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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吊運事故及致命區域管理
Preventing Lifting Operation Failures and Fatal Zo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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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吊運意外

吊機翻倒

吊臂或吊纜折斷

吊運物料物墮下

機械碰撞附近障礙物或人

吊臂觸碰帶電電纜



預防吊運
事故

A. 規劃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識別與起重作業相關的潛在危
險，並評估相關風險。

吊重計劃
吊重計劃是一份記錄的策略，概述了如
何安全有效地進行起重作業。



吊運計劃:

吊運設計圖

 物件的重量

 起重機械的吊重能力及裝配

 地面狀況

 吊運場地其附近潛在的危害

 選擇合適的起重裝置

 埋碼方法/吊運途徑

 起吊及放置物件的注意事項

 天氣狀況限制



吊運計劃:
目的

 加強控制水平

 留意關鍵的要求/行動

 檢查關鍵的要求/行動

 所有人需要有意識及同意關鍵要
求/行動



預防吊運
事故

B. 執行

• 人員資力

確保所有操作員和吊運工人接受適當的起重機操作
和安全培訓。

• 吊運前檢查

在每次使用前，對起重機和吊運設備進行徹底的檢
查，以識別任何潛在問題。

• 機械負載能力

嚴守起重機的安全負載限制，確保所有負載都在安
全範圍內。

• 正確的埋碼方法

使用適當的埋碼方法和設備，確保所有吊具均已檢
驗且狀況良好。

• 天氣條件

監察天氣條件，避免在強風、暴風雨或其他可能影
響穩定性的惡劣天氣下進行吊運作業。

• 現場評估

進行全面的現場評估，以識別潛在危險，包括高空
障礙物、地面穩定性和帶電電纜。



吊運前檢查



安全早會及動態風險評估

進行早會及進行動態風
險評估, 得以了解當日
吊運及潛在風險來防範
意外。



LALG QR Code System 
二維碼系統起重機械及起重裝
置
金城工地使用了二維碼的吊機/吊具標
記系統，地盤管理人員在核對RPE檢驗
證書後會發放LALG二維碼標記。吊運團
隊可以在工地輕鬆掃描該QR碼，以在
現場使用前驗證證書。

起重機械及裝置的檢驗/檢查



圍封吊運區域

1.設置圍欄：使用圍欄圍封吊運區域，防
止無關人員進入。

2.明確標識：在圍封區域顯示清晰的安全
標誌和警告，提醒人員注意安全。

3.控制進出：限制區域進出的門口，並安
排專人負責監控。



機械負載能力認知

安全吊通「3、3、3，是在吊運前的测試程序，可更有效地提升吊運工作的安全性：

1) 與吊運物保持3米距離；

2) 把吊運物升起離地300毫米；及

3) 等待3秒後確保負荷物穩定後才進行吊運。



預防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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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檢討

• 定期審核

定期對吊運作業進行安全審核，以確保遵
守安全標準和公司政策。

• 相關持份者溝通

與所有相關持份者（包括工程師、項目經
理和安全人員）溝通，確保每個人都了解
吊運作業的安全考慮及措施。

• 作業後評估

在吊運作業後，進行評估以識別任何問題
並討論未來作業的改進措施。



• 獨立人員定期對特
定高危工作進行現場
審核

• 管理層巡視

• 安全審核

定期審核



持份者溝通/工作檢討

增強合作:
改善持份者之間的協作，促進團
隊精神。

提高透明度:
促進信息透明，減少誤解和衝突
的機會。

及時解決問題:
及早發現和解決潛在問題，避免
影響項目進度。

提升決策質量:
通過多方意見的匯集，使決策更
加全面和明智。

強化責任感:
明確責任增強持份者的參與感和
對項目的承諾。

促進持續改進:
定期的工作檢討有助於識別改進
機會，提升工作效率。



安全訓練/工具箱座談

人員資力/安全培訓

(A12)  Rigger
(A12S) Rigger and Signaler

吊運安全訓練

Competency Training
資歷訓練

Lifting Assessor Lifting Supervisor



致命區域管理

致命區域

1.高風險性：
1. 涉及重型機械、危險材料或高處作

業等情況，導致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增高。

2.潛在後果嚴重：
1. 事故發生時，可能導致重傷、殘疾

或死亡，對人員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3.需要特定管理：

1. 需要制定特定的安全措施，例如標
示、隔離、監控及培訓，來降低風
險。

例子：
•重型機械作業區：如起重機或挖土機的作
業範圍。
•電力設備附近：高壓電線或變電站周圍的
區域。



工作區域/危險區域圍封標準
為了確保工作安全，訂立工作區域和危險區域的圍封標準和規範。以下是
一些主要的圍封標準：

1. 清晰標示
2. 物理圍欄
3. 進出口管理
4. 安全警示標誌



透過最新科技加強致命區域管理
• 工地採用4S系統，透過智能監控攝像頭，配合人工智能(AI)分析技術，監測進

入致命區域的人員。

• 當系統檢測到不安全行為或未授權進入時，自動觸發警報。



模擬實景訓練
VR Training



總結

預防吊運事故

為防止吊運事故，需進行風險評估、制定吊運計劃及安全操作程序。確保使用合
適的設備並定期維護，操作人員需接受吊運安全培訓。設置吊運區和警告標誌，
監控吊運過程，並建立良好的溝通。最後，制應變方案並定期檢討，確保安全作
業。

透過最新科技加強致命區域管理可以包括以下措施：

1.智能監控系統：使用高清攝像頭和傳感器，實時監控危險區域，及時發出警報。
2.數據分析：利用大數據分析，識別高危區域和潛在風險，制定針對性安全措施。
3.無人機巡檢：使用無人機進行空中巡檢，降低人員進入危險區域的需求。
4.虛擬實境 (VR) 培訓：提供VR模擬訓練，幫助員工熟悉危險區域的安全操作。
5.自動化設備：引入自動化技術減少人工作業，降低事故風險。

這些技術能有效提升致命區域的管理水平，增強安全防護。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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