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来我们有请房屋署高级经理 

（工程安全及健康）刘赐添先生为大家作专题演讲 

我们这节的主题是： 

风险评估从安全事故中学习，有请刘先生 

黄主席，各位业界朋友，各位同事大家好，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风险评估的理念和从事故中回顾， 

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评估重要性。 

香港的建筑工地涉及多种工序， 

使用很多重型机械，工作环境的不断改变， 

工友数目亦众多，工友流动性亦大， 

其实工地危机四伏，在房屋署的工程里， 

我们要求承建商推行安全管理制度， 

妥善控制风险，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避免工人在工地里发生工伤。 

风险评估分为五步曲， 

第一步是找出危害，第二步曲是估计谁会受伤， 

第三步曲是找出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和危害的严重性，从而得出风险。 



要有效和系统地控制风险，我们必须由多方面做起： 

第一，从源头消除风险。 

第二，使用危害较低的替代方式。 

第三，透过工程控制的方法，隔离危害。 

接着，凭借行政管理，减少接触危害的机会。 

最后，对于剩余的风险，以穿着个人防护装备来处理。 

第四步曲是记录评估结果。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制定的安全施工方法是甚么呢？ 

第五，面对一些改变的环境， 

看看我们作出的风险评估有否需要作出复核， 

作出重新的修订。接着，我们从一些 

非房署工地发生的严重事故， 

我们看看，从事故中我们能学习到甚么， 

值得所有同业留意，避免在房委会工地内发生同类悲剧。 

从第一个事故中，一名安装钢筋的工友 

在棚架上的工作台工作。 

施工期间，工友需把存放在 

棚架上的材料及工具， 

移送到棚架的另一个位置。 



该名工友在棚架上移送材料时， 

因为失去平衡，从工作台的缺口堕下至地面， 

不幸身故。 

我们从这事故中可以作反思，是否有改进的地方呢？ 

承建商在工程策划阶段，有没有做好风险评估。 

包括识别危害、找出受影响的人士， 

并在分析及评估风险后，在选择风险处理措施时， 

优先考虑采用合适的建造方法， 

避免人体从高处堕下的风险， 

把风险降至最低，或者能否使用预制件 

减少高空工作的机会。 

第二，规划团队选择采用棚架作工台后， 

有没有制定搭建、检查和使用合符安全标准 

工作台有关的安全施工方法？ 

搭建棚架就要提供一个稳固的工作台， 

在工作台上要有适当的围栏和踢脚板。 

第三，施工方法有没有指定合资格人士， 

在使用前检查工作台？确保工作台安全。 

第四，承建商有没有向所有监督人员和 



工友提供适当的培训并作出定期监察 

使这些安全施的工方法得到落实。 

在第二个事故里，一名电气技工从梯子上堕下， 

该工友负责在一处天花板安装电线喉。 

在折梯上到达天花板后， 

因为失去平衡堕到地面。 

他的头部严重受创，随后不幸身故。 

在是次事故上承建商有没有做好风险评估， 

在选择控制风险措施时， 

有没有优先考虑合适的建筑方法， 

将人体从高处堕下的风险降至最低？ 

规划团队选择工作设备的时候，有否考虑 

这些设备是否能够减低人体从高处堕下机会， 

或者减少受伤的严重性呢？ 

第三，如果无法在地面进行安全的施工， 

承建商有没有提供合适工作台并配备护栏和踼脚板呢？ 

在图片上，有电动的工作台，有围栏的工作台， 

这些都是好的选择。 

在第三个事故里，吊运的铁架在吊运途中飞堕到地面。 



一个工地内，一位工友使用链吊索，这链吊索的安全操作负荷只有 1

吨， 

但他将重达两吨的金属架捆绑在一起。 

然后，从地面吊运到天台。 

在吊运途中，链吊索突然断裂，这些金属支架堕到地面， 

击中一名在地面工作的工友。 

事故中，其实这些链吊索，是没有经过检查及测试的。 

在这事件上，承建商在策划阶段，有没有做好风险评估呢？ 

识别出高处堕物的危害，和受影响的人士。 

评估风险，然后制定控制风险的措施。 

决定由谁人执行控制风险的措施呢? 

这风险措施的先后次序是怎样呢? 

当工作都做好以后，余下的风险可否 

由个人防护装备作为最后的防线来处理呢? 

 

第二， 规划团队制定的施工方法有没有 

指明链吊索须由合资格检验员定期测试及检验呢?  

以证明工具是在安全状态下被使用。 

第三，施工方法有没有指出吊运路线 



不应经过有人工作的地方， 

以确保其他工友远离吊运区呢？ 

第四，承建商有没有向安全吊运程序 

及捆绑方法涉及的监督人员和工友 

提供适当的培训并作出定期监察？ 

在第四宗事故中，一名电焊工触电身亡， 

一个下雨天，两位电焊工友被派到户外工作， 

把两条金属工字梁焊接在一起。 

其中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焊接时触电死亡。 

在这件事上，承建商在工作策划其间， 

有没有做好风险评估，识别出触电的危害呢？ 

在下雨天时，会不会有不可能接受的风险呢？ 

其实在下雨天时，最好在有盖室内进行电焊工作。 

规划团队制定安全施工方法的时候有没有提供 

保护、阻隔，或导电体 

以防止工友受到电击呢？施工方法有没有指明 

提供个人防护装备，避免接触工件？ 

并提供绝缘手套及地席或使用 110V 的手提焊接机。 

承建商有没有向监督人员和电焊工 



提供适当的培训并作出定期监督确保施工方法能够执行？ 

第五宗事故，一名升降机安装工友堕至升降机槽底。 

三名工友在一楼宇内安装一部升降机的钢䌫。 

其中一名工友徒手把钢䌫的一端从天台的机房 

放下到升降机槽底，另外两名工友 

分别站在 35 楼和 15 楼升降机槽内的铁棚架上， 

协助引导钢䌫下降。 

当钢䌫的下端接触到升降机槽底时， 

在 15 楼的工友便离开棚架。这一剎那， 

整条钢缆突然急速堕下， 

在 35 楼的工友被下堕的钢缆拖离棚架， 

并堕至升降机槽底身亡。 

其实，承建商在工程策划阶段。 

有没有做好风险评估? 

包括识别出钢䌫突然下堕的危险。 

建造方法有没有指明 

需要在升降机糟内设置适当的工作台给工友使用？ 

出入通道是否足够？ 

有否提供足够的安全防护网，以免物体下堕击伤工友？ 



规划团队制定施工方法时，有否指明需要 

机械工具来处理吊运的重物？ 

施工方法有没有指明为工友 

提供适当的全身式安全带及系穏物？ 

承建商有没有作出指导及定期监察各种施工方法的执行？ 

来一个总结，风险评估是一把开启安全的钥匙 

帮我们识别危害，制定一份全面安全的危害因素清单 

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影响、出现的可能性 

处理风险，以确保控制风险的优先次序 

然后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将风险消除或减至最低，避免意外。 

我们有个期望，希望业界能够仔细分析工作流程， 

找出令工友受伤的机会，落实预防措施， 

妥善处理风险，核实风险之后， 

以应付新的机械、物料、工序，所带来新的危害。 

全线提高警觉，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加强沟通、支持。把风险评估做好，提升工地安全。 

在业界，发生很多不幸事件， 

会否是安全系统出了问题呢？风险评估足够吗？ 

做好控制风险，防患于未然。 



 

风险评估做得好，工地安全可提高。 

安全从心出发，坐言起行。 

多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