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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工作地点热压力风险评估表格（范本）
(请在适当的方格加上“✓”号)

机构／部门名称： 

工 作 地 点： 

工 作 内 容： 

从事这项工作的员工数目： 

（一）评估部分：

评估事项 是 否 采取的控制措施

环境因素

1. 员工是否需要在炎热天气下或
高温环境中工作？

□ □ □ 轻至中等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0分钟休
息；重至极重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5分
钟休息（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本表格第二部分建
议而获安排更多休息时间的员工除外）；

□ 将户外露天及／或高劳动量的工作重新编排至较清凉时
段及／或较清凉的地点进行；

□ 安排员工交替在较热和较清凉的环境下工作；

□ 其他：  

2. 员工是否需要在户外工作并受
阳光直接照射下工作？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上盖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例如架起太
阳伞）；

□ 为员工提供防晒装备／用品，例如阔边帽／配有颈挡的
安全帽及防晒手袖；

□ 其他：  

3. 工作位置附近是否存在热源／
发热的设备？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合适的屏障或隔离发热的设备；

□ 为员工提供隔热保护装备（例如热辐射防护头罩）；

□ 其他：  

4. 工作位置是否缺乏良好的自然
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
设备？

□ □ □ 使用有效的通风设备，以增加空气流通；

□ 使用有效的抽风设备，以抽走工作地点的热空气或湿气；

□ 其他：  

5. 员工工作的位置／情况是否需
要透过加强空气流动或其他方
法，增加散热？

□ □ □ 为员工提供吹风机、喷雾风扇或便携式风扇等设备，增
加散热；

□ 为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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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素

6. 员工工作的劳动量是否沉重？ □ □ □ 使用机械辅助设备或合力提举等措施减低员工的体力需
求和工作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的
工作劳动量］；

□ 其他：  

7. 员工是否需长时间或急速地从
事重劳动量的工作？

□ □ □ 优化工作的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
作的速率及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
少的工作劳动量］；

□ 其他：  

8. 员工工作时是否需要穿着不透
气的衣物？

□ □ □ 让员工穿着薄身而透气的衣物；

□ 将涉及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工序安排至较凉的时段进
行；

□ 向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
冷冻衣，以减低员工的热压力；

□ 其他：  

个人因素

9. 员工在工作时是否面对任何上
述源于环境或工作的热压力风
险因素？

□ □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向员工提供有关热疾病的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为员工提供足够的饮用水，而员工可在不多于10分钟的
步行时间取得所需的饮用水；

□ 其他：  

10.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
应在酷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
工作？

□ □ □ 为有关员工拟定热适应期的工作安排；

□ 为有关员工安排额外的休息时间；

□ 其他：  

其他

风险因素： 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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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雇主应参照附录四的工作和休息安排，并根据以上第（一）部分的评估内容，将可增加或减少每小时的休息时
间的各项因素记录如下，从而综合计算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可减少休息时间的情况
调整每小时的	
休息时间

□ 于室内环境工作，或已设置遮荫设施（例如上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 □ -15 分钟

□ 已提供加强散热的设备（例如吹风机／喷雾风扇／便携式风扇，或含冷冻包／
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15 分钟

需增加休息时间的情况

□ 工作位置附近存在热源／发热的设备，并且欠缺有效设施隔离热力或抽走热气／ 
湿气

□ +15 分钟

□ 工作位置缺乏良好的自然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设备 □ +15 分钟

□ 在工作时需穿着不透气的保护衣 □ +15 分钟

休息时间的调整 增加／减少 *	
 分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因应员工的劳动量在不同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的休息时间

员工职位：

工作性质：

劳动量级别 #

（见附录一）
警告级别

调整前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见附录四）

调整后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

□ 极重劳动

□ 重劳动

□ 中等劳动

□ 轻劳动

黄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红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黑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应在酷热天气下
或高温环境中工作？

□ 是：按以上经调整每小时的休息时间给有
关员工额外增加 15 分钟休息

□ 否

# 透过使用合适的机械辅助工具、调整工作模式和优化工作安排等减低劳动量措施后的工作劳动量级别。

‡ 当经调整后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为零或负数时，雇主仍应安排员工按4.7.1段每工作两小时，休息10至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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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进事项：

根据风险评估可采取但尚未实施／完成的控制措施跟进如下：

评估事项／编号 相应控制措施 预算完成日期

注：若实施上述的相应控制措施后会改变员工调整后的休息时间时，雇主应更新本风险评估表。

（四）紧急应变计划：

雇主／负责人应采取下列紧急应变措施，确保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能得到及时的支援和／或救助。

紧急应变措施 备注

（五）备存评估纪录：

雇主应备存本评估纪录，并将评估结果向员工说明及作出适当的指示，确保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照
上述的评估结果，每小时作适当的休息，尽量减低工作时的热压力。

评估人签署：

评估人姓名：

评估人职位：

评 估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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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工作地点热压力风险评估表格（例子一）
(请在适当的方格加上“✓”号)

机构／部门名称： 

工 作 地 点： 

工 作 内 容： 

从事这项工作的员工数目： 

（一）评估部分：

评估事项 是 否 可采取的控制措施

环境因素

1. 员工是否需要在炎热天气下或
高温环境中工作？

□ □ □ 轻至中等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0分钟休
息；重至极重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5分
钟休息（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本表格第二部分建
议而获安排更多休息时间的员工除外）；

□ 将户外露天及／或高劳动量的工作重新编排至较清凉时
段及／或较清凉的地点进行；

□ 安排员工交替在较热和较清凉的环境下工作；

□ 其他：  

2. 员工是否需要在户外工作并受
阳光直接照射下工作？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上盖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例如架起太
阳伞）；

□ 为员工提供防晒装备／用品，例如阔边帽／配有颈挡的
安全帽及防晒手袖；

□ 其他：  

3. 工作位置附近是否存在热源／
发热的设备？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合适的屏障或隔离发热的设备；

□ 为员工提供隔热保护装备（例如热辐射防护头罩）；

□ 其他：  

4. 工作位置是否缺乏良好的自然
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
设备？

□ □ □ 使用有效的通风设备，以增加空气流通；

□ 使用有效的抽风设备，以抽走工作地点的热空气或湿气；

□ 其他：  

5. 员工工作的位置／情况是否需
要透过加强空气流动或其他方
法，增加散热？

□ □ □ 为员工提供吹风机、喷雾风扇或便携式风扇等设备， 
增加散热；

□ 为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其他：  

ＸＸＸ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中西区街道
街道清洁（扫街、执包头）
20人

✓ ✓

✓ 安排在清晨扫斜路和石级路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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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素

6. 员工工作的劳动量是否沉重？ □ □ □ 使用机械辅助设备或合力提举等措施减低员工的体力需
求和工作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的
工作劳动量］；

□ 其他：  

7. 员工是否需长时间或急速地从
事重劳动量的工作？

□ □ □ 优化工作的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
作的速率及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
的工作劳动量］；

□ 其他：  

8. 员工工作时是否需要穿着不透
气的衣物？

□ □ □ 让员工穿着薄身而透气的衣物；

□ 将涉及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工序安排至较凉的时段进
行；

□ 向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
冷冻衣，以减低员工的热压力；

□ 其他：  

个人因素

9. 员工在工作时是否面对任何上
述源于环境或工作的热压力风
险因素？

□ □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向员工提供有关热疾病的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为员工提供足够的饮用水，而员工可在不多于10分钟的
步行时间取得所需的饮用水；

□ 其他：  

10.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
应在酷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
工作？

□ □ □ 为有关员工拟定热适应期的工作安排；

□ 为有关员工安排额外的休息时间；

□ 其他：  

其他

风险因素： 控制措施：

✓

✓ 提供手推车以减低所需的体力劳动

✓

✓ ✓

✓ ✓

✓

✓ 指示开工前于站内补给足够饮用水；并在
有需要时向主管求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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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雇主应参照附录四的工作和休息安排，并根据以上第（一）部分的评估内容，将可增加或减少每小时的休息时
间的各项因素记录如下，从而综合计算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可减少休息时间的情况
调整每小时的	
休息时间

□ 于室内环境工作，或已设置遮荫设施（例如上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 □ -15 分钟

□ 已提供加强散热的设备（例如吹风机／喷雾风扇／便携式风扇，或含冷冻包／
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15 分钟

需增加休息时间的情况

□ 工作位置附近存在热源／发热的设备，并且欠缺有效设施隔离热力或抽走热气／ 
湿气

□ +15 分钟

□ 工作位置缺乏良好的自然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设备 □ +15 分钟

□ 在工作时需穿着不透气的保护衣 □ +15 分钟

休息时间的调整 增加／减少 *	
 分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因应员工的劳动量在不同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的休息时间

员工职位：

工作性质：

劳动量级别 #

（见附录一）
警告级别

调整前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见附录四）

调整后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

□ 极重劳动

□ 重劳动

□ 中等劳动

□ 轻劳动

黄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红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黑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应在酷热天气下
或高温环境中工作？

□ 是：按以上经调整每小时的休息时间给有
关员工额外增加 15 分钟休息

□ 否

# 透过使用合适的机械辅助工具、调整工作模式和优化工作安排等减低劳动量措施后的工作劳动量级别。

‡ 当经调整后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为零或负数时，雇主仍应安排员工按4.7.1段每工作两小时，休息10至15分钟。

✓ ✓

15

清洁工
街道清洁（扫街、执包头）

✓

15 0

30 15

45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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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进事项：

根据风险评估可采取但尚未实施／完成的控制措施跟进如下：

评估事项／编号 相应控制措施 预算完成日期

1 - 安排在清晨扫斜路和石级路 已实施

2 - 提供阔边帽 已实施

5 - 提供便携式风扇 已实施

6 - 提供手推车 已实施

9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向员工提供有关热疾病的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指示开工前于站内补给足够饮用水；并在有需要时向主管求助。

2023/04/02

注：若实施上述的相应控制措施后会改变员工调整后的休息时间时，雇主应更新本风险评估表。

（四）紧急应变计划：

雇主／负责人应采取下列紧急应变措施，确保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能得到及时的支援和／或救助。

紧急应变措施 备注

员工出现头晕等情况 致电救护站

天气热，员工表示需要更多饮用水 运送水到工作地点

（五）备存评估纪录：

雇主应备存本评估纪录，并将评估结果向员工说明及作出适当的指示，确保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照
上述的评估结果，每小时作适当的休息，尽量减低工作时的热压力。

评估人签署：

评估人姓名：

评估人职位：

评 估 日 期：

XXX

陳大文

項目經理

20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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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热压力风险评估表格（例子二）
(请在适当的方格加上“✓”号)

机构／部门名称： 

工 作 地 点： 

工 作 内 容： 

从事这项工作的员工数目： 

（一）评估部分：

评估事项 是 否 可采取的控制措施

环境因素

1. 员工是否需要在炎热天气下或
高温环境中工作？

□ □ □ 轻至中等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0分钟休
息；重至极重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5分
钟休息（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本表格第二部分建
议而获安排更多休息时间的员工除外）；

□ 将户外露天及／或高劳动量的工作重新编排至较清凉时
段及／或较清凉的地点进行；

□ 安排员工交替在较热和较清凉的环境下工作；

□ 其他：  

2. 员工是否需要在户外工作并受
阳光直接照射下工作？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上盖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例如架起 
太阳伞）；

□ 为员工提供防晒装备／用品，例如阔边帽／配有颈挡的
安全帽及防晒手袖；

□ 其他：  

3. 工作位置附近是否存在热源／
发热的设备？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合适的屏障或隔离发热的设备；

□ 为员工提供隔热保护装备（例如热辐射防护头罩）；

□ 其他：  

4. 工作位置是否缺乏良好的自然
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
设备？

□ □ □ 使用有效的通风设备，以增加空气流通；

□ 使用有效的抽风设备，以抽走工作地点的热空气或湿气；

□ 其他：  

5. 员工工作的位置／情况是否需
要透过加强空气流动或其他方
法，增加散热？

□ □ □ 为员工提供吹风机、喷雾风扇或便携式风扇等设备，增
加散热；

□ 为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其他：  

ＸＸＸ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ＡＡ苑（一至十二座），每座30层
一早一晚使用660L手推车倒垃圾
12人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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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素

6. 员工工作的劳动量是否沉重？ □ □ □ 使用机械辅助设备或合力提举等措施减低员工的体力需
求和工作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的
工作劳动量］；

□ 其他：  

7. 员工是否需长时间或急速地从
事重劳动量的工作？

□ □ □ 优化工作的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
作的速率及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
的工作劳动量］；

□ 其他：  

8. 员工工作时是否需要穿着不透
气的衣物？

□ □ □ 让员工穿着薄身而透气的衣物；

□ 将涉及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工序安排至较凉的时段进
行；

□ 向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
冷冻衣，以减低员工的热压力；

□ 其他：  

个人因素

9. 员工在工作时是否面对任何上
述源于环境或工作的热压力风
险因素？

□ □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向员工提供有关热疾病的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为员工提供足够的饮用水，而员工可在不多于10分钟的
步行时间取得所需的饮用水；

□ 其他：  

10.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
应在酷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
工作？

□ □ □ 为有关员工拟定热适应期的工作安排；

□ 为有关员工安排额外的休息时间；

□ 其他：  

其他

风险因素： 控制措施：

✓

✓ 定期检查及保养660L手推车，确保车轮运作
畅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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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雇主应参照附录四的工作和休息安排，并根据以上第（一）部分的评估内容，将可增加或减少每小时的休息时
间的各项因素记录如下，从而综合计算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可减少休息时间的情况
调整每小时的	
休息时间

□ 于室内环境工作，或已设置遮荫设施（例如上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 □ -15 分钟

□ 已提供加强散热的设备（例如吹风机／喷雾风扇／便携式风扇，或含冷冻包／
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15 分钟

需增加休息时间的情况

□ 工作位置附近存在热源／发热的设备，并且欠缺有效设施隔离热力或抽走热气／ 
湿气

□ +15 分钟

□ 工作位置缺乏良好的自然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设备 □ +15 分钟

□ 在工作时需穿着不透气的保护衣 □ +15 分钟

休息时间的调整 增加／减少 *	
 分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因应员工的劳动量在不同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的休息时间

员工职位：

工作性质：

劳动量级别 #

（见附录一）
警告级别

调整前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见附录四）

调整后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

□ 极重劳动

□ 重劳动

□ 中等劳动

□ 轻劳动

黄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红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黑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应在酷热天气下
或高温环境中工作？

□ 是：按以上经调整每小时的休息时间给有
关员工额外增加 15 分钟休息

□ 否

# 透过使用合适的机械辅助工具、调整工作模式和优化工作安排等减低劳动量措施后的工作劳动量级别。

‡ 当经调整后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为零或负数时，雇主仍应安排员工按4.7.1段每工作两小时，休息10至15分钟。

✓ ✓

✓ ✓

✓ ✓

15

清洁工
屋苑倒垃圾

✓

15 0

30 15

45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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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进事项：

根据风险评估可采取但尚未实施／完成的控制措施跟进如下：

评估事项／编号 相应控制措施 预算完成日期

5 - 为员工提供便携式风扇 已实施

6 - 定期检查及保养660L手推车，确保车轮运作畅顺 2023/04/15

9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向员工提供有关热疾病的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指示开工前于站内补给足够饮用水；并在有需要时向主管求助。

2023/04/15

注：若实施上述的相应控制措施后会改变员工调整后的休息时间时，雇主应更新本风险评估表。

（四）紧急应变计划：

雇主／负责人应采取下列紧急应变措施，确保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能得到及时的支援和／或救助。

紧急应变措施 备注

员工出现头晕、头痛、呕心等怀疑热疾病情况 致电救护站

（五）备存评估纪录：

雇主应备存本评估纪录，并将评估结果向员工说明及作出适当的指示，确保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照
上述的评估结果，每小时作适当的休息，尽量减低工作时的热压力。

评估人签署：

评估人姓名：

评估人职位：

评 估 日 期：

XXX

陈大文

项目经理

20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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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热压力风险评估表格（例子三）
请在适当的方格加上“✓”号)

机构／部门名称： 

工 作 地 点： 

工 作 内 容： 

从事这项工作的员工数目： 

（一）评估部分：

评估事项 是 否 可采取的控制措施

环境因素

1. 员工是否需要在炎热天气下或
高温环境中工作？

□ □ □ 轻至中等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0分钟休
息；重至极重劳动的员工每工作2小时获安排至少15分
钟休息（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本表格第二部分建
议而获 安排更多休息时间的员工除外）；

□ 将户外露天及／或高劳动量的工作重新编排至较清凉时
段及／或较清凉的地点进行；

□ 安排员工交替在较热和较清凉的环境下工作；

□ 其他：  

2. 员工是否需要在户外工作并受
阳光直接照射下工作？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上盖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例如架起 
太阳伞）；

□ 为员工提供防晒装备／用品，例如阔边帽／配有颈挡的
安全帽及防晒手袖；

□ 其他：  

3. 工作位置附近是否存在热源／
发热的设备？

□ □ □ 在工作位置设置合适的屏障或隔离发热的设备；

□ 为员工提供隔热保护装备（例如热辐射防护头罩）；

□ 其他：  

4. 工作位置是否缺乏良好的自然
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
设备？

□ □ □ 使用有效的通风设备，以增加空气流通；

□ 使用有效的抽风设备，以抽走工作地点的热空气或湿气；

□ 其他：  

5. 员工工作的位置／情况是否需
要透过加强空气流动或其他方
法，增加散热？

□ □ □ 为员工提供吹风机、喷雾风扇或便携式风扇等设备，增
加散热；

□ 为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其他：  

ＡＢＣ工程有限公司
地段编号1104公营房屋地盘
扎铁工人于天面扎铁
20人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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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素

6. 员工工作的劳动量是否沉重？ □ □ □ 使用机械辅助设备或合力提举等措施减低员工的体力需
求和工作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的
工作劳动量］；

□ 其他：  

7. 员工是否需长时间或急速地从
事重劳动量的工作？

□ □ □ 优化工作的安排或由不同员工轮替工作，以减低员工工
作的速率及劳动量［请于表格第（二）部分纪录已减少
的工作劳动量］；

□ 其他：  

8. 员工工作时是否需要穿着不透
气的衣物？

□ □ □ 让员工穿着薄身而透气的衣物；

□ 将涉及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工序安排至较凉的时段进
行；

□ 向穿着不透气保护衣的员工提供含冷冻包／制冷装置的
冷冻衣，以减低员工的热压力；

□ 其他：  

个人因素

9. 员工在工作时是否面对任何上
述源于环境或工作的热压力风
险因素？

□ □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向员工提供有关热疾病的资料、指导、训练及监督；

□ 为员工提供足够的饮用水，而员工可在不多于10分钟的
步行时间取得所需的饮用水；

□ 其他：  

10.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
应在酷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
工作？

□ □ □ 为有关员工拟定热适应期的工作安排；

□ 为有关员工安排额外的休息时间；

□ 其他：  

其他

风险因素： 控制措施：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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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每小时休息时间：

雇主应参照附录四的工作和休息安排，并根据以上第（一）部分的评估内容，将可增加或减少每小时的休息时
间的各项因素记录如下，从而综合计算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员工所需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可减少休息时间的情况
调整每小时的	
休息时间

□ 于室内环境工作，或已设置遮荫设施（例如上盖／遮挡阳光的遮蔽处） □ -15 分钟

□ 已提供加强散热的设备（例如吹风机／喷雾风扇／便携式风扇，或含冷冻包／
制冷装置的冷冻衣）

□ -15 分钟

需增加休息时间的情况

□ 工作位置附近存在热源／发热的设备，并且欠缺有效设施隔离热力或抽走热气／ 
湿气

□ +15 分钟

□ 工作位置缺乏良好的自然通风，并且没有设置有效的通风设备 □ +15 分钟

□ 在工作时需穿着不透气的保护衣 □ +15 分钟

休息时间的调整 增加／减少 *	
 分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因应员工的劳动量在不同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的休息时间

员工职位：

工作性质：

劳动量级别 #

（见附录一）
警告级别

调整前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见附录四）

调整后的 
每小时休息时间 ‡

□ 极重劳动

□ 重劳动

□ 中等劳动

□ 轻劳动

黄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红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黑色工作
暑热警告

 分钟  分钟

是否有员工未适应／需重新适应在酷热天气下
或高温环境中工作？

□ 是：按以上经调整每小时的休息时间给有
关员工额外增加 15 分钟休息

□ 否

‡ 当经调整后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为零或负数时，雇主仍应安排员工按4.7.1段每工作两小时，休息10至15分钟。

# 透过使用合适的机械辅助工具、调整工作模式和优化工作安排等减低劳动量措施后的工作劳动量级别。

## 此15分钟休息时间修正是考虑极重劳动量与重劳动量的工作在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之差别。

✓ ✓

✓ ✓

30

扎铁工人
扎铁工人于天面扎铁

✓
45 15

60 30

60+15##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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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跟进事项：

根据风险评估可采取但尚未实施／完成的控制措施跟进如下：

评估事项／编号 相应控制措施 预算完成日期

2 - 在工作位置设置太阳伞或遮光棚 即时

2 - 提供防晒装备 2023/04/10

5
- 提供吹风机
- 为每个工人提供便携式风扇
- 提供便携式风扇后备电池和充电设施

已实施

6 - 提供辅助工具减低工人搬运的重量和距离 即时

7 - 安排员工轮替工作 即时

8 - 提供透气快干的工作服 已实施

9
- 通知员工风险评估的结果和相应所需的预防措施
- 提供预防中暑的资料、指导及训练
- 提供地盘各饮用水取水点位置的资料

已实施及在新人入
场工作前提供

9 - 在早会时间加强预防中暑的提示 2023/04/10及在炎
热日子重覆进行

9 - 在天面位置设置遮荫棚和饮用水设施，方便工人适时补充水分。
- 在工人休息区内提供清凉饮用水供应 即时

9 - 安排在任何工作时间，地盘内都有充足饮用水供应 持续进行

10 - 拟定热适应期的工作安排 即时

注：若实施上述的相应控制措施后会改变员工调整后的休息时间时，雇主应更新本风险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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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急应变计划：

雇主／负责人应采取下列紧急应变措施，确保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能得到及时的支援和／或救助。

紧急应变措施 备注

所有工人都得悉通知主管的方法，当身体感到不适时应可即时
求助

如工人有热疾病的早期病征，先检查不适工人的清醒程度，再将
不适工人移往阴凉处，帮助他降温

安排驻场人员中有对热疾病具初步
急救的能力的人，并定期进行演练

如工人出现不完全清醒等情况，须立即致电救护站，并安排通道
和协助救护员

（五）备存评估纪录：

雇主应备存本评估纪录，并将评估结果向员工说明及作出适当的指示，确保员工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按照
上述的评估结果，每小时作适当的休息，尽量减低工作时的热压力。

评估人签署：

评估人姓名：

评估人职位：

评 估 日 期：

XXX

陈大文

安全主任

202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