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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郵務士在戶外工作時所面臨職業上的危害，包

括結膜眼疾和狗咬傷。本研究是屬於橫斷型研究，整個研究過程

是配合1994年台灣中部地區 11個郵局的年度勞工體檢前進行，其

研究對象為郵局受檢人員共394人，其中郵務士248人，室內辦事

員146人。研究方法是採問卷調查和眼科學檢查的方式，詳實地記

錄個人工作史、餾人相關基本資料，以及經眼科專科醫師診斷是

否躍居、結膜黃斑和眼騁。工作時陽光累積暴露的量化方式是將戶

外工作年資、平均每日戶外工作時數和眼鏡的使用情形納入考

量。研究結果為郵務士罹唐、結膜黃斑和眼窮的盛行率分別為

62.9%和7.3% '郵務士顯著地比郵局室內辦事員較易罹惡、結膜黃

斑和眼騁。應用邏輯迫歸分析，經年齡調整後，陽光累積暴露量

與結糢黃斑有顯著的關聯。郵務士在戶外工作時每增加 1 年 X 小

時/天的陽光暴露壘，其罹惡、結膜黃斑和眼弱的危險性分別增加

2.09%和0.8% 。在本研究亦發現，有7 1. 7%的郵務士曾在送信途中

遭狗咬傷，且在鄉鎮地區遭狗咬傷的危險性是在都市地區的2.8倍

(95%信賴甚至間為2.1至3 .4)。

長期陽光暴露對權患結膜黃斑和眼聽有顯著的影響，且隨著

陽光暴露量的增加，其罹患結膜黃斑與跟鬚之危險性亦隨之增

加。所以郵務士在戶外工作日寺，採取適當地保護眼睛的措施，以

避免陽光曝曬，對郵務士而言似乎相當重要。此外，在本文中亦

發現，郵務士在送信途中的確存在著遭狗咬傷的威脅。

關鍵字:狗咬傷，郵務去，結膜黃斑，自民窮，陽光



Epidemiologic說I Investigatio且 on Occupatio且al

Diseases a誼long Post臨eEE i且 Middle Taiwan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out往oor hazards including conjunctival 

disorders and dog bites of postmen, we undertook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394 employees (248 postmen and 146 officers) of post 

offices who worked in middle Taiwan. The subjects were 

investigated on the annual labor health examination in 1994. 

Pinguecula and pterygium were diagnosed by the ophthalmologist. 

Detailed personal and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through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in the meantime. The 

cumulative occupational sunlight exposure was calculated for each 

postman by considering the duration of their employment as 

postmen, theaverage working hours per day and spectacles use. 

Among the postmen, the prevalences of pinguecula and pterygium 

were 62.9% and 7.3%, 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outdoor working as postman and the 

occurrence of pinguecula. There was a similar association for 

pterygium.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hen adjusted for age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cumulative 

occupational sunlight exposure and pinguceula. When the 

cumulative occupational sunlight exposure increased one unit (one 

yr X hr/day), the risk of developing pinguecula and pterygium were 

raised 2.09% and 0.8%, respectively. It was also found that 71.70/0 

of the postmen had the experience of dog bites during working. 

Postmen who worked in the rural areas had dog bites of 2.8 on odds 

ratio(95% confidence interval 2.1 to 3.4) when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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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en in the urban areas. We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ronic exposure to sunligh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inguecula or pterygium, which high崎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ocular protection from sunlight. With the 

augmentation of cumulative occupational sunlight exposure, the 

risks of pinguecula and pterygium increase. Dog bites indeed 

threaten the postmen during working. 

keywords: dog bites, postmen, pinguecula, pterygium,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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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工作者也於暴露於開放性作業空筒，而此環境中存在許

多無可避免的危害，將使戶外工作者面臨許多潛在威脅，若缺乏

適當保護措施，對人體可能造成或急性或慢性的傷害。此外，即

使在相同程度的環境暴露下，國工作者的工作時數的不同，是否

有配戴防護其以及個人生活習慣等因素影響下，亦會使此種危害

造成程度上的差異。為了保護戶外工作者的健康，應盡可能找出

各種戶外危害，並釐清其與變因間的關係，進而採取有效防護措

施，以確保戶外工作者的作業安全。

郵務為勞力密集的業務，尤其是外勤之郵件收攬、投遞等工

作，無法以機具替代人力，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人力資源的掌

握日益困難，所以避免職業上的傷害，減少人力上不必要的損

失，對於郵政業務的正常運作極為重要。郵局從業人員依其職務

的區別可分為內勤(室內辦事員)和外勤(郵務士)。郵務士主要工作

為處理郵件的收攬、接送和投遞等(附錄1) ，故每日大部份時間需

要戶外工作。台灣地處亞熱帶，不論是全年度或每日的陽光曝曬

時間都相當長，導致郵務士受到陽光危害的機會大增。過去國外

許多研究[1-4]顯示，暴露於陽光特別是其中的紫外線(ultraviolet

radiation) ，可能會造成許多眼疾發生的危險。根據一項在美國馬

利蘭地區(Maryland)的調瓷[5]指出，水產工作者(waterman)有相當

高的盛行率權患結膜黃斑(pinguecula)和眼窮(pterygium) ;且在另

外的一些研究報告[叫也指出，戶外工作者有格對較高的危險性罹

患結膜黃斑和眼鬚。結膜黃斑和眼雪慧皆屬於退化性眼疾

(degenerative eye disorders) ，常見於氣候溫暖或鄰近赤道地區，



立被認為與暴露於紫外線有相當大的關聯[4， 1叫] ，其中跟勢更是可

能會造成視力損傷悶。因此，郵務土困在戶外工作所引發眼睛危

害的問題值得加以注意。

郵務士於送信途中，遭狗咬傷(dog bites)的情形，時有所閣。

人遭狗咬傷可造成許多感染症，諸如狂犬病(Rabies) 、破傷風

(Tetanus) 、巴氏釋菌症(Pasteurel1osis)等問。這些感染症，輕則需

要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接受治療，重則造成死亡。而近年來，台

灣地區棄犬(free ranging dogs)、氾濫的情況日益嚴重，且生活環境

衛生條件極差的棄犬，極有可能成為狂犬病毒的病媒，使得此種

職業傷害危險性大增。截至目前為止，圍內尚無此項職業傷害的

調查報告，所以藉此次調查報告能使該項職業傷害的情形獲得初

步瞭解與重視。

本研究是以台灣中部11個郵局的郵務士(postmen)及其室內辦

事員為主要研究對象，調查郵務士權思、結膜黃斑與眼騁的盛行率

(prevalence) ，並探討工作環境中陽光暴露與罹患結膜黃斑與眼弱

的關聯性，旦進一步鞏化戶外工作時陽光累積暴露量(cumulative 

sunlight exposure)對眼睛的危害程度，及對極為方便性的防護具

(protective devices)一眼鏡之配戴情形做適當的評估。針對部份地

區郵局的郵務士，調查囡職業上遭狗咬傷的情形，以作為日後囡

應此項危害的參考。

第二節名詞解釋和文獻回顧

一、結膜黃教

結摸黃斑為驗裂 (palpebral aperture)的球部結膜 (bulbar

conjunctiva)處有上皮下膠原纖維(subepithelial collagen fibers)組

織退化性變化，除了美觀、慢性炎症或是影響戴隱形眼鏡便利性

等因素外，一般而言，並不需要手衛處理阱，25] 0 Norn調查[26，27]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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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的紅海地區有很高的盛行率罹患結膜黃斑，並發現結膜

黃斑的盛行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Norn [26，27)發現男性權患結膜

黃斑的盛行率比女性高，不過之後Perkins[7]在一項目溯型研究

(retrospective study)中發現罹患結膜黃斑在性別上並無差異，而是

結膜黃斑與工作環境有關，立戶外工作者比室內工作者權患結膜

黃斑的發生率高。 Taylor等人何以美齒馬利蘭地區的Chesapeake

Bay之水產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發現結膜黃斑與紫外線有些關聯，

且形成結膜黃斑的危險性不若跟鬚寓。不過Karai等入[13J發現焊工

與對照組在罹態、結膜黃斑的發生率並無差異，其間的差異也許是

因紫外線中不向的光譜(spectrum)對結膜黃斑有不同的影響。

三二、 B民醫

眼窮是一種球部結糢組織的增殖(hyperplasia) 。病姓最初在鼻

側結膜長出小而灰白色混濁物(opacities) ，之後在結膜過度生長並

侵犯至角膜形成三角形。眼弱的結膜部份，除了有較多的上皮下

血管化纖維組織(subepithelial fibrovascular tissue)之外在組織病理

學上的變化與結膜黃斑相似;在角膜部份組織病理學上則顯示，

血管化纖維組織過度生長，破壞Bowman's membrane '並經常帶

有輕微炎性變化。只有因美觀上的考蠱、病姓造成不舒服或病;址

侵犯至視軸區(V isual axis)而影響視力時，才需要手舔了處理。不過

在高度陽光暴露地區，其手術後復發率則高達到~50%[23 ，25] 。

(一)眼窮和緯度

眼弱的起茵的探索是最初基於觀察鄰近赤道地區其罹

態、盛行率增寓，而認為眼喜若是一種與陽光有關的眼疾。 1961

年五l1iot等人[1)在紐西蘭發現權思眼弱和緯度(latitude)減低有

關，之後Darrel和Bachrach等人[2]以美國退伍軍人為研究對

象，發現居住在北緯23度至31度之闊地區罹患跟窮的盛行率

是居住北緯37度以北的地區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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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眼窮和年齡

Elliot等人[IJ觀察發現居住在靠近赤道的Maoris地軍裹，

20歲以下無人罹患眼窮，在20至29歲的年齡層中，罹題、跟學穹

的盛行率約50/0 '但超過40歲的年齡層中，卻有超過一半的

人權患此病。此後Moran和Rojas等人[14，28J在各自的研究中發

現跟聽有隨著年齡增加，沛其盛行率上昇的趨勢。

(三)眼窮和性別

Norn[26，27J發現男性罹患跟騁的盛行率較女性高，不過之

後Perkin[7]在其研究中發現罹患跟學並無性別上的差異，而

是與其工作環境有關。

(四)跟驚和環境

Serra等人悶在地中海的薩丁尼亞地區(Sardinia)所做的

研究顯示，在戶外工作者特別有罹患眼蠻的危險。

Mackenzie等人[9J在澳洲、!所做一項病例對照由研究顯示，在高

度紫外線反射的地區之戶外工作者，特別容易有罹患跟騁的

危險，且與待在戶外的時間有關。 Moran和Hollows等人[14J在

澳洲所做研究發現眼騁的發生率和待在戶外的時間有關。

Taylor等人{例在美國所做的研究就亦得相似的結果。 Elliot等

人間認為除了陽光因素之外，可能尚有其他因素影響，刺激

結膜使其增生甚而血管化(vascularity) ，例如:塵、砂或慢性

感染 o Austin等人[12]認為有塵、砂的環境是形成跟醫的歸國

(contributing factor) ，根據這項假說，認為這些物質造成球

部結膜受刺激或細微受損(microtrauma) ，進而導致眼鬚的形

成。不過這種假說卻不被Taylor等人[4，5]對水產工作者所做之

研究支持，因為在Chesapeake Bay地區的氣候較少飛塵、熱

及乾燥，但卻有相當多人罹患眼窮。在權患跟鬚的地區分佈

調整，凡是炎熱、乾燥、多塵土的地區有較高盛行率罹患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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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但在既不乾燥也不多塵土地區罹患此病的情形亦是尋

常帥，叫，故目前在其他環境因素對眼窮的影響上仍存著許多

爭議。

(五)跟擇手和紫外線

自 1960年代起， Elli肘， Darrel和Cameron等人[1-3]陸續

所做一些研究指出，陽光中紫外線可能為跟雪慧的致囡;之後

的一些流行病學研究[8，1 9 ，2月發現眼窮和陽光中紫外線有某種關

聯。在一項針對400名澳洲原住民的研究顯示[1汀，眼窮和每

年平均紫外線暴露曼(annual mean ultravilet levels)有顯著的

關聯。其後， Moran 和 Hollows等人們]對超過 10萬名澳洲原

住民大型研究中顯示眼窮的接行率和氣候性紫外線輻射

(climatic ultravilet radiation)有顯著的正相關。 Cornand等

人 [17] 亦發現跟學與暴露紫外線的時閱 (duration)和強度

(intensity)有密切的關聯。人工產生高能量的紫外線輻射亦

可能導致眼騁的形成， Karai等人[J3]觀察 191名日本焊工發現

當焊工愈久愈易罹患眼窮。

主、紫外線(ultraviolet; UV) 

紫外線輻射(ultraviolet radiation; UVR)為一種波長 100-400nm

的電磁波。它可在細分成三部份阱，301 UVA(315-400nm)' 

UVB(280-315nm)和UVC(1 00-280nm) ，愈接近赤道和高度愈高的

地區，其所受的UVR愈強。地球的大氣層中的臭氧層(ozone)幾乎

可完全濾過UVC荷使其無法到達地球表面。此濾、過作用是基於光

束行經大氣層路徑長短而定。根據此種原理，上午 10時至下午2

時，其紫外線輻射最強[31]。另外，環境中的UVR(ambient UVR)對

總紫外線輻射劑量有時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悶，例如:在雪地上

可反射80%紫外線輻射，而在草地上卻只有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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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鏡扣帽子的影響

Rosenthal等人附會對玻璃鏡片和樹脂鏡片評估，大部份的樹

脂鏡片，無論色彩明稽，至少可阻隔98%以上的UVA和UVB 0 玻

璃鏡片在阻隔UVB的效果較差，但仍可使UV的穿透率小於15% 。

對於一些彩衣玻璃鏡片(coated glass 1enses)亦有類似樹脂鏡片阻隔

紫外線的效果悶。不過， UVR減弱程度依眼鏡的形狀、大小、戴

的位置不同而不同。此外， Rosentha1問亦運用鏡片對紫外線阻隔

作用，計算出有戴跟鏡對沒有戴眼鏡的眼睛所暴露量比值分別約

為0.21和0.07 。

Rosenthal等人間亦發現戴有帽緣的帽子，可使眼睛的陽光暴

露量減少，不過暴露量減弱程度依戴的方式不同而不同。

丘之、狗咬傷

在美國，動物咬傷事件居最常報告疾病的第四位，其中狗咬

人事件比人受其他動物傷的事件來得多悶。依照台灣大學附設醫

院急診處的記錄，被狗咬傷的受害者中，男性佔多數，年齡層以

20歲以上較多，其他如路人、郵務士及獸醫工作人員也較容易被

咬[判。

台大葉力森等人(37]在民關80年閉會做一項狗咬傷調查報告顯

示，全閱有16.6%的家庭中曾有成員被狗咬傷，其中以被別人飼

養的狗咬傷佔最多(68%) ，其次為被流落街頭的棄犬咬傷(25%) , 

而被自己飼養的狗咬傷只有13% 。

六、文獻回顧總結

(一)結膜黃斑和眼鑽在溫暖，鄰近赤道地區較常見，且有隨年齡

增長而增加的趨勢。

(二)結膜黃斑和跟窮的盛行率與戶外工作環境有闕，且戶外工作

者罹患結膜黃斑和眼鬚的盛行率比室內工作者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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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膜黃斑和眼窮皆與陽光曝曬有闕，特別是與其中的紫外線

輻射有不同程度的關聯。

(四)眼鏡和帽子皆有不同程度的紫外線阻隔作用。

(五)在國外有以水產工作者為職業別之研究對象，做罹患結膜黃

斑和眼窮之研究調查，在磁內則闕如。

(六)在被狗咬傷受害者中，以郵務士、獸醫工作人員和路人較容

易被咬傷。

(七)本研究不同於過去研究的特色有:

1. 將郵務士在戶外工作時所遭受的傷害，包括結農黃斑、

眼窮和狗咬傷等一併施以流行病學調查。

2. 本文嘗試將陽光暴露量化，以評估郵務士遭陽光危害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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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架構

一、研究流程

與台灣中部11處郵局
溝通協調體檢事宜。

確立:1.體檢日期

2.體槍流程

體檢當日發給受按人員問卷

自民科專科醫師針對眼睛病變

進行檢查、診斷，並且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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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分析

二、研究用趣的形成與提出

參酹過去文獻，探討有關郵務士之下列幾項問題:

(一)結膜黃斑與眼窮的盛行率。

(二)工作環境與罹患結膜黃斑與眼騁的關聯性及其分佈情形。

(三)防護具一眼鏡的防護性及其配戴情形。

(四)量化陽光的暴露暈，並根據其所受暴露量來估計罹患結膜黃

斑與眼雪慧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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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遭狗咬傷事件的盛行率。

(六)城鄉地區遭狗咬傷的分佈情形及其差異性。

主、研究用趣的少拆洗程:

(一)結膜黃斑和眼聽

1. 估計結膜黃斑和眼弱的盛行率

2. 相關園子探討

/弓，

1. .t生芳4
2.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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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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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務士
郵局室內辦事員

\ ;告訴諸是什調整于接J世「
(自變數 l -f~ I (依變數)

(二)狗咬傷

1. 估計遭狗咬傷的盛行率

2. 相關因子探討

怡和|刊城鄉地的 旨..1 狗咬傷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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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材料和方法

第一節研究對象

一、結丹真黃教與自民醫

以台灣中部地區 11個郵局(包括員林、大甲、草屯、水里、竹

山、彰化、台中港、北港、和美、花壇和秀水等郵局，其緯度介

於北緯鈞。 30'和24。勁，之問)的郵務士及其郵局室內辦事員為研究

樣本。整個研究過程是配合1994年9月 27 臼至12月 8 日郵局年度勞

工體檢而進行，共有394人受檢，到檢率為75.2%(394/524) 。其中

郵務士有248人受檢，到檢率74.7%(248/332) ，郵局室內辦事員有

146人受檢，到檢率76.0%(1 46/1 92) 。

、道狗咬傷

以台灣中部地區9個郵局(包括草屯、水里、竹山、彰化、台

中港、北港、和美、花壇和秀水等郵局)的郵務士為研究樣本。整

個研究過程是配合1994年 10月 28 臼至 12月 8 日郵局年度勞工體檢

而進行，共有191名郵務士受訪。

第二節問卷調查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除參考有關文獻並諮詢專家後改編而成。

調查開始前的一個月，先與這些郵局溝通協調體檢程序，在調查

前先對問卷內容作預試(pretest) ，並做適當地修正。體檢當日發給

每位受檢者問卷，填寫完畢後由研究人員收回，針對部份填寫不

清楚之間卷進行訪談，並參酌郵局相關人事記錄加以訂正。問卷

內容包括:出生日期、性別、進入郵局之前的工作史，在郵局擔

任的工作別，工作年資，擔任郵務士的年資，每臼送信的平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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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數和個人戴眼鏡習慣的情形(附錄2) 。在調查狗咬傷部分郵局

的問卷內容再加上有關調查遭狗咬傷的情形(附錄3) 。

第三節目民科按查

白眼科專科醫師對每位受檢者之雙眼的角膜(cornea)及結糢

( conjunctiva)做詳細檢查，並針對是否罹患結膜黃斑與眼勢進行

診斷。眼科醫師在檢查之時，並不知道受檢者的個人問卷資料，

以避免偏誤(bias) 。

第四節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是以SAS標準統計[叫套裝軟體進行統計

分析。

一、看獻給臉黃斑的立于析

(一)以描述性統計來分析其人口學資料及各年齡層罹患結膜黃斑

分佈的情形。

(二)以Chi-Square test(卡方檢定)檢定工作環境或性別和權患結膜

黃斑的相關性，以有無權患結膜黃斑為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分別以有無戴眼鏡和戶外工作時陽光累積暴露量

(accumulative sunlight exposure)為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s) 。經年齡調整 (age-adjusted)後，使用邏輯迴歸

(logisitc regression)分析，並計算其OR(odds ratio '勝算比)

和95 010 CI (confidence interval '信賴~間)。

(三)在本研究中，以紫外線輻射稅為陽光暴露之來源，將室內陽

光暴露量視為0 ，計算戶外工作時陽光的暴露累積量，包括

爾部份的總和: (1)在戶外工作時未戴眼鏡的工作年資×每日

在戶外工作的平均時數; (2)在戶外工作時戴眼鏡的工作年資

x [(每日在戶外工作日寺沒有戴眼鏡的平均時數 X 1)+(每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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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工作時戴眼鏡的平均時數 XR)于單位為年×小時/天。

其中R為有戴眼鏡對沒有戴眼鏡的陽光暴露黨的比值，參酌

Rosenthal等人[33 ，35]的研究，在此定R=O.訕。由於郵局嚴格規

定郵務士需戴工作帽，每人差異不大且工作帽對陽光的遮蔽

效應之估算不易，故不納入此暴露蠶模式中。舉例說明，假

設有一郵務士擔任戶外工作 10年，最初4年送信時未戴眼

鏡，之後6年送信時才戴眼鏡，每臼平均在戶外工作7小時，

此7小時中，有5小時戴眼鏡，餘2小時未戴眼鏡。此郵務士

戶外工作時陽光累積暴露量計算如下:

(1) 4x7=28 

(2) 6x [(2X 1)+(5 XR)]=6X [2+(5 XO.2 1)]= 18.3 

(1)十 (2): 28+18.3=46.3 

此郵務士戶外工作時陽光累積暴露童為46.3(年×小時/天)。

二、有願曉夫屬的少折

(一)以描述性統計來分析其人口學資料及各年齡層罹患跟鬚分佈

的情形。

(二)以 Chi-Square test檢定工作環境或性別與罹患跟騁的相關

性。以有無權患跟喜若為依變項，分別以有無戴眼鏡和戶外工

作時陽光累積暴露量為自變項，經年齡調整後，應用邏輯迴

歸分析，並計算出其OR和95% CI 0 

i 、有顧遺狗咬傷的方析

(一)以描述性統計來分析其人口學資料、過去曾遭狗咬傷次數分

佈情形和遭狗咬傷在不同年資的分佈情形。

(二)接受狗咬傷調查郵局(9倍郵局)和未接受狗咬傷調查郵局(2個

郵局)之郵務士在人口學和工作上基本資料比較，則以Chi

Square test及Studuent's t-test等統計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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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據吳水源所著間都市化等級區分，在本研究中訂都市化等

級1至3者為都市地區，和都市化等級4至6者為鄉鎮地區。將

9處郵局所在地區劃分為二個區域，分別為都市地區:彰

化，與鄉鎮地區:草屯、水里、竹山、台中港、北港、和

美、花壇和秀水。以城鄉地區為自變項，遭狗咬傷經驗有無

為依變項，使用邏輯迴歸分析，經年資調整後，計算其OR

和95% CI 。

四、本研究統計定義p值小於0.05者，為具有統計上意義。當進

行Chi-Square test時，若列聯表內部分期望值小於5日手，則

採用費歇恰當檢定(Fisher's exact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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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結果

第一節結膜黃斑和自良聽

一、人O 學基本資料

十一處郵局共有394人受檢，男性有252人，女性有142人，平

均年齡為39.1 士 7.5歲，年齡分佈從 18歲至60歲。室內辦事員有

146人(佔37.1%)' 平均年齡37.8 士 5.5歲，年齡分佈從27歲至58

歲，其中男性有的人(10.3%) ，女性有 131人(89.7%) 。郵務士有

248人(佔62.9%) ，平均年齡39.3 士 8.5歲，年齡分佈從18至60歲，

其中男性有237人(95.6%) ，女性有 11人(4.4%)(表 1) 。其中郵務士

的平均戶外工作年資為12.4 +7.5年，年資分佈從 1至37年，其中

年資6至 10年所佔人數最多(67人， 27.0%) 。郵務士平均每日在戶

外工作的時數為5.8+ 1. 3小時，其分佈為從2至9小時，以待在戶

外工作6小時最多(71人， 28.6%) ，待在戶外工作5至7小時者共有

181人(73.0%)(表2和表3) 。

三、結鰻費裁和工作環境及其是各卒齡層去?佈的情

汗三

工作環境與罹患結膜黃斑之間，呈現顯著的關聯(p<0.05) 。在

室內辦事員中，罹患結膜黃斑有的人(4311俑， 29.5%) ，而郵務士

中罹患結膜黃斑有156人(1 56/248 ' 62.9%)(表4) 。郵務士和室內辦

辜負罹患結膜黃斑的盛行率皆以51至60歲年齡層最高，分別為

73.3%和40.0% ;郵務士和室內辦事員罹病盛行率隨著年齡之增高

而增高，立郵務士在各年齡層罹患結膜黃斑的盛行率皆比室內辦

事員的高(圈 1) 。

一、 g民輯和工作環境及其是各平齡海三步佛的情形

- 14 事



工作環境和罹患跟鬚之間，呈現顯著關聯(p<0.05) 。在鄧務士

中罹患跟喜若有 18人(1 8/248 ' 7.3%) ，而在室內辦事員中則無人權

唐、眼鸚(表5) 。在郵務士權患眼鬚主要分佈在的至50歲和51至60歲

兩個年齡層，分別為 10人(1 0/布， 13.2%)和 6入 (6/30 ' 20%)(圖

2) 。

四、結腹背君主主設銀器與性射的願像

男性中罹患結膜黃斑有161人，佔63.9%(1 611252) ， 女性中權

患結膜黃斑有38人， 26.8%(38 /1 42) ，且，性別與罹惡、結膜黃斑有顯

著地關聯(表6) 。男性中罹患眼聽有18人， 11占7.1%(18/252) ，而女

性中則無人罹患眼鬚'且性別與罹患跟勢有顯著地關聯(表7) 。出

於本研究中，女性郵務士和男性室內辦事員所估的人數很少，所

以性別在不同工作環境中對罹愚結膜黃斑或眼騁的影響分析中，

並無法得到適當地評估。

五、結膜黃紅玫眼雪善和陽先夏季費暴露蠱的獻?系

在此邏輯迴歸模式中，控制年齡後，發現結膜黃斑和工作時

陽光累積暴露有顯著的關聯(p<0.05) ;且每增加 1個單位(年×小時

/天)的暴露量，可增加2.09%罹患結膜黃斑的危險。不過在此模式

中，年齡與結膜黃斑的關聯性並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意義。另外用

此模式套用於眼弱中，有了得跟雪慧和陽光累積暴露最未達顯著的關

聯(p=0.08) ;不過發現每增加 1個單位(年×小時/天)的暴露最可增

加0.8%罹患跟弱的危險。在此模式中，年齡與眼鬚的關聯達到顯

著意義(p<0.05)(表8) 。

于寸、都務士中權芝結丹真贊斑攻自民醫荐。養te民銀習慣

的JI~1系

在248名郵務士中，經年齡調整後沒有戴眼鏡罹患結膜黃斑危

險性約為有戴眼鏡的2.3倍(p<O.衍， 95% C. I.為1. 7-2.8) 。在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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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易方筒，沒有戴眼鏡權病的危險性約為有戴眼鏡的1.2倍

(p=0.79 ' 95% C.I.為0.1-5 .4)(表9) 。

第二節邊為咬傷

一、人口學基本資料

共9處郵局 191名郵務士受訪，其中男性有 182人，女性有9

人。平均年齡為39.5 士 8.2歲，年齡分佈從18歲至60歲。其擔任郵

務士的平均年資為12.2 士 7.0年，年資分佈從1至34年，其中年資6

至10年所佔人數最多(53人， 27.7%) 。平均每日在戶外工作的時數

為5.8 士1. 2小時，其分佈從3至9小時，以待在戶外工作6小時為最

多 (61人， 3 1.6%) ，待在戶外工作5至 7小時者共有 152人，佔

79.6% 。未接受狗咬傷調查的郵局(2個郵局)和接受狗咬傷調查的

郵局(9個郵局)之郵務士在性別、年齡、戶外工作年資和平均每臼

戶外工作時數上並無顯著差異(表10和表11 )。

主、會還狗咬傷經驗的頻率少佈q情形

在受訪的 191名郵務士中有 137人曾被狗咬傷的經驗(佔

7 1. 7%)' 其中以被咬傷次數在 1至2次者為最多，共有的人(佔

35.6%) ，其次為3至4次者有的人(佔22.0%)(圈 3) 。在各年資層的

郵務士中，以年資 16至 20年者，遭狗咬傷的比率最高為

82 .4%(28/34) ;其次為年資大於20年者為7 1.4%(1 5/21)(表 12) 。郵

務士遭狗咬傷次數與戶外工作年資呈現弱的正相閱 (r=0.1226 ，

p=0.092) ;其與平均每臼戶外工作時數亦呈現弱的正相閱

(r=0.1406, p=0.052) 。

i 、城鄉地區都務世當選狗咬傷少備情形

城鄉地區郵務士曾遭狗咬傷經驗者，分別佔58.0%(40/69)和

79.5%(97/1 22) ，城鄉地區郵務士與會遭狗咬傷經驗有顯著的關聯

值 16 -



(p<O.05) 。其在鄉鎮地區遭狗咬傷的危險性是在都市地區的2.8倍

(95% CI為2.1~3 .4)(表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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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討 王A、
話問

第一節結膜黃斑與眼聽

在國外許多研究i仙}顯示，戶外工作者比室內工作者較易罹患

結膜黃斑和眼蟹，亦如先前研究，在本研究中，結膜黃斑和跟鬚

與工作環境有闕，立郵務士罹患結膜黃斑和跟鑽的盛行率皆比室

內辦事員高。 Taylor等人[5J曾對美國馬利蘭地區的水產工作者做調

查，其罹患結膜黃斑和眼弱的盛行率分別為77%和 170/0 。然而在

國內有關戶外工作者權患結膜黃斑和眼窮的調查報告則關如。我

們選擇郵務士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因為郵務士是相當穩定的

職業族群，其職業異動性不大，且其職業習性須在戶外工作，在

本研究中可發現郵務士權患結膜黃斑和眼鬚的盛行率分別是

62.9%和7.3% 。其與Taylor等人[5]所得的調查結果相較為低，可能

是因水產工作者所處的環境之陽光反射程度較強，對眼睛的危害

也較大。由於本研究中，女性郵務士和男性室內辦事員所估的人

數很少，故無法進一步適當地分析，在不同工作環境中性別對罹

患結糢黃斑或眼醫的影響。回顧過去相關文獻口，則7] ，並未得到性

別對罹患結膜黃斑或眼聽有顯著地影響。然而在本研究中得到男

性較易罹患結膜黃斑和眼弱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在此研究樣本

中，男性大部份為郵務士，而女性大部份為室內辦事員，所造成

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之故。

自 1960年起陸續一些研究[1 -4， 10州叫指出，陽光中的紫外線可

能為結膜黃斑和眼窮的主函，然而在其他的研究[叫指出，尚有其

他因素影響著結膜黃斑和眼鸚形成，例如:麗、砂或慢性感染

等。但是這些囡素卻存在許多爭議。目前較被接受的論點為結膜

黃斑和眼窮與陽光中紫外線有關。以往許多研究{叭，日，14， 17悼會使用

一些替代變項來評估陽光的暴露，例如:緯度、工作年資、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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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曬時數和平均每年陽光暴露量等，在此我們嘗試將陽光暴露的

估計方式加以量化。由於末將戴安全帽的影響納入陽光暴露量的

計算中，再加上對鏡片的防紫外線效果，採最低阻隔效應，故所

估計的陽光暴露量較實際的陽光暴露量為高佑。不過在此模式中

仍潛藏著一些缺陷，如:在各季節、每日各持段及個人配戴防護

具習慣之差異，所受的紫外線輻射皆不悶，而在此橫斷裂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中卻難以呈現其差異。

罹患結膜黃斑和眼騁的盛行率有隨著年齡層增加而增加的趨

勢，在過去許多研究[1 ，26-28)亦顯示同樣的結果。在年齡和陽光累積

暴露量對結膜黃斑和眼雪慧的影響模式中，控制年齡的影響，可發

現結膜黃誼和眼窮與工作時陽光累積暴露量呈現不同程度的劑量

反應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OR分JJU 1. 0209和1. 008 ; p值

分別<0.05和<0.1) 。

結膜黃斑和眼雪慧皆與長期的陽光曝曬有關，然結糢黃斑和跟

窮的關係至今尚存在著爭議，由於結膜黃斑和平期的眼窮在組織

病理學上有極為相似之處，往往被認為兩者可能存在某些關聯。

Austin 和Arenas等人[12，40，4 1]根據病理學上的證據為兩者為同一病程

的兩個階段，並嘗推測結膜黃斑為跟鬚的先質(precursor) ，但

Taylor等人[5J卻持不同的看法，在其研究中不會發現同一病人罹患

過結膜黃斑和眼鬚。雖然，結膜黃斑不會造成眼睛的不適，但實

際上，已經造成結膜組織型態上的變化，應、可視為陽光暴露危害

的指標。至於，結膜黃斑和眼勢之間的關係尚需更多的流行病學

上的證據來釐清。

有關鏡片對陽光的遮蔽效應，在過去許多文獻[3叫中亦曾提

及，若為樹脂成分的鏡片(plastic lens) ，或是一些具有彩衣(coated)

的玻璃鏡片，其對紫外線的阻隔率可超過98% 。不具彩衣的玻璃

鏡片在阻隔紫外線的效果稍差，但紫外線對其穿透仍可降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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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雖然在本研究中，未對個人所戴的鏡片種類進行調查，但

無論何種鏡片，其對陽光都有相當程度的遮蔽效應。

對郵務士而言，戴眼鏡對結膜黃斑的確有顯著的影響，然而

戴眼鏡對眼鬚卻沒有達到顯著的意義，沒有戴眼鏡罹患眼騁的危

險性約為戴眼鏡的1.2倍，這樣的結果和Mackernzie等人[9J在澳洲

所做的病例對照研究，沒有戴眼鏡罹態、跟鬚的危險性為戴眼鏡的3

至5倍的結果有些差異。由於本研究中，罹患結膜黃斑和眼窮的郵

務士，在此次眼科檢查前，皆不知道何時罹患結膜黃斑和眼弱，

可能有些罹患結膜黃斑和眼弱的郵務士在罹病之後才開始戴眼

鏡，以致所估計的危險性較實際者為低。

在本研究中雖沒有對郵務士的工作帽，所產生遮蔽陽光的效

應做評估，但根據Rosenthal等人間的研究顯示，只要戴上有帽緣

的帽子(brimmed hat)因其帽緣的陰影作用，對眼睛會造成相當程

度的保護作用。目前郵局規定郵務士所戴的工作帽共有二型，分

別為騎腳踏車時所戴閱盤帽和騎機車所戴的安全帽，這兩種工作

帽皆有帽緣 O 雖然可能因不同時段的陽光投射角度和個人戴帽子

的習慣差異，會造成其對陽光遮蔽效果的差別，但是若能嚴格遵

守騎車送信時能配戴其規定的工作帽，應可達到相當程度的陽光

遮蔽效果 O 由於長期陽光曝曬對罹唐、結膜黃斑和眼聽有顯著的影

響，在陽光下適當地保護眼睛的措施似乎相當重要。一日之中，

紫外線輻射暴露量變化相當大，其中以在夏日的上午10時至下午2

時，紫外線輻射暴露室最大，此時最易受到陽光的傷害問。所以

郵務士應該儘量避免此時段待在戶外，可以改採室內郵務工作或

是彈性調整工作時段，以避免眼睛遭受陽光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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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違約咬傷

在我們調查郵務士困戶外工作遭受陽光危害的同時?亦發現

郵務士另一項職業傷害一狗咬傷，雖然此為橫斷型的調查資料，

可能因有回憶偏誤(recall bias)而造成數據低估情形，但由受訪的

郵務士中有七成以上曾有遭狗咬傷的經驗來看，其從業安全應加

以關切。雖然在本研究中未對郵務士遭畜、棄犬咬傷的分佈情形

做調查，根據一項在民國80年闊的全國性調查[37J顯示，遭狗咬傷

的人中，以遭別人所飼養的狗咬傷佔最多(68%) ，其次為遭棄犬咬

傷(25%) 。在本研究中發現遭狗咬傷與城鄉地區有關，且在鄉鎮地

區者的危險性是都市地值的2.8倍。這可能與鄉村地區家犬畜養方

式有關，因為在台灣的農業社會中，有相當多的畜主採不定時或

定時將狗放出戶外玩耍或大小便的放狗畜養方式，不過此種假說

仍須日後的研究進一步調查分析以為佐證。

一般來講，狗較會追咬看來像是逃走人或物，如騎車的郵務

士。整體而言，狗咬人都有以下共同特點問: 1.)當狗安靜地趴著

時，人突然接近或彎腰靠近; 2.)無預警而快速的侵入狗的領域

中; 3.)和狗玩到太過興奮; 4.)戲弄陌生狗或將正在睡覺的狗吵

醒; 5.)狗在進食時，人試圖將其食物拿走或移動狗的碗盤。由上

述特點可知，郵務士騎車送信時，的確較易遭狗追咬。藉由獸醫

專業人員教育以撩解狗的行為，及加強郵務士相關預防狗咬傷的

知識'tJ、減少此項意外的發生。

台灣大學葉力森等人附會做一項有關犬隻數量調查統計，台

灣地區犬隻數量估計有237萬隻'其中棄犬約有130萬隻，估了一

半以上，而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及登記的犬隻卻僅有5萬5千多

隻，登記注射率不及百分之三，此日益嚴重的棄犬問題，加上台

灣鄰近地區或國家都是狂犬病疫笛，一旦傳入狂犬病，將對郵務

士的從業安全造成相當大的威脅。所以郵務士若不幸被狗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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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及時就醫，除治療一般細菌感染症，亦須觀察咬人的狗，

並採取適當預防狂犬病措施(附錄4) 。

根據一項有關對於國內畜犬管理規定調查阱，42]顯示，民眾不知

道養狗需要登記及預防注射者佔300/0 '而不知道攜犬外出時需戴

狗鍊者更高達48% 。其間暴露出國內畜犬的管理和法令的宣導不

足，所以除了教育訓練郵務士對於狗咬傷的認知及應變能力之

外，另一方面尚需農政、環保相關單位，加強畜犬的管理和法令

的宣導，如攜犬外出時需帶狗鍊和嘴套、養狗需要登記及接受預

防注射等。如此，狗咬傷的意外才能減少，郵務士的從業安全才

會得到適當的保障。

本研究樣本小且屬目的取樣，推論層面受到限制。如果各方

面的研究條件都能配合，應取樣白不同地區的郵局，包括北、

中、南和東部地區的郵務人員為調查樣本，使結果擴大推論層

面。此外，本研究屬於橫斷型研究，因此有些因果關係之時序

性，無法驟下結論，只能解釋其相關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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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與建議

郵務土長期受到陽光曝曬的確較易罹患結膜黃斑和眼鸚。如

果陽光曝曬的時間增長，罹惡、結膜黃斑和眼窮的危險性亦會增

加。適當而有效的保護眼睛措施，對郵務土而言，顯得十分的重

要。所以建議: 1)郵務士儘蠹避免在紫外線輻射強烈的時段，上

午10時至下午2時，待在戶外工作，可以改採室內郵務工作或彈性

調整戶外工作時段; 2)郵務士在戶外工作時，應配戴適當防護

具，如:有帽緣的帽子和眼鏡，以減低陽光曝曬程度。由於郵局

所規定配戴的制式工作帽，皆有帽緣，應可得到適當的防護效

果。至於眼鏡的選擇方面，可選擇紫外線阻隔率較佳的樹脂鏡片

或是具有彩衣鏡片，以減少縈外線輻射程度; 3)定期接受眼科檢

查，發現已罹患眼勢時，應儘量減少擔任外勤的時間，若跟學費嚴

重到侵犯視軸區時，除了需接受手術治療外，並應申請轉任內勤

工作，以避免進一步遭受陽光傷害 O

郵務士在送信途中，的確存在遭狗咬傷的威脅。對於郵務士

而言，防治之道為: 1)加強郵務士對防範狗咬傷之安全教育; 2) 

若不幸遭狗咬傷時，除了迅速就醫外，應再配合預防狂犬病措

施 O 此外，最重要的仍需要政府相關單位、民閉關體和社會大眾

相互配合，嚴格執行犬隻管理的法令，以減少遭狗咬傷的意外發

生。

由於本研究的結果發現結膜黃斑、眼雪慧和狗咬傷等職業傷害

的確危害著郵務士。因此，如何降低結膜黃斑、眼窮和狗咬傷的

發生率及加強權病後續醫療照顱，以減少因職業傷害所致人力流

失，乃為當今郵務士從業安全上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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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十一個郵局受按人員之人口學資特的=394)

室內辦事員 郵務士 合計

人數(人， %) 146 (37.1%) 248 (62.9%) 394 

性別(人， %) 

Y間3 的(10.3%) 237 (95.6%) 252 

女 131 (89.7%) 11 (4.4%) 142 

年齡(歲)

平均 37.8 39.3 39.1 

標準差 5.5 8.5 7.5 

範圈 27~58 18~0 18~60 

也 28 -



表2. 十一個郵局的郵務士工作上之基本資料(N=248)

郵務士

戶外工作年資(年)

平均 12.4 

標準差 7.5 

範園 1.0~37.0 

眾數 5.0 

平均每日戶外工作時數(小時/天)

平均 5.8 

標準差 l.3 

範圓 2.0~9.0 

反數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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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十一個郵局的郵務士之工作史分佈情形(N=248)

郵務士

人數 百分比例)

戶外工作年資(年)

三三 5 52 21.0 

6-10 67 27.0 

11-15 55 22.2 

16-20 42 16.9 

三主 21 32 12.9 

平均每日戶外工作時數(小時/天)

<5 39 15.7 

5“ 7 181 73.0 

>7 2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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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郵局受檢人員權怠結膜黃斑之人數分佈情形(N=394)

結膜黃斑

有

室內辦事員(人， %) 的 (29.5%)

郵務士(人， %) 156 (62.9%) 

p<o.的，使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會 31 -

鈕

103 (70.5%) 

92 (37.1 %) 

合計

146 (100.0%) 

248 (100.0%) 



表5. 郵局受撿人員權患自民聽之人數分佈情形(N=394)

眼窮

有 無 計合

(
疋

。
檢
紗
，
方

人
叫

-
H

顆
小
平
快

辦
士
一
乃

內
務
一
圳

室
郵

-
F

。 (0.0%)

18 (7.3%) 

146 (1 00.0%) 146 (1 00.0%) 

230 (92.7%) 248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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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性別罹患結膜黃斑之人數分佈畸形的=394)

結膜黃斑

有 鑑 合計

男(人， %) 161 (63.9%) 91 (36.1%) 252 (1 00.0%) 

女(人， %) 38 (26.8%) 104 (73.2%) 142 (100.0%) 

p<O肘，使用卡方檢定

句
3

吋
3



表7. 不同性剎摧患眼聽之人數分佈畸形(N=394)

眼 套書

有 無 合計

男(人， %) 18 (7.1%) 234 (92.9%) 252 (100.0%) 

女(人， %) 。 (0.0%) 142 (100.0%) 142 (100.0%) 

p<O.衍，使用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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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年齡和陽光累積暴露量對權患結膜黃斑和自民窮的邏輯迴

歸分析(N=394)

年齡
(歲)

結膜黃斑 眼 變

OR 95%CI P1i直 OR 95%CI p值

1.0042 0.9697- 1.0387 0.8094 1.0977 1.0152- 1. 1802 0.0267 

陽光累積暴露
暈1.0209 1.0141- 1.0278 <0.0001 1.008 0.9990- 1.0170 0.0814 

(年×小時/天)

- 35 -



表9. 郵務士中戴眼鏡和權患結膜黃斑或眼躊分佈情形，及其

經年華今調整後之勝算比例=191)

結膜黃斑

有 無

戴眼鏡

有 56 53 

鈕 100 36 

統計模式採邏輯迴歸分析

車 p<0.05

** p=0.79 

OR(95% CI) 

1.0 

* 2.3 
(1. 7~2.8) 

國 36 四

有

6 

12 

跟 喜事

無 OR(95% CI) 

103 1.0 

125 1.2** 
(0.1~5 .4) 



表10. 十一個郵局中接受狗咬傷調查的郵局 (9個郵局)和未接

受狗咬傷調查的郵局 (2個郵局)在人口學和工作上基本

資科之比較(N=248)

郵務士

接受狗咬傷調查未接受狗咬傷調查 P11直

人數(人， %) 191 (77.0%) 57 (23.0%) 

性別(人， %) NS+* 

男 182 (95.3%) 55 (96.5%) 

女 9 (4.7%) 2 (3.5%) 

年齡(歲) NS料

平均 39.5 40.6 

標準差 8.2 9.4 

範摺 18~60 23~0 

戶外工作年套(年) NS** 

平均 12.2 13.0 

標準差 7.0 9.1 

範閻 1.0~34.0 1.0~37.0 

眾數 5.0 4.0 

平均每日戶外工作時數 NS** 
(/J、時/天)

平均 5.8 5.6 

標準差 1.2 1.6 

範閻 3.0-9.0 2.0~8.0 

農數 6.0 4.0 

+ NS表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 使用卡方檢定，當列聯表內部分期望值小於5時，則採用費歇恰當檢定

(Fisher' s exact test) 

**使用Student' s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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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接受狗咬傷調查(共9個郵局)的郵務士之工作史之分佈畸形

(N==191) 

郵務士

人數 百分比例)

戶外工作年資(年)

三三5 38 19.9 

6耐 10 53 27.7 

11 “ 15 45 23.6 

16圖20 34 17.8 

孟三 21 21 11.0 

平均每日戶外工作時數(小時/天)

<5 20 10.4 

5-7 152 79.6 

>7 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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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不同工作年資的郵務士曾遭狗咬傷之分佈畸形(N=191)

狗咬傷頻率(次)

。 1-2 3-4 5-6 這7 總計

年資(年)

三三 5 13人 的人 9人 1入 。人 38人
(34.2%) (39.5%) (23.7%) (2.6%) (0.0%) (1 00.0%) 

6-10 13人 17人 14人 7人 2人 53人
(24.5%) (32.1 %) (26 .4%) (13.2%) (3.8%) (100.0%) 

11-15 16人 的人 8人 4人 2入 的人
(35.6%) (33 .3%) (17.8%) (8.9%) (4.4%) (1 00.0%) 

16-20 6人 14人 7人 3人 2人 34人
(17.6%) (4 1.2%) (20.6%) (8.8%) (11.8%) (100.0%) 

這 21 6人 7人 4人 2人 2人 21人
(28.6%) (33.3%) (19.1%) (9.5%) (9.5%)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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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城鄉地區郵務士遭狗咬傷的經驗分佈情形及經年資調

整之勝算比例=191)

遭狗咬傷的經驗

無 有 OR(95% CI) 

都市地區的郵務士(人， %) 29 (42.0%) 40 (58.0%) 1.0 

鄉鎮地區的郵務士(人， %) 25 (20.5%) 97 (79.5%) 2.8* (2.1~3 .4) 

* p<o.的，統計模式採邏輯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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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區郵政管理局組織系統表

附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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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錄2

問巷

填寫日期:一一一年一一一月一一一日
工作編號:

l. 姓名:

生曰: 年一一一一月 日
性剖:口男口女

身份證字號:一一一一一
平常是否戴眼鏡?

口:否，

口:有，戴 年，一天戴一一一…小時。

2. 請問您在 郵局服務。

前後共服務: 年。

3 擔任外勤: 年，一天工作 小時，每天送信 小時。

擔任內勤: 年，一天工作 小時。

4. 送信騎車有否戴眼鏡?

口:否

口:有， 年，戴 小時。

5 除了郵局之工作在進郵局之前，是否曾從事其他工作?
口:否

臼:走，請詳細描述您從事其他工作的情形(按時問先後順序)

A.什麼工作一天工作一一一一一一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 IJ、時，共一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B. 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c.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個小時，共一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 11、時，共一一年

D. 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到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E.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小時，共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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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主~3

只身 叫
一
本
}

一
一

填寫日期:一一年一一月一一日
工作編號:

1. 姓名:

生曰: 年 月 臼

性剎:口男口女

身份證字號:

平常是否戴眼鏡?

口:否，

口:有，戴一一一年，一天戴一一一小時。
2. 請問您在 郵局服務。

前後共服務: 年。

3. 擔任外勤: 年，一天工作 小時，每天送信一一一一小時。
擔任內勤: 年，一天工作 小時。

4 送信騎車有否戴眼鏡?

口:否

口:有， 年，戴 小時。

5 過去騎車送信時是否有曾遭狗吱傷的經驗?

口:否

口:有，曾被咬傷過幾次?

6. 除了郵局之工作在進郵局之前，是否曾從事其他工作?
口:否

口:是，請詳細描述您從事其他工作的情形(按時間先後順序)

A 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一一年
如泉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B.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一年
如泉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c.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射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D. 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一一年
如泉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到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一一小時，共一一年

E 什麼工作一天工作 小時，

大約會接觸陽光(即室外工作)一一一小時，共一一一年
如果工作時會接觸陽光，則一天內大約會戴眼鏡，1、時，共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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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錄4

不同環境所採取之預防狂犬病措施

咬人之動物的情況 建議之處理措施
暴露情況

咬傷當時 十日問之觀察(的挂)

無受傷 健康 健康 無須注射疫苗或

僅間接接觸
疑似狂犬病 健康或有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

地觸皮膚、抓傷或擦 健康 無須

傷、輕微咬傷(於手 健康
狂犬痴 注射疫苗

臂、軀幹或腿部)

疑似在犬病 健康 開始注射疫苗，

如果再觀察五

夭，動物仍很健

康則停止注射。

狂犬病 開始注射疫苗，

如診斷確定，則

執行疫苗全程注

射。

狂犬病:野生動物或 執行全程之疫苗

不值得觀察之動物 注身t

舔‘觸黏祺或嚴重之疑似或確定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疫

咬傷(咬傷多處或臉 或野生動物或不值 苗，除非家中寵

部、頭部、頸部、手 得觀察之動物 物在觀察五天仍

指之傷口)或受害者 看起來健康，才

為嬰幼兒時 可停止處置措

在色 。

的挂:誰怠狂犬病的貓、狗通常在5-8夭內，會有行為上之改變，顯得亢奮或者

麻痺，隨後死亡。其他疑似狂犬病的寵物及野生動物必須立即宰殺，並以螢光

抗體染色法檢至全是否為確定狂犬病例。(資料來源: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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