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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種類

天災

風災

水災

土石流

地震

海嘯

人禍

火災

核化災

傳染病

戰爭



案例一

台中衛爾康西餐廳(1995.2.15  19:20)

傷亡人數: 64死 11傷

財物損失: 1000萬元

原因:

管理不善

單一出口

強化玻璃

裝潢材料易燃

缺乏員工自衛消防編組訓練



案例二
台中市夏威夷三溫暖(1996.2.17 20:00)

傷亡人數:17死 1傷

原因:

單一逃生樓梯

警報設備未發生作用

通報延誤

裝潢材料易燃

廣告物遮蔽開口

頂樓加蓋鐵皮屋

員工未經編組訓練









火災之危害

氧氣耗盡

– 21%, 17%, 10~14%, 6~8%
火焰

– 66 oC or 3W/cm2

煙

– CO , HCN, HS
高溫

– 150 oC
黑暗–



動線規劃考慮層面
至少兩個逃生路線和出口

人員避難要素分析

-- 時間步行速度

-- 收容人數

-- 收容人員特性

防火區隔

--水平方向、垂直方向

防火避難設施

--標示、照明、緩降機、避難平臺

搬運之輔助工具

會合地點

救援人員進入之路線



安全疏散設計的原則
安全疏散設計是以建築內的人應該能夠脫離火

災危險並獨立地步行到安全地帶為原則。這是透
過採取防止火災蔓延和保護消防安全通道等防火
措施來實現的。

安全疏散方法應保證在任何時間、任何位置的
人員都能自由地無障礙地進行疏散,並在一定程
度上保證行動不便的人具有足夠的安全度。



安全疏散的基本必要條件

妥善的疏散計畫

確保安全的避難場所

保證安全的疏散通道

限制使用嚴重影響疏散的建築材料。



火災發展與人員安全疏散的時間關係

從火災發生到人員全部疏散為止, 總疏散時間為:
Tcvacuate = Tdct + Tresponse + Ttravel (1)

人員安全疏散的評價標準:
Tfire > Tcvacuate = Tdet + Tresponse + Ttravel (2)

Tfire : 火災發展到對人構成危險所需的時間

Tevacuate  : 人員疏散到安全場所需要的時間

Tdet : 火災探測報警這段時間

Tresponse : 人員在疏散之前作火災確認與製定行動決策的這
段時間

Ttravel  : 人員從疏散開始走出房間、透過走道、樓梯間、安
全到達安全區域這段時間



影響人員疏散行動時間的主要原素
建築物特性:建築物的架構、佈局是否合
理,疏散標誌及事故照明系統能否有效地引導
人員疏散,直接影響人員疏散的時間和效果。

火災特性:火災時產生大量的高溫煙氣及有害
氣體直接影響人員疏散。高溫輻射、煙氣和毒
性氣體對人體的傷害及煙氣造成能見度的降
低,都會影響人員的疏散,並造成人們的恐慌
心理。火災也可能侵犯疏散通道,造成疏散困
難。

人員特性:包括對建築物的熟悉程度,人員的
身體條件及行為特徵,人員的數量、組成及分
佈等。



一般避難引導時機之判斷基準

全棟建築物人員均
應避難

室內消防栓無法滅
火之狀況

全棟建築物人員均
應避難

起火層以上樓層均
應避難

滅火器無法滅火或
以室內消防栓無法
滅火之時

起火層、直上層及
地下層之人員全數
避難

起火層及直上層應
立即避難

證實為火災

起火層為一樓(避難
層)或地下層時

起火層為地上二層
以上時

起火層

火災狀況



火災發生之際，是否應立即進行避難，
依災害規模之大小、遠近等條件而異。
避難引導員之言語及行動，對處於火煙
侵襲下恐慌無助之人員，其影響非常深
遠，因此，每個避難引導員所作的初期
指示及行動，將是決定整體避難引導活
動成敗之關鍵。

避難引導要點



避難引導要點(續一)
各單位之避難引導員應於平時熟知本院避難逃生路線、
單位內人員名冊、數量、使用化學物品等資料。

避難引導與初期滅火應併行，但除非火災之規模不大，
可用滅火器撲滅者外，應以避難引導為優先。滅火活
動則委由後續前來支援之隊員，甚至等待避難引導之
後再行實施。

儘可能使用安全梯等較安全且可供多數人避難之設施。
在無其他避難方法下，才考慮使用緩降機等避難器具。

避難者人數眾多時，應速將人員疏散，以防止混亂。



因火煙之侵襲，致樓梯無法使用，或短時間內無法將在
場人員移動至安全處所時，應採取下列措施：

1.將人員引導至救難人員可以救助的陽台等暫時安全之
場所，並揮動布條求救。

2.運用附近之避難設備進行避難。

3.無法走出廊時，應速將出入口之門緊閉，防止煙霧流
入，等待消防救助，並由窗口揮動布條 求救（夜間
使用手電筒）。內線電話尚可通話者，應立即將人員、
狀況、位置等告知救難人員。

避難引導要點(續二)



避難引導員撤退時，應先確認是否尚有人未逃生。

撤退至人員集中地點後（統一集合地為對面停車場），
避難引導員應填寫人數清點單，並交付緊急應變小組
中通報聯絡組人員。

避難引導員應將避難層樓梯之出入口、門事先開放，
並至出口大聲呼喊，協助人員逃生。

避難引導要點(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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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器具

緩降機

救助袋

安全梯

防火門

避難平台

排煙設備

緊急照明燈

出口指示燈

消防栓

滅火器



有災害發生之際，進行有效疏散避難，大幅降低人員傷亡



資訊通訊輔助

電腦模擬逃生路線及計算逃生時間

RFID



火災模擬程式

顯示現今火災模擬程式（火焰、煙、避難、

逃生）的模擬結果。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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