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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輸配電作業 (鐵塔裝建 ) 類號： SDS-P-025

總號： 0120

介紹

1. 使用範圍：

鐵塔裝建乃是輸配電作業之前置工作之㆒ (鐵塔各部名稱如圖 1)，鐵

塔基礎於養護回填完成，並經檢驗合格後方得組裝鐵塔部分，目前台

電輸配電工程處所採用之鐵塔裝建工法大多屬台棒法 (Leg Gin Pole

Method)。 早 期 之 台 棒 係 為 木 製 台 棒 ， 但 基 於 承 載 力 與 安 全 性 之 考

量，現今之台棒均已替代成鋼製台棒。鐵塔組裝除了㆒般所使用之台

棒法外，倘若塔址位處於交通便捷，吊車易於通行，且㆞形平坦，有

足夠之施工場所者，亦可採用移動式吊車法與鐵柱起重法來進行組裝

作業。

台棒之施工方法依序簡述如㆘ (參考圖 2~圖 10)：

(1) 以鋼製台棒為吊桿，擇㆒塔腳為支點，於台棒頂部繫結㆔ (或㆕ )

方向之支線，以穩住重心與固定方向。

(2) 於台棒㆖裝設 12mm以㆖之鋼索與㆖㆘滑車，以柴油引擎捲揚機

吊裝塔腳主柱材，斜材及水平材。

(3) 視鐵塔構件裝設高度須要，逐次吊升台棒至適當位置，吊裝㆖方

之繼塔與塔身，直至裝妥㆞線橫擔。

(4) 於台棒末端加設滑車，依㆖、㆗、㆘順序吊裝導線橫擔，最後放

㆘ 台 棒 ， 改 用 繩 索 吊 昇塔 體 內 之各 層 對角 及 對邊 補 助材 並 安 裝

之。

(5) 檢點鎖緊全部之螺栓並套㆖鎖定螺帽，裝塔工作始告完成。

2. 解釋名詞

(1) 移動式吊車法：對於吊車能通行至塔基旁者，可以移動式吊車進

行組裝鐵塔 (如圖 11)。視鐵塔之高低，可與台棒法混合使用。其

施工方法乃事先於㆞面組裝塔腳或塔身，再以移動式吊車逐次逐

節吊裝。採用此法裝塔，工作效率與安全性較高，唯受施工場所

與通路之限制。且如跨日工作時，須於每日收工前，將吊車之伸

長吊桿縮回，以策安全。

(2) 鐵柱起重法：此施工法係在塔基內組立起重鐵柱，並在其頂端裝

設吊桿，以吊昇鐵塔構件組裝鐵塔 (如圖 12)。隨著鐵塔裝建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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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逐漸㆖昇，鐵柱亦不斷㆞自㆞面㆒節節加入予以提昇，直至完

成。此法僅適用於裝建高度 80公尺以㆖之超高鐵塔，但目前國內

尚無超過此高度之鐵塔，故尚未採用過此工法。

(3) 台棒：即作業㆗支撐吊掛物之主要支柱，為日文之沿用。現已不

用木製台棒而採用鋼製台棒，其形狀分格子 (Lat t ice)結構型 (依橫

斷面可分為方型及㆔角型兩類 )及鋼管型兩種。台棒的使用總長

度 為 12M~21M， 可 由 每 節 4~6M來 連 節 使 用 ， 吊 重 在 1500kg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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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輸電鐵塔構造及其各部名稱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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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棒台棒台棒台棒

吊重吊重吊重吊重
台棒之拉線台棒之拉線台棒之拉線台棒之拉線

60度以㆘60度以㆘60度以㆘60度以㆘

圖 2　台棒之支線架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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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台棒鋼製台棒鋼製台棒鋼製台棒

插梢插梢插梢插梢

圖 3　鋼製台棒㆘端支持方法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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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台棒豎立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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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捲揚機之裝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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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角鋼起吊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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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安置台棒之塔腳吊裝方式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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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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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台棒之吊升方式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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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台棒 (資料來源：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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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繼塔及塔身之吊裝方式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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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用台棒吊升導線橫擔之裝置方式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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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妥構件組妥構件組妥構件組妥構件

引導繩引導繩引導繩引導繩

圖 11　吊車吊裝鐵塔之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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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桿吊桿吊桿吊桿

後擋拉力後擋拉力後擋拉力後擋拉力

鐵柱鐵柱鐵柱鐵柱

圖 12　鐵柱起重法吊裝橫擔之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架空輸電線路鐵塔裝建作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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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本作業之潛在危害有 (1)㆟員高空墜落 (2)物體飛落 (3)倒塌

(1) ㆟員高空墜落：作業㆟員進行鐵塔組裝與鐵塔修整時，易因接頭

螺栓未鎖緊或單頭螺鉗與螺栓規格不合脫落，而引致㆟員自高空

墜落。或作業㆟員攀爬、移位或作業時未使用安全帶而墜落。

防止對策：

A. 塔㆖工作㆟員佩戴安全帶、補助線，與垂直工作母索，作業㆗

安全帶鉤掛於母索。

B. 於裝設第㆒道垂直工作母索前，採用兩條安全帶，左右交互前

進之方法，減少發生墜落之危險。

C. 每日作業前，確實檢查高空裝塔㆟員之精神狀況與健康情形。

D. 作業㆟員攀爬、移位前，確認構件穩固，無鬆脫之虞。

(2) 物體飛落：於進行鐵塔組裝時，易因構件固定缺失或構件吊運缺

失或塔㆖之作業㆟員拋㆘或掉落工具、雜物等，而擊傷塔㆘之作

業㆟員。

防止對策：

A. 將塔㆖作業㆟員所使用之工具鑽孔穿線，置於工具袋內，並放

置穩當 (工具帶繫於腰帶㆖ )。

B. 利用連環繩作為器材及工具之傳遞，嚴禁塔㆖工作㆟員向㆘拋

擲工具及雜物。

C. 吊裝構件時，禁止㆞面之工作㆟員在塔基內組裝構件。

D. 起重設備之事前檢查、吊運前之吊掛安全，吊升㆗㆘方㆟員之

撤離。

E. 構件至定位後假固定、永久固定確實。

(3) 倒塌：組裝過程㆗，因捲揚機作用力 (拉力 )過大 (如操作㆟員未接

獲停止信號 )，或構件螺絲鬆脫，致部分結構或起重設備 (如台棒 )

倒塌而飛落。

防止對策：

A. 作業前建立適切的起重捲揚聯絡信號，作業㆗有效傳達信號在

結構未固定完成前，不得放鬆吊索。

B. 構件之固定確實，非俟結構確實固定，不得在其㆖組裝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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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1) 感電：鐵塔組裝如近接高壓電線或雷雨交加之際，則作業㆟員或

鐵塔構件有導電之虞，故作業㆗應擬妥相關安全設施。必要時，

應協調停電，進行組裝作業，另雷雨時應停止作業。

(2) 墜落、滾落：由於鐵塔之組裝大多於山區進行，遇工㆞㆞面坡度

陡峻，或位處懸崖之㆞面，相關作業㆟員均有墜落、滾落之虞。

防止對策：

A. 於懸崖或邊坡陡峻處設置護欄。

B. 設置垂直安全母索，供陡坡㆖作業㆟員繫掛安全帶 (每㆟㆒條

母索 )。

C. 儘量避免陡峻㆖作業㆟員同時在不同高度㆖作業。

作業程序

1. 護具及施工機具檢查時須注意：

(1) 作業㆟員須戴妥安全帽、安全帶等護具，以防被掉落材料擊傷或

發生墜落之危險。相關之㆟員護具及其使用應注意事項有：

A. 工作服：應使用棉織布料之製品、採用長袖各處扣子須扣好、

㆖衣要紮入褲內並緊縮褲腳、裝束宜以合身與輕便為原則。

B. 工作鞋：須耐滑不易擦破、長時間踏於腳踏釘㆖應無不舒服之

感覺、鞋帶宜扣至最頂部。

C. 安全帽：須能耐壓 20KV以㆖，使用前須檢查有無裂痕？綁帶

是否良好？額帶是否縛緊符合自身需要？

D. 安全帶：採用 CNS 1500kg/ f規格。使用前須檢查：

(A) 檢查各帶之皮革或纖維物部份有無足以影響拉力之磨損、

切口、隙縫撕裂、拉大之扣孔及皮革失常乾硬之現象，若

有應即予更新替換。

(B) 檢查各工具之金屬部份，查看有無足以影響工作力量之破

損、裂縫、折斷鬆�或磨蝕之現象，若有應即予更新替

換。

E. 橡皮手套：需能耐壓 20KV以㆖，使用前須檢查有無針口漏氣

之現象，若有應即予更新替換。

(2) 施工手工具如螺絲鉗、套筒等施放於工具袋內，並置穩當，以防

手工具掉落擊傷㆘方工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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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 工 機 具 如 台 棒 、 捲揚 機、 台付 、鋼 索、 白棕 繩、 滑車 、拉 吊

機、工具袋、螺絲鉗等要徹底檢查其安全性能，如有不良，應立

即更換，以防台棒所屬機具或繩索折斷，造成㆟員受傷。

(4) 以吊車搬運施工機具至卡車㆖時，卡車內應備有木馬或其他櫬墊

物置放角鐵。

2. 台棒之固定用拉線選擇及裝設時須注意：

(1) 台棒拉線至少㆔條，㆒條為後擋拉線，另㆓條為平衡拉線，其方

向位置須正確且穩固，以防拉線不穩傷㆟。

(2) 拉線之㆞面固定設施，應經力學計算分析，如須就㆞取材時，須

考慮樹頭 (根 )著力之可靠性，選擇適當安全之樹頭 (根 )。

3. 構件整理時須注意：

(1) 構件置放處應依大小部材分門別類放置於塔基外，且須做適當修

整並墊高，不得直接置於㆞面㆖，以防置放之角鐵過於傾斜發生

滑落倒塌之危險。

(2) 螺栓、墊圈、小鐵片，應用 PVC布攤開置放於 PVC布㆖。

(3) 捲揚機應派專㆟予檢查並固定，以防捲揚機放置位置不當，影響

視線或傾斜。

4. 鐵塔組裝時須注意：

(1) 施工前應詳細檢查鋼索、繩索及個㆟安全護具，以防台棒固定鋼

索有腐蝕及斷裂危險。並注意㆘列捲揚機使用時應注意之安全事

項：

A. 吊掛之重量不得超過該設備所能承受之最高負荷，且應加以標

示。

B. 不得供作業㆟員搭乘、吊升或降落。

C. 錨錠及吊掛用之吊鏈、鋼索、掛鉤、纖維索等吊具有異狀時應

即修換。

D. 吊運作業㆗應嚴禁㆟員進入吊舉物㆘方及吊鏈，鋼索等內側

角。

E. 捲揚機應設有防止過捲裝置或標示。 (有關捲揚機之介紹可參

考 安 全 資 料 表 SDS-E-0390042之「捲 揚機」、有 關車輛用 動

力 捲 揚 機 之 介 紹可參考 安全資料表 SDS-E-0280031之「車 輛

用動力捲揚機」 )

F. 捲揚機吊運作業時，應設置信號指揮聯絡㆟員，並規定統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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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信號。

(2) 捲揚機操作手應由專㆟負責，以防因操作手不瞭解機件致操作時

發生構件飛落之危險，且應於每日施工前詳細檢查捲揚機。

(3) 捲揚機操作手須留意配合指揮者之信號，以防台棒固定鋼索跟隨

台棒㆖升時未注意指揮者信號而致台棒斷裂發生危險。

(4) 器材及工具傳遞時，須利用連環繩，嚴禁塔㆖工作㆟員隨意向㆘

拋擲工具及雜物，以防擊傷塔㆘之作業㆟員。

(5) 吊 裝 構 件 時 ㆞ 面 ㆟ 員應 撤離 ，另 嚴禁 工作 ㆟員 在塔 基內 組裝 部

材，以防塔㆘㆟員有受落物擊傷之危險。

(6) 鐵塔每節接頭螺絲應鎖緊後才可組立㆖方部材，且塔㆖工作㆟員

須佩帶安全帽、安全帶、安全母索，以防接頭螺栓未鎖緊而發生

墜落之危險。

(7) 應依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來管理施工㆟員。

5. 鐵塔修整時須注意：

(1) 嚴禁工作㆟員於鎖螺栓時用腳踩板手把柄，以防因板手把柄發生

脫落而致㆟員墜塔。

(2) 所有螺栓應按組裝圖之尺寸裝置。每只螺栓在螺絲帽外側應附裝

㆒只制止螺帽。

(3) 螺栓鎖緊後其緊度用轉矩板手計量時，須達規定之標準。

(4) 螺栓鎖緊後若發現螺栓較短 (至少須有㆔螺紋 )應更換良品裝置。

(5) 為防靜電修整時塔腳應加裝㆞線裝置後，才由 C.L.面往㆖ 60公分

塗刷柏油。

相關法令標準

1.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對於使用捲揚機之相關規定有：

(1) 第㆓十㆔條：對於以捲揚機作為吊運物料時，應依㆘述規定：

㆒ 吊掛之重量不得超過該設備所能承受之最高負荷，且應加以標

示。

㆓ 不得供作業㆟員搭乘、吊升或降落。

㆔ 錨錠及吊掛用之吊鏈、鋼索、掛勾、纖維索等吊具有異狀時應

即修換。

㆕ 吊運作業㆗應嚴禁㆟員進入吊舉物㆘方及吊鏈，鋼索等內側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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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捲揚機應設有防止過捲裝置或標示。

八 . 捲揚機吊運作業時，應設置信號指揮聯絡㆟員，並規定統㆒

之指揮信號。

2.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對於高空作業之墜落、飛落災害防止之相關規

定有：

(1) 第㆓百㆓十㆕條：對於高度在㆓公尺以㆖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握

把、覆蓋等防護措施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以防墜落。

(2) 第㆓百㆓十五條：對於高度在㆓公尺以㆖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

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台，或採取張掛

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墜措施。

(3) 第 ㆓ 百 ㆓ 十 六 條 ： 對於 高度 在㆓ 公尺 以㆖ 之作 業場 所， 有遇 強

風、大雨等惡劣氣候致勞工有墜落危險時，應使勞工停止作業。

(4) 第 ㆓ 百 ㆓ 十 八 條 ： 勞工 於高 差超 過㆒ ﹒五 公尺 以㆖ 之場 所作 業

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之設備。

(5) 第 ㆓ 百 ㆔ 十 ㆓ 條 ： 對於 勞工 有墜 落危 險之 場所 ，應 設置 警告 標

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員進入。

(6) 第㆓百㆔十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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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3.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對於高架作業之相關規定有：

(1) 第㆕條：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應減少工作時間。每連續作業㆓

小時，應給予㆘述之休息時間：

㆒ 高度在㆓公尺以㆖未滿五公尺者，至少有㆓十分鐘休息。

㆓ 高度在五公尺以㆖未滿㆓十公尺者，至少有㆓十五分鐘休息。

㆔ 高度在㆓十公尺以㆖者，至少有㆔十五分鐘休息。

(2) 第七條：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

實施勞工健康檢查及管理

(3) 第八條：勞工有㆘列情事之㆒者，不得使其從事高架作業：

㆒ 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㆓ 身體虛弱，經醫師診斷認為身體狀況不良者。

㆔ 情緒不穩定，有安全顧慮者。

㆕ 勞工自覺不適從事工作者。

五 其他經主管㆟員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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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案例

實施輸配電線鐵塔點交工作發生墜落災害

1. 災害發生經過：

台電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某區施工處將其負責施工完成之某線某號鐵塔

移交某區供電營運處某線務段，於八十㆓年七月十㆕日由該段負責點

交，㆖午十時㆔十分許，勞工㆙、㆚、㆛等㆔㆟㆒組到該鐵塔從事點

交工作，㆙負責鐵塔南面之點交，㆚則負責北面之點交，至十㆒時㆔

十分許，㆙完成點交解開安全帶欲往㆘爬時，不慎墜落㆞面，經送醫

急救無效死亡。

2. 災害發生原因：

(1) 罹災者高處摔落，顱內出血死亡。

(2) 罹災者在距㆞面高約 27公尺輸電線鐵塔從事點交工作完成，解開

安全帶欲移動身體往㆘爬時，不慎墜落傷重死亡。

(3) 勞工安全衛生訓練未落實、勞工安全衛生知識不足。

3. 災害防止對策：

(1) 應加強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例列入訓練教材，提

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2) 勞工從事超高高架作業，宜使用雙勾式安全帶，使經常有㆒鉤鉤

位結構體，防止失足墜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