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安全常用知识

全总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总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 1 -

消防安全常用知识

一、消防要点

1.“三近”

距起火点近的人员利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消防软管

等进行灭火。

距电话或火灾报警点近的员工向消防队和单位值班室

报警。

距安全通道或出口近的员工立即组织引导人员向安全

地点疏散。

2.“三要”

要熟悉自己所处的环境。

要遇事保持沉着冷静。

要警惕烟毒的侵害。

3.“三救”

选择逃生通道“自救”。

结绳下滑“自救”。

向外界“求救”。

4.“三不”

不乘坐普通电梯。

不要轻易跳楼。

不要贪恋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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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逃生原则”

1 分钟救火。

2 分钟逃生。

3 分钟每走一步要小心。

6.“四懂四会”

懂得火灾的危险性，会使用消防器材。

懂得预防火灾的措施，会报火警。

懂得扑救火灾的方法，会扑救初起火灾。

懂得逃生疏散的方法，会组织疏散逃生。

7.“三知四会一联通、处置要在 3 分钟”

三知：知道消防设施和器材位置、知道疏散通道和出口、

知道建筑布局和功能。

四会：会组织疏散人员、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穿戴防护

装备、会操作消防器材。

一联通：消防支队或大中队与微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

与队员要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8.“三清三关”

清走道：切勿在走道、楼梯拐角、地下室等处堆放杂物；

电动车不应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应保持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不在电缆井和电梯井

内堆放杂物。

清阳台：要及时清理阳台上的杂物，特别是纸箱、纸皮、

塑料等易燃物。长时间外出，要关闭门窗，以免火星飞入家

中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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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厨房：厨房是家庭用火最多的地方，清理厨房的重点

是让油、纸、布等可燃物远离炉灶等火源。同时要定期对抽

油烟机、燃气灶具进行油渍清理。

关门窗：离开家时请关闭窗户，近年来因为燃放烟花爆

竹通过窗户窜进室内引发火灾的案例屡见不鲜。

关电源：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给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居民一定要注意使用时间和使用方法，

不用时立刻拔掉电源。

关燃气：用气后及时将气源关闭，不擅自改变燃气管路，

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漏气等火灾隐患。

9.电动自行车 6 个“决不允许”

决不允许生产、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

决不允许从非法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瓶。

决不允许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

决不允许在不合规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

决不允许电动自行车在室内公共空间停放、充电。

决不允许物业管理单位放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

电。

10.“十查一询问”工作法

查消防器材/设施：应配备消防应急照明、灭火器，尤其

是在经常使用明火的部位附近配备灭火器材，配备室内消火

栓的不应遮挡或挪作它用。

查明火：严禁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燃放各种型号的烟

火（含冷烟花）使用明火时应与周围可燃、易燃物保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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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有条件的采取分隔措施。

查用电：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严禁一个插座

上连接多个大功率用电器具，大功率电热设备周围严禁堆放

可燃物。严禁私自改动电气线路，安装的电气线路应远离高

温环境，金属导线不应裸露，外皮不应老化或破损，沿可燃

物敷设时应采取穿金属管或难燃材料的 PVC 塑料管等防火保

护措施。

查用油：严禁私自存放汽油、乙醇、香蕉水等易燃液体，

确系生产经营需要的，应安全使用，单独存放。

查电器：场所内使用的设备特别是大功率用电设备应定

期检查，及时消除设备老化、带病运转、超使用年限使用等

隐患。

查用气：燃气灶具不应放置在可燃物上，燃气管道的敷

设应避开高温环境，厨房燃气管道应定期检测，防止泄露；

储气钢瓶和灶具在不使用时应及时关闭阀门、开关。

查装饰装修材料：严禁使用易燃材料，尽量避免使用可

燃材料装修、装饰。

查疏散：查看是否悬挂、张贴疏散指标标识，疏散通道

是否畅通、合理，门窗是否便于逃生。

查“三合一”现象：严禁场所内存在生产、经营、储存、

住宿“三合一”现象。

查标识、标牌：查看是否在重点部位张贴、悬挂禁烟、

禁火等警示标识标语或标牌。

一询问：询问从业人员是否掌握火灾报警、初起火灾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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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引导人员疏散、逃生自救等消防常识。

二、火灾分类

火灾根据可燃物的类型和燃烧特性，分为 A、B、C、D、

E、F 六大类。

A 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质通常具有有机物质

性质，一般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如木材、干草、煤

炭、棉、毛、麻、纸张等火灾。

B 类火灾：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柴

油、原油、甲醇乙醇、沥青、石蜡、塑料等火灾。

C 类火灾：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气体火灾。

D 类火灾：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铝镁合金等火灾。

E 类火灾：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F 类火灾：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三、火灾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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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重大火灾：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

伤，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重大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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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

失的火灾。

较大火灾：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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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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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损失的火灾。

一般火灾：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

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注：“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四、燃烧要素

可燃物：凡是能与空气中的氧或其他氧化剂起化学反应

的物质，均称为可燃物，如木材、氢气、汽油、煤炭、纸张、

硫等。

助燃物（氧化剂）：凡是与可燃物结合能导致和支持燃

烧的物质，称为助燃物，如广泛存在于空气中的氧气。普通

意义上，可燃物的燃烧均是指在空气中进行的燃烧。在一定

条件下，各种不同的可燃物发生燃烧均有本身固定的最低氧

含量要求，氧含量过低，即使其他必要条件已经具备，燃烧

仍不会发生。

引火源（温度）：凡是能引起物质燃烧的点燃能源，统

称为引火源。在特定条件下，各种不同可燃物只有达到一定

能量才能引起燃烧。

燃点：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应用外部热源使物质表面

起火并持续燃烧一定时间所需的最低温度称为燃点。

五、常见引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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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火：明火是指生产、生活中的炉火、烛火、焊接火、

吸烟火，撞击、摩擦打火，机动车辆排气管火星、飞火等。

电弧、电火花：电弧、电火花是指电气设备、电气线路、

电气开关及漏电打火，电话、手机等通信工具火花，静电火

花（物体静电放电、人体衣物静电打火、人体积聚静电对物

体放电打火）等。

雷击：雷击瞬间高压放电能引燃任何可燃物。

高温：是指高温加热、烘烤、积热不散、机械设备故障

发热、摩擦发热聚焦发热等。

自燃引火源：是指在既无明火又无外来热源的情况下，

物质本身自行发热、燃烧起火，如白磷、烷基铝在空气中会

自行起火；钾、钠等金属遇水着火；易燃、可燃物质与氧化

剂、过氧化物接触起火等。

六、建筑火灾蔓延

建筑物内火灾蔓延，是通过热传播进行的，其形式与起

火点、建筑材料、物质的燃烧性能和可燃物的数量等因素有

关。在火场上燃烧物质所放出的热能，通常是以传导、辐射

和对流三种方式传播，并影响火势蔓延扩大。

热传导：又称导热，属于接触传热，是连续介质就地传

递热量而又没有各部分之间相对的宏观位移的一种传热方

式。固体、液体和气体物质都有这种传热性能，其中以固体

物质为最强，气体物质最弱。

热对流：由于流体之间的宏观位移所产生的运动，叫做

对流。通过对流形式来传播热能的，只有气体和液体，分别



- 8 -

叫做气体对流和液体对流。

热辐射：以电磁波传递热量的现象，叫做热辐射。无论

是固体、液体和气体，都能把热量以电磁波（辐射能）的方

式辐射出去，也能吸收别的物体辐射出的电磁波而转变成热

能。火场上的火焰、烟雾都能辐射热能辐射热能的强弱取决

于燃烧物质的热值和火焰温度。物质热值越大，火焰温度越

高，热辐射也越强。

七、建筑火灾烟气

建筑发生火灾时，烟气流动的方向通常是火势蔓延的一

个主要方向。一般，500℃以上热烟所到之处，遇到的可燃物

都有可能被引燃起火。

烟气的扩散路线：建筑火灾中产生的高温烟气，其密度

比冷空气小，由于浮力作用向上升起，遇到水平楼板或顶棚

时，改为水平方向继续流动这就形成了烟气的水平扩散。这

时，如果高温烟气的温度不降低的话那么上层将是高温烟

气，而下层是常温空气，形成明显的分离的两个层流流动。

烟气流动的驱动力：烟气流动的驱动力包括室内外温差

引起的烟肉效应、外界风的作用、通风空调系统的影响等。

烟气蔓延的途径：火灾时，建筑内烟气呈水平流动和垂

直流动。蔓延的途径主要有：内墙门、洞口，外墙门、窗口，

房间隔墙，空心结构，闷顶，楼梯间，各种竖井管道，楼板

上的孔洞及穿越楼板、墙壁的管线和缝隙等。

造成蔓延的主要原因有：未设有效的防火分区，火灾在

未受限制的条件下蔓延；洞口处的分隔处理不完善，火灾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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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防火分隔区域蔓延；防火隔墙和房间隔墙未砌至顶板，火

灾在吊顶内部空间蔓延；采用可燃构件与装饰物，火灾通过

可燃的隔墙、吊顶、地毯等蔓延。

八、烟气危害

统计资料表明，火灾中死亡人员中的大约 75%是由于吸

入毒性气体而致死的。燃烧产物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成分，如

CO、HCN、SO2、NO2等。这些气体均对人体有不同程度的危害。

常见的有害气体的来源、生理作用及致死浓度见表：

九、防火基本方法

预防火灾发生的基本方法应从限制燃烧的三个基本条

件入于，并避免它们相互作用：

控制可燃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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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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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可燃物质（通常指可燃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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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燃物与化学性质相抵触的其他物品隔离保

存，并防止“跑、冒、滴”等。

隔绝助燃物：对于一些易燃物品，可采取隔绝空气的方

法来储存，如铀存于煤油中、磷存于水中、二硫化碳用水封

存放等。在有的生产、施工环节，可以通过在设备容器中充

装惰性介质保护的方式来隔绝助燃物,如水入电石式乙炔发

生器在加料后，用性介质氨气吹扫，燃料容器在检修焊补（动

火）前，用惰性介质置换等。

控制引火源：在多数场合，可燃物在生产、生活中的存

在不可避免，作为最常见助燃物的氧气也几乎无处不在，所

以防火防爆技术的重点应是对引火源的控制。在生产加工过

程中，各类必要的热能源即可能成为导致火灾发生的引火

源，故须采取合理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来加以控制既要保

证安全生产的需要，又要设法避免引起火灾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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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和静电消除设备、接地避雷、设置火星熄灭装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