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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2 0 0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單 一 級  工 作 項 目 0 1 ： 作 業 之 準 備 與 檢 點  

 

1 . ( 1 )  B A R 是壓 力 單 位面 積 單 位重 量 單 位流 量 單 位 。  

2 . ( 4 )  逆 止 閥 為 液 壓 系 統 組 件 之 一 ， 其 功 用 為減 少 流 量增 加 流 量降 低

壓 力限 制 單 向 流 動 。  

3 . ( 3 )  格 子 式 伸 臂 主 材 斷 裂 時 ， 處 理 方 法 是斷 裂 處 切 換斷 裂 處 銲 接 後 補

強整 節 伸 臂 換 新勉 強 再 使 用 。  

4 . ( 1 )  1  k g / c m 壓 力 相 當 於 1 4 . 2 p s i  1 4 . 7 p s i  1 7 . 4 p s i  2 1 . 7 p s i 。  

5 . ( 4 )  物 體 同 時 受 兩 個 以 上 的 外 力 作 用 時 ， 如 果 發 生 運 動 ， 其 方 向 必 為最

小 外 力 的 方 向最 大 外 力 的 方 向平 均 力 的 方 向合 力 的 方 向 。  

6 . ( 1 )  單 位 面 積 所 受 垂 直 作 用 力 稱 為壓 力扭 力剪 力地 心 引 力 。  

7 . ( 3 )  吊 鉤 開 口 變 形 超 過 原 尺 寸 下 列 何 值 時，才 不 得 使 用 ？ 1 ％ 3 ％ 5

％ 7 ％ 。  

8 . ( 1 )  普 通 撚 之 鋼 索 比 蘭 格 撚 之 鋼 索容 易 磨 損容 易 鬆 散壽 命 較 長柔

軟 性 好 。  

9 . ( 4 )  下 列 何 者 為 驅 動 液 壓 泵 的 裝 置液 壓 馬 達液 壓 缸洩 壓 閥原 動

機 。  

1 0 . ( 4 )  正 常 的 潤 滑 油，含 水 程 度 超 過 多 少 數 值，會 呈 乳 白 色 ？ 0 . 0 2 ％ 0 . 0 3

％ 0 . 0 4 ％ 0 . 0 5 ％ 。  

1 1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伸 臂 起 伏 液 壓 控 制 油 路 上 ， 為 安 全 起 見 ， 必 定 裝 置 有 下

列 那 一 種 控 制 閥 ？減 壓 閥轉 動 閥配 衡 閥卸 載 閥 。  

1 2 . ( 4 )  剎 車 油 至 少 間 隔 多 久 更 換 一 次 ？每 週每 月每 季每 年 。  

1 3 . ( 4 )  設 荷 件 重 為 ｗ，所 加 有 效 力 為 p，則 滑 車 的 機 械 效 率 等 於 w ＋ p  w

－ p  w × p  w / p 。  

1 4 . ( 2 )  滑 車 的 機 械 效 率大 於 速 比等 於 速 比小 於 速 比與 速 比 無 關 。  

1 5 . ( 2 )  三 個 固 定 滑 車 與 三 個 活 動 滑 車 所 組 成 之 複 滑 車 ， 穿 繞 鋼 索 條 掛 數 為 6

條 掛 時 ， 該 複 滑 車 的 速 比 值 等 於 3  6  1 2  1 8 。  

1 6 . ( 4 )  引 擎 使 用 之 燃 料 油 要 選 擇 合 乎 標 準 規 格 品 ，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為 避 免成

本 增 加選 購 不 便曲 軸 磨 損馬 力 不 足 。  

1 7 . ( 2 )  液 壓 系 統 中 的 蓄 壓 器 ， 其 功 用 之 一 為防 止 系 統 超 壓穩 定 系 統 壓 力

可 替 代 卸 載 閥可 替 代 逆 止 閥 。  

1 8 . ( 4 )  渦 輪 增 壓 機 係 藉 何 者 驅 動 ？齒 輪電 動 馬 達鏈 條引 擎 排 氣 。  

1 9 . ( 1 )  在 高 山 上 作 業 ， 柴 油 引 擎 的 性 能因 大 氣 壓 力 降 低 ， 馬 力 降 低因 大

氣 壓 力 增 加 ， 馬 力 增 加因 氣 溫 降 低 ， 馬 力 降 低因 氣 溫 升 高 ， 馬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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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  

2 0 . ( 1 )  以 臺 灣 氣 候 ， 引 擎 節 溫 器 是 否 需 要 ？需 要不 需 要夏 天 需 要冬

天 需 要 。  

2 1 . ( 3 )  柴 油 引 擎 之 燃 料 點 火 燃 燒 是 藉預 熱 塞火 星 塞壓 縮 空 氣 熱噴 射

泵 。  

2 2 . ( 3 )  引 擎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 轉 速 愈 高 ， 則 其 機 油 最 高 壓 力愈 低愈 高不

變不 一 定 。  

2 3 . ( 1 )  柴 油 引 擎 之 潤 滑 大 都 採 用完 全 壓 力 式部 份 壓 力 式噴 濺 式噴 射

式 。  

2 4 . ( 1 )  輪 胎 充 氣 壓 力 過 高 會 磨 損胎 面 中 央胎 面 肩 部胎 唇輪 胎 側 面 。

2 5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所 用 齒 輪 油 一 般 為 S A E  1 0  S A E  3 0  S A E  4 0 

S A E  9 0 。  

2 6 . ( 3 )  液 壓 系 統 作 日 常 保 養 檢 查 時 應 注 意液 壓 油 之 流 量液 壓 泵 之 磨 損

液 壓 油 之 洩 漏 情 況調 整 液 壓 油 之 工 作 壓 力 。  

2 7 . ( 2 )  增 加 水 箱 蓋 壓 力 ， 水 之 沸 點 會降 低增 高不 變不 一 定 。  

2 8 . ( 3 )  規 格 1 6 . 0 × 2 4 × 1 2  P R  之 輪 胎 的 鋼 圈 外 徑 為 1 2 吋 1 6 吋 2 4 吋

3 6 吋 。  

2 9 . ( 1 )  安 裝 鋼 索 索 夾 結 頭 時，索 夾 U 型 螺 栓 置 於 鋼 索 鬆 端索 夾 U 型 螺 栓

置 於 鋼 索 荷 重 端索 夾 鞍 座 置 鋼 索 鬆 端無 一 定 規 則 遵 循 。  

3 0 . ( 3 )  防 止 伸 臂 向 後 傾 倒 的 裝 置伸 臂 起 伏 捲 胴伸 臂 起 伏 停 止 器伸 臂 背

向 停 止 器伸 臂 支 持 索 。  

3 1 . ( 3 )  一 般 伸 臂 之 過 仰 防 止 裝 置 ， 設 定 伸 臂 最 大 仰 角 為 3 0 ° 6 0 ° 8 0 °

9 0 ° 。  

3 2 . ( 4 )  液 壓 缸 活 塞 有 效 受 壓 面 積 2 0 平 方 公 分，液 壓 工 作 壓 力 每 平 方 公 分 1 0 0

公 斤 時 ， 液 壓 缸 之 推 桿 的 出 力 為 若 干 公 斤 ？ 5 0  1 0 0  1 0 0 0 

2 0 0 0 。  

3 3 . ( 2 )  下 列 何 種 液 壓 泵 較 適 宜 作 高 壓 泵 ？螺 旋 泵柱 塞 泵輪 葉 泵齒 輪

泵 。  

3 4 . ( 1 )  可 儲 存 液 壓 能 之 蓄 壓 器 ， 其 氣 體 室 內 宜 充 填氮 氣氧 氣氫 氣乙

炔 。  

3 5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作 業 前 應 先 檢 點液 壓 泵配 重 鐵蓄 壓 器制 動 器 及

離 合 器 之 性 能 。  

3 6 . ( 1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過 捲 預 防 裝 置 應 多 久 實 施 檢 點 ？每 日每 月每 半

年每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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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 4 )  使 用 油 壓 驅 動 裝 置 的 缺 點 為傳 遞 扭 力 小無 過 負 荷 防 止 裝 置振 動

大機 械 效 率 會 隨 油 溫 起 變 化 。  

3 8 . ( 2 )  道 路 崎 嶇 不 平 或 作 業 地 區 地 形 不 佳 宜 選 用卡 車 式 起 重 機輪 型 越 野

式 起 重 機輪 型 廠 區 用 起 重 機起 重 卡 車 。  

3 9 . ( 1 )  下 列 何 種 起 重 機 原 則 不 得 使 用 於 吊 走 作 業 ？卡 車 式 起 重 機輪 型 越

野 式 起 重 機輪 型 廠 區 用 起 重 機履 帶 式 起 重 機 。  

4 0 . ( 1 )  下 列 何 種 輪 型 起 重 機 在 未 置 放 外 伸 撐 座 時 ， 絕 對 禁 止 空 鉤 ( 未 吊 重 時 )

旋 轉 ？卡 車 式越 野 式輪 行 式全 地 形 式 。  

4 1 . ( 3 )  所 謂 作 業 半 徑 係 指 吊 鉤 中 心 至 起 重 機 何 者 間 的 水 平 距 離 ？外 伸 撐 座

座 板 中 心機 體 後 端旋 轉 中 心機 體 重 心 。  

4 2 . ( 2 )  在 常 溫 下 ， 下 列 何 種 油 之 黏 度 最 高 ？引 擎 機 油齒 輪 油液 壓 油

剎 車 油 。  

4 3 . ( 3 )  引 擎 發 動 後 ， 機 油 警 告 燈 一 直 不 熄 滅 ， 可 能 原 因 為機 油 壓 力 過 高

機 油 太 多機 油 太 少機 油 溫 度 過 高 。  

4 4 . ( 4 )  液 壓 缸 所 產 生 的 推 力 與 下 列 何 者 無 關 ？活 塞 的 截 面 積液 壓 油 的 壓

力缸 的 內 徑缸 的 長 短 。  

4 5 . ( 4 )  液 壓 馬 達 的 馬 力 與 下 列 何 者 無 關 ？液 體 的 流 量液 體 的 壓 力液 體

的 流 速液 體 的 酸 鹼 度 。  

4 6 . ( 1 )  靜 止 的 液 壓 系 統 中 ，每 一 點 的 壓 力 都 相 同油 管 頭 端 的 壓 力 大油

管 尾 端 的 壓 力 大油 管 中 間 的 壓 力 大 。  

4 7 . ( 2 )  液 壓 式 起 重 機 之 釋 壓 閥 係 屬 防 止過 捲 揚 裝 置過 負 荷 裝 置過 旋 轉

裝 置過 仰 角 裝 置 。  

4 8 . ( 1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每 日 作 業 前 應 實 施安 全 裝 置 及 控 制 器 之 性 能 檢 查最

大 荷 重 之 檢 查液 壓 系 統 測 試安 定 性 試 驗 。  

4 9 . ( 1 )  柴 油 引 擎 發 動 後 ， 排 氣 管 冒 大 量 黑 煙 的 可 能 原 因 為空 氣 濾 清 器 堵 塞

柴 油 油 路 不 通機 油 不 足汽 缸 、 活 塞 磨 損 ， 燃 燒 機 油 。  

5 0 . ( 2 )  下 列 敘 述 ， 何 者 錯 誤 ？固 定 滑 車 可 改 變 力 的 方 向固 定 滑 車 可 改 變

出 力 的 大 小活 動 滑 車 不 可 改 變 力 的 方 向活 動 滑 車 可 改 變 出 力 的 大

小 。  

5 1 . ( 3 )  鋼 索 之 斷 裂 荷 重 A 、 安 全 荷 重 B 、 安 全 係 數 S ， 則 其 關 係 為 S = A × B

 S = B / A  S = A / B  S = A - B 。  

5 2 . ( 2 )  普 通 撚 6 × 3 7 鋼 索 的 素 線 有 若 干 條 ？ 1 4 4  2 2 2  4 6 6  6 3 7 。  

5 3 . ( 4 )  鋼 索 索 徑 以 下 列 何 者 為 準 ？鋼 索 子 索 徑 之 和鋼 索 素 線 徑 之 和鋼

索 內 接 圓 直 徑鋼 索 外 接 圓 直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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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 1 )  齒 輪 式 液 壓 泵 迴 轉 一 轉 ， 所 排 出 的 油 量 稱 為 該 泵 的容 量流 量馬

力效 率 。  

5 5 . ( 2 )  液 壓 泵 的 容 量 與 每 分 鐘 迴 轉 數 的 乘 積 即 為 該 泵 的容 量流 量壓 力

馬 力 。  

5 6 . ( 2 )  四 口 三 位 方 向 控 制 閥 中 ， 與 液 壓 油 箱 直 接 連 通 的 油 口 為 P 口 T 口

 A 口 B 口 。  

5 7 . ( 3 )  某 一 直 列 六 汽 缸 柴 油 引 擎，其 燃 燒 室 容 積 為 1 個 單 位，排 氣 量 為 1 9 個

單 位 ， 則 該 引 擎 的 壓 縮 比 為 1 8 : 1  1 9 : 1  2 0 : 1  2 1 : 1 。  

5 8 . ( 3 )  某 一 直 列 六 汽 缸 柴 油 引 擎，其 燃 燒 室 容 積 為 5 0 C . C .，總 排 氣 量 為 6 , 0 0 0  

C . C . ， 則 該 引 擎 的 活 塞 位 移 容 積 為 若 干 C . C . ？ 1 2 0  3 0 0  1 0 0 0

 1 0 5 0 。  

5 9 . ( 4 )  某 一 直 列 六 汽 缸 柴 油 引 擎 ， 其 總 排 氣 量 為 9 0 0 0  C . C . ， 燃 燒 室 容 積 為

1 0 0  C . C . ， 當 活 塞 於 下 死 點 時 ， 汽 缸 內 的 容 積 為 若 干 C . C . ？ 6 0 0 

9 0 0  1 0 0 0  1 6 0 0 。  

6 0 . ( 4 )  冷 天 氣 作 業 ， 為 幫 助 柴 油 引 擎 容 易 起 動 ， 使 燃 燒 室 加 溫 之 裝 置 為電

池電 容 器阻 風 門預 熱 塞 。  

6 1 . ( 3 )  在 引 擎 裝 置 中 ， 燃 油 噴 射 泵 的 噴 射 時 間 是 由 何 者 來 控 制 ？飛 輪連

桿時 規 齒 輪電 門 開 關 。  

6 2 . ( 4 )  在 引 擎 的 動 力 單 位 中 H P 係 指法 制 馬 力中 制 馬 力美 制 馬 力英

制 馬 力 。  

6 3 . ( 1 )  封 閉 中 的 液 體 一 部 份 加 壓 力 ， 則 液 體 其 他 部 份 會 傳 出 同 大 小 的 壓 力 ，

這 種 原 理 稱 為巴 斯 噶 原 理阿 基 米 德 原 理槓 桿 原 理能 量 不 滅 原

理 。  

6 4 . ( 3 )  藉 液 體 將 相 同 大 小 的 壓 力 向 四 面 八 方 傳 遞 的 特 性 稱 為波 義 耳 原 理

牛 頓 定 律巴 斯 噶 原 理續 流 原 理 。  

6 5 . ( 1 )  將 機 械 能 轉 換 為 液 壓 能 的 液 壓 組 件 為液 壓 泵液 壓 缸液 壓 馬 達

液 壓 控 制 閥 。  

6 6 . ( 4 )  四 口 三 位 方 向 控 制 閥 中 ， 與 液 壓 泵 出 油 口 連 接 的 孔 口 為 T 口 A 口

 B 口 P 口 。  

6 7 . ( 4 )  液 壓 缸 活 塞 截 面 積 A ， 推 桿 之 推 力 F ， 則 液 壓 缸 內 油 的 壓 力 為 F ＋ A

 F － A  F × A  F / A 。  

6 8 . ( 3 )  下 列 有 關 雙 動 作 液 壓 缸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活 塞 截 面 積 與 推 桿 之 出

力 無 關活 塞 截 面 積 與 推 桿 速 率 無 關活 塞 截 面 積 大 ， 推 桿 出 力 大

推 桿 縮 回 比 伸 出 速 率 慢 。  

6 9 . ( 3 )  下 列 有 關 液 壓 基 本 工 作 原 理 之 敘 述 ， 何 者 錯 誤 ？液 體 本 身 無 固 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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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狀液 壓 泵 僅 產 生 液 壓 油 之 流 動液 壓 馬 達 受 阻 時 ， 油 壓 隨 之 降 低

缸 徑 小 的 液 壓 缸 ， 出 力 小 速 率 快 。  

7 0 . ( 2 )  換 裝 液 壓 軟 管 的 原 則 為當 軟 管 過 長 時 ， 可 環 形 彎 曲軟 管 容 許 撓

曲 ， 但 避 免 扭 曲軟 管 要 拉 緊 ， 以 免 鬆 動若 工 作 壓 力 低 時 ， 允 許 尖

銳 之 彎 曲 。  

7 1 . ( 2 )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流 量 控 制 閥 ？配 衡 閥節 流 閥逆 止 閥卸 載 閥 。  

7 2 . ( 2 )  下 列 有 關 減 壓 閥 之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屬 於 常 閉 式 閥屬 於 常 開 式 閥

可 限 制 液 壓 系 統 最 高 壓 力可 使 液 壓 泵 卸 載 。  

7 3 . ( 3 )  為 了 防 止 液 壓 控 制 油 路 中 產 生 氣 穴 ( 部 份 真 空 ) 現 象 ， 可 在 該 油 路 中 裝

置洩 壓 閥減 壓 閥補 充 閥配 衡 閥 。  

7 4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上 部 旋 轉 體 與 下 部 結 構 的 對 應 液 壓 控 制 油 路 ， 係 藉 下 列

何 項 液 壓 組 件 相 連 通 ？液 壓 馬 達方 向 控 制 閥液 壓 軟 管轉 動 接

頭 。  

7 5 . ( 1 )  液 壓 油 過 濾 器 安 裝 於 回 油 管 路 上 時 ， 下 列 之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不 能

直 接 保 護 液 壓 組 件過 濾 芯 子 須 耐 高 壓會 影 響 液 壓 泵 的 供 油 量可

有 效 保 護 液 壓 泵 。  

7 6 . ( 3 )  液 壓 系 統 中 ， 油 之 壓 力 為 P ， 油 之 流 量 為 Q ， 則 液 壓 馬 達 的 功 率 等 於

 P ＋ Q  P － Q  P × Q  P / Q 。  

7 7 . ( 1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壓 力 控 制 閥 ？逆 止 閥順 序 閥配 衡 閥卸 載 閥 。

7 8 . ( 4 )  下 列 何 者 為 油 壓 式 起 重 機 捲 揚 裝 置 必 須 之 液 壓 控 制 閥 ？卸 載 閥順

序 閥減 壓 閥配 衡 閥 。  

7 9 . ( 3 )  下 列 有 關 配 衡 閥 之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降 低 壓 力 ， 使 荷 件 緩 慢 捲 下

捲 下 時 ， 防 止 捲 揚 馬 達 逆 轉可 防 止 荷 件 自 由 下 降緊 急 時 ， 使 荷 件

快 速 著 地 。  

8 0 . ( 3 )  液 壓 油 的 引 火 點 約 為 攝 氏 幾 度 ？ 8 0 度 至 1 2 0 度 1 2 0 度 至 1 8 0 度

 1 8 0 度 至 2 4 0 度 2 4 0 度 至 3 0 0 度 。  

8 1 . ( 4 )  設 液 壓 缸 頭 端 油 口 流 量 為 Q ， 其 活 塞 截 面 積 為 A ， 則 推 桿 之 伸 出 速 率

等 於 Q ＋ A  Q － A  Q × A  Q / A 。  

8 2 . ( 1 )  四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之 每 次 工 作 循 環 為進 氣 ─ 壓 縮 ─ 爆 發 ─ 排 氣進 氣

─ 爆 發 ─ 壓 縮 ─ 排 氣排 氣 ─ 壓 縮 ─ 氣 進 ─ 爆 發爆 發 ─ 壓 縮 ─ 進 氣

─ 排 氣 。  

8 3 . ( 3 )  活 塞 在 上 死 點 與 下 死 點 間 的 移 動 距 離 稱 為壓 縮 比排 氣 量行 程

缸 徑 。  

8 4 . ( 3 )  柴 油 引 擎 燃 料 的 正 確 噴 射 時 間 為進 氣 行 程 上 死 點 前進 氣 行 程 下 死

點 後壓 縮 行 程 上 死 點 前壓 縮 行 程 上 死 點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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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 4 )  一 般 而 言 ， 柴 油 引 擎 於 冷 車 發 動 時 ， 略 有 爆 震 及 排 黑 煙 之 現 象 係 為

汽 缸 壓 力 過 低汽 缸 壓 力 過 高噴 射 壓 力 過 低正 常 現 象 。  

8 6 . ( 2 )  柴 油 的 十 六 烷 值 是 指 柴 油 的引 火 點燃 點沸 點凝 結 點 。  

8 7 . ( 3 )  柴 油 引 擎 的 燃 燒 室 種 類 中 ， 熱 效 率 最 高 的 是 那 一 種 燃 燒 室 ？空 氣 室

式渦 流 室 式直 接 噴 射 室 式預 燃 燒 室 式 。  

8 8 . ( 2 )  下 列 何 者 為 二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構 造 之 必 要 組 件 ？化 油 器鼓 風 機空

壓 機進 氣 後 冷 卻 器 。  

8 9 . ( 3 )  直 列 式 六 汽 缸 柴 油 引 擎 的 爆 發 順 序 中，下 列 何 者 正 確 ？ 1 - 2 - 3 - 4 - 5 - 6

 1 - 3 - 2 - 5 - 4 - 6  1 - 4 - 2 - 6 - 3 - 5  1 - 6 - 2 - 3 - 4 - 5 。  

9 0 . ( 2 )  二 行 程 與 四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之 本 體 構 造 中 ， 下 列 何 者 顯 著 不 同 ？曲 軸

汽 缸 套排 氣 門連 桿 。  

9 1 . ( 4 )  二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的 鼓 風 機 係 利 用 下 列 何 者 驅 動 ？引 擎 進 氣引 擎 排

氣飛 輪齒 輪 。  

9 2 . ( 4 )  二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汽 缸 蓋 上 的 氣 門 是進 排 氣 門 各 半進 氣 門 多 於 排 氣

門皆 為 進 氣 門皆 為 排 氣 門 。  

9 3 . ( 1 )  調 整 柴 油 引 擎 氣 門 間 隙 ， 係 指 調 整 氣 門 與 下 列 何 者 間 的 間 隙 ？搖 臂

氣 門 座氣 門 彈 簧氣 門 導 管 。  

9 4 . ( 2 )  引 擎 性 能 曲 線 中 ， 於 何 轉 速 時 ， 扭 矩 最 大 ？低 速中 速高 速無

法 由 性 能 曲 線 得 知 。  

9 5 . ( 2 )  引 擎 性 能 曲 線 中 ， 於 何 轉 速 時 ， 燃 料 消 耗 率 最 小 ？低 速中 速高

速無 法 由 性 能 曲 線 得 知 。  

9 6 . ( 3 )  單 位 時 間 所 做 的 功 稱 為機 械 效 率扭 矩功 率燃 料 消 費 率 。  

9 7 . ( 2 )  柴 油 引 擎 構 造 中 ， 將 活 塞 的 往 復 運 動 傳 達 至 曲 軸 的 機 件 為搖 臂連

桿凸 輪 軸正 時 齒 輪 。  

9 8 . ( 2 )  內 燃 機 的 活 塞 移 動 一 個 行 程，曲 軸 旋 轉 若 干 角 度 ？ 9 0  1 8 0  3 6 0

 7 2 0 。  

9 9 . ( 2 )  1 p s i 約 相 當 於 若 干 k p a ？ 5  7  9  1 1 。  

1 0 0 . ( 1 )  普 通 Z 撚 6 × 2 4 索 徑 1 0 ㎜ 的 鋼 索，其 斷 裂 荷 重 近 似 值 為 若 干 公 噸 ？

5  1 0  1 5  2 0 。  

1 0 1 . ( 3 )  鋼 索 的 一 撚 間 有 多 少 百 分 比 以 上 的 素 線 截 斷 時，不 准 再 使 用 5 ％ 7

％ 1 0 ％ 1 2 ％ 。  

1 0 2 . ( 2 )  6 × 2 4 的 鋼 索 ， 一 撚 間 的 素 線 斷 裂 1 5 條 時 ， 依 規 定可 繼 續 使 用不

得 繼 續 使 用可 減 輕 負 荷 使 用可 改 作 為 其 他 吊 具 使 用 。  

1 0 3 . ( 2 )  鋼 索 的 直 徑 減 少 達 公 稱 直 徑 多 少 百 分 比 以 上 者 ， 不 准 使 用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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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1 2 ％ 。  

1 0 4 . ( 2 )  捲 揚 鋼 索 直 徑 應 比 槽 輪 的 槽 溝 直 徑略 大略 小相 等不 一 定 。  

1 0 5 . ( 4 )  重 型 吊 鉤 材 質 一 般 均 採 用鑄 鐵鑄 鋼軟 鋼鍛 鋼 。  

1 0 6 . ( 4 )  鋼 索 規 格 為 6 × 1 9 ， 是 表 示 鋼 索 為 6 絲 ， 每 絲 1 9 股 6 絲 ， 每 股 1 9

絲 6 股 ， 每 絲 1 9 股 6 股 ， 每 股 1 9 絲 。  

1 0 7 . ( 1 )  各 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 對 地 形 適 應 能 力 的 優 劣 順 序 為履 帶 式 、 輪 型 越

野 式、卡 車 式履 帶 式、卡 車 式、輪 型 越 野 式輪 型 越 野 式、履 帶 式 、

卡 車 式卡 車 式 、 輪 型 越 野 式 、 履 帶 式 。  

1 0 8 . ( 4 )  各 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 機 動 能 力 的 優 劣 順 序 為履 帶 式 、 輪 型 越 野 式 、

卡 車 式履 帶 式 、 卡 車 式 、 輪 型 越 野 式輪 型 越 野 式 、 履 帶 式 、 卡 車

式卡 車 式 、 輪 型 越 野 式 、 履 帶 式 。  

1 0 9 . ( 3 )  下 列 何 種 吊 掛 用 具 不 准 再 繼 續 使 用 ？鋼 索 一 撚 間 有 百 分 之 六 的 素 線

截 斷鋼 索 直 徑 減 少 達 公 稱 直 徑 的 百 分 之 五鏈 條 其 中 五 個 環 長 之 長

度 延 伸 超 過 製 造 時 長 度 的 百 分 之 六鏈 條 環 的 斷 面 直 徑 減 少 超 過 製 造

時 的 百 分 之 六 。  

1 1 0 . ( 2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全 機 重 心 至 翻 倒 支 點 的 水 平 距 離 與 全 機 重 量 的 乘 積 為

翻 倒 力 矩安 定 力 矩後 傾 力 矩前 傾 力 矩 。  

1 1 1 . ( 1 )  輪 型 起 重 機 的 翻 倒 支 點 是 指靠 近 起 重 側 的 外 伸 撐 座 座 板 中 心配 重

重 心起 重 機 重 心旋 轉 中 心 。  

1 1 2 . ( 3 )  鋼 索 使 用 在 顯 著 高 熱 場 所 時 ， 其 最 高 溫 度 不 得 高 於 攝 氏 幾 度 ？ 5 0 ℃

 1 0 0 ℃ 1 5 0 ℃ 2 0 0 ℃ 。  

1 1 3 . ( 4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卡 車 式 起 重 機 動 力 傳 動 裝 置 之 組 件 ？離 合 器變 速

箱差 速 器液 壓 馬 達 。  

1 1 4 . ( 3 )  大 氣 壓 為 1 k g / c m ，壓 力 計 為 6 0 k g / c m 時，絕 對 壓 力 應 為 若 干 k g / c m ？

 5 9  6 0  6 1  6 2 。  

1 1 5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的 旋 轉 控 制 油 路 ， 通 常 使 用 那 一 型 液 壓 馬 達 ？單 向 定

量單 向 變 量雙 向 定 量雙 向 變 量 。  

1 1 6 . ( 4 )  各 種 液 壓 泵 中 ， 齒 輪 泵 的 優 點 為效 率 最 高耐 壓 最 高油 流 脈 動 最

小構 造 最 簡 單 。  

1 1 7 . ( 3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方 向 控 制 閥 ？逆 止 閥切 換 閥轉 動 閥梭 動 閥 。

1 1 8 . ( 4 )  k p a 為 什 麼 單 位 ？流 量電 功 率馬 力壓 力 。  

1 1 9 . ( 3 )  下 列 有 關 內 接 齒 輪 液 壓 泵 的 敘 述 ， 何 者 錯 誤 ？主 、 被 動 齒 輪 的 迴 轉

方 向 相 同主 、 被 動 齒 輪 的 齒 數 不 同外 部 齒 輪 為 主 動 輪內 部 齒 輪

為 主 動 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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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 ( 2 )  四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 活 塞 於 上 死 點 時 ， 汽 缸 內 的 容 積 等 於活 塞 位 移 容

積燃 燒 室 容 積總 排 氣 量 的 四 分 之 一總 排 氣 量 。  

1 2 1 . ( 1 )  四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的 構 造 ， 由 正 時 齒 輪 控 制 的 機 件 為凸 輪 軸水 泵

機 油 泵渦 輪 增 壓 機 。  

1 2 2 . ( 4 )  柴 油 引 擎 中 的 凸 輪 軸 ， 其 功 用 為 控 制活 塞 的 往 復 運 動曲 軸 的 旋 轉

運 動水 泵進 排 氣 門 的 開 閉 。  

1 2 3 . ( 2 )  二 行 程 柴 油 引 擎 的 機 油 泵 ， 係 由 下 列 何 者 驅 動 之 ？皮 帶齒 輪鼓

風 機凸 輪 軸 。  

1 2 4 . ( 1 )  有 關 氣 冷 式 柴 油 引 擎 的 構 造 ， 下 列 何 者 正 確 ？汽 缸 無 水 套汽 缸 有

水 套無 風 扇有 水 泵 。  

1 2 5 . ( 3 )  6 × 3 7 鋼 索 ， 其 代 表 之 意 義 為 該 鋼 索 係直 徑 6 m m 、 3 7 絲直 徑

3 7 m m 、 6 股 6 股 、 3 7 絲 3 7 股 、 6 絲 。  

1 2 6 . ( 1 )  下 列 有 關 液 壓 系 統 洩 漏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液 壓 泵 進 油 管 洩 漏 不 易

目 視 察 覺液 壓 泵 出 油 管 洩 漏 須 用 儀 器 檢 查液 壓 油 工 作 溫 度 不 會 影

響 內 部 洩 漏外 部 洩 漏 會 損 耗 液 壓 油 ， 但 不 會 有 其 他 效 應 。  

1 2 7 . ( 2 )  下 列 有 關 鋼 索 之 敘 述 ， 何 者 錯 誤 ？素 線 撚 向 與 股 線 撚 向 相 反 者 ， 稱

為 「 普 通 撚 」鋼 索 之 素 線 經 鍍 鋅 是 增 加 強 度鋼 索 芯 裝 用 麻 繩 是 為

使 鋼 索 更 有 柔 軟 性直 徑 2 0 m m ， 6 股 3 7 絲 鋼 索 之 斷 裂 荷 重 約 為 2 0

噸 。  

1 2 8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捲 揚 鋼 索 的 安 全 係 數，至 少 應 為 3 . 5 5  4  4 . 5 

6 。  

1 2 9 . ( 1 )  液 壓 伸 縮 式 伸 臂 是 以 何 種 支 點 作 起 伏 運 動 ？伸 臂 之 腳 梢油 壓 缸 之

下 腳 梢油 壓 缸 之 上 腳 梢迴 轉 中 心 。  

1 3 0 . ( 1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停 車 制 動 器 之 性 能 ， 應 使 該 起 重 機 在 無 荷 重 時 停 於 地 面

多 少 斜 度 時 ， 能 確 實 保 持 停 止 狀 態 1 / 5  1 / 4  1 / 3  1 / 2 。  

1 3 1 . ( 2 )  吊 鉤 受 損 、 變 形 或 有 裂 痕 ， 在 整 備 時 應銲 接換 新校 正補 強 。

1 3 2 . ( 2 )  電 氣 系 統 的 整 備 檢 查 工 作 ， 下 列 何 種 動 作 是 錯 誤 的 ？電 瓶 水 的 液 位

高 度 及 濃 度鎖 緊 所 有 的 電 線 接 頭 並 塗 抹 黃 油 防 銹所 有 的 電 線 均 應

適 當 的 固 定 並 遠 離 高 溫 機 件檢 查 絕 緣 。  

1 3 3 . ( 4 )  以 下 何 者 不 是 油 壓 或 氣 壓 軟 管 的 目 視 安 全 檢 查 項 目 ？橡 膠 表 面 是 否

破 裂 或 凸 出是 否 洩 漏是 否 固 定 良 好是 否 阻 塞 。  

1 3 4 . ( 1 )  用 目 視 檢 查 液 壓 油 ， 在 下 列 何 種 狀 況 下 仍 可 繼 續 使 用透 明 中 微 有 色

彩變 成 乳 白 色變 成 黑 褐 色有 泡 沫 產 生 。  

1 3 5 . ( 1 )  調 動 下 列 何 機 件 的 位 置 ， 可 調 整 風 扇 皮 帶 的 鬆 緊 度 ？發 電 機起 動

馬 達皮 帶 盤水 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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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 ( 4 )  柴 油 引 擎 運 轉 中 ， 充 電 指 示 燈 突 亮 。 該 故 障 通 常 發 生 於 何 機 件 上 ？

電 瓶點 火 開 關起 動 馬 達風 扇 皮 帶 。  

1 3 7 . ( 2 )  液 壓 系 統 過 熱 時 ， 下 列 何 者 不 可 能 發 生 ？焦 狀 油乳 狀 油油 封 損

壞輸 出 推 力 變 小 。  

1 3 8 . ( 2 )  柴 油 引 擎 之 機 油 壓 力，一 般 約 為 若 干 k g / c m ？ 1 ～ 3  3 ～ 5  5 ～ 7

 7 ～ 9 。  

1 3 9 . ( 2 )  柴 油 引 擎 的 潤 滑 油，宜 使 用 下 列 何 種 機 油 ？ S A E 1 0 - 2 0  S A E 3 0 - 4 0

 S A E 5 0 - 7 0  S A E 8 0 - 9 0 。  

1 4 0 . ( 4 )  下 列 何 種 齒 輪 之 傳 動 ， 其 主 動 輪 與 被 動 輪 不 能 互 換 ？正 齒 輪斜 齒

輪螺 旋 齒 輪蝸 桿 齒 輪 。  

1 4 1 . ( 3 )  以 打 入 方 式 鎖 緊 ， 能 耐 橫 向 力 的 螺 栓 為鑲 嵌 螺 栓蝶 狀 螺 栓擴 孔

螺 栓基 礎 螺 栓 。  

1 4 2 . ( 4 )  因 磨 擦 力 較 大 ， 不 適 於 高 速 迴 轉 的 軸 承 為徑 向 滾 珠 軸 承止 推 滾 珠

軸 承錐 形 滾 珠 軸 承平 軸 承 。  

1 4 3 . ( 4 )  蝸 桿 之 螺 旋 數 為 2 ， 蝸 輪 之 齒 數 為 5 0 ， 該 蝸 桿 齒 輪 傳 動 之 減 速 比 為

1 ： 1 0  1 ： 1 5  1 ： 2 0  1 ： 2 5 。  

1 4 4 . ( 2 )  機 械 式 起 重 機 ， 若 利 用 行 星 齒 輪 傳 動 使 荷 件 動 力 下 降 時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太 陽 齒 輪 為 被 動 件行 星 齒 輪 支 架 被 煞 住 不 動環 齒 輪 為

主 動 件太 陽 齒 輪 與 環 齒 輪 迴 轉 方 向 相 同 。  

1 4 5 . ( 3 )  一 組 行 星 齒 輪 中 ， 環 齒 輪 固 定 不 轉 動 ， 以 太 陽 齒 輪 為 主 動 件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行 星 齒 輪 支 架 為 被 動 件產 生 大 減 速 傳 動產 生 大 加

速 傳 動主 動 件 與 被 動 件 之 迴 轉 方 向 相 同 。  

1 4 6 . ( 3 )  捲 揚 鋼 索 長 度 改 變 時 ， 不 必 重 新 調 整 極 限 開 關 之 位 置 的 過 捲 預 防 裝 置

為螺 桿 式凸 輪 式重 錘 式阻 抗 線 圈 應 變 測 定 式 。  

1 4 7 . ( 2 )  機 械 式 起 重 機 ， 於 伸 臂 仰 上 時 ， 伸 臂 離 合 器 及 制 動 器 之 作 動 狀 況 分 別

為接 合 ； 煞 住接 合 ； 釋 放分 離 ； 煞 住分 離 ； 釋 放 。  

1 4 8 . ( 4 )  機 械 式 起 重 機 ， 當 伸 臂 捲 胴 之 起 伏 安 全 鎖 鎖 住 時荷 件 不 能 捲 上荷

件 不 能 捲 下伸 臂 不 能 仰 上伸 臂 不 能 俯 下 。  

1 4 9 . ( 3 )  柴 油 引 擎 總 排 氣 量 公 式 為 0 . 8 × D × L × N ， 則 某 一 規 格 為 1 1 0 m m φ ×

1 3 0 m m 之 六 汽 缸 柴 油 引 擎 ， 其 總 排 氣 量 約 為 若 干 C . C . ？ 1 2 6 0 

1 4 9 0  7 5 5 0  8 9 4 0 。  

1 5 0 . ( 1 )  下 列 何 者 為 外 伸 撐 座 之 安 全 閥 ？導 向 逆 止 閥配 衡 閥減 壓 閥順

序 閥 。  

1 5 1 . ( 2 )  由 主 動 葉 輪 、 渦 輪 及 定 子 所 構 成 之 傳 動 組 件 稱 為變 速 箱扭 力 變 換

器末 級 傳 動 箱差 速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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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 ( 1 )  一 支 具 有 兩 組 萬 向 軸 結 器 之 傳 動 軸 組 立 時 ， 其 內 側 的 兩 軛 應 互 成平

行 4 5 度 6 0 度 9 0 度 。  

1 5 3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轉 彎 行 駛 時 ， 下 列 何 傳 動 組 件 會 產 生 轉 彎 圓 滑 順 暢 之 功

效 ？扭 力 變 換 器變 速 箱差 速 器末 級 傳 動 箱 。  

1 5 4 . ( 2 )  一 般 所 稱 液 壓 排 檔 變 速 箱 係 由 下 列 何 種 組 合 所 構 成 ？飛 輪 離 合 器 與

差 速 器扭 力 變 換 器 與 變 速 箱扭 力 變 換 器 與 差 速 器變 速 箱 與 差 速

器 。  

1 5 5 . ( 2 )  左 圖 係 表 示 何 種 儀 錶 識 別 符 號 ？冷 卻 液 溫 度 錶引 擎 機 油 壓 力

錶操 作 油 壓 力 錶扭 力 變 換 器 油 溫 錶 。  

1 5 6 . ( 3 )  左 圖 係 表 示 何 種 儀 錶 識 別 符 號空 氣 過 濾 器引 擎 機 油 壓 力 錶

操 作 油 壓 力 錶操 作 油 溫 度 錶 。  

1 5 7 . ( 4 )  左 圖 係 表 示 何 種 儀 錶 識 別 符 號引 擎 機 油 壓 力 錶操 作 油 壓 力 錶

操 作 油 溫 度 錶冷 卻 液 溫 度 錶 。  

1 5 8 . ( 1 )  左 圖 係 表 示 何 種 儀 錶 識 別 符 號操 作 油 濾 清 器引 擎 機 油 壓 力 錶

冷 卻 液 溫 度 錶燃 油 量 錶 。  

1 5 9 . ( 2 )  當 荷 件 發 生 脫 落 時 ， 起 重 機 能 抵 抗 向 荷 件 側 相 反 方 向 翻 倒 的 特 性 稱 為

前 方 安 定 度後 方 安 定 度側 方 安 定 度穩 定 度 。  

1 6 0 . ( 4 )  「 起 重 機 的 安 定 試 驗 方 位 」 ， 分 為 ：左 方 、 右 方前 方 、 上 方上

方 、 下 方前 方 、 後 方 。  

 

 

0 6 2 0 0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單 一 級  工 作 項 目 0 2 ： 吊 掛 、 操 作 與 指 揮  

 

1 . ( 2 )  伸 臂 角 度 器 ， 可 讓 操 作 者 明 瞭伸 臂 與 鉛 垂 線 之 角 度伸 臂 與 水 平 線

之 角 度伸 臂 的 旋 轉 角 度伸 臂 與 吊 鉤 之 角 度 。  

2 . ( 3 )  用 兩 條 吊 索 對 長 棒 作 半 纏 繞 吊 掛，如 第 一 條 吊 索 之 索 眼 編 號 為 a 及 b ，

第 二 條 吊 索 之 索 眼 編 號 為 c 及 d，則 四 個 索 眼 掛 在 單 吊 鉤 上 之 排 列 順 序

為 a b c d  a b d c  a c b d  a c d b 。  

3 . ( 2 )  起 吊 重 心 不 在 中 央 的 荷 件 ，主 索 比 輔 索 長主 索 比 輔 索 短主 索 與

輔 索 等 長主 索 受 力 比 輔 索 小 。  

4 . ( 4 )  起 吊 荷 件 作 水 平 吊 運 時 ， 荷 件 底 部 離 地 面 距 離 宜 保 持 若 干 公 分 ？ 1 0

 5 0  1 0 0  2 0 0 。  

5 . ( 3 )  輔 助 伸 臂 裝 置 角 度 在 吊 重 狀 態 時 最 大 不 要 超 過 1 0 度 2 0 度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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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4 0 度 。  

6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性 能 曲 線 圖 的 橫 座 標 為額 定 總 荷 重伸 臂 前 端 距 地

高 度作 業 半 徑伸 臂 傾 斜 角 度 。  

7 . ( 1 )  吊 鉤 重 量 為 2 0 0 公 斤，額 定 總 荷 重 1 0 . 2 公 噸，則 額 定 荷 重 為 若 干 公 噸 ？

 1 0  1 0 . 2  1 0 . 4  1 0 . 6 。  

8 . ( 3 )  雙 手 握 拳 置 於 身 前 ， 拇 指 向 外 指 是 表 示起 重 機 移 動伸 臂 仰 上伸

臂 伸 長作 業 停 止 。  

9 . ( 2 )  一 條 斷 裂 荷 重 為 2 0 公 噸 的 鏈 條，其 最 大 安 全 荷 重 為 若 干 公 噸 ？ 2 

4  6  8 。  

1 0 . ( 4 )  鋼 索 的 安 全 荷 重 為 每 條 鋼 索 作 業 時 所 能 使 用 的斷 裂 荷 重平 均 荷 重

最 小 荷 重最 大 荷 重 。  

1 1 . ( 2 )  使 用 四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件，吊 舉 角 1 2 0 度，安 全 係 數 6， 斷 裂 荷 重 6 0 公

噸 時 ， 則 可 起 吊 荷 件 若 干 公 噸 ？ 1 0  2 0  3 0  4 0 。  

1 2 . ( 3 )  吊 鏈 作 為 起 重 機 具 之 吊 掛 用 具 ， 其 斷 面 直 徑 不 得 減 少 若 干 以 上 ？ 5

％ 7 ％ 1 0 ％ 1 5 ％ 。  

1 3 . ( 1 )  每 邊 長 1 公 尺 之 正 方 形 混 凝 土 塊，其 重 量 約 為 若 干 公 噸 ？ 2 . 3  4 . 6

 6 . 9  9 . 2 。  

1 4 . ( 2 )  格 子 式 伸 臂 的 俯 仰 支 撐 鋼 索 其 中 一 條 損 壞 ， 則 至 少 必 須 更 換該 條 支

撐 鋼 索同 組 等 長 的 數 條 支 撐 鋼 索所 有 等 長 的 數 條 支 撐 鋼 索所 有

的 支 撐 鋼 索 。  

1 5 . ( 4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連 接 機 件 之 螺 栓 緊 度 愈 緊 愈 佳向 心 力 與 圓 周

運 動 的 半 徑 平 方 成 反 比力 的 三 要 素 是 大 小 、 方 向 和 速 度物 體 運 動

的 方 向 與 合 力 方 向 相 同 。  

1 6 . ( 3 )  索 徑 1 0 ㎜ 鋼 索 ， 安 全 係 數 為 5 ， 若 起 吊 5 公 噸 荷 件 時 ， 穿 繞 複 式 滑 車

之 標 準 掛 數 為 2  4  6  8 。  

1 7 . ( 2 )  起 重 機 作 業 時 ， 應 禁 止 人 員 進 入 有 發 生 危 害 之 虞 之 鋼 索 的外 側 角

內 側 角左 側 角右 側 角 。  

1 8 . ( 3 )  設 A 為 主 伸 臂 重 量 、 B 為 輔 助 伸 臂 重 量 、 C 為 主 吊 鉤 重 量 、 D 為 副 吊

鉤 重 量 、 E 為 荷 件 重 量 。 若 起 重 機 已 安 裝 輔 助 伸 臂 及 副 吊 鉤 ， 當 使 用

輔 助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時，下 列 何 者 為 其 額 定 總 荷 重 ？ A、B、C、D、E

 B 、 C 、 D 、 E  C 、 D 、 E  D 、 E 。  

1 9 . ( 4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導 致 過 捲 揚 的 主 要 原 因 ？捲 揚 鋼 索 捲 上伸 長 伸 臂

過 捲 預 防 裝 置 失 效荷 件 左 右 或 前 後 擺 動 過 大 。  

2 0 . ( 4 )  裝 用 格 子 式 伸 臂 之 輪 型 起 重 機 ， 如 遇 颱 風 將 來 襲 時 ， 下 列 預 防 措 施 ，

何 者 不 正 確 ？將 伸 臂 放 置 於 地 面 上停 放 在 堅 實 平 坦 的 地 面 並 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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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伸 撐 座剎 住 旋 轉 剎 車 並 鎖 上 旋 轉 固 定 銷將 吊 鉤 垂 放 到 地 面 。  

2 1 . ( 4 )  一 手 掌 輕 托 另 一 隻 手 肘 的 指 揮 動 作 ， 是 表 示操 作 速 度 減 慢操 作 速

度 增 快使 用 主 吊 鉤 作 業使 用 副 吊 鉤 作 業 。  

2 2 . ( 3 )  一 手 掌 置 於 身 前 不 動 ， 另 一 手 在 其 下 方 作 出 指 揮 手 勢 是 表 示暫 停 操

作停 止 所 有 作 業操 作 速 度 減 慢操 作 速 度 增 快 。  

2 3 . ( 3 )  握 掌 輕 敲 頭 部 ( 頭 盔 ) 的 指 揮 動 作 是 表 示提 高 注 意 力停 止 作 業使

用 主 吊 鉤使 用 副 吊 鉤 。  

2 4 . ( 2 )  手 臂 伸 出 ， 姆 指 上 指 ， 屈 伸 其 餘 手 指 的 指 揮 動 作 是 表 示伸 臂 仰 上 同

時 荷 件 捲 上伸 臂 仰 上 同 時 荷 件 捲 下伸 臂 俯 下 同 時 荷 件 捲 上伸 臂

俯 下 同 時 荷 件 捲 下 。  

2 5 . ( 2 )  下 列 何 種 動 作 不 是 起 重 機 在 空 鉤 ( 沒 有 荷 件 ) 時 傾 覆 的 主 要 原 因 ？未

放 置 外 伸 撐 座 進 行 旋 轉 動 作添 加 配 重 過 重長 伸 臂 俯 下 超 過 規 定 角

度機 體 未 保 持 水 平 ， 伸 臂 由 後 方 向 側 方 旋 轉 時 。  

2 6 . ( 4 )  配 備 四 組 滑 車 ( 槽 輪 ) 的 起 重 機 ， 如 僅 需 使 用 兩 組 滑 車 ， 鋼 索 穿 繞 時 宜

使 用第 一 及 第 二 組 滑 車第 三 及 第 四 組 滑 車第 一 及 第 三 組 滑 車

第 一 及 第 四 組 滑 車 。  

2 7 . ( 3 )  非 同 步 油 壓 伸 縮 式 伸 臂 ， 除 非 製 造 廠 有 特 殊 設 計 ， 否 則 作 業 時 應先

伸 ( 或 縮 ) 最 外 節先 伸 ( 或 縮 ) 最 內 節均 勻 伸 出 ( 或 縮 回 ) 各 節隨 心

所 欲 伸 縮 各 節 。  

2 8 . ( 2 )  由 底 邊 沿 中 線 向 上 多 少 比 率 為 三 角 形 的 重 心 1 / 2  1 / 3  1 / 4  1 / 5。

2 9 . ( 3 )  1 0 立 方 公 尺 的 容 器 裝 滿 純 水 時 的 重 量 ( 容 器 重 量 不 計 ) 約 為 若 干 公 噸 ？

 0 . 1  1  1 0  1 0 0 。  

3 0 . ( 2 )  操 作 及 指 揮 人 員 最 常 用 的 指 揮 方 式 為口 令手 勢旗 號哨 音 。  

3 1 . ( 1 )  錯 誤 的 作 業 指 揮 方 式 為口 令手 勢旗 號哨 音 。  

3 2 . ( 3 )  起 重 機 的 穩 定 度 是 應 用 何 種 原 理 ？滑 車 原 理巴 斯 噶 原 理槓 桿 原

理阿 基 米 德 原 理 。  

3 3 . ( 1 )  假 設 吊 重 性 能 表 所 列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7 , 0 0 0 公 斤 ， 主 吊 鉤 重 量 為 5 0 0

公 斤，副 吊 鉤 重 量 為 2 0 0 公 斤，吊 具 為 5 0 公 斤，則 荷 件 的 重 量 不 得 超

過 6 , 2 5 0 公 斤 6 , 4 5 0 公 斤 6 , 7 5 0 公 斤 7 , 0 0 0 公 斤 。  

3 4 . ( 1 )  假 設 格 子 式 伸 臂 的 其 中 一 支 弦 材 ( 支 撐 桿 ) 斷 裂 、 彎 曲 或 腐 蝕 ， 你 應 採

取 的 正 確 且 經 濟 的 對 策 為整 支 抽 換 更 新 材 質 及 規 格 相 同 的 弦 材銲

接 並 補 強將 弦 材 有 問 題 的 部 位 切 換 並 補 強整 節 伸 臂 更 新 。  

3 5 . ( 2 )  在 起 重 作 業 中 ， 下 列 何 者 不 會 導 致 起 重 機 過 負 荷 ？伸 伸 臂伸 臂 仰

上旋 轉 速 度 加 快風 力 加 大 。  

3 6 . ( 1 )  起 吊 荷 件 時 ， 若 鋼 索 的 表 面 滲 出 油 來 ， 係 表 示超 過 鋼 索 的 安 全 荷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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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過 鋼 索 的 斷 裂 荷 重鋼 索 變 形鋼 索 腐 蝕 。  

3 7 . ( 2 )  起 重 機 指 揮 者 ， 在 微 動 場 合 握 拳 ， 表 示水 平 移 動停 止緊 急 停 止

預 備 。  

3 8 . ( 3 )  履 帶 式 起 重 機 在 平 坦 而 堅 實 之 良 好 地 面 作 短 距 離 行 進 時 ， 宜 將 所 起 吊

荷 件 置 於 何 方 行 駛 較 安 全左 方右 方前 方後 方 。  

3 9 . ( 2 )  利 用 兩 台 起 重 機 共 同 起 吊 特 重 或 體 積 龐 大 之 荷 件 時 ， 下 列 何 種 措 施 不

當 ？僅 限 一 人 指 揮由 二 人 指 揮工 作 前 領 班 須 向 兩 台 起 重 機 操 作

手 說 明 起 重 計 畫將 吊 索 安 排 在 適 當 位 置，使 起 重 機 得 正 確 分 擔 吊 重。

4 0 . ( 2 )  外 伸 撐 座 座 板 下 方 置 放 枕 木 或 鋼 板 的 主 要 目 的 為增 加 接 地 壓 力減

少 接 地 壓 力增 加 起 重 機 的 起 吊 能 力減 少 起 重 機 的 穩 定 性 。  

4 1 . ( 4 )  起 重 機 於 輕 負 荷 作 業 時 ， 下 列 何 種 因 素 不 是 造 成 起 重 機 傾 覆 的 主 要 原

因 ？心 理 因 素 造 成 作 業 疏 忽力 矩 過 大力 臂 過 大金 屬 疲 勞 。  

4 2 . ( 2 )  起 重 作 業 旋 轉 速 度 太 快 ， 造 成 意 外 事 故 的 真 正 原 因 為向 心 力離 心

力地 心 引 力萬 有 引 力 。  

4 3 . ( 4 )  設 捲 揚 鋼 索 的 安 全 荷 重 為 4 公 噸，荷 件 重 量 為 2 2 公 噸。為 了 安 全 起 見，

鋼 索 的 掛 數 最 少 要 選 擇 3 掛 4 掛 5 掛 6 掛 。  

4 4 . ( 3 )  鋼 索 之 末 端 處 理 ， 使 用 索 夾 結 頭 時 ， 索 徑 2 5 m m 之 鋼 索 ， 需 用 索 夾 數

若 干 個 ？ 1  3  5  7 。  

4 5 . ( 2 )  下 列 有 關 起 重 機 起 吊 荷 件 走 行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中 ， 何 者 是 錯 誤 的 ？

事 前 觀 察 行 走 的 路 線 及 地 面 狀 況儘 可 能 縮 短 伸 臂 長 度 ， 提 高 伸 臂 角

度伸 臂 朝 向 正 前 方 ， 鎖 上 旋 轉 固 定 鎖控 制 行 走 速 度 ， 不 宜 超 過 4

公 里 ／ 小 時 。  

4 6 . ( 4 )  翻 轉 作 業 時 ， 荷 件 之 吊 點 、 重 心 及 支 點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 可 順 利 向 右 側

翻 轉 ？三 點 成 一 直 線 ， 且 與 水 平 面 垂 直三 點 成 一 直 線 ， 且 向 左 側

傾 斜吊 點 與 重 心 成 一 直 線 ， 且 向 右 側 傾 斜吊 點 與 支 點 成 一 直 線 ，

且 向 右 側 傾 斜 。  

4 7 . ( 2 )  直 徑 0 . 2 公 尺 ， 長 1 公 尺 之 鋼 質 圓 棒 ， 其 重 量 約 為 若 干 公 斤 ？ 2 1 0

 2 5 0  2 9 0  3 3 0 。  

4 8 . ( 1 )  有 一 5 0 公 噸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其 捲 上 速 度 為 每 分 鐘 3 0 公 尺 ( 1 條 掛 索 時 )，

當 吊 鉤 掛 索 為 3 條 時 ， 吊 鉤 捲 上 速 度 應 為 每 分 鐘 1 0 公 尺 2 0 公 尺

 3 0 公 尺 4 0 公 尺 。  

4 9 . ( 4 )  下 列 對 於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上 之 敘 述 ， 何 者 不 正 確 ？有 外 伸 撐 座

時 ， 一 定 要 完 全 伸 出 使 用作 業 時 必 須 全 神 貫 注機 體 要 保 持 水 平

所 吊 荷 件 重 量 超 過 吊 重 性 能 表 所 列 重 量 時 ， 配 重 加 一 點 ， 以 利 平 衡 。

5 0 . ( 3 )  起 吊 荷 件 旋 轉 時 ， 若 旋 轉 速 度 加 快 則荷 件 會 更 穩 定起 重 能 量 會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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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作 業 半 徑 會 變 大荷 重 會 減 輕 。  

5 1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旋 轉 時 ， 不 宜 同 時捲 上 荷 件捲 下 荷 件縮 短 伸 臂

伸 長 伸 臂 。  

5 2 . ( 2 )  鋼 索 末 端 製 作 索 眼 時 ， 鎖 固 鋼 索 用 之 機 件 稱 為套 環鋼 索 夾馬 鞍

環螺 絲 搭 扣 。  

5 3 . ( 3 )  翻 倒 力 矩 與 下 列 何 者 無 關 ？荷 件 重 量伸 臂 重 量吊 車 重 量荷 件

中 心 至 翻 倒 支 點 間 之 長 度 。  

5 4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最 小 作 業 半 徑 係 指伸 臂 長 度 最 長 ， 傾 斜 角 度 最 小

伸 臂 長 度 最 長 ， 傾 斜 角 度 最 大伸 臂 長 度 最 短 ， 傾 斜 角 度 最 小伸 臂

長 度 最 短 ， 傾 斜 角 度 最 大 。  

5 5 . ( 4 )  履 帶 式 起 重 機 之 捲 揚 鋼 索 的 單 索 拉 力 為 5 公 噸 ， 使 用 6 掛 鋼 索 時 ， 其

最 大 起 吊 重 量 約 為 2 0 公 噸 2 2 . 5 公 噸 2 5 公 噸 3 0 公 噸 。  

5 6 . ( 3 )  伸 臂 長 度 一 定 時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為 錯 誤 ？伸 臂 角 度 愈 大 ， 起 重 能 量

愈 大伸 臂 角 度 愈 小 ， 作 業 半 徑 愈 大作 業 半 徑 愈 小 ， 起 重 能 量 愈 小

作 業 半 徑 愈 大 ， 起 重 能 量 愈 小 。  

5 7 . ( 1 )  所 謂 安 定 力 矩 係起 重 機 重 量 與 起 重 機 重 心 至 翻 倒 支 點 間 水 平 距 離 之

乘 積伸 臂 重 量 與 伸 臂 重 心 至 翻 倒 支 點 間 水 平 距 離 之 乘 積荷 重 與 作

業 半 徑 之 乘 積伸 臂 重 量 與 作 業 半 徑 之 乘 積 。  

5 8 . ( 2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捲 揚 鋼 索 的 單 索 拉 力 為 1 0 公 噸 ， 欲 起 吊 5 0 公 噸 之 荷

件 ， 吊 鉤 上 至 少 需 使 用 幾 組 動 滑 輪 ？二 組三 組四 組五 組 。  

5 9 . ( 2 )  鋼 的 比 重 為 2 . 3  7 . 8 5  8 . 8 9  1 3 . 6 。  

6 0 . ( 3 )  引 擎 運 轉 中 ， 發 電 機 轉 動 正 常 時 ， 電 瓶 充 電 警 示 燈 會亮 光閃 光

熄 滅有 時 亮 光 ， 有 時 熄 滅 。  

6 1 . ( 3 )  起 重 作 業 時 ， 為 防 止 荷 件 撞 擊 上 部 迴 轉 體 及 操 作 室 ， 伸 臂 角 度 最 好 勿

超 過 幾 度 ？ 5 8 度 6 8 度 7 8 度 8 8 度 。  

6 2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使 用 長 伸 臂 在 工 作 場 所 內 走 動 時 ， 應 將 外 伸 撐 座 放 下 離

地 面 少 許 ， 伸 臂 角 度 控 制 在 1 0 度 3 0 度 5 0 度 7 0 度 。  

6 3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柴 油 引 擎 於 發 動 或 熄 火 時 ，所 有 操 縱 桿 須 在 作 業 位

置旋 轉 剎 車 須 鬆 開捲 揚 剎 車 踏 板 須 鎖 牢捲 揚 剎 車 踏 板 須 鬆 開 。

6 4 . ( 4 )  使 用 起 動 馬 達 發 動 引 擎 之 時 間 每 次 以 不 超 過 3 0 秒 為 原 則 的 主 要 原 因

為防 止 充 電 發 電 機 損 壞防 止 變 速 箱 齒 輪 損 壞節 省 燃 料防 止 起

動 馬 達 損 壞 。  

6 5 . ( 1 )  一 般 荷 件 試 吊，其 底 部 離 地 面 高 度 約 為 幾 公 尺 ？ 0 . 3  1  1 . 5  2。

6 6 . ( 3 )  手 臂 伸 向 看 得 見 的 地 方 ， 手 掌 向 移 動 的 方 向 水 平 擺 動 是 表 示指 定 位

置伸 臂 仰 上旋 轉捲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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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 2 )  輪 型 越 野 式 起 重 機 切 換 至 四 輪 傳 動 的 適 當 時 機 為 當 起 重 機 於引 擎 熄

火 時靜 止 時低 速 行 進 時高 速 行 進 時 。  

6 8 . ( 1 )  越 野 式 起 重 機 於 吊 運 作 業 運 行 時 荷 重 應 置 於 起 重 機 的正 前 方正 後

方側 方 9 0 度外 伸 撐 座 正 上 方 。  

6 9 . ( 2 )  荷 件 下 降 中 突 然 停 止 產 生 之 衝 擊 負 荷 可 為 原 荷 件 重 量 之 1 倍 2 倍

 3 倍 4 倍 。  

7 0 . ( 4 )  選 用 兩 台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共 同 起 吊 預 鑄 橋 樑 之 大 樑 時 ， 起 重 機 之 有 效 吊

重 能 力 宜 為 大 樑 重 量 之 一 半 再 加 2 0 ％ 3 0 ％ 4 0 ％ 5 0 ％ 。  

7 1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起 吊 荷 件 時，於 自 由 下 降 ( f r e e  f a l l ) 中 突 然 停 止，可 能 導

致 危 險 或 機 件 損 壞 的 主 要 因 素 為離 心 力向 心 力重 力 加 速 度風

力 。  

7 2 . ( 3 )  荷 件 起 吊 時 ， 會 使 荷 件 傾 斜 、 吊 索 脫 落 的 原 因 為重 量 估 測 不 準 確

吊 掛 索 徑 選 擇 錯 誤重 心 位 置 估 測 錯 誤超 過 額 定 荷 重 起 吊 。  

7 3 . ( 2 )  橫 放 地 面 之 長 柱 ， 從 左 端 扶 起 約 需 8 0 公 斤 的 力 ， 從 右 端 扶 起 約 需 4 0

公 斤 的 力 ， 則 該 長 柱 重 心 至 長 柱 右 端 的 距 離 等 於 長 柱 長 度 的 幾 分 之 幾

 1 / 2  2 / 3  3 / 4  4 / 5 。  

7 4 . ( 1 )  吊 掛 用 鋼 索 之 吊 舉 角 、 鋼 索 所 受 張 力 、 荷 件 所 受 水 平 壓 力 的 關 係 為

吊 舉 角 大、張 力 大、壓 力 大吊 舉 角 大、張 力 大、壓 力 小吊 舉 角 小 、

張 力 大 、 壓 力 大吊 舉 角 小 、 張 力 大 、 壓 力 小 。  

7 5 . ( 3 )  橫 放 地 面 之 長 柱 ， 從 左 端 扶 起 約 需 6 0 公 斤 的 力 ， 從 右 端 扶 起 約 需 5 0

公 斤 的 力，則 該 長 柱 的 重 量 約 為 若 干 公 斤 ？ 9 0  1 0 0  1 1 0  1 2 0。

7 6 . ( 2 )  起 吊 細 緻 荷 件 或 軟 質 物 品 時 ， 最 適 當 的 吊 掛 用 具 為鋼 索纖 維 索

鏈 條起 重 磁 鐵 。  

7 7 . ( 2 )  外 伸 撐 座 橫 樑 完 全 伸 出 且 將 撐 座 完 全 撐 牢 ， 但 發 現 垂 直 液 壓 缸 有 回 縮

現 象 時 ， 正 確 的 處 置 為在 外 伸 橫 樑 適 當 位 置 墊 木 塊停 止 使 用降

低 荷 重謹 慎 操 作 。  

7 8 . ( 4 )  操 作 人 員 如 有 精 神 不 振 或 睡 眠 不 足 現 象 ，應 特 別 注 意 操 作只 要 有

指 揮 人 員 ， 可 以 操 作只 要 指 揮 人 員 同 意 ， 可 以 繼 續 作 業應 更 換 操

作 人 員 。  

7 9 . ( 3 )  全 液 壓 式 捲 揚 裝 置 ， 荷 件 動 力 下 降 時 ， 液 壓 泵 的 轉 速 不 宜 維 持 於 低 轉

速 ， 主 要 原 因 為避 免 荷 件 下 降 速 度 過 慢防 止 引 擎 熄 火避 免 剎 車

釋 放 不 良提 高 工 作 效 率 。  

8 0 . ( 4 )  起 重 作 業 時 ， 吊 鉤 需 先 誘 導 至荷 件 的 右 端荷 件 的 左 端荷 件 的 中

心 正 上 方荷 件 的 重 心 正 上 方 。  

8 1 . ( 4 )  起 重 作 業 時 ， 翻 倒 事 故 最 常 見 的 原 因 為天 候 不 良機 械 故 障荷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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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重人 為 疏 忽 。  

8 2 . ( 4 )  下 列 何 種 情 況 ， 捲 揚 鋼 索 承 受 拉 力 最 大 ？吊 運 中 急 速 旋 轉捲 上 中

急 速 煞 車吊 運 中 荷 件 搖 晃吊 索 鬆 弛 中 急 速 起 吊 。  

8 3 . ( 3 )  物 體 的 重 量 與 同 體 積 4 ℃ 之 純 水 重 量 之 比 稱 為 該 物 體 的重 量質 量

比 重密 度 。  

8 4 . ( 2 )  下 列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重 心 愈 低 ， 穩 定 度 愈 差重 心 愈 低 ， 穩 定 度

愈 佳重 心 愈 高 ， 穩 定 度 愈 佳重 心 與 穩 定 度 無 關 。  

8 5 . ( 4 )  如 換 裝 比 原 尺 寸 較 粗 之 鋼 索 會 使起 重 機 的 吊 重 能 力 增 加起 重 機 的

吊 重 能 力 降 低捲 胴 儲 存 鋼 索 之 長 度 增 加捲 胴 儲 存 鋼 索 之 長 度 減

少 。  

8 6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於 下 列 何 種 情 況 下，將 液 壓 泵 去 力 機 ( P T O ) 置 於 脫 離 位 置

是 錯 的長 途 行 駛 時冷 車 起 動 時檢 查 引 擎 時測 試 液 壓 壓 力 時 。

8 7 . ( 2 )  下 列 何 者 會 使 作 業 半 徑 減 小 ？於 斜 坡 朝 下 坡 方 向 作 業 時於 斜 坡 朝

上 坡 方 向 作 業 時急 速 旋 轉 時起 吊 重 荷 件 時 。  

8 8 . ( 4 )  某 一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的 吊 重 性 能 為 當 作 業 半 徑 為 2 0 m ， 伸 臂 長 度 為 2 5 m

及 3 0 m 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分 別 為 A 及 B。當 作 業 半 徑 2 2 m，伸 臂 長 度 為

2 5 m 及 3 0 m 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分 別 為 C 及 D。則 當 作 業 半 徑 為 2 1 m，伸

臂 長 度 為 2 6 m 時 ， 額 定 總 荷 重 應 選 A  B  C  D 。  

8 9 . ( 1 )  主 伸 臂 長 8 0 m ， 作 業 半 徑 1 0 m 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4 T 。 輔 助 伸 臂 長

3 0 m ， 安 裝 角 度 1 0 度 時 的 最 大 起 吊 能 力 為 3 T 。 當 使 用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 作 業 半 徑 不 變 時 ， 主 、 副 吊 鉤 、 吊 掛 用 具 及 荷 件 的 總 重 量 最 多 可

選 擇 若 干 公 噸 ？ 3  4  6  7 。  

9 0 . ( 2 )  加 裝 輔 助 伸 臂 的 移 動 式 起 重 機，主 伸 臂 長 8 0 m，作 業 半 徑 1 0 m 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5 T 。 使 用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 作 業 半 徑 不 變 ，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4 T ， 則 輔 助 伸 臂 的 最 大 起 吊 能 力 為 若 干 公 噸 ？ 3  4  5  6 。  

9 1 . ( 2 )  主 伸 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2 T ， 輔 助 伸 臂 的 最 大 起 吊 能 力 為 3 T 。 使 用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時 ， 額 定 總 荷 重 達 2 . 5 T ， 則起 重 機 安 定 性 良 好起 重

機 後 部 會 翹 起主 伸 臂 會 折 斷輔 助 伸 臂 會 折 斷 。  

9 2 . ( 4 )  主 伸 臂 在 某 一 作 業 半 徑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5 T，輔 助 伸 臂 的 最 大 起 吊 能 力

為 3 T 。 使 用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 作 業 半 徑 不 變 ， 額 定 總 荷 重 達 4 T ， 則

起 重 機 安 定 性 不 佳起 重 機 後 端 會 翹 起主 伸 臂 會 折 斷輔 助 伸 臂

會 折 斷 。  

9 3 . ( 1 )  形 狀 不 對 稱 ， 重 心 不 在 中 央 之 荷 件 ， 欲 使 荷 件 保 持 水 平 吊 運 ， 必 須 用

長 短 兩 條 吊 索 起 吊 。 長 索 與 短 索 所 受 張 力 的 大 小 為長 索 較 小短 索

較 小兩 索 平 均 負 擔不 一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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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 ( 4 )  起 重 作 業 中 ， 由 吊 掛 作 業 人 員 指 揮 時 ，指 揮 手 須 具 有 起 重 機 操 作 合

格 證 照可 由 二 人 指 揮允 許 有 猶 豫 動 作應 對 危 險 具 有 應 變 能 力 。

9 5 . ( 4 )  起 吊 荷 件 旋 轉 作 業 時 ， 若 速 度 太 快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荷 件 較 不

穩 定荷 件 重 量 不 變作 業 半 徑 會 變 大作 業 半 徑 會 變 小 。  

9 6 . ( 2 )  吊 重 性 能 表 所 示 之 額 定 總 荷 重 ， 應 扣 除 或 加 上 下 列 何 種 重 量 後 ， 才 是

真 正 起 吊 之 安 全 荷 重加 上 吊 鉤 及 吊 具扣 除 吊 鉤 及 吊 具加 上 配 重

扣 除 配 重 。  

9 7 . ( 3 )  下 列 何 者 會 隨 著 伸 臂 傾 斜 角 度 而 變 化 ？吊 升 荷 重衝 擊 荷 重額 定

荷 重斷 裂 荷 重 。  

9 8 . ( 2 )  將 手 旗 高 舉 放 頭 上 後 ， 向 上 揮 動 ， 是 表 示吊 鉤 捲 上伸 臂 仰 上起

重 機 前 進作 業 停 止 。  

9 9 . ( 3 )  捲 揚 鋼 索 可 能 承 受 最 大 拉 力 負 荷 之 時 機 為捲 下 時 急 剎 車荷 件 搖 晃

吊 索 鬆 弛 中 急 速 起 吊急 速 旋 轉 。  

1 0 0 . ( 3 )  起 吊 荷 件 超 過 吊 重 性 能 表 粗 黑 線 下 部 額 定 總 荷 重 時機 械 有 損 壞 的 危

機伸 臂 有 反 折 翻 覆 的 危 險機 身 有 翹 起 翻 覆 的 危 險無 危 險 可 專 心

作 業 。  

1 0 1 . ( 4 )  伸 臂 之 長 度 、 仰 角 同 時 變 換 時 ， 其 起 吊 能 力 會變 小變 大不 變

成 不 規 則 變 化 。  

1 0 2 . ( 4 )  吊 鏈 的 安 全 檢 查 項 目 中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主 要 項 目 ？是 否 伸 長是 否

有 裂 痕鏈 環 扭 曲 或 彎 曲生 銹 。  

1 0 3 . ( 2 )  由 吊 重 性 能 表 要 確 認 額 定 荷 重 ， 至 少 要 已 知伸 臂 仰 角 、 伸 臂 長 度

伸 臂 長 度 、 作 業 半 徑 、 吊 鉤 重 量伸 臂 仰 角 、 作 業 半 徑伸 臂 長 度 、

起 重 鋼 索 的 掛 數 。  

1 0 4 . ( 3 )  下 列 何 者 無 法 由 吊 重 性 能 表 中 獲 知 ？額 定 總 荷 重伸 臂 角 度 、 伸 臂

長 度 及 作 業 半 徑起 重 鋼 索 的 直 徑 及 規 格吊 鉤 重 量 。  

1 0 5 . ( 4 )  使 用 兩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件 ， 每 條 吊 索 的 張 力 與 荷 件 重 量 相 等 時 之 吊 舉 角

為 3 0 度 6 0 度 9 0 度 1 2 0 度 。  

1 0 6 . ( 1 )  首 節 及 末 節 伸 臂 各 長 6 m ， 中 間 節 伸 臂 具 有 3 m 、 6 m 、 9 m 各 一 節 ， 欲

按 裝 總 長 3 0 m 之 格 子 式 伸 臂 ， 自 主 伸 臂 底 端 起 ， 中 間 節 之 按 裝 順 序 應

為 3 m、6 m、9 m  3 m、9 m、6 m  6 m、9 m、3 m  9 m、6 m、3 m 。

1 0 7 . ( 3 )  操 作 桿 之 操 作 間 隙 過 大 ， 如 安 全 尚 無 顧 慮 時應 立 即 停 機 檢 修可 不

必 報 修作 業 完 畢 後 應 即 檢 修大 修 時 再 修 。  

1 0 8 . ( 3 )  欲 平 穩 起 吊 平 放 之 長 形 荷 件 時 ， 吊 索 吊 掛 位 置 離 長 形 荷 件 兩 端 之 距 離

為 荷 件 長 度 之 1 / 8  1 / 6  1 / 4  1 / 2 。  

1 0 9 . ( 3 )  荷 件 重 5 公 噸，使 用 兩 條 吊 索 起 吊，若 吊 舉 角 為 6 0 度，吊 索 安 全 係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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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6，則 吊 索 之 索 徑 應 選 用 若 干 m m 最 適 宜 ？ 1 0  1 3  1 9  2 5。

1 1 0 . ( 2 )  作 業 人 員 在 明 知 過 負 荷 或 有 潛 在 危 險 的 狀 況 下 應在 指 揮 人 員 的 指 揮

下 繼 續 作 業立 即 停 止 作 業集 中 精 神 謹 慎 作 業向 業 主 報 告 後 再 繼

續 作 業 。  

1 1 1 . ( 4 )  使 用 外 伸 撐 座 時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完 全 伸 出 外 伸 撐 座利 用 外

伸 撐 座 調 整 車 身 水 平輪 胎 應 離 地 面 少 許 距 離外 伸 撐 座 橫 樑 下 方 應

墊 放 枕 木 。  

1 1 2 . ( 3 )  手 臂 伸 出 ， 姆 指 下 指 ， 屈 伸 其 餘 手 指 的 指 揮 動 作 是 表 示伸 臂 仰 上 及

吊 鉤 捲 上伸 臂 仰 上 及 吊 鉤 捲 下伸 臂 俯 下 及 吊 鉤 捲 上伸 臂 俯 下 及

吊 鉤 捲 下 。  

1 1 3 . ( 1 )  手 旗 高 舉 並 畫 圓 的 指 揮 動 作 是 表 示吊 鉤 捲 上吊 鉤 捲 下伸 臂 仰 上

伸 臂 俯 下 。  

1 1 4 . ( 4 )  手 旗 高 舉 放 頭 上 後 向 下 揮 的 指 揮 動 作 是 表捲 上捲 下伸 臂 仰 上

伸 臂 俯 下 。  

1 1 5 . ( 2 )  使 用 兩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重 ， 吊 舉 角 愈 大 ， 則 每 條 吊 索 的 負 荷愈 小愈

大與 吊 舉 角 無 關與 吊 舉 角 成 不 規 則 的 變 化 。  

1 1 6 . ( 4 )  在 起 重 作 業 時 ， 為 了 增 加 地 面 承 載 力 而 置 放 枕 木 或 鋼 板 的 正 確 位 置 為

車 體 下 方輪 胎 下 方外 伸 撐 座 橫 樑 下 方外 伸 撐 座 座 板 下 方 。  

1 1 7 . ( 1 )  假 設 吊 重 性 能 表 上 顯 示 在 1 0 公 尺 作 業 半 徑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1 0 公 噸 ，

在 1 2 公 尺 作 業 半 徑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8 公 噸 ， 則 在 1 1 . 5 公 尺 作 業 半 徑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應 為 8 公 噸 9 公 噸 9 . 5 公 噸 1 0 公 噸 。  

1 1 8 . ( 2 )  當 伸 臂 觸 及 高 壓 電 線 時 ， 操 作 人 員 若 有 必 要 離 開 駕 駛 室 ， 下 列 動 作 何

者 是 錯 誤 的 ？小 心 的 跳 離 駕 駛 室 ， 切 勿 攀 爬 下 機手 扶 起 重 機 ， 雙

腳 著 地單 腳 跳 離 起 重 機快 速 跳 離 起 重 機 ， 切 勿 雙 腳 同 時 著 地 。  

1 1 9 . ( 2 )  下 列 敘 述 ， 何 者 不 是 造 成 起 重 機 向 後 翻 倒 的 原 因 ？伸 臂 的 仰 角 過 大

旋 轉 速 度 太 快斜 坡 上 進 行 旋 轉 作 業擅 自 增 加 配 重 。  

1 2 0 . ( 3 )  若 因 狀 況 需 要 在 斜 坡 上 進 行 吊 運 行 走 作 業 ， 下 列 措 施 何 者 為 錯 誤 ？

先 將 荷 件 放 在 較 遠 的 安 全 處 ， 起 重 機 向 前 移 動 ， 再 起 吊 荷 件 ， 如 此 反

覆 作 業旋 轉 時 應 停 止 行 進荷 件 朝 下 坡 方 向朝 上 坡 方 向 放 下 荷

件 ， 應 特 別 注 意 起 重 機 有 無 後 傾 的 可 能 。  

1 2 1 . ( 2 )  操 作 非 伺 服 控 制 的 液 壓 起 重 機 ， 在 起 重 作 業 時 應使 用 腳 油 門 控 制 作

業 速 度 的 快 慢固 定 引 擎 於 適 當 轉 速 再 作 業視 荷 件 的 重 量 決 定 引 擎

的 轉 速依 經 驗 操 作 。  

1 2 2 . ( 1 )  一 般 輪 型 越 野 式 起 重 機 ， 起 重 能 力 最 大 的 方 位 在 起 重 機前 方後 方

左 側右 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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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 1 )  主 伸 臂 在 某 一 作 業 半 徑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及 輔 助 伸 臂 的 最 大 吊 重 能 力 之 和

與 使 用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相 比 較前 者 應 較 重前 者 應

較 輕兩 者 相 等視 作 業 環 境 而 定 。  

1 2 4 . ( 1 )  主 伸 臂 長 4 5 m，作 業 半 徑 1 4 m 及 1 6 m，額 定 總 荷 重 分 別 為 6 . 0 t 及 5 . 0 t。

6 m 長 輔 助 伸 臂 ， 安 裝 角 度 3 0 度 ， 最 大 容 許 荷 重 為 3 . 5 t 。 使 用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於 作 業 半 徑 1 4 m 及 1 6 m 時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各 為 若 干 公 噸 ？

3 . 5 t 及 3 . 5 t  5 . 0 t 及 3 . 5 t  6 . 0 t 及 3 . 5 t  6 . 0 t 及 5 . 0 t 。  

1 2 5 . ( 4 )  使 用 二 條 鋼 索 起 吊 荷 件，吊 舉 角 6 0 度 時 的 安 全 荷 重 為 3 . 7 t。則 使 用 三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件，吊 索 與 垂 直 線 的 夾 角 成 3 0 度 時 的 安 全 荷 重 約 為 若 干

公 噸 ？ 4 . 5 t  4 . 8 t  5 . 1 t  5 . 5 t 。  

1 2 6 . ( 4 )  二 條 鋼 索 起 吊 荷 件 的 安 全 荷 重 再 增 加 多 少 百 分 比 ， 即 為 三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件 的 安 全 荷 重 ？ 2 0 ％ 3 0 ％ 4 0 ％ 5 0 ％ 。  

1 2 7 . ( 3 )  圓 錐 形 物 體 ， 宜 用 下 列 何 種 吊 掛 方 式 ？三 條 吊 索四 條 吊 索二 條

吊 索 作 十 字 形 交 叉一 條 吊 索 纏 繞 。  

1 2 8 . ( 3 )  如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主 伸 臂 重 3 0 0 公 斤，吊 鉤 重 2 5 公 斤，吊 索 重 7 公 斤 ，

荷 件 重 1 5 , 0 0 0 公 斤 ， 則 該 起 重 機 的 額 定 總 荷 重 為 1 5 , 0 0 0 公 斤

1 5 , 0 2 5 公 斤 1 5 , 0 3 2 公 斤 1 5 , 3 3 2 公 斤 。  

1 2 9 . ( 2 )  以 單 掛 捲 揚 鋼 索 之 副 吊 鉤 起 吊 荷 件 時 ， 若 捲 揚 鋼 索 之 索 徑 為 1 3 m m ，

則 荷 重 最 大 勿 超 過 若 干 公 斤 ？ 1 0 0 0  1 6 9 0  2 5 6 0  3 6 1 0 。  

1 3 0 . ( 2 )  荷 件 下 降 時 ， 以 何 種 方 式 操 作 最 為 安 全 ？自 由 下 降動 力 下 降重

力 下 降依 作 業 手 經 驗 操 作 。  

1 3 1 . ( 1 )  履 帶 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的 指 揮 手 勢 中 ， 在 身 前 用 兩 個 拳 頭 ， 相 對 的 作 圓

周 運 動 係 指 揮 起 重 機前 進 或 後 退旋 轉向 前 轉 彎向 後 轉 彎 。  

1 3 2 . ( 2 )  在 斜 坡 上 作 業 ， 履 帶 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之 前 方 朝 上 坡 方 向 ，會 增 加 作

業 半 徑會 增 加 吊 重 能 力會 減 小 吊 重 能 力會 使 旋 轉 順 暢 。  

1 3 3 . ( 2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加 裝 輔 助 伸 臂 後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可 增 加 水 平 與

垂 直 方 向 的 工 作 範 圍可 增 加 吊 重 能 力使 最 大 吊 重 能 力 被 限 制 在 輔

助 伸 臂 之 吊 重 能 力 內旋 轉 時 應 注 意 伸 臂 之 加 速 度 。  

1 3 4 . ( 3 )  穿 繞 滑 車 的 鋼 索 掛 數 愈 多 ， 則荷 件 速 率 快 ； 吊 重 能 力 大荷 件 速 率

快 ； 吊 重 能 力 小荷 件 速 率 慢 ； 吊 重 能 力 大荷 件 速 率 慢 ； 吊 重 能 力

小 。  

1 3 5 . ( 2 )  起 重 作 業 時 ， 於 某 一 作 業 半 徑 ， 當 伸 臂 長 度 A 在 吊 重 性 能 表 中 較 短 伸

臂 B 與 較 長 伸 臂 C 之 間 時 ， 應 選 用 下 列 何 者 為 其 額 定 總 荷 重 ？伸 臂

B 之 額 定 總 荷 重伸 臂 C 之 額 定 總 荷 重伸 臂 B 與 C 之 額 定 總 荷 重 的

平 均 值伸 臂 B 與 C 之 額 定 總 荷 重 的 平 均 值 再 加 5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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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 ( 3 )  下 列 作 業 注 意 事 項 中 ， 何 者 正 確 ？儘 量 利 用 長 伸 臂 ， 可 延 長 離 合 器

之 使 用 壽 命加 裝 輔 助 伸 臂 ， 即 使 作 業 半 徑 變 小 ， 起 重 機 的 最 大 吊 重

能 力 不 受 影 響起 吊 荷 件 欲 行 走 時 ， 只 能 向 前 走 ， 不 應 向 後 倒 退在

斜 坡 上 作 業 ， 履 帶 型 起 重 機 之 前 方 朝 下 坡 方 向 。  

1 3 7 . ( 3 )  格 子 式 伸 臂 的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 其 性 能 曲 線 圖 是 表 示伸 臂 長 度 與 角 度

的 關 係伸 臂 長 度 與 額 定 總 荷 重 的 關 係伸 臂 角 度 與 額 定 總 荷 重 的 關

係伸 臂 角 度 與 節 數 的 關 係 。  

1 3 8 . ( 1 )  一 般 使 用 兩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件 時 ， 吊 舉 角 應 設 在 幾 度 以 內 較 合 適 ？ 6 0

度 9 0 度 1 2 0 度 1 5 0 度 。  

1 3 9 . ( 1 )  起 重 機 之 捲 揚 鋼 索 ， 如 更 換 為 公 稱 直 徑 相 同 ， 斷 裂 荷 重 為 原 鋼 索 斷 裂

荷 重 1 1 0 % 之 進 口 鋼 索 ， 則 該 起 重 機 之 額 定 荷 重維 持 不 變增 加 5 %

增 加 7 %增 加 1 0 % 。  

1 4 0 . ( 4 )  荷 件 重 量 超 過 起 重 機 之 吊 升 荷 重 時 ， 應 如 何 作 業 ？增 加 吊 鉤 鋼 索 掛

數增 加 配 重換 用 較 粗 鋼 索換 吊 升 荷 重 較 大 之 起 重 機 。  

1 4 1 . ( 3 )  兩 手 掌 交 握 置 於 腰 前 的 指 揮 動 作 表 示伸 臂 旋 轉緊 急 停 止鎖 緊 各

部 機 構履 帶 起 重 機 移 動 。  

1 4 2 . ( 4 )  右 手 握 拳 輕 敲 頭 部 後 ， 右 手 食 指 朝 下 指 並 水 平 畫 圓 的 指 揮 動 作 表 示

緩 慢 捲 下快 速 捲 上輔 助 吊 鉤 捲 下主 吊 鉤 捲 下 。  

1 4 3 . ( 1 )  拇 指 向 上 ， 餘 四 指 握 拳 屈 伸 的 指 揮 動 作 表 示伸 臂 仰 上 及 荷 件 捲 下

伸 臂 仰 上 及 荷 件 捲 上伸 臂 俯 下 及 荷 件 捲 上伸 臂 俯 下 及 荷 件 捲 下 。

1 4 4 . ( 2 )  兩 手 平 行 伸 出 ， 作 順 時 針 方 向 轉 的 指 揮 動 作 表 示起 重 機 順 時 針 方 向

旋 轉荷 件 順 時 針 方 向 反 轉起 重 機 前 行荷 件 緩 慢 捲 上 。  

1 4 5 . ( 3 )  右 手 握 拳 ， 左 手 掌 觸 右 手 肘 後 ， 右 手 食 指 上 指 ， 並 水 平 畫 圓 的 指 揮 動

作 表 示緩 慢 捲 上快 速 捲 上輔 助 吊 鉤 捲 上主 吊 鉤 捲 上 。  

1 4 6 . ( 4 )  作 業 後 ， 吊 鉤 應 停 置 於地 面稍 離 地 面離 地 面 約 2 公 尺 處近 上

限 處 。  

1 4 7 . ( 4 )  風 速 在 8 . 0 - 1 0 . 8 公 尺 / 秒 之 範 圍 時，相 當 於 幾 級 風 ？ 2 級 3 級 4

級 5 級 。  

1 4 8 . ( 2 )  荷 件 重 2 0 0 公 斤，使 用 兩 條 吊 索 起 吊，若 吊 舉 角 為 6 0 度，為 使 吊 索 之

安 全 係 數 達 到 8 時 ， 吊 索 之 最 小 斷 裂 荷 重 應 為 若 干 公 斤 ？ 9 0 0 

1 0 0 0  1 6 0 0  2 0 0 0 。  

1 4 9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於 作 業 完 畢 後 ， 下 列 那 一 項 措 施 是 錯 的 ？將 伸 臂 ( 桁

架 ) 放 置 於 固 定 位 置確 實 剎 車 後 鬆 開 離 合 器掛 上 故 障 警 告 標 誌

所 有 操 作 桿 置 於 中 立 位 置 。  

1 5 0 . ( 2 )  配 有 壓 縮 空 氣 的 起 重 機 ， 在 作 業 後 ， 應 將 儲 氣 筒 內 的 壓 縮 空 氣 釋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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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主 要 目 的 在避 免 儲 氣 筒 產 生 金 屬 疲 勞釋 放 凝 結 水避 免 空 氣 管

長 期 受 壓 破 裂避 免 空 壓 機 故 障 。  

1 5 1 . ( 3 )  一 般 起 重 機 壓 縮 空 氣 系 統 使 用 約 7 k g / c m 的 壓 力，如 有 超 壓 現 象 應 先 檢

查安 全 閥過 濾 器調 壓 閥儲 氣 筒 。  

1 5 2 . ( 4 )  作 業 後 停 放 起 重 機 ， 以 下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停 放 在 堅 實 的 地 面儘 可

能 收 回 所 有 的 油 壓 缸引 擎 熄 火 ， 拉 上 停 車 剎 車 ， 取 下 鑰 匙變 速 箱

入 檔 。  

1 5 3 . ( 2 )  直 徑 為 1 公 尺 的 鐵 球 重 量 約 為 若 干 公 噸 ？ 2 . 3  4 . 1  5 . 3  7 . 8 。

1 5 4 . ( 2 )  積 載 型 卡 車 起 重 機 之 額 定 總 荷 重 係 指 於 下 列 何 種 條 件 時 之 值 ？空 車

時 ， 前 方空 車 時 ， 側 方 及 後 方重 車 時 ， 前 方重 車 時 ， 前 方 、 側

方 及 後 方 。  

1 5 5 . ( 3 )  用 二 條 吊 索 起 吊 荷 件，當 吊 舉 角 為 6 0 度 時，每 條 吊 索 上 之 張 力 為 吊 舉

角 0 度 時 的 若 干 倍 ？ 1 . 0 0  1 . 0 4  1 . 1 6  1 . 4 1 。  

1 5 6 . ( 3 )  用 二 條 吊 索 起 吊 5 公 噸 之 荷 件，當 吊 舉 角 為 6 0 度 時，每 條 吊 索 上 之 張

力 約 為 若 干 公 噸 ？ 2 . 5  2 . 7  2 . 9  3 . 5 。  

1 5 7 . ( 1 )  於 野 外 實 施 作 業 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如 於 1 0 分 鐘 內，平 均 風 速 達 每 秒 若

干 公 尺 時 ， 應 即 停 止 作 業 ？ 1 0  2 0  3 0  4 0 。  

1 5 8 . ( 4 )  圓 球 體 積 的 略 算 公 式 為 ( 直 徑 )  × 0 . 8  ( 直 徑 )  × 高 × 0 . 3  ( 直 徑 )  ×

0 . 8  ( 直 徑 )  × 0 . 5 3 。  

1 5 9 . ( 2 )  起 吊 長 且 易 彎 曲 變 形 之 荷 件 ， 宜 採 用 下 列 何 種 特 殊 吊 掛 用 具 ？吊 爪

吊 樑索 網 C 形 鉤 。  

1 6 0 . ( 1 )  一 條 吊 索 對 折 穿 繞 圓 棒 之 吊 法 有 如 下 二 種 ， ａ 種 用 折 彎 之 一 端 繞 圓 棒

後 ， 穿 過 兩 索 眼 拉 緊 掛 在 吊 鉤 上 ， ｂ 種 用 兩 索 眼 端 纏 繞 圓 棒 後 穿 過 折

彎 端 拉 緊 掛 在 吊 鉤 上 ， 何 種 吊 掛 法 較 不 損 傷 鋼 索 ？ａｂ二 者 相

同均 不 損 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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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1 )  起 重 作 業 時，可 以 增 進 對 環 境 狀 況 了 解 的 設 施 是安 全 標 示防 護通

風指 揮 訊 號 。  

2 . ( 3 )  吊 運 作 業 中，荷 件 意 外 脫 落 原 因 為捲 揚 鋼 索 斷 裂吊 鉤 槽 輪 卡 住吊

鉤 未 裝 防 脫 裝 置荷 物 超 重 。  

3 . ( 2 )  荷 件 上 如 標 示 為「 有 害 物 」者 ， 係 包 括氧 化 性 物 質毒 性 物 質爆 炸

性 物 品粉 塵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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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1 )  不 正 確 的 防 止 感 電 措 施 是有 感 電 之 虞 的 部 份（ 處 所 ）一 概 加 以 隔 離

絕 緣 要 完 全 良 好電 路 不 受 潮定 期 檢 查 感 電 防 止 設 備 。  

5 . ( 3 )  起 重 作 業 中 安 全 裝 置 有 失 效 現 象 時，操 作 者 應 立 即 停 止 作 業 並即 行 檢

查請 檢 驗 人 員 檢 點先 行 報 告 主 管 後 再 作 處 理請 修 護 人 員 檢 修 。  

6 . ( 1 )  起 重 機 之 安 全 裝 置 的 修 復 時 機 是立 即限 期定 期工 作 完 成 後 。  

7 . ( 4 )  何 種 起 重 機 應 設 置 過 負 荷 預 防 裝 置纜 索 式 起 重 機門 型 起 重 機架

空 式 起 重 機伸 臂 式 起 重 機 。  

8 . ( 1 )  吊 掛 用 鋼 索 自 吊 鉤 脫 落 所 生 的 事 故 稱 為飛 落擠 壓墜 落翻 倒 。  

9 . ( 1 )  起 重 作 業 時，因 起 吊 荷 件 擺 動 或 地 面 上 物 體 翻 倒，對 人 體 所 生 之 事 故 稱

為被 撞翻 倒墜 落掉 落 。  

1 0 . ( 2 )  檢 視 起 重 機 的 安 全 裝 置 、 離 合 器 、 制 動 器 、 控 制 器 等 之 機 能 是 否 正 常 應

於 下 列 何 情 況 下 實 施滿 載空 載半 載隨 意 。  

1 1 . ( 1 )  使 用 安 全 帶 之 主 要 目 的 為 防 止 何 種 災 害墜 落擠 壓窒 息感 電 。  

1 2 . ( 4 )  荷 重 試 驗 時，如 該 起 重 設 備 之 額 定 荷 重 超 過 2 0 0 公 噸 時，其 荷 重 試 驗 值

為 額 定 荷 重 加 上 多 少 公 噸 之 荷 重 ？ 2 0  3 0  4 0  5 0 。  

1 3 . ( 4 )  下 列 何 者 為 伸 臂 式 起 重 機 之 正 確 操 作 方 法外 伸 撐 座 未 完 全 伸 出外

伸 撐 座 地 基 不 夠 堅 固作 業 半 徑 過 大伸 臂 迴 轉 時 動 作 要 慢 。  

1 4 . ( 1 )  卡 車 式 起 重 機 起 吊 荷 件 時，下 列 何 項 為 防 止 機 體 傾 倒 的 最 適 當 措 施外

伸 撐 座 全 伸、浮 盤 下 加 墊 較 寬 且 堅 固 之 墊 木 或 鐵 板外 伸 撐 座 全 伸 即 可

外 伸 撐 座 可 半 伸 浮 盤 下 再 加 墊起 吊 較 輕 荷 件 時 ， 可 免 用 外 伸 撐 座 。

1 5 . ( 1 )  起 重 機 於 擋 土 牆 附 近 作 業 時，使 用 外 伸 撐 座 之 原 則 為應 避 開 接 近 牆 邊

之 處加 寬 墊 木，墊 穩 外 伸 撐 座應 全 伸 外 伸 撐 座 並 加 鎖 銷可 不 用 外

伸 撐 座 。  

1 6 . ( 1 )  起 重 機 作 業 時 ， 為 安 全 起 見 應作 業 半 徑 範 圍 外 設 置 圍 欄 及 安 全 標 示 ，

禁 止 閒 人 進 入起 重 機 機 體 上 加 設 “ 禁 止 進 入 ＂ 標 示指 派 吊 掛 人 員

兼 安 全 戒 備 人 員 ， 隨 時 加 以 戒 備起 重 機 旋 轉 中 鳴 放 警 報 器 。  

1 7 . ( 4 )  起 重 機 於 確 定 作 業 位 置 時，應 考 慮作 業 半 徑 內 設 置 安 全 範 圍 標 示吊

索 與 荷 件 之 配 合 ， 以 求 作 業 穩 定禁 止 人 員 進 入 荷 件 吊 運 範 圍地 質 、

地 形 及 周 圍 環 境 ， 並 確 認 枕 木 有 否 墊 穩 。  

1 8 . ( 3 )  起 重 機 作 業 中 ， 起 吊 荷 件 於 離 地 3 0 公 分 暫 停 檢 查 的 目 的 是注 意 吊 索

會 不 會 從 吊 鉤 中 滑 脫注 意 伸 臂 的 強 度確 認 吊 索 的 強 度 及 起 重 機 的

穩 定 度注 意 作 業 環 境 之 安 全 。  

1 9 . ( 3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行 駛 時，為 求 安 全，下 列 何 者 正 確道 路 有 障 礙 物 應 迂 迴

通 過路 基 鬆 動 崩 塌 ， 可 減 速 慢 行 通 過行 駛 中 ， 如 有 安 全 顧 慮 時 ， 應

下 車 查 看 並 派 人 前 導 指 揮注 意 起 重 機 旁 的 車 和 人 ， 按 喇 叭 警 告 行 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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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 3 )  為 防 止 荷 件 吊 運 中，吊 索 斷 裂，吊 鉤 應 裝 設 防 止 吊 索 脫 落 的 舌 片操

作 人 員 應 瞭 解 起 重 機 的 起 吊 能 力荷 件 起 吊 離 地 3 0 公 分 暫 停 檢 查 ， 確

認 安 全 無 虞 後 再 起 吊應 選 用 較 大 的 伸 臂 仰 角 。  

2 1 . ( 4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作 業 前，現 場 人 員 先 行 協 商 的 目 的 為注 意 周 邊 人 員 不 要

進 入 工 地設 置 拉 繩，以 輔 助 控 制 荷 件 穩 度標 示 作 業 半 徑 範 圍瞭 解

作 業 環 境 及 內 容 與 作 業 方 式 ， 並 研 究 協 調 作 業 安 全 。  

2 2 . ( 2 )  起 重 機 在 電 力 3 3 0 0 V 輸 配 線 附 近 作 業 時 ， 其 安 全 距 離 最 少 應 有 若 干 公

尺 ？ 1  2  3  4 。  

2 3 . ( 4 )  起 重 機 在 電 力 輸 配 線 附 近 作 業 時，下 列 事 項 何 者 為 不 正 確 ？有 無 停 電

有 無 防 止 感 電 之 措 施有 否 安 全 之 隔 離 距 離操 作 人 員 已 有 防 護

具 ， 不 必 介 意 伸 臂 或 鋼 索 等 誤 觸 電 線 。  

2 4 . ( 2 )  起 重 機 作 業 時 ， 萬 一 觸 電 ， 為 求 安 全操 作 人 員 有 防 護 具 ， 就 可 自 由 上

下 離 機地 面 人 員 不 可 碰 觸 機 體電 源 切 斷 後，就 可 立 即 繼 續 工 作電

源 切 斷 後 ， 為 了 趕 工 ， 伸 臂 腳 銷 及 過 負 荷 預 防 裝 置 等 機 件 ， 可 待 作 業 完

畢 後 再 檢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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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2 )  認 定 起 重 機 具 為 危 險 性 機 械 的 法 規 是勞 動 基 準 法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職 業 災 害 勞 工 保 護 法民 法 。  

2 . ( 1 )  起 重 機 具 非 經 檢 查 機 構（ 或 代 行 檢 查 機 構 ）檢 查 合 格 不 得 使 用 ， 是 依 據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起 重 機 具 安 全 檢 查 構 造 標 準勞 動 基 準 法職 業

災 害 勞 工 保 護 法 。  

3 . ( 4 )  防 止 職 業 災 害，保 障 勞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的 法 律 是勞 工 保 險 條 例職 業 災

害 勞 工 保 護 法勞 動 基 準 法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  

4 . ( 4 )  應 依 照 危 險 性 機 械 及 設 備 的 安 全 檢 查 規 定 申 請 檢 查 的 起 重 機，其 吊 升 荷

重 應 在 多 少 公 噸 以 上 ？ 0 . 5 以 下 0 . 5 - 2  2 - 3  3 以 上 。  

5 . ( 4 )  起 重 升 降 機 具 安 全 規 則 不 適 用 的 機 械 是固 定 式 起 重 機移 動 式 起 重

機人 字 臂 起 重 桿堆 高 機 。  

6 . ( 3 )  起 重 機 上 應 於 操 作 及 吊 掛 人 員 易 見 明 顯 之 處 做 何 標 示起 伏 範 圍安

全 第 一吊 升 荷 重作 業 半 徑 。  

7 . ( 1 )  為 保 障 職 業 災 害 勞 工 權 益， 加 強 職 業 災 害 預 防，政 府 制 定 了職 業 災 害

勞 工 保 護 法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勞 工 保 險 條 例勞 動 基 準 法 。  

8 . ( 3 )  體 格 檢 查 發 現 受 僱 勞 工 不 適 於 某 種 工 作 時，雇 主得 強 迫 從 事 該 項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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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解 僱 勞 工不 得 使 其 從 事 該 項 工 作隨 勞 工 意 願 作 決 定 。  

9 . ( 4 )  勞 工 向 雇 主 申 訴 工 作 場 所 違 反 有 關 安 全 衛 生 規 定 時，雇 主 得 解 僱 勞 工

雇 主 得 將 勞 工 調 職雇 主 得 調 整 勞 工 待 遇雇 主 應 採 取 必 要 改 善 措

施 。  

1 0 . ( 2 )  雇 主 僱 用 之 起 重 機 操 作 人 員，其 具 備 之 條 件 為大 學 畢 業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訓 練 或 技 能 檢 定 合 格具 有 汽 車 駕 駛 執 照無 限 制 。  

1 1 . ( 3 )  以 下 何 者 非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為 危 險 性 的 機 械起 重 機營 建 用 提

升 機堆 高 機吊 籠 。  

1 2 . ( 2 )  應 負 責 宣 導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律 規 章 之 人 或 單 位 為勞 工 委

員 會雇 主媒 體工 會 幹 部 。  

1 3 . ( 3 )  依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定，雇 主 對 勞 工 施 行 體 格 檢 查 係 為日 後 升 遷 依 據

檢 查 有 無 隱 疾識 別 工 作 適 應 性應 付 檢 查 。  

1 4 . ( 2 )  吊 升 荷 重 在 三 公 噸 以 上 之 起 重 機，其 構 造 部 份 如 有 變 更，須 向 檢 查 機 構

辦 理變 更 報 備變 更 檢 查重 新 檢 查構 造 檢 查 。  

1 5 . ( 1 )  勞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遭 遇 職 業 災 害 後 喪 失 工 作 能 力 者， 經 請 領 勞 保 職 業

災 害 給 付 後 得 再 請 領生 活 津 貼訓 練 補 助 津 貼給 與 家 屬 之 生 活 補

助給 與 家 屬 之 看 護 補 助 。  

1 6 . ( 1 )  限 制 雇 主 對 職 業 災 害 罹 災 勞 工 終 止 勞 動 契 約，是 依 據 何 法 規 ？勞 動 基

準 法勞 保 條 例職 業 災 害 保 護 法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  

1 7 . ( 1 )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中 所 稱 之 雇 主 包 含事 業 經 營 負 責 人處 理 勞 工 事 務

之 人生 產 部 門 之 領 班生 產 部 門 之 技 術 管 理 員 。  

1 8 . ( 4 )  勞 工 於 作 業 前 ， 因 就 業 場 所 設 施 之 缺 陷 而 導 致 的 傷 害 ， 視 為 職 業 傷 害 ，

是 依 據職 工 福 利 金 條 例勞 動 基 準 法職 業 災 害 勞 工 保 護 法勞 工

保 險 條 例 。  

1 9 . ( 4 )  下 列 何 種 傷 害 不 得 視 為 職 業 傷 害 ？於 工 作 日 之 用 餐 時 間 前 往 用 餐 往

返 途 中 發 生 事 故 者參 加 雇 主 所 辦 之 自 強 活 動 途 中 發 生 事 故 者執 行

職 務 受 動 物 或 植 物 傷 害 者經 路 口 闖 紅 燈 而 生 事 故 者 。  

2 0 . ( 4 )  下 列 何 種 傷 害 視 為 職 業 傷 害：工 作 日 用 餐 時 趁 酒 興 駕 車 肇 事 受 傷 害 者

工 作 日 用 餐 時 不 必 要 之 外 出 而 生 事 故 者工 作 日 用 餐 後 赴 賣 場 購 物

途 中 而 生 事 故 者雇 主 舉 辦 之 活 動 途 中 發 生 事 故 者 。  

2 1 . ( 1 )  勞 工 於 操 作 起 重 機 作 業 中 ， 突 發 疾 病 ， 是 否 屬 職 業 病 ， 應 經 下 列 何 者 判

定 ？勞 委 會 職 業 疾 病 鑑 定 委 員 會 鑑 定 者勞 工 局 指 定 醫 院 醫 師雇

主代 行 檢 查 機 構 之 檢 查 員 。  

2 2 . ( 3 )  操 作 起 重 機 未 遵 守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守 則，應 處 若 干 之 罰 鍰五 千 元 以 下

四 千 元 以 下三 千 元 以 下六 千 元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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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 4 )  雇 主 未 僱 用 經 技 能 檢 定 合 格 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訓 練 合 格 之 人 員

操 作 起 重 機，應 處 多 少 罰 鍰五 千 元 以 下一 萬 元 以 上 二 萬 元 以 下二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三 萬 元 以 上 十 五 萬 元 以 下 。  

2 4 . ( 4 )  若 起 重 機 的 制 動 裝 置，經 過 變 動 時， 雇 主應 申 請 變 更 檢 查應 申 請 使

用 檢 查不 必 向 檢 查 機 構 報 備應 向 檢 查 機 構 報 備 。  

2 5 . ( 4 )  勞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中 定 義 的 勞 工 是：承 攬 人志 願 從 事 工 作 者職 業 軍

人受 僱 從 事 工 作 而 獲 致 工 資 者 。  

2 6 . ( 3 )  職 業 災 害 的 特 性 是：不 完 全 可 能 予 以 防 止要 投 入 大 量 資 源 才 能 防 止

企 業 的 安 全 衛 生 機 制 完 善，就 能 防 止企 業 的 工 安 環 保 規 章 充 足， 就

能 防 止 。  

2 7 . ( 3 )  依 法 律 規 定，應 實 施 健 康 檢 查 的 勞 工 是：新 進 勞 工患 病 勞 工在 職

勞 工調 換 單 位 勞 工 。  

2 8 . ( 1 )  下 列 課 程 中，何 者 不 是 起 重 機 操 作 人 員 安 全 訓 練 中 的 課 程 ？承 攬 管 理

原 動 機 及 電 氣 相 關 知 識起 重 及 吊 掛 安 全 作 業 要 領起 重 及 吊 掛 力

學 知 識 。  

2 9 . ( 4 )  何 種 類 型 的 起 重 機 必 須 遵 守 起 重 機 和 起 重 作 業 的 相 關 法 規吊 升 荷 重

在 0 . 5 公 噸 至 3 . 0 公 噸 的 起 重 機吊 升 荷 重 大 於 3 公 噸 的 起 重 機吊 升

荷 重 0 . 5 公 噸 以 下所 有 的 起 重 機 。  

3 0 . ( 2 )  荷 重 試 驗 的 實 施 時 機 是 在：作 業 檢 點 時竣 工 檢 查 時出 租 出 借 時

高 架 作 業 時 。  

3 1 . ( 2 )  起 重 機 的 定 期 檢 查 合 格 ， 其 有 效 期 間 最 長 為一 年二 年三 年四

年 。  

3 2 . ( 1 )  檢 查 合 格 證 應 該 置 於 何 處 ？駕 駛 室 或 作 業 場 所該 起 重 機 技 術 檔 案

夾 內檔 案 夾 或 駕 駛 室 內標 示 吊 升 荷 重 的 同 一 地 方 。  

 

 

0 6 2 0 0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單 一 級  工 作 項 目 0 5 ： 職 業 道 德  

 

1 . ( 1 )  明 道 德，實 踐 道 德，就 是 要 能 在 下 面 各 點 上 銘 刻 於 心，表 現 於 行是 非、

真 偽 、 善 惡 、 誠 詐利 益 、 慾 望 、 榮 名 、 計 謀豪 宅 、 美 酒 、 報 恩 、 復

仇興 業 、 勝 利 、 子 孝 、 孫 賢 。  

2 . ( 3 )  在 倫 理 上 ， 起 重 工 作 班 （ 組 、 隊 ） 的 組 織 特 性 應 該 是信 賞 必 罰 ， 恩 威

並 用 的 強 勢 統 御約 法 三 章，從 簡 從 寬 的 自 治 放 任認 清 角 色， 明 辨 任

務 ， 各 盡 本 份生 存 競 爭 ， 強 者 為 勝 ， 各 顯 本 領 。  

3 . ( 4 )  要 讓 起 重 任 務 從 頭 到 底 安 全 順 利 的 完 成，下 列 何 項 德 行 為 最 重 要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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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守 法，照 章 繳 稅遵 守 工 作 規 則 中 全 部 規 定服 從 企 業 領 導 人 的 現 場

指 示忠 誠 負 責 ， 慎 謀 於 始 ， 全 程 嚴 謹 。  

4 . ( 1 )  「 負 責 任 」 的 意 思 ， 屬 於 下 面 那 種 德 目 ？忠孝義仁 。  

5 . ( 2 )  「 據 統 計 ： 起 重 機 械 導 致 傷 害 佔 1 . 9 5 ﹪ ， 而 動 力 搬 運 機 械 導 致 傷 害 佔

5 . 9 0 ﹪ 。 所 以 對 起 重 機 械 的 安 全 管 理 較 可 寬 心 。 」， 這 段 敘 述 ， 應 受 到

下 面 何 種 道 德 指 責 ：沒 有 安 全 訊 息 ， 統 計 不 太 可 信存 有 投 機 心 態 。

安 全 敬 業 不 足同 情 心 有 點 欠 缺科 學 理 論 的 看 法 ， 太 簡 單 了 。  

6 . ( 4 )  如 果 把 「 安 全 」 列 為 德 目 ， 也 就 是 說 ：用 安 全 作 為 「 道 德 眼 光 」安

全 道 德 ， 是 兩 回 事重 視 安 全 的 人 道 德 可 觀懂 安 全 、 重 安 全 ， 就 是 一

項 職 業 道 德 標 準 。  

7 . ( 1 )  起 重 機 的 專 有 名 詞 與 工 作 倫 理 的 名 詞，作 成 配 對，選 一 個 正 確 的安 全

裝 置 / 尊 重 生 命安 全 裝 置 / 促 進 福 利過 捲 預 防 / 提 升 生 活外 伸 撐 座 /

增 加 營 收 。  

8 . ( 1 )  安 全 守 則 的 基 礎 是 ：說 到 做 到 ， 言 而 有 信大 小 巨 細 ， 包 羅 無 遺上

下 關 係 ， 絕 對 服 從同 伴 朋 友 ， 互 相 包 庇 。  

9 . ( 4 )  我 在 一 次「 捲 上 」動 作 中 ， 由 於 加 速 太 快 了 些 ， 造 成 起 重 機 後 面 撐 座 略

有 浮 起 ， 我 心 中 感 到 難 為 情 。 這 是 ：知 禮知 義知 廉知 恥 。  

1 0 . ( 3 )  我 在 一 次 起 重 任 務 中 ， 由 於 昨 天 跟 領 班 鬧 過 意 見 ， 鬥 過 嘴 ， 我 就 一 直 板

著 臉 工 作 ， 對 他 還 以 顏 色 。 這 是 ：以 大 欺 小以 上 凌 下因 私 害 公

因 小 失 大 。  

1 1 . ( 3 )  在 規 劃 「 起 重 作 業 空 間 」 時 ，「 公 共 空 間 」 是 列 為 ：隨 意 運 用 的可

有 可 無 的必 須 尊 重 ， 不 可 侵 犯 的列 入 交 待 ， 各 自 小 心 的 。  

1 2 . ( 1 )  當 總 經 理 等 高 級 主 管 蒞 臨 起 重 作 業 現 場 時 ， 作 為 現 場 起 重 指 揮 者 ， 應

該：有 禮 貌 的 請 他 移 到 作 業 區 以 外留 在 作 業 區 內 也 無 妨，但 要 留 意

保 護 他任 其 自 己 行 動，是 對 上 級 的 應 有 之 禮請 他 對 作 業 安 全 事 項 予

以 指 點 。  

1 3 . ( 2 )  我 開 著 八 十 噸 級 重 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奔 馳 在 省 道 上，看 眾 車 讓 路 不 遑， 心

中 有 很 大 驕 傲 感 。 這 其 實 是 ：因 為 我 技 術 過 人 ， 而 獲 取 的 風 光一 種

虛 浮，無 知 的 榮 譽 感 所 致別 的 駕 駛 人 真 的 非 恐 嚇 就 不 害 怕有 時 也 不

妨 來 一 下 的 惡 作 劇 。  

1 4 . ( 4 )  我 是 起 重 組 的 領 班 ， 年 長 資 深 ， 但 我 對 組 裏 的 各 位 老 弟 ， 要 求 他 們 把 我

工 作 指 令 中 的 安 全 缺 陷 盡 量 即 刻 指 出 。 因 為 ：我 要 學 到 老 ， 活 到 老

我 要 大 家 學 習 民 主 共 治我 要 大 家 快 快 樂 樂 回 家我 相 信 誠 信 不 欺 是

最 好 的 領 導 。  

1 5 . ( 1 )  我 建 議 在 起 重 作 業 中 設 定「 機 械 功 能 發 生 疑 點 時 ， 先 予 解 決 無 虞 ， 再 發

出 工 作 命 令 」 的 原 則 。 我 的 理 由 是 ：「 智 者 不 惑 」 ， 安 全 是 「 智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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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 勇 者 不 懼 」，怕 什 麼 ！ 技 術 最 重 要留 下 檢 點 表 上 的 完 美 性 ，

免 得 揹 過 失機 械 功 能 ， 弄 清 楚 也 很 快 嘛 。  

1 6 . ( 4 )  依 規 定 ：「 已 報 廢 的 鋼 索 ， 不 可 再 拿 來 改 製 成 吊 索 或 吊 網 。 」 這 個 規 定

如 果 從 安 全 道 德 來 看 ， 是 ：不 知 愛 物 惜 物何 必 丟 掉 ， 破 壞 環 境只

是 空 規 定 ， 也 有 人 不 理 的盡 量 減 少 危 害 來 源 ， 就 是 安 全 道 德 。  

1 7 . ( 1 )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在 道 路 兩 側 臨 時 作 業 時，應 視 需 要，給 予 往 來 車 輛 警 示 信

號。這 個 動 作 的 道 德 意 義 是：尊 重 人 人 都 有 的 安 全 權 利表 現 我 們 知

道 法 有 明 文免 得 被 開 罰 單促 進 了 道 路 生 產 力 。  

1 8 . ( 2 )  現 代 的 起 重 工 作 者，給 人 的 形 象 最 好 是雄 武 英 壯，氣 宇 不 凡專 業 素

養 高 ， 待 人 彬 彬 有 禮腳 穿 拖 鞋 ， 嚼 檳 榔 ， 說 粗 話自 視 甚 高 ， 盛 氣 待

人 。  

1 9 . ( 3 )  有 的 起 重 指 揮 手 ， 執 行 工 作 之 前 ， 先 對 全 場 人 員 舉 手 行 禮 。 這 裏 面 的 意

義 是 ：如 有 不 週 ， 大 家 包 涵禮 多 人 不 怪 ， 順 利 能 生 財提 醒 大 家 敬

業 精 神 和 互 助 互 敬老 師 傅 所 傳 ， 尊 師 重 道 。  

2 0 . ( 1 )  團 隊 精 神 之 中 ， 何 以 重 視「 安 全 第 一 」？本 乎 人 性 ， 安 全 是 自 然 需 求

因 為 I S O ,  W T O  等 時 髦 風 氣所 謂 組 織 氣 候 的 指 標所 謂 組 織 文 化

的 特 徵 。  

2 1 . ( 3 )  起 重 工 作 是 一 個 人 員 與 物 質 的 組 合， 要 講 求 倫 理。你 看 下 面 的 敘 述 哪 項

最 符 合 倫 理 要 求英 雄 主 義，惟 我 獨 尊技 壓 群 雄，不 必 溝 通互 敬 互

助 ， 自 愛 自 強你 不 理 我 ， 我 不 管 你 。  

2 2 . ( 2 )  說 話 中 經 常 用「 你 懂 得 我 的 意 思 嗎 ？ 」這 種 尾 句 的 人，易 被 同 僚 認 為 是：

關 心 、 愛 護 、 同 情 他 人 者盛 氣 凌 人 ， 自 認 超 越 他 人 者可 尊 敬 的 教

育 家慈 悲 為 懷 的 傳 教 士 。  

2 3 . ( 1 )  生 命 是 應 該 受 尊 敬 的 ， 因 為 ：我 自 己 便 是 一 個 生 命這 是 聖 經 、 密 咒

和 物 理 學 通 則這 才 有 好 報 應生 命 很 短 暫 。  

2 4 . ( 4 )  安 全 衛 生 的 發 展 ， 有 下 面 的 次 序安 全 守 則 ， 危 機 因 素危 險 結 果 ， 危

險 肇 因先 求 完 工 ， 事 後 檢 討安 全 道 德 ， 法 律 規 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