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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衛股份有限公司 
呼吸防護具檢測中心 

中山醫學大學衍生企業 

呼吸防護具檢測中心通過美國聯邦政府運輸部(DOT)認
證，許可字號(RIN)I709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ISO/IEC17025，認證編號：3259。 

 

本中心由中山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技術支援，及育成中心鼎力協
助下成立，為國內第一家整合型第三方認證之呼吸防護具檢測中心。 

 

國際上對於呼吸防護具常採取驗證制度，經由驗證機構之驗證合格，授
與張貼驗證標章，以供雇主及勞工正確選用。而國內，例如：消防隊員、緊
急應變及高科技廠房常使用之空氣呼吸器（SCBA），其面罩佩戴洩漏率、氣
瓶之水壓測試；國內醫護人員使用之拋棄式N95口罩佩戴密合度，國人防護
PM2.5所佩戴之口罩，鮮少有經過第三方(者)認證實驗室進行檢測、或驗證機
構核發管理標章。 

 

而一般第一者評鑑是由製造商執行，自我聲明；第二者評鑑是由顧客實
施評鑑；第三者評鑑則是由一個獨立的符合性評鑑機構所執行。我國〈標準
法〉第三條亦定義驗證乃指「由中立之第三者出具書面證明特定產品、過程
或服務能符合規定要求之程序。」因此，在重要的人身最後一到安全衛生防
線—呼吸防護具，應委託第三方單位進行檢測，協助雇主確保勞工使用之相
關呼吸防護具設備性能及驗證合格，將可以減少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之疑慮，
並能提升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之品質及在工作時的安全性。  

 

 檢測服務項目： 

1. 拋棄式口罩：次微米粒子防護效率(含呼吸阻抗)。 

2. 醫用口罩：細菌過濾效率/壓差試驗…等。 

3. 空氣呼吸器檢測（SCBA）：面罩/背板。 

4. 呼氣閥門洩漏率。 

5. 佩戴密合度測試（定性/定量測試）。 

6. 氣瓶水壓測試。 

7. 氣瓶填充。 

 

專業 

技術 品質 

永續發展 

追求卓越 優良品質 



呼吸防護具佩戴密合度簡介 

拋棄式口罩、PAPR及SCBA等等亦屬個人呼吸防護具，其角色皆扮演現場
人員最後一道之防線，而防護程度取決於防護具的濾材之效率及使用者臉部與防
護具面體接觸的密合程度。而密合度則必須依賴人員的教育訓練及儀器設備的輔
助來提升。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署(OSHA)僅規定所有緊密接合式面體應進行密合度檢測。
而根據歐盟EN12941、ISO16900-1規定，頭套、頭罩式寬鬆面體之PAPR則需要
在測試腔內進行洩漏率檢測。密合度之檢測，可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檢視呼吸防
護具與臉部之密合程度，來決定防護具是否能提供使用佩戴者可接受之密合度。 

  

定性密合度測試需依靠測試者對測試物質的味覺、嗅覺或是刺激等自覺性
反應。且容易在受測人缺乏耐心時，主觀誤導檢測結果，其判斷失敗率較高。另
外，為求設備方便性，暴露之濃度一般不容易嚴格控制，可能都不是一個定值，
如此可能造成更大之測試結果變異。因此，若設備可行，採用定量密合度測試將
較為嚴謹，也減少不必要之人為誤差。 

  

定量密合度測試以偵測儀器同時測量面體內外測試物質之濃度或口罩內壓
力改變，不需依靠測試者對測試物質的自覺反應，其檢測結果準確率較高。普遍
結果，定性測試會受到測試者主觀感覺的影響，而定量測試以儀器偵測獲得之客
觀測試數據是較為可靠之工具。N95口罩(半面體) 規範之密合度係數為100，而
全面體的密合係數為500。 

  

每次佩戴時應該進行密合檢點，密合檢點可使用正壓檢點及負壓檢點；而
分發呼吸防護具前或一定條件下應該進行密合度試驗。另外，使用呼吸防護具時，
也必須擬定呼吸防護具計畫，更能確保呼吸防護具之有效使用。 

  

 

 依據美國呼吸防護具規範29 CFR 1910.134 附錄 A進行密合度測試的時機為： 

 

1. 首次使用呼吸口罩或重新選用新類型呼吸口罩時。 

2. 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3. 佩戴者的體重變化達百分之十以上時。 

4. 面體下的顏面產生疤痕或其他顯著變形。 

5. 佩戴者裝置假牙或失去牙齒。 



 常用口罩密合度檢測方法比較表 

**「密合度檢點」及「密合度測試」，此兩種方法不可相互取代。** 

 （Lam, 2011) ,（Danyluk et al., 2012）  

 職場相關之呼吸防護具-密合度檢測相關法源 

依據國家標準CNS14258密合度測試(Fit Test)時機:選擇防護具或佩戴人員
體重或顏面有重大變化時，應進行密合度測試。 

**建議應定期每年測試一次。** 



醫護人員口罩佩戴密合度檢測狀況分析 
2015-2016 

定量口罩密合度檢測分析時間為2015-2016年度，共有18家公私立醫院、

2270位醫療從業人員，委託本中心以TSI Portacount 8038定量密合度測試儀進行

口罩佩戴之密合度檢測(使用該醫院採購之N95口罩)。並依檢測單位組織、是否

接受教育訓練及口罩款式等之密合度合格率進行分析。 

 

 檢測合格比例及密合度平均值 

2015-2016年，共有2270位醫療從業人員進行檢測，檢測合格比例為63%。

各醫院檢測人數及通過人數如表1。其中以L、N醫院檢測合格比例最高為90%(密

合度平均值為165、181)；M醫院檢測合格比例最低為2%(密合度平均值為41)；

其次為R醫院為10%(密合度平均值為45)。 

表1、各醫院檢測人數及通過人數 

 

 
Hospital Total number Pass Pass rate Training status 

A 48 20 42% O 

B 80 25 31% X 

C 49 25 51% O 

D 15 7 47% X 

E 43 21 49% O 

F 249 119 48% O 

G 536 367 68% O 

H 442 308 70% O 

I 119 105 88% O 

J 323 209 65% O 

K 196 145 74% O 

L 20 18 90% O 

M 50 1 2% O 

N 10 9 90% X 

O 10 6 60% X 

P 20 5 25% O 

Q 50 33 66% O 

R 10 1 10% X 

ToTal 2270 1424 63% 



 醫療從業人員是否經過教育訓練及其檢測合格比例 

依據醫院是否有安排醫療從業人員教育訓練（由本中心另聘專家進行訓練

指導）進行分類，計算檢測通過合格比例(圖2)，共有13間醫院醫療從業人員經

過教育訓練(1794位)，而檢測合格人員中有81%經過教育訓練。 

 

 

 

 

 

 

 

 

 

 

 

 

 

 

 

 

 

 

圖2、醫院從業人員是否經過教育訓練及其檢測合格比例 

 

Training

Total Number Training Without Training Training/Pass

P
a

ss
 R

a
te

, 
%

0

20

40

60

80

100

Pass Score of Fit Factor：100

Total Number：2270

Pass：1424

63 %

(1424/2270)

65 %

(1160/1794)

55 %

(264/476)

81 %

(1160/1424)



 提供測試報告以了解測試結果，並給予佩戴建議。 

 協助員工選用合適的防護具並熟悉使用，要求並鼓勵員工正

確使用及佩戴。 

 定期測試並評估保護狀況，建立員工防護具選用資料庫。 

 符合美國29 CFR 1910.134 App A規範，OSHA認可方法，及我

國CNS14258定量測試標準。 

 對拋棄式口罩及全/半面罩進行密合度測試。 

密合度 
定量檢測 

呼吸防護具佩戴 

密合度定量檢測 

1. 正常呼吸 

2. 深呼吸 

3. 左右擺頭 

4. 上下點頭 

5. 說話 

6. 鬼臉 

7. 彎腰 

8. 正常呼吸 

模擬測試 
動作 

檢測 
專業度 

 密合度檢測團隊具備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或醫檢師資

格，可提供員工或醫護人員更專業的服務。 

 4台TSI 原廠PortaCount 密合度定量檢測儀器，皆可提

供一年內原廠校正合格之校正報告。 

 教育訓練師資，具備有三年內SCI呼吸防護具相關研

究論文期刊。 

 實驗室認證規範ISO/IEC17025訓練。 

 檢測人員接受TSI原廠密合度測試儀及軟體操作訓練。 

 職安署暨台大密合度檢測人員訓練。 

檢測人員 
訓練 



 
佩戴密合度測試 

定量測試 

 
佩戴密合度測試 

定性測試 

 
拋棄式口罩 

次微米防護效率 

 
醫用口罩 

細菌過濾效率 

 

 

 
 

醫用口罩 

合成血液穿透性 

 
醫用口罩 

壓差試驗 

 

 

空氣呼吸器檢測 

 

 

氣瓶水壓測試 
 

氣瓶填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