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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升降機（一般俗稱電梯）常見於勞工作業場所或公寓大廈做為人員上下或

貨物搬運使用。隨建築物高層化發展，升降機使用日漸普及，其功能日趨複雜，

使用亦更加頻繁，時有因組裝、維修、操作、安全裝置失效、制動器制動力不

足等，發生墜落、物體飛落、被夾等災害事故。根據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

查處統計，近10年來，高雄市共發生8起升降機相關作業之重大災害，造成8名

作業勞工死亡。因此，如何確保升降機從業人員之生命安全，已成為社會大眾

所關切的議題。 

貳貳貳貳、、、、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分析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分析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分析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分析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至101年升降機職災分析及防災對策」報告指

出，96年至101年因升降機及升降路發生之重大職業災害共計共計共計共計62件件件件，，，，罹災人數罹災人數罹災人數罹災人數62

人人人人，，，，每年平均發生約每年平均發生約每年平均發生約每年平均發生約10件件件件，，，，造成約造成約造成約造成約10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其中升降機造成之重大職災為31

件，30人死亡；升降路造成之重大職災為31件，32人死亡。 

 

依肇災作業型態依肇災作業型態依肇災作業型態依肇災作業型態分析(如表1)，升降機肇災最多者為「升降機操作」，計22

人；其次為「升降機維修」6人，「升降機安裝」2人。另因升降路肇災者，作

業型態較為分散，以「拆除模板及遮斷板」及「因其他作業墜落」最多，分別

有5人，其次依序為「吊掛物品」及「清運垃圾」各為4人。 

 

依災害類型依災害類型依災害類型依災害類型分析(如表2)，升降機肇災最多者為「墜落、滾落」，計21人；

其次為「被夾、被捲」7人，「物體飛落」2人。另因升降路肇災者，災害類型

均為「墜落、滾落」，計32人。 

 

依行業別依行業別依行業別依行業別分析(如表3)，罹災人數最多者為營造業，計38人，佔61.3%；其次

為製造業9人，佔14.5%；批發及零售業6人，佔9.7%。再細分之，因升降路肇災

者，絕大多數為營造業勞工，因升降機肇災者，依罹災人數多寡，分別為營造

業、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支援服務業、住宿及餐飲業等。 

 

由升降機職災原因淺談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由升降機職災原因淺談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由升降機職災原因淺談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由升降機職災原因淺談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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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依作業型態分析-升降機及升降路 

作業型態作業型態作業型態作業型態 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 升降路升降路升降路升降路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升降機操作 22  22 
升降機維修 6  6 
拆除模板及遮斷板  5 5 
因其他作業墜落  5 5 
吊掛物品  4 4 
清運垃圾  4 4 
升降機安裝 2  2 
拆除施工平台  2 2 
導軌組拆  2 2 
搬運模板及型鋼等  2 2 
拆除廢棄電梯  2 2 
施作工作台  1 1 
駕駛堆高機  1 1 
拆除施工架  1 1 
角鐵組裝  1 1 
施工平台組裝  1 1 
泥作作業  1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0 32 62 

 

表2 依災害類型分析-升降機及升降路 

災害型態災害型態災害型態災害型態 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 升降路升降路升降路升降路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墜落、滾落 21 32 53 
被夾、被捲 7  7 
物體飛落 2  2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0 32 62 

 

表3 依災害類型分析-升降機及升降路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 升降路升降路升降路升降路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營造業 9 29 38 61.3% 
製造業 7 2 9 14.5% 
批發及零售業 5 1 6 9.7% 
支援服務業 5  5 8.1% 
住宿及餐飲業 4  4 6.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0 32 62 100% 

依災害原因分析(如表4及表5)，因升降機肇災者，以「擅用鎖匙自外面開啟

升降機之出入門扉」及「升降路出入口門高差7.5cm 以上不能開啟之連鎖裝置

失效」等2項最多，分別為8次，各佔16.7%；其次為「門扉開啟升降機不能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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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連鎖裝置失效」6次，佔12.5%。另因升降路肇災者，主要災害原因為「高度2

公尺以上開口未設護欄等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25次，佔34.2%；其次為「高度

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帽」為20次，佔27.4%。 

表5 依災害原因分析-升降機 

災害原因災害原因災害原因災害原因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擅用鎖匙自行開啟升降機之出入門扉 8 16.7% 

升降路出入口門高差7.5cm 以上不能開啟之連 

鎖裝置失效 

8 16.7% 

門扉開啟升降機不能開動之連鎖裝置失效 6 12.5% 

維修時不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 3 6.3% 

出入口及搬器內未標示積載荷重及最高人數 3 6.3% 

未配戴安全帽 2 4.2% 

專供載貨用升降機不得搭載人員 2 4.2% 

升降機及出入口未保持適當照明 2 4.2% 

升降機鎖匙未懸掛標示牌 2 4.2% 

未檢查合格使用 2 4.2% 

出入口未設置不燃性材料之門扉 2 4.2% 

捲揚機不得供人搭乘 1 2.1% 

槽輪及鋼索節圓直徑比未達40以上 1 2.1% 

滾子鏈條未達2條以上 1 2.1% 

捲揚鋼索未達3條以上 1 2.1% 

未規定固定信號或指定指揮人員 1 2.1% 

捲揚用鏈條與搬器之緊結部分不符規定 1 2.1% 

終點極限開關失效 1 2.1% 

未揭示操作方法及故障時之處置方法 1 2.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8 100% 

表6 依災害原因分析-升降路 

災害原因災害原因災害原因災害原因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護欄等或使勞工使用安 

全帶 

25 34.2% 

高度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帽 20 27.4% 

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4 5.5% 

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未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無關 

人員進入 

3 4.1% 

高度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未訂定墜落防止計畫 2 2.7% 

高差1.5m以上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 2 2.7% 

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未保持安全狀態 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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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組配及拆除未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2 2.7% 

出入口照明不足 2 2.7% 

模板拆除作業未指派模板作業主管 2 2.7% 

施工架之構築未繪製圖說及建立查核機制 1 1.4% 

放置各類物料之構造物或平台強度不足 1 1.4% 

施工架及施工構台未依規定檢查後使用 1 1.4% 

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或開口未設圍欄 1 1.4% 

無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營造作業未設置適 

當施工架 

1 1.4% 

工作場所照明不足 1 1.4% 

移動梯不符合規定 1 1.4% 

護蓋未防止滑溜、掉落或移動 1 1.4% 

安全母索強度不足 1 1.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73 100% 

參參參參、、、、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升降機及升降路重大職災原因探討原因探討原因探討原因探討 

由表1及表6可知，因升降機罹災者，其作業型態可分為升降機操作、升降

機維修及升降機安裝等3類，其災害原因以「擅用鎖匙或工具自行開啟車廂門」、

「升降路出入口門高差7.5cm 以上不能開啟之連鎖裝置失效」、「門扉開啟升

降機不能開動之連鎖裝置失效」等最多，可知應著重建立勞工安全意識可知應著重建立勞工安全意識可知應著重建立勞工安全意識可知應著重建立勞工安全意識，，，，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擅用鎖匙或工具開啟車廂門擅用鎖匙或工具開啟車廂門擅用鎖匙或工具開啟車廂門擅用鎖匙或工具開啟車廂門，，，，升降機操作時升降機操作時升降機操作時升降機操作時，，，，如發現連鎖裝置失效時如發現連鎖裝置失效時如發現連鎖裝置失效時如發現連鎖裝置失效時，，，，即應停即應停即應停即應停

止使用止使用止使用止使用。 

另維修人員於維修時罹災6人，其中3件為「維修時未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

措施」肇災，如能落實夥伴作業，並確實依SOP 作業，予以上鎖及標示，即可

減少維修人員之傷亡。 

由表6可知，因升降路罹災者，絕大多數(達78%)與高度2公尺以上開口未設

護欄等或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帶有關，故升降路之出入口門除落實護欄設置外，

勞工如須使用升降路從事作業時，務必要求其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肆肆肆肆、、、、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升降機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維修組裝之作業安全 

在台灣，升降機造成人員傷亡的事故每年都有發生。即使是完好的升降機，

其安裝、調試和維修過程均充滿了危險，一直是升降機行業關注的焦點。在升

降機調試和維修時，除了應該遵守一般的設備安裝安全規程以外，還要特別注

意以下各點： 

1. 升降機調試和維修是一種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從業人員必須經過正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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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培訓並考試合格。 

2. 升降機調試和維修應指定專人負責，明確分工，統一指揮。調試或維修

人員不明確工作內容，人數不滿兩人或健康狀態不良時，不得進行工作。 

3. 升降機調試或停用檢修，應正式通知有關各方並掛出警告牌。       禁

止一面使用一面維修，禁止在調試完成正式交付之前提早使       用升

降機。 

4. 調試或維修時不得進行上、下交叉作業；調試也不得與安裝交叉作業。 

5. 調試或維修時升降機機房門窗應完好。工作人員離開升降機機房時應加

鎖。禁止無關的人進入升降機機房和施工現場。非調試人員不得調整升

降機的控制系統；調試人員只有弄清情況後才能調整控制系統。 

6. 有必要使用鑰匙從外門打開車廂門時，一定要先看清楚升降機車廂是否

確實停在本層，千萬不要冒失跨入(如照片1 )。要妥善保管升降機外門鑰

匙，除了調試和維修人員，其他人不應使用外門鑰匙。 

 

 

 

 

 

 

 

 

 

 

 

 

照片1 非專業人員不得使用鑰匙從外門打開車廂 

7. 進入車廂頂或機坑工作應該首先斷開升降機的安全開關（將           

自動控制切換為手動狀態）(如照片2)；如果較長時間不需要車廂運行，

最好切斷電梯的主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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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進入車廂頂或機坑工作將自動控制切換為手動狀態 

8. 進、出車廂要迅速，不要長時間停留在外、內門近旁。嚴禁一腳站在外

門外，另一腳站在車廂內或者一腳踏在車廂頂，另一腳跨在軌道支架、

升降路隔梁等固定處進行工作。 

9. 調試和維修時升降機機房、升降路與機坑均應有足夠的照明。升降路與

機坑內的臨時照明應使用安全電壓（如照片3）。 

 

 

 

 

 

 

 

 

 

 

 

 

 

 

照片3 升降路與機坑內的臨時照明應使用安全電壓 

10. 在機房指揮車廂開梯應有可靠的聯繫方法（使用對講機、電話等），操

作者重複命令無誤後才能動梯。 

11. 有人在車廂頂或機坑不得開快梯，且慢梯應由車廂頂人員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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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得同時短接車廂門和外門連鎖開關開梯。必須短接外門連           

鎖開關時應只限於開慢梯。調試或檢修門連鎖開關後應立即拆除短接

線。有“應急”按鈕的升降機應經常檢查“應急”按鈕是否彈出重定。 

13. 手動打開刹車鉗（制動器）時一定要先切斷刹車鉗電源。手動開刹應由

兩人配合進行，其中一人使用開刹工具打開刹車鉗，另一人把握飛輪或

旋柄盤車。要確保刹車鉗沒有機械卡阻，開刹工具鬆開後能立即重新抱

緊。 

14. 在升降機調試和維修中，一切電氣設備和線路不能確認無電的情況下應

一律視為有電，並要嚴格遵守帶電操作的安全規範(如照片4)。 

 

 

 

 

 

 

 

 

照片4 嚴格遵守帶電操作的安全規範衣規定掛牌上鎖 

15. 在升降機機房動梯應先確認 

(1) 機坑、車廂頂和車廂內均無人。 

(2) 外門和各層外門全部關好並且無法從外面打開（除非使用鑰匙）。 

(3) 機底坑及升降路上、下沒有阻礙車廂運行的物體。 

(4) 有正確的指層信號，或者曳引鋼絲繩上有明顯的標記表明車廂的實際

位置。 

伍伍伍伍、、、、災害防止對策災害防止對策災害防止對策災害防止對策 

隨著建築物高層化，升降機設置日益普及，如同汽車行駛於道路，可能因

故障熄火，或因駕駛不當造成交通事故一般，升降機可視為廠場不同樓層間之

交通工具，亦可能因維修保養不當發生捲揚鋼索斷裂、連鎖裝置失效或人為打

開升降機出入口門而肇災情事。 

由上述對升降機重大職災發生情形，探討災害原因，可知升降機重大職業

災害絕大多數均可事先預防，如保全人員自行使用鎖匙開啟車廂門；維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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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專業技術人員資格，未實施夥伴作業；升降機未依規定設置，未落實維修

保養，致連鎖裝置失效；雇主未落實安全管理，使勞工搭乘載貨用升降機等，

均可事前採取必要措施有效防災。因此有效之防災對策建議如下： 

1. 設置本質安全升降機設置本質安全升降機設置本質安全升降機設置本質安全升降機 

廠場如有設置升降機以搬運物品之必要時，雇主應依規定洽請型式檢查

合格製造人(如適用建築法者應洽請主管建築機關許可之專業廠商)設計

及安裝，確保升降機符合「升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及相關國家標準，

並依規定申請竣工檢查使用，使升降機符合本質安全，切不可自行組裝

或委由未具資格廠商拼裝工作平台，或使用吊運車吊掛車廂，作為升降

機使用，危害勞工安全。另升降機經竣工檢查後，雇主應落實自動檢查

並委託專業廠商維修保養，確保各項連鎖及安全裝置、捲揚鋼索、制動

器及捲揚機等可正常使用，並應每年向勞動檢查機構(適用建築法者應向

主管建築機關許可之專業廠商)申請定期檢查合格使用。 

2. 落實升降機安全管理落實升降機安全管理落實升降機安全管理落實升降機安全管理 

雇主應於載貨用升降機各樓層出入口門，明確標示禁止勞工搭乘，並維

持出入口門及升降機車廂之適當照度，提升勞工作業安全；對於手拉門

之升降機，因可能發生電氣連鎖裝置作動而機械連鎖裝置仍未作動，造

成車廂非預期移動肇災情事，雇主應儘可能將手拉門改用自動開關車廂

門，減少手拉門造成危害。另雇主應對使用升降機搬貨物之勞工施以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提升勞工搭乘升降機之安全意識；並不得使保全人

員及未具資格之機電維護人員自行使用鎖匙開啟車廂門。 

3. 專業廠商依規定從事作業專業廠商依規定從事作業專業廠商依規定從事作業專業廠商依規定從事作業 

升降機型式合格製造人及昇降設備專業廠商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建

築法相關規定，對其勞工施以從事升降機維修保養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

訓練，並對組裝及維修作業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使勞工確實依循，如從

事昇降設備組裝及維修保養者，其維修人員另須依建築法規定，由具專

業技術人員資格者擔任。另如將升降機組裝及維修工作交付承攬者，應

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7 條及第18 條規定，成立協議組織，落實巡視及

檢點，確保承攬人之勞工均具法令規定資格及確實依作業程序從事作業。 

4. 落實工地安全管理落實工地安全管理落實工地安全管理落實工地安全管理 

營造工程具有升降路者，應作好升降路出入口門之安全管理，確實以堅

固護圍或柵欄封閉，如必要使用升降路作為吊掛或清運垃圾時，應使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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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確實配掛安全帶及配戴安全帽後作業，升降路上方形成開口時，應以

堅固材料作為覆蓋，四周應加上圍護並標示不得踩踏之警告。另升降路

因面積狹小，施工架之搭設應特別注意安全，以免勞工於拆卸模板或遮

斷板時發生災害。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96年至101年升降機職災分析及防災對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 「電梯調試和維修中的安全」，伸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