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飲業職業勞工職場安全宣導會
職業安全衛生法令暨職業災害案例解說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



114.2.13 OO百貨公司氣爆案
(5死38傷)

106.7.18 逢甲商圈OO餐廳氣爆案
(1死15傷)





危害辨識與
風險評估承攬管理

教育訓練

自動檢查

機械設備器具

化學品管理

職災預防



專案聯合稽查
項目 執行情形

1. 針對大型百貨
公司商場量販
聯合稽查

2. 針對本市大量
用氣餐飲業專
案聯合稽查(每
月天然氣用氣
量超過2,000
度以上之前50
家餐飲業)

大型百貨公司商場量販聯合稽查：

(1)2月14日至2月21日連續7天針對列管大型百貨商場
量販店進行聯合稽查，已全部完成稽查作業。

(2)累計稽查: 查有缺失36家，計有94項缺失，裁罰6萬
元。

大量用氣餐飲業專案聯合稽查：

3月12日至114年4月30日配合本府經發局進行本市大量
用氣餐飲業專案聯合稽查。



專案聯合稽查

稽查重點
使用瓦斯之場所，應標示嚴禁煙火及禁

止無關人員進入」
廚房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採取通風、

換氣等措施



專案聯合稽查

稽查重點
瓦斯管閥、旋塞、控制開關、按鈕等，

應保持良好性能，標示其開關方向
瓦斯管線應保持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

自動警報裝置正常



緊急遮斷裝置壞損，無法有效運轉!! 你OK，
其實絕不”OK”!!











「瓦斯」（GAS）：㇐般人對「氣體燃料」的通稱，均
為無毒、無 色、無味、易燃、易爆，具有窒息性氣體，
為了嗅辨，加入臭劑。

目前臺灣地區供家庭使用的氣體燃料分為：
1.「液化石油氣」（LPG：Liquefied Petroleum Gas）：
俗稱「桶裝瓦斯」。

2.「天然氣」（NG：Natural Gas）：俗稱 「天然瓦斯」

瓦斯使用安全-基本認識瓦斯使用安全-基本認識



1. 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氣化後比重為1.55～2.1，比空
氣（1.0）重，外洩後易滯留在低漥處或角落裡，甚至
流入地下室或水溝。

2. 氣態天然氣比重為0.56～0.79，比空氣(1.0）輕，外洩
後較易飄散。

瓦斯使用安全-基本認識瓦斯使用安全-基本認識



1. 鋼瓶應直立放置於屋外通風良好之處、避免日光直射、並設
置防傾倒措施。

2. 鋼瓶及調整器附近不得放置易燃物品。

3. 換裝鋼瓶時，應先關閉週邊火源，以免不慎外洩造成引燃。

4. 鋼瓶納入箱內時，箱之下部應設有換氣孔 。

5. 使用合格之瓦斯鋼瓶、檢查鋼瓶是否逾期未檢 。

瓦斯使用安全-正確使用瓦斯鋼瓶瓦斯使用安全-正確使用瓦斯鋼瓶





1. 輸氣管及配件應為耐壓及耐油性材料製造。

2. 輸氣管應平正安裝並保持固定不使其變形或移動。

3. 橡皮管接頭應使用安全夾具固定，以防止脫落。

4. 經常檢查橡皮管，最好㇐至二年即予更換。

瓦斯使用安全-正確安裝輸氣管瓦斯使用安全-正確安裝輸氣管



瓦斯漏氣緊急處置要領
㇐、禁火:禁止使用任何火源及電器。
二、關氣:關閉所有瓦斯開關。
三、推窗:輕輕推開門窗，讓空氣流通。
四、call out:至戶外通知消防單位及負責瓦斯公司。

瓦斯使用安全-漏氣處理要領(禁火、關氣、推窗、call out)瓦斯使用安全-漏氣處理要領(禁火、關氣、推窗、call out)



1. 微電腦瓦斯表：當瓦斯流量突然大增時，立即遮斷瓦斯。

2. 漏氣警報器：漏氣時立即發出警報聲。使用天然瓦斯者，
應安裝在天花板上；使用桶裝瓦斯者，則應安裝在地面
起，約10到30公分處。

3. 電池式煙霧偵測警報器：建議裝設於廚房入口附近天花
板上，可即時偵測因鍋壺乾燒或廚房起火產生的煙霧，
發出警報聲。

4. 滅火器：建議放置於廚房外方便取用的位置。

瓦斯使用安全-安全輔助器材瓦斯使用安全-安全輔助器材



滅火器 使用方法





被切

被割

曾OO欲切割玉米時，因未將玉米放妥而切到左手無名指、中指及食指，造

成該員左手第2指、第3指及第4指撕裂傷

勞工曹OO進行切魷魚動作過程中，因未注意導致刀子朝其左手無名指切割

並流血

勞工黃OO於廚房從事切菜作業，欲盛起菜梗丟入垃圾桶時，因轉身不慎撞

到一旁柱子，使左手掌被菜刀切到









對於勞工有暴露高溫之虞者，應
置備適當安全衛生防護具。
例如:防護手套及防護衣等供勞工
使用。



冷凍庫作業之安全

1.進入應穿著保暖衣物。
2.進入時應注意地面有無結冰(霜)。
3.自內部開啟之安全門把功能應能

正常使用。
4.打掃完，應刮乾地面。





跌

倒

勞工鄭OO在客人用餐區收桌打掃時，碰撞到放置於身後的推車而跌倒，致發

生左肘挫傷併韌帶鬆脫

黃OO於房間內手持合梯準備進行冷氣口木板更換，因通道上堆放物料，造成

黃員跌倒，致頭部及手部撞傷

勞工林OO執行清洗作業過程中，穿著拖鞋經過濕滑之走道而跌倒，以右手撐

地面，導致右遠端橈骨骨折

李OO於廚房清潔時，踩空跌倒，且右手找東西輔助摸到鐵片，造成勞工李建

佑右手受傷(右手第一指切割合併肌腱及神經損傷)

勞工林OO因更衣室內地面濕滑而跌倒，頸部撞擊門把後，該員欲扶洗手台時，

洗手台翻覆跌坐於地面，造成頸部，雙上肢，下背挫傷



跌倒㇐18歲男打掃餐廳「滑倒喪命」
倒退走路撞頭不動了！17秒影片曝(新聞節錄)

跌倒㇐18歲男打掃餐廳「滑倒喪命」
倒退走路撞頭不動了！17秒影片曝(新聞節錄)

1.作場所之走道應保持不致使勞工滑倒
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地板清潔作業工作場所，作業區域前
後應放置警告標示)

2.建議清潔前，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使勞
工穿戴適當的防滑鞋。











㇐、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3條：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
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3年：





~～法規百百種~~是保障誰?
職業安全衛生法
勞動基準法
工會法
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就業服務法
就業保險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勞動檢查法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團體協約法
職工福利金條例
職業訓練法
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

雇
主 

歹
作

勞
工 

歹
賺

性命要顧





 事業單位
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勞動場所
 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

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

勞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工作場所
指勞動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
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

 作業場所
指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1.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
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
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2.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應於8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

療(指經醫療機構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3.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報告後，將就工作場所發生死
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4.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

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勞動檢查機構許可，
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職安法第37條職業災害通報/調查/處理



勞動基準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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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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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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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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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
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
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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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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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及子女。（二）父母。三）祖父母。（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42



1.查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2條所稱職業災害，係
指因勞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料、材料、化學品、氣體、
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
害、失能或死亡。對事業單位所僱勞工而言，上述勞動場所之定義，
係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
之場所。故勞工於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之交通事故不屬上述提供勞
務之場所，雇主尚無須依該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於8小時內通報
勞動檢查機構，惟勞工倘係於執行職務(例如送貨過程中)發生交通
事故，則仍應依規定通報。

2.有關上、下班途中之通勤災害，得否請領補償、保險給付或請公
傷假等，應按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請假相關規定或勞工保
險條例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認定。

https://www.osha.gov.tw/1106/1196/10101/10174/10936/

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需住院治療，是否應依規定通報勞動檢
查機構？是否可請領職災保險給付或請公傷假？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