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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工作車廣泛使用於各行各業，其

種類與型式多樣化，作為搭載人員

至高處作業之車輛機械，由於其構造特殊

人員又位於高處作業，危險性不低於其他

機械設備，若稍有不慎將造成嚴重的職業

災害。 

一、 事故統計 

根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

生研究所研究顯示，民國 107年至 111

年 8 月間共發生 20 件與高空工作車

作業相關的重大職災案件(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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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工作車作業危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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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類型分别為墜落 15

件、被夾被捲 3 件、被撞 1 件

及交通事故 1 件(如圖 2)。分

析肇災原因以未確實使用安

全防護具、未接受教育訓練、

未訂定或落實作業計畫及未

確實實施維修保養，使得構造

嚴重劣化而導致的重大職災。 

本文以法規為基礎彙整

高空工作車作業應注意之事

項，提供現場作業時參考使

用，同時亦提醒事業單位及從

業人員，唯有落實自主檢查及

安全管理，才是降低職災發生

之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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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至 111 年 8 月高空工作車作業相關重大職災彙整表 

序號 罹災日期 災害概述 罹災人數 

1 107.5.7 1 名勞工操作高空工作車從事鋼構補漆作業，於下降

時工作台底部碰撞鋼樑上方剪力釘造成劇烈搖晃，導

致罹災者由工作台墜落地面。 

1 死 

2 107.7.21  1 名勞工從事水霧配管鋼索固定作業時，站立於高度

約 4.5 公尺高空工作車圍欄中欄杆上操作緊結器拉

緊鋼索時，因固定鋼索夾突然鬆脫，致拉緊之鋼索掉

落地面，導致罹災者重心不穩而墜落地面致死。 

1 死 

3 108.2.12. 1 名勞工操作高空工作車從事路燈維修作業時，罹災

者於作業完成後欲返回地面時因無法看到工作台下

方伸臂與樹幹之交錯情形，伸臂擦撞障礙物造成振

動，將罹災者拋射出工作台外墜落至地面。 

1 死 

4 108.5.5 1 名勞工搭乘高空工作車進行空調濾網拆除作業時，

欲跨越高空工作車護欄至原物料倉收貨區網狀固定

架頂端，後發現網狀固定架頂端支撐力不足，預返回

高空工作車時踏穿網狀固定架自高處約 3 公尺處墜

落至地面。 

1 死 

5 108.11.5 1 名勞工站立於高空工作車從事樹竹修剪作業，負責

監督之勞工突然聽見高空工作車發出異聲，此時伸臂

已經與高空工作車基座脫離，罹災者因高空工作車伸

臂及昇空桶傾倒先墜落地面，隨後遭落地之昇空桶撞

擊頭部及胸部。 

1 死 

6 108.12.28 1 名勞工操作高空工車從事招牌清洗作業，作業約 10

分鐘後另 1 名勞工聽到金屬發出的聲響，回頭即看到

罹災者搭乘之高空工作車倒下，位於工作台上的罹災

者亦隨著墜落至地面。 

1 死 

7 109.2.7 2名勞工穿著背負式安全帶登上高空工作車進行鋼構

鎖固作業，罹災者跨越高空工作車護欄，欲跨上鋼構

勾掛安全母索確認鋼構鎖固的情況，另 1 名勞工突然

1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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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罹災日期 災害概述 罹災人數 

感覺高空工作車晃動，隨即聽見砰一聲，罹災者已不

慎墜落於地面。 

8 109.3.7 2 名勞工站在同一輛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上欄杆上，

從事頂棚採光罩壓條安裝作業，其中 1 名勞工突然重

心不穩自高處約 5.45 公尺處墜落地面。 

1 死 

9 109.6.6 1 名勞工於梁柱上從事鋼構鎖固作業，準備跨至預備

鎖固之 G1 粱上進行鎖固作業時，不慎發生墜落。 

1 死 

10 109.6.10 1 名勞工完成高空燈具作業準備離開時，以倒車方式

向上行駛欲爬升至階梯，因車體傾斜且於行進間造成

之顛簸，自工作台上彈出後墜落地面。 

1 死 

11 109.8.21 1 名勞工操作高空工作車以倒車方式由地下室 2 樓沿

車道往地下室 1 樓行駛，該工作車於轉彎處突然倒退

快速往下坡移動並擦撞車道牆壁後撞擊到正靠牆壁

行走之另 1 名勞工，被撞擊後之勞工倒地，經送醫後

傷重不治。 

1 死 

12 109.9.28 2名勞工搭乘高空工作車從事鋼構屋頂之安全網張掛

作業，其中 1 名勞工突然聽到喊叫聲，轉頭查看發現

操作高空工作車之勞工已墜落至地面。 

1 死 

13 109.12.22 2 名勞工搭高空工作車至高度約 15 公尺處進行鎖固

作業，因高空工作車無法伸至鋼構斜撐架內側，其中

1名勞工爬出高空工作車的工作台至內側鋼柱與斜撐

架接頭處，調整接合內側鋼片螺絲孔的間距時，疑不

慎墜落至地面。 

1 死 

14 110.3.12 2 名勞工從事鋼管支撐鋼構補強作業，1 名勞工操作

高空工作車前進時背部不慎碰撞到鋼構，被夾壓於高

空工作車工作台操作控制面板及待補強鋼構間。 

1 死 

15 110.6.15 2 名勞工欲從事 3 處紅外線感測器訊號線檢修工作，

因高空工作車停放在斜坡路面，且左側前、後輪均未

設置輪擋，而使工作車向下坡處方向滑行，經現場研

判罹災者於高空工作車發生逸走時，打開駕駛座車門

1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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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罹災日期 災害概述 罹災人數 

後，手拉工作車方向盤，導致工作車向左側移動，惟

無法上至駕駛座操控車輛，且來不及逃離，隨著車輛

下衝朝左側山壁撞擊。 

16 110.12.1 1 名勞工從事 40 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漆面修補作業，

因固定式起重機突遭瞬間強風吹襲而沿軌道移動約 

4 公尺致桁架與高空工作車發生撞擊，導致罹災者連

同高空工作車傾倒而墜落至地面。 

1 死 

17 111.1.15 1 名勞工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隧道頂拱裂縫灌注作

業，當罹災者操作高空工作車向後行駛時，因未注意

噴流式風機位置，遭壓夾於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與該

風機間。 

1 死 

18 111.1.21 1 名勞工巡視現場時，發現高空工作車蜂鳴器正發出

警報聲，走進查看發現罹災者頸部及上身被夾在高空

工作車上欄杆及其上方碼頭挑空區樓板樑之間。 

1 死 

19 111.3.31 1 名勞工操作高空工作車至 14 公尺高處進行噴漆作

業，欵不慎發生墜落於油漆儲放區旁，經送醫後宣告

不治。 

1 死 

20 111.8.2 1 名勞工從事 6 樓天花板配線作業時，從高空工作車

護欄爬出作業，不慎跌落至樓板預留孔上，接著再跌

到 5 樓，經送醫後宣告不治。 

1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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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害案例 

案例 1 

107 年 7 月 21 日，1 名勞工從事水

霧配管鋼索固定作業時，站立於高度約

4.5 公尺高空工作車圍欄中欄杆上操作緊

結器拉緊鋼索時，因固定鋼索夾突然鬆

脫，致拉緊之鋼索掉落地面，導致罹災

者重心不穩而墜落地面致死。

 

 

 

 

 

案例 2 

108 年 2 月 12 日，1 名勞工操作高

空工作車從事路燈維修作業時，罹災者

於作業完成後欲返回地面時因無法看到

工作台下方伸臂與樹幹之交錯情形，伸

臂擦撞障礙物造成振動，將罹災者拋射

出工作台外墜落至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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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108 年 5 月 5 日，1 名勞工搭乘高空

工作車進行空調濾網拆除作業時，欲跨

越高空工作車護欄至原物料倉收貨區網

狀固定架頂端，後發現網狀固定架頂端

支撐力不足，預返回高空工作車時踏穿

網狀固定架自高處約 3 公尺處墜落至地

面。

 

 

 

 

 

 

案例 4 

109 年 8 月 21 日，1 名勞工操作高空

工作車以倒車方式由地下室 2 樓沿車道

往地下室 1 樓行駛，該工作車於轉彎處突

然倒退快速往下坡移動並擦撞車道牆壁

後撞擊到正靠牆壁行走之另 1 名勞工，被

撞擊後之勞工倒地，經送醫後傷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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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110 年 3 月 12 日，2 名勞工從事鋼

管支撐鋼構補強作業，罹災者操作高空

工作車前進時，背部不慎碰撞到鋼構，

導致高空工作車繼續往前移動，造成罹

災者被夾壓於高空工作車工作台操作控

制面板及待補強鋼構間。

 

 

 

 

 

 

案例 6 

110 年 6 月 15 日，2 名勞工欲從事 3

處紅外線感測器訊號線檢修工作，因高空

工作車停放在斜坡路面，且左側前、後輪

均未設置輪擋，而使工作車向下坡處方向

滑行，經現場研判罹災者於高空工作車發

生逸走時，打開駕駛座車門後，手拉工作

車方向盤，導致工作車向左側移動，惟無

法上至駕駛座操控車輛，且來不及逃離，

隨著車輛下衝朝左側山壁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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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110 年 12 月 1 日，1 名勞工從事 40 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漆面修補作業，因固定式

起重機突遭瞬間強風吹襲而沿軌道移動約 4 公尺致桁架與高空工作車發生撞擊，導致

罹災者連同高空工作車傾倒而墜落至地面，墜落高度約 6.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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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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