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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戶外工作虎頭蜂螫危害預防指引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04年 2月 17日勞職綜 3字第 1041003176號函 

一、前言： 

每年全台虎頭蜂螫消息頻傳，受螫者輕則腫脹劇烈疼痛，嚴重時會出現

過敏性休克甚至致死，對從事戶外工作者造成極大的威脅。虎頭蜂的攻擊常

出其不意，一旦招惹常有嚴重後果，因此，瞭解虎頭蜂的習性，方能減少被

毒蜂螫叮的機會，甚至遭蜂螫時能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反應，使自身或周遭人

員之傷害降至最低。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條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

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爰此，勞工於

戶外作業，雇主有責任注意工作場所周遭可能突發狀況，適當安排工作內容，

以保護勞工減少虎頭蜂螫之危害，爰訂定本指引。 

二、本指引適用對象： 

(一) 從事戶外工作之勞工及其雇主、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及該工作場所負責人。 

(二) 自營作業者得視狀況，參酌本指引辦理。 

三、虎頭蜂活動高峰季節 

每年五月開始，虎頭蜂群數目明顯增加，七、八月夏季期間達到最高峰。 

四、容易接觸到虎頭蜂之戶外工作者 

(一) 景觀維護業工作者 

(二) 園藝業工作者 

(三) 農業工作者 

(四) 林業工作者 

(五) 土木建築與修繕業工作者 

(六) 空調裝修業工作者 

(七) 觀光旅遊業工作者 

(八) 田野調查人員 

五、從事戶外工作可能遭受虎頭蜂螫之高危險群，雇主應採行措施： 

(一) 使工作者接受虎頭蜂螫危害預防與藥劑防護教育訓練。 

(二) 使工作者接受急救教育訓練。 

(三)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

並留存紀錄備查，若有曾遭受虎頭蜂螫之勞工應特別注意，儘量避免

安排至可能遭受虎頭蜂螫之工作場所。 

(四) 戶外工作時應隨時注意周遭環境狀況，遇有突發事故，應使工作者緊

急退避至安全場所。 

(五) 置備必要之急救搶救設備及解毒藥物(如 Ana-Kit或 Epi-Pen)等。 

(六) 雇主應使工作者穿戴表面光滑及淺色之長袖，或提供必要之防護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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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 

六、從事戶外工作如何預防虎頭蜂螫： 

(一) 進入工作場所前，務必先仔細觀察施工地點周遭是否有虎頭蜂個體活

動或是否有類似蜂巢結構之物體，並應每隔 50公尺確認無虎頭蜂出

沒之虞後，始進行相關作業活動。 

(二) 避免至無人走過之草徑或草叢，山岩、樹枝及地面洞穴都可能是蜂巢

築巢之所，戶外作業時應留心觀察，是否有擔任警戒、巡邏任務的虎

頭蜂，如果有 2-3隻巡邏蜂於身旁打轉並盤旋不去，切勿吼叫、猛力

揮打，務必保持鎮靜，低身緩慢安靜離開。 

(三) 虎頭蜂會被甜食吸引，吃剩的果皮、食物及袋子應包好放入垃圾箱

內。 

(四) 於山區作業之工作者工作時請避免著深色表面粗糙之衣帽，儘量將長

褲管紮入鞋靴中。 

(五) 陰雨天，蜂類大多不外出，因巢內擁擠易被激怒，請於山區工作時特

別小心，勿碰觸蜂巢。 

(六) 如不幸面臨已被激怒的攻擊蜂，最好以衣物將頭、頸部包住，儘可能

減少身體暴露，低身大步抱頭鼠竄，千萬不可臥倒或停留現場，如尚

有逃跑機會可選擇，請向順風(下風)處跑，千萬不要朝蜂巢方向跑。 

七、虎頭蜂螫後的現場緊急處置 

(一) 遭虎頭蜂螫傷，患部可能會留下螫針，離開現場後應立即檢視，在被

螫傷的部分，找出蜂刺，用針頭鑷子或針挑，不要用手擠壓傷口，以

減低毒液進入體內之量。部份人員被螫傷之後 10-30分鐘會出現蕁麻

疹，此時可考慮送醫施打抗組織胺，並讓患者處於通風涼爽之環境。 

(二) 虎頭蜂螫之病程進展為：劇烈疼痛→腫脹→搔癢→症狀消除；程度會

隨個人體質、蜂種、螫刺數等因子而不同，冰敷螫傷處可減輕疼痛及

腫脹，但患者如出現暈眩、心悸、呼吸困難等症狀，務必緊急送醫。 

(三) 蜂螫後應特別注意是否出現過敏性休克症狀，少數對蜂毒過敏的人可

能短時間內產生休克反應，現場可由急救防護員施打腎上腺素，立即

送醫。 

(四) 民間流傳的尿液、姑婆芋汁液等，可中和蜂毒液及緩解虎頭蜂螫傷，

不過均未經過科學驗證，若身處野外又缺乏急救資源時，可嘗試之。 

(五) 由於蜂螫致過敏性休克死亡，多在送達醫院前即發生，因此在美國建

議一般養蜂及郊遊、登山者，最好隨身帶有治療過敏性休克的特別裝

備，如 Ana-Kit或 Epi-Pen(內含治療過敏性休克最重要的藥物-腎上

腺素，只要用手輕輕一按，藥物很快即可進入體內)以備不時之需。 

八、虎頭蜂螫之毒性反應與醫療措施： 

(一) 少量螫刺，局部反應：如果螫刺數少於 20，且無過敏反應者，大多數

只有在螫刺部位因毒蛋白引起局部的紅、腫、熱、痛、癢等反應，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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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在離開現場後，應檢視被螫傷的部位，如有螫針殘留，可利用指甲、

刀片或信用卡輕輕將螫針挑掉，然後清潔傷口、冰敷、局部塗抹抗生

素加類固醇軟膏，也可加上口服抗組織胺。 

(二) 少量螫刺，過敏反應：如果對某種虎頭蜂過敏(通常是被該種蜂螫過

而激敏化)，下次被同種蜂螫時(不限螫刺數)，便有可能會發生過敏

症狀。過敏的表現不一定相同，如果引起聲門水腫而阻塞呼吸道，或

最嚴重的「過敏性休克」，便有可能致命，對過敏性休克之急救措施，

應由合格急救防護員或醫師施打腎上腺素注射、或施以 CPR等，可延

緩過敏症狀。 

(三) 大量螫刺，全身性中毒反應：當螫刺數大於 20到 30 針時，便有可能

引起全身性的中毒反應。螫刺數越多，毒性越強，致死率也越高。此

種反應是延遲性的，初時傷者生命跡象尚稱穩定，但後續發生凝血障

礙(播散性血管內凝血症 DIC)、代謝性酸中毒、急性腎衰竭等合併症

而致死，如果被虎頭蜂大量螫刺，應立即送醫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