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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要  

建築生產的特點是產品固定，人員流動，且多為露天及高空作業，施工環境

和作業條件較差，不安全的因素隨著工程進度的改動而不斷變化，所以我們在施

工時要熟識每一個工種施工的程序，如何減低風險，在施工時意外亦會同時減低，

達致施工的安全，其實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我們的生命線，安全生產就是對

我們的目標，對自己身為參與安全建築的一份子就是最好的交待，當然安全不是

空談就可以，在我們身處的地方，我們有一個由政府所設立的勞工處部門，這個

部門制定一些法例監管建築地盤工人，以免其在施工時做出違規的不安全事項，

他們對地盤施工時可能會發生的危險，制定出不同的安全施工守則，他們更安排

不同的訓練，地盤工人經過測試考取合格後，獲發証書，証明該工人在某項工作

上有一定的安全認識，而其中最為普及的就是強制性安全證書訓練制度，此制度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須要每一個工人進入地盤施工前，必須先獲得由政

府所認可之機構發出的安全証書 -俗稱“平安咭”，才可進入地盤工作，但因地盤

施工環境複習，各種施工程序上的潛在危險亦不相同，所以每一個工人除已接受

平安咭安全証書的課程訓練，亦應在進入不同的地盤工作時再接受一個安全入職

訓練，這樣工人才可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項目有什麼潛在的危險，其工作地盤上

所提供的安全設施及怎樣減低和避免施工時之意外，從而達到施工安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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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職安全訓練引導課程  

2.1  公司安全政策  

安全政策是在入職安全訓練時很重要的主要內容之一，因可讓工人清楚

知道公司對安全的承諾。  

一般安全政策內容包括：  

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給各工友，從而減少工傷發生，使其工地之

工傷率符合公司要求的水平，而安全政策都會定下一個安全數字，讓管理層

及工友能有一個指標，工傷率指標是定在工傷率，一般會低於勞工處的要

求，平均每年低於每千人二十宗。各職工 /工友需注意及遵守以下要點：  

-  公司對健康及安全的注重  

-  工業安全健康是所有職級及每個僱員的責任  

-  僱員須遵守所有安全法例  

-  安全主任、安全督導員、管工負責安全監管  

-  員工必須服從安全部及工程部的指示  

-  公司會定期舉行安全健康培訓  

-  工地的一般安全守則及有關法例，會在安全報告板上張貼和在安全會上討

論  

-  匯報不安全環境及不安全行為  

-  工地每天早上在施工前舉行安全早會  

-  各職工 /工人在下班前十五分鐘須清潔自已工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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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設施  

工友就是一個工地上的主要完成作業者，所以工地必須給予工友一個環境舒

適的地方，工友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用，所以工地一般應有休息間、飲水設施、

洗手間及急救設備等等。  

2.3  安全組織架構  

    以下是一般項目之安全架構：  

工地安全負責人  

(工程項目經理 ) 

: 經  理先生  

電話 : 

總安全督導員  

(工地總管 ) 

: 總  管先生  

電話 : 

分區安全督導員  

(各區管工 ) 

: 當區管工先生 (甲區 )    

當區管工先生 (乙區 ): 

電話 : 

電話 : 

安全主任   : 安全主任先生          電話 : 

工地急救員  : 急救員先生／急救員小姐  電話 : 

承判商工人代表  : 承判商監工  電話 : 

2.4  工地的一般情況 :  

工地的一般情況可給予工人知道工地所安排的事項及指示，這一環節是入

職安全訓練中最重要的部份，因如果每一個工人能夠清楚知道以下地盤內的一

般情況事項，就可以了解本身身處的地盤及整個架構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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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地的一般情況  

2.  展示工地出入口位置  

3.  展示工地安全通道位置  

4.  衛生設備、救急設備的位置  

5.  工地的通訊方法  

6.  工地供電系統、架空電線等設施及其位置  

7.  工地車輛的類型、行車通道及規則等  

8.  重型機械的操作範圍  

9.  建築物的內部情況  

3)  開始施工的安全訓練    

對一個 新入職 工友 安排開 始施工 的訓 練是非 常重要 的， 因在訓 練中可提

出他應有的權益、法例、安全對策及工地建築安全須知。  

3.1 職業安全衛生法例  

1.  勞工保險  

為了保證雇主有能力支付其雇員因工意外受傷或死亡時他所須要承擔的

補償責任，法例規定所有雇 主必須購買勞工保險。  

2.  職 業 病  

根據《雇員補償條例》，除了工業意外之外，如雇員因為工作的緣故，

患上某些法例中列明的職業病，導致完全或部分、暫時或永久地喪失工作能

力，甚至死亡的話，補償的辦法就會是近乎職業意外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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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1 .  安 全 技 術 對 策  

安 全 技 術 對 策 是 以 工 程 技 術 手 段 解 決 安 全 問 題 ， 預 防 事 故 的 發 生 及

減 少 事 故 造 成 的 傷 害 和 損 失，是 預 防 和 控 制 事 故 的 最 佳 安 全 措 施。 (序 號

1 陳 小 敏 2 0 0 3 年 )  

2 .  防 止 人 為 的 失 誤 的 能 力  

必 須 能 夠 防 止 在 裝 配、安 裝、檢 修 或 操 作 過 程 中 發 生 的 可 能 導 致 嚴

重 後 果 的 人 為 失 誤 。 如 單 項 電 源 插 頭 ， 規 定 火 線 、 零 線 、 地 線 的 分 佈 呈

等 腰 三 角 形 非 正 三 角 形 。 (序 號 2 陳 小 敏 2 0 0 3 年 )  

3.3  緊 急 事 故 應 變 處 理  

應 急 計 畫 的 內 容 會 有 指 導 方 針 描 述 主 要 目 的 、 人 員 安 排 、 控 制 中 心 、

消 防 設 備 及 設 施 、 災 難 性 事 件 分 類 及 描 述 、 位 置 分 佈 圖 、 安 全 區 分 佈 、

疏 散 路 線 、 集 合 位 置 及 通 訊 ， 而 集 合 位 置 會 安 排 在 工 地 出 口 處 及 會 有 後

備 的 集 合 處 ， 疏 散 路 線 在 各 通 道 設 置 指 示 標 貼 ， 通 訊 會 使 用 銅 鑼 、 警 報

器 及 揚 聲 器 。 (序 號 3 陳 小 敏 2 0 0 3 年 )  

3 . 4   建 築 安 全  

建 築 安 全 就 是 指 在 工 地 施 工 時 達 到 安 全 的 水 平 ， 通 常 在 施 工 時 工 人

要 有 責 任 遵 照 勞 工 處 的 法 例 做 好 一 切 安 全 防 護 設 施 ， 一 般 安 全 防 護 設

施 ， 指 引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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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安全防護裝備  

一 )  所謂個人防護裝備是指工友在工作時所穿着或使用的裝備，而這些裝備

包括安全帽、手套、護眼用具、呼吸或聽覺保護器具、高能見度  衣服、

安全鞋和安全帶等等。  

二 )  不少工友認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會帶來不便或不舒適，但是，只要用得

其法，它們會達到理想效果。  

三 )  工友應緊記不可以貪一時之便而棄用個人防護設備。有些損害不是即時

發生，令大家有所警覺，例如噪音，肺積塵等，當發覺有所損害時已為

時已晚。  

四 )  僱主須有責任提供防護用品給工友，但工友同樣有責任去使用和保養，

如發現有任何損壞，應報告主管，加以更換。 (序 號 4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2.  防止人體下墜  

當工作環境可使工人下墜超過兩米或以上，工人必須使用一個適當及安全的

工作台。  

一 )  一個安全的工作台，其台邊須安裝一條堅固的圍欄，圍欄必須安裝在

900-1150 毫米之間的高度  及 450-600 毫米之間，並且裝上最少 200 毫米

高之踢腳板。  

二 )  安全的工作台，台面必須以堅硬之木板加以鋪密。  

三 )  提供安全的通道作為工人進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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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當環境不許可搭建一個安全的工作台，工人必須使用安全帶或使用安全

網。  

五 )  有關之工作台必須由一名合資格之人員作最少每兩星期一次定期檢查。

(序 號 5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3 .  地 盤 防 火  

一 )  火跟電力一樣是現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 但亦同樣可做成嚴重損失

和傷亡。  

二 )  建築地盤同時亦會產生大量廢料，例如木屑、包裝紙箱、木箱及易燃液

體在工作間內揮發等。若處理不當，亦可能會引起火警。  

三 )  所以當我們在安排工作時，要保持走火通道暢通，切勿積存過多易燃物

品和物料。  

四 )  建築工友很多都有吸煙習慣，但必須遵守規定不可在存放易燃物品的地

方吸煙，煙蒂要認真熄滅後才可拋棄 , 以免留下火種而引致火警發生。  

五 )  工友應注意正確使用所有電器裝置，不可超過負荷以致發生火警。(序 號

6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4.  高 空 墜 物  

一 )  在建築工地裏，物件從高處墮下經常可能會發生，例如：鐵枝下墜、磚

塊下墜等等，物件墮下通常由於疏忽大意所引致。  

二 )  不少工友在地盤受傷，是由於第三者的疏忽行為所致，以二 OOO 年為例，

就多達四百宗意外是工人遭墮下的物件撞擊而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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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雖然僱主有責任提供一個安全工作環境，但是我們一樣有責任去保障其

他工友安全。  

四 )  要預防高空墜物，僱主及僱員同樣有責。  

五 )  當我們與其他工友一起工作時，要留心有關工具不會墜下，避免將工具

擺放於樓邊位置。 (序 號 7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5.  工 作 場 所 整 理  

一 )  很多人都認為整理地盤是瑣碎工作，覺得做妥地盤工作才是最重要，與安全

毫無關係。但事實上，剛剛相反，不少意外都是由於忽略整理地盤而引起。 

二 )  因地盤不整潔和缺乏妥善安排而引起的意外，約佔建築業整體意外數字的一

半。  

三 )  導致意外的主要原因包括工人踏着物件、被物料碰撞、物體墜下、使用或儲

存易燃物品不當所引致的爆炸或火警。  

所以我們要將工作場所整理好及保持工地整潔。 (序 號 8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6.  體 力 處 理 操 作  

一 )  體力處理操作，是我們日常工作的一部份  –  搬運、提舉、放下、拉動和推

動等動作。  

二 )  不要以為這些動作非常簡單，如果姿勢、用力不當、長期或經常重複的動作、

急速地用力、扭轉或承受突然而來的壓力等等，都會導致身體受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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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傷、拉傷、腰背受傷、小腸氣，以至關節、韌帶及肌肉和椎間盤磨損等。 

三 )  正確提舉操作建議  

   姿勢要正確  - 腰要挺直、屈膝、雙手緊貼身體、抓緊物件、利用大腿

站起、利用腳尖轉向。  

   減輕提舉物重量，例如分批搬運。  

   如物件太大或太重，找人幫忙或使用機械或其他扶助設備。  

   如僱主已對搬運某些物件作出風險評估，應按照僱主指示來搬運，否

則如果不幸受傷，自己承擔的責任及後果就會更大。  

   提供足夠空間工作。 (序 號 9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7.  電 力 安 全  

一 )  電力是現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 亦因為日常接觸太多 , 工友很容易對

電力所能引起的危害鬆懈和輕視。  

二 )  香港現在使用的電壓是 220 v (伏特 ), 如人體接觸電源可產生足夠電流引致

電擊死亡。 1999 年發生在建築地盤的電擊意外有 41 宗 , 有 3 人死亡。 2000

年有 24 宗 , 5 人死亡。  

三 )  使用電力要留意的安全規則包括 : 

   所有電器安裝都要由註冊的電工擔任，包括電線接駁、電器維修等， 尤

其是雙重絕緣的電器工具。  

   所有電器工具應該使用防水插頭及防水橡膠電線。家庭用插頭及萬能

插頭及塑料電線 (PVC 線 )都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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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電動手提工具都要定期由電工檢查合格方可繼續使用。合格的工

具應附有適當標籤。  

   如電器用品失靈時 , 應先切斷電源，然後通知電工檢查。  

   電線不應橫過通路或浸在水內，應利用支架掛高。  

   電線如要在金屬材料上安放時 , 應加以保護，以防漏電。  

   如對電器用品的使用方法不清楚，應要閱讀說明書或向上級請示。  

   當發現電器用品或裝置損壞時，如電線絕緣破損、接地銅桿鬆脫，或

電箱鎖損毀等、不應自行修理 , 應馬上通知電工。  

   如果見到工友受到電擊，  應馬上關掉電源，或利用木桿或其他不導電

體把電線或工具挑開。  

  如傷者呼吸停止或心跳停頓，  應馬上進行人工呼吸或心臟外壓，同時

馬上召援。緊記  - 分秒必爭。 (序 號 1 0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4)  機 械 施 工 的 安 全 訓 練  

對 機 械 操 作 的 工 人 ， 機 械 施 工 的 訓 練 亦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就 算 是 一 般

工 友 亦 須 對 機 械 的 安 全 操 作 有 一 定 的 認 識 ， 所 以 應 該 安 排 給 工 友 機 械 施

工 的 安 全 訓 練 。  

4 . 1   機械操作  

1.  起重機及起重機械  

一 )  起重機及起重機械現今廣泛地應用於建築地盤，它們包括塔式或流動式起重

機、絞車、滑輪組、腳架起重機，打樁機等等。正確的吊重可以幫助我們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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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重物到指定地方及可以減少使用體力處理操作。不安全的起重機及起重機

械或不正確的吊重工序隨時會引致工業意外的發生，後果往往是很嚴重的。  

二 )  常見的意外包括起重機翻側、物料下墮、吊臂或吊纜折斷、觸及架空電纜和

碰撞附近障礙物或旁人等。根據統計數字顯示約有百分之六十的起重機械意

外是涉及流動式起重機。  

三 )  要確保安全操作，須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人、機、物、法及環境。  

四 )  吊重工序有關的人包括「合資格檢驗員」並簽署有關法例要求表格、「合資

格人士」、「起重機操作員」、「訊號員」、「吊索工」及在附近工作的其他人士

等。 (序 號 1 1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2.  木 工 機 械  

木工機械包括：圓鋸 (俗稱風車鋸 )、搖擺橫鋸、運鋸 (俗稱皮帶鋸 )、直邊床

及刨木機及打線床和鍊鑿機等。  

使用木工機械而發生意外的機會甚高。雖然現時的防護設備已有改善，但每

年仍有因使用此等機械而受傷或喪生的意外。事實證明，凡由於使用木工機械所

引致之意外，往往較一般機械所造成之受傷程度較為嚴重；而且，極大部份傷者

受到永久性之傷殘。  

一 )  作業時應注意事項：  

   木工機械操作員必須接受有關安全操作程序的訓練和指導，操作木工

機械必須年滿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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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必需穿著合適工作服，配戴合適的護目用具、耳塞及防塵口罩，

不應配戴任何飾物，如頸鏈及手鐲等。棉紗手套可被鋸片捲進，切勿

配戴。  

   工友工作時應集中精神；疏忽會導致損傷。  

   切勿容許在無人看管下開動機器，以及在鋸片轉動時，不能調校安全

罩。  

   經常保持整潔，但必須在鋸齒停動之後才清理樹脂或木屑。  

   木工機械只可按其特定用途使用。  

   如有任何異常聲響，應立即關閉機械並作出檢查。  

   操作員如使用圓鋸應站立在該機械的兩側。  

   每次切割只可使用一件木材，有需要時配合推木棍使用。  

二 )  作業後應注意事項：  

關掉電源；及清理樹脂或木屑。 (序 號 1 2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3.  砂 輪  

一 )  砂輪現今已廣泛地用於建造業中的各種打磨或切割等工序。它的高速操作特

點令其得以在短時間完成工件打磨或切割工作，但產生了不少安全問題，例

如噪音、火花、砂輪爆裂、金屬碎屑飛濺等，因使用砂輪不當所導致的意外

一般亦較嚴重。  

二 )  常見的意外是由於磨輪爆裂而引致的，如果砂輪在高速轉動時突然爆裂便會

彈出多塊碎片，若被碎片擊中便可能會導致死亡，其成因是由於砂輪本身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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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超速使用、安裝不當、或是操作者以不當方法使用。  

三 )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 (砂輪 )規例》指出，砂輪之安裝及維修必須由合資格

的人擔任，而砂輪機操作員亦須接受安全使用砂輪的訓練。  

四 )  使用砂輪的位置必須要貼上經由勞工處署長核准之中英文告示。  

五 )  在操作時必須要遵守的事項：  

   操作砂輪人士要配戴適合的護眼罩。  

   切勿以切割用的砂輪作打磨用途。  

   遇有砂輪有任何損壞缺角，必須立刻停止使用。  

   切勿對砂輪突然加施壓及切勿讓砂輪在無人看管下轉動。  

六 )  作業完成後應注意事項：  

    當作業完成後，必須把機器的電源關掉；及保護或儲存砂輪機免受損壞。(序

號 1 3  Y . Y . W o n g  2 0 0 2 年 )  

4.2  安 全 工 地 巡 查  

如 何 進 行 安 全 視 察  

    安 全 視 察 是 極 重 要 的 安 全 衛 生 工 作，故 工 友 需 要 有 計 劃 及 有 秩 序 地

進 行。安 全 衛 生 檢 查 時，不 要 遺 漏 該 檢 查 的 位 置，要 準 備 希 望 使 用 預 先 明 記

檢 查 事 項 的 安 全 衛 生 檢 查 表。如 果 沒 有 安 全 衛 生 檢 查 表 的 檢 查，只 靠 當 時 主

觀 的 判 斷 的 話，會 降 低 不 少 檢 查 效 果 的 情 形 發 生。對 於 機 械 或 裝 置 亦 須 在 檢

查 範 圍 之 內 。 (序 號 1 4 陳 小 敏 2 0 0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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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測試  

為使各工友在這個訓練可得到有效的幫助及能得到的認識，本文準備了一

些測試題 (見附件 )給學員測試，讓學員能加深認識。  

6) 總結  

當生命喪失，傷害發生，及痛苦的損失情形存在時，每年損失之費用極大，

費用或許可用金錢得以補償，但家庭及親情的損失，不是單靠用金錢可以補償

的，如補救方法被證明為實際需要及全體同意應做時，則不應坐而空談而不實行。 

據很多安全從業員的意外調查報告，大多都是人為疏忽所致，此類疏忽都可

由適當的監督及訓練得到控制。  

本論文的編寫內容可以讓工地作業人士在施工時可注意在工地環境所產生的

危險因素，從而避免得到減低意外的改善，這些都可以在入職時及施工時給予的

訓練而讓工人得到的安全意識，而在施工時緊記切勿疏忽，避免帶來嚴重的損失

後果。  

這編論文不單只是給予在工地作業生產的工友所要知道的，其中很多的內容

亦是工地監督的人士同樣須要知道的，例如就算機器已設置，工具亦已準備好，

但沒有適當的訓練去安全使用及監管去防止不安全的施工發生，這就是本論文主

要描寫的精要，因在工地施工要順利完成整項工作，都是要大家不斷合作，顧己

及人才能將工作及安全推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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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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