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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 應檢人報到時應攜帶術科測試通知單及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護照、

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技術士證、符合申請檢定資格之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

之身分證明文件入場。 

二、 應檢人使用之機具、設備及工具，請參考「本職類甲級術科測試場地及機具設備評鑑

自評表」及「自備工具表」，自備工具表所列工具應由應檢人自備外，其餘均由術科

測試辦理單位提供。自備工具表中未列工具，若應檢人基於個人因素認為確有攜帶之

必要，應先徵得各站監評人員同意後，方准攜帶入場。 

三、 術科測試使用之材料與設備，請於測試試題發給應檢人後，由應檢人自行核對並檢查

，如有短缺或不堪使用者，應檢人應於 10 分鐘內提出更換或補充之需求，逾時概不受

理。 

四、 術科測試時間第一站為 60 分鐘、第二站為 60 分鐘、第三站為 60 分鐘，共計 3 小時。 

五、 評審標準說明：各站評審標準依「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

測試評審表」之項目評審重點配分，三站總分合計達 60 分（含）以上者為及格。但三

站中有任何一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 50%者，視為不及格。 

六、 試題抽題規定如下： 

(一)變數表：各站試題包含變數 A、B、C、V 由術科測試編號最小號之應檢人代表於應

檢人休息區抽當場次變數表，如有遲到或缺考情形，則依據術科測試編號

由小至大遞補抽籤代表人。 

(二)試題：應檢人分組進入各站時，依序抽出該站試題。 

第一站：由 20 組中，抽 1 組測試，各組共有 3 題試題。 

第二站：由 10 組中，抽 1 組測試，各組共有 2 題試題。 

第三站：由 20 組中，抽 1 組測試，各組共有 3 題試題。 

七、 應檢人於術科測試進行中，不得使用非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提供之資料或與其他應檢人

交談，違反此項規定者監評人員得視情節給予扣分或評列不及格之處理。 

八、應檢人造成儀器掉落地面者扣 10 分；儀器損毀者扣 15 分。 

九、噪音監測未戴防音防護具者扣 6 分，戴用不確實者扣 4 分。 

十、 應檢人應於報到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並依測試時間準時入場應檢，當場次測試

時間開始後逾 15 分鐘尚未進場者，不准進場應檢，並以缺考論。換站時，應依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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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間準時進場，逾時不准進場應檢。 

十一、應檢人不遵守試場規則或犯嚴重錯誤將危及機具設備、人員安全者，監評人員得令即

時停檢並令其離開測試場所，該站不給分。 

十二、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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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自備工具表 

 

項 目 名 稱 單 位 數 量 備 註 

1 文具（原子筆、鉛筆、尺） 式 1  

2 電子計算器 台 1 依考選部核定公告之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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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評審表 

第一站                 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術科測試編號 姓  名 試題編號 第一站得分 監評人員簽名 

  22300-1121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站

別 
測試 

項目 
總

分 
分項 評 審 重 點 

配 
分 

得 
分 

備                 註 

分項不給分 

事      項 
全站不給分 

事      項 

第 

一 

站 

一.綜合溫

度熱指

數監測 

9 (一)監測設

備整備

與裝設 

1.裝設高度及位置(作業姿勢、

作業位置、三種溫度計球部

高度) 
2 

 1.三種溫度計球部

未同高。 
2.乾球溫度計未遮

蔽熱源輻射。 
3.黑球溫度計球部

位置不當。 
4. 溫 度 計 選 用 不

當。 

1.WBGT 計算式

應用錯誤。 

2.高溫作業判定

及 高 溫 作 業 勞

工 作 息 時 間 標

準 每 小 時 作 業

與 休 息 時 間 分

配錯誤。 

3.熱環境控制對

策 項 目 總 分 未

達 50%。 

4.三種溫度計架

設高度錯誤。 

5.WBGTTWA 計算

結 果 誤 差 大 於

5%。 

6.其他有如：將

自 然 濕 球 溫 度

計 插 入 燒 瓶

內 、 紗 布 未 濕

潤 ； 黑 球 溫 度

計 球 部 遠 離 黑

球 中 心 等 ， 會

導 致 監 測 結 果

無效情形。 

7.自然濕球溫度

計 或 黑 球 溫 度

計 之 熱 源 輻 射

被遮蔽。 

2.乾球溫度計(選用、遮蔽) 2  

3.黑球溫度計(選用、球部位

置、緊密度) 
2 

 

4.自然濕球溫度計(選用、位

置、包紮狀況、濕潤) 
2 

 

5.蒸餾水(高度) 1  

11 
( 二 ) 監 測 及

紀 錄 完

整性 

1.監測數據讀取(含間隔、次

數) 
2 

 

1. 未 製 作 紀 錄

表。 

2. 紀 錄 未 包 含 依

據 監 測 結 果 應

採 取 之 必 要 防

範措施。 

2.數據整理及運算(計算式及結

果) 
4 

 

3.紀錄項目符合監測辦法附表

3  
3 

 

4.依監測結果採取之防範措施

(含作息時間比例、防護衣

等) 
2 

 

二.高溫作

業勞工

作息時

間標準

之應用 

8 

( 一 ) 高 溫 作

業判定 

1.代謝率、WBGT、WBGTTWA

計算之正確性(含工作負荷

類別決定) 
4 

  

( 二 ) 作 息 時

間分配 
1.作業及休息時間分配之正確

性 
4 

 

三.熱環境控

制對策 
8 

( 一 ) 控 制 對

策 確 認

及建議 

1.通風對策(考量 C、Emax、

Ereq、R、Tr) 

2.防護衣物使用及適當衣著 

3.降低熱輻射對策(考量 Tr) 

4.增加 Emax、降低 Ereq 或

HSI 對 策 ( 降 低 Pa 、 增 加

Va、加濕或除濕之可行性) 

5.降低 M 或 WBGTTWA 對策 

2  

2  

3  

1  

註：1.本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 50%者視為不及格。 

2.試題第 4、5、9、17、18 題為熱不均勻暴露，試題第 2、4、7、9、13、14 題為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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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評審表 

第二站                 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術科測試編號 姓  名 試題編號 第二站得分 監評人員簽名 

  22300-1121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站

別 
測試 

項目 
總

分 
分項 評 審 重 點 

配 
分 

得 
分 

備                 註 

分項不給分 

事      項 
全站不給分 

事      項 

第 

二 

站 

一.噪音計、

劑量計之

校準及配

戴 

6 
(一)校準及配

戴 

1..噪音計校準動作 2 
 1.未確認校準器電

力是否充足、頻

率是否正確。 
2.噪音計微調操作

不當致影響噪音

計或劑量計功

能。 
3.劑量計微音器配

戴位置明顯不

當。 

4.儀器使用紀錄登

載錯誤。 

1.噪音計權衡電網、

範圍選擇錯誤。 

2.校準時噪音計或劑

量計未與校準器密

合致校準無效。 

3.音壓級、劑量數據

與實際不符。 

4.LTWA、總劑量計算

公式錯誤。 

5.未詳列計算過程。 

6.音壓級計算結果誤

差大於 5%。 

 

2..劑量計校準動作 2 

 

3.劑量計微音器配戴位置（含

防風罩使用） 
2 

 

二.穩定性及變

動性噪音監

測 

14 
(一)監測操作

及記錄 

1.穩定性噪音監測（含防風罩

使用） 3 
 1.監測中噪音計持

握姿勢、方向、

距離不當。 
2.監測中劑量計未

正確配戴。 
3.噪音數據讀取不

確實或代表性音

壓級不合理。 

2.變動性噪音監測（含防風罩

使用） 3 
 

3.監測數據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4  

4.噪音數據代表性 4  

4 (二)劑量計算 
1.計算過程 2  

 

2.計算結果 2  

4 
(三)LTWA 計

算 

1.計算過程 2  
 

2.計算結果 2  

4 
(四)監測紀錄

製作 
1.紀錄項目符合監測辦法附表 3 4 

 

1.數據紀錄不齊全 

註：1.噪音監測未戴防音防護具者本站扣 6 分，戴用不確實者本站扣 4 分。 

2.本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 50%者視為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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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評審表 

 

第三站                 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術科測試編號 姓  名 試題編號 第三站得分 監評人員簽名 

  22300-1121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站

別 
測試 

項目 
總

分 
分項 評 審 重 點 

配 
分 

得 
分 

備                 註 

分項不給分 

事      項 
全站不給分 

事      項 

第 

三 

站 

頻 譜 分 析

及 紀 錄 製

作 

4 

(一)頻譜分析

儀組接及

校準 

1..頻譜分析儀與噪音計之組裝 2  
1.未確認校準器電

力是否充足、頻

率是否正確。 
2.噪音計微調操作

不當。 

1.噪音計權衡電

網、範圍、頻

寬選擇錯誤。 

2.校準器與微音

器未密合致校

準無效。 

3.未依實測結果

紀錄數據。 

4.未詳列計算過

程。 

5.計算結果誤差

大於 5%。 

2..噪音計校準動作正確、熟練 2  

11 
(二)頻譜分析

監測及對

策 

1.權衡電網 1  

1. 噪 音 計 持 握 姿

勢 、 方 向 、 距

離不當。 

2.未紀錄31.5Hz ~ 

16kHz 每一頻帶數

據3 個以上。 

3.無控制對策。 

2.音壓級範圍 1  

3.回應特性 1  

4."1/1 或1/3"八頻帶選定 1  

5..微音器指向 1  

6.監測數據之讀取 1  

7.代表性數據之選擇 1  

8.頻譜分析結果之應用 4  

17 

(三)計算過程

及控制效

果 

1.衰減值計算 4  

1.不會計算衰減值 

2.未應用提供之數

據圖、表計算 

 

2.A 權衡修正 4  

3.修正後計算結果 4  

4.控制效果 5  

註：1.噪音監測未戴防音防護具者本站扣 6 分，戴用不確實者本站扣 4 分；微音器未套用防風罩者本站扣 2 分。 

2.本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 50%者視為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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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評審總表 

 

姓      名  

術科測試 

編    號 
 

總 

 

評 

□ 及    格 

□ 不 及 格 

□ 缺    考 
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不及格： 

□三站總分合計未達 60 分 

□三站中有任何一站得分未達該站總分 50% 

□違反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48 條相關規定。請註明具體事實： 

 

 

站      別 測     試     項     目 得 分 監評人員簽名 

第 一 站 
熱環境監測與熱環境控制對策應

用（總分 36 分） 
 

 

第 二 站 
穩定性及變動性噪音監測（總分

32 分） 
 

 

第  三  站 頻譜分析監測（總分 32 分）  

 

總 分 合 計  

監  評  長  簽  名 

 

註：若因誤繕而塗改時，請監評人員在塗改處簽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行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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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1 

題號：第一站第一組 

某勞工陳甲子以立姿於無日曬且溫度均勻之戶內從事鑄造間熔爐煉鋼作業，請完成下

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方向及位置實施

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

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陳甲子之工作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基礎代謝

熱）為 360 kcal/h，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穿著

為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28.0 24.0 22.0 22.0 

09：00 ~ 10：00 28.0 24.0 22.0 22.0 

10：00 ~ 11：00 30.0 26.0 24.0 25.0 

11：00 ~ 12：00 40.0 28.0 26.0 26.0 

13：00 ~ 14：00 40.0 28.0 26.0 27.0 

14：00 ~ 15：00 40.0 27.0 26.0 26.0 

15：00 ~ 16：00 30.0 26.0 25.0 24.0 

16：00 ~ 17：00 30.0 26.0 25.0 24.0 

(一) 如勞工陳甲子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陳甲子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

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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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2 

題號：第一站第二組 

某勞工林乙丑以坐姿於溫度均勻之戶外有日曬下從事玻璃熔料之處理作業，請完成下

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林乙丑之工作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基礎代謝

熱）為 228kcal/h，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代表性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

時打赤膊）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8.0 28.0 24.0 26.0 

09：00 ~ 10：00 38.0 28.0 24.0 26.0 

10：00 ~ 11：00 40.0 32.0 26.0 28.0 

11：00 ~ 12：00 45.0 34.0 26.0 28.0 

13：00 ~ 14：00 45.0 36.0 27.0 28.0 

14：00 ~ 15：00 40.0 36.0 25.0 26.0 

15：00 ~ 16：00 40.0 34.0 24.0 26.0 

16：00 ~ 17：00 40.0 34.0 24.0 26.0 

(一) 如勞工林乙丑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林乙丑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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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3 

題號：第一站第三組 

某勞工李丙寅以立姿於溫度均勻之戶內從事鍋爐房之燒火控制作業，請完成下列各

項： 

一、 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李丙寅每小時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

代謝熱）為 330 kcal/h，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

穿著為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0.0 21.0 20.5 21.0 

09：00 ~ 10：00 31.0 24.0 21.0 23.0 

10：00 ~ 11：00 31.0 27.0 25.0 26.0 

11：00 ~ 12：00 50.0 27.5 24.0 27.0 

13：00 ~ 14：00 60.0 28.0 23.5 27.0 

14：00 ~ 15：00 48.0 28.0 24.0 27.0 

15：00 ~ 16：00 33.0 26.5 24.5 26.0 

16：00 ~ 17：00 30.0 26.5 25.0 26.0 

(一) 如勞工李丙寅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李丙寅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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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4 

題號：第一站第四組 

某勞工張丁卯以走動及偶而坐姿（假設作業型態代謝熱為 2.0 kcal/min，身體姿勢移動

之代謝熱為 1.5 kcal/min，基礎代謝率為 1.0 kcal/min）於溫度不均勻之火車機房內從事

加煤及蒸汽操控作業，請完成下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監評人員指定架設某一身體部位的高度）；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

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勞工張丁卯，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代表性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穿

著為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5.0 28.0 25.5 27.0 

09：00 ~ 10：00 35.0 28.0 25.5 27.0 

10：00 ~ 11：00 40.0 30.0 27.0 29.0 

11：00 ~ 12：00 55.0 35.0 27.0 32.0 

13：00 ~ 14：00 50.0 32.0 27.0 31.0 

14：00 ~ 15：00 45.0 30.0 26.5 30.0 

15：00 ~ 16：00 40.0 29.0 25.0 28.0 

16：00 ~ 17：00 40.0 29.0 25.0 28.0 

(一) 如勞工張丁卯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張丁卯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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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5 

題號：第一站第五組 

某勞工王辰戊以立姿於於行走中（假設作業型態代謝熱為 2.5 kcal/min，身體姿勢移動

之代謝熱為 2.0 kcal/min，基礎代謝率為 1.0 kcal/min）在溫度不均勻之戶內從事鋼鐵熔

鍊之作業，請完成下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監評人員指定架設某一身體部位的高度）；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

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勞工王辰戊，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代表性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穿

著為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27.0 26.0 25.0 26.0 

09：00 ~ 10：00 30.0 26.0 25.0 26.0 

10：00 ~ 11：00 30.0 29.0 26.0 27.0 

11：00 ~ 12：00 50.0 30.0 27.0 28.0 

13：00 ~ 14：00 60.0 35.0 27.0 32.0 

14：00 ~ 15：00 50.0 31.0 26.0 30.0 

15：00 ~ 16：00 45.0 30.0 25.0 28.0 

16：00 ~ 17：00 30.0 27.0 25.0 26.0 

(一) 如勞工王辰戊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王辰戊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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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6 

題號：第一站第六組 

某勞工廖己巳以立姿於溫度均勻之戶外無日曬場所於蒸汽火車從事作業，請完成下列

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廖己巳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

熱）為 380 kcal/h，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穿著

為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28.0 24.0 22.0 22.0 

09：00 ~ 10：00 28.0 24.0 22.0 22.0 

10：00 ~ 11：00 30.0 26.0 24.0 25.0 

11：00 ~ 12：00 40.0 28.0 26.0 26.0 

13：00 ~ 14：00 40.0 28.0 26.0 27.0 

14：00 ~ 15：00 42.0 27.0 26.0 26.0 

15：00 ~ 16：00 30.0 26.0 25.0 25.0 

16：00 ~ 17：00 30.0 26.0 25.0 25.0 

(一) 如勞工廖己巳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廖己巳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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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7 

題號：第一站第七組 

某勞工趙庚午以坐姿（假設作業型態代謝熱為 3.5 kcal/min，身體姿勢移動之代謝熱為

0.3 kcal/min，基礎代謝率為 1.0 kcal/min）於溫度均勻之戶外有日曬下從事玻璃熔料之

處理作業，請完成下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趙庚午作業型態為輕度身軀作業，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

下表所列（作業時打赤膊）：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8.0 29.0 24.0 28.0 

09：00 ~ 10：00 38.0 29.0 24.0 28.0 

10：00 ~ 11：00 40.0 32.0 26.0 28.0 

11：00 ~ 12：00 45.0 34.0 26.0 28.0 

13：00 ~ 14：00 45.0 36.0 27.0 28.0 

14：00 ~ 15：00 40.0 36.0 25.0 26.0 

15：00 ~ 16：00 40.0 34.0 24.0 26.0 

16：00 ~ 17：00 40.0 34.0 24.0 26.0 

(一) 如勞工趙庚午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趙庚午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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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8 

題號：第一站第八組 

某勞工錢辛未以立姿於溫度均勻之戶內從事煉鋼熔爐管理作業，請完成下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錢辛未係以走動中（身體姿勢移動之代謝熱=2.0kcal/min），徒手控制儀

表按鈕，（作業型態代謝熱為 0.4 kcal/min；基礎代謝熱為 1.0 kcal/min）其熱環

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穿著為正常夏天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0.0 22.0 20.5 21.0 

09：00 ~ 10：00 40.0 24.0 21.0 26.0 

10：00 ~ 11：00 45.0 27.0 25.0 26.0 

11：00 ~ 12：00 50.0 28.0 24.0 27.0 

13：00 ~ 14：00 60.0 27.5 26.5 27.0 

14：00 ~ 15：00 48.0 27.5 24.0 27.0 

15：00 ~ 16：00 40.0 26.5 24.5 26.0 

16：00 ~ 17：00 35.0 26.5 25.0 26.0 

(一) 如勞工錢辛未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錢辛未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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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09 

題號：第一站第九組 

某勞工鄭壬申以走動及偶而坐姿(身體姿勢移動之 M≒ 1.5 kcal/min)在戶外有日曬之溫

度不均勻場所之從事蒸汽操作之作業，請完成下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鄭壬申作業型態代謝率為 2.5 kcal/min，基礎代謝熱為 1.0 kcal/min，其熱

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代表性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時穿著為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5.0 28.0 25.5 27.0 

09：00 ~ 10：00 35.0 28.0 25.5 27.0 

10：00 ~ 11：00 40.0 30.0 27.0 28.0 

11：00 ~ 12：00 52.5 34.0 25.0 26.0 

13：00 ~ 14：00 54.0 33.0 27.0 28.5 

14：00 ~ 15：00 45.0 30.0 26.5 27.5 

15：00 ~ 16：00 40.0 29.0 25.0 26.0 

16：00 ~ 17：00 40.0 29.0 25.0 26.0 

(一) 如勞工鄭壬申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鄭壬申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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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0 

題號：第一站第十組 

某勞工孫癸酉以立姿於於定點(身體姿勢移動之 M  0.7 kcal/min)≒ 在溫度均勻之戶內從

事玻璃熔爐之作業，請完成下列各項： 

一、裝置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設備實施監測，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

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完整之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孫癸酉作業型態為重度之雙臂作業，作業型態代謝率為 2.5 kcal/min，基

礎代謝熱為 1.0 kcal/min，其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作業

時穿著為夏天正常穿著）： 

工作時間 
各項參數監測結果(℃) 

黑球溫度 乾球溫度 濕球溫度 自然濕球溫度 

08：00 ~ 09：00 30.0 26.0 26.0 25.0 

09：00 ~ 10：00 30.0 26.0 26.0 25.0 

10：00 ~ 11：00 30.0 27.0 26.0 25.5 

11：00 ~ 12：00 40.0 32.0 27.0 27.0 

13：00 ~ 14：00 60.0 35.0 28.0 27.5 

14：00 ~ 15：00 50.0 32.0 26.0 27.0 

15：00 ~ 16：00 45.0 30.0 27.0 26.0 

16：00 ~ 17：00 30.0 27.0 25.0 24.0 

(一) 如勞工孫癸酉之工作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

該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勞工孫癸酉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規定？(4%) 

三、假如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

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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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1 

題號：第一站第十一組 

一、 某勞工於室內立姿處理廢鐵熔解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均勻之熱輻射場所

，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準

），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

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35.0 28.0 24.0 25.0 185 

09：00 ~ 10：00 35.0 28.0 24.0 25.0 185 

10：00 ~ 11：00 35.0 28.0 24.0 25.0 185 

11：00 ~ 12：00 38.0 30.0 26.0 27.0 220 

13：00 ~ 14：00 38.0 30.0 26.0 27.0 220 

14：00 ~ 15：00 37.0 29.0 25.0 26.0 210 

15：00 ~ 16：00 37.0 29.0 25.0 26.0 210 

16：00 ~ 17：00 37.0 29.0 25.0 26.0 21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日時間為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及判定該

勞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A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假如該勞工作業時穿著正常夏天工作服，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Va = V m/s，針

對B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35℃，其對應之飽

合蒸氣壓為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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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2 

題號：第一站第十二組 

一、 某勞工於室外有日曬立姿從事燒窯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均勻之熱輻射場

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

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

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30.0 28.0 25.0 26.0 350 

09：00 ~ 10：00 30.0 28.0 25.0 26.0 350 

10：00 ~ 11：00 30.0 28.0 25.0 26.0 350 

11：00 ~ 12：00 37.0 32.0 28.0 29.0 240 

13：00 ~ 14：00 37.0 32.0 28.0 29.0 240 

14：00 ~ 15：00 33.0 30.0 26.0 28.0 280 

15：00 ~ 16：00 33.0 30.0 26.0 28.0 280 

16：00 ~ 17：00 33.0 30.0 26.0 28.0 28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判定該勞工

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 假如該勞工作業時穿著正常夏天工作服，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

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

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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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3 

題號：第一站第十三組 

一、 某勞工於室內坐姿從事蒸氣操作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均勻之熱輻射場所

，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準

），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

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35.0 28.0 24.0 25.0 185 

09：00 ~ 10：00 35.0 28.0 24.0 25.0 185 

10：00 ~ 11：00 35.0 30.0 26.0 27.0 185 

11：00 ~ 12：00 51.0 30.0 26.0 27.0 220 

13：00 ~ 14：00 51.0 30.0 26.0 27.0 220 

14：00 ~ 15：00 36.0 29.0 25.0 26.0 360 

15：00 ~ 16：00 36.0 29.0 25.0 26.0 360 

16：00 ~ 17：00 36.0 29.0 25.0 26.0 36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及判定該勞

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假如該勞工作業時穿著為正常夏天工作服，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Va = V m/s，

針對B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35℃，其對應之

飽合蒸氣壓為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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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4 

題號：第一站第十四組 

一、 勞工於室外有日曬坐姿從事蒸氣操作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均勻之熱輻射

場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

標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

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35.0 28.0 24.0 25.0 185 

09：00 ~ 10：00 35.0 28.0 24.0 25.0 240 

10：00 ~ 11：00 35.0 28.0 24.0 25.0 185 

11：00 ~ 12：00 51.0 35.0 27.0 27.0 220 

13：00 ~ 14：00 51.0 35.0 27.0 27.0 220 

14：00 ~ 15：00 36.0 29.0 25.0 26.0 360 

15：00 ~ 16：00 36.0 29.0 25.0 26.0 360 

16：00 ~ 17：00 36.0 29.0 25.0 26.0 36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該勞工

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 假如該勞工作業時穿著為正常穿著，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

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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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5 

題號：第一站第十五組 

一、 某勞工於室內處理廢鐵熔解作業，其工作性質屬於走動中提一般重量物件，假設

該勞工暴露於全身均勻之熱輻射場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

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

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

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上述勞工之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08：00 ~ 09：00 35.0 30.0 25.0 26.0 

09：00 ~ 10：00 35.0 30.0 25.0 26.0 

10：00 ~ 11：00 35.0 30.0 25.0 26.0 

11：00 ~ 12：00 40.0 34.0 28.0 28.0 

13：00 ~ 14：00 40.0 34.0 28.0 28.0 

14：00 ~ 15：00 37.0 32.0 26.0 27.0 

15：00 ~ 16：00 37.0 32.0 26.0 27.0 

16：00 ~ 17：00 37.0 32.0 26.0 27.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該勞工

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 1：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備註 2：假設該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

型態代謝熱）為 4.0 kcal/min) 

三、 假如該勞工作業時（上半身打赤博），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

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

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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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6 

題號：第一站第十六組 

一、 某勞工於室外有日曬地方處理燒窯作業，其工作性質屬於走動中推動一般重量物

件，假設該勞工暴露於全身均勻之熱輻射場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

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

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

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上述勞工之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08：00 ~ 09：00 35.0 30.0 25.0 26.0 

09：00 ~ 10：00 35.0 30.0 25.0 26.0 

10：00 ~ 11：00 35.0 30.0 25.0 26.0 

11：00 ~ 12：00 40.0 34.0 28.0 28.0 

13：00 ~ 14：00 40.0 34.0 28.0 28.0 

14：00 ~ 15：00 37.0 32.0 26.0 27.0 

15：00 ~ 16：00 37.0 32.0 26.0 27.0 

16：00 ~ 17：00 37.0 32.0 26.0 27.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該勞工

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 1：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備註 2：假設該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

型態代謝熱）為 4.0 kcal/min) 

三、 假如該勞工作業時（上半身打赤博），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針

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

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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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7 

題號：第一站第十七組 

一、 某勞工於室內立姿處理廢鐵熔解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不均勻之熱輻射場

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

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監評人員指定架設某一身體部

位的高度）；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

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 （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

其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結果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頭部

WBGT(℃) 
腹部

WBGT(℃) 
足踝

WBGT(℃)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26.0 29.0 29.0 180  

09：00 ~ 10：00 26.0 29.0 29.0 200  

10：00 ~ 11：00 26.0 29.0 29.0 200  

11：00 ~ 12：00 27.0 30.0 30.0 250  

13：00 ~ 14：00 27.0 30.0 30.0 250  

14：00 ~ 15：00 30.0 31.0 33.0 220  

15：00 ~ 16：00 30.0 31.0 33.0 220  

16：00 ~ 17：00 30.0 31.0 33.0 22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及判定該勞

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 假如該勞工 B 時段作業時穿著為夏天工作服，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黑球平均溫度=39.0℃、乾球平均溫度=30.0℃、自然濕球平均溫度=26.0℃、

濕球平均溫度=26℃等條件下，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

其對應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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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8 

題號：第一站第十八組 

一、 某勞工於室外有日曬立姿從事燒窯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不均勻之熱輻射

場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

標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監評人員指定架設某一身體

部位的高度）；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

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綜合溫度熱指數監測結果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頭部

WBGT(℃) 
腹部

WBGT(℃) 
足踝

WBGT(℃)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26.0 33.0 37.0 180  

09：00 ~ 10：00 26.0 33.0 37.0 180  

10：00 ~ 11：00 26.0 33.0 37.0 180  

11：00 ~ 12：00 27.0 30.0 32.0 250  

13：00 ~ 14：00 27.0 30.0 34.0 250  

14：00 ~ 15：00 28.0 32.0 36.0 220  

15：00 ~ 16：00 28.0 32.0 36.0 220  

16：00 ~ 17：00 28.0 32.0 36.0 220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及判定該勞

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如勞工於 A 時段工作時間中，作息時間應如何分配，始符合高溫作業勞工作

息時間標準之規定？(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 假如該勞工於 B 時段打赤博作業，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黑球平

均溫度=39.0℃、乾球平均溫度=30.0℃、自然濕球平均溫度=26.0℃、濕球平均溫

度=26℃等條件下，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之飽

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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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19 

題號：第一站第十九組 

一、 某勞工於室內立姿處理廢鐵熔解作業，假設該勞工全身暴露於均勻之熱輻射場所

，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準

），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監

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40.0 35.0 28.0 31.0 175 

09：00 ~ 10：00 40.0 35.0 28.0 31.0 175 

10：00 ~ 11：00 38.0 32.0 27.0 29.0 180 

11：00 ~ 12：00 38.0 32.0 27.0 29.0 250 

13：00 ~ 14：00 38.0 30.0 26.0 26.0 185 

14：00 ~ 15：00 34.0 30.0 26.0 26.0 185 

15：00 ~ 16：00 40.0 35.0 28.0 31.0 175 

16：00 ~ 17：00 30.0 25.0 20.0 23.0 185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及判定該勞

工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對於 A 時段作業時段，請依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規定實施作息時間分

配？(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 假如該勞工作業時穿著正常夏天工作服，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

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

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27 

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0 

題號：第一站第二十組 

一、 某勞工於室外有日曬立姿處理廢鐵熔解作業，假設該勞工暴露於均勻之熱輻射場

所，請架設溫度計評估該勞工之綜合溫度熱指數（備註：該勞工身高以考生為標

準），並說明採取該高度及位置實施監測之理由；將監測結果依實記錄（溫度依

監評人員指示讀取），完成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繳交監評人員。(20%) 

二、 若勞工之工作代謝熱（基礎代謝熱+身體姿勢移動代謝熱+作業型態代謝熱）及其

熱環境暴露監測結果之各項參數如下表所列： 

工作時間 
黑球溫度

(℃) 
乾球溫度

(℃) 
濕球溫度

(℃) 
自然濕球溫度

(℃) 
工作代謝熱 

(kcal/h) 

08：00 ~ 09：00 40.0 35.0 28.0 31.0 275 

09：00 ~ 10：00 40.0 35.0 28.0 31.0 275 

10：00 ~ 11：00 38.0 32.0 27.0 29.0 180 

11：00 ~ 12：00 38.0 32.0 27.0 29.0 180 

13：00 ~ 14：00 38.0 30.0 26.0 26.0 185 

14：00 ~ 15：00 37.0 32.0 27.0 28.0 185 

15：00 ~ 16：00 40.0 35.0 28.0 31.0 175 

16：00 ~ 17：00 30.0 25.0 20.0 23.0 185 

(一) 如勞工之工作時間為 08：00 ~ 12：00，13：00 ~ 17：00，請計算確認該勞工

之作業是否屬高溫作業？(4%) 

(二) 對於 A 時段作業時段，請依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規定實施作息時間分

配？(4%) 

(備註：假設該勞工著夏季衣服、身體血液電解質保持平衡、已實施熱適應) 

三、 假如該勞工作業時穿著正常夏天工作服，且作業場所空氣流動速度 Va = V m/s，

針對 B 時段之監測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假設皮膚平均溫度為 35℃，其對應

之飽合蒸氣壓為 42mmHg） 

(一) 主要之熱來源（M、R、C）為何者，請說明改善的方法。(2%) 

(二) 試求最大蒸發熱Emax並說明如何改善。(2%) 

(三) 試求HSI值並說明其意義與改善對策。(3%) 

(四) 採取行政管理措施之可行性如何？請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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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1 

題號：第二站第一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所

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畢

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消

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時

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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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30 

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2 

題號：第二站第二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所

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畢

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消

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時間

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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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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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3 

題號：第二站第三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

時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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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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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4 

題號：第二站第四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

時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35 

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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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5 

題號：第二站第五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

時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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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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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6 

題號：第二站第六組 

一、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

時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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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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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7 

題號：第二站第七組 

一、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

時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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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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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8 

題號：第二站第八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時

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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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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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29 

題號：第二站第九組 

一、 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

經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 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說明

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

時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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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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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0 

題號：第二站第十組 

一、以聲音校準器進行噪音計及噪音劑量計校準，並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到答案卷

上。(6%)（注意：監評人員在不影響儀器性能條件下，可以變更初始設定值） 

(一) 1.聲音校準器型號/編號（或序號）：     (1)     。 

2.噪音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2)     。 

3.噪音劑量計型號/編號（或序號）：     (3)     。 

(二) 使用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為：    (4)     Hz、音壓級：   (5)  dB。 

(三) 1.噪音計動特性設定在：    (6)    。 

2.噪音計權衡電網設定在：    (7)    。 

(四) 噪音計校準後讀值：    (8)     dB。 

(五) 噪音劑量計校準後讀值：   (9)   dBA。 

(六) 以噪音劑量計，測量聲音校準器標準音源 3 分鐘後，讀取劑量值：(10) %。經

監評人員確認後方得重置劑量計數值。 

(七) 讀取(六)之劑量值後，正確佩戴噪音劑量計，由監評人員評分。 

二、 勞工張三於工作日中在甲、乙、丙三個不同工作場所工作，其所暴露噪音類別及

暴露時間如表(一)所示。請以適當量測設備就下列所播放之甲、乙、丙三工作場

所之噪音依序加以量測，並依下列問項作答。（使用噪音劑量計監測時，監測完

畢應俟監評人員查核其劑量及量測時間(RUN TIME)後，始得將劑量計記憶之數據

消除） 

 (一).請分別就甲、乙、丙三個工作場所之代表性噪音數據分別加以記錄，並 

說明讀取此等數據之理由？(14%) 

表(一) 張三工作日時間分配表 

工作場所 各場所噪音種類 勞工在該場所暴露時間 

甲 穩定性噪音 A 

乙 穩定性噪音 B 

丙 週期變動性噪音 
以現場丙工作場所播放之監測時

間為一週期，共 C 週期 

   註：以時量平均音壓級(TWA)方式計算穩定性噪音。 

(二) 請分別計算下列問題（須寫出計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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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三於甲、乙兩個工作場所內之噪音時量平均音壓級及其在丙工作場所之

暴露劑量？(4%) 

2. 計算張三工作日噪音暴露總劑量及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4%) 

(三) 將上述監測結果製作噪音作業環境監測紀錄表。(4%) 

(四) 將監測紀錄表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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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1 

題號：第三站第一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係下圖之自由音場點音源 S 所產生，您之監測位置為 M 點

，R 為接受者，若 S、M 及 R 三點離地面 1.0 公尺，在 M 點地面設置 5 公尺高之

防音牆，請計算接受者在設置防音牆前、後之 A 權噪音音壓級並說明其控制效果

？(17%)（監測時之大氣壓力及溫度分別為 760mmHg，20℃）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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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頻率聲音在傳播途徑不同時之衰減值線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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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2 

題號：第三站第二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係下圖之自由音場點音源 S 所產生，您之監測位置為 M 點

，R 為接受者，若 S、M 及 R 三點離地面 1.5 公尺，在 M 點地面設置 6 公尺高之

防音牆，請計算接受者在設置防音牆前、後之 A 權噪音音壓級並說明其控制效果

？(17%)（監測時之大氣壓力及溫度分別為 1atm，30℃）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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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3 

題號：第三站第三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係下圖之自由音場點音源 S 所產生，您之監測位置為 M 點

，R 接受者為距地面 3 公尺之高架作業勞工，若 S、M 及 R 三點成一直線，且 S

點離地面 1.0 公尺，在 M 點地面設置 6 公尺高之防音牆，請計算接受者在設置防

音牆前、後之 A 權噪音音壓級並說明其控制效果？(17%)（監測時之大氣壓力及

溫度分別為 760mmHg，20℃）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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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頻率聲音在傳播途徑不同時之衰減值線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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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4 

題號：第三站第四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16kHz 頻率

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器

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採

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假設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係自圖一之機械所產生，您之監測位置為 P 點。該機

械製造廠欲以鋁板製成的密閉箱密封該機械，已知可選擇的鋁板面重量有 A psf 及

B psf 二種，其傳送損失(Transmission Loss)曲線如圖二。 

請說明：(一)依監測結果，應如何選用價廉且有效之材料？(二)密封前及密封後監

測位置 P 之 A 權音壓級為多少 dB？密封之噪音改善效果為多少 dB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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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圖二  不同面密度鋁板在不同頻帶之傳送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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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5 

題號：第三站第五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假設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係自下圖(圖一)之機械所產生，您監測位置為 P 點。該

機械製造廠欲選擇 A 板及 B 板等二種相同面密度材料之一者做為該機械密閉箱密

封之材料，其價格高低依序為 A 板及 B 板。對監測點 P，二種材料在不同頻帶之

傳送損失(Transmission Loss)曲線如下圖(圖二)。 

請說明：(一)依監測結果，應如何選用價廉且有效之材料？(二)密封前及密封後 A

權音壓級為多少 dB？密封之噪音改善效果為多少 dBA？(17%)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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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相同面密度之不同遮音材料在不同頻帶之傳送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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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6 

題號：第三站第六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Hz～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

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

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監測點係於甲勞工之耳朵附近(hearing zone)所測得，如果

該勞工正確戴用插入型耳塞，依據該耳塞製造商提供該耳塞在不同頻帶之衰減值

資料如表一。 

請說明：(1)該勞工戴用耳塞前及戴用耳塞後 A 權音壓級分別為多少 dB？ 

(2)耳塞之噪音保護效果為多少 dB？(17%)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插入型耳塞在不同頻帶之衰減值 

八音幅頻帶中心

頻率,fc (Hz) 31.5 63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6k 

衰減值 dB 9 10 14 19 22 A B C 42 48 

標準偏差 dB 4 3 3 4 3 4 3 4 3 4 

註：防音防護具各頻帶保護值＝各頻帶的平均聲音衰減值－各頻帶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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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7 

題號：第三站第七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Hz～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

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

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監測點係於甲勞工之耳朵附近(hearing zone)所測得，如果

該勞工正確戴用耳罩，依據該耳塞製造商提供該耳塞在不同頻帶之衰減值資料如

表一。(17%) 

請說明：(1)該勞工戴用耳罩前及戴用耳罩後 A 權音壓級分別為多少 dB？ 

(2)耳罩之噪音保護效果為多少 dB？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耳罩在不同頻帶之衰減值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fc 

(Hz) 
31.5 63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6k 

衰減值 dB 9 13.1 11.0 12.7 21.6 A B C 34.8 48 

標準偏差 dB 4 3 3 4 3 4 3 4 3 4 

註：防音防護具各頻帶保護值＝各頻帶的平均聲音衰減值－各頻帶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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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8 

題號：第三站第八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假設丙勞工於該室內場所工作，上述穩定性噪音音量係於該勞工聽覺域(hearing 

zone)測得，室內面積中牆壁占 A %，若考慮於該聲音傳播途徑中，採取於牆壁部

分貼敷吸音材料，其餘部份不進行任何處理。在未貼敷吸音材料前除牆壁外，其

餘部分之吸音係數為 B，牆壁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C。表一為 PU 泡綿及玻璃纖

維在不同頻帶之中心頻率下吸音係數。請依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說明如何選用

下表中較為有效之吸音材料，並計算之貼敷該吸音泡綿後該勞工聽覺域之噪音音

量大小及噪音控制效果。(17%)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PU 泡綿及玻璃纖維之吸音係數 

吸 音 係 數（） 

 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Hz 

 31.5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6000 

PU 泡綿 0.05 0.07 0.11 0.20 0.45 0.75 0.82 0.80 0.70 0.60 

玻璃纖維 0.01 0.03 0.09 0.40 0.32 0.43 0.64 0.70 0.6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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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39 

題號：第三站第九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幅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係下圖之自由音場點音源 S 所產生，您之監測位置為 M 點

，R 接受者為距地面 3 公尺之高架作業勞工，若 S、M 及 R 三點成一直線，且 S

點離地面 1.0 公尺，在 M 點地面設置 6 公尺高之防音牆，請計算接受者在設置防

音牆前、後之 A 權噪音音壓級並說明其控制效果？(17%)（監測時之大氣壓力及

溫度分別為 760mmHg，25℃）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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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0 

題號：第三站第十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16kHz 頻率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

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

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假設丁勞工於該室內室內工作，上述穩定性噪音音量係於該勞工聽覺域(hearing 

zone)測得，室內面積中牆壁及天花板占 A %，若考慮於該聲音傳播途徑中，採取

於牆壁及天花板部分貼敷吸音材料，其餘部份不進行任何處理。在未貼敷吸音材

料前除牆壁及天花板外，其餘部分之吸音係數為 B，牆壁及天花板之各頻帶吸音

係數均為 C。圖一為吸音材料不同開口面積之吸音係數與各頻率之關係。請依實

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說明如何選用下圖中較為有效之吸音材料，並計算貼敷該吸

音材料後該勞工聽覺域之噪音音量大小及噪音控制效果。(17%)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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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1 

題號：第三站第十一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且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請針對所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率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Hz 至

16kHz 之頻率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

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

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 若上述之穩定性噪音係下圖之自由音場點音源 S 所產生，您的監測位置為 R 點，

S 及 R 點離地面 1.2 公尺，若於 M 點設置一水泥隔音牆，水泥隔音牆厚 A mm，

牆密度 B kg/m3，在沒有繞射情況下,則回答下列問題：(17%) 

(一) 若牆的厚度為 A mm 時，該牆各頻帶之傳送損失(TL)各為何？ 

(二) 若牆的厚度改為 C mm 時，該牆各頻帶傳送損失值(TL)為何？〔假設牆厚度

於加倍前後，其在 31.5Hz 至 16kHz 範圍內均遵守質量律(mass law)〕 

(三)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結果所得值，計算改善前（未設置水泥隔音牆前），R

點位置之音壓級 dB(A)為何？ 

(四)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結果所得值，計算加置 C mm 厚度之水泥隔音牆後，在

沒有繞射情況下，R 點位置之音壓級 dB(A)為何？ 

(五) 使用厚度 C mm 水泥隔音牆後，計算其噪音改善效果為多少音壓級 dB(A)？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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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傳送損失值(TL)依以下公式計算 

TL=18 log(fc‧m) － 44 

fc：監測之中心頻率 

m：面密度(surface density,kg/m2) 

 

 

 

◎           7 公尺                              7 公尺           ◎  

S 音源                                                            R 監測位置 

 

                                   M 點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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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2 

題號：第三站第十二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且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請針對所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率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Hz 至

16kHz 之頻率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

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

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若上述之穩定性噪音係下圖之自由音場點音源 S 所產生，您的監測位置為 R 點，S

及 R 點離地面 1.5 公尺，若於 M 點設置一水泥隔音牆，水泥隔音牆厚 A mm，牆

密度 B kg/m3，在沒有繞射情況下，則回答下列問題：(17%) 

(一) 若牆的厚度為 A mm 時，該牆各頻帶之傳送損失(TL)為何？ 

(二) 若牆的厚度增為一倍 C mm 時，該牆各頻帶之傳送損失值(TL)為何？〔假設

牆厚度於改變前後，其在 31.5Hz 至 16kHz 範圍內均遵守質量律(mass law)〕 

(三)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結果所得值，計算改善前（未設置水泥隔音牆前），R

點位置之音壓級 dB(A)為何？ 

(四)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結果所得值，計算加置 C mm 厚度之水泥隔音牆後，在

沒有繞射情況下，R 點位置之音壓級 dB(A)為何？ 

(五) 使用厚度 C mm 水泥隔音牆後，計算其噪音改善效果為多少音壓級 dB(A)？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66 

 

註: 傳送損失值(TL)依以下公式計算 

TL=18 log(fc‧m) － 44 

 fc：監測之中心頻率 

 m：面密度(surface density,kg/m2) 

 

 

◎              4 公尺                 5 公尺           ◎ 

         S 音源                                                         R 監測位置     

                                       M 點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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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3 

題號：第三站第十三組 

一、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且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本考場將播放張三於某室內工作場所之穩定性噪音，請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

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

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

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假設上述播放之特定性噪音係自某單一機械所產生，您的監測位置為張三之工作

位置，今擬以密閉隔間方式，由表一中選一隔音材料作牆，將前述機械與張三隔

開，試回答下列問題：(17%) 

(一)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於改善前張三工作位置上之音壓級為多少

dBA？ 

(二)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採用甲、乙不同之材料改善後，在張三工作

位置上之音壓級各為多少 dBA？ 

(三) 採用甲、乙不同之材料改善後，在張三工作位置上之改善效果各為多少

dBA？甲、乙不同之材料，選擇何者較為有效？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甲乙兩種材料在各頻帶之傳送損失(TL)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fc (Hz)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材料甲之傳送損失 TL  ( dB ) 25.0 38.0 A B C 52.0 

材料乙之傳送損失 TL  ( dB ) 24.0 40.0 48.0 49.0 52.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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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4 

題號：第三站第十四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且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本考場將播放張三於某室內工作場所之穩定性噪音，請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

析監測，將 31.5 ~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

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

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 假設上述播放之特定性噪音係自某單一機械所產生，您的監測位置為張三之工作

位置，今擬以密閉隔間方式，由表一中選一隔音材料作牆，將前述機械與張三隔

開，試回答下列問題: (17%) 

(一)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於改善前張三工作位置上之音壓級為多少

dBA？ 

(二)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採用甲、乙不同之材料改善後，在張三工作

位置上之音壓級各為多少 dBA？ 

(三) 採用甲、乙不同之材料改善後，在張三工作位置上之改善效果各為多少

dBA？甲、乙不同之材料，選擇何者較為有效？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甲乙兩種材料在各頻帶之傳送損失(TL)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fc (Hz)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6000 

材料甲之傳送損失 TL  ( dB ) 25.0 35.0 A B C 52.0 50.0 53.0 

材料乙之傳送損失 TL  ( dB ) 42.0 48.0 50.0 52.0 57.0 58.0 61.0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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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5 

題號：第三站第十五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監測點係於勞工之耳朵附近(hearing zone)所測得，如果該

勞工會正確戴用插入型耳塞，請依據表一所附數據回答下列問題。(17%) 

請說明：(一)該勞工戴用耳塞前及戴用耳塞甲、乙後音壓級各分別為多少 dBA？ 

(二)耳塞甲、乙之噪音保護效果各為多少 dBA？並說明選擇何種耳塞較

為有效？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插入型耳塞在不同頻帶之聲音衰減值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fc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6k 

耳塞甲平均衰減值 dBA 37.0 40.0 44.0 A B C 45.0 40.0 

耳塞甲衰減值標準偏差 dBA 6.0 5.0 3.0 6.0 3.0 4.0 5.0 4.0 

耳塞乙平均衰減值 dBA 36.0 37.0 39.0 43.0 44.0 45.0 49.0 40.0 

耳塞乙衰減值標準偏差 dBA 6.0 5.0 4.0 5.0 4.0 3.0 4.0 4.0 

註：防音防護具各頻帶保護值＝各頻帶的平均聲音衰減值－各頻帶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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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6 

題號：第三站第十六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 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監測點係於勞工之耳朵附近(hearing zone)所測得，如果該

勞工會正確戴用耳罩，請依據表一所附數據回答下列問題。(17%) 

請說明：(一)該勞工戴用耳罩前及戴用耳罩甲、乙後音壓級各分別為多少 dBA？ 

(二)耳罩甲、乙之噪音保護效果各為多少 dBA？並說明選擇何種耳罩較

為有效？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耳罩在不同頻帶之聲音衰減值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fc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6k 

耳罩甲平均衰減值 dBA 18.0 28.0 38.0 A B C 30.0 32.0 

耳罩甲衰減值標準偏差 dBA 2.0 3.0 3.0 3.0 2.0 3.0 2.0 2.0 

耳罩乙平均衰減值 dBA 17.0 24.0 35.0 41.0 42.0 43.0 43.0 31.0 

耳罩乙衰減值標準偏差 dBA 3.0 2.0 4.0 2.0 3.0 4.0 3.0 3.0 

註：防音防護具各頻帶保護值＝各頻帶的平均聲音衰減值－各頻帶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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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7 

題號：第三站第十七組 

一、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請針對播放之穩定性噪音，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

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

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

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11%) 

三、上述播放之穩定性噪音監測點係於勞工之耳朵附近(hearing zone)所測得，如果該

勞工會正確戴用耳塞或耳罩，請依據表一所附數據回答下列問題。(17%) 

請說明：(一)該勞工戴用聽力防護具前及戴用耳塞、耳罩後音壓級各分別為多少

dBA？ 

(二)耳塞、耳罩之噪音保護效果各為多少 dBA？並說明選擇耳塞或耳罩

較為有效？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插入型耳塞與耳罩在不同頻帶之聲音衰減值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fc (Hz)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6k 

耳塞平均衰減值 dBA 29.0 28.0 A B C 44.0 45.0 40.0 

耳塞衰減值標準偏差 dBA 7.0 6.0 5.0 5.0 4.0 4.0 6.0 5.0 

耳罩平均衰減值 dBA 11.0 15.0 23.0 30.0 36.0 40.0 45.0 48.0 

耳罩衰減值標準偏差 dBA 2.0 2.0 3.0 3.0 3.0 3.0 4.0 5.0 

註：防音防護具各頻帶保護值＝各頻帶的平均聲音衰減值－各頻帶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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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8 

題號：第三站第十八組 

一、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本考場將播放張三於某室內工作場所之穩定性噪音，請以八音幅頻帶實施頻譜分

析監測，將 31.5~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

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

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假設於工作室內，張三於聽覺域(hearing zone) 之穩定性噪音音量及頻譜分析監測

結果與前述依所播噪音測得者完全相同。又設張三工作室內可吸音面積共有 X m2

，其中牆壁面占 50%，天花板面及地板面占 25%，機械及設備面占 25% 。牆壁

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A，天花板及地板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B，機械及設備

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C 。今如考慮於聲音的傳播途徑中，採取於所有牆壁上貼

敷吸音材料，其餘吸音面均不進行任何處理。表一為 PU 泡綿及玻璃纖維在不同

頻帶下吸音係數與各中心頻率之關係。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說明如何由表一所列資料，選用較為有效之

吸音材料？ 

(二) 請依所選用之吸音材料，計算貼敷該吸音材料後，張三聽覺域之噪音音量大

小及噪音控制效果。(17%)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PU 泡綿及玻璃纖維之吸音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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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音 係 數（） 

 八音度頻帶中心頻率，Hz 

 31.5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6000 

PU 泡綿 0.05 0.07 0.11 0.20 0.45 0.75 0.82 0.80 0.70 0.60 

玻璃纖維 0.01 0.03 0.09 0.40 0.32 0.43 0.64 0.70 0.6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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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49 

題號：第三站第十九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本場將播張三於某室內工作場所之穩定性噪音，請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析監

測，將 31.5 ~ 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即時

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表性

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 假設於工作室內，張三於聽覺域(hearing zone) 之穩定性噪音音量及頻譜分析監測

結果與前述依所播噪音測得者完全相同。又設張三工作室內可吸音面積共有 X m2

，其中牆壁面占 40%，天花板面及地板面占 40%，人體及管道面占 20% 。牆壁

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A，天花板及地板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B，人體及管道

之各頻帶吸音係數均為 C 。今如考慮於聲音的傳播途徑中，採取於所有牆壁上貼

敷吸音材料，其餘吸音面均不進行任何處理。表一為 PU 泡綿及玻璃纖維在不同

頻帶下吸音係數與各中心頻率之關係，試回答下列問題：(17%) 

(一) 依上述實際頻譜分析監測結果，說明如何由表一所列資料，選用較為有效之

吸音材料？ 

(二) 請依所選用之吸音材料，計算貼敷該吸音材料後，張三聽覺域之噪音音量大

小及噪音控制效果。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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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PU 泡綿及玻璃纖維之吸音係數 

吸 音 係 數（） 

 八音幅頻帶中心頻率，Hz 

 31.5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6000 

PU 泡綿 0.05 0.07 0.11 0.20 0.45 0.75 0.82 0.80 0.70 0.60 

玻璃纖維 0.01 0.03 0.09 0.40 0.32 0.43 0.64 0.70 0.6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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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試題及答案卷 

試題編號：22300-112150 

題號：第三站第二十組 

一、 請組裝噪音頻譜分析設備，並加以校準後維持於監測狀態，請監評人員評分，並

將下列問項答案依序填寫於答案卷上。(4%)  

頻譜分析儀型號：     (1)        序號(編號)：     (2)      

聲音校準器型號：     (3)        序號(編號)：     (4)      

校準頻率：     (5)              校準器音壓級：     (6)      

校準後：     (7)     dB         設定音壓級之量測範圍為：     (8)      

二、 本考場將播放張三於某室內工作場所之穩定性噪音，請以八音度頻帶實施頻譜分

析監測，將 31.5 ~ 16kHz 頻率範圍之監測結果記錄以取得代表性音壓級（若採用

即時頻譜分析，須紀錄與儀器吻合的各頻帶之 LEQ 供查驗），並簡述如何取得代

表性數據及針對監測結果將採取工程對策時應針對何頻帶優先考量加以說明。 

(11%) 

三、 假設上述播放之特定性噪音係自某單一機械所產生，您的監測位置為張三之工作

位置，今該機械製造廠擬以鋁板製的密閉箱密封該機械之噪音（如密封後之散熱

問題可以忽略不計）。試回答下列問題？(17%) 

(一) 密封前與密封後張三工作位置上之音壓級各為多少 dBA？密封之噪音改善效

果各為多少 dBA？ 

(二) 依上述結果，由表一所列兩種不同面密度鋁板（1.13psf 及 5.32psf）中選擇

一種較為經濟、有效之材料？ 

（將監測結果紀錄及答案卷等，於離場時交予監評人員。） 

表一 不同面密度鋁板在不同頻帶之傳送損失（TL, dB） 

八音幅頻帶中心

頻率,fc (Hz) 
31.5 63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16k 

1.13psf 0.0 4.5 9.5 16.0 A B C 30.0 25.0 24.0 

5.32psf 13.0 19.0 24.5 31.0 31.5 26.0 22.5 27.5 37.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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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答案卷  

第    頁，共    頁 

術科測試編號  測 試 日 期 年    月    日 

應 檢 人 姓 名  場 次 □上午場  □下午場 

題 號 第    站    第    組 試 題 編 號 22300-1121       

請依試題作答：  

 

 

 

 

 

 

 

 

 

 

 

 

 

 

 

 

 

 

 

 

 

 

 

 

 

(本頁不敷使用，續於背面作答) 



78 

 

第    頁，共    頁 

請依試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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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參考資料 

於測試時有提供本參考資料以及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第 5條之 

時量加權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之溫度與作息時間分配表 

 

評估人體與熱環境間之熱交換公式 

 

一、 周圍輻射平均溫度 

 

 

 

二、傳導對流熱交換率 

 1.正常穿著 

 

 2.半裸者 

 

 

三、最大蒸發熱交換率 

 1.正常穿著 

 

 2.半裸者 

 

 

四、輻射熱交換率 

 1.正常穿著 

 

 2.半裸者 

 

 



80 

 

柒、技術士技能檢定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監測甲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一測試場，每日排定 2 場測試為原則，程序表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09：00 

1.監評前協調會議（含監評檢查機具設

備）。 

2.上午場應檢人報到。 

 

09：00－09：15 

1.監評長對應檢人實施檢定崗位說明。 

2.應檢人代表抽變數表。 

3.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由術科測試編

號最小號之應

檢人代表抽當

場次變數表。 

09：15－12：45 

1.上午場測試開始，測試分三站進行，測

試時間計 3 小時。 

2.應檢人抽題。 

3.監評人員說明場地設備及材料。 

4.應檢人依抽題選用與檢查設備及材料。 

5.每站測試結束後，監評及相關工作人員

進行評審及場地整理。 

每站測試 

1 小時 

12：45－13：30 監評人員評分及成績登錄作業。 

監評人員依當

天情況調整休

息用膳時間。 

13：30－14：00 下午場應檢人報到。  

14：00－14：15 

1.監評長對應檢人實施檢定崗位說明。 

2.應檢人代表抽變數表。 

3.測試應注意事項說明。 

由術科測試編

號最小號之應

檢人代表抽當

場次變數表。 

14：15－17：45 

1.下午場測試開始，測試分三站進行，測

試時間計 3 小時。 

2.應檢人抽題。 

3.監評人員說明場地設備及材料。 

4.應檢人依抽題選用與檢查設備及材料。 

5.每站測試結束後，監評及相關工作人員

進行評審及場地整理。 

每站測試 

1 小時 

17：45－18：30 監評人員評分及成績登錄作業。  

18：30－19：00 
檢討會（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理單位

視需要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