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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動用火種施行要點 
中華民國 66 年 8 月    發布 (工安處主辦 )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0 日修正 (工安處主辦 ) 
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4 日修正 (工安處主辦 ) 

一、本公司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為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危險物質

引起之危害，以及防範儲存易燃或易爆物品之區域因動用火種而

引起火災或爆炸事故，以維護本公司設備及人員之安全，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火種係指熔切、氣焊、電焊、焚燒、燃火加熱、吸煙

以及其他可能引起燃燒或爆炸之火種。  

三、使用儲存易燃或易爆物品之單位應視實況及危險程度劃定限制動

用火種之區域。在此區域內，所有人員 (包括本單位員工、其他單

位員工、承攬人等)必須遵守本要點規定；凡須在限制動用火種之

區域或情況下動用火種者，均應事先取得「動用火種工作許可

證」，如附表。  

四、下列地點及情況，必須限制動用火種：  

(一)各類油槽區防火堤（牆）以內。 

(二)儲油室、濾油室、油泵室、蓄電池室、火藥庫、油變壓器室（區）

以及可燃性氣體使用與儲存場所。  

(三)倉庫或易燃物品儲存場所。  

(四)油管、油桶、油槽等之熔切或焊接工作。  

(五)其他容易因火種而引起火災或爆炸之場所或情況，如空氣中含

有可燃性氣體或接近易燃物品等。  

五、「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由動火工作負責人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

由轄區部門主管或代理人簽發，詳如第八點規定。 

六、簽發「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之前，轄區部門主管或其指派人員

應與動火工作負責人，到工作現場施行防火安全檢查，採取必要

之防火安全措施，必要時邀請其他有關部門。認定安全無虞後始

得簽發。防火安全措施之責任劃分如下：  

(一)有關工作環境安全措施，如遺油、可燃物之清除、施工場所或

設備內部毒氣、氧氣可燃性氣體之測定等，由轄區部門在開工

前完成。 

(二)作業上之各項安全措施，如作業機械與用電設備之安全措施、

安全標誌與圍柵設備、消防及安全器材、及臨近雜草之割除等

由施工單位或承攬人在開工前完成。  

(三)工作範圍內另有其他部門之設備時，此等設備之安全措施由所

屬其他部門在開工前完成。  

(四)工作範圍內原有之消防安全設備、器材及防護器具，由轄區部

門提供或出借，不敷使用時可向總務、工業安全衛生或其他相

關部門洽調備用；另承攬工作範圍內之消防安全設備、器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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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器具由承攬人自備。  

七、簽發「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後，轄區部門主管或其指派人員及

工安人員應依實際需要情形前往現場抽查工作情形。如果發現情

況改變，可能發生危險時，得即令暫停工作，直至安全無虞方可

繼續。 

八、許可證之申請及簽發規定如下：  

(一)凡由本單位或外單位派員執行者，由該項工程之動火工作負責

人，負責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許可證。  

(二)凡動火工作由承攬人執行者，初次申請許可證時，應由該項工

程之檢驗員會同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向轄區部門主管申

請。其後則酌視現場情況決定可否由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

自行申請。  

(三)初次申請許可證應視事前準備工作之繁簡儘早提出，最遲須於

開工前一日提出，預留一日之準備時間，俾便適時完成各項安

全措施、開工當日之安全檢查及簽發許可證之準備，其後應於

每日開工前卅分鐘提出。  

(四)凡事前經安全協調，並核准在限制動用火種地區免用許可證之

某特定工作，得免申請許可證。  

(五)每日開工前應由動火工作負責人先實施現場安全檢查，待完成

後由轄區部門主管，依據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簽發前檢點事項

之檢查結果，簽發許可證。  

(六)轄區內有其他部門之施工設備時，轄區部門主管應主動會同該

施工設備所屬部門人員會簽；例如處理管線漏油時，由轄區部

門主管邀請管線輸入、輸出部門派人會簽。 

(七)轄區部門與施工部門間，因安全措施發生爭議時，可通知工業

安全衛生部門派員協調，如未能解決時，則由轄區部門報請上

級核定簽發。  

(八)為修護或拆除油槽而初次申請動用火種許可證時，由轄區部

門、施工部門及工業安全衛生部門會勘後簽發，其後由轄區部

門主管簽發。  

(九)除特殊情況外，以每日上午八時卅分前簽發許可證為原則，於

當日日暮時(夏季為十八時，冬季為十七時)消失時效。  

(十)如因限期趕工須於日暮後繼續工作，應由許可證簽發人員會同

動火工作負責人至現場複檢，確認情況無變化，並有適當照明

設備，始可在許可證上註明同意延長許可證之有效時限，並由

簽發人及會同人簽章，但最長以延至次日上午八時卅分為限。  

九、動火現場防火安全管理規定如下：  

(一)由各部門派工執行工作時，由動火工作之負責人擔負現場防火

安全管理之責。由承攬人執行工作時，由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

責人擔負現場防火安全管理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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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火工作負責人之任務為監督工作人員遵守防火安全規定，嚴

格管制煙火及不安全行為；注意現場環境或狀況之變化，並予

以適當處置；下班或工作中暫時停工時，檢點、處理工具、設

備及安全措施；經常與轄區部門保持連繫；完工後廢料之清理

等事項。 

(三)轄區部門主管應視現場之防火安全狀況，必要時指派轄區部門

連絡人，與動火工作負責人保持密切連繫，經常至現場檢點各

項安全措施、監視現場安全狀況有無變化、以及給與施工上必

要之協助或指導。 

(四)在進行工作中，遇特殊事故或發現工作現場狀況有重大變化或

作業錯誤有導致嚴重後果之虞時，轄區主管或其所指派之轄區

部門連絡人，或動火工作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俟狀況恢

復正常後，再重新簽發許可證，恢復工作。  

(五)工業安全衛生部門每日應不定時派員至工作地點查看，如發現

有不正常狀況，應即通知動火工作負責人及轄區部門連絡人，

予以糾正。  

十、限制動用火種之區域，應於明顯地點設置「嚴禁煙火」標示牌。

必要時另加區域範圍之說明或標誌。  

十一、凡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經單位各級主管、同仁、工安人員、

保警人員或總管理處有關人員，發現檢舉有據者，應即報請依

本公司人員獎懲標準適用要點議處。  

十二、各單位必要時（例如：統包工程），得依本要點之原則及現場實

況，另訂符合實際需要之要點施行。  

十三、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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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 
簽發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有效日期：簽發當日自 時 分至  時 分止 
(1)施工單位：                   (2)施工地點：                        
(3)工作性質：                                                         
(4)許可工作：                                                         
 □熔切、氣焊 □電焊 □焚燒 □燃火加熱 □其他 
(5)簽發前檢點事項： 
□附近無遺油、油污及可燃性物質。 
□附近暗溝進口或方井已予堵塞。 
□施工設備進出口管線均已加盲板。 
□施工設備內已無存油。 
□作業場所引火性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之濃度應在爆炸下限值之 30%  
以下，其濃度上午(作業前)   時測定結果為   %，下午(作業前)   
時其測定結果為   %。 

□每   小時須作油氣濃度測定一次。 
□施工設備內業經排氣，己無壓力存在。 
□附近雜草已經處理。 
□施工用電源開關確實已切斷，以防止火災、感電事故。 
□電氣設備之絕緣強度符合規定。 
□電焊接地確實良好。 
□油槽（容器、涵洞等）內部氧氣在 18%以上。 
□油槽（容器、涵洞等）內部無毒氣。 
□已設有圍柵。 
□設有危險等警戒標示。 
□已設有夜間道路警告燈。 
□已指定工作人員吸煙地點。 
□工地整理整頓良好。 
□已有消防設備及器具。 
□已有個人防護具。 
如有需要請增添項目         □              
□                  □              

(6)動火工作人員： 
  
動火工作負責人：         轄區部門連絡人： 

(7)備註或簡圖： 
 
 
 
 
 
 轄區部門：         簽發人簽章：         
  
會簽部門：         簽發人簽章：         

（本許可證一份三聯由轄區部門、施工部門動火工作負責人及消防安全管理部門
各抽存一聯備查）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動用火種施行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1、 本公司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為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危險物質引起之危害，以及防範儲存易燃或易爆物品之區域因動用火種而引起火災或爆炸事故，以維護本公司設備及人員之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一、目的：為防範本公司使用儲存易燃或易爆物品之區域，因動用火種而引起火災或爆炸事故，以維護本公司設備及人員之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敘明本要點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辦理，及配合本處辦事細則修正文字。



		二、本要點所稱火種係指熔切、氣焊、電焊、焚燒、燃火加熱、吸煙以及其他可能引起燃燒或爆炸之火種。

		二、定義：本要點所稱火種係指熔切、氣焊、電焊、焚燒、燃火加熱、吸煙以及其他可能引起燃燒或爆炸之火種。

		酌修文字。



		五、「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由動火工作負責人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由轄區部門主管或代理人簽發，詳如第八點規定。

		五、「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由動火工作負責人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由轄區部門主管或代理人簽發。詳細辦法如第八條規定。

		文字修正。



		[bookmark: _Hlk130902864]六、簽發「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之前，轄區部門主管或其指派人員應與動火工作負責人，到工作現場施行防火安全檢查，採取必要之防火安全措施，必要時得邀請其他有關部門。認定安全無虞後始得簽發。防火安全措施之責任劃分如下：

(一)有關工作環境安全措施，如遺油、可燃物之清除、施工場所或設備內部毒氣、氧氣可燃性氣體之測定等，由轄區部門在開工前完成。

(二)作業上之各項安全措施，如作業機械與用電設備之安全措施、安全標誌與圍柵設備、消防及安全器材、及臨近雜草之割除等由施工單位或承攬人在開工前完成。

(三)工作範圍內另有其他部門之設備時，此等設備之安全措施由所屬其他部門在開工前完成。

[bookmark: _Hlk130886858](四)工作範圍內原有之消防安全設備、器材及防護器具，由轄區部門提供或出借，不敷使用時可向總務、工業安全衛生或其他相關部門洽調備用；另承攬工作範圍內之消防安全設備、器材及防護器具由承攬人自備。

		六、簽發「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之前，轄區部門主管或其指派人員應與動火工作負責人，必要時邀請其他有關部門，到工作現場施行防火安全檢查，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認定安全無虞後，才可簽發。安全措施之責任劃分如下：

(一)有關環境安全措施，如遺油、可燃物之清除、施工場所或設備內部毒氣、氧氣可燃性氣體之測定等，由轄區部門在開工前完成。

(二)作業上之各項安全措施，如作業機械與用電設備之安全措施、安全標誌與圍柵設備、消防及安全器材、及臨近雜草之割除等由施工單位或承攬人在開工前完成。

(三)工作範圍內另有其他部門之設備時，此等設備之安全措施由所屬其他部門在開工前完成。

(四)工作範圍內原有之消防設備、器材及防護器具，由轄區部門提供或出借，不敷使用時可向總務部門或工安部門洽調備用；另承攬工作範圍內之消防設備、器材及防護器具由承攬人自備。

		1.明確動火工作負責人之責，增修「防火」二字，及文字修正。















2.本款增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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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許可證之申請及簽發規定如下：

(一)凡由本單位或外單位派員執行者，由該項工程之動火工作負責人，負責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許可證。

(二)凡動火工作由承攬人執行者，初次申請許可證時，應由該項工程之檢驗員會同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其後則酌視現場情況決定可否由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自行申請。

(三)初次申請許可證應視事前準備工作之繁簡儘早提出，最遲須於開工前一日提出，預留一日之準備時間，俾便適時完成各項安全措施、開工當日之安全檢查及簽發許可證之準備，其後應於每日開工前卅分鐘提出。

(四)凡事前經安全協調，並核准在限制動用火種地區免用許可證之某特定工作，得免申請許可證。

(五)每日開工前應由動火工作負責人先實施現場安全檢查，待完成後由轄區部門主管，依據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簽發前檢點事項之檢查結果，簽發許可證。

(六)轄區內有其他部門之施工設備時，轄區部門主管應主動會同該施工設備所屬部門人員會簽；例如處理管線漏油時，由轄區部門主管邀請管線輸入、輸出部門派人會簽。

(七)轄區部門與施工部門間，因安全措施發生爭議時，可通知工業安全衛生部門派員協調，如未能解決時，則由轄區部門報請上級核定簽發。

(八)為修護或拆除油槽而初次申請動用火種許可證時，由轄區部門、施工部門及工業安全衛生部門會勘後簽發，其後由轄區部門主管簽發。

(九)除特殊情況外，以每日上午八時卅分前簽發許可證為原則，於當日日暮時(夏季為十八時，冬季為十七時)消失時效。

(十)如因限期趕工須於日暮後繼續工作，應由許可證簽發人員會同動火工作負責人至現場複檢，確認情況無變化，並有適當照明設備，始可在許可證上註明同意延長許可證之有效時限，並由簽發人及會同人簽章，但最長以延至次日上午八時卅分為限。

		八、許可證之申請及簽發規定如下：

(一)凡由本單位或外單位派員執行者，由該項工程之動火工作負責人，負責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許可證。

(二)凡動火工作由承攬人執行者，初次申請許可證時，應由該項工程之檢驗員會同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向轄區部門主管申請。其後則酌視現場情況決定可否由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自行申請。

(三)初次申請許可證應視事前準備工作之繁簡儘早提出，最遲須於開工前一日提出，預留一日之準備時間，俾便適時完成各項安全措施、開工當日之安全檢查及簽發許可證之準備，其後應於每日開工前卅分鐘提出。

(四)凡事前經安全協調，並核准在限制動用火種地區免用許可證之某特定工作，得免申請許可證。

(五)每日開工前應由動火工作負責人先實施現場安全檢查，待完成後由轄區部門主管，依據動用火種工作許可證簽發前檢點事項之檢查結果，簽發許可證。

(六)轄區內有其他部門之施工設備時，轄區部門主管應主動會同該施工設備所屬部門人員會簽；例如處理管線漏油時，由轄區部門主管邀請管線輸入、輸出部門派人會簽。

(七)轄區部門與施工部門間，因安全措施發生爭議時，可通知安全衛生部門派員協調，如未能解決時，則由轄區部門報請上級核定簽發。



(八)為修護或拆除油槽而初次申請動用火種許可證時，由轄區部門、施工部門及安全衛生部門會勘後簽發，其後由轄區部門主管簽發。

(九)除特殊情況外，以每日上午八時卅分前簽發許可證為原則，於當日日暮時(夏季為十八時，冬季為十七時)消失時效。

(十)如因限期趕工須於日暮後繼續工作，應由許可證簽發人員會同動火工作負責人至現場複檢，確認情況無變化，並有適當照明設備，始可在許可證上註明同意延長許可證之有效時限，並由簽發人及會同人簽章，但最長以延至次日上午八時卅分為限。

		1.文字修正。







































































































2.統一工業安全衛生部門名稱。











3.統一工業安全衛生部門名稱。



































		[bookmark: _Hlk130904104]九、動火現場防火安全管理規定如下：



(一)由各部門派工執行工作時，由動火工作之負責人擔負現場防火安全管理之責。由承攬人執行工作時，由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擔負現場防火安全管理之責。

(二)動火工作負責人之任務為監督工作人員遵守防火安全規定，嚴格管制煙火及不安全行為；注意現場環境或狀況之變化，並予以適當處置；下班或工作中暫時停工時，檢點、處理工具、設備及安全措施；經常與轄區部門保持連繫；完工後廢料之清理等事項。

(三)轄區部門主管應視現場之防火安全狀況，必要時指派轄區部門連絡人，與動火工作負責人保持密切連繫，經常至現場檢點各項安全措施、監視現場安全狀況有無變化、以及給與施工上必要之協助或指導。

(四)在進行工作中，遇特殊事故或發現工作現場狀況有重大變化或作業錯誤有導致嚴重後果之虞時，轄區主管或其所指派之轄區部門連絡人，或動火工作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俟狀況恢復正常後，再重新簽發許可證，恢復工作。

(五)工業安全衛生部門每日應不定時派員至工作地點查看，如發現有不正常狀況，應即通知動火工作負責人及轄區部門連絡人，予以糾正。

		九、動火現場安全管理規定如下：



(一)由各部門派工執行工作時，由動火工作之負責人擔負現場安全管理之責。由承攬人執行工作時，由承攬人之動火工作負責人擔負現場安全管理之責。

(二)動火工作負責人之任務為監督工作人員遵守安全規定，嚴格管制煙火及不安全行為；注意現場環境或狀況之變化，並予以適當處置；下班或工作中暫時停工時，檢點、處理工具、設備及安全措施；經常與轄區部門保持連繫；完工後廢料之清理等事項。

(三)轄區部門主管應視現場之安全狀況，必要時指派轄區部門連絡人，與動火工作負責人保持密切連繫，經常至現場檢點各項安全措施、監視現場安全狀況有無變化、以及給與施工上必要之協助或指導。





(四)在進行工作中，遇特殊事故或發現工作現場狀況有重大變化或作業錯誤有導致嚴重後果之虞時，轄區主管或其所指派之轄區部門連絡人，或動火工作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俟狀況恢復正常後，再重新簽發許可證，恢復工作。

(五)安全衛生部門每日應不定時派員至工作地點查看，如發現有不正常狀況，應即通知動火工作負責人及轄區部門連絡人，予以糾正。

		[bookmark: _Hlk130901385]1.明確動火工作負責人之責，增修「防火」二字。





















































































2.統一工業安全衛生部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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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動用火種施行要點第三點附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image: ]

		[image: ]

		1.依法增加作業前測氣項目及部分文字修正。

2.修正本許可證抽存部門名稱，為消防安全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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