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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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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13:30~14:00 報到及長官致詞

14:00~16:00

危害辨識實務訓練實務

（含我國CNS 15030因應聯合國GHS紫皮書第八修訂版之修
訂說明、農藥標示樣張形式產出工具相關操作說明）

16:00~16:30 綜合討論



GHS & 我國農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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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全球調和制度 (GHS)

⚫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GHS)

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和制度（簡稱全球調和制度）

⚫ 元件建構理論（Building Block Approach）

⚫ 依 據 其 健 康 、 環 境 及 物 理 性 危 害 （ Health,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Hazards），提供物質及混合物之調和性分類準則（Hazard
Classification）

◼ 分類級別（Classification Categories）

⚫ 提供調和性之危害通識要項規定

◼ 標示（Labelling）

◼ 安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 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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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農藥分類及標示管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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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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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總則

◼ 適用範圍

◼ 化學品分類

◼ 化學品標示

⚫ 28個子項標準

◼ 16種物理性危害

◼ 10種健康危害

◼ 2種環境危害

現行版本依據
GHS第四修訂版

（2011）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 農藥毒性分類如附表一。農藥對蜜蜂急性毒性分類如附表二。

⚫ 農藥原體或成品農藥之危害圖式如圖一。

⚫ 危害圖式、警示語、危害警告訊息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15030及
附表二之規定。

⚫ 農藥對水生物毒性屬CNS 15030之水環境危害物質慢毒性第一級、
第二級或急性毒性第一級、第二級者，應標註對魚類危險或有害之
危害防範圖式，另加註「勿使用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之警語。

⚫ 農藥標示中有關農藥儲藏或使用時應注意事項，除以文字敘述外，
並應於標示上加註危害防範圖式，其形式如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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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續）

⚫ 農藥標示應記載事項應依下列規定排列：

一. 危害圖式、警示語、作用機制與農用藥劑字樣應置於整體標示上方三分之一處。
危害防範圖式及背景帶應置於標示下方。農藥作用機制之形式如圖三。

二. 調配或稀釋農藥之危害防範圖式置於左邊；施用農藥之危害防範圖式置於右邊。

三. 對魚類、動物危險或有害之危害防範圖式，視藥劑毒性需要加註於危害防範圖
式最右邊。

四. 不需調配稀釋可直接使用之農藥，其危害防範圖式至少應含穿戴手套、穿戴眼
睛防護、穿著橡膠靴、加鎖存放，並遠離兒童接觸及使用後沖洗之圖式。

⚫ 危害圖式以彩色印刷者，應為白底黑色圖樣紅色邊框，且邊框應有
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危害防範圖式之背景帶如圖四，得視藥劑使
用安全性而減少圖式，應依其毒性區分如下：

一. 極劇毒及劇毒農藥以紅色表示。

二. 中等毒農藥以黃色表示。

三. 輕毒農藥以藍色表示。

四. 低毒農藥以綠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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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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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 依據28個危害分類的分類

標準，依數據或相關資料

逐一進行分類分級判定

（分類/不分類/不適用）。

標示

• 依分類結果，選擇對應之

危害圖式*、警示語*、危

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

措施/圖式。

* 標準化用語，應與分類結果一致。



農藥原體&成品農藥－組成示意

農藥原體 成品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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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成分

有效成分

其他

成分

其他

成分

其他

成分

適用「混合物」分類



CNS 15030 (GHS)
危害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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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範例－易燃液體

⚫ 定義：係指閃火點不高於93℃的液體。

⚫ 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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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標準

１ 閃火點<23℃，起始沸點 ≦ 35℃

２ 閃火點<23℃，起始沸點 > 35℃

３ 23℃ ≦ 閃火點 ≦ 60℃

４ 60℃ < 閃火點 ≦ 93℃



分類範例－急毒性物質

⚫ 定義：指物質經吞嚥或皮膚接觸單一劑量或在24小時內
吞嚥或接觸多劑量，或經呼吸暴露4小時後，所出現之
危害反應。

⚫ 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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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途徑 第１級 第２級 第３級 第４級 第５級

吞食（mg/kg體重） 5 50 300 2000
5000

皮膚（mg/kg體重） 50 200 1000 2000

氣體（ppmV） 100 500 2500 20000

不適用蒸氣（mg/L） 0.5 2.0 10 20

粉塵和霧滴（mg/L） 0.05 0.5 1.0 5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附表一
農藥急性毒性分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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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級

第四級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附表二
農藥對蜜蜂急性毒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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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級別

分類標準
（蜜蜂成蟲接觸急性毒性）

標註危害
圖式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第一級 LD50 ≦ 2 μg/bee 警告 對蜜蜂有劇毒

第二級 2 μg/bee ＜ LD50 ≦ 11 μg/bee 警告 對蜜蜂有毒

第三級 LD50 ＞ 11 μg/bee 無 無 相對無毒



農藥原體/成品農藥混合物
危害分類邏輯說明

16



CNS 15030 混合物分類介紹(1)

⚫ GHS 對物理性危害的測試方法作了規定，原則上延用
UN橘皮書及其測試準則所明定的方法，以及 ISO、
ASTM 等國際通用公認的方法，依據 GHS 要求對於物
質或混合物物理性危害作分類判定。

⚫ 混合物的物理性危害分類須應用 GHS 要求之測試方法
作整體測試；而健康與環境危害則可以依整體測試，或
運用 GHS 所提供之方法，依各成分之危害特性推估出
混合物的整體危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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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5030 混合物分類介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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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A

• 如果該混合物有整體測試資料，則混合物的分類依據該整體測試資料進行。

步驟 B

• 如果該混合物本身沒有整體測試資料，就應考慮每個 GHS 危害中之「銜接

原則」（Bridging Principle）進行分類判別，並且依條件判定是否可以相

關銜接原則對此混合物進行分類。

步驟 C

• 對於健康和環境之危害分類而言，如果（i）混合物本身沒有測試資料，且

（ii）現有資訊不足以適用上述提及之銜接原則，那麼就用 GHS 危害中所

述關於根據已知資訊估計危害的共識原則，來對該混合物進行分類。



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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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整體測試數據，可用
以進行GHS危害分類

步驟 A



銜接原則（bridging principles)

⚫ 稀釋（Dilution）

⚫ 分批（Batching）

⚫ 已劃為最高毒性的混合物濃縮，可用同一最高毒性之分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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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劑毒性等級 ≦ 原始成分中毒性最低等級
新混合物分類＝原有物質分類

已歸類Ⅰ，成分中歸類Ⅰ之濃度↑，新混合物直
接分類為Ⅰ

步驟 B



銜接原則（bridging principles)

⚫ 添入同一毒性類別其毒性分級相同（內插法）

⚫ 本質類似混合物，可用同一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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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B

A（Ⅱ）   B（Ⅱ）  C (Ⅱ) → (Ⅱ)

10％ 40％ 20％

(混合物甲)  A＋B
(混合物乙)  C＋B
若兩者中B濃度一樣，A與C濃度相同且毒性分類相同，
且不影響B之毒性。
若(甲)已經過測試定分類時，則 (甲)＝(乙)



混合物分類基本原則

急毒性估計值（ATE）相加公式

• 急毒性物質（吞食／皮膚／吸入）

管制值/濃度限值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

•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

•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致癌物質、生殖毒性物質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重複暴露

• 吸入性危害物質

相加公式／加總法

•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急毒性／慢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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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C



管制值/濃度限值之應用例

成分劃為：

混合物分類的管制值/濃度限值：

第 1 級致突變物 第 2 級致突變物

第 1 級致突變物 ≧ 0.1 % －

第 2 級致突變物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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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



CNS 15030 (GHS)
標示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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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圖一
危害圖式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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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圖式 說明 危害圖式 說明

易燃性 氧化性

爆炸性 腐蝕性

加壓氣體 急性毒性

急性健康危害 環境危害

慢性健康危害 對蜜蜂危害



代表農藥產品危害特性的危害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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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常見標示圖式 



危害圖式之優先順序 

⚫ 物理性危害：遵循聯合國運輸建議書的規則 

⚫ 健康危害性 ：

◼ 如果需標示”骷髏與兩根交叉骨”之圖式符號，則不必出現驚嘆
號；

◼ 如果需標示腐蝕之圖式符號，則不用出現用以表示皮膚或眼睛刺
激之驚嘆號；

◼ 如果需標示有關呼吸道過敏的健康危害圖式符號時，則不用出現
用以表示皮膚過敏或皮膚或眼睛刺激之驚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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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警示語

⚫ 指標示上用來表明危害的相對嚴重程度的標示語。

⚫ GHS 使用的警示語是“危險”和“警告”。

⚫ “危險”用於較為嚴重的危害級別（即主要用於第 1 級
和第 2 級），而“警告”用於較輕的級別。 

⚫警示語之優先順序 

◼危險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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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危害警告訊息 

⚫ 係指對應每一個危害分類和級別，用以描述一種危害產
品的危害性質之短語。

⚫ 如易燃液體第2級，其對應之危害警告訊息為“高度易
燃液體和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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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危害防範措施/圖式

⚫ 指一個片語（和/或圖式），說明應採取以減少或防止
因暴露某種具危害性化學品，或因對它不當的儲存或處
置應建議採取的措施。

⚫此部分之資訊目前並未標準化，亦即業者可自行根據產
品特性選擇防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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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防護措施的危害防範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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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產品
均應標示

所有產品
均應標示



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圖四
危害防範圖式之背景帶圖例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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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GHS版本採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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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版本

目前版本  / 未來考慮▲

2 3 4 5 6 7 8 9 10

美國

歐盟

台灣 ▲

日本

韓國

澳洲

印度 ▲

泰國 ▲

新加坡

菲律賓 ▲

中國 ▲

馬來西亞 ▲

印尼 ▲

紐西蘭

柬埔寨

汶萊 ▲

寮國 ▲

緬甸 ▲

越南

每２年更新
一個版本



CNS 15030 依GHS第４→８修訂版編擬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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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增：
CNS 15030-29 退敏爆炸物

√

增加判定邏輯及指導

增加可用來分類的測試方法

增修或更新危害之定義

修訂文字敘述

更新可運用之銜接原則

……



CNS 15030 依GHS第４→８修訂版－修訂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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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第４→５修訂版的更新重點

• 在皮膚與眼睛腐蝕與刺激部分，增加“在沒有任何其他資料的情況下，如

果物質的pH 值≤2 或≥11.5，該物質應被視為具有腐蝕性第1級”。然而，

如果考慮到酸鹼緩衝，儘管pH值很低或很高，物質可能並不具有腐蝕性，

這種情況必須得到其他資料的確認，最好是得到體外試驗充分證實的資料。

• GHS對皮膚和眼睛的危害分類標準，要求動物試驗必須達到3次。此次針對

4隻、5隻或6隻動物研究結果的評估有明確的原則規定。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2B級不納入混合物的加總公式內，只剩下“如

果混合物的所有相關成分都劃分為眼睛第2B級， 該混合物可劃為眼睛第2B

級”。



CNS 15030 依GHS第４→８修訂版－修訂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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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第５→６修訂版的更新重點

• SDS 第9 欄位增加“微粒特性”。

• 易燃氣體裡面增加一個“發火氣體”的子項分級。在等於或低於54攝氏度

時易於空氣中自燃的易燃氣體。

• 物理性危害分類中增加一個“退敏爆炸物”的危害分類。定義：指經過退敏

處理以抑制其爆炸性，不會整體爆炸也不會過快燃燒，因此可不劃入危險種

類“爆炸物”的固態或液態爆炸性物質或混合物。



CNS 15030 依GHS第４→８修訂版－修訂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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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第５→６修訂版的更新重點

• 將發火和/或化學性質不穩定的易燃氣體一律劃入易燃氣體第1A級，均需加

入“極度易燃氣體”的危害警告訊息。

• 急毒性部分， 明確將ATE放入分類標準中：

暴露途徑 第１級 第２級 第３級 第４級 第５級

吞食（mg/kg體重） ATE ≦ 5 5 < ATE ≦ 50 50 < ATE ≦ 300 300 < ATE ≦ 2000

2000 < ATE ≦ 5000

皮膚（mg/kg體重） ATE ≦ 50 50 < ATE ≦ 200 200 < ATE ≦ 1000 1000 < ATE ≦ 2000

氣體（ppmV） ATE ≦ 100 100 < ATE ≦ 500 500 < ATE ≦ 2500 2500 < ATE ≦ 20000

不適用蒸氣（mg/L） ATE ≦ 0.5 0.5 < ATE ≦ 2.0 2.0 < ATE ≦ 10.0 10.0 < ATE ≦ 20.0

粉塵和霧滴（mg/L） ATE ≦ 0.05 0.05 < ATE ≦ 0.5 0.5 < ATE ≦ 1.0 1.0 < ATE ≦ 5.0



CNS 15030 依GHS第４→８修訂版－修訂重點說明

38

GHS第７→８修訂版的更新重點

• 氣膠改為“氣膠和加壓化學品”，增加加壓化學品的子項標準，加壓化學

品是指裝在除氣霧劑噴罐之外的其他壓力貯器內、20℃條件下用某種氣體

加壓到等於或高於200 kPa（表壓）的液體或氣體。【備註：加壓化學品通

常含有50%或更多（按品質）液體或固體，而氣體含量超過50%的液體或

固體則通常視為高壓氣體。其危害圖式為火焰＋ 氣體鋼瓶（第1、2級）、

鋼瓶（第3級）。】

• 皮膚腐蝕增加根據試管/體外資料的分類標準，對於已根據OECD 430、

431、435 或 439 進行了試管/體外試驗的情況，列出了皮膚腐蝕第1級

（以及在可能和要求時劃入子級1A、1B 或1C）和皮膚刺激第2 級的分類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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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標示樣張產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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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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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最新版本：v1.4.2

⚫依農藥業者及主辦單位之建議/意見進行調修

◼新增可輸入多筆「作用機制」資料；

◼新增危害防範措施會依背景帶自動帶出「限制進入期
（REIs）」之建議，並調整危害防範措施自動帶出建
議；

◼更新工具內建之農藥原體/成分危害分類資料庫；

◼調整危害圖式優先次序。

44

重大版次更新
會主動通知



施藥時的限制－REIs (1)

⚫ 應於施用區域設置清晰可見之REI 標示，標示亦應包含：

1) 禁止進入之文字與圖示

2) 施用農藥名稱

3) 農藥施用日期

4) 開放進入日期

5)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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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藥時的限制－REIs (2)

⚫ 可依據農藥產品的急毒性及農藥殘留持久性來設立適當
的 REI。

⚫ 作物特徵（類型、成熟時高度、葉子密度…等）、天氣
條件（可能改變農藥擴散及消散）等諸多因子可能影響 
REI 的長短，但一般建議至少 12 小時。

⚫ 若同時施用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農藥，則 REI 的設置應以
時間較長者作為該施用區域之 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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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防範措施－已依背景帶自動帶出REIs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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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重點提醒 (1)

49

請使用最新版工具
進行農藥標示樣張產出



操作重點提醒 (2)

50

先備份，再更新！

步驟：

1. 先開啟工具，進行資料庫備份。

2. 至防檢署－GHS網站下載新版工具。

3. 依指示進行工具安裝。

4. 匯入先前已備份的資料庫。



操作重點提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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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填寫整體
測試數據

提醒！
若無整體測試數據，請留空，進入下一步。



操作重點提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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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蜜蜂急性毒性，需自行
填寫數據進行判定



操作重點提醒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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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類，再編輯標示

兩項都完成後，才可匯出PDF、匯出圖式進行標示美編，及匯出審查。



操作重點提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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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調和的是“分類標準”

數據資料

參考來源

成品農藥

整體測試

有效成分

測試數據

成品農藥

SDS

個別成分

SDS
國際資料庫

標示暨GHS

資訊網

防檢局公示

毒性資料

◼ 用以分類的數據資料不同，可能導致分類結果不同。
◼ 考量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及正確性，小心使用。
◼ 注意成品農藥與個別成分等資料於危害分類上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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