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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夾災害預防
及風險評估簡介



⚫簡報大綱

⚫災害類型

⚫職災案例

⚫減災策略

⚫源頭管理

⚫風險評估簡介



災害類型
⚫ 墜落及滾落

⚫ 跌倒

⚫ 衝撞

⚫ 物體飛落

⚫ 物體倒塌崩塌

⚫ 被撞

⚫ 被捲被夾

⚫ 被切割擦傷

⚫ 踏穿(踩踏)

⚫ 溺斃

⚫ 感電

⚫ 爆炸

⚫ 與高低溫接觸

⚫ 火災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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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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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夾災害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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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衝床

C 型 門型 油壓



動 力 剪 床

油壓裁剪機 油壓剪床



機械式摺床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

 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以下簡稱衝
剪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用途
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以下簡稱安全
護圍等）。但具有防止滑塊等引起危害之機構者，
不在此限。

 因作業性質致設置前項安全護圍等有困難者，應
至少設有第六條所定安全裝置一種以上。

 (金屬冷作之衝剪機械才適用本標準)?



 衝剪機械應設安全護
圍等設備，其性能以
不使勞工身體之一部
分介入滑塊或刃物動
作範圍之危險界限為
度。但設有使滑塊或
刃物不致危及勞工之
設備者，不在此限。

衝剪機械安全護圍

不使勞工身體之一部
分介入滑塊或刃物動
作範圍之危險界限 剪床之安全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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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鐵裁切機
安全護圍



安全護圍：
使勞工之手指不致通過該護圍或自外側觸及危險界限之功能

X

X

安全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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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安全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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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安全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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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安全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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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安全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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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模具設計(若用簡單模，需以手拿工作物)
，使長形工作物可穩定放置於模具內，如此可
使用雙手啟動



安全模



專用衝剪機械



自動進退料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i00.i.aliimg.com/photo/v2/226556058/Power_press_production_line.jpg&imgrefurl=http://yzjmdy.en.alibaba.com/product/226556058-213439613/Power_press_production_line.html&h=660&w=997&tbnid=-FbgzjjGCDEpbM:&zoom=1&docid=4ovuBzfLBaM_5M&ei=MBzTU_6TK5C8uASc2YCoDw&tbm=isch&ved=0CBwQMygAMAA&iact=rc&uact=3&dur=2952&page=1&start=0&ndsp=30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第6條(但書)

 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具有下列機能之一：

一、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閉合動作中，能使身體之一部無
介入危險界限之虞。

二、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一)安全一行程式安全裝置：在手指按下起動按鈕、操作控制
桿或操作其他控制裝置（以下簡稱操作部），脫手後至該手達
到危險界限前，能使滑塊等停止動作。 (非全轉式用)

(二)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以雙手作動操作部，於滑塊等閉合
動作中，手離開操作部時使手無法達到危險界限。(全轉式用)

三、感應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閉合動作中，遇身體之一部接近危險
界限時，能使滑塊等停止動作。

四、拉開式或掃除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閉合動作中，遇身體之一部
介入危險界限時，能隨滑塊等之動作使其脫離危險界限。

前項各款之安全裝置，應具有安全機能不易減損及變更之構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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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

Type "A" Gates

 閘門防護式安全裝置：除了可以做寸動操作，必
須做到閘門防護罩沒有關閉的話，滑塊不會動作，
因此當滑塊在動作期間，閘門防護罩無法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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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感應式安全設置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
條第3項：

 第一項衝剪機械之原動機、
齒輪、轉軸、傳動輪、傳
動帶及其他構件，有引起
危害之虞者，應設置護罩、
護圍、套胴、圍柵、護網、
遮板或其他防止接觸危險
點之適當防護物。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10條第6款：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六、其一按鈕之
外側與其他按鈕之外側，至少距離三百毫米以上。…。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10條第7款：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七、按鈕採用按
鈕盒安裝者，該按鈕不得凸出按鈕盒表面。…。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第12之1條(新增)

 具有光電式安全裝置之衝剪機械，其檢出機構
之光軸與台盤前端之距離，有足使身體之一部
侵入之虞者，應設置防止侵入之安全圍柵或中
間光軸(補助光軸)等設施。 (職災案例1)



補 助 光 軸(日本)



職災案例

104年1月28日10點20分左右，該公司生產線上一座雙
人操作衝床，進行板金加工時，負責上料勞工未注意
負責下料之勞工尚未離開危險區域，即按下雙手控制
開關，此時負責下料之勞工身體處於光柵與機臺之間，
致光柵未感應，使模具作動，發生勞工雙手被夾職災
案件，近日亦有類似案件。



人員進入光柵與機臺之間(模擬照片)



 災害發生探討 ：
 本案發生職災之衝床，為○○公司於98年間委託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依照舊版「機械設備器
具安全標準」(原名稱：機械器具防護標準，93年
版)實施型式檢定及商品驗證合格之機型（賣出時
標準尚未變更），本署已於104年3月17日會同型
式檢定機構前往調查，初步認定，該衝床依舊標
準實施檢定，惟未符合本署103年12月22日修正公
布之新標準加裝中間光軸(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第12之1條)。

 雙人操作之衝剪機械未設置2個操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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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 從事衝剪機械作業時遭壓傷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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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災者從事衝剪機械作業時，因該動力衝剪機械
未具有安全護圍或其他安全裝置，使得罹災者於
作業時遭閉合之模具壓傷左手，造成左手中指、
無名指截斷傷。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操作衝剪機械時遭壓傷左手。

 (二)間接原因：

 使用之動力衝剪機械未具有安全護圍或其他安全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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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以下簡稱衝
剪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用途
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以下簡稱安全
護圍等）。(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雇主對衝剪機械，應於每日作業前依規定實施檢
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59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雇主對於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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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 從事衝剪機械作業時遭壓傷左手掌重傷

該公司衝床
之雙手啟動
按鈕為氣動
式，當按壓
過久放手後，
會有二度落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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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災者從事衝剪機械作業時，因該動力衝剪機械
未具有安全護圍或其他安全裝置，使得罹災者於
拿取成品時遭再度閉合之模具壓傷左手掌，造成
左手嚴重壓砸傷併食指、中指及無名指完全截斷
及小指壓砸傷併部分缺損之重傷。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操作衝剪機械時遭壓傷左手掌致重傷。

 (二)間接原因：

 使用之動力衝剪機械未具有安全護圍或其他安全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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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以動力驅動之衝壓機械及剪斷機械（以下簡稱衝
剪機械），應具有安全護圍、安全模、特定用途
之專用衝剪機械或自動衝剪機械（以下簡稱安全
護圍等）。(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4條第1項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雇主對衝剪機械，應於每日作業前依規定實施檢
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59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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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 從事衝剪機械作業時因光電式安全裝置防護高度
不足遭壓傷右手致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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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壓機械所設之感應式安全裝置，其投光器及受
光器未在滑塊等動作中防止危險之必要長度範圍
有效作動，致罹災者於衝剪機械加工作業時，右
手伸入加工作業區取加工工件時，右手食指、中
指、無名指及小拇指遭衝剪機械落下滑塊衝壓夾
斷之職業災害。

 (一)直接原因：

 勞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及小拇指遭衝剪機
械落下滑塊衝壓夾斷。

 (二)間接原因：

 衝壓機械所設之光電式安全裝置，其投光器及受
光器未在滑塊等動作中防止危險之必要長度範圍
有效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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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光電式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一、…。二、
衝壓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其投光器及受光器
須有在滑塊等動作中防止危險之必要長度範圍有
效作動，且須能跨越在滑塊等調節量及行程長度
之合計長度。(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12條第2
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

 雇主對衝剪機械，應於每日作業前依規定實施檢
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59條第1項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雇主對於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82條(新)

 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
、橡膠加硫成型機、輪胎成型機及其他使用
模具加壓成型之機械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設置安全門，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感
應式安全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但第六十九
條至第七十二條規定列舉之機械，不在此限
。

 前項安全門，應具有非關閉狀態即無法起動
機械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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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金機(印刷業) × 雙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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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週波熔合機(塑膠製品業)
×

雙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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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燈壓合機(汽車零件製造業) ×
雙手啟動+感應式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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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合機、組立機 ？
(精密零件製造業)

雙手啟動



53

铆釘機(旋壓式) × 铆釘機(衝壓式) ？
(有防夾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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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團壓扁機(食品業) ×

雙手啟動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第116條：

 堆高機於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採將貨叉等放置
於地面，並將原動機熄火、制動。

制動裝置



56

職災案例
堆高機駕駛頭部被夾於頂蓬前緣與桅桿之

連接桿間致顱骨骨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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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對策

 於堆高機駕駛座上，嚴禁起身站立將頭部伸
至頂蓬前緣橫桿。

 堆高機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將貨叉放置
於地面，並將原動機熄火、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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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堆高機前叉之前方工作，因堆高機逸走而遭堆高
機前叉及鏟車的 鏟斗夾住致死



61

防災對策

 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將吊斗等作業裝置
置於地面，並將原動機熄火、制動，並安置
煞車等。

 對於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
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

 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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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第43條:雇主對於機械
之原動機、轉軸、齒輪、
帶輪、飛輪、傳動輪、
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
虞之部分，應有護罩、
護圍、套胴、跨橋等設
備。

機械捲夾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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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從事管線保溫作業遭傳動轉軸捲入致死

罹災者遭傳
動轉軸捲入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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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經過：
罹災者從事管線法蘭保溫棉包覆作業時，因
進料泵之傳動轉軸未設護罩或護圍等設備，
陳員疑似靠近進料泵時不慎衣物遭該泵之
旋轉測速鐵片勾住，隨即遭傳動轉軸捲入，
造成頭部外傷、胸腹內出血、下肢骨折，
傷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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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後聚合器進料泵之傳動轉軸捲入導
致頭部外傷、胸腹腔內出血與下肢骨折傷重不治。 。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對於後聚合器進料泵之傳動轉軸具有捲夾危險之部分，未設
置護罩或護圍等設備。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將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告知承攬人。

2.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未指定工作場所負
責人，負責指揮及協調工作，未採取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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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
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3條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
條第1項）

2.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
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
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26條第1項）

3.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
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
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
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
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
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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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夾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8條:
雇主對於具有顯著危險之原
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於
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
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剎車系統
連動，於緊急時能立即停止
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之轉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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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夾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第56條:雇主對於鑽孔機、
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
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應明
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
手套。

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
用手套，但檢查時勞工戴手套
作業，有違反本條規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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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夾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
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
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
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
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
或誤送料，應採上鎖或設置
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
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
備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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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 從事懸臂鑽床作業時發生被捲致死

懸臂

災者被扯
斷之右臂 床台

罹災者趴於該懸
臂讚床旁地上與
床台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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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災者所穿
戴之圍裙

罹災者所穿
長袖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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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當天罹災者穿戴圍裙及穿長袖衣服操作懸臂鑽床從事鑽孔工作
，因未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及調整加工位置時未停止懸臂鑽床之
運轉且該懸臂鑽床未設置緊急時能立即停止懸臂鑽床轉動之裝置，
致罹災者圍裙及長袖衣服被懸臂鑽床之鑽頭捲入，頭部外傷併多處
骨折肋骨骨折及氣胸死亡。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遭懸臂鑽床之鑽頭捲入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懸臂鑽床，勞工之衣服有被捲入危
險之虞時，未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2.對於懸臂鑽床之調整加工位置，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未停止
懸臂鑽床運轉。

 3.對於具有顯著危險之懸臂鑽床，未設置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
動力並與剎車系統連動，於緊急時能立即停止懸臂鑽床之轉動。 。

 (三)基本原因：

 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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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

(二)雇主對於具有顯著危險之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
於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剎車系
統連動，於緊急時能立即停止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之轉
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8條） 。

(三)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
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條第1項） 。

(四)雇主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原動機、動力傳動
裝置、動力滾捲裝置，或動力運轉之機械，勞工之頭髮或
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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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從事伸線機胴體更換作業時因未停止運轉措施發
生遭捲夾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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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發生經過：

 103年1月8日下午4時5分許，罹災者於從事
進行伸線機胴體更換作業，於鎖固第八支
螺絲時，將右手伸入上胴體之長方孔中轉
動17號板手，卻不慎踩到至於地面寸動開
關，造成機台開始轉動，而罹災者之右手
臂被捲夾並帶動身體而夾擠於胴體與機台
外殼間隙，復因身體被捲拉後，原朝腳底
誤踩之寸動開關順勢鬆開，機台方停止運
轉，而罹災者經送醫急救仍因傷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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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未確實停止機械下從事胴體更換作業時遭夾擠於胴體與機
台外殼間致死。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未有防止於停止時，因振動接觸，或
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

（2）對於伸線機胴體更換作業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未停止相關機械
運轉，及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未採上鎖或設置標示
等措施。

3.基本原因：

(1)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執行。

(2) 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 未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供勞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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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應有防止於
停止時，因振動接觸，或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
之裝置。（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7條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

(二)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
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
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
誤送料，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
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條第1款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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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夾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第58條:雇主對於下列機械部分，其作
業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護罩、護
圍或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等設備。

一、紙、布、鋼纜或其他具有捲入點危險
之捲胴作業機械。

二、磨床或龍門刨床之刨盤、牛頭刨床之
滑板等之衝程部分。

三、直立式車床、多角車床等之突出旋轉
中加工物部分。

四、帶鋸（木材加工用帶鋸除外）之鋸切
所需鋸齒以外部分之鋸齒及帶輪。

五、電腦數值控制或其他自動化機械具有
危險之部分。

 何謂電腦數值控制？

 CNC銑床、車床、綜合加
工機？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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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從事電腦數值控制立式車床自動更換後之刀具檢視遭捲重傷

刀具

工件夾頭

轉盤未設置連鎖性
能之感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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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經過：
因肇災之立式車床未設置具連鎖性能之安全
門，致罹災者將電腦數值控制立式車床安
全門打開，進入機台內且站於暫時停止轉
動之工件夾頭轉盤上，檢視自動更換後之
刀具，刀具更換後夾頭轉盤即自行旋轉，
罹災者反應不及，左手及左腳遭該立式車
床工件夾頭之轉盤捲入，造成左足開放性
骨折、內側楔型骨缺損、肌肉、肌腱及血
管斷裂。左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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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左手及左腳遭電腦數值控制立式車床
工件夾頭之轉盤捲入致重傷。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電腦數值控制立式車床未設置具連鎖性能之安全門。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電腦數值控制立式車床加工機刀具檢視作
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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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1.電腦數值控制或其他自動化機械具有危險之部分未設
置護罩、護圍或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等設備。(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第1項第5款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
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
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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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夾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76條:

粉碎機及混合機之開口，應設有覆蓋、護圍或高度在九十公分以
上之圍柵等必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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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從事U型混合煉合機試運轉及清潔作業發生被捲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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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經過：
罹災者為配合縣政府查察有關生產設備申請
工廠登記事宜，罹災者當時正從事混合室U
型混合煉合機之試運轉及清潔等相關作業。
該公司當日廠內火災警報作動，查3樓膠囊
區有異狀（異味產生）後，發現罹災者卡
於U型混合煉合機之U型桶槽中，遂立即通
報消防局前來協助搶救後，並送醫急救仍
傷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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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U型混合煉合機夾住前胸、腹部挫
傷併內出血不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U型混合煉合機未設有明顯標誌緊急制動裝置。

2.於從事U型混合煉合機試運轉及清潔作業時未停止 機
器運轉。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U型混合煉合機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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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
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
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
械之運轉。（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45條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

2.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
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
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應採上
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
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
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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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夾預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第78條:滾輾紙、布、金屬箔等或其他具有捲入點之滾軋機，
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有護圍、導輪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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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案例

◼ 從事碎土機滾輪上石塊清除作業發生遭捲夾致死

肇災現場係廠內之碎土機（馬達25HP），罹
災者遭捲夾於碎土機之滾輪間(模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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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災者從事碎土機滾輪上石塊清除作業時，於徒手拿取碎土機
滾輪上石塊時，未將碎土機停止運轉並切斷碎土機電源，且該
公司未於碎土機設置護圍、導輪等設備，致使右手臂被碎土機
滾輪捲夾致身體夾擠於滾輪間，導致傷重死亡。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遭碎土機滾輪捲夾致死。

 (二)間接原因：

 1、對於具有捲入點之碎土機，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未設護圍
、導輪等設備。

 2、對於碎土機滾輪上石塊清除作業時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未停止相關機械運轉。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供勞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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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滾輾紙、布、金屬箔等或其他具有捲入點之滾
軋機，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護圍、導輪等設備（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78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

 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
害勞工之虞者，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
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
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
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6條第1項）。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原肇災之碎土機已加裝安全門(含電氣連鎖)及在碎土
機旁增設緊急停止按鈕，作為第2道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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