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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已完成新式個人採樣器軟硬體之修正，其中在紅外線發射器方面包括：改善紅外線發射器對作業區間的分割方式以及解決紅外線發射器干擾和遮蔽的問題。而接收記錄器方面則加入了日曆時鍾紀錄及硬體序號辨識等功能，並同時設計了一套資料自動下載系統，可使採樣資料能在最短時間內正確的下載採樣紀錄；重新設計採樣器的外殼；改善勞工佩帶的方式。此外，為了加快現場資料分析的速度，本研究完成了一套資料自動解析的程式。這些功能的建立，使採樣器能更利於現場操作。


現場實測的結果顯示，在時間活動模式調查的部分，於A廠中，本儀器記錄所得的勞工工作停留時間與研究人員眼睛觀察所得的時間，兩者之相關性屬高度相關，r2為0.97，經本研究對新式個人採樣器軟硬體之修正後，在條件相似的B、C二廠中，本儀器記錄所得的勞工工作停留時間與研究人員眼睛觀察所得的時間，r2分別為0.99、0.99，顯示新式個人採採樣器在時間活動模式記錄的功能上獲得改進，可以取代人工觀察之方法來進行勞工工作時間活動模式之調查。在個人暴露量調查部分，於A、B、C三廠中，本儀器測量所得的個人暴露TWA值與傳統積分式採樣法所測得的TWA值其結果並無統計上之顯著差異(P>0.05)，且兩者的r2值在0.92以上，屬高度相關。此結果顯示本儀器不僅僅可提供傳統採樣方式所能提供的八小時平均暴露濃度的資訊外，同時也可提供勞工於不同區域內所分別遭受到之暴露量，這對暴露評估的研究上，是一個嶄新的資訊。而在模式推估的部份，本研究是使用定點濃度及新式個人採樣器所提供之分區採樣濃度，配合新式個人採樣器所紀錄的時間，來進行個人暴露量之推估，其結果顯示由定點採樣濃度推估所得之個人暴露量與實際暴露量之間的相關性屬中度相關(r2=0.69)。而由新式個人採樣器之分區採樣濃度推估所得之個人暴露量與實際暴露量之間的相關性屬高度相關(r2=0.95)。
	摘要(英)	This study has modified the IR-transmitters and IR-receivers of the Infrared enabled time activity pattern monitor (called IR-TAP). The modification of IR-transmitters includes redividing the operation area and solving the interfacing and covering problem. The modification of IR-receivers includes the ID recognization and real time record. The modified system has auto-downloading and auto-analysis function to shorten the time of processing data. Besides, the shell of monitor has also been redesigned to take the wearing of operator into account. All these modifications above have made the operation more convenient in the field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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