得摘錄複製，但全部複製除外。 

三、採樣日期及現場樣本相關資料係由送樣單位提供，本實驗室僅負責試驗分 

析。 

四、空氣中濃度值係由實驗室分析結果，並根據採樣單位提供之採樣體積換算

所得。 

五、如有現場空白樣本，介質空白樣本，溶劑空白樣本及原料樣本等應於報告

中註明。 

六、採樣後經校正之體積係指換算成 25℃，1大氣壓後之採樣體積。 

七、如樣本圖譜有波峰，則提供圖譜影印資料。 

八、監測方法表示方式 : 監測類別－方法序號－版次(參考方法)。 

 

 

 

 

 

有機報告簽署人： 

無機報告簽署人： 

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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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化學性採樣分析監測結果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0/28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158mg/Sample      丙酮 
          0.0132mg/Sample      正己烷 
          0.0263mg/Sample      二氯甲烷 
          0.0088mg/Sample      苯 

監測方法：SOPGC-29-4(NIOSH 1300) 
          SOPGC-26-4(CLA 1219) 
          SOPGC-21-4(CLA 1210) 
          SOPGC-29-4(CLA 1903)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SEG01/1F 農產
品檢驗中心/
農藥檢驗(陳

靜慧) 

F1091028-01 
(X6A) 

[00067-64-1]  
丙酮 

0.116 
起: 102.9 

迄: 101.9 

平均: 102.4 

2020/10/26 09:02 ~ 

2020/10/26 16:23 

共:441(分鐘) 

0.0446 1.128 (ppm) 200 (ppm) 

SEG01/1F 農產
品檢驗中心/
農藥檢驗 

F1091028-02 
(X2) 

[00110-54-3]  
正己烷 

0.0175 
起: 108.1 

迄: 107.2 

平均: 107.7 

2020/10/26 09:02 ~ 

2020/10/26 16:23 

共:441(分鐘) 

0.0468 0.099 (ppm) 50 (ppm) 

SEG02/1F 奈米
光電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3 
(X7A) 

[00067-64-1]  
丙酮 

<0.0158 
起: 106.6 

迄: 105.8 

平均: 106.2 

2020/10/26 09:05 ~ 

2020/10/26 16:26 

共:441(分鐘) 

0.0462 <0.149 (ppm) 200 (ppm) 

SEG03/1F 生醫
光電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4 
(X8A) 

[00067-64-1]  
丙酮 

0.256 
起: 106.2 

迄: 105.3 

平均: 105.8 

2020/10/26 09:08 ~ 

2020/10/26 16:28 

共:440(分鐘) 

0.0459 2.420 (ppm) 200 (ppm) 

SEG03/1F 生醫
光電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5 
(X8C) 

[00075-09-2]  
二氯甲烷 

0.0641 
起: 106 

迄: 104.9 

平均: 105.5 

2020/10/26 09:08 ~ 

2020/10/26 16:28 

共:440(分鐘) 

0.0458 0.429 (ppm) 50 (ppm) 

SEG04/2F 有機
合成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6 
(T2A) 

[00067-64-1]  
丙酮 

0.1816 
起: 107.5 

迄: 106.7 

平均: 107.1 

2020/10/26 09:10 ~ 

2020/10/26 16:31 

共:441(分鐘) 

0.0466 1.691 (ppm) 200 (ppm) 

SEG04/2F 有機
合成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6 
(T2A) 

[00071-43-2]  
苯 

<0.0088 
起: 107.5 

迄: 106.7 

平均: 107.1 

2020/10/26 09:10 ~ 

2020/10/26 16:31 

共:441(分鐘) 

0.0466 <0.06 (ppm) 1 (ppm) 

 

備註(1) ׃ 空氣中濃度為分析結果經脫附效率校正計算之所得。 

      (2) 方法編號 SOPGC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有機 GC/FID/固體吸附劑」。 

      (3) 樣品採樣介質為活性碳管。 

      (4) 樣品編號 F1091028-01~06 含其他物質，建議後續進行定性分析以判定為何種化學物質。 

 (5) 樣品編號 F1091028-01~06 採樣體積未在採樣分析建議方法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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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0/28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158mg/Sample      丙酮 
          0.0132mg/Sample      正己烷 
          0.0263mg/Sample      二氯甲烷 
          0.0293mg/Sample      三氯甲烷 
          0.0180mg/Sample      乙酸乙酯 

監測方法：SOPGC-29-4(NIOSH 1300) 
          SOPGC-26-4(CLA 1219) 
          SOPGC-21-4(CLA 1210) 
          SOPGC-24-4(CLA 1902) 
          SOPGC-29-4(CLA 1214)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SEG04/2F 有機
合成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7 
(T2B) 

[00110-54-3]  
正己烷 

0.7449 
起: 111.2 

迄: 109.5 

平均: 110.4 

2020/10/26 09:10 ~ 

2020/10/26 16:31 

共:441(分鐘) 

0.048 4.114 (ppm) 50 (ppm) 

SEG04/2F 有機
合成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08 
(T2C) 

[00075-09-2]  
二氯甲烷 

0.0962 
起: 104.1 

迄: 103.4 

平均: 103.8 

2020/10/26 09:10 ~ 

2020/10/26 16:31 

共:441(分鐘) 

0.0451 0.653 (ppm) 50 (ppm) 

SEG05/3F 生物
無機化學實驗
室/實驗操作 

F1091028-09 
(T4A) 

[00067-64-1]  
丙酮 

<0.0158 
起: 107.4 

迄: 105.8 

平均: 106.6 

2020/10/26 09:16 ~ 

2020/10/26 16:37 

共:441(分鐘) 

0.0464 <0.148 (ppm) 200 (ppm) 

SEG05/3F 生物
無機化學實驗
室/實驗操作 

F1091028-10 
(T4B) 

[00110-54-3]  
正己烷 

<0.0132 
起: 102.3 

迄: 101.6 

平均: 102.0 

2020/10/26 09:16 ~ 

2020/10/26 16:37 

共:441(分鐘) 

0.0444 <0.079 (ppm) 50 (ppm) 

SEG07/3F 高效
能材料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11 
(T9) 

[00067-64-1]  
丙酮 

0.0227 
起: 107.7 

迄: 106.5 

平均: 107.1 

2020/10/26 09:14 ~ 

2020/10/26 16:35 

共:441(分鐘) 

0.0466 0.211 (ppm) 200 (ppm) 

SEG08/4F 植物
分子演化與生
態系統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12 
(G51) 

[00067-66-3]  
三氯甲烷 

<0.0293 
起: 105 

迄: 104.7 

平均: 104.9 

2020/10/26 09:23 ~ 

2020/10/26 16:43 

共:440(分鐘) 

0.0455 <0.129 (ppm) 10 (ppm) 

SEG09/東部生
物經濟中心

(臺東校區)/實
驗操作 

F1091028-13 
(G27) 

[00141-78-6]  
乙酸乙酯 

0.0278 
起: 109.8 

迄: 108.2 

平均: 109.0 

2020/10/26 09:48 ~ 

2020/10/26 15:50 

共:362(分鐘) 

0.0389 0.205 (ppm) 400 (ppm) 

 

備註(1) ׃ 空氣中濃度為分析結果經脫附效率校正計算之所得。 

      (2) 方法編號 SOPGC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有機 GC/FID/固體吸附劑」。 

      (3) 樣品採樣介質為活性碳管。 

      (4) 樣品編號 F1091028-07~08、11、13 含其他物質，建議後續進行定性分析以判定為何種化學物質。 

(5) 樣品編號 F1091028-07~13 採樣體積未在採樣分析建議方法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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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0/28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158mg/Sample      丙酮 
          0.0132mg/Sample      正己烷 
          0.0263mg/Sample      二氯甲烷 
          0.0293mg/Sample      三氯甲烷 
          0.0180mg/Sample      乙酸乙酯 
          0.0088mg/Sample      苯 

監測方法：SOPGC-29-4(NIOSH 1300) 
          SOPGC-26-4(CLA 1219) 
          SOPGC-21-4(CLA 1210) 
          SOPGC-24-4(CLA 1902) 
          SOPGC-29-4(CLA 1214) 
          SOPGC-29-4(CLA 1903)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現場空白 
F1091028-14 

(BK) 
[00067-64-1]  

丙酮 
<0.0158      

現場空白 
F1091028-14 

(BK) 
[00067-66-3]  
三氯甲烷 

<0.0293      

現場空白 
F1091028-14 

(BK) 
[00071-43-2]  

苯 
<0.0088      

現場空白 
F1091028-14 

(BK) 
[00075-09-2]  
二氯甲烷 

<0.0263      

現場空白 
F1091028-14 

(BK) 
[00110-54-3]  
正己烷 

<0.0132      

現場空白 
F1091028-14 

(BK) 
[00141-78-6]  
乙酸乙酯 

<0.018      

現場空白 
F1091028-15 

(BK) 
[00067-64-1]  

丙酮 
<0.0158      

現場空白 
F1091028-15 

(BK) 
[00067-66-3]  
三氯甲烷 

<0.0293      

現場空白 
F1091028-15 

(BK) 
[00071-43-2]  

苯 
<0.0088      

現場空白 
F1091028-15 

(BK) 
[00075-09-2]  
二氯甲烷 

<0.0263      

現場空白 
F1091028-15 

(BK) 
[00110-54-3]  
正己烷 

<0.0132      

現場空白 
F1091028-15 

(BK) 
[00141-78-6]  
乙酸乙酯 

<0.018      

備註(1) ׃ 方法編號 SOPGC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有機 GC/FID/固體吸附劑」。 

       (2) 樣品採樣介質為活性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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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0/31(異丙醇) 
          2020/11/02(甲醇)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156mg/Sample      異丙醇 
          0.0158mg/Sample      甲醇 

監測方法：SOPGC-12-4(CLA 1904) 
          SOPGC-1-4(CLA 1207)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SEG03/1F 生醫
光電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16 
(X8B) 

[00067-63-0]  
異丙醇 

0.0961 
起: 111.4 

迄: 110.5 

平均: 111.0 

2020/10/26 09:08 ~ 

2020/10/26 16:28 

共:440(分鐘) 

0.0482 0.863 (ppm) 400 (ppm) 

現場空白 
F1091028-17 

(BK) 
[00067-63-0]  
異丙醇 

<0.0156      

現場空白 
F1091028-18 

(BK) 
[00067-63-0]  
異丙醇 

<0.0156      

SEG01/1F 農產
品檢驗中心/
農藥檢驗(陳

靜慧) 

F1091028-19 
(X6B) 

[00067-56-1]  
甲醇 

<0.0158 
起: 105.1 

迄: 104 

平均: 104.6 

2020/10/26 09:02 ~ 

2020/10/26 16:23 

共:441(分鐘) 

0.0455 <0.316 (ppm) 200 (ppm) 

SEG09/東部生
物經濟中心

(臺東校區)/實
驗操作 

F1091028-20 
(G08) 

[00067-56-1]  
甲醇 

<0.0158 
起: 104 

迄: 102.7 

平均: 103.4 

2020/10/26 09:48 ~ 

2020/10/26 15:50 

共:362(分鐘) 

0.0369 <0.390 (ppm) 200 (ppm) 

現場空白 
F1091028-21 

(BK) 
[00067-56-1]  

甲醇 
<0.0158      

現場空白 
F1091028-22 

(BK) 
[00067-56-1]  

甲醇 
<0.0158      

 

備註(1) ׃ 空氣中濃度為分析結果經脫附效率校正計算之所得。 

      (2) 方法編號 SOPGC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有機 GC/FID/固體吸附劑」。 

      (3) 異丙醇樣品採樣介質為活性碳管，甲醇樣品採樣介質為矽膠管。 

      (4) 樣品編號 F1091028-16、19~20 其他物質，建議後續進行定性分析以判定為何種化學物質。 

 (5) 樣品編號 F1091028-16、19~20 採樣體積未在採樣分析建議方法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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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1/02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190mg/Sample         DMF 監測方法：SOPGC-4-4(NIOSH 2004)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SEG02/1F 奈米
光電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23 
(X7B) 

[00068-12-2]  
二甲基甲醯胺 

<0.019 
起: 103.6 

迄: 101.3 

平均: 102.5 

2020/10/26 09:05 ~ 

2020/10/26 16:26 

共:441(分鐘) 

0.0446 <0.144 (ppm) 10 (ppm) 

SEG04/2F 有機
合成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24 
(T3) 

[00068-12-2]  
二甲基甲醯胺 

<0.019 
起: 108.4 

迄: 107.1 

平均: 107.8 

2020/10/26 09:10 ~ 

2020/10/26 16:31 

共:441(分鐘) 

0.0469 <0.137 (ppm) 10 (ppm) 

現場空白 
F1091028-25 

(BK) 
[00068-12-2]  
二甲基甲醯胺 

<0.019      

現場空白 
F1091028-26 

(BK) 
[00068-12-2]  
二甲基甲醯胺 

<0.019      

 

備註(1) ׃ 空氣中濃度為分析結果經脫附效率校正計算之所得。 

      (2) 方法編號 SOPGC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有機 GC/FID/固體吸附劑」。 

      (3) 樣品採樣介質為矽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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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1/02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010mg/Sample       F- 

0.0030mg/Sample       SO4
2- 

監測方法：SOPIC-2-5(CLA 2901) 
SOPIC-2-5(OSHA ID-165SG)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SEG03/1F 生醫
光電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27 
(T1) 

[07664-39-3]  
氟化氫 

<0.001 
起: 260.6 

迄: 258.9 

平均: 259.8 

2020/10/26 09:08 ~ 

2020/10/26 16:28 

共:440(分鐘) 

0.1128 <0.013 (ppm) 3 (ppm) 

SEG06/3F 奈米
與微量分析實
驗室//實驗操

作 

F1091028-28 
(T7) 

[07664-93-9]  
硫酸 

<0.003 
起: 201.2 

迄: 200.5 

平均: 200.9 

2020/10/26 09:19 ~ 

2020/10/26 16:39 

共:440(分鐘) 

0.0872 <0.038 (mg/m
3
) 1 (mg/m

3
) 

SEG07/3F 高效
能材料實驗室

/實驗操作 

F1091028-29 
(T10) 

[07664-93-9]  
硫酸 

<0.003 
起: 201.3 

迄: 200.5 

平均: 200.9 

2020/10/26 09:14 ~ 

2020/10/26 16:35 

共:441(分鐘) 

0.0874 <0.038 (mg/m
3
) 1 (mg/m

3
) 

現場空白 
F1091028-30 

(BK) 
[07664-39-3]  
氟化氫 

<0.001      

現場空白 
F1091028-30 

(BK) 
[07664-93-9]  

硫酸 
<0.003      

現場空白 
F1091028-31 

(BK) 
[07664-39-3]  
氟化氫 

<0.001      

現場空白 
F1091028-31 

(BK) 
[07664-93-9]  

硫酸 
<0.003      

 

備註(1) ׃ 空氣中濃度為分析結果經脫附效率校正計算之所得。 

(2) 方法編號 SOPIC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無機酸 IC/矽膠管」。 

      (3) 檢量下限及分析結果均以 F
-
、SO4

2-
表示。 

(4) 樣品採樣介質為矽膠管。 

 (5) 樣品編號 F1091028-27 採樣體積未在採樣分析建議方法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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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監測結果報告表 

委託編號：I-331-4 收樣日期：2020/10/28 
委託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高雄作業環境測定室 

分析日期：2020/10/29 

受測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現場溫壓：27℃ 755㎜ Hｇ 
分析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職業衛生實驗室 

監測人員：陳威龍 

檢量下限：0.0010mg/Sample        Mn 
          0.0020mg/Sample        Ni 

監測方法：SOPAA.F-2-6(CLA 2303) 
          SOPAA.F-8-5(OSHA ID-121) 

監測地點 
監測編號 

(監測泵編號) 
監測物質 

分析結果 
(mg) 

採樣流速 
(ml/min) 

監測時間 
校正後 
採樣體積

(m
3
) 

監測結果 
空氣中濃度 

容許濃度 
標準 

SEG05/3F 生物
無機化學實驗
室/實驗操作 

F1091028-32 
(T5) 

[07439-96-5(無
機錳)]  錳及
其無機化合物

(錳) 

<0.001 
起: 2006 

迄: 2002 

平均: 2004.0 

2020/10/26 09:16 ~ 

2020/10/26 16:37 

共:441(分鐘) 

0.8721 <0.001 (mg/m
3
) 5 (mg/m

3
) 

SEG06/3F 奈米
與微量分析實
驗室//實驗操

作 

F1091028-33 
(T8) 

[07440-02-0(可
溶性鎳)]  鎳
及其化合物

(鎳) 

<0.002 
起: 2005 

迄: 2000 

平均: 2002.5 

2020/10/26 09:19 ~ 

2020/10/26 16:39 

共:440(分鐘) 

0.8695 
<0.00219 

(mg/m
3
) 

0.1 (mg/m
3
) 

現場空白 
F1091028-34 

(BK) 

[07439-96-5(無
機錳)]  錳及
其無機化合物

(錳) 

<0.001      

現場空白 
F1091028-34 

(BK) 

[07440-02-0(可
溶性鎳)]  鎳
及其化合物

(鎳) 

<0.002      

現場空白 
F1091028-35 

(BK) 

[07439-96-5(無
機錳)]  錳及
其無機化合物

(錳) 

<0.001      

現場空白 
F1091028-35 

(BK) 

[07440-02-0(可
溶性鎳)]  鎳
及其化合物

(鎳) 

<0.002      

 

備註(1) ׃ 空氣中濃度為分析結果經脫附效率校正計算之所得。 

      (2) 方法編號 SOPAA.F 表本實驗室彈性認證項目「無機 Flame AAS/濾紙」。 

      (3) 樣品採樣介質為 MCE 濾紙。 

 (4) 樣品編號 F1091028-32 採樣體積未在採樣分析建議方法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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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性監測建議事項 

109年 10月作業環境監測結果說明與建議事項 

(一) 監測結果與建議 

此次在各實驗室之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範。結果雖未超

過容許濃度標準，但仍有測得化學品濃度，建議作業人員作業時，應確實使用各類防護具以

維護健康。並請 貴單位持續並定期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以有效掌握現場作業人員之暴露實態。

本報告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之規定，保存三十年。 

 

(二) 分析相關說明： 

1、〞分析結果〞欄，表示各區域所採得有害物質經實驗分析所得重量，其單位為毫克（mg）。 

2、〞校正後採樣體積〞欄，表示由泵採樣流速與採樣時間計算得總採氣量，再從採樣現場溫

度、壓力校正成標準狀態下（latm、25℃）之體積，其單位為立方公尺（m3）。 

3、〞空氣中濃度〞欄，表示每立方公尺空氣中所含有害物質立方公分數或毫克數，其單位為

ppm(為百萬分之一單位，係指溫度在攝氏二十五度、一大氣壓條件下，每立方公尺空氣中

氣狀有害物之立方公分數)。或 mg/m3(為每立方公尺毫克數，係指溫度在攝氏二十五度、

一大氣壓條件下，每立方公尺空氣中粒狀或氣狀有害物之毫克數)。係由實驗室分析結果之

重量與校正後採樣體積計算所得。mg/m3 及 ppm 其換算公式如下式： 

氣狀有害物之濃度(mg/m3)＝ 
氣狀有害物之分子量（g/gmole） 

×氣狀有害物之濃度(ppm) 

24.45 

4、檢量下限﹕實驗室分析樣品前，須先配製五種以上不同濃度之標準溶液，以繪製檢量線 

   圖，而配製標準溶液之最低點濃度值即為檢量下限。如分析結果低於此值時，表其含量 

   極低，無法以數值精確表示濃度，僅以〞低於檢量下限〞代表空氣中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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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監測適用於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稱容許濃度如下： 

最高容許濃度：為不得使一般勞工有任何時間超過此濃度之暴露，以防勞工不可忍受之刺

激或生理病變者。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係指除註有「高」字外之濃度，為勞工每天工作八小時，一

般勞工重複暴露此濃度以下，不致有不良反應者。空氣中濃度，應符合全程工作日之時量

平均濃度不得超過相當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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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直讀監測結果 

二氧化碳 

∮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報告表∮ 

事業單位 國立臺東大學 地    址 臺東縣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監測日期 109年 10月 26日 09:00~12:00 監測方法 儀器直讀 

監測儀器 TSI-7515(二氧化碳) 監測條件 27 ℃、 755 ㎜ Hg 

會同人員 李家豪 監測人員 陳威龍 

 

序號 作業環境監測區域名稱 二氧化碳測值(ppm) 備註 

1 1F行政大樓總務長室 501  

2 1F行政大樓總機房 470  

3 1F行政大樓營繕組 525  

4 1F行政大樓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組 589  

5 1F行政大樓出納組 451  

6 1F行政大樓生活輔導組 445  

7 1F行政大樓健康事務組 435  

8 1F行政大樓事務組 753  

9 1F行政大樓文書財管組 550  

10 2F行政大樓人事室 470  

11 2F行政大樓主計室 431  

12 2F行政大樓校安中心 501  

13 2F行政大樓綜合業務組 472  

14 2F行政大樓課務組 477  

15 2F行政大樓教務長室 476  

16 2F行政大樓註冊組 462  

17 3F行政大樓心理輔導組 410  

18 3F行政大樓綜合企劃組 524  

19 3F行政大樓秘書室 460  

20 3F行政大樓公關暨校友服務中心 412  

21 4F行政大樓副校長室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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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業環境監測區域名稱 二氧化碳測值(ppm) 備註 

22 4F行政大樓教學發展中心 467  

23 1F運動與健康中心辦公室 559  

24 1F運動與健康中心課外活動組辦公室 516  

25 1F資訊館大廳 510  

26 2F資訊館資訊網路服務組 481  

27 1F圖書館流通櫃台 457  

28 1F圖書館讀者服務組 486  

29 2F圖書館系統發展組 532  

30 5F圖書館行政辦公室 485  

31 1F東部生物經濟中心辦公室 566  

32 1F東部生物經濟中心萃取濃縮室 513  

33 1F東部生物經濟中心粉末充填室 508  

34 2F東部生物經濟中心研發實驗室 609  

說明：二氧化碳法令容許濃度(PEL)為 5000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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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學性二氧化碳監測建議事項 

109年 10月二氧化碳濃度作業環境監測建議事項及相關說明 

此次於各作業場所，設置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實施之二氧

化碳濃度監測，均未超過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範（5000ppm），如有異味可以在空

調系統循環中，加入一層活性碳層可吸附異味，以維持室內空氣之清淨。本報告依勞工作業

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保存三年。 

基於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雇主有其責任和義務實施勞工作業環境監測以評估作業環

境之實態，作為事業規劃、工程改善之依據，進而減少勞工不良工作環境所造成之損失依據，

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進而提高事業單位之收益。 

一般之場所對於空氣之良否均以二氧化碳為指標，其原因在於二氧化碳之濃度大致與通

風不良引起之溫度、濕度、氣流、惡臭等空氣之綜合條件具有密切之關係，且其監測亦較容

易。二氧化碳其濃度在 4%時可引起皮膚刺激感、頭痛、耳鳴、動悸、精神興奮等，至 8%時則

有顯著之呼吸困難，達到 10%時則喪失意識而有生命之危險。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與勞工作業

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設置中央管理方式之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

內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監測二氧化碳濃度一次以上。 

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之規定二氧化碳其容許濃度為 5000ppm。但不同作業處所

要有不同品質要求，對於一般密閉式空調大樓二氧化碳濃度建議應維持在 1000ppm 以下較適

當。 

藉由良好的通風調整工作場所之空氣，以保持勞工之健康及提高工作效率，尤其在發生

有害氣體、蒸氣、粉塵等之作業場所或高溫作業場所，通風之良否實可左右其衛生條件。平

常作業場所抽排空氣均賴建築物或空間之開口部讓空氣流入，若開口面不大或自然通風極為

不良之場所或為利用空氣調節之場所，而該場所抽氣量較大時，則易造成負壓而加速有害物

質發散及造成作業人員之不舒適，則必須使用機械換氣補充新鮮空氣。補充新鮮空氣應注意

之事項： 

1.新鮮空氣入口須遠離排氣口及有害物發散場所。 

2.補充空氣應送至勞工之活動範圍，約 2.4-3.0公尺高度範圍，且供氣應均勻分散。 

3.補充空氣應調溫使接近作業場所之溫度範圍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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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健中心 : 

二氧化碳 
圖書資訊館 :

二氧化碳 

行政大樓 : 

二氧化碳 

理工學院各實驗室： 

1.二甲基甲醯胺 

2.正己烷 

3.苯 

4.丙酮 

5.二氯甲烷 

6.甲醇 

7.三氯甲烷 

8.異丙醇 

9.氫氟酸 

10.鎳 

11.錳 

資訊館 : 

二氧化碳 

參、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國立臺東大學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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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 1F 

行政大樓 2F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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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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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國立臺東大學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二氧化碳監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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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 3F 

行政大樓 4F 

★ ★ 

★ 

★ 

★ 

★ 

國立臺東大學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二氧化碳監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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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國立臺東大學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化學品監測位置。 

 

 

 

 

 

 

 

 

 

 

 

 

 

 

 

 

 

◎：化學品監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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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國立臺東大學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化學品監測位置。 

 

 

 

 

 

 

 

 

 

 

 

 

 

 

 

 

 

◎：化學品監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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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東部生物經濟中心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東部生物經濟中心 

1. 甲醇 

2. 乙酸乙酯 

3.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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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國立臺東大學 東部生物經濟中心 

作業環境監測平面圖 

 

 

 

 

 

 

 

 

 

 

 

 

 

 

 

 

 

 

 

 

 

 

 

 

 

 

 

 

 

 

 

 

 

 

◎：化學品監測位置。 ★：二氧化碳監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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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本資料表 

 
採樣單位名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環境檢測中心 高雄作業環境監測室。 

採樣單位地址、電話：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 458號 4樓、07-341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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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儀器校正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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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動部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認可函 

 

 

 

 

 

 

 

 

 

 

 

 

 

 

 

 

 

 

 

 

 

 

 

 

 

 

 

 

 

 

 

 

 

 

 

 

作業環境監測職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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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職業衛生實驗室認證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