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FREEWAY BUREAU ., S.R.B.O 主講人：岡山工務段副段⾧ 宋政霖代

作業場所科技減災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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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跨域治理加強企業源頭防災責任

強化高風險作業管理機制

加強監督檢查效能

擴大宣導、輔導量能

目標112年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較111年降低10%

112年職場安全衛生減災重點策略

促進職場安全衛生，持續降低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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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重大職災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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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營造檢查科張志銘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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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作業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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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得 認 清 身 處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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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鄉道；
市區道路養護

快速道路、
省道養護養護工程工程類型

工區條件

按計畫分段施工按計畫分段施工半封閉，工區時常變換工地型式

8時-18時，時間充裕8時-18時，時間充裕22時-06時，前置耗時，工時短促施工時段

單、雙向全封閉單、雙向全封閉短期封閉部分車道交維方式

30 km/h30 km/h70~90 Km/h工區限速

調撥對向車道調撥車道或橋下道路無法改道，僅能變換車道改道方式

號誌+封閉，較為安全號誌+封閉，較為安全易誤闖工區，造成追、擦撞外在風險

低速擦撞、碰撞低速擦撞、碰撞人員機具固定，狀況單純內在風險

可實現完全區隔可實現完全區隔僅1線（交通錐帶）之隔外在風險阻絕

直線化作業分工，避免工序重疊內在風險阻絕

新(改)建工程
實施完全封閉

0-24時，可分批或固定時段施工

無涉車道封閉，或採⾧期改道

10~30 Km/h

藉由⾧期改道與工區完全隔絕

僅出入口管制處聯外，相對單純

改良物從無到有，情勢多變

全阻式圍籬或其他完全封閉手段

工項繁瑣，需各項作業主管監督

養工、新工比㇐比（以國道工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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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必要條件，堅強的團隊陣容

安衛管理師

職安人員
危評人員

專業技師

安全第㇐



營造精進減災

提升輔
導改善
機制

推動自
主管理
機制

落實防
災教育
訓練

運用科
技減災
運用科
技減災
運用科
技減災

1.推廣源頭安全營造四化
2.建置監造單位現場檢查督導系統
3.發展表單及程序輔導平台
4.加強區域性中小型工地輔導

1.推動營造工地自主管理
機制
2.提升營造工程水準輔導
3.推廣營造安衛管理系統
4.工程金安獎獎勵

1.推廣臺灣職安卡教育訓練
2.宣導5條2事前風險評估
3.提升營造檢查員專業技能

1.建置XR多體感場域
2.開發AI危害自動辨識技術
3.推廣物聯網IoT防災工具
4.引進BIM事前評估機制

加強監
督檢查

健全法
規制度

整合跨
機關資
源

擴大宣
導行銷
量能

擴大宣
導行銷
量能

擴大宣
導行銷
量能

1.勤查嚴罰
2.增加檢查量次
3.高風險工程優先檢查

1.強化源頭管理法規
2.研修跨部會防災法規
3.發展風險評估及施工
安全設計技術指引
4.訂定檢查注意事項

1.提供檢查機構宣導輔導經費
2.與營造相關團體共同宣導
3.強化營造業安衛促進團體效能
4.建置提升營造水準技術網站

檢查
1.部會國公營平台減災
2.跨部會聯合檢查
3.跨機關合作及安全伙伴
4.區域聯防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營造檢查科張志銘科⾧ 9



藉由精進設備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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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局國道10號2K+423~7K+979高雄環線高架(二)橋結構補強工程本分局及所屬標案全面採用

改良型施工架延伸設備改良主動式LED反光背心



運用科技減災

科技
減災

XR實景體驗：安全且擬真的方式演練，讓使
用者感同身受，增加人員學習成效。

AI危害辨識：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安全設備及
措施，結合CCTV做為施工危害自動化辨識
及警示。

IOT物聯網：管理人員進場及動線、機具開
關及動線與物料管理。

BIM危害評估：以建築資訊模型3D視覺化分
析及溝通，施工規劃前從事現場危害評估

UAV巡查檢測：運用遙控無人機制高點的優
勢，進行工區巡查，結合各種科技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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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交通維持佈設

平面配置佈設 動態模擬佈設

 藉由XR實景體驗之交維佈設，施工前之教育訓練,佈設完之抽查,
以用路人視角,確保整體工區之安全。

X R 實 景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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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人工智慧自動化危害辨識

辨識出明確錯誤

辨識結果不明確

整 合型 系 統
現 場主 管

危險通報

邊 緣運 算 裝 置

CCTV NVR
CCTV專用資料傳輸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營造檢查科張志銘科⾧ 13



AI危害辨識，維護營運兼顧

國道１號
服務殘值(Y)

<0
0~0.5
0.5~1
1~2
2~3
3~4
4~5
5~6
>6

外肩
N3
N2
N1

S1
S2
S3
外肩

計畫整修改善
改列觀察路段

原計畫未提列
改列整修改善 風險管控

最
近
㇐
年
強
度
走
勢

已低於或
逼近維護門檻

尚未到達
維護門檻

維護履歷結合科技檢測分析，藉由精確掌控維護
時機，風險管控，縮短維護工時。

藉由航拍攝影檢核作業動線是否衝突

11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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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國 道

結合車牌辨識、動態載重偵測儀，
獲取車輛資料庫，達到智慧篩選、
快速過磅。

藉由動態地磅建置之重車大數據
資料庫，為國道維護實現安全管
理科技化之基礎。

AI重車管理(1)，智能篩選遏止超載危害

S111
0.84

U21
0.76

F11X
1.55

U12
1.35

U11
1.89

U22
2.52

S121
3.10

S123
3.29

F12X

4.97

S122

5.01
F22X

9.44
S113

15.63

S112
4.73

重車佔比最高

小車影響甚微

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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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重車管理(2)，即時傳輸有效取締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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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重車管理(3)，智慧篩選2.0-源頭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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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管理願景，三方合圍之勢-實現重車管理

岡山主線篩選式動態地磅

國10橋梁應變計測重系統

高雄端磅片式 動態地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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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物聯網：滾動式工區人員進離場管制

接收主機

利用無線射頻技術進行人員管控

MQTT

雲端檢視介面

管控施工人員
區隔施工區域
掌握施工動態

工地主任

操作手

鋪築工

操作手

操作手
鋪築工

鋪築工

交維工

科 技 控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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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IoT物聯網人機物管理

起重機工
作半徑警
示

起重設備使用中
請注意 !!!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營造檢查科張志銘科⾧ 20



BIM建立環路線圈刨鋪衝突警示

藉由BIM建立環路線圈刨鋪衝突警示，通報交控中心該路段環路線圈將暫
時失去功能,需改由其他路段了解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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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能力審查核可 民航局活動申請許可

施工安全查證影像

交維布設查證影像 111.04.12

取得許可使用UAV

 缺失即行改正，確保工區安全。
 機關監造廠商操作均依法申請活動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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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熱成像 - 複核鋪面工程各階段作業溫度

輔導夥伴取得無人機操作證投入國道維護工作

高公局無人機檢測，守護用路人安全

培訓夥伴，擴充UAV應用，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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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地圖應用：人員管制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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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Google Earth繪製施工交維區

人員動態㇐覽無遺

動態可隨時
截圖上傳群組



全景相機應用：回頭檢核漏網之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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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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