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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 年「國際噪音研討會」(Inter-noise 2011)於9月4日至9月7

日在日本大阪(Osaka)舉辦，會議場地在大阪國際會議中心(Osak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為每年舉辦一次之國際性聲學領域

研討會。此次會議共計有發表論文570餘篇、海報論文100篇，會議

研討形式包含(1)論文發表、(2)座談會、(3)專題演講、(4)科技論壇、

(5)海報張貼及(6)展覽等幾種方式。此次研討會由國際噪音工程控制

協 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I-INCE))、日本噪音工程控制協會(the Institute of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of Japan (INCE/J))及日本噪音協會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Japan (ASJ)) 共同主辦。 

參加此次研討會的主要目的係在發表一篇論文「Investigation of 

the noise exposure for the operators of brush cutter in Taiwan」，

論文內容為介紹國內常用之背負式割草機及刀片類型、作業型態，並

解說本所針對國內背負式割草機操作者之噪音暴露調查成果，亦向國

際學者解說操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現況調查，包含分析操作背負式割

草機不慎引起的傷害及死亡原因與比例、提出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預

防策略，並舉辦多場次的安全衛生講習，以提高勞工對於使用背負式

割草機之職業安全衛生認知、避免危害持續發生以及宣導正確的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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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等，藉此機會與各國聲學及工業衛生研究人員進行技術交流，吸

收國外學者的建議與看法，增進本所研究執行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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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背景及目的 

2011 年「國際噪音研討會」(Intern - Noise 2011)於09月04日至

09月07日在日本大阪市舉辦，會議場地在大阪國際會議中心(Osak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舉行，為每年舉辦一次之國際型聲

學領域的研討會。此次會議共計有發表論文570餘篇、海報論文100

篇，會議研討形式包含(1)論文發表、(2)座談會、(3)專題演講、(4)

科技論壇、(5)海報張貼及(6)展覽等幾種方式。主題內容區分為噪音

源 (Noise Source)、聲音量測、模擬及訊號處理 (Measurement, 

Simul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聲音傳播、量測與主動控制

(Propagation, Measures and Active Control)、聲音評估 (Sound 

Evaluation) 、 振 動 評 估 (Vibration Evaluation) 、 環 境 噪 音

(Environmental Noise)等六大主要議題，再細分為66個討論議題，參

與成員有來自日本、南韓、中國大陸、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

法國、丹麥、葡萄牙、澳洲、紐西蘭、阿根廷、伊朗、土耳其、南非

等多國學者專家。 

此次研討會活動由國際噪音工程控制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I-INCE))、日本噪音工程控制協會

(the Institute of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of Japan (INCE/J))及日

本噪音協會(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Japan (ASJ)) 共同主辦。參加



 
 

7

「2011國際噪音研討會」的主要目的係在發表一篇海報論文 ” 

Investigation of the noise exposure for the operators of brush cutter 

in Taiwan.”，論文內容為介紹國內常用之背負式割草機及刀片類型、

作業型態，並解說本所針對國內背負式割草機操作者之噪音暴露調查

成果，亦向國際學者解說操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現況調查，包含分析

操作背負式割草機不慎引起的傷害及死亡原因與比例、提出相關之職

業安全衛生預防策略，並舉辦多場次的安全衛生講習，以提高勞工對

於使用背負式割草機之職業安全衛生認知、避免危害持續發生以及宣

導正確的防護觀念等，藉此機會與各國聲學及工業衛生研究人員進行

技術交流，吸收國外學者的建議與看法，增進本所研究執行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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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2011年「國際噪音研討會」議程為於9月4日至9月7日，其中9

月4日為歡迎歡迎晚會及展覽開展，在9月5及9月7日共安排了四場次

的專題演講。本次大會的研討形式有(1)論文發表、(2)座談會、(3)專

題演講、(4)海報張貼及(5)展覽等幾種方式進行。除了海報場地及展

覽之外，大都以多場次平行發表論文。 

此次會議的主題定義為「Sound Environment as a Global 

Issue」，期望以全球性的觀點探討及交流世界各國目前針對噪音議

題所面臨的問題、衝突，分享各國提出的策略、制度、行動與改善技

術方法，期望參與的學者們能夠於其中教學相長。會議發表的論文主

題主要區分為噪音源(Noise Source)、聲音量測、模擬及訊號處理

(Measurement, Simul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聲音傳播、量

測與主動控制(Propagation, Measures and Active Control)、聲音評

估(Sound Evaluation)、振動評估(Vibration Evaluation)、環境噪音

(Environmental Noise)等六大主要議題，再細分為66個討論議題，可

藉由此研討會內容了解整個環境與職業衛生噪音議題的發展重點方

向，提供我國未來在研究及學術規劃的參考。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在本次會議中發表一篇海報論文 ” 

Investigation of the noise exposure for the operators of brush c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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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wan.”，論文內容主要是發表本所去年針對國內背負式割草機操

作者所做的噪音暴露調查研究成果。研究成果顯示，在操作者的噪音

暴露劑量方面，無論是軟管或硬管式割草機，使用矩形刀片會比使用

牛筋繩之噪音高3至4分貝；使用相同刀具時，軟管式割草機的噪音會

比硬管式割草機稍大1至2分貝；噪音劑量32組數據中有16組的TWA

超過85分貝，甚至超過90分貝，應實施「勞工聽力保護計畫」。在

割草機輻射之噪音音頻方面，針對割操機之引擎作聲壓位準測試，硬

管式割草機當引擎轉速提升時，最大聲壓位準發生之主要頻率有往上

提升的趨勢，從怠速的500-2000Hz，變成低速集中在500-3150Hz，

至高速時集中在500-4000Hz；而軟管式割草機怠速時集中在

630-2000Hz，低速集中在800-2000Hz，高速集中在500-4000Hz。

硬管式割草機在怠速、低速、高速下之聲壓位準皆大於軟管式割草

機，其主要原因可能為硬管式割草機引擎轉速較高。使用的刀具也有

影響，怠速時使用牛筋繩、矩形刀片的聲壓位準幾乎相同；低速下，

使用矩形刀片之聲壓位準略高於使用牛筋繩1分貝；高速下，使用矩

形刀片之聲壓位準略高於使用牛筋繩2分貝。另外，亦藉由此次機會

向國際專家學者解說本所針對背負式割草機操作者進行的職業災害

案例統計、致災因素分析、使用現況調查、安全衛生講習成果，以及

提出相關之安全防護對策，獲得許多學者對本所研究成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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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討心得 

一、 噪音工程改善的現況與未來 

在此次研討會中，噪音工程改善的分析與方法為各國學者投稿文

章及參與程度最踴躍的議題，各國學者於會議中廣泛分享了目前各國

之噪音改善執行現況、遭遇困境、目標與未來規劃。噪音工程改善方

法與噪音生成原因息息相關，亦攸關其實施的成本與效益，目前國際

間面對環境及職場噪音調查、分析與改善工作的推動不遺餘力，會議

中提出了多項研究成果相當具有參考價值，其中與職場噪音議題較有

關聯的包含新穎的吸音材料與技術、風扇噪音控制技術、空氣傳遞噪

音(air-borne noise)及固體結構傳遞噪音(structure-borne noise)的隔

離、樓板衝擊噪音的評估與控制、結構體聲音穿透損失的預測、輕質

建築隔音材料與結構分析、主動式噪音控制技術的演進、衝擊性噪音

的遠傳播特性、新型隔音牆的介紹與隔音效能評估、新型防音防護具

介紹、振動聲學的阻隔與阻尼效應評估、室內聲響的設計與評估、聲

場可視性開發、低頻噪音控制與噪音標示政策等等。對於職業衛生中

噪音防治的推廣與執行，在聽取眾多與會學者提出的見解及熱烈討論

中，令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即為新型防音防護具開發與評估以及噪音標

示政策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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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防音防護具開發與評估 

在這次研討會中，專家提及在日本每年會有約300至500的職業

性聽力損失通報案例；針對防音防護具的選用，日本在2010年的噪

音作業環境現場調查中發現，69.3%僅單獨使用耳塞、1.4%僅單獨使

用耳罩、9.0%則耳塞及耳罩共同使用，顯示耳塞為日本業界普遍選

用的防音防護具。與會學者提出給予勞工適當且正確防音防護具教育

訓練及耳塞塞入外耳道的距離是發揮隔音效能的重要關鍵。學者以電

腦斷層掃描的方式將受測者在接受教育訓練前、後佩戴耳塞的照片建

立三維圖形，量測耳膜中點與插入外耳道耳塞頂端的距離，用以評估

耳塞插入外耳道後發揮的遮音效能。研究結果發現，在給予適當的教

育訓練前、後，受測者佩戴耳塞時，耳塞底端與耳膜中點的分別為

15.5mm及11.8mm，另外在教育訓練前、後進行耳塞遮音效能評估

結果顯示，在頻率125-8,000Hz的範圍內，每個頻帶平均都提高了5

分貝的遮音效能，顯示正確佩戴方法的教育訓練提高了受測者耳塞塞

入耳道的距離，使得耳塞與外耳道皮膚接觸面積增加，填充耳道的效

果降低了洩音的管道也減少耳塞脫落的機會，而三維的電腦斷層掃描

影像可以作為耳塞佩戴正確與否的判斷工具。 

針對此類議題，本所今年亦有規劃與執行相關研究計畫，計畫內

容主要在建立國內勞工外耳道計測資料計算與評估方法，主要是先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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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國內、外耳塞生產機構的資料與文獻，進行市售耳塞的尺寸分析，

再邀請多位受測者針對其耳廓外型進行拍攝及測量，並請受測者配戴

矽膠耳塞，取下耳塞之後測量耳道十字直徑值，測量結束後進行電腦

斷層掃描，最後將其電腦斷層掃描數值利用電腦重建其耳道影像，以

影像處理方式定義國人外耳道長度、直徑、曲度等計測資料，最後將

其資料與實際量測值進行比對找出其關聯性，最後藉由此資料來建立

出適合國內勞工耳道口的耳塞篩選機制。 

經過 40 人次國內勞工外耳道的電腦斷層掃描及體積測量之結果

顯示，女性左耳體積範圍在 0.32 cm3至 1.07 cm3之間，平均為 0.62 

cm3，耳道口長度在 0.7 cm 至 1.11 cm 之間，平均為 0.91 cm，耳道

口寬度在 0.48 cm 至 0.88 cm 之間，平均為 0.63 cm。右耳體積範圍

在 0.38 cm3至 1.02 cm3平均為 0.65 cm3，耳道口長度在 0.75 cm 至

1.14 cm 之間平均為 0.92 cm，耳道口寬度在 0.43 cm 至 0.86 cm 之

間平均為 0.63 cm。男性左耳體積範圍在 0.48 cm3至 1.23 cm3之間，

平均為 0.86 cm3，耳道口長度在 0.7 cm 至 1.3 cm 之間，平均為 0.96 

cm，耳道口寬度在 0.52 cm 至 0.85 cm 之間，平均為 0.68 cm。右

耳體積範圍在 0.68 cm3至 1.15 cm3平均為 0.86 cm3，耳道口長度在

0.71cm 至 1.26 cm 之間平均為 0.96 cm，耳道口寬度在 0.5 cm 至

0.86 cm 之間，平均為 0.6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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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道口長度與寬度之實體測量結果顯示，女性左耳耳道口長度在

0.5 cm 至 1 cm 之間，平均為 0.83 cm。耳道口寬度在 0.4 cm 至 0.8 

cm 之間，平均為 0.62 cm。右耳耳道口長度在 0.5 cm 至 1.2 cm 之

間，平均為 0.84 cm。耳道口寬度在 0.4 cm 至 0.8 cm 之間平均為

0.62cm。男性左耳耳道口長度在 0.7 cm 至 1 cm 之間，平均為 0.88 

cm，耳道口寬度在 0.5 cm 至 0.8 cm 之間，平均為 0.65 cm。右耳耳

道口長度在 0.7 cm 至 1.1 cm 之間平均為 0.9 cm，耳道口寬度在 0.5 

cm 至 0.8 cm 之間平均為 0.66 cm。 

電腦斷層與實體測量之統計結果，將男性、女性勞工之電腦斷層

掃描重建資料與實際測得資料進行關聯性分析，可以發現其女性重建

的左耳以及右耳寬度資料與實體測量有所相關聯(左耳：P<0.001，右

耳：P<0.013)，男性部分可以發現，左耳長度電腦斷層掃描與實體測

量有所關聯性，其右耳寬度與長度電腦掃描與實體測量皆有關聯性

(左耳長：P<0.001，右耳寬：P<0.001，右耳長：P<0.049)，但不管

其男性女性，其年齡以及 BMI(Body Mass Index)皆無相關性，因此

由目前結果可推斷其年齡與 BMI 與耳道大小並無直接關聯性。 

電腦斷層掃描與實體測量之差異性，由結果可得知女性電腦斷層

掃描左耳及右耳寬度平均值皆為 0.63 cm，與實際測量值 0.62 cm 相

去不遠。但左耳與右耳長度平均值分別為 0.91cm 與 0.92cm，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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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測量值為 0.83 cm 與 0.84 cm 有些微差異。初步推斷可能是在實

體測量時人手拿取耳道模型時，所造成的些微差異，這部分誤差或許

在受測者的個案數增加時會有所避免。針對耳塞選用之建議，由現今

CNS 標準得知小尺寸：0.5~0.7cm、中尺寸：0.8~1.1cm、大尺寸：

1.2~1.4cm，以本次實驗結果來看寬度部分位於國內標準小尺寸的範

圍內，但是長度位於中尺寸的範圍內，因此如果目前針對國內單一尺

寸進行配戴，可能會有漏音或是配戴過緊有不舒服的情況。由於我國

女性與男性勞工耳道大小長寬並不一致，針對耳塞製作部分，可以製

作橢圓形的通用耳塞寬為 0.63~0.68 cm 長度為 0.91~0.96 cm 較符

合國內勞工之耳道大小。 

二、 噪音標示政策 

在這次的噪音標示政策中，相當多來自歐盟體系及日本的學者以

論文發表的方式強調噪音標示制度的起源與重要性。自工業革命以

來，歐洲因大量使用機械器具已有愈來愈多的噪音源出現，而針對噪

音方面有關機械器具安全的規範，最特別與影響深遠的莫過於歐盟

(European Union, EU)組織的規定。CE 標誌(Marking)是歐盟特有的

一個強制性的產品標誌，它是宣稱產品符合歐盟相關安全、健康、環

境保護法律法令的標誌。機械廠商在取得 CE 標誌之後，代表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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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有相當程度的安全性及可靠性，不僅提升附加價值及產品競爭

力，也可以順利銷往歐洲共同體。 

這次會議有多篇文章討論關於噪音標示的議題，在近二十年來歐

洲對於購買經 CE 標誌認證標示為低噪音機械的概念推行不遺餘力，

其原因主要與聽力損失並非一朝一夕造成，是長期緩慢累積引起，而

機器噪音問題卻是容易被忽視。儘管政府相關法令實施多年，工作場

所的噪音問題仍極為普遍，許多勞工因工作場所的噪音以致聽力受

損。為了改善此問題，歐盟等國家已採取策略要求機械設備在設計階

段，即從噪音源的控制來降低噪音，同時借助市場的力量鼓勵低噪音

機械設備進入市場。除了強制要求機械設備在設計階段降低噪音，並

於歐盟與國際間訂定各種標準與規範，要求與協助相關人員設計低噪

音的工作場所。 

研討會論文中亦介紹目前許多與噪音量測或限制有關的文件，包

括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CE 標章(CE marking)或歐盟噪音指令(directives)等，使用聲功率位

準(sound power level)表示噪音量。98/37/EC 指令規定噪音控制是機

械設備產品必要之健康與安全要求項目之一，噪音值須經由實品或相

同產品所測得，並應於產品文件中標示該產品的噪音值，有關規定如

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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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噪音未超過 70dB(A)時，則標示低於 70dB(A)； 

—如噪音超過 70dB(A)時，則標示實際測得的 A 權衡聲壓位準

(sound pressure level)dB(A）； 

—如噪音超過 85dB(A)時，尚須標示聲功率位準。產品尺寸非常

大，可以產品四周指定位置的聲壓位準代替聲功率位準之標示； 

—如 C 權衡聲壓位準之峰值超過 130dB(C)時，則標示實際測得

的 C 權衡聲壓位準之峰值； 

—如噪音測定的工作位置尚未確定或無法確定，噪音應於距離產

品 1 米且高度 1.6 米之位置測定； 

—製造者應註明噪音量測時的運轉狀況與所使用的方法。 

在工業界，噪音為一項主要的健康危害因子，過度暴露除將導致

聽力受損，亦會造成煩躁不安、溝通干擾、緊張壓力等問題。減少與

控制過度的噪音暴露應得到較大的關注，其中包括以適當的工程控制

方式處理現存的機械設備，亦或是設計低噪音的機械設備，選擇較安

靜的機械設備是能有效降低工作場所的噪音。因此，在購買前應提供

相關的資訊給與機械設備的使用者作為比較，以選購較安靜的機械設

備。 

在國內，由於目前的聽力保護計畫內容是以事業單位噪音作業環

境之管理與控制為主，皆是在噪音作業場所已經形成後的採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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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勞工聽力保護的被動作法，不僅需要較高的成本，其成效有時也

未必能充分的令人滿意。因此，若能推動機械設備噪音之 CE 標章認

證制度於職場中，工廠作業環境中的噪音源多為機械或設備，如欲降

低作業現場的噪音，若由被動的控制方法改由主動的規劃與設計，由

噪音來源著手應為噪音控制最有效的方法。機械設備製造商是製造機

械的專家，由其來承擔這種責任比較合理、亦更為有效，所以採用法

令的方式來規範製造商製造更安靜的機械，不失為有效可行的方向。

歐洲國家為了避免工作場所勞工聽力受損，以立法與市場機制兩方

面，降低工作場所之噪音。一方面以法令要求機械設備製造商設計與

製造低噪音產品；另一方面又要求製造商將產品輻射之噪音值，標示

於產品說明書，透過市場機制，督促製造商生產低噪音之產品。由於

噪音資訊的透明化，製造商提供低噪音產品，購買者亦有噪音相關資

訊選購安靜之機械設備，共同努力達到降低作業環境之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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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此次參與2011年國際噪音研討會，除了深感榮幸的與國際學者

分享研究成果外，亦深刻體驗噪音與振動領域研究議題的廣泛，除了

職業衛生外，亦有環境保護、建築聲學、水下聲學、氣動聲學、心理

聲學、訊號量測處理、振動評估等不同研究焦點，當然能夠直接與國

際學者直接面對面交換研究心得，聽取不同思考模式及觀點，是此次

與會的最大收穫，除了增加視野與增廣見聞外，亦給自己在未來的研

究規劃、執行及業務推動上有更多的啟發。思考當前的研究內容，如

何跳脫目前較專注的研究範疇，或是如何尋找尚未發現的職場噪音、

振動調查與防治議題(如服務業)、或與其他環境保護、綠能領域進行

連結，係未來研究方向思考的重要方向與指標。針對此次參與國際會

議，提供下列建議： 

(一)、以力學方法建立耳塞型防音防護具的性能與舒適性指標 

噪音有關之職業衛生議題在國內隨著勞工安全衛生法的立法已

推行多年，尤其在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00條提及之噪音改善策

略，其順序以工程改善為優先、其次為作業時間管理，最後則是以防

音防護具的選用為最後一道防線，但由於國內企業型態以中、小企業

為主，雇主往往直接以要求勞工佩戴防音防護具作為聽力保護的手

段。針對防音防護具的選擇，本所過去針對此議題提出相當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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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與指引供雇主、安衛人員及勞工參考，但經過多年的教育推廣，

調查結果顯示依然有許多勞工並無養成佩戴防音防護具的認知與習

慣。因此，當國際及國內學者們積極探討如何提升防音防護具的遮音

性能時，卻常常忽略防音防護具使用者(勞工)的想法與意願。雖然耳

罩的遮音性能明顯優於耳塞，但在實際的工作現場因為高濕、高熱、

穿脫方便等因素，仍以耳塞較能被勞工所接受。 

本所今年的研究計畫完成蒐集國內、外耳塞型防音防護具種類、

尺寸、使用方式與人耳量測的文獻，針對國內勞工的外耳道進行測量

及調查，進而分析耳塞尺寸與國內勞工的外耳道尺寸關聯性因子，發

展國內勞工的耳道尺寸之快篩機制，協助勞工依個人耳道計測特性選

購適當尺寸之耳塞，以提高其佩戴意願。 

計畫成果可以協助勞工挑選適當尺寸的耳塞形式，但是勞工願意

長期佩戴耳塞的關鍵仍在於佩戴的舒適性。佩戴舒適性屬於人的主觀

感官，過去多以問卷的方式進行統計與評估，缺乏以力學為基礎的評

估方法。因此，在建立適當耳塞尺寸的篩選機制後，本所擬規劃建立

一套以耳塞插入耳道後應力(或應變)變化模式為主之量測技術，計算

耳道佩戴耳塞後的壓應力與形變，結合耳塞回彈係數、回彈時間、摩

擦係數(表面紋理)等特性，配合耳塞遮音性能評估與舒適度調查等資

料，針對舒適性指標進行完整之評估，包括密合度測試設備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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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能指標確實數值範圍之確立，以及透過主觀人體試驗尋求舒適性

指標之量化數值範圍，可以更進一步提供為改善舒適性、勞工選用，

與製造廠商設計之參考。 

(二)、提升勞工聽力保護計畫指引之法規適用性 

根據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從1995年開始至2007年間，每3

年進行一次『工作環境安全衛生狀況認知調查』，結果顯示勞工認為

「噪音太大」的比例持續佔據危害因子的前三強，勞工認為需要改善

的安全衛生問題中以空氣太髒、環境太熱或太冷、以及聲音太大三個

項目最高，顯示噪音是國內職場環境普遍面臨且亟需改善的職業衛生

問題。經常暴露於噪音環境下，在生理上直接的危害就是導致聽力損

失。勞委會為保護勞工的聽力免於受損，已制訂了完善的聽力保護相

關法規。但國內許多產業之噪音量仍超過噪音暴露工作日八小時日時

量平均90分貝之規定。為保護噪音作業勞工免於聽力損失的危害，勞

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編撰了「勞工聽力保護計畫指引」，目的為『控制

噪音危害，避免噪音引起之聽力損失』，降低勞工因為過度暴露於噪

音環境引起聽力損失的風險。 

現行之勞工聽力保護計畫指引版本於民國 91 年編撰完成，該指

引雖然已經推出並宣導多年，事業單位普遍對於指引有所認識，但是

卻無確實的執行，推測其原因主要為法規上並無強制要求事業單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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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作業環境必需執行勞工聽力保護計畫，故無法揮發其實質上的效

力。因此，如何提升勞工聽力保護計畫於法規上的位階，是提升其執

行成效與適用性的最佳方法，目前規劃作法是在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300 條加入「雇主應執行勞工聽力保護計畫並評估其成效」等

文字，亦或是在勞工安全衛生法的架構下，增修噪音專章標準等規

定。針對特殊危害訂定相關保護標準，在現行法規中已有相當多的前

例可以依循，例如「高溫作業勞工作息時間標準」、「精密作業勞工視

機能保護設施標準」、「重體力勞動作業勞工保護措施標準」等等，勞

工暴露於噪音作業環境的比例及現況，甚至比上述標準管轄的範圍更

加普及，其對於長時間造成勞工聽力損失的傷害程度，亦可說有過之

而無不及。因此，亦可考量參考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300 條的精神，

將噪音作業以專章進行更詳細的規範與管轄，有利於提升勞工的作業

環境。 

若能將執行勞工聽力保護計畫列於勞工安全設施規則第 300 條

或是以專章的保護標準來要求，則勞工聽力保護計畫需要提供更詳盡

的執行步驟及成效評估內容供檢查單位及事業單位參考。因此，詳盡

的執行檢核表實屬重要，事業單位可依照檢核表內容判斷及評估是否

有確實執行勞工聽力保護計畫，並依檢核表條文逐條自我檢視，達到

自動檢查的目的。勞動檢查單位進行檢查時，亦可依照事業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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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核表內容判斷事業單位是否確實做到工程改善、暴露時間管理、

要求勞工確實佩戴防音防護具、定期勞工教育訓練及聽力體格及健康

檢查等項目，並比較逐年填寫內容來評估事業單位勞工聽力保護計畫

執行是否確實。要求事業單位完整且確實填寫檢核表，其實質效益應

可優於投入大量人力進行勞動檢查，亦可讓更多雇主、勞工安全衛生

人員及勞工了解聽力保護的內容及重要性，對於職場優化的提升應有

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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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會議議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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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參加研討會照片 

 
會場外觀1 會場外觀2 

      海報論文張貼與解說      會場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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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一隅1 會場一隅2 

 
展示攤位1 展示攤位2 

 
展示攤位3 展示攤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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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攤位5 展示攤位6 

 
論文演講1 論文演講2 

 
研究交流1 研究交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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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論文1 海報論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