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3020A

       年     月     日     時     分

第  次累計  次

工程名稱：  監造單位  

工程編號：  工程契約金額：     元  開工日期：   預定竣工日期：  承包廠商名稱  

類 項
缺失地點

稽核 上次通知

說      明
別 次 結果 改善日期 本次金額 累計金額 

1

☆ 1.01

☆ 1.02

☆ 1.03

二、

☆ 1.04

☆ 1.05

安 ☆ 1.06

※ 1.07

※ 1.08

2
三、

☆ 2.01

☆ 2.02

☆ 2.03

☆ 2.04 模板支撐支柱基礎之周邊易積水，導致地盤軟弱，或軟弱地盤□未強化承載力。

全 ※ 2.05 構造物及邊坡開挖□未有適當之防止坍塌措施。（坡度、擋土設施及水土保持）
四、

※ 2.06

※ 2.07 模板支撐圖說與現場施作，需專任工程人員簽認者，□未完成查核並留紀錄。

※ 2.08 模板支撐現場放樣，□未依照模板支撐圖說進行，並拍照存證。

※ 2.09 模板支撐底座及垂直支撐，□未依照現場放樣位置進行，並拍照存證。

※ 2.10 模板支撐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之各構材的配置，□未依照模板支撐圖說完成。

3

☆ 3.01

☆ 3.02

交 ☆ 3.03

五、

☆ 3.04

☆ 3.05

4

☆ 4.01

☆ 4.02

☆ 4.03

維 ☆ 4.04

六、

☆ 4.05

☆ 4.06 局限空間作業場所，□未禁止使用純氧換氣。

5

☆ 5.01

☆ 5.02

☆ 5.03

☆ 5.04

☆ 5.05

七、

6

※ 6.01 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安衛措施，致有立即發生交通事故之虞。

交 通 部 公 路 局 交 通 、 安 衛 、 環 保 稽 （ 複 ） 核 表
稽(複)核時間：

填報單位：            工程分局/工程處       工務段 稽(複)核次數：

高    風    險    稽    核    項    目
(勞動檢查法第28條或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應立即改善)

扣款金額(元)

墜落防止：有1.01~1.07之情事者，應立即改善。
一、  

  
本稽(複)核表依據本局
『施工說明書技術規定
』相關章節訂定之。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未配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工作臺應低於
施工架立柱頂點1公尺以上）；設置工作臺有困難時，□未採取張掛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設施。

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寬度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未裝設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本稽(複)核表應以每標工程
為單位分別填寫，如需扣款
時，本稽(複)核表並作為當
期工程估驗扣款憑證。

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高差超過2層樓或7.5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有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具有障
礙物。

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台從事貨物、機械等之吊升，鋼索於負荷狀態且非不得已情形下，使人員進入高度2公尺以
上平台運搬貨物或駕駛車輛機械，平台□未採取設置圍欄、人員□未使用安全母索、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落之設施。

於2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
處或傾斜面移動，□未採用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未使用補助繩移動之安全帶，應具備補助掛鉤，以供勞
工作業移動中可交換鉤掛使用。

護欄高度未符合安全規定(具有高度90公分以上之上欄杆、高度在35公分以上，55公分以下之中間欄杆、腳趾板)

倒塌、崩塌防止：有2.01~2.10之情事者，應立即改善。
本局所屬各單位之稽核人員
，對承包商實施工地稽核時
，應依本表所列稽核項目及
相關法令，配合工程實際施
工項目詳實查核。施工架之垂直方向5.5公尺、水平方向7.5公尺內，□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

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或有地面崩塌、土石飛落之虞時，□未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邊
坡保護或□未設防護網之設施。

隧道、坑道作業有落磐或土石崩塌之虞，□未設置支撐、岩栓或噴凝土之支持構造及□未清除浮石；隧道、坑道進出
口附近表土有崩塌或土石飛落，□未設置擋土支撐、張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邊坡保護之措施，進出口之地質惡劣時
，□未採鋼筋混凝土從事洞口之防護。

凡有缺失項目者，請在「稽
核項目」欄□內明白勾劃（
ˇ）或填列數據，如有其他
缺失而表內未列有稽核項目
時，請依實填寫於「其他不
符規定及改進事項」空白欄
內；以上稽核必要時請填寫
其缺失地點。

模板支撐之基礎承載力，未依土質狀況完成以下事項：□挖除表土及軟弱土層、□回填爐石渣或礫石、□整平並滾壓
夯實、□鋪設足夠強度覆工板或RC 版等、□軟弱地盤區已強化其承載力。

感電防止：有3.01~3.05之情事者，應立即改善。

對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於作業進行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 (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
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
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
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 (不含
自動式焊接者) ，□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稽(複)核結果以下列方式表
示：「○」代表符合規定。
「 × 」代表應依規定扣款
及改善，「△」代表應請改
善，（扣款部份請參閱本局
「施工說明書技術規定」相
關章節之罰則規定）。空白
者代表稽核當時無須辦理或
未稽核此項工作。

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場所從事工作物之裝設、解體、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使用車
輛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該作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之際
，有因接觸或接近該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未使勞工與帶電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線距離，□未設置護圍或於該電路
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

從事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未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
之器具，對高壓電路□未使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或□未避免使勞工之身體、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
觸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火災、爆炸：有4.01~4.06之情事者，應立即改善。

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配管、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
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未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安全無虞。

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有可燃性氣體滯留，而有火災、爆炸之作業場所，□未於作業前測定前述蒸氣、氣體之濃
度；或其濃度爆炸下限值之30%以上時，未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點火源之機具。

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火災、爆炸之工作場所，□未有通風、換氣、除塵、
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

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修理、清掃、拆卸等作業，有危險物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之虞，□未指定專人依
規定將閥或旋塞設置雙重關閉或設置盲板。

稽(複)核結果缺失事項經知
會後，承包商應即配合實際
需要依規定改善並將改善情
形拍照送交本局工地工程司
存查，項次打「☆」者為勞
動檢查法第28條有立即危險
之虞，須停工改善，項次打
「※」者應即日改善，其餘
改善時間除特准外最久不得
超過五日。

對於設置熔融高熱物處理設備之建築物及處理、廢棄高熱礦渣之場所，□未設有良好排水設備及其他足以防止蒸氣爆
炸之必要措施。

中毒、缺氧：有5.01~5.05之情事者，應立即改善。

在人孔、下水道、溝渠、污 (蓄) 水池、坑道、隧道、水井、集水 (液) 井、沈箱、儲槽、反應器、蒸餾塔、生 (消
) 化槽、穀倉、船艙、逆打工法之地下層、筏基坑、溫泉業之硫磺儲水桶及其他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工作場所有下列情
形之一時：
 (一) 空氣中氧氣濃度未滿19%、硫化氫濃度超過10 PPM  或一氧化碳濃度超過35 PPM時，□未確實配戴空氣        
      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安全帶及安全索。
 (二)□未確實配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時，未置備通風設備予以適當換氣，或未置備空氣中氧氣、硫化氫、一
氧化碳濃度之測定儀器，並未隨時測定保持氧氣濃度在百分之19以上、硫化氫濃度在10 PPM以下及一氧化碳濃度在35 
PPM以下。

於曾裝儲有機溶劑或其混合物之儲槽內部、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或在未設有密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業場所，□未供給作業勞工輸氣管面罩，並使其確實佩戴使用。

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或丁類物質之特定化學管理設備時，□未設置適當之
溫度、壓力及流量之計測裝置及發生異常之自動警報裝置。

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及丁類物質之特定化學管理設備，□未設遮斷原料、
材料、物料之供輸、□未設卸放製品之裝置、□未設冷卻用水之裝置，或□未供輸惰性氣體。

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或丁類物質時，□未設洩漏時能立即警報之器具及除卻危害
必要藥劑容器之設施。

缺失事項於改善期限內，承
包商仍應負責採取防止災害
發生之必要措施。

交通維持：有6.01之情事者，應立即改善。



表13020A

類 項
一    般    風    險    稽    核    項    目 缺失地點

稽核 上次通知

說      明
別 次 結果 改善日期 本次金額 累計金額 

1

2

2.11

2.12

 2.13 供作模板支撐之材料，□明顯之損壞、變形或腐蝕。

3

3.06 接近各類架空纜線應保持安全距離，□未由專人監督指揮，危險管制區□未明確標示，並設警告標誌。

安 3.07

3.08

3.09

3.10 

4~5

6 

※ 6.02 □未經許可擅自封閉大眾通行道路或改行對向車道 □佔用汽車道施工

6.03 交通維持計畫：□未依規定報准 □未依核准計畫執行

6.04 工程告示牌：□未設置工地□尺寸或內容不符規定 □破壞未修或未重豎 

※ 6.05

※ 6.06 交通警告或阻隔設施：□不清晰 □排列不齊順 □未配合實際情況需要調整□夜間無反光或警告燈號

※ 6.07 提供大眾通行之道路□路面有坑洞且無警告設施□車輛機械或施工料具未設安全警示設施□積水□髒污

全 ※ 6.08 臨時改道路線並無足夠警告設施：□突然變窄 □急彎 □阻礙交通

※ 6.09 □施工道路兩旁住戶進出通道未維護

※ 6.1 市區或交通密集路段未依規定：□分段施工 □分側施工

※ 6.11 臨時或緊急情況需要阻礙交通時未設：□警告標示 □必要之交通指揮及未知會本局工地工程司

※ 6.12

7 被撞防止：

7.01

7.02

8 物體飛落防止：

8.01 起重機具運轉時，□未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8.02

8.03

8.04 施工場所對於置放於高處之物件有飛落之虞者，□未予以固定之。

交 8.05 施工場所□未禁止勞工以投擲之方式運送任何物料。

9 一般性規定

9.01 進入工區□未佩戴安全帽、□未穿反光背心。

9.02 銲接作業□未使用適當防護（□護目鏡、□手套）。

9.03

10

10.01 工區內□未嚴禁飲用酒精性飲料。

10.02 □未物料分類堆置整齊影響人員動線、阻礙交通或出入口。

10.03 氧氣乙炔鋼瓶□未依規定儲存、搬運、使用□未加設遮陽設施□未禁止煙火之警告標誌並配置滅火器材

10.04

10.05

10.06

10.07 支撐架作業時，□未設置防止人員進入推進路線下方之設施。

11 營建機械：

11.01 營建機械□未實施定期檢查及作業前檢點。

11.02 除乘坐席外，作業時不得搭載勞工；作業半徑內□未禁止人員進入。

11.03 □未禁止營建機械停放於有滑落之虞之斜坡或未設置輪檔或□夜間停放於交通要道。

11.04 堆高機與起重機操作人員及吊掛作業人員□未接受安全衛生操作人員及吊掛作業人員訓練或技能檢定合格。

11.05 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未經檢查合格。

11.06 起重機其外伸撐座伸至最大極限位置，外伸時□未檢查墊腳基礎應穩固。

維 11.07

11.08 起重機具□未有過捲預防裝置。

11.09 起重機具之吊鉤、吊具□未有防止吊物脫落裝置。

11.1 機身□未裝置警示燈及警報裝置；□機身明顯處應未標示額定荷重。

11.11 吊索□有損壞或變形之情形。

11.12 起重機械負有荷重時□操作手擅離操作位置；或停機時□未將該荷重置於地面。

12 上下設備：

12.01 底部□未於平整地面，必要時□未設置墊材，以確保其穩定性。

12.02

12.03

12.04

12.05

1 土、砂、石料：□未集中妥善維護致流入水溝 □泥濘 □飛散□未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環 ※ 2 工區： □垃圾未清理 □不乾淨 □未設置必要之垃圾箱 □廢棄物就地燃燒行為

※ 3

※ 4 提供通行路面：□積水 □泥濘 □塵土飛楊

境 5 污水沈澱設備：□未設置 □未有效使用 □未設護欄設施

6 工地出入口：□未設置洗車台或沖洗設備 □未設置污水沈澱設備□有設置洗車設備惟未有效使用

7 □有明顯噪音 □污水傷害並無有效防制設施，且未依本局要求提供合格檢測數據

保 ※ 8 □未確保環境品質 □造成公害糾紛

9

10 裸露地表□無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防塵布或防塵網破損或毀壞

護 11

12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書□未辦理 □未依規定報准□未依計畫執行

其 ※ 1 各分項作業施工危害因素告知單□無 □欠缺□內容不符實際

他 2 工作場所巡視、協議及處理紀錄表□無 □欠缺□內容不符實際

不 3

符 4 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未訂定□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未報經檢查機構備查□未公告實施□未置工地備查

規 5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未僱用 □未常駐工地□因故未能執行職務無代理人□未按規定報備□更換未按規定報備

定

及

改

進

事

項 本次扣款金額

本次稽核缺失數 連前累計缺失數  累計扣款金額

會同或被知會人員 稽核人員      單位主管        

扣款金額(元)

墜落防止:(1.01-1.08皆為高風險稽核項目)

倒塌、崩塌防止：(2.01-2.10為高風險稽核項目;2.11-2.13為一般風險稽核項目)

□未事前確認地下管線位置及範圍(電力線，電信線、自來水、污水、瓦斯管)。

施工架及施工構台基礎地面□未平整且夯實緊密，□未禁止不得與混凝土模板支撐或其他臨時構造連結，□未以斜撐材作適當
之支撐。

感電防止：(3.01-3.05為高風險稽核項目;3.06-3.10為一般風險稽核項目)

臨時用電設備裝設漏電斷路器及接地線(應設置銅棒，不得以鋼筋替代)，移動電線□未予以架高等措施。

臨時配電箱應上鎖管理，□未標示維護管理人員之姓名、行動電話及巡檢紀錄；臨時配電箱內□未於各分電路上設置適合且能
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橫越通路之延長電線架高/保護，□未有破損或裸接現象。

電焊機外殼□未有接地或自動電擊防止裝置，線路裸露處□未有絕緣包覆、正確裝設機具（輸出線路多條等）、自動電擊防止
裝置作動應正常；電焊機□未使用專用線，焊線及焊柄絶緣是否良好。

火災爆炸:4.01-4.06皆為高風險稽核項目;中毒、缺氧:5.01-5.05皆為高風險稽核項目

交通維持:6.01為高風險稽核項目;6.02-6.12為一般風險稽核項目

施工時工地前後路段或岔路之下列警告設施欠缺或設置不符規定：□施工、限速、禁止超車或其他標誌 □拒馬、交通錐 □改
道標

車輛機械□未裝設倒車或旋轉警示燈□未裝設蜂鳴器□倒車或旋轉警示燈、蜂鳴器未能作用□未設置作業半徑警示設施

於搬運機械作業或開挖作業時，□未指派專人指揮，防止機械翻覆或勞工自機械後側接近作業場所、□未嚴禁操作人員以外之
勞工進入營建用機械之操作半徑範圍內。

工作場所出入口□未設置方便人員及車輛出入之拉開式大門，作業上無出入必要時應關閉，並標示禁止無關人員擅入工作場所
。車輛機械出入頻繁之場所，必須打開工地大門等時，□未置交通引導人員，引導車輛機械出入。

工作台□未設置護網及腳趾版(高10cm)

場撐作業下方□未設置双層安全網(10×10cm及2×2cm)，臨路側□未設置塑膠布阻隔。

高架作業□未配帶安全帶(需使用補助繩移動之安全帶應具備補助掛鉤)。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高度5公尺以上施工架、施工構台、開挖深度1.5公尺以上之擋土支撐及模板支撐等假設工程之組立與拆除，均應□未由專任工
程人員妥為設計(計算書經核可)並□未繪製施工詳圖。

露天開挖、擋土支撐、施工架及施工構台組配、模板支撐、鋼構組配等之營造作業，□未指派各作業主管人員於作業現場監督
指揮。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未加蓋或□未加裝護套等防護
設施。

移動式起重機捲揚制動設備(刹車)、吊桿過舉預防□未正常。

□未置備高度75cm以上之堅固扶手。 

高度8M以上之階梯□未每隔7M內設置平台一處，平台如用漏空格條製成，其縫間隙□超過30公厘；超過時□未裝置鐵絲網防護
。

設置固定梯子踏條與牆壁間□未保持16.5cm以上之淨距，梯頂□未突出板面60cm以上。

固定梯子梯長連續超過6M時，□未每隔9M以下設一平台，並應於距梯底2M以上部分，□未設置護籠或其他保護裝置。(未設置護
籠或其他保護裝置，已於每隔6M以下設一平台者，不在此限。)

因施工造成: □垃圾 □污水 □污泥 □油液 □其他廢棄物污染或流出工區外

工地周界設置圍籬或護欄□損壞未修□未緊密連接V□警示燈未設置，每20組請加註局徽等圖案□防溢座損壞未修

運送物料之車輛機具□未覆蓋□有覆蓋但未延伸至車斗以下15公分□未捆紮牢固

本工程今日施工勞工人數    人,是否皆為合法勞工且均已投保勞工保險□是□否

分局長/處長

(工務段稽核者免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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