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陽能電廠熱點檢測服務

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建置作業安全

報告人:蘇育辰



1.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乙級）

2.勞工安全管理技術士（甲級）

3.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操）
技術士

4.採購專業人員（基礎）

5.公共工程品管工程師（機電）

監造

設計

營運

其他

個人經歷(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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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自有光電案場分佈
109年累計 110年新增 合計

裝置容量
場址
數量

裝置容量
場址
數量

裝置容量
場址
數量

北區 2.7 MW 6 3.0 MW 5 5.7 MW 11

中區 111.8 MW 15 0.7 MW 1 112.5 MW 16

南區 161.6 MW 14 2.0 MW 1 163.6 MW 15

離島 1.4 MW 9 0.7 MW 1 2.1 MW 10

總計 277.4 MW 44 6.5 MW 8 283.8 MW 52

再生能源處台中辦公室

中
區

北
區

南
區

離
島

裝置容量區域佔比 案場數量區域佔比

北區

2.0%

中區

39.6%

南區

57.6%

離島

0.7%

北區

21.2%

中區

30.8%

南區

28.8%

離島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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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階段
• 施工階段
• 維運階段

• 設計階段
• 施工階段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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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取代

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

防護具

降低風險採取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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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型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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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3368

http://www.starenergy.com.tw/engineering-
case/solar/p02.html?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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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結構安全

錨固穩定度

載具受力狀況

模組支架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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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感電風險抑制

光電模組皆有接地線串接

所有接頭皆採I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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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上

水
上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吊車吊運

載具定位連結

模組串接拉線

電纜上岸

材料、機具進場

每日上工前都要執行 TBM-KY ！！！

施工流程



11

施工流程-材料、機具進場管制

材料進場使用機具落實自動檢查（一機三證等）潛在危害：物體倒塌、物體飛落
預防措施：物體堆置整齊、限高1.8m(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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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流程-支架&模組安裝

潛在危害：夾傷、碰撞傷
預防措施：TBM-KY宣導、施作前教育訓練、

配戴安全護具、落實工安三護

因水面型支架高度相對低，進出模組
下方應特別注意頭部及背部碰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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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流程-吊車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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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裝作業

潛在危害：物體飛落
預防措施：吊掛區管制人員、吊裝前應再檢查安裝

是否穩固、吊掛作業相關檢查(一機三證、
自動檢查)

吊掛前應由專人(吊掛指揮手)確認特殊吊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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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流程-載具定位連結

潛在危害：碰撞傷、感電、溺水
預防措施：動力艇完全停下前人員不靠近、以非電動

手工具作業、進入工作場所穿著救生衣

進入水上作業身著救生衣外，承商亦有穿著潛水
裝避免作業人員長期泡水失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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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流程-模組串接拉線

潛在危害：感電、溺水
預防措施：作業人員穿戴雨（膠）鞋及絕緣手套、

穿著救生衣

岸上人員除配合佈纜外，亦有配備無線電可連絡
水上作業工班，以達工安三護



維護步道設置扶手欄杆

水位警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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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階段-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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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設置警告標語及門禁管制

水面型全場1.8m高圍籬

維運階段-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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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架型光電



19維修通道(附安全母索)

設計階段-高處作業防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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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階段-高處作業防墜措施

永久爬梯（含護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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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1)

基樁打樁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電纜串接

1. 進場動線勘查，確定動線承載力足夠
2. 落實機具管制（一機三證、自動檢查）
3. 物料堆置管制（限高1.8m、放置區管制）

先行整地確保動線承載力及堆置場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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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2)

1. 打樁場地要求平整，雨後無積水，並應設安全施工區、禁止行人進入或
逗留。

2. 大雨、雷電、大霧或六級以上大風時，應停止作業。
3. 作業前，必須檢查各部件，並試運行各機構，確認正常後，方能作業。
4. 挺杆在豎直位置時，不准離挺杆 4m以外吊樁，嚴禁在側面斜拉吊樁。
5. 吊樁時必須先夾緊軌鉗，正面吊樁時，樁與導杆中心距離不得大於 4m。

基樁吊點應在樁的全長 1/3處，防止傾翻。
6. 樁架前傾不得超過 5°，後仰不得超過 18°。
7. 起吊樁錘各重物時，作業範圍應設置區隔管制，嚴禁任何人站立停留或

通行。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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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3)

8. 穩樁後，指揮人員必須檢查起落機械銷子位置，防止將錘提起時，產生
樁和樁帽脫離。

9. 穩樁校正樁位應用撬槓撥正，不得用力過猛，不准用身體抵槓，防止樁
碰撞挺杆。

10.打樁和拉吊樁不准同時操作，並且要與相應的運輸車輛密切配合，將樁
運至樁架正前方4m以內。

11.打樁時，必須經常注意錘頭、樁架、往返傳動等是否正常，如有異常應
立即停機檢修。

12.錘擊不得偏心，開始落距要小，低錘密打。如遇貫入度突然增大，樁身
突然傾斜，位移或樁頭、樁帽嚴重損壞，樁身斷裂，樁錘嚴重回彈等情
況，應停止錘擊，經採取措施，排除險情和故障後，方可繼續作業。

13.作業停止時，應將樁錘落到地面上，切斷電源。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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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4)

施工人員兩人一組，其一負責確認樁位，
另一人作為指揮，聯繫怪手操作及擔當監
護。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1.作業人員依規定正確穿戴安全帽、反光背心、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及防滑安全鞋。

2.進行組立底座、立柱、橫樑等支架安裝作業時，應正確使用手工
具鎖固作業。

3.以高空工作車作業時

(1)使用高空工作車前先行實施自動檢查。

(2)工作台上作業人員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帶。

(3)作業人員應將安全帶鈎掛於積載荷重穩固部位。

(4)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及能力。

(5)駕駛於離開駕駛座時，應將工作臺下降至最低位置。

(6)作業停止時，應確實使用制動機。

(7)不得使用高空作業車作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

25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5)

基樁打樁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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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6)

基樁打樁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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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態樣

單側踩踏於合梯
中間固定桿非穩固鐵件

不夠高就再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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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7)

1.作業人員依規定正確穿戴安全帽、反光背心、全身背負式安全
帶及防滑安全鞋。

2.地面組裝時注意碰、撞、夾傷，組裝位置不得在吊裝路徑下方。

3.以高空工作車作業時

(1)使用高空工作車前先行實施自動檢查

(2)工作台上作業人員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帶。

(3)作業人員應將安全帶鈎掛於穩固部位。

(4)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

(5)駕駛於離開駕駛座時，應將工作臺下降至最低位置。

(6)作業停止時，應確實使用制動機。

(7)不得使用高空作業車作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

基樁打樁

支架組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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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8)

因棚架式光電作業高度較高，本案在地面組裝後，
以吊裝方式定位，減少人員高空作業之時間及風險。

基樁打樁

支架組裝

材料、機具進場

電纜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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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10月6日勞安2字第0930048651號函

一、經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1項第9款規
定：車輛機械不得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本案挖土機可
否當作起重機具從事吊升鋼板或其他荷物，應視該挖土機製
造廠原設計用途及個案事實加以判定。
二、來函所指日本製造進口之挖土機，其吊鉤直接焊接於挖
土斗後方或安裝於挖土機吊臂連桿上之鏈環直結式吊鉤，如
該挖土機製造廠原設計用途可供從事起重用途者，吊鉤並有
防脫裝置，且吊掛人員經吊掛作業訓練合格，以該挖土機從
事吊升鋼板或其他荷物，尚無不可。

原廠設計可供吊掛使用→



31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9)

基樁打樁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1. 作業人員依規定正確穿戴安全帽、反光背心、絕緣手套及防滑安全鞋。

2. 模組串接時應用專業工具，操作人員應接受職前訓練。

3. 電纜軸架設應確定穩固，不致傾斜倒塌。

4. 拉線時應有專人護軸放線，除控制拉線速度外，也避免其餘人員被捲受傷。

交流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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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10)

圖為經職前受訓合格人員進行
接線，並做檢查確認接線正確。

基樁打樁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交流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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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安全作業標準(11)

◆ 交流電纜通常都較粗重且電壓等級較高，且電纜處理頭裝設
具較高技術含量，一般要求設備原廠人員，或是具乙級配電
線路裝修或配電電纜裝修職類之技術士，不僅為品質保證，
更因其對施工特性具相當辨識能力，使工作更安全。基樁打樁

支架組裝

模組安裝

材料、機具進場

直流電纜



34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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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

除了現場施工的安全措施外，亦定期舉辦各類
教育訓練（如消防演習、急救訓練、緊急應變
演練…等）提升勞工自我安全意識，並於每月
辦理共同作業協議組織會議，使共同作業者周
知相關危害，提升危害辨識能力。

照片為急救訓練課程



上為消防演習
左、右為緊急應變演練 36



結語

職業安全衛生一直是大家努力的目標，
除了法規規定的相關措施，更重要的
是雇主及工作者的意識提升。優良的
工安環境不應止於表面，而是要深入
人心，讓每位工作者都能自發性地遵
守、落實，漸漸演化成一種文化，讓
每位工作者安心出門，安心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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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