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八 危險性設備內部檢查延長期限設定原則 
 一、本原則適用於設備開放檢查周期之設定。 

 二、設備應實施風險基準檢查(RBI)，其開放檢查周期依設備剩餘壽命評

估的結果或腐蝕、劣化損傷防止對策有效使用期間予以設定，最長不

得超過十年或剩餘壽命一半。但設備內存觸媒、分子篩或其他特殊內

容物，其風險基準檢查(RBI)報告，經美國石油學會(API)之授權檢查

員(AI)簽認者，開放檢查周期最長不得超過十五年或剩餘壽命一半。 

 三、對於可預測剩餘壽命評估的設備，應對該設備運轉時可能發生的腐

蝕、劣化損傷種類，分別進行剩餘壽命評估，藉以設定其開放檢查的

周期。惟對於實施剩餘壽命評估有困難的設備，可藉由腐蝕、劣化損傷

防止對策，確認對防止設備損傷的有效性後，設定開放檢查的周期。 

 四、設備發生複合腐蝕、劣化損傷時，應選擇最嚴重的損傷部分作為設定

開放檢查周期的基準。 

 五、可預測剩餘壽命設備的開放檢查周期設定的程序： 

    (一) 依下式計算個別設備的剩餘壽命。對於金屬損失類(包括一般金

屬損失、局部金屬損失、均勻腐蝕、局部腐蝕、點蝕等)，其設

備的腐蝕損傷剩餘壽命（LR）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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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以最近實施開放檢查時為起點之剩餘壽命(年)。 

         t：最近實施開放檢查時的厚度(mm)。 

         ta：設備在檢查位置的設計最小厚度(mm)。 

         CR：年腐蝕率(mm/年)。 

    (二) 腐蝕率之計算：設備材料之年腐蝕率 CR 為： 

                CR=Δt/ΔY．．．．．．．．．．．．．．．(2) 

Δt：評估期間 Y 內之材料厚度減少值(mm) 。 

         ΔY：腐蝕率之評估期間(年)。 

    (三)腐蝕率應至少使用兩個以上不同檢測時期之厚度測定數據決

定。厚度減少值Δt得以適當之統計方法處理或以數值解析法求

 

	  



 

取決定。在設備中設定有複數之厚度測定點時，應就各別之複數

測定點求取腐蝕率。 

    (四) 依下式計算設備之開放檢查周期： 

               P= a ×LR≦10年．．．．．．．．．．．．．．(3) 

         P：開放檢查之周期(年)，當P>10年時，得依評估年限為內部檢

查週期。 

        LR：以最近實施開放檢查時為起點之剩餘壽命(年) 。 

         a：開放檢查周期修正係數。 

    (五)開放檢查周期修正係數 a 之設定：設備開放檢查周期修正係數 a 

為使設備安全運轉之安全係數，應考量個別設備之重要度、腐蝕、

劣化損傷之種類及雇主安全管理狀況而定。其值由下列式子決定： 

               a= fe×fc×fm．．．．．．．．．．．．．．．．(4) 

         fe：設備影響修正係數，由附表1評估計算得之。 

         fc：後果嚴重度修正係數，由附表2評估計算得之（惟當設備同

時具有損壞影響與健康影響時，取其中修正係數較小者）。 

         fm：管理修正係數，由附表3評估計算得之。 

    (六) 設備如有機能退化年限（如污穢、觸媒年限等）或劣化損傷有檢

查週期年限者，應取剩餘壽命及各項年限之最小者，作為開放檢

查周期。 

 六、預測剩餘壽命有困難之設備，其開放檢查周期設定程序如下： 

     (一) 採取腐蝕損傷、劣化損傷防止對策之設備，以該對策實施後之

實際有效使用期間為其開放檢查周期。 

     (二) 上述有效使用期間係指設備自變更其使用材料、改善其構造及

使用環境等，實施腐蝕損傷、劣化損傷防止對策起至最近檢查

確認其有效性為止之期間。 

     (三) 未採取腐蝕損傷、劣化損傷防止對策之設備，經檢查確認該設

備無腐蝕損傷、劣化損傷情形能安全使用，自開始使用起至最

近檢查確認無損傷為止之期間為其開放檢查周期。 

七、運轉中檢查、附隨設備清掃銹垢、更換催化劑等工程所實施之開放檢點，

可視為開放檢查之輔助檢查。亦即不論藉由開放檢查以確認所推定之設

 

	  



 

備剩餘壽命的精度，或者藉由實施設備清掃銹垢、更換催化劑等工程

而實施之內部檢點，因皆為運轉檢查的目的之一，故不論何者，就其

檢查定位而言均可視為開放檢查之輔助檢查。 

八、對於具有代表性設備的檢查，如已有充足之檢查數據，且其檢查的有效

性已被確認，則亦可作為設備開放檢查年限的參考。 

註：第六點之開放檢查週期設定程序及其各項修正係數，係分別參考美國

石油學會 API 510及 API 581 規定訂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