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報告書

報告編號VW23090170



委 託 單 位 名 稱 ：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報   告   編   號 ： VW23090170

監   測   日   期 ： 112年09月21日

112年10月16日

112年10月18日

監   測   時   間 ： 09:25 ~ 16:37

08:05 ~ 14:10

08:48 ~ 15:00

監   測   方   法 ： 見監測結果報告書

監   測   條   件 ： 溫度： 27.1 ℃ 大氣壓力： 744 mmHg

溫度： 27.7 ℃ 大氣壓力： 746 mmHg

溫度： 25.2 ℃ 大氣壓力： 749 mmHg

  採   樣   機   構 ： 兆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勞動部認可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TOSHA-MA2

監   測   人   員 ： 林暄政 甲級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224-000061

林暄政 甲級作業環境監測人員 223-0000040

林文雅 甲級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111-000083

分  析  實 驗 室 ： 兆鼎檢驗股份有限公司職業衛生實驗室

建議下次監測日期 ： 113年03月

    ◆  作業環境監測記錄表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報告書
    ◆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報告書總表⋯⋯⋯⋯⋯⋯⋯⋯⋯ A-001

    ◆  化學性因子採樣記錄表⋯⋯⋯⋯⋯⋯⋯⋯⋯⋯⋯⋯⋯⋯⋯ A-004

        ●實驗室分析報告書⋯⋯⋯⋯⋯⋯⋯⋯⋯⋯⋯⋯⋯⋯⋯⋯ 1-1~1-13

        ●實驗室分析報告書⋯⋯⋯⋯⋯⋯⋯⋯⋯⋯⋯⋯⋯⋯⋯⋯ 1-1~1-8

        ●實驗室分析報告書⋯⋯⋯⋯⋯⋯⋯⋯⋯⋯⋯⋯⋯⋯⋯⋯ 1-1~1-4

    ◆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A-008

    ◆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A-009

    ◆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A-011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報告書    
    ◆  噪音作業監測結果報告書⋯⋯⋯⋯⋯⋯⋯⋯⋯⋯⋯⋯⋯⋯ B-001

    ◆  噪音作業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B-006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結果報告書

              目           錄 頁 次





監測日期: 0112/09/21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報告書總表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測日期: 0112/10/16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報告書總表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測日期: 0112/10/18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報告書總表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樣品中，含有其它未知待測物質建議表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次監測結果未超過容許濃度。

二、法規依據: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2條。
   (二)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8條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三)依據標準參考分析方法實施採樣及分析。

三、現場作業環境控制:
   (一)作業場所應實施通風設備運轉狀況、勞工作業情形、空氣流通效果等隨
       時確認，並採取必要措施。
   (二)設置之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定期
       自動、重點檢查，維持有效性能。
   (三)指定(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特定化學作業⋯等)作業主管實施監督工作。

四、應採取防範管理措施:
   (一)應確實督導員工於作業時配戴合格之防護器具。
   (二)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現場應於明顯之處標示公告下述內容：
      (1)危害圖示。
      (2)內容：
         1名稱。
         2危害成分。
         3警示語。
         4危害警告訊息。
         5危害防範措施。
         6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2.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處供員工隨時參閱。
    3.勞工應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2條定期對勞工實施特殊健康檢查並保存記錄。
   (四)應置備與勞工人數相同數量以上之必要防護具保持性能與清潔。

 五、本監測結果僅顯示作業環境當時狀況，並不足以說明作業環境長期危害情形。

 六、樣品編號：L10182373，製二課2F 無塵室洗淨區，呂明嬌，正溴丙烷分析時有
     未知待測物質建議下次採樣時一併考慮分析其他未知待測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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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9/21

監 測 時 段 ： 09:30~16: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5000 ppm

監測結果

(ppm)

1 738 合格

2 743 合格

3 863 合格

4 846 合格

5 835 合格

6 932 合格

7 755 合格

8 785 合格

9 844 合格

10 677 合格

11 707 合格

12 703 合格

13 675 合格

14 670 合格

15 696 合格

16 636 合格

17 700 合格

18 692 合格

19 754 合格

20 724 合格

監測儀器： Sense Air pSENSE 二氧化碳偵測器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結果判定

受測單位：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儀器直接監測法

2F 經管室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1F 管理部

2F 採購課

2F 業務部

2F 財務部

製三課3F 烤箱

2F 資材部

2F 研發處

2F 研發處OSC樣品室

2F 資訊室

製三課3F 包裝

製三課3F OSC最終檢查

3F 設管部

製二課4F 無塵室晶片洗淨室

製二課4F 無塵室洗淨室

3F 品保部

製三課3F 粗漏檢查

製三課3F 資料書寫

製三課3F 辦公室

3F 品保部出貨檢驗O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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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9/21

監 測 時 段 ： 09:30~16: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5000 ppm

監測結果

(ppm)

21 717 合格

22 718 合格

23 664 合格

24 665 合格

製二課4F 無塵室捺印

製二課5F 無塵室E3柱

製二課5F 無塵室G3柱

~以下空白~

監測儀器： Sense Air pSENSE 二氧化碳偵測器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結果判定

製二課4F 無塵室晶片自動投入機(前)

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測單位：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儀器直接監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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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監測紀錄僅供貴公司參考。

二、本次測試未超過法令標準 5000 ppm。

    依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第二條附表一之規定二氧化碳容許濃度為

    5000ppm。但不同作業處所要有不同品質要求，對於一般密閉式中央空調設備

    二氧化碳濃度建議應維持在1000ppm以下較適當。

三、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之規定，雇主應有責任實施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以評估作業環境之現況，作為現場規劃、或需工程改善之依據，進而減少

    勞工於不良工作環境所造成之健康損失，進而提高事業單位之工作效率。

    一般中央空調作業場所對於空氣之良否指標，均以二氧化碳濃度高低為基本

    評估依據，其原因在於二氧化碳之濃度大致與通風不良引起之溫、濕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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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醫學報導二

    氧化碳濃度達到４%（40000ppm）時可能引起皮膚刺激感、頭痛、耳鳴、動

    悸、精神興奮等，如到８%（80000ppm）時則有顯著之呼吸困難，達到10%

   （100000ppm）時則可能喪失意志而有生命之危險。

四、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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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藉由良好的通風調整，以保持作業時間勞工之健康及提高工作效率，尤其在

    發生有害氣體、蒸氣、粉塵或高溫等作業場所，通風之良窳實可左右其衛生

    條件。

    尤其設有中央空調管理之工作場所，所有空氣由出風口散逸到作業區，再由

    回風口將空氣收回循環，由空調設備處理循環使用，因此如二氧化碳過高而

    未有新鮮空氣之補充，則容易造成二氧化碳之累積，造成濃度過高，因此在

    此情況下，應隨時保持新鮮空氣輸入之注意事項：

     1.新鮮空氣入口須遠離排氣口或有害物發散場所。

     2.補充空氣應送至之作業範圍且供氣應均勻分散。

     3.補充空氣應調節溫度使接近作業場所溫度範圍內。

     4.濃度過高時應有維修廠商調整新鮮空氣及回風循環系統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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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測 日 期 ： 112/09/21

監 測 時 段 ： 09:30~16:00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法 令 標 準 ： 90 dBA

監測結果 最大值

(dBA) (dBA)

1 70.4 79.7

2 84.6 84.8

3 80.6 80.9

4 71.8 74.2

5 71.2 74.4

區域噪音監測結果報告書

設管部B1F 廢水廠

設管部B1F 空壓機房

~以下空白~

序號 監測區域名稱

監測儀器： CENTER 323噪音計

製二課1F 工具洗淨間

製三課3F 包裝

製三課3F 焊錫

受測單位：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測人員： 林暄政

監測方法： 以噪音計直接監測法

※從事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作業之勞工，

  每年應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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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蕭毓佐 09:25 ~16:37 63.2

(個人噪音劑量)監測結果報告書

序號

2.18

監測人員

姓    名

監      測      紀      錄

時段

監測時段

Dose值(%)

相當8小時日時量

平均音壓級(dBA)

監測單位名稱

設管部空壓機房

監 測 儀 器：

112/09/21

09:25~16:37

3 年

90 dBA

監 測 日 期 ：

監 測 時 段 ：

監測時間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暄政

SV104噪音計

受 測 單 位：

法 令 標 準 ：

監 測 人 員：

報告保存期限：人員配戴噪音計監 測 方 法：

~以下空白~



1 游誠星 08:48 ~14:47 81.7製二課1F 工具洗淨間 23.56

~以下空白~

序號 監測單位名稱
監測人員

姓    名

監      測      紀      錄

監測時間 監測時段

Dose值(%)

相當8小時日時量

平均音壓級(dBA)時段

監 測 方 法：人員配戴噪音計 報告保存期限： 3 年

監 測 儀 器：SV104噪音計 法 令 標 準 ： 90 dBA

(個人噪音劑量)監測結果報告書
受 測 單 位：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 測 日 期 ： 112/10/18

監 測 人 員：林暄政 監 測 時 段 ： 08:48~14:47



~
86.32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噪音監測結果

        監測區域名稱： 設管部空壓機房-蕭毓佐

        監測日期：

噪音最小測值（dBA） 48.78

2023/9/21
作業時段（min） 9:25 AM 4:37 PM

噪音最大測值（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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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段（min） 8:48 AM 2:47 PM
噪音最大測值（dBA） 90.59
噪音最小測值（dBA） 69.09

希華晶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噪音監測結果

        監測區域名稱： 製二課1F 工具洗淨間-游誠星

        監測日期： 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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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作業場所監測結果採取之必要措施：

一、本次監測應由職安人員依據監測結果及下列各項原則評估。

二、法規依據: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00條，工作場所因機械設備所發生之聲音

       超過九十分貝時，應採取下列措施：

       1.應實施噪音源工程控制、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

       2.使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不超過下表列之規定值或相當

         之劑量值。

       3.任何時間不得暴露於峰值超過一百四十分貝之衝擊性噪音或一百十五分

         貝之連續性噪音。

工作日容許暴露時間 Ａ權噪音音壓級

（小時） （dBA）

8 90

6 92

4 95

3 97

2 100

1 105

1/2 110

1/4 115

  (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300-1條，雇主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

      音壓級超過八十五分貝或暴露劑量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工作場所，應採取下列

      聽力保護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1.噪音監測及暴露評估。 

      2.噪音危害控制。

      3.防音防護具之選用及佩戴。

      4.聽力保護教育訓練。

      5.健康檢查及管理。

      6.成效評估及改善。

      前項聽力保護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作業環境

      特性，訂定聽力保護計畫據以執行；於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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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控制:

      1.工作場所產生強烈噪音之機械，應予以適當隔離，並與一般工作場所分開

        為原則。

      2.發生強烈振動及噪音之機械應採消音、密閉、振動隔離或使用緩衝阻尼、

        慣性塊、吸音材料等，以降低噪音之發生。

      3.應實施噪音源工程控制並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

 四、應採取防範管理措施:

      1.從事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作業

      2.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八十五分貝以上之作業場所，

        應每六個月監測噪音一次以上。

      3.應確實督導員工使用防音防護具(耳塞、耳罩)。

      4.噪音超過九十分貝之工作場所，應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之預防事項，使勞

        工周知。

 五、噪音暴露劑量計算公式:

        其暴露劑量之計算方法為：

其和大於一時，即屬超出容許暴露劑量。

      2.勞工暴露之噪音劑量值與噪音音壓及計算公式

        TWA=16.61 log(DOSE%/100)+90

        TWA：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

        DOSE%：噪音劑量值

      1.勞工工作日暴露於二種以上之連續性或間歇性音壓級之噪音時，

        之勞工，每年應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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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儀器校正紀錄報告 

◆認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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