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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台灣地區營造業發生職業災害的比
例較諸於於英、美、日等先進國家，高於

五倍以上；而比起其它的製造業，其死亡

千人率也高出甚多，這種事實不僅造成個

人或家庭的遺憾，也無形增加許多社會成

本。 
在營造業之職業災害記錄中，又以房

屋建築工程所佔的重大職業災害比最高，

本研究乃是基於如此的背景之下，對於雲

嘉地區之房屋建築業的從業人員的職業災

害現況加以分析，運用失誤樹分析建構在

房屋建築業中之各工種的職災可能原因，

並運用統計分析瞭解各原因之間的相關情

形，希望藉著對房屋建築業之從業人員的

工作安全分析研究中，建立從事各作業的

工作安全守則。 
 
Abstract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and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abors’ occupational 
injuries which occurred in 
House-Construction Industry. 
    This report is based on the survey by the 
labors of the House-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Yun-Lin and Chia-I area of Taiwan. The data 
was collected via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 Job Safety 

Analysis (JSA) and statistical techniqu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occupational injury. 
Keywords: construction industry, FTA, 
occupational injury 
 
二、 緣由與目的 
 
    營造業是民生建設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形建設，其範圍可包含大地工程、建築工

程、軍事工程、橋樑工程等。其作業方式

則自模版、鋼筋、混擬土、水泥至機具、

水電即各項管線之裝配等，工作種類繁

複，而從業人員的層面又廣，在整個作業

的進行中有太多不可預期的狀況發生，而

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營造業工地環境特殊，工作時有各種

職種的勞工已混合的型態重疊交錯作業，

彼此之間相互衝突與相互干擾的情況很

多，作業本身與人員常是處於動態的情形

下。而在營造業中，房屋建築工程所佔的

重大職業災害中比例最高（民國 82 年，房

屋建築業之職業災害佔所有營造業職業災

害的 65.53％），因此有必要對於房屋建築
業之職業災害的現況加以分析，找出引起

房屋建築業職災的主要因素，在透過對各

主要因素之分析及探討其間之相互影響，

希望對於房屋建築業之從業人員的職業災

害狀況能建構出事前預防或事後彌補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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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方法，能有效降低其職災比例，讓各 工作人員能工作地更有保障！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根據雲林縣政

府、嘉義市、縣政府之各勞工局勞工檢查

所在八十八年八月至八十九年一月間，檢

查過之房屋建築工地資料中，選擇建築完

成之樓層數在五層樓以上，供其在九十年

八月以後完工之建築工地，共抽取 30處，
每處各隨機抽樣 3至 5名從業人員為樣
本，包括模版工人、鋼筋工人、泥水工人

及混擬土搗築工人共 100名。 
(2) 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

部份為各職業災害事故之相關因素探討；

第二部分為勞工安全衛生訓練之情形；第

三部分則為勞工使用個人防護具之態度。 
(3)  分析方法 
第一部份的問卷以 KJ法將所蒐集到

的資料進行登錄，釐清各類職災的因素，

並將其所造成的影響作一分析，參考文獻

與專家意見將所蒐集到的資料加以命名與

類屬化，爾後再進行成軸登錄，將分散的

資料經由新的方式重組。以失誤樹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探究房屋建築業中
各工種的職業災害發生因素，並瞭解各原

因與原因之間的相互關連。 
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的問卷結果則以

SPSS進行分析，以瞭解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與使用個人防護具態度中之各變項與職業

災害之相關性，以期能根據研究分析結果

提出建議，協助房屋建築業之從業人員有

效降低職災發生的機率，減少社會成本的

支出。 
 
四、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依問卷之統計結果對於各工種

最易發生的職業災害，根據上述之分析方

法建構了房屋建築業中各工種（鋼筋工、

泥水工、模板工與混擬土搗築工）職業災

害的失誤樹分析（圖一至圖十二），以瞭解

各工種職業災害間因素與因素間的邏輯關

係。 
在本研究中，男性樣本佔 89%，女性

樣本佔 11%，而在年齡的分布上，36歲至
45歲的佔總樣本數的 46％；教育程度則以

國中畢業的人所佔比例最高，約有 35％，
其次為高職學歷，有 24％；年資方面則以

6 年至 10 年最多，佔 36％，其次是 16 年

到 20 年，約有 19％。在受傷情形方面，
則是 35％的從業人員本身即有受傷經
驗，另外則有 62％的人本身有目睹過同事
發生職業災害的經歷，由此可知，營造業

所發生職業災害的情形，遠比文獻中要記

錄的多出許多。 
此外，對從業人員的問卷進行變異數

分析，得到不同的工種其受傷情況

（F=5.891, p <0.05）、工地安全（F=7.616, 
p<0.05）、安全帽（F=16.252, p<0.05）、安
全帶（F=22.326, p <0.05）、安全鞋
（F=12.835, p<0.05）使用的情形、與工地
管理人員的要求皆有顯著差異。由此可

知，在營造業的各個不同工種中，除了存

在著不同的防護具使用情形之差別外，其

勞工對於工地安全的態度、管理人員對於

從業人員之要求也會因工種的不同而不

同。 
若以上述各變項依工種分開來探討（表

一），發現混擬土搗築工與鋼筋工的受傷情

況最為嚴重，兩者在統計上並沒有呈現顯

著的差異（z=0.98，p>0.05），其次為模板
工與泥水工。而以工地安全須知而言，模

板工與混擬土搗築工的表現最差，兩者並

沒有顯著差異（t=0.76，p>0.05）。而因不

同的工種其對個人安全防護具使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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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因此也會產生不同的結果，如在安

全帽與安全鞋方面，鋼筋工穿載的情形最

佳，這也反映了在失誤樹分析中的若干現

象，鋼筋工所受到的撞擊傷害與割、刮傷，

若穿載適當的個人防護具是可以避免如此

的傷害發生。此外，在安全帶使用方面，

模板工的使用情形最差，由文獻中可知，

模板工最常發生的職業災害為墜落，墜落

通常亦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而在個人習慣

方面可知，混擬土搗築工與模板工的個人

工作習慣最差，以本研究中的抽樣對象而

言，模板工在安全帶使用的表現中亦是最

差，並且其個人工作習慣亦不佳。 
對照文獻所述，可知在房屋營造業的

職業災害中最易造成人員死亡的為墜落，

對於現場的工作人員而言，未綁安全帶、

未戴安全帽、個人習慣不佳以及工地本身

並不注意工地安全之維護都會使墜落的結

果變得更加嚴重，因此，營造業中的墜落，

事實上是許多因素綜合下的產物。

 表一各工種之從業人員之受傷情況、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與使用個人防護具之統計結果 
   工種 
 

鋼筋工 模板工 混擬土搗築工 泥水工 備註 

受傷情況 71.2% 52.4% 73.8% 56.3% ** 
工地安全 1.19 2.57 2.1 1.96 ** 
個人習慣 4.04 4.1 4.52 3.5  
安全帽 1.5 1.95 3.95 1.96 ** 
安全帶 0.88 2.71 2.29 2.04 ** 
安全鞋 0.95 2.24 2.38 1.75 ** 
管理人員 1.12 0.95 1.05 1.67 ** 

 ** 表示不同工種在各變項中有顯著差異，p < 0.05
 綜合問卷之分析結果與失誤樹分析，

可建立營造業各工種之工作安全分析表

（Job Safety Analysis）（見表二至表五），

工作安全分析表的目的在於各從業人員再

進行該工種之相關工作時，對於各工作步

驟可能面對的潛在危險儘可能地能詳盡明

確地瞭解，並可知道如何以安全的工作方

法，來預防可能造成的危害，以期減少職

業災害至最小的地步。 
 針對失誤樹分析結果，對營造業之各

從業人員的職業災害相關原因予以說明。 

1.鋼筋工-工作中最常發生之職業災害為手

部與足部的割、刮傷、遭吊運物料或機

械意外撞擊受傷及個人疏忽跌倒受傷等

三類，其重要原因摘要如下。 

(1) 在鋼筋材料的加工、搬運、組裝時，並

無強制要求穿戴安全防護具(手套、安全

帽、安全帶)，導致局部割、刮受傷頻傳。 

(2) 在操作吊運設備時，安全管理人員設置

並不嚴格規定，使工地安全少一層保

護；另外，在監督安全操作程序方面，

定期檢查吊袋及掛網設備等均有缺失之

處。 

(3) 在場地規劃管理方面，常因一時物料設

備存放需求，導致工作場地凌亂，或手

工具四處可見，使工作環境中散佈潛在

危險。 

2.模板工-工作中最常發生之職業災害為墜

落、遭崩塌物、倒塌物掉落擊傷及個人

疏忽跌倒受傷等三類，其重要原因摘要

如下。 

(1.) 模板工在準備工作時，時常需要在高處

作業，而勞工們又沒有正確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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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而安全網時有老舊之情形，就會導

致墜落受傷的發生。 

(2.) 模板工在模板組合作業時，可能因模板

配置不當、支柱發生沈陷、過度的振

動、載重不平衡或工作缺陷等因素，導

致於模板崩塌或倒落之傷害。 

(3.) 模板工在材料搬運作業中，操作吊運設

備時，管理人員對於警告設置並不嚴格

要求。而在監督安全操作程序，及定期

檢查吊袋、吊勾和鋼纜設備方面，亦有

缺失，使勞工們處於遭受物料撞擊和物

體飛落之傷害的危險之中。 

(4.) 模板工在拆除作業時，常因拆卸模板時

存放需求，導致工作場地凌亂，或手工

具四處可見，使工作環境中散佈潛在危

險，導致個人疏忽跌倒受傷。 

3.混凝土工-工作中最常發生之職業災害為

遭物體撞擊、物體飛落及割、刮等傷害，

其重要原因摘要如下。 

(1.) 混凝土工在工作時，因灌漿這個動作

較為短暫且簡單，所以在支撐架方面不

按照灌漿高度而有所調整，讓支撐架受

力過大扭曲變形、超過負荷，使管線或

腳架倒落，導致撞擊及飛落的發生。 

(2.) 當操作管線吊運設備時，因安全管理

人員管理不嚴格規定，而讓安全措施失

敗，導致管線沒有安全網的保護、危險

區域範圍標視不詳細。使工作環境中散

佈潛在危險，導致工人遭物體飛落擊

傷。 

(3.) 工地在工作進行中，一些工作人員不

按照標準作業程序來工作，而誤以為機

器已停止動作而被攪拌機捲入，或機器

迴旋撞擊。 

4.泥水工-在工作中最常發生之職業災害為

頭部被不明物體飛落而受傷、手部遭攪

拌機等被夾、被捲受傷，及被銳利工具

而割、刮傷等三類，其重要原因摘要如

下。 

(1)在工作場所環境充滿著危險散落物、未

設警告標語、鷹架及帆布未正確的搭

置，這些潛在的危險不定時的危害勞工

的生命安全。 
(2)泥水工在進行攪拌及塗抹時，施工人員

未嚴格配帶個人防護具(口罩、安全繩、
手套⋯等)，會造成人員的受傷可能。 

(3)人員不按照標準作業程序工作，被重物

壓傷或被攪拌機捲入的事故發生，大多

都是因為超過個人能力所能負荷的原因

所導致。 
(4) 在工地環境中，老舊的機器設備(攪拌
機、切削機⋯等)，沒有定期保養或危險
標示未明顯，使工人在使用時受到傷害。 

五、建議 
營造業勞工的職災時有所聞，因此，我

們提出一些可行的預防改善方案，希望能

對營造業之從業人員有所助益。 
1、鋼筋工方面 

(1)加強勞工教育訓練，宣導勞工穿戴個人

防護具(手套、安全帽、安全鞋)，避免因
物料加工產生的銳利毛邊、地上散落的

鐵釘、鐵絲等銳利物品，造成勞工割、

刮受傷。 
(2)勞工在操作機械設備時，要制定安全操
作手則或標準操作程序，並設置危險警

告標誌，此外安全管理人員監督作業應

有效執行，可減少操作不當而造成的意

外災害。 
(3)設置場地規劃管理人員，並監督工人在

收工後，要收拾個人手工具以保持場所

的清潔，減少跌倒發生的可能因素。 

2、模板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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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勞工們的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而現

場管理者也要確實要求勞工們使用個人

防護具。 
(2) 在起重吊掛作業時，應在其危險半徑區
中，設立圍欄及警告標示，禁止人員進

出。 
(3) 加強勞工們的職前訓練和安全衛生教

育訓練，建立查檢表之制度，以便管理

人員，能有效的防止爆模和模板崩塌等

之重大職災的發生。 
(4) 管理人員應在工作前對勞工們做工作

說明，以防止因拆除順序錯誤而造成模

板倒塌。並要求勞工們使用安全防護

具，以防止墜落、物體飛落、割、刮⋯

等傷害的發生。 

3、混凝土工方面 
(1) 加強勞工們的職前訓練和安全教育訓

練，使工人重視工作中的安全及防護，

希望能有效的防止人員受傷和工地環

境物崩落。 
(2) 對於工作前環境的安全措施(安全網、
警告標語)，要嚴格執行並正確的規劃

出工作範圍，以防止工人或路人進出下

方。 
(3) 管理人員要嚴格督促勞工實施工作前

機械工具的檢查，以防止機械在操作中

故障或脫落傷擊勞工們。 
(4) 不論裝置或拆卸模板、管線、安全措施

皆要按照標準程序來。禁止省略或顛倒

步驟。以防止不必要的傷害發生。 

4、泥水工方面 
(1) 塗抹前檢查場地(鷹架、帆布⋯等)是否
有架設安全設備(安全網)，並在塗抹作
範圍內設置警告標語，禁止閒雜人等進

出。 
(2) 加強監督人員教育訓練，及工地安全管

理方面能力，並柔性勸導工人使用手套

及護目鏡。 

(3) 制定機器(拌合機、切削機⋯等)之操作
守則，並正確教導。 

(4) 訂定機器標準的泥水工標準作業程

序，而防止意外災害發生。 
 
在勞工安全衛生體系中，每個人都有其

應負的責任，而營造業因是一複雜的作業

系統流程，因此，所牽涉的層面也因而更

廣且深。本研究報告以失誤樹分析（FTA）
呈現營造業職業災害的各項原因的因果關

係，並提出各工種的工作安全分析表，期

望不但能使一般從業人員、工地管理人員

對於職業災害有更進一步的瞭解外，並且

對於工作時如何預防職業災害也能有相當

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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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水工因物體飛落受傷

安全措施失敗
身體誤觸機器開關
(攪拌機、吊運機)

經驗不足

未設安
全護網

未實施
安全
檢查

未正確
配戴
安全帽

進入危
險工作
範圍

未設警
告標語

未遵守
安全工
作守則

誤認
機器已
停止

未接命
令擅自
操作

工作態
度不良

疏忽
錯覺

指揮
不當

精神不濟

模板安
裝不當

支撐物
老舊

依靠
不穩

未定期實施
安全檢查

監督管理不良

因工作
完成後
取下

訓練
不夠

支撐
負載
過重

圖一 失誤樹分析—泥水工因物體飛落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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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水工被夾入、捲入受傷

安全措施設置不當
未注意其機器
運作狀況

監督不善

未設
警告標語

訓練不夠

未實施
安全檢查

未正確
配戴手套

工作習慣
不良

教育
訓練不足

使用機器
方法錯誤
(切削機、
磨光機)

經驗不足
進入

危險範圍

注意力
不集中

未訂定
標準

作業程序

未設
警告標語

未遵守
安全手則

監督不週

圖二 失誤樹分析—泥水工被夾、捲入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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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水工遭割、刮受傷

安全措施設置不當
遭異物刺傷
(鐵絲、木板)

使用手工具
(鐵鏝刀

沒
有
防
護

未
實
施
安
全
檢
查

未
配
戴
手
套

工
作
程
序
不
當

工
作
習
慣
不
良

教
育
訓
練
不
足

管
理
者
疏
忽

未
訂定
標準
作業
程序

工
作
疲
勞

安全檢查
未確實

監督不週

圖三 失誤樹分析—泥水工遭割、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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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工遭物體飛落擊中受傷

安全措施失敗 吊運物料固定不牢

工作環
境檢查
不善

未正確
配戴
安全帽

進入危
險工作
範圍

未設安
全護網 未

遵
守
安
全
工
作
守
則

安
全
檢
查
未
確
實

現
場
監
督
不
善

未
設
警
告
標
語

模板安
裝不牢

支撐物
老舊

依靠物
不穩固

未定期實施
安全檢查

磁磚、
泥水
剝落

不當拆
除模板

支撐物
負載
過重

因工作
完成後
取下

圖四 失誤樹分析—混擬土工遭物體飛落擊中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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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工遭物體撞擊受傷

遭輸送管或吊運
物料撞擊傷害

遭機械設備意外
撞擊(幫浦車)

注意力
不集中

(幫浦車)輸送
管破損或鬆脫

進入灌
漿區下
方

未
遵
守
安
全
工
作
守
則

輸送管
重量超
過負荷

管線
固
定不
牢

未
設
警
告
標
語

(幫浦車)支
撐架固定

不當

支撐物
老舊

依靠物
不穩固

未定期實施
安全檢查

不當拆
卸營造
建材

不當拆
除模板

支撐物
負載
過重

安全管
理不當

監督
不善

監
督
管
理
不
善

工
慣

未
全

圖五 失誤樹分析—混擬土工遭物體撞擊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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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工遭割、刮受傷

手、腳碰擊異物 遭使

似要跌倒
抓取動作

教
育
訓
練
不
足

指揮
不當

未確認
機械是
否停下
(幫浦車)

訓練
不夠

未配帶手套

工
作
習
慣
不
良

工作
疲勞

建材毛
邊太突
出

人為
疏忽

經驗
不足

工作
習慣
不良

安全檢
查未確
實

圖六 失誤樹分析—混擬土工遭割、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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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工工作跌倒受傷

身體重心失去平衡

工作埸地濕滑 遭物料絆倒 工作場所缺失

教育訓
練不良

未穿著安全
鞋或止滑鞋

未設置場地
濕滑標誌

工作習
慣不良

教育訓
練不良

管理者
疏忽

注意力
不集中

材料堆
置零亂

工作習
慣不良

場地管
理不當

場地
有限

搬
影

監督管
理不善

管理者
疏忽

搭建場
地材料
老舊

未遵守安全
工作守則

圖七 失誤樹分析—模板工跌倒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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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工遭墜落受傷

安全措施失敗 身處危險環境

未設安
全防護
措施

未戴安
全帶

注意力
不集中

精
不

管理
人員
疏忽

失眠

安全檢查
未確實

防備設
備老舊

因工作
完成而
取下

現場
監督
疏忽

教育
訓練

模板依
靠物不
穩固

不當的
拆除模
板

工作環
境困難

模板依
靠物不
穩固

工作
疲累

生病

個
庭

圖八 失誤樹分析—模板工墜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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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模板工遭崩塌、倒落物體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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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工因撞擊、衝擊受傷

遭吊運物料撞擊傷害
操作機
意外

工作注意力
不集中

包裝吊袋、鋼索
破損鋼材掉落

未正確
配進入吊舉物
下方危險區戴
安全帽

機械開啟未作
安全檢查

操作安全
訓練不足

機械
速度

機械操作
經驗不足

因工作
完成後
取下

工作 疲勞

吊運重量
超過負荷

綑綁設備
未定期安全
檢查、更換

安全設
備不良

未設置安全
掛網防護

未遵守操作
安全規定

圖十 失誤樹分析—鋼筋工因撞擊、衝擊受傷

 16



鋼筋工割、刮受傷

遭異物刺傷(鋼筋、
鐵絲、鐵釘

使用手工具不
(工具鉗、老虎

物料加工
銳利毛邊產生

未配帶手套
鋼筋接合
程序不當

注意力
不集中

管理者未
嚴格規定

消除毛
邊作業
不確實

工作習
慣不良

技術訓
練不足

未遵守標
準作業流
程

工作疲勞 工作習慣
不良

手工
舊、

圖十一 失誤樹分析—鋼筋工割、刮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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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工跌倒受傷

身体重心不穩
被他人、
推車誤撞

踩空

場地濕滑
被放置物料
絆倒

注意力
不集中

視野遭環境
影響

材料工具
放置淩亂場地清潔

管理疏失

未穿著
止滑鞋

工作疲勞
明亮度
太暗 工作疲勞

產生暈眩

工作習
慣不良 場地太小

規劃不當

安全檢查
疏失

通道
擁擠

圖十二 失誤樹分析—鋼筋工跌倒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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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鋼筋工-工作安全分析表 
工作名稱：鋼筋工 
工作地點： 
作業員：○○○ 
職責或目的：鋼筋接合 
領班或管理員：○○○ 

使用的機器設備或工具： 
油壓式卡車、吊車、起重機 

使用的材料物料： 
鋼筋、鋼釘、鐵絲 

個人防護具： 
手套、護目鏡、安全鞋、安全帽 

分析完成及改訂日期: 
工作步驟及順序 潛在危險 安全工作方法 

1.鋼筋材料加工 (1) 鋼條在切割時，銳尖處造

成人員切割傷。 
 
(2) 鋼筋材料加工後，產生的

毛邊易造成割傷。 
(3) 材料堆置淩亂，易產生人

員跌倒。 
(4) 在濕滑場地處，因重心不

穩而跌倒受傷。 

(1) 工作人員依工作手冊，正
確穿戴安全防護具(手套、
護目鏡、安全帽)。 

(2) 鋼筋材料加工後，去除毛

邊的產生。 
(3) 規劃材料的存放區域，避

免淩亂產生。 
(4)加強場地規劃管理，並穿著

止滑鞋。 

2.材料搬運作業 
a. 地下層搬運 
b. 地上層搬運 

(1)搬運機器材(油壓式卡車、

吊車、起重機)負荷過大，
造成鋼筋掉落事故。 

(2)機器操作人員工作疏忽，
在工作範圍的死角，易撞擊

到其他工作人員。 
 
(3)在機器吊運、綑綁操作
時，可能因工作人員的疏

忽、默契不足，造成人員被

物料夾傷。 
(4) 安全設備未確實搭設，鋼
筋、手工具等物體飛落。

(5) 在搬運材料時，搬運工人

手部易被夾傷。 
(6) 綑綁鋼筋的鋼索斷裂，造

成材料崩塌。 
(7) 在組合鋼筋材料時，其組

合、捆綁方法不扎實，造

成崩塌、物体由高處飛落。

 
 
(8) 工作人員精神不濟，造成

搬運時墜落災害。 
(9) 在工作範圍內，被物体跘

(1) 訂定標準工作程序，規範
機器搬運使用時，不超過規

定的最大負荷。 
 
(2) 機器運作時加強標誌設
置，提醒其它人員切勿進入

其工作範圍，造成意外。 
(3) 設置安全管理人員，監督

勞工在搬運材料時，穿戴個

人安全防護手套。 
 
(4) 嚴定法規，定期檢查安全
設備(安全掛網)是否達到
合格標準。 

(5)勞工在搬運材料時，加強

穿戴個人防護手套。 
(6)鋼索綑綁方式要符合安全

規定，避免安全疏失。 
(7.1)從開口部起吊時，為防止
材料之滑落必須使用吊袋。

(7.2)檢查吊掛作業安全。 
(7.3)綑綁設備定期安全檢
查、更換。 

(8)在工作場所設置圍欄、護欄

設備，確定作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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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造成墜落災害。 
 
(10) 在人工搬運物料時，可能

因個人的力量不足，而造

成物體飛落、跌倒等災害。

(9)搭設安全網、護欄，配備安

全帶，以保護高處作業人員

發生高處墜落災害。 
(10)訂定安全作業程序，加強
工作人員工作安全知識。 

3.鋼筋組合作業 
a. 規劃作業通路

架構 
b. 基礎樑筋受架
台及錨碇架組

合 
c. 耐壓板組合 
d. 樑筋組合 
e. 柱筋組合 
f. 耐壓板混凝土
打設 

g. 柱、基礎樑、
地面版模板組

合 
h. 設備配管 
i. 面版混凝土打
設 

j. 檢查 

(1)作業通路架構不良，造成

人員行走跌倒。 
(2)基礎樑筋及錨碇架台組合
支撐力不足，發生崩塌事

故。 
(3)鋼筋組合處不牢固，造成

崩塌災害。 
 
(4)鋼筋物料可能有瑕疵，造

成斷裂、崩塌災害。 
 
(5) 在組合筋材時，銳尖處易

造成人員刺傷。 
 
 
 
 
(6)在高處作業時，若注意力

不集中易造成人員墜落。

 
(7)在使用機器吊運、組合
時，可能因機器操作不當，

造成對人員、物体的撞擊災

害。 
 
(8)在施工組合時，可能因注
意力不集中或撿拾工具

時，造成工具飛落。 
(9)在高處作業時，其架設的
安全護欄不牢固，易造成人

員、鋼筋的墜落災害。 

(1)確實規劃作業通路，避免工

作人員意外發生。 
(2)結構組合時要符合安全標
準規定，嚴格檢查是否有疏

失之處。 
(3)鋼筋組合、綑綁方法要符合
安全規定，避免組合處不牢

固，發生崩塌災害。 
(4)物料鋼材在加工組合前，確

實落行材料檢查，減少物料

瑕疵品產生。 
(5.1)穿戴安全鞋，避免鋼筋凸
出、銳利毛邊處，造成腳部

割、刺傷。 
(5.2)鋼筋材料組合時，穿戴安

全手套，減少手部割、刺

傷。 
 

(6)在高處作業場所，加強安全
護欄、掛網等防護設備，並

規定配戴安全帶。 
(7)訂定機器操作的安全事
項，且定期檢查、保養。 

 
 
 
(8)加強員工人員工作安全知

識，減少意外災害的發生機

率。 
(9.1)危險性高的作業場所，加
強安全設備(如:危險標
誌、安全索、護欄)的設置
配帶、檢查。 

(9.2)高處作業時要架設安全
護欄、安全帶等護具。 

4.養生、保護作業 
a. 輸送管腳架固
定 

b. 鋼筋蓋皮防護

(1)安裝鋼筋防護蓋時，被刺

傷、切割傷。 
 
(2)架設安全網的高度不足，

使廢物料掉落地面災害發

生。 

(1)穿戴安全防護具(手套、安
全鞋)，減少割、刺傷。 

 
(2)各部位之完成後，可加蓋蓬
布，減少意外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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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壓接、切斷作業 (1) 氧氣、乙炔容器等危險物

品，保管不安全造成爆炸

事故。 
(2) 強風在加熱作業中會擾亂

瓦斯接合作業。 
(3) 誤觸瓦斯切割的鋼材，造

成高溫燙傷。 
(4) 鋼筋切割時，碎材、火花

掉落，造成地下人員受傷。

(5) 在電焊作業時，電焊機老

舊、或安裝順序錯誤，造

成人員感電災害。 
 
 
 
(6) 地面處未設置警告標語，
使地面下的工作人員，造

成飛落物擊中災害。 

(1) 危險物品避免高溫曝曬、
墜落，要存放在固定且安全

的放置場。 
(2) 在鋼筋的周圍設擋風蓬，
辦理作業。 

(3) 穿戴安全防護具(手套、護
目鏡)避免燙傷。 

(4) 架設安全護網，避免物体
飛落至外圍。 

 
(5) 加強機器安全檢查、訂定
機器安裝流程，減少工作人

員因安裝順序錯誤，而造成

意外感電災害。 
 
(6) 在工作場所中，要設置危
險警告標誌，避免人員因進

入危險範圍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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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模板工-工作安全分析表 
工作名稱：模板工                
工作地點：雲嘉區地之建築工地   使用的機械設備工具：起重機、塔吊車、小型

吊架、台車、獨輪車、手拖車。 
作業員：○○○                 使用材料物料：面板、緊結模板料、剝 
職責或目的：                     落材、 
領班或管理員：○○○           個人防護具：安全帶、手套、安全鞋 
分析完成及改訂日期： 
工作主要基本步驟及順序 潛在危害 安全的工作方法 

1. 準備工作 
a. 放樣〈彈墨線〉 
b. 提示高度墨線 
c. 事前準備工作 
c-1.要儘力消除就地加

工及現場作業，能夠作

準備工作部份，必定在

此階段作加工，〈樑在地

上組合〉。可以作準備工

作部份──打隔片孔，

按插鋼筋孔，各種錨碇

插鋼筋孔、鋁框格加

工、防水用缺口、樓梯

踏步、樓梯板。 
 

(1) 外牆或高處彈墨線時
慎防滑倒或被物體絆倒

而造成的墜落。 
 
 
 
(2) 在切割彩色膠帶時會

有利器造成的割傷。 
(3) 樑側用料不得使用舊

料以防無法支撐重量而

造成模板崩塌。 
(4) 在按插鋼筋孔時易會

被夾傷或割傷。 
(5) 在打隔片孔手易被鐵

鎚夾傷。 
(6) 在高度作業員的下方

工作員易遭物體飛落之

擊傷。 
(7)領班未做好事前的工
作說明，讓勞工們身

處，危險的工作環境

中。 
(8)在濕滑場地處，因重心

不穩而跌倒受傷。 
 

(1.1)加裝安全網並強力要

求在高處作業人員要繫

上安全帶以防止墜落之

發生。 
(1.2)管理人員確實要求勞

工使用安全防護具。 
(2)在工作中必須全程戴上
手套。 

 
(3)嚴禁使用太過老舊或有

破損之模板。 
 
(4)建立工作人員安全的查

檢表。 
(5)建立工作人員安全的工

作流程表。 
(6)進入工地時嚴格要求戴
上安全帽和穿上安全鞋。

(7)加強領班的管理教育訓

練。 
 
 
(8)現場管理人員加強場地

的安全，並要求穿著安全

鞋。 
2. 材料搬運 

a. 起重搬運 
 
 
 
 
 
 
 
 
 
 
 

 
(1) 材料是否固定牢靠, 
防止吊重時有材料掉落

造成的物體飛落。 
 

(2) 在起重機作業半徑的
人員可能會遭受撞擊的

危險。 

 
 
 

 
(1) 吊運時應先檢查需吊運
之材料的捆綁是否牢固

並防止側拉吊舉的發

生。 
(2-1)起重吊掛作業半徑區
應設立圍欄及警告標

示，禁止工作人員進

入。 
(2-2)加強勞工安全衛生教

育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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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鋼纜如果磨損程度嚴

重時就不得使用以防斷

裂情形發生。 
(4) 在吊運時吊物下方禁
止人員站立或通行以防

鋼索斷裂和材料飛落傷

人。 
(5) 起重機在迴轉時速度

太快易造成物料飛出擊

傷人或撞擊到操作半徑

內的工作人員。 
(6) 吊掛方式錯誤易形成

側拉吊舉之狀而使物料

滑出造成物體飛落。 
(7) 使用吊勾弧度不足容

易造成吊運物料滑出掉

落形成了物體飛落。 
 

(3)事先檢查鋼纜損程度以

防鋼纜斷裂。 
 
(4)起重吊掛作業時應設立

圍欄及警告標示，禁止工

作人員從負荷物下方通

過。 
(5)指揮人員必需站在安全
而能看清吊掛作業工作

之位置，其指揮信號亦能

被起重機械操作員完全

看清。 
(6-1)用導向拉索控制吊運

物。 
(6-2)加強勞工的教育訓練。

(7)使用前先檢查吊勾安全
性。 

3. 模板組合作業 
a. 大格板之提昇 
b. 按裝接縫棒 
c. 確認外牆頂部之基準
線 

d. 梁地上組合 
e. 按裝分隔板 
f. 按裝大梁模 
g. 按裝柱模 
h. 澆打混凝土之值班人
員 

i. 牆模組合 
j. 張貼面版用模 
 

 
(1) 澆築混凝土之後太早
拆除混凝土易造成混凝

土崩塌的危險。 
 

(2) 大格板在拆除時容易

掉落擊傷作業員。 
 
 

(3) 在固定或拆除外牆的
大格板時容易因為太重

造成重心不穩而墜落。

(4) 在高處作業時都會有

墜落的危險。 
(5) 混凝土之漏漿造成爆

模事故 
 

(6) 模板之鼓脹及移動造
成崩塌。 
 
 

 
(7) 支撐架變形造成崩
塌。 

(8) 牆模安裝不良或工作

程序錯誤易造成崩塌。

(9) 使用鋼纜吊料時，易發

生材料固定不良而掉

 
(1.1)建立標準之工作流程。

(1.2)訓練工作人員安全衛

生教育之觀念。 
(2)要求在高處作業人員一
定要繫上安全帶和載

上安全帽。 
 
(3)作業人員一定要繫上安
全帶和載上安全帽。 

 
 
(4)架設安全網並繫上安全
帶。 

(5)要防止漏漿的產生，在

混凝土澆灌作業前仔細

地加以檢查。 
(6)派一組二人的模板工
人，赴支撐部份檢視是否

有異樣或模板橕破等情

形發生，並適時補強以防

崩塌發生。 
(7)加強單位面積的支撐
架。 

(8)建立一套標準的工作流

程。 
 
(9-1)起重吊掛作業半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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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和超載時易造成鋼

纜斷裂而擊傷人。 
 

 
(10) 支撐物老舊而掉落擊

到人而造成墜落。 
 
 

(11) 模板配置不當 ─ 因
為使用的木模材料和

朽化程度未經計算按

模板材質強度做適當

配置，使模板材料無法

承受施工載重而崩塌。

 
 
(12) 支柱發生沈陷 ─ 支
柱底部如為鬆軟土壤

未加適當處理，支柱受

力後即發生下陷失去

支撐作用以致模板崩

塌。 
(13) 支柱之缺陷 ─ 由於
支柱受力或未鎖緊結

合器或接頭失敗，支柱

無預期之承載量而造

成崩塌。 
(14) 過度的動振 ─ 由於
人員通行或施工機具

產生過度振動使結合

處失敗而造成崩塌。 
(15) 載重不平衡 ─ 由於
水平面或曲面屋頂澆

置未適當調整施工程

序與速率因載重不均

衡，以致模板崩塌。 
 

(16) 工作缺陷─組模細節
處之疏忽使模板系統

有部分脆弱，於該處遭

受瞬間之集中載重時

壓力過大而破壞。 
(17) 混凝土的側壓過大造
成的崩塌。 
 

(18) 支撐材及栓固用五金

應設立圍欄及警告標

示，禁止人員進入 
(9-2)模板材料用起重機運

送時，使用鋼索的紮結

必須堅實牢固。 
(10)在施工架組立模板

時，施工人員必須配載

安全帽及安全帶使用

防止墜落發生。 
(11-1)建立一套查檢制度，

以可早先發現，就可

先做出預防設施。 
(11-2)部份模板及夾板和角

材支撐料，其使用限

度已超過，應避免使

用或丟棄。 
 
(12)事前應先做好考察的
工作，並先做好先前的

準備工作。 
 
 
 
(13)事先檢查支撐之材料

是否符合使用標準。 
 
 
 
(14)建立一套查檢表制

度，以可早先發現，就

可先做出預防設施。 
 
(15)澆混凝土時避免混凝
土衝擊的載重，必須派

一組二人的模板工

人，赴支撐部份檢視是

否有異樣或模板撐破

等發生，並適時補強以

防崩塌發生。 
(16)建立出一套標準的工

作流程。 
 
 
 
 
(17)適當地估計混凝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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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度不足與配置不

適當。 
(19) 因栓固用的五金破斷

而造成爆模事故。 
 
 
(20) 使用手工具應小心

切、割等傷害；而在使

用電動手工具時應預

防感電之受傷。 
 

側壓〈以概算方式及現

場經驗來判斷〉 
(18)緊結器的安裝使用，以
安全距離為首要。 

 
(19)事先檢查所要用的材

料，太過老舊必須先汰

淘。 
 
(20-1)手工具的使用，必須
操入方式正確。 

(20-2)電動工具的操作〈電
鑽、電鋸等〉，其本身

的防護不能拆卸，並仔

細檢查線絡是否有破

損。 
 
 

4. 拆除作業 
a.拆除梁模板之準備工作 

 
(1) 拆除順序錯誤會造成
模板倒落。 

(2) 拆除外牆時應小心模
板掉落砸傷工作人員或

拆除人員易重心不穩而

墜落。 
(3) 高處作業容易受突然

的驚嚇而造成墜落和為

了拿取或檢拾工具不小

心而墜落。 
 
 
(4) 模板拆除後留在上面

的鐵釘容易刺傷工作人

員。 
 
(5) 拆除後之模板因為堆
置不穩而倒塌壓傷人

員。 
(6) 拆除時常會有物料飛

落而傷人。 
(7) 被堆置的物料拌倒而

造成跌倒受傷。 

 
(1-1)建立標準之工作流程

圖。 
(1-2)加強勞工之教育訓練。

(2) 在高處工作之人員應嚴
格要求繫安全帶，並且

進入工地時帶上安全

帽。 
(3-1)訓練作業人員安全衛

生教育。 
(3-2)現場管理人員應要求

在高處作業的勞工繫

上安全帶，並檢查安全

網是否老舊。 
(4)模板拆除後應加清理並

其上之鐵釘，用鐵鎚拔除

或釘入以防刺傷工作人

員。 
(5)模板堆置應穩定防止倒
塌。 

 
(6)進入工地時必須戴上安
全帽。 

(7)規劃拆除後模板的存放
區，避免淩亂產生。 

 

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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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混凝土搗築工-工作安全分析表 
  工作名稱：混凝土工 
  工作地點： 
  作業員：○○○ 
  職責或目的： 
  領班或管理員：○○○ 

  使用的機器設備或工具： 
  壓送幫浦車、攪拌車、振動器、吊車。

  使用的材料物料：混凝土。 
  個人防護具： 

手套、安全帽、安全索。 
  分析完成及改訂日期： 

工作步驟 潛在危險 安全工作方法 
1. 準備工作： 

 a.混凝土拌合 
 b.澆置場所清掃 
 c.模板基部空隙填充 
 d.混凝土腳架搭置 
 e.工地內搬運 

(1)操作拌合機時不專心導

致手被夾入、捲入。 
(2)拌塵吸入合時未帶口罩
而使飛塵吸入。 

(3)未配帶個人防護用具遭
物體刺傷。 

(4)混凝土材料配置位置不

當，導致工人搬運跌倒。

(5)混凝板支撐不穩固而崩

塌傷人。 
 

(1) 遵照標準工作手冊的工
作程序作業。 

(2) 柔性勸導工人使用口
罩。 

(3) 柔性勸導工人使用手
套。 

(4)實施工地環境管理措

施，減少跌倒發生。 

2. 澆置混凝土作業： 
a.模板沖洗、濕潤。 
b.幫浦車管路配置。 
c.混凝車物料拌合。 
d.混凝土輸送澆放。 
e.配管、吊車移除。 

(1)幫浦車運送時因管路破

裂，使泥水意溢出傷人。

(2)幫浦車或混凝車運送時

未設置警告標語，傷及

路人。 
(3)澆置時因為震動過度，

導致模板爆裂或漏槳噴

擊工人。 
(4)高處輸送管路不穩固，

鬆脫掉落擊中工人。 
(5)澆灌時因機械運轉聲過
大，導致傳達訊息錯  

  誤，造成過度灌漿模板

  爆裂泥水噴擊工人。 
(6)移動或抓取灌漿中的管
線，而脫落傷擊下方工

人。 
(7)未依規定架設安全網，
而使工人在不安全的環

境下工作。 
 

(1)在機器的工作範圍內設  
  置警告標語，禁止閒雜 
  人進入。 
(2)使用機器前應先檢查一 
  遍是否有損壞或破裂的 
  發生。 
(3)檢查搭設的鷹架是否牢 
  固。 
 
(4)應加強安全檢查的動
作，以防止工作中的動作

不確實有遺漏。 
(5)利用無線電設備，更加 
  正確的傳達工作訊息。 
 
 
(6)加強工作前應先確認工  
  作是否完成，在動作。 
 
(7)在工作範圍內，皆要設  
  置安全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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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搗固作業： 
a.敲打、搗實作業。 
b.面版粉光、拍槳。 

(1)手工具使用錯誤，以木
棒搗實水泥而挫傷了雙

手。 
(2)搗實作業時因施力不 
  當，破壞了原有的工作

  品質。 
(3)工作完後未正確的歸化
出工作地點，導致工人

誤踏半完工的區域，導

致挫傷或扭傷。 
 

(1)柔性勸導工人使用手套 
  及口罩，並加強工人對工
具使用的正確性。 

(2)清楚的規定出搗實工作 
  的工作標準，以產生更 
  佳的品質。 
(3)強力執行工地環境的區 
   隔，並詳細設置標語。 

4. 整理、養護： 
a.殘留物料抽取。 
b.清洗模板。 
c.灑水、養護。 

(1)拆除輸送管路，錯誤 
  的工作步驟導致管線掉

落。 
(2)未帶防護具，在清洗 
  時遭殘留物刺割傷。 
(3)未檢查工地是否已經乾
硬，而進行整理、養護

的動作，導致手、腳深

陷其工作區域而造成挫

傷。 
(4)修補時因提早拆卸安全
護網，使得些雜物飛落

傷擊工人。 
(5)在拆除模板時，因為前
後步驟錯誤，導致模板

脫落掉下。 
 

(1)拆卸工作跟裝置動作一 
  樣重要，要嚴格要求標 
  準工作程序。 
(2)柔性勸導工人使用手套 
  及口罩。 
(3)嚴格要求員工在進行整 
  理及養護時，一併都要按

照工作程序來檢查以防意

外發生。 
 
(4)不論工作的重要性，皆 
  要注重安全防護的動作 
，並配帶安全帽。 

(5)按照一定拆除程序，禁  
  止省略步驟以防止意外災

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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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泥水工-工作安全表 
工作名稱：泥水工 
工作地點： 
作業員：○○○ 
職責或目的：房屋外牆塗抹 
領班或管理員：○○○ 

使用的機器設備或工具：拌合機、 
獨輪車、幫浦機、鐵鏝刀、 
木鏝刀、切割機、磨光機 

使用的材料物料：水泥、砂漿 
個人防護具：護目鏡、手套 

分析完成及改訂日期：(1)89.7.19 
工作步驟 潛在危害 安全的工作方法 

1. 1. 拌和水泥砂漿、搬運 
a.使用材料搬進拌合場 

  b.保管 
  c.拌和水泥砂漿 
  d.拿捏水泥砂漿可使用

時間 
  e.工地場內搬運 
  
  
  
  
  
  
  
  
  
  
  
  

(1) 水泥包堆的太高，沒固

定牢固而崩塌固而壓傷

泥水工人。 
(2) 堆放水泥包的支稱物

材質上有瑕疵而不堪支

稱而崩塌壓傷人。 
(3) 操作拌合機不專心或

操作步驟不正確導致手

被夾入、捲入。 
(4) 使用獨輪車時載運物

料過重而使其翻覆壓

傷、及操作不當撞傷他

人。 
(5) 幫浦運送時因輸送管
線老舊而破裂使的水泥

溢出使人受傷。 
(6) 幫浦運送時未設置警
告標語(禁止閒雜人進
入)，以至物體飛落，砸

傷人。 
(7) 使用機器老舊，發生漏

電情況。 
 
 
(8) 搬運時未帶口罩，而使
飛塵吸入。 

 
(9) 未配帶個人防護用具

(安全帽、安全鞋)遭到物
體掉落傷害。 

(1) 遵照手冊上的規定，勿
將水泥包堆超過安全程

度。 
(2) 堆放水泥包前檢查架

子是否牢固有瑕疵。 
 
(3) 正確教導使用拌合機
操作手則，並在機器旁

設置警告標語。 
(4) 運送物料時嚴禁超

重，及工作時避免超出

個人能力範圍。 
 
(5) 使用幫浦運送時先將
機器檢查一遍，是否有

破損、破裂情況發生。 
(6) 在操作及工作範圍內
設置安全籬及警告標

語。 
 
(7) 操作機器時詳細檢查
機器是否有漏電情況發

生，並強制穿上塑膠

鞋。 
(8) 勸導工人配帶個人防
護具，以降低危害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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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外牆塗抹水泥砂漿 
a.準備工程 

‧底層強度檢查 
‧ ‧ 混凝土龜裂檢查 
‧ ‧ 繪出墨線及塗抹
厚檢查 

‧ ‧ 水洗外牆 
‧ ‧ 蓋蓬布養護 

  b.塗抹底層 
‧ ‧ 塗抹底層 
‧ ‧ 塗抹、加壓 
‧ ‧ 灑水養護 

  c.塗抹中層、上層 
‧ ‧ 塗抹中層 
‧ ‧ 灑水養護 
‧ ‧ 塗抹表面層及拖
刷子裝修 

  

(1)  塗抹時上方未架設安
全網使的一些雜物飛

落，傷及泥水工人。 
(2) 未依規定下方未架設
安全網，而使工人在不

安全環境下工作。 
(3) 帆布固定不牢，被強風

襲擊而掉落，壓傷人。

 
(4) 鷹架不牢固，工作時不

慎墜落。 
 
(5) 工作時腳步打滑而重

心不穩而從鷹架下墜

落。 
(6) 鷹架上擺設雜亂物

體，且未綁安全繩，塗

抹時被物體絆倒而墜

落。 
(7) 土質鬆軟及土壤潮溼
而在塗抹外牆時意外崩

塌。 
(8) 使用手工具(鉗子、鐵
鎚)不當，而遭工具割、
刮傷。 

(9) 塗抹時未帶護目鏡，使
的水泥掉落傷及眼睛。

(10) 切割機器老舊，使砂

輪破裂飛出，傷及工

人。 
(11) 泥水工操作方法不

當，而遭受一些意外事

故發生。 

(1) 塗抹前檢查場地是否
有架設安全設備(安全
網)。 

(2) 塗抹工作範圍內設置
警告標語，禁止閒雜人

等進出，架設安全網。 
(3) 按照一定搭建程序，邊
搭建時邊檢查是否牢

固。 
 
(4)工作前檢查鷹架是否有

牢固，破損立即停止工

作。 
(5)高處作業時強制配戴安
全繩。 

 
(6)規劃材料的存放區域，

避免淩亂產生。 
 
 
(7)在塗抹作業時先檢查外
牆是否堅固，有剝落的

因素存在。 
(8)柔性勸導工人使用手
套。 

 
(9)柔性勸導工人使用護目
鏡。 

 
(10)使用切割機時先檢查

機器設備，是否有破

損、破裂情況發生。 
(11)訂定標準的泥水工標

準作業程序，而防止意

外災害發生。 

3. 3. 外牆土面之補修 
‧底層處理 
‧補平底層 
‧ ‧ 塗抹裝飾面 
‧ ‧ 養護 

 

(1) 補修時上方未架設安
全網使的一些雜物飛

落，傷及泥水工人。 
(2) 未依規定下方架設安
全網，而使工人在不安

全環境下工作。 
(3) 帆布固定不牢，被強風

襲擊而掉落，壓傷人。

 
(4) 鷹架不牢固，工作時不

(1) 塗抹前檢查場地是否
有架設安全掛網，並檢

查是否牢固。 
(2) 塗抹工作範圍內設置
警告標語，禁止閒雜人

等進出。 
(3) 按照一定搭建程序，邊
搭建時邊檢查是否牢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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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墜落。 
 
(5) 高處工作未綁安全
繩，工作時腳步打滑而

重心不穩而從鷹架下墜

落。 
(6) 鷹架上擺設雜亂物

體，在工作時遭物體絆

倒而墜落。 
(7) 監督人員監督不善，未

正確指導工人施工。 
 
(8)土質鬆軟及土壤潮溼而
在補修外牆時意外崩

塌。 
(9)使用手工具不當，而遭

工具割、刮傷。 
(10)塗抹時未帶護目鏡，使
的水泥掉落傷及眼睛。

(11)泥水工操作方法不

當，而遭受一些意外事

故發生。 
(12)磨光機操作不當，或機

器老舊，導至磨輪脫

落，傷及工人。 

(4) 工作前檢查鷹架是否
有牢固，破損立即停止

工作。 
(5) 高處作業時強制配戴
安全繩。 

 
 
(6)規劃物料的存放區域避

免淩亂，產生絆倒。 
 
(7)加強監督人員教育訓

練，及安全方面能力。 
 
(8)在補修作業時先檢查外
牆是否堅固，有剝落的

因素存在。 
(9)柔性勸導工人使用手
套。 

(10)柔性勸導工人使用護
目鏡。 

 
(11)訂定標準的泥水工標

準作業程序，而防止意

外災害發生。 
(12)使用磨光機時，先檢查
機器之設備是否有損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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