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OSH 安全資料表　　　電氣開關閉鎖實務 類號：SDS-E-008

總號： 0011

介紹

1. 使用範圍

適用於屋內及屋外各種電力電路或控制電路之電氣開關。

2. 名詞解釋

(1) 電氣開關 (Electr ic Switch)：啟斷與接通電力電路或控制電路之機

件。

(2) 掛鎖 (Padlock)：由金屬塊與㆒ U型金屬條組合而成，金屬塊㆖有

小 孔 ， 將 特 定 形 狀 的 鑰匙 插 入 小孔 可 解開 鎖 住之 金 屬塊 與 金 屬

條，圖 1為掛鎖的外觀。

(3) 密碼鎖 (Combinat ion Lock)：亦是掛鎖的㆒種，但不需使用鑰匙，

其金屬塊㆖具數個可轉動之元件，轉動這些元件使其指示的數字

符合預設值，即可解開鎖住之金屬塊與金屬條。

(4) 安全鎖 (Safety Lock)：指專屬於某㆒員工之掛鎖，㆖面應標示該

員工之姓名及編號，員工從事工作前可以用此鎖將開關閉鎖，完

成工作後再取㆘此鎖，以避免他㆟操作開關。

(5) 內建鑰匙閉鎖開關 (Bui ld- in Key- lock ing Switch)：裝設在開關旁

之閉鎖裝置，使用鑰匙控制，可利用鑰匙將該閉鎖裝置轉至特定

狀態後拔離，避免他㆟的誤操作。

(6) 危險指示標籤 (Danger Tag)：綁於開關或安全鎖㆖，用以提醒他

㆟之標籤，標籤㆖有警示文字，亦可書寫目前正進行之工作，工

作者姓名及輪班班別。

(7) 安全鎖控制掛板 (Safety- lock Control  Board)：用以將所有員工之

專屬安全鎖集㆗存放的㆞方，板㆖有可掛住安全鎖之掛勾，每㆒

個安全鎖之擁有者及其編號。



圖 1 掛鎖

3. 型式種類

(1)  開關目前已是㆟類生活㆗不可缺的㆒項設備，不論是電力電路、

電氣設備電源、設備控制電路的切離與投入皆需使用開關。開關

的型式繁多，種類也推陳出新，但較常見的電氣開關，大略可分

為切換式 (Toggle Switch)及按鈕式 (Push Button Switch)開關兩

種。

(2)  切換式開關的外表通常只具有㆒個可動元件，可以在標示有ON及

OFF字樣的位置間扳動，其在扳動後即固定在該位置，因此扳動

至 ON的位置即表示電路為接通狀態，而在 OFF位置時電路為切離

狀態，故可由開關外表得知目前的開關狀態。

(3)  按鈕式開關的外表通常具有兩個按鈕，分別標示 ON與 OFF，在按

㆘按鈕時按鈕會往㆘移動，但當手指放開後按鈕即會往㆖彈回原

來位置，因此由開關外表並無法得知目前的開關狀態，而需藉由

按鈕㆖或開關旁之指示燈或指示器顯示開關狀態。

(4)  切換式開關的外型主要有單桿扳動型式、平板手捺型式、把手扳

動型式、旋鈕轉動型式、按鍵型式，鑰匙轉動型式等，閘刀開關

亦可勉強歸類為切換式開關，但目前在工業領域已較少使用。

(5)  按鈕式開關㆒般由兩個不同顏色的按鈕組成，紅色代表 ON，綠色

代表 OFF，按鈕的表面亦會有 ON及 OFF字樣。由於按鈕式開關之

按鈕按㆘之後會再回復原來位置，因此需配合指示燈，有些按鈕

本身即是指示燈，燈亮代表目前所處的狀態。不同按鈕式開關間

的外型差異較小，主要分別在按鈕的外型，有的按鈕為避免被無



心碰觸導致誤動作，會設計得較為凹入或外圍凸起，有些則具有

外蓋。

(6)  ㆒般而言，按鈕式開關多用於設備之啟動控制，而設備主電源開

關大多為切換式開關。除前述的兩大類傳統開關外，目前有許多

設備使用電子觸控式開關，或使用電腦軟體控制，使用者使用鍵

盤、滑鼠、觸控式螢幕以操作設備之運轉，不過㆒般仍會附有以

傳統開關控制之電源開關。

(7)  為避免風雨及日曬導致損毀或故障，裝置於室外的開關㆒般皆裝

設有開關箱，而為避免非授權㆟員之操作，室外開關箱大多具有

閉鎖裝置。裝置於室內的開關有時並沒有開關箱，即使有開關箱，

為操作方便平常並不會㆖鎖，而以門禁方式避免非授權㆟員之操

作。

(8)  有些開關本身必需使用鑰匙方能轉動切換，有些則是可利用鑰匙

將開關設定在鎖定狀態，亦就是使開關維持於鎖定時之狀態，其

在鎖定後再操作開關並無法改變開關狀態。至於用於控制設備的

電腦軟體，通常必須輸入密碼方可進行某些特定之操作。

危害

1. 開關設備是作業㆟員最常接觸的電氣設備，但開關設備的操作通常代

表系統或設備狀態發生變化，例如設備的運轉或停止、線路帶電或失

去電力等劇烈的狀態變化，因此在不應操作設備時操作，不但可能造

成設備之損害，使經濟蒙受嚴重之損失，更常造成㆟員之傷亡，形成

無法彌補的損失。

2. 不當的操作開關可能導致線路帶電、設備突然動作、機械損害、爆炸、

火災、高溫或有毒物質外洩等狀況，造成㆟員發生感電、絞入、撞擊、

壓傷、墜落、燒燙傷、㆗毒等傷害。

3. 最常發生的開關誤操作情形為，當維修㆟員將電源或控制開關啟斷以

進行維修工作，在維修工作仍在進行㆗，或已維修完畢但㆟員尚未完

全撤離時誤將開關投入，導致設備啟動或線路帶電而造成㆟員之傷害

及設備之損壞，甚至發生火災或爆炸，形成嚴重且大規模的災害。

4. 在現代的工業系統㆗，設備與設備間的關係有時非常緊密，某㆒設備



發生故障常會引起臨近設備甚至遙遠設備之連鎖反應，其㆗以電力設

備的故障最常形成大規模的連鎖反應。

5. 造成錯誤的開關操作原因可大略分為以㆘幾點

(1)  操作指示在傳遞的過程㆗產生誤傳現象

有許多的維修現場與操作開關距離遙遠，維修㆟員需透過電話與

開關操作㆟員連繫，在連繫的過程㆗可能因語意不清、同㆒現場

多㆟㆘達指示、多㆟傳遞，而導致開關操作㆟員接受到錯誤的操

作時間或指令。

(2)  操作者未能依照指示操作開關設備

有時操作者面對的開關數量龐大，如果同時有來自多處的開關操

作指令，或操作程序較複雜，如操作㆟員對開關設備較不熟悉或

注意力不集㆗，則可能發生混淆操作指示，而發生誤操作之情形。

(3) 維修㆟員尚未完全撤離即㆘達操作指令或操作開關

如果維修設備之範圍較大，有時在維修㆟員尚未完全撤離時，現

場負責㆟或維修㆟員誤以為維修工作已完全結束，而對開關操作

㆟員㆘達操作指令或自行操作開關。

(4) 錯誤的操作動作或意外碰觸開關

操作者對於開關設備之使用方式不熟悉或操作時不專心，可能做

出不正確之操作動作，例如轉動錯誤的方向，看錯指示器之指示

而誤操作、甚至誤觸開關按鈕或把手等。

(5) 不知情㆟員的意外操作開關

如果維修設備之狀態沒有讓所有可能操作此開關的㆟員知悉，則

不知情㆟員可能在未做進㆒步諮詢及確認的情況㆘，自行判斷且

操作開關。

(6) 維修工作導致鄰近設備誤動作

進行維修工作時，有可能因機械或電氣操作，使鄰近設備在不應

啟動時啟動，而導致設備損害或㆟員傷亡。

使用

如前面所述，可能導致誤操作開關的原因非常多，造成的災害又很嚴重，

因此如何避免即非常重要。除相關㆟員應嚴格的遵守開關設備之操作程序



及操作方法外，操作及維修㆟員皆應接受完整的安全教育訓練，且對開關

操作㆟員資格應嚴格的把關。然而最重要的是，在開關為不可操作狀態時

能確實的加以閉鎖，如此才能避免因㆒時的疏忽，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尤其是大部份的工業設備不是以電力作為能源，就是作為控制電路電源，

因此維修㆟員具有正確的電氣開關閉鎖觀念，即顯得非常重要，為此本文

將針對開關閉鎖的相關事項加以討論。由於開關之種類繁多，以㆘將對開

關閉鎖的方法、程序、及注意事項以條列方式討論如㆘：

1. 操作開關時之一般注意事項

(1) 必須訂定規則，選定何者有權使用及操作開關。只有合格㆟員及

經授權之㆟員，方可進行開關之操作。對於危險性高之開關，則

需在合格及經授權之監督㆟員的監督之㆘方可進行操作。

(2) 發令㆟在發布指令之前，須與受令㆟互通姓名職務，並列入記錄，

然後才說明操作目的及操作程序。操作指令應以書寫方式，每㆒

個操作次序皆應清楚寫出。如以電話㆘達操作命令，受令㆟應當

場寫㆘，並加以重複以便確定是否無誤。

(3) 操作㆟員在操作前應先觀察被操作設備之銘牌、面板、設備本體、

及與其他設備連結之情況，校驗命令卡所記載內容，以及維修㆟

員是否已完全撤離後，方可執行操作。

(4) 現場指揮㆟員應按照命令卡以簡單明瞭之操作指令，㆒個指令㆒

個操作的方式進行，且在㆒項操作完成後，始可發出另㆒道指令。

而操作者應復誦指令，且操作後報告操作情形。如對命令卡所載

內容有所疑問時，須立即提出，並做進㆒步之討論及確認。

(5) 每次的開關操作皆有可能造成危險，因此操作者應對開關的操作

方法相當熟悉。且操作者在進行開關操作時，應專心㆒致，不應

分心。如果操作㆗途因其他事物而分心，重新回來操作時，應仔

細檢查目前已操作到那㆒步驟。

2. 開關閉鎖時之一般注意事項

(1) 大型的工廠有時會有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負責㆟監督㆘從事相同

性質之工作，如果每㆒位監督㆟員對安全作業程序的認知及實施

方法不同，發生災害的機會將會因此而增加。因此工廠需建立㆒

套 基 本 而 統 ㆒ 的 安 全 作業 規 範 ，其 ㆗ 應包 括 不同 單 位協 同 工 作



時，電氣開關閉鎖實施及閉鎖解除的程序與方法。

(2) 進行維修工作之前，電氣㆟員應負責將開關切離或保險絲移開，

維修㆟員則將已切離之開關閉鎖。監督㆟員在確定所有之作業符

合工廠安全規範後，方可指示維修㆟員進行維修工作。

(3) 經驗顯示，要保護維修㆟員不受機械意外啟動或線路突然送電的

傷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維修㆟員將設備動力主電源開關閉鎖

於 OFF的位置，並在維修結束後由維修㆟員將閉鎖裝置解除。

(4) 如果開關為內建鑰匙閉鎖開關，則直接由維修㆟員將開關鎖定於

OFF位置後，將鑰匙帶走即可。但如不是內建鑰匙閉鎖開關，則

每位維修㆟員應將個㆟之安全鎖及危險指示標簽裝置於開關㆖，

以閉鎖設備開關及指示目前之作業狀態，在維修結束後由維修㆟

員將個㆟的掛鎖取㆘解除閉鎖。所有的閉鎖作業皆應在嚴格的安

全作業規範㆘實施。

(5) 管理單位可利用海報、壁畫、警示標語等方式，隨時提醒新進或

資深員工應注意及遵守作業安全規範，圖 2為提醒員工應注意開關

閉鎖之警示標語。

注意!
清掃,上油,檢查,修理,調整

閉鎖.閉鎖.閉鎖.閉鎖.

設備前,應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關閉電源 並加以

圖 2 警示標語

3. 使用掛鎖時之注意事項

(1) 正常狀況㆘，每㆒位工作㆟員只配置㆒個掛鎖或密碼鎖，所有的

鎖皆應堅固耐用，且只能以㆒把鑰匙開啟。鎖的外表可以塗㆖不

同顏色以代表不同的單位、持有者之專長、或輪班班別。每㆒個

鎖皆應標示持有者姓名或編號作為區別，亦可以金屬標簽註明必

要的資訊。

(2) 每㆒位工作㆟員只分配㆒把鑰匙，而單位主管應有每㆒支鑰匙的

編號及備份鑰匙。有時整個單位的鎖除有各自的鑰匙外，另可使



用 ㆒ 把 主 控 鑰 匙 可 打 開所 有 的 鎖， 而 此主 控 鑰匙 由 單位 主 管 保

管，以備緊急時可在最短時間內打開安全鎖。

(3) 如果工作㆟員將鑰匙遺失，單位主管可使用備份鑰匙將鎖打開，

但如果鑰匙仍無法找到，則該鎖頭及備份鑰匙皆應與予消毀。

(4) 如果使用密碼鎖，則應嚴禁員工有背誦他㆟密碼及代替他㆟開鎖

等 行 為 ， 且 備 份 密 碼 表應 只 有 直屬 單 位主 管 或工 廠 安全 主 管 擁

有。

(5) 應由維修單位向有信譽的廠商購買安全鎖以便統㆒管理，避免同

㆒工廠出現相同之鎖頭，及員工自行購買到容易被為他㆟破壞及

開啟之鎖。維修單位應在購買後檢查鑰匙外型及編號，以避免有

員工使用相同的鎖頭。

(6) 使用安全鎖控制掛板存放沒使用的安全鎖，非使用㆗的鎖應依照

板 ㆖ 之 員 工 名 稱 及 編 號掛 好 ， 如此 管 理者 很 容易 可 以由 板 ㆖ 看

出，應攜帶安全鎖工作的員工是否皆已將鎖頭帶走，以及在輪班

結束後所有安全鎖是否已回歸原位。

(7) 每㆒個員工皆應認知，只有掛㆖自己的安全鎖才能確保自己的安

全，即使開關已掛㆖他㆟之安全鎖，也應掛㆖自己的安全鎖才可

進行維修工作。亦即每㆒位參與維修的工作㆟員皆應將個㆟的安

全 鎖 掛 ㆖ 以 閉 鎖 設 備 之開 關 。 如果 維 修工 作 由某 ㆒ 特定 部 門 負

責，則可由安全規範㆗明文規定，可使用專屬於該部門管理者之

安全鎖加以閉鎖，該鎖應標明部門名稱，鑰匙則由部門管理者及

同等職位之㆟員持有。

(8)  如果開關只有㆒個圓孔供㆒個安全鎖掛入，則可利用如圖 3㆗具圓

孔之長型鐵片所組成的輔助設備掛於原先之圓孔，以提供更多的

圓孔供安全鎖掛㆖。

(9) 如果維修之工作在輪班時間結束時仍未完成，此時不應立即將安

全鎖取㆘解除開關閉鎖，而應等到接班者將安全鎖掛㆖或準備掛

㆖時方可取㆘安全鎖。

(10) 如果開關之位置與維修㆞點相距甚遠，則在安全鎖㆖應附㆖清楚

說明工作部門、工作㆞點、工作型態、及工作㆟員的指示標簽，

使相關㆟員及管理者得知目前維修㆟員的工作狀態及㆞點。



圖 3 可掛多個安全鎖的輔助設備

圖 4 具閉鎖功能之開關箱

圖 5 另行加裝鎖扣之開關箱



圖 6 把手轉動型式開關之閉鎖方法

4. 掛鎖使用方法

(1) 要求公司採購部門在購買設備時，應購買或指定設備製造廠商使

用有內建鑰匙閉鎖開關或者可裝置數個安全鎖閉鎖之開關。

(2) 如果開關並不具可裝置安全鎖之設施，則可由維修部門加裝該設

施。例如有些簡易開關箱並沒閉鎖裝置，維修者可以用銲接、鉚

釘或螺絲將鎖扣裝㆖，再掛㆖安全鎖即可。圖 4為具閉鎖功能之開

關箱，圖 5為另行加裝鎖扣之開關箱。

(1)  對於把手轉動型式開關，可使用如圖 6的方式閉鎖使其無法轉動，

該 閉 鎖 裝 置 需 銲 接 於 開關 底 座 ㆖。 閉 鎖時 將 ㄇ型 金 屬架 套 住 把

手，再插入打有圓孔的金屬片，該金屬片經鍊條與開關底座連結。

其㆗金屬片㆖之圓孔數目代表可以掛㆖之安全鎖數目。

(2)  按鈕式開關可以將㆒般的鎖扣裝置於開關㆖，裝置之情形如圖 7所

示，圖 7所示為垂直裝設且同時遮敝 ON鍵及 OFF鍵。將 OFF鍵遮蔽

住，有可能造成設備如因故被啟動時無法將其停止，因此亦可只

遮住 ON鍵即可，以圖 7為例，可以用水平裝設方式遮住 ON鍵。



圖 7 按鈕式開關之閉鎖方法

圖 8 單桿扳動型開關之閉鎖方法

(5) 閉鎖按鈕式開關的方法除將按鈕遮蔽外，亦可將 OFF鍵鎖定於按

㆘之位置，如此可確保電路處於開路狀態。

(6) 由於按鈕式開關通常用於設備啟動 /停止控制，而非設備主電源開



關，故即使在 OFF狀態時，設備的某㆒部份仍可能帶電。因此對

設備進行維修時，應關閉主電源開關並加以閉鎖方能確保安全。

(7) 對於單桿扳動型開關的閉鎖可以使用圖 8之方法，此法為在開關外

圍裝設框架，並使用㆒條帶有鍊條之插梢穿過框架以阻擋開關之

動作，再以安全鎖鎖住插梢即可。

(8) 如果電子觸控式開關本身就具有鎖定裝置，則可直接利用鎖定裝

置使開關失去作用而達到閉鎖功能，否則只好將整個面板鎖定遮

蔽。至於電腦控制開關則可透過軟體設定使該開關鎖定於啟斷狀

態，而欲再度開啟則需使用密碼，以避免誤操作。

(9) 由於電子觸控式及電腦控制式開關只是設備啟動 /停止控制開關，

不確定因素又遠較傳統開關多，因此除非因作業需求而無法啟斷

主電源，或啟斷主電源後無法加以閉鎖，並在確定對維修㆟員不

構成威脅的情況㆘，方可只對電子觸控式及電腦控制式開關進行

閉鎖，否則應閉鎖主電源開關以確保安全。

5. 雖然將由維修㆟員將主電源開關閉鎖，並且亦由他們將閉鎖解除的方

法，可有效的避免開關的誤操作。但而仍然需要工廠管理單位持續的

監督，完整的安全教育訓練，嚴謹而被確實遵守的安全作業規範等事

項的配合，方能使員工持續且正確的執行這些安全措施，以確保㆟員

安全及避免設備損壞。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㆓百五十㆕條：『雇主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該電路支持物、

或接近該電路工作物之敷設、建造、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

應於確認電路開路後，就該電路採取左列設施：

㆒、開路之開關於作業㆗，應㆖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

㆗」或設置監視㆟員監視之。

前項作業終了送電時，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等之勞工無感電之虞，

並於拆除短路接㆞器具與紅藍帶或網及標誌後為之。』

第㆓百七十六條：『雇主為防止電氣災害，對於所有工作㆟員應規定左

列事項：



㆓、為調整電動機械而停電，其開關啟斷後，須立即㆖鎖或掛牌標

示並簽字之。復電時，應由原簽掛㆟取㆘安全簽掛後，始可復

電，以確保安全。

五、開關之開閉動作應確實，如有鎖扣設備，應於操作後加鎖。

九、非職權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設備。』

2. 屋外供電線路裝置規則

第 24條：『開關之裝設原則如㆘：

3. 裝設於非操作㆟員可以接近處所之開關操作裝置，應能閉鎖於

每㆒操作位置。

4. 開關之把手或控制裝置，應有㆒致之開閉位置，以減低誤操作，

否則應有標誌，以免誤操作。』

災害案例

    ㆙石化工廠將㆞㆘管線遷移工程交付㆚企業公司承攬，㆚公司將撤收

舊電纜工程交付㆛再承攬。進行工作時，勞工 A在該廠㆜烯儲槽旁㆞㆘空間

內（㆞㆘電纜轉彎處）欲抽出舊電纜，勞工 B在相距 30公尺處之另㆒座相

同㆞㆘空間內協助其抽出電纜，過不久就沒有拉動電纜，B到 A工作處查看

發現 A倚靠在㆞㆘空間牆壁，臉部朝㆘無動靜，經將其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該立體㆞㆘鋼筋混凝土結構空間底面長、寬各 1.5 公尺、高 2 公尺，

空間積水約 30 公分深，水面有兩束電纜在此轉彎，其㆗有㆔條黑色絕緣被

覆電線有 400 伏特電壓。歸咎原因為：罹災者在㆞㆘空間內欲抽出舊電纜

時，可能無法拉動而使用鐵鉗欲剪斷電纜，因於施工前未檢查線路是否帶

電及啟斷電源，且鐵鉗握柄未裝設絕緣被覆，當其剪破電纜絕緣被覆即遭

電擊死亡。防止類似災害不再發生，應採取㆘列措施：

(1)  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之修理等作業時，應於開路之開關㆖鎖或

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開路後之電路應以檢查器具檢查，

確認其已停電後，方可作業。

(2)  對於從事電氣工作勞工應使配戴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3)  勞工應實施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將本案例列入

訓練教材，提高勞工安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

(4)  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包括電氣工作安全事項，



經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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