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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滑跌倒事故是職業傷害的主要事故類型。本研究以中、西式餐廳及西式速食店等三類餐飲

業各四家餐廳進行廚房地板摩擦係數量測。每家餐廳之廚房選取走道、水槽、烹飪等三個作業

區域、每個區域選八個量測點進行量測；另外，研究人員也針對廚房工作人員進行滑跌倒經驗

之訪談。廚房地板摩擦係數量測結果顯示中式餐廳和其他兩類餐廳比較起來有顯著較低的摩擦

係數平均值及較高的摩擦係數之變異，此代表中式餐廳之廚房地板環境較其他兩類餐廳相比有

較高之滑跌倒風險。廚房工作人員之訪談結果則顯示速食店人員不論是自己在廚房滑跌倒或是

目睹他人滑跌倒的比例都高於中式與西式餐廳之廚房人員，這種結果的可能原因是速食店人員

常在廚房內快速轉身或快步行走以因應客服之需求。餐廚作業場所的滑跌倒風險不僅應考量地

板環境外也應該分析人員的活動特性，快速轉身、快步行走等動作在餐廳之廚房內應該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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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滑跌倒是多數人都有的不快經驗，也是居

家、公共場所、及職場傷害事故主要的來源之

一。我國2001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家戶資料檔
[1]顯示國民非致命事故傷害狀況以交通事故、
跌倒／落、燒燙傷及割傷為主，其中交通事故

與跌倒/落傷害盛行率皆為2.6%。跌倒／落事故
傷害以65歲以上之盛行率(6.3%)最高；14歲以
下及青壯族群人口跌倒亦很普遍。跌倒／落到

了2013年依然是僅次於交通事故的國民意外死
亡之主要成因[2]。

青壯年齡層於職場跌倒是常見的事故。

近年來，跌倒事故近年來為我國排名前三名的

主要職業傷害事故。民國九十六年至一百零一

年度，跌倒佔所有職業災害事故的件數比例介

於15.60%至17.32%之間[3-8]。民國102年的勞
動檢查年報[9]顯示全產業共有2,035件跌倒事
故，此為職業災害類型比例最高者(17.98%)。
全台灣每5至6件職災事故中就有一件是跌倒事
故。跌倒造成的傷害部位以足部(18.9%)、膝
(12.3%)、手(10%)、及頭部(6.6%)為主。而跌
倒發生件數較高的產業包括製造、交通運輸、

及住宿餐飲業。

造成跌倒的成因包括絆倒、滑倒、身體失

衡等，但文獻[10,11]指出大部分的跌倒是由滑
倒所引起的，因此“滑跌倒＂是口語中常用來

描述跌倒的措辭。滑跌倒主要發生於走路、跑

步、轉身等腳與地板有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之活

動中。以走路而言，當前腳向前移動並著地時

後腳尖會在地面往後產生一推力以促進身體重

心向前移動，而前腳跟也會對地面產生一個向

前之推力，若腳對地產生之推力大於地面向腳

產生之反作用力（或稱摩擦力），則腳會在地

板產生滑動。若前腳在地板向前滑行的速度超

過身體重心向前移動的速度，則身體可能失去

平衡而發生跌倒[12,13]。跌倒的過程中，腳踝
很容易因為無法支撐跌落瞬間由身體向下產生

的作用力而受傷，而膝蓋撞擊地面常發生於身

體向前之滑跌倒，而手部則往往因身體本能的

防衛動作而先撞擊地面而受傷；頭部撞擊地面

則較常發生於身體向後的滑跌倒，這類滑跌倒

容易產生致命的嚴重後果。

餐飲業是比較常發生滑跌倒事故的產業

之一[9]。Courtney et al.[11]曾經訪問美國東岸
十家餐廳勞工關於他們過去四週內於餐廳廚

房的滑倒經驗。在受訪的125名勞工中，有42
名(33.6%)有曾滑溜的經驗，其中有兩位曾滑
跌倒。Chang et al.[14,15]曾經分別在台灣與美
國研究西式速食店的餐廳廚房之地板抗滑性與

餐廚勞工對於地板抗滑性之主觀評量。研究結

果顯示，餐廳廚房內水槽附近地板的抗滑性

最差。研究人員也針對餐廳的勞工進行地板

抗性之主觀評分[14,15]，兩項研究的廚房地板
摩擦係數與勞工對地板抗滑性之主觀評量間

的Spearman相關係數分別為0.45(p<0.0001)與
0.36(p<0.0001)。過去對於餐飲業地板抗滑性
與人員訪談的調查[11,14,15]都是侷限在西式速
食店的調查，中式餐廳廚房作業通常比西式速

食店有更多的食材清洗與油煙的環境，濕滑地

板的情況應該較為普遍，滑跌倒的風險應該較

高。因此，涵蓋中式餐廳廚房地板抗滑性與餐

廚勞工的調查似乎更有必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針對國內中式餐廳、西式

餐廳、及西式速食店進行餐廚作業區域地板摩

擦係數及餐廚勞工發生滑跌倒及目睹他人滑跌

倒的經驗來探討不同類型餐廳的地板環境與人

員的滑跌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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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調查場所與地板摩擦係數量測

本研究調查場所包括三類主要的餐廚作

業環境：一、包括一般川、湘、海產等之中式

餐廳；二、包括牛排、自助式等之西式餐廳；

三、由顧客自櫃台取餐之西式速食店。此三種

餐飲業，每種調查4家餐館，總計12家。本研
究之樣本以餐廳家數而言為小樣本，此外受限

於業者接受調查之意願，參與之餐廳為方便樣

本而非隨機樣本。

中餐廳A、B、C、及D中之A為接受點餐
之一般餐廳，其地面鋪設磁磚（參考圖1）；
B及C為承包大型婚宴之餐廳，B之廚房地板為
水泥地面，C之廚房地板為水泥地面加鋪環氧
樹脂(Epoxy)鋪面；中餐廳D為某五星級飯店附
設餐廳，其廚房地面鋪設磁磚。西餐廳A、B、
C、及D中之A為一獨立經營之西餐廳；B、
C、D均為星級酒店附設之餐廳；4家西餐廳廚
房皆鋪設類似之磁磚（參考圖2）。本研究調
查之速食店是同一家連鎖企業於台北地區的四

家分店，此四家分店廚房地板均鋪設與前述西

餐廳類似之磁磚。所有中餐廳與西餐廳之廚房

均有排水道，排水道通過的區域主要包括水槽

與爐台區，排水道上方均用有排水間隙的鋼板

覆蓋（參考圖3）。

(a) 中餐廳A (b) 中餐廳B

(c) 中餐廳C (d) 中餐廳D
圖1　中餐廳廚房地板

(a) 西餐廳C (b) 西餐廳D
圖2　西餐廳廚房地板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　民國105年6月　第24卷第2期　第163-171頁

166

圖3　某西餐廳廚房之排水蓋

每家餐廳廚房之工作區域均選取三個區

域進行摩擦係數量測。餐廳選取的區域包括：

1.走道；2.水槽區域；3.烹飪區。中式餐廳的
走道區主要是備料／切菜區域；西餐廳的走道

則包括備料、碗具存放、或沙拉吧區域；速食

店的走道則包括出入廚房通道或飲料區。中、

西餐廳之水槽區是洗滌食材或廚具／碗盤的區

域，此區域大量地用水，因此通常為濕地板情

況；速食店的水槽區是洗滌廚具的區域，惟速

食店洗滌作業較少，其用水量遠少於中、西餐

廳。中、西式餐廳的烹飪區是爐台區，中餐廳

此區是蒸、煮、炒、炸等作業的主要區域，西

式餐廳則以煮、燒、烤、炸等作業為主。速食

店的烹飪區則僅有油炸區。

選取之摩擦係數量測區域，每個區域量測

8個量測點，每個點量測兩次，量測時之地板
表面狀況將為量測當時的地板實際狀況。本研

究共對12家餐廳的288(12×3×8)個量測點進行
576次摩擦係數量測。量測時間是午餐過後至
晚餐開始前之間，此為中、西餐廳人員休息時

段，速食店則因不時有顧客點餐而處於營運狀

態。

地板摩擦係數量測採用Brungraber Mark 
II（簡稱：BM II）摩擦係數量測器，測試鞋
材採用標準無紋Neolite測試片。BM II的操作

依照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F-1677-05[16]及Chang[17]之建議。

2. 廚房人員訪談

地板摩擦係數量測後，研究人員並對在

場之勞工進行訪談。訪談是以一對一的方式進

行，除了受訪者性別、年齡、工時、年資等基

本資料外，訪談內容包括：1.過去一年內是否
曾在餐廳廚房內滑溜但未跌倒或曾滑跌倒；

2.過去一年內是否曾在餐廳廚房內目睹他人滑
溜未跌倒或目睹他人滑跌倒。中、西、及速食

餐廳分別訪談了31、21及25位勞工，受訪者基
本資料請參考表1。

表1　受訪勞工基本資料
中餐廳 西餐廳 速食店

受訪人數 31 21 25
男 26 18 12
女 5 3 13

平均年齡（歲） 35.16 34.24 28.40
平均服務年資（月） 48.10 44.81 47.95
平均每週工時（時） 48.90 48.14 34.68

3. 數據分析

地板之摩擦係數以敘述統計及變異數分析

進行分析，變異數分析中達到0.05顯著水準之
主因子再以Duncan多重全距檢定進行比較。人
員訪談數據以敘述統計及卡方齊一性檢定(Chi-
Square test of Homogeneity)分析。統計分析採
用SAS®9.0軟體。

研究結果

1. 地板摩擦係數

地板摩擦係數之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

三類餐廳間地板摩擦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

(p<0.0001)，餐廳類別間之Duncan多重全距
檢定之結果顯示於表2。速食店的地板摩擦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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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0.6)顯著的高於西餐廳與中餐廳；西餐廳
的地板摩擦係數(0.55)又顯著的高於其中餐廳
(0.44)。

表2　 餐廳類型間地板摩擦係數Duncan多重全
距檢定結果

餐廳類型 摩擦係數平均值 多重檢定結果
*

中餐廳 0.44 A
西餐廳 0.55 B
速食店 0.60 C

*
不同字母代表其間差異達顯著水準(p<0.05)

表3、4、5分別顯中餐廳、西餐廳、及速
食店各區域地板摩擦係數量測結果。根據美國

ANSI 1264號標準，地板的摩擦係數應在0.5以
上才具有抗滑性，若地板摩擦係數未達0.5，則
有滑跌倒風險。依此標準檢視各地板摩擦係數

平均值，4家中餐廳之12個量測區域僅5個區域
地板達此標準，其中餐廳A之所有區域之摩擦
係數均非常低。4家西餐廳之12個量測區域有6
個區域地板達此標準，其中西餐廳A之所有區
域之摩擦係數均達此標準。4家速食店之12個
量測區域有11個區域地板達此標準，僅D速食
店之烹飪區低於此標準。

表3　中式餐廳摩擦係數量測結果
餐廳 量測區域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

A 走道 0.01 0.00 0
水槽 0.01 0.00 0
烹飪 0.03 0.02 63.92%

B 走道 0.77* 0.02 2.05%
水槽 0.43 0.1 24.07%
烹飪 0.77* 0.08 10.17%

C 走道 0.72* 0.08 11.21%
水槽 0.34 0.16 45.89%
烹飪 0.16 0.10 63.06%

D 走道 0.75* 0.03 4.20%
水槽 0.49 0.07 13.81%
烹飪 0.83* 0.06 6.78%

*
達到ANSI 1264之抗滑標準

表4　西式餐廳摩擦係數量測結果
餐廳 量測區域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

A 走道 0.89* 0.11 12.87%
水槽 0.61* 0.07 11.68%
烹飪 0.72* 0.10 13.55%

B 走道 0.71* 0.04 5.22%
水槽 0.29 0.13 45.64%
烹飪 0.35 0.10 28.82%

C 走道 0.74* 0.11 15.26%
水槽 0.27 0.13 48.35%
烹飪 0.46 0.11 24.05%

D 走道 0.84* 0.06 7.44%
水槽 0.30 0.15 51.56%
烹飪 0.43 0.21 49.44%

*
達到ANSI 1264之抗滑標準

表5　速食店摩擦係數量測結果
餐廳 量測區域 平均值 標準差 變異係數

A 走道 0.60* 0.05 7.66%
水槽 0.64* 0.06 8.96%
烹飪 0.71* 0.07 9.76%

B 走道 0.70* 0.07 9.88%
水槽 0.58* 0.11 18.80%
烹飪 0.67* 0.06 8.79%

C 走道 0.66* 0.02 3.57%
水槽 0.52* 0.15 28.48%
烹飪 0.59* 0.05 9.05%

D 走道 0.61* 0.02 3.56%
水槽 0.57* 0.09 15.89%
烹飪 0.39 0.08 20.08%

*
達到ANSI 1264之抗滑標準

2. 人員訪談結果

表6顯示受訪者在餐廳廚房曾經滑跌倒經
驗之調查結果，中餐廳受訪者曾滑溜但未跌倒

與曾滑跌倒的受訪者分別有32.26%與29.03%。
西餐廳受訪者曾發生滑溜但未跌倒與曾滑跌倒

的受訪者分別有19.05%與23.81%。速食店受訪
者曾發生滑溜但未跌倒與曾滑跌倒的受訪者分

別有36%與32%。以卡方齊一性檢定檢驗三類
餐廳受訪者之滑跌倒經驗比例之結果達顯著水

準(p<0.01)。由於中餐廳與西餐廳之受訪者大
部分為男性，而西式速食店受訪者則男女比例

各半，因此三類餐廳受訪者之滑跌倒經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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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Kruskal-Wallis(K-W)檢定分析受訪者年
齡與性別間之差異，結果發現三類餐廳受訪者

之年齡與性別間滑跌倒經驗分數均未達α=0.05
之顯著水準。

表6　受訪者滑跌倒經驗
中餐廳 西餐廳 速食店

曾滑溜但未跌倒 32.26% 19.05% 36%
曾滑跌倒 29.03% 23.81% 32%
未曾有滑溜／跌倒經驗 38.71% 57.14% 32%

表7顯示受訪者在市場曾經目睹他人滑跌
倒經驗之調查結果。中餐廳受訪者曾目睹他人

發生滑溜但未跌倒與目睹他人滑跌倒的受訪者

分別有12.9%與32.26%，西餐廳受訪者曾目睹
他人發生滑溜但未跌倒與目睹他人滑跌倒的受

訪者分別有9.52%與52.38%，速食店受訪者曾
目睹他人發生滑溜但未跌倒與目睹他人滑跌倒

的受訪者分別有28%與44%。卡方齊一性檢定
檢驗三類餐廳受訪者之滑跌倒經驗比例之結果

達顯著水準(p<0.0001)。

表7　受訪者目睹他人滑倒經驗
中餐廳 西餐廳 速食店

滑溜但未跌倒 12.90% 9.52% 28%
滑跌倒 32.26% 52.38% 44%
未曾目睹滑溜／跌倒 54.84% 38.10% 28%

討論

本研究訪視之三類餐廳中西式速食店為

同一企業之不同分店，因此其廚房地板磁磚

皆為無釉面瓷磚，材質最為一致；4家西餐廳
中有3家為星級酒店附設之西餐廳，此4家餐廳
廚房鋪設之無釉面磁磚亦非常類似，而4家中
式餐廳廚房地面則包括了水泥地面、環氧樹脂

鋪面、釉面磁磚、及無釉面磁磚，材質差異較

大。各家餐廳廚房地板摩擦係數結果代表前往

量測時的狀態，量測時的地板狀態（尤其是中

餐廳與西餐廳）未必與平時人員工作時狀態相

同，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本研究調查之餐廳廚房工作區域中，水

槽區在各中、西餐廳之工作區中地板摩擦係數

均比其他區域低，也都低於ANSI 1264建議之
0.5（西餐廳A除外），此與文獻[14,15]之結果
一致；但速食店之水槽區地板摩擦係數都很高

（大於0.5），這跟過去的調查結果就不一致，
主要的原因是進行地板摩擦係數量測前各速

食店的水槽均未使用，以致該區仍為乾地板狀

態，因此其地板摩擦係數不會顯著的低於其他

區域。烹飪區在一般的認知中應該是廚房油煙

及濕滑的主要區域，中、西餐廳的烹飪區地板

包括如圖3所示之金屬排水蓋及地磚部分，排
水溝蓋之抗滑性依所使用的金屬材質及表面粗

糙度之不同會有很大之差異，例如中餐廳A及C
使用之光滑不銹鋼蓋在有水或油脂覆蓋時，摩

擦係數極低（接近0），而中餐廳B及D使用之
金屬蓋表面粗糙度高，即使有水或油脂覆蓋依

然有很高的摩擦係數（超過0.5）；而地板磁磚
之摩擦係數主要取決於地面是否有水或油脂：

乾地板通常摩擦係數都高於0.5，地板摩擦係數
會依不同程度的水或油脂覆蓋而有不同程度之

下降幅度。

在訪視的12家餐廳中，中餐廳A廚房之地
板摩擦係數遠低於其他各家，此結果的原因有

二：第一、此餐廳廚房使用上釉料之光面磁

磚，這種磁磚容易清洗但遇水時摩擦係數就會

降到很低；第二、在地板摩擦係數量測前，該

餐廳剛以水沖洗整個區域，所有量測區均為濕

地板狀態。據該餐廳廚工表示該餐廳廚房於營

運中幾乎皆為濕地板狀態，因此人員工作中皆

穿著雨鞋。

本研究之主要假設(hypothesis)為中式餐
廳作業由於洗滌量大及油煙較多，其地板抗滑

性較差，因此滑跌倒風險較其他類型餐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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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顯示樣本中餐廳廚房之整體平均摩擦係數
顯著的低於西餐廳與速食店，西式餐廳廚房之

整體平均摩擦係數顯著的低於速食店；表3至
表5顯示中餐廳之12個區域中摩擦係數高於0.5
者低於西餐廳與速食店之相關區域數，因此研

究假設似乎成立。此外，一個區域的地板摩擦

係數的變異係數可呈現區域中地板抗滑性的高

低差異，變異係數愈大代表區域內不同量測點

間的摩擦係數差異愈大；當人們踏到高摩擦係

數點時會認為地板具有很好的抗滑性，此時若

踏上鄰近的低摩擦係數點就容易因對地板抗滑

性之誤判而滑跌倒，因此變異係數大之區域滑

跌倒風險也愈高[18]。三類餐廳中，中餐廳地
板摩擦係數的變異係數(0~63.92%)高於西餐廳
(5.22%~51.56%)及速食店(3.57%~28.48%)之水
準（參考表3至表5），這也支持中餐廳比西餐
廳與速食店有較高之滑跌倒風險，而西式速食

店有較低之滑倒風險。

以地板摩擦係數來看，似乎中餐廳的滑跌

倒風險最高，而速食店最低；但以受訪勞工的

滑跌倒經驗來看則結果相反。表6中、西餐廳
及速食店勞工曾滑溜但未跌倒及曾滑倒兩種情

況合計之比例分別約為61%、43%、及68%，
表7中三類餐廳之曾目睹他人滑溜但未跌倒及
曾目睹他人滑倒兩種情況合計之比例分別為

45%、61%、及72%；速食店勞工不論是自己
或目睹他人之滑溜或滑跌倒比例皆高於中、西

餐廳，此與地板摩擦係數結果不一致。這可由

人員在廚房中的活動解釋：中、西餐廳通常接

受預約，當工作量大時可提早備料或增加臨時

內場人員協助，因此較少因突發狀況致使人員

必須快速穿梭於工作區域中。速食店之廚房區

域狹小，廚房人員常常要因應突發的顧客人潮

而必須快速轉身、快步、甚至於跑步來盡快完

成餐點之供應以減少顧客於櫃檯前的等候時

間。快速轉身、快步、與跑步會大幅的增加鞋

底於地板上之摩擦之需求，若地板之摩擦特性

無法滿足此突增的摩擦需求，人員就很容易滑

跌倒。這可以解釋為何速食店的地板摩擦係數

較高但人員滑跌倒的比例也較高。ANSI 1264
建議地板摩擦係數應在0.5以上才可提供適度
的抗滑性，這個標準考量人員一般步行狀態下

之建議，在快速轉身、快步行走及跑步的狀況

下，地板摩擦係數超過0.5也不足以防止滑跌倒
的發生。因此餐廚作業現場應該禁止人員快速

轉身、快速行走、跑步等動作。

結論

本研究調查包括中、西餐廳與速食店之12
家餐廳廚房工作區之地板摩擦係數與廚工之滑

跌倒經驗。地板摩擦係數分析結果顯示受測樣

本之中式餐廳之地板摩擦係數平均值顯著的低

於西式餐廳與速食店，而西式餐廳之地板摩擦

係數平均值也顯著的低於西式速食店，中式餐

廳之地板摩擦係數之變異係數則高其他兩類餐

廳。這代表本研究中式餐廳之地板環境比西式

餐廳與速食店具有較高之滑跌倒風險。受訪人

員的滑跌倒經驗及目睹他人滑跌倒經驗數據顯

示速食店人員比中、西餐廳人員有較高之滑跌

倒紀錄，速食店人員之滑跌倒風險可能來自於

人員快速轉身、快步行走等動作，這類動作於

餐廳廚房中應該嚴禁。此外，餐廳廚房排水道

蓋子應該避免使用具光滑表面之不銹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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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lip & fall are major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incidences.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or 

floor friction coefficient measurements in four restaurants in each of Chinese, western, and western 

style fast food restaurants. Walkway, sink, and cooking areas for each of the restaurants were selected 

and 8 points on the floor in each of the area were measured. In addition, research personnel also 

interviewed the kitchen workers for their slip & fall experience at work.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measurement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nese style restaurants had significant lower averages and high 

variation in friction coefficient. This implies such floor environments had high risk of slip & fall. The 

worker interview results, however, showed that fast food restaurant workers had higher percentages in 

both self- slip-fall experience and witness of slip-fall of others than the other two types of restaurant. 

Th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fast twisting of body or fast walking of the workers in the fast food 

kitchens for customer service. The risk of slip & fall in dining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floor friction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motion of the workers. Motions such as fast twisting of the 

trunk and fast walking should be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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