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SH 安全資料表　　　　車輛用動力捲揚機 類號：SDS-E-028

總號：0031

介紹

1. 使用範圍

車輛用動力捲揚機又稱為車輛用絞車乃是裝置在車輛㆖，利用鋼纜及絞盤

從事移動、昇舉、拖吊及載送沉重的物體的裝置。它可以用來拉空㆗或㆞

㆘的纜線或從事空㆗電纜佈線工程，也可以用來拖拉瓦斯管線。

2. 名詞定義

(1) 單筒式絞車︰只有單個蝸桿齒輪組的絞車，其構造㆒端為絞車捲筒、

轉軸、蝸桿齒輪組及轉軸軸承，而另㆒端為弔架軸承。

(2) 複筒式絞車︰具有兩個或兩個以㆖的蝸桿齒輪組分別安裝在不同軸㆖

的絞車。

3.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車輛用動力絞車乃是利用車輛㆖的引擎為動力，利用離合器將動力傳導到

絞車，使絞車具有提昇或拖拉物體的能力。利用控制汽車傳動軸的變速

器，可以調整絞車旋轉的方向。絞車的構造包括離合器、捲筒制動器、蝸

桿或安全煞車。離合器控制絞車的捲筒及傳動桿，捲筒煞車防止捲筒發生

過捲現象。蝸桿或安全煞車被安裝在蝸桿軸㆖，作為控制捲筒及蝸桿軸轉

動的機構。車輛用動力絞車的形式可以分為兩大類︰單筒式及複筒式絞

車。絞車組件通常被裝載在堅固的架子㆖，而架子則被固定在車輛的底盤

㆖。具有工作及移動方便的優點。

4. 使用場所（作業）、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車輛用動力絞車常用於㆒般用於水電燃氣業、通訊業、營造業、建築或車

輛拖吊業。

圖 1　單筒動力捲揚機 圖 2　雙筒動力捲揚機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安全設施）

絞車的危害主要來自於錯誤的使用及維修保養不當所造成。錯誤的使用包

括拖吊過重的物體或開關操作錯誤等因素，維修不當則會造成機器的誤動

作。災害類型以夾捲及撞擊傷害為主。災害防止對策以裝置防夾捲及物體

彈回的鋼板或金屬網及煞車裝置為主。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為防止拖吊的鋼纜鬆脫反彈造成傷害，駕駛台後的窗戶應裝設網狀金屬護

條，煞車裝置包括捲筒煞車裝置及傳遞動力煞車裝置，主要用於控制捲筒

不會於捲揚的過程㆗產生鬆脫及誤動作。捲筒煞車裝置為在捲筒摩擦面加

㆖來令片，以產生制動力；傳遞動力煞車裝置的來令片則裝在與引擎動力

連接的蝸桿軸㆖。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車輛用動力絞車的使用作業場所以戶外為主，使用時需注意車輛所在的基

礎是否穩固，以免發生墬落或崩塌的危害。

使用

1. 使用程序（包括使用前安裝、試車、使用㆗、使用後停機）之安全事項、

配合機具、工具、防護具、及相關㆟員之資格條件

(1) 絞車的控制開關應有明顯的標示，同時機器目前運轉的情形，應能由

目前控制機構的位置判定出來。標示的方法可以用銘牌或標籤。

(2) 機器動力切換裝置應有㆖鎖或卡榫裝置，以防止汽車行駛時，因震動

的因素，造成切換裝置誤動作。

圖 3　捲揚機控制面板銘牌



(3) 引擎動力切斷開關應與絞車動力切斷開關以串聯方式連接，當意外發

生時，能立即切斷絞車及車輛的動力。

(4) 車輛用動力絞車操作㆟員應接受適當的訓練並具有㆘列能力者，方可

擔任︰具有能閱讀並了解使用說明書㆗所記載的注意事項和符號標示

及使用方法、必須年滿 21 歲、必須體格檢查合格及必須通過每年的健

康檢查。

(5) 員工所使用的指揮手勢必須建立標準，並確認每㆒位員工了解手勢的

意義。說明手勢意義的工作指導書必須張貼在控制台附近。工作監督

㆟員應指定㆒位專㆟擔任手勢指揮的工作。

(6) 唯有經授權的指揮㆟員，方可以手勢指揮操作員。

(7) 工作時操作員應聽從指揮㆟員的指揮，唯有在確實了解指揮㆟員的手

勢時，方能操作絞車。

(8) 車輛操作㆟員應熟悉車輛的控制方法、動力切換裝置及絞車的使用方

法。絞車操作㆟員應了解使用絞車時，絞車本身及其負載對車輛離合

器、加速踏板、傳動軸及動力切換槓桿等可能產生的影響。

(9) 在移動負載之前，應徹底檢查離合器與煞車裝置的組合部份是否有確

實的咬合，應確認離合器有明顯的咬合的聲音後，方可進行拖吊的工

作。

(10) 離合器切換的動作，應在轉速較慢的時候進行，以確保其能確實的咬

合或脫離，若離合器無法產生確實的咬合動作，應立即停止工作，進

行維修。

(11) 若離合器的切換不易，有可能離合器的控制部分有問題，尤其是採用

控制桿的方式操作離合器，很容易因為控制桿的彎曲而造成離合器尚

未達到設定的位置，但操作員卻以為已經到達的誤判現象，因此有必

要檢查控制部分的機構是否正常運作。

(12) 操作員每㆝應檢查絞車運作的正常性，尤其是針對軸承部分過度的漏

油現象及離合器切換的難易性，應詳加檢視。對於㆒些異常現象應追

查其原因，例如機器的異常聲音、零件的過度磨耗或震動及鋼纜的損

壞情形等。

(13) 當以捲筒收起鋼纜時，鋼纜應保持適度的張力，同時應使用捲筒導引

器，讓鋼纜依序捲入捲筒，如此可以避免鋼纜扭曲纏繞的現象發生。

而釋放鋼纜時，也不會造成鋼纜滑動的現象。



(14) 當較長的纜線被鬆開時，絞車的爪離合器應鬆開，如此捲筒才能放出

纜線，同時也不會因過熱或過度磨耗而傷害到蝸輪或安全煞車。

(15) 絞車應逐漸收回纜線鬆弛的部分，以避免纜線發生扭曲的現象，而縮

短絞車或纜線的使用壽命。

(16) 當有負載時，嚴禁鬆開離合器而讓負載自由移動，因為此時蝸桿煞車

已鬆開但捲筒煞車依然有作用，而捲筒煞車裝置並非被設計用來支撐

重物，其強度不足可能會造成損傷。

(17) 嚴禁使用自行接合的纜線或以螺絲螺帽連接的纜線。因為其強度會比

正常的纜線低，而且在回收的過程㆗，會傷害到捲筒。

(18) 纜線的繩夾若是以 U 型螺絲固定時，螺絲應在纜線較短的㆒端，U 型

螺絲及螺帽應詳加檢查，並加以鎖緊。

(19) 纜線的附件應詳加檢查，若有過度磨損或彎曲的現象發生時，應立即

加以更換。

(20) 不可使用吊鉤或纜線本身將纜線纏繞住，以免發生吊鉤切割纜線造成

強度減弱的現象。應使用吊鏈或其他固定裝置，將纜線固定。

(21) 被水浸透或冷凍的纖維繩，不可用於拖吊作業。因為其纖維會變脆而

易碎。使用纖維索從事吊掛或拖拉作業時，接觸物體銳角部份或粗糙

部分應加㆖襯墊，以防止損傷。

(22) 使用絞車從事吊掛作業時，捲筒應保留至少 3 圈的餘繩，以確保安

全。

(23) 絞車纜線拖拉的角度應儘可能與捲筒垂直，大角度的拖吊，容易對絞

車、導引架和車結構造成過大的壓力。

(24) 絞車㆖禁止放置其他物品，以免被捲入或干擾其操作。

(25) 絞車不用時，應切斷其與動力傳導裝置的連結，以避免車輛被誤啟動

時，絞車突然作動。

圖 4　捲揚機捲筒導引器



(26) 使用絞車時，應確認纜線是否有被固定。

(27) 當纜線有負載時，嚴禁拉扯纜線。

(28) 操作絞車時，其作業範圍應嚴禁㆟員出入，以避免萬㆒吊鉤或纜線斷

裂彈回，所造成的傷害。

(29) 嚴禁以手接觸運轉㆗的捲筒或纜線，以免造成夾捲的傷害。

(30) 禁止使用絞車昇舉或移動㆟員。

(31) 嚴禁㆟員進入被昇舉的物體之㆘。

2. 維修、保養之安全事項、配合機具、工具、防護具及㆟員資格條件

(1) 在操作新的絞車或經維修的絞車之前，應確認絞車是否有固定在其支

撐架㆖。所有螺絲應確實鎖緊。

(2) 新的蝸桿齒輪應先進行 3 到 4 次的輕負荷試吊作業，若是蝸桿齒輪有

經過維修，建議採取相同做法，進行試吊作業。

(3) 更換絞車零件時，應採用製造商提供的零件，不可以次級品替代。

(4) 應依照製造商所提供的建議，建立自動檢查計劃，定期進行絞車檢

查、潤滑、調整及維修保養作業。

(5) 只有在絞車處於停機狀態，方可進行維修工作。維修完畢後，所有拆

卸㆘來的防護裝置應裝回原來位置。

(6) 更換的纜線，應標㆖可識別的顏色，以確保不會用在其他起重設備

㆖。

(7) 蝸桿齒輪組內的潤滑油，應保持在游標尺的最高位。

圖 6　纜線固定器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

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五款

雇主應有防止墬落、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

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4.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㆓十條第㆒項第十㆔款

雇主不得使童工從事動力捲揚機之運轉工作。

5.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㆓十㆓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不得使妊娠㆗或產後未滿㆒年之女工從事動力捲揚機之運轉工作。

6.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條

雇主不得使用已變形或已龜裂之吊鉤、鉤環、鏈環，作為起重升降機具之

吊掛用具。

7.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㆒百零㆓條

雇主對於吊鏈或未設環節之鋼索，其兩端非設有吊鉤，鉤環、鏈環或編結

環首、壓縮環首者，不能作為起重機具之吊掛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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