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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堆高機鋼板收料作業發生吊樑飛落被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5）1050009707 

一、行業分類：金屬表面處理業（2544）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 介 物：其他（37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年 2 月 19日上午 11時 30分許，林罹災者進行鋼板底部之補漆作業，因移動之吊鉤

扣住鋼板，導致貨叉載運之吊樑先飛落至第三層鋼板，再滾落至地面，壓傷林罹災者左

腳掌，送醫後，併發肺炎與腦炎，延至同年 3月 5日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左腳掌遭飛落吊樑壓傷，引起呼吸衰竭與神經性及敗血性休克。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對於堆高機之操作，其載運之貨物未保持穩固狀態，防止翻倒。 

 （三）基本原因：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運之貨物應保

持穩固狀態，防止翻倒。（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

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

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堆高機與罹災者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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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船艙內吊掛作業貨物飛落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5）10570992700 

一、行業分類：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 介 物：已包裝貨物(6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 年 2 月 24 日下午 4 時許，罹災者於高雄港碼頭某貨輪底艙，駕駛堆高機從事鐵管束

裝載作業（每把約 973 公斤），吊掛人員將岸上 6 把鐵管束吊掛至艙口上方時，2 把鐵管

束飛落，衝擊下方之堆高機，頂蓬及駕駛室擋風玻璃全毀，罹災者遭受重擊送醫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被飛落鐵管束擊傷頭部，顱骨骨折、頭部外傷。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起吊作業，未以鋼索、吊鏈等穩妥固定荷物。 

2.未禁止勞工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其他有發生危害之虞之區域。 

3.船舶裝卸作業主管未直接指揮作業、督導裝卸機具之使用。 

（三）基本原因： 

1.未明確訂定貨艙裝卸作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供勞工遵循。 

2.堆高機操作人員未具操作人員合格證照。 

3.未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禁止勞工進入裝卸作業吊舉物下方及其他有發生危害之虞之區域。（碼頭裝卸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44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起吊作業時，以鋼索、吊鏈等穩妥固定荷物。（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63條第 5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掉落之鐵管衝擊在艙底作業之堆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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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操作堆高機翻覆遭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5) 1050005405 

一、行業分類：螺絲、螺帽及鉚釘製造業(259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05） 

三、媒 介 物：堆高機 (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 年 2 月 2 日 13 時 58 分許，曾罹災者操作堆高機搬運圓鋼棒，於後退過程中，堆高

機右後輪壓輾路線上突起之石塊，造成重心不穩向左翻覆，曾罹災者為堆高機所壓，致

肋骨受傷，經 119救護車送醫，仍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翻覆之堆高機壓在身上，呼吸衰竭。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以車輛機械搬運物料，未事先清除通道之阻礙物。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使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適於該工作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報經檢查機構備查。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據以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物料搬運、處置，如以車輛機械作業時，應事先清除其通道、碼頭等之阻礙物及採取

必要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2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

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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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

第 2項) 

（四）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二、荷重在一公

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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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

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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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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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 雇主僱用勞工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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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翻覆之堆高機後視照及材料置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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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抄寫待運線材資料作業發生線材倒塌被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5) 1050010826 

一、行業分類：鋼鐵伸線業(2414)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5） 

三、媒 介 物：金屬材料(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年 7月 11日 14時 45分許，李罹災者前往儲區抄寫待運線材資料，因線材未採取足

夠防止倒塌、崩塌之設施，傾倒後壓住李罹災者，約 15時許，勞工陳員以堆高機將待運

線材運至聯結車上，發現儲區有一線材倒下，乃以堆高機將倒下線材叉起，發現李罹災

者已遭重壓在地上未有反應，經送醫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於抄寫線材資料時遭線材倒塌重壓，造成神經性休克。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對於堆置物料，未採取足夠繩索捆綁、護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

積等必要設施，防止倒塌、崩塌。 

(三 )基本原因： 

1.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堆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繩索捆綁、護網、擋 樁、限制

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設施，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 所。（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153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單位）：一、第一類事

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主之專責 一級管理單位。(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1條第 1項第 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三)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

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規定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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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如

附表三），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23條第 1項) 

(七)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依附表十四之規定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

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3 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罹災者被發現時被壓、趴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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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堆高機發生翻覆被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5）1050018035 

一、行業分類：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19)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05） 

三、媒 介 物：堆高機 (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年 6月 28日上午 6時許，勞工郭罹災者於道路操作堆高機翻覆遭壓，經送醫院急救，

於同日 8時 17分許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操作堆高機翻覆遭壓。 

（二）基本原因：未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

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 2條之 1至第 3條之 1、第 6條規定設管理

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6條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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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災害發生現場道路寬 8 公尺，罹災者遭

右翻堆高機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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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清理作業遭卸料桶倒塌被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5) 1050007591 

一、行業分類：耐火材料製造業（232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 介 物：其他設備 (39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 年 4 月 11 日 16 時 20 分許，1 人駕駛堆高機載運卸料桶、2 人負責包裝、蘇罹災者

負責漏料台清理；因卸料桶在貨叉高舉的狀態下，無法穩固而往貨叉前端滑動，致總重

量超過堆高機於該狀態之容許荷重，堆高機向前傾倒，卸料桶隨之倒塌重壓在從事包裝

貳區漏料台清理作業的蘇罹災者身上。造成蘇罹災者胸部、肋骨等，119 救護車送醫急

救，仍於當日 17時 13分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總重量 2,210公斤之卸料桶倒塌重壓。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堆高機載運之卸料桶作業時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未保持穩

固，致卸料桶於堆高機貨叉上滑動。 

(三)基本原因： 

1.使未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 

2.未依規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5.原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未確實告知承攬人工作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6.共同作業未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及執行各項法定工作，且未針對堆高機載運卸料

桶作業採取積極具體之「工作連繫及調整」、未執行「工作場所巡視」、亦未「指導及

協助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未訂定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運之貨物應保

持穩固狀態，防止倒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7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

第 1項） 

（二）雇主對於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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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

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

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第 1項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

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條第 1項） 

（七）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

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

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條第 1項第 1、2、3、4款）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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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九）雇主應依本法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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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十）雇主僱用勞工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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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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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卸料桶、工作平台、漏斗台尺寸示意圖。 

 

說明二 

當卸料桶在貨叉上的荷重中心大於 800mm時，卸料桶之總重量(2,210

公斤)已超過荷重曲線表所示之容許荷重(2,200 公斤)，堆高機向前

傾倒，罹災者遭倒塌之卸料桶重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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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鋁碇載運作業發生被撞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6）1060004493 

一、行業分類：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撞(6)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5年 10月 6日 11時 10分許，張罹災者於高雄港碼頭某公司倉庫從事鋁錠載運作業時，

於其所駕營業貨運曳引車後方之半拖車旁，被另一公司勞工蔡員所駕駛之堆高機撞擊後

倒地，頭部受傷，經 119救護車送醫，延至同年 11月 13日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堆高機撞擊，頭臉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顏面骨骨折。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罹災者未戴用安全帽、穿著反光背心，以防止作業引起之危害。 

2.使用堆高機及車輛搬運貨物，未妥善規劃運輸路線，並作標示。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共同作業未實施工作場所巡視、未採取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3.未實施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於從事碼頭裝卸作業時，應依其作業之危害性質，使勞工戴用安全帽、使用安全

帶、穿著反光背心或選用其他必要個人防護具或防護衣物，以防止作業引起之危害。

(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6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

並作標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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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營業貨運曳引車停於倉庫堆放鋁碇。 

 

說明二 被撞位置。 

A2區 
A3區 

張罹災者被撞擊位置，地

面上留有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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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堆高機搬運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7)1070006310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金屬製造業(2599)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7 年 3 月 3 日 10 時 30 分許，罹災者駕駛堆高機搬運置物架，因堆高機升降架卡阻於

桅桿導軌上，罹災者站在堆高機左側輪座上用力扳動貨叉。突然，升降架快速落下，罹

災者重心不穩跌落於輪座間，貨叉重壓在罹災者身上，經送醫仍傷重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堆高機升降架重壓，致多重性外傷，胸腹部鈍挫傷併多處骨折及出血。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使未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 

2.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2.未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3.未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及未依規定每日作業前檢點。 

5.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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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三)堆高機應設置前照燈及後照燈。…。(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 7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6條第 1項) 

(四)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對車輛機械，應每日作業前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 5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人數在三十人

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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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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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罹災者駕駛之堆高機。 

 

 

 

說明二 
升降架突然快速落下，罹災者跌落於輪座間，遭貨叉重壓於輪座間，

傷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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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堆高機搬運作業發生堆高機翻覆被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8)1080012184 

一、行業分類：普通倉儲業(530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05）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 108年 5月 22日，高雄市，亞○○○○○股份有限公司。 

(二)當日上午 7時 44分許，罹災者勞工李○○直接至 A倉從事堆高機搬運作業，A倉同   

時有勞工郭○○、梁○○等人駕駛堆高機，將月台邊緣上貨物搬運至月台後方出口

暫儲區，上午 8時 18 分許，李○○駕駛堆高機由 20號月台右轉彎進入 18號月台邊

緣，欲搬運 18號月台邊緣之貨物，堆高機轉彎後，左後輪越過月台邊緣造成重心不

穩翻落月台，李○○遭翻落之堆高機壓住。 

(三)救護車人員至現場時，告知罹災者李○○，因傷重而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自月台翻落之堆高機壓住，導致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堆高機座椅未設置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2.未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一、…。十四、使用座式操作之配衡型堆高機及側舉型堆高機，應使擔任駕駛之

勞工確實使用駕駛座安全帶。但駕駛座配置有車輛傾倒時，防止駕駛者被堆高機壓

傷之護欄或其他防護設施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第 1

項第 14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使用座式操作之堆高機，應符合下列規定：「一、…。二、配衡型堆高機及側舉型堆

高機之駕駛座，應配置防止車輛傾倒時，駕駛者被堆高機壓傷之安全帶、護欄或其

他防護設施。」（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 84 條第 2 項第 2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三)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2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下列事業單位，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建置適合

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一、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二百人以上

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2第 1項第 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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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災害現場之堆高機及罹災勞工李○○之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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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棧板搬運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8) 1080017446 

一、行業分類：塑膠原料製造業(184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05） 

三、媒 介 物：已包裝貨物(6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 108年 7月 10日，高雄市，賀○○有限公司。 

(二)當日下午 4 時 1 分許，罹災者張○○駕駛堆高機載運 2 層棧板至廠內時，堆高機貨

叉上之棧板左側前端戳破堆置於鐵捲門處下層太空包，造成下層太空包內容物外

洩，勞工張○○自堆高機左側前往查看洩料情形後，過不久，下層太空包因內容物

持續外洩塌陷致上層太空包漸漸傾斜最後掉落壓傷勞工張○○。 

(三)罹災者張○○送至高雄小港醫院急救，延至同日下午 6時 1分因傷重而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太空包壓傷致頸椎骨折併機械性窒息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雇主對於棧板搬運，並以車輛機械作業時，未事先清除其通道之阻礙

物及採取必要措施，致使罹災者操作堆高機搬運棧板時，棧板左側前

端戳破下層太空包，造成堆疊於下層太空包之上層太空包傾斜最後掉

落。 

(三)基本原因： 

1.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對勞工辦理從事工作及預防災害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5.堆高機操作人員未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物料搬運、處置，如以車輛機械作業時，應事先清除其通道、碼頭等之阻礙物及採

取必要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2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 14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

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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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二、荷重在一

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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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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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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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太空包傾斜掉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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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木材清點作業發生木材倒塌被壓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9) 1090001307 

一、行業分類：木竹製品製造業（1400）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 介 物：木材（5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 108年 12月 10日，高雄市，踴○○○有限公司。 

(二)當日當日 13 時 30 分許，造○○○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堆高機操作人員林○○、堆高

機操作人員郭○及清潔工林○○至踴○○○有限公司從事木材卸櫃作業。當日作業

方式為由堆高機操作人員林○○將木材自貨櫃取出，待踴○○○有限公司所僱勞工

范○○清點完畢，再由堆高機操作人員郭○搬運至貯存區，於 15 時 10 分許，堆高

機操作人員郭○將范○○清點完畢之兩綑木材，以兩綑上下堆疊方式搬運至貯存

區，木材搬運過程中，聽見「啪」一聲，綑綁木材之束帶斷裂，木材自堆高機貨叉

往前方倒塌，站在堆高機前方之范○○遭倒塌之木材壓住。 

(三)救護車人員至現場時，告知罹災者范○○，因傷重而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堆高機搬運木材過程中，遭未固定木材倒塌被壓致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 堆高機運輸路線未妥善規劃。 

2. 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運之貨物未保持穩

固狀態，防止翻倒。 

(三)基本原因： 

1.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實施自動檢查。 

4.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以人力

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運輸

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 

(二)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 14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

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

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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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規定設管

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

（如附表三），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6 條暨職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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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條第 1項）。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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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

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

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1、2、

3、4款）。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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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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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災害現場之駕駛郭○、目擊者尤○○及罹災勞工范○○之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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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災害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8)1080014188 

一、行業分類：汽車貨櫃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一) 108年 6月 24日上午 8時 25分許，高雄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當日上午 8時 25分許，罹災者沈○○自板台維修區沿道路白色邊線向西步行前進，

與堆高機行進方向一致，雙方保有相當安全距離，當堆高機行駛至貨櫃維修區 B 區

路面時，未見罹災者已步行至道路上，當發現罹災者時，雖已立即停車，堆高機左

前輪已碰撞到罹災者。 

(三)罹災者沈○○送至高雄小港醫院急救，因傷重而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沈○○步行中被空櫃堆高機碰撞倒地下肢遭輾壓，致創傷性休克

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貨櫃車輛運輸路線未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2.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未置備反光背心等防護衣使勞工確實使

用。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行。 

2.未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執行。 

4.未實施堆高機定期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上物品，以人力車

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為宜；運輸路

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 雇主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有導致勞工遭受交通事故之虞

者，除應明顯設置警戒標示外，並應置備反光背心等防護衣，使勞工確實使用。（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0條之 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三)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

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之 1條第 1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 雇主對堆高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雇主對前項之堆高機，

應每月就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一、制動裝置、離合器及方向裝置。二、積

載裝置及油壓裝置。三、頂蓬及桅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7條暨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 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規定設管

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

書（如附表三），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86條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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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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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項） 

(八)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一、…。十、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1 災害現場之堆高機及罹災勞工相關位置圖。 

 

說明 2 災害現場之堆高機及罹災勞工相關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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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搬運貨櫃作業發生被夾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8) 1080015873 

一、行業分類：其他運輸輔助業（5290） 

二、災害類型：被夾(07)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一) 108年 7月 15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指派現場作業聯結車司機簡○○、洪○○及指揮堆高機操作

人員黃○○、助手蕭○○，共同於停車場從事搬運貨櫃作業；平時，簡○○跟洪○

○一起在停車場從事聯結車與板臺的移置工作，肇災當時，黃○○操作堆高機把空

貨櫃從板臺編號 2951移置地面後，於調整空貨櫃在堆高機貨叉上的中心點時，洪○

○在板臺尾端探頭要把插銷歸位在板臺下的固定座，因為黃○○視線被空貨櫃遮蔽

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未置管制引導人員，故黃○○沒有看到洪○○進入空貨櫃

與板臺空隙作業，導致堆高機調整貨叉並開始前進時，洪○○被夾於空貨櫃與板臺

之間，隨即倒下。 

(三) 後經通報 119，惟救護車人員至現場時，告知洪○○已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於工作中遭貨櫃與板臺間壓夾，造成頭胸部外傷，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或移動之車輛機械，有撞擊勞工之虞時，未置

管制引導人員。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公告實施。 

3、未依其事業之性質、規模置安全衛生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規定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車輛機械

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工作者之虞時，應置管制引導人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16條第 1項第 15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0條第 1項) 

(三)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

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 雇主依第十三至六十三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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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七)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

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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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災害發生地點處相關設施:編號 2951板台 1個，其底部有 2支立

柱及輪胎支撐，40呎空貨櫃 1個，板臺前方有一台僅限於停車場

使用的聯結車，停在板台前方(事後為現場救援，把聯結車頭開

到旁邊)，堆高機 1台，發生災害之位置為板台後方與貨櫃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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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理貨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職業災害 

 核備文號：(109) 1090025842 

一、行業分類：木製建材批發業（4611）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 介 物：木材(5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一) 109年 11月 4日，○○企業有限公司。 

(二) ○○企業有限公司指派現場鄭○○駕駛堆高機把堆置於棧板上未綑綁的木材堆搬

運至定位，碰撞到下層貨物的左前緣上端，然後堆高機又往前開且同時再升高貨叉

過程中，未綑綁的木材堆上方木材滑動，導致木材堆重心偏移，最後木材堆連同棧

板翻轉下來，壓砸到當時正站在門口邊理貨未戴安全帽的施○○，後經救護車將施

○○送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救治後，宣告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於工作中遭未綑綁之木材堆飛落壓砸，造成該員頭胸腹部鈍挫傷併多處

骨折，脾臟破裂，主動脈剝離，多重性外傷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 堆高機載運之貨物未保持穩固狀態，防止翻倒。 

2、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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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荷重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

合格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勞動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規定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車輛機械

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工作者之虞時，應置管制引導人員。（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16條第 1項第 15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二) 雇雇主對於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

操作。(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 

(三) 雇主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運之貨物應

保持穩固狀態，防止翻倒。（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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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

第 1項)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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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六) 雇主應依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

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

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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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 雇主依第十三至六十三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2項)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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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災害發生地點處相關設施:堆高機 1 臺，1 處高度約 220

公分之木材堆，發生災害之位置為堆高機及高度 220 公

分木材堆之門口前方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