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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溫及導修資料由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製作                 

 

 

2023 年 11 月  本版 

 

 

 

本重溫及導修資料旨在協助從事建築工程的僱員，預習及重溫強制性

基本安全訓練課程的簡要內容，並掌握當中的安全知識重點，但讀者

須注意，本重溫及導修資料是以簡單及淺白的文字編寫，並不可用以

解釋有關法例。 

 

歡迎下載或複印本重溫及導修資料，但作廣告、批核或商業用途者除

外。如需複印，請註明錄自勞工處的《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建

築工程）重溫及導修資料》。 

 

你可透過互聯網，登入勞工處的網頁（http://www.labour.gov.hk），找

到主要勞工法例的資料。關於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新聞公報」及「職

安警示」的內容，亦可在下列勞工處網頁中查閱。 

「新聞公報」  

http://www.labour.gov.hk/tc/major/content.php 

「職安警示」

 http://www.labour.gov.hk/tc/news/work_safety_ale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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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安全事項 

 

 

 

 

 

次序 學習要點 

1  僱主須確保僱員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僱員須照顧自己及他

人在工作時的安全及健康。 

2  危險物質主要是透過吞食、皮膚接觸或呼吸進入工友身體。 

3  處理化學品時，會有以下潛在危險： 
 引致著火、爆炸； 
 釋放有害/有毒氣體或飄浮於空氣中的微粒； 
 濺起灼熱、腐蝕性或有毒的液體；及 
 引致受傷、潰瘍、中毒，甚至死亡。 

4  查閱容器外的標籤內容是辨別化學品的名稱、類別、危險及安

全措施的正確方法。化學品名稱、類別、危險情況及安全措施

都是化學品標籤必須具備的資料。 

5  用以界定化學品的特性包括：爆炸性、易燃、助燃、有毒、有

害、腐蝕性及刺激性。在處理化學品方面，僱員應該正確使用

僱主所提供的防護衣物及設備。 

6  實行工作許可證制度，可以確保工作場地可以安全工作及預防

意外發生。 

7  在地盤內，工人切勿在沒有護欄的樓邊工作。使用梯子作為進

出之用，應符合下述條件： 
 構造完善、質料良好及有足夠強度； 
 梯子須放在平坦及穩固的地面上；及 
 繫穩梯子的頂部或底部，也可用人手扶穩梯子。 

8  工人進行燒焊工序時，要配戴認可護眼用具。 

9  地盤內急救設備的數量，因應僱員人數不同（視乎僱員人數而

定），急救設備及裝置有法定的數量要求。地盤內僱用 30-99 名

工人，須要有至少一名合資格的急救人員。 



 5 

次序 學習要點 

10  建築工程的東主只可以僱用持有平安卡（建築工程）的人從事

建築工程。 

11  新入職建築工人往往不熟悉地盤狀況和運作。在欠缺建築工作

經驗和個人安全意識不足下，新入職建築工人在工作時將面對

更高的工作風險。 

12  建築工人(特別是新入職工人) 必須認識的安全要點：  

 熟悉與工作相關的危害和風險； 
 使用適當的工作平台代替梯子進行離地工作； 
 正確佩戴個人防護裝備，例如配備帽帶的安全帽、全身式

吊帶、護目鏡、呼吸器具、手套、安全鞋等； 
 安全吊帶須繫於獨立救生繩的防墮裝置或固定的繫穩物，

例如有眼螺栓； 
 停止不安全的工作，拒絕在不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如發現

任何不安全的情況，應立即向上級報告；及 
 對高風險工序保持警惕，例如離地工作、電力工作、吊運

操作、密閉空間作業、木工、移動重型機械、挖掘、道路工

程等。 

13  建築工人(不論是否新入職) 不應該做以下事項：  

 對安全事項有疑問或問題時害怕發聲； 
 工作時飲酒和服用藥物；  
 做危及自己或他人的不安全行為；及 
 未經相關培訓進行危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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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離地工作/高處工

作 

 

 

 

次序 學習要點 

1 建造業的致命意外大多涉及離地工作/高處工作，防止工人在離

地工作/高處工作時墮下的基本原則如下： 
 盡可能避免離地工作/高處工作； 
 否則在離地工作/高處工作開始前需進行風險評估，以消除

工作有關的危害或控制風險；及 
 須提供足夠和合適的安全設施以進行離地工作/高處工作。 

2 工人從倒塌的工作平台或棚架墜落是離地工作/高處工作的潛

在危險。 

3 在離地工作/高處工作開始前，需消除工作有關的危害或控制風

險，其過程包括以下步驟： 
 檢討離地工作/高處工作可能引致的危害及受影響的人； 
 評估風險； 
 制訂安全的施工方法；及 
 實施合適的預防措施。 

4 需要在離地工作/高處工作時，應優先採用工作平台。進行離地

工作/高處工作時（例如進行樓宇外牆工作時或在離地 5 米的天

花板上安裝電線槽），有關的承建商必須提供適合的棚架和工

作平台，另外，承建商亦須在工作地點設置安全出入通道及在

工作地點及通往工作地點的通道提供照明。 

5 工人在竹棚架上工作的安全措施包括： 
 離地工作/高處工作風險評估； 
 制訂妥善的工作程序； 
 提供足夠和合適的安全設施以進行離地工作；及 
 提供足夠有關工程的資料、指示、訓練和監督。 

6 工人絕不可以在沒有工作平台的單行竹棚架上進行樓宇外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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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7 工作平台要有適當的設計，包括： 
 應設有以夾板等鋪密的適當工作平台； 
 工作平台的闊度須不小於 400 毫米； 
 最高護欄高度須距離工作台面 900 毫米至 1,150 毫米； 
 中間護欄的高度須距離工作台面 450 毫米至 600 毫米；及 
 底護板（踢腳板）高度不小於 200 毫米。 

8 懸空式竹棚架（吊棚或飛棚）的每個「狗臂架」須用 3 枚或以

上的繫穩螺絲安裝在大廈外牆。當工人在懸空式竹棚架上工

作，僱主應提供安全吊帶、防墮扣及獨立救生繩給工人使用。 

9 所有棚架及工作平台（包括「狗臂架」懸空式竹棚架）必須由

曾受訓練的合資格搭棚工人及在合資格的人監督下才可搭建。

棚架須在首次使用前、緊接每次使用前的 14 天(二星期)內及在

經歷惡劣天氣後，由合資格的人檢查及填寫表格五，證明安全，

才可使用。 

10 在戶外使用的流動式金屬通架的高度和最小底邊長度的合適

比例是不大於 3：1。穩固流動式金屬通架的結構的措施包括： 
 將通架綁緊於施工的樓宇上； 
 加上斜撐； 
 加上腳撐； 
 鎖上腳輪；及 
 當有人逗留在通架上時，不得移動通架。 

11 使用合適的工作平台（例如：流動式工作台）進行離地工作/高
處工作，在空間不許可及進行簡單工作的情況下，才可考慮使

用合適的輕便工作台（例如: 梯台及功夫櫈）進行兩米以下的

離地工作。上落時要面向輕便工作台，切勿手持重物，保持三

點接觸的原則。 

12 工人維修外牆棚架或拆卸竹棚架時，應佩戴緊繫於獨立救生繩

上的全身式吊帶（又稱降傘式安全帶）。 

13 在吊船上工作人員必須佩戴安全帶並繫在獨立救生繩上。 

14 使用安全帶前應考慮有沒有適當的繫穩物、獨立救生繩及防墮

裝置。工作時如用安全帶作為防墮裝置，安全帶應扣在穩固的

繫穩物或獨立救生繩上。安全帶最適當的扣法是高掛低用。安

全帶不應扣在水渠上。 

15 梯子只可作為進出之用，不應在梯子上工作。用作上落用途的

梯子應要構造完善、質料良好及有足夠強度。當使用梯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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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上落通道時，須確保梯子穩定、有堅實平坦的立腳處。使用直

梯作為進出之用時，應以適當角度安放梯子，其底部與高度須

保持 1：4 比例(75 度)的擺放斜度。梯子頂部最少要較平台高出

多 1 米作為扶手。上落梯子時，要保持 3 點接觸。不可把短梯

接駁作長梯使用。須定期檢查及妥善保養所使用的梯子。 

16 如有人從高處墮下，應該立即通知急救員並照顧傷者，但不可

搬移傷者。 

17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觸及架空供電電纜可引致觸電、火警或爆

炸等危險。 

18  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應由曾受訓練及獲授權的工人操作。 
 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時，應顧及工作地點的情况，例

如通行高度。 
 應根據製造商手冊的指引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切勿

作其他非指定用途。 
 在工作台載有工人時，不可移動或運載該動力操作升降工

作台。 
 移動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必須把其工作台下降至托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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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防護裝備的使

用 

 

 

 

 

 

 

 

次序 學習要點 

1 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是在不能有效控制意外源頭的情況下，可依

賴的最後防線。 

2 個人防護裝備須由僱主提供。選擇個人防護裝備時，應主要考

慮能否提供適當的保護。如有個人防護裝備損壞，應停止使用，

並立即更換。 

3 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安全帽、安全鞋、高能見度衣服(反光衣)、
耳罩、面罩、口罩、護眼罩、安全吊帶及手套等。 

4 安全手套的種類包括膠手套、鋼絲手套、皮手套、護腕和護臂

裝備。 

5 防護衣物的種類包括一般保護性工作服、用後即棄罩衣、專門

的保護衣物，如保暖服、防化學品或輻射污染服、高能見度衣

服、防刺圍裙及沿岸的陸上工作進行中使用的救生衣。 

6 安全帽是用來保護工友頭部，免被下墮物件直接擊中。在地盤

工作中的工人在任何情況下，都須要戴安全帽，不管在建築物

內工作或進行數分鐘便完成的工作。安全帽的基本要求是備有

安全標記，如歐盟標準編號。安全帽應有下頷帶（俗稱帽帶），

下頷帶的功能是防止安全帽鬆脫。 

7 安全鞋應具備的基本構造/功能是鞋頭的鋼帽、鞋底的鋼片夾層

及防滑。 

8 於下墮時，全身式吊帶（又稱降落傘式安全帶）較腰帶式安全

帶，更能減低對使用者腰部造成的傷害。安全帶應連接至適當

的繫穩點、獨立救生繩或防墮系統，但絕不可連接至竹棚橫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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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防止下墮器裝上救生繩時，防止下墮器的標記必須向上"↑"，

每條獨立救生繩及每個防止下墮器只可同時供一人使用。使用

安全帶前應考慮： 
 安全帶有沒有損壞； 
 有沒有適當的繫穩點、獨立救生繩及防墮裝置；及 
 設備是否符合標準。 

9 呼吸器具的主要用途是防範塵埃、纖維、有害氣體和煙霧和氧

氣不足。使用呼吸器時，必須注意呼吸器與面部緊貼程度。呼

吸器具在每次使用後應徹底清洗和抹淨。 

10 打樁工程會產生大量噪音，工人在噪音影響範圍內工作，必須

正確地佩戴合規格的聽覺保護器。耳罩的保護聽覺效能最高。 

11 處理化學品時應穿上合適的圍裙、安全鞋、手套及佩戴面罩。 

12 在操作有轉動部分的機器時，工友不宜佩戴棉紗手套，以免棉

紗手套被機器的轉動部分絞纏令手部受傷。 

13 工友如須進入塵土飛揚的地方工作，應使用口罩和護眼罩。 

14 工人在隧道內工作，應穿著反光衣。 

15 當進行鑿石屎、燒焊或使用砂輪，工人應佩戴護眼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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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火安全 

 

 

 

 

次序 學習要點 

1 在火警中，大多數致死個案是因為吸入濃煙。 

2 形成火的元素是燃料、熱力和氧氣。 

3 火源的類別可分為以下三類： 
 燃燒紙張、紡織品，木料，膠料等； 
 燃燒易燃液體、溶劑、燃油、油脂等；及 
 燃燒電器、摩打、電掣等。 

4 滅火的方法是隔絕燃料、冷卻和切斷氧氣的供應。 

5 滅火筒的類別包括二氧化碳氣體式滅火筒、水式滅火筒、乾粉

式滅火筒、淨劑滅火筒及泡沫式滅火筒。須要因應火源的種類

選擇滅火筒。使用滅火筒前，須評估火勢及確保自身安全。 

6 應使用水式滅火筒撲救燃燒木材的火，水式滅火筒不宜用作撲

滅由易燃液體引起的火警，例如由電油引起的火。 

7 泡沫式滅火筒不宜用於電器故障所引致的火警。二氧化碳氣體

式滅火筒具最適宜用於撲滅電器火警。 

8 按下乾粉式滅火筒的操作桿前，須拔出安全鎖針。乾粉式滅火

筒的乾粉應噴向火源底部。使用乾粉式滅火筒時應注意噴出的

乾粉會令人難以辨別方向。 

9 易燃物品應貯存於金屬櫃內。沾有易燃液體的碎布使用後，應

放在蓋好的金屬容器內。儲存易燃或爆炸性物品的範圍內，不

准吸煙及嚴禁使用明火。 

10 使用二氧化碳氣體式滅火筒或淨劑滅火筒後，應走往空曠地

方。二氧化碳氣體式滅火筒｢不宜｣用作撲滅由紙張、紡織品、

木料、膠料引起的火警 

11 二氧化碳氣體式滅火筒、乾粉式滅火筒及淨劑滅火筒適宜用於

撲滅電器、摩打、電掣等火警。 
 

 

熱力 

燃料 

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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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械安全 

 

 

 

 

 

次序 學習要點 

1 物料吊重機（俗稱開士機）的潛在危險包括： 
 工人失足從機槽墜下； 
 工人被吊重機移動中的機架卡著或撞倒；及 
 物件從機槽墜下擊中工人。 

2 使用物料吊重機的安全措施包括： 
 切勿乘坐物料吊重機（嚴禁用於運載工人）； 
 必須先受過適當訓練，才可操作物料吊重機； 
 不要超出物料吊重機的安全負荷重量； 
 物料吊重機閘門須裝上有效的互鎖式安全系統，待全部閘

門關閉後，吊重機才可運行； 
 不可為方便工作，改動物料吊重機的機槽閘門的互鎖裝置； 
 物料吊重機應由合資格的人維修及保養，每日檢查安全裝

置，切勿自行修理機件； 
 鬆散的物料應放在盛器內並加以繫緊； 
 確保與操作員建立良好的溝通方式，明白並遵從所有訊號；

及 
 張貼提醒工人安全使用物料吊重機的告示。 

3 吊船須由年滿十八歲及持有效吊船操作訓練證明書的工人操

作。吊船應每星期由合資格的人進行檢查並簽發認可表格。 

4 挖掘機操作員須年滿 18 歲，並持有有效的相關證書。 

5 當操作一輛挖掘機時，為防止工人被吊臂擊中，應採取以下安

全措施： 
 挖掘機操作員應以安全速度轉動吊臂； 
 加設圍欄，防止工人進入操作範圍；及 
 監督機手和工人確保他們依足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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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6 石屎槍的潛在危險包括： 
 打釘穿透牆身射入身體； 
 作業中所產生的噪音過高； 
 作業中所產生的碎屑損害眼睛；及 
 燃點易燃性或爆炸性氣體所引致的火警或爆炸。 

7 在圓鋸（俗稱風車鋸）後面及與其成直線之處須有鋸尾刀。為

防止工人肢體與高速運轉的圓鋸的外露鋸齒接觸： 
 圓鋸的頂部須以堅固及容易調校的護罩遮蓋； 
 圓鋸在工作台下面的部分須以 2 塊金屬板圍繞以予保護；

及 
 在圓鋸的工作台上，須有可供使用的適當推杆。 

8 機械操作意外的常見成因是機器防護裝置失效。必須確保機器

的危險部份已裝上有效的護罩，才可操作機器。 

9 維修機械的轉動部分時的安全措施包括： 
 防止非維修人員接近； 
 首先完全關閉（隔離）電源； 
 在機械的各開關位置貼出維修告示，並將開關掣鎖上； 
 試機期間保留所有機器護罩在原本位置；及 
 再開動機械前，須先將所有拆去的機器護罩重新安裝。 

10 處理隧道地盤內交通的正確安全措施包括： 
 人車分隔； 
 提供足够照明系統； 
 工人穿著反光衣； 
 設置交通標誌；及 
 道路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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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力安全 

 

 

 

 

 

 

 

次序 學習要點 

1 觸電致死主要由於心臟嚴重受損。 

2 使用電力工具時，應首先檢查工具是否正常運作。手提電工具

須要接地（水線），除非該工具是雙重絕緣構造，接地可減低觸

電的風險。若手提電工具不是雙重絕緣構造的，又沒有接地，

就不應該使用該手提電工具。手提電工具上有「回」型標記，

即代表該工具是雙重絕緣。手提電工具的雙重絕緣設計可預防

漏電。 

3 修理電器設備時，應把電源完全隔離。故障的電器設備應由合

資格電器技工修理，以不正當的方式維修電器會有爆炸、燒傷

或觸電危險。 

4 引致電力意外的情況： 
 容許電線帶電部分外露； 
 不使用插頭而直接將電線接駁電源；及 
 在潮濕環境進行電焊工作。 

5 可避免電力意外的措施： 
 不容許電線帶電部分外露； 
 定期檢查電動工具； 
 使用接地或雙重絕緣的工具； 
 電焊機的接線端子要合適遮蓋； 
 站在絕緣地墊上；及 
 在户外的電線用防水設備接駁。 

6 在潮濕的環境工作時，應使用有防水設計的電器設備。如必須

在狹窄或潮濕的工作場地設置或使用電力工具，應使用合適個

人防護裝備，例如絕緣手套及絕緣膠蓆。 

7 應由註冊電工進行電力工作。如在特殊情況下需要進行帶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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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作，應由具備相關知識及訓練的註冊電工進行。在進行電力裝

置工作前，應由合資格人士先作風險評估。 

8 若工人持有有效的平安卡但不是註冊電工，他不能進行帶電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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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密閉空間作業安全 

 

 

 

 

 

 

 

 

次序 學習要點 

1 「密閉空間」被定義為任何被圍封的地方，而基於其被圍封的

性質，會產生合理預見的指明危險，包括任何會產生該等危險

的密室、貯槽（例如水缸）、下桶、坑槽、井、污水渠、隧道、

喉管、煙道、鍋爐、壓力受器、艙口、沉箱、豎井或筒倉，指

明危險包括火警或爆炸、體溫上升、空氣貧氧（缺氧）、液體水

平升高及陷入自由流動的固體。 

2 所有進入密閉空間（例如沙井及污水渠）工作的工人必須為工

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所指定的核准工人，進入密閉

場地工作前，必須先獲得工作許可證（證明書），核准工人在工

作許可證的安全時限屆滿情況下，不可逗留在密閉空間。 

3 在展開密閉空間工作前，東主須委任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

間）規例所指定的合資格人士對密閉空間的工作環境進行風險

評估。密閉空間的危險評估報告須在密閉空間入口的顯眼地方

張貼。進入密閉空間前，應完成風險評估的建議所須採取的足

夠安全措施。如密閉空間沒有進行風險評估，工人不可以進行

工作。 

4 駐於密閉空間外的候命人員的責任是與密閉空間內的工人保

持聯絡。 

5 在未有進行氣體測試情況下，任何人均不得進入密閉空間內，

在工人進入密閉空間前，應先用儀器量度密閉空間內的氣體成

份是否安全。 

6 如危害評估報告建議使用認可呼吸器具或核准工人須進入密

閉空間進行地底喉管工作，任何進入該密閉空間或在其內逗留

的核准工人須正確佩戴適當的認可呼吸器具和合適的安全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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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帶。而安全吊帶須連接救生繩，而救生繩的另一端須由一名在

該密閉空間外面候命的工人持着。 

7 提供有效的強制通風，是進入密閉空間前法定的安全程序，亦

是東主須先做好安全措施。 

8 只有曾受適當安全訓練及已配戴認可呼吸器具的工人才可進

入密閉空間進行拯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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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體力處理操作 

 

 

 

 

 

 

次序 學習要點 

1 正確的「體力處理操作」方法是將物件貼近身體，用腿力慢慢

站起來，保持腰部挺直。不正確的體力處理操作行為可引致受

傷。彎腰提舉重物最容易引致腰部受傷。 

2 用手推車運送貨物時，應注意手推車結構是否良好、運送途徑

是否有潛在危險及地面是否平坦。 

3 進行體力處理操作之前，應先進行風險評估，例如貨件的重量

等。此外，進行體力處理操作前，工人應做一些熱身運動。 

4 關於體力處理操作的正確措施﹕ 
 採用良好工作姿勢（即保持腰部挺直）； 
 運用大腿肌肉力量將貨物提起； 
 以足夠人手進行體力處理操作； 
 使用合適的機械工具（例如手推車）幫助搬運貨物；及 
 減輕貨物的重量。 

5 關於體力處理操作的不正確措施﹕ 
 突然加快動作的速度； 
 急促地用力； 
 經常或長期重複某些動作； 
 只扭動上身來搬運重物；及 
 地面濕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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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燒焊安全 

 

 

 

次序 學習要點 

1 使用氣體焊接或火焰切割工具的工人須年滿 18 歲，受過適當

訓練，並持有有效的相關證書。 

2 風煤焊接的安全措施包括﹕ 
 氣樽應配備「防止回火器」； 
 焊工不可自行為氧氣樽灌注氧氣； 
 使用屏風隔開火花，以免傷及他人；及 
 把氣樽垂直存放，並盡可能遠離進行高溫工作的地方。 

3 進行氣體切割舊喉管前，應先清洗喉管內的殘餘物。 

4 火焰切割產生的火花可引致角膜潰瘍。氣體焊接產生的有毒煙

霧可引致金屬熱。 

5 在進行氣體焊接時，如果乙炔氣樽過熱，會引致火警或爆炸，

因此氣樽應要遠離高溫工作的地方。如易燃氣體或氧氣泄漏，

亦會發生火警和爆炸。 

6 在進行氣體焊接時，吹管回火可以引致火警和爆炸。 

7 電焊常見的危險包括觸電、弧光輻射及吸入有害氣體。長期吸

入過量的金屬塵可引致焊工的肺組織受損，電焊接產生的紫外

線會對工人眼睛造成損害。 

8 電焊工人需要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護目盾、手套及絕緣

鞋。 

9 進行電焊的工作地點應﹕ 
 裝設足夠照明裝置； 
 放置合適的滅火筒； 
 提供足夠通風設備以保持空氣流通；及 
 應避免在潮濕地面進行電焊。 

10 在一個曾載過柴油的空桶上進行電弧焊接工作，在桶內殘餘柴

油會產生霧化，引致爆炸，因此應徹底清洗該空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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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挖掘工作的安全 

 

 

 

 

 

次序 學習要點 

1 挖掘工程的主要潛在危險是坑穴倒塌、損壞地下電纜而引致觸

電及損壞地下煤氣管而引致爆炸。 

2 挖掘坑穴時，如發現地面龜裂、支撐斷裂或鬆脫，須立即停止

工作，離開坑穴並向上級報告。堆積的泥頭、重型機械應遠離

坑穴，以防止其重量引致坑穴倒塌。坑穴邊緣須架設適當支撐

及使用閘板，作用是避免坑穴倒塌。坑道設有穩固閘板的情況

下，工人才可在坑道內工作。 

3 挖掘工程期間，須最少每隔 7 天由合資格人士詳細檢驗有關之

坑穴及斜坡一次，並須將結果填寫在表格四上。 

4 挖掘工程的安全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獲得有關挖掘範圍地底的

喉管、電纜及其他公共設施的實際位置。 

5 在地下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工地人員須知道道路、行人路和工

地均可能存有地下電纜，損壞地下電纜會構成危險。地下電纜

附近進行工程前，施工單位必須委聘合資格人士在工地附近探

測電纜，以確定地下電纜的位置及深度。 

6 挖掘工程中，損壞地下公共設施，可引致觸電、火警或爆炸。

工人使用工具在地下電纜附近進行挖掘時，工具須與地下電纜

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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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起重機械及起重裝

置 

 

次序 學習要點 

1 在地盤常見的起重機械有塔式起重機、履帶式起重機、貨車式

起重機及輪胎式液壓伸縮吊臂起重機。在地盤常見的起重裝置

有鏈吊索、纜吊索、環圈及鏈環。 

2 起重機械及裝置必須由合資格檢驗員定期檢查、徹底檢驗或測

試。 

3 最高安全操作負荷為 1 公噸以上的起重機必須設置安全負荷自

動顯示器。 

4 起重機操作人員須年滿 18 歲，並持有有效相關證明書。使用

起重機吊運負荷物時，應由受過訓練的合資格工人將負荷物裝

上索具。 

5 在使用吊鈎、鈎環或鏈吊索等起重裝置之前，先檢查該等裝置

是否有任何磨損。 

6 用作吊運的起重裝置（例如纜吊索、鋼絲索）須清楚標明安全

負重量（即安全操作負荷）。查明所吊物件的重量，切勿超出

起重機械或裝置的安全操作負荷。起重機的安全操作負荷應大

於所吊物件的重量（例如 1000 千克：500 千克是安全操作負荷

與所吊物件的重量的合適比例）。 

7 操作起重機的主要潛在危害有起重機翻側、吊臂撞到物件及吊

臂觸及架空電纜。多項吊運工作同時在附近進行是不安全的，

例如同時在附近使用起重機分別吊運木板及載混凝土的吊斗

可能會引致吊運的物件碰撞。 

8 起重機只可在均勻、平坦而堅實的地面上操作。該地面須有足

夠的承重力，以支承起重機在操作期間所產生的最大負荷。 

9 為了避免支撐面下沉或倒塌，及起重機翻側或倒塌，負荷應分

佈於一處足夠的大面積上。因此，應使用足夠強度及大面積的

鋼板、適當的底墊或適當的木塊來支承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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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學習要點 

10 在使用起重機作吊運用途時，如起重機設有支重腳撐，在可行

的情況下，應完全伸展支重腳橫樑。亦應使用足夠強度及大面

積的鋼板、適當的底墊或適當的木塊來支承負荷。液壓筒亦應

適當地伸展，以使起重機的輪胎離開地面。 

11 關於使用起重機進行吊運： 

 須進行風險評估； 

 避免吊運的物料經過工人工作的地方； 

 吊運途徑要遠離障礙物；及 

 吊臂觸及架空電纜可引致觸電、火警或爆炸等危險。 

12 當起重機械（如吊臂起重機及塔式起重機）的操作員的視線受

阻時，應安排訊號員協助吊運工作，起重機械操作員須與訊號

員配合，以防止意外發生。 

13 絕對不能在懸吊中的物料下工作，亦不可在機械吊運範圍內工

作。 

14 在架空電纜附近施工須經常保持最少安全工作距離。如需在架

空電纜下操作伸縮吊臂，起重機應使用適當設備如「龍門架」

來限制吊臂的高度。 

15 載人的機籠及吊斗的深度要有至少 900 毫米；亦須標明安全操

作負荷及可載人數。 

16 載人的吊重機或塔式工作平台的安全措施包括： 

 只可由合資格的操作員操作； 
 標明安全操作負荷及可載人數；及 
 閘門須經常保持關閉，只可在有人上落時才開啓。 

17 制訂吊運物料的安全工作系統時，應考慮物料的特色、吊運方

法及吊運途徑。在進行物料吊運工作前，鬆散的物料須綁緊及

用合適的吊斗裝載。 

18 起重機械須由合資格的人進行每星期檢查，証明安全，才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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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安全事項 

 

 

 

 

 

 

次序 學習要點 

1 預防工業意外是政府、僱主及工人的責任。在確保地盤工人安

全方面，政府的責任包括制訂安全法例、提供宣傳、教育及監

管等。僱主或東主的責任包括提供安全工作環境、設置及保持

安全工作系統及提供安全資料等。工人須為自己的不安全行為

負責。工業意外的後果包括死亡、受傷及職業病。 

2 保持良好工地管理可以提供安全及有效的工作環境。隨意堆疊

物品在通道上是導致意外的原因之一。建築地盤的東主應提供

安全的進出工作地點的途徑。僱主亦應提供個人防護裝備予工

人。 

3 應制訂應變程序例如應對地盤發生火警，並作定期演習，讓員

工知道應採取何種應變措施及熟習應變計劃的程序。 

4 工友在一個酷熱及潮濕的工作環境中會較容易中暑，一般的中

暑症狀包括非常口渴、頭痛、頭暈及噁心，防止中暑的措施包

括﹕ 
 避免在猛烈陽光下工作； 
 架設臨時上蓋以阻擋直接照射的陽光； 
 僱提供機械輔助工具讓僱員減少體力消耗； 
 供應清涼的飲用水；及 
 定時休息。 

5 勞工處制定了工作暑熱警告，分別為黃色、紅色及黑色三級： 
 黃色，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頗高； 
 紅色，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甚高；及 
 黑色，表示部分工作環境的熱壓力極高。 

6 推行「平安卡」安全訓練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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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卡」的有效期是 3 年。 

7 如僱員在空曠的戶外地方進行工作時，受惡劣天氣危害，便須

立即停止工作，前往安全庇護所暫避。 

8 工作許可證制度的目的，是確保可以在工作地點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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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提醒各位工友: 

 

1 大家都要明白，條命係自己嘅，要對罔顧

危險嘅工作說不； 

2 要顧己及人，唔好忘記平安卡課程教過你嘅

嘢，時刻保持警惕，唔好貪快貪方便； 

3 見到職安隱患及危險，要立即舉報； 

4 職業安全，僱主僱員同樣有責；及 

5 如有疏忽，僱主僱員同樣可以被檢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