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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實驗室工作人員於實驗過程中若稍有疏忽或處置不當，均可能導致生物安全意

外的發生。輕微時只影響人員的健康，嚴重時則不只人員的傷亡，實驗室周圍

環境也將遭受汙染，為了確保實驗室生物安全及落實防災工作，特擬定本計

畫。院內所有運作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實驗室、檢驗室或其他作業場所，須個別

針對其實驗種類及形式而訂定緊急應變措施。 

2、適用範圍 

適用於醫研部 10415 實驗室所有運作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相關人員。 

3、參考資料 

3.1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及傳染病病人檢體採檢辦法，2005 訂定，2006 修正。 

3.2 實驗室生物安全手冊，第三版 WHO，2004。 

3.3 義大醫院 緊急應變實施辦法 編號:D2-016。 

3.3 生物安全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編號:W2-022。 

4、名詞解釋 

無 

5、內容 

5.1 應變編組原則  現場指揮官、避難引導班 :實驗室負責人。通報聯絡

班、救災班、救護班 :實驗室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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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意外事件之等級: 共分為低度危害、中度危害、高度危害，等級區分請見附件

一、五。意外事件之處理程序及通報機制如下所示: 

 

5.3 離心機不良操作或故障導致離心管發生破裂 :意外等級低度危害    

(附件一、五 ) 

5.3.1 機器運作時發生破裂，應關閉機器電源，讓機器密閉，使氣溶膠沉

降。  

5.3.2 機器停止後發現破裂，應立即將蓋子蓋上。  

5.3.3 處理時應穿戴防護衣和呼吸防護裝備。當清理玻璃碎片時應當使用鑷

子，或用鑷子夾著的棉花來清理。  

5.3.4 所有破碎的離心管、玻璃碎片、離心桶、被污染之十字軸和轉子都應

放在 0.6%漂白水中消毒。未破損的帶蓋離心管可放在另一個有消毒劑的容

器中消毒。  

5.3.5 離心機內腔應用 0.6%漂白水擦拭，重複擦拭消毒後，用水沖洗並乾

燥。  

5.3.6 立即向實驗室負責人、單位主管報告。單位主管得依外漏及人員暴露

之情形通報給生物安全委員會，進行後續調查、追蹤及通報。  

5.3.7 清理時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應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5.4 火警發生時之處理 :  意外等級中度危害 (附件一、五 ) 

5.4.1 處理樣本時發生火警，應盡速將樣本放回培養箱離開實驗室。  

5.4.2 火源發生於實驗室內，應立刻啟動警報裝置、採取滅火動作並向實驗

室負責人、單位主管尋求支援，依院內緊急應變實施辦法處理。  

5.4.3 火源發生於其他單位時，應隨時注意火勢是否蔓延，並做好應變措

施。  

 

5.5 地震發生時之處理: 意外等級中度危害 (附件、五 )。 

5.5.1 操作人員應立刻避開生物安全操作箱及低溫冷凍櫃，並靠牆邊站或躲在防護下以

減少受傷。 

5.5.2 地震停止後應即刻檢查並清理無安全考量之噴濺區域。若噴濺區域有安全考量，

第一線實驗操作人員應盡速離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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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向實驗室負責人、單位主管報告，並視發生意外事件向地震停止後應即刻檢查並

清理無安全考量之噴濺區域。若噴濺區域有安全考量，第一線實驗操作人員應盡速離開

實驗室。 

 

5.6 檢體外漏發生於生物安全操作櫃內：意外等級中度危害 (附件、五 )  

5.6.1 離開生物安全操作櫃內，並保持其抽氣狀態後進行個人清洗並消毒。  

5.6.2 操作人員(戴口罩、雙層手套及穿著防護衣)先取紗布覆蓋翻倒區域以吸收翻灑溶

液，以避免培養液擴散至生物安全操作櫃外。 

5.6.3 以 0.6％漂白水倒在覆蓋區域之紗布上方，覆蓋約 30 分鐘，將吸取感染液體和漂

白水的紗布丟棄於感染性垃圾桶。 

5.6.4 再以 0.06％漂白水紗布擦拭遭到汙染的工作檯面後，以 75％酒精紗布再次擦拭。

紗布用畢後丟棄於感染性垃圾桶。 

5.6.5 脫去手套，開啟操作室之 UV 燈照射至少 30 分鐘 

5.6.6 在生物安全操作櫃以及實驗室門口貼上警告標語、禁止進入，人員脫除口罩、防

護衣並撤出實驗室。 

5.6.7 清理時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應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5.6.8 清理完畢後徹底洗手。 

5.6.9 通知實驗室管理人及主管。 

5.7 檢體外漏發生於生物安全操作櫃外：意外等級中度危害 (附件、五 )  

5.7.1 快速清洗可能接觸污染物的皮膚，設立障礙或警告標誌禁止人員進

入。  

5.7.2 大量感染性生物檢體外漏或微生物檢體外漏時，開啟污染區所在房間

的  紫外燈，照射至少 30 分鐘。並向實驗室負責人、單位主管報告，進行

後續追蹤。  

5.7.3 清理時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應依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5.8 發生醫療尖銳物品割扎傷：意外等級高度危害 (附件、五 )  

5.8.1 立即擠壓傷口處使血流出，在流動水下清洗傷口五分鐘，傷口消毒並

包紮。  

5.8.2 請至感染科或相關門診追蹤檢查  

5.9 實驗室其他之意外處理程序 :  

5.9.1停水：  

 

5.9.2停電：實驗室備有不斷電系統，停電時可自行供應電源，停電並不影

響實驗運作。若因不斷電系統故障等因素而造成實驗室無電源供應時，禁

止人員進行作業，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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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停機：實驗室儀器若因故障等因素造成停機，需盡快通知廠商維修，告知實驗室

負責人並寫紀錄表。 

(1) 已預警停水 :院方事先公佈因清理、保養水塔、自來水公司停水、檢

修水管路等因素而停止供水，在接獲通知後，事先儲存備用水。  

(2) 無預警停水 :院方因供水系統斷電、故障等非預期因素造成停水時，

發現者應立即通通知工務處人員，盡快排除障礙恢復供水，並了解原因

及可能影響時間。  

(1) 已預警停電：當院方因施工、檢修保養、台電公司停電等因素停電

時，會事先於院內公佈，於停電時間及恢復供電時檢查儀器使用狀況是

否正常。  

(2) 無預警停電：院方因台電、故障等非預期因素造成停電時，發現者應

立即通通知工務處人員，盡快排除障礙恢復供電，並了解原因。  

(1) 若機器當日可修復，必要時可考慮安排加班至完成。 

(2) 機器當日不可修復，需隔日才能完成修復作業，若有備用機台，則以備用機器操

作。無備用機台實驗室負責人應評估復機之時間是否影響實驗結果，將檢體適當保

存。如評估結果為嚴重停機，停機時間超過兩天，需考慮是否移至相同等級實驗室進

行實驗。 

(1) 實驗進行中發生淹水，先確認生物安全櫃內操作之感染性物質有無外漏，如有則

依上述「【外漏發生於生物安全櫃內】」進行處理;若於生物安全櫃外發生感染性物

質傾倒或不慎打破盛裝感染性物質之容器，則依上述「【外漏發生於生物安全櫃

外】」進行處理。 

(2) 若有造成生物安全櫃、儀器故障時，則必須儘速洽請專業廠商修復。 

 

5.9.4淹水：  

(1) 實驗進行中發生淹水，先確認生物安全櫃內操作之感染性物質有無外漏，如有則

依上述「【外漏發生於生物安全櫃內】」進行處理;若於生物安全櫃外發生感染性物質

傾倒或不慎打破盛裝感染性物質之容器，則依上述「【外漏發生於生物安全櫃外】」

進行處理。 

(2) 若有造成生物安全櫃、儀器故障時，則必須儘速洽請專業廠商修復。 

5.9.5生物保全意外: (修改自 EDCP-SOP-V-0005基因診斷組緊急應變計畫) 

(1)當實驗室一旦發生生物保全意外(如:檢體外漏、材料失竊或遺失、材料誤用等)時，

應立即向實驗室主管報告。 

(2)實驗室人員應針對發生之生物保全意外進行調查，並將事情發生經過、處理過程、

矯正與改善措施及後續追蹤處理等事項詳細記錄於【附件四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

件通報單】。最後由實驗室主管彙整結果後提報生物安全會必要時於生物安全會會議

中報告。 

5.10 通報程序：(詳見附表二) 

5.10.1第一級，實驗室負責人：陳榮盛 

連絡電話：(07) 6151100#5917; 0929668205 

5.10.2第二級，部門主管：孫灼均 

連絡電話：(07) 6150011 # 251960, 0975106203 

5.10.1第三級，警衛室：(07) 6151100 # 3000，3001 ; 衛保組：(07) 6151100 # 3224  

感染控制室：(07) 6150011 # 5552、5555 ;急診室：(07) 6150011 #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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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5.11.1緊急應變物資 

緊急應變物資名稱 

(如:急救藥品、防護器材、救災器材) 

數量 存放位置 

感染性材料標示垃圾袋 五個 防護用具置物櫃 

手套 三盒 防護用具置物櫃 

口罩 兩盒 防護用具置物櫃 

護目鏡 二個 防護用具置物櫃 

警告標示(禁止人員進入*1、危險請勿靠近*3) 四張 防護用具置物櫃 

緊急出口標示牌 二塊 置於門上，接於緊急電源上 

 

5.11.2滅火器：實驗室出口左右兩側各設有兩隻乾粉滅火器。 

5.11.3消防栓：設於走廊上外牆，詳見，「附件三. 消防逃生暨設備位置圖」。 

5.11.4 煙霧偵測器：共兩具，分別設於準備室天花板及負壓室天花板。 

5.11.5 緊急沖淋器：設於實驗室出口之左側。 

 

5.12緊急應變疏散程序： 

5.12.1緊急逃生路線：人員撤離至實驗室外之走廊上，觀察災害是否擴大。基本原則為

先水平疏散至相對安全區域，再垂直移動至絕對安全區域。 

5.12.2有兩個疏散方向，人員可由實驗場所出口離開，往左右兩側安全梯下樓。(疏散路

線詳見附件三) 

5.12.3.在安全許可下，壓下消防栓警鈴，盡可能的招呼同樓層的其它人員進行疏散。 

5.12.4.由實驗場所負責人以閃光指揮棒依逃生避難標示指引疏散方向。(此工作可與自衛

消防編組的避難引導班協同進行) 

5.12.5.疏散至相對安全區之後，應前往育成大樓大門口前進行集結，並由實驗場所負責

人清點人數。 

5.12.6.清點完人數後，由實驗場所負責人向現場指揮官報告。 

 

5.13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5.13.1實驗場所負責人對受傷人員做緊急處置，等待救護班接手。 

5.13.2救護班原則上由校安中心啟動，若發現尚未到達，可再次通知衛保組(分機3224)請

求協助。 

5.13.3. 若操作人員在撤離實驗室的過程中，有遭受感染的可能，則依「感染性物質濺灑

【發生於生物安全櫃外】」的流程進行處理。 

5.13.4. 確認所有人員之狀況後，由實驗場所負責人向「生物安全會」主任委員及現場指

揮官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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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5.14.1個人防護器材：為避免應變人員與危險性生物材料接觸或於實驗過程造成污染，

應變人員需穿戴個人防護器材，包括防護手套、實驗衣及安全眼鏡等。 

5.14.2緊急應變器材：為處理緊急事故發生時造成之危害，於走廊明顯處設置「緊急沖

淋器材」以及「消防設備與器材」，以供應變人員於緊急事故發生時得以因應不

同狀況進行適當處置。 

5.14.3. P2 以上實驗場所設備：P2 以上實驗場所內應設計 UV 燈管及 HEPA 等安全防

護設施。應變人員依現場狀況進行災害處理。 

 

5.15災後處理措施及調查報告： 

5.15.1事故平息後，實驗室人員請再確認可能受污染區域是否已清潔消毒完畢，如評估

污染的程度過於嚴重，應聯絡工務廠商進行燻蒸消毒；另須填寫本院「實驗室生

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附件四）」，簡述意外發生之經過、處理方式及檢討改

善的辦法，向實驗場所負責人、單位安全官及單位主管報告後，將「實驗室生物

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送至生物安全會，於救災程序完成後 48 小時內，由事故

單位及所屬主管召開事故原因調查會議。以俾研擬事故檢討之改善對策，以期防

範類似事件發生，提高實驗室人員之緊急應變能力。 

5.15.2 事故調查程序、改善事項、後續追蹤、災後之環境復原及統合作業依本院緊急應

變實施辦法（編號：D2-016）之事故調查流程辦理。 

 

6、權責人員 

6.1 承辦人：醫學研究部管理階層。 

7、附件 

7.1附件1.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危害等級風險評估、說明、通報及處理 

7.1附件2.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之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7.1附件3. 消防逃生暨設備位置圖 

附件4.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附件5. 風險評估表 

   

 
 

 

實驗室使用人員簽名欄： 

 

使用人員對上述應瞭解之安全作業程序應明瞭，若有不瞭解之處應請實驗室主管協
助，主管亦應確認填單人員對上述事項之確實瞭解，以確保醫院、部門及工作人員之共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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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實驗室主管(請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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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故危害等級風險評估、說明、通報及處理 

 

意外等級 說明 通報規定 處理 

低度危害(小範圍無立即

生命危險) 

意外發生於實驗室防護

設備內（例如在操作實

驗時，具高感染 性 檢 

體 翻 灑 於 生物安全

櫃中），不致對 人 員 

生 命 造 成 立即性危

害。 

應向實驗室主管報告並

書面紀錄。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生

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處理程序）處理。 

中度危害(大範圍且對健

康有危害) 

意外發生於實驗室防 護

設備外之其他區域（例

如拿取高感染性檢體，

不慎掉落實驗室地板，

造成濺灑），對人員生命

及實驗室內部環境有危

害及污染之虞。 

如有人員感染或傳染之

虞，設置單位應向中央

主管機關報告。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生

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處理程序）處理。必要

時，可請求相關主管機

關協助。 

高度危害(嚴重意外並嚴

重威脅生命) 

意外發生且已擴散到 實

驗室以外區域（例 如強

震造成生物安全 第三等

級實驗室負壓失效，且

感染性生物 材料翻灑於

實驗室地板），對人員生

命及實 驗室週遭社區民

眾及 環境有嚴重危害及

污 

染之虞。 

設置單位應立即向中央

主管機關報告。 

依設置單位之實驗室生

物安全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生物安全意外事件

處理程序）處理。必要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統

籌指揮相關主管機關配

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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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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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基因重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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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附表           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單 

  通報單位（全銜）： 

  通報人：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通報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處理編號: 
 

發生日期時間 發生地點 事由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上午/下午) 
 

 

處理過程/ 

立即改善措施 

 

 

 

                                     當事人簽章：                   

確認立即改善措施 

、矯正措施及 

風險評估 

1.確認立即改善措施，原因分析： 

 

 

2.矯正措施： 

 

 

3.生物安全意外事故之風險評估 (請參閱附件四、風險評估表-填表說明並圈選) 

 嚴重度 

可能性 
A 級 B 級 C 級 

3分 A3 B3 C3 

2分 A2 B2 C2 

1分 A1 B1 C1 

4.危害等級：□低度危害  □中度危害  □高度危害 

事件實驗室主管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風險評估確認 

本次生物安全意外事件通報之危害等級是否符合： 

1. □是   2. □否，應為□低度危害  □中度危害  □高度危害 

 

生物安全會執行秘書簽名：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主席評語 

□ 無需追蹤  □ 須追蹤處理，   月   日之前提報完成 

 

生物安全會主席簽名：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正本：生物安全會；副本：實驗室  *高度危害須通報疾病管制署:傳真專線(02)2391-9524；專用信箱 cdcbiosafe@cdc.gov.tw 

mailto:cdcbiosafe@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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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風險評估表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風險評估表 

實驗室： 醫學研究部 育成大樓 4樓基因重組實驗室 

填寫者：              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日期：       年    月    日 

1.作業 

名稱 
2.危害辨識與後果 3.現有防護設施 4.風險評估 5.降低風險採取之控制措施 

6.控制後預估

風險 

作業 

名稱 

作業條件 

危害

類型 

可能危害

後果之情

境描述 

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具 
嚴
重
度 

發
生
機
率 

風
險
等
級 

降低風險所採取之控制措施 
嚴
重
度 

發
生
機
率 

風
險
等
級 作業週期 作業環境 

機械/設備/

工具 

能源/

化學物

質 

作業資格 

微生物接

種 

每兩個月1

次 
侷限空間 

生物 

安全櫃 
電源 

完成訓練

之研究人

員 

病菌

傳染 

菌液傾倒

導致檯面

汙染 

鐵架 

標準作業

程序及訓

練教育 

口罩隔離衣

手套 
B 1 B1 

1.配戴個人防護具2.新進人員

加強宣導及落實訓練品質 
C 1 C1 

微生物接

種 

每兩個月1

次 
侷限空間 

生物 

安全櫃 
電源 

完成訓練

之研究人

員 

病菌

傳染 

BSC異常

導致檢體

汙染及人

員感染 

操作前儀

器功能確

認 

1.生物安

全櫃定期

檢測 2.標

準作業程

序及訓練

教育 

口罩隔離衣

手套 
B 1 B1 

1.配戴個人防護具2.新進人員

加強宣導及落實訓練品質 
C 1 C1 

微生物培

養 

每兩個月1

次 
侷限空間 培養箱 培養基 

完成訓練

之研究人

員 

環境

汙染

及人

員感

染 

培養基培

養過程中

傾倒 

鐵架 

標準作業

程序及訓

練教育 

口罩隔離衣

手套 
B 1 B1 

1.配戴個人防護具2.新進人員

加強宣導及落實訓練品質 
C 1 C1 

離心機內

液體翻倒

演練 

視各實驗

室申請使

用而定 

局限空間 離心機 酒精 

完成訓練

之實驗人

員 

病菌

傳染 

接觸感染

液 

0.6% 次氯

酸鈉消毒

液、75% 

酒精 

標準作業

程序及訓

練教育 

口罩、隔離

衣、手套 
C 1 C1 

1.配戴個人防護具2.新進人員

加強宣導及落實訓練品質 
C 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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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菌鍋使

用 

每1個月1

次 
局限空間 滅菌鍋 

取物時

燙傷 

完成訓練

之實驗人

員 

與高

溫接

觸 

燙傷 

操作前儀

器功能確

認 

標準作業

程序及訓

練教育 

燙手套、厚

外套 
C 1 C1 

1.配戴個人防護具2.新進人員

加強宣導及落實訓練品質 
C 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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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表-填表說明 

嚴重度之分級基準 

等級 人員傷亡及影響範圍 

A 
危害影響範圍擴及實驗室以外區域，對實驗室人員、其他部門或週遭社區民眾，有感染或危害

之虞。 

B 危害影響範圍局限於實驗室以內區域，對實驗室人員可能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C 危害影響範圍局限於實驗室安全設備內，對實驗室人員較少有感染或危害之虞。 

 

可能性之分級基準 

等級 預期危害事件之發生機率 

3 頻繁 短期間內再發生 (一月發生次以上) 

2 偶而 很可能會再發生 (一年發生數次) 

1 不常 可能會再發生 (2-5年會發生一次) 

 

風險等級之分級基準 

嚴重度 

可能性 
A B C 

3 A3 B3 C3 

2 A2 B2 C2 

1 A1 B1 C1 

 

風險等級 風險控制規劃 備註 

A3、B3、A2 

高度風險 
須立即採取風險降低措施，在風險降低前不應開始或繼續作業。 

不可接受風險，對於

重大及高度風險者須

發展降低風險之控制

措施，將其風險降至

中度以下。 

A1、B2、C3 

中度風險 

須致力於風險的降低，例如： 

⚫ 基於成本或財務等考量，宜逐步採取風險降低措施、以逐步降低中

度風險之比例。 

⚫ 對於嚴重度為重大或非常重大之中度風險，宜進一步評估發生的可

能性，作為改善控制措施的基礎。 

B1、C2、C1 

低度風險 
暫時無須採取風險降低措施，但須確保現有防護/控制措施之有效性。 

可接受風險，須落實

或強化現有防護/控制

措施之監督查核及教

育訓練等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