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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重500公斤
疑搞錯度量衡極離譜 涉事鋼索承受重量增逾一倍

男團MIRROR演唱會大型LED屏幕

飛墜意外，負責調查的工作小組委員、

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家成昨日指

出，小組量度墜下的屏幕重約500公斤

至520公斤，但演唱會主辦單位提交予

康文署的文件卻寫上重500磅，懷疑是

度量衡單位出錯，使涉事鋼索所承受的

重量加大逾一倍，他指出兩條鋼索合共

應可承受2,200公斤拉力，即使搞錯重

量，理應仍能負荷，但斷裂的鋼索出現

金屬疲勞，而另一條鋼索本可承受屏幕

重量，卻因吊環螺絲折斷，多重錯失造

成今次意外，因此下一步調查方向包括

螺絲斷裂的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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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香港體育館嚴重事故工作小組前日指
出，肇事鋼索本身承重力較同類鋼索低

20%，且安裝前表面已有損傷，另防止鋼索捲動
時移位的護繩器部件安裝有問題，鋼索被夾造成
擠壓受損，加速金屬疲勞機會，加上屏幕實際重
量遠超主辦單位申報。
司徒家成昨早在電台節目上進一步講解調查初
步發現，他指出主辦單位向康文署申報的屏幕重
量為500磅，但小組量度肇事屏幕實際重量為
500公斤至520公斤，「（演唱會上）6個屏幕都

不同，他們（主辦方）說是500磅。」，疑主辦
單位申報的數字搞錯度量衡單位，但有關重量的
正式文件是否也填報500磅，則仍需要進一步了
解，「要有證書才能證實，由於警方仍在調查，
文件在警方手上，現時不便發放。」

屏幕重量未必是事故最重要因素
他認為，屏幕重量未必是今次下墜事故最重要
因素，視乎設計者設定的安全系數，而縱使涉事
5毫米直徑鋼絲、「6乘19棉芯鋼索」在拉力測
試中發現承受力只有1,100公斤，較同款鋼索的
1,400公斤少約20%，但兩條鋼索合共有2,200公
斤承受能力，足以吊起該個500公斤的屏幕，惟
今次有外來因素加速鋼索出現金屬疲勞問題，控
制屏幕升降的絞盤有護繩器防止鋼索移位，惟護
繩器太貼近鋼索令其被壓扁。
由於絞盤每次轉動時會產生更大拖拉力，磨損

鋼索，故多次升降屏幕令鋼索提早出現金屬疲勞
情況，「好像搾蔗汁般，鋼絲經過滾筒（絞盤）
後變形，除要升起屏幕重量，還要跟保護橫條
（護繩器）鬥拉力，好像拔河般，加重鋼索的勞

損。」至於屏幕除升降外還會轉動，他則認為轉
動的影響不大。

下一步調查吊環螺絲折斷原因
兩條吊起屏幕的鋼索，其中一條因出現金屬疲
勞斷裂，另一條未有斷裂，本身有1,100公斤的
承受能力，應可承受該屏幕的重量，然而扣着鋼
索與屏幕的吊環螺絲折斷，最終造成整個屏幕墜
地壓傷兩名舞蹈員。司徒家成指出，吊環螺絲折
斷原因，就是下一步的調查方向。
他表示，現場觀察折斷的螺絲，螺絲紋很完

整，沒有拉扯受損痕跡，有「剪切斷裂」情
況，小組需要再用高倍數顯微鏡調查，另外亦
要在化驗室進行剪力測試和拉力測試，才能了
解有關螺絲斷裂的原因，但現時該顆螺絲因屬
於證物之一，由警方保管，因此暫未做到有關
的測試。
至於外界有意見認為兩條鋼索並不足夠，應該

用更多鋼索增加安全系數，他則表示不同意有關
見解，指出若有更多的鋼索吊起屏幕，升降時鋼
索有機會交叉重疊。

主辦方申報500磅

今次MIRROR演唱會屏
幕墜地事件，其中一個關鍵
是扣着屏幕的吊環螺絲(右
圖)折斷。調查事故的工作
小組指螺絲是出現「剪切斷
裂」情況，即並非因垂直的

重力拉斷，而是橫向的力使其折斷。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盧覺強昨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經初步計算，該重約500公斤的屏幕因一邊鋼索
斷裂而揈向另一邊，造成約1,500公斤的力度，相信該螺絲因而被拗斷。
有指吊環螺絲是用螺絲帽固定，沒有焊接於屏幕的鐵架上，如果螺

絲是因屏幕重量造成垂直的力拉扯，則螺絲會先拉長再斷裂，但肇事
的螺絲是被橫向的力致斷裂。調查事故的工作小組委員司徒家成指
出，該螺絲的螺絲紋完好，只是有少許彎曲，但螺絲有個剪口，要了
解其斷開原因。
盧覺強指出，涉事螺絲能抵受多大的力，取決於其材質和粗幼，而

500公斤的屏幕因一邊鋼索斷裂，因此會揈向另一邊吊掛的鋼索，估
計高速揈向另一邊鋼索，歷時0.3秒至0.4秒，根據屏幕長4米及按重
量計算，施加的力約有1,500公斤，此力度有可能令該顆螺絲拗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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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意見摘錄 「unlock17A」：舊時啲工程永遠預多，而（）家永遠計少。
「小心發言」：只可以掛200kg嘅野（嘢），用黎（嚟）掛600kg，首先第一就
係決定呢件事嘅人錯。
「蛋牛麵」：就算條鋼索唔足料，但工程公司走唔甩啦。
「祝英台」：其實紅館show唔係得幾間工程公司做？做咗咁多年都無事係今次
Viu出事，Viu點都有責任啦。Viu係明知個台有危險都繼續做喎。每日都有小意
外，依然繼續個show。
「baleno」：咪代表係主辦機構無好好測試，匆匆出SHOW，出咗事就賴。台灣
當年PARTY粉塵爆，傷咗好多人，都係追究主辦單位，唔通又話乜乜乜物料唔
好，所以出事？成日都講，外判還外判，你外判唔代表無責任，個責任最終一定
係主辦機構，唔係一句外判，你搵個二打六去做，有事就畀個二打六去頂？

「金碧科」：就算法律上無責任，道德上主辦單位先
係最終睇場嗰個，正常人追究上嚟一定係追究主辦
先。其實而（）家工程就算外判，都唔係代表自己
完全冇責任，極其量係分散責任。
「祉晴老公」：安裝果（嗰）陣同用料都可以發現有
問題，無做足事前檢查。加上就算有safety factor（安
全因素）都畀（俾）呢啲人為問題搞掂晒，條鏈用少
咗20%嘅力，部機又比design既重量重咗，另加條鏈
本身有損耗。計數design果（嗰）個實甩到身，睇下
裝同最後現場邊個check食呢隻鑊啦。

MIRROR演唱會大型屏幕墜下壓傷舞蹈員事故引
起社會廣泛關注，負責調查的工作小組前日公布初步
調查結果，發現吊起屏幕的兩條鋼索其中一條斷裂，
另一條的吊環螺絲又飛脫，疑為金屬疲勞導致，包括
鋼索承重能力較巿面同類鋼索低20%等，惟至今仍未
釐清責任誰屬的問題。不少網民都在網上討論區就事

故原因發表意見，當中不少人認為無做足事前檢查，以及計算鋼索拉力
時計錯數或計得太盡，並無預留空間。有人認為是外判商的問題，亦有
人覺得主辦單位責無旁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調查事故的工作小組委員司
徒家成昨日指出，今次演唱會的舞台工程「判上判」給多家
承辦商，不同公司負責購買器材、設計及安裝工序，但彼此
可能缺乏溝通。他認為這類有多個承辦商合作的工程，應有
專人監督協調。有舞台製作業內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是
次意外揭露多項失誤，要避免缺乏能力和經驗的技工參與工
程，建議特區政府設立發牌制度，相關人員接受培訓及考牌
才能參與，且應制訂舞台工程安全的統一標準，由負責場地
管理的康文署合資格人員監督。
司徒家成表示，演唱會的總承辦商藝能工程，將工程外判

給不同承辦商，惟各承辦商或存在溝通等問題，惟現時難判
斷總承辦商是否需要負最大責任，有關材料及安裝合約等文
件現由警方保管以進行調查。
他認為，這類有多個承辦商合作的工程，需要有專人監

督，另外可透過預演舞台裝置，檢視是否存在問題。
有業內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由於疫情期間舞台表演停

頓，業界約有三分之一人手已流失，而現時恢復不少舞台表
演，出現人手不足問題，若承辦商聘用的新手工作人員缺乏
相關能力和經驗，便會出現多項失誤問題。

籲舞台工作人員需培訓考牌
他認為要確保工作人員具備相關能力，應設發牌制度，工

作人員要有資歷認可，「搞燈光嘅要識燈光，搞音響嘅要識
音響。」有關人員需要經過培訓考牌，才能確保質素。至於
本身具經驗的資深人員，則可豁免發牌，「特區政府要將香
港發展為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更應該有發牌制度，亦可透過
發牌知道本地有幾多從事舞台工作嘅人手同資歷。」
今次屏幕墜地事故，令人關注工程師責任問題。該名業內

人士認為，就算有認可工程師簽發安全證明，租借場地的康
文署也應有具相關資格的人員監督舞台安全，同時要有條例
規範和統一舞台工程的標準，不同外判商和康文署可根據有
關標準，確保工程符合安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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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斷裂擺動 料1500公斤力拗斷螺絲

舞
台
業
界
倡
制
訂
工
程
安
全
統
一
標
準

◆警方早前檢走絞盤調查。
資料圖片 ◆警方早前帶走涉事鋼索。 資料圖片

網民熱議肇因
疑事前檢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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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媒報道指，一批「來源國」為美國、
英國的社交媒體賬號，在過去5年有組織地
發文，攻擊、抹黑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其
他國家。研究人員發現，這類促進美國海外
利益的「影響力行動」，近年越來越活躍。
美西方利用鋪天蓋地的虛假社交媒體賬號，
通過不實、虛假資訊，來詆毀不同意識形態
的國家，發動意識形態新冷戰。對這種洗腦
手法，香港也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區政府須
加強監察、嚴厲打擊，並及時澄清、反擊，
同時善用社會組織力量，提升市民識別虛假
資訊能力。

美國史丹福大學前日公布一項研究報告，
顯示一項疑似「親美影響力運動」，以數百
個「來源國」為美國、英國的虛假社交平台
賬號，在多個社交平台運作近5年，旨在為
美國外交政策利益服務。這些親美虛假賬
號，以俄語、阿拉伯語和烏爾都語等至少7
種語言散播資訊，目標多為中亞及中東國家
受眾。研究團隊仔細追查發現，不少虛假賬
號的信息來源，都是獲美國政府資助的媒
體，包括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台等。社交
平台多個虛假賬號轉發的連結內容，不少來
自美軍資助的網站，事件不禁令人懷疑美軍
牽涉其中。研究團隊懷疑類似的「宣傳戰」
一直在暗中進行，今次相信是首次被曝光，
相關賬號還罕有遭到Meta和Twitter封殺。
這一報告再次顯示，總是指責別人搞宣傳戰
的美西方，才是散布不實虛假資訊、攻擊抹
黑他國的最大黑手。

這類促進美國海外利益的「影響力行
動」，主要手法包括：一是大量散布不實、

虛假的資訊。如惡意詆毀中國新疆人權狀
況，聲稱新疆存在所謂「強迫勞動」和「種
族滅絕」；有賬號主要描述「中國威脅
論」，例如聲稱中國與俄羅斯在各領域尤其
軍事領域密切合作，揚言中國「要為俄烏衝
突負責」，甚至造謠聲稱中國「暗中購入俄
羅斯偷竊的烏克蘭糧食」等。二是冒充媒
體、以假亂真、多平台運作。以一項專注中
亞用戶的行動為例，研究發現從2020年6月
到今年3月間，該行動創建至少12個Twitter
賬號、10個Fb專頁、15份Fb個人資料和10
個 Ig 賬號；部分賬號利用類似「東方真理
報」等名字冒充媒體，發布連串「俄烏衝突
造成中亞國家糧食短缺」的帖文，並聲援中
亞地區部分親烏抗議活動。三是「宣傳戰」
行動非常「整齊劃一」。其發動宣傳攻勢
時，在不同地區幾乎同時發表內容和配圖完
全一致的帖文；至少一半的賬號還會在大量
宣傳帖文之間，偶爾穿插描述自然美景、日
常生活或是所在地區文化，試圖模糊其政治
目的。

香港在修例風波期間，也曾深受這類不實
虛假資訊的毒害。面對美西方這類有組織
的、持續的詆毀抹黑行動，特區政府要保持
高度警惕、嚴密監察打擊，要始終繃緊國家
安全這根弦，同時要加強預案和訓練，做好
及時澄清、反擊的準備。政府相關網絡立法
也要加緊推進，並督促社交媒體平台加強管
理，堵塞國安漏洞。政府尤其要重視提升青
少年識別假資訊的能力，以良好的國民教育
開展等，協助青少年建立正向價值觀、增強
抵禦虛假抹黑資訊能力。

加強監察嚴防有組織詆毀行動
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預測挾天文大潮襲

港，但最終來去匆匆。天文台在昨日早上9時
20分取消八號風球，由於預告時間很短，八號
風球之下不少市民匆忙出門趕上班，多區交通
工具出現人龍。僱員在極端天氣下趕上班的安
全保障不足，相關的工作津貼也參差不齊，是
本港勞工保障未完善之處。政府有必要及時檢
討相關勞工法例，保障僱員在極端天氣下的權
益。

上月本港連續十多日出現罕見高溫酷熱天
氣，一些工友中暑，有政黨和工會組織促請政
府及早立法，加強對僱員的職安保障，既要確
保工作環境和來回交通安全，也應該有「高溫
津貼」。而在剛剛過去的「馬鞍」颱風天，不少
僱員同樣要在颱風下繼續上班工作，即使是掛
了八號風球，一些飲食和物業管理僱員、巴士
地鐵司機、新聞工作者、緊急服務提供者，都
要繼續在風雨中忙碌。無疑部分職業在惡劣天
氣下工作有其必要性，但這並不意味着僱主可
以忽視保障僱員的人身安全和應有的待遇。

現時勞工處有《颱風及暴雨情況下工作守
則》，但當中有兩大不足。第一、《守則》規
定：如惡劣天氣警告在工作時間開始前發出，
僱主不應要求員工上班，除非有事先協定工作
安排。這裏的「不應」並非強制的「停工」法
例，只要僱主和僱員事先有協定工作安排，那
就是應該上班，主動權在僱主手中。事實上很
多工作，僱主在請人的時候，就在僱傭合約中
訂明了惡劣天氣也要上班，僱員簽訂僱傭合約
就視為有了協定工作安排；第二、《守則》雖
然說，僱員在惡劣天氣下上班，除正常工資
外，可獲發當值津貼，未能提供接送服務的，

可獲發交通津貼或實際交通費。但這規定並無
法律約束力。不同行業在極端天氣下上班的津
貼情況差別極大，有的是完全不會獲發津貼，
僱主也沒有觸犯法例。

如何修訂條例加強僱員保障，各界提出過不
少值得考慮的意見。首先，本港可借鑒內地經
驗，立法規定政府可在極端天氣下決定停工，
除了訂明的個別工種外，僱主必須遵守。即使
是為了保持社會運作有必要到崗的僱員，僱主
也必須為僱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和交通工
具。其次，本港個別行業有常設的「打風糧」機
制，在極端天氣下按每小時計算津貼，例如護
士行業一般獲時薪1.5倍，巴士司機有100元至
300元的津貼。但也有不少行業是零津貼，哪
怕是政府外判工的薪酬制度，前線工人颱風下
可獲1.5倍薪酬，但一些被視為管理崗位、文職
崗位的僱員，即使同樣冒着安全風險在前線協調
工作，卻與補貼無緣，出現「同工不同酬」的現
象。政府應全盤考量，探討訂立法定的高溫津
貼、颱風津貼等標準，讓各行業有規可循。

無論是颱風、黑雨還是高溫天氣，近年極端
天氣日數越來越多，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討現行
勞工法例的相關條文，增強對僱員的安全保障
和權益保障。僱員是企業最珍貴的資產，僱主
應該重視僱員在極端天氣下的安全和權益保
障，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和勞資關係，才有利
於企業吸引人才。近年全球各地都爭奪人才，
行政長官李家超預告會在施政報告中出招「搶
人才」。其實完善勞工保障的法例，就是增強
對人才吸引力的基礎制度。政府應聽取業界意
見，修補現行法例的不足，讓僱員安心為僱
主、為香港打拚。

完善極端天氣下勞工安全和權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