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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搶救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火災安全指導原則 

指導原則預計達成目標 

本指導原則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火災搶救

之危險性，及搶救安全注意事項，於執行此類建築物火災搶救時兼顧

搶救效能與消防人員之安全，避免消防人員發生意外傷亡事件。 

所有搶救行動，應衡酌搶救目的與救災風險後，採取適當之搶救

作為；如確認無人命需救援、疏散或受災民眾已無生還可能，得不執

行危險性救災行動。 

 

指導原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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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原則本文 

一、 前言 

近年來，搶救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火災已造成許多消防人員殉職

與受傷，原因有屋頂作業踩空或滑倒而跌落、夾層地板燒穿踩空墜落、

夾層坍塌或遭遇閃燃危害等，在事後的案例檢討中，均有防範殉職與

受傷事故發生的因應對策，在這些不幸的案例中探討得知，落實火場

安全管理機制、了解災害特性與危害、搭配水線進行搶救作業、小組

行動不可貿然脫隊或獨自作業，以及穿戴整齊與齊全之防護裝備等，

可防範遺憾事故未來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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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其專業評估判斷，綜整人、事、時、地、物之整體情況，作最適

時適切之反應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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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害特性 

(一) 建築物外部 

1、 建築物結構無法阻擋火勢延燒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各戶間之牆壁為金屬材質，在屋頂端會

有些微縫隙，且牆面鐵皮重疊處受熱後就會變形而產生縫隙，以

及夾層與樓層地板大多使用木板材質，有燒穿及不穩固的情形，

再加上樓梯與貨梯無防火材質的牆面區隔等無防火區劃之情形，

均是煙蔓延的流通途徑，而無法有效阻擋火勢延燒。 

2、 建築物棟距小，易受輻射熱與風向影響而加速延燒 

業者為讓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內部有更大使用空間，故在搭

建時未在四周保留空地，與鄰棟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建築緊鄰搭

建，導致火災發生時，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間的棟距不足以阻擋

輻射熱，而加速火勢延燒速度，並使消防人員難以阻隔延燒。 

3、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供人員居住會不易逃生與搶救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內供人居住之房間通常設在夾層，逃生

出口只有場所的主要出入口，無第二個可通到戶外的樓梯和出口，

而且隔間裝潢均為無法阻擋火勢延燒的材質，場所內發生火災時，

人員則不易逃生，消防人員亦難以搶救。 

4、 山區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之連通道路狹小與陡峭 

搭建在山坡地之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其連通道路因地形因

素部分路段會較為狹小且陡峭，導致大型消防車無法抵達，而使

攻擊與防護水線數量受到限制。 

5、 火載量大 

倉庫與工廠為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的主要用途，場所內存放

許多物品、貨物、生產原料與成品，起火燃燒時就有大量可燃物

助長火勢。 

6、 場所位址不明確 

違章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之門牌號碼大多是地主或屋主自

行編碼，編碼順序與場所位置無一定的規律，而且偏遠地區均以

地名做為地址，致使火災發生位置難以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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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連棟式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不易判斷起火場所 

連棟式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發生火災時，若是場所門窗均是

關閉狀態，火勢在內部悶燒，濃煙亦在起火場所內與鄰近場所流

竄蓄積，外觀只有大量白煙或灰煙，在有明顯火焰冒出、外牆鐵

皮變色或明顯的黑色濃煙等徵象之前，在外部則不易確定起火燃

燒場所，此情形可使用熱影像儀、佈署水線撒水測溫或觀察冒出

煙的流速與滾動的差異，找出已起火燃燒之場所。 

8、 火勢快速延燒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各戶間之牆壁與內部隔間大多無防火

時效，而且與鄰棟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無適當間距，兩棟輕量型

鋼結構建築物間之通行道路大多不寬，火煙易從屋頂端及牆面鐵

皮重疊處的縫隙流竄，且受輻射熱影響引燃鄰近場所牆面周邊物

品，而使火勢極易造成延燒，再加上風向因素，下風處延燒速度

就更為快速，抵達火災現場應以阻隔延燒為主，且要注意車輛停

放位置，避免車輛因輻射熱而受損。 

9、 建立穩定中繼供水與保持車輛水箱水源不溢滿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建築大都位於農地或偏遠山區，因消防

栓設置數量較少，水壓也會較住宅區小且不穩定，於火災現場應

積極尋找河川、池塘或灌溉用水渠等替代水源，調度水箱車或移

動式消防幫浦汲水，或延長消防車間距建立長距離中繼送水路徑，

或是在適當位置建立水源集結區，調度消防車往返中繼送水，且

中繼水源車輛與攻擊車應透過操作水箱進水開關、水箱開關與河

川吸水口開關，調節進水量與進水方式，或無線電聯繫中繼水源

車輛減壓供水，以控制水源不溢滿，各出水水線亦可將瞄子出水

流量調小，以延長初期抵達車輛之水線出水時間。 

10、 重機械支援救災之危害 

重機械協助救災是以殘火處理為主，將倒塌之鋼骨與鐵皮移

除以利殘火處理工作，但消防人員在重機械作業半徑範圍內殘火

處理有相當危險性，應在重機械兩側後方射水，且重機械挖除部

分倒塌鐵皮後暫時停止機械作業，消防人員才可進入殘火處理。

重複以上程序直至餘火完全熄滅，以及須規劃挖除物堆置區，避



 

第十六章-4 

免挖除物阻礙進出路線。 

(二) 建築物內部 

1、 內部空間可蓄積大量高溫濃煙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均為樓層挑高建築，發生火災時，起火

場所內部可蓄積大量濃煙，同時也會快速從鐵皮縫隙往鄰近場所

流竄，夜間或假日發生火災，大多無法在火災初期即時發現，消

防人員抵達後火勢可能已達閃燃或爆燃的條件。 

2、 場所內危險物品種類與數量難掌控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用途大多為工廠或倉庫，內部除存放大

量貨品及原物料外，儲存或處理危險物品即是搶救上最大的隱憂，

火災時應向現場關係人詳細詢問其儲存與使用之危險物品種類

及數量，以免讓消防人員處於危害之中。 

3、 大多數場所未設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 

地主、屋主或業者在搭建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時，為規避設

置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每間場所面積大多以免設系統式消防安

全設備為主，僅需設置滅火器、標示設備與緊急照明燈等設備。 

4、 閃燃與爆燃危害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內部可蓄積大量高溫濃煙，且濃煙會從

鐵皮縫隙往鄰近場所流竄蓄積，若是夜間或假日發生火災，消防

人員破門搶救可能處於閃燃與爆燃的危害中，任何搶救行動應搭

配水線進行救災，使用熱影像儀觀察火場環境與溫度分布情形。 

5、 夾層坍塌或建物倒塌情形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之樑柱結構與內部夾層為金屬材質，受

到火焰與高溫濃煙加熱會有變形、彎曲與坍塌等情形，而且若為

連棟式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在彎曲與倒塌過程中，將拉扯鄰近

場所之樑柱，有鄰近場所結構之疑慮，所以，當輕量型鋼結構建

築物內部起火燃燒時，應在四面部署防護水線，搶救作為以阻隔

火勢延燒為主，若內部有夾層空間，則不可在夾層下方或夾層上

作業，即使殘火處理時，亦應排除夾層上物品掉落之危險，才可

在夾層下方進行殘火處理。 

6、 貨架與物品倒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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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內貨架及堆疊之物品，起火燃燒後會改變其結構及穩定

度，且消防人員因搶救行動而移動貨架及物品，致使貨架與物品

較不穩固，而有壓傷消防人員與阻斷進出動線之虞，若樓板或夾

層地板材質為木材，物品亦可能從消防人員上方掉落，故救災行

動應謹慎觀察場所內貨架位置與物品堆置情形，避免在周遭作業，

如因搶救必要須將其移除或移位，應規劃堆置處所與堆疊高度。 

7、 消防人員墜落危害 

2 樓以上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及內部夾層，地板材質大都以

木材為主，直下層起火燃燒後，可能燒穿木板與降低金屬樑柱承

重強度，或者於屋頂阻隔延燒或破壞排煙工作，因塑膠採光罩、

鐵皮遇水濕滑和行走時重心不穩等情形，或者場所內部貨梯門未

關閉等，均使消防人員有墜落之虞，在救災時應利用熱顯像儀、

手電筒、撬棒或火斧等器材，採爬行或跪姿方式，仔細探測人員

前方狀況，緩慢前進救災，屋頂作業應有確保措施與踩踏位置應

在固定螺絲之橫樑處。 

8、 消防人員在場所內部定向及定位困難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大都做為工廠或倉庫使用，內部除有辦

公室隔間外，其餘面積大都放置機台、貨架與貨物等，消防人員

在場所內部難以定向與定位，需搭配水線及照明索進行救災，否

則易有迷失方向之情形。 

9、 建築物內部通訊困難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大都為挑高設計，倘若發生火災時容易

因為內部煙層蓄積及金屬鐵皮覆蓋或高溫環境造成通訊困難，故

進入前務必妥善規劃中繼通訊並時刻確保通訊為順暢。 

10、 鐵捲門滑落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之對外出入口大都為鐵捲門設計，倘若

遭遇火災時，容易因受熱導致脫落，造成路線封閉近而迷失的可

能，故進入時務必妥善研擬撤退路線。 

 

三、 災害歷史案例 

(一) 發生時間：108年 10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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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生地點：○○市○○區○○○路號。 

(三) 案情概述： 

108 年 10 月 03 日 1 時 45 分接獲民眾報案，立即派遣消防

人員前往搶救，現場為兩棟食品用具製造及批發之工廠，廠區內

部堆放大量紙類、容器等可燃性物品，1時 53分許，第○救災救

護大隊○○分隊小隊長○○○率員抵 達火災現場，擔任火場初

期指揮官。發現現場○○廠已竄出大量濃煙及火焰，消防人員與

廠方人員確認火場內並無人受困。於火警初期由轄區分隊及第一

梯次支援的單位，對已起火燃燒的○○廠房進行佈線搶救，另○

○股份有限公司廠房暫無燃燒情形，而兩棟廠房建物中間 有 8 

公尺車行通道，其上方加蓋有相連固定金屬遮雨棚，導致 已全

面燃燒的○○廠房之煙熱被遮雨棚遮蓋，無法向上竄升，高溫濃

煙熱流逐漸沿頂蓋內側，向未起火燃燒的○○股份有限公司廠房

上層流入，另外兩棟建築物中間 有約 8 公尺寬之車道，於走道

後方堆放大量紙捲受熱燃燒，當 火勢自○○號鐵皮屋北面延燒

至南面時，火勢再沿著紙捲由東向西延燒。 

(四) 搶救經過： 

現場指揮官○○○指派，○○分隊小隊長○○○擔任○○號

監測煙熱警戒任務，○○分隊小隊長○○○另率隊員謝○○、張

○○等人執行該任務，並先行會同工廠員工進入未起火燃燒的○

○股份有限公司廠房，當時廠房內部 1 樓無煙熱蓄積，視線良

好。○○分隊小隊長○○○檢視隊員謝○○、張○○等 2 名著

裝完備，攜帶熱顯像儀，由未起火燃燒的○○股份有限公司廠房，

第一面大門進入廠房內部，進行建物監測煙熱警戒任務。後因○

○分隊小隊長○○○發現，原未起火燃燒的○○股份有限公司廠

房，後側煙熱狀況有所改變，立即以無線電呼叫消防人員撤出。

隨後經由○○分隊小隊長○○○回報謝○○、張○○等 2員尚未

撤出，指揮官○○○現場立即啟動 RIT 機制，由 RIT人員接續

進入廠房內搜索。 

消防人員張○○及謝○○兩人進入○○區○○○路○○號

捜尋，因現場劇烈燃燒，導致兩人殉職。依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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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紀載，謝○○死亡原因為因高溫受燒及胸部挫

傷併內出血休克死亡；張○○因高溫、缺氧造成休克死亡。 

(五) 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 2人死亡。 

(六) 案例檢討： 

次火災消防人員抵達火災現場時，因為廠方未立即提供廠區

平面圖，廠房建築物內部空間超大且無防火區劃，現場堆放大量

可燃性紙類，火載量極大，救災不易，內部現場濃煙高熱，且內

部廣闊且地面堆放貨物之鐵製貨架及木製棧板，擺設複雜，致人

員撤退不易。因爲火災現場瞬息萬變，消防人員在搶救火災過程

當中，常因爲高度的工作壓力以及火場環境的激烈變化，產生人

員傷害事件。 

 

四、 安全注意事項 

（一） 進入前注意事項 

1、 救災車輛避免靠近火場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延燒速度快速，救災車輛停放於起

火場所四周或延燒方向的建物旁，若未保持距離，車輛則可

能受到輻射熱與火煙影響，而使車輛故障與損壞。 

2、 人員任務編組與進出管制 

火場任務編組有滅火、破壞、搜索、通風排煙、後勤與司

機，可於出勤途中以無線電分配任務，並且指定幹部或資深

同仁擔任小組長，抵達現場後指定司機或 1 名人員擔任安全

官，負責收取消防人員名牌及救命器插梢，管制人員動向與

進出火場時間並定時予以提醒，並於火場外部觀察火煙變化

情形，倘有閃爆燃發生、建築物變形、坍塌或其他意外事故發

生之虞，則應當主動提醒內部人員進行撤離或退出等動作。 

3、 起火處所不明則不可貿然行動 

起火場所或場所內起火位置不明時，可使用熱顯像儀觀

測溫度分布情形，佈署水線射水測溫，聽水瞬間降低鐵皮溫

度的聲音、落回地面之水量與觀察水蒸發的速度，或是觀察

冒出煙的流速與滾動的差異等，均可協助判斷起火場所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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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避免初期耗損人力一一破門冒險尋找起火場所，使同

仁陷於閃燃或爆燃的危害中。 

4、 全程應穿戴整套消防衣帽鞋 

搶救工作中應穿戴齊全之消防衣帽鞋、空氣呼吸器，火勢

熄滅後雖無高溫與輻射熱危害，但仍有切割傷、穿刺傷、物品

掉落或跌倒等危害，故於救災現場應穿戴整套消防衣帽鞋。 

5、 注意重機械支援救災安全 

重機械進行移除鐵皮與翻動堆積物等殘火處理作業時，

消防人員不可站立在作業半徑範圍內，應在重機械兩側後方

射水，如需接近堆積物撒水，需待重機械暫時停止作業，之後

人員才可接近處理。 

（二） 進入後注意事項 

1、 注意夾層坍塌或建物倒塌情形 

進入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內搶救時，先觀察火焰、夾層與

金屬支撐柱的相對位置，火焰在夾層下方或上方即有塌陷之

虞，應避免接近夾層，而金屬支撐柱會朝受熱端彎曲倒塌，當

有明顯火焰竄出時，儘量避免再深入火場內部。 

2、 注意貨架或物品倒塌情形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用途若為倉庫或工廠，場所內之貨

架坍塌與物品有掉落之虞，若樓板或夾層地板材質為木材，

上層之物品亦會掉落，搶救時應觀察場所內貨架、物品位置、

貨物堆置情形與上層樓板材質，避免在倒塌範圍內作業。 

3、 注意墜落危害 

搶救時應有充足的照明設備且慢速前進，利用熱顯像儀、

手電筒、撬棒或火斧等器材，採爬行或跪姿方式，仔細探測周

遭地板狀況，避免消防人員發生墜落事故，屋頂作業可以雙

節梯或掛梯固定在橫樑處，做為固定點或工作安全區，行走

時應踩踏在固定螺絲之橫樑處，以避免不慎從屋頂墜落。 

4、 消防人員不可單獨行動且需搭配水線救災 

救災工作是團體行動，帶隊官分配任務編組時，每一任務

編組至少需有 2名消防人員，而且編組人員開始執行工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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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組成員就不可脫隊行動，以確保消防人員安全，再加上火

勢變化瞬息萬變，為預防閃燃、爆燃、輻射熱及熱逼迫造成消

防人員傷亡，破壞與搜索工作必須搭配水線進行，以保護消

防人員面對各種突發狀況，而且在危急情況下指引消防人員

撤退與搜救路線。 

5、 使用熱影像儀搭配救災 

熱影像儀可用來觀察火場內部環境情況，讓消防人員了

解內部隔間、物品擺設位置與地板是否有坑洞或電梯井，加

速搜索受困民眾速度，與從溫度分布情況判斷起火點位置，

使消防人員救災行動更加安全及有效率。 

6、 避免於開口正面位置進行作業 

有關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工廠火災時，由於其火載量大，

內部儲放物品眾多且延燒迅速，常可能發生閃、爆燃的狀況，

搶救人員倘於閃、爆燃時位於開口處工作，則必當因衝擊波

造成重大危害，故消防人員應儘量避免於開口正面位置進行

作業，若有於開口附近作業之必要，則應以側面佈署為原則。 

7、 直線射水儘量避開鋼結構接合部 

直線射水產生急速熱脹冷縮效果造成橫樑與立柱之錯動，

易使結合部之螺栓或焊道剪斷或撕裂，致屋頂塌陷的情形。 

8、 進退路徑儘量靠近主結構鋼柱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建築結構多採「強柱弱樑」設計，消

防人員進入火場後，可儘量靠近外牆的柱桿件行進，減少遭

受坍塌物掉落觸擊的風險。 

9、 建立穩定中繼供水與保持車輛水箱水源不溢滿 

位於水源缺乏地區之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應注意下列事

項： 

(1) 積極尋找河川、池塘或灌溉用水渠等替代水源，調度水箱

車或移動式消防幫浦汲水 

(2) 延長消防車間距建立長距離中繼送水路徑，並採用循環式

供水。 

(3) 在適當位置建立水源集結區，調度消防車往返中繼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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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繼水源車輛與攻擊車應透過操作水箱進水開關、水箱

開關與河川吸水口開關，調節進水量與進水方式。 

(4) 無線電聯繫中繼水源車輛減壓供水，以控制水源不溢滿。 

(5) 火場內部瞄子流量管制。 

10、 危險判斷參考 

熱顯像儀若觀測火場上層（熱煙層）溫度過高，宜有撤

離之準備。在閃燃發生前，門窗開口處濃煙變成黑色夾雜著

黃褐色，且呈現滾動狀，最好立即撤離，以免發生危險。 

11、 注意管線掉落纏繞 

消防人員執行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火災時，應留意上方

管線及電線是否有掉落跡象，且於移動時，應留意垂落電（管）

線纏繞置身上。 

12、 增加內部照明設備 

火場內部大多相當昏暗，容易造成空間迷失，人員進入

內部時，可於出口、轉彎處設置定位燈或使用導光繩等引導

人員撤退。 

 

五、 結語 

輕量型鋼結構建築物工廠火災具有高度危險性，故初期情資之掌

握格外重要，搶救策略係以「外攻為主、內攻為輔」，若進入搶救時

需注意火場安全管理及危險判斷，以避免消防人員置身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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