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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預防與安全設施的檢驗

我國營造業墜落職災數偏高，其中墜落災害死亡的占比將近 7成。防墜安全設施在設置及使用上，
存在性能及強度不足的問題，同時也是造成墜落職災的關鍵主因之一。本文強調對防墜安全設施進行檢

驗的重要性，以提高工地墜落事故的預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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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營建工程常見的高風險作業項目，包括鋼構作

業、施工架作業、電梯井相關作業以及臨開口等高架

作業，墜落災害發生的比率很高。為預防人員自高處

墜落，這些作業項目通常都會使用到安全母索、中間

桿柱、先行扶手框、防墜系統以及錨錠裝置等安全設

施。為有效預防營建工程墜落災害的發生，本文針對

防墜直接相關的安全設施，包括先行扶手框、錨錠裝

置及護欄等，探討相關安全設施在設置、使用階段的

性能需求，及確保安全性的必要檢驗。

安全設施使用現況分析

 有鑑於我國營造業墜落職災數偏高，且比例未能

有效降低 [1]，因此職安署設定今（113）年為「營造業

墜落打擊年」，以彰顯降低造業墜落職災的決心 [2]。根

據勞動部職安署統計顯示，112年全產業在工作場所重

大職災死亡人數約 280餘件，其中營造業就占比約一

半，而其中墜落災害死亡的占比就將近 7成，為歷年

營造業重大職災類型之首。另外根據勞安所針對營建

工程墜落危害所提出之關鍵要因 [3]，依歷年職災統計，

分析媒介物、作業內容、災害情形及頻率的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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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的檢驗

等，提出營建工程墜落災害最主要的關鍵要因包括：

配置不當、本體防護不足或無安全設施及性能及強度

不足等。其中「性能及強度不足」主要包含防墜安全

設施的問題，若能針對此關鍵要因，整合資源妥善運

用，當能有效預防墜落災害的發生。

防墜安全設施不完備或有效性不足，每每造成重

大職業災害，案例包括：勞工從事垃圾管道間作業，

未設置防墜措施導致墜落死亡（如圖 1所示）[4]、勞

工從事電梯井工作平台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如

圖 2所示）[5]、勞工從事鋼構組配作業，於鋼梁上行走

時，因重心不穩墜落，而墜落時因安全母索兩端錨錠

之黃色中間桿柱鎖固強度不足，連同安全母索及中間

桿柱一併扯落並墜落至地面（如圖 3所示）[5]、新建鋼

 圖 1   垃圾管道間作業自開口墜落 [4]

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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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廠房勞工從事屋頂浪板安裝作業時，安全母索未設

置堅固的錨錠裝置，造成二名勞工自高度約 31公尺墜

落至地面不治身亡（如圖 4）所示 [4]、勞工於外牆施工

架從事模板收料及搬運作業，左手扶著長向先行扶手

框時，因長向先行扶手框鬆脫，致由 4樓墜落至地上 1

樓地面不治身亡（如圖 5所示）[6]。

由營建工程現場訪視發現 [3]，設置或使用中的安全

設施，通常多無法有效防止墜落災害的發生或降低墜落

災害的嚴重性，尤以鋼構作業時使用安全母索及中間桿

柱（錨錠）等做為安全設施，其強度及性能明顯不足；

框式施工架組拆過程，需採用先行扶手框做為防護設

施，多數扶手框設置後常有鬆脫、翻落等問題；外牆施

作時，施工架與構造物間，以設置長條型安全網做為防

止人員墜落的設施，但其強度及攔截效能有疑慮；電梯

井開口多數會以柵欄做完全封閉的防護，但當必須進行

吊料或清潔作業時，多半未再設置摛墜系統或所設置的

系統與錨錠裝置的強度不足。上述幾種墜落防護設施的

強度明顯不足，但業界仍頻繁使用，且多為工地現況使

用之標準配備。直接的安全設施無法滿足防墜需求，可

能是造成營建工程墜落災害偏高的重要原因，相關安全

設施現況與問題綜整如表 1所示 [3]。

防墜安全設施選用、設置、使用管理要點

由職災案例分析及現場訪視的結果顯示 [3]，目前

營建工程所使用之安全設施本身的強度及性能多有疑

慮，加上現場設置的方法不正確及設置位置不當等問

題，是造成安全設施無法發揮安全防護功能的主因，

因此需要進一步就安全設施的設置進行妥善規劃，並

針對安全設施的性能與強度進行檢驗。以下各階段管

理要點說明如下：

 圖 2   電梯井井工作平台拆除作業時墜落 [5]  圖 3   安全母索及中間桿柱一併扯落並墜落至地面 [5]

 圖 4   鋼構廠房墜落，母索及中間桿柱無效而脫落 [4]  圖 5   施工架先行扶手框鬆脫造成人員墜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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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墜安全設施的選用

為確保正確選用，應根據作業環境和工程需求，

選用適合的防墜安全設施，以確保其符合作業需求並

能提供有效保護。

(1) 選用適合特定工程需求和環境條件的安全設施，需
考慮到工程的特性、高度、工作類型等因素，選用

具有足夠強度與性能適當的防墜安全設施。

(2) 進行法規標準的查核與確認，以確保所使用之安全
設施的設計、安裝和使用符合法規、國家標準以及

相關行業標準。

防墜安全設施的設置

為確保完備設置，應在可能發生墜落的地方，完

備各項安全設施，以提供有效的保護。

(1) 防墜安全設施的設置，須確認構件本身強度、構件
連結強度，並設置足夠數量，才能充份發揮安全設

施的防護功能。

(2) 安全設施的設置所採用構件，應確認材質正確、尺
寸及強度符合法規或相關規範。

(3) 應使用適當的連接構件及固定方式，如使用不合適
的連接件或固定方式，可能使安全設施失去預期的

功能，於人員墜落或受外力影響時，可能因強度不

足而失效。

(4) 構件須確實依設計方式施作並鎖固，以確認整體系
統的穩定（完整性和穩固性）。

防墜安全設施的使用 

為確保有效使用，各項墜落預防的安全設施必須

經過適當的「檢驗」，以確認其防護效能，包括目視檢

視及性能檢測，使用者應於作業前檢視整體設置完備

性，並可依現場的需求及條件，進行安全設施的性能

檢測。

(1) 檢視：為現場相關人員，應具備基礎知識與能力，
以目視及現場簡易評估的方式，確認安全設施有無

明顯生鏽、變形之情形，或是因螺絲鬆動、連接件

破損，導致晃動不穩固之情形。

(2) 檢測：依據工程需求及條件的不同，可以要求負責
提供安全設施之業者、或請具專業之技術團體經由

第三方輔導稽核及抽測 [7]，以確認構件性能及強度

符合設計所需（即現場執行抽樣並進行測試）。

防墜安全設施的檢驗 
防墜安全設施的檢驗，主要為確保安全設施構件

的功能符合設計所需的強度，且能夠有效防止墜落危

害。因此現場檢驗分為檢視及檢測，主要的重點即在

於確認防墜安全設施的完備性及有效性。為有效確認

安全設施的性能，除了透過加強作業人員之職能訓練

來達成正確使用的目的外，可以配合由防墜安全設施

的專業分包制度，委由專業廠商進行安全設施的施

作，來確認安全設施在選用、設計及安裝的正確性。

此外，也可以藉由第三方技術團體的稽核驗證，協助

確認相關安全設施是否正確選用與使用。本文優先針

對營造工地必要且經常使用之防墜設施，包括先行扶

手框、護欄及錨錠裝置等，納入防墜設施的檢驗探

討。使用者若能有效掌握各項防墜安全設施的防護原

理，可依據工地現場各工項實際使用狀況及所使用的

安全設施項目，依據功能需求自行修訂，如表 2所示。

表 1   營建工程安全設施常見缺失類型與樣態

缺失類型 常見缺失樣態

安全設施
現況問題

設置不當、不完備，
導致墜落開口

1. 護欄下端開口過大
2. 施工架端部開口未確實封阻
3. 電梯井上方開口過大未全面遮斷
4. 樓梯轉折平臺處開口，未設護欄
5. 管道間開口，未設護蓋或設置護蓋強度不足
6. 筏基坑覆蓋，未設置警示措施
7. 其他

尺寸、型式錯誤選
用，導致性能不足

1. 電梯井吊料作業所設之單點錨錠強度不足
2. 施工架作業設置之水平母索材質採用棉繩
3. 構構作業所使用之母索、黃色中間桿柱，本身構件性能不足
4. 長條型安全網無法有效欄截
5. 其他

連結、鎖固未確實，
導致系統失效

1. 先行扶手框未確實鎖固連結，造成鬆脫
2. 護欄杆柱距超過 2.5公尺，造成晃動不穩固
3. 安全設施構件鏽蝕及變形，致無法確實連結
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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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扶手框安全設施檢視及檢測

作用

建築工程中必須設置施工架，在施工架組裝、拆

解作業時，輔以先行扶手框做為安全工法時，可以防

止勞工自施工架墜落，同時提供安心的工作環境。

常見問題

先行扶手框目前使用多為公、母扣型式，設置後與

施工架的鎖固及連結不牢靠，加上多次使用、重覆組拆

容易變形，可能造成人員墜落或扶手框飛落等危害。

檢視與項目

檢視先行扶手框選用的型式及尺寸是否符合場

域，以及是否有附性能測試證明；設置時扶手框是否

有生鏽、變形情形；扶手框間距等是否造成墜落開

口；扶手框連結鎖固程度。

檢測項目

先行扶手框 的構造標準及試驗方法可參考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施工架之扶手先行工法安全作

業技術指引」[8]，並已將該指引針對先行扶手框的構造

要件及測試方法之主要內容納入，供業者依循。先行

扶手框之性能試驗方法如下： 

(1) 靜態測試 –確認先行扶手框強度可以做為施工架組
拆臨時性護欄。

靜態測試主要是瞭解先行扶手框承受側向時的最大

變位值，以確認防護功能是否足夠。首先，先行扶手框

施以 30公斤之水平拉力，其變位不得超過 10公分；而

後，施以 100公斤水平拉力並靜置 30秒，其變位不得

超過 45公分，測試方式及測試結果如圖 6所示。

(2) 動態測試 –確認先行扶手框能具勾掛安全帶之必
要強度及性能。

動態測試主要是確認作為鉤掛安全帶使用之先行

扶手框，在質量 100 kg之沙包以及 170 cm之安全繩，

以距離地板上緣 90 cm之位置做為重錘之懸吊處，並讓

先行扶手框之固定部分為左右對稱之掉落位置自由落

下，確認先行扶手框與掛具是否未折損或脫落，且墜

落之沙包未接觸地面，以符合先行扶手框動態安全強

度測試，測試方式及測試結果如圖 7所示。

護欄安全設施檢視及檢測

作用

做為墜落開口的遮斷，在開口的邊緣設置護欄，

可以有效防止人員或物品從邊緣飛落。

表 2   安全設施檢驗項目參考表

檢驗
項目

檢視 檢測 備註

先行
扶手框

1. 扶手框生鏽、變形
2. 扶手框型式
3. 扶手框尺寸
4. 扶手框設置間距
5. 扶手框連結鎖固程度

靜態測試
動態測試

提供測試證明
現場抽測

護欄

1. 護欄生鏽、變形
2. 護欄設置高度
3. 杆柱設置間距
4. 護欄連結鎖固程度

拉力測試 現場抽測

錨
錠

單
點
錨
錠

1. 構件生鏽、變形
2. 錨錠尺寸大小
3. 錨錠點設置高度
4. 錨錠設置方式

拉拔測試
提供測試證明
現場抽測

中
間
桿
柱

不適用 不適用
現況使用之黃色
中間桿柱，無防
墜功能

圖 6   靜態測試前後照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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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護欄設置高度不足，除未達 90 cm，也未考量作業
場域需求，增加高度及強度等。

(2) 錨錠強度不足及整體穩定性不佳，當意外碰撞時，
無法承受撞擊力。

(3) 護欄未適當設置，使用及維護時因便利性不足，可
能被人員任意拆開。

檢視與檢測項目

(1) 檢視欄杆設置，具有高度 90公分以上之上欄杆、
中間欄杆或等效設備（以下簡稱中欄杆）、腳趾板

及杆柱等構材；其上欄杆、中欄杆及地盤面與樓

板面間之上下開口距離，應不大於 55公分。

(2) 檢視構件無顯著變形、生鏽情形，並確保整體系
統穩固。

(3) 拉力測試

為確保任何型式之護欄的強度足夠且穩固，其杆

柱、杆件之強度及錨錠，應使整個護欄具有抵抗於上欄

杆之任何一點，於任何方向加以七十五公斤之荷重，而

無顯著變形之強度。

錨錠（中間桿柱）安全設施檢視及檢測

作用

做為全身背負式安全帶鉤掛之單點錨錠，或做為

安全母索兩端及中間通過點的錨錠。

常見問題

單點錨錠常因設置方式、設置點及尺寸等問題，

造成強度不足。而安全母索兩端及中間通過點的錨

錠，目前工地普遍使用的黃色中間桿柱，由於強度不

圖 7   動態測試前後照片 [8]

足，無法達到有效的安全防護，甚至會有安全上的錯

誤認知。

 ◎ 現況使用之黃色中間桿柱，因構件本身及錨錠強度

均不足，因此不納入檢驗項目。

檢視項目

單點錨錠：檢視材質與尺寸的選用是否適當；錨

錠設置的方式及錨錠點設置的高度；錨錠構件是否生

鏽及變形等情形。

檢測項目

錨錠點強度可藉由現場的拉拔試驗，確認其強度能

符合 2,300公斤的需求，安全母索可由檢附之材料說明

書及現場取樣及拉力試驗，確認其性能能符合 2,300公

斤的需求。

結論與建議

落實防墜安全設施的檢驗是保障作業人員安全的關

鍵。事前正確選用、場域的完備設置和確認功能有效發

揮，能預防職業災害並避免不必要的法律責任，透過檢

驗，可提升安全設施的可靠性與功能的發揮，保障作業人

員的安全。

為有效確保安全設施能發揮防護效果，建議加強作

業人員對安全設施選用、設置及目視檢測的能力，並配

合由防墜安全設施的專業分包制度，委由專業廠商進行

安全設施的施作，來確認安全設施在選用、設計及安裝

的正確性。此外，藉由第三方技術團體的稽核驗證，可

提供客觀評估，以確保安全設施的正確使用，進而保障

作業人員在場域上的安全，降低墜落災害發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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