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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建築物的大型化及高度提升，建築工地往往會使用塔式起重機來提升作業的效率。塔式起重機在「危險性機械及設備

安全檢查規則」中被列為危險性機械之一，於一般吊升作業等，即具有危險性，容易發生撞擊、飛落等意外。但是塔式起

重機在進行爬升作業時，卻是最具危險性的作業狀況，其職業災害所造成的傷亡往往也最為嚴重，並且也無法斷絕，故如

何提升塔式起重機爬升作業安全為首要之務。 塔式起重機的機型眾多，雖然爬升原理的大致相同，但是爬升步驟仍有滿大

的差異。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及現場觀察，釐清塔式起重機的使用現況，並選定代表性的機型進行分析。 職災的防止方法

通常以事前的預防及事後的檢討兩方面來進行。關於事前的預防方面，藉由實施不良模式與效應分析(FAILURE MODE &

EFFECTS ANALYSIS)，預測塔式起重機爬升步驟中可能發生的問題(人為疏失模式和機器故障模式)。關於事後檢討方面，

藉由實施故障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檢討造成塔式起重機影響的原因。利用兩方面整理的結果，提出改善建

議，以提升塔式起重機爬升作業的安全性。 根據分析的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結論： 1． 本研究利用將步驟模式化後

，所得到的各步驟組成要素來預測塔式起重機爬升作業可能發生的問題。 2． 本研究利用FMEA和FTA分析的結果，將塔

式起重機的人為疏失模式分為兩大類共九項，而機器故障模式分為五項。 3． 本研究預測塔式起重機各步驟中可能發生的

人為疏失模式和機器故障模式，並加以評估。針對等級較高的疏失模式和故障模式提出改善建議，以提升塔式起重機爬升

作業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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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爬升或降下作業時，人 傳達訊息錯誤F-1-6D-2-4-2 28 單軌滑車時，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 -4, F-2-6D-2-4-3在進行安 28 業

時，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1 1,F-2-3,F-3-2,F-3-3D 30 4在進行安裝 油壓千斤頂作業 ，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1-2,F-2-4,F-2- 30

D-2-4-5在進行升高用塔柱與單軌滑 作業時，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1-3D- 31 在進行吊升塔柱作業時，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

2-7D-2-4-7 在進行上掛爪鉤住塔 32 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1-7,F- -2,F-3-3D-2-4-8在進行下 34 柱作業時， 人員傳達訊息錯

誤F-1-8,F-3-2 F-3-3D-2-4-9在進行升高用塔 34 作業時，人員傳達訊息錯誤 F-1-9,F-2-1,F-2-10,F 3-3D-2-4-10在進行升高用塔

柱 36 體)作業時，人員傳達訊息錯誤F-2- , F-3-1D-2-5位置錯誤D-2-5 38 在作業時，站立位置錯誤人員傷亡 D-2-6方向錯

誤D-2-6-1爬升方 向錯誤 38 6D-2-7實施禁止的行 D-2-7-1吊臂在進行爬升作業時，仍進行旋轉的 38 2-1,F-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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