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11年01月17日
中華民國111年01月18日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 年度臺南市毒災聯防組訓



111 年度臺南市毒災聯防組訓意見調查表 
請將您對於本次活動議程辦理的各項建議不吝賜告，以做為爾後辦理改進之參考。 

請於活動結束時繳交給工作同仁，謝謝!! 

 

【整體規劃】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1. 您認為本次活動議程目標之明確性 □ □ □ □ □ 

2. 您認為本次活動議程內容之難易度 □ □ □ □ □ 

3. 您對於本次活動議程安排之滿意度 □ □ □ □ □ 

【課程內容】      

4.你認為課程內容對於工作上之實用性 □ □ □ □ □ 

5.您對於本次課程內容之整體理解範圍 □ □ □ □ □ 

【講師】      

6.您認為講師的教學方式 □ □ □ □ □ 

7.您認為講師在此課程領域之專業知識 □ □ □ □ □ 

【綜合意見】      

8.您認為參加本次活動的整體收穫 □ □ □ □ □ 

 
【其他建議及改善】 

                                                     

                                                     

                                                     

                                                     

                                                     

                                                     

                                                     



                                                     

                                                     

                                                     

                                                     

                                                     

                                                     

                                                     

                                                     

                                                     

                                                     

                                                     

                                                     

                                                     

                                                     

                                                     

                                                     

                                                     

                                                     

                                                     
感謝您填寫本問卷，請於活動結束後繳回，謝謝。 



111 年度臺南市毒災聯防組訓(第三場次) 

一、對象：本市毒災聯防組織電鍍一、二組運作業者 

二、時間：111 年 01 月 17 日(二)上午 08:00~12:00 

三、地點：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一樓演藝廳（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

22 號）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五、議程如下：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簡介 講師 

08:00-08:30 報到及領取講義 

08:30-09:30 危害辦識及個人防護

具穿著介紹 

 GHS 標示及安全資料

表介紹、半面式濾罐

穿戴要點及 C 級防護

衣穿著注意事項 

 現場及聯防無預警常

見缺失說明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09:30-11:00 化災中和劑、解毒劑

及人員除汙劑介紹 

 化災中和劑及解毒劑

使用時機及功效說

明、人員除污劑介紹 

 案例分享 

永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0-12:00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分組)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2:00 訓    練    結    束 

 



111 年度臺南市毒災聯防組訓(第四場次) 

一、 對象：本市毒災聯防組織教育檢驗組運作業者 

二、時間：111 年 01 月 17 日(二)下午 13:00~17:00 

三、地點：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一樓演藝廳（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

22 號）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五、議程如下：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簡介 講師 

13:00-13:30 報到及領取講義 

13:30-15:00 化災中和劑、解毒劑及

人員除汙劑介紹 

 化災中和劑及解毒劑

使用時機及功效說

明、人員除污劑介紹 

 案例分享 

永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16:00 危害辦識及個人防護

具穿著介紹 

 GHS 標示及安全資料

表介紹、半面式濾罐

穿戴要點及 C 級防護

衣穿著注意事項 

 現場及聯防無預警常

見缺失說明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6:00-17:00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分組)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7:00 訓    練    結    束 

 



111 年度臺南市毒災聯防組訓(第五場次) 

一、對象：本市毒災聯防組織行政一、二組運作業者 

二、時間：111 年 01 月 18 日(三)上午 08:00~12:00 

三、地點：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一樓演藝廳（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

22 號）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五、議程如下：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簡介 講師 

08:00-08:30 報到及領取講義 

08:30-10:00 化災中和劑、解毒劑

及人員除汙劑介紹 

 化災中和劑及解毒劑

使用時機及功效說

明、人員除污劑介紹 

 案例分享 

永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11:00 危害辦識及個人防護

具穿著介紹 

 GHS 標示及安全資料

表介紹、半面式濾罐

穿戴要點及 C 級防護

衣穿著注意事項 

 現場及聯防無預警常

見缺失說明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1:00-12:00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分組)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2:00 訓    練    結    束 

 



111 年度臺南市毒災聯防組訓(第六場次) 

一、 對象：本市毒災聯防組織行政三、四、五組運作業者 

二、時間：111 年 01 月 18 日(三)下午 13:00~17:00 

三、地點：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一樓演藝廳（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路

22 號）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協辦單位：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五、議程如下：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簡介 講師 

13:00-13:30 報到及領取講義 

13:30-15:00 化災中和劑、解毒劑及

人員除汙劑介紹 

 化災中和劑及解毒劑

使用時機及功效說

明、人員除污劑介紹 

 案例分享 

永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5:00-16:00 危害辦識及個人防護

具穿著介紹 

 GHS 標示及安全資料

表介紹、半面式濾罐

穿戴要點及 C 級防護

衣穿著注意事項 

 現場及聯防無預警常

見缺失說明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6:00-17:00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分組) 
 個人防護具穿脫實作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17:00 訓    練    結    束 

 



 
 
 
 
 
 
 
 
 
 
 
 
 
 
 

化災中和劑、解毒劑 

及人員除汙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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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SO4)
• (NaOH)
• (Hcl)
• (HF)
• (Phenol)
• (HNO3)
• (Methanol)
• DMS (Dimethyl sulfate)
• (TMAH;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

Sulfuric acid (H2SO4)

Caustic soda (NaOH)Hydrofluoric acid (HF)

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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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F, Chloroform, Cyanide, 
Chromate

• –Phenol, Chloroform, Chromate
• - Tetramethylammonium hydroxide 

(TMAH), Chromate
• – Dimethylformamide (DMF)
• –VX, Sarin, Organophosphates, Phenol, 

Chromate
• - Chloroform, Cyanid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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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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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Ref. Wen J. Occup Health & Emerg Rescue. 2017 Feb, 35(1):2

x 50

1 / / 50

1 / 2 / 25

159 / / 10,000 .

M. Nasterlack, M. Yong, E. Droll, M. Schuster, F.-J. Simons, Dr Stefan Lang : 
Efficacité du rinçage à l’eau courante comme mesure de premiers secours après une contamination chimique des yeux. 
Zbl Arbeitsmed 63 (2013) 94-100. Etude publiée par le Service de médecine du travail et de protection de la santé de BASF SE, Ludwigshafen (Médecin-chef : Dir Stefan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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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P H O T E R I N E ®  S O L U T I O 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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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P H O T E R I N E ®  S O L U T I O N 33

.
, .

,

H2SO4 98% H2SO4 97%

Ref:
https://metro.co.uk/2017/11/01/horrifying-injuries-of-man-left-
partially-blinded-after-acid-attack-7046477/

Ref: 
Verbelen J, Hoeksema H, Monstrey S, Diphotérine® et Héxafluorine® dans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de Gand (Belgique): 4 années d’expériences, Belgium, 
BBA 2017

D I P H O T E R I N E ®  S O L U T I O N 28

.

.

Diphoterine®

Donoghue M., Diphoterine for alkali chemical splashed to the skin at alumina refine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rmatology 2010, 49, 894-900

Schrage N, SFO Communication, France, SF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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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P H O T E R I N E ®  S O L U T I O 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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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4 80~90 65%HNO3 2

2020 4 29%KOH , 10

,

2020 4 HF49%,TBSA>35% 20~30 1 ,

2020 4 10

2020 5 HNO3:20~30%+HF<10% 2 ,

2020 6 NaOH, TBSA>9%, 2~3

2020 6 H2SO4, TBSA=20% 30 ,2~3 2

2020 6 HNO3&HF ,TBSA:5% 2

2020 6 ( ) 5 (
)

2020 7 HNO3&HF ,
TBSA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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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wang@citex.com.tw
Line @ ied63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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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辦識及 

個人防護具穿著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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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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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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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NO.O.

(( )

SDS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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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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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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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TWA:Time Weighted 
Average

8 40

PEL-STEL: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

15

PEL-C:Ceiling

(BEIs Biological 
Exposure. Indices)

(( )( ))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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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
20 %

100

SDS

40



SDS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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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LD50

mg/kg
14

50%

LC50 1~4 14
50%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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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UN No.

DOT
ATA/ICAO
IMDG

84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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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https://ghs.osh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 GHS/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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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HS

SDS

•
GHS

•
SDS

GHS

GHS

GHS

• 2008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 2007 12 31

GHS
2008 12 31

GHS http://www.ghs.url.tw/train.asp

• 2005 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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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15030

(16) (10) (1)

/

CNS15030 GHS 27

CNS https://www.cnsonline.com.tw/?node=result&generalno=15030&locale=zh_TW

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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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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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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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GHS

• 20 C 20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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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12242

GK12345
V 46.7

W 53.5

O2
8-81

TP 250

FP
250

L

kg

(Black)
(Vermillion Red)
(Jade Green)

(Lemon Yellow)
(Peacock Blue)

(Silver Gray)

CNS1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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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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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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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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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

1

•

0.1%

Thank You
ISO 9001:2008

EPA/NKFUST Southern Center for Emergency Response of Toxic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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