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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指差呼稱
減少人為失誤

人為失誤

• 人無完美，因操作、判斷、
工 作 行 為 等 人 為 失 誤
(Human Error) 是造成意外及
事故的主因。

• 高達88％的工業意外是由人
為失誤引起(Heinrich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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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現人的缺失
Active failures

潛在的環境
Latent conditions

危害

意外



人為失誤的後果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00421/00407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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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錄自太陽報2010年4月7日)

人為失誤通常是無心之失

失誤導致事故發生

通常不是故意犯錯：

欠有效的培訓

欠有效的規則

大腦處理信息的方式

設備和程序的設計

組織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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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失誤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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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HSE)

當意外/事故被認定主因是人
的錯誤時，往往處理方法
是通過培訓及提供指引去
防止意外事故再次發生

這樣只能針對犯錯(Mistakes)
例如誤會、誤解及不明白工
作方法引致的意外/事故作出
改善，但對改善非故意及非
自主性的技術錯誤(Technical 
Error)，例如按錯按鈕、忘記
探取行動及調亂步驟，難有

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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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不能杜絕錯誤



規則不能杜絕錯誤

雖然

• 減少犯錯(Mistakes)

但是不能杜絕

• 知而不為的態度

• 技術錯誤(Technical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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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安全氣候調查」
研究結果
2009 

「指差呼稱」的背景

• 「指差呼稱」起源於日本， 是日
本推行零意外運動的重要活動。現
已被證實是一項行之有效控制人為
失誤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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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差呼稱」讓員工了解所執行工
作的安全要求，並鼓勵他們找出相
關危害及預防措施，加強安全施工
意識以減低意外發生的機會。



9(來源:源於日本零意外運動的「指差呼稱」程序)

「指差呼稱」一分鐘短片

‧人的精神狀態受各種因素影響

‧即使每天重複熟悉工作或工序，亦會因狀態不佳而
導致人為錯誤

‧當意識平水或專注力下降，便會增加人為錯誤風險

‧每個人意識水平或專注程度都不同，大部份人的表
現會與工作時間、工作多樣性成反比

‧人的意識狀態可分為五個階段，亦被程為相位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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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全意識狀態

(來源:橋本邦衛 <<人間安全工學>> 中災防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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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全意識狀態

日常常規工作處於第 II 階段，即放鬆的狀態

第III階段才是最佳狀態

粗心大意或不小心的人為錯誤經常發生在第 I 和第 II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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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全意識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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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全意識狀態

證實經過「指差呼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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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安全意識狀態

‧可以把人的精神專注狀態由第 IV 階段帶回第 III 階段

‧或由第 II 階提升至第 III 階段



甚麼是「指差呼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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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是一種透過身體各種感官協調並用，提高精神
狀態的有效方法， 目的是將精神狀庇提升至第 III 階段。

眼:

堅定注視要確認的目標

臂及手指、口、耳:

伸展手臂，指向目標，

高聲讀出口號，聆聽確認的口號

‧一邊將右手
抬至耳朵旁
‧一邊思考並
確認是否真的
沒問題

‧一邊對呼喚項目
喊出『XXX…』
‧一邊伸出右臂
•以食指指定对象
‧凝視對象

‧肯定無誤後
‧一邊喊出『確認安全!OK』
‧一邊朝向對象用力把手放下

『一邊將右手抬至耳朵旁』是確認是否真的沒問題的思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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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開始，以形式結束

①注視目標 ②手指指出 ③耳朵旁 ④用力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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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開始，以形式結束

①注視目標，而目標應處於位置A

(水平或垂直視線為最適合)

②手指指出 ③耳朵旁 ④用力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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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開始，以形式結束



實行「指差呼稱」的成效

• 指差呼稱制度的有效性研究結果（日本鐵路技術
研究所）根據結果顯示，在推行「指差呼稱」之
後，人為失誤的比率大幅下跌 84%，可見指差呼
稱確實能夠有效減少人的錯誤所導致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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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肌肉運動所傳導之刺
激的確能使大腦處於正確
處理之狀態。

• 腕部肌肉加以刺激時能促
使大腦更活潑的運作。

• 將手指伸直，手指指出對
著對象物或人，同時眼睛
亦注視著對象，並大聲喊
出，能提升大腦的意識水
準。

• 不是陽奉陰為的形式上，
或被動或表演而應自動自
發。

• 動作要確實音調要清晰適
度，呼喚時機要適當，做
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之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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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行時的注意事項



‧為了使作業安全無誤地
進行，在作業的場所，
將手指伸直，指出自己
要確認的對象物，以宏
亮的聲音呼喚， 目的是
提高工作時的警覺性。

‧原則上是由一個人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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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的實行 (一人)

Photo source: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File:Train_Driver_in_Japan_Pointin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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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眼 –須留意有關地面是否乾爽，確保並無積水，導致觸電之危險。
口 – 「指差呼稱」口號: 地面乾爽無積水，OK!

已舖防電地毯，關上電源及配帶上防電手套，OK!
手 – 指著需鋪設防電地毯的地面
耳 – 聆聽「指差呼稱」口號

第二步：
眼– 確保在進行電力裝置工作前鋪設防電地毯在地上作絕緣之用，同時員工
在進行電力工程前，須確保相關之電力裝置已關上電源及配帶上防電手套。
口 – 「指差呼稱」口號:已舖防電地毯，關上電源及配帶上防電手套，OK!
手 – 指著已鋪設防電地毯及電源掣
耳 – 聆聽「指差呼稱」口號

第三步：
眼–檢查防電地毯是否固定在工作位置地上。
口 – 「指差呼稱」口號:防電地毯已固定，OK!

已踏上防電地毯，OK!
手 – 指著已鋪設防電地毯
耳 – 聆聽「指差呼稱」口號

指差呼稱的實行 (一人)

Source: Harriman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



• 採用描繪工作場所和作業
過程的工作圖片，對『潛
在哪些危險』的問題，通
過讓成員們實話實說，來
解決問題的方法。

• 利用集會將預知危險的感
覺敏銳化，共享有關危險
的各種資訊，由集會中解
決問題來加強解決問題的
能力，通過在作業的重要
場所進行指差呼稱來提高
集中力，以團隊精神來強
化實踐力量的方法。

1. 有什麼潛在危險(識別)

2.  這就是關鍵危害(評估)

3. 你要怎麼做 (控制)

4. 這就是關鍵危害(確認)

「………………確認安全/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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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的設計方法

四階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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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評估、控制、確認

識別
- 列出工作上的所有潛在危害

評估
- 找出危險重點、劃上○號

控制
- 為重點提出具體及可行對策

確認
- 設計口號



‧一個人以上一起進行。
這是通過全員共同指認
及呼喚對象物之方式，
以統一對目標的意識，
加強小組的團結和連繫
感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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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的實行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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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oCTkxEMUD8

指差呼稱的實行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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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的實行 (多人)

工作類別: 臨時工作棚架 (人數: 6)
• 管工:「我現在解釋今天工作內容。你們

三個，A，B及C，會今天早上首先把工
字鐵吊下，然後搭建３個外棚架。D, E
及F會去拆工作第五區的高台。有什麼危
害會在工作時遇到？」

• 管工: 「你會點做？」

• 管工: 「正確。其他工作又如何？」

• 管工: 「無錯！獨立救生繩必須提供給安
全帶。有沒有其他？

• 管工: 「我們須要把第五工作區用繩圍好
並加上警告牌,今天重點是使用安全帶及
圍封第五區。 OK!」

• 工人A:「被工字鐵撞傷。」

• 工人Ｂ:「正確手號及用導繩。」

• 工人D: 「你會在棚架上滑倒及下墜，應
該配帶安全帶。」

• 工人Ｅ: 「第五工作區必須用繩圍封。」

• 所有工人: 「使用安全帶及圍封第五區
。OK!」(「指差呼稱」及聆聽自己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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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的實行例子



1. 詳細計劃,推廣培訓

 管理層與前線員工一起識別會嚴重影響工
作安全的關健程序或步驟。

 排除員工對「指差呼稱」的抗拒感。

 關鍵步驟上加上手指符號及相關口號。

2.主管帶頭,員工參與

3.口號精簡清晰,   層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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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差呼稱的設計方法

設計「指差呼稱」的推廣計劃時應與「安全施工程序」整合。

工作前風險評估活動

• 使用一塊白板向小組表
達真實工作場地情况,去
討論工地危害因素。

• 討論、思考、及明白危
害因素的現象及决定危
險點及採取的行動。

• 進行「指差呼稱」確認

30

詳細計劃、推廣培訓



進行指差呼稱活動

• 每日安全施工程
工作時段活動包括:

• 安全早會

• 新進場員工培訓(如需要)

• 危害識別、評估及控制及進行指
差呼稱活動

• 開工前檢查進行指差呼稱活動

• 安全巡查及安全行為觀察

• 施工時的指導及監督

• 休息時段活動

• 安全施工檢討

• 收工前清掃

• 最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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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每日的安全施工程序

8:00                      早會 發報重要事項、早操

危害識別活動(HIA)                          明白工作危險及預防措施
檢查裝備

8:30                              作業

12:00   午膳

13:00                                 作業

安全施工檢討 提出當天發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作業

17:00 收工前清掃 清掃各自的設備、工具、儀器及環境

進行指差呼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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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指差呼稱活動

進行指差呼稱活動

進行指差呼稱活動



時間 每天早上及/或開工前
1. 早會（若有）之後
2. 大約５至１０分鐘
3. 因應工程需要可工作前一曰進行
4. 因工程轉變可轉換時間

地點 在工作場地
負責人 由管工或每組管工帶領(如多個一組)
進行 給工人口頭指示(可使用白板)

1. 令所有工人參加
2. 管工順序清楚告訴當天工作安排
3. 詢問工人就有關工作的潛在危害
4. 就其中兩至三個危害，運用5 W’s and 1 H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and How)

技巧令工人明白危害在哪時、地點、什麼、何故及怎樣發生及預防的安全措施
5. 與工人核實與工作有關的其他組別的溝通及合作事宜
6. 檢查工人的穿著服裝、安全裝備及建康狀況
7. 進行「指差呼稱」鞏固安全認知

重點 為確保工人完全明白當天工作安全指引及提升安全意識，管工應:
1. 檢查工人的穿著服裝及安全裝備
2. 清晰簡潔說明工作步驟及指示
3. 合適的工人及注意他們健康
4. 鼓勵工人參加「指差呼稱」活動
5. 管工把重點填寫在危害識別活動板上 33

危害識別活動 (HIA)

克服員工害羞心態

• 高層參與

• 員工參與選擇要執行指差
呼稱工作

• 管工督導執執行指差呼稱

• 每日進行集體進行活動

• 跟隨施工程序的危害識別
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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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帶頭、員工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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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精簡清晰，層次分明

來源：中國建築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的「指差呼稱」活動稱為「手指確認程序」。
早在十多年前，便開始推行「手指確認程序」。當時發現車長的
人為失誤比較多，在參考過日本的經驗之後，便開始在港鐵推行
「手指確認程序」，並成功令事故率大幅下跌超過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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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企業的應用實例(一)



• 在推行「手指確認程序」前，必須要制訂詳細的計劃，並加強員
工的參與。

• 如果每一個程序及步驟均要求員工進行「手指確認程序」，會浪
費員工的時間及減低員工參與的意欲。故此，在制訂計劃的時候
，應該先識別會嚴重影響工作安全的關鍵程序或步驟，而員工只
需要為這些關鍵步驟進行「手指確認程序」，達到減少失誤的目
的。機構可在程序內的關鍵步驟旁加上手指符號，提醒員工進行
「手指確認程序」。

• 制訂「呼稱」口號時，要精簡及能夠清楚表達須要確認的內容。
在日本進行的「呼稱」口號多以「ＯＫ」結尾，蘇先生則表示，
口號最重要是能够表達確認的內容，並不一定要以ＯＫ結尾。

• 要成功推行「手指確認程序」，員工參與至為重要，提高員工參
與的方法包括定期訓練，主管帶頭進行「手指確認程序」，定期
監察及檢討，進行提升員工團隊精神的練習（例如在開工前，圍
圈指差呼稱口號「手指一指，事故終止」，從而提醒員工進行指
差呼稱，減少事故及失誤）。 37

香港鐵路的經驗借鑑

經過多年的反覆試驗及改良的心得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

•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的「指差呼稱」活動稱為「手指核實程序」
，藉此減少日常工作中的人為失誤，確保員工的工作安全及供
電系統正常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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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企業的應用實例(二)



• 用心去做 ‐認真地進行手指核實程序。

• 層次分明 ‐例如在核實電力開關位置時，應該
按地區、樓宇、房間位置以至開關位置逐一核
實。

• 字字核實 ‐例如核實變電站號碼時，應該全個
號碼核實，不應只讀部分數字。

• 讀，讀，做，check，✓ ‐這是中華電力「手指
核實程序」的步驟：例如在開關電力之前，先
讀出指示上的開關編號，再讀出開關上的編號
，確保正確後便可以操作，之後應再檢查，最
後在指示記錄上打上✓號，代表工作完成。

• 程序被打斷後，須重做。

• 翻閱新一頁的記錄之後，先核實新一頁第一個
步驟的號碼，與上一頁最後一個步驟的號碼是
否連續，避免意外略過中間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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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核實程序」操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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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注意你的思想，他們會變為言語。
注意你的言語，他們會變為行為。
注意你的行為，他們會變為習慣。
注意你的習慣，他們會變為性格。
注意你的性格，他會變為你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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