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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消防理论知识 

第一节  燃烧条件及分类 

一、燃烧的条件 

燃烧是指可燃物与氧化剂作用发生的放热反应，通常伴有火焰、发光和（或）发

烟现象。燃烧可分为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燃烧的发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

件，即可燃物、助燃物（氧化剂）和引火源（温度）。当燃烧发生时，上述三个条件

必须同时具备，如果有一个条件不具备，那么燃烧就不会发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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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物按其化学组成，分为无机可燃物和有机可燃

物两大类；按其所处的状态，又可分为可燃固体、可燃液体和可燃气体三大类。 

（二）助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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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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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各种不同的可

燃物只有达到一定能量才能引起燃烧。常见的引火源有下列几种： 

（1）明火。（2）电弧、电火花。（3）雷击。（4）高温。（5）自燃引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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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链式反应自由基 

自由基是一种高度活泼的化学基团，能与其他自由基和分子起反应，从而使燃烧

按链式反应的形式扩展，也称游离基。 

研究表明，多数燃烧反应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自由基团和原子这些中间产

物瞬间进行的循环链式反应。自由基的链式反应是这些燃烧反应的实质，光和热是燃

烧过程中的物理现象。 

因此，完整地论述，大部分燃烧发生和发展需要四个必要条件，即可燃物、助燃

物（氧化剂）、引火源（温度）和链式反应自由基。 

二、燃烧的分类 

燃烧按燃烧物形态分为气体燃烧、液体燃烧和固体燃烧。 

（一）气体燃烧 

可燃气体的燃烧所需热量仅用于氧化或分解，或者将气体加热到燃点，因此容易

燃烧且燃烧速度快。根据燃烧前可燃气体与氧混合状况不同，其燃烧方式分为扩散燃

烧和预混燃烧。 

（二）液体燃烧 

易燃、可燃液体在燃烧过程中，并不是液体本身在燃烧，而是液体受热时蒸发出

来的液体蒸气被分解、氧化达到燃点而燃烧，即蒸发燃烧。可燃液体会产生闪燃现象。 

在含有水分、黏度较大的重质石油产品，如原油、重油、沥青油等燃烧时，沸腾

的水蒸气带着燃烧的油向空中飞溅，这种现象称为扬沸（沸溢和喷溅）。 

（三）固体燃料 

根据各类可燃固体的燃烧方式和燃烧特性，固体燃烧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五种，其

燃烧各有特点。 



 

3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中公教育学员专用资料 报名专线：400-6300-999 

1.蒸发燃烧 

硫、磷、钾、钠、蜡烛、松香、沥青等可燃固体，在受到火源加热时，先熔融蒸

发，随后蒸气与氧气发生燃烧反应，这种形式的燃烧一般称为蒸发燃烧。 

2.表面燃烧 

可燃固体（如木炭、焦炭、铁、铜等）的燃烧反应是在其表面由氧和物质直接作

用而发生的，称为表面燃烧。 

3.分解燃烧 

可燃固体，如木材、煤、合成塑料等，在受到火源加热时，先发生热分解，随后

与氧发生燃烧反应，这种形式的燃烧一般称为分解燃烧。 

4.熏烟燃烧（阴燃） 

可燃固体在空气不流通、加热温度较低、分解出的可燃挥发分较少或逸散较快、

含水分较多等条件下，往往发生只冒烟而无火焰的燃烧现象，这就是熏烟燃烧，又称

阴燃。 

5.动力燃烧（爆炸） 

三、火灾的定义和分类 

（一）火灾的分类 

1.按照燃烧对象的性质分类 

按照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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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例如煤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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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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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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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火灾事故所造成的灾害损失程度分类 

依据国务院 2007 年 4 月 9 日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处理条例》（国务

院令 493 号）中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等级标准，消防部门将火灾相应地分为特别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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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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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3）较大火灾是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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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的原理 

（1）冷却灭火：可燃物一旦达到着火点，即会燃烧或持续燃烧。在一定条件下，

将可燃物的温度降到着火点以下，燃烧即会停止。 

（2）隔离灭火：在燃烧三要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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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物的燃烧是氧化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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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抑制灭火的灭火剂常

见的有干粉和七氟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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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消防法律法规知识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一、关于消防工作的方针、原则和责任制 

（一）“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 

（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 

（三）“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二、关于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 

（1）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

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2）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

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3）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

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4）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5）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6）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履行单位消防安全职责外，还应履行特殊的消防安全职责： 

（1）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2）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3）实行每日防火巡査，并建立巡查记录。 

（4）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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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消防业务知识 

第一节  建筑防火设计规范 

一、民用建筑的防火间距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2-4-4 的规定，与其他建筑的防火间距除应

符合本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规范的相关规定。 

表 2-4-4 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   （单位：m） 

建筑类别 
高层民用建筑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一、二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高层民用建筑 一、二级 13 9 11 14 

裙房和其他民用建筑 

一、二级 9 6 7 9 

三级 11 7 8 10 

四级 14 9 10 12 

在执行表 2-4-4 的规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相邻两座单、多层建筑，当相邻外墙为不燃性墙体且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

每面外墙上无防火保护的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且面积之和不大于该外墙面积的 5％

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规定减少 25％。 

（2）两座建筑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高出相邻较低一座一、二级耐火等级

建筑的屋面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可不限。 

（3）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

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其防火间距可不限。 

（4）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屋顶无天窗且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对

于高层建筑，不应小于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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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灭火设施及器材 

一、干粉灭火剂 

（一）灭火机理 

（1）化学抑制作用：干粉灭火剂的灭火组分是燃烧的非活性物质，当把干粉灭火

剂加入到燃烧区与火焰混合后，干粉粉末会吸附火焰中的自由基，大量消耗维持燃烧

连锁反应的关键自由基·OH 和·H，使燃烧的链反应中断，最终使火焰熄灭。 

（2）隔离作用：干粉灭火剂的固体粉末喷出后会覆盖在燃烧物表面，形成一层隔

离层，阻断燃烧物与外界空气的接触。当粉末覆盖达到一定厚度时，还可以起到防止

复燃的作用。 

（3）冷却作用：干粉灭火剂的固体粉末在髙温下会放出结晶水或发生分解，这些

都属于吸热反应，能有效降低燃烧反应区的温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燃烧。 

（二）适用范围 

干粉灭火剂主要使用于扑救各种可燃、易燃液体火灾，气体火灾和一般带电设备

火灾。磷酸铵盐类干粉灭火剂还可用于扑救木材、纸张等 A 类固体可燃物火灾。干粉

灭火剂灭火速度快，但易复燃。 

二、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的操作使用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使用时，应手提灭火器的提把，迅速赶到火场，在距离起火点

5m 左右处，放下灭火器。使用前先把灭火器上下颠倒几次（新灭火器则不需要）。

然后拔下保险销，一只手握住喷嘴，另一只手用力按下压把，将从喷嘴喷射出的干粉

喷射到火焰根部。随着射程缩短，应走近燃烧物，或围绕燃烧物灭火，提高灭火效果。

干粉灭火器在喷粉灭火过程中应始终保持直立状态，不能横卧或颠倒使用，否则不利

于喷粉。在室外使用时注意占据上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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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防安全检查基础知识 

第一节  单位的消防安全检查 

一、单位的防火巡查的频次及要求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进行每日防火巡查，并确定巡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

次。其他单位可以根据需要组织防火巡查。 

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的防火巡查应当至少每 2 小时一次；营业结束时应当对

营业现场进行检查，消除遗留火种。医院、养老院、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应当加强夜间防火巡查，其他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可以结合实际组织夜间防火巡查。 

第二节  火灾隐患的认定及整改 

一、火灾隐患的分级 

根据不安全因素引发火灾的可能性大小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的不同，火灾隐患

可分为一般火灾隐患和重大火灾隐患。 

（一）一般火灾隐患 

一般火灾隐患是指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有引发火灾的可能，且发生火灾会造成一定

的危害后果，但危害后果不严重。 

（二）重大火灾隐患 

重大火灾隐患是指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可能导致火灾发生或火灾危害增大，并由

此可能造成特大火灾事故后果和严重社会影响的各类潜在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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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消防常识 

一、消防法规知识 

1.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现场工作人员应履行那些义务？ 

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该公共场所的现场工作人员有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的义务。

因为公共场所人员集中，一但发生火灾，如果现场工作人员不利用对场所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以及建筑消防设施、器材等情况熟悉的优势积极疏散在场群众，自顾逃生，

在场群众由于缺乏引导，造成惊慌和混乱，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所以，再

法律上规定，公共场所工作人员有义务组织、引导在场群众进行有序的疏散是十分必

要的。 

二、防火知识 

（一）燃气防火 

1.煤气灶的哪些部位容易漏气？ 

为了防止煤气爆炸，首先要防止煤气灶具漏气。最容易发生漏气的部位有：煤气

表外壳，煤气管线上的各个连接点，气嘴旋塞，胶管等处。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检查，

及时修理。 

防止煤气漏出，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煤气漏出而引起火灾，造成人身伤亡，

也屡有发生，要引以为戒。 

2.天然气系统漏气怎么办？ 

天然气漏气是十分危险的，当闻到有臭鸡蛋味或汽油味时表明有漏气的地方。此

时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能动火，不能开关电门，不能吸烟或用铁器互相敲打，总之防

止一切火花产生。此时应立即打开厨房门窗进行自然通风（此时不可打开排风扇强制

通风）以降低厨房内渗漏的天然气浓度，同时用肥皂水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进行实验。

实验地方若产生气泡，表明此处漏气，此时应首先关闭进气阀门。漏气点无法自行修

理时，应立即通知天然气管理部门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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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然气系统检漏决不允许使用火柴点火的方法检查，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其后

果不堪设想。 

（二）建筑防火知识 

1.学校的普通教室防火规范要求？ 

（1）作为教室的建筑，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耐火等级不应低于

三级；如因条件而低于三级耐火等级建筑时，层次不应超过一层，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600 ㎡。（2）教室距离甲、乙类的生产厂房，甲、乙类的物品仓库以及具有火灾爆炸

危险较大的独立实验室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25m。（3）课堂上用于实验或演化的化

学危险物品应严格控制用量，用后应立即清出，不得在教室内存放。（4）容纳人数超

过 50 人的教室，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两个，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不得设置门槛。

（5）教学楼的建筑高度超过 24 米或 10 层以上的应严格执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中的规定。属于多层建筑的教学楼超过 5 层时也宜设置封闭式楼梯间。 

三、灭火常识 

（一）建筑灭火 

1.住楼房着火怎么办？ 

（1）楼房着火，人们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2）要按顺序进行疏散，不要乱挤乱拥，要让老人和小孩优先下楼，但不要乘电

梯。 

（3）若楼道被烟火封住，难以通行，人们应回到室内，向窗外挂醒目标志，晚上

可用手电向窗外照射。关闭门窗，堵死进烟孔洞，向门窗上泼些冷水，或用湿棉被等

物将进烟的地方堵死，等待来人营救。自己确有把握，可用绳索自救，千万不能跳楼。 

（4）不了解火场情况，不能盲目往外冲。 

（二）燃气灭火 

1.煤气着火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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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使用煤气灶，不慎失火，首先应该迅速果断关闭气源，然后再用干粉灭火剂

进行灭火。关闭煤气阀门的方法，可采取液化石油气瓶着火关闭角阀的方法。 

2.液化石油气着火怎么办？ 

在日常使用液化石油气的过程中，不慎着火，应立即关闭液化石油气瓶上的角阀，

切断漏气的气源，火焰会很快熄灭，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正在着火时，关闭角阀

不会引起回火造成气瓶爆炸。关闭角阀时一定注意不要把气瓶弄倒，否则会发生意外。 

气瓶着火时，可以手拿干粉灭火剂，顺着火焰喷出的方向撒干粉灭火剂，这样连

续撒几次，火焰即可熄灭。火熄灭后应迅速关上气瓶上的角阀，若不关闭角阀还会有

起火的危险。 

（三）电器灭火 

1.电视机着火怎么办呢？ 

（1）首先拔掉电源插头。 

（2）用厚棉被将电视机盖上，不能用化纤织物盖，以防引燃。 

可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3）灭火时，人应从电视机侧面靠近电视机，以预防显像管爆炸。 

（4）如果灭不了火，应立即报告消防队。 

2.电脑着火怎么办 

电脑开始冒烟或起火时，马上拔掉插头或关掉总开关，然后用湿地毯或棉被等盖

住电脑，这样既能阻止烟火蔓延，也可挡住荧光屏的玻璃碎片。 

切勿向失火电脑泼水，既使已关掉的电脑也是这样，因为温度突然降下来会使炽

热的显象管爆裂。此外，电脑内仍有剩余电流，泼水可能引起触电。 

切勿揭起覆盖物观看，灭火时，为防止显像管爆炸伤人，只能从侧面或后面接近

电脑。 

四、火场逃生知识 

1.发生火灾时人被困在室内怎样呼救？ 

发生火灾，情况复杂，人被围困在室内，有时不了解周围失火情况，一时不能撤

离火场。由于火势凶猛，门窗被封住，烟熏火燎容易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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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大火围困在建筑物内向外呼救，外面的人很难听到。因为熊熊烈火形成一道

火围墙，向外呼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此时此刻被困的人应保持冷静，人应卧在地

面上呼救。因火势顺着气流向上升，在低矮的地方，可燃物已经烧过或还有未燃烧之

处，呼救的声波可透过这些空隙向外传出。这样外界容易听到呼救声，能够及时设法

营救。 

2.如何选择避难房间，应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临街的房间，因为那样便于观察火情，因为那样便于观察火情，可以和

救援者通过呼喊、手势等取得联系，对及时获得救援大有益处。 

（2）选择有阳台的房间。 

（3）选择从楼梯间便于接近的房间。 

3.在非跳即死时应注意什么 

（1）要抱一些棉被、沙发垫等松软的物品，这样可以减缓冲击力。 

（2）选择往楼下的石棉瓦车棚、花圃草地、水池河滨或枝叶茂盛的树上跳，这样

可以减轻伤亡程度。 

徒手跳时要抱紧头部，身体弯曲，卷成一团，这样可以减少头部着地的可能性。 

4.在逃生时，身上着火怎么办 

（1）如果身上着了火，千万不要奔跑。 

（2）尽量先把衣服脱掉。 

（3）如果来不及脱衣服，也可卧倒在地上打滚，把身上的火苗压熄。 

切忌用灭火器直接向着火人身上喷射。因为多数灭火器的药剂会引起烧伤的创口

产生感染。 

5.怎样利用楼房阳台进行自救？ 

楼房失火，楼梯已被火焰阻塞，不能下楼往外逃避时，人们可以在阳台暂避一时，

等待救援。在条件许可时也可以利用阳台，借助绳索等工具由此下楼，以保人身安全。

消防人员救火、救人，阳台是重要的途径。因此，阳台上不应放置易燃物，如油毡、

木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