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燃烧的条件

   （1）  燃烧的必要条件：可燃物、助燃物（氧化剂）和引火

源（温度）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燃烧的两个特征：

    新物质的产生；

    燃烧过程中伴随着发光发热现象。



1.1 燃烧的条件

 （2） 燃烧的其它条件：

    可燃物应具备一定的数量和浓度；

    必须提供足够的助燃物；

    引火源还应具备一定的温度和足

够的能量。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2 燃烧的类型

   （1） 闪燃：可燃物表面挥发的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火发

生一闪即灭的现象，发生闪燃的最低温度叫闪点。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2 燃烧的类型

       （2）阴燃：一种没有明火的缓慢燃烧现象，是可燃固体由

于供氧不足而形成的一种缓慢氧化反应。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2 燃烧的类型

        3. 自燃：可燃物在无外界火花、明火等火源的作用下，因

受热或自身发热而积热不散引起的燃烧。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2 燃烧的类型

        3. 自燃：

      受热自燃：可燃物质在外部热源的作用下温度升高，当达到

其自燃点着火燃烧。

      自热自燃：可燃物质由于自身的化学反应、物理或生物作用

等产生大量的热，热量聚集使温度升高至自燃点而发生自行燃烧

的现象。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2 燃烧的类型

        4. 着火：可燃物在空气中与火源接触引起燃烧，移去火源

后仍能持续燃烧的现象。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3 燃烧的产物和危害

      烟雾、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二氧化氮和其他氮的

氧化物、二氧化硫和氰化氢等。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3 燃烧的产物和危害

      烟雾、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氯化氢、二氧化氮和其他氮的

氧化物、二氧化硫和氰化氢等。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4 爆炸

   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能量，产生高温，并放出大量气

体，在周围介质中造成高压的化学反应或状态变化，同时破坏性

极强。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4 爆炸

   物理爆炸、核爆炸和化学爆炸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4 爆炸

   轻爆：10cm-m/s

   爆燃：10-1km/s

   爆轰：1km-    /s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4 爆炸

  初始温度、含氧量、压力、

惰性气体含量、火源强度、

容器。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1.5防爆的基本措施

 ●防止形成燃爆的介质。可以用通风的办法来降低燃爆物质的浓

度，使它达不到爆炸极限；也可以用不燃或难燃物质来代替易燃物

质。例如用水质清洗剂来代替汽油清洗零件。另外，也可采用限制

可燃物的使用量和存放量的措施，使其达不到燃烧、爆炸的危险限

度。

●防止产生着火源，使火灾、爆炸不具备发生的条件。应严格控

制以下8种着火源，即冲击摩擦、明火、高温表面、自燃发热、绝

热压缩、电火花、静电火花、光热射线等。

●安装防火防爆安全装置。例如阻火器、防爆片、防爆窗、阻火

闸门以及安全阀等。

一、燃烧和爆炸的基本知识



2.1 火灾的特点

 严重性、突发性、复杂性

四个阶段：初期阶段、发展阶段、猛烈阶段和熄灭阶段

二、火灾的特点和分布



2.2 火灾的分类

二、火灾的特点和分布

    C类火灾：指可燃气体火灾。如煤气、天然气、甲烷、乙烷、丙烷、氢
气等火灾。这类火灾可选用干粉灭火器、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不能使用水型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

    D类火灾：指金属火灾。如钾、钠、镁、铝镁合金等火灾。目前这一类
火灾还没有有效灭火器。（沙土）

    E类火灾：指带电物体燃烧的火灾。可选用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
火器和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A类火灾：指固定物质火灾，这种物质往往具有有机物性质，一般在
燃烧时能产生灼热的余烬。如木材、棉毛、麻、纸张火灾等。这类火灾
可选用清水灭火器、酸碱灭火器、化学泡沫灭火器、磷盐干粉灭火器、
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火器。不能使用钠盐干粉灭火器和二氧化碳
灭火器。

    B类火灾：指液体火灾和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汽油、煤油、柴
油、原油、甲醇、乙醇、沥青、石蜡等火灾。这类火灾可选用干粉灭火器、
卤代烷1211灭火器、1301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泡沫灭火器只适用于
油类火灾，而不适用于极性溶剂火灾。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措施

1.控制可燃物

     具体措施：难燃或不然材料代替可燃材料、排风或通

风降低可燃气体、蒸汽和粉尘在空气中的浓度、控制危化

品的存量，分类存放等。

2.隔绝空气

     具体措施有：使用易燃易爆试剂的实验时可在密封的

设备中进行；对某些异常危险的实验，可充装惰性气体保

护；可隔绝空气储存某些危险化学品，如金属钠存于煤油

中，黄磷存于水中等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灭火的基本措施

3.清除火源

可采取隔离或远离火源、大型仪器接地、高层建筑避雷等

措施，防止可燃物遇明火或温度升高而引起火灾

4.阻止火势或爆炸波的蔓延

为阻止火势、爆炸蔓延，就要防止新的燃烧条件形成。常

用的措施有：在可燃气体管路上安装阻火器、水封；在压

力容器、设备上安装防爆膜、安全阀；在建筑物之间留有

防火间距，筑防火墙；在建筑物内安装防火门，设防火分

区等。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1.冷却法

     它是根据可燃物质发生燃烧时必须达到一定温度个条

件，将灭火剂直接喷洒在燃烧物表面，使可燃物质的表面

温度降低到燃点以下，从而使燃烧停止。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2.窒息法

     减少燃烧区域的含氧量，阻止空气流入燃烧区或用不

燃烧物质冲淡空气，使火焰熄灭。例如，用不燃或难燃的

灭火毯、湿棉被等捂盖燃烧物；用沙土埋没燃烧物；向燃

烧物上喷射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封闭已着火的建筑物

或设备的空间等。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2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3.隔离法

     使燃烧物与未燃烧物分离，限制燃烧范围。例，将燃

烧区域附近的可燃、易燃、易爆物搬走；关闭可燃气体、

液体的管路阀门，减少和阻止可燃物进入燃烧区；堵截流

散的燃烧液体；拆除与火源毗连的易燃建筑和设备。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2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4.抑制法

     将化学灭火剂喷至燃烧物表面，使燃烧过程中的游离

基(自由基)消失，抑制或终止使燃烧得以持续和扩展的链式

反应，从而使燃烧减弱或停止。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1 预防火灾的基本方法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3 发生火灾后应采取的措施

   火灾发生后，应在向消防部门报警的同时，及时通知相

邻房间的人员撤离，在确保自己能安全撤离的情况下，采

取正确的灭火方法和选用适当的灭火器材积极进行扑救。   

     常用的方法有：移走火点附近的可燃物；关闭室内电

闸以及各种气体阀门；对密封条件较好的小面积室内火灾，

在未做好灭火准备前应先关闭门窗，以阻止新鲜空气进入，

防止火灾蔓延；尽可能将受到火势威胁的易燃易爆化学危

险品、压力容器等危险物质转移到安全地带；根据火灾的

性质、类别选用如灭火器、消火栓等相应的灭火器材进行

灭火等。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3 发生火灾后应采取的措施

   保卫处消防科：0357-2051110， 2051119

    火警：119

     急救：120

     内容：起火单位、地址、燃烧部位和物品类别、电话

号码。

     路口醒目位置接应消防人员或消防车进入火场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4 安全疏散和逃生自救

    安全疏教是指发生大灾时现场人

员及时撤离建筑物并到达安全地点的

过程。听从指挥，疏散人员应保持冷

静，不要乱跑或盲目随从别人，应辨

清着火源方位和有毒烟雾流动方向,尽

可能是开烟雾浓度高的区域，向火场

上风处进行硫散。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4 安全疏散和逃生自救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4 安全疏散和逃生自救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4 安全疏散和逃生自救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4 安全疏散和逃生自救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3.5 火灾现场的保护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火灾现场是查证火灾原因提取痕

迹物证的重要场所。保护好火灾现场

能够为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做好火灾调

查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消防法》第51条规定：火灾扑灭

后，发生火灾的单位和相关人员应当

按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要求保护现

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与火灾

有关的情况。



3.5 火灾现场的保护

三、火灾的预防措施和火险扑救

    人人都有保护火灾现场的义务。火灾扑救中

应注意保护火灾现场。应将扑救火灾的过程也视

为火灾现场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火势被控制后

扑灭残火时或者对火场实行检查时，不宜用直流

水直射重点保护区，以尽量避免破坏现场或者移

动物证。在检查火灾现场时，应尽量不移动室内

物品及电器（开关、电闸）、机器设备，防止踩

踏破坏物品，对可能盛有危险品的容器不宜随便

触摸和挪动，以免破坏上面可能留有的指纹痕迹。

当灭火过程中所使用的动力设备（如链锯、便携

式发动机以及手抬机动泵等）需要加油时应在火

场以外的地点进行，防止溢出的汽油污染作为物

证的危险品。



4.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4.2消防栓系统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4.3 自动灭火系统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1.干粉灭火器

        ABC灭火器主要成分：磷酸二氢铵

        BC灭火器主要成分：碳酸氢钠

        干粉灭火作用：

         一是靠干粉中的无机盐的挥发性分解物，与燃烧过程中

燃料所产生的自由基或活性基团发生化学抑制和负催化作用，

使燃烧的链反应中断而灭火；二是靠干粉的粉末落在可燃物表

面外，发生化学反应，并在高温作用下形成一层玻璃状覆盖层，

从而隔绝氧，进而窒息灭火。另外，还有部分稀释氧和冷却作

用。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1.干粉灭火器

        实用范围：

    ＡＢＣ灭火器：A类火灾、Ｂ类火灾、Ｃ类火灾

C类火灾、Ｅ类火灾和Ｆ类火灾。

　ＢＣ灭火器：Ｂ类火灾、Ｃ类火灾、

Ｅ类火灾和Ｆ类火灾。

　　特点：

　　效率高、速度快；对人畜低毒，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小。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2.二氧化碳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作用：

         窒息灭火，二氧化碳浓度达到30-35%

或氧气含量低于12%，大多数燃烧会停止；

冷却作用。

          实用范围：Ｂ类火灾、Ｃ类火灾、

Ｅ类火灾和Ｆ类火灾。

          特点：灭火速度快，无腐蚀性，灭火不留痕接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3.泡沫灭火器

       空气泡沫、化学泡沫灭火剂 

    实用范围：

    A类火灾、Ｂ类火灾。

　特点：

　洁净环保：洁净水和添加环保型泡沫灭火剂，灭火时无毒、

无味、无粉尘等残留物；

 使用方便：在灭火过程中喷射出的水雾能见度高、能够降低

火场中的烟气含量和毒性，有利于人员疏散和消防人员灭火。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4.六氟丙烷灭火器

    主要成分： 

     1，1，1，3，3，3-六氟丙烷 

     窒息灭火     

    实用范围：

      A类火灾、Ｂ类火灾、Ｃ类火灾

C类火灾、Ｅ类火灾和Ｆ类火灾。

　特点：

　无色、无味、清洁、低毒、电绝缘性好、对人无害。



4.4 灭火器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5.水基型灭火器

      主要成分：水 

      冷却灭火、窒息灭火

     实用范围：

      A类火灾。

　  特点：

       无色、无味、无污染。



4.5 灭火器设置要求

四、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

   走廊、通道、门厅、房屋出入口等

明显位置；防湿、防寒、防晒；铭牌

朝外；无视线障碍，方便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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