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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2008 年 10 月 25 日下午約 7 時 21 分，大埔富善邨善雅樓編號 L32 升降

機突然跌落地面層，升降機當時沒有裝載乘客，升降機機廂損毀。同時，機廂共

八條懸吊纜索其中七條斷裂，跌在機廂頂上（參見圖 1）。

圖 1 – 編號 L32 升降機機

廂頂及懸吊纜索。 

2. 事故並無引致傷亡。

背景 

3. 該升降機由通力電梯 （香港）有限公司在房屋署委託下於 1986 年製造及安

裝，該公司為香港法例第 327 章《升降機及自動梯（安全）條例》下的註冊升降

機承建商。該升降機由電動機驅動，額定速度為每秒 2.5 米，額定負載為 1,250

公斤，設於一座 35 層高大廈內，每隔三層停站（地面、2 樓、5 樓、8 樓…35

樓）。由 1986 年至 2008 年 1 月，該升降機由房屋署管理，不受《升降機及自動

梯（安全）條例》的規管。2008 年 2 月 1 日起，該升降機的管理責任轉由富善

邨業主立案法團承擔，該升降機開始受《升降機及自動梯（安全）條例》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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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升降機由 1986 年至 2008 年 7 月由通力電梯（香港）有限公司維修保養。

最後一次定期檢驗於 2008 年 1 月 5 日由該公司一名註冊升降機工程師進行，並

確認升降機操作安全。2008 年 8 月 1 日，該升降機的維修保養轉由另一家註冊

升降機承建商蒂森克虜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負責。 2008 年 8 月 18 日，蒂森

克虜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一名註冊升降機工程師對該升降機進行定期檢驗，

並確認該升降機操作安全。

升降機部件 

5. 圖 2 為該升降機圖。該升降機及其對重皆由電動機透過 2:1 比率的雙繞纜索

系統驅動。八條懸吊纜索同時載重運作，每條纜索的所有滑輪皆有其各自的曳引

坑槽。索末端繫固於升降機井道頂機房地板上。有一組補償纜索連接升降機機廂

底部至對重底部。一部偵測升降機機廂超速運行的限速器則設置於機房地板上驅

動發動機旁。升降機的垂直運行由機廂兩旁的兩條導軌牽引。如發生超速情況，

限速器會啟動升降機機廂的安全鉗，使其抓緊導軌，穩住機廂，把機廂制停。升

降機井道底部有兩部液壓緩衝器，在升降機及對重超越其下限線時提供緩衝，產

生制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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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編號 L32 升降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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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式 

6.	 機電工程署所採用的調查方式概述如下： 

6.1 	 分析調查過程中搜集所得的紀錄，特別是註冊升降機工程師的檢查報告，

以及事故發生前升降機內部閉路電視的拍攝紀錄。 

6.2 	 會見蒂森克虜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維修保養人員、大廈管理公司的負

責人員以及富善邨的住客，並錄取口供。 

6.3 	 檢視、檢查及分析升降機部件，包括已損毀的懸吊纜索、限速器、安全鉗

及電機系統。 

6.4 	 進行實地測量及運算分析，以模擬升降機機廂、懸吊纜索及對重在事故發

生時的移動情況。 

6.5 	 安排香港城市大學及工務中央試驗所對主要升降機部件進行實驗室檢驗，

包括懸吊纜索、限速器、安全鉗、滑輪及軸承。

觀察及發現 

7. 屋邨管理處閉路電視的拍攝紀錄及住客所提供的資料顯示，該升降機在事故

發生前的運作過程如下： 

7.1 	 於下午 7 時 18 分 56 秒，一名少女從 32 樓進入該升降機。下降至 17 樓時，

另一名男子於下午 7 時 19 分 26 秒進入升降機。 

7.2 	 升降機下降至 14 樓，該名少女於下午 7 時 19 分 43 秒步出升降機。該升降

機繼續下降至地面，該名男子亦於下午 7 時 20 分 18 秒步出升降機。 

7.3 	 該部無載人的升降機上升至 14 樓，升降機門於下午 7 時 21 分 13 秒打開，

並於下午 7 時 21 分 23 秒關上。錄影操作於下午 7 時 21 分 30 秒停止。 

8.	 事故發生後，升降機部件的目檢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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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八條懸吊纜索其中七條發現斷裂。其中五條的斷裂位置在對重一方距離固定

點約 1.1 至 1.2 米處。其餘兩條纜索的斷裂位置在距離固定點約 2.0 至 2.5 米

處（參看附錄 A 圖 3）。 

8.2 	 機房內的限速器損毀（參看附錄 A 圖 4）。機房內兩條支撐升降機發動機的

工字形金屬桁樑變形（參看附錄 A 圖 5A 及 5B）。對重滑輪托架發現油脂

污漬，以及因與纜索和滑輪磨擦而造成的刮痕。（參看附錄 A 圖 6A 及 6B）。 

8.3 	 懸吊纜索穿過機房混凝土樓層開口伸延至升降機井道。混凝土樓層開口邊發

現新的磨蝕痕跡。（參看附錄 A 圖 7）。 

8.4 	 對重滑輪發現跌在對重頂部，而對重滑輪軸承亦已損毀，跌落升降機井道底

坑。（已損毀的軸承參看附錄 A 圖 8。） 

8.5 	兩條導軌從 10 樓至地面層發現刮痕。（參看附錄 A 圖 9）。 

8.6 	安全鉗兩面皆發現刮痕。（參看附錄 A 圖 10）。 

8.7 	對重導軌頂部托架發現變形。（參看附錄 A 圖 11）。

實驗室檢驗結果 

9. 工務中央試驗所對全部八條懸吊纜索進行抗拉強度測試。結果顯示，所有懸

吊纜索的抗拉強度（每條 66kN）符合製造商技術規格（每條 60kN），亦達到國

際標準。 

10. 香港城市大學對七組斷裂的懸吊纜索進行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斷裂表面一般

呈現過度應力下拉力損毀的特徵。 

11. 香港城市大學同時檢驗了對重滑輪軸及軸承，並發現其內側表面、軸承滾珠

及軸承與軸之間的接觸面有侵蝕痕跡。

事故模擬情境 

12.	 根據調查所得的資料推測，事故發生情況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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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當升降機於下午 7 時 21 分從 14 樓下降至地面時，升降機對重上升至 21 樓。

對重滑輪軸承內側由於侵蝕而斷裂，導致軸承滾珠脫離軌道。結果，正如繪

圖 1 所示，滑輪軸其中一面失去承托，令滑輪被懸吊纜索的拉力拉至向上傾

側。傾側亦造成滑輪與對重托架接觸，令對重托架承受壓力，引致其中一「臂」

變形。當軸的一端無法留在托架內時，懸吊纜索便完全脫離滑輪。

繪圖 1：懸吊纜索完全脫離對重滑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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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正如繪圖 2 所示，由於懸吊纜索鬆脫，對重失去承托，便沿著對重導軌向升

降機井道底部滑下。對重滑輪亦脫離托架，向地面墜下。喪失對重裝置的升

降機機廂便開始加速下降。

繪圖 2 – 升降機機廂及對重一併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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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由於下降速度超越額定速度，限速器便啟動其電動開關，停止升降機電動機

運作，並同時啟動制動器。但由於懸吊纜索並非與發動機曳引輪緊密接觸，

摩擦力並不足夠，發動機制動器無法有效地制停下降中的升降機機廂。正如

繪圖 3 所示，升降機機廂加速下跌，限速器在 10 樓附近開始啟動安全鉗，

令機廂下跌減慢。但安全鉗未能把升降機機廂制停至靜止狀態。

繪圖 3 – 升降機機廂安全鉗啟動，令機廂下跌減慢。

- 8 -




 

 

12.4 與此同時，對重亦沿著導軌滑下。由於升降機機廂與對重之間空間有限（只

有約 65 毫米的水平間隙），懷疑連接對重底部的補償纜索（共五條，每條

直徑 16 毫米）開始在升降機機廂頂部及旁側纏繞打結。在對重加速落下之

際，對重及打結的補償纜索令升降機機廂加重負荷。下跌中的對重與打結的

補償纜索促使升降機機廂進一步滑下，越過地面層跌落升降機井道底坑。（參

看繪圖 4）

繪圖 4 – 對重及打結的補償纜索促使升降機機廂跌落井道底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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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升降機機廂越過地面層跌落升降機井道底坑之際，八條懸吊纜索其中七條呈

現繃緊，另一條纜索則脫離了導向滑輪，並無繃緊。五條懸吊纜索在升降機

機房的混凝土樓層開口邊上被拖拉，另外兩條懸吊纜索則在升降機井道頂對

重導軌托架上被拖拉。對重及升降機機廂下跌所造成的衝力，超越了纜索的

拉力強度，把七條纜索拉斷（參看繪圖 5）。餘下的一條鬆垂纜索則沒有被

拉斷。 

(空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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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 5 – 對重與升降機機廂下跌所造成的衝力扯斷懸吊纜索。

避免事故再發生的防範措施 

13.	 在進行升降機定期保養及定期檢驗期間，註冊升降機承建商及註冊升降機

工程師必須嚴格遵守生產商的建議，以及《實務守則》內有關升降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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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保養的技術要求，並須確保主要部件操作狀況良好，包括： 

a) 所有卷筒、曳引輪、滑輪及軸承； 

b) 限速器、安全鉗、升降機機廂及對重的導軌及導靴；以及 

c) 懸吊纜索、補償纜索／鏈及其繫固裝置。

機電工程署的相應行動 

14. 機電工程署將會加強巡查及監察註冊升降機承建商及註冊升降機工程師

的工作表現，以確保其符合所有技術及法例要求。 

15. 機電工程署將會與業界攜手，強化《實務守則》的內容，以促進升降機主

要部件的保養檢查工作。

機電工程署 

2008年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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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A - 圖片

圖 3 – 升降機發動機房發現斷裂的懸吊 圖 4 – 受損的升降機限速器。

纜索。

圖 5A – 升降機發動機的工字形金屬 圖 5B – 工字形金屬桁樑變形放大圖。

桁樑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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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 – 對重滑輪托架上的纜索刮痕。 圖 6B – 對重滑輪托架上的纜索刮痕

及滑輪刮痕放大圖。

圖 7 – 混凝土樓板發現新的磨蝕痕

跡。
圖 8 – 已損毀的對重滑輪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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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 導軌上的刮痕。 圖 10 – 安全鉗上的新刮痕。

圖 11 – 對重導軌托架變形（從 35

樓層向升降機井道望時見於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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