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第一」2023大獎
<行出安全>



於項目上採用《香港建造業主要持份者安全角色及責任》參考資料

渠務署助理署長/設計拓展
蔡榮興先生

渠務署高級工程師/污水工程
劉偉傑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 地盤總工程師
楊漢文先生

保華 – 中國中鐵聯營體/ 地盤項目經理
談永新先生

保華 – 中國中鐵聯營體 / 地盤高級管工
李榮隆先生

分判商 - 軒誠工程發展有限公司 / 安全工友
余栩俊先生

遵守
制訂

審查

匯報

監察

支援

培訓
規劃監察

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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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默哀會檢討近期嚴重意外個案

分析嚴重意外個案成因及預防措施

由渠務署助理署長帶領下，
啟動「生命第一」安全推廣活動

由渠務署助理署長帶領全體人員宣喊活動口號
「生命第一，行出安全」

由渠務署助理署長帶領全體人員進行默哀儀式



隊伍成員如何於工地推廣安全文化

渠務署助理署長、顧問公司與承建商管理層
向工友派發防暑物資

業主聯同顧問公司總工程師、承建商項目經理
「重視安全，行出安全」

業主、顧問公司與地盤管工使用智能手機掃描
起重機的「QR Code」進行安全檢查

舉辦地盤安全週，推廣地盤安全文化



隊伍成員如何於工地推廣安全文化

地盤舉辦暑熱繽Fun推廣活動
透過暑熱攤位及暑熱壓力資訊站，加強防暑意識助工友防暑降溫



如何確保工程得到有效監督

制定設計方案
承建商、顧問公司及分
判商商討有關工程細節

展開工程之前

工程進行中

透過工地上安裝的閉路電視
觀察工地的實時狀況

訂下工程工序及
制定工程計劃書

安排專案啟動會議，提醒每項施工程序及
其風險，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以減低風險

正式展開工程之前，顧問公司、承建商及分
判商會再跟所有工人於開工前參與通報會，

再三提醒工友們注意事項及施工要點

如需要修改

如工序
有需要
改變

跟據檢測及測試計劃(ITP)來監察



採用先進建造方法減低風險

採用組裝合成(MIC)，減少現場施工工序

採用焊接機械人，減低工友因施工而造成意外的機會 利用BIM進行鋼筋預製，提供更高的精確性以
降低風險，並幫助節省時間和成本

利用BIM提供全面和精確的數據和可視化工具，
避免設計衝突並合理地安排工作流程



有效利用創新科技改善工地安全（包括安全智慧工地）

地盤設有智慧工地安全控制中心，展示中央資料管理平台
(CDMP)，以分析和管理工地的資訊

多部AI CCTV實時監察工地情況，如發現不安全情況，
系統會即時匯報至中央資料管理平台(CDMP)以作跟進

地盤設有Safety Communication Centre (SCC)，
管理層可隨時與工友進行雲端視訊會議

Battery

智能安全帽具備GPS定位及監測工友
身體情況功能，實現安全智慧工地



有效利用創新科技改善工地安全（包括安全智慧工地）

穿戴式外骨骼以支撐及保護身體，協助工友
進行繁重嘅工作，減低徒手作業嘅壓力

以4D沉浸式虛擬實境(CAVE)及VR眼鏡，
模擬工地現場，為工友進行安全培訓

結合擴增實境(AR)及BIM技術，把工程視像化

氣體感測器

環保感測器

傾斜感測器

混凝土強
度監測儀

設置多種感測器/監測儀，透過雲端實時上傳
數據至中央資料管理平台(CDMP)以作跟進



進行臨時工程管理

臨時工程協調員與獨立檢查工程師 (Independent 
Checking Engineer) 親自現場檢查臨時工程

吊運人員各司其職，安全地進行吊運工作工地設有二維碼（QR code），隨時檢示到最新的
施工圖則、許可表格和證書等文件

透過數碼工程監督系統(DWSS)，
協助記錄及管理臨時工程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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