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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氣EF為9.50－11.6 mg/g TCS； ER為98.6－
112.7 mg/min。
緊急應變措施——著個人防護衣、使用防

毒面罩

TCS燃燒時會產生大量鹽酸氣膠、鹽酸氣
體及氯氣，且鹽酸氣膠進入人體呼吸道後，高

達八成會落於肺泡區。當TCS外洩與火災事故
發生時，緊急應變人員需評估現場可能發生或

實際量測的三氯矽甲烷濃度，來決定需穿著

A、B或C級個人防護裝備以做好萬全的保護；
當應變人員穿著C級防護裝備時（一般在遠處
噴灑水霧或泡沫的應變人員適合此種防護裝

備），裝備所附的空氣淨化防毒面罩至少應為

全面型面體兼用式呼吸防護具（將具粒狀物與

氣態物過濾吸收功能的濾材串接而成），以防

止鹽酸氣膠、鹽酸氣體及氯氣所造成之健康危

害。

1.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98年度研究報告「三氯矽甲烷危害特性分析」。

2.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三氯矽甲烷緊急應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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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921百年來本省空前大災難慘案，至最
近海地、紐西蘭等大地震災害及3月8日五楊拓
寬工程施工塔型爬梯倒塌的工安事件觀之，均

反映出當前營造及建築業普遍存在從業者技能

不足、法規、制度、架構、現態等多項缺失，

今提出幾點見解及感想就教於各位：

專業、資訊不足，預警機制全無

一、 首推本省中部地區介於歐亞板塊及菲律賓
板塊的互推擠作用的潛在危機區域，因專

業及資訊不足而被忽略了。致南投縣、台

中縣（市）甚至台北市松山、台北縣新莊

市等地災情慘重，921可謂世紀大災難，
實為資訊面及技術面的缺失，未知學術界

和相關主管機關有何感想？因預告、預

警、提醒機制皆無也。

二、 綜觀現今各縣市政府對建築執照之審查也
都只偏重於建築線指定、建蔽率、容積率

的書面數據上為重點的計較，對地質、載

負、力學上的要求有所忽視，而投資者更

只著眼投資報酬上的考量，以及寸土寸金

的背景下往往把基地面積完全發揮到法規

極限，為的是想多增加可售面積，以提升

營利收入為首要，才有所謂的挑高、夾層

的建構體出現！完全忽視承載重量及耐震

力的要求，今觀此次地震災害挑高的建築

物，因基層挑高缺乏剪力結構作用，亦無

隔間斜撐輔助，又逢上層皆為住家，上下

層比重不均，上重下輕致負載重而折柱整

棟倒傾在地，致所謂軟腳蝦獨棟垂直大樓

為居多。

法令規範不足，設計者只求審查過關、雇

主滿意

三、 又出資者普遍對建物的技術缺乏專業上的
認識，就投資者資格法令也只要求資本

額，而不求技術面的具備，亦是法令規範

之不足備也！技術性唯有依靠建築師設

計，而建築師也只就現有法規要求及一般

結構承載、配比、受力、隔間、美觀等規

劃，以應付主管機關書面上的審查，以爭

取可以利用的空間來滿足投資主的心意，

從營造勞工專業技術與 
結構體安全衛生的關係
從營造勞工專業技術與 
結構體安全衛生的關係

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　胡和澤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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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忽略了地質探測及靜、動載重承負分

析計算，也就是把大地環境及結構、土木

技師的專長棄而不用，只求順利取得建

照、加緊趕工、縮短工期，以減少成本及

利息支付的非永續經營性質，其所造成的

建築當然就會出問題，此問題政府應就制

度面通盤檢討，尤其營造專長基層第一線

之職業勞工更應多加培育。

四、 一般投資者只請營造廠申報開工而自己實
際運作，往往把各項工程單項發小包以分

工組合，以減少成本支付，了不起請幾位

監工人員負責指揮施工進行，對工程實務

及技術要求缺乏經驗，更無結構學的認

知！甚至報開工光蓋章的營造廠及技師，

可能工程現場到報完工時都不知道工地在

哪裡呢！此即為現今建築營造業存在制度

面的無奈。

發包再轉包，無固定技術養成工

五、 就算是起造人把工程全部發包給營造廠
商，同樣是轉包給各項小包工頭，再轉交

各項工種的無一定雇傭關係或自營作業者

之營造勞動者承作，由其論件、論面積計

價施工，而廠方本身並無自己所屬的固

定有技術性的養成工，就此資、勞雙方對

技術性的要求只有悉聽尊便、聽天由命，

哪有考慮爾後各項考驗的來臨？如此的營

建架構常存於本省各地，難怪逢百年來的

大地震，震出了各項問題頗值吾輩本業深

思，及主政相關單位深思探討也。

六、 綜觀本業職業營造一般皆是少年失學為謀
生求一技之長，從小跟長輩以師徒傳承，

由經驗累積從事本業的行列，對結構力

學、載重負荷、土壤應力學等較學術性的

知識普遍缺乏認知，只會施作，對各項工

程結構性之理論不知所以然，長時期以

習慣性，不知不覺的狀況下習以為常、積

非成是，從無受到像此次大地震的慘重考

驗，逢九二一世紀大災難始凸顯以往施工

及技術上的忽略，造成如此慘痛的教訓！

從媒體報導中，及本人親往台北縣新莊

「博士的家」大樓傾倒現場，發現斷裂的

柱頭鋼筋全部水平搭接，未採交錯懸接法

及箍筋密度不夠，致遇強震來臨時下部鋼

筋呈現受力失衡於同一水平面之接頭齊頭

斷裂，整棟大樓攔腰截斷，慘不忍睹，又

混凝土強度不足亦是原因。

職業工會應提升專長技術水準及倡導職業

道德

七、 本人從事本業轉眼五十多個年頭，有感本
業勞工「前」為生計度日糊口、疲於奔

命；至七十年代台灣建築業如雨後春筍般

的發展，營造勞工身價百倍、工資直線上

升，造成養尊處優及好逸惡勞的心態，

不思充實自己、僅以現況為滿足，致使政

府為經建所需及滿足資方團體的需求，不

得不引進未具專長之外勞補充本國勞工，

由於本勞與外勞報酬存有差距，致造成一

邊引外勞一邊救失業，產生兩極化的矛盾

現象，主政者亦只著重治標，而缺乏治本

之作為，造成就業機會及社會資源分配不

均，今又面臨此本業的大災難，有賴各專

業勞工組織多發揮工會功能，提升專長技

術水準之作為及倡導職業道德之精神，不

以經辦勞健保為首要目標，始能使外界多

肯定專長職業工會的角色，及對無一定雇

主職業工會功能性和勞動者現態有所改

觀，當為首要也！

本人具體建言：

祈求主政者及相關機關應透過各具有專長

性的無一定雇主職業工會輔導各從業會員，就

各項專長職業技術性的培育，把專長勞動力與

學術理論能相互並軌展現，一改以往談理論者

不會施工，而實踐勞動者不知所以然的矛盾現

象，如能落實兩方的理想目標始能促使新血注

入，以解專業性技術勞工後繼有人，各項專長

技術得以傳承之，當為有利硬體建設性行列架

構的改革，以維安全衛生及品質之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