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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逃生避難原則是什麼？破除火災逃生迷思保命必看懶人包 

危險頂加違建不可不知！北市府列舉：有這些特徵一律優先拆 

停太多車？停車場「鬆餅式」崩塌釀 1 死 專家質疑：不可能 

老舊建築加裝電梯 注意 4 大風險 

科博館攜手廉政署、營建署辦論壇 提倡打造耐震防災家園 

自由廣場》五樓以下住宅火災頻仍 亟待改善 

火災逃生避難原則是什麼？破除火災逃生迷思保命必看懶人包 

火災事故頻傳，許多住宅或

工廠，常因管線老舊或疏於管理

而發生意外。日前聯華食品廠大

火導致多人死傷，引發外界對於

火災逃生議題的關注。究竟遇到

火災該怎麼辦？哪些逃生方式其

實是致命的迷思？Yahoo 奇摩新

聞帶您一起了解。 

迷思一：火災發生時趕快往

上逃？ 

火災發生時，不少人第一個

反應是趕快往上跑。事實上，逃

生時應採取消防口訣「小火快逃、濃

煙關門」策略，並且千萬不能往上逃

生，因為煙平均上升速度每秒 3 到 5

公尺，人平均往上速度每秒 0.5 公

尺，人往上跑是跑不贏煙的。 

內政部消防署表示，在火勢尚未

蔓延前，假如建築物設有安全梯，首

選經由安全梯快速往下逃生。若只有

一般樓梯，應先確認樓梯間沒有煙

霧，才能走下樓梯逃生；要是發現有

煙霧從樓梯間下方蔓延上來，代表下

方發生火災，是一個很危險的環境，

這時候水平移動才是相對安全的方

式，亞太消防工程師學會理事長唐雲

明建議，如果第一時間判斷建築物是

東邊燃燒，可先水平移往西邊避難，

再從西邊安全處垂直逃生。 

此外，逃生時應視情況隨手關

門，阻擋火勢、濃煙往其他樓層延

燒，以利其他房間或樓層的人順利逃

生避難。 

思二：火災時躲廁所、冷凍庫等

有水環境比較安全？ 

火場溫度極高，有些人可能直覺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https://www.disasterlearning.gov.taipei/tw/Knowledge/ugC_Knowledge_Detail.aspx?ID=113&TID=5&CID=18
https://www.disasterlearning.gov.taipei/tw/Knowledge/ugC_Knowledge_Detail.aspx?ID=113&TID=5&CID=18
https://www.tfdp.com.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98&article_id=350
https://tw.news.yahoo.com/%E7%81%AB%E5%A0%B4%E8%A9%B2%E6%80%8E%E9%BA%BC%E9%80%83%E7%94%9F-%E9%81%87%E7%81%AB%E7%81%BD%E5%85%88%E6%B0%B4%E5%B9%B3%E9%81%BF%E9%9B%A3-%E6%B3%A8%E6%84%8F%E9%80%9A%E9%A2%A8-22320880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81%AB%E5%A0%B4%E8%A9%B2%E6%80%8E%E9%BA%BC%E9%80%83%E7%94%9F-%E9%81%87%E7%81%AB%E7%81%BD%E5%85%88%E6%B0%B4%E5%B9%B3%E9%81%BF%E9%9B%A3-%E6%B3%A8%E6%84%8F%E9%80%9A%E9%A2%A8-223208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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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往涼爽或有水的地方跑，居家

環境中，浴室是許多人第一個想

到可以躲藏的地方，然而浴室並

不是個好的躲避場所，主要原因

有以下四點： 

⚫ 浴室的門與天花板通常是塑

膠或玻璃材質，不耐高溫，

火場的高溫輕易就能讓塑膠

門熔化變形。 

⚫ 為了通風，浴室的門下方普

遍設有通風百葉，躲在浴室

內無法有效阻絕濃煙，反而

可能因濃煙侵襲傷亡。 

⚫ 浴室排水孔下方多半設有存

水彎，以發揮隔氣作用，避

免排水管的臭味進到室內。

所以當火災發生時，照理來

說，浴室內不會有新鮮空氣

進去。 

⚫ 浴室大多沒有對外窗，無法

對外呼叫，躲在浴室消防人

員不易發現。 

這次聯華食品廠意外，員工

誤判安全區，在逃生時選擇躲進

冷凍庫，同樣是一個錯誤的選

擇。由於冷凍庫或冷藏庫不是完

全密閉的空間，且設有換氣裝

置，無法阻隔致命的高溫濃煙；

加上沒有對外窗可供逃難，受困

後很可能被迫在裡面等著濃煙嗆

死人。 

迷思三：火災時先找溼毛巾

摀住口鼻？ 

溼毛巾無法擋住濃煙中的一

氧化碳和有害氣體，也就是說，

過去用溼毛巾摀住口鼻就能穿越

濃煙逃生的觀念，其實是錯誤的。

有些人可能會發問，溼毛巾沒用，

那用塑膠袋套頭是否就安全了？

錯！塑膠套不僅無法裝到新鮮空

氣，反而會因為呼吸導致塑膠袋產

生霧氣，影響逃生時的視線及速

度，塑膠袋還可能因火場高溫熔化

黏在皮膚上，相當危險。 

內政部消防署呼籲，火災發生

時，絕對不要浪費寶貴時間尋找溼

毛巾或塑膠袋等無法提供保護作用

的物品，以免錯失逃生良機。 

迷思四：火災時把門關緊就沒

事了嗎？ 

當屋內濃煙密布，已經找不到

合適的逃生路線時，把自己關在門

內等待救援，確實是比倉皇移動更

加安全的選擇。但仍須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空間都適合「關門保

命」，內政部消防署建議，可從以

下三個條件判斷： 

⚫ 建築結構：建築結構若為不具

備防火時效的材料，像是鐵皮

屋、木造房屋，遭遇火災時容

易變形、倒塌，不適合關門避

難。 

⚫ 室內裝修：若為易燃裝潢材

料，就不適合關門避難。只有

具耐燃等級的矽酸鈣板、岩棉

板等裝潢材料裝修的隔間牆、

天花板形成的空間，才適用關

門避難的原則。 

⚫ 門的材質：不耐高溫的塑膠

門、玻璃門等，一旦遇到高

溫，很可能融化或破損，無法

達到阻擋濃煙的效果。 

把門關上以後，還要盡快以衣物

或毛巾塞住門縫，避免濃煙從門縫竄

入。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最好躲在有

窗戶的房間，等待救援時可以呼吸新

鮮空氣、讓消防人員透過雲梯車救

援。另需留意的是，如果要打開窗

戶，應先塞住門縫後再開窗，避免空

氣驟然進入，進而引發「閃燃」擴大

火勢。 

迷思五：火災時在電梯要趕快開

門逃生？ 

火災逃生時，應該避免搭電梯才

安全。但若火災發生時，不幸人就剛

好就在電梯裡該怎麼辦？這時應謹記

「不要慌張、不可開門、不會窒息、

快點求救」的「三不一快」自救訣

竅。先冷靜下來，慌張反而可能造成

呼吸不順；不要嘗試打開電梯門，防

止墜落或其他意外發生；電梯內非密

閉空間，不會有缺氧窒息的危險；可

以的話，立即按對講機、緊急按鈕，

或用手機撥打 119、110 求救。要是

手機沒有訊號，請改撥 112 緊急電話

求援，同時敲打電梯門製造聲響、大

聲呼救，吸引他人注意。 

 

《未完，詳全文……》  

 

 

2023 年 04 月 26 日 

記者陳昭容 廖梓鈞/YAHOO 新聞 

bit.ly/41R4KMd 

 

https://tw.news.yahoo.com/%E8%81%AF%E8%8F%AF%E9%A3%9F%E5%93%A1%E5%B7%A5-%E8%AA%A4%E5%88%A4%E5%AE%89%E5%85%A8%E5%8D%80-%E8%87%B4%E5%91%BD-%E5%B0%88%E5%AE%B6%E6%8F%AD4%E9%BB%9E-%E4%B8%8D%E8%83%BD%E8%BA%B2%E9%80%99-10022483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81%AF%E8%8F%AF%E9%A3%9F%E5%93%A1%E5%B7%A5-%E8%AA%A4%E5%88%A4%E5%AE%89%E5%85%A8%E5%8D%80-%E8%87%B4%E5%91%BD-%E5%B0%88%E5%AE%B6%E6%8F%AD4%E9%BB%9E-%E4%B8%8D%E8%83%BD%E8%BA%B2%E9%80%99-10022483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81%AF%E8%8F%AF%E9%A3%9F%E5%93%A1%E5%B7%A5-%E8%AA%A4%E5%88%A4%E5%AE%89%E5%85%A8%E5%8D%80-%E8%87%B4%E5%91%BD-%E5%B0%88%E5%AE%B6%E6%8F%AD4%E9%BB%9E-%E4%B8%8D%E8%83%BD%E8%BA%B2%E9%80%99-10022483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9%81%BF%E9%9B%A3%E6%B5%81%E7%A8%8B-%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9%81%BF%E9%9B%A3%E5%8E%9F%E5%89%87-%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5%8F%A3%E8%A8%A3-%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6%BC%94%E7%B7%B4-090918261.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9%81%BF%E9%9B%A3%E6%B5%81%E7%A8%8B-%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9%81%BF%E9%9B%A3%E5%8E%9F%E5%89%87-%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5%8F%A3%E8%A8%A3-%E7%81%AB%E7%81%BD%E9%80%83%E7%94%9F%E6%BC%94%E7%B7%B4-090918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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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頂加違建不可不知！北市府列舉：有「這些特徵」一律優先拆 

台北市政府針對 1994 年 12

月 31 日完工的違章建築，已進行

拍照列管、分類分期處理，而為了

保障市民居住安全，對於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違建，則不論大小、新舊

一律優先拆除，尤其是有各種潛在

風險頂加違建，更與民眾的生命財

產安全息息相關。 

建管處長虞積學表示，頂樓違

章建築通常沒有經過專業人員的設

計和建造，可能存在建築結構不

穩、防火設施不足、電氣設施隱憂

等安全問題，都會增加火災發生的

風險。另外逃生和疏散通道可能受

到阻礙，如果建築物的緊急逃生通

道不符合標準或被阻塞，居民逃生

時會遇到困難，且違章建築沒有經

過嚴謹的建築設計和構造審核，其

結構可能不堅固，導致建築物的安

全性下降。 

虞積學強調，市府早已法規明

確規定，只要具有高危險性和出入

人員眾多的場所，如理容院、三溫

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資

訊休閒業、飲酒店、歌廳、補習

班、營業性廚房、旅館、學前教育

設施、醫院、社福機構、遊藝場或

學生宿舍等使用的頂加違建，或者

有超過三個的隔間、未經許可或未

依照許可內容進行室內裝修、有 2

層以上的違章建築等情形的頂加違

建，都將被優先拆除。 

此外，頂樓違建原來沒有隔間

或只有一個隔間之情形，亦不得有

新增隔間的情形，否則優先查報拆

除。 

虞積學也提醒，台北市屋頂既

存違建室內，依規定皆須安裝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並呼籲民眾務必遵

循規定安裝，以達到預警作用，保

障自身居住安全。 

 

2023 年 04 月 20 日 

記者呂詠柔/好房網 News 

bit.ly/44fcnh3 

 

 

北市府針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違建，不論大小、新舊一律優先拆除。圖／好房網 News 記者呂詠柔

攝 

停太多車？停車場「鬆餅式」崩塌釀 1 死 專家質疑：不可能 

紐約曼哈頓鬧區一處立體停

車場，於當地時間 18 日下午不

明原因瞬間崩塌，釀成 1 名員工

死亡，另有 5 人受傷，初步調查

報告指出，可能是停放在頂層的車

輛過多，其中包括噸位較重的電動

車，加上該棟建築物長年存在結構

性隱憂，才會釀成悲劇；建築安全

履歷協會理事長戴雲發質疑，常見車

位能載重約 7.5 噸，這起事件不可能

會是車輛數影響。 這棟 4 樓的停車場

位於曼哈頓下城金融區，靠近熙來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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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市政廳和布魯克林大橋，當時

先是在 2 樓位置發生塌陷，才開始

後續轎車與瓦礫墜落、層層交疊的

慘況，死者證實為停車場負責人摩

爾(Willis Moore)。驚險一瞬間的

畫面如今在網路上瘋傳，巨大又厚

實的水泥磚瓦宛如煎餅硬生生散

落，導致許多停放在裡面的車輛損

毀。 

紐約消防部門公布最新的調查

報告，稱事發當時至少有 50 輛車

停在屋頂上，其中有多輛笨重的

SUV 和電車，確切數量無從得

知。《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引述多位工程專家示警，

稱鑑於電動車使用率日益普及，建

商進行相關施工作業時，應了解電

動車的總重會如何影響建築體，再

決定是否要限重。此外，電池運作

能量強大，想當然電車會比吃汽油

的車輛更重。 然而，根本問題還

是該停車場的建築結構不合理，根據

建物局的調查報告顯示，截至目前該

處已累計至少 45 次違規，多數原因

都與電梯有關。此外，2003 年一份

文件還詳述像是「天花板存在裂

縫」、「背脊裂縫外露等混凝土瑕疵」

等危樓問題。 對此，建築安全履歷協

會理事長戴雲發表示，一棟建築物載

重每平方米約 500 公斤，常見的停車

位大小為 15平方米，換句話說，一

個停車位能承受 7.5 噸重，一輛車

了不起也就 1、2 噸重，就算電動車

比汽油車重也不可能會發生過重而

倒塌，罪魁禍首還是樓層本身。 

 

2023 年 04 月 20 日 

記者徐沛琪/好房網 News 

bit.ly/41PZlF9 

 

 

一格常規停車位能承受 7.5 噸重，一輛車了不起也就 1、2 噸重。示意圖／好房網 News 資

料照。 

 

老舊建築加裝電梯 注意 4 大風險 

全台屋齡高、不耐震的危險

老舊房屋遍地可見，根據內政部

不動產資訊平台最新統計，全台

屋齡三十年以上老屋逾 460 萬

戶，占比超過五成，也就是每兩

戶就有一戶符合都更危老重建屋

齡門檻標準的住宅，其中又以台

北市老屋情況最為嚴重，台北地

區屋齡超過三十年以上的老屋已

高達 71.2%，近期統計平均每年

老屋數量增加約 1.5%，未來幾年

更將上看 75%的高比例，實為最大

的國家安全問題之一，尤其長年飽

受海砂屋之苦的民眾，如遇地震來

襲就膽戰心驚，深怕建築發生倒塌

意外生命財產毀於一旦，居住安全

格外受到重視。 

另外，台灣面臨人口老化危

機，台灣已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

會」，未來老年人口占比將持續上

升。以居住生活品質為例，隨著社

會高齡化，居住在老舊公寓的年長

者上下樓梯越不方便，因此老舊公寓

加裝電梯的需求不斷增加，內政部已

於 104 年放寬「建築技術規則」規

定，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將

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

及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開口

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而各地政府也

有推動老舊公寓加裝電梯補助。 

「建築安全履歷協會」創會理事

長戴雲發表示，對於老舊公寓帶給老

年人口行動不便與困擾時，加裝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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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可以立即得到改善，並延長

原建築使用壽命，建構友善環

境，但以結構力學來說，最怕的

就是影響原建築的耐震度，力推

都更、危老重建的我們，需思考

該政策的必要性。 

先確保原房屋結構安全無虞 

戴雲發強調，老舊建築加裝

電梯之前，需先確保原房屋結構

安全無虞之下才進行，應先找專

業結構技師或相關團體檢測鑑定

房子主體結構的安全性，先就有

安全疑慮的部分，進行結構上的

補強，確保無虞後再行加裝電

梯。倘若結構已老化到無法補

強，或對安全已有疑慮，建議直

接進行都更危老重建，而不是繼

續花大錢加裝電梯，讓不安全的

建築更加危險。 

房屋內部的混凝土承重與耐

震能力像人一樣，會隨著歲月而

逐漸弱化，台灣早期施工品質、

混凝土比例並不太講究，當混凝

土孔隙多時，接觸到空氣面積

大，混凝土中性化程度速度變

快，將會影響鋼筋混凝土結構耐

久性。倘若未事先確保結構安全

而逕行增設電梯，則恐怕會有以

下風險： 

一、讓原本不安全的老舊建

 

對於老舊公寓帶給老年人口行動不便與困擾時，加裝電梯確實可以立即得到改善，並延長原建築使

用壽命。圖／freepik 

築更加不安全，因增設電梯不僅

會使建築重量增加、影響結構行

為，更影響原建構設計導致建築

支撐力不足，當地震來襲時，可

能造成結構應力集中破壞的風

險。 

二、內部增設電梯要注意是

否留有足夠順暢的逃生動線，在

急難時不會被電梯空間阻礙，若

內部無空間增設電梯，可能採用

外掛方式，將影響整體城市美

觀。如果內部沒有多餘空間可以

蓋電梯，就要看看是否適用外掛

電梯，外掛電梯至少需要長、寬

各二公尺，約四平方公尺的基地

面積，外觀看起來易顯突兀。 

三、電梯與原建築接合面品

質若有瑕疵，恐增加日後裂漏水

發生機率。 

四、增設電梯短期可提供便

利性，但長期下來將會影響都更危老

重建意願。 

位於地震帶的台灣，建築安全應

是房屋所有配備中的標準配備，這些

確實有安全疑慮的老屋，解決之道是

搭配高齡照料的居住環境，及進行都

市更新或危險老屋重建，才能使居住

在內的民眾達到真正的安全。 

「建築安全履歷協會」創會理事

長戴雲發再次提醒，若真有增設電梯

的必要，建議先找專業結構技師或相

關團體檢測鑑定房子主體結構的安全

性，確保原房屋結構安全無虞之下才

進行，才不會加裝電梯後反而讓建築

物更不安全。 

 

2023 年 04 月 30 日 

戴雲發/工商時報 

bit.ly/3AHRrS9 

科博館攜手廉政署、營建署辦論壇 提倡打造耐震防災家園 

科博館 921 地震教育園區與

廉政署、營建署合作今天舉辦

「建築耐震防災企業誠信論壇」。

科博館館長焦傳金表示，希望將企

業誠信經營理念深入建築工程，達成

耐震防災的全民目標；廉政署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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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鳳樑認為，強化「耐震工程品

質管理」，對保障公共安全及企業

誠信治理具有正面意義。 

論壇在 921 地震教育園區舉

行，針對「建築結構耐震、企業

誠信與永續發展、公私協力共創

三贏」等議題進行交流，安排

「公私協力共創廉政平台與誠信

環境的重要性」及「震災中我們

學到的事：建築耐震的真善美」

專題演講，包括產官學研及中部

地區營建業者、營造業公會、建

築師公會、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等

各界代表百餘人與會。 

焦傳金表示，地震造成生

命、安全損害，絕大部分起因於

建築物倒塌，教育部重視校園的

耐震防災，從 2009 至 2019 年已

累計補強 6526 棟校舍；2020 年

至 2022 年再投入 162 億元，改

善 1326 棟校舍的耐震力，希望

打造讓學生有安心學習的安全校園

環境。 

沈鳳樑說，台灣在 2022 年清

廉印象指數成績獲評 68 分排名第

25 名，超越全球 86％受評國家，

是政府部門與私部門企業共同努力

成果，廉政署將持續與私部門建立

夥伴關係，協力營造廉能優質投資

環境，促進國家與產業永續發展。 

921 地震教育園區保存霧峰光復

國中因斷層錯動隆起的操場與受震災

毀損的教室，透過歷史與人文、地球

科學與防震科技等面向，帶民眾了解

地震和人類生活關係。 

 

2023 年 04 月 21 日 

記者陳淑芬/中時新聞網 

bit.ly/417zszD 

 

 

自由廣場》五樓以下住宅火災頻仍 亟待改善 

新北市淡水區一棟三層樓公

寓日前深夜驚傳大火，屋內所住

八人中，有四人不幸喪命，引起

社會震驚與哀悼。然此祝融之災

並非偶發事件，根據內政部消防

署「一一○年全國火災統計分

析」顯示，二○一二年計有四七

三四起火災發生在一到五層樓，

佔比接近八成；又以起火建築物

類別觀之，以住宅（含集合住宅

與獨立住宅）的四三三六次居

首，佔七成二，凸顯五樓以下住宅

起火頻仍的嚴重性，亟待改善，筆

者建議如下： 

一、五樓以下住宿類建築物納

入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 

內政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住宿類建築

物應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檢查

範圍包含直通樓梯、安全梯、避難

層出入口、升降設備、避雷設備及

緊急供電系統等項目，且規定檢查

申報頻率為建物十六層以上或高度逾

五十公尺每二年一次；八層以上未達

十六層且高度未達五十公尺每三年一

次；六層以上未達八層則每四年申報

一次；至於五樓以下建物則免申報。 

 

《未完，詳全文……》  

 

2023 年 04 月 25 日 

王昱培/自由時報 

bit.ly/3Ho83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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