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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讲者是 
金门建筑 –区域安全经理黄志文先生 
 
 
他的讲题是「拆除挖掘用的支架、防止工友从升降机槽口堕下、于移动机械附近

工作及火焰切割」  
 
***************************** 
多谢各位，这里有四个个案和大家讨论，在这四个个案里有些共通的原因或成因

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因为很多时这些意外不单止伤者，甚至乎死者，他们自己

的问题，而是影响到他们家人的问题，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短片，我们开始

第一个个案。这是在一个地基工地发生的(个案)，早上，如常地，我们的团队，

继续在工地上工作，当他们要吊运时，我们一般都会有讯号员及吊索工帮手安排，

当时这位有十五年经验的吊索工就站在这儿看位置，下面地牢就开始吊运对象上

来，当这个吊机和这个链板摆动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这个位置，当时这名死者就

在这个位置被尾舵摆盘夹住了，整个过程就是说当吊索工正在看位置的时候，他

意识不了有吊机摆盘的动作，他亦认为这个摆盘动作对他没有影响。所以他意识

不了这个危险，令到他被摆盘夹到。  
 
当然事后做了一些调查，调查得出的结果，我们这位有十五年经验的吊索工一直

以来都负责在这个地盘工作，而你看到这些围栏，我们叫做「死亡地带管理」，

都是由他负责监管并放置这些围栏，所以在此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理解到有些问

题，沟通上和个人上，他觉得自己是很有经验的管工/吊索员，所以令到他觉得

在进行这个工序上比较有信心，而令到他有疏忽或一些不小心。之后我们亦做了

些加强措施，除了在施工方案这些情况上面去监管之外，另外我们在吊机后面，

全部都指定一定要有闭路电视，有黄黑的警告贴。另外看看刚才这个位置，时常

他们都会在(吊机)下面的位置经过，从这个调查反映，在地盘内不止他，其他在

这工地工作的人都觉得这儿没有危险，所以会经常在这里经过。所以这些是意识

问题，大家需要去留意，不是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故就代表没有问题。 
  
 除了在这些硬件上面，我们在沟通上面，因为在工地会有很多对文件阅读较不

畅顺的人，所以我们会用图像，包括我们的施工方案都会用这些方式去解释给工

友及工地的前线人员知道， 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因为如你不以直

接的形式，说一就一，二就二的话，他们会不知道管理层的想法，所以用这种形

式，以红色围栏来告诉大家只要你看见红色围栏，你就不要轻易进入这个区域，

这个我们称之为死亡区域。  



至于放置物料的位置，我们不会用红色围栏。这个绝对是在沟通上面可以帮到前

线去知道他们应该要怎样做。因为时常管理层有些规矩和程序是要前线人员遵守

的，大都不太清晰，尤其是很多工地，公司有比较多项目，所以传讯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觉得用这个方式会比较有效。 
  
第二个个案就发生在一间正在建造的大学校园内，这个个案要留意甚么呢？就是

看他们一个师傅，一个有许多年经验的，他会怎样做，当我们进行意外调查时，

和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告诉我们他已问了不止一次提醒这位工友为什么他要用这

个方式去做，我一会会跟大家说。  
这个是一个建造中的大学工程，那天早上大约十时，这个工友是负责安装横梁架，

我们做完地基后起到大楼，然后建筑地牢，他就用风煤去切割这些工字，再吊它

下来，这里有个滑轮组架 ，这不是第一个工序，他已经切割了 64 条，然后就做

第 65 条，他是有另一个工友和他一起做的，他就负责拿风煤切割那些脚。我们

有一段短片可以比较清晰地显示给大家看整个发生过程，谢谢。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他们在模拟当时的情况，当时死者是站在这里入面，穿了入

去正在切割这条，你会见到这个有个滑轮组架扯着一个力在这一边，另外一条工

字。当它一甩的时候，切断下来，整条工字撞落他的头上，他当时好快叫了一声

便死了。 这个事故里我们看到当时和他一起工作的工友是在附近帮他手的，以

及这一个位置，这一种方式去扣住这个路障是第一次的，他要利用旁边的工字帮

助借力吊起滑轮, 之前那 64 条是很简单的，只是吊着两边，好像这边一样，将

它拉到墙靠着滑轮，切断那些脚，然后便可以拉起回滑轮组架，那么工字,便可

以放在地上。刚刚就是转了方式，你看到有个横向力把工字拉向这边，以及当刚

才我所讲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已问过他两次，「师兄，你做的方法好像不同

了」而这位师傅就回答他:「我自有分数的了」这是跟他一起工作的工友事后讲

出来的。所以在这宗事故之后，我们有少少做法就是，我们看到当一些工序是他

们惯常做的时候，如果他们有转变的时候，我们前线的管工是有需要与工友讨论

施工方法的。我们亦都觉得是在我们或其他公司比较弱的一环。所以我们在这方

面已改善及加强了，包括了几类，在这施工方案里， 
 
我们现在会用比较按部就班的方法用图像告诉前线有甚么要做，去到某些位你一

定要停，我们叫做 hold point，一定要停，所谓停就是你一定要循着 hold point
位入面要做些甚么，譬如搭架这个程序，如果由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你要开

始上架了，上架的时候你需要一些个人防护装备，有一些其他步骤你一定要做，

做了这个你才可以去第二个步骤，这些无论是工程师预备的施工方案，又或者前

线做工序的时候，我们会写明在风险评估里面。 
  



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DRA，即是动态风险评估，在这宗死亡事故之后，

我们加强了在工序上的管理，这个动态风险评估最主要是当前线每天早上或每一

个下午，他们必须到工地和前线员工一起去观察，不论环境上转变或工序上转变，

他只需要到那工地，和工人有交流，至少帮到工友在这个人机物法环各方面他们

有甚么可以改善。我举个例子，许多时在一些楼厂或一些其他的工地，会有很多

工作种类，而工种与工种之间，即是分判与分判之间，他们不会去整理或管理他

们工作的地方的，一定要大判去进行联络与管理，(决定)分判A还是分判B先做，

这个动态风险管理便可发挥功用了。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些工具或是任何合适

用的(工具)，让大家研究一下。在这个工地管理方面，我们会加多一个叫做「真

正危机检讨会」(Real Risk Review Meeting)， 这个会有别于一般工地安全委员会

或一些分判商会议，这个会议是利用一个至一个半小时，由工地的管理人与自己

团队进行，这个是绝对不需有分判商参与，纯粹是自己团队里面，譬如说我们有

五座大楼，座头的需要就是在这一个至一个半小时内，他们只需要看有没有需要

去改变一些施工方法或有没有东西阻碍他们，是一个沟通会议。  
 
那个工地管理人员就是坐下来听听团队成员有否遇到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便需

要开另一个会议去讨论，这个会最主要目的是想令到在计划上更加周详，因为我

们觉得，我们观察到很多事故，包括这几宗，如果我们在计划上做得好一点，有

许多问题可以避免到，这些事故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这个会议不需要分判商的参与呢？因为如果有分判商参与的话，会议会变

得冗长，因为前线与分判商都有很多问题的，但这个会议就是让我们自己团队真

真正正有机会了解将会有甚么活动，有甚么工序要在工地进行，真真正正设计了

或进行了这个计划，然后再跟分判商讨论施工方法，这两个最主要工具是在事故

之后讨论出来的，一直沿用到现在，效果亦不错。 
 
 
看下一宗案子，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几年前。星期日在商业大厦，在星期日、公众

假期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这宗事故里有一个工友，当日

他是帮手升高雨水台的，在升降机槽里，他当时站在升降机槽门口，不幸地因为

吊重装置做得不太好，或者甚至乎是设计有问题，令到整个绞盘脱离地面然后撞

到他身上，连人带绞盘一起推撞到升降机槽里，稍后会有图片给大家看。 
  
说说这事件的背景，星期日在监管的人数，我们前线的管工，甚至乎地盘的管理

层，在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依赖了分判商的监管， 他们是知道要升高雨水台

的，亦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动作，但当天当他们做的时候，在二十楼，这个工友是

负责，因为他当是一个讯号员, 一个讯号员看着位置，当雨水台在十四楼升上来

的时候，他是要通知这位控制绞盘，即是按控制器绞盘的工友，告诉他何时停何



时到位，那雨水台已升到上十九楼，但这个绞盘和滑轮，安装在墙这个，我们之

后看，他们是用了不合规格的爆炸螺丝，其实是要打四粒爆炸螺丝，但他们只是

打了两粒，导致整个吊运系统失败了。那当然，当这个绞盘，当这个滑轮，一起

松脱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设置他就站在这个位置，好明显地这个滑轮一拉，在

墙身掉了下来，就把他连人带绞盘扯离了地面，推了他进升降机糟。   
事后我们重看在星期日工作，其监管、施工方案及注册专业工程师如何检验这套

机器，这个吊重机系统成为了我们团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当然我想大家都明

白每一宗事故发生后，整个系统便会收紧，收紧系统后有很多不同意见和问题随

此而生，但如果将这些事件归纳做几类东西，我好想告诉大家，这个训练，即我

们经常说训练不足，要做多些训练，可以告诉大家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研究

公司过往三年比较严重的事故，我们得出的结果是，训练是很足够的，工友的训

练是足够的，而是他们很多时在，我们经常说的程序和设计方面，以及计划方面

是比较花较少时间。在刚才在大学发生的事故入面，那施工方案，我可以告诉大

家，是在出事当天的下午才批核的，很多时你看到六、七十页的施工方案都是用

来交给顾问及客人的，交完之后那文件便收进抽屉里，没甚么用。 
  
我想强调一点，如果想减少或制止这些事故的话，好需要我们，我们的安全从业

员，我们的前线，我们的项目经理，整个团队一起去制订一些东西，最直接就是

去工地和他们一起看看这个施工方案是否可行，现时很多我们的地盘项目都会是

有这些工序，我并不是太担心一些高危的工序，因为高危工序会有好多人监察着，

大家都明白的，会有好多人看着你，会检查得好紧，有关这个施工方案怎样做，

很多时就是一些固有或一些大家以为没甚么杀伤力的工序，那些就会出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些「真正危机检讨会」,甚么叫「真正危机」呢？真的是一

些比较高危的活动，例如早一阵子复活节假期，那些长假期，很多时我们公司的

月薪(员工)一定会请假，对不对，取三天假连放六天，但大家不要忘记建造业的

人手已经不足，譬如我刚才说五座大楼，第五座的座头放假，然后项目经理又叫

第四座的座头去监察第五座，第四座那个已经叫救命，都已经很繁忙了，你还因

为其他人放假要做更多工作，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对不对？你怎可以分身做那

么多工作，之后又依靠分判，分判的打理大家都明白，可能他一个人走遍全港九

新界的工地，当你打电话给他问他在哪里，他一定会说自己在另一个地盘，所以

大家要真真正正去面对那个问题才可解决到那个问题，正正就是我公司都正在面

对此困扰。 我不敢说是灵丹妙药，起码知道问题的症结，然后作出一些相应措

施。  
  
先不说太远，这宗事故我们看到在星期日(工作)的问题，星期日工作，当你在放

假的时候，不等于你真是放假，还有一班人在工地工作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星

期日及公众假期工作的程序上是比较严格，星期五一定要入纸，如果你需要星期



日工作，亦需要我们的董事签名作实才可以开工。 当然有没有问题发生呢？是

继续有问题发生的。这些事后找到绞盘，滑轮，这里我不多说了，明显地整个吊

运系统的设计都有问题，整个吊重机系统 的安装有问题，刚才我提及的爆炸螺

丝。  
 
这个个案发生在一个商场，一个商场进行装修，你听的时候会觉得很可笑，但真

的是发生了，很简单的，一个烧焊工，在下午进行气焊切割工序，他甚么都有做，

拿「热工纸」，开工前铺好防火毡，全都做好，因为在商场，客人都会要求你做

好保护措施，然后问题就来了，他连口罩都有戴，甚么都全做了，他连防火毡都

已淋湿，然后问题就来了，他把天拿水误以为是水，淋了在防火毡上，没错了应

该是有气味的吧？问题是他戴了口罩，他闻不到气味，这是真实个案来的，现在

他康复了，但是伤势还未好，他没有死，放心，这是二级烧伤。他工序上完全没

有做错的，问题就是在现场有一瓶天拿水，用了一个蒸馏水瓶装着，当他要淋湿

防火毡的时候，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就在现场看见这瓶水，他不理甚么，就把这

个瓶(天拿水)交给他，他亦都深信不移地把这樽东西淋在防火毡上，一开风煤的

时候就一闪，在这个浓度高的天拿水之下就抢火，你会看见他的衣服并没有烧得

很厉害，就是浓度太高出现抢火而令到他受到二级烧伤。 
  
那时候就是要用气焊去吹断这些角码，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案子就是想带出当你

或管工，我们现在通常都会有热工纸的，甚么烧焊，气焊，切割机都要，问题就

是那个出热工纸的人有没有真的到过现场看环境，才出热工纸，即相同于用梯要

出「梯纸」，对不对? 
  
一样而已，这个案子就是想和大家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当管工出热工纸时

他有没有到过现场视察环境，甚至乎他预早签发一大堆热工纸，你喜欢拿便拿吧，

安全主任问你就给他看吧，对不对？以及当我们去检查这些热工纸时，要先看环

境，才看热工纸，而不是有没有热工纸，有热工纸就是通行，这未必在现实生活

中时常会发生，但这个案子，就像刚才那位同业所说，刚巧所有元素碰在一起便

发生事故。事后我们检视现场以及问过拿气焊的那位工人的自述之后，得出的结

果原来有这样的问题。   
好了，很快地我们四个个案都和大家分享了，接着有一段短片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每半年都会有个反思会，这个反思会很简单，让大家停一停想一想，现

在这个短片是改编自我们的一个真实个案的，幸运地这位工友可以康复，但就不

论管工还是他自己的老板，都值得去想一想，如果再给他们做同样的工序，他们

会怎样做。  
 



这条短片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那当然我们找了一些演员去做这短片出来，里面

所说的分判商责任之外，工地的管理层以及有份参与工序的人都有责任的，我们

不应过分依赖分判商。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多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