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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91_E7_81_AB_E7_c62_603255.htm 1引言 燃烧和爆炸在

人类生活与生产过程中具有巨大创造力，但是，一旦对它们

失去控制，就会酿成灾难。据公安部消防局办公室提供的数

据，1997年，我国共发生火灾13万余起（不含森林、草原火

灾），直接财产损失约14亿元。其中，发生特大火灾（一次

死亡10人以上或直接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或受灾50户以上

）86起，死亡453人，伤358人，直接财产损失近4亿元。另据

报道，1997年，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爆炸事故22起，死亡620

人，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屡屡发生的这些触目惊心的灾害

事故造成了众多人员的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能不引起

人们对火灾和爆炸的极大忧虑和反思。因此，研究引火灾和

爆炸的原因之一隐形着火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燃烧和

爆炸的条件及实质 燃烧是一种同时放热发光的氧化反应。燃

烧是有条件的，它必须在可燃物质、氧化剂和着火源这三个

基本条件同时具备，并且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燃烧系统时，燃

烧才会产生。而爆炸，除了某些行业外，一般工厂企业的爆

炸事故大多是可燃气体、可燃液体和蒸气和可燃粉尘与空气

（或氧气）的混合物遇着火源而发生的爆炸。可燃物质的化

学性爆炸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能发生：a）存在可燃

物质，包括可燃气体、蒸气或粉尘；b）可燃物质与空气（或

氧气）混合并且达到爆炸极限，形成爆炸性混合物；c）爆炸

性混合物在火源作用下。 分析和比较燃烧与可燃物质化学性

爆炸的条件可以看出，两者都需具备可燃物氧化剂和火源这



三个基本因素。因此，燃烧和化学性爆炸就其本质来说是相

同的，都是可燃物质的氧化反应。消除可燃物、氧经剂或者

着火源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或避免这三个条件的相互作

用，是防止火灾和可燃性混合物爆炸的基本措施。由于可燃

物质特别是可燃气体、可燃液体和可燃粉尘、遇水燃烧物质

等数百种危险品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中，或作为能源，或

作为生产原料。而氧化剂空气和氧气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是

说，具备了引起火灾和化学性爆炸三个基本条件中的两个条

件。因此，消除着火源是防火与防爆基本措施中最基本的措

施。要想消除着火源，首先要了解究竟哪些是着火源。“隐

患险于明火”，尤其要了解哪些是隐形着火源。 3隐形着火

源分析 着火源是指具有一定温度和热量的能源。工业生产过

程中，存在着多种引起火灾和爆炸的着火源，例如化工企业

中常见的火源有明火、化学反应热、化工原料的分解自燃、

热辐射、高温表面、摩擦和撞击、绝热压缩、电气设备和线

路的过热、火花、静电放电、雷击和日光照射等等。其中，

化学反应热、化工原料的分解自燃、热辐射等等均为眼睛看

不见的隐形着火源。下面从能量的角度对隐形着火源进行分

析。 3.1化学能转化为热能 3.1.1分解发热 有些物质虽然本身不

具燃烧性质，但在分解时会释放大量的热量，因此也是一种

潜在的着火源。遇水燃烧物质都具有遇水分解、产生可燃气

体和热量，引起火灾或爆炸的危险。这类物质如果遇水发生

剧烈的化学反应，释放出的高热能把反应产生的可燃气体加

热到自燃点，不经点火就会着火燃烧，如金属钠、碳化钙等

。碳化钙与水化合的反应式如下： CaC2 2H2O=C2H2

Ca(OH)2 Q 其中Q为化学反应热，反应热在积热不散的条件



下，能引起乙炔自然爆炸。 2C2H2 5O2=4CO2 2H2O Q 属于

这类物质的主要有活泼金属（如锂、钠、钾等等）及其氢化

物，硫的金属化合物、磷化物和硼等等。 3.1.2自燃 可燃物质

受热生温而不需明火作用。就能自行燃烧的现象称之为自燃

。放热的化学反应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有可能因起周围的

可燃物质受热自燃，例如在建筑工地上由于生石灰遇水放热

，引起可燃材料的着火事故等。 自燃可分为本身自燃和受热

自燃。本身自燃的起火特点是从可燃物质的内部向外炭化、

延烧，而受热自燃往往是从外部向内延烧。可燃物质的氧化

反应引起的自燃是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煤堆自燃起

火、稻草自燃起火。煤发生自燃的热量来自物理作用和氧化

反应并积聚热量而引起。防止煤自燃的主要措施是限制高度

并将煤堆压实。植物的自燃主要是生物作用引的，同时在这

过程中，也有化学反应和物理作用。又如压缩纯氧严禁接触

油脂的规定，就是由于剧烈的氧化反应释放的热量能引起油

脂的自燃起火。防止油脂自燃的主要方法是将涂油品（如油

布、油棉纱等）散开存放，尽量扩大散热面积，而不应该堆

放或折迭起来，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凡是装盛氧气的容器

、设备、气瓶和管理等均不得粘附油脂。 3.1.3氧化剂和还原

剂 最广泛存在的氧化剂是氧气（包括空气中的氧）。除此之

外，常见的氧化剂还有高锰酸盐（如高锰酸钾）、氯酸盐和

亚氯酸盐、次氯酸盐、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以及过氧化氢等。

常见的还原剂有锌粉、硫化氢、钾醛、氯化亚锡等。在防火

条例中，明确规定氧化剂和还原剂是不能同库储存的。 3.2机

械能转化为热能 3.2.1摩擦和撞击 摩擦和撞击往往是可燃气体

、蒸气和粉尘、爆炸物品等着火爆炸的根源之一。例如机器



轴承的摩擦发热、铁器和机件的撞击、钢铁工具的相互撞击

、砂轮的摩擦等都能引起火灾。甚至铁桶裂开时亦能产生火

花，引起逸出的可燃气体或蒸气着火。 3.2.2绝热压缩 氧气绝

热压缩引起温度变化的计算公式为： T2=T1(P2/P1)(k-1)k 其

中T1、T2分别为绝热压缩前、后的绝对温度，P1为绝热压缩

前局部空间的压力，P2为高压氧气瓶的压力，K为绝热指数

。常温15℃时各类气体的K值为氧1.41，氢1.04，氩1.67，二氧

化碳1.30。 根据以上公式可求出氧气瓶在常温15℃、压力

为10Mpa时减压器内氧气绝热压缩后的温度为548℃，而这一

温度是高于许多物质在氧气中的燃点，因此绝热压缩亦可成

为着火源，这一点不容忽视。 3.3电能转化为热能 电气火灾和

爆炸事故在火灾和爆炸事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电气设备或

线路出现危险温度、电火花和电弧时，就成为引起可燃气体

、蒸气和粉尘着火、爆炸的一个主要着火源。电气设备发生

危险温度的，由于主要原因是运行过程中设备和线路的短路

、过载、接触不良、铁芯发热、散热不良、漏电等造成的。

生产和生活中的静电现象是一种常见的带电现象，静电防护

的研究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它的危害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为防止静电放电火花引起的燃烧爆炸，可根据生产过程中的

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防静电措施，例如将容易积聚电荷的金

属设备、管道或容器等安装可靠的接地装置，以导除静电，

是防止静电危害的基本措施之一。增加厂房或设备内空气的

温度，也是防止静电的基本措施之一。 3.4高温表面 由于各种

原因造成的高温表面也是着火源之一。 3.5其它能源 除了以上

讨论的几种着火源之外，象日光、热辐射、声波等也可以成

为燃爆的着火源。 4结束语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引起火灾



和爆炸的着火源是很多的。消除着火源是防火与防爆的最基

本措施，控制着火源对防止火灾和爆炸事故的发生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生产和生活中可能存在

的所有各种着火源，尤其是隐形着火源，避免“意外”的火

灾和爆炸事故的发生。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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