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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火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带来了文明和幸福"然而!火又

是一把双刃剑!#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随着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家庭的高档装修!家用电器的增加!液
化气%天然气%煤气等越来越多地进入居民家庭!它们在为人们提

供方便的同时!也给高度文明的社会特别是居民家庭带来了潜在

的火灾隐患"一旦发生火灾!烈焰%浓烟%有毒气体!不仅会毁灭大

量的物质财富!还将给人们的身体%精神带来极大的伤害"据公安

消防部门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居民家庭火灾的发生和损失呈迅

猛的上升势头!这不仅与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有着很大关系!
更是与居民防火灭火和自救逃生能力的欠缺密不可分"

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物质燃烧基础及火灾发展的一般过

程%火灾中致人伤亡的主要因素!分析了人在火灾中的心理特点和

行为表现!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液化气%天然气%煤气和家用电器的

安全使用!以及家庭住宅消防安全%家庭常用&备’消防器材等基本

知识"全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
是一本集知识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的科普读物"居民家庭的消防工

作要靠全社会的力量!更要靠每名居民"本书的出版!必将给寻求

消防安全常识的广大读者以启迪和帮助"
本书由长期从事消防工作的专家和战斗在消防第一线的专业

技术人员共同编写"其中!李德成编写第五%六%七章和第十一章!

!



梁红林编写第一%二%三章和第十章!尤殿武编写第四%八%九章和

第十二章"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

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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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居民家庭消防安全概述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很大

的提高!居民家庭装修日趋高档豪华!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

的大量使用!方便的燃气灶%热水器生活设施等越来越多地进入寻

常百姓家!它们在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生活方便的同时!也给家庭

带来了潜在消防安全隐患"目前!居民家庭消防安全意识还很淡

薄!火场逃生自救知识比较缺乏!对消防安全重视不够"公安部消

防部门相关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来我国发生的住宅火灾起数和

经济损失均排各类火灾之首""%!%年!共发生城乡居民住宅火灾

(’%$*起!占火灾总起数的"’+#,!死亡$!$人!受伤"’%人!直
接财产损失"#!!’+)万元"城乡居民火灾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家

庭生活和工作!以及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不应有的人员和经济损

失"因此!加强家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消防安全意

识!普及家庭消防常识!提高居民的自防自救能力!对建设稳定的

和谐社会%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居民家庭消防安全特点

家庭是人们居住休息的地方!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人们除

了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家里!一些离退休人员和大多数

老人%婴幼儿则整日生活在家中"这样!潜在的各种隐患也就随时

存在!小孩%弱智%精神病患者%老人动作迟缓等都可能成为家庭火

灾产生的因素"对于家庭住宅消防安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可燃物品!易燃易爆物品多

家庭住宅虽然大部分是砖混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但内部

的装饰材料和陈设家具多采用木材%塑料和棉麻%丝%毛以及其他

纤维制品!如家庭中摆设和存放的生活用品!衣柜%桌椅%沙发%书
架等家具!窗帘%衣物%被褥等纺织品!这些都是可燃物!增加了建

筑物内部的火灾荷载"部分耐火等级低的住宅!梁%柱%天花板%地
板均为木质!可燃性强!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材料就会猛烈燃烧!火
势迅速蔓延"

另外!现代家庭拥有私家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数量日益增

多!为了方便使用!人们可能会在家里贮存少量的汽油"同时!用
来杀灭蚊虫的气体喷雾杀虫剂!用于美发的摩丝%发胶!气体打火

机与充气罐!烈性白酒%酒精%油漆与调和溶剂!地板清洗喷雾剂!
等等!这些物品如果存放得当!本身是不会出问题的"但在生活中

人们往往忽视了它们的危险性!一旦让汽油%油漆与调和溶剂等物

品暴露于空气中!挥发达到爆炸性混合气体浓度时!遇火星%电火

花%静电等着火源便会爆炸起火)把气体打火机或充气罐%摩丝%杀
虫剂等放置在高温环境中!如室内阳光暴晒处或炉火%暖气旁!它
们就有可能膨胀爆炸进而引起火灾"

二!电器设备大量使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各种家用电器已经进入了寻

常百姓家!电冰箱%电视机%空调%音响%电饭锅%微波炉%烤箱%洗衣

机%浴霸等家用电器在居民家庭中已经相当普遍!部分电器设备长

期处于工作状态!这就增加了不安全因素"由于我国电力工业的

迅猛发展!困扰经济发展的供电不足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许多

城市从限制用电转为鼓励用电!新建住宅的分户电表已由过去的

"



(!)安培猛增到"%安培以上"用电来调节室温%烹饪%洗衣%洗
澡%娱乐%保健%智能控制等已成为现代家庭的重要生活方式!如今

拥有多种大功率电器设备的家庭比比皆是!众多的电器设备和猛

增的用电量已经成为容易引发火灾的隐患"

三!家庭装修普遍复杂豪华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要求舒适!而且越来越注重室内装饰

装修!家庭装修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复杂"人们在装修设计上不仅

要求新颖%美观而富有个性!而且对材料要求考究%施工要求精致"
有些居民只想到了美观舒适!而忽视了消防安全!装修中使用了大

量的木板%大芯板%纤维板等包门%包窗%铺地)大量使用塑料%壁
纸%皮革%油漆等吊顶%装饰墙面!这些可燃%易燃材料!一旦发生火

灾!燃烧速度极快!并能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给控制火灾和人员

逃生疏散带来很大困难"

四!气体燃料普及使用

我国"%世纪&%年代兴起的钢瓶装!%!!)千克液化石油气!
由于洁净%方便!已在全国城乡普及使用!随后管道煤气%管道液化

气和天然气又在城市大量普及"作为清洁燃料!这些气体燃料对

于环境污染的改观及方便居民生活的确是燃煤时代无与伦比的!
这些#一拧就来%一点就着$的能源!极大地方便了人们日常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贮存与输送这些气体燃料的管道和设备的

磨损%锈蚀!难免会发生损坏泄漏!加上各种人为的错误操作等因

素!都容易导致火灾"

五!高层住宅建筑越来越多"居民忽视消防安全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升温!许多房地产商盖起了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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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居民住宅"这些建筑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主体建筑高%层数多%
建筑形式多样)竖井%管道多!这些管道通向各个房间!使整个楼层

互相贯穿)同时由于用电设备多!功能复杂!人员密集!加之可燃物

多!火灾荷载大!使得这些建筑危险性增大)大部分居民住宅楼房

安全疏散楼梯出入口较少!有的疏散指示标志不够醒目!甚至没

有)人员居住繁多且成分复杂!附近的建筑物和临时设施较多!经
常在楼道口%楼道平台上堆集大量易燃的杂物!如生活用煤!废弃

的纸箱%纸壳!有的连自行车也锁在楼道里"另外!由于防盗窗%防
盗网的普遍使用!使得一旦发生火灾!人员难以逃生!极易造成恶

性事故"

第二节!居民住宅火灾特点

一!普通居民住宅火灾特点

&!’易形成大面积燃烧"单层毗连式住宅或走廊式宿舍楼!往
往一家失火!殃及四邻"火灾温度高!空气压力大!局部空间内火

势猛烈!蔓延快"
&"’财物损失严重"一般的居民家中!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着

大量的家用电器%各种家具和衣物!还有许多易燃装饰材料!一旦

发生火灾!物资不易疏散!财物损失严重"
&(’受困人员复杂!自救能力弱!疏散速度慢!易造成人员伤

亡"居民中的老%弱%病%残及小孩往往是火灾的最大受害者"
&#’一旦发生火灾!由于烟雾大%空间狭小%通风条件差!给扑

救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



二!高层居民建筑火灾特点

!"热气流升腾快

因起火房间可燃物多!在密闭的建筑内温度升高很快!烟气%
高温热气流通过各种途径向室外扩散"首先是向上升腾!然后内

外蔓延!容易形成立体火灾"房间起火后!烟火首先冲向房顶!然
后向水平方向扩散!当烟雾越来越多时!开始下沉!向起火楼层的

四周蔓延"
#"安全疏散困难$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高层建筑由于高度较高!一般都设置了普通电梯"在平时!普
通电梯是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发生火灾时由于电源被切断和

烟火扩散进入电梯井道!电梯就只能停止使用!因而高层建筑的安

全疏散主要依靠疏散楼梯进行"高层建筑层数多!容纳人数多!一
旦房间起火!有毒烟气迅速充满走廊!人们很快受到烟气的侵袭!
加之高层建筑疏散的距离远!由此也就带来了紧急疏散时垂直疏

散距离长和人在疏散路线上极易拥挤甚至堵塞的现象!造成人员

疏散速度减慢!增加拖延了疏散时间"此外!由于火灾时烟火向上

蔓延极快!有时还会窜入疏散楼梯内!使得人员疏散更无保证"因

此!高层建筑起火时!人员中毒%窒息死亡或被火烧死的事件屡屡

发生"
$"火势蔓延迅速

高层建筑由于各种使用功能的需要!其内部设置有许多竖向

的井道!如电梯井%楼梯间%风道%电缆井%垃圾井等"这些井道一

般贯穿若干或整个楼层!若没有设置防火分隔!或设置措施不可

靠!发生火灾时!它们就好像一座烟囱!由于烟囱效应!使火势迅速

蔓延到其他楼层"此外!高层建筑越高大!则其所受风力也越大!
这也极大地助长了火势的蔓延"

)



%"扑救难度大

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由于受消防队使用的灭火设备和救护

设施扑救高度的限制!以及消防队员攀登体力的限制!扑救工作主

要立足于高层建筑内部的灭火设施和高层建筑自救及扑救投入的

消防力量上"此外!发生火灾时!火势蔓延快!极易形成大面积火

灾!使扑救工作难以奏效"如果高层建筑未设供消防队员专用的

消防电梯!消防队员则需全副武装通过疏散楼梯冲上高层!不仅体

力消耗大%速度慢!而且还极容易与向下疏散的人员发生对撞而无

法及时到达火灾现场!延误灭火时机"
&"火灾隐患多

高层建筑一般来说其功能复杂%设备繁多%装修标准高!用电

用气量大!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可燃物和不安全因素!增加了火灾发

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火灾时蔓延扩大的可能性!增加了家庭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的难度"

三!棚户区!平房区住宅火灾特点

棚户区也叫简易建筑区!是指用草%木竹%油毡等易燃材料搭

建的简易房屋群"这类建筑区群一般较为密集!一户接一户!连成

一片!区内道路狭窄!障碍物多!水源缺乏!且布局极不合理!特别

是旧的棚户区%城中村%老居民区"虽然随着城市改造的进程!棚
户区%平房区在不断减少!但是各地还大量存在!有些地方工厂%仓
库%居民住宅混在一起"这类地区一旦发生火灾!燃烧非常猛烈!
火势蔓延很快!极易产生#飞火$形成多个火点!在很短时间内!就
会造成#火烧连营$!对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棚户

区火灾的主要特点是(容易起火!燃烧猛烈)火势蔓延快!燃烧面积

大)风助火势发展!火因风向变化!扑救难度大"

&



第三节!影响居民住宅火灾严重性的因素

火灾严重性是指在建筑中发生火灾的大小及危害程度"火灾

严重性取决于火灾达到的最高温度和在最高温度下燃烧持续的时

间!它表明了火灾对建筑结构或建筑造成损坏和对建筑中人员%财
产造成危害的趋势"

了解影响建筑火灾严重性的因素和有关控制建筑火灾严重性

的机制!对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达到减少和限制火灾损失及危害

是十分重要的"火灾严重性与建筑的可燃物或可燃材料的数量和

材料的燃烧性能!以及建筑的类型和构造等有关"影响火灾严重

性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可燃材料的燃烧性能!可燃材料的

数量&火灾荷载’!可燃材料的分布!房间开口的面积和形状!着火

房间的大小和形状!着火房间的热性能"前三个因素主要与建筑

中的可燃材料有关!后三个因素主要涉及建筑的布局"减小火灾

严重性的条件就是要限制有助于火灾发生%发展和蔓延成大火的

因素"

一!可燃材料对火灾严重性的影响

!"可燃材料的性质

在住宅建筑中!使用或存放的可燃材料的性质和组成也存在

很大差异"材质有差异!其燃烧释放的热量和燃烧速率等燃烧性

能也不同"材料的燃烧率在多数情况下与上述几种因素都有关!
而材料燃烧释放的总热量一般只取决于材料本身的性质!它与材

料的燃烧热值有关"燃烧热值是单位质量的材料完全燃烧所放出

的总热值"燃烧热值越大燃烧放出的热量就越大!火灾损失就越

严重"

$



#"可燃材料的数量

可燃物的数量可以用火灾荷载来反映!火灾荷载是影响建筑

火灾严重性的重要因素"火灾荷载越大!火灾持续时间越长!室内

温度上升越高!破坏和损失越大"建筑物内的可燃物可分为固定

可燃物和容载可燃物两类"固定可燃物是指墙壁%顶棚%楼板等结

构材料及装修材料采用的可燃物!以及门窗%固定家具等所采用的

可燃物)容载可燃物是指家具%寝具%摆件%书籍%衣物等构成的可

燃物"固定可燃物数量可以通过建筑物的设计图纸准确地求得)
容载可燃物数量很难准确计算!一般由调查统计确定"
$"可燃材料的分布

可燃材料及物品在房间中的布置对火势的蔓延有很大影响!
布置不当!很小的火源也可能蔓延发展成为大火"如果各种可燃

物品在建筑中分开布置!并使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间隔!则火势蔓

延就会慢)如果可燃物品位置较高!火势很容易快速蔓延到房顶!
而在顶棚下火焰会快速横向移动蔓延到其他物品上或蔓延到其他

房间中"使用可燃隔墙或在墙上装贴有易燃材料的壁纸%饰面板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材料或物品比较厚实!暴露于空气中的受

热面积较小!则材料的燃烧就慢"

二!建筑布局对火灾严重性的影响

建筑发生火灾时!控制火灾严重性的因素除材料的数量和燃

烧性能之外!另外两个因素是空气的供给量和热损失"当某一房

间发生火灾时!冷空气从门%窗的下部流入房间供给燃烧所需的

氧!而热气流和烟气从门%窗的上部流出房间!燃烧产生的热量通

过房间的开口和房间的墙壁%地板及顶板损失一部分"因此!在火

灾的发展和蔓延过程中!建筑的布局与房间的开口形状%大小&即
通风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房间开口的大小和形状

当房间门%窗洞口面积很小时!火灾时进入房间的空气量受到

限制!可燃物由于空气量不足而燃烧不充分"随着开口面积的增

大!进气量增多则会导致火的燃烧速度加快"当房间开口面积进

一步增大到空气供给量足以满足燃料燃烧所需时!则空气量的继

续增加不会进一步引起燃烧速度的增大!此时燃烧速度将由材料

的性质和材料的分布所决定"大量事实表明!一般建筑火灾受房

间开口的影响较大"
#"房间的大小和形状

房间面积越大!可能容纳的可燃物越多"当房间进深大时!由
于通过开口流入和流出房间的冷空气对所有燃烧的材料影响小!
一般火灾温度更高"
$"房间的热性能

火灾严重性取决于房间中达到的最高温度和达到最高温度的

速度"低导热系数的房间墙%屋面及地板会保存燃烧释放的热!使
火灾温度快速上升"如果房间结构材料吸热性与导热性能好!则
这种影响就会减弱"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生活中用火&管道煤气%
液化石油气%管道天然气’%用电和化学制品用量大幅度增加"所

有这些变化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舒适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火

灾隐患!使家庭火灾构成了上升的趋势"人们都知道火灾的危害!
但是发生火灾的偶然性又往往被忽视!人们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一
旦火灾光顾又措手不及!使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积累起来的财

富毁于瞬间!甚至被夺去宝贵的生命"为此!人们应该了解家庭火

灾的主要起因!掌握防止发生火灾的知识和一旦发生火灾时保护

自己的方法!提高自防自救的能力"居民必须在用火的同时!加强

对火源的安全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阻止火魔肆虐!保证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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