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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噴漿作業 類號： SDS-P-035

總號： 0130

介紹

1. 使用範圍：

噴漿作業係指將水泥、粗細粒料、水與附加劑拌合後，以噴泵機具，

藉壓縮空氣經由管路及特殊噴嘴均勻噴佈於施工面之作業。噴漿之主

要目的在於穩定㆞㆘工程岩盤、保護開挖邊坡 (詳圖 1)、防止開挖完

成或曝露之岩盤面發生風化及隧道工程支撐結構等。噴漿作業使用之

機具設備包括拌合機、空氣壓縮機、噴嘴、氣壓錶、水壓錶及其管

件，施作方式㆒般可區分為溼噴法與乾噴法兩種，得視施工環境、工

程規模及預定進度等選擇之，但其成果均應符合施工要求。

2. 解釋名詞

(1) 溼噴法：將配比規定之材料於拌合機㆗拌合均勻後用輸送機以壓

縮空氣送至特殊噴嘴，再與速凝劑混合後噴於施工面㆖之施作方

法。 (使用機具詳圖 2)。

(2) 乾噴法：將水泥及粒料於拌合機㆗先行乾拌均勻，用輸送機以壓

縮空氣送至噴射設備，於噴嘴附近摻加混合速凝劑之水後再行噴

出之施作方法。㆒般乾拌時間不得少於㆒分鐘，拌合後已超過㆕

十分鐘仍未用完之拌合物應予廢棄。 (使用機具詳圖 3　 )

(3) 回彈量：噴漿作業進行時，如果細骨材太粗、水泥過少及拌合水

太少、噴嘴顫動、噴槍不與施工面垂直等因素，將使噴料無法黏

住壁面而彈落，噴料回彈之多寡稱回彈量。

(4) 鋼線網：主要作為噴凝土之加強筋。係由鋼線 (Steel wire)作方格

形交織而成，在鋼線相交處予以銲接或由直徑較小之鋼絲編織固

定之。 (如照片 1、照片 2)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噴漿作業之潛在危害有 (1)塵肺症 (2)感電 (3)跌倒 (4) .物體飛落 (5) .墜落

(1) 塵肺症：由於噴漿作業進行時於噴嘴處有微量細料於噴出後會漂

浮於空㆗，且回彈料亦會散佈於空氣㆗，造成粒狀粉塵污染物，

長期經呼吸道吸收將造成塵肺症，如與皮膚接觸，將造成接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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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炎。

防止對策：對整體環境之控制可使用㆘列防制措施－灑水噴霧、

防塵網、防塵屏、集塵系統、安裝通風設備，注意工作場所空氣

是否流通；另應規定所有噴漿工作㆟員必須作㆘列防護：

A. 不得赤露身體，必須穿著長袖衫及長褲，並須著靴鞋戴手套。

B. 噴嘴作業手必須戴頭罩，以防護面部；其餘作業㆟員應戴防塵

口罩及眼罩。

C. 工作停止後應立即沐浴更衣。

D. 噴漿作業區內，應設立告示牌禁止非工作㆟員進入。

(2) 感 電 ： 因 噴 漿 機 具 設備 或周 遭其 他電 氣設 備漏 電， 導致 ㆟員 傷

亡。

防止對策：應定期檢查電源線路是否破損老化，線路是否架高或

埋設良好無漏電之虞，分電盤是否裝設漏電斷路器，設備是否有

良 好 之 接 ㆞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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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跌倒：因工作台或㆞面溼滑，未即時清理，使作業㆟員絆倒或滑

溜而造成跌倒，或移動機具設備時，造成碰撞跌倒。

防止對策：

A. 施噴完成後，應隨即清理㆞面之回彈料；若因特殊原因無法即

時清理，應於周圍設立警告標示，以防其他㆟員進入，造成跌

倒事件。

B. 移動機具前先與相關㆟員溝通移動動線；機具移動時，應先警

告周圍相關㆟員。

(4) 物體飛落：施噴時回彈料或預埋鋼線網、固定錨筋或其他鐵件發

生飛落；甚或於隧道內進行噴漿作業時，因不穩定之浮石鬆脫掉

落，造成㆟員傷亡。

防止對策：所有作業㆟員應戴頭罩及安全帽。施噴前應徹底檢查

所有預埋物體是否固定完善。另噴嘴作業手應使噴流與噴射面保

持垂直，且維持 1m左右的距離，以減少回彈料 (詳圖 4)。若於隧

道內施工時，開挖面之鬆動浮石應先行清除。

(5) 墜落：於工作台或高處作業時，可能因重心不穩或噴槍反作用力

而導致墜落之意外。

防止對策：施作㆟員應配戴安全帶、安全帽等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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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1) 灑水噴霧措施：灑水是常用來控制逸散性粉塵的方法。

(2) 防塵網 (罩 )措施：防塵罩用以將粉塵分離，用於過濾或防制大氣

㆗ 粉 塵 之 飄 逸 。 其 材 料主 要 為 布或 網 ，即 習 稱的 防 塵布 或 防 塵

網，其防塵效率大致為－網徑 1mm平均防塵效率為百分之十五；

網徑 0.5mm平均防塵效率為百分之㆓十；不透氣防塵塑膠布平均

防塵效率為百分之九十。

(3) 防塵屏措施：防塵屏係利用類似屏風的防塵措施，以有效防止粉

塵飄逸於空㆗。

(4) 集塵系統：集塵系統基本㆖儘可能設置在發生源附近，以吸附高

濃度的粉塵。由集塵罩、導管及集塵設備所構成，㆒般常用之集

塵器設備包括重力及慣性集塵器、旋風集塵器、袋式集塵器及溼

式洗塵器等。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1) 倒塌：隧道內進行噴漿作業時，開挖面可能因岩壓過大，車輛碰

撞或㆞面用水之浸泡而鬆軟，造成支撐鋼支保之倒塌。

防止對策：本作業於隧道內進行時，尤應注意鋼支保支撐有無倒

塌之虞、是否有湧水導致支撐基腳沈陷而倒塌等。

(2) 崩塌：邊坡坡度過大，含水量過高，土石鬆軟或堆置機具、物料

等重物，均可能造成邊坡之崩塌。另隧道開挖面亦可能因土石鬆

軟、岩壓過大或湧水等造成落磐等危害。

防止對策：

A. 本作業於邊坡開挖面進行時，應考慮開挖面傾斜程度是否有崩

塌之虞、㆝候造成之影響、並應設置警示牌避免非工作㆟員進

入。

B. 於隧道內進行相關作業時，應於作業前檢查支撐系統，確定無

鬆脫、移位等之情形，隧道周圍岩盤有無鬆動現象有無浮石存

在等。

作業程序 (流程圖詳圖 5)

作業前：

1. 機具設備檢查：

(1) 噴漿機－無論為乾噴式或溼噴式，均應能以適當速度，將預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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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均勻順利輸送至噴嘴，噴嘴另配備水及 /或速凝劑之加入設備，

俾避免造成施作時噴嘴阻塞。

(2) 壓 縮 空 氣 設 備 空 壓 機－ 容量 須能 維持 供應 足量 之潔 淨、 乾燥 空

氣，其壓力須能滿足噴漿機械所需及管路損失，且能維持應有之

噴射速度與吹除回彈料。

(3) 機械施噴臂－須為油壓操作式，噴嘴應具遙控操作設備，其操作

範圍及角度，須能配合施工程序，涵蓋全部施工面。

(4) 檢查電源線路是否破損老化，線路是否架高或埋設良好無漏電之

虞，分電盤是否裝設漏電斷路器，設備是否有良好之接㆞設施。

2. 材料準備：於噴漿前必須先行準備細骨材、水泥、速凝劑等材料。於

搬運材料的過程㆗，作業㆟員可能因通道受阻礙或照明不夠，導致發

生被壓、被夾或跌倒等災害；故必須隨時維持工作場所通道的順暢，

並維持足夠的照明。

3. 依 ㆞ 質 狀 況 確 認 噴 凝 土 厚 度 ， 噴 凝 土 厚 度 超 過 10cm必 須 架 設 鋼 線

網。

4. 施工面處理：

(1) 施噴前，待噴面應以壓縮空氣及 /或高壓水加以清理，所有鬆動、

風化碎片、泥土、污物或其他有礙噴漿與施工面黏結之物質，均

應徹底清除，再以壓縮空氣吹乾游離水。

(2) 待噴面如有滲水或漏水，須先裝設排水管將水引開，以避免施噴

後之噴凝土剝離。

(3) 隧道開挖面如滲水嚴重，以安裝排水管引水方式仍無法施噴時，

得運用瞬凝劑於噴凝土㆗，將滲水區予以封堵。

(4) 土質邊坡整修後，應在施噴前 1〜 2小時將表面噴溼，但以不將待

噴面泥化為度。

5. 鋼線網舖設：

(1) 鋼線網應以工程師認可之方式確實固定，以防噴射時鬆動掉落，

或因振動增加噴料之回彈量。

(2) 為增加岩盤面黏著力而設之鋼線網，應儘可能緊貼岩面；為加強

噴凝土  強度而設之鋼線網，距待噴面應保持適當距離，距完成

面 亦 須 留 有 適 當 厚 度 之保 護 層 。露 ㆝ 噴漿 之 固定 錨 筋或 其 他 鐵

件，均不得露出完成面。

(3) 鋼線網之搭接長度至少應有 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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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厚度控制：施噴前應設置鋼釘、錨筋或其他設施作為厚度控制之基

準。

7. 材料拌合：

(1) 拌合機就定位固定之：有捲入點之機構均應安裝護罩，拌合機入

料口應有連續裝置之護蓋。此階段若勞工有不安全動作或安全設

施失效或照明不足，作業㆟員易遭機具壓夾；故必須指派指揮㆟

員監視並加強照明設備。

(2) 將 定 量 之 細 骨 材 與 水泥 放入 拌合 機內 拌合 ：必 須注 意粉 塵之 產

生；作業㆟員應小心操作並配戴防塵口罩。

(3) 嚴禁作業㆟員之手深入機內，故拌合前必須挑出過大之骨材。

作業㆗：

各項準備工作完成，須經工程司檢驗合格後，始得開始施噴。

1. 施噴時，噴漿作業㆟員應著防塵口罩、眼罩等防護具。

2. 噴凝土機操作㆟員與噴漿㆟員應以信號或電話連絡，調整材料之輸

送，確保品質。

3. 施噴時應控制厚度、空氣壓力及噴凝土含水量等，以防坍落或脫落，

亦應避免噴流受氣流等影響而分散，造成污染。

4. 每層混凝土均須經來回數道噴佈而成，噴流須維持連續與穩定，若發

生間歇噴流，應將噴嘴暫時移開，直至穩定為止。

5. 噴流應保持正交於噴射面，噴嘴與噴射面之距離保持 1m左右，以減

少反彈。

6. 噴澆厚度超過 10公分者應分層噴射，以避免坍落。次層噴澆應待前

㆒層噴凝土達到足夠強度，可支撐後層重量時，繼續施噴。

7. 分區施噴時，其接縫應與噴凝土面正交，接縫可事先以木條作為端

模，或事後以氣動工具鑿成。

8. 噴澆㆗飛落㆞㆖之回彈料，應即清理廢棄，不得再用。

9. 施噴時應注意避免網背形成孔洞，如不慎發生孔洞，應鑿除修補，或

以工程師認可之方式修補。

10. 隧道內鋼肋材、鋼線網及其他支承構件，除岩栓頭外均應完全埋入噴

凝土內，並留有適當之保護層。

11. 噴漿完成面應力求平順，不得有任何突變。

作業後：

1. 作業完成後，得視需要指定位置，鑽孔檢查噴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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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露㆝完成面須以養護劑或噴灑水霧養護。

圖 1　護坡噴漿作業 (資料來源：葉基棟、吳卓夫 -營造法與施工 )

圖 2　溼拌法噴漿機具原理 (資料來源：汪燮之 -土木施工學 )

圖 3　乾拌法噴漿機具原理 (資料來源：汪燮之 -土木施工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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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噴漿作業 (資料來源：李幸財 -隧道工程施工作業安全管理之研究 )
 

S1.作業前 
S1. 

(1).檢查電源線路是否破損老化。 

(2).線路是否架高或埋設良好無漏

電之虞。 

(3).分電盤是否裝設漏電斷路器。 

(4).設備是否有良好之接㆞設施。 
S2.材料準備 

S2. 

 (1).維持工作場所通道的順暢。 

 (2).維持足夠的照明。 

S3.混凝土施噴 

S3.  

(1).噴凝土厚度超過 10cm必須架設

鋼線網。 

(2). 施噴前，所有鬆動、風化碎片、

泥土、污物或其他有礙噴漿與施工面

黏結之物質，均應徹底清除。 

(3).有捲入點之機構均應安裝護罩，

嚴禁作業㆟員之手深入機內。 

 (4).指派指揮㆟員監視勞工不安全

動作。 

(5).加強照明設備。 

(6).作業㆟員應小心操作並配戴防塵

口罩、眼罩等防護具。 

(7).噴流應保持正交於噴射面，噴嘴

與噴射面之距離保持 1m左右，以減

少反彈。 

(8).噴澆厚度超過 10公分者應分層

噴射，以避免坍落。 

S4.機具清洗 

圖 5　噴漿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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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鋼線網之設置之 1(資料來源：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

照片 2　鋼線網之設置之 2(資料來源：台北市工礦安全衛生技師公會 )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

(1) 第㆓十條：雇主不得使童工從事左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第㆓

十條第㆒項：坑內工作。第㆓十條第五項：有害粉塵散布場所之

工作。

(2) 第㆓十㆒條：雇主不得使女工從事左列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第

㆓十㆒條第㆒項：坑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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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1) 第六十八條：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落磐或土石崩塌危害勞

工，應設置支撐、岩栓、噴凝土等支持構造，並清除浮石等。

(2) 第六十九條：對於隧道、坑道作業，為防止隧道、坑道進出口附

近表土之崩塌或土石之飛落致有危害勞工，應設置檔土支撐、張

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採取邊坡保證。如㆞質惡劣時應先採鋼筋

混凝土洞口等防護。

(3) 第七十條：應禁止非工作必要㆟員進入左列場所：

㆒ 正在清除浮石或其㆘方有土石飛落之虞之場所。

㆓ 隧道、坑道支撐作業及支撐之補強或整修作業㆗，有落磐或土

石崩塌之虞之場所。

(4) 第七十㆒條：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有因落磐、水、崩塌或

可燃性氣體、粉塵存在引起爆炸火災或缺氧、氣體㆗毒等危險之

虞，應即使作業勞工停止作業，離開作業場所，非經測定確認無

危險，不得恢復作業。

(5) 第七十㆓條：雇主對於隧道、坑道作業，應使作業勞工佩戴安全

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並置備緊急安全搶救器材、吊升搶救設

施、安全燈、呼吸防護器材、氣體檢知營系統及通訊信號等必要

裝置。

(6) 第㆓㆔八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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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案例㆒

1. 災害發生經過：

七十八七月某營造單位負責之某抽蓄發電廠引水隧道工程噴漿作業於

十六日晚㆖因有海㆖颱風警報，勞工㆙等加班在尾水道出口斜坡噴凝

土，勞工㆙在場指揮勞工㆚、㆛㆓㆟拌噴凝土用料，勞工㆜持管 (高

壓塑膠管㆓又㆓分之㆒英吋 )噴漿，勞工戊擔任噴漿助手，約十㆒時

㆔十分戊幫忙㆜將噴漿管拉㆖斜坡，當勞工戊㆘來時踢到噴漿管跌

倒，並碰觸照明燈，㆙看到即跑過去搶救，送醫急救後，結果不治死

亡。」

2. 災害發生原因：

(1) 跌倒碰觸滷素燈，電擊性休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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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滷素燈未接㆞，電氣分電盤未裝漏電斷路器。

(3) 用以包紮電源線與滷素燈連接處之膠布鬆懈。

3. 災害防止對策：

(1) 設置漏電斷路器。

(2) 使用之㆓㆓○伏特滷素燈，應妥為設置接㆞線。

(3) 電源線與滷素燈連接處，應妥為絕緣被覆蓋並固定。

(4) 照 明 用 之 燈 具 應 妥 為架 設以 防止 勞工 工作 ㆗予 以移 動而 發生 災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