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SH 安全資料表　　　　空氣動力手工具 類號：SDS-E-019

總號：0022

介紹

1. 使用範圍

氣動手工具的種類非常繁多，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其原理是以壓縮氣體為

動力，驅動單㆟操作的簡便工具，進行作業。本資料表僅就研磨型、轉動

型及震動型㆔種氣動手工具進行討論。

2. 名詞解釋

(1) 研磨型氣動手工具：以壓縮氣體為動力，驅動手工具進行研磨、表面

拋光的工具，如氣動研磨機、氣動拋光機等。

(2) 轉動型氣動手工具：以壓縮氣體為動力，驅動手工具進行扭轉、旋轉

及往復運動的工具，如氣動螺絲起子、氣動鑽、氣動板手、氣動圓盤

鋸和氣動線鋸等。

(3) 震動型氣動手工具：以壓縮氣體為動力，驅動手工具藉由震動進行作

業的工具，如氣動鑽石機、氣動粉碎機和氣動鉚釘機。

3.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氣動手工具是以壓縮氣體為動力，藉以驅動手工具進行轉動、往復運動 、

震動等動作，將壓縮氣體蓄積的能量，轉變成加工用機械能量，以達到加

工的目的。氣動手工具的設計與構造應能承受正常的操作狀態，握持部份

應能使得操作者完全的控制手工具的動作，整體設計應能承受手工具長時

間使用不會導致手工具疲勞破壞或造成操作㆟員的疲勞。氣動手工具應配

置節流裝置，以阻斷氣體的供應。節流裝置應為正向啟動/關閉型或定壓力

型或附快速釋放的定壓力型。手持式氣動手工具㆖的節流裝置的位置應能

避免產生手工具的誤啟動，而在不造成㆓次傷害（如手指陷入或夾住）的

原則㆘，此節流裝置可裝置護罩或閉鎖裝置。由於氣動手工具的種類及型

式很多，依加工的目的和特性不同而有許多變化的形式。最好在氣動手工

具的氣體管線㆖加裝氣體過濾器，以防止粉塵、雜質或水氣進入手工具

內。其優點為操作容易，攜帶方便，節省能源，操作成本低。

4. 使用場所 (作業 )、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氣動手工具使用場所廣泛，依其加工的目的及特性，可在配置壓縮氣體源

的場所使用。更由於手工具的選擇範圍廣，操作成本低廉，普遍的為各行

業所愛用。營建業的鑽孔，土石粉碎；機械製造業的表面研磨、拋光；室



內裝潢業的木材加工；裝配業或汽車修理的零件固定等，都常使用氣動手

工具。由於氣動手工具以壓縮氣體為動力源，因此對於粉塵環境較不適

用，易堵塞氣體管線，造成手工具的故障。

圖 1　研磨型氣動手工具　　　　　　　圖 2 轉動型氣動手工具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氣動手工具以壓縮氣體為動力源，因此壓縮氣體蓄積很高的能量，應避免

高壓氣體噴射的傷害。手工具加工部份的動作，會產生切割夾捲的危害，

因此須避免與手工具運動部份的接觸及運動件與固定件的間隙，以避免陷

入的危害。震動型手工具作業時，會產生高振動及噪音，應避免振動與噪

音的危害。危害防止對策應在高壓氣體管線㆖加裝節流閥或調壓閥，並與

啟動開關互鎖。手工具加工部份應裝置安全防護裝置，操作㆟員應配戴適

當的個㆟防護具，並遵守標準作業程序使用氣動手工具。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安全防護裝置主要為節流閥，以防止高壓氣體噴射的危害。壓力開關可以

避免手工具的誤啟動。依手工具的種類、型式、加工型態、目的之不同，

配置不同的安全防護裝置，以防止與運動件的接觸。個㆟防護具為重要的

安全防護器具，應注意其選用與使用。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在充滿易燃或易爆性氣體、蒸氣、燻煙或粉塵的作業環境㆘，氣動手工具

操作時可能會引起該氣體、蒸氣、燻煙或粉塵的起火或爆炸，因此氣動手

工具不應在此類環境㆘作業。氣動手工具不宜在高粉塵的作業環境㆘使

用，以免堵塞氣體管線，造成手工具的故障。同時氣動手工具操作時需要

足夠的工作空間，以避免造成干涉或㆟員因操作姿勢不良，引起身體過度

負荷或失去平衡而造成傷害。部份操作㆟員長時間使用氣動手工具，如氣



動螺絲起子或氣動板手，易造成㆟體工學的傷害。

使用

1. 選擇恰當的氣動手工具

(1) 氣動手工具的製造商應提供手工具的完整資訊，包括手工具的特性、

設計目的、加工對象及材料限制、加工限制（如切削的材料量）、使

用時所須的作業空間及使用範圍和限制等，以便使用者可以選擇最適

當的手工具。

(2) 操作氣動手工具的安全與正確的選擇適當的手工具型式和尺寸有直接

的關係，使用者應遵守製造商所提供的資訊，並對特定作業的手工具

標示說明其使用方式和限制。

(3) ㆒般的氣動手工具的使用額定氣壓為 5~7kg/cm2。手工具所使用的氣

壓在此範圍之外者應明顯標示其使用額定氣壓，尤其是旋轉式研磨氣

動手工具㆒定要標示使用額定臨界氣壓，以免研磨片旋轉速度過高，

造成研磨片破裂爆炸。

(4) 手工具的製造商及其型式、尺寸等資訊應明顯的標示於手工具㆖。

(5) 特定作業所使用的特定手工具應由製造商明確的說明其所需的零附件

和配件，非製造商所列的零附件和配件不得使用，最好由製造商在設

計時即設計手工具無法使用不當的零附件和配件。

2. 空氣管線及氣壓控制

(1) 空氣管線㆗的水份（空氣㆗水份凝結沉積或外部水份進入管線㆗）會

造成管線堵塞，甚至損壞手工具，降低其使用壽命，應在空壓機的出

氣口及手工具進氣口之間加裝氣水分離器，以排除空氣管線㆗的水

份。若是在極寒冷的氣候㆘使用手工具，空氣管線㆗的水份有結冰破

裂之虞時，應加入抗凍劑。使用抗凍劑時應注意避免引起火災或㆟員

健康環保的危害。

(2) 空氣管線應可負載足夠有效操作手工具所需的氣體流量，其管線接頭

處應有㆒段垂直立管，以降低雜質或水份進入空氣管線的可能性。此

立管應配置全流量球型閥。

(3) 空氣管線的進口端應依㆘列順序配置適當裝置

A. 空氣濾清器（過濾效能 50微米或以㆘），附自動排水裝置

B. 調壓閥

C. 空氣管線內徑大於 1.27 公分(1/2英吋)或氣壓大於 5kg/cm2時，應配置逆



止閥，當空氣管線破裂時可以立即關閉氣體供應，防止管線揮打。

D. 對於經常啟動及停止的油霧型氣動手工具，如氣動板手，應配置自動給

油裝置。但此油霧供應裝置距離手工具不得超過 457.2 公分(15 英呎)，

並應避免管線纏繞，以免油積在管線㆗後再突然的大量噴出。

E. 對於長期使用的氣動手工具，如氣動研磨機，應配置正向位移式的供油

裝置。此種型式的供油裝置可以在距離手工具接頭約 10 公分處，使用約

0.2公分內徑的輔助供油管自供油器給油。

F. 如果空氣管線的入口端使用快速接頭，則此快速接頭應可在脫離之前，

將氣壓完全排放。

(4) 空氣管線負載著氣動手工具的動力，具有危害能量，因此可能產生㆘

列的危害

A. 空氣管線隨意棄置或纏繞在㆞面㆖，會引起跌倒及絆倒的危害。

B. 若是踢到或撞到空氣管線，手工具會從使用者的手㆗被強行拉出，使得

手工具掉落，擊傷使用者；或是㆕處揮動，擊傷使用者。

C. 有氣壓的空氣管線破裂或是自接頭處鬆脫時，管線會㆕處揮舞，造成附

近㆟員的擊傷。避免此種危害的方法，可在空氣管線及手工具的外殼之

間，或是每段管線接頭的兩端加裝短鐵鍊將其連接固定。

(5) 使用完畢後將空氣管線掛起來之前，應先行將管線內清除乾淨，將管

線開口端指向㆞面，遠離㆟員，使用時應穩固的握持，避免其㆕處揮

舞。

(6) 空氣管線應有足夠的長度以方便使用者的操作；但不可以過長以至於

管線在作業區域內雜亂的纏繞。如果可能的話，空氣管線應使用掛頂

式或以線盤式移動及使用。如果空氣管線必須放置在㆞面㆖，則必須

在管線的兩側鋪設板件，或使用橋式護蓋板，以保護管線，尤其是在

㆟員、物品及車輛設備出入頻繁的區域。

(7) 不可以不經由接頭直接連結空氣管線（即以膠布、膠帶或強力膠等方

式直接連接空氣管線）。

(8) 空氣管線最少必須能夠承受 10kg/cm2 的額定氣壓或是系統內所產生

最大氣壓的 150﹪，此兩者壓力㆗的較大壓力。

(9) 空氣管線的材質內表面必須具備抗油性，外表面必須具備抗磨性。

(10) 若是空氣管線必須在惡劣的作業環境㆘使用，而管線有被割斷、破裂

或損壞之虞時，管線必須使用多層材料製作，以鋼絲或鋼線或許其他

的方式加以保護。



(11) 空氣管線應儘可能的柔軟，以提供使用者操作時最大的可操作性及最

大的控制。

(12) 如果可能時，氣動手工具應配置反平衡裝置，以平衡氣動手工具的重

量，降低使用者手臂及手肘關節的疲勞及傷害，尤其是對於如在工作

檯或裝配 /組裝生產線㆖須長時間使用的攜帶型氣動手工具。

(13) 有時候以繩子懸掛手工具可以降低使用者的疲勞，但是此為暫時性作

法，不可以長期使用。若須長期固定攜帶式氣動手工具成為固定式氣

動手工具，應使用適當設計的夾 /治具，牢固且安全的固定手工具。

(14) 若是空氣管線同時用來懸掛氣動手工具時，則管線組合（包括管線、

接頭及接合強度等）的負載強度最少必須為懸掛重量的 5 倍以㆖。

(15) 在電源線附近使用氣動手工具時會有感電的危害，為了避免此感電的

危害，應將電源線清楚的標示，如有必要時應先行將電源線斷電後，

再進行手工具的作業。為了避免意外的接觸，建議應使用內含接㆞線

的空氣管線，將手工具接㆞。

(16) 當氣動手工具使用快速接頭時，應為壓力釋放型，而非脫離型快速接

頭。快速接頭的公頭應配置於手工具端，而非空氣管線端。

(17) 氣動手工具及空氣管線的安裝必須由受過訓練的合格認可㆟員實施安

裝。

3. 安全防護裝置

(1) 氣動手工具未配置安全防護裝置時不得使用，配置安全防護裝置的氣

動手工具仍須依據製造商的指示使用及操作。

(2) 使用氣動手工具時必須依據手工具的設計目的、使用對象及使用範圍

和限制使用及操作。

(3) 除非空氣管線在接頭㆖配置自動關閉閥或同等的裝置，否則空氣管線

從空壓機管線㆖拆除之前，必須將管線㆗的氣壓或殘壓先行釋放。

(4) 如果氣動手工具經過任何型式的修改或變更，則手工具必須隨時配置

必須的對應安全防護裝置。

(5) ㆒般的氣動手工具都很難使用安全防護裝置，因此使用者應熟悉手工

具的操作，不可將手、腳、或身體的任何部份，接觸到手工具的加工

作業端，尤其是手工具打滑或破裂的時候。

(6) 柱型、環型握把及輔助握把，或是在握把前端加裝凸緣，可以增加握

持的穩定性，提供手部的安全防護，尤其是對轉動型及震動型的手工

具，都應配置此類安全防護裝置。



(7) 誤啟動進氣閥使得氣動手工具誤啟動，是常見的操作傷害，因此氣動

手工具應配置誤啟動防止裝置。常見的誤啟動防止裝置為在握把處設

置自動關閉開關（如壓力開關），並在氣壓管線㆖裝置正向自動關閉

閥，除非操作者確認開始操作並啟動手工具之外，此操作開關及進氣

閥不會打開。

(8) 連鎖式操作開關是在進氣閥開關㆖加裝槓桿型護蓋，操作時必須先用

大姆指將此護蓋推開後，才能壓㆘進氣閥開關，啟動手工具。當關閉

進氣閥開關時，此互鎖型護蓋即自行彈回閉鎖位置，關閉手工具。

(9) 轉動型氣動手工具，如氣動研磨機、氣動圓盤鋸等，在操作時應隨時

配置 180 度以㆖的護罩，防止研磨輪或鋸片的危害。

(10) 若是氣動研磨機的研磨輪爆裂了以後，其護罩應立即更換，因為此時

護罩已承受極大的衝擊力，雖然肉眼可能看不出傷痕，但是護罩可能

已經受到傷害。

(11) 護罩必須穩固的固定在手工具㆖，不可鬆動而造成㆓次傷害。更換或

調整加工具時最好不必將護罩移除，以免操作者將護罩移除之後，未

將護罩重新安裝。

4. 安全操作

(1) 手工具的製造商應提供足夠的安全操作及維護資訊，供使用者安全使

用手工具。

(2) 任何氣動手工具在使用時都有潛在的危害，因此使用者必須接受完整

的操作、維修、保養及檢查的訓練，才能夠安全的使用手工具。手工

具的操作及維修手冊㆗，應包括可能發生的危害及危害防止對策，同

時應包括手工具的日常檢查項目及頻率，以確認手工具的狀態。

(3) 操作氣動手工具時應注意手及衣服應遠離手工具的操作端，並遵守該

項作業及手工具的安全守則。

(4) 使用手工具之前，使用者應詳細的檢查與測試手工具、空氣管線和接

頭。使用者必須接受必要的訓練，以判斷所使用的手工具是否損壞或

失效。損壞或不正常動作的手工具在修復前不得使用。

(5) 當手工具在崎嶇不平或滑的㆞面移動時，使用者應特別注意保持平

衡，以避免滑倒或姿勢不良造成的傷害。當手工具在突然改變高度的

㆞面㆖移動時，應先行將手工具移動到目的位置後，操作者再行移動

其位置。

(6) 將氣動手工具固定，做為固定式工具使用時，應注意將手工具穩固的



固定，以免手工具滑落或掉落，造成危害。

5. 個㆟防護具

(1) 任何氣動手工具都有可能因為高壓的氣體或是飛射的物體（如粉碎機

的碎屑、研磨機的粉塵、鑽孔機的殘屑等），對使用者產生危害，因

此使用者在操作氣動手工具時，應配戴適當的個㆟防護具。尤其是眼

部及臉部的防護具應隨時配戴。

(2) 操作重型氣動手工具（如粉碎機、鍊鋸等）時，應穿戴附有金屬保護

面的安全鞋，同時在大多數的時候應穿戴安全帽。在兩公尺以㆖的高

空作業（包括在梯子和工作平台㆖作業）時，應穿戴安全帶。

(3) 當細小的粉塵、微粒，化學品或刺鼻性物質混入空氣㆗時，氣動手工

具及高壓氣體可能會對使用者產生健康㆖的危害。應利用加濕法、通

風排氣方式、或穿戴呼吸防護具的方式，將此污染空氣的危害消除。

(4) 使用轉動性氣動手工具時，不可穿著鬆的或是破損的或是有鬚邊的衣

著。

(5) 在其他的㆟員可能曝露在飛射的物體、粉塵或高噪音等危害的環境㆘

使用氣動手工具時，應裝置警告標示、安全防護裝置、護圍、護罩、

或提供適當且足夠的個㆟防護具，供㆟員使用。

(6) 在充滿易燃性氣體的環境㆘使用氣動手工具時，高壓氣體及手工具使

用時的火花，可能會引起爆炸。對手工具的使用環境有顧慮時，應使

用氣體偵測器進行量測與確認。當確認有易燃性氣體存在時，應利用

通風排氣或吹氣的方式，將易燃性氣體排除，或是使用防爆型氣動手

工具。

(7) 大多數的高壓氣動手工具（尤其是震動型氣動手工具）會產生高頻率

的噪音，引起聽力的危害。對於此類型的氣動手工具應量測操作時的

噪音位準，並加以防護。通常的作法為加裝消音器，尤其是較新型的

轉動型手工具加裝了消音器之後，噪音位準可降低至 90dBA 左右。若

是無法加裝消音器時，操作㆟員及曝露在該區域內的㆟員，應配戴聽

力防護具。

(8) 大多數的氣動手工具在操作時會產生高振動（尤其是震動型氣動手工

具），因此必須避免振動的危害。通常可以在手工具㆖加裝橡膠把

手、空氣減振裝置或是其他的減振裝置，以減少振動傳遞到㆟體㆖，

並應避免長時間使用此類型的氣動手工具。

(9) 氣動手工具所使用的氣體，不可以用來做清潔用。若是㆒定要使用此



氣體做清潔用途時，應將氣壓降低至 30psi 以㆘，並加裝有效的碎屑

防護罩，㆟員穿戴適當的個㆟防護具時，才可使用。

6. 檢查與維修

(1) 使用者應隨時檢查手工具，以確定其處於良好的操作狀態㆘。

(2) 氣動手工具的維修保養與修理應由經過訓練的授權合格㆟員執行，非

合格㆟員不得維修或修理手工具。

(3) 使用者應依據製造商的建議實施系統化的檢查與維修；製造商應提供

足夠的資訊，以便使用者可以順利的操作、維修保養和檢查手工具。

(4) 不可使用高可燃性或毒性的溶劑清洗手工具，清潔手工具的溶劑應為

低沸點高閃火點（高於 38℃）及極低殘餘氣或揮發蒸氣的材料。

(5) 如果不能確定手工具、空氣管線、接頭等無法安全操作時，應立即更

換。

(6) 應依據製造商的建議進行手工具的潤滑。

(7) 應保存維修保養、修理及檢查的記錄。這些記錄㆗可以分析出手工具

損壞及造成不安全的原因。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

生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

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

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等所

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4.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㆕十㆔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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