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讓你的權利睡著了～ 

職業性外傷篇 
 

職業傷病案例分享~ 

    阿波，35歲男性，從事機械鑽孔裁切工作。某天在操作機台鑽孔作業時，遭飛濺的鐵屑碎片割破眼

睛，造成眼球紅腫，視線模糊；緊急至醫院就診。這時候阿波可以做什麼? 

阿波在治療過程中，因為向雇主拿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使用勞保身分就醫，免除了部分負

擔的費用，另外不能工作期間也獲得勞保職災傷病給付金，因為這些補助讓阿波暫時鬆了一口氣。 

 
好康報給你知~ 
 
勞保相關之職業災害給付與補助：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分：職災醫療、傷病、失能及死亡等 4種給付。 

當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時，可向單位人事部門或所屬工會，索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 

或勞工保險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就醫時可免健保之部分負擔。 

若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可依『職業災害勞工補助及核發辦法』之規定申請職業疾病生 

活津貼、身體障害生活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看護補助、器具輔助、職業災害勞工死亡家屬補助

及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貼等各項補助。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介紹~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業醫學科自 97年 7月 1 日起承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傷病防

治中心，為目前國內 9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之一，主要為服務中部地區職業傷病患者，提供中部地區勞

工朋友整合性、周全性、可近性的診療服務。中心的服務內容包括：職業傷病諮詢、診斷及鑑定服務、

職業傷害致殘勞工復健轉介、職業傷病勞工治療後復工評估、個案管理與追蹤、協助保險補償申請，以

及協助安排社工、心理、法律諮詢。 

 

發生職業傷病，我們可以協助您~ 

當您不幸遭受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時，千萬不要慌張，請趕快拿起電話與我們聯絡唷！ 

別讓您的權利睡著了！  

 

諮詢 mail：cshn080@csh.org.tw、cshn187@csh.org.tw、cshod@csh.org.tw 

諮詢專線：04-24739595轉 34978/34979 

聯絡地址：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職業醫學科門診時間：每週二、四，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陳俊傑醫師為您服務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關心您的健康 

科別 地點 時段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職業病 

特別 

門診 

汝川 

大樓 

二樓 

上午  陳俊傑(218)  陳俊傑(218)  

下午  陳俊傑(218)  陳俊傑(218)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職業醫學科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04-24739595 轉 34978/34979 



   「你累了嗎？」許多民眾都聽過這句廣告詞，但卻可能不知道，在國人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趕工、分心、

疲倦因而導致工作精神不集中，也是造成眼球外傷的凶手之一！台灣奧比斯基金會 9日發表「職場眼球外傷公安

計畫白皮書」，發現國內勞工忽略許多潛藏的「傷眼危機」，不少人更長期暴露在危險工作環境中！ 

 

   繼 92年完成國內首份「台灣地區致盲成因概況調查研究」，以及 93 年完成「失明社會成本推估研究」、「眼

球外傷調查計畫」後，致力於防盲救盲工作的奧比斯基金會於今年眼科飛機醫院來台親善訪問期間，再度發表「職

場眼球外傷公安計畫白皮書」。這是國內第一次同時彙整全台多家醫學中心個案所進行的交叉研究成果，是奧比

斯基金會接受勞保局委託，並由基金會顧問、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所長詹長權教授指導完成。 

 

  未配戴護目鏡、趕工精神不濟 皆為職場眼球外傷殺手 

 

   這份研究報告指出，隨著工業化的腳步，國內職場眼球外傷的個案比例正逐年快速增加，其導致失明的發

生率已僅次於白內障及砂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 9成的受傷個案，皆為青壯年且最具有生產力的男性勞

工，一旦發生職災，勢必造成個人、家庭與社會的巨大衝擊。 

 

   經調查，這些個案以從事工廠製造業、營造建築業或農牧業居多，最常見的受傷機轉為焊接。臨床上最常

見的眼球外傷即是電焊或強光所造成的「光照性角膜炎」，佔所有診斷的三分之一，其他依序為眼球破裂、化學

性灼傷、撕裂傷、角膜易物、角膜擦傷、穿刺傷、鈍挫傷及燒燙傷等，這些都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 

 

   進一步分析引發職場眼球外傷的成因顯示，就個人而言，有超過 8 成的受傷勞工，在意外發生時並未配戴

護目鏡，也有因不當操作機具或站立於不適當的位置而導致受傷，甚至由於趕工、分心、疲倦致使精神不濟，引

發機具操作失誤，而間接導致眼睛傷害。至於不安全的環境則包括：有缺陷的機具設備、未適當規劃工作區動線，

以及噪音過大、照明不佳，或位於高處必須仰頭工作的環境等，都會導致眼球外傷風險增加。 

 

  職場眼球外傷防治宣導 端賴政府雇主勞工多方配合 

 

   研究結果發現，這些受傷勞工的共通點，多為年輕男性、低社經地位、低教育程度，而工作年資越長的勞

工，受傷比例也越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不是處於風險最高的製造業，如：健康照護人員、實驗室工作

人員、動物飼養人員等，也可能因為眼球黏膜暴露於血液噴濺，或手指直接接觸汙染源等工作環境，而成為罹患

感染性疾病的高危險群。 

 

   奧比斯基金會顧問詹長權教授指出，職場眼球外傷的成因是多面向的，其防治之道不單要從勞工個人著手，

公司經營者、醫療體系及政府公權力等各個層面，都需要加以配合，藉由安全衛生教育宣導，來鼓勵勞工認識正

確的健康觀念並養成良好的保護習慣，進而提升公司安全文化，並改善設備環境，如此才能有效降低眼球外傷的

發生率。 

 

   詹長權指出，台灣亟需建立一個完整的職場眼球外傷個案資料庫，以利相關防治工作的推展。目前，大多

數眼科臨床醫師並未接受職業傷病的診治訓練，對於通報流程更是生疏。有鑑於此，詹長權呼籲政府除了應建置

完整的通報體系之外，也應協助建立一個整合性機構，納入眼科臨床醫師、職業醫學專家、復健、心理諮商及社

福團體等相關人員，以提供職場眼球外傷病患受傷後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