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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一、大纲要求： 检验应考人员对火灾基本概念和火灾防

治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重点、难点： 1．了解燃烧和

火灾的定义； 2．掌握燃烧的条件和过程； 3．熟悉火灾的分

类，火灾发生的必要条件，各类火灾的发生特点、发展规律

及危害性，火旋风、轰燃、回燃的发生条件； 4．了解闪点

、燃点、自燃点的定义； 5．了解闪燃、阴燃、爆燃、自燃

、氧指数的表现形式； 6．熟悉火灾发展变化及其防治途径

，阻燃的基本要求、分类及特点； 7．熟悉火灾探测的基本

要求，火灾探测方法的分类及特点； 8．掌握灭火的原理，

灭火方法的分类及特点，火灾烟气控制； 9．掌握火灾危险

性分析的基本内容和火灾危险性分析方法及分类特点。 三、

内容讲解： 第二章 防火防爆安全技术 第一节 火灾安全基础

知识 一、燃烧与火灾 （一）燃烧与火灾的定义、条件和过程

1. 燃烧的定义 燃烧是物质与氧化物之间的放热反应，它通常

会在同时释放出火焰或可见光。 2．火灾的定义 火灾是火失

去控制蔓延而形成的一种灾害性燃烧现象，它通常造成人或

物的损失。 3．燃烧和火灾发生的必要条件 同时具备氧气、

可燃物、点火源，即火的三要素，简称火三角。这三个要素

缺少任何一个，燃烧不能发生和维持，因此火的三要素是火

灾燃烧的必要条件。在火灾防治中，如果能够阻断火三角的

任何一个要素就可以扑灭火灾。 4．不同可燃物燃烧的过程 

火灾中气态可燃物通常为扩散燃烧，即可燃物和氧气边混合



边燃烧；液态可燃物(包括受热后先液化后燃烧的固态可燃

物)通常先是蒸发为可燃蒸气，可燃蒸气与氧化剂再发生燃烧

；固态可燃物先是通过热解等过程产生可燃气体，可燃气体

与氧化剂再发生燃烧。 (二)火灾的分类、发生特点、发展规

律及：π?nbsp. 1．火灾的分类 按发生地点，火灾通常分为森

林火灾、建筑火灾、工业火灾、城市火灾等。森林火灾是指

在森林和草原发生的火灾，它包括地下火、地表火、树冠火

等形式，具有大尺度、开放性等特点；建筑火灾是建筑物内

发生的火灾，往往在受限空间中蔓延，具有多种发展方式和

火行为；工业火灾指工业场所，尤其是油类生产、加工和储

存场所发生的火灾，这类火灾往往蔓延迅速，火强度大；城

市火灾是城市中发生的火灾，由于城市中建筑和植被邻接、

混杂在一起，城市既有建筑火灾的特点，又有森林火灾的特

点。 按燃料性质，火灾又可分为A类、B类、C类和D类火灾

。A类火灾是固体物质火灾；B类火灾为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

火灾；C类火灾为气体火灾；D类火灾为金属火灾。 2．火灾

的发生特点 1）火旋风 由于风向、地理形态、建筑物的影响

，火灾在蔓延的过程中会形成旋转火焰，即火旋风。它通常

分为垂直火旋风和水平火旋风，它的出现使得火蔓延速度和

火强度大大增加。 2）建筑火灾的发展过程 初起期、发展期

、最盛期和熄灭期。初起期是火灾从无到有开始发生的阶段

，这一阶段可燃物的热解过程至关重要；发展期是火势由小

到大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通常满足时间平方规律，即火灾

热释放速率随时间的平方非线性发展，轰燃就发生在这一阶

段；最盛期的火灾燃烧方式是通风控制火势的大小由建筑物

的通风情况决定；熄灭期是火灾由最盛期开始消减直至熄灭



的阶段，熄灭的原因可以是燃料不足、灭火系统的作用等。

由于建筑物可燃物、通风等条件的不同，建筑火灾有可能达

不到最盛期，而是缓慢发展后就熄灭了。 3）轰然 轰然的常

见定义有：①室内火灾由局部向大火的转变完成后室内所有

可燃物表面都开始燃烧；②室内燃烧由燃料控制向通风控制

的转变，转变使得火灾由发展期进入最盛期；③在室内顶棚

下方积聚的未燃气体或蒸气突然着火而造成火焰迅速扩展。 

在工程上应用最广的两个轰燃判据为：①上层热烟气平均温

度达到600℃；②地面处接受的热流密度达到20 kW／m2。满

足这两个条件时，通常可燃物可以发生轰燃。影响轰燃发生

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辐射和对流情况，也就是上层烟气的热

量得失关系，如果接收的热量大于损失的热量，则轰燃可以

发生。轰燃的其他影响因素有：通风条件、房间尺寸和烟气

层的化学性质等。 4）回燃 当通风条件非常差时，在室内发

生的火灾燃烧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因空气不足而熄灭。这时，

虽然没有燃烧过程，但是灰烬的温度仍然非常高。由于开始

时的燃烧过程以及燃烧结束后的高温环境，使室内可燃物仍

然进行着热解反应，室内会逐渐积聚大量的可燃气体，此时

一旦通风条件改善，空气会以重力流的形式补充进来与室内

的可燃气体混合。当混合气被灰烬点燃后．这就形成大强度

、快速的火焰传播，在室内燃烧的同时，在通风口外形成巨

大的火球，从而同时对室内和室外造成危害，这种“死灰复

燃”现象就称为回燃。回燃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因此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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