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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1 

從事升降機維修從事升降機維修從事升降機維修從事升降機維修、、、、保養及鋼索更換作業發生搬器保養及鋼索更換作業發生搬器保養及鋼索更換作業發生搬器保養及鋼索更換作業發生搬器飛落被壓致死飛落被壓致死飛落被壓致死飛落被壓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輸送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 介 物：升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98 年 11 月 29 日 9 時許，陳○○帶領陳□□至○○縣○○市○○路○段○

○○號民宅從事升降機維修、保養及鋼索更換工程，到達後，陳○○先到頂

樓機房從事線路維修工作，陳□□則將搬器停於 5～6 樓間（距離機坑底部

約 14.5 公尺），以鏈條穿過主機固定樑，再到搬器頂部以手拉鍊條吊具穿過

搬器之上樑，再與上方鏈條結合固定搬器，陳□□即到機坑底部站在鋁梯上

從事配重側鋼索固定端拆除作業，陳○○在 6 樓整理電線，突然聽到鋼索滑

落聲音，直覺搬器往下滑落，於是趕緊跑到 1 樓打開升降機外門，並呼叫陳

□□無回應，立即請屋主通報 119 消防局前來救援，送○○醫院急救。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頭部遭升降機搬器撞擊致跌落機坑，造成顱顏骨破裂、多

發性骨折致出血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未佩戴安全帽。  

2、未設置有效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

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二）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 23 第 1 項） 

（三）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四）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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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於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六）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

並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 條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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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2 

從事大樓保全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大樓保全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大樓保全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大樓保全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保全服務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其他裝卸搬運機械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98 年 9 月 14 日上午 7 時 40 分左右，因位於地下室之汽車停車設備異常（分

B1、B2 及 B3 共三層出入口），致住戶與車輛受困於地下室一樓（B1）之載

運平台，大樓值班安管員周○○ (罹災者)，於開啟停車設備位於地下室二

樓（B2）出入門扉協助受困住戶脫困的過程中，不慎從地下室二樓（B2）墜

落至地下室三樓（B3）下方機坑（墜落高度 5.55m），當場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 

在尚未確認自身安全無虞的情況下，使用鎖匙開啟停車設備之出入門扉。 

不安全環境：無。 

(三)基本原因： 

雇主對勞工於汽車停車設備之異常處理事宜未訂定於工作守則，且未施予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勞工於地下室汽車停車設備之異常處理事宜應訂定於工作守

則，並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工作業場所各種潛在危害因子，應予審慎評估，並於事先規

劃緊急應變方案，俾使勞工能確實遵守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暨第 13 款) 

(三)勞工欲執行緊急救護作業時，應評估工作業場所現有防護措施與自身

能力是否可及，在確認自身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再採行有效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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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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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3 

從事餐車推送作業發生升降機夾擠致死災害從事餐車推送作業發生升降機夾擠致死災害從事餐車推送作業發生升降機夾擠致死災害從事餐車推送作業發生升降機夾擠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餐館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 

三、媒 介 物：升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98年 7月 13日 21時 05分許罹災者黃○○將餐車從升降機搬器內推出到1F

地板，人員尚在搬器內，因升降機安全裝置已經失效，雖然升降機搬器之內

門與 1F 出入口之外門皆為開啟狀態(依規定-升降機搬器及升降路出入口之

任一門開啟時，升降機應不能開動)，疑因其它樓層有人按鈕叫車，致升降

機搬器突然上升，罹災者因餐車重量牽引而使其身體重心向前傾，在來不及

反應下被夾於正在上升的升降機搬器內地板與 1F 乘場門框上端之間，經送

往○○醫院急救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被夾於正在上升的升降機搬器地板與 1F 乘場門框致死。 

(一)直接原因：被夾。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無。 

不安全狀況：升降機之搬器及升降路出入口安全裝置皆失效。 

(三)基本原因： 

未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應裝置構造堅固平滑之門，並應

有安全裝置，使升降搬器及升降路出入口之任一門開啟時，升降機不能開

動，及升降機在開動中任一門開啟時，能停止上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93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二)雇主應依第二條所定事業之之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

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三)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

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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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勞工安全衛生事項。…於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

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12 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在職勞工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

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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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4 

從事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搬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批發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升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公司業務經理甲先生之口述表示，事發當日 98 年 5 月 28 日 20 時 30

分左右曾撥打手機給罹災者唐○○，告之公司貨物即將送達，請其準備收

貨。惟 20 時 40 分左右，貨物已送達公司樓下，送貨之司機卻看不到唐○○，

於是司機聯絡甲經理，甲經理則分別於 20 時 40 分及 20 時 50 分二次撥打手

機給唐○○，唐○○均未接聽，甲經理於是在 21 時左右趕到公司查看，發

現唐○○機車，卻不見其人，甲經理趕緊跑上三樓之公司查看，並再撥打唐

○○之手機，卻聽見手機鈴聲從電梯間傳出，因現場光線昏暗，甲經理於是

跑下一樓向□□公司警衛丙先生借手電筒，並一起上三樓查看，經向電梯間

探頭一照，即發現唐○○躺臥在位於一樓電梯車廂之頂部，甲經理隨即打電

話叫救護車送○○醫院，並轉送□□醫院急救，在隔日上午 8時左右不治死

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之連鎖裝置未發生作用，致搬

器已停於一樓，三樓之出入口門卻能開啟。 

不安全的行為：無。 

(三)基本原因： 

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勞工缺乏安全意識。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

附表二之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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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應有連鎖裝置，使搬器地板與

樓板相差 7.5 公分以上時，升降路出入口門不能開啟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第 9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五)雇主對升降機，應每月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1.終點極限開關、緊

急停止裝置、制動器、控制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有無異常。2.鋼索或吊鏈有

無損傷。3.導軌之狀況。4.設置於室外之升降機者，為導索結頭部分有無異

常。（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2 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 條第 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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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機 1 

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發生被壓致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發生被壓致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發生被壓致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發生被壓致死死死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98 年○月○日，罹災者○○○與勞工○○○分別駕駛卡車式吊車(移動式起

重機)及小貨車返回○○縣○○鄉 (倉庫)卸料，勞工○○○於途中前往○○

鄉加油後再抵達倉庫時，已發現罹災者○○○被傾倒之吊車(移動式起重機)

壓住，經送至醫院急救後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可能於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之吊桿，將車上之圍籬吊掛至地面

時，因未將外伸撐座全部伸出，且未於外伸撐座下方鋪設充分強度之鐵板或

墊料，以致於作業範圍有地盤軟弱之土壤時，造成移動式起重機於吊掛作業

中翻覆，導致罹災者○○○被壓致死。 

(一)直接原因：胸腹部被翻覆之移動式起重機，壓挫傷併內臟挫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於作業範圍有地盤軟弱之土壤，實施吊掛作業。 

2、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時，未將外伸撐座全部伸出，且未於外伸撐

座下方鋪設充分強度之鐵板或墊料。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供遵循。 

4、未依規定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訓練。 

5、操作危險性機械(吊升荷重：5 公噸之移動式起重機)人員，未經訓練合格。 

七、災害防止對策： 

對於移動式起重機，為防止其作業中發生翻倒、被夾、感電等危害，應事前

調查該起重機作業範圍之地形、地質狀況、作業空間、運搬物重量與所用起

重機種類、型式及性能等，並對軟弱地盤等承載力不足之場所採取地面舖設

鐵板、墊料及使用外伸撐座等補強方法，以防止移動式起重機翻倒。另對於

具有外伸撐座之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將其外伸撐座伸到最大極限位置。

及對於移動式起重機，在其作業範圍有地盤軟弱等情形，致其有翻倒之虞

者，不得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作業。(起重升降機聚安全規則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暨第 3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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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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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2 

從事固定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因鋼索斷裂發生被吊掛物壓撃致死從事固定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因鋼索斷裂發生被吊掛物壓撃致死從事固定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因鋼索斷裂發生被吊掛物壓撃致死從事固定式起重機吊掛作業因鋼索斷裂發生被吊掛物壓撃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廢棄物清除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 介 物：固定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據同區作業○○有限公司勞工○○○描述：98 年 6 月 24 日下午 14 時左右

時間聽到一聲巨響，我從工作區望去，東區之固定式起重機鋼索只剩 1 條在

搖晃，吊鉤已不見；往前察看罹災者○○○已被太空包壓在身上，我迅速向

中控室呼叫求救；經使用同區另一座固定式起重機以拖拉方式將太空包移

除，並送往○○醫院急救，16:50 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該肇災使用之固定式起重機吊升荷重為 2 公噸，功用為將固化區之固化廢棄

物太空包吊至暫存區，再將暫存區儲存之太空包吊至卡車上。每日吊掛作業

頻率約 120~130 吊次，致鋼索嚴重斷絲。且該固定式起重機鋼索固定端未裝

設吊環保護裝置，形成鋼索與螺栓直接磨擦，造成鋼索內側磨損而斷裂。 

(一)直接原因：遭吊掛物體飛落壓撃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 

2、鋼索斷絲、磨損未更換 

(三)基本原因： 

1、於吊掛作業區使用固定式起重機未定訂標準作業程序，據以實施。 

2、未實施教育訓練、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未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於固定式起重機作業時，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

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3 項暨起重升降機

具安全規則第 21 條) 

(二)鋼索一撚間不得有百分之十以上素線截斷者之情形。(固定式起重機安全

檢查構造標準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三)雇主對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勞工及使用起重機具從事

吊掛作業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6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 

(四)雇主對於固定式起重機之構造應符合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檢查規則第 13 條) 

(五)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鋼索運行狀況，應於每日作業前依規定實施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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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52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

第 2 項)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 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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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3 

從事起重吊掛作業被撞墜落致死從事起重吊掛作業被撞墜落致死從事起重吊掛作業被撞墜落致死從事起重吊掛作業被撞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其他（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據○○起重行司機邱○○稱：「災害發生時我正在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車頭

右側旁進行鋼筋綑綁作業，罹災者則站在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載貨台上遙控

上方固定式起重機（該機直行裝置之制動器異常）」，將已綑綁好的鋼筋吊運

至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上，就在我綑綁好一籃鋼筋時，回頭看不到罹災者在

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上（已被撞落至地面），且固定式起重機正吊著一籃鋼

筋停在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左側旁的半空中，高度比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載

貨台高，當我遶到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左側就看到穆○○扶著罹災者的上半

身，因此我就到辦公室求救，再回到現場協助穆○○將罹災者移到廠外等待

救護車。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固定式起重機吊掛物撞擊墜落地面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固定式起重機直行裝置未設置制動器 

（三）基本原因： 

1、未經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合格，即使其

從事鋼筋吊運作業。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致勞工對工作場所危害認知、安全意識

不足。 

3、安全衛生管理機制不良。 

4、將故障之起重機直行裝置制動器拆除，而未告知災害發生單位。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雇主應

僱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之。（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5 條） 

（二）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於發現有異常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

要措施。(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1 條第 2 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三）起重機之直行裝置應設置制動器。(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

第 2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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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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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移動式起重機吊掛移動式起重機吊掛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作業發生被撞致死作業發生被撞致死作業發生被撞致死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房屋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據○○公司所僱用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司機張○○稱述：98 年 2 月 11 日上

午 11 時 30 分公司老板指派張○○送鐵材至○○○○○○號旁之工地；直到

下午 13 時開始工作，張○○便將樓層浪板綁在布帶上而後勾掛於吊鉤，接

著將吊臂舉高離地面約 7~8 公尺，而後慢慢伸出吊臂（當時角度約 45~50

度），於伸出第一節後，接著伸出第二節，準備伸出第三節時，突然整支吊

臂及立柱整座折斷，並往左邊傾斜，當時一整疊樓層浪板自高空掉落並打到

當時坐在鋼構上（距地面高度約 3.5 公尺）之游○○，隨後整座吊臂掉落壓

在○○工程車上，游○○也掉落在溫室旁之地上，並由○○工程的人叫救護

車送至○○醫院急救，後因傷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下部立柱斷裂之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上吊掛之樓層浪板掉

落撞擊造成頭部多處撕裂傷，引起中樞神經性休克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積載型移動式起重機下部立柱已產生裂隙，未具有充分強度；又於重負

荷狀況下，致下部立柱無法承受產生之應力而斷裂。 

2、未禁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 

3、於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開口部分未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

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原事業單位未予以事前告知承攬人作業有關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應

採取之措施。 

6、原事業單位未成立協議組織協議相關安全衛生事宜、未對工作場所進行

巡視並對可能之危害予以連繫與調整。 

七、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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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二）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三）雇主對於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

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四）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

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五）雇主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

項） 

（六）雇主於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採取禁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

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9 條第 1 項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七）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樓梯

、坡道、工作台、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台、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

構、橋台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

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為前項設施有困難，……，應採取使勞工

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 1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八）凡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

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例

第 6 條第 1 項） 

（九）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

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8 條第 1 項） 

（十）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應採取

：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

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3、工作場所之巡視。4、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8 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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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5 

從事移動式起重機搭載人員從事移動式起重機搭載人員從事移動式起重機搭載人員從事移動式起重機搭載人員作業因作業因作業因作業因過捲揚致人員隨搭乘設備過捲揚致人員隨搭乘設備過捲揚致人員隨搭乘設備過捲揚致人員隨搭乘設備墜落致墜落致墜落致墜落致

死死死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機械設備租賃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據○○公司所僱用移動式起重機司機林○○稱述：98 年 3 月 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許，罹災者（黃○○）從約 35 公尺平台走道上坐上搭乘設備(俗稱吊籃)

後，以對講機告訴司機林○○鋼索可以向上升，林○○依指示操作鋼索向上

升，當時上升途中有感覺吊車晃動且荷重表有在 300～400 公斤左右跳動，

司機林○○就立即停止動作，因鋼構及高度阻礙視線，司機林○○無法得知

上面情形，以對講機與罹災者溝通，有無碰撞東西，罹災者回答「沒有，再

捲揚」，瞬間吊桿搖晃嚴重，聽到撞擊聲音，現場人員高喊人員掉落。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因鋼索過捲揚，導致人隨著吊籃高處墜

落；造成胸腹部挫傷，引起低血量休克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起重機無過捲預防及過捲警報裝置之功能。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2、承攬人未事前告知再承攬人作業有關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

措施。 

3、原事業單位及承攬人成立協議組織協議相關安全衛生事宜、未對工作場

所進行巡視並對可能之危害予以連繫與調整。 

4、移動式起重機作業前未指派適當人員實施檢點及作動測試。 

5、起重機之載人作業未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

業安全檢核表。 

6、使用搭乘設備（吊籃）作業未指派指揮人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鋼構組配、拆除等作業，應指定鋼構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

辦理下列事項：「一、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 二、實施檢點，檢查

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換其不良品。 ……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之有效狀況。……。」（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49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二)雇主對於第 5 條第 1 項之設備及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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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三)勞工月投保薪資未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

投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 

(四)雇主應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防止與吊架接觸、碰撞，應有至少

保持 0.25 公尺距離之過捲預防裝置；並於鋼索上作顯著標示或設警報裝置，

以防止過度捲揚所引起之損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91 條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五)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

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7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第 2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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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機 6 

從事清潔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清潔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清潔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清潔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股份有限公司船體工廠之新進料線動力管線製裝工程承攬人○○機械

工程有限公司所屬勞工翁○○，98 年 11 月 09 日約 08 時 30 分於船體工廠

第一棟廠房之第6柱3樓進行LPG管線施工，因該地點位於固定式起重機(編

號：XXXXXXXXXXX)直行軌道邊，遭另一承攬人○○工程行所屬勞工王○○操

作該固定式起重機之鞍座撞及，撞後夾在天車與3樓往4樓階梯之牆面間(23

公分夾縫)，後再自 3 樓跌落至 3 樓往 2 樓階梯(高度差約為 333 公分)，並

滾落至 2 樓樓板，罹災者立即送○○醫院急救，復於 11 月 18 日轉□□醫院，

惟仍於 11 月 22 日 21 時 45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撞。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動作：無。 

不安全狀況： 

1、廠房階梯旁開口部份，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2、使用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未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擅入吊運路線

範圍內之無關人員。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與承攬人於同一工作場所及期

間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2、3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事項辦理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工作場所之巡視。 

2、原事業單位(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將新進料線動力管線製裝工程

交付基杰機械工程有限公司承攬，其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

業，未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5 第 1 項訂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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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作業之管制，並促使承攬人及其勞工，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要求。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確

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之無關人員（起重升降機具

安全規則 63 條第 1項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對於高度在 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對於高度在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於設置工作台有

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

險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2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四)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

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五)工作場所之巡視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1、2、3款） 

(五)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

分交付承攬或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

時，除應依本法第 17 條或第 18 條規定辦理外，應就承攬人之安全衛生管理

能力、職業災害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育訓練、緊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

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理計畫，並促使承攬人及其勞工，遵守勞工安全衛

生法令及原事業單位所定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前項執行紀錄，應保存

三年。（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5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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