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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

進行監測前15天必須完成作測計畫書的撰寫並上傳職安署，在監測前

24小時必須將採樣行程申報，接下來就能進行採樣及收樣分析，並且

在監測完45天內完成結果報告，並一樣要上傳到職安署，整套流程前

後剛好兩個月。

計畫書內包含五大部分，分別是危害辨識及資料收集、相似暴露族群

SEGs之建立，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樣本分析以及數據分析及評

估。

作業環境監測-採樣

每個物質的採樣需要不同的介質以及不同流量的幫浦。

介質有分成矽膠、活性碳以及MCE及PVC濾紙。

矽膠吸附管又有分成長短不同以及粗細不同，另外還有一些特殊化學物質

的專用介質，還不熟練時會較難分辨，因此可從吸附管上面的編號判斷。

例如採氨得用226-10-03規格為200/400mg的粗長形矽膠吸附管，採酸類得

用226-10-06規格為100/200mg的細長型矽膠吸附管，一般有機物用的是

226-10的細短行矽膠吸附管，而特殊化學物就得找專門的吸附管，像例如

乙腈就是用226-09。

組裝進採樣管並準備校正幫浦，裝進採樣管的方向也要注意，吸附管上有

箭頭是代表氣體流向，流入的方向是要接著幫浦的，透過幫浦吸氣將物質

吸入採樣管並附著在吸附管上，介質中有前後段，後段的存在是為了檢驗

前段是否有破出，這就是採樣的原理。

幫浦分成三種，高流量幫浦、高低流量幫浦以及低流量幫浦，流量大於

500ml/min的使用高流量幫浦，反之低於500ml/min的就使用低流量幫浦，

而高低流量幫浦則都可以使用。

校正幫浦使用的是乾式流量計。每個物質採樣需要的流度都不一樣，在校

正前得先了解不同物質所需的流量並選擇適合的幫浦，一端接上該物質的

吸附管，另一端接上乾式流量計後就能打開幫浦，流量會顯示在乾式流量

計的顯示面板上，就可以拿著校正器轉動調整幫浦到需要的流速。

一般常見的例如氨及酸都是200-500ml/min，但是用來校正的介質不同，

而一般有機物通常都是80-120 ml/min之間，醛要100 ml/min以下。

粉塵因質量較大需要用到高流量的幫浦，粉塵可分為總粉塵及可呼吸性粉

塵。可呼吸性粉塵是指可透過離心式或水平析出式等分粒裝置所測得之粒

徑者。，而總粉塵是指未使用分粒裝置所測得之粒徑者，兩者採樣所需的

流速也不同，可呼吸性粉塵需要2000-2100 ml/min，而總粉塵所需較低，

大概1700 ml/min而已，和MCE採重金屬的流速幾乎一樣，另外採集可呼

吸性粉塵必須在濾紙匣前端裝上旋風分離器，它的原理是利用粒子在氣流

中做高速旋轉時，離心力遠大於重力，且因速度愈大，粒子所獲得之離心

沉降速度也愈大，使固體與氣體達到分離的目的。

實驗室

實驗室分析分成無機酸、有機物及重金屬粉塵三大類，有不同的儀器進

行分析。

GC氣象層析儀是專門用來分析有機物的，而它的原理是將樣品溶液注

射後，首先進入汽化室氣化，然後在載氣的傳送作用下進入層析管柱

（載氣通常為氮氣或氦氣），不同成分在管柱中會被分離，而再依流出

層析管柱，由檢測器檢測，得到其含量。

IC離子層析儀是專門用來分析無機酸的，他利用配置好的流洗液經由一

特殊離子交換樹酯型分析管柱進行分離程序,再經過抑制器再生,最後透

過運算會得到一個定性定量的圖譜。

ICP是專門用來分析重金屬的，他使用氬氣電漿來操作，在此電漿中有

原子化的液體樣品注入。此樣品會在電漿中離子化並且這些離子會放射

出不同特徵波長的光，接著解由量測波長來判斷物質並進行分析。

有機物是利用活性碳管當介質去採樣，在採樣回來要進行分析時，必須

先經過脫附，脫附是利用與活性碳親和力更大的物質，加入並取代原先

採樣元素去附著在活性碳上，讓我們能順利分離出我們需要的物質。因

此我們進行有機物的分析時，會先將各廠的活性碳樣本先分好，裝入小

瓶子內，再拿去脫附，我們是利用CS2以及1-丁醇當作脫附劑，加完脫

附劑後搖勻就可以拿去上機進行分析。

MCE的處理方式是用酸進行硝化作用，首先要先將濾紙取出對折四次讓

體積縮小後放入試瓶，再利用pipette加入1.25毫升的鹽酸，再放上石磨

盤上用95度高溫加熱15～20分鐘，取出放涼後，再加入2毫升的硝酸，

一樣放上加熱95度高溫後，再用RO定量到25ml，接著就可以上機。

採樣有分成個人採樣及區域採樣。

 個人採樣是將幫浦裝進一個背袋中讓勞工背著，並將採樣管夾在領

口上，大概在勞工的呼吸帶附近，盡量以不影響勞工工作的方式，

讓他們背著採樣至少6小時，再採取六小時平濃度。

 區域採樣則是放在同一個地點不動，採樣時間跟個人採樣相同，並

且同時還要確認該場所檢測的員工是否在這個區域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