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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 4 月 8 日下午約 4 時 37 分，新界荃灣海灣花園第二座 6 號升降機正載

着兩名乘客由 7 樓向上移動，當到達目的樓層 15 樓時，升降機門並沒有打開，而

升降機則繼續向上移動，直至碰撞到升降機井道頂板。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的技術調查小組發現，事故發生時，制動系統的電磁線圈

柱塞被來自一個損毁間隔環的金屬碎屑卡住，導致柱塞的移動受阻，制動器因而

未能發揮作用，制停升降機。 
 
 由於制動系統未能有效地使升降機固定不動，升降機機廂被較重的對重裝置

向上拉，直至碰撞到升降機井道頂板。 
 

機電署非常重視升降機的安全。在事故發生後，機電署要求升降機承辦商對

所有與肇事升降機同一品牌的升降機進行有關制動系統的特別檢查，以確保其運

作安全。機電署亦提醒所有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應按照《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

程實務守則》(《實務守則》)的規定維修制動器。 
 
 在完成技術調查後，機電署現正就此個案進行刑事調查，如發現違反《升降

機及自動梯條例》或不遵守有關《實務守則》的情況，便會採取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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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8日新界荃灣海灣花園第二座 

升降機事故技術調查報告 
 
1. 目的  
 
1.1 是次技術調查的目的，是找出 2018 年 4 月 8 日在新界荃灣海灣花園第二座發

生的升降機事故的成因。本報告載述機電署對升降機事故進行技術調查後所得的

結果。 
 
2. 事故背景  
 
2.1  2018 年 4 月 8 日下午約 4 時 37 分，荃灣海灣花園第二座發生了一宗升降機事

故。事發時，6 號升降機正接載三名乘客由地面層向上移動。一名乘客於 7 樓離開，

另外兩名乘客繼續前往目的樓層 15 樓。當升降機到達 15 樓時，升降機門並沒有

打開，而升降機則向上移動至 46 樓，最終碰撞到升降機井道頂板才停下。該兩名

乘客嚴重受傷。 
 

3. 肇事升降機的技術資料 
 
3.1  升降機是由直流電變壓曳引機驅動，額定速度爲每秒 2.5 米，額定負載爲 700
公斤(或九人)，為大廈地面層至 46 樓全部樓層提供服務。升降機的總運行距離爲

116 米。 
 
3.2 升降機由五條標稱直徑為 12 毫米的懸吊纜索吊起。升降機的曳引機設置於升

降機井道頂部的升降機機房内。 
 

3.3 升降機曳引機的制動系統(圖 1)裝有垂直運作的單一制動電磁線圈[a]。制動器

由兩條裝有制動彈簧[c]及制動墊片[d]的制動臂[b]組成。制動電磁線圈[e]必須通電，

才會產生磁力將柱塞[f]向下推，使制動器鬆開。向下移動的柱塞[f]○1 ，透過附於

其底部的圓形金屬塊[h]推動槓杆臂[g]向下 ○2 (見圖 2)，然後壓縮制動彈簧[c]○3 ，

並將制動臂[b]及制動墊片[d]從制動鼓[j]推開○4 。一旦制動墊片[d]被推離制動鼓[j]，
附於制動鼓[j]的曳引輪便可轉動。附於懸吊纜索的升降機機廂會由曳引輪向上或

向下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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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升降機制動系統的布局(鬆開時) 

 
 

 
圖 2  制動柱塞 

 
3.4  要啟動制動器，制動電磁線圈[e]的電源(見圖 3)須截斷，消除電磁線圈[e]爲推

動柱塞[f]而產生的磁力。壓縮制動彈簧[c]○3 會把制動臂[b]及制動墊片[d]壓向制動

鼓[j]○4 ，阻止升降機機廂的移動。槓杆臂[g]○2 及柱塞[f]○1 也會被制動彈簧[c]向上

推，最終柱塞[f]會因本身的重量而向下墜，而其附連的圓形金屬塊[h]會停留在槓

槓杆臂 [g] 

圓形金屬塊 [h] 



5 
 

杆臂[g]上。柱塞[f]亦應該能夠順暢地在電磁線圈外殼[m]內轉動。 
 

 
圖 3 升降機制動系統的布局(啟動時) 

 
 
3.5  升降機的基本資料如下： 
 
製造商：      東洋  
驅動控制：         直流電變壓電動機  
額定速度：      每秒 2.5 米 
額定負載：      700 公斤  
纜索比率：      2 比 1  
服務樓層：  地面層、2 樓、5 至 12 樓、15 至 23 樓、25 至 33

樓、35 至 43 樓、45 至 46 樓  
安裝年份：      1991 年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上一次在升降機有負載 
情況下進行檢驗的日期：   2018 年 1 月 25 日  
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 
上一次進行例行保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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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3.6 附錄 I 說明升降機的基本構造。 

 
4. 調查方式 

 
4.1  調查所採用的方式概述如下： 
        (i) 檢視和分析閉路電視片段，以評估升降機在事故過程中的移動情況； 
        (ii) 在獨立專家協助下檢查和測試升降機的制動系統、曳引輪及懸吊纜 

索； 
(iii) 從升降機控制器檢索有關的狀態記錄並進行分析； 
(iv) 會見維修人員及事故涉及的人士，包括消防人員、有關升降機負責

人、註冊升降機承辦商、註冊升降機工程師、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

一般工程人員及事故涉及的乘客；以及 
           (v) 收集和審視相關記錄，包括工作日誌、維修保養指示及記錄、測試和 

檢驗報告。 
 
4.2 由於升降機井道頂板的支撐結構受損而須進行加裝固定件及支架等結構穩固

工程，調查工作須待工程完成後才能展開。 
 
 
5. 觀察及調查結果 

 
5.1 閉路電視片段顯示升降機接載三名乘客由地面層向上移動。一名乘客於 7 樓

離開，升降機門關上，其後升降機載着另外兩名乘客前往 15 樓。不過，當升降機

到達 15 樓時，升降機門並沒有打開，而升降機則繼續向上移動，直至碰撞到升降

機井道頂板。根據升降機控制器的狀態記錄，升降機在到達 15 樓後便產生了一系

列故障訊號，顯示無法將升降機的曳引機停止及啟動制動器令升降機停止移動，

而升降機機廂則向上運行並超越頂樓上面的終端限位開關掣，最終碰撞到升降機

井道頂板。 
 
物料專家的調查結果 
 
5.2 在柱塞的頂凸緣[n]與制動電磁線圈外殼[m]之間發現兩個破裂及嚴重變形的

間隔環[p 及 q](見圖 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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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電磁線圈[a]詳圖 

 
 

 

 
 

圖5  間隔環 
 

 
在柱塞的頂凸緣[n]與電

磁線圈外殼[m]之間發現

兩個損毀的環[p 及 q] 

柱塞的頂凸緣[n] 

電磁線圈外殼[m] 

損毀的環[p 及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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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間隔環 

 
5.3 在事故發生後進行的測試中，當電磁線圈[e]通電後，制動柱塞[f]開始忽動忽

停地移動，繼而大力地向下衝。當切斷電磁線圈[e]的電源時，柱塞[f]被制動彈簧

[c]大力地向上推回。柱塞[f]末端的圓形金屬塊[h]沒有像正常般因柱塞[f]在電磁線

圈外殼[m]內受地心吸力影響而向下墜並停留在槓杆臂[g]上，顯示柱塞[f]已被卡

住。 
 
5.4  柱塞[f]不能像其他在類似品牌及型號升降機內的柱塞般，順暢地轉動，再次

顯示有關柱塞已被卡住。 
 
5.5 柱塞[f]與電磁線圈外殼[m]之間的間隔環[p 及 q]損毀。實驗室分析發現，上環

[p]遭柱塞的頂凸緣[n]碰撞並被柱塞[f]拖動邊緣，以致受較嚴重錘擊／衝壓而破損

並且變薄，邊緣有多處被割成幼條。這個環亦有一處裂口。 
 

5.6 下環[q]裂開，並且只剩下一半，留在柱塞[f]與電磁線圈外殼[m]之間。這個環

受衝壓而造成的破損較輕微。 
 
5.7 在移除柱塞[f]後，發現電磁線圈外殼[m]內留有金屬碎屑(圖 7)。碎屑的成分與

上間隔環[p]類似。 
 

下環[q] 

直裂口 

上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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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金屬碎屑 

 
5.8 柱塞[f]表面有損毀及刮痕(圖 8 及 9)。柱塞[f]的軸杆也有刮痕(圖 10)，而襯套

則不均勻地磨損(圖 11)。損毀及磨損的情況，相信是柱塞[f]運行期間有金屬碎屑卡

在電磁線圈外殼[m]內所造成。 

   
圖 8  柱塞表面               圖 9  柱塞表面 

       

圖 10  柱塞的軸杆        圖 11  電磁線圈外殼[m]底部的襯套 

軸杆的刮痕 兩個橢圓形花紋 

襯套不均勻地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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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制動墊片[d]狀況良好，沒有過熱跡象。襯片表面沒有明顯刮痕或異常磨損的

紋路(圖 12)。 
 

 

圖 12   制動墊片的襯片表面 
 
 

5.10 已進行靜止負載測試，以量度制動系統啟動時產生的制動力。結果顯示，已

啟動的升降機制動系統能為升降機系統提供足夠的制動力。 
 
5.11 曳引輪上各個坑槽的結構已予檢查，發現操作正常，令人滿意。曳引力應該

是足夠的，而纜索也沒有打滑跡象。 
 
5.12 肇事升降機的五條懸吊纜索的狀況沒有發現異常。 
 
6. 總結 
 
6.1 根據所得的證據，相信當升降機到達目的樓層 15 樓時，升降機曳引機曾停止

運作，但由於制動柱塞[f]被卡住，導致制動系統失靈，因此不能使升降機機廂停

留在那層。由於沒有任何制動力，加上只載着兩名乘客的升降機機廂比對重裝置

為輕，因此升降機機廂被對重裝置向上扯，最終碰撞到升降機井道頂板。 
 

6.2 制動系統失靈，原因是損毀的上間隔環[p]跌下的金屬碎屑存留下來，最終堵

塞了柱塞[f]的動作，妨礙機械制動器在事發時啟動。  
 
6.3 上間隔環[p]因屢受錘擊／衝壓而損毀，產生在事故發生時卡住制動柱塞[f]的
金屬條和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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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事故後採取的措施 

 
7.1在升降機事故發生後，機電署已立即檢查安裝在海灣花園的其他東洋牌升降機，

並確定升降機處於安全操作狀態。 
 
7.2 為審慎起見，機電署亦要求所有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在兩星期內，為其負責維修

保養的同一品牌升降機，完成有關曳引系統、懸吊纜索及制動系統的特別檢查。

特別檢查涵蓋全港 384 部同屬該品牌的升降機，而機電署亦已進行抽檢。除海灣

花園的肇事升降機及另外十部因正在進行優化工程而尚待特別檢查的升降機外，

其餘 373 部升降機已完成特別檢查，其相關設備(即曳引系統、懸吊纜索及制動系

統)也確定處於安全操作狀態。 
 
7.3 根據《實務守則》，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須按升降機製造商的建議進行制動器維

修及檢修工程，以確保升降機安全運作。機電署已向所有註冊升降機承辦商發出

通函，提醒他們必須根據這項規定妥善維修制動系統。 

 

7.4 機電署現正就此個案進行刑事調查，如發現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或

不遵守有關《實務守則》的情況，便會採取檢控及／或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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