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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搶救高層建築物火災安全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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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建築物搶救困難之原因，及

如何利用建築物既有設施設備輔助救災，以節省人員體力消耗，並確

保救災人員安全。 

 

課程摘要 

一、 前言 

二、 災害特性 

三、 災害歷史案例 

四、 安全注意事項 

五、 結語 

 

課程本文 

一、 前言 

何謂高層建築物？國外針對高層建築物之定義，為美國防火協會

(NFPA)之規定為任何建築物，其上層樓地板高度已超過雲梯車所能達

到之最大高度，而其火災必須經由建築物內部設備進行搶救；反觀國

內的相關規定，以「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227條規定，所謂

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在 50公尺或 16層以上之建築物。 

故在高層建築物火災搶救上及人員逃生上遠較一般建築物火災

困難許多，極易造成人員傷亡及大量財產損失，加上現今都市人口密

度逐漸增加，建築物往上（高層建築物）及往下（地下建築物）之數

量越趨增加，高層建築物之火災勢必成為現今消防搶救之一大課題。 

以下就高層建築物之災害特性，列舉出消防搶救上安全注意事項，並

蒐集相關案例提出檢討，期能提升救災效率，並確保執勤同仁之救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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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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災害特性 

（一）大量人潮疏散不易： 

因樓層高、面積廣闊，收容人數多，發生火災時除依賴

大樓自身的防火避難設施外，平時之防火管理應妥善發揮作

用，但在火勢延燒迅速、濃煙密佈又人數眾多情形下，如何

兼顧火災搶救與人員的疏散成為消防搶救上之重要課題。 

（二） 人命救助困難： 

人員逃生不易，受困建築物之民眾，散處於不同樓層、

區域，且高空作業車在地形及高度限制下無法到達每一樓

層，另內部複雜通道與隔間，增加人命搜索之困難度。 

（三） 濃煙密佈： 

大量高溫濃煙阻礙視線且經由各管道、通道及空間水平

或垂直蔓延，不利於人員避難逃生。 

（四） 熱量蓄積： 

高層建築物之結構厚實且密閉，發生火災後，在密閉或

半密閉之空間熱量無法散失，導致熱量累積形成高溫高熱之

環境，對於消防及內部收容人員造成生命安全威脅。 

（五） 搶救困難： 

高樓層救災會提高消防人員水線部署之難度，且穿著重

裝及背負空氣呼吸器之消防人員，尚需攜帶水帶、瞄子、破

壞器材、照明設備、發電機、排煙機…等救援裝備器材到達

起火層，尚未到達前就已消耗大量體力，另因高層建築物樓

層高、面積廣闊，搶救時間長，消防人員搶救風險也隨之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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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歷史案例 

（一） 發生時間： 民國 81年 8月 28日。 

（二） 發生地點：臺北市漢口街與昆明街口六福大樓 10樓。 

（三） 現場概述： 

  該大樓 10層樓麗晶歌廳一處角落起火，但因歌廳冷氣未

關，火苗迅速擴及該樓層各處。消防人員趕至現場搶救，大火

近 2小時半被撲滅。 

  清理火場時於 10樓電梯內發現 3具焦屍，經查為最先抵

達現場的 3名消防人員，見當時火勢不大，乘坐電梯上樓救

援，疑似電梯門打開後帶進新鮮空氣，發生爆燃現象，不幸罹

難。 

據消防大隊（後改制為消防局）推斷，可能 3員搭乘的六

福大樓電梯是位於漢口街的電梯，較少人使用，一般顧客都是

使用靠近昆明街的電梯，大樓管理單位為便於管理，近漢口街

的電梯採限制措施，僅提供部分樓層停靠，當 3員進入電梯準

備在 6、7樓時停住，但因電梯早已設定，此樓層無法進出，

被迫只有直升 10樓，因而發生不幸意外。 

（四） 人員傷亡情形：3名消防人員罹難，3名消防人員輕傷（分別

為玻璃割傷、骨折、摔傷）。 

（五） 案例檢討： 

1、 應先行通知大樓管理員關閉空調設備。 

2、 災害發生時，不宜搭乘一般電梯；另搭乘緊急昇降機搶救時，

須停於起火層下兩層。 

3、 個人防護裝備應確實穿著，上下樓梯時，應注意梯階及雜物

避免踩空或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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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注意事項 

（一） 瞭解現場狀況 

  經由消防乙種搶救圖，預先瞭解建築物內部隔間、結構、

裝潢、出入口和內部消防設備設置情形。到達時再至防災中心

瞭解樓層用途、起火點位置、消防安全設備動作情形、疏散情

形、人員受困、住戶資料及是否有統一保管各單位鑰匙，並索

取建築平面圖以瞭解空間配置及其他建築物資訊。 

（二） 確保裝備器材配戴完整 

  個人防護裝備應穿戴完整，並養成手套、防焰頭套務必穿

戴之習慣，上述提及之高層建築物火災有高熱蓄積、濃煙密佈

之特性，應一併攜帶手提無線電、空氣呼吸器、照明燈、繩索、

救命器，並視火場狀況攜帶破壞器材，以因應突發狀況。 

（三） 優先執行斷電措施 

  通電之電氣設備，尤其高壓電設備，未確定斷電前不得朝

設備射水，僅可做周界防護防止火勢擴大延燒。俟確認斷電後

始能得進行射水滅火作業。 

（四） 成立前進指揮站 

  於起火層直下兩層(或避難層)成立前進指揮站，集結救災

人員妥予編組，以輪番更替進入救災。預備接替人員（預備組）

待命，於交接時原任務編組人員應妥為交代內部搶救狀況。 

（五） 裝備器材集結 

  因高層建築物各式搶救器材運送不易，且消防救災分秒必

爭，如需各項器材時，等候從低樓層運送或背負上來，耗時費

力，將危及救災人員之安全並拖延救災進度，指揮官應事前調

集水帶、瞄子、分水器、熱顯像儀、照明索、各式破壞工具、

照明設備、發電機、空氣瓶…等救災裝備器材，集結至前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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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所置放備用。 

（六） 運用消防安全設備 

  使用高層建築物既有消防安全設備，如連結送水管及室內

消防栓，以省去水線部署時間、體力消耗。 

（七） 落實人員安全管制 

  應由管制人員管控進出同仁之人員管制牌或救命器上啟

動鑰匙（附掛名牌)另登錄進入時間及氣瓶壓力，若搶救人員

留置時間過長時，應使用無線電告知搶救人員已入室時間，確

認是否應即時退出，以確保搶救人員安全。 

（八） 成立緊急救援小組 

  緊急救援小組（RIT）應於前進指揮所（或器材集結區）

待命，若內部搶救人員遭遇緊急事故時，立即入室實施救援任

務或給予協助。 

（九） 注意空氣呼吸器使用安全 

  空氣呼吸器應穿戴完整並進行測試後再進入救災，另注意

深入室內之距離，計算剩餘空氣量時應考量退出時間（包括上

下樓梯），通常在火場中，因呼吸急促，空氣的使用量增加，

相對的所能使用之時間亦縮短；前進指揮所備妥替換用空氣呼

吸器 (或更換用氣瓶)，並加派空壓車至現場支援充填氣瓶。 

（十） 運用緊急昇降機 

  緊急昇降機位於建築物排煙室內，在設計上有防火門阻隔

火勢，又有排煙系統協助排煙，因此所處空間相對安全，最適

合做為救災據點或運送受困民眾。另緊急昇降機有專為消防人

員救災使用的特殊設計（一次消防、二次消防），應瞭解使用

方式並於抵達現場後即掌握鑰匙以控制電梯供救災使用。 

（十一） 搶救行動穩健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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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場內地面雜物眾多且濃煙遮蔽視線，情況複雜且視線

不佳，各項搶救動作應穩健小心，宜避免跑步等易生意外之快

速動作，使搶救人員能時時留意火場危險環境之情況。 

（十二） 固定水帶 

  垂直佈線及梯間佈線應加以適當固定並防止接頭脫落，確

保救災水源不斷。 

（十三） 部署方式及搶救動線 

  應逐層部署搶救，由下層先行部署，再往上層部署，若跳

層搶救應確保人員進出安全以免受困；另進入複雜通道須注意

退路，可循繩索或水帶退出火場，且撤出時由上層先行撤出，

再下層撤出。 

（十四） 水線相互配合 

  原則上同一燃燒空間應有兩線相互配合，1線攻擊水線，

另 1線為防護水線，防護水線主要目的在於掩護、確保攻擊水

線人員安全，確保撤退路徑動線、撲滅復燃之火勢等，必要時

可協助滅火攻擊增加滅火水量。 

（十五） 注意安全門自動閉鎖裝置 

  射水時應注意安全門之自動閉鎖裝置，以免遭反鎖受困樓

梯間而產生危險。 

（十六） 雲梯車待命 

  若使用雲梯車將人員送入建築物內，雲梯車應保持待命狀

態，供內部人員緊急撤出。 

（十七） 無線電通訊聯絡保持暢通 

  進入搶救之帶隊人員應攜帶手提無線電，隨時回報室內各

種狀況及是否要支援人力或裝備並保持聯絡。另對於無線電頻

道之使用應遵循統一模式，例如緊急狀況(搶救人員受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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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優先於指揮、指揮重於內部溝通，且各救災人員均非常瞭

解該使用優先順序，任何打破該規則之無線電通訊，指揮官應

立即打斷並警告；另無線電使用應簡化語句，減少冗詞贅字可

增進無線電使用效能。 

（十八） 謹慎執行通風排煙戰術 

  通風情形影響火勢發展、火流方向甚鉅，應先行通知大樓

管理員關閉空調設備；原則上在火勢控制前不得進行機械排

煙，以免造成火勢突然擴大或加速閃燃現象造成危險。因通風

排煙作業潛在危險性，所有煙控行為應讓現場所有救災人員事

先知道，並由指揮官統一下令執行，禁止擅自作主執行通風作

業。 

 

五、結語 

綜整以上各案例及救災注意事項，可彙整下列結論： 

（一） 大量高溫濃煙沿管道間迅速蔓延擴散，進而導致逃生困難、

受困民眾人數眾多，應於火勢快速發展前有效率地進行疏散。 

（二） 視現場實際狀況，選用雲梯車、安全梯或緊急昇降機執行救

援任務，惟一般電梯及電扶梯缺乏防火防煙區劃不宜使用。 

（三） 投入大量人力的情況下，救災人員安全管控亦成為一大挑

戰，也是造成消防人員傷亡與否的關鍵。 

（四） 加強高樓救災技能及基本自身救災安全觀念，並持續辦理高

層建築物之搶救演練，方能在實際災害發生時有效降低傷亡

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