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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113.03.28 & 04.02 1

課程內容

2

校園危害辨識、評估及控制

檢查實務及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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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園危害辨識、

評估及控制

立法目的

4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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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對象：工作者?

5

勞工(廣義) 自營作業者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

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身分認知

6

學校中，教師、具公務人員身分人員，又無投保勞工保險，為什麼

仍歸類為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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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1

7

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勞工(廣義)

權利、責任及義務

8

權利

知道可能遭遇危害的權利

參與提供意見的權利

拒絕危險工作的權利

責任-照顧其本身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安全

義務

接受體格及健康檢查的義務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義務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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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2

9

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

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自營作業者

定義3

10

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

所從事勞動或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

訓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者(如派遣

工、安心上工人員、技術生、建教合

作班之學生…等)。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從事勞動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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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負責人

11

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

作者從事勞動之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條

雇主

12

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於學校通常為校長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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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適用

13

本法適用於各業。

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

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條

學校危害風險分級

14

 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職業

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

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練

船)。

 大專校院有從事工程施工、品質

管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

工作場所。

第二類事業

第一、二類以外之事業。

第三類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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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15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

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

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款

職業災害處置

16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

現場。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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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職業災害調查結果表

17

勞檢處網站 – 便民服務 – 表單下載處下載

未依規定通報或填報

18

未於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8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依同法

第43條第2款規定，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鍰。

未依規定填報者，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依同法第45

條規定，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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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通報目的

19

防止類似或相同職業災害發生。

罹災人員的善後。

探討災害原因及擬定防止對策。

收集災害相關資料作為統計分析研究之根據，並做為宣導及教育

訓練之資料。

釐清災害責任歸屬等。

災害類型

20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感電

➢爆炸

➢物體破裂

➢火災

➢不當動作

➢其他

➢無法歸類者

➢交通事故

➢墜落、滾落

➢跌倒

➢衝撞

➢物體飛落

➢物體倒塌、崩塌

➢被撞

➢被夾、被捲

➢被切、割、擦傷

➢踩踏(踏穿)

➢溺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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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

21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

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

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

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

災害。

找出潛在危害?

22

(一)尋找關鍵點

( 二 ) 辨識危
害及後果

(三)確認現有
防護設施

(四 )評估危害
的風險

(五)決定降低風
險的控制措施

(六 )確認採取
控制措施後的
殘餘風險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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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6條第1項

23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

起之危害。

職安法第6條第1項(續)

24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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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法第6條第2項

25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職場暴力預防

26

雇主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

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先明確向雇主表示有遭受不法侵害感受，並依相關規定

提起申請，讓相關單位採取必要處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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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暴力預防(續)

27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

神上不法侵害，應採取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

存三年。

勞工人數>100人，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

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

勞工人數<100人，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28

本指引係提供雇主預防勞工因執行職務，於勞動場所遭受雇主、

主管、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法侵害行為，造成身體

或精神傷害之安全衛生措施參考

個案之違法處理(如已遭受傷害、性騷擾或跟蹤騷擾等)，依職安

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應視個案所涉違反法律(如刑法、性騷

擾防治法或跟蹤騷擾防制法等)事實，轉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司法

機關依規定調查或認定。

111 年 08 月 18 日修正(配合 「跟蹤騷擾防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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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預防職場所發生不法侵害事件之責任為何?

29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項第3款有關不法侵害預防之立法意旨，

係課以雇主應採取預防性之危害辨識、評估、作業場所配置及工

作適性安排等作為之義務，其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

之3採取預防措施，及參照勞動部公告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指引」訂定計畫，並據以執行；若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採取預

防措施，工作者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9條申訴，主管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將實施檢查，惟尚無涉個案調查、處理及因果關係認

定。

職安署Q&A

雇主對於預防職場所發生不法侵害事件之責任為何?

30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11條，明定不法之侵害由各該管主管

機關或司法機關調查或認定。工作者若不幸於勞動場所遭遇不法

侵害，該事件個案所觸犯或違反之法律事實，需請該權責單位查

處(如:遭毆打、言語侮辱等傷害是否違反民、刑法，需循警政單位

或司法機關查處；如遭職場性騷擾、工作平等相關問題，是否違

反性騷擾防治法或性別工作平等法，可循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協處)，

其他事件相關單位之資源如附檔。

職安署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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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相關協助資源

31

就業歧視、勞資爭議案件

調解、職場勞動條件、職

場性別平等(如:性別歧視、

性騷擾、工作平等等)。

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

事業單位未採取職業安全

衛生法建立危害預防機制

與措施

勞動檢查機構

涉及公然侮辱、傷害、殺

人、妨害名譽、恐嚇、跟

蹤騷擾等

警政機關

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相關協助資源

32

妨礙醫療業務之執行：

醫療法為保障醫事人員

執業與病患安全，任何

人不得以強暴、脅迫、

恐 嚇 或 其 他 非 法 之 方

法，妨礙醫療業務之執

行。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落實醫療機構設置

標準之護理人力配

置及保障護理人員

執業權益

衛生福利部護理
及健康照護司

勞工兼具公務人員

身分者之權益保障

事項

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

民、刑法等相關法

律諮詢

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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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相關協助資源

33

高雄市政府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原則

員工：指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約聘(僱)人員、教職員、職工及臨時人員。

申訴管道

(1)被申訴人服務機關

(2)具指揮監督權限之上級機關

市府

教育部轄管學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轄管學校

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含陳情案件)

性騷擾防治及處理(含陳情案件)

教育部

高雄市政府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流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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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身心健康諮詢及輔導相關協助資源

36

員工協助方案:辦理員工

協助方案教育訓練，並

提 供 專 家 入 場 輔 導 服

務，協助企業建立員工

協助措施，增進員工工

作適應及身心健康。

勞動部

工作與生活平衡措

施:鼓勵企業推動工

作與生活平衡，補

助企業辦理員工關

懷紓壓課程與友善

家庭措施，支持企

業營造友善職場。

勞動部
勞動福祉退休司

因為面對職場不法侵

害、霸凌、生活、學

業、工作或其他事件

造成情緒困擾、壓力

或自殺問題，提供一

般輔導、自殺評估，

有需要時，亦會轉介

醫療單位資訊。

衛生福利部
心理健康司

辦理職場心理健康促進

課程、設置心理諮商室

或諮商專線，主動關懷

員工，提供促進心理健

康衛教資料，辦理暴力

危害預防（如：設置申

訴管道、訂定職場暴力

防止計畫等）。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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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諮詢及輔導相關協助資源

37

提供心理諮商輔導及法

律諮詢

社團法人國際生命
線台灣總會

提供心理諮商輔導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
金會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諮詢、職場心理健

康及勞動權益等相

關資源轉介服務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

職場心理健康及勞

動權益等相關資源

轉介服務

財團法人職業災害
預防及重建中心

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Murphy‘s Law 
莫非定律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錯，往往

會朝不好的方向發展。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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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實務及
綜合討論

移動梯未固定致傷

40

104年4月15日，學校工友爲

幫學生撿球，使用移動梯攀

爬至活動中心控制室上方平

台，於下樓梯時因移動梯滑

動不慎墜落，造成左前額撕

裂傷，送醫縫合住院觀察。

墜落、滾落



2024/4/2

21

高度2公尺以上垂直固定梯未有安全措施

41

106年學校禮堂修繕工程使用

高度2公尺以上垂直固定梯，

未採取必要安全防護措施。

墜落、滾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9 條

42

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具有堅固之構造。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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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教材-移動梯樣式

43

職安署教材

44

架設於施工架上絕緣破壞致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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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教材

45

職安署教材

46



2024/4/2

24

窗型冷氣清洗維護墜落致死

47

104年6月14日，學校4樓窗型

冷氣清洗維護，承攬商勞工

爬上窗台欲將冷氣由外往教

室內推動時,自離地面高度約1

2.4公尺墜落地面死亡。

墜落、滾落

12.4m12.4m12.4m

站於鏟土機鏟斗作業墜落不治

48

墜落、滾落

106年6月14日，某俱樂部經理從事

樹木修剪作業，先指示鏟土機駕駛

升高鏟斗作為腳踏提升高度用，該

經理站立於鏟斗上作業時，因未採

取樹幹落下產生危害之預防措施，

樹木主幹斷裂壓斷另一段枝幹，遭

該枝幹撞擊，自鏟斗上墜落送醫不

治。



2024/4/2

25

輕鋼架天花板拆除作業自合梯墜落

49

墜落、滾落

106年7月3日，學校拆除作業承

攬商再承攬人勞工，於學生餐廳

使用合梯從事輕鋼架天花板拆除

作業，疑因地板油汙未清除，致

鞋底沾有油汙，攀爬合梯至第三

階時滑落，致左小腿骨折受傷

安裝鋁門窗自合梯墜落

50

墜落、滾落

109年9月14日，施工廠商勞工於教室內從事鋁門裝安裝作

業，勞工站立於合梯上鎖固鋁門窗螺絲，不慎從約合梯第三

或四階滑落受傷，即送醫治療，當日即返家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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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合格合梯

51

墜落、滾落

105年學校教室修繕工程未

使用合格之合梯。

安裝冷氣自合梯墜落受傷

52

墜落、滾落

110年9月11日，冷氣安裝承攬商之

協力商負責人於學校二樓遊戲室後

走廊，站立於合梯第三階從事冷氣

安裝作業，安裝完畢下合梯時，疑

似重心不穩跌落，後腦與背部著地

送醫，人員意識清楚，後於家屬轉

知腦出血轉送加護病房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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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吊扇自合梯墜落致傷

53

墜落、滾落

110年11月8日，維修廠商所雇勞工受派至學校，於該校3棟2

樓辦公室從事天花板吊扇修繕作業時，重心不穩自合梯墜落

下巴及腳部輕微擦傷，送醫後當日經各項檢查並無大礙，即

返家休養。

常見態樣

54

站於梯頂利用梯腳橫向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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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教材

55

載貨台上使用不平穩處所使用

職安署教材

56

架設於施工架上絕緣破壞致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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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教材

57

協同作業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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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教室氣窗玻璃割傷

59

被切、割、擦傷

106年9月3日，學校承攬商使用移動式施工架從事教室氣窗

玻璃更換作業，於拆除玻璃不慎時遭玻璃割傷送醫。

使用之施工架仍有其他風險

60

墜落、滾落及物體倒塌、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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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天花板補漆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

61

物體飛落

107年11月21日，罹災者在地下室斜坡

車道，立於移動式施工架上從事天花

板補漆作業，另名同事負責扶住移動

式施工架。在移機作業時，罹災者未

依規定先離開施工架，且因於下坡移

動難以控制，腳輪因車道高差往低處

滑動，導致罹災者連同施工架翻倒，

經送醫不治。

使用合格移動式施工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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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施工架

63

作業時應有效固定、不得移動。

裝有腳輪之移動式施工架，

勞工作業時，其腳部應以有

效方法固定之；勞工於其上

作業時，不得移動施工架。

施工架墜落受傷

64

墜落、滾落

105年學校校舍耐震能力補

強工程施工人員自2公尺以

上施工架跌落受傷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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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校園工程缺失

65

耐震補強拆除之缺口 拆除舊護欄未設防護

常見校園工程缺失

66

吊料完成護欄未復原 吊料處護欄高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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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校園工程缺失

67

踏板、交叉拉桿 內側交叉拉桿

常見校園工程缺失

68

開口未封堵 未與建築物妥實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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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69

建置間距

施工架之垂直、水平方向一定距離內，應設置壁連座或繫牆
桿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壁連座：框式施工架(垂直9.0m、水平8.0m以下)

單管施工架(垂直5.0m、水平5.5m以下)

繫牆桿：施工架(垂直5.5m、水平7.5m以下)

搭設或拆除時，規定距離內設置壁連座或繫牆桿等仍應維
持。

確實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70

設置方式及纏繞圈數回繫應依規定按圖施作

壁連座或繫牆桿等之尺寸、

與構造物連接之強度、設置

之合理間距等，應由專任工

程人員或具專業技術及經驗

之人員依結構力學原理設計

及繪製施工圖說，且連接設

施應依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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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撐補強

71

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

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

配件確實連接固定，並以

適當之斜撐材補強。

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2

➢ 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5公尺以上施工架之
構築及拆除，應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
說，指派所僱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
說，並建立按施工圖說施作之查驗機制。

➢ 「專人」指具有結構力學專業知識及高度5公尺以上施工架
之構築實務經驗者【勞動部（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 年10 月16 日勞安2 字
第096007926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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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3

➢ 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5公尺以上施工架之
組配及拆除作業，應指派施工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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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
及措施之有效狀況；但(二)部分於拆除作業時不適用。

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4

➢施工架組立及拆除應設置防止作業勞工墜落之設備，除扶
手先行工法或安全母索支柱工法，事業單位可以同等安全以
上之工法從事施工架組拆。

➢施工架內、外側應設置交叉拉桿，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
內、外側應增設下拉桿及施工架兩端立架及轉角處應設護
欄，上下設備之交叉拉桿上方應設置適當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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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5

➢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台應舖滿密接之踏板，踏板
間、踏板之工作用板料間之縫隙不得大於3 公分，使無墜
落、跌倒之虞。

➢施工架內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因作業之需要拆除前（拆除
之範圍以一個樓層之高度為限），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具專
業技術及經驗人員妥為設計確認拆除後作業之安全性。

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6

➢ 高度2公尺以上之施工架工作台與構造物間之開口寬度超
過20公分時，拆除內側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前，可於欲拆除
處之每隔1層（以高度差不超過2公尺以上為原則）施工架
與構造物間設置補助踏板或欲拆除處之每層施工架與構造
物間先設置長條型防墜網，使其與構造物間因作業需要預
留之寬度在20公分以下，惟作業完成即應將拆除之交叉拉
桿及下拉桿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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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7

➢施工架高度1.5公尺以上應設置安全之上下設備，施工架任
一處步行至最近上下設備之距離，應在三十公尺以下。

➢踏板 (即CNS4750 A2067所稱之附工作板橫架)應有金屬扣
鎖及防脫落鈎。

➢施工架之垂直(5.5M)、水平(7.5M)方向距離內，應設置壁
連座、角鋼、鋼筋等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8

➢施工架之材料不得有顯著之損壞、變形或腐蝕。

➢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並規定
不得超過其荷重限制及應避免發生不均衡現象。

➢施工架基礎地面應平整，且夯實緊密，並襯以適當材質之
墊材；施工架底部之立架應設可調型基腳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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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架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79

➢施工架構件之連接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
固定，如插銷及腳柱接頭等。

➢不得使作業勞工在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或踏凳。

➢108年度起營造作業使用之鋼管施工架，應使用符合國家標
準CNS 4750 A2067規定型式之施工架構材。

職安署教材-CNS 4750施工架標示位置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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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教材-CNS 4750施工架標示位置

81

職安署教材-施工架作業安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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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教材-施工架作業安全

83

職安署教材-施工架作業安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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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7 條

85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
者，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依下列風險控制之先後順序
規劃，並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一.經由設計或工法之選擇，儘量使勞工於地面完成作業，減
少高處作業項目。

二.經由施工程序之變更，優先施作永久構造物之上下設備或
防墜設施。

三.設置護欄、護蓋。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7 條(續)

86

四.張掛安全網。

五.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六.設置警示線系統。

七.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

八.對於因開放邊線、組模作業、收尾作業等及採取第一款至
第五款規定之設施致增加其作業危險者，應訂定保護計畫
並實施。



2024/4/2

44

落葉清掃踩破採光罩墜落受傷

87

墜落、滾落
112年3月11日(六)9時40分許，

人員站立校園停車場採光罩

(高約3.2公尺)進行落葉清掃作

業 (未有防墜設施 )，踩空墜

落，背部著地，意識清醒，

送醫治療。

高空工作車-自113年1月1日起，應指派經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人員操作

88

伸臂式 剪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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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作業未有防護措施

90

墜落、滾落
105年學校屋頂修繕工程施工

人員未有任何防護措施下從

事高處作業。

屋頂作業墜落預防措施

91

 防墜設施
在作業場所設置避免工作者有墜落危害情形之相關設施，例如：護欄、
設置踏板為安全通道、安全網等。

 個人擒墜系統(Personal fall-arrest systems)
於國家標準CNS14253-1~6規範，包括：全身背負式安全帶、繫索及能量
吸收器、自動回縮救生索(即捲揚式防墜器)、滑動式擒墜器之垂直軌道及
垂直安全母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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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條

92

1. 雇主使勞工於屋頂從事作業時，應指派專人督導，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因屋頂斜度、屋面性質或天候等因素，致勞工有墜落、滾落之虞者，
應採取適當安全措施。

二. 於斜度大於三十四度，即高底比為二比三以上，或為滑溜之屋頂，從
事作業者，應設置適當之護欄，支承穩妥且寬度在四十公分以上之適
當工作臺及數量充分、安裝牢穩之適當梯子。但設置護欄有困難者，
應提供背負式安全帶使勞工佩掛，並掛置於堅固錨錠、可供鈎掛之堅
固物件或安全母索等裝置上。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8條(續)

93

三、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應先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上設
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並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
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但雇主設置踏板面積已覆蓋全部易踏穿屋
頂或採取其他安全工法，致無踏穿墜落之虞者，不在此限。

2. 於前項第三款之易踏穿材料構築屋頂作業時，雇主應指派
屋頂作業主管於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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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

94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
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
構、橋臺等場所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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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
但其設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

95

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料

構築之屋頂及雨遮，或於以礦纖板、石膏板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夾層天

花板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採取下列設施：

➢規劃安全通道，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支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
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

➢於屋架、雨遮或天花板下方可能墜落之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
網等防墜設施。

➢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雇主對前項作業已採其他安全工法或設置踏板面積已覆蓋全部易踏穿屋
頂、雨遮或天花板，致無墜落之虞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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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職安署教材

97

職安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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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職安署教材

99

職安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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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職安署教材

101

職安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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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職安署教材
安全網應符合
CNS14252 Z2115規定

永久安全母索

103

水平母索 垂直母索

職安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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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04

頂樓屋頂修繕 太陽能模組設置

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05

車棚太陽能 太陽能模組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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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06

屋頂太陽能 屋頂太陽能

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07

鋼構太陽能風雨球場鋼構太陽能風雨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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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08

鋼構太陽能風雨球場鋼構太陽能風雨球場

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09

模組置於屋緣未有防護未正確穿戴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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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10

屋頂太陽能模組維運清洗使用高空工作車

屋頂、太陽能工程常有墜落風險

111

屋頂太陽能模組維運清洗屋頂太陽能模組維運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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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設置永久安全措施

112

設置安全通道、安全母索設置安全通道、安全母索

優先設置永久安全措施

113

改設置固定梯原使用合梯作為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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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設置永久安全措施

114

設置安全上下設備設置安全通道、安全母索、安全
網等

優先設置永久安全措施

115

適當強度之護欄等防護措施垂直固定護籠梯、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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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

116

捲揚式防墜器全身背負式安全帶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

117

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
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
構、橋臺等場所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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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設置前項設備有困難，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欄、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開啟或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墜落措施。
但其設置困難之原因消失後，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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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

118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
者，不在此限。

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特性，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式，對
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2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
梯、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
或傾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CNS14253-1同等以上規定之全身背負式安全
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遭掉落冷氣管線砸傷

119

物體飛落
105年學校校舍耐震能力補強

工程施工人員，於施工架切

割冷氣管線，切割作業未設

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致

管線飛落砸傷工人，2人送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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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從事浪板更換作業墜落

120

能源公司承租學校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並將系統設置工
程交付承攬，承攬商再將其中東、西及南棟屋頂浪板更換作
業再交付承攬。

111年1月17日，屋頂浪板更換作業再承攬人勞工於學校西棟
屋頂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站上屋頂時因螺絲鬆動，致連同該
片浪板自4樓屋頂掉落地面，送醫急救並於當日20時許出院返
家休養。

墜落、滾落

攀爬於牆上修剪樹木不慎墜落

121

111年3月1日，學校工友於停車場入口旁爬牆修剪樹木，下牆

時意外滑落摔傷右手，送醫手術治療。

墜落、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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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樹木仍應留意現場環境

122

洗手台外花台洗手台外樹木

修剪樹木仍應留意現場環境

123

外牆水管壁間生長之樹苗鄰近建築物之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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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移動式施工架時自架上墜落

124

墜落、滾落
111年7月12日，舞台布幕更換承

攬商再承攬人，於舞台上從事布

幕更換作業，於安裝布幕前先行

組裝移動式施工架，1人於地面

將框架遞給施工架上人員，施工

架上人員疑因重心不穩，不慎自

1.93M高第一層施工架上墜落，

導致頭部撕裂傷、左側鎖骨骨

折。

站立於置物櫃佈置作品墜落

125

108年2月26日，老師於班級教室布置學生作品時，不慎自約1

米高學生置物櫃摔落，頭部碰撞教室地面，有暈眩嘔吐現

象，隨即送醫治療，經電腦斷層診斷未發現頭部傷痕及顱內

有出、瘀血狀況，醫師建議留院觀察。

墜落、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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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於置物櫃清潔風扇墜落

126

111年8月24日，勞工站立於教室之學生置物櫃(高度約105公

分)上，從事壁掛風扇清潔作業，因移動時重心不穩墜落，致

左手肘骨折，送住院治療。

墜落、滾落

翻越欄杆踩空墜落

127

111年10月12日，學校器材組長校園巡視時，發現籃球場花臺

上雜草叢生，順手翻越欄杆(高度140公分)，自行踏至花臺檢

視雜草狀況，當欲翻至第2座花臺時，不慎踩空墜落至地下停

車場地面(高度差約4公尺)，造成左肩肋骨斷掉，事發後即通

報醫急救，意識清楚無生命危險。

墜落、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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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移動式施工架時自架上墜落

128

墜落、滾落
於112年11月2日某校歷史建築

修復工程，勞工於建築物三

樓內部敲除牆壁過程中磚牆

崩塌砸中勞工腳板。

未設置擋土支撐開挖面崩塌致死

129

物體倒塌、崩塌
105年9月10日，學校校內污水

下水道接管及排水溝修繕工

程，承攬人於垂直開挖深度

約2.8公尺管溝內從事接管作

業，因未設置擋土支撐，勞

工遭開挖面之土石崩塌掩

埋，送醫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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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71 條

130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露天開挖作業，其垂直開挖最大深度應妥

為設計，如其深度在一．五公尺以上者，應設擋土支撐。但

地質特殊或採取替代方法，經具有地質、土木等專長人員簽

認其安全性者，不在此限。

雇主對前項擋土支撐，應繪製施工圖說，並指派或委請前項

專業人員簽章確認其安全性後按圖施作之。

開挖深度1.5公尺設擋土支撐

131

設置鋼板樁未設擋土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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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設擋土支撐如何確認其安全性?

132

開挖前經地質、土木等專長

人員簽認
➢ 開挖穩定度分析或提供證

明文獻

➢ 簽認人員簽章；執業技師

開立需有執業圖記

➢ 檢附技師證書

檢修切菜機手指遭切斷

133

被切、割、擦傷
103年11月3日，學校廚房切菜

機故障，聯繫廠商修理，維

修後，試運轉時仍有雜音，

廠商維修人員遂使切菜機保

持運轉同時進行檢視，以右

手伸入送菜端之輸送帶摸

索，食指、中指、無名指第

一節遭切菜機切斷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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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切菜機手指遭切傷

134

被切、割、擦傷
104年5月14日，學校廚工操作

切菜機作業，過程中察覺切

菜機有異狀，雖已將設備斷

電，惟未等機器停止運轉即

伸手進入切菜機切菜處，致

右手中指第一節遭切菜機切

傷送醫縫合。

手指伸入切菜機入料口遭刀具割傷

135

104年5月20日，學校廚工於廚房操作切菜機作業時，疑似食

材輸送不順，遂直接徒手協助食材推送，不慎將手指伸入切

菜機入料口內，致該員右手食、中指不慎遭切菜機刀具割

傷，送醫包紮治療。

被切、割、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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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關閉電源即清洗切菜機遭切傷

136

110年11月15日學校廚工使用切菜機完成備料作業後，欲清洗

切菜機時未將電源關閉，致右手中指前段切除0.5公分，後送

醫接合治療。

被切、割、擦傷

開窗遭窗戶邊欄杆旁水泥塊劃傷

137

110年12月29日，學校所雇勞工於辦公室欲開啟窗戶通風時，

不慎遭窗戶邊欄杆旁殘留之水泥塊劃傷，送醫治療。

被切、割、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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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輪機未設置護罩

138

被切、割、擦傷
105年學校宿舍修繕工程使用

未設置護罩之手持式電動砂

輪機作業。

使用砂輪機切割致傷

139

110年10月31日，學校契約勞工於作業區使用砂輪機切割樹頭

時左小腿遭割傷，送醫院縫合當日返家休養。

被切、割、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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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樹木遭電鋸割傷

140

112年1月11日，學校所雇王姓勞工協助另一位歐姓勞工修剪

校園樹木，因擔心樹枝掉落會有危險而用手去撐扶，右臂意

外碰觸電鋸被割傷，送醫縫合住院治療。

被切、割、擦傷

廚房常見危害因子

141

湯鍋及湯品分裝炒菜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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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常見危害因子

142

電烤箱蒸飯箱

廚房常見危害因子

143

攪拌機絞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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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常見危害因子

144

通道濕滑、動線受阻地板濕滑

鍋爐壓力錶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

145

標示最高使用壓力指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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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閥每年定期測試

146

測試報告安全閥試

未切斷電源徒手伸入絞肉機遭捲入

147

被夾、被捲
106年10月27日，學校廚工使

用絞肉機將蒜頭絞碎，過程

中因絞肉機卡住，於未切斷

電源狀態下試圖徒手將食材

取出，疑因誤觸開關左手遭

絞肉機捲入，致左手二指(食

指及中指)第一指節粉碎性骨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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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湯桶燙傷

148

105年4月22日，學校午餐民辦民營承攬商所雇勞工，於所承

包學校廚房作業時，因搬運湯桶不慎，造成左側小腿燙傷，

當下立即降溫處理送醫治療。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午餐湯品配送絆到燙傷

149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106年1月9日，學校廚工至供

應學校從事營養午餐配送作

業，搬運湯桶時雙腳彼此絆

到，失去重心跌倒、湯桶蓋

滑落，右手因此伸入湯桶

中，導致右手掌至手肘處燙

傷送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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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品分裝遭燙傷

150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107年4月17日，學校所僱廚工

於廚房從事營養午餐湯品分

裝作業時，不慎被熱湯燙傷

小腿肚送醫。

烹飪作業打翻熱水燙傷

151

110年11月16日，學校廚工從事烹飪作業時，不慎打翻熱水至

雨鞋中，導致左腳小腿燙傷送醫治療。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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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作業傾倒熱水燙傷

152

111年5月16日，廚工於廚房

從事營養午餐烹調作業，協

助另一廚工往前傾倒之迴轉

鍋時，閃避不及遭熱水燙

傷，造成右右小腿二度燙

傷，送醫急治療。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廚房作業熱水翻覆燙傷

153

111年9月30日，勞工於廚房從事煮食作業時，遭盛裝熱水之

迴轉鍋翻覆熱水燙傷，造成右腳踝燙傷起水泡，送醫急治

療。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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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作業昏倒不治

154

111年8月22日下午，學校勞務委外作業人員單人於操場使用

手推式割草機從事除草作業，約16時許學生發現人員昏倒通

報學校，送醫急救後宣告不治。

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添加酒精過程操作不慎延燒燙傷

155

爆炸、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107年11月23日，學生，於生

物課進行「光合作用實驗」

時，疑因老師添加酒精過程

操作不慎延燒，導致6名學生

燒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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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廚房作業發生爆炸四人受傷住院

156

爆炸
107年2月1日，罹災者等四人

於廚房作業，一員不小心將

瓦斯鋼瓶碰倒，瓦斯外洩，

另一員欲將該傾倒鋼瓶之開

關關閉時，瞬間發生氣爆，

經通報119，立即將四人送醫

救治，共造成四人受傷住

院。

原因分析及災害防止對策

157

爆炸
未對貯放之液化石油氣鋼瓶

安穩置放並加固定，傾倒時

又因該鋼瓶開關閥門呈現開

啟狀態，致大量瓦斯外洩，

遇火源引爆。

高壓氣體之貯存應安穩置放

並加固定及裝妥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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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積水不慎跌倒

158

110年10月15日，學校訓育組長巡視學生打掃籃球場積水情

形，協助學生更換打掃用具時不慎跌倒，送醫治療後當日即

返家休養，後因回診發現傷口感染需住院治療，即時通報勞

檢處。

跌倒

澆花作業不慎跌倒受傷

159

110年11月24日學校工友於校園從事澆花作業時不慎跌倒，跌

倒身體後仰撞到花盆頭部受傷，送醫縫合住院治療。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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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跌倒

160

110年11月30日，學校教師自建築物穿越草皮前往大門時，於

便道階梯不慎遭絆倒，致雙腳扭傷，送醫治療當日即返家休

養。

跌倒

拿取用具跌倒受傷

161

111年1月17日，學校安心即時上工人員，從事水藻打撈作業

拿取用具時，不慎踢到路旁邊線緣石跌倒無法站立，送醫診

斷為髖骨骨折，術後返家休養。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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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水果籃跌倒致傷

162

111年11月30日，學校廚工於廚房外走廊搬運兩疊水果籃，移

動過程中最上層水果籃滑落，前因重心不穩腳踢到水果籃跌

倒，且於倒下時撞到水果籃致傷。

當晚自行就醫檢查未發現骨裂，醫囑建議胸腔外科就診追

蹤。至111年12月9日早上詳細檢查時發現左胸第8、9、10肋

骨骨折，需住院觀察一週。

跌倒

作業中滑溜而跌倒

163

111年11月3日，學校請自營作業者至學校進行綠圍籬施作，

欲前往牆壁使用插座時於走道滑倒受傷，造成臀部髖骨閉鎖

性骨折，送醫住院開刀治療。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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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作業跌倒受傷

164

111年12月22日，學校學務處約聘安心即時上工人員，於1樓

周邊花圃從事除草作業時，不慎踩到水溝蓋造成右腳受傷紅

腫，立即送醫檢查，經醫師判斷右腳跟骨粉碎性骨折需住院

住療，校方表示該員告知有骨質疏鬆，知悉需住院後即時通

報。

跌倒

卸貨作業撞擊門框摔落受傷

165

111年8月31日，學校午餐公辦民營承

攬商所僱勞工(司機)，於學校廚房外

面從事貨車物品卸貨作業，站立於貨

車卸貨平台轉頭時，撞到貨車上方門

框(高約150公分)後摔落地面(高約59

公分)頭部流血受傷，當下意識清醒，

送醫有輕微腦出血狀況住院觀察。

衝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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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作業撞傷

166

112年1月31日，環境清潔維護委外清潔公司所僱勞工於工作

場所從事拖地清潔作業，未注意周遭環境高度，不慎碰撞造

成鼻樑擦挫傷，送醫急治療。

衝撞

巡視校園驅趕蛇遭蛇吻

167

110年6月8日，學校工友巡視校園時，發現有一無毒南蛇欲爬

進西側男廁所內，前往驅趕時不慎遭蛇咬傷，送醫確認僅皮

外傷，包紮後即返家休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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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作業遭蜜蜂螫傷

168

111年7月8日，學校園藝養護工作承攬商所雇勞工，從事園藝

養護作業時遭蜜蜂螫傷，送醫治療隔日出院返家休養。

其他

遭倒塌機車壓傷

169

111年11月9日，環境清潔維護委外清潔公司勞工完成清潔作

業，騎乘機車去打下班卡,停車時因機車未固定完全，導致該

車倒下壓在身上, 導致坐骨神經舊疾復發送醫住院開刀治療。

物體倒塌、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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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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