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火灾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

2）火灾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需要，火灾可以按不同的方式进行分类：

按照燃烧对象的性质分类

按照《火灾分类》(GB/T4968-2008)的规定，火灾分为A、B、C、D、E、F六类。

A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例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等火灾。

B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固定物质火灾。例如：汽油、煤油、原油、甲醇、乙醇、
沥青、石蜡等火灾。

C类火灾：气体火灾。例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氢气、乙炔等火灾。

D类火灾：金属火灾。例如，钾、钠、镁、钛、锆、锂等火灾。

E类火灾：带电火灾。例如,变压器等设备的电气火灾等。

F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物油脂或植物油脂）火灾。



依据国务院2007年4月9日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493号）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等级标准，火灾分为特别重大火灾、重大火灾、
较大火灾和一般火灾四个等级。

（1）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火灾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
上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2）重大火灾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
或者5000万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3）较大火灾是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4）一般火灾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以下直接
财产损失的火灾。



1）电气火灾：电气线路接触不良、过负荷、短路、电气设备过热等是造成电
气火灾的直接原因。

2）吸烟不慎：点烟的香烟及未熄灭的火柴杆温度可达到800℃，其与可燃物
接触会引起火灾。

3）生活用火不慎：生活用火不慎主要是指城乡居民家庭生活用火不慎。全国
因生活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占火灾总数的20%左右。

4）生产作业不慎：主要是指违反生产安全制度引起的火灾；例如在易燃易爆
的车间内动用明火，引起爆炸起火。

5）玩火：烟花爆竹类火灾。

6）放火：放火是指有人蓄意制造火灾的行为。

7）雷击：雷电导致的火灾原因大致上有三种：一是雷电直接击在建筑物上发
生热效应；二是雷电产生静电感应作用和电磁感应作用；三是高电位雷电波
沿着电气线路或金属管道系统进入建筑物内部。



    对于建筑物室内火灾而言，通常最初发生在某个房间的某个部位，然后可
能由此蔓延到相邻的部位或房间以及整个楼层，最后蔓延到整个建筑物。

    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室内火灾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初期增长阶段（也称
轰然前阶段）、充分发展阶段（也称轰然后阶段）和衰减阶段。

    初期增长阶段——从室内出现明火算起，此阶段燃烧面积较小，只局限于
着火点附近的可燃物燃烧，仅局部温度较高，燃烧速率取决于可燃物的燃烧
特性，而与通风条件无关，因此，此阶段的火灾属于烧料控制性火灾。

    充分发展阶段——室内燃烧持续一点时间后，如果燃料充足，通风良好，
燃烧会继续发展，燃烧范围不断扩大，当室内温度继续上升到一定程度，会
出现燃烧面积和燃烧速率瞬间迅速增大，室内温度突增的现象，即轰燃，标
志着火灾由初期增长阶段转变为充分发展阶段；此阶段可燃物同时燃烧，燃
烧速率取决于通风口的大小和通风的速率，因此，此阶段属于通风控制性火
灾。此阶段，火焰会从房间的门窗等开口向外喷出，沿走廊，吊顶迅速向水
平方向以及通过竖向管井、共享空间等纵向空间蔓延扩展，使临近区域受到
火势的威胁。这是室内火灾最危险的阶段。



    衰减阶段—— 在火灾全面发展阶段的后期，随着室内可燃物数量的较少，
燃烧速度减慢，燃烧强度减弱，温度逐渐下降。一般认为，当室内平均温度
下降到其峰值的80%时，火灾进入衰减阶段，直至燃烧完全熄灭。

    上述后两个阶段是可燃物数量充足、通风良好的情况下，室内火灾的自然
发展过程。实际上，一旦室内发生火灾，常常伴有人为的灭火行动或者自动
灭火设施的启动，因此会改变火灾的发展进程。不少火灾尚未发展就被扑灭，
这样室内就不会出现破坏性的高温。如果灭火过程中，可燃材料中的挥发分
并未完全析出，可燃物周围的温度在短时间内仍然较高，易造成可燃物挥发
分继续析出，一旦条件合适，可能会出现死灰复燃的情况，这种情况不容忽
视。



（1）防火的基本方法

  1）控制可燃物

    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控制可燃物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以难燃、不燃
材料代替可燃材料，如用水泥代替木材建造房屋；减低可燃物质（通常是指
可燃气体、粉尘等）在空气中的浓度，如在车间或库房采取全面通风或局部
排风，使可燃物不易积聚。

   2）隔绝助燃物

    对于一些易燃物品，可采用隔绝空气的方法来储存，如钠存于煤油中，磷
存于水中、二硫化碳用水封存放等。

    3）控制引火源

    对于几类常见引火源，通常的做法有禁止明火、控制温度、使用无火花和
静电消除的设备、防雷接地等。



（1）灭火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1）冷却灭火：对于可燃固体，将其冷却在燃点以下；对于可燃液体，将其冷
却在闪点以下，燃烧反应可能终止。

2）隔离灭火：在燃烧的三要素中，可燃物是燃烧的主要因素。将可燃物与氧
气、火焰隔离，就可以中止燃烧、扑灭火灾。

3）窒息灭火：可燃物燃烧是氧化作用，需要在最低氧浓度以上才能进行，低
于最低氧浓度，燃烧不能进行，火灾即被扑灭。一般氧浓度低于15%时，就
不能维持燃烧。

4）化学抑制灭火：由于有焰燃烧是通过链式反应进行的，如果能有效地抑制
自由基的产生或降低火焰中的自由基浓度，即可使燃烧中止。化学抑制灭火
的常见灭火剂有干粉灭火剂和七氟丙烷灭火剂。

  





    建筑分类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通常，可按照使用性质和建筑结构两种方式进
行分类。

1）按使用性质分类，建筑可分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和农业建筑。

民用建筑按照功能可分为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按照建筑高度可分为单多层民用
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超过100m的建筑成为超高层民用建筑。

2）按结构形式和建造材料构成划分，建筑可分为木结构、砖木结构、砖与钢筋
混凝土混合结构（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与钢筋混凝土混合结
构（钢混机构）等。



 1、锅炉房、变压器室

1）燃油或燃气锅炉、变压器室应设置在首层或地下一层靠外墙部位，但常（负）
压燃油、燃气锅炉可设置在地下二层或屋顶上。

2）锅炉房、变压器室的疏散门均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3）锅炉房、变压器室等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防火隔墙和
耐火极限不低于1.5h的不燃性楼板隔开。在隔墙和楼板上不应开设洞口；确需在
隔墙上设置门窗时，应设置甲级防火门、窗。

4)变压器室之间、变压器室与配电室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防火隔墙。

5）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与灭火设施。

6）燃气锅炉房应设置爆炸泄压设施，燃气、燃油锅炉房应设置独立的通风系统，
并将可燃气体探测器与事故风机联动。



 1、消防中控室

1）单独建造的消防控制室，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2）附设在建筑物内的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建筑物内首层或地下一层，并宜布
置在靠外墙部位，且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5h
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疏散门应直通书外或安全出口。

3）严禁与消防控制室无关的电气线路和管路穿过

4）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影响消防控制设备工作的设备用房附近。

5）为避免消防中控室被淹或因进水收到影响，需设置挡水门槛等挡水措施。



1）公共建筑的疏散宽度

公共建筑内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9m，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净
宽度不应小于1.1m。

2）疏散门的设置要求：

    1.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但人数不超过60人的房间且每樘门的平均疏散人
数不超过30人时，其门的开启方向不限。

    2.民用建筑及厂房的疏散门应采用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不应采用推拉门、
卷帘门、吊门、转门和折叠门，但丙、丁、戊类仓库首层靠外墙的外侧可采用推
拉门或卷帘门。

  3.当开向疏散楼梯或疏散楼梯间的门完全开启时，不应减小楼梯平台的有效宽度。

3）安全出口的设置要求

公共建筑内的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分区的每个楼层，其安全出口应经计算确定，
且不应少于2个；相邻2个安全出口以及每个房间相邻2个疏散门最近边缘之间的
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1、电气线路防火

（1）电线电缆的选择

1）电线电缆导体材料的选择：固定敷设的供电线路宜选用铜芯电线电缆；重要
的电源回路、重要的操作回路及二次回路、移动设备的线路及振动场所的线路，
应选择铜芯电线电缆。

2）电线电缆绝缘材料及护套的选择：交联聚乙烯电线电缆燃烧时不会产生大量
有毒烟气，常用于有”清洁”要求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耐火电线电缆主要适用于在
发生火灾时仍需要保持正常运行的线路，如工业及民用建筑的消防系统、应急照
明系统、报警及重要的监测回路等。

（2）电气电路的保护措施

1）短路保护：短路保护装置应保证短路电流在导体和连接件中产生的热效应和
机械力造成危害之前分断该短路电流。

2)过载保护：保护电气应在过载电流引起导体升温对导体的绝缘、接头、端子或
导体周围的物质造成损害之前分断过载电流。

3）接地故障保护：当发生带电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装置外可导电部分、PE
线、PEN线、大地等之间的接地故障时，保护电器必须切断该故障电路。



1、厨房设备防火防爆措施

1）根据建规规定，除住宅外，其他建筑的厨房隔墙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
防火隔墙，隔墙上的门、窗应为乙级防火门、窗。同时，餐厅建筑面积大于
1000m2 的餐厅或食堂，其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宜设置自动灭火装
置，且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紧急事故自动切断装置，其洒水喷头应选用动
作温度为93℃的喷头。

2）对厨房内燃气管道、阀门必须进行定期检查，防止泄露。如发现燃气泄露应
首先关闭阀门，及时通风，并严禁使用任何明火及启动电源开关。

3）厨房灶具旁的墙壁、抽油烟机罩等容易污染处应天天清洗，油烟管道至少应
每半年清洗一次。

4）厨房内的电器开关插座应以封闭为佳，防止水渗入，并应安装在远离燃气设
备的部位，厨房内运行各种机械设备不得超负荷用电，并注意防止电器线路受潮。

5）厨房内使用的各种灶具和炊具，应使用经国家质量检测部门检测合格的产品。

6）工作结束后，操作人员应及时关闭所有燃气阀门，切断电源、火源。



2、锅炉房防火防爆措施

1）燃气锅炉房应设置防爆泄压设施。燃气锅炉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
风设施，并选用防爆型事故排风机。设置机械通风设施时，其通风装置应设置导
出静电的接地装置。

2）燃气锅炉房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逸漏或挥发的可燃性气体，需安装可燃气体探
测器，当可燃气体探测器联动声光报警器报警时，防爆型排风机随即联动启动，
使空气中的可燃气体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浓度能很快稀释到爆炸下限值的25%以下。

3）锅炉的燃气供给管道应在进入建筑物前和设备间内的管道上设置自动和手动
切断阀；供气管道应做可靠接地；少于5个螺栓的法兰应进行静电跨接；设备间
内的电气均应防爆；锅炉房电力线路不宜采用裸线或绝缘鞋明敷，应采用金属管
或电缆布线，且不宜沿锅炉本体表面敷设。



3、电力变压器本体的防火防爆措施

1）防止变压器过载运行

2）防止变压器铁芯绝缘老化损坏

3）防止检修不慎破坏绝缘

4）保证导线接触良好

5）防止雷击

6）短路保护要可靠

7）限制变压器接地电阻

8）防止超温

9）变压器室应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

10）应经常对运行中的变压器进行检查、维护。



2、锅炉房防火防爆措施

1）燃气锅炉房应设置防爆泄压设施。燃气锅炉房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
风设施，并选用防爆型事故排风机。设置机械通风设施时，其通风装置应设置导
出静电的接地装置。

2）燃气锅炉房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逸漏或挥发的可燃性气体，需安装可燃气体探
测器，当可燃气体探测器联动声光报警器报警时，防爆型排风机随即联动启动，
使空气中的可燃气体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浓度能很快稀释到爆炸下限值的25%以下。

3）锅炉的燃气供给管道应在进入建筑物前和设备间内的管道上设置自动和手动
切断阀；供气管道应做可靠接地；少于5个螺栓的法兰应进行静电跨接；设备间
内的电气均应防爆；锅炉房电力线路不宜采用裸线或绝缘线明敷，应采用金属管
或电缆布线，且不宜沿锅炉本体表面敷设。





    现代建筑消防设施种类多，功能全，使用普遍。按其使用功能不同进行划分，常
用的建筑消防设施可分为以下几类：

1）建筑防火分隔设施：防火墙、防火隔墙（门窗）、防火卷帘、防火阀等。、

2）安全疏散设施：安全出口，疏散门，疏散楼梯，消防电梯，消防应急照明等。

3）消防给水设施**：供水管道，消防水池（箱）、消防水泵、稳压泵、水泵接合器。

4）消防供配电设施：消防电源、消防配电箱、消防线路等。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探测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
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等。

6）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采用闭式喷头的为闭式系统：湿式系统、干式系统、预作用
系统、冷却防护系统等；采用开始喷头的为开式系统，包括雨淋系统、水幕系统和
冷却防护系统等。

7）水喷雾灭火系统：主要灭火机理未表面冷却、窒息、乳化和稀释作用，具有良好
的电绝缘性能和良好的灭火性能

8）细水雾灭火系统



10）泡沫灭火系统：主要用在储罐类火灾的灭火场所

11）气体灭火系统：是指灭火剂以液体、液化气体或气体状态储存于压力容器内，
灭火时以气体状态喷射灭火介质的灭火系统。

12）干粉灭火系统：由启动装置、氮气瓶组、减压阀、干粉罐、干粉喷头、干粉枪、
干粉炮、电控柜，阀门和管系等组成。

13）消防通信系统：主要是指火灾事故广播系统、消防专用电话系统等。

14）移动式灭火器材：包括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梯等



 1）消防给水系统

 消防给水系统分为高压消防给水系统、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低压消防给水系统。

2）消火栓系统

消火栓系统分为市政消火栓和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

（1）市政消火栓和室外消火栓系统

市政消火栓系统设置在市政给水管网上，室外消火栓系统设置在建筑外，两者都采
用室外消火栓，其主要用途都是供消防车取水，经增压后向建筑内的供水管网供水
或实施灭火，也可以直接连接水带、水枪出水灭火。室外消火栓系统主要由市政给
水管网或室外地下消防给水管网、消防水池、消防水泵和室外消火栓组成。

（2）室内消火栓系统

室内消火栓是扑救建筑内火灾的主要设施，通常安装在消火栓箱内，与消防水带和
水枪等器材配套使用。



 3）系统的维护管理

1.地下式室外消火栓的维护管理

（1）用专用扳手转动消火栓启动杆，观察其灵活性，必要时加注润滑油。

（2）检查橡胶垫圈等密封件有误损坏、老化或丢失等情况。

（3）检查栓体外表油漆有无脱落，有无锈蚀，如有应及时修补。

（4）入冬前检查消火栓的防冻设施是否完好。

（5）重点部位消火栓，每年应逐一进行一次出水试验，出水压力应满足要求。在检
查中可使用压力表测试管网压力，或者连接水带进行射水试验，检查管网压力是否
正常。

（6）随时消除消火栓周围及进内积存的杂物。

（7）地下式室外消火栓应有明显标准，要保持室外消火栓配套器材和标志的完整有
效。



2.地上式室外消火栓的维护管理

（1）用专用扳手转动消火栓启动杆，检查其灵活性，必要时加注润滑油。

（2）检查出水口闷盖是否密封，有无缺损。

（3）检查栓体外表油漆有无剥落，有无锈蚀，如有应及时修补。

（4）每年开春后，入冬前对地上式室外消火栓逐一进行出水试验，出水压力应满足
要求。在检查中可使用压力表测试管网压力，或者连接水带进行射水试验，检查管
网压力是否正常。

（5）定期检查消火栓前端阀门井。

（6）保持配套器材的完备有效，无遮挡。

3.室内消火栓的维护管理。

室内消火栓箱内应经常保持清洁、干燥，防止锈蚀、碰伤或其他损坏，每半年至少
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维修，主要内容有：

（1）检查消火栓和消防卷盘供水闸阀是否渗漏水，若渗漏水及时更换密封圈。



（2）对消防水枪、消防水带、消防卷盘及其他配件进行检查，全部附件应齐全完好，
卷盘转动灵活。

（3）检查报警按钮、指示灯及控制线路，应功能正常，无故障。

（4）消防栓箱及箱内装配的部件外观无破损，涂层无脱落，箱门玻璃完好无损。

（5）对消火栓、供水阀门及消防卷盘等所有转动部位应定期加注润滑油。

4）供水管路的维护管理

室外阀门井中，进水管上的控制阀门应每个季度检查一次，核实其处于全开启状态。
系统上所有控制阀门均应采用铅封或链锁固定在开启或规定的状态，每月应对铅封。
锁链进行一次检查，当有破坏或破损时应及时修理更换。

（1）对管路进行外观检查，若有腐蚀、机械损伤等，应及时修复。

（2）检查阀门是否漏水，若有漏水，应及时修复。

（3）室内消火栓设备管路上的阀门为敞开阀，平时不得关闭，应检查其开启状态。

（4）检查管路德固定是否牢固，若有松动，应及时加固。



1）系统工作原理

    当系统的火灾探测器探测器探测到火灾后，自动启动雨淋报警阀组，同时发出火
灾报警信号给报警控制器，系统供水侧压力开关自动启动消防水泵，水通过供水管
网到达水雾碰头、水雾喷头喷水灭火。

2）灭火的适用范围

(1)固体火灾

水喷雾灭火系统适用于扑救固体物质火灾。

（2）可燃液体火灾

水喷雾灭火系统可用于扑救丙类液体火灾和饮料酒火灾，如燃油锅炉、发电机油箱、
可燃液体输油管道火灾等。

（3）电气火灾

水喷雾灭火系统的离心雾化喷头喷出的水雾具有良好的电绝缘性，因此可用于扑救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电缆隧道、电缆沟、电缆夹层等处发生的电气火灾。



    目前比较常用的气体灭火系统有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七氟丙烷灭火系统、IG541
混合气体灭火系统。

1）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是以二氧化碳作为介质的气体灭火系统，二氧化碳对燃烧具有良
好的窒息和冷却作用。

2）七氟丙烷灭火系统

七氟丙烷灭火系统是以七氟丙烷作为灭火介质的气体灭火系统。七氟丙烷灭火剂属
于卤代烷灭火剂系列，具有灭火能力强，灭火剂性能稳定的特点，不会破坏大气环
境，但七氟丙烷灭火剂及其分解物对人体有毒性危害，使用时应引起重视。

3）IG541混合气体灭火系统

IG541灭火系统是以氩气、氮气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作为灭火介质的灭火系统，由
于惰性气体是一种无毒，无色、无味、惰性不导电的纯“绿色”气体，故又称之为洁
净气体灭火系统。

目前这三类系统都可用于扑救电气火灾、固定表面火灾、液体火灾和灭火前能切断
气源的气体火灾。



  1）灭火器的分类

（1）按类型分可分为以下四种：水基型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洁
净气体灭火器。

（2）按构造分可分为手提式灭火器和推车式灭火器。

2）灭火器的适用范围

（1）A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

水基型（水雾、泡沫）灭火器、ABC干粉灭火器，都能用于有效扑救A类火灾。

（2）B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

发生B类火灾时，可使用水基型（水雾、泡沫）灭火器、BC干粉灭火器或ABC干粉
灭火器、洁净气体灭火器进行扑救。

（3）C类火灾（气体火灾）

发生C类火灾时，可使用干粉灭火器、水基型（水雾）灭火器，洁净气体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

（4）D类火灾（金属火灾）



  （5）E类火灾（带电火灾）

发生物体带点燃烧的火灾时，最好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或清洁气体灭火器进行扑救，
如果没有，也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水基型（水雾）灭火器进行扑救。但应注意的
是，当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电气火灾时，为了防止短路或触电，不得选用装有
金属喇叭喷筒的二氧化碳灭火器，如果电压超过600V，应先断电后灭火（600V以
上电压可能会击穿二氧化碳，使其导电，危害人身安全）。

（6）F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火灾）

此类火灾一般常发生厨房，常用的灭火器有BC类灭火器，水基型（水雾、泡沫）灭
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