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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林業鐵路台車事故案例分享

及精進改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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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前言

道班人員工作事項：(需搭乘台車至路線上作業)

 清晨時段，道班辦理路線朝巡作業，進行列車營運前路線巡

檢，確保路線安全無虞。

 日間時段，道班依照工作計畫，進行路線養護，及每月、每

季進行路線檢查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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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1. 1110712台車衝撞事故

奮起湖站
45K+500

十字路站
55K+000

多林站
50K+700

第2次車十字路
站13:50開車

廠商14:25分通知奮起
湖站，將進入路線前往
53K+600處作業，站務
士同意，14:27出發

14:38雙方發現與對方相
向行駛，採取緊急剎車
措施，廠商1名人員跌
落，遭台車夾傷

事故地點
46K+500

第2次14:21
抵達奮起湖站

第6道班台車14:09通
報奮起湖站，下行至本
線42K+200工作，副
站長同意，14:10出發

No.76平交道
45K+700

(3)
(1)

(2)
(4)

(5)

一、事故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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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1. 1110712台車衝撞事故

一、事故經過

廠商台車

傷者

往奮起湖

廠商台車

道班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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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1. 1110712台車衝撞事故

二、原因分析

 人員

1. 副站長未辦理第6道班台車閉塞，僅口頭同意開車，且未傳達訊息予

車站其他人員。

2. 站務士未被指定辦理閉塞，僅因密碼使用紀錄表未見台車閉塞紀錄，

即同意廠商台車進入路線行駛。

3. 未落實要求廠商提出台車使用專案申請，站務士未確認廠商是否持

機動台車使用申請單，即同意進入路線。

 設備

台車前後未裝設護欄，安全防護設施不足，台車緊急剎車時，人員

向前跌落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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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2. 1110713台車死傷事故

一、事故經過

159

159

往竹崎鄉

往嘉義市

農路

林 鐵

往竹崎站

崎頂平
交道

崎頂平交道作動
貨車停於平交道(1)

第1道班台車自北門站
上行至本線7K+200
進行路線養護，13:50
發生事故

(2)

本線
4K+896

本線
7K+200北門站

1K+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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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2. 1110713台車死傷事故

一、事故經過

貨車停妥
台車2秒
後停止

現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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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2. 1110713台車死傷事故

二、原因分析

 人員

平交道往竹崎站方向，左側有一農路，第1道班機動道班車進入

該平交道時，發現該農路同時有貨車駛近路口，因農路接至159

縣道路口處，並未設置警報裝置及遮斷機，故台車駕駛採取預防

性緊急剎車，導致道班人員向前跌落受傷。

 設備

台車前後未裝設護欄，安全防護設施不足，台車緊急剎車時，人

員向前跌落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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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3. 1111107台車死傷事故

一、事故經過

獨立山站
27K+400

竹崎站
14K+200

本線
14K+300

本線
26K+600

本線
15K+600

第3道班2輛台車獨立山
站結束作業，15:00開
車前往樟腦寮站道班房

樟腦寮站
23K+300

第1輛台車載運小型怪手
及駕駛翁oo1人，發現剎
車連桿斷裂，無法操作剎
車，本線26K+600處跳車

第2輛台車班長盧oo隨
即駛近並跳上第1輛台
車，多次操作剎車無
效，15K+600處跳車

台車15:30溜逸至
14K+300處，因該路
段無坡度自動停車

(1)

(2)(3)

(4)

溜逸台車通過

第59號平交道
本線15K+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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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案例分享 3. 1111107台車死傷事故

二、原因分析

 台車剎車連桿斷裂，導致無法操作剎車，發生溜逸事件。

斷裂拉桿 拉桿近照小型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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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改善作為 1. 1110712台車衝撞事故

 竹崎、交力坪、奮起湖等車站，比照北門、阿里山等車站，建立

日勤專責人員，與值班站長管控列車（包含台車）運轉作業。

 車站設置行車管理紀錄之看板，行車人員辦理列車或台車閉塞後，

於看板標明當下前後區間及站內路線股道列車占用之動態情形。

 廠商已依據標8「機動道班車及機動台車使用規定」向林鐵處專案

申請使用台車，再據以向就近車站填報《機動台車使用申請單》，

經核准後方可於許可範圍內使用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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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改善作為 2. 1110713台車死傷事故

 21輛台車前後端已於111年8月12日全數加裝ㄇ型護欄，欄杆並圍

以繩索加強乘坐人員安全；規定台車乘坐人數上限，包含台車駕駛

為5人，及禁止於台車上放置板凳增加座位。

 同年9月30日台車亦全數裝設喇叭，可鳴笛示警公路車輛。

喇叭位置

安全護欄 搭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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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改善作為 2. 1110713台車死傷事故

 針對道班台車駕駛辦理操作人員訓練及考試，包括學術科等科

目之訂定。

 農路與公路相接處，已於111年8月26日增設警鈴及閃光號誌之

警報裝置。

農路

增設警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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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改善作為 3. 1111107台車死傷事故

 全面就同類型機動道班車檢視剎車連桿有無異常。

 委請機械技師測試機動道班車外，並進行檢查簽認。

 研議修正規章，辦理台車駕駛訓練及考核，包括學、術科等

科目之訂定。

 爭取經費研發安全巡軌車，保護人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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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結論：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110年9月7日成立SMS安全管理委員會

安全管理資訊系統111年3月1日上線使用

 每季召開一次會議，截止111年9月底已召開4次會議。

 由處長主持，參加人員為副處長、秘書、各科室主管、現場

單位一級主管及各科室行安職安幕僚人員。。

 內部控制安全指標按季檢討。

 確認是否增加新增危害及檢討。

 有關行車安全變革管理事項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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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結論：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委員會下設SMS安全工作小組同步成立：

 截止111年9月底已召開24次會議。

 由秘書主持，參加人員為各科室行安職安幕僚人員。

 訂定安全指標並製作危害清冊進度之控管與檢討，每季結果

提報至SMS安全管理委員會。

 討論登載之行車事故、虛驚及職安事件，檢討改善措施妥適

性，追蹤後續改善情形，每季提報至SMS安全管理委員會。

 新增或修訂標準作業程序或工作說明書。

 檢討撰寫完畢之SMS手冊及試填自主評估表。



感 謝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