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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爆炸防止

大仁技術學院

林 國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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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911發生在你(妳)附近時，該如何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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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近年來，由於資本集中、技術發展不斷
邁進，工業生產朝向大型化、現代化、
電腦化之趨勢，導致化學、石化工業發
展神速，

• 新的化學產品及衍生物不斷發展，但潛
在之火災、爆炸等化學災害事故之危害
性也隨之相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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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爆炸的原理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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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爆炸相關名詞介紹

•閃火點

•燃點 (著火點) 

•自燃溫度

•自然發熱

•燃燒(爆炸)界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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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燃 燒

•何謂燃燒？

燃燒就是可燃物與助燃物(還原性物質與氧化性物質)
起化學反應，此種化學反應須為生熱反應，且生熱之速
度大於散熱之速度，如此一來則使反應系之溫度上升，
終於發出光，而為人的感官－眼睛－感受到，持續五秒
以上。

•欲引起燃燒必須具備三個必要條件：可燃物(可燃性物
質)，氧氣(空氣等)、熱能 (溫度)。

•燃燒三要素(或燃燒三角形原理)之說；

•必須三者同時存在，燃燒才會發生，缺少其中任何一
項，就燒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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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火 災

•何謂火？

所謂火，就是燃燒、氧化之現象。

•何謂火災？

火災通常具備以下之三要件：

1.造成火災之主體－火。

2.因失控或縱火致失控成災。

3.必須用滅火設備滅火。

4.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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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形成三要素

連鎖
反應

可燃物（燃料） 火源（能量、溫度）

助燃物（氧氣或其它氧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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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災 種 類

•一般為火災搶救方便，通常係由發生燃燒
之物質將火災分為四類。

1.一般普通火災。

2.油類火災。

3.電器火災。

4.金屬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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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分類
類別 名稱 說明 滅火與減災方法

Ａ類
火災

普通
火災

普通可燃物如木製品、紙纖維、
棉、布、合成只樹脂、橡膠、塑
膠等發生之火災。通常建築物之
火災即屬此類。

可以藉水或含水溶液的冷卻作用使
燃燒物溫度降低，以致達成滅火效
果。

Ｂ類
火災

油類
火災

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氣
體如乙烷氣、乙炔氣、或可燃性
油脂如塗料等發生之火災。

最有效的是以掩蓋法隔離氧氣，使
之窒熄。此外如移開可燃物或降低
溫度亦可以達到滅火效果。

Ｃ類
火災

電氣
火災

涉及通電中之電氣設備，如電
器、變壓器、電線、配電盤等引
起之火災。

有時可用不導電的滅火劑控制火
勢，但如能截斷電源再視情況依Ａ
或Ｂ類火災處理，較為妥當。

Ｄ類
火災

金屬
火災

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鈦
等或其他禁水性物質燃燒引起之
火災。

這些物質燃燒時溫度甚高，只有分
別控制這些可燃金屬的特定滅火劑
能有效滅火。﹝通常均會標明專用
於何種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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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爆 炸

•何謂爆炸？

•爆炸為一種急劇之燃燒，因驟然發生化
學與物理等反應，引發氣體體積之急速膨
脹現象稱之為爆炸。在形成機械能量之過
程中，常伴隨震波之發生。

•燃燒與爆炸的不同處在於，燃燒乃是可
燃物事先並未與氧氣混合，直至引火後才
與氧反應；而爆炸係可燃物事前先與氧氣
混合，然後再點火，才造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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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之類型

• 爆炸為「一種巨大的噪音，同時使物體裂成碎
片」

• 或是「發生一種巨大的聲音，同時物體由其原
來位置迅速離開」

• 或是「有限空間壓力的迅速上升，隨之容器
( 塔槽、構造物 ) 破裂，壓力突然釋出至周
圍壓力較低的環境，且由於氣體體積的急速膨
脹，會伴隨巨大聲響發生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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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之分類

• 依爆炸的原因

• 物理性爆炸

• 化學性爆炸

• 物理化學混合爆炸

• 依爆炸的環境

• 侷限爆炸

• 非侷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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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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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危險物之分類

• 依我國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第
十二條暨「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定之
危險物係指下表所列物質：

爆炸性物質

著火性物質

氧化性物質

引火性液體

可燃性氣體

其他危險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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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危險物品之標示
與

物質安全資料表



940610 17

標 示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七條規定「對危險物
及有害物應予標示，並註明必要之安全
衛生注意事項」，並在附屬法規「危險
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中，對裝有危害
物質之容器，應依規定之分類、圖式，
明顯標示下列事項，必要時，輔以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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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物質安全資料表就如同是化學物質的身
分證。

•內容分為十六大項，詳細的說明該化學
物質的特性。及時作應變，使災害的損
失及損傷降至最低。

•必要時得隨時更新，但至少每三年要更
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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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質 安 全 資 料 表物物 質質 安安 全全 資資 料料 表表

特性辨認

諮詢管道緊急處理控制與防護

危害評估

安全
處置
與
儲存
方法

物
理
及
化
學
性
質

危
害
辨
識
資
料

其
他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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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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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性
資
料

洩
漏
處
理
方
法

運
送
資
料

滅
火
措
施

法
規
資
料

暴
露
預
防
措
施



940610 21

火災、爆炸對人之危害
及

對財產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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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居家及公共場所重大火災
爆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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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4~92 年發生火災、爆炸重大職業災害案件 

年  度 84
年

85
年

86
年

87 
年 

88
年

89
年

90
年

91
年

92
年

當年總件數 492 532 520 459 442 425 377 329 342

件 數 13 15 12 7 6 69 99 21 17火 
災 百分比 (%) 2.6 2.8 2.3 1.5 1.4 16 26 6.0 4.9

件 數 8 15 9 13 11 12 21 2 3 爆 
炸 百分比 (%) 1.6 2.8 1.7 2.8 2.5 2.0 5.0 0.6 0.8

 

(資料來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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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漏氣引燃

0.6%
其他

27.5%

爆竹引燃

5.0%

原因不明

10.0%
爐火烹調

1.3%
菸蒂

5.6%

電氣設備

22.5%

人為縱火

11.3%

自殺

16.3%

圖、 93年火災死亡原因比較

(資料來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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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0831台北縣蘆洲大火 920831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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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比佛利山區火災災區燃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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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22嘉義縣XX化工公司爆炸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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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泡棉工廠爆炸事故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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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某瓦斯灌裝工廠油灌車起火爆炸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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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比佛利山區火災災區燃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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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比佛利山區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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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實驗室重大火災
爆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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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許多大學的化學實驗室都分別傳出
火警，造成不少生命財產之的損失，更
突顯出實驗室防範火災和爆炸之重要
性。

•防範實驗室火災爆炸，需從理論談起，
因為火災爆炸不會憑空發生，其所以會
發生實際上必須具備某些要素，才可能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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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驗室案例中之災害發生源分析

(資料來源：工研院工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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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近幾年校園重大
實驗室事故

日 期 單 位 災害類型 損 失

2004.08.08 XX大學 爆炸、火災 無人傷亡

2004.08.06 XX大學 火災 無人傷亡

2004.08.02 XX大學 火災 無人傷亡

2004.05.11 XX科大 爆炸、火災 1傷

2003.03.16 XX科大 爆炸 500萬

2000.04.27 XXX大 火災 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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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1022 XX大學化學實驗室地震後藥品調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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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1022 南部XX大學化學實驗室地震後引起火災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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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1022中南部XX大學化學實驗室地震後引起火
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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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造成之危害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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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火災對人之危害

1.氧氣耗盡

2.火焰

3.熱

4.毒性氣體

5.煙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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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對財產之損失

‧1. 黑 煙

•2.高 熱

•3.高 壓

•4.消防器材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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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之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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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滅火的原理

•構成燃燒，必須燃燒之四個要素
(即可燃物、氧氣 / 空氣、能量以
及連鎖反應等)同時存在，方能持續
進行。

•因此要滅火，只需將其中任一要素
移開或隔離，即能控制火的延燒與
擴散，而達到撲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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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條件 方法名稱 滅火原理 滅 火 方 法

可燃物 隔離法
搬離或除
去可燃物

將可燃物搬離火中或自燃燒
的火焰中除去。

助燃(氧) 窒息法
除去助燃
物

排除、隔絕或者稀釋空氣中
的氧氣

熱能 冷卻法 滅少熱能
使可燃物的溫度降低到燃點
以下

連鎖反應 抑制法
破壞連鎖
反應

加入能與游離基結合的物
質，破壞或阻礙連鎖反應

5.2 滅火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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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消防安全設備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依消防法暨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分為：

•(1) 滅火設備

•(2) 警報設備

•(3) 避難逃生設備

•(4)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5) 其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

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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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滅火設備

•滅火設備：指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滅火之

器具或設備：
（一）滅火器、消防砂。
（二）室內消防栓設備。
（三）室外消防栓設備。
（四）自動灑水設備。
（五）水霧滅火設備。
（六）二氧化碳滅火設備。
（七）泡沫滅火設備。
（八）乾粉滅火設備。

（九）海龍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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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滅火設備的操作方法

‧1. 滅火器使用方法

•2.消防栓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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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警報設備

•警報設備：指報知火災發生之器具或設備。
（一）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二）手動報警設備。
（三）緊急廣播設備。
（四）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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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消防署

火警報知設備-探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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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避難逃生設備

•避難逃生設備：指火災發生時為避難而使用之器具

或設備。

(一）標示設備：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

避難指標。

（二）避難器具：指滑台、避難橋、救助袋、緩降機

、 避難繩索、滑杆及其他避難器具。

（三）緊急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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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避難逃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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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人員逃生

•實驗室、各樓層配置圖及逃生路線圖。

–緊急出入口數目不得少於兩個。

•逃生路線方向標示及緊急照明。

–應標示逃生方向、安全門、安全梯。

–平常應將標示的插座插上。

–定期檢查標示及緊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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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火場逃生注意事項

•隨手將門關上，防止火、煙的擴散。

•經過濃煙區，應在地面匍匐前進，並以
濕毛巾掩住鼻子。

•依逃生路線選擇最近之安全門疏散，千
萬不可使用電梯，也不可停留在逃生路
線的中途或再回到火場。



940610 54

6.3 逃生的狀況及方法

• 一般而言，逃生狀況可區分為三種：

一.逃生避難時。

二.室內待救時。

三.在無法期待獲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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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爆炸之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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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是如何發生？

–無穴不來風，事出必有因。

•邏輯性思考 危害發生過程

–地濕, 撐傘, 烏雲 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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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火災爆炸的預防措施

•火災爆炸的預防措施，可從三方面著手
進行：

•可燃物的濃度控制

•消除助燃物(氧氣) 

•著火源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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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處理原則

• 關閉總電源及瓦斯，並儘

速移開周圍之易燃物。

• 確認火災種類，選擇適當

的滅火器滅火。

• 如火災持續擴大，應立即

打119電話給消防隊請求

協助滅火。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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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消防安全應注意事項

•火災逃生的優先選擇途徑

•居家用電安全

•居家生活應注意事項

•消防基本常識

•瓦斯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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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共場所及大樓消防安全注
意事項

1 、公共場所及大樓安全注意事項

2 、公共場所防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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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驗室火災、爆炸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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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實驗室潛在危害辨識

•用了那些化學藥品？

–化學藥品的本質危害
•易燃性(自燃性)

•反應性

•毒性(腐蝕性)

•不相容？

•製程條件為何？

–製程的作用危害
•高壓、真空

•高溫、低溫

–電氣設備
‧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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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實驗室火災種類

14.1 實驗室氣體火災

14.2 實驗室水蒸氣爆炸

14.3 實驗室可燃性蒸氣爆

14.4 密閉容器加熱引起之爆炸

14.5 物質化學反應引起之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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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何防止火災爆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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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火災、爆炸發生

•瞭解所處理物質之特性。

例如：物理化學特性、爆炸上下限、閃火點、所
需最小著火能量、是否屬預混合氣體或物質。

•現場溫度、壓力、氧濃度與溼度等環境狀況，瞭
解因該等狀態對物質造成之危險性變化。

•現場可能存在之著火源及其能量之大小，並採取
消除該能量造成危險之相對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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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設備環境不安全為造成火災爆炸的原因之一。

•人為的疏忽:亦佔其中極大比率。

•對抗火災爆炸最好的方法就是預防及降低火災
發生:

•做好防火、防爆工作

•建立良好安全制度

•謀求維護設備正常運轉

•作業人員要謹慎選擇，給予完整的教育及防災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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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PPT 為超連結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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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物

•包括可燃性及易燃性固體、液體及
氣體等項，惟可(易)燃性混合氣
體，其濃度應在燃燒(爆炸) 範圍
內，方能發生燃燒反應。而一般的
可燃物則是以有機化合物居多，例
如木材、煤炭、汽油、液化石油氣
等即是典型的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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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空氣等)

•一般燃燒時，需要有充分的氧氣才能燃
燒，因此，為使可燃物完全燃燒所需之
氧量稱為最小需氧濃度或理論需氧量。

•有些物質(特殊金屬)能在無氧的大氣中
燃燒。例如金屬鎂即可在含有二氧化碳
之大氣中燃燒，是因為鎂對氧的親和力
極為強烈，能使二氧化碳分解產生氧氣
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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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熱能)

•燃燒必須要有能量，也就是需達到
一定的溫度，才燒得起來。而一般
的熱能來源包括明火、高溫表面、
磨擦、衝(撞)擊、電器火花、雷
擊、靜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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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的連鎖反應

•可燃物受高熱後，其分子結構不斷
碎裂，產生自由基(Free Radical) 
的中間產物後，再與空氣中的氧結
合，並釋放出能量，此能量使反應
快速產生生成物，並持續進行，直
至可燃物燒完或氧氣耗盡為止，故
稱此反應為自由基的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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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爆炸及化學性爆炸

• 依據形成爆炸的原因不同，一般可
分為：

• 物理性爆炸

• 化學性爆炸

• 物理化學混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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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爆炸與凝相爆炸

• 依爆炸物質在爆炸前之物理狀態，可將爆
炸分為：

• 氣相爆炸(混合氣體爆炸、氣體分解爆炸、
蒸氣爆炸、粉塵爆炸)

• 凝相爆炸(液相爆炸、固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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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爆炸及非侷限爆炸

• 依據發生爆炸的環境不同，可將爆炸分
為兩種：

• 侷限爆炸(粉塵爆炸、膨脹蒸氣沸騰液體
爆炸)

• 非侷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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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火災逃生的優先選擇途徑

• 一、從安全梯避難逃生。
二、從共用梯或室內梯。

三、從窗戶或其他途徑逃生。
四、待救並確保自身安全。
五、跑出建築物外後不可再進入屋內尋

人或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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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用電安全
•一、用電不可超過電線許可負荷能

力。

二、燈泡或其他電熱裝置，切勿靠

近易燃物品

三、勿利用分叉或多口插座，同時

使用多項電器。

四、增設大型電器時，應先申請重

新裝設屋內配線或電錶後再使用。

五、電線延長線，不可經由地毯或

高掛有易燃物牆上。

六、使用電器時，千萬不可因事分

心突然離開忘了關閉，這樣很容易

造成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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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應注意事項

•一、揮發性之油類切勿放
在家中。
二、樓房窗戶裝置防竊鐵
柵或廣告招牌等，易阻塞
逃生之路，如已裝有鐵柵
者，應開設一活動門並隨
時注意打開，以免卡住，
在火警發生時阻礙逃生。

三、家庭應自備滅火器，
並熟悉使用方法以備不時
之需；切勿任意裝璜、裝
修或隔間，以免火警時產
生濃煙阻礙逃生。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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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基本常識
•一、火災時撥一一九電話，應將

發生地點、如某街(路）某巷、某

弄、某號、幾樓及附近明顯標誌

一併報出。

二、發生火警，應一面派人報

警，一面撲救，切勿驚慌失措。

三、一般火災，可用水或棉被等

浸濕後覆蓋撲滅。

四、油類及化學物品火災，可用

乾粉、海龍、二氧化碳等滅火器

撲救。

五、炒菜時油鍋起火，如無滅火

器設備，可將鍋蓋蓋上或用浸濕

棉被覆蓋滅火。

六、勿在火災現場圍觀，以免妨

礙消防搶救。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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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及大樓安全注意事項

•一、公共場所之營業者必須訂定防火避難逃

生計劃，並時常進行實際之演練。
二、注意用火場所、用電設備之安全，並防範

人為縱火案件。
三、各樓層明顯處懸掛

「緊急逃生路線圖」 。

並時常維護防火避難設施。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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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防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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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性 （Incompatibility）

•依照美國環保署之有害廢棄物的相容性判斷方法，當
使用兩種化學物質相混合，若產生下述 11種反應的其
中一種，則視此兩種物質不相容：

• （1）放熱；（2）著火；（3）產生物體；
• （4）產生有毒氣體； （5）產生可燃性氣體；
• （6）溶出毒性物質； （7）產生不穩定物質；
• （8）超高壓產生； （9）揮發出毒性或易（可）燃性物質；
• （10）劇烈聚合反應 （11）釋出有毒之粉塵、酸霧、粒狀物。

•需注意的是，混合物性質與純物質不同，可能活化或
抑制反應發生，故相容性測試，並不一定能完全預測
反應發生與否，應僅作為警示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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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工研院工安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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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來源:消防署

標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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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避難時

• 1.   不可搭乘電梯

•2.循著避難方向指標

•3.以毛巾或手帕掩口

•4.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

•5.濃煙中戴透明塑膠袋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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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煙中戴透明塑膠袋逃生：

–用大型透明塑膠袋讓裏面能充滿

新鮮空氣，然後迅速將其罩在頭

部到頸項的地方，同時兩手將袋

口按在頸項部位抓緊，以防止袋

內空氣外漏，或濃煙跑進去

•沿牆面逃生：容易找到安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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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避難

•不可搭乘電梯

•循避難方向指標，由安全梯逃生

•利用毛巾或手帕沾濕以後，掩住口鼻

•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離地面30公分以
下還有空氣，但應注意爬行的便利及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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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待救

•用避難器具逃生
–繩索、軟梯、緩降機、救助袋

•塞住門縫，防止煙流進來
–銅門、鐵門、鋼門有半小時至二小時防火時

效
–防止濃煙侵襲滲透延長待救時間

•設法告知外面的人
•至易於獲救處待命
•避免吸入濃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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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期待獲救

絕對不要放棄求生的意願、利用現場之物
品或地形地物設法逃生

•以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

•沿屋外排水管逃生

•絕不可跳樓 除非……



940610 92

10.2實驗室氣體火災種類

•乙炔鋼瓶一但發生外洩，往往均會引起火災
或爆炸，這是由於乙炔之爆炸下限在2.5% ，
很低，爆炸範圍又廣，且大部分均以壓縮氣
體之狀態存於壓力容器中，一但外洩時，因
其電阻值高，與噴氣口摩擦極易產生火花，
更因夾雜鐵銹等雜質而更易引燃，故一旦洩
漏，則必須以斷絕氣源來滅火，並以水霧防
護相關之高壓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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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實驗室水蒸氣爆炸

•如果使水突然全部汽化成水蒸氣，其
體積將比液態時增加幾乎達1700倍，
甚為驚人，因此：如果突然瞬間全部
蒸發，則有可能發生水蒸氣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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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實驗室可燃性蒸氣爆炸

•實驗室曾經發生酒精燈爆炸之火災意外，酒精燈
在使用中，因為火焰的加熱會使溫度徐徐上升而
增加在酒精燈酒精液面上蒸氣之量，當酒精蒸氣
濃度高的時候尚無問題，可是如果酒精燈之燈芯
蓋被打開，空氣進入酒精燈內部，且飛散出來之
蒸氣與空氣之混合氣又被燈芯等高熱部分引燃，
此時火焰進入酒精燈內部就可以引起爆炸，使得
酒精噴濺燃燒而成火災。



940610 95

10.2.3密閉容器加熱引起之爆炸

•密閉之容器,如其中含有空氣或其它氣體,
如果因特別之因素受到加熱則會造成內部
空氣之膨脹而使壓力升高當壓力 升高超過
開容器所能承受之限度時就會炸開造成爆
炸意外；如果內部氣體為可燃性將會擴大
意外之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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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物質化學反應引起之爆炸

•很多物質與水會劇烈反應，產生熱量並
引起所生成易燃性氣體之燃燒，造成氣
體膨脹迅速，發生爆炸。

•鈉在潮濕的空氣中就可能發生反應，所
以要放置於煤油中，如鈉與水接觸，就
會放出易燃之氣體引起劇烈反應。



940610 97

火警自動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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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報知設備

http://www.chem-station.com/images2/setubi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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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火點

•當可燃性液體受熱時，在表面將揮
發少量蒸氣，並與空氣混合，此時
若有微小火源接近，將引燃液體表
面附近之蒸氣而形成一閃即逝之火
花，能產生此種現象之最低溫度稱
為閃火點或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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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點 ( 著火點 )

•當環境溫度高到足以使液體表面蒸

氣濃度持續燃燒時，該一溫度稱為

燃點(或著火點)，此溫度約較該物

質之閃火點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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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溫度

•可燃性物質於室溫下，因其表面與
空氣中之氧氣接觸，產生氧化反應
而放出熱量即稱為自然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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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發熱

•一物質在燃燒(爆炸)下限與燃燒(爆
炸) 上限間之濃度範圍，稱為燃燒
(爆炸) 界限或燃燒(爆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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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爆炸)界限(範圍)

•爆炸下限數字愈小表示該物質愈易
爆炸；此外爆炸上限為100%者，多
數為不穩定物質，可能會產生分解
爆炸、聚合爆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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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爆炸

•火山爆炸、隕石衝撞爆炸、高壓容
器破裂爆炸、電器爆炸、高速迴旋
爆炸……等。

•例如化工廠內最主要物理爆炸的例
子為高壓氣體容器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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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爆炸

•通常係指化學物質在儲存或在較常溫為高的溫
度下會分解而引起的爆炸。(分解爆炸)

•如煤粉、鋸木屑、麵粉、穀物等粉塵，由於通
風不良，開始時氧化緩慢，待溫度升高而其作
用速度增加，進而引起自燃爆炸。(自燃爆炸)

•由於原子核分裂產生高能量所造成的爆炸。如
蘇俄車諾比核能電廠之爆炸。(核子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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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學混合爆炸

•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BLEVE)。

•當盛裝液體的儲槽或設備受熱而突然破
裂，導致液體迅速氣化、膨脹所產生的
爆炸稱為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

•火災是造成沸騰液體膨脹蒸氣爆炸最主
要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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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爆炸

•在一個固定體積的容器(如桶、槽、
反應器、蒸餾塔等)或廠房、建築物
內，由於反應失控、燃燒、熱分解
等原因所產生的爆炸，稱為侷限性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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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侷限爆炸

•空中漂浮的易燃性氣雲的著火爆炸
即為非侷限爆炸。蒸氣雲爆炸
(Vapor Cloud Explosion)是化學工
業中最具危險性及破壞性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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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性物質

•爆炸性物質係可燃性物質，同時本身又
為供氧物質。因此等物質之分子含有易
游離之氧原子，如因摩擦、衝擊、或加
熱，即會引起分子燃燒，迅速放出熱量
及生成CO, CO2 ,N2 , H2O等氣狀產物，而
呈爆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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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火性物質

•係指凡置於常溫空氣中易吸收空氣中濕
氣，而分解產生可燃性氣體並發熱、發
火之物質；或與空氣中氧氣接觸而有發
生危險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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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性物質

•氧化性物質本身帶有助燃性之氧元素，
惟單獨存在時沒有發火爆炸之危險，但
與可燃性物質或還原性物質接觸並遇到
衝擊、摩擦或發火源，就有發火爆炸之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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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火性液體

•引火性液體係指常溫下可蒸發，以火焰
靠近即可引火燃燒之液體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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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氣體

•依據「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規
定。

•依據「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四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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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危險物質

•高壓氣體之容器與導管、高熱之鍋爐、
熔接、熔斷器具、易引起火災爆炸之物
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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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滅火器 拉開安全插梢
握住皮管前
端，噴口朝向
火苗

用力握下
手握把

朝向火源
根部噴射

熄滅後用水冷卻
餘燼 ( 有例外)

保持監控
確定熄滅

滅火器使用方法

圖片來源: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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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多注意消
防栓的位置

發現火警按
下手動報警
按鈕

報警警示
燈會閃和
鈴聲大作

打開消
防栓箱

取出瞄
子(噴嘴) 

取下水帶並
完全拉伸

注意將接頭
接牢，然後
轉動制水閥

小心反作用
力非常大
一定要緊握
瞄子噴嘴

轉動瞄子噴
嘴選擇適當
射水方式

圖片來源:消防署

消防栓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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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設備

•指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滅火之

器具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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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設備

•指報知火災發生之器具或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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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逃生設備

•指火災發生時為避難而使用之

器具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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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指火警發生時，消防人員從事

搶救活動上必需之器具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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