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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場中的危險因子 

1. 濃煙

濃煙是火場的頭號殺手，濃煙比火更可怕，火災時人命的傷亡通常是

先吸入含有一氧化碳和有毒氣體的濃煙，造成昏倒、失去知覺或缺氧

而死亡，才伴隨後續火焰侵襲。另外，濃煙的上升速度為每秒 3 到 5

公尺，容易在建築物內流竄擴散，煙霧所含微粒子會阻絕光線、降低

逃生避難時的能見度，並刺激眼睛、影響視線阻礙逃生避難，或造成

恐慌而影響正常判斷力。

2. 高溫

火災產生的高溫會造成燒（燙）傷、熱虛脫、脫水及呼吸道水腫；除了

火焰，火場中的濃煙溫度亦常是高溫狀態。

3. 火焰

火焰是火災造成人體灼傷的主要原因，但通常是人命傷亡間接原因；因

為前述火災中，人命傷亡是因先吸入大量濃煙中的ㄧ氧化碳和有毒氣體

造成死亡或昏迷，而後才受火焰侵襲。

發生火災的常見原因 

1. 電氣

1) 插頭及插座鬆動，因接觸不良產生火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

火。

2) 插頭因長期使用或所在環境潮濕而容易累積塵埃或水分，使原本分

開的兩極形成通路，造成積污導電現象而短路著火。

3) 電線經綑綁後，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散，致使電線溫度升高而

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4) 電線因不正確的拔除插頭方式致使內部銅線斷裂或半斷線，造成電流

經過時產生過熱或電氣火花，使得導線絕緣及周圍可燃物起火燃燒。

認識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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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線因長時間使用或重物重壓致使老化或破損，造成短路著火。

6)電線受拉扯、擠壓、尖銳物固定等因素造成絕緣損傷，造成短路著火。

7) 室內配線因包藏於室內裝潢中，易因老舊未更換或破損，而發生意

外。

8) 使用瑕疵零件之電器產品。

9) 冷氣機、電風扇、電暖器等因季節性而長時間使用的電器產品，長年

未經妥善保養及未注意其使用壽命，電零組件老舊損壞而易生火災。

10) 延長線因同時裝接功率超過 800W 之高功率電器，過負載造成大量電

流流通而引起高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11) 使用電暖器烘乾棉被或衣物、發熱電器距離報紙或衣物等可燃物過

近、使用瓦斯爐或電熨斗等發熱電器時疏於看顧或中途離開等原因，

造成電器周圍可燃物起火燃燒。

2. 遺留火種

1) 菸蒂未確實熄火，掉在床鋪、沙發、垃圾桶等可燃物上，引起火災。

2) 蠟燭或香灰餘燼引燃神明桌周圍的可燃物。

3) 蚊香餘燼引燃周圍的易燃物。

3. 生活用火不慎

1) 爐火或打火機等點火物品使用不慎。

2) 未依產品使用說明燃放爆竹煙火。

4. 小孩玩火

由於小孩對大人的行為有好奇性，進而會想模仿、學習大人使用打火機

或火柴，且此類點火物品使用簡便，即使是較小年齡的小孩都能輕易點

燃，然而小孩不了解火的危險性，再加上對火存有強烈的好奇心，常因

玩火而引起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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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高度防範火災發生之族群

1. 長者

1) 長者族群因烹調或取暖而頻繁使用爐火或電器設備，且中途離開或使

用完後容易忘記關閉爐火或電器設備而易生火災，卻因生理機能老

化，致求生不易。

2) 行動不便的年長者，當所穿衣物或使用之寢具，如有著火情形，可能

嚴重影響其滅火及逃生能力。而生理的受損或失能，可能影響他們採

取如「停、躺、滾」的自救行動。

3) 慢性疾病、失能、機能障礙或部分藥方的副作用，降低了行動及判斷

能力。倘伴隨著過量飲酒，更可能產生數倍的不良影響。

4) 經費不足或節儉觀念亦影響著長者族群，讓他們使用著老舊而不安全

的加熱或電氣設備，亦無法或不願主動購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5) 弱勢獨居長者族群，容易因居住環境及用火用電設備較老舊、習慣在

家中堆放許多雜物，且無親友在旁照應而成為火災發生的高危險群。

2. 小孩

1) 小孩對大人的行為有好奇性，進而會想模仿、學習大人使用打火機或

火柴，且此類點火物品使用簡便，即使是較小年齡的小孩都能輕易點

燃。

2) 小孩不了解火的危險性，對火存有強烈的好奇心。

3) 在寒、暑假或連假期間，小孩在家裡的時間變長，特別容易疏於照顧，

常趁家長一不注意或是出門時偷偷玩火而引起火災。

5. 人為縱火

因家庭、經濟、工作、感情或其他生活因素所造成的壓力，無法尋求正

當管道發洩，或是因仇、恨衍生出報復心態，因而使人做出許多過度激

烈的脫序或報復行為，「人為縱火」即是其中一項嚴重危害公共消防安

全的社會問題。

需高度防範火災發生之族群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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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高度防範火災發生之類型

依據全國火災統計，96 年至 106 年火災，其中建築物類火災最多，占

45.9%；其中獨立住宅火災為建築物類火災第 1 位，占 40.31％；集合住宅

火災為建築物類火災第 3 位，占 27.18％，合計占建築物類火災 67.49%。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國建築物類火災案件以「住宅火災」為主，因此

「居家防火」是火災防範的重點任務。

96 年 -106 年 
全國火災
案件統計

96 年 -106 年 
建築物火災
案件統計

其他火災 8,375 件 (16.32%)

車輛火災 4,452 件 (8.67%)

森林田野火災 14,938 件 (29.11%)

建築物火災 23,558 件 (45.9%)

獨立住宅火災 9, 495 件 (40.31%)

其他火災 7,659 件 (32.51%)

集合住宅火災 6, 404 件 (27.18%)

圖 1  96 年至 106 年全國火災案件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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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滅火器、緊急照明燈」等

居家消防設備

1. 可至大賣場、量販店、消防器材公司及網路購買。

2. 認明設備本體貼有「內政部登錄機構個別認可合格標示」。

3.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以不需任何配線即可裝設，分為偵煙式與

定溫式，當偵測到火災，會鳴動 70db 以上高分貝警報聲。

4. 安裝於寢室、樓梯、走廊、廚房，以防護每一個空間。寢室、

樓梯及走廊適合裝設偵煙式；廚房適合裝設定溫式。

 

平時做好居家防火準備

• 標示大小與外環及內環之半徑
比為６：５：３

• 銀底黑字  

• 標示大小長、寬均為：３. ５公分 
外環及內環之半徑比為５：３

• 銀底黑字  

圖 2  內政部登錄機構個別認可合格標示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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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使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能夠及早偵知火災的發生，設置之位

置應避免感應死角或感應太慢，故設置時應依下列方式設置

（如下圖 4）。

圖 3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示意圖

圖 4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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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使用維護方式（口訣：按擦換測）

1) 安裝後：請【按】測試開關確認警報器是否正常動作。若沒有正常發

出警報聲響，請確認是否有下列情形：

A. 電池是否有接好？ 

B. 電池連接器或警報器連接器是否有接好？

C. 警報器是否故障？

2) 平時保養：偵測孔若明顯附著髒污時，恐造成無法感知火災，需將抹

布以中性清潔劑浸濕後充分擰乾，【擦】拭警報器髒污的地方，並注

意不要碰觸到偵測孔的部分。

3) 換電池的時機：當警報器電池快沒電時，會發出「嗶」的一定間隔的

短促音，並且警報燈會閃爍，代表要更【換】新的電池。

4) 定期檢測：定期（1 個月 1 次）或外出 3 天以上時，【測】試警報器

是否正常動作，如沒有正常發出警報聲響，請確認警報器是否有上述

第 1 點之情形。

按 擦 換 定期
檢測

圖 5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使用維護方式示意圖

小叮嚀

1. 全家都知道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的聲響，並了解聽到該聲響時應

採取的反應動作。

2. 法規規定：未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住宅場所及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場所，應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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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電氣火災 

1. 電器設備電源插頭，不使用時應隨手

拔掉。

2. 拔下電器電線或延長線的插頭時，應

手持插頭取下，不可僅拉扯電線，以

免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裂。( 如圖 6)

3. 電線表皮如有老化、破損、斷裂等異

狀，應立即更新。

4. 電器電線或延長線不可遭重物重壓或

擠壓、不可綑綁使用、不可置於地毯

下方，以免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

散而持續蓄積致起火燃燒。 ( 如圖 7)

5. 勿用釘子或釘書針將延長線或電線固

定，以免造成電線絕緣損傷。

6. 使用電暖器、白熾燈、鹵素燈等發熱電器時，應與周圍可燃物

（衣服、報紙等）保持安全距離，不要使用電暖器烘衣服，並

避免發熱電器長時間運轉。

7. 電器用品周圍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8. 定期檢查插頭有無焦黑、綠鏽及堆積灰塵等異常現象，並擦拭

保持乾淨。

9. 家中如有水族箱或居住環境潮濕、含有鹽分，其電源插頭易形

成積污導電現象，所以插頭要定期檢查與擦拭保持乾淨。

10. 神明桌燈具應選擇具有 CNS 檢驗合格且電源線線徑較粗的產

品。

11. 電風扇、冷氣機等長時間使用電器應定期清潔保養，防止電風

扇軸承乾澀缺油或冷氣機散熱不良致使運轉溫度升高，增加起

火的危險性。

圖 7  電器電線勿綑綁

圖 6  拔插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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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電熨斗等發熱電器時，不可外出或因接聽電話時疏忽、

意外而引起衣物燃燒之情形發生。

13. 高耗電量電器（如電鍋、烤箱、電熱水器、微波爐、電磁爐、

烤麵包機等）應分別插在迴路不同的插座，並避免同時使用。

14. 利用定時器協助關閉電器，以免因疏忽產生危險。

15. 室內配線及線路應依經濟部「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進行

安裝、維修。

16. 配電箱蓋板及門應隨時保持關閉，防止老鼠鑽入啃噬電線。

當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經常發生跳脫斷電的情形，若檢查為

該分路裝接過多的負載（家電產品），正確的處理方式是將

負載減少，而非任意更換較大容量的無熔絲開關。

17. 浴室、陽台等較為潮溼的地方，應避

免使用電器，如設有插座，應使用接

地型插座或加裝漏電斷路器，一是用

於防止人身感電的危害，二是防止漏

電事故或積汙導電現象而引起火災。

( 如圖 8)              

18. 選擇具有 CNS 檢驗合格及節能標章

的電器用品；使用新的電器前先詳細

閱讀使用說明書了解使用方法。

19. 不要在同一個延長線連接 800 瓦以

上的高功率電器、且不要綑綁電線，

應使用具有【過負載保護裝置】且經

CNS 檢驗合格之延長線，以避免延長

線因過負載而起火燃燒。( 如圖 9、

10)

20. 延長線或電器電線不可放置於爐火等

高熱器具上方或周邊。

圖 8  插頭及插座應保持乾燥

圖 9  延長線錯誤使用方式

圖 10 延長線因過負載而起火
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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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電器故障或用電設備的安裝，應由專業人員處理。

22. 室內配線使用 20 年以上者，應委請合格電器承裝業者予以更

新。

23. 老舊房屋特別注意室內配線及無熔絲開關的檢查，必要時應

汰換。

24. 住家重新裝潢時，應依用電狀況重新配置總用電容量、迴路、

插座等，並更新所有電線。

25. 注意媒體報導有關瑕疵電器產品召回的訊息，或查詢「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商品安全資訊網」瞭解相關訊息，家中若有應

召回維修的電器產品應立即停止使用，送回原廠檢修。

26. 家中出現下列情形，代表有可能是發生電氣火災的前兆，一

定要提高警覺：

1) 電燈變暗：

當打開其他家電用品時，原本開啟之電燈出現變暗或閃爍，代表家中
的電線不是過載就是接線有鬆脫情形。

2) 燈泡經常燒毀：

燈泡如果經常燒毀，代表電源的電壓出現異常。

3) 發熱的電線：

如果摸到發熱的電線，代表電線過負載或電線的規格不對（如電線太
細）。

4) 聞到電線燃燒的臭味：

代表電線過載或插座接觸不良發熱，引起電線燻燒。

5) 配電盤經常出現無熔絲開關跳脫：

可能是開關故障或代表同一迴路裝接過多電器，已造成電線過負載，

應立即找合格電器承裝業者檢查。

27. 電氣火災不可用水滅火，應準備ＡＢＣ型乾粉滅火器，以利

初期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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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居家用火安全

1. 切勿在床上吸菸，避免睡著後菸蒂引燃床鋪引火上身。

2. 要養成確實熄滅菸蒂的習慣，避免遺留火源釀成火災。

3. 使用不燃、有寬度及深度、不易翻倒且盛水的菸灰缸。

4.菸灰缸、神壇香灰、蚊香要隨時清理，避免微小火源釀成火災。

5. 神明桌香爐下方不可堆放可燃物，點香時避免火星掉落於可燃

物上。

6. 使用蠟燭需使用燭台並注意避免倒落，蠟燭附近不可堆放如鞭

炮、金紙等可燃物，神明桌上建議使用 LED 電子蠟燭取代油

燈或蠟燭。

7. 謹記「人離火熄」原則：瓦斯爐使用完畢或暫時離開時，一定

要隨手關閉瓦斯爐火，避免因食物煮焦乾燒而引起火災。

8. 隨時清潔附著瓦斯爐具、排油煙機之油垢，避免油鍋起火時擴

大延燒。

9. 使用加裝安全裝置之瓦斯爐具（如熄火自動遮斷瓦斯安全裝

置、防乾燒自動熄火安全裝置、油溫過熱防止安全裝置等）。

10. 瓦斯使用完記得關閉，定期檢查家中瓦斯管線，避免瓦斯管線

鬆脫或老舊破損造成瓦斯外洩。

11. 懷疑瓦斯外洩時請慢慢打開門窗通風，千萬不得使用打火機或

開關電源，任何小火花都可能引發氣爆；事後並請瓦斯供應商

派安全技術人員檢測。

12. 施放爆竹煙火必須依照產品包裝註明的安全注意事項施放，小

孩施放時應有大人在旁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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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注意居家用火安全

為了預防火災發生︐我們
要養成生活中的好習慣!
大家來檢測一下家裡的潛
在危險吧!

那我們到底要注
意什麼︖

神壇香灰定期清理︐
燭台應妥當固定︒

防止小孩玩火!
打火機︑火柴放置於小孩無法拿取處︒

寢室樓梯

廚房

客廳

神壇

使用瓦斯完記得關閉︐定期檢查管
線是否破損︑龜裂︑接頭鬆脫等︒
可用肥皂水塗抹在管線上︐若有氣
泡︐表示可能有裂縫︒

瓦斯爐具︑排油
煙機隨時保持清
潔︒

切勿在床上抽菸︒

烹飪時要謹記人離火
熄︐避免鍋子乾燒︒



14

1
火
災
預
防
及
應
變

長者防火

1. 適時整理用火用電設備之周圍，清掃乾淨，不堆積可燃物。

2. 烹煮食物時應捲起袖子，避免穿著過於寬鬆的衣服，以免接觸

或碰落爐火，亦不中途外出或接聽電話，養成「人離火熄」的

習慣。

3. 喝酒或服藥後，較易精神不佳，應避免使用爐火及吸菸。

4. 使用具有定時開關、過負載保護裝置且經 CNS 檢驗合格之電

器用品。

5. 使用電熱器時，應距離可燃物 1 公尺以上。

6. 家裡有長者或行動不便者，應盡可能住在一樓並靠近逃生出口

的房間；若居住於二樓以上樓層，樓梯應加裝把手，以便往下

逃生避難。

7. 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早偵知火災、及早逃生避難。

8. 製作家庭逃生計畫，了解家中二方向以上逃生避難路線及門窗

開啟方式，並定期 6 個月演練 1 次。

小孩防火

1. 家長平時就要特別注意小孩有無玩火的情形，當發現小孩對火

有興趣或有玩火行為，家長應嚴正教導小孩點火器具並非玩具

不可把玩，並嚴加告誡不可再有類似情形發生。

2. 經常教育小孩「火的危險性」、「為何會發生火災」，並利用

新聞報導火災案例時，教育小孩了解玩火會引起火災與家人的

人命傷亡。

3. 家長應注意不在小孩面前使用打火機或火柴此類點火物品，

以免小孩模仿，並應將此類點火物品收藏在小孩無法拿到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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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千萬不可留下小孩單獨在家中。

5. 經常教育小孩遭遇火災時不可以自己跑去躲起來，應大聲呼

叫、通知家人與周邊人員儘速採取初期滅火或是一起逃生避

難。

6. 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早偵知火災、及早逃生避難。

7. 家長應製作家庭逃生計畫，教育小孩了解家中二方向以上逃生

避難路線及門窗開啟方式，並定期 6 個月演練 1 次。

預防縱火

1. 住家、公寓、大樓之出入口、走道、樓梯間勿堆放如報紙或垃

圾等可燃物。

2. 騎樓勿停放機車、堆放可燃物。

3. 鄰里社區設置監視系統。

4. 隨時注意可疑人物，做好鄰里守望相助。

5. 大樓、公寓大門記得隨時關好、上鎖，以防不法份子潛入。

建
構
不
易
起
火
及
易
於
避
難
之
環
境

鐵窗全關閉樓梯堆放雜物 騎樓停放機車 鐵窗全開放

爸爸，機車這樣亂停，
我們都不能走在騎樓了
，這樣很糟糕耶!

對啊，這樣會造成行走
不便，如果發生災害，
更會造成逃生不易!

住宅走道、樓梯避免堆放雜物影響逃生。
騎樓勿停放機車、堆放可燃物，防止縱火。
裝設鐵窗預留逃生出口，並確認可開啟。

一般 防焰 使用具有防焰性能的窗
簾，防焰的窗簾不是會
防火，而是會讓火燒的
慢、熄的快!! 

另外，室內裝潢使
用耐燃材料，較有
安全保障喔!!

圖 12  騎樓勿停放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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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不易起火之環境

1. 內部隔間、地板、天花板等裝潢應使用不燃材料或耐燃材料，

勿使用易燃之木質材質或易導熱鐵皮作為隔間之裝潢。

2. 窗簾、地毯、布幕應使用附有防焰標示的合格防焰物品。

3. 家中勿囤積如爆竹煙火、酒精、汽油、溶劑油等危險物品。

建構易於避難之環境

1. 住家、公寓、大樓之出入口、走道、樓梯間避免堆放雜物，保

持暢通。

2. 家裡的窗戶、陽台盡量不要加裝鐵窗；如有加裝鐵窗，應留有

逃生出口；如逃生出口有上鎖時，應讓家人都知道鑰匙放置

處，平時應演練開啟方式及逃生避難路徑，以利發生火災時，

能順利逃生。

3. 居家各樓層應有二方向以上的逃生避難路線，當主要出入口無

法逃生時，能經由其他出入口逃生避難，並熟悉所有逃生避難

路線。

圖 13  建構不易起火之環境

建
構
不
易
起
火
及
易
於
避
難
之
環
境

鐵窗全關閉樓梯堆放雜物 騎樓停放機車 鐵窗全開放

爸爸，機車這樣亂停，
我們都不能走在騎樓了
，這樣很糟糕耶!

對啊，這樣會造成行走
不便，如果發生災害，
更會造成逃生不易!

住宅走道、樓梯避免堆放雜物影響逃生。
騎樓勿停放機車、堆放可燃物，防止縱火。
裝設鐵窗預留逃生出口，並確認可開啟。

一般 防焰 使用具有防焰性能的窗
簾，防焰的窗簾不是會
防火，而是會讓火燒的
慢、熄的快!! 

另外，室內裝潢使
用耐燃材料，較有
安全保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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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全關閉

樓梯堆放雜物 騎樓停放機車

鐵窗全開放

住宅走道、樓梯避免堆放雜物影響逃生。
騎樓勿停放機車、堆放可燃物，防止縱火。
裝設鐵窗預留逃生出口，並確認可開啟。

圖 14  建構易於避難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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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家庭逃生計畫（口訣：1216）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讓我們能第一時間察覺火災發生，而完善

的「家庭逃生計畫」才能讓我們立即採取必要而正確的應變動

作，確保生命安全。

1. 製作口訣：1216

1) 畫出 1 個家庭逃生計畫圖。

2) 標示 2 個不同方向的逃生避難出口及路線。

3) 設定 1 個屋外逃生集合地點。

4) 每 6 個月進行逃生演練 1 次。 

製
作
家
庭
逃
生
計
畫

1
2
1
6
原
則

(1)畫出1個家庭逃生計畫圖
(2)標示2個不同方向逃生出口及動線
(3)設定1個屋外逃生集合地點
(4)每6個月進行逃生演練

家庭逃生計畫的1216原則:

圖15  製作家庭逃生計畫（1216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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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作流程

1) 和家人共同討論，畫出家裡的詳細平面圖（含標示門、陽台、窗戶）。

2) 找到 2 個以上的逃生避難出口，並且用紅筆畫出來（若是只有大門 1

個逃生出口能往戶外，則可選擇陽台或房間窗戶作為另一避難出口）。

3) 假設火點，於每個房間用箭頭畫出 2 個不同方向的逃生避難路線，並

用不同的顏色標示，萬一無法從主要出口（大門）或第二出口（後門）

逃生時，還能經由其他方向往相對安全空間（離火、煙、熱最遠的陽

台或房間）避難，並關上房間的門，等待救援。

4) 房間窗戶或陽台若裝置鐵窗，應預留可開啟之逃生出口；如逃生出口

有上鎖時，應讓家人都知道鑰匙放置處，並教導家中每一個人都能快

速開啟及演練開啟方式，以利發生火災時能順利逃生。

5) 研討設置滅火器、緊急照明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等消防設備，並繪

於平面圖中；平時要做好維護保養工作，以利發生火災時使用。

6) 共同決定逃生後戶外的集合地點。

7) 在家中明顯處張貼家庭逃生計畫圖。

8) 熟悉逃生避難路線，並且和家人每 6 個月至少做 1 次逃生避難演練（建

議每次輪流選擇日間及夜間時段進行演練），確認逃生計畫內容是具

體可行的。

9) 所有家庭成員都清楚撥打 119 報案程序。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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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示警與通報

1. 示警家人

大聲呼喊「失火了」或「火燒厝（臺語）」。

2. 通報 119

撥打 119 報案，告知消防人員火災正確地址、有無人員受困、人員所在

樓層位置。

火災初期滅火

1. 滅火最重時效，若能於火源初萌時，立即使用滅火器或室內消

防栓予以撲滅，即有機會使災損降至最低。

2. 若家中備有滅火器，且火勢與煙霧大小尚允許人員靠近起火點

的情形下，才可拿滅火器前往起火點滅火，滅火前務必先確保

安全退路，若發現火勢擴大無法靠近滅火或滅火失敗時，應立

即往安全退路方向退出起火居室，並關上起火居室的門，以防

止火勢及煙霧擴散，並立即逃生避難。

3. 使用瓦斯爐具煮食不慎引起油鍋火災時，應立即用鍋蓋覆蓋起

火油鍋滅火，並關閉瓦斯爐火。

4. 滅火器操作方式（口訣：拉瞄壓掃）( 如圖 16)

1)【拉】開安全插梢。

2) 握住皮管前端，【瞄】向火源底部。

3)【壓】握把，噴出滅火劑。

4) 向火源底部左右移動【掃】射。

5) 熄滅後灑水將餘燼冷卻。

6) 保持監控確定熄滅。

火災發生時的應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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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滅火器操作方式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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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室內消防栓操作方式（口訣：按開拿拉轉）( 如圖 17)

1)【按】警鈴。

2)【開】消防栓箱。 

3)【拿】瞄子，並將水帶接頭連結瞄子。

4)【拉】出水帶，注意接頭是否牢固、水帶不可打結或纏繞。

5)【轉】開水閥出水，射水時小心反作用力非常大，務必緊握瞄子，並

轉動瞄子，選擇以水霧方式接近火點，再轉成水柱方式撲滅火災。

圖 17  室內消防栓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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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逃生避難原則

1. 不可為了收拾財物而延誤逃生避難時間，應以保命求生為首要

目標。

2. 不可搭乘電梯逃生

火場很可能會發生斷電情形，使用電梯逃生容易因為斷電而受困在電梯

內。

3. 不可躲在浴室

1) 火場第一殺手為濃煙，而浴室的門和天花板大多是塑膠材質，塑膠門

不耐高溫，只要濃煙溫度達到約 200 度至 400 度就可以使塑膠門熔化

變形，且浴室門下方也有通風百葉，因此躲在浴室裡面無法有效阻絕

濃煙，最後會因為遭到濃煙侵襲而造成人命傷亡。

2) 浴室內排水孔下方設有「存水彎」利用彎曲造型將積水留在排水管內，

發揮隔氣作用，避免排水管內的臭味流入室內，所以也不會有新鮮空

氣流入浴室內。

3) 浴室內常沒有對外窗戶，無法對外呼叫求救，消防人員不易發現。

4. 不可用塑膠袋套頭

用塑膠袋套頭不但無法裝到新鮮空氣，反而會因呼吸而在塑膠袋上產生

霧氣，影響逃生視線及速度！若遇火場高溫，塑膠袋也會熔化而黏在皮

膚上！

5. 不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而延誤逃生避難 

如開頭火場中的危險因子所述，濃煙是火場的頭號殺手，因此不可嘗試

穿越濃煙逃生，而以往用濕毛巾摀口鼻即可穿越濃煙逃生的觀念其實是

錯誤的，因為濕毛巾擋不住濃煙中會造成人命傷亡的一氧化碳和有毒氣

體，因此火場逃生避難時，千萬不可以浪費寶貴的逃生避難時間尋找濕

毛巾或塑膠袋等這些無法保護您的無用物品，以免延誤逃生避難時機而

不幸受困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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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火場逃生避難流程

1) 開門，往一樓往外逃生 

火場逃生最佳策略就是離開建築物，而離開建築物最好的方法就是往

一樓往外逃生，而且由於煙平均上升速度為每秒３～５公尺，人平均

往上速度為每秒０．５公尺，人往上跑是跑不贏煙的，因此火場逃生

原則為往下逃生。另外，在開門之前應先觸摸門把測試溫度及觀察門

外是否有煙霧。

如果門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時，表示門的另一邊已是高溫的狀態，切

勿開門，並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線；若未感高溫，則先開一條門縫觀

察門外狀況是否有煙霧，若無煙霧再行逃生，並隨手關門，以防止火

勢及煙霧擴散；若有煙霧則不可嘗試穿越煙霧逃生，應關門退回室內 

，並用衣物或毛巾將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

線。

2) 至樓梯間未見煙霧，即可繼續往下往外逃生 

只有在確認樓梯裡沒有任何煙霧時，才可以選擇走樓梯往下往外生，

選擇走有防火門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選擇（因為關上防火門可阻絕火

勢及煙霧擴散至安全梯間，形成安全的逃生環境）。

3) 平時應規劃２個方向逃生路線，當主要逃生出口無法往下往外逃生時 

，請改往第二逃生出口往下往外逃生；若第二逃生出口也受阻礙，則

改往相對安全空間關門避難，等待消防人員救援。

火場內若遇到門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開門發現門外有煙霧等情形，

而且也沒有其它往下往外的逃生路線時，應立即關門以防止火勢及煙

霧侵入，再用衣物或毛巾將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並改往火、煙 

、熱的反方向尋找相對安全空間，如離火、煙、熱最遠的陽台或房間 

，房門必須是可以緊閉關上的木門而非無法阻絕高溫與濃煙的塑膠門

或玻璃門，讓自己處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內避難，並撥打１１９求

援，記得詳細告知１１９待救人員的所在位置，等待消防人員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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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

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的觀念！如果起火點在居室

內或屋內，逃離起火居室及家裡時，應隨手關起房門及大門，可以將火

勢及煙霧侷限於起火居室內或屋內，以利其它房間或樓層的人順利逃生

避難。

圖 18  火場逃生避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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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火場內使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之時機及操作方式（口訣：掛丟

套束推）

1) 使用時機：火場內逃生避難時，應優先以建築物之安全梯或直通樓梯

為主要或第二逃生路線，若安全梯或直通樓梯均遭到火勢或濃煙侵襲

致無法利用且亦無法前往相對安全空間內避難等待消防人員救援時，

才使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進行逃生避難。

2) 操作方式：（口訣：掛丟套束推）

A. 展開固定架，自盒中取出緩降機，將緩降機掛鈎確實【掛】在固定
架鈎環上。

B. 從窗口【丟】下輪盤，確認下方沒有障礙物阻擋。

C. 將安全帶【套】於腋下。

D. 將束帶【束】至胸口。

E. 攀出牆外，身體面向牆面，雙手輕【推】牆壁；落地後，將繩索另
一端之載具套環束帶拉至頂端，以利下一位人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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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帶

輪盤

束環

牆壁

展開固定架，自盒中取出
緩降機，將緩降機掛鉤確
實掛上固定架之勾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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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輪盤從窗口放下，確認
無遭下方障礙物阻擋。

將束帶束至胸口。

攀出牆外，身體面向牆面，
用雙手輕觸牆壁；落地後，
將繩索另一端之載具套環束
帶拉至頂端，以利下一位人
員操作。

掛 丟

套    束

推

圖 19 緩降機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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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為什麼要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A1: 根據 97 年至 106 年建築物火災死亡數據統計，火災死亡人數 1,070

人（扣除自殺死亡人數），其中獨立住宅火災死亡 588 人最多，

占 52.1％；集合住宅火災死亡 185 人第 3 位，占 17.3％，合計占

69.4％。另外，住宅火災死亡人數於凌晨 0 時至 6 時此時段發生最多，

而死亡原因則是火災發現太慢以致初期應變失敗、逃生避難太晚及高

齡者行動不便逃生避難為主因。

當人們處於睡眠狀態時，對外界的視覺、觸覺及嗅覺都不甚靈敏，很

難察覺火災初期的煙、熱、燒焦味而及早發現危險。等到驚醒時，往往

已經深陷火海，難以倖存；或甚至於睡夢中即已罹難而不自知。所以藉

由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偵知火災發生並發出警報聲響的功能，輔助人們越

早發現火災，進而越早通報 119 並採取滅火或逃生避難行動，就有越大

的機會保護自身與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獨立住宅火災死亡人數 558 人 (52.1%)

火災預防常見問題

圖 20  97 至 106 年建築物火災死亡人數統計分析

其他火災死亡人數327人(30.6%)

集合住宅火災死亡人數 185 人 (17.3%)

97 年 -106 年 
建築物火災
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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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火場內為什麼「不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摀口鼻逃生？

A1: 如開頭火場中的危險因子所述，濃煙是火場的頭號殺手，因此不可嘗

試穿越濃煙逃生，而以往用濕毛巾摀口鼻即可穿越濃煙逃生的觀念其

實是錯誤的，因為濕毛巾擋不住濃煙中會造成人命傷亡的一氧化碳和

有毒氣體，因此火場逃生避難時，千萬不可以浪費寶貴的逃生避難時

間尋找濕毛巾或塑膠袋等這些無法保護您的無用物品，以免延誤逃生

避難時機而不幸受困火場。

Q2: 火場內為什麼「不可」躲浴室？

A2:

1) 火場第一殺手為濃煙，而浴室的門和天花板大多是塑膠材質，塑膠門

不耐高溫，只要濃煙溫度達到約 200 度至 400 度就可以使塑膠門熔化

變形，且浴室門下方也有通風百葉，因此躲在浴室裡面無法有效阻絕

濃煙，最後會因為遭到濃煙侵襲而造成人命傷亡。

2) 浴室內排水孔下方設有「存水彎」利用彎曲造型將積水留在排水管內，

發揮隔氣作用，避免排水管內的臭味流入室內，所以也不會有新鮮空

氣流入浴室內。

3) 浴室內常沒有對外窗戶，無法對外呼叫求救，消防人員不易發現。

Q3: 火災逃生避難時關門就沒事了嗎？

A3:

1) 關門的原則

A. 火場內，若遇到門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開門發現門外有煙霧等情

形，而且也沒有其它往下往外的逃生路線時應立即關門以防止火勢

及煙霧侵入。

B. 如果起火點在居室內或屋內，逃離起火居室及家裡時，應隨手關起

房門及大門，可以將火勢及煙霧侷限於起火居室內或屋內，以利其

它房間或樓層的人順利逃生避難。

火災應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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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門的限制

A. 建築結構：若為不具有防火時效的建築材料，不適合關門避難。

火場建築結構若為不具有防火時效的建築材料，就不適合關門

避難。關門避難此原則適用在以具有防火時效的不燃材料（如鋼筋

混凝土、鋼骨混凝土等）所建造的樓地板、承重牆與屋頂而組成的

建築物（也就是一般常見的透天、公寓、大廈、旅館等）。然而「鐵

皮建築物」及「木造建築物」並不適用這個原則，因為此類建築物

的建材（鋼材、鐵皮、木材）會因數百度高溫而使強度大為折損，

導致「鐵皮建築物」及「木造建築物」在遭遇火災時容易變形、倒

塌，對身處空間內的人們極易受傷或罹難；因此「鐵皮建築物」及

「木造建築物」務必要裝設早期預警的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在火災

初期時便發出警報，及早發現、及早逃生。

B. 室內裝修：若為易燃裝潢材料，不適合關門避難。

火場室內裝修若為易燃裝潢材料，就不適合關門避難。關門避

難此原則適用在以具有耐燃等級的裝潢材料（如矽酸鈣板、岩棉板

等）裝修的隔間牆、天花板形成的空間。若有耐燃裝修之隔間牆未

與上方之樓地板密接等情形，即使關門可能也無法阻絕濃煙沿著裝

修之天花板與上方之樓地板中間的連通空間再從天花板空調風口擴

散至人員所在空間。

C. 門的材質：若不耐高溫、上方有排氣窗或下方有通風百葉等，不適

合關門避難。

所在室內或房間的門的材質若不耐高溫（玻璃門、塑膠門），

就不適合關門避難。因為只要濃煙溫度達到約 200 至 400 度就可以

將塑膠門熔化；而玻璃門一旦受到高溫加熱，玻璃內外兩側的溫差

大過 120 至 200 度左右時，玻璃就會破裂損壞，因此玻璃門、塑膠

門皆無法達到阻擋濃煙的效果。另外，如門的上方有排氣窗或下方

有通風百葉等情形，因為排氣窗或通風百葉的孔洞會造成濃煙流入，

同樣無法達到阻擋濃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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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身上著火時怎麼辦？

A4:

1) 如為局部小面積著火，可用手拍熄。

2) 如為四肢或身體大面積著火，則切記口訣：停躺滾！不可慌張與亂跑，

並採取下列步驟：

A. 馬上【停】在原地，切勿奔跑以免助長火勢。

B.【躺】下來，立刻將雙手摀在臉上，減少顏面傷殘機會，並可將所遭
受到的傷害降到最低。

C. 左右來回翻【滾】，直到火勢熄滅。

圖 21  身上著火時滅火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