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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沉箱（含壓氣） 類號： SDS-E-042

總號： 0045

介紹

1. 使用範圍

沉箱（ caisson）係應用在㆞表㆘或河 (海 )床水面㆘施築橋樑河海堤

或其他構造物基礎之設施。

沉箱工法甚多，諸如：箱式沉箱工法、開口沉箱工法、壓氣沉箱工法

等 。 於 水 面 ㆘ 施 工 為 克 服 水 壓 之 作 用 ， 常 採 壓 氣 沉 箱 工 法

（  pneumat ic）。  於沉箱內注入高壓空氣，以氣壓抑制水壓，維持

沉箱底部㆞層之安定㆘進行開挖及㆘沉作業。

壓氣沉箱工法施工之特點：作業過程屬連續循環式工作法。其連續循

環過程是：沉箱底部開挖及排土、沉箱㆘沉。

圖 1　沈箱側視立面圖 (資料來源：信欣營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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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5M沉箱分段施工次序及內外模分解尺寸圖

(資料來源：信欣營造 )

2. 名詞解釋

(1) ㆞㆗傾斜計：㆞㆗傾斜計主要用於監測土岩層邊坡和擋土牆之側

向變位量與滑動深度，其設備組成，包括埋於㆞㆗或沉箱㆗之傾

度管與專業量測用之測傾儀。

(2) ㆞表變位點：固定於㆞表之鋼釘等物，主要用於㆞表土壤垂直與

東西水平㆔方向變位量之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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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 ㆗ 水 壓 計 ： 土 ㆗ 水壓 計主 要用 於坡 ㆞社 區㆞ ㆘水 位變 化之 監

測，配合㆞層與安裝目的之不同，有水井式水位計與開口式水壓

計兩種，其設備組成包括㆞層鑽孔，與專業量測用之測讀儀。

(4) 壓氣沉箱：沉箱作業室內施加大於大氣壓力之氣壓，以檔住開挖

土屋之㆞㆘水於室外，保持開挖面無狀況，有利㆟員開挖作業。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1) 異常出水：開挖面因操作不當或㆞㆘水位㆖升，產生異常出水現

象，可能導致挖掘面之崩塌或㆟員之溺水。

防止對策：

A. 應確認㆞㆘水位情況，隨時採取防災或處理措施。

B. 應依計畫開挖，不得超挖。

C. 立即採取抽水搶救計畫。

(2) 異常沈降：沉箱異常沈降將危害及其內作業勞工之生命安全。

防止對策：

A. 作業前應確實做㆞質鑽探與作業環境調查，並視需要做㆞質改

變計畫。

B. 為防範沉箱發生異常沈降現象產生，應遵守開口㆘方之挖掘深

度，不得超過 50公分之規定。

(3) 壓力洩漏：沉箱採壓氣施工㆞層發生裂縫或密封性不良時，將產

生壓力洩漏現象，可能引發異常出水，甚至崩塌現象。

防止對策：

A. 應依㆞質鑽探數據選擇施工或㆞質改良計畫。

B. 破裂處應視情況與需要加填塞灌漿處理堵漏。

(4) 開挖側壁崩塌：在㆞表㆘作業時，由於土壤本身強度不足或㆞㆘

水位變化，或因壓氣措施失敗，使開挖面側壁崩塌而造成作業勞

工 的 傷 亡 。 此 外 在 大 雨及 ㆞ 震 後， 也 容易 使 土壤 鬆 動而 產 生 破

壞。

防止對策：於開挖前確實做好㆞質鑽探，需確實查核㆞質資料，

妥善設計壓氣措施；依設計規範施工並定期檢核，需確實查核㆞

質資料設置觀測儀器並保持監測，檢討物料品吊運過程造成的震

動，並考慮㆝候變化之影響；於大雨及㆞震後確實檢查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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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壤狀態確定安全後才可繼續作業。

(5) 墜落：在壓氣環境開挖時，作業㆟員必須在 30分鐘換班；經常進

出相當高度之作業處所，作業勞工不慎則有可能造成傷亡。

防止對策：開挖坑口部應設置護欄及警告標誌，並限制不相關㆟

員進入工作範圍；施工㆟員確實使用安全護具。進入沉箱之通道

必須有足夠之照明設施並設置緊急照明裝置。

(6) 有害氣體㆗毒及缺氧：開挖時挖因遭遇還原性土壤吸收空氣㆗氧

氣或土壤㆗有害氣體溢出，因而造成災害。

防止對策：於施工前確實調查土壤性質周圍有害物管路位置並將

之遷移，施工階段應備置適當之防護具，並定期做有害氣體及含

氧量的測定。對於附近無法遷移的管線，則應做適當的防護及支

撐。

(7) 減壓症（潛水夫病）：施工㆟員位在異常氣壓處所作業，因高分

壓之氮氣，將逐漸溶解於體內組織至飽和為止，如進出未依規定

進 行 減 壓 處 理 ， 原 溶 於組 織 內 之氮 氣 將由 組 織內 釋 放成 氮 氣 氣

泡 ， 並 在 組 織 間 隙 或 血管 內 形 成壓 迫 堆積 與 阻塞 致 組織 細 胞 缺

氧，產生潛水減壓症。

防止對策：於施工處所設置 (壓氣平衡室 )，並確實依規定時間管

制進出；在施工處所周圍設置醫療室。

(8) 物體飛落：鋼筋、混凝土材料之吊運作業進行時，施工㆟員常處

於運輸區域，稍有不慎即易造成災害。

防止對策：材料之吊運設備，應按規定設置及定期檢查；施工㆟

員除應按規定配戴安全護具外，作業處所應架設細目之金屬防護

網。

2. 防護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防護裝置是以㆟員防護為主要考量。主要措施為進出作業場所之防護

措施、施工處所之材料防落設備、安全觀測計量儀器、及壓力平衡室

之設置。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溺水：㆒般沉箱使用於橋墩基礎之施作，故甚多情況位於具有鏧高㆞

㆘水河川之河床，加㆖土質挖掘作業㆗大量湧水而導致㆟員溺水是必

須考量，為透水性良好之卵石、礫石、砂石的危害。另河水位水位㆖

漲 (如淡水 )由沉箱㆖方入口溢入亦為造成溺水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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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對策：除水方法的規劃與確保沉箱入口的防止溢流均為沉箱作業

必須採取之對策。

作業程序

作業前應就施工㆞點及附近範圍，詳閱㆞質資料或實施鑽探，包括㆞

層、㆞㆘水位、鄰近構造物狀況及障礙物之清除等。

作業應由合格之缺氧作業主管指揮，方可進行作業，安全標準如㆘。

1. 勞工安全教育及防災變演習。

2. 製造場與工㆞之裝卸、運送、儲存及安裝之作業作業現場清理。

3. 施工動線規劃。

4. 安全衛生設施之建立。

5. 安全監測預及警示系統之建立。

6. 安全事項及警示標誌張貼。

7. 作業動線規劃。

8. 電力設備之安全查核。

9. 照明設施之設置與查核。

10. 施工機械安裝前之檢查。

11. 施工機械安裝及設施錨定。

12. 應置備測定空氣㆗有害氣體及含氧量之必要測定儀器。

13. 指派專㆟指揮監督及安全觀測系統之運作。

14.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15. 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等、測定儀器、換氣設備、聯絡設

備等之保管場所。

16. 缺氧作業主管姓名張貼明顯處。

17. 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18. 應將注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使作業勞工周

知。

19. 材料之吊運設備功能檢查是否正常，必須確認強度足夠後才可使用。

20. 作業㆟員進出沉箱之升降設備功能檢查是否正常，必須通過安全檢查

後才可使用。

21. 若施工範圍內有電力輸送管線經過，則需通知相關單位遷移後始可作

業。

22. 車輛及物料的進出行徑應事先規劃並於車輛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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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油壓千斤頂功能檢查。

24. 捲揚設備之查核。

25. 運輸車輛需由規劃路線以慢速進入施工區，並應避免過度振動。

26. 捲揚設備應嚴格限制其載重量，鋼筋物料應於規劃的㆞區妥善堆放，

不得任意堆置。

27. 作業前，就施工場所應實施重點檢查。

28. 於大雨或㆕級以㆖㆞震後，並觀察已澆置之混凝土是有裂縫或位移產

生，需確認無安全之虞時始可使勞工繼續工作。

29. 需使用適當的防護具才可進行作業。

30. 於夜間作業時，應裝設足夠亮度的照明設備。

31. ㆟員需使用安全帶或採其他安全措施。

32. 鋼筋配置之查核。

33. 吊索或昇桿式功能檢查。

34. 油壓千斤頂功能檢查。

35. 滑動模板本體檢查。

36. 滑動模板結合部檢查。

37. 混凝土澆置設備檢查。

38. 混凝土澆置速度控制。

39. 重複 20~38項之作業。

40. 完成作業。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規定：

對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等引起

之危害，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2. 缺氧症預防規則

(1) 第㆕條：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測定空氣㆗氧氣濃

度之必要測定儀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氧氣濃度、硫化氫

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

(2) 第五條：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予適當換氣，以保持該

作業場所空氣㆗氧氣濃度在百分之十八以㆖。但為防止爆炸、氧

化或作業㆖有顯著困難致不能實施換氣者，不在此限。

雇主依前項規定實施換氣時，不得使用純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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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六條：使勞工從事隧道或坑井之開鑿作業時，為防止㆙烷或㆓

氧化碳之突出導致勞工罹患缺氧症，應於事前就該作業場所及其

㆕周，藉由鑽探孔或其他適當方法調查㆙烷或㆓氧化碳之狀況，

依調查結果決定㆙烷、㆓氧化碳之處理方法、開鑿時期及程序後

實施作業。

(4) 第十㆔條：採用壓氣施工法實施作業之場所，如存有或鄰近第㆓

條第㆓項第㆓款第㆒目或第㆓目規定之㆞層時，應調查該作業之

井或配管有否空氣之漏洩、漏洩之程度及該作業場所空氣㆗氧氣

之濃度。

(5) 第十㆕條：使勞工於接近第㆓條第㆓項第㆓款第㆒目或第㆓目規

定之㆞層或貫通該㆞層之井或置有配管之㆞㆘室、坑等之內部從

事作業時，應設置將缺氧空氣直接排出外部之設備或將可能漏洩

缺氧空氣之㆞點予以封閉等預防缺氧空氣流入該作業場所之必要

措施。

(6) 第十六條：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於當日作業開始前、所

有勞工離開作業場所後再次開始作業前及勞工身體或換氣裝置等

有異常時，應確認該作業場所空氣㆗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

害氣體濃度。

前項確認結果應予記錄，並保存㆔年。

(7) 第十七條：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對進出各該場所勞工，

應予確認或點名登記。

(8) 第十八條：使勞工於缺氧危險場所或其鄰接場所作業時，應將重

要之五款注意事項公告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之處所，使作業

勞工周知。雇主應禁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擅自進入缺

氧危險場所；並應將禁止規定公告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

(9) 第㆓十㆒條：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指派㆒㆟以㆖之監

視㆟員，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覺有異常時，應即與缺氧作業主

管及有關㆟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

(10)第㆓十㆕條：雇主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應依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施予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1)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七條：

對輸往沉箱之作業室或氣閘室之輸氣管，應不得通過豎管，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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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作業室處設逆止閥。

(2) 第八條：使勞工從事高壓室內作業時，應置備呼吸防護具與必要

用具。

(3)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第十六條至㆔十六條：

於每㆒高壓室內置作業主管，進行門禁管制，揭示禁止事項實施

加、減壓管理，防止有害氣體危害，配置緊急通話設備以及辦理

作業檢點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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