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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佈線安全指導原則 
 

課程預計達成目標 

本課程內容屬消防人員教育訓練教材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各級消

防機關指導救災人員注意救災安全之用。 

本課程單元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火場水線部署的基本概念，及火

災時部署水線應注意之安全事項，以避免救災人員傷亡、提高水源運

用效率。 

 

課程摘要 

一、 前言 

二、 歷史案例 

三、 安全注意事項 

四、 結語 

 

課程本文 

一、 前言 

    執行火災災害搶救時，水線的部署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消防戰

技。水線有分成1.5吋水帶、2.5吋水帶；而部署方式又分成單雙捲佈

線、Z字型快速佈線、克里夫蘭捲佈線；佈線場所又分成室內佈線、

室外佈線、平面空間佈線、垂直空間佈線、屋頂佈線等等。不同的災

害環境，應選擇適合的水線、運用不同的水線部署方式以達節省體

力、時間，提高火場中作業的效率，以達事半功倍的火災搶救成果。

此外水線的部署也影響到流量、壓力、摩擦損失、水源供給等問題，

錯誤的火場佈線，很可能造成出水端壓力不足或是水源中斷的問題產

生，因此水線的部署是我們須特別加以重視、研究的重點。 

本指導原則無法涵蓋之特殊情況(非正常環境)下，現場人員應發

揮其專業判斷，綜整人、事、時、地、物之整體情況，作最適時適切

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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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案例  

（一） 發生時間：101年 7月○日。 

（二） 現場概述： 

  ○○縣消防局○○分隊駕駛水庫車前往執行建築物消防

安全檢查，利用水庫車之消防栓進水管(黑色管)連接建築物

之連結送水管，進行加壓送水測試，當壓力達每平方公分 10

公斤左右時，進水管之鋁合金接頭與管線連接部份突然脫落

甩出，導致附近配合檢查之消防設備師人員遭擊傷，幸無大

礙。 

（三） 傷亡情形: 1名消防設備師受傷。 

（四） 案例檢討： 

1、 消防栓進水管或河川進(吸)水管非設計使用於送(放)水使

用，其耐壓不若消防水帶，以此替代消防水帶執行送(放)水，

易導致爆裂或接頭脫落，造成人員危害。 

2、 執行建築物連接送水管送水耐壓等需高壓力送（放）水測試

時，應使用消防水帶並查看水帶使用壓力，以保障安全。 

 

三、 安全注意事項 

（一）佈線通則 

1、單邊部署 

於馬路上部署水線，應注意過往車輛，以單側部署水帶為

原則（如圖 1），儘量避免橫越馬路，防止遭車輛重壓致水帶

破裂或瞬間高壓水衝擊幫浦造成水鎚作用致幫浦損壞或危及

救災人員安全。 

 

 

 

 

 

2、善用水帶護橋 

水線部署必須橫越馬路時，應佈置水帶護橋（如圖 2）供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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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通行使用，並指派專人指揮交通、提醒過往車輛。 

 

 

 

 

 

                       

3、避免觸電 

部署水線時，應觀察現場環境是否有高壓電線或電氣設備

存在，避免因佈線不慎接觸電線或電氣設備造成觸電危險。 

4、注意掉落物 

部署水線時，應注意現場環境是否不穩固、上方有易掉落

物、建築物外牆懸掛物（如廣告招牌）、花盆、玻璃、電線……

等，尤其避免經過火場正面下方（可能有玻璃等掉落物），應

儘量從鄰戶騎樓佈線延伸入室，避免部署水線時人員摔倒或

遭掉落物砸傷。如須實施破壞作業，要研判時機及方位，以

防意外傷害。 

5、注意倒塌 

佈線時應隨時注意建築物內、外結構是否穩固、有無坍塌

可能，以免危及搶救人員安全。 

6、水帶完全展開 

部署水線時，水帶必須完全展開，水帶應避免交叉、打結

或轉折過大，以防水壓無法完全送達瞄子端，影響救災效能

與安全。 

7、確實接著 

水線部署時，必須確認水帶、瞄子公母接頭確實接著（可

轉動測試），防止加壓後接頭脫落傷及救災人員。（如圖 3） 

 

                     

 

 
（圖 3）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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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水線適時固定 

往高處部署水線時，應注意水帶之重量，必要時應以繩索

將水帶綁好，並選擇固定支撐點。 

9、同車水線間所需壓力落差勿過大 

消防車所出水線之間，所需壓力落差太大時，應獨立自不

同攻擊車出水，避免水線間摩差損失落差太大，造成出水壓

力不均勻，(如:同一消防車幫浦同時出水線至 6樓與 1樓各 1

線)避免造成部分水線壓力太大或部分水線壓力太小。（不得

已時，司機可適時調整出水口開關閥開度，藉由調節出水量

改變瞄子端出水口壓力） 

10、 架梯佈線安全 

架梯佈線時，應選擇適當之架梯位置（堅固、平坦之地

面），雙節梯必須梯腳架設穩固、梯端靠於堅固穩定處，且梯

身架設角度以 75度為佳，並有確保人員實施梯身確保，爬梯

人員如需在梯上作業時應以繩索確保或鎖腿確保並注意避免

超過梯子之負荷。 

11、 輔助水帶固定於梯上 

瞄子手於上登雙節梯前，先將水帶穿過雙節梯底部梯階呈

現 S型，輔助水帶固定於梯上，減少水帶下滑之重量。 

12、 垂直佈線時固定水帶接頭 

垂直佈線時公母接頭應以繩索固定並繫於固定點上，將水

線重量分散於固定點上，避免水線受重力影響向下拉扯滑脫。 

13、 避免相互射擊 

佈線射水時，切忌因位置不當而造成相互射擊或造成趕

火。 

14、 善用水帶夾 

水帶破損時，應以水帶夾封閉漏水處，以免影響救災安全

與效率。 

 

（二）入室佈線 

1、入室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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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佈線前必須確認著完整救災裝備（如圖 4），消防衣、

帽、鞋、頭套、手套、空氣呼吸器(250bar以上)，攜必要裝

備（如手提無線電、繩索、勾環、照明設備、救命器、破壞

器材等）。 

  

 

 

 

 

 

2、編組行動 

入室佈線、搶救切忌單獨行動，應編組相互照應，以兩人

一組為最基本單位，火場外部應有緊急救援小組(RIT)，隨時

應變入室的消防人員可能遇到的突發狀況。 

3、水線平均分佈 

水帶部署延伸過長時，應將過長之部分往上平均分佈於室

外樓梯斜面或平台上。 

4、入室前測溫 

入室佈線前應先有測溫動作（以手背測試門把、門板溫

度），可使用熱顯像儀監測溫度，確認無異常之高溫，始可入

室部署，切不可貿然進入。 

5、入室佈線姿勢 

入室佈線時應採低姿勢，無法看清地板時，應以滑（爬）

行方式前進。 

6、水線照應 

水線部署以兩個人以上為一線、兩線為一組（如圖 5），

攻擊水線與防護水線相互支援照應、同進同出；撤退可循部

署水帶之反方向退出。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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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線滿水 

佈線人員只要進入到有煙的區域或樓層，水線就必須充滿

水並保持瞄子端七公斤以上的壓力（適用渦輪瞄子），因為只

要有煙的區域就表示可能會發生火場中的極端現象（如閃

燃、爆燃、煙爆、快速延燒等），隨時需要水線的防護。 

8、水線掃落掉落物 

入室佈線前應先以直線水柱向室內高處、天花板及四週掃

射，將可能掉落的東西掃落。 

9、至相對安全區水線加一 

入室水線長度不足需要加水帶延伸時，瞄子手與副瞄子手

應撤退到相對安全區域再實施水線加 1動作，以確保水線斷

水時自身的安全。 

 

（三）梯間佈線 

1、梯間佈線固定水帶接頭 

水線若於梯間空隙垂直延伸時，應將公母接頭接合處以繩

索固定於樓梯扶手，以防止接頭脫落並使水線重量能分散於

扶手上。（如圖 6） 

 

 

 

 

 

   

2、避免分水器懸空 

水線若於梯間空隙垂直延伸時，利用繩索或水帶穿過扶手

柱將分水器固定於梯間轉角處，使水線充水後分水器不會垂

（圖 5）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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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懸吊於半空中人員難以操作。 

 

（四）屋頂佈線 

1、避免產生掉落物 

在屋頂上佈線射水，應考慮掉落物是否會對地面上搶救人

員造成危險。 

2、勿太靠近起火處 

屋頂佈線勿太靠近起火受災處，避免屋頂軟化、坍塌。 

3、試探位置安全 

佈線人員於屋頂上移動時，應以撬棒敲擊探索前方區域，

確認該處穩固安全無虞後方可向前移動。 

4、人員落腳位置 

石棉瓦、輕型材質或鐵皮材質屋頂應以鉚釘處落腳位置，

該處結構較為堅實且不易打滑。 

5、移動應以爬行方式 

佈線人員於屋頂上移動時，應手腳並用以低姿爬行方式為

之，避免打滑跌落地面。 

6、覆以梯子以利作業 

屋頂佈水線時應防濕滑跌落，或屋頂（瓦片、石綿瓦）破

裂人員墜落，必要時可先覆以梯子以達止滑與分散重量之作

用。（如圖 7） 

 

 

 
 

 

7、利用繩索部署水線 

佈線人員可攜帶繩索至屋頂，將繩索下放把瞄子與水帶公

接頭拉上屋頂，待水線佈署完成後始得充水，利用繩索佈線

可節省體力與時間，不需要攜帶水線爬梯增加作業安全，且

避免直接由屋頂處將水帶之母接頭往下扔，傷及他人。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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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固定水線 

利用繩索將水線固定於堅固處，分散水線垂直重量以防止

水線滑落。 

9、水帶平均分攤 

若為人字型屋頂，應使水線平均分佈於兩側屋頂，避免將

水帶均佈在同一側屋頂，以防水帶充水後重量不均而滑落。

（如圖 8） 

 

 

 

 

 

10、 坐姿射水 

於屋頂上射水時，儘量選擇脊樑等穩固適當之位置，瞄子

手應採坐姿射水，增加身體與屋頂的表面積，加大摩擦力避

免滑落。 

 

四、 結語 

基於上述討論可得知：  

（一） 正確的火場佈線能節省許多體力與時間。 

（二） 正確的水線佈署能獲取最大水源，也能將水源最充分運用。 

（三） 選擇正確的佈線方式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救災效果。 

（四） 錯誤的佈線可能造成災情的擴大、入室人員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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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