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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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度臺南市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災害防救動員暨案例研討會



113 年度臺南市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暨災害防救動員案例研討會 

一、 前言：隨著科技研蓬勃發展及民生所需，國內各種化工原料需求量大幅增加且種類已達數萬種，

無論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外洩或公共危險品的火災及爆炸風險，各類化學品若運作管理不當，

往往對生命、環境與財產等公共安全之危害，甚至危及救災人員安全。 

近年我國化工廠重大事故頻傳，無論是製程的失控反應或過氧化物管理不當導致緊急狀況，如未

能有效預防與控制，除了恐衍生毒災事故外，甚至造成大範圍之傷亡與財損。 

故本次研討會主軸將從公共危險品管理、預防與應變概念切入，輔以過氧化物應變原則與案例進

行專題講座，同時也邀請轄內事故業者進行案例分享，以期提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整體運作管

理水平、降低人為失誤之災害。 

二、 邀請對象：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臺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各工業區服務中心、交通部臺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本市列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業者(達分級運作量、30 倍公共

危險品列管)。 

三、 辦理時間：113年 12月 27日(五) 上午 10:00~下午 16:30。 

四、 辦理地點：南科育成中心-B101國際會議廳（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 12號）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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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 講 人 

10:00—10:20 報到及領取講義 

10:20—10:30 主席致詞 

10:30—12:00 
專題演講 1： 

公共危險品常見管理缺失與案例分享 

引言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蘇崇輝 教授 

主講人：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危險物品管理科/

蕭傑澤 股長 

12:00—13:30 休  息 

13:30—15:00 
專題演講 2： 

過氧化物特性、應變原則與案例分享 

引言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環安組工安科/徐新益 科長 

主講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陳政任 特聘教授 

15:00—15:10 休  息 

15:10—16:10 

事故案例分享: 

1. 產協企業(股)公司台南廠

2. 臺聯實業(股)公司

3. 台灣富士電子材料(股)公司南科

分公司

引言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毒科/翁崑沅 

科長 

主講人： 

產協企業(股)公司台南廠/潘力嘉 環安部主辦 

臺聯實業(股)公司/陳奕瀚協理 

台灣富士電子材料(股)公司南科分公司/張佑

任 課長 

16:10—16:30 綜合討論時間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毒科/翁崑沅 科長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環

安組工安科/徐新益 科長(引言人)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危險物品管理科/蕭傑澤 股

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蘇崇輝 教授(引言人)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陳政任 特聘教授 

與會來賓 

16:30— 結   束 



公共危險品常見管理缺失 

與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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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氧化物特性、應變原則 

與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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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氧化物特性與應變原則
陳政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特聘教授
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主任

環境部 化學署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計畫主持人
諮詢專線:07-6011235

E-mail: jrc@nkust.edu.tw
0911-302725

22

大綱

• 何謂過氧化物
• 過氧化物的危害與分級
• 過氧化物的應變原則
• 案例分析

• 明揚爆炸
• 產協爆炸
• 動明輪貨櫃爆炸
• 雙氧水儲槽熱失控

• 結論與建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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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過氧化物

• 含有-O-O-的共價鍵物質及稱為過氧化物(Peroxide)
• 過氧化物分為：
• 無機過氧化物(Inorganic peroxide)：

• 不含碳的過氧化物
• 可提供氧來助燃，分類為氧化性物質，例如：
• 雙氧水(Hydrogen peroxide、H2O2)氧化性液體
• 過氧化鈉 (Sodium peroxide、Na2O2) 氧化性固體
• 過氧化鋇 (Barium peroxide、BaO2) 氧化性固體

• 有機過氧化物(Organic peroxide)：
• 含碳的過氧化物
• 同時提供氧與可燃物
• 單獨的分類

44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 最新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7 月 16 日(前次修正民國 110 年
11 月 10 日)

• 第 1 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 第 2 條 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或處理場所
之位置、構造、設備之設置標準及儲存、處理、搬運之安全管理，
依本辦法之規定。但因場所用途、構造特殊，或引用與本辦法同
等以上效能之技術、工法、構造或設備，適用本辦法確有困難，
於檢具具體證明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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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
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 第 3 條 公共危險物品之範圍及分類如下：
• 一、第一類：氧化性固體。
• 二、第二類：易燃固體。
• 三、第三類：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 四、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
• 五、第五類：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 六、第六類：氧化性液體。
• 前項各類公共危險物品之種類、分級及管制量如附表一。

66

公共危險物品之範圍及分類

管制量分級種類名稱分類

五十公斤第一級
一、氯酸鹽類
二、過氯酸鹽類
三、無機過氧化物
四、次氯酸鹽類
五、溴酸鹽類
六、硝酸鹽類
七、碘酸鹽類
八、過錳酸鹽類
九、重鉻酸鹽類
十、過碘酸鹽類

氧
化
性
固
體

第
一
類

三百公斤第二級

一千公斤第三級

十一、過碘酸
十二、三氧化鉻
十三、二氧化鉛
十四、亞硝酸鹽類
十五、亞氯酸鹽類
十六、三氯異三聚氰酸
十七、過硫酸鹽類
十八、過硼酸鹽類
十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十、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38



77

公共危險物品之範圍及分類

管制量分級種類名稱分類

十公斤
A型

一、有機過氧化物
二、硝酸酯類
三、硝基化合物
四、亞硝基化合物
五、偶氮化合物
六、重氮化合物
七、聯胺的誘導體
八、金屬疊氮化合物
九、硝酸胍
十、丙烯基縮水甘油醚
十一、倍羰烯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十三、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自
反
應
物
質
及
有
機
過
氧
化
物

第
五
類

B型

一百公斤C型

一百公斤D型

88

公共危險物品之範圍及分類

管制量分級種類名稱分類

三百公斤

第一級一、過氯酸
二、過氧化氫
三、硝酸
四、鹵素間化合物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六、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氧
化
性
液
體

第
六
類

第二級

一、本表所稱之「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A型」、「B型」、「C型」及「D型」指
區分同類物品之危險程度，應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15030進行分類。未完成分類前，基於安全
考量，其危險分級程度，得認定為第一級或A型。與GHS一致化

二、儲存公共危險物品種類在二種以上時，計算其是否達管制量之方法，應以各該公共危險物品數量
除以其管制量，所得商數之和如大於一時，則儲存總量即達管制量以上。

三、本表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之酒精類、第二石油類、第三石油類及第四石油類所列但書規定
之酒精含量、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含量，均指重量百分比。

四、本表所稱之水溶性液體，指在一大氣壓下攝氏二十度時與同容量之純水一起緩慢攪拌，當該混合
液停止轉動後，呈現顏色均一無分層現象者；非水溶性液體，指水溶性液體以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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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CNS 15030「化學品分類及標示」

• 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和制度(GHS)最初是由聯合國在1992年發起對國際
間化學品之物理性危害、健康危害與環境危害分類與標示工作，讓各國對化
學品危害有相同的判斷標準，減少化學品危害對人員與環境之衝擊，亦可減
少化學品於跨國貿易間因各國不一之標示規定所衍生之困擾與阻礙。

• GHS的主要開發者包括
• 聯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專家委員會(UNCETDG)：制定化學品物理性安全標準。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制定化學品對人體健康與環境之危害分類標準。

• 國際勞工組織(ILO)：根據UNCETDG和OECD制定的標準發展相關標示及分類方式。

• 2002年12月初步完成GHS之制定，2005年發布第一版文件

• 我國亦於2008年12月31日正式實施化學品GHS制度-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及
標示，目前國內之分類及標示，多依此規範制定；消防法也跟進!

• 須注意GHS不是唯一的分類與標示規範，不同單位、環境仍有其他分類、標示規
範如DOT、NFPA、IMDG等，GHS也仍有不足的地方，持續修訂中

10

CNS標準號碼危害分類項次危害性
CNS 15030-1爆炸物(Explosives)1

物理性
危害

CNS 15030-2易燃氣體(Flammable gases)2
CNS 15030-3氣懸膠(Flammable aerosols)3
CNS 15030-4氧化性氣體(Oxidizing gases)4
CNS 15030-5加壓氣體(Gas under pressure)5
CNS 15030-6易燃液體(Flammable liquids)6
CNS 15030-7易燃固體(Flammable solids)7
CNS 15030-8自反應物質與混合物(Self-reactive substances)8
CNS 15030-9發火性液體(Pyrophoric liquids)9

CNS 15030-10發火性固體(Pyrophoric solids)10
CNS 15030-11自熱物質與混合物(Self-heating substances)11
CNS 15030-12禁水性物質(Substances which, in contact with water, emit flammable gases)12
CNS 15030-13 氧化性液體(Oxidizing liquids)13
CNS 15030-14氧化性固體(Oxidizing solids)14
CNS 15030-15有機過氧化物(Organic peroxides)15
CNS 15030-16金屬腐蝕物(Corrosive to metals)16

-鈍化炸藥(Desensitized explosives)*2017年新增17

GHS/CNS 15030「化學品分類及標示」
• 共有三大類危害-物理性、健康、環境等29項危害分類，其中物理性危害

共有17項。適用對象包括消費者、勞工、運輸勞工和緊急應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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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CNS 15030危害圖示與對應之危害
2
9
項
危
害
分
類
，
但
只
有
9
種
圖
示
!  鈍化炸藥

12

GHS/CNS 15030危害圖示與對應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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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CNS 15030與消防法規的對應
消防法規危害分類項次

爆炸物(Explosives)1
可燃性高壓氣體易燃氣體(Flammable gases)2

氣懸膠(Flammable aerosols)3
氧化性氣體(Oxidizing gases)4
加壓氣體(Gas under pressure)5

公危品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易燃液體(Flammable liquids)6
公危品第二類：易燃固體易燃固體(Flammable solids)7
公危品第五類：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自反應物質與混合物(Self-reactive substances)8
公危品第三類：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
禁水性物質

發火性液體(Pyrophoric liquids)9
發火性固體(Pyrophoric solids)10
自熱物質與混合物(Self-heating substances)11

公危品第三類：發火性液體、發火性固體及
禁水性物質

禁水性物質(Substances which, in contact with water,
emit flammable gases)

12

公危品第六類：氧化性液體氧化性液體(Oxidizing liquids)13
公危品第一類：氧化性固體氧化性固體(Oxidizing liquids)14
公危品第五類：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有機過氧化物(Organic peroxides)15

金屬腐蝕物(Corrosive to metals)16
鈍化炸藥(Desensitized explosives)17

• 公共危險物品管理辦法並未完全對應到所有的危害!
• 故未列為消防法的公共危險物品/可燃性高壓氣體仍可能具有物理性危害!

1414

CNS 6864/UNCETDG運輸危險物分類

CNS 6864危險物類別
爆炸物第一類

氣體第二類

易燃液體第三類

易燃固體；自燃物質；禁水性物質第四類

氧化性物質；有機過氧化物第五類

毒性物質及感染物質第六類

放射性物質第七類

腐蝕性物質第八類

其他危險物第九類

• CNS 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是參考2005年
聯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專家委員會(UNCETDG)
「關於危險物運輸建議書」之規定所訂定，
主要是統一化學品之運輸標示，使貨物通運
作業更為順利。

• CNS 6864將危險物運輸分為九大類，有些
類別有更細之分組類號，其目的僅為特性種
類之區分，不代表化學品危害程度的大小，
如需瞭解化學品危害程度應參考CNS 15030
化學品危害分類，故CNS 6864與CNS
15030在使用目的上不同但為相輔相成。

• 海運的IMDG Code與CNS 6864的危害分類
系統相同，以確保所有運輸方式（公路、鐵
路、航空和海運）對危險品的分類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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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6864危險物分類與消防法規的對應
消防法規CNS 6864分組類號CNS 6864危險物類別

1.1、1.2、1.3、1.4、1.5、1.6爆炸物第一類
可燃性高壓氣體2.1(易燃氣體)

氣體第二類 2.2(非易燃，非毒性氣體)
2.3(毒性氣體)

公危品第四類：易燃液體及可燃液體3 (易燃液體)易燃液體第三類
公危品第二類：易燃固體4.1(易燃固體、自反應物質及有

關物質與退敏爆炸物)易燃固體；
自燃物質；
禁水性物質

第四類
公危品第五類：自反應物質
公危品第三類：發火性液體、發火性
固體及禁水性物質

4.2(自燃物質)
4.3(禁水性物質)

公危品第一類：氧化性固體
公危品第六類：氧化性液體

5.1(氧化性物質)氧化性物質；
有機過氧化物第五類

公危品第五類：有機過氧化物5.2(有機過氧化物)
6.1(毒性物質)毒性物質及

感染物質第六類 6.2(感染物質)
7A、7B、7C放射性物質第七類
8腐蝕性物質第八類
9其他危險物第九類

1616

CNS 6864危險物分類圖示

運輸槽車之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

共有20種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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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危險貨物編號(UN number)

• 聯合國危險貨物編號（UN number）是一組4位數字的編號，可用來識別有商業價
值的危險物質和貨物。這種數字架構廣泛使用在國際貿易中，便於標註貨運容器的
內容

• 如果一種化學品在固態和液態下，或者在不同純度下的危險屬性具有相當大的差別
的話，它會因為它的兩種屬性分別得到一個聯合國危險貨物編號

• 例如：

• 無水氟化氫(Hydrogen fluoride, anhydrous) UN No=1052

• 氫氟酸(Hydrofluoric acid) UN No=1790

• 許多新興物質並無UN No.，導致被誤判為非危險品，可能產生運送過程的風險

• 要納入UN No.必須經由聯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專家委員會審議，並在
《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危險貨物運輸的建議
書)》中公布

18

緊急應變指南-ERG

緊急應變指南
• (The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係由美國運輸部 (US DOT)、加拿大運輸部
(Canada DOT)，以及墨西哥運輸與通訊秘
書處 (SCT)，共同針對消防、警察與第一時
間趕抵危害性化學品運輸事故現場之應變人
員需要所編集而成。

• 每4年進行更新
• 協助第一線應變人員進行快速鑑別事故化學

品之基本與特殊性質
• 在事故初期應變階段保護應變人員自身與一

般民眾之安全
• 可快速查詢UN No.及該類物質的應變指引

https://www.phmsa.dot.gov/sites/phmsa.dot.gov/files/2024‐
04/ERG2024‐Eng‐Web‐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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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以公路運輸為例，我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4
條，危險物品標誌之圖
例及顏色依國家標準
CNS6864之規定。

 聯合國物質編號(UN 
No.)亦須標示

以環氧氯丙烷為例：• 形狀為直立四十五
度角之正方形

• 裝載危險物品主要
特性(及次要特性)之
標誌

危險物品標誌

• 危險物品名稱
• 聯合國物質編號

(UN No.)
• 緊急聯絡電話

標示牌

• 車輛左、右兩側及
後方，並高於輪胎
上緣標誌及標示牌

放置

250mm

12.5mm

環氧氯丙烷

2023

(07)6XX‐XXXX

2020

CNS 6864「危險物運輸標示」

 聯合國物質編號(UN No.)標示
可單獨也可與危害標示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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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氧化性固體

• 氧化性固體：指自身未必會自燃，但通常可因放出氧氣而引起或促使其他物
質燃燒的固體。

• 氧化性固體分為3種級別，標示要項與危害警告訊息如下：

• 代表物質如：

• 一、氯酸鹽類

• 二、過氯酸鹽類

• 三、無機過氧化物等

• 這些物質分解會產生助燃氣體，
但分解也釋放熱，故更大的危
害是分解的爆炸

第3級第2級第1級

圖示
符號

警告危險危險警示語

可能加劇燃燒；
氧化劑

可能加劇燃燒；
氧化劑

可能引起燃燒或
爆炸；強氧化劑

危害警
告訊息

運輸
標示

2222

過氧化鈉
• Na2O2

• 白色固體，分子量77.98，比重2.8
• 熔點：460 °C (緩慢分解 )
• 水中溶解度 100g/100ml(水)(25℃)
• 分解溫度：>650 °C
• 氧化性固體：第1級；腐蝕刺激皮膚：第1級；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第1級
• UN No.： 1504
• 運輸危害分類：5.1
• 極易引燃可燃物，包括金屬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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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氯酸銨

• NH4ClO4

• 白色固體，分子量117.5，比重1.95
• 熔點：>200 °C (分解 )
• 水中溶解度 20g/100ml(水)(25℃)
• 爆炸物：1.1級；氧化性固體：第1級；刺激眼睛：第1級；特定器官-重複暴露：

第2級(甲狀腺)
• UN No.：1442
• 在200 °C以上受熱分解：

4 NH4ClO4 → 4 HCl + 2 N2 + 5 O2 + 6 H2O -1159 J/g(放熱)
• 高溫分解為爆炸性反應，因一莫耳固體(117.5g/0.06L))產生4.25莫耳氣體

(104.125L)
• 112.01.12公告為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類關注化學物質(具危害性 )

2424

過氯酸銨- PEPCON爆炸

• 1988/5/04發生
• 美國內華達州Henderson

市
Pacific Engineering and 
Production Company of 
Nevada (PEPCON)

• 製造火箭燃料過氯酸銨
• 因火災引發過氯酸銨爆炸
• 約有4500噸過氯酸銨燃燒

或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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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G型E和F型C和D型B型A型

-

危害級別無
標示要項

圖示符號

警告危險危險危險警示語

遇熱可能起火遇熱可能起火遇熱可能起火或爆炸遇熱可能爆炸危害警告訊息

與爆炸物相同運輸
標示

有機過氧化物
• 含有兩個氧原子以單鍵鏈結-O-O-結構之液態或固態有機物質，可以看作是

一個或兩個氫原子被取代之過氧化氫衍生物。

火焰 火焰
炸彈爆炸 炸彈爆炸和火焰

2626

第五類：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管制量分級種類

十公斤
A型

一、有機過氧化物
二、硝酸酯類
三、硝基化合物三硝基甲苯：爆炸物
四、亞硝基化合物
五、偶氮化合物
六、重氮化合物
七、聯胺的誘導體
八、金屬疊氮化合物疊氮化鈉：非第五類；疊氮化銀：爆炸物
九、硝酸胍氧化性固體 3級
十、丙烯基縮水甘油醚
十一、倍羰烯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十三、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B型

一百公斤C型

一百公斤D型

•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的GHS分級與測試標準相同，為公共危險品分類中最複雜的

48



2727

• 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分類的規範主要是聯合國危險品運送的規範，包
含兩部分：

• 分類規範：United Nation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odel Regulations, Volume I, 23st Rev. Ed., 2023. 

• Section 2.5.3.3 Principles for Classification of Organic Peroxides 

• https://unece.org/transport/dangerous-goods/un-model-regulations-
rev-23 (有簡體中文)

• 分類的測試方法：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anual of Tests and Criteria, 7th Rev. Ed., 2019. 

• Part II: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s, Test Methods and Criteria Relating to 
Self-Reactive Substances of Division 4.1 and Organic Peroxides of 
Division 5.2

• https://unece.org/fileadmin/DAM/trans/danger/publi/manual/Rev7/M
anual_Rev7_E.pdf

聯合國自反應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分類

2828

危害敘述分類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配方於包裝運輸時可能會發生爆轟或快速爆燃，禁止按照第 5.2 條的規定使用該包裝進行運輸。A類
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有機過氧化物配方，在包裝運輸時既不會爆轟或快速爆燃，但在包裝中容易發生熱爆炸，則應貼有「爆
炸性(EXPLOSIVE)」次要危險標籤。 此類有機過氧化物的包裝量可達 25 公斤，除非必須將最大數量限制為較低的量以防止
包裝內爆轟或快速爆燃。

B類

任何具有爆炸性的有機過氧化物配方，如果運輸包裝（最大 50 公斤）的物質不能爆轟或快速爆燃或發生熱爆炸，則可以
在沒有「爆炸性(EXPLOSIVE)」次要危險標籤的情況下運輸。C類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配方，在實驗室測試中有下列性質：
(i) 部分爆轟，不會迅速爆燃，且在封閉條件下加熱時不會表現出劇烈的效應； 或
(ii) 完全不爆轟，緩慢爆燃，在封閉條件下加熱時不會表現出劇烈的效應； 或
(iii) 完全不爆轟或爆燃，並且在封閉條件下加熱時顯示出溫和的效應；
則可接受以淨重不超過 50 公斤的包裝運輸。

D類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配方，在實驗室測試中既不會爆轟也不會爆燃，並且在密閉條件下加熱時表現出低效應或無效應，可接
受以不超過 400 公斤/450 公升的包裝進行運輸。E類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配方，在實驗室測試中，既不會爆轟也不會爆燃，並且在在密閉條件下加熱時表現出低效應或無效應，
以及低爆炸威力或無爆炸威力的任何有機過氧化物製劑，可考慮在中型散裝容器(IBC)或槽車中運輸。F類

在實驗室測試之有機過氧化物於密閉系統加熱無爆轟、爆燃現象，亦無爆炸威力，不歸類於Division 5.2，其為熱穩定物
質(50公斤包裝之自加速分解速率為60℃或更高)。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配方，在實驗室測試中，並且在密閉條件下加熱時不顯示任何效應，也沒有任何爆炸威力，應免除5.2 
項的約束，前提是該配方具有熱穩定性（對於50 kg 包裝，自加速分解溫度為60°C 或更高），對於液體配方，A 型稀釋劑
(沸點不低於150℃的有機液體)用於去敏感性。 如果製劑不是熱穩定的或使用 A 型以外的稀釋劑進行去敏感性，則該配方
應定義為 F 型有機過氧化物。

G類

聯合國有機過氧化物分類

§ United Nation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odel Regulations, Volume I, 21st Rev. Ed., 2019. Section 2.5.3.3 Principles for classification of organic peroxides 

D類可能會爆炸

C類含有爆炸性的過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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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 descriptionType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which can detonate or deflagrate rapidly, as packaged for transport, is prohibited from transport in that 
packaging under Division 5.2

A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possessing explosive properties and which, as packaged for transport, neither detonates nor deflagrates rapidly
but is liable to undergo a thermal explosion in that package, shall bear an “EXPLOSIVE” subsidiary hazard label (Model No 1, see 5.2.2.2.2). 
Such an organic peroxide may be packaged in amounts of up to 25 kg unless the maximum quantity has to be limited to a lower amount to 
preclude detonation or rapid deflagration in the package

B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possessing explosive properties may be transported without an “EXPLOSIVE” subsidiary hazard label when 
the substance as packaged (maximum 50 kg) for transport cannot detonate or deflagrate rapidly or undergo a thermal explosion.

C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which in laboratory testing:
(i) detonates partially, does not deflagrate rapidly and shows no violent effect when heated under confinement; or
(ii) does not detonate at all, deflagrates slowly and shows no violent effect when heated under confinement; or
(iii) does not detonate or deflagrate at all and shows a medium effect when heated under confinement;
is acceptable for transport in packages of not more than 50 kg net mass.

D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which, in laboratory testing, neither detonates nor deflagrates at all and shows low or no effect when heated 
under confinement is acceptable for transport in packages of not more than 400 kg/450 litres.

E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which, in laboratory testing, neither detonates in the cavitated state nor deflagrates at all and shows only a low 
or no effect when heated under confinement as well as low or no explosive power may be considered for transport in IBCs or tanks

F

Any organic peroxide formulation which, in laboratory testing, neither detonates in the cavitated state nor deflagrates at all and shows no effect 
when heated under confinement nor any explosive power shall be exempted from Division 5.2, provided that the formulation is thermally stable 
(self-accelerating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is 60 °C or higher for a 50 kg package) and for liquid formulations diluent type A is used for 
desensitization. If the formulation is not thermally stable or a diluent other than type A is used for desensitization, the formulation shall be defined 
as ORGANIC PEROXIDE TYPE F.

G

聯合國有機過氧化物分類

3030

有機過氧化物的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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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有機過氧化物分類 – 已經分類的過氧化物清單

2.5.3.2.4 List of currently assigned organic peroxides in packagings
聯合國編號包裝方法

固體配方

液體配方

§ United Nation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odel Regulations, Volume I, 23st Rev. Ed., 2023. P.110

3101  液態B型
3103 液態C型

3105 液態D型

3109 液態F型

3106 固態D型

3232

分類、聯合國編號與包裝指引

Storage of Organic Peroxides, Publication Series on Dangerous Substances 8 (PGS 8), Publicatiereeks Gevaarlijke Stoffen, 2006.
https://publicatiereeksgevaarlijkestoffen.nl/documents/81474/1664357507-pgs8-1997-v0-0-storage-of-organic-peroxides.pdf

無溫控 有溫控
液體 固體 液體 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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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反應所產生的熱量大於系統所能移除的熱量，導致熱量累積、
並加速反應，終至熱爆炸。

溫度

熱
量

反
應
熱
量
產
生
速
率

冷
卻
速
率
曲
線

AB

失控反應熱爆炸

溫度

熱
量

反
應
熱
量
產
生
速
率

冷
卻
速
率
曲
線

A

B
臨界
溫度

3434

自加速分解溫度
Self-accelerating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SADT)

• 自加速分解溫度(SADT)是典型的容器或運輸包裝中的有機過氧化物在
一周內經歷自加速分解的最低溫度。§

• SADT是分解反應產生的熱量與目標包裝的散熱速率變得不平衡的點
(相當於失控反應的臨界溫度)。當熱量移除太低時，包裝中的溫度升
高並且分解速率以不可控制的方式增加。因此，結果取決於配方和包
裝特性

• 一般應儲存在低於SADT溫度20度(或更低)的條件下。國內某大廠通常
以SADT-40度作為儲存的溫度

• 一旦過氧化物溫度高於SADT，則加速分解、甚至爆炸是不可避免

§ "Safety and Handling of Organic Peroxides". The Society of the Plastics Industr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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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過氧化物的分解與爆炸

• 有機過氧化物溫度超過SADT後，過氧化物持續分解，徵狀即為
發煙，溫度若持續上升，可能會產生燃燒與爆炸

• 雖然溫度超過SADT時仍可透過乾冰、液態氮來冷卻，但實務上
並不容易執行，大量水冷卻與立即疏散是較佳的方法

儲存不當、
蓄熱

升溫
持續發煙、

升溫
升溫>氣體/粉
體自燃溫度

升溫<氣體/
粉體自燃溫度

單純發煙、
分解

燃燒性
爆炸

分解性
熱爆炸

外部高
溫狀況

分解產
生氣體

分解性
熱失控

3636

D類有機過氧化物分解

• 2006/05/08，高雄港
• 冷凍貨櫃，內裝有432桶20公

斤塑膠桶裝：
• 75%過氧新癸酸第三丁酯

(tert-Butyl 
peroxyneodecanoate)液體

• D類液體過氧化物
• UN No. 3115
• 儲存設定溫度-15C
• SADT：20C
• 緊急溫度：10C
• 最高儲存溫度：-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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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類有機過氧化物的分解與爆炸

• 商品名：Luperox 225、
Trigonox SBPS

• 學名：Di-sec-butyl 
peroxydicarbonate、過氧化
二碳酸二(二丁酯)

• 濃度：>98%
• C類液體過氧化物
• UN No. 3113
• SADT：0C
• 緊急溫度：-10C
• 最高儲存溫度：-20C

3838

桃園蘆竹永興樹脂化工廠爆炸

• 民國85年10月7日下午，桃園縣蘆竹鄉永興樹脂化工廠發生火
警，第一波趕往救災的警、義消到場後開始救災，工廠卻突然
發生嚴重爆炸，導致現場救災的消防人員及民眾傷亡慘重，總
計有10人死亡，警消3人，義消3人，輕重傷一百多人，其中
包含多位消防人員。

• 爆炸的物質為過氧化丁酮(MEKPO，B類過氧化物)的儲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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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類：氧化性液體
 氧化性液體
• 自身未必會自燃，但通常可因放出氧氣而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質燃燒的液體。

第3級第2級第1級

圖示符號

警告危險危險警示語

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可能加劇燃燒；氧化劑可能引起燃燒或爆炸；強氧化劑危害警告
訊息

運輸
標示

圓圈上一團火焰 圓圈上一團火焰 圓圈上一團火焰

4040

管制
量分級種類

三百公
斤

第一級一、過氯酸
二、過氧化氫

35%為非氧化性液體
50%為氧化性液體2級
60%為氧化性液體1級

三、硝酸
70%為氧化性液體3級
90%為氧化性液體3級(也有SDS
顯示為1級)

四、鹵素間化合物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六、含有任一種成分之物品者

第二級

第六類：氧化性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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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判定問題

• 問題：經濟部工業局工廠危險品對於第六類氧化性液體判定問 (硝酸HNO3，過氧化氫H2O2)的
管制定性要求，與濃度無關，只要是用超過管制量一律要申報(濃度問題要我們請教消防隊)。 
但消防隊承辦有告知目前工廠使用低濃度硝酸，雙氧水不屬於公共危險物品 第六類氧化性液體。
想請教硝酸HNO3，過氧化氫H2O2 被判定為 公共危險物品 第六類氧化性液體的"濃度"標準為
和?

• 答覆：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附表
1第6類氧化性液體，係依物質燃燒時間長短進行判定，有關貴廠所使用產品如無法從其物質安
全資料表(SDS)等資料研判其是否屬第6類公共危險物品，可依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委託中華
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認可之實驗室依照「公共危險物品試驗方法及判定基準」進行判定。(更正：
應按照CNS 15030的分類方法進行判定)

• 消防法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12 條：
「1 無法依第三條第二項附表一判定類別或分級者，應由管理權人送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認證通過之測試實驗室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機構進行判定。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外實
驗室判定報告、原廠物質安全資料表或相關證明資料，足資判定者，不在此限。」

• 來源：https://www.chfd.gov.tw/guest/Details.aspx?Parser=99,6,57,,,,,670

4242

公共危險物品的最大風險

• 爆炸是公共危險物品的最大風險
• 爆炸是能量的快速釋放
• 爆炸發生的原因很多，但通常伴隨著過壓、火球、聲音與碎片
• 爆炸沒有防護措施，只能避免發生、或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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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物品事故的應變原則

• 除了少數禁水性物質(金屬鈉、鉀、烷基鋁等)外，灑水冷卻是公
共危險物品的最常用的應變方法

• 分解性爆炸的初期徵狀是發煙、升溫；大量灑水冷卻、人員疏散
是唯一的方法

• 熱爆炸的初期徵狀是升溫，不一定有發煙；熱像儀可以輔助判斷；
大量灑水冷卻、人員疏散是唯一的方法

4444

案例1：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爆炸

• 本案發生於屏東縣屏東市經建路38號，為明揚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明揚公司)

• 2023年9月22日17:31屏東縣消防局接獲報案人陳X文報案指稱明揚公司發
生火警

• 消防局受理後第一時間派遣人車(屏二、屏東、麟洛)前往，屏二分隊於
17:42到達現場。

• 現場為2樓鋼構、上方鐵皮搭蓋建築物，發現門窗等開口處均有白煙冒出，
廠方人員告知只有冒煙沒有火，廠方人員有告知是架橋劑，帶隊官立即要求
提供正確的化學名稱，由陳X文前往辦公室列印安全資料表…

§ 本頁摘錄自火災鑑定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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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過程

• 重點時序：
• 17:06 倉管人員孔X博在原料倉庫附近，於群組上傳原料倉庫C40P洩漏的照片
• 17:17 2樓球心區班長包X龍於Line群組表示：2樓生產區(C區)有異常怪味，麻

煩相關單位協助
• 17:20 生產副課長吳X儒返回2樓查看，手機拍攝到2樓電控設備下方有白煙冒

出(正下方就是1樓的原料倉庫)，不久後就聽到受信總機廣播火災的聲響
• 17:31 管理師陳X文撥打119報案
• 17:42 屏二分隊到達現場
• 17:48 帶隊官上傳PTFIRE群組入口處洩漏情形的照片
• 17:54 帶隊官上傳PTFIRE群組，廠方人員提供的安全資料表
• 17:57 回報現場為化學物質洩漏，準備著裝入室搶救
• 18:01 現場發生爆炸

§ 本頁摘錄自火災鑑定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資料。

4646

C40P

1樓原料倉庫事故後手繪配置圖

• 沒有空調，僅
有抽風扇

• 沒有消防灑水
設施

• 沒有單獨存放

進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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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影片-1

5050

爆炸影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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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後火災影片

5252

事故起始點- 1樓原料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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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後火災影片-2

6262

爆炸機制分析

白煙噴出：分解產生氣體、粉塵被分散

強烈爆炸伴隨明火：持續絕熱升溫、氣體被引燃、粉塵被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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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結論與建議

• 本案其實可透過改善儲存場所的溫度，增加空調即可避免事故發生

• 即便儲存場所未有空調降溫，若C40-P是分散存放，而非堆積一起，
一旦某一箱升溫冒煙，可快速找到、移出、降溫，而使得事故規模不
至於擴大

• 即便堆積、升溫冒煙，若當下以消防水大量噴灑、冷卻、降溫，爆炸
仍可能不會發生，因粉塵即易受水潤濕而無法引燃，無發生塵爆，則
本案不至於如此的嚴重

• 本案若當初有遵照公共危險物品的規範進行申報與獨立儲存場所，則
若發生爆炸亦不至於波及生產區與大量員工

• 本案若當初使用液態而非固體粉末，則事故不會有塵爆，最多僅氣體
爆炸，威力會小很多

6464

案例2：產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爆炸

• 2024年7月18日上午約8:30於廠內一般處理場所(F)進行甲醇與醋酸乙烯酯
聚合製程反應時，發生系統無法冷卻，導致溫度失控(>67C)及壓力遽升，
現場主管緊急開啟反應器排放閥釋壓、將槽內蒸氣釋放至大氣，並於8:43緊
急廣播、進行全廠疏散。

• 8:44 釋放的蒸氣被引燃、產生蒸氣雲爆炸(VCE)；消防局接獲報案
• 9:09 有一威力甚大的爆炸發生，現場採保守方式救災，人員撤出廠區
• 火勢於17:28控制，消防於19日03:46返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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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現場輔導

TBPB

BPO

BPO

酚醛樹脂
• 第二個冷藏倉庫，

以100% BPO為
主，少量TBPB

• 除有機過氧化物，
也存放部分易燃
樹脂

丙烯酸酯類

7070

廠區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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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 – 疑似過氧化物分解

特徵：白煙
碳氫化合物燃燒都是黑煙

9:01

7272

9:09 – 疑似過氧化物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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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的分解

7474

BPO的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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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燃燒 – 11:11

7676

火勢控制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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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勘查 – 7/22

7878

後續處置建議
1. 未波及毒化物盡速轉移至原供應商或其他業者，避免發生二次洩漏。
2. 危險品室外儲存場I區未波及之丙烯酯類儘速轉移至原供應商或其他業者。
3. 現場燒毀之化學物質，應委託合格之處理廠商處理。
4. 廠內進行善後復原時，須注意個人安全及相關防護，避免受傷。

危險品室外儲存場I區
(丙烯酯類未波及)

甲醛儲槽區
(未波及)

一般危險品製造場所G
(結構嚴重受損)

現場有害事業廢棄物
(業者預計3-6個月清除)

67



7979

其他 -環場雨水溝火災

8080

其他

• 環場雨水溝成為火災擴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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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學習

• 失控反應一旦發生，應有緊急冷卻或抑制的控制方法

• 失控反應的蒸氣排放應應朝向安全空曠位置，以降低蒸氣雲爆炸
的危害

• 危險品的存放應遠離製程區  不應放製程區中間…

• 製程區的排水應與雨水排水分開

8282

案例3：陽明海運動明輪貨櫃爆炸事故

• 事故發生在浙江寧波舟山港北侖港區貨櫃碼頭的貨櫃輪上，爆炸
時間是8月9日下午13時46分左右，位置為船舶右側最前部。

• 事故船舶名叫「YM MOBILITY（動明）」號，隸屬於陽明海運
公司，該輪為2011年建造，載箱量為6600標準貨櫃，船籍為賴
比瑞亞。

• 陽明海運內部的一份最初事故資料顯示，爆炸發生前，最初發現
船頭甲板有貨櫃冒出濃煙，當班人員立即通知大副及碼頭，此後
消防隊要求所有人員撤離至碼頭安全位置。

• 該貨物為HMM船公司接載的5.2類過氧化劑的冷危貨物，與YML
船公司共艙，由上海開往中東時，因掛靠寧波三期碼頭轉運過程
中貨物未插電引發爆炸。

• 同時，該人士說貨櫃是恆溫裝載，但由於近期寧波氣溫較高，是
否存在操作失當導致溫度上升還有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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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初步資訊

• 8月10日確認此次爆炸的貨櫃是韓國現代商船HMM的箱子，貨櫃
內裝載了C型有機過氧化物液體‐過氧化苯甲酸叔丁酯(t‐Butyl 
Peroxybezoate)，聯合國編號3103，屬於C類有機過氧化物，在遇
到高溫或遇火時會迅速分解燃燒，但訂艙時貨主稱此類危險品沒
有凍箱裝載要求，普通箱就可以接載，最後「以冷帶乾」的形式
放艙。

• 有新聞稱貨物中也有鋰電池，但推估由鋰電池引爆炸的可能性低。

• 有新聞稱：通常船上大副會依照艙單對特種貨物進行隔離或照顧，
此次事故的關鍵可能就是肇事貨櫃並未被正確標示並處理，導致
意外發生。

8484

事故影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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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影片2

8686

事故影片分析

• 影片前後可看出有2個冷凍櫃炸毀
• 爆炸火球直徑約40m
• 由此爆炸威力可推論是有機過氧化物爆炸的可能性較高，鋰電池

為氣體爆炸，威力無法如此大，但仍待最終調查報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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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後狀況

• 損害集中於爆炸的貨櫃，估計損害約150~950萬美金
• 陽明表示，本項事故確切發生原因仍需待專業判斷釐清，為維護

船舶安全與加速事故處理，現場已派遣六條拖輪協助戒護，國際
船東互保協會P＆I、
船級社、公證人等均
陸續抵達現場與主管
機關協調，陽明技術
人員也全天候現場援，確認失火事故與後續救災對船舶之安全性、
適航性影響程度。

8888

過氧化苯甲酸叔丁酯的性質

• tert-Butyl peroxybenzoate(TBPB)， >95%
•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614-45-9
• 聯合國編號(UN No.)：3103
• 有機過氧化物 (C 類)、急毒性物質-吸入第4級、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 第2級、皮膚致敏物質 第
1級、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急毒性 第1級

• 熔點：8 C
• 沸點：75 - 76 °C @ 0.2 mmHg
• SADT(自加速分解溫度)：60 C
• 最高儲存溫度： 25 C
• 閃火點： 93 C
• 比重@20C: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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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聯合國編號與包裝指引

Storage of Organic Peroxides, Publication Series on Dangerous Substances 8 (PGS 8), Publicatiereeks Gevaarlijke Stoffen, 2006.
https://publicatiereeksgevaarlijkestoffen.nl/documents/81474/1664357507-pgs8-1997-v0-0-storage-of-organic-peroxides.pdf

不須溫控 須溫控(低溫)

9090

事故分析與建議

• 雖然此次事故的物質分類上不須低溫溫控，但最高儲存溫度僅25 C，
若儲存條件溫度高於25 C便能蓄熱、升溫，最終熱爆炸

• 一般的儲存溫度不可高於最高儲存溫度，如環境溫度可能超過，便須
有空調或冷藏

• 貨物的安全資料表(SDS)通常會記載最高儲存溫度與SADT，若無最高
儲存溫度，則可以用SADT-40 C當作最高儲存溫度

• 本事故發生於夏天中午，氣溫遠高於25 C，故能蓄熱、升溫而爆炸
• 建議航商運送有機過氧化物D類以上都使用溫控櫃運送，並確保運送

過程溫度都低於最高儲存溫度
• 如運送過程中溫控出問題，但溫度尚未達到SADT且未發煙，建議應卸

載、換櫃，或是將內部的過氧化物搬出、分開放置善散熱
• 若櫃體溫度已達SADT或已發煙，則疏散所有人員至50公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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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ll comments welcome:
jrc@nk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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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分享 

山上區產協企業台南廠火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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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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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案例分享 

新營區臺聯實業公司火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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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102



事故案例分享 

善化區台灣富士電子材料工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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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 Eric Chang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Taiwan (F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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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

• LTC, FCPi
• Ancillaries

DiceProtective 
Coating

• Aqueous and 
Solvent 
Developable 
Buffer Coatings

Deposit, 
Modify 
Electric 
Property

• Dielectrics
• Low k Barriers
• Delivery 

Equipment

Planarize

• CMP Slurries
• Post CMP Cleans

Remove

• Cleaners
• Strippers

Pattern 
and Etch

• Photo Resist
• Litho Solvents
• Developers
• Rinses

Prepare

• HMDS
• Pre-Wets

WAVE CONTROL 
MOSAIC

PHOTOSENSITIVE
POLYIMIDESPHOTORESISTS          ULTRAPURE SOLUTIONS

THIN FILM
 SYSTEMS

FORMULATED PRODUCTS

FFEM Packaging Range

IC manufacturing WLP 

FFEM Business Units
Key products

CMP

FFEM’S Extensive Product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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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W Site Overview

Hsinchu Fab-1

Hsinchu Fab-2

Tainan Fa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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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17  14:20

 Fab3 A

OO( )

TMAH 25% 1
1,0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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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95

 pH >12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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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H 25%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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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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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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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24

TMAH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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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H

X

TMAH

2024/12/24

TMAH 25%

• 15~30 30~60

•
• 25% TMAH 0.8~4cc
• 2.38% TMAH 8~45cc

•
•

Atro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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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ocument an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are offered solely for your consideration,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No representations or warranties, express or implied, of merchantability or otherwise are made or contained herein.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U.S.A., Inc. exclusive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laims, including claims based on negligence,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or the subsequent purchase, use, storage or handling of the 
product will in no event exceed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U.S.A., Inc. sales price for the product with respect to which damages are claimed. In no event will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U.S.A., Inc. be liable for any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User accepts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compli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Nothing contained herein will be construed to constitute permission or a recommendation to use the 
product in any process or formulation covered by a patent or a patent application owned by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U.S.A., Inc. or by others. No statements or representations which differ from the above shall be binding upon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U.S.A., Inc. unless contained in a duly executed written agreement. These commodities, technology or software were ex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Diversion contrary to U.S. law is prohibited. © 2023 FUJIFILM Electronic Materials U.S.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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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現場舉手發問
或掃描Qrcod填寫線上提問單

災害防救動員暨案例研討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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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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