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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隧道症候群與震動工作



張先生， 59 歲男性

疾病史

• 2016年起有手部麻木與刺痛症狀

• 2018年 10月神經傳導檢查確診
雙側腕隧道症候群，接受副木治
療

• 2019年 12月環職部門診就診，
斐倫式試驗與提內耳氏徵象陽性

• 2020年 04月接受外科手術治療

工作史

• 1995年起擔任國小工友，工作內
容包含手推式除草機、背負式除
草機、電鋸、電鑽、打磨機等震
動手工具使用



職業性腕道症候群認定參考指引
• 工作時，腕部須經常反覆相似之動作，如彈奏樂器、鍵盤操作、包裝作業
、縫紡工作等。

• 工作時，腕部須以較大力量去完成工作者，如扭轉毛巾之動作、肉品切割
或處理之動作、快速包裝或綑綁之動作。

• 工作時，腕部須以不良的屈曲或伸展姿勢或長時間工作，如裝配作業、美
容或美髮作業、工藝品雕球等。

• 工作時，需要經常手持振動工具者，如電鑽、電鋸等。

• 工作時，需要經常或長時間壓迫腕部或手掌根部者，如麵包師傅揉麵、搬
運工作者等。



局部震動測量
• Vibration analysis

Vibration analysis



局部震動測量

振動性工具
平均每個工作日

使用時間
使用期間 振動加速度

手推式除草機 64 分鐘 20-25 年 30-40 m/s2

背負式除草機 117分鐘 20-25年 3 m/s2

電鋸 4分鐘 20-25年 7-13 m/s2

電鑽 6 分鐘 20-25 年 30 m/s2 ( 平放 )

打磨機 5分鐘 20-25年 9 m/s2 (平放 )



局部震動測量標準

歐盟診斷標準

• 歐盟診斷標準
• 8hr-TWA 3-10 m/s2： 3-10年以上
• 8hr-TWA >10 m/s2： 1-3年以上

• 個案工作暴露
• 8hr-TWA 13.36 m/s2： 20-25年

丹麥診斷標準

• 手推式除草機：
• 30-40 m/s2、 64分鐘、 20-25年



手術、術後休養與工作調整

手術與術後休養時程

• 2020/04/16 內視鏡神經放鬆手
術

• 術後休養

• 2020/06/08 回復工作

• 2020/07/21 復工後追蹤，順利
回復工作，症狀未明顯惡化

工作調整

• 震動來源：手推式除草機
• 工程控制：更換除草機為減震割草
機，後續定期檢修

• 行政管理：減少使用手推式除草機
的時間，並定時休息

• 個人防護用具：使用震動工具時穿
戴避震手套



工程控制與個人防護用具



視網膜病變與強光直視



黃先生， 35 歲男性

疾病史

• 2020年 05月體檢發現視力減退
，後續眼科診斷早發型黃斑部病
變 (Early macular degeneration)

工作史

• 2019年 06月起擔任機場捷運司
機，工作內容為駕駛捷運車輛，
途中需注意駕駛中沿線號誌與軌
道狀況，於特定時段與特定路段
會直視太陽

• 最早只有部分車輛設有遮陽簾，
司機會自行裝設遮陽簾，後續公
司才陸續補齊遮陽簾



工作暴露
• 下午時段南下 ( 西行 )，捷運車輛離開市區進入林口台地，高架段較無建

物或山丘遮蔽，容易直視太陽



早發型黃斑部病變與職業風險
• Solar Radiation Exposure and Outdoor Work: An Underestimated Occupati

onal Risk
• 目前可得的資料支持，長期職業性太陽輻射暴露， 特別是其中藍光的部分，與

戶外工作者的早發型黃斑部病變有關。
• 這篇系統性回顧研究收錄的多數研究 (10/13)，都有評估與職業性太陽輻射暴
露相關的風險， 10 篇都顯示兩者間存在正相關，與過去研究的發現一致



太陽輻射暴露測量
• MK350S 偏光儀量測



太陽輻射暴露測量
• 藍光危害幅照度 (Irradiance of blu

e-light hazard, EB)

• 照度 (Irradiance)：太陽照射下，
每單位面積所接受到的能量 (W/C
m2)

• 美國工業衛生師協會 (American Co
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
al Hygienists, ACGIH) 建議之藍光危
害係數 (Blue-light hazard function)



太陽輻射暴露測量
• (1) 無遮光板 : 40.2*10-4 (W/cm2)

• (2)經硬式遮光板 : 9.78*10-4 (W/cm2)

• (3)經軟式活動遮光簾 : 4.08*10-4 (W/cm2)

• (4)經上述兩種遮光器材 : 1.59*10-4 (W/cm2)



太陽輻射暴露標準

美國工業衛生師協會標準

• 暴露超過 100 秒之藍光危害幅照
度限制為須低於 10-4 W/cm2

• 若藍光危害幅照度高於 10-4 W/cm
2，則一天可暴露之時間限制為 t
(s)=0.01/EB

四種不同情境下的每日可暴露時間

• 無遮光板 : 40.2*10-4

• 2.48 秒

• 經硬式遮光板 : 9.78*10-4

• 10.23 秒

• 經軟式活動遮光簾 : 4.08*10-4

• 24.51 秒

• 經上述兩種遮光器材 : 1.59*10-4

• 62.95 秒



工程控制與個人防護用具建議

工程控制

• 主要危害來源： 415nm 至 489n
m之藍光光譜區間

• 強化目前的遮光設備，針對主要
危害來源的 415nm 至 489nm 藍
光光譜區間進行遮濾，壓低藍光
危害幅照度至小於 10-4 W/cm2

個人防護用具

• 配帶護目用具

• 但考量通過隧道時環境光源不足
，相較於遮光設備為活動式可隨
時調整，配戴護目用具可能造成
額外不便而降低配帶比率，建議
加強隧道內環境光源



板機指與抓握負重



邱先生， 53 歲男性

疾病史

• 2017年起有有手中指掌指關節腫
脹與疼痛，手指彎曲後難以伸直

• 2017年 03月復健科就診診斷板
機指，接受局部類固醇注射治療

• 2019年 02月症狀惡化，超音波
確診板機指，接受手術治療

• 2019年 04月環職部門診就診

工作史

• 2009年起擔任廚師助理，工作內
容為搬抬盛裝飯、湯、麵、稀飯
、豆漿等餐點的大鍋，大鍋的把
手為 C型或 O型鐵環，搬抬過程
中，因半徑過小會對手指掌指關
節造成壓迫



鍋具把手



鍋具把手改造



鍋具把手改造



從職業病診斷到風險控制

職業傷病補償

• 合理休養期限內的工傷病假

• 工作能力評估與工作能力強化

• 辨識職場危害主要來源、評估危
害程度

風險控制

• 移除職業傷病患者復工障礙

• 避免職業傷病復發

• 預防其他勞工發生職業傷病

• 增進工作效率與工作滿意度



風險評估

評估時機點

• 作業流程分析與作業勞工分析：
例行篩檢、作業變更、勞工變更

• 通報事件分析：異常事件發生

評估目標

• 量化職業傷病風險
• 評估是否介入與介入範圍
• 追溯主要風險來源
• 確認介入後成效



作業流程分析：人因性危害
• KIM(Key Indicator Method) 關鍵指
標檢核表
• 抬舉、握持、搬運作業關鍵指標法

(KIM-LHC)

• 推拉作業關鍵指標法 (KIM-PP)

• 手工物料作業關鍵指標法 (KIM-MHO)

• 風險值
• 低負載 (<10)

• 中等負載 (10-25，恢復能力較弱者 )

• 中高負載 (25-50，一般作業人員 )

• 高負載 (>50，一般作業人員 )

• 風險評估方式
• 時間評級
• 風險單位
• KIM-LHC：荷重、姿勢、工作狀況
• KIM-PP：重量、定位準確、姿勢、
工作狀況

• KIM-MHO：施力方式、抓握條件、手
/ 臂位置動作、工作協調、工作條件
、姿勢

• 時間評級 x 風險單位 = 風險值



作業流程分析：過負荷
工作型態 說明

不規律的工作 經常無法掌握工
作的變動

經常出差的工作 時差、無法休憩
、交通距離

作業環境 - 異常溫度 低溫、高溫、
高低溫交替

作業環境 - 噪音 80分貝以上

作業環境 -時差 5小時以上

伴隨精神緊張的工作 高壓力狀態

低負荷 中負荷 高負荷

月加班
時數

<45hr 45-80hr >80hr

工作型態 0-1 項 2-3 項 >4 項



作業流程分析：母性保護
•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occupationa

l lifting in pregnancy
• 實際重量
• 建議重量
• 重量、頻率、時間、位置、週期



作業流程分析：不法侵害
•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

風險評估表
• 外部不法侵害與內部不法侵害
• 可能性 ( 可能 - 極不可能 )
• 嚴重性 ( 輕度 - 嚴重 )

• 風險等級 ( 低度 - 高度 )



作業勞工分析與通報事件分析

作業勞工分析

• 特殊作業體格檢查與後續選配工

• NMQ(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
tionnaire) 北歐肌肉骨骼症狀問卷

• 10年內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個
人相關過勞分數、工作相關過勞
分數

通報事件分析

• 勞工保險職業傷病個案

• 特殊作業健康檢查三級 / 四級

• 事業單位假勤系統

• 醫療暴力通報系統

• EAPs(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
ms) 員工協助方案



風險控制
• 風險控制工具：

• 工程控制：從工作流程上直接消滅暴露風險
• 降低暴露、意外預防

• 行政管理：犧牲產能交換風險控制
• 平均分散風險：工作輪替輪調
• 避開易感族群：適性選工配工、工作調整與工作限制
• 限制暴露風險：減少產能、降低工作時間

• 防護用具：犧牲工作效率交換風險控制
• 正確選擇防護用具

• 風險控制工具選擇
• 工程控制 > 行政管理 > 防護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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