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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自己及工作地點
中其他人士的安全及
健康。

使用由僱主提供的安
全設備及遵從僱主訂
定的安全施工制度。

提供及維持安全和不
會危害健康的作業裝
置及施工系統。

作出安排以確保在使
用、處理、貯存或運
載作業裝置或物質方
面是安全和不會危害
健康。

提供所需的資料、指
導、訓練及監督，以
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
康。

提供及維持安全進出
工作地點的途徑。

提供及維持安全及健
康的工作環境。

確保該處所、進出該
處所的途徑、存放於
該處所的任何作業裝
置或物質是安全和不
會危害健康。

僱主的責任 僱員的責任 處所佔用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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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每一位員工均有密切的關係，不論你是行政主管或是

前線員工，對維持安全的工作環境都須肩負一定的責任。

員工在工作時必須遵守安全及健康規例。員工若能遵從安全

及健康守則並視它為工作的一部分，那麼遭遇工傷的機會就

會大大減少。

本職業安全及健康指引適用於旅遊業，旨在幫助業內的僱主

及僱員能更好地履行他們在職安健上的責任。

須知道要獲取良好的安全及健康表現，僱主及僱員的衷誠合

作和信任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否則「意外」就有機可乘，對

公司和個人均造成損失。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僱主、僱員和處所佔用人、

都有法定的責任。

序言一序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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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遊車司機
旅遊車司機因工作關係須長時間坐在駕駛椅上，若沒有注
意有關的職安健要點，可患上筋骨肌肉勞損和泌尿道疾病
等健康問題。

1.1 筋肌勞損

筋肌勞損的成因：

駕 駛 引 致 的 慢 性 頸 、 背 受 傷
是 由 兩 個 主 要 因 素 相 互 作 用
所 造 成 ：

• 長時間坐在駕駛席。

• 全身震動。

其他的危害因素：

• 不良的駕駛姿勢。

• 駕駛時，須經常扭動和伸展身
體以獲得較佳的行車視線。

• 須兼顧其他可能引致背部筋肌
勞損的工作，如提舉重物。

• 個人因素，例如身體肥胖等。

預防肌腱勞損：

車輛機件及駕駛技巧方面

• 經常檢查和維修懸掛系統，確保操作正常。

• 應盡量選用避震較佳的車輛。

• 適當地調校座椅、 盤和其他可調校的設備，以達致自
然及舒適地駕駛。

• 確保輪胎配合路面及氣壓適當。

• 確保司機座椅提供足夠承托給身體，
需要時使用合適的腰墊承托腰背。

• 駕駛時，選擇行走較平坦的路面，避
免車輛輾過路坑或雜物。

• 在不平坦的路面上，應以慢速駕駛。

• 如有需要，可在座位上加上坐墊，吸
收震動。

個人方面

• 採用自然的坐姿，並在可能範圍
內，間歇地改變姿勢來轉移身體的受壓點。

• 如情況許可，不妨定時稍作休息，舒展筋骨。

• 長時間駕駛後，避免立即提舉重物，應稍作小休和舒展
身體。若無可避免要提舉重物，須採取正確搬運姿勢。

• 避免身體過胖，應多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1.2 泌尿道疾病

泌尿道疾病的成因

旅遊車司機多需要長期間開車，因而不敢喝水及經常忍
尿，加上塞車或找不到廁所而容易造成尿道疾病。此外，
司機因為缺乏水份，亦較一般人容易患上腎結石。

預防泌尿道疾病：

司機須多補充水份 (每天至少要飲用 2500 毫升的水)，
平時行車應多留意公廁的位置，有需要時便上廁所，避
免忍尿。

二二二

適當地調校座椅和 盤，
以達致自然及舒適地駕駛

提舉重物時，須採
取正確搬運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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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為一個職業司機，駕駛時更要小心謹慎，隨時留
意路面情況，確保駕駛安全。

1.3�駕駛安全要點：

•�每天開車前，應檢查車輛之掣動及轉向效能、車胎氣壓
和標板顯示等是否正常。

•�若發現車輛有任何問題或損壞，應立刻停止使用及向上
司報告。

•�開車前，須扣上安全帶。

•�行車時要集中精神，不應東張西望及傾談手提電話。

•�遵守行車速度限制，並與道路上其他車輛保持安全距離。

•�注意彎道交叉口。

•�轉線須看倒後鏡。

•�車在高速時勿猛轉�盤。

•�切勿酒後駕駛及避免服用藥物後駕駛。

•�日常生活需要有足夠的休息，確保有充足的精神來駕駛。

2.�領隊及導遊
領隊及導遊的日常工作是接待及帶領旅行團觀光風景名
勝、讓遊客認識和體會該地方的風土人情和特色，所以他
們的工作性質是戶外為主。此外，領隊和導遊的工作有不
少時間在交通工具 (例如：旅遊車)上，講解旅遊資料給遊
客知道。所以天氣和
在交通工具上的工作
姿勢均對他們的職業
安全健康構成一定影
響。以下是一些領隊
及導遊工作應注意的
職安健要點。

2.1 天氣

2.1.1�酷熱天氣

中暑

若領隊及導遊須長時間在炎熱和濕度高的戶外工作，便有
機會引起中暑危險。

中暑是人體未能適應高溫的工作環境、而產生的一些健康
問題，一般的症狀包括：

•�非常口渴、疲倦、四肢
乏力、頭暈眼花

•�噁心、 頭痛

•�短暫神智不清

•�皮膚濕冷、面色蒼白

•�脈搏急速及微弱，甚至
肌肉抽縮疼痛

駕駛時要謹慎小心，隨時留意路面
情況，確保駕駛安全

長時間在炎熱和濕度高的戶外工
作，可引起中暑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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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 認識天文台的氣象警告內容。

• 清楚公司對颱風、暴雨、雷暴等的特別安排。

• 帶備通訊設備 (例如：流動電話、傳呼機和收音機等)，
並留意電台的最新消息。

• 定時和同事保持聯絡。

• 發覺情況轉壞時，須立即離開該危險地方及前往安全地
點暫避。

• 避免單獨工作。

2.2 聲帶勞損

在領隊和導遊的日常
工作中，向遊客講解
旅遊資料是必須的，
尤以導遊工作為甚、
所以很容易會有聲帶
問題。原因主要是說
話時呼吸方法不對、
或錯用聲帶發力，引致聲帶勞損或產生聲沙。所以領隊及
導遊應認識保護聲帶的方法以避免聲帶出現問題。

保護聲帶的方法包括：

• 養成慢慢說話的習慣

假如說話急促、甚至一連串說得上氣不接下氣，會導致
發聲不當，應減慢說話速度。

• 避免大叫、尖叫、大笑和喝采

如日常生活有太多的大叫、大笑及喝采的機會，則要盡
量避免參與這些場合。

• 說話時，音量、速度和音調要適中

如說話不到十分鐘、就覺得喉乾、不夠中氣、出不到聲，
都顯示音量、速度或音調不適中。

而引致中暑的主要危害因素包括：

• 高溫

• 潮濕

•

• 高熱輻射 (例如 : 直接曝晒於太陽下)

• 穿著妨礙空氣流通及汗水揮發的衣服

• 在酷熱環境下需大量體力勞動

預防中暑的方法 :

• 注意工作環境的通風和溫
度情況。

• 避 免 長 時 間 在 陽 光 下 曝
晒。當感覺不適時，應盡
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 多飲水或其他補充電解質
的飲料、以補充因流汗而
失去的水份和鹽份。

• 應 穿 著 合 適 的 衣 服 ， 例
如：通爽及天然質料的衣
服有助身體散熱、淺色的衣服可減少熱能的吸收及容易
散熱、鬆身的衣服亦有助汗水揮發及配戴適當的帽子。

此外，在猛烈的太陽下，領隊及導遊應重複塗上了防晒系
數15或以上的太陽油，以免受太陽紫外線所晒傷。

2.1.2 惡劣天氣

颱風、暴雨、雷暴等惡劣天氣對領隊及導遊做成工作上的
困難，甚至構成危險。

戶外工作時，穿著合適的衣服
可有助身體散熱，避免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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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患有感冒時，要特別注意 [沉默療法]

�上呼吸道的感染，有時會引起聲帶急性發炎、水腫而 [失
聲]。所以，感冒時宜盡量少說話，讓聲帶徹底休息，更
不可以吼叫或說悄悄話。這時的 [沉默療法] 對 [失聲] 是
最好的處方。還有在冬天、乾燥的季節，盡量避免用口
呼吸。

2.3�不良的工作姿勢

領隊和導遊在日常工作中少不免需要幫旅客提放行李，而
導遊更須在旅遊車內長時間站立來介紹旅遊資料。這些情
況的工作姿勢若處理不當(例如 : 經常彎腰提舉，扭腰，過
份伸展身體等)，便引起筋肌勞損問題 (例如 : 頸梗膊痛、
腰背痛) 和血液循環問題 (例如: 因長期站立導致下肢靜脈
曲張)。所以認識有關的預防方法、避免問題的發生。

2.3.1�正確的人力提舉技巧

•�避免在嘈雜環境中說話

	 在噪音過高的環境中說話，會使我們
不自覺地提高音量，增加聲帶負擔。

•�盡量少說悄悄話

	 [細聲說話] 跟 [悄悄話] 的發聲方法
是不同的。[細聲說話] 是將音量放
小，用適當的音調來說話 ; 而 [悄悄
話] 是不須聲帶震動而發聲，這是一
種十分費力說話方式，而且音調不
當，反而容易對聲帶造成傷害。

•�不要長期側著頭跟人談話

	 說話時，頭要直，而頭、面、頸、喉部的肌肉要放鬆。

•�在可能的情況下，避免咳嗽、清喉嚨

	 如控制不到的話，則盡量放輕來咳。清喉嚨通常可以受
到控制的，如覺得非常不舒服的話，則用 [吞口水] 或飲
小量清水的方法使黏在喉部的痰液除去。

•�多喝水

	 經常保持口腔、嘴唇及室內濕
潤，可使發聲較容易。特別是
對那些喜歡睡覺時開冷氣的人
更為重要的。所以，隨時補充
水份，避免在口乾舌燥的情況
下說話是很重要的。如遇喉嚨
乾涸時，嘗試用口吸水蒸氣。

•�不要吃味道太濃或太刺激的食物

•�避免在空氣污濁的環境中說話

�在空氣污濁的環境中，要盡量
減少說話，以減低感染細菌的
機會。

搬運時不應急
速，利用雙腳
轉身，不可扭
腰。將貨物緊貼身

體及運用雙腿
力量慢慢將物
件提起。

雙腳分開至肩
寬，視察物件
是否有尖銳表
面。 彎曲膝蓋蹲下，

腰背保持平直，
手掌及手指緊握
物件。

說話時，頭要直，
而面、頸、喉部的

肌肉要放鬆

說話時，音量、速度和
音調要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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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避免長期站立

長期站立能影響腳部的血液循環，引起腿部血管浮現，
造成下肢靜脈曲張。

所以應盡量避免長時間站立及多活動雙腳來幫助腳部的
血液循環，並配合坐下小休。而穿著有彈性的長襪亦有
舒緩的幫助。

2.3.3�休息及舒展運動

•�要讓肌肉筋骨得到充足的休息，以免積聚疲勞。

•�利用休息的時間做一些伸展運動去舒展筋骨，和讓肌肉
鬆弛。以下是一些例子：

謹記：做伸展運動時，不應過急和勉強，否則弄巧反拙。

2.4�絆倒和交通意外

領 隊 和 導 遊 的 工 作 很 多 時 須 照
顧 遊 客 上 落 旅 遊 車 ， 導 帶 他 們
橫 過 街 道 往 返 觀 光 點 ， 往 往 因
專 注 遊 客 的 安 全 和 秩 序 ， 忽 略
周 邊 的 交 通 或 路 面 情 況 ， 可 引
致 被 車 輛 撞 倒 、 絆 倒 或 碰 撞 前
面 障 礙 物 ， 造 成 意 外 。 所 以 領
隊 、 導 遊 和 旅 遊 車 司 機 應 互 相
照 應 ， 提 高 警 覺 ， 留 意 身 邊 的
交 通 情 況 和 路 面 情 況 ， 避 免 意
外的發生。

2.5�工作壓力  

領隊和導遊的工作須照顧遊客的安全及短暫性保管他們
的旅遊証件，所以責任重大。有時亦須處理一些突發性
的情況或受到團友的投訴，因此工作壓力絕不輕。

每當談及「工作壓力」時，大部份人都認為它祇會產生
負面影響，令身心蒙受傷害，例如：神經衰弱，精神不振，
胃部和心臟出現毛病等。

但其實適當「工作壓力」有其正面作用，它是一股推動力，
能促進工作效率和質素。

當然過大而持續的工作壓力，除了會降低機構的生產力外，
更可以危害員工的身心健康，甚至破壞家庭與社會的和諧。

壓力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更是無可逃避的事情，
我們應該積極一點來面對它，重要是取得平衡，轉化壓
力為奮進力量，增添生活的姿采。下列是一些預防及管
理工作壓力的方法，藉以促進員工的職業健康，及提升
機構的生產力。

伸展運動
雙手手指互鎖，
手臂向上伸直，
把掌心向上。

肩部鬆弛運動
把肩膊提高向
後轉動，然後
放鬆，向相反
方向重複上述
動作。

屈掌運動
向前伸直右手，手
背向上，左手輕輕
捉住右手�手指，
然後稍為向後拗約
十秒；然後伸出左
手，重複動作。

頸部鬆弛運動
將頭側向左邊，
然後側向右邊；
跟著向前，然後
向後，記著要保
持腰部挺直。

留意身邊的交通情況和路
面情況，避免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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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機構對工作壓力的管理

•�提供工作訓練，足夠指示和持續發展的機會給員工，增加
他們對工作勝任能力和信心。機構應表現出樂意幫助員工
的態度和誠意。

•�讓員工對某些工作安
排的決策發表意見，
並加以考慮和採納。
設立或增加一些溝通
渠 道 ， 促 進 彼 此 了
解，發揮合作精神。

•�工作的要求須嚴謹但
應合理。

•�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
作環境及工作設備，
並制訂及指導員工採取安全的工作方法。

2.5.2 提升個人對工作壓力的應付能力

•�凡事不應過份執著，用積極態度面對問題。

•�有效處理問題本身才有助減壓，例如工作編排有充足的
準備，可減低忙中有錯的機會。若幾個問題需要解決的
話，應依據刻急容緩的次序，按部就班地處理，壓力自
然可減輕。保持頭腦清醒是有效處理問題之先決條件。
應付壓力的能力改善並非一朝一夕可見效，必須經長時
間，透過嘗試和練習才可成功。

•�宣洩壓力帶來的情緒起伏。向家人及朋友坦誠傾吐，尋
找意見和解決辦法。

•�維持健康的生活模式，例如：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和充
足休息。

•�認識多一些有關壓力過大的徵狀，有助及早察覺它，避
免問題惡化及盡快作出改善。

•�需要時，應找醫生尋求專業協助。

3.�文職員工

旅遊業內文職員工主要
是指在旅行社票務及訂
位部工作的同事、他們
日常工作中以電腦操作
和接聽電話佔大部份，
若忽略了正確的工作姿
勢 和 妥 善 的 工 作 間 編
排，員工的健康便有所
影響。此外，辦公室並非我們想像中那樣安全，意外偶有
發生，所以我們應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

3.1�辦公室安全

•�濕滑的地面可引致員工滑倒。發現地面濕滑時應即時清
理；若未能即時處理，應放置警告牌，以提醒行人。

•�應在透明光亮的玻璃門上適當位置張貼標誌，以免令行人
撞向玻璃。

•�應該小心處理和擺放尖銳的物件如刀片、剪刀及襟釘等，
以免弄傷自己及他人。

•�文件柜使用後應立即關好，以免絆倒或撞傷行人。

•�凌亂及鬆脫的電線容易使人絆倒，應固定及整齊擺放電
線，並遠離通道。

•�出口及通道不可作儲物用途和保持清潔。

•�高處提取物件時，應使用梯具或踏�。

3.2 操作電腦

不正確地操作電腦，容易患上肌肉和骨骼疼痛、疲倦、雙
目疲勞不適和視力模糊等毛病。為了減低於操作電腦時所
引起的職業健康問題，應注意以下要點：

設立一些溝通渠道，促進彼此了
解，發揮合作精神



蓋好遮光板，避免強
光刺激眼部

3.2.1�電腦終端機：

•�視線與顯示屏應成直角。

•�眼睛與顯示幕之距離應保持為300-600毫米之間。

•�眼睛要稍向下望顯示幕，但不應超過20度。

•�光源應從頂部而來，如背後有窗，應放下百葉簾，以減低
顯示幕產生反射眩光。

•�採用文件架將稿件放在螢光幕旁邊，以避免操作時不停
轉動頭部及眼睛。

•�操作鍵盤時應保持手肘屈曲
約90度。

•�長時間工作時要有適當的小
休作紓緩。

•�休息時作適當的伸展運動。

3.3�辦公室工作間的設計

辦公室的工作間包括辦公桌、座椅、文件架、鍵盤，腳踏等。
在設計辦公室工作間時，須以人體功效學作考慮原則，使
工作間能配合使用者的特點及限制，這不但能促進員工健康，
亦可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作出錯的機會。

3.3.1�辦公桌

• 足夠的�面空間

• 足夠的儲物空間

• 足夠空間給腿膝活動

3.3.2 座椅

•�滑輪五點座腳

•�可調校高度的座位

•�可旋轉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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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調校高度及斜度的背靠

•�座位前端應稍向下彎曲

•�可調較的手靠

3.3.3�文件架�

•�可調校高度及斜度

•�可前後移動

3.3.4�鍵盤

•�薄身及可調較傾斜度

•�鍵盤前面應有足夠空間來承托雙手

• 鍵盤的擺放位置應使操作者前臂與手臂成直角

• 鍵盤表面不應反光

3.3.5�腳踏

•�可調校高度及斜度

•�表面不滑溜和承托整個腳部

•�穩固

3.4 辦公室儀器

辦公室使用許多不同的文儀器材，
如果不適當地使用它們可能會對使
用者構成危害。

3.4.1�影印機

•�影印機用的炭粉含有一些有害的
�物質，使用時應小心處理，以免
�吸入或接觸皮膚。

•�使用影印機時，要蓋好遮光板，避免強光刺激眼部。

•�影印機應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使機內產生的臭氧能迅速
消散。

休息時作適當的伸展運動

良好的工作間，既可促進員工
健康，也可提高工作效率



•�影印機應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使機內產生的臭氧能迅速消散。

3.4.2�碎紙機

•�長頭髮、衣服飾物 ( 例如：領呔
或長頸鍊 ) 等容易被扯進碎紙機
內，造成危險。所以操作時，勿
讓長頭髮或領呔接近入紙口。

•�有故障時應關掉電源及掛上警告
牌，以免意外發生。

3.4.3�切紙機

•�小心處理切紙機，以免傷及手指。不用時，須將刀放下。

3.5�工作姿勢

辦公室員工需要長時間坐著工作，可影響健康。而問題主
要與坐姿有關，而座椅及工作�的配合是重要一環。

3.5.1�辦公室桌椅

•�站在座椅的前面，座位的最高點應剛在膝蓋下面。

•�調整座椅之高度，使辦公桌之高度和手肘成一直線。

•�坐下時，座位的邊緣和腳背後應留有一個拳頭的空間。

•�椅背應能平穩地支撐腰部。

3.5.2�其他注意事項

•�工作時頭部應向下微傾(10∞-20∞)。

•�至於手部，應保持手肘屈曲成90∞和安放於在能調校的座
椅手靠上。

•�若員工坐著的時候雙腳未能平放地面，應用腳踏。

•�避免長久靜坐，不妨在休息時間內轉變姿勢。

•�避免邊寫邊用頸夾著電話筒談話，這種不良習慣，容易造
成頸肩痛。

4.�工作上的暴力事故

簡單而言，僱員在工作時，受到他人的辱罵、侵擾、恐嚇、

威脅或甚至肉體受到攻擊的事件，稱之為「工作暴力事

故」。暴力事故的發生使員工在工作時缺乏安全感，擔

憂身體受到傷害，增加精神的壓力，導致有些員工可能

提出休假或轉職來逃避，所以暴力事故產生的嚴重後果

是不容忽視的。

4.1�暴力發生的原因

•�言語及態度刺激了暴力者不滿和不安的情緒。

•�執 行 任 務 時 的 行 動，使暴力者覺得有 侵 犯 他 們 的 權
益 ， 因 而 作 出 抵 抗 。

•�現場環境擠迫，使暴力者煩燥和不安。

•�暴力者精神有問題。

•�員工單獨執行工作時，發生衝突而沒有他人來調解和支
援，使暴力者有機可乘。

•�工作的地方有酒精供應，因酗酒與暴力行為有密切的
關係。

•�過大的工作壓力是暴力行為的一個誘因。

•�工作場所存有歧視態度和騷擾等行為是孕育暴力的因素。

•�員工未受過有關訓練，沒有足夠能力應付突發的事件。

勿讓頭髮接近入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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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處理暴力事故的建議

• 公司應制定一個完善制度去處理因工作引起的暴力事
故，這包括明確介定甚麼是暴力行為和制定相應的違規
懲罰措施、支援遇襲的員工、組織相關的教育和訓練以
避免暴力事故的發生、提供技術和環境的保護措施來對
付暴力事故。

• 建立暴力事故的呈報及調查制度，收集和分析出導致事
故的危險因素和改善防範措施。

• 研究顧客與工作人員之間的相互關係，找出那些誘發不
必要的憤怒或衝突的因素，從而預防暴力反應。

• 提高服務質素，例如：縮短客人等候服務員的時間。

• 安排員工熟習不同的工作，有需要時，可以有足夠的人
手調動，有助減輕員工的壓力。

• 讓員工說出自己的憂
慮，輔導他們不會因
過度的憂慮而減少對
危險的警覺性。

• 加強暴力事件的善後
處理，紓解受害者和
目擊者的精神壓力，
對幫助他們盡快恢復
工作有重大作用。

4.2 暴力事故發生前的徵兆

• 誘發的條件如現場有刀子或其他武器，或者有人已採取
了暴力的行動。

• 生理現象顯示出極度興奮，如血壓升高，出汗，肌肉抽
搐，呼吸急速和脈搏升高，甚至出現噁心現象。事實
上，暴力者也會在一般狀態下突然發生變化。

• 言語粗暴和數度辱罵通常是暴力的先兆，此外，講話者
的聲調及音速的轉變也是可靠癥兆。總之，當發覺一個
人的態度有了改變，便要小心的防範。

• 群體壓力是誘發一個人使用暴力的動機。

• 侵犯個人空間，如長時間注視對方，使對方不自然，突
然迅速移動肩膊，特別用手指著某人，咬牙切齒及磨拳
擦掌等動作。

員工受過有關訓練，有足夠能力應付突發的事件

讓員工說出自己的憂慮，紓緩精神
壓力，避免暴力事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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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旅遊車司機長時間坐在駕駛椅上，會引致以下哪種健康毛病？

a. 熱內障

b. 炭疽病

c. 筋肌勞損

2) 司機透過下列哪一項方法，可以減少筋肌勞損的機會？

a. 加強工作間照明

b. 採用自然的坐姿，間歇地改變姿勢來轉移受壓點

c. 定期進行身體檢查

3) 在炎熱和濕度高的戶外工作，容易產生什麼健康問題？

a. 中暑

b. 風濕

c. 哮喘

4) 在噪雜環境下，提高音量說話，這會加重身體哪一部位的負
擔，造成損害？

a. 腸胃

b. 聲帶

c. 口腔

5) 下肢靜脈曲張是由下列哪種情況引起？

a. 提舉重物姿勢不正確

b. 長期站立

c. 呼吸不暢順

6) 下列哪一個動作不是正確人力提舉的要點？

a. 腰背保持平直，用手掌及手指緊握貨物

b. 提舉貨物時，盡量使用腰部力量

c. 利用雙腳轉身，不可扭腰

7) 下列哪一項不是機構改善員工工作壓力過大的方法？

a. 提供工作訓練、足夠指示、學習與發展機會予員工

b. 加強對員工賞罰制度

c. 增加員工與公司的溝通渠道，促進彼此了解

8) 下列哪一項不是領隊及導遊要注意的安全事項？

a. 清楚公司對颱風、暴雨等的特別安排

b. 協助遊客上落旅遊車應顧及身邊交通情況

c. 隨身 帶的急救用品重量

9) 操作電腦時，顯示屏應擺放於以下哪一個位置？

a. 眼睛與顯示屏之間的距離保持少於200毫米

b. 略低於眼睛視線

c. 顯示屏應擺放於陽光可直接照射到的位置

10) 以下哪一項並不包括在公司的「處理暴力事故」制度內？

a. 明確介定甚麼是暴力行為

b. 提供技術和環境的保護措施來對付暴力事故

c. 增加工作環境內的急救和滅火設施

Ans: 1) c,  2) b,  3) a,  4) b,  5) b,  6) b,  7) b,  8) c,  9) b,  1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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