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就早前發生一日兩宗地盤工人遭鋼筋插傷的意外分析及回應 

2018年 10月 9 日 

 

日前 (2018 年 10 月 6 日)，本港在同一天的 10 分鐘內接連發生兩宗類近的嚴重

工業意外，兩名分別在馬鞍山及何文田地盤內工作的工人，懷疑在工作期間先後

因不同原因而導致遭鋼筋插傷、甚至需連同鋼筋送到醫院救治的可怕事故。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工健」) 一直對各行各業的職業健康安全 (「職安健」) 表

示關注，並就所得資料為兩宗意外作出以下分析及回應： 

 

1. 兩宗工傷意外的共通點，皆是受害工友被鋒利的豎起外露鋼筋插入身體而引

致受傷。其實，建築地盤內的環境多變、地面凹凸不平等可說是「老生常談」，

政府和相關伙伴機構多年來號稱「大力宣傳」仍未有任何實際效果，「滑倒、

絆倒或在同一高度跌倒」自 2010 年起俱是建造業一眾職業意外類別統計的首

位，更由當年的 581 宗大幅上升至 1086 宗，升幅接近一倍；若加上工地正進

行某些結構性工序如紮鐵和釘板等中前期作業，有機會令工友的四周環境更

加「危機四伏」，需要更有效的危害預防和控制措施，從源頭著手避免工人與

有害因素接觸或層層減輕受害的嚴重程度。 

 

但是，從兩宗意外的結果估算，兩個地盤都未有就明顯的鋼筋外露危害作出

全面的工傷預防保護措施，例如俗稱「蘑菇頭」的鋼筋膠帽和木板蓋頂等一

般常用的方法，令兩名工友在步行期間意外跣腳跌倒和從吊船墮下後仍有機

會因撲向切口鋒利的鋼筋而引起「二次傷害」。有關情況亦反映現時地盤內的

職安健管理系統的運作有效性有不足之處，工地的每週甚至每日進行的安全

巡查和視察竟然都無法識別和防範危險，令兩名工友無辜受害；而類似於

2009 年在尖沙咀環球貿易廣場發生的多人致命意外，週末發生的地盤事故往

往跟沒有安全管理人員當值不無關係，無奈當年涉及六名工人離世的震撼事

件後至今接近十年，本港建造業界仍是一如故我，沒有為此管理和運作方式

進行針對性的重大革新，讓工友們在週末上班尚需面臨「險象環生」的處境

之中。 

 

2. 撇開上述的「二次傷害」，兩宗工傷意外的根本原因卻是「跣腳滑倒」和「高

處墮下」。就前者而論，正如較早前所提到，在中前期作業期間，地盤內的地

面環境時刻中都可以出現轉變。如環境太暗、加上有新出現的物件在地上時，

工友們便可能因未有察覺而導致踏上物件滑倒受傷，因此需要有安排合適人



 

 

員就工地內的物品儲存放置、與及通道暢通整潔定下規範標準，並確保全個

地盤上下每名工人都有切實執行，才可免於有人蓄意違反措施卻因未有及時

予以制止而令任何人遭受影響。 

 

至於後者，其實只要每名高空作業者都按照相關法例和工作守則的要求，在

工作期間時刻繫穩防墮裝置 (例如安全帶) 於獨立救生繩或固定物件上，便縱

使人體翻出吊船亦不會再出現墮下到地面的危險情況。「人體從高處墮下」一

直都是勞工處在每年呈交予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文件中明確表示需重點

關注和加強的建造業高危因素。但是，過去數年平均每日一宗 (2015-2017 年

分別錄得 380 宗、351 宗和 381 宗) 的相關個案可見，政府當局報稱的數以

千萬計的「地盤巡查」和「發出敦促改善 / 暫時停工通知書」、舉辦不同主題

的職安健教育宣傳活動、籌辦「工地安全研討會」和「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

等，根本沒有任何實質成效，全都只是數字堆砌的「語言藝術」。 

 

工健在此再次呼籲各行各業的前線僱員需時刻留意自身的職業健康和安全情況，

避免無辜地因而遭受傷害；而僱主和管理層更要妥善遵守其職安健管理和監督的

角色，不要因一時忽略而令一個人的性命、甚或一個家庭的幸福造成影響。最後，

政府當局和相關伙伴機構更要切實完成法例予以的職能和使命，為本港辛勞工作

的前線僱員謀福祉，杜絕再有任何「不法之徒」因管理不善、罔顧工人的職安健

保障而導致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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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由專科醫生、職業健康安全專業人士、康

復治療師及社會工作者組成，是一個關注職業健康的專業社會服務團體，一直以

保障職業健康安全為己任，對促進職業健康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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