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名：工程和物業管理安全研討會 

 

熒幕蓋字 工程和物業管理安全研討會 2020 

2020 年 11 月 2 日  

 

 旁白： 現在放映的是  2020 年 11 月 2 日 

「2020 年工程和物業管理安全研討會」的片段 

 

熒幕蓋字 中國建築(香港)有限公司 

安全環境部副總經理何志偉博士 

講題:「應用建築信息模擬(BIM) 

於水泉澳興建大跨度行人天橋的風險管理」 

 

旁白： 台上的講者是 

中國建築(香港)有限公司 

安全環保部副總經理何志偉博士 

他的講題是 

「應用建築信息模擬(BIM) 

於水泉澳興建大跨度行人天橋的風險管理」 

 

何博士： 各位來賓 

各位網上參與這個研討會的同業，大家好 

今日由我代表公司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幾年前完工的一個工程 

這工程是在水泉澳興建一個大跨度的行人天橋 

我們在施工策劃階段用了 BIM 來做安全管理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最主要有幾個部分 

簡介這工程的一些基本資料 

以及我們在施工策劃階段 

怎樣處理這個工程的一些高危項目 

怎樣做好安全施工的策劃 

由於時間關係 

這條橋在興建過程中的一個 BIM 動畫 

我節錄了一些跟大家分享 

這個工程已在幾年前順利完工 

跟大家分享這 BIM 的成效 

這個水泉澳邨二期是房屋署的工程項目 

有五棟住宅大樓興建 

樓高分別由 26 至 30 層，合共 3459 個單位 



包括興建一條大跨度的行人天橋 

連接水泉澳商場與水泉坳街 

就是現在沙田圍港鐵站隔壁的地方 

而這條行人天橋的施工內容，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天橋的主體結構是由兩條對稱傾斜的 

拱形鋼管承托着一條山頂通往升降機塔樓的 

一個鋼結構組成 

升降機塔樓總共有 15 層高，大約 55 米 

是由 53 支工字樁承托住 

這個工程是總共耗用了 2400 公噸的鋼材 

而永久的及臨時的結構是各佔大約 50%左右 

這個工程的工期是大約兩年 

在三年多前 2017 年的第二季順利竣工 

大家看到左邊的圖可以見到 

天橋的升降機塔樓是在哪裡興建的？ 

其實是在一個很狹窄的雙線雙程的行車路 

及在一條受保護的天然溪澗之間的 

而這條行人天橋的主體是跨越了 

一條天然溪澗及一個很斜的山坡 

所以種種的環境因素 

令這個工程的施工複雜性大大提高了 

這張圖讓大家看到這橋的基本結構的簡述 

有 14 段拱形結構的部件 

整條行人天橋是一個主體結構 

而這些永久的連接杆，是由拱形結構伸延 

用來支撐著整條橋的主體 

當中也有一些樁柱及一些臨時工程 

包括在山頂那邊有 12 支臨時拉力樁柱 

是用作承托行人天橋的主體 

而在塔樓底也有 9 支臨時的工字樁 

用來支撐這個臨時的鋼塔樓 

這裡大家看到有個臨時的鐵台最主要是用來 

設置起重機及擺放物料 

而大家可以看到綠色這裡有臨時的鋼塔工作台 

 

這個工作台最主要是用來做拱形結構的焊接 

及後階段做一些裝修工序 

另外，在這個位有一個可以調較的鋼輪 

連接部件是用來做微調時使用的 



整條行人天橋的建造工程項目 

總括來說，所涉及到的安全風險 

也正切合我們這個研討會的主題 

有吊運的安全風險 

有運送臨時及永久結構材料的工序 

有高空工作，有安裝、裝修及一些檢查的工序 

 

有物料下墮的風險 

下面是一條行車路 

而當中會涉及一些臨時或永久的構件或物料 

工人的工具亦會有下墮的風險 

而其他的風險，涵蓋在整個施工的過程之中 

有觸電的風險、火警的風險、體力處理的風險 

由於施工環境狹窄，工人有撞倒、絆倒的風險 

也有其他的一些風險 

運輸材料進出工地有機會影響到周邊的公眾 

以上是風險的概述 

而在這個工程的施工策劃階段 

當時的施工團隊利用了 BIM 來優化安全管理工作 

包括有幾點 

第一，就是在工程策劃階段 

引入了 BIM 讓施工團隊在策劃時清晰掌握到 

興建這條橋的過程中對周邊的環境 

一些工序及一些時序的關係 

以及可以在施工策劃流程中，有效地確定 

關鍵工序的重點，制定相關的緊急應變安排 

 

另外，引用 BIM 可以更加有效 

進行綜合性危害識別及風險評估 

也有助制定一些針對性的風險管制措施 

及安全施工計劃 

另外最大用途 

就是在施工前可以協調到安全和施工的關係 

讓項目團隊知道在哪個合適的時間 

設置一些防護措施如工作台、 

護欄、安全進出通道、防墮措施等 

也有助項目團隊知道哪些是施工重點環節 

要做好檢查工作，從而提升監管成效 

BIM 也讓工地看到整個施工形勢將會是怎樣 



從而揀選一些合適的機械 

可以透過 BIM，讓工地揀選合適的起重機械 

也可以模擬這個機械將來在施工運作中 

坐機的位置或吊運的路徑會是怎樣安排 

及可以看到物料的運送 

在培訓方面，可以讓項目團隊利用 3D 動畫 

模擬出整個工序流程及相關工作安排 

逐步解釋給工人知道 

讓工人更加明白當中一些安全措施的執行要求 

利用 3D 動畫的模擬 

可以讓工地的團隊在不同的階段 

針對性的培訓安排給不同的專業人員 

讓同一工種的人員獲得一個最合適的安全培訓 

這裡也跟大家簡述一下 

這個工程在安全管理方面也有一些亮點 

這個工地有制定及推行一個吊運安全計劃 

也委任一些吊運人員 

包括吊運訊號員、吊運監督員、起重機操作員 

被委任吊運訊號員的資格要符合我們公司在培訓上的要求 

工地的安全部及吊運監督員 

也會每個月在實地跟這些被委任的吊運訊號員 

做一個實地評估，看看他們有否一些不好的習慣 

一個吊運訊號員在現場的操作 

是否真的可以滿足我們公司的要求 

我們會做這個工作的，剛才都有提到 

我們會用 BIM 的動畫來做一個培訓 

另外，我們也會用到例如圖中這個吊運卡 

讓吊運訊號員、吊運監督員清楚知道 

某一個負重用某一個吊具，當中的㚒角是多少 

又可以讓他們知道安全負重實際是多少 

從而可以改善或提升他們監管的便利 

另外，工地一些基本工作 

有做施工方案的培訓，風險評估的培訓 

一些吊具的檢查表，工作安排記錄 

務求我們整個工程的施工做到責任到人到 

在現場的監管檢查方面 

我們的項目團隊每一日都有在開工前 

對工友做好安全的培訓 

另外，我們公司的機械部 



每個月會為工地使用的起重機做一個安全檢查 

另外，我們都會在一些關鍵的吊運位置 

安排一個吊運監督員去站崗 

他是負責去監督吊運訊號員的操作 

另外在緊急應變計劃方面，我們有制定一些緊急應變措施 

其中包括安排管工每日看看天氣及風速 

從而決定當日是否會開展吊運工序 

這裡有些例子讓大家看看 

我們工地當時按著一些工作台的設計 

引入 BIM，模擬斜拱橋需要焊接位置的細節 

更加可以讓工地有效地設計這些合適的工作台 

及安全的進出通道 

另外，這個例子也可以讓大家看到 

一個拱形結構天橋的安裝 

工地也做了一個安排 

是可以提升吊運及高空工作的安全管理 

這個動畫就是說當導樑架設完成之後 

在導樑上面搭建一個臨時工作台 

接著，利用這個 250 噸的大型起重機 

逐步分段組裝這個拱橋結構的部份 

完成第一部份之後就整個分段推出去 

接著就是重複架接一個臨時工作台 

再組裝第二段再推出去，這樣來完成接駁 

這個例子是讓大家看到安裝天橋主體的結構 

工地利用了一部 250 噸大型起重機來吊運一段橋身組件 

在導樑那裡進行組裝，推出第一個橋身組件 

吊運第二段的橋身組件在導梁上 

再接著組裝第一及第二段的橋身組件 

再推出去，再吊第三段埋位再裝，如此類推 

而在這個橋身主體結構的焊接 

所有接口是用半自動焊方法進行的 

這裡也看到在橋身裝修工序方面 

在橋身的底部搭了一個混合的吊棚 

考慮到承重的因素，也鋪了一個密網墊底 

再用一個厚木板來妥善覆蓋著 

而這個主結構及所有工作位置 

這個竹棚架和雙棚架是用雙棚網妥善覆蓋的 

另外現場會安排一個竹棚架的合資格人士 

全職在工地去搭建整個竹棚架 



而我們要求這個合資格人士 

每一周會對竹棚做一個檢查及簽表格 5 

好了，時間關係這裡做少少總結 

在整個大約兩年的施工期 

整個建造工程項目，實現零事故、零檢控 

在質量方面，也可以做到上下拱橋的無縫接駁 

這是很高難度的 

而誤差可以少於合約要求的 20 毫米 

整個施工期間在工地的努力下對公眾的影響減到最少 

 

我簡單的分享就是這些，謝謝 

 

旁白：  謝謝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