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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仅讨论一个普通房间内的火灾发展过程。 

根据室内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可将室内火灾发展
过程分为： 

 起火阶段 

 

 全面发展阶段： 

热烟气流动引起 

的火灾蔓延 

 

 熄灭阶段 

起火 

轰燃 

全面发展阶段 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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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着火后的三种情形 

火自发燃烧，未蔓
延到其他可燃物质 

通风不足，火熄灭
（如图中虚线所
示），或者以很慢
的速率继续燃烧 

可燃物足够，通风
条件良好，火势迅
猛 

起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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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起火阶段的特点 

（1）火灾燃烧范围不大，火灾仅限于初始起火点附
近； 

（2）室内温度差别大，在燃烧区域及其附近存在高
温，室内平均温度低； 

（3）火灾发展速度一般较慢，在发展过程中，火势
不稳定； 

（4）火灾发展时间因点火源、可燃物性质和分布、
通风条件等影响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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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火灾初期是灭火最为有利的时机，对建筑物内
人员的疏散，重要物资的抢救，以及火灾扑救，
都具有重要意义。 

 

初期起火阶段对防灭火的重要意义 

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对火灾的初起阶段影响很
大。易燃和难燃或不燃结构建筑起火后，火灾初
期阶段的持续时间有很大差别。为防火安全，建
筑物应尽可能不使用易燃建筑材料，或使用经过
阻燃处理的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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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火灾的持续时间，即火灾轰燃之前的时间，对
建筑物内人员的疏散，重要物资的抢救，以及火灾扑救，
都具有重要意义。若建筑火灾经过诱发成长，一旦达到
轰燃，则该分区内未逃离火场的人员，生命将受到威胁。 

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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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全面发展阶段 

起火 
轰燃 

全面发展阶段 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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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阶段 

•（1）轰燃（Flashover）是建筑火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它标志着火灾全面发展阶段的开始，房间内局部燃烧向全
室性燃烧过渡的现象。 

     

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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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内火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后，可燃物猛烈燃烧，

燃烧处于稳定期，可燃物的燃烧速度接近顶值，火灾温度
上升到最高点。 

 

 

 

 

 

（3）火灾全面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可燃物的
燃烧性能、可燃物数量和通风条件，而与起火原因无关。 

 

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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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结构的耐火性能显得格外重要。室内高温还对建筑
物构件产生热作用，使建筑物构件的承载能力下降，甚至造成
建筑物局部或整体倒塌破坏。人们在建筑设计时，应注意选用
耐火性能好，耐火时间长的建筑结构作为承重体系。 

全面发展阶段对防灭火的重要意义 

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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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现场全景图 

湖南省衡阳市“11.3”特大火灾坍塌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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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2）火焰、高温烟气从房间的开口大量喷出，把火灾蔓
延到建筑物的其它部分。为减少火灾损失，阻止热对流，
限制燃烧面积扩大，建筑物应有必要的防火分隔措施。 

•（3）组织强大的灭火力量，轰燃之前人员全部撤离。 

全面发展阶段对防灭火的重要意义 



2019/8/27 
14 

熄灭阶段 

•（1）在火灾全面发展阶段的后期，随着室内可燃物的挥
发物质不断减少，以及可燃物数量的减少，火灾燃烧速度
递减，温度逐渐下降，明火逐渐消失，但残碳燃烧还可持
续相当长的阶段，最终熄灭。 
 
•（2）判定：当室内平均温度降到最高温度的80%时则认为
火灾进入熄灭阶段。 
 
•（3）下降速度与火灾持续时间有关（1小时内，衰减12度
/分钟；1小时以上，8度/分钟） 
 

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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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灭阶段对防灭火的重要意义 

注意防止火灾向相邻建筑蔓延，切不可疏忽大
意，但因可燃物数量已不多，也不必投入过多
的战斗力量。 

 

防止建筑构件因经受火焰高温作用和灭火射水
的冷却作用出现裂隙、下沉、倾斜或倒塌，要
保证灭火战斗人员的生命安全。 

 

一、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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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气设备设计、安装、使用及维护不当 

1、电气设备：过负荷、线路接头接触不良、
电气设备短路 

2、照明灯具设置使用不当 

3、在易燃易爆车间使用非防爆型设备 

（六）自然现象引起 

1、自燃 

2、雷击 

 
（七）纵火 

 

 

3、静电 

4、地震 

三、火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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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火灾原因统计 

1、用火不慎    30.6% 

2、电气   21.9% 

3、吸烟    7% 

4、玩火    5.7% 

5、放火    5.1% 

 2005年火灾原因统计

用火不慎 电气

吸烟 玩火

放火 违章操作

自燃 雷击

不明 其它

      6、违章操作 4.3% 

7、自燃   1.7% 

8、雷击    0.2% 

9、不明    16% 

10、其它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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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数 死亡人
数 

受伤人数 

 

直接财产损失 

电气火灾 29.8% 31.2% 23.6% 39.8% 

生活用火
不慎 

21.2% 22.5% 26.2% 9.4% 

2010年火灾原因统计（部分） 

火灾发生原因总体来看主要是，用火不慎，违反电、油、
气的使用规程，以及违反电气安装使用规定和电器故障等
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另外，放火案件也时有发生，不
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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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1、火焰接触：起火点的火舌直接
点燃周围的可燃物，使之发光燃烧，
将火灾蔓延开来。火焰蔓延的速度
取决于火焰的传热的速度。 

2、延烧：固体可燃物表面或易燃、
可燃液体表面上的一点起火，通过
导热升温点燃，使燃烧沿表面连续
不断地向外发展下去，称为延烧。 

 

  

蔓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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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传导：火灾产生的热量，经导热性能好的
建筑构件或建筑设备传导至相邻或上下层房间，
引起其周围直接接触的可燃物燃烧，造成火灾的
蔓延。薄壁隔墙、楼板、金属管壁、金属构件或
金属设备等都是良好的导热媒介。特点：有导热
媒介，蔓延的距离近。案例：电焊工在顶层焊接
水暖管道，引燃下层水暖管道周围的可燃物。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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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热对流：对流是初期建筑火灾蔓延的主要形式。
房间内的燃烧产生的热烟气与周围的冷空气存在
密度差，使热气流不断上升，冷气流不断下沉，
形成对流。对流换热使房间内温度不断升高，在
空间进行质量和能量的交换，热气流使火灾蔓延
至其它房间。 

 

5、热辐射：起火点附近的易燃、可燃物，在没有
与火源接触，又没有中间导热物体作为媒介的条
件下而起火燃烧，靠的是热辐射。热辐射是确定
建筑之间防火间距的主要考虑因素。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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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灾沿水平方向的蔓延： 

未设防火分区 

失效的防火分隔物：设置
的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
分隔物在发生火灾时没能及
时关闭或产品伪劣没能起到
在一定时间内阻止火势的作
用；防火墙封堵不严密或发
生穿透裂缝，造成火灾蔓延。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蔓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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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防火分隔的吊顶（闷顶）：框架式大空间
建筑，使用人在内部进行分隔时只将分隔墙封
到吊顶下部，而在吊顶上部空间是贯通若干个
房间的。火灾在一个房间发生，热烟气上升至
顶棚后沿吊顶上部空间蔓延至其它相邻房间。 

通过可燃的隔墙、吊顶、地毯等蔓延 

 

2、火灾沿竖直方向的蔓延 

楼板：火灾通过楼板上的开口、楼板本身的传
热导致从下层空间蔓延至上层空间。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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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竖井通道，例如楼梯间、电梯井、
电缆井、垃圾井、楼板的孔洞等。热烟
气在垂直方向的蔓延速度为3－4m/s，
是水平方向的10倍。如一座高度100m的
高层建筑，烟气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
半分钟左右即可从底层上升至顶层。 

 

   【案例】南朝鲜汉城22层的“大然阁”
旅馆，二楼咖啡间的液化石油气瓶爆炸
起火，烟火很炔蔓延到整个咖啡间和休
息厅，并相继通过楼梯和其它竖向管井，
迅速向上蔓延，顷刻之间全楼变成一座
“火塔”。大火烧了约9个小时，烧死
163人，烧伤60人，烧毁大楼内全部家
具、装修等，造成了严重损失。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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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楼板的、墙壁的
管线和缝隙。例如空
调系统的竖向风管。
风管保温材料使用了
易燃或可燃材料；风
管本身使用了易燃、
可燃材料；风管连通
上下楼层，通过风管
和各风口将火灾从下
层迅速蔓延至上部各
层。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2019/8/27 
27 

外墙窗口：房间起火后，室内温度增高，达到
250℃左右时，窗玻璃膨胀、变形，但受窗框
的限制，玻璃就自行破碎了，火焰窜出窗口，
向外蔓延。 

     蔓延的情况，一是火焰的热辐射穿过窗口，
烤着对面建筑物；二是火舌直接烧向上一层或
屋檐。底层起火，火舌经底层窗口窜出向上从
上层窗口窜到上层室内，这样逐层向上蔓延，
使整个建筑物起火。上下层窗口之间距离的大
小，可影响火势的蔓延。 

二、建筑火灾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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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房间窗口冒出的火焰高度 

 

 

 

窗高1.5m 
1.5×4.8m 1.5×2.5m 1.5×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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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5，上海高楼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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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限制火灾发生和发展的技术，着眼于早期发现和扑灭火
灾；保障人员安全；减少烟气的伤害。 

消防给水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灭火系统 

消防电源和安全疏散诱导系统 

防排烟系统 

四、建筑防火设计方法 

 应用于建筑物时形成建筑物内附设的消防设备和器具，具有

警报、灭火、排烟及配合消防救援等功能，为建筑结构之外
的附属物，容易改造与增设，即使形成隐患，也易于整改。 

主动防火对策 



2019/8/27 
31 

指提高或增强建筑构件或材料承受火灾破坏能力的技术。 

1、装修材料的耐燃性处理 

2、防火分区设计及各类防火分隔构件 

3、安全疏散线路的设计 

4、钢与混凝土等结构构件的耐火性 

5、各种管道孔洞的封堵 

6、挡烟垂壁 

应用于建筑物时形成建筑物构造的一部分，不易搬移改动，
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必须认真研究，一次设计到位，防止建筑
竣工后因设计缺陷形成难以改造的火灾隐患（本质性缺陷）。 

被动防火对策 

四、建筑防火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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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技术措施： 

防火：在设计中破坏燃烧、爆炸条件，如建造中采用非燃性
建筑材料，易燃易爆场所设置防爆电气、不发火地面等。 

避火：合理设置疏散通道、疏散设施和安全出口，为火灾时
人员逃生创造安全条件。 

控火：1、控制火灾在初起阶段，如安装火灾自动报警、自
动灭火系统，进行初期有效的扑救。2、把火灾控制在较小范围，
在建筑物平面和竖向设置防火分隔，划分防火分区，在建筑物
之间留有一定防火间距，切断火灾蔓延的途径，减少成灾面积。 

四、建筑防火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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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筑火灾 

建筑防火技术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