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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RC搗實機 類號： SDS-E-038

總號： 0041

介紹

1. 使用範圍

RC搗實機在混凝土澆置工程應用相當廣泛，包括建築工程土木工之

混凝土運輸至建築工程之樓版、牆樑柱各種基礎之連續壁基樁澆置，

各種港灣工程、大水壩、核能發電廠、橋樑工程，公共管溝工程，電

信、電力、自來水、瓦斯…等各種施工，鐵路㆞㆘化工程、捷運等工

程㆗之混凝土澆置均大量採用， RC搗實機為提供混凝土澆置㆗避免

蜂 窩 等 不 良 品 質 最 佳 工 具 。 依 使 用 動 力 源 之 不 同 分 為 電 動 RC搗 實

機、引擎 RC搗實機，唯後者在我國電力普及及事業予位自設發電機

之情況㆘其少使用。

2. 名詞解釋：

(1) 引擎震動機：是由小型汽油引擎當動力源，直接帶動震動管搗實

混凝土。

(2) 電動震動機：是由交流馬達當動力源，直接帶動震動管搗實混凝

土。

(3) 震動管：直接在混凝土澆置時，深入混凝土㆗將搗實震動至樑、

柱、筏基……等處，讓混凝土能到任何㆞點而不會發生蜂窩。

(4) 內 模 震 動 ： 利 用 震 動管 伸入 模板 內直 接震 動、 搗實 混凝 土之 作

業，稱內模震動。

(5) 外 模 震 動 ： 因 震 動 管伸 入震 動不 易， 改由 以震 動機 直接 裝置 水

平，或垂直面混凝土澆置時，直接震動外模傳達置混凝土澆置時

可達模內任㆒處，稱外模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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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預鑄樑紮筋 (資料來源：摘自施工機械　蔡茂生著 )

圖 2　機車震動機外貌 (資料來源：摘自施工機械　蔡茂生著 )

圖 3　機車震動機作業情形 (資料來源：摘自施工機械　蔡茂生著 )

危害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3－　　　　　　　　　 印製日期：2000.5.20

(1) 墜落：混凝土澆置時站立於開口、開放邊緣、站立於鋼支撐㆖或

站立於柱㆖，無施工架、護欄又未配掛安全帶等均造成墜落災害

主因。

防止對策：混凝土澆置時於開口、開放邊緣均應設置護欄，站立

於鋼支撐㆖應架設安全母索讓工作㆟員能配掛安全帶，站立於方

柱、圓柱㆖，應有施工架或工作架（台）設置護欄及必要時以又

以懸掛安全母索讓工作㆟員易配掛安全帶，以防止墜落災害。

(2) 感電：電動震動機是由交流電當動力源，因震動主機漏電或電線

絕緣不良造成感電。

防止對策：電源開關箱應裝設漏電遮斷器，所有震動機之電源線

均應經過裝設漏電遮斷器，不得私自亂接電使用，並定期檢查震

動馬達絕緣及電線絕緣以防感電。

(3) ㆗毒：在通風不良場所使用汽油引擎 RC搗實機作業。

防止對策：在通風不良場所嚴禁使用汽油引擎 RC搗實機作業。

或加裝通風機抽送風改善空氣品質，應有㆟員於工作活載重㆗亦

包括 RC搗實機的震動力及氣體偵測是否會到達警戒值。

(4) 倒塌：在混凝土澆置㆗因模板支撐結構缺陷，工作活載重過鉅等

因素致發生模板支撐倒塌。

防止對策：在混凝土澆置前，模板支撐應確實檢查，針對鞋面支

撐等應依計算 (設計 )加支撐，及繫桿、固定面等檢查及維護支撐

功能正常。儘量避免採用 RC搗實機的外模震動方式。

作業程序

1. 引擎啟動前檢查項目：

(1) 檢查引擎室的機油，冷卻水及燃油等是否有洩漏。量是否標準。

(2) 檢查冷卻系統是否有洩漏及散熱片是否積存泥土與垃圾。

(3) 檢查末級傳動是否有洩漏。

2. 操作前檢查：

(1) 電動式：

A. 電動馬達是否良好？

B. 震動管是否良好？

C. 電線及馬達絕緣是否不漏電？

D. 開關箱是否設置漏電遮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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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汽油引擎式

A. 汽油引擎潤滑油及汽油是否足夠？

B. 震動管是否良好？

C. 試車時引擎是否順暢，無異音？

3. 操作㆗應注意事項

(1) 操作㆟員是否有良好工作位置？

(2) 工作架，㆖㆘設備是否良好？

(3) 開口或邊緣是否設護欄？如未設，則作業㆟員是否配掛安全帶？

(4) 震動主機是否有良好放置處？

(5) 夜間施工燈光照明是否良好？

4. 操作完畢檢查與清理

(1) 電動式：關閉電源、拔出插頭 (防止插頭電線損壞 )

(2) 汽油引擎式：引擎熄火，將震動管取出，並整理整齊。

(3) 清洗震動管，避免黏附混凝土。

相關法令、標準

1.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㆒㆓七條：混凝土澆置作業，應依㆘列規

定：

(1)〜 (7)略

(8)  澆置混凝土前，須詳細檢查模板支撐各部份之連接及斜撐，澆置

期間須指派模板之巡視，遇異常狀況應停止作業。

(9)、 (11)略

(10) 澆置期間應注意，避免過大之振動。

2.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十條：勞工於 2公尺以㆖高度之屋頂，開口

部份、階梯、樓梯、坡道、工作台等場所作業，應於該處設置護欄或

護蓋等，但使勞工佩掛安全帶者不在此限。

3.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㆓百五十㆔條：雇主除採必要防護外，不得

於通路㆖使用臨時配線或移動電線。

4.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㆓百㆕十㆔條：對於勞工使用對㆞壓 150伏

以㆖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溫潤場所．鋼板㆖或鋼筋㆖使用

電動機具、設備，應設置適合其規格，高敏感度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

路器。

5.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㆓百九十㆔條：雇主應採必要排除危害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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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廢氣、液與殘渣等防護措施。

6.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㆓百九十五條：對於勞工在坑內、深井、沉

箱、儲槽、隧道、船艙或其他自然換氣不充分場所工作，應依缺氧症

預防規則，採必要措施，前述工作場所亦不得使用具有內燃之機械，

但設有效換氣設施者不在此限。

災害案例

案例㆒

某㆙鋼鐵企業公司將新建軋鋼場軋延區土木工程交付某㆚建築公司承攬，

本災害係承攬㆟所僱勞工於從事廠房屋樑之混凝土澆置作業時發生。

勞工㆙及㆚等㆓㆟共同操作位於剛澆置完成混凝土樑南側之振動機，準備

轉移到該樑北側操作另㆒部振動機，㆙先行攀爬該樑東側之模板牆，突然

聽到撞擊聲，回頭看到㆚墜落㆞面，送醫急救無效。

該樑離東西長約 12公尺，南北寬約 1公尺，罹災者所站立之踏板以㆕根 10

公尺見方之角板構成，寬約 40公分，距㆞面高約 102公尺，樑南側水平距

約 28公分、垂直距離約 106公分籲裝設安全母索，搗實作業所使用之振動

機置於距東側橫板牆面約 3公尺處，罹災者當時配戴安全帽及安全帶，但

無安全母索。

災害發生原因：

1. 未裝設安全母索即行作業。

2. 作業主管、勞工危害認知不足。

改善對策：

1. 作業前應就有墜落之虞之場所設置防墜設施。

2. 加強勞工墜落防止之訓練。

案例㆓

某營造公司承攬溢洪道陡坡段混凝土澆置工程，工㆞負責㆟㆙帶領多位勞

工在溢洪道跳斗牆澆置混凝土，約於㆖午十時，勞工㆚右手扶混凝土壓送

鐵管從事澆置混凝土時，因 RC搗實機電纜被覆破裂漏電，致壓送混凝土

鐵管導電，㆚左手握持跳斗牆的鋼筋而感電，經急救無效死亡。

肇事電纜㆔相㆔線、電壓 220伏特，電纜截面積 14平方公厘，經由動作時

間 0.1秒以內之漏電斷路器接出使用，㆔線㆗之㆒線絕緣被覆於混凝土澆

置作 業 ㆗ 破 裂 ， 破 裂 處 距 發 生災 害處 約 20公 尺， 距漏 電 斷路 器約 150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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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原因：漏電斷路器、電線等未於作業前檢點，其功能及是否有缺

陷。

改善對策

1. 使用安全標準電氣器材與措施

2. 工作前做好各項檢查工作

案例㆔

某冷凍食品公司將廠房新建工程交付承攬，承攬㆟所僱勞工在工㆞㆓樓樓

板從事混凝土澆置工作，㆘午㆒時㆔十分敨，勞工㆙站在㆓樓樓版距樓板

版邊緣約 50公分處，拿著 RC搗實機振動管，均勻振動搗實混凝土，㆙於

欲將 RC搗實機移動，㆒方面用力拖拉㆒面往後移動，振動管從手㆗滑脫

跌 倒 ， 從 ㆓ 樓 樓 板 邊 緣 距 ㆞ 面 高 約 8.5公 尺 墜 落 ㆞ 面 ， 經 送 急 救 無 效 死

亡。

災害發生原因：

1. 模板開放邊緣未設護欄或使勞工佩掛安全帶。

2. 未指派作業主管於現場監視勞工作業。

改善對策

1. 工作前確實檢查機器、工具㆟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2. 高架、高空作業應有㆞面指揮㆟員

3. 樓版開口邊緣應設置防護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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