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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機械設備為一具產品的加工機構，當動力輸入後、
藉由自動運轉或人員操作及監視下，物料或工件經
滾輾、切割、衝壓、截剪、壓擠等動作，使原物料
產生新的形狀或特性。

•機械傷害是工業傷害的起源，機械傷害也是日常生
活中容易發生事件，如割傷、切傷、壓傷、夾傷等。
機械設備缺陷造成的傷害，從未間斷，其發生情節
亦大多類似或完全相同。



壹、前 言(續)

•從當事人的無奈宿命論，顯示提供機具設備
者並未善盡社會責任、管理者的鬆懈、操作
人員的輕忽以及法令不足等因素所造成。面
對此一情況，顯示經營者對保護勞工安全之
責，

•存在甚大檢討改善空間，如何防止災害，保
障勞工安全，乃為眾人應面對之問題，必須
速謀對策。



死亡職災類型(機械製造修配業)

捲夾 28%

機械職災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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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夾 75%

機械製造業失能職災類型

7



9158
8647

5775
5339

2172

1547 1418 1231
997

763
527

255 156 153 130 84 63 52 3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被
夾
被
捲

被
刺
割
擦
傷

墜
落
滾
落

跌
落

物
體
飛
落

被
撞

其
他

與
高
溫
低
溫
之
接
觸

不
當
動
作

物
體
倒
塌
崩
塌

衝
撞

與
有
害
物
等
之
接
觸

感
電

無
法
歸
類

爆
炸

踩
踏

物
體
破
裂

火
災

溺
斃

件

次

機械職業傷病職災類型

8



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5項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
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
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職業災害種類：
墜落滾落、物體飛落、感電、崩塌倒塌、被夾被捲、被撞、被切
割傷、爆炸、溺水、交通事故、與有害物接觸



職 業 災 害 說 明

就業場所之設備
設施物料與物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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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工作者

起因 對象 結果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五項



機械安全防護目的

（一）保護人員安全
人皆有其獨立之性格與權力，不容遭到非法無理之
侵害，此種侵害包括來自機械設備、機械設備所有
人或負責人。
（二）維護正常作業
一旦機械設備發生事故，均會導致部份或全部的作
業無法進行。
（三）減少財產損失
維護機械安全可以減少因事故造成之經濟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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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捲入案例

•某工場在機械加工作業發生手
套被鑽床捲入，罹災者在戴用
棉紗手套操作鑽床，因鑽頭將
手套捲入後連同手指被捲傷，
手指筋骨斷裂。
•事故原因：
•鑽床未加安全防護
•穿戴棉紗手套操作鑽床。



從事車床作業發生被勒斃致死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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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切腹機作業左手食指丶中指丶無名指及小指之遠位、中端指
節遭夾截斷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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銑床-意外案例



攪拌機捲衣 勒死老闆娘 

彰化縣北斗鎮昨傳出婦人被捲入攪拌機窒息死亡意外，傳承三代肉圓老店
「北斗肉圓火」的楊姓老闆娘，一早在廚房操作機器攪拌番薯粉時，疑因
穿著的衣服不慎被攪拌棒捲入，結果左半身遭衣服緊緊纏繞勒住，半小時
後才被送豬肉的小販發現窒息不治死亡。



攪肉機-意外案例

• 北縣新莊一家麵包工廠，下午發生意外，楊姓男子把鹹蛋黃送進絞肉機裡，疑
似直接用手推入，沒有用輔助器，導致左手被絞肉機卡住，連人帶機器被送往
急診室急救，但由於傷勢過重，可能面臨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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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鋸-意外案例

• 使用傾心圓盤鋸進行切割作業時，未使用推桿且將安全防護罩掀開，致割斷及
割傷右手拇指及食指。

• 事故檢討：

• 現場無專職教職員督導

• 未提供推桿

• 安全防護罩未加設防止任意掀開裝置

• 將傾心圓盤鋸之安全防護罩掀開且未使用推桿

• 改善對策：

• 加強管理工作

• 將安全防護罩上鎖

• 提供推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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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機職業災害案例



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災害原因:

1.維修保養時,被夾於貨叉,桅桿或輪胎之間.

2.工作人員要調整貨叉上之貨物,未先將堆高機熄火或下車

             到堆高機前方調整,直接站在駕駛台前儀表板旁之車架處

             調整,當回駕駛座時,不慎誤觸桅桿操作桿,致桅杆後傾,造

             成其頭部或胸部被夾於桅桿與頂篷之間.

堆高機職業災害案例



防止對策
1.裝載在拖板的貨物,要確認安全及確定裝好,千萬不可
使人員扶持貨物行進.

2.堆高機操作除駕駛員外,嚴禁搭載人員.

3.嚴禁人員進入堆高機貨叉及夾具之下方.       



◎常見機械運動及動作種類 

   (一)轉動、直線(含往復)運動(基本運動)

   (二)動作捲入點

   (三)切割動作

   (四)擠夾、衝擊

   (五)衝、截、彎等動作

   (六)高速迴轉體引起之飛擊動作

二、機械之危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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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往復及直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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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作捲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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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割動作

•切割動作係由於機器的直線及轉動等動作去掉物料所產生，此項動作

的危害多在切割時的「工作點」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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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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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擠夾、衝擊直線來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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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衝、截、彎等動作

•此項動作係由於動力操作的撞鎚、柱棒，或刃片而形成，其危險在
當物料進入、進行或退出「工作點」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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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截、彎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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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職安6-1

雇主對下列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

 ……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 

1.違反6-1，致發生死亡災害者→處3Y / 科30萬元↓罰金 (職安40)
 2.違反6-1，致3人以上罹災之災害者→處1Y / 科18萬元↓罰金 (職安41)
 2.違反6-1 →罰 3-30萬 罰鍰 (職安43)

罰則

處罰雇主 末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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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責任職安法5-2 

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者預防職災之一般責任

職安法第5條第2項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
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
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在源頭
(設計 製造或進口)

即控制風險
源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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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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動帶、皮帶輪、轉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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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機



機械安全防護



感應式安全裝置



機械、設備或器具源頭管理

職安法 第七條第一項
   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其構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輸入、租賃、供應或設
置。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者(非符合安全標準者)，處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停止輸入、產製、製造
或供應；屆期不停止者，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產品(非符合安全標準者)，得沒入、
銷燬或採取其他必要措施，其執行所需之費用，由行為人負
擔。

罰則(第44條第2項/第5項)

處罰雇主及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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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或器具源頭管理

源頭宣告產品符合安全標(符合登錄制):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合前項安全標準者，應於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錄，並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品明顯處張貼安全
標示，以供識別。但屬於公告列入型式驗證之產品，應依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未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登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並得按次處罰。

◇未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標示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令限期回收或改正。

◇未依前項規定限期回收或改正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罰 則(第4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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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  
職安細則12/設施規則41 

源
頭
管
理

1.動力衝剪機械
2.手推刨床
3.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4.動力堆高機
5.研磨機
6.研磨輪
7.防爆電氣設備
8.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9.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
10.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

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11.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張
貼
安
全
標
示

申
報
網
站
登
錄

符
合
安
全
標
準

(職安法7-1/7-3)

應符合『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者:(設則41)

製造者
輸入者

處罰雇主及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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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或器具源頭管理

指定之
機械
設備
器具

自我宣告
符合安全標準

製造者
輸入者

登錄
網站

取得
安全標示

流通
使用

公告列入
機械
設備
器具

驗證
機構製造者

輸入者
…

型式
驗證合格

流通
使用

張貼
合格標章

申請

職安法第7條

職安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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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遮斷裝置:(包括:開關、離合器、移帶裝置)

1.每一具機械應分開設置開關、離合器、移帶
裝置等動力遮斷裝置。(勿共用)

2.動力遮斷裝置應置於從事作業之勞工無須離開
    其工作崗位即可操作之場所。(位置)

3.應有易於操作，且不因意外原因(接觸、振動)
致使機械驟然開動之性能。(埋入型)

1.動力遮斷裝置設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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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災害擴大之裝置

-原動機、動力轉動機械、動力傳動裝置，其具有顯
著危險者，應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

-設於適當位置，以便災害發生之際，可立即使用，
停止機械運轉。(各作業面)

-具遮斷動力+制動功能

-有明顯標示(文字標示+紅色)

2.緊急制動裝置設則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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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停止裝置安全標準21

衝壓機械緊急停止裝置之動作用按鈕，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紅色且為凸出型。
 二、設置於各操作區。
 三、有側壁之直臂式衝壓機械及其他類似機型，  
     分別設置於該側壁之正面及背面處。

-明顯標示
-具制動功能標 
標準-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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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動帶之防護設則49 

雇主對於傳動帶，應依下列規定裝設防護物： 

一、離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
    而有接觸危險者，應裝置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二、幅寬20cm以上，速度550m/min以上，兩軸間距離3m以
上之架空傳動帶週邊下方，有勞工工作或通行之各段，
應裝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周邊下方防護) 

三、穿過樓層之傳動帶，於穿過之洞口應設適當之圍柵
    或護網。(穿層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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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傳動轉軸防護裝置(圍柵或護網/跨橋)

-離地二公尺以內之轉軸，應有適當圍柵、護蓋、
護網或套管。

-勞工於通行時必須跨越轉軸者，應於跨越部分裝置
適當之跨橋或掩蓋。

動力傳動軸防護裝置設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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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鎖、標示設則57 

上鎖、標示:(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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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他人誤起動或誤送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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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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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之掃除、上油、修理或調整設57

1.基本原則:停機+LO+TO
  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
  虞者，應停止運轉及送料。

殘壓危害控制:
  機械停止運轉時，有液壓、氣壓或真空蓄能等殘壓引起
  之危險者，應採釋壓、關斷或阻隔等適當設備或措施。

2.必須在運轉中施行掃除者:隔離危險 遠離危險
應設置護罩、護圍或使用足夠長度之作業用具。

3.停機有困難，且無法設置護罩或護圍者:
  應設置具有安全機能設計之裝置，或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及
  書面確認作業方式之安全性，並指派現場主管在場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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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機之危害與控制措施設62

◇對於研磨機之使用，應依下列規定： 
一、研磨輪應採用經速率試驗合格且有明確記載最高使用周
    速度者。 
二、規定研磨機之使用不得超過規定最高使用周速度。 
三、規定研磨輪使用，除該研磨輪為側用外，不得使用側面。 
四、規定研磨輪使用，應於每日作業開始前試轉一分鐘以上，
    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驗有無裂痕，並在防護罩下試轉三
    分鐘以上。
 
◇前項第一款之速率試驗，應按最高使用周速度增加百分之
  五十為之。直徑不滿十公分之研磨輪得免予速率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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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離心機械，應裝置覆蓋及連鎖裝置。

6.各種危害源之防護簡介

離心機械設則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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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機械、自動化機械設則58 

■用於CNC機械、自動化機械(設58)

 ■常配合安全護圍使用

 ■具安全連鎖功能

CNC機械、自動化機械應設具有連鎖功能之安全門

6.各種危害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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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種危害源的防護

◇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傳動輪、傳動
  帶、鋼纜之捲筒作業、直立式車床、多角車床等突
  出、旋轉部分應設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設43)

◇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
  應明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設56) 

旋轉部分、選轉刃具作業設則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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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用之圓盤鋸，應設置鋸齒接觸預防裝置。(設61)
                     (另需設反撥預防裝置) (標準)

6.各種危害源的防護

圓盤鋸設則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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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捲入點之滾軋機、滾輾機:

-紙、布、金屬箔之滾軋機:護圍、導輪(設78)

    -橡膠、合成樹酯之滾輾機：緊急制動裝置(設79)



◇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應設置安全門、
雙手操作式起動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設82)

6.各種危害源的防護設則82 

射出成型機設則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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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紗梭之織機，應裝置導梭。(設80)

◇引線機之引線滑車或撚線機之籠車，應設護罩、
護圍等設備。(設81)

◇棉紡機之高速迴轉部應設護罩、護蓋或護圍(設63)

◇粉碎機及混合機之開口部分應有覆蓋、護圍、高度

在90公分以上之圍柵等。 (設76)

6.各種危害源的防護

紡織機械及其他設則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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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切割夾捲事故種類
• 一般作業場所常見的機械傷害，大概可分為「刺割傷害」、「磨擦傷害」、
「夾壓傷害」、「剪切傷害」、「撞擊傷害」及「肌肉扭傷」等，茲分述
如下：

•一、刺割傷害
• 係指尖銳或鋒利的刀具及物料對人體所造成的傷害。輕微的割傷或刺傷
可能僅傷及皮膚或肌肉的表層，嚴重的話則可能傷及人體的內臟與骨骼，
導致死亡或殘廢。

•二、磨擦傷害
• 人體與轉動中的機件或物料接觸時，常會造成皮膚的磨擦傷害，
在機械工廠中操作砂輪研磨機容易發生磨擦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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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夾壓傷害
• 當身體的任何部位被夾軋在兩個運動物體之間，
該部位受到夾壓而造成傷害。常見的夾壓傷害如
手被轉動中的齒輪或皮帶夾傷，將工件放進衝壓
成型機加工時手指被夾壓受傷等。嚴重的夾壓傷
害不但會造成殘廢，也可能會因傷重而導致死亡。

•四、剪切傷害
• 操作切割機械如動力裁紙機、衝剪機等，若操作不當或
疏忽的話，會導致身體某些部位受到剪切傷害。機械的
剪切傷害經常會造成手部的殘廢。

•五、撞擊傷害
• 當身體受到重物的撞擊，可能會造成內臟受傷或骨頭裂
碎的傷害，嚴重的話會導致殘廢或死亡。常見的意外如
堆高機將人員撞傷、機件往復運動時突出部位撞及旁邊
經過的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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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肌肉扭傷
• 機械操作人員在瞬間舉起或扳動某一機件時，常因估計
錯誤而用力過度，導致肌肉扭傷或關節移位。

• 由以上各點可知，機械傷害輕則需要休息相當時日才能
恢復工作，嚴重者會導致殘廢或死亡。此外，機械設備
若因未做好安全防護而經常發生傷害，不但對操作者造
成心理威脅，而且也會影響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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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發生危害的部位

• 一般而言，機械對人體造成傷害的部位，主要發生在機
械的「操作點」、「動力傳動裝置」及「移動機件」等
地方。現分述如下：

•一、操作點
• 大多數的機械傷害都是發生在「操作點」。操作點又稱
「工作點」，係指機械對工件加工的接觸部位，如圖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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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力傳動裝置

•凡將動力傳至機械各部分以完成整個動作的各
種機件，都屬於動力傳動裝置，如傳動輪、齒
輪、鏈條、皮帶、連桿、聯軸器等。這些旋轉
或相對運動的機件，均會形成捲入點，極容易
夾進寬鬆的衣物或其他配件，而造成人體的傷
害。一般機械的捲入點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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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動機件

•有些機件或機台在進行工件加工時，必須以機件本身之「旋
轉」，「往復」動作才能達成，像一些刨床作業或機械手臂的
抓取作業便是其中的例子。這些進行間歇性運動的機件最為危
險，因為當它們停止不動時，常常會使操作人員忽略了它的活
動範圍而發生撞擊傷害。

68



• 此外，堆高機為了能於狹窄的空間內對貨物進行抬舉、搬運、堆
疊等作業，因此在駕駛操控上不但可作原地360度之「轉向」，
亦可從原來的「前進」狀態中，瞬間停止後改為「後退」倒車；
具備如此快速的「旋轉」，「往復」操控性能，使堆高機於作業
時，常常對誤入作業範圍的人員造成撞擊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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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防護

•一、機械安全設計

•二、機械安全護罩

•三、機械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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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防護

•一、機械安全設計

•機械設計人員於設計機械時，應在設計上賦予
機械本身相當之安全性，以避免使用者再為機
械之危險部位加裝安全防護或措施；這種從工
程面去著手改善機械的安全觀念，是最基本的
安全防護設計，亦稱為「本質安全設計」。

•二、機械安全護罩

•所謂「安全護罩」，係指防止人體與機械危害
的部位或危險地區直接接觸而設置的各種障礙
物，如護欄、柵門和各類提醒注意的障礙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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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械安全裝置
• 利用感測裝置、機械原理、自動進出料等裝置，來確保機械的安全，這
些裝置稱為安全裝置。安全裝置之作用原理如下：

• 1.當人體的任何部分進入危險區或機械電氣失效時，感應式的安全裝
置可控制機械使其無法操作或立即自動停止。

• 2.機械式安全裝置的作用在於限制人體的任何部位進入危險區，或將
已進入危險區的身體部位迅速撥開或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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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自動進出料等方法取代人工進料，以避免人體的任何部分有
進入危險區域的情形發生。

• 雖然不同的機械設備會使用不同的安全防護措施，但一般常見的防護方法
大致可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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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同的機械設備會使用不同的安全防護措施，
但一般常見的防護方法大致可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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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事故原因
一、不安全的環境

(一)機械安全設定不良。
(二)工作地點照明不良。
(三)工作地點部分整潔。
(四)機械保養或調整不當。
(五)工作位置壅擠。

二、不安全的動作行為
(一)操作人員訓練不足未使用安

                           全防護工具及安全防護具。
(二)操作人員未用鉗、鋏等工具

                            ，手直接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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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適當的速度操作機器。
      (四)使用無效的安全裝置機器。
      (五)修理轉動中的機械。
三、另對於引起機械危害的基本原因如主
        管或領班監督不周等亦為不可忽視的
         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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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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雇主對車床、滾齒機械等之高度，超過從事
作業勞工之身高時，應設置供勞工能安全使
用，且為適當高度之工作台。

雇主應禁止勞工攀登運轉中之立式車床、龍
門刨床等之床台。但置有緊急制動裝置使搭
乘於床台或配置於操作盤之勞工能立即停止
機器運轉者，不在此限。



機械事故防護方法
 

   一、護罩法:在人員與機械危害物件之間，設  
           置靜態之材料(其形狀如板狀、蓋狀、離
           狀、網狀、欄杆------)形成不可逾越之空  
           間，以隔離危害傳遞之方法。
        (一)固定式 : 以護罩等材料將機器之加工點
               或危害部分四周予以封閉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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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護罩

• 安全護罩或護圍的使用，主要是蓋住機械設備的危險部
位，以防止人體進入機械危險部位而發生接觸傷害。安
全護罩的型式如圖。

                         不同型式之防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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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式:以護罩等材料將機器之加工點或
危害部分之前端側予以隔離做法。此種
形式可依加工料件或衝壓加工模具之大
小而配合調整防護裝置之隔離未置範圍
，一旦位置調整妥後既不得隨意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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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連)鎖法:護罩法無法使用時次一考慮之使用
方法。其防護之原理為防護裝置未
裝上或取下或連鎖之功能失效時，
機器應不能產生動力。

(一)機械式連鎖:以裝置(如彈簧控制，油壓管
                 路 控制油壓壓力連桿)之「開」「關」動
                 作，可控制機器之離合器或油壓之壓力；
                 而達到控制器動力「開」「關」之傳輸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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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氣式連鎖:以防護裝置之「開」「閉」動作
(如左、右、上、下等動作)而可使機器之電力
迴路形成「切斷」「供電」之設置，達到控制
機器動力傳輸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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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障礙式連鎖；當操作者身體之任何部分只
要與所設置之防護障礙接觸時，機器之動
力會立既停止，以免傷害人員之做法。其
形狀可為一根棒，一根線----等類事物可以
機械式連鎖或電器式連鎖，達到控制機器
煞車系統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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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電式聯鎖:當操作著之手或身體任何一部分只
要進入機器之危險區域時，利用光電(如電眼，
光束，磁力，雷射或其他類似之裝置)作用而控
置機器動力傳送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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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動推開，拉開法；其原理為當機器轉動
要作衝切動作時，就會重覆將操作者之雙
手被自動推開，拉開之做法，以免操作者
之雙手扔在機器機構之動作危險區域內，
遭致機器之加工裝置衝切之危害。此種方
法所稱之機器動作係純為機器周而復始之
動作，操作人員無法以意志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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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遙控法；以技術層面之觀點，本法可不認
定防護之方法，但同樣可達到安全防護之
效益，既機器之動力控制須以雙手同時分
別接下左，右兩方之開關後，機器才能產
生動作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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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進料及退料之方法:操作者在操作機器
時，亦常因手或手臂伸入機器之工作點而
遭受危害之情況，爰改善進料及退料之操
空方法亦可防止機械之危害發生。

(一)改善進料
(1)以橡膠或類似軟質之工具如鉗子，夾子
吸嘴等工具代替以手工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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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自動進料；使用旋轉之模具，斜坡進料
等方式操作，操作者無須接觸機器之加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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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自動進料；將加工物料既以捲送，帶送之方式
全自動進料，操作者在機器運轉時完全無須接近
工作點，應為最安全之防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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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退料
(1) 震動法；因機器本身加工時之震動順便連帶
將加工完成之料件墬出之方法。

(2)吹料法；利用壓縮空氣於出料處予以吹料。
(3)重力(地心吸引力)法；將機器加工裝置設計成
傾斜之做法，加工完畢後因重力之作用該物
料會自動墬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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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機械
安全防護標準第六條)

一、防護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動作中，能使身體
之一部不致介入危險界限之虞。

二、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一) 安全一行程式安全裝置：在手指自按下起動

按鈕或操作控制桿 (以下簡稱按鈕等)，脫手後
至該手達到危險界限前，能使滑塊等停止動
作。

(二) 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以雙手操作按鈕等，
於滑塊等動作中，手離開按鈕等時使手無法
達到危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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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應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動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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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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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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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標準第七條)

一、具有適應各該衝剪機械之種類、衝剪能力、
每分鐘行程數、行程長度及作業方法之性能

。
二、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及感應式安全裝置，具

有適應各該衝剪機械之停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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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剪機械安全防護不足，常造成勞工肢體受傷或失能
，以下為衝剪機械常用之安全裝置或設施

(一) 作業點的安全防護限制式
可分為局部限制和全體線至兩種，局部限
制只限制身體一部份的活動範圍，多為手
部，全體制限則限制身體全部的活動範圍
，多以限制胸部為主。

(二)作業點的安全防護拉開式
可分為拉開式和掃除式兩種，掃除式由於
容易引起二次傷害，因此部分國家如美國，
，以禁止使用。

97



(三)作業點的安全防護近接感應裝置
近接感應裝置大多是光電型式，利用遮斷
光線或改變電場/磁場的平衡，啟動近接感
應裝置，達到安全防護的目的。

(四)作業點的安全防護操作點護圈
護圈可分為固定式護圈，可調式護圈，互
鎖式護圈。

(五) 作業點的安全防護移動式護圈
移動式護圈可分為上置式，下置式，側開
式等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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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防護實例探討

(一)圓盤鋸危險預防
當圓盤鋸用剖開條狀木材時，已經分裂成為兩部

分的木條，在落到鋸床下方時，若再與鋸齒接觸，
，木條可能會被反撥(類似投擲的威力)，而使工作人員
受到傷害。防止反撥方法，是在鋸片後方安裝一塊撐
縫片，使木條與鋸齒失去接觸機會。

撐縫片；又名分裂器，劈刀，批縫片，保持鋸路
張開，防止木材夾持鋸片或扭曲，而反彈向操作者之
安全防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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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床之危險預防
(1) 切削碎屑之飛擊
(2) 夾具之脫落
(3) 外伸材料之變曲現象；旋轉中之長條型待
車切之材料，由於受「離心力」、「重力」
之影響而產生變化曲線運動，會造成捲夾
或切割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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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傳動帶，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
(一)、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附近有勞工

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危險者，應裝置適當
之圍柵或護網。

(二)、幅寬二十公分以上，速度每分鐘五百五
十公尺以上，兩軸間距離三公尺以上之架
空傳動帶週邊下方，有勞工工作或通行之
各段，應裝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三)、穿過樓層之傳動帶，於穿過之洞口應設
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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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傳動裝置之轉軸，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

一、離地二公尺以內之轉軸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
而有接觸之危險者，
應有適當之圍柵、掩蓋護網或套管。
二、因位置關係勞工於通行時必須跨越轉軸者，應於
跨越部份裝置適當之
跨橋或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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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研磨機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研磨輪應採用經速率試驗合格且有明確記載
        最高使用周速度者。
二、規定研磨機之使用不得超過規定最高使用周
        速度。
三、規定研磨輪使用，除該研磨輪為側用外，不
        得使用側面。
四、規定研磨機使用，應於每日作業開始前試轉
        一分鐘以上，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驗有無裂
        痕，並在防護罩下試轉三分鐘以上。
前項第一款之速率試驗，應按最高使用周速度增加百分
之五十為之。直徑不滿十公分之研磨輪得免予速率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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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片之元周速率=兀×D/1000×N；既將輪片之直徑單位由公
釐化為公尺)

N ；帶動研磨機之馬達轉速(轉/分)
D   :  研磨機輪片之直徑(公釐)

研磨機應裝置透明窗或操作時應操作者應戴安全
防護眼鏡，以防啐屑之飛擊危害。

裝置新研磨輪時，在搬運或儲放動作均應謹慎小心
，勿使其受到撞擊，擠壓而造成裂痕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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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壓機械之電氣系統，應符合下列規定：

110

一 、設置能顯示運轉狀態之指示燈或其他具有同等指示功能之裝
         置。
二、繼電器、電晶體、電容器、電阻等電氣零件之安裝部分，或
        控制盤、操作盤與衝壓機械本體之安裝部分，具有防振性能。
三、主電動機之驅動用電氣回路，具有停電後恢復供電時，未重 
         新起動操作，主電動機無法驅動之回路。但具有不致使身體
         介入危險界限之構造者，不在此限。
四、控制用電氣回路及操作用電氣回路，具有繼電器、極限開關
        等電氣零件故障、電壓下降或停電時，不致發生滑塊等意外
         動作之性能。但具有不致使身體介入危險界限之構造者，不
         在此限。
五、操作用電氣回路之電壓，在一百六十伏特以下。
六、外部電線具有符合國家標準 CNS 六五五六「600V 聚氯乙烯
        絕緣及被覆輕便電纜」規定之規格或具有同等以上之絕緣效
         力、耐油性、強度及耐久性。



衝壓機械之機械系統使用之彈簧、螺栓、螺帽、
襯套及插銷等，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彈簧有因破損、脫落而導致滑塊等意外動作
        之虞者，採用壓縮型彈簧，並採用桿、管等
        引導之。
二、螺栓、螺帽、襯套或其他零件有因鬆動而導
        致滑塊等意外動作或零件脫落之虞者，具有
        防止鬆脫之性能。
三、插銷有因脫落而導致滑塊等意外動作或零件
        脫落之虞者，具有防止脫落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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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切割夾捲管理實務

■護罩、護圍

    ■安全裝置

   ■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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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護圍

◆安全護圍等之性能，應符合能使勞工之手指不致通
過該護圍或自外側觸及危險界限者

◆避免：尖角、銳角、人員的夾傷和撞傷、人員隨意
將護圍拆除造成危險

◆護圍設計應簡單、耐用

◆用金屬板、網、木板、塑膠或其他耐撞擊材

一、護圍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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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式護罩
隔離危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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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動式護圍(閘門）

使滑塊通過下死點
閘門才能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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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鋸機之防護 衝床之防護

3.可調式護圍

可調整
防護範圍

可調整
入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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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圍開口大小與安全距離

◇可調式護圍與固定式護圍都是永久的固定在機架上，必須使用工具才能將護圍拆除。
可調式護圍的防護面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任意調整，以方便操作時的進退料及殘料
排除。

◇手動進退料或殘料排除（包括使用手工具）的作業，在進退料的防護面上通常會調
整一個開口，以方便作業。

◇開口的尺寸與可調式護圍到危險操作點之間的距離直接相關。由於人的手指及手掌
並非均勻的形狀，且指尖較小而手掌較大且較厚。依據這些參數可得開口尺寸與護
圍到危險點之間距離的關係。

3.可調式式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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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行調整式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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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防護方法

■護罩、護圍

   ■安全裝置

    ■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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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安全防護方法

■護罩、護圍

   ■安全裝置

    ■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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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裝置標準4/6

1.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Interlock guard)

 2.雙手操作式(安一/起動)

 3.感應式(光電/PSDI/雷射)

 4.自動法(掃除式/拉開式)

因作業性質致設置安全護圍等有困難者，應至少設下列所定安全裝置
一種以上。(標準4)

衝剪機械安全裝置(標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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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標準6 P576

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Interlock guard) 

滑塊等在閉合動作中，能使身體之一部不致介入危險界限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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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閉合行程，閘門無法開啟◦

2.滑塊通過下死點後，閘門才能開啟。

3.於閉合行程，強制將閘門開啟，滑塊必須停止動作。

二、連鎖防護式安全裝置(標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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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標準6/8

3.1 雙手起動式 安全裝置

3.2 安全一行程 安全裝置

雙
手
操
作
式
安
全
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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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標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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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塊到達下死點前，手無法(來不及) 達到危險界限)

-常用於雙手有必要進出危險區域

-不能在行程的任何位置停止(適用全轉式衝壓機械)

-不適用於連續循環的行程 

以安全距離延長手抵達之時間→手無法於模具抵達下死點之前到達危險區
域→只能在上死點停止(全轉式沖床)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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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安全一行程安全裝置標準6

安全一行程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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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起動
快速停止機構)

-適用於雙手需進出危險區域之場合

-雙手控制：可在滑塊行程的任何位置停止

                 (適用非全轉式衝壓機械)

-不適用於連續循環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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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應式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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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式安全裝置之分類標準11

4.1光電式安全裝置(一般光電式)(標準12)

4.2具起動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PSDI光電式)(標準12之3)

4.3雷射感應式安全裝置(大型摺床用)(標準12之4)

4.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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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感應式安全裝置標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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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6)

•光電式安全裝置之應具有身體之一部將光線遮斷時
能檢出，並使滑塊等停止動作之構造。(標準12) 

•安裝於危險區域的邊界(危險預警)

•大多是光電式，以紅外光為主

•優點：

    -反應速度快

-安裝容易

    -防護區域的可調整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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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感應式安全裝置

•使用場合(非全轉式)
• 能用在閉合動作行程中能夠隨時停止的機械上

• 不受環境（如光線，溫度變化）的影響

• 可承受動力衝床所伴隨的振動和衝擊

•應具失效安全設計、有運轉指示燈、失效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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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連鎖防護未裝上，機器無法開動。

◆當操作人員的手或身體任何部份進入機器
的危險區域時，則機器即不能轉動。

4.1感應式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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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具起動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具起動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PSDI):
(Presence Sensing Device Initiation，PSDI)

   具有當身體之一部將光線遮斷時，能檢出異常而使滑塊
停止動作，惟當身體離開危險界限時，不須再操作按鈕

   即能恢復衝剪機械運轉之機能者。

◇優點:
  當身體離開危險界限時，不須操作按鈕即能恢復運轉，
  可提升效率，並可解決重複性作業所生疲勞，防止手經
  常按壓按鈕而造成肌腱炎。

◇衍生風險:
  非基於操作者意思即能恢復衝剪機械運轉所產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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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具起動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 

標準12之3

◇具起動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應具有身體之一部將
  光線遮斷時能檢出，並使滑塊等停止動作之構造。
   (當身體離開危險界限時，不須操作按鈕即能恢復運轉)

◇衝剪機械使用具起動控制功能之光電式安全裝置者，應符      合下列規
定:(針對衝剪機械)(原則:小型化)

一、台盤之水平面須距離地面750mm以上。但台盤面至投光器
及受光器下端間設有安全圍柵者，不在此限。

二、台盤深度須在1000mm以下。
三、衝程在600mm以下。但衝剪機械已設安全圍柵等，且
    投光器及受光器之防護高度在600mm下以者，不在此限。

四、曲軸衝床之過定點停止監視裝置之停止點設定，須在15
    度以內。(當來令片磨損後會超過上死點(定點)始會停住，
    當超過15∘即會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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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法的原則是當機器操作，如兩手尚在機器危險區域內，則機器同
時有一種自動動作，將手推開或拉開。

五、自動法

5.1 自動拉開式安全防護

5.2 掃除式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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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開方式(Pull Away)，係將操作人員的手或臂與機器的機件

如撞鎚、頂針等相連接。當此等機件下壓接近「工作物」時，

則自動將人員手臂拉離危險區域。

5.1自動拉開式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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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自動拉開式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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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掃除式安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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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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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罩、護圍

    ■安全裝置

    ■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機械安全防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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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器操作時，常常因為人手或臂伸入機器的工作點而受傷。除了使

用機械防護之外，改善進料及出料，亦可以防止傷害事故的發生。

六、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機械安全防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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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工具代替手進料

六、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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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全自動進料

六、改善進料與出料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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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得設置不符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防護標準之機械、器具，供勞工使用。

•機械破壞能量很大，人體是無法抵抗，
故安全裝置不得使其無效或無效使用，
應透過自動檢查及安全管理制度之落
實才能有效預防災害。

陸、結 語



強化安全管理

除去不安全狀態

除去不安全行為

安全作業標準（ＳＯＰ）

陸、結 語(續)



潘儀聰
行動：093692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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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動推開，拉開法；其原理為當機器轉動�         要作衝切動作時，就會重覆將操作者之雙�         手被自動推開，拉開之做法，以免操作者�         之雙手扔在機器機構之動作危險區域內，�         遭致機器之加工裝置衝切之危害。此種方�         法所稱之機器動作係純為機器周而復始之�         動作，操作人員無法以意志操控。�
	四、遙控法；以技術層面之觀點，本法可不認�         定防護之方法，但同樣可達到安全防護之�         效益，既機器之動力控制須以雙手同時分�         別接下左，右兩方之開關後，機器才能產�         生動作之方法。�
	五、改善進料及退料之方法:操作者在操作機器�         時，亦常因手或手臂伸入機器之工作點而�         遭受危害之情況，爰改善進料及退料之操�         空方法亦可防止機械之危害發生。�       (一)改善進料�             (1)以橡膠或類似軟質之工具如鉗子，夾子�                  吸嘴等工具代替以手工進料。�
	(2) 半自動進料；使用旋轉之模具，斜坡進料�      等方式操作，操作者無須接觸機器之加工�       點。                                           �
	(3) 全自動進料；將加工物料既以捲送，帶送之方式�      全自動進料，操作者在機器運轉時完全無須接近�      工作點，應為最安全之防護法。�        
	(二) 改善退料�       (1) 震動法；因機器本身加工時之震動順便連帶�             將加工完成之料件墬出之方法。�       (2)吹料法；利用壓縮空氣於出料處予以吹料。�       (3)重力(地心吸引力)法；將機器加工裝置設計成�            傾斜之做法，加工完畢後因重力之作用該物�             料會自動墬出之方法。�
	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機械              安全防護標準第六條)��一、防護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動作中，能使身體 �         之一部不致介入危險界限之虞。�二、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    (一) 安全一行程式安全裝置：在手指自按下起動�            按鈕或操作控制桿 (以下簡稱按鈕等)，脫手後�            至該手達到危險界限前，能使滑塊等停止動 �            作。�    (二) 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以雙手操作按鈕等，�            於滑塊等動作中，手離開按鈕等時使手無法�            達到危險界限。
	三、感應式安全裝置：滑塊等在動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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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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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                 (機械設備安全防護標準第七條)�     一、具有適應各該衝剪機械之種類、衝剪能力、�              每分鐘行程數、行程長度及作業方法之性能。�      二、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及感應式安全裝置，具�               有適應各該衝剪機械之停止性能。
	衝剪機械安全防護不足，常造成勞工肢體受傷或失能，以下為衝剪機械常用之安全裝置或設施��(一) 作業點的安全防護限制式�        可分為局部限制和全體線至兩種，局部限�        制只限制身體一部份的活動範圍，多為手�        部，全體制限則限制身體全部的活動範圍�        ，多以限制胸部為主。�  (二)作業點的安全防護拉開式�         可分為拉開式和掃除式兩種，掃除式由於�         容易引起二次傷害，因此部分國家如美國，�          ，以禁止使用。
	(三) 作業點的安全防護近接感應裝置�        近接感應裝置大多是光電型式，利用遮斷�         光線或改變電場/磁場的平衡，啟動近接感�        應裝置，達到安全防護的目的。� (四)作業點的安全防護操作點護圈�         護圈可分為固定式護圈，可調式護圈，互�         鎖式護圈。� (五) 作業點的安全防護移動式護圈�         移動式護圈可分為上置式，下置式，側開�         式等型式。
	                 機械安全防護實例探討��(一)圓盤鋸危險預防�        當圓盤鋸用剖開條狀木材時，已經分裂成為兩部分的木條，在落到鋸床下方時，若再與鋸齒接觸，�，木條可能會被反撥(類似投擲的威力)，而使工作人員受到傷害。防止反撥方法，是在鋸片後方安裝一塊撐縫片，使木條與鋸齒失去接觸機會。�      撐縫片；又名分裂器，劈刀，批縫片，保持鋸路  �  張開，防止木材夾持鋸片或扭曲，而反彈向操作者之安全防護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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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車床之危險預防��            (1) 切削碎屑之飛擊�            (2) 夾具之脫落�            (3) 外伸材料之變曲現象；旋轉中之長條型待�                 車切之材料，由於受「離心力」、「重力」�                 之影響而產生變化曲線運動，會造成捲夾�                 或切割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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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於傳動帶，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一)、離地二公尺以內之傳動帶或附近有勞工�        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危險者，應裝置適當�        之圍柵或護網。�(二)、幅寬二十公分以上，速度每分鐘五百五�       十公尺以上，兩軸間距離三公尺以上之架�       空傳動帶週邊下方，有勞工工作或通行之�       各段，應裝設堅固適當之圍柵或護網。�(三)、穿過樓層之傳動帶，於穿過之洞口應設�        適當之圍柵或護網。
	動力傳動裝置之轉軸，應依下列規定裝設防護物：��一、離地二公尺以內之轉軸或附近有勞工工作或通行而有接觸之危險者，�應有適當之圍柵、掩蓋護網或套管。�二、因位置關係勞工於通行時必須跨越轉軸者，應於跨越部份裝置適當之�跨橋或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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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片之元周速率=兀×D/1000×N；既將輪片之直徑單位由公釐化為公尺)��    N ；帶動研磨機之馬達轉速(轉/分)�    D   :  研磨機輪片之直徑(公釐)��研磨機應裝置透明窗或操作時應操作者應戴安全�防護眼鏡，以防啐屑之飛擊危害。��裝置新研磨輪時，在搬運或儲放動作均應謹慎小心�，勿使其受到撞擊，擠壓而造成裂痕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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