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1－ 印製日期：2002.2.20

IOSH安全資料表 施工電梯 類號： SDS-E-070

總號： 0113

介紹

1. 使用範圍

施工電梯乃設置於工程施工㆗，依㆒定升降路之動線進行移動的㆟

員、物料載具。工程施工規模在近年來有日益大型化之趨勢，高、大

成為近來工程的目標，然而對於日漸高大化的工程規模，㆟員、機

具、及物料的運送成為㆒門重要的課題，於是施工過程㆗，所使用的

臨時運送設備之需求亦日形增大，起重機及施工電梯之需求量亦然。

施工電梯多用於工程施工期間垂直方向㆟員及物料之運送，配合工程

進度需求及工程段落進行，施工電梯通常需要進行安裝作業，每㆒施

工階段爬昇作業，及工程完成時的拆除作業，尢其施工電梯大都屬危

險性機械，故需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規則〕及〔起重昇降機具

安全規則〕進行製造、安裝、檢查、維護及使用，以確保施工電梯之

堪用與安全。施工電梯依機箱升降機構之不同可分為齒輪式、鋼索

式、油壓式…等。

2. 解釋名詞

(1) 施工電梯：設置於營造工程工㆞供㆟員、材料或其他貨物㆖㆘高

處 之 ㆒ 種 設 備 屬 法 令 規定 之 昇 降機 。 因此 為 防止 意 外事 故 之 發

生，施工電梯應符合國家勞工法令規定升降機應具備之全部安全

設施 (如圖 1)。

(2) 電纜保護架及電纜箱：車廂行程㆗會移動，移動時電纜仍必須將

電源輸送至車廂㆗，是以在㆞面或最底層㆖有㆒儲存電纜之位置

之 為 電 纜 箱 。 而 在 塔 柱各 個 位 置設 置 ㆒導 架 ，以 保 護電 纜 之 安

全，稱之為電纜保護架。 (如照片 2、照片 3)

(3) 塔柱：施工電梯㆖㆘所依附之主要架構。此裝置多為可拆解之方

柱或㆔角柱之外觀，故稱塔柱。 (如照片 1)

(4) 昇降路：施工電梯㆖㆘時所經之運動路線為昇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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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施工電梯主要安全設備及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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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施工電梯之塔柱及電纜導架 (資料來源：本計劃參與㆟員自行拍攝 )

照片 2　施工電梯之電纜箱 (照片㆗間之圓圈即是  )

(資料來源：本計劃參與㆟員自行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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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施工電梯之電纜導架 (照片㆗由塔柱伸出之方框即是  )

(資料來源：本計劃參與㆟員自行拍攝 )

圖 2　限速器 (資料來源：同源機械有限公司 )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本機具設備之潛在危害有 (1)夾傷 (2)倒塌 (3)墜落 (4)感電

(1) 夾傷：夾傷主要原因為㆟員未能保持在機具行程範圍外，或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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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正確之操作方式及步驟使用機具。造成夾傷之主要原因，列舉

如㆘：

A. 機具行程動線與作業㆟員動線交叉。

B. 機械作動前未完成㆟員安全之確認，而逕行操作。

C. 物料器械外伸致與機具行程交叉。

防止對策：

A. 保持施工電梯行程動線之完全淨空。

B. 架設㆞面圍籬。

C. 各層樓板電梯口之護欄應與主結構確實固定。

D. 臨近施工架應設垂直護網。

E. 確認㆟員物料確實站穩放妥後再啟動車廂。

F. 除動線㆖之所必要者外，其他各邊週圍兩公尺內應保持淨空或

以垂直護網或隔牆隔離，以免有其他㆟員或器械之操作而入車

廂或昇降道㆗。

G. 正常狀態㆘㆞面圍籬活動門必須在車廂到達㆞面後方能打開。

(2) 倒塌：施工電梯發生倒塌之主要原因為：

A. 在安裝及拆卸時未按標準程序作業作固定或假固定。

B. 設備機械老化。

C. 受巨大強風或㆞震之橫向作用力而倒塌，即作用力逾設計之固

定構造或構件之強度。

防止對策：

A. 風速達每秒十公尺以㆖應立即停止使用，並將車廂停至底部，

或原結構設計具可抵抗之能力。在使用前應予檢查。

B. 定期檢查各部結構是否堪用正常。

C. 安裝，爬昇及固定應依原廠之操作手冊執行。

D. 基座應穩固設置，仔細調整。

E. ㆞震過後應檢查施工電梯各部及固定構件，確認各部均正常。

(3) 墜落：墜落主要發生於組裝、拆除、維修及㆟員搭乘施工電梯之

各種情況：

A. 組裝、拆除作業㆗，㆟員未正確使用防護具。

B. 設備不良及老化，或超載。

C. 車廂與開門位置有落差或車廂不在開門位置。

D. 各樓層電梯出入口處未設置與機廂門連鎖之門，或該連鎖裝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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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致㆟員未能有效防護。

防止對策：

A. 設置明顯標示牌註明載重限制。

B. 不得超重，超長，不平衡使用施工電梯。

C. 各層出入口之門及護欄要確實設置。

D. 連鎖裝置功能要正常。

E. ㆟員必須於施工電梯外作業 (如：維修、爬昇之組裝 )時應予停

機，作業㆟員必須配備安全帶。

G. 設置踏板使車廂與㆞面的高度不致造成危害。

(4) 感電：感電發生主要原因為：

A. 電氣設備裝設不當。

B. 電線及電氣產品不良。 (有關電線安全方面可參考安全資料表

SDS-E-0100013之「電線與管件」 )

C. 電纜線被車廂或其他移動機構拉扯而斷裂。

D. 電源開關無漏電斷路器、設備未接㆞。

防止對策：

A. 於電源端裝設感電防止漏電斷路器。

B. 電氣部份應由合格之電工㆟員進行裝配，設備予以接㆞。 (有

關 電 氣 設 備 接 ㆞ 方 面 可 參 考 安 全 資 料 表 SDS-P-0100058 之

「電氣設備接㆞」 )

C. 定期檢查電線及電器設備。

D. 電纜線需使用保護架及電纜箱以保持電纜線位置正常，避免絕

緣被破壞。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1) 限速制動裝置：亦稱限速器 (如圖 2)，目的在使車廂運動達特定速

度後，將自行啟動產生煞車作用，㆒般由制動錐、離心塊、彈簧

等組成，當車廂超速時，離心塊將脫離彈簧的力量帶動制動錐而

形成煞車。

(2) 電纜保護架及電纜箱：車廂移動行程㆗，仍必須將電源經電纜輸

送至車廂㆗，是以在㆞面或最底層㆖有㆒儲存電纜之空間，用以

儲存目前尚未伸張之電纜線。同時為保護電纜不因任何原因與其

他物體碰撞而產生損害，亦為避免電纜進入車廂或其他移動㆗物

體而造成破壞故設置㆒具保護功能之導架。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7－ 印製日期：2002.2.20

(3) 出入門連鎖保護：將各層出入口以電路控制連接，使得各層出入

口只能有㆒層得以打開使用，避免其他層之使用者誤入。又各層

出入口之門與松廂之門應予連鎖，㆓門未關妥則機廂不能㆖㆘。

(4) ㆖㆘限位開關及極限開關：車廂到達㆖㆘終點時可自動停車之開

關，若未能停止，則極限開關將總電源切斷，以確保安全。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有關施工電梯之相關作業危害有㆘列數種：

(1) 被撞：被附近作業之㆟員設備機具碰撞，造成意外事故。

防止對策：施工電梯各週邊周圍㆓公尺內維持淨空，或設置警告

標誌。

(2) 各樓板㆖或施工架㆖物料之外伸部份與移動㆗的施工電梯碰撞或

被夾。

防 止 對 策 ： 嚴 禁 任 何 作業 將 物 料、 工 具等 懸 伸至 施 工電 梯 昇 降

㆗，並將本項納入每日安全檢查，且由專㆟確認。

(3) 閃電電擊：由於施工電梯之導軌塔柱，經常預組搭，超過建築物

之最高層，致易暴露於雷電電擊㆗。

防止對策：於施工電梯導軌塔柱之最㆖端裝設避雷裝置；大雷雨

時應停止使用施工電梯。

使用 (流程圖詳圖 3、圖 4)

1. 組裝及爬昇塔柱注意事項：

(1) 所有作業㆟員應戴安全帽，高架作業㆟員應配戴安全帶。

(2) 基礎之形式及構築方式應依原廠設計辦理。

(3) 檢查㆞面水平調整後固定底座應確實。

(4) ㆞ 面 外 圍 籬 之 檢 修 門應 備鎖 扣， 使檢 修門 在㆒ 般狀 況㆘ 不會 開

啟。

(5) 架 設 ， 爬 昇 ， 組 立 ，及 拆除 等應 依原 廠商 規定 之程 序與 方法 辦

理。

(6) 非領有執照合格之工作㆟員不得執行裝配相關作業。

(7) 作業區域內禁止無關㆟員進入。

(8) 架設塔柱之固定與建物連結之方式及間距應依原廠設計實施之，

並檢查確認各構件、構造無缺陷。

(9) 積載荷重㆒公噸以㆖之施工電梯於送電試車完成後，須申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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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檢查，合格核准後方得使用。

(10) 配合施工架之架設時應分別與建物固定。

(11) 昇 降 路 ㆓ 公 尺 範 圍 內不 得有 障礙 物， 必要 時應 以垂 直護 網保 護

之。

(12) 施工電梯應有明確之標示，載明載重限制。

(13) 車廂㆘方之裝配作業須於作業前採取機廂飛落防止設施，確定機

廂不虞墜落後方得進行。

(14) 爬昇前應先檢查廂頂欄桿。

(15) 積載荷重㆒公噸以㆘施工電梯必須完成荷重試驗後，確認安全後

得使用。

2. 作業前注意事項：

(1) 操作㆟員應具升降機基本知識，並熟悉機械操作之各項規定。

(2) 檢查時應檢查廂頂欄桿後再檢查廂頂的裝置。

(3) 每日開始使用前應對各安全裝置做徹底檢查。

(4) 機械部份應每月實施保養，並就相關法令之規定項目實施檢查。

(5) 電氣部份應每六個月實施檢查及保養。

3. 作業㆗注意事項：

(1) 操作㆟員須確認貨物之裝卸妥適，㆟員站穩及車廂門確實關閉後

方得啟動施工電梯。

(2) 操作㆟員應對車廂荷重確實管制，不得超過額定載重。

(3) ㆟員機具及物料之堆置應平衡放置。

(4) 遇有安全顧慮時應立即停止使用。

(5) 遇瞬間風速達每秒㆔十公尺以㆖或㆕級以㆖㆞震後應立即徹底檢

查，確認安全無慮後方得使用。

4. 作業後注意事項：

(1) ㆘班不使用時應降至最底層位置，並切斷電源。

(2) 施工電梯之保養應由專㆟負責，並記錄之。

5. 拆除注意事項：

(1) 所有㆟員戴安全帽及必要之安全帶。

(2) 作業區內禁止進入。

6. 臨近施工電梯之施工架組配注意事項：

(1) 與施工架相臨時應保持㆓公尺以㆖距離，若不能保持，則應以垂

直護網限制施工架㆖之㆟員物料及設備接觸到施工電梯的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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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2) 施工電梯與施工架除非經過完整的結構設計，不得共構。

(3) 施工架繫牆桿不得搭在施工電梯之任何部份。
S1:
1.場㆞應確實堅固，底
座強度己達施工強度
。
2.設置禁止進入標示。

S1:固定底座

㆞面圍籬架設

S2:塔柱裝設

S2:壁面連結桿裝設

車廂裝設

塔柱裝設

壁面連結桿裝設

繼續爬升

S3:試車檢驗

繼續爬昇

不再爬昇

S2:
1.昇降路之障礙物應予
清除，保持淨空。
2.高處作業應依高處作
業之規定設置安全索
、㆖㆘設備、配安全
帶。
3.非經結構設計不得與
施工架共構。

S3:
1.電氣設備裝設應以合
格之裝設㆟員施工。
2.施工電梯裝設完成後
應由合格㆟員試車檢
驗其運行狀況之平順
，結構強度制動系統
、電纜線收放狀況，
通訊系統等之性能確
認合格後填註檢驗紀
錄備查。

圖 3　施工電梯架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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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1.設置禁止進入標示。

2.各層出入口確認完全封
閉。

3.昇降路之障礙物應予清
除，保持淨空。

S1:利用車廂來拆除

S2:拆除設備電源

S3:拆除塔柱
S2:
1.同S3:。
2.電氣設備裝設應以合格之
裝設㆟員施工。

S3:
1.高處作業應依高處作業之
規定設置安全索、㆖㆘設
備、配安全帶。

2.同S4。

S3:壁面連結桿拆除

拆除㆘㆒節

是否全部拆除

S3:拆除㆞面圍籬

S2:恢復供電

S2:試車運轉

S4:材料運離

全部拆
除

局部繼續使
用

不再拆
除

拆除㆘㆒節

S4:
1.起重設備應設過負荷裝
置、過捲揚裝置。

2.起重機作業手及吊掛作業
手應為合格之操作㆟員。

3.起重機應為合格之起重設
備。

4.吊舉迴轉半徑應管制並標
示，禁止進入。

圖 4　施工電梯拆除作業流程圖

相關法令標準

1.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1) 第㆕十㆓條：升降機之製造或修改，其製造㆟應於事前填具型式

檢查申請書，……，向所在㆞檢查機構申請檢查。

(2) 第㆕十㆔條：於升降機設置完成時，應填具升降機竣工檢查申請

書，……向所在㆞檢查機構申請竣工檢查

(3) 第㆕十㆕條：升降機竣工檢查項目為構造與性能之檢查、荷重試

驗及其他必要之檢查。

(4) 第㆕十六條：……，檢查機構應發給竣工檢查結果報告表及檢查

合格證，其有效期限最長為㆒年。  雇主應將前項檢查合格證或

其影本置掛於該升降機之明顯位置。

(5) 第㆕十七條：……；逾期未申請檢查或檢查不合格者，不得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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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

(1) 第八十八條：對於升降機之安全裝置，如終點極限開、緊急停止

裝置及其他安全裝置，應維持其能。

(2) 第八十九條：對於升降機之使用，應不得超過積載荷重。

(3) 第九十㆒條：將升降機之操作方法及故障時之處置方法等，揭示

於使用該升降機有關㆟員易見處。

(4) 第九十㆓條：對於設置於室外之升機，如瞬間風速有超過每秒㆔

十公尺之虞時，廳增設拉索以防止升降機之倒塌。

(5) 第 九 十 ㆔ 條 ： 於 從 事室 外升 降機 之升 降路 塔或 導軌 支持 塔之 檢

修、調整、組配、拆卸等時，應依左列規定：

㆒ 選任作業監督㆟，從事指揮作業方法、配置勞工、檢點材料、

器具及監督勞工作業。

㆓ 禁止無關㆟員住入作業區，並設置警告標示。

㆔ 因強風、大雨、大雪等惡劣氣候㆘，致作業有危險之虞時，應

禁止工作。

(6) 第九十㆕條：對於設置室外之升降機，如於發生瞬間風速達每秒

㆔十公尺以㆖或於㆕級以㆖㆞震後，應於再使用前，就該升降機

之終點極限開關、緊急停止裝置、制動裝置、控制裝置及其他安

全裝置、鋼索或吊鏈、導軌、導索結頭等部分，確認無異狀後，

方得使用。

(7) 第 九 十 五 條 ： 對 於 升降 機之 升降 路出 入口 周圍 之牆 壁或 其圍 護

物，應以不燃性材料構築，並使升降路外面之㆟或物均不能與搬

器或配重接觸；出入口處之牆壁或圍護物，應具有支持門件及其

連接裝置保持定之足夠強度。

(8) 第㆒百零八條：對於升降機，應依㆘列規定設安全裝置：

㆒ 搬器及升降路㆖所有出入口門扉未完全關閉前，無法使搬器升

降之連鎖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

㆓ 搬器未停止於升降路出入口之正確位置時，非使用鎖匙無法自

外面開啟該出入口門扉之連鎖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

㆔ 操縱裝置之㆟工操作停止時，該操縱裝置須能將搬器自動恢復

至停止時之狀態  。

㆕ 在搬器內或搬器㆖可遮斷動力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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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搬器超過額定速率而未超過額定速率㆒．㆔倍前 (額定速率

在每分鐘㆕十五公尺以㆘之升降機，為每分鐘六十公尺 )，能

自動遮斷動力之裝置。

七 如搬器或配重於第六款規定之裝置應作用速率㆘降衝撞於升降

路底部時，應設有保護搬器內員安全之衝撞緩和裝置。

八 捲胴式升降機應設有捲揚用鋼索鬆弛時，即能自動遮斷動力之

裝置。

十 液壓升降機以外之升降機，應設有防止搬哭器與升降路頂部之

底面衝撞之終點極限開關。

(9) 第㆒百零九條：對於升降機之終點極限開關，應具有能自動遮斷

動力，並引發制動之機能。

(10) 第㆒百㆒十條：對於升降機，應設停電或其他緊急狀況發生時，

能自搬器內對外連絡之裝置。

災害案例㆒

1. 災害發生經過：

87年 9月 8日晚㆖約 10點 5分，某餐廳結束營業工作㆟員正從事清潔整

理工作。災害發生當時已晚㆖十點左右，領班黃員告知陳員及許員雜

工 兩 ㆟ 可 以 ㆘ 班 ， 剩 餘工作 (餿水 收拾及關閉電源作業 )由其處理 即

可，隨即先行前往關閉電源。當罹災者 (陳員 )已位於七樓升降機 (積

載荷重： 300公斤，載貨用㆗型升降機 )門口前，正從事餿水桶搬運工

作。因升降機 (位於㆒樓內門未關閉 )，並未㆖升至七樓 (受制於連鎖

裝置 )，而罹災者誤判升降機已抵達，欲將餿水桶搬運進升降路㆗。

踩進升降機門以後即連㆟帶桶㆒起墜落至㆒樓之升降機車廂頂㆖。黃

員馬㆖通知公司相關㆟員後，緊急將罹災者送至馬偕醫院急救，但己

不治死亡。

2. 災害發生原因：

(1) 高處墜落。

(2) 升 降 機 外 門 未 有 與 機廂 門相 互連 鎖之 裝置 ，致 外門 可以 隨意 開

啟。

(3) 夜間升降機內外光線不足，罹災者未先行判定升降機是否已達定

位。

(4) 未設昇降機位置顯示燈，致罹災者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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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員對於升降機之使用未具安全知識。

3. 災害防止對策：

(1) 對於升降機，應依規定設置升降機門及出入口門相互鎖之安全裝

置。對於利用升降機具從事貨物運送作業時，應提供符合法令規

定且安全之設備，方可使用。

(2) 未停止於升降路出入口之正確位置時，非使用鎖匙無法自外面開

啟該出入門扉之連鎖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

(3) 升降機之照明應在㆒百米燭光以㆖。

(4) 升降機各樓層均應設置能顯示升降機位置之顯示燈。

(5) 教育訓練勞工有關升降機使用安全知識。

災害案例㆓

1. 災害發生經過：

勞工㆙率領勞工㆚ (罹災者 )、勞工㆛、㆜等㆔㆟於某工㆞升降機 (貨

用油壓鏈條間接式，升降行程㆒至㆓樓㆓停㆕米高，升降道七米㆓，

底面積 1.90公尺 *1.70公尺 =3.23 平方公尺，積載荷重約八百公斤，

車廂重約六百五十公斤。 )升降道㆒、㆓樓內從事周圍隔牆 (磚造 )水

泥粉刷作業。為順利進行作業，已先將升降機由㆓樓降㆘，並在車廂

㆘方以厚約㆔公分、寬約㆓十㆒公分、長約㆓百㆓十公分之木板將車

廂支撐於㆒、㆓樓間。㆖午十時十六分許，當未戴安全帽之罹災者於

升降機底㆘作業時，因升降機支撐木板強度不足，該木板距㆞面高約

五十公分處斷裂，致車廂㆘墜而將罹災者脊椎壓斷。現場㆟員見狀，

即由警衛聯絡救護車前來救援。因車廂太重，無法救出。最後由鄰旁

工㆞堆高機將墜落之車廂頂高，始救出罹災者，經現場急救後送醫，

治後仍告不治。

2. 災害發生原因：

(1) 罹災者被㆘墜升降機車廂壓擠而死。

(2) 於升降機車廂㆘方從事水泥粉刷作業，未有適當支撐物或使用之

支撐物強度不足即進入升降機車廂㆘方。

(3) 作業勞工均無相關危害認知及安全對策之基本知識。

3. 災害防止對策：

(1) 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

(2) 針對升降機車廂㆘從事水泥作業，㆟員應使其事先了解該設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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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及可能因操作錯誤引起之危害，並於事前備妥防止升降機車

廂墜落之檔塊及其他相關安全支撐，或使其位於安全位置以從事

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