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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106 年 1-12 月份火災資料統計分析報告 

一、 火災案件分析及比較 

（一） 火災次數 

臺中市 106 年 1-12 月份共發生火災案件 4,048 件，其中 A1

火災 20件、A2火災 165件、A3火災 3,863件，造成 22人死亡，

53人受傷，房屋燬損 163間，汽車燬損 178輛，機車燬損 108輛，

財物損失估值新臺幣 5,255.1萬元。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統計分析表 

分析 

月份 

火災次數(件) 死亡

人數 

（人） 

受傷

人數 

（人） 

財物損失 

（千元） 

房屋

燬損 

(間) 

汽車

燬損 

(輛) 

機車

燬損 

(輛) 
總計 A1 A2 A3 

106年

1-12月 
4,048 20 165 3,863 22 53 52,551千元 163 178 108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每月火災次數分析比較表 

分析 

月份 

106年 

受理件數 火災 A1 A2 A3 A1+A2 

1月份 628 502 4 18 480 22 

2月份 681 500 0 18 482 18 

3月份 644 510 2 14 494 16 

4月份 675 488 1 19 468 20 

5月份 351 210 1 17 192 18 

6月份 346 188 2 12 174 14 

7月份 393 209 2 15 192 17 

8月份 364 194 0 9 185 9 

9月份 369 231 2 6 223 8 

10月份 508 355 3 10 342 13 

11月份 466 296 2 15 279 17 

12月份 547 365 1 12 352 13 

總計 5,972 4,048 20 165 3,863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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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分類與火災種類分析統計表 

種類 

分類 
建築物 車輛 森林田野 其他 船舶 總計 

A1 12 2 2 4 0 12 

A2 133 17 2 13 0 133 

A3 945 160 1,773 984 1 945 

總計 1,090 179 1,777 1,001 1 4,048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次數每月趨勢圖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分類與火災種類分析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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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種類分析比例圖 

 

（二） 火災時段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共發生火災案件 4,048件，以下午

12時至 18時發生比率較高，以 15時至 18時發生 924件最多，

12時至 15時發生 833件居次，9時至 12時發生 748件居三；A2

案件則以 21時至 24時發生 29件最多。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發生時段統計表 

時段 

月份 

0-3 

時 

3-6 

時 

6-9 

時 

9-12

時 

12-15

時 

15-18

時 

18-21

時 

21-24

時 

106年 

1-12月 

A1 2 2 3 4 4 1 3 1 

A2 23 17 21 14 19 24 18 29 

A3 170 105 280 730 810 899 530 339 

總 195 124 304 748 833 924 551 369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發生時段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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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都 106年 1-12月份火災次數、死傷人數比較 

(一) 106 年 1-12 月份火災總數以臺中市 4,048 件最多，臺南市 3,690

件居次，高雄市 2,985 件居三，其中 A1 類火災以新北市 24 件最

多，臺中市 20 件居次，A2 類火災以桃園市 288 件最多，新北市

184 件居次，A3 類火災以臺中市 3,863 件最多，臺南市 3,645 件

居次。 

(二) 火災死亡人數以新北市 34 人死亡最多，臺北市及臺中市各 22 人

死亡居次，受傷人數則以臺中市 53人最多，桃園市 34人居次。 

(三) 臺中市 5 月份梅雨季節開始、掃墓季結束後，火災件數大幅減少

至 210件左右，10月份開始增加至 340件左右；新北市及臺北市

以夏季較多，臺南市及高雄市趨勢與臺中市相似。 

(四) 以內政部消防署新制之火災指標數係計算每百萬人之每件火災死

亡率，計算結果以臺南市 0.11492%最低，名列第一，臺中市

0.19500%居次。 

 

六都 106年 1-12月份火災次數及死傷人數分析比較表 

火災數 總計 A1 A2 A3 死亡 受傷 

新北市 2,730 24 184 2,522 34 21 

臺北市 2,721 17 182 2,522 22 29 

桃園市 2,349 11 288 2,050 2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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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4,048 20 165 3,863 22 53 

臺南市 3,690 7 38 3,645 8 10 

高雄市 2,985 15 29 2,941 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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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 106年 1-12月份火災次數及死傷人數分析趨勢圖 

 
 

六都 106 年 1-12月份各月份火災次數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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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 106年 1-12月份每百萬人口火災數火災死亡率比較 
106年 1-12月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六都數值比較 

火災死亡人數 34 22 21 22 8 18 

火災數 2,730 2,721 2,349 4,048 3,690 2,985 

人口數 3,986,689 2,683,257 2,188,017 2,787,070 1,886,522 2,776,912 

每百萬人之每

件火災死亡率 
0.31239 0.30132 0.40859 0.19500 0.11492 0.21715 

名次 5 4 6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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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員傷亡分析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共造成 22人死亡，53人受傷。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死、傷人數比較表 

項目 

年 

106年 1-12月份 

火災死亡人數（人） 火災受傷人數（人） 

1月份 4 3 

2月份 0 5 

3月份 5 4 

4月份 1 7 

5月份 1 4 

6月份 3 6 

7月份 1 13 

8月份 0 5 

9月份 2 0 

10月份 3 0 

11月份 2 1 

12月份 0 5 

總計 22 53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死、傷人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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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06 年 1-12 月份共發生 4,048 件火災，致人員死傷案件合計

46 件，共造成 22 人(11 男 11 女)死亡，53 人(34 男 19 女)受傷，其中起

火原因為縱火案件者造成6人受傷，起火原因為自殺案件者造成7人死亡、

6 人受傷，排除自殺與縱火情形，計造成死傷人數為 15 人死亡、41 人受

傷；分析死傷情形，以獨立住宅造成 10死 21傷最多，起火處以客廳造成

9 死 4 傷最多，起火原因除縱火及自殺以外，以電氣因素造成 6 死 7 傷最

多，瓦斯漏氣或爆炸則造成 1 死 17 傷，死傷因素以逃生不及造成 8 死 13

傷最多，反應不及造成 4死 24傷，另分析死傷詳細原因，自焚造成 6死 1

傷，瓦斯爆炸造成 1死 20傷，瞬間火勢造成 3死 5傷；發生時段以 03時

至 06 時造成 6 死 3 傷最多，12 時至 15 時造成 4 死 18 傷，發生轄區以第

三大隊造成 7死 5傷最多，死傷地點則以廚房 6死 7傷最多，臥室 3死 14

傷。 
序

號 

死亡

(男) 

死亡

(女) 

受傷

(男) 
受傷

(女) 

起火

原因 

發生

時段 

發生

場所 
死傷原因 

1 1  3      
電氣

因素 
03-06 

獨立

住宅 

起火處位於客廳 

消防人員於阿嬤臥室內發現其倒臥在門口處，應有逃生行

為，有輕微受火勢燒灼 

另 2女(媽媽、孫女)1男(爸爸)均在臥室內睡覺，但消防人

員發現均倒臥在廚房內，研判應為逃生方向錯誤所致，有

輕微受火勢燒灼 

4人在現場均已 OHCA，到院後急救不治，死亡。 

2   2      菸蒂 03-06 
獨立

住宅 

2女原均於 2樓臥室睡覺，起火處位於 1樓客廳北側，案發

當時 2位罹難者有逃生動機，惟濃煙、火勢向 2樓延燒，

阻礙 2位罹難者逃生，致吸入過多濃煙及火焰灼燒而死亡，

未送醫；又因 2樓木質地板燒失，致大體掉落於 1樓廚房

位置。 

3   1  5  7  

瓦斯

漏氣

或爆

炸 

12-15 
商業

建築 

7火焰灼燒(1女死、2男重傷、1男輕傷、3女輕傷)、2有

害氣體(1男、1女)、4外物擊中(1男、3女) 

起火處位於 1樓廚房及地下室銜接處，災時 1 樓全面燃燒； 

分租套房 A3室女承租人在臥室內逃生至浴廁內死亡，現場

死亡未送醫； 

瓦斯行老闆及店長在氣爆點附近受火勢波及，自行逃出後

協助送醫，於送醫後 14日以上救治不治死亡(超過 14日，

死亡人數不計)； 

瓦斯行男員工及 3名女路人在店門口附近被氣爆及火勢波

及； 

1男 1女隔壁棟住戶逃生至 4樓臥室內待救，由消防人員救

出，輕微嗆傷； 

1男 3女路人在店門口附近被氣爆玻璃割傷。 

4 1        自殺 00-03 
派出

所 

罹難者(1男)可能因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永興派出

所移送案件之故，對警方有不服之意，而至該派出所人行

道停放機車區澆淋汽油於自身引火自焚死亡。 

5   1      菸蒂 09-12 
集合

住宅 

案發時僅罹難者獨自於套房內，可能因服用有安眠藥，導

致熟睡或判斷力、體力等條件不足，逃生失敗發現；罹難

者頭部朝東、面部朝北、側身倒臥於浴廁地面，浴廁塑質

門板受燒燒熔覆蓋於其身上，迅速救下樓由犁份 91救護車

送往臺中榮民總醫院急救；於 106年 01月 15日 14時 09

分死亡。 

6 1        自殺 12-15 竹林 
罹難者(1男)可能因診斷出血癌，鬱鬱寡歡，而至深山竹林

澆淋汽油於自身引火自焚死亡。 

7 1        電氣 18-21 工廠 研判罹難者當時在臥室內睡覺，察覺火災時已來不及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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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死亡

(男) 

死亡

(女) 

受傷

(男) 
受傷

(女) 

起火

原因 

發生

時段 

發生

場所 
死傷原因 

因素 至安全地方，發現倒臥於 2樓走道北側，大體前方遺留疑

似使用過支手提式乾粉滅火器。 

8 1        自殺 09-12 公墓 
男死者疑因財務問題，自行至加油站買汽油，騎機車選擇

偏遠公墓淋汽油自殺，數日後由路人發現報案。 

9 1        其他 18-21   

無法排除男死者維修割草機過程中，因割草機油料口及油

料原料桶開口未關，油氣瀰漫在身體四周，死者想點打火

機抽菸，一點打火機就引燃油氣及身上尼龍材質衣物，送

醫不治死亡。 

10   1      自殺 12-15   

女死者跌倒受傷後待業在家，疑似因為沒有工作賺錢又要

麻煩家人載她看醫生而想不開，留下遺書、至加油站購買

汽油後，於離家約 300公尺處山區小路自焚，現場死亡未

送醫。 

11 1        
電氣

因素 
15-18 

獨立

住宅 

研判起火處位於 1樓南側落地鋁門上方分離式冷氣機室內

機附近，分離式冷氣機室內機安裝在木質裝潢牆壁上，火

勢延燒木質裝潢天花板擴大燃燒，高溫火流沿樓梯往 2樓

竄燒，男性罹難者當時在 2樓南側臥室休息，由於高溫濃

煙從 1樓南側大門往上竄燒，無法往南側陽台避難待救，

便從臥室往樓梯逃生，疑因吸入過多火場高溫濃煙倒臥走

道窒息罹難。 

12 1        
機械

設備 
09-12 工廠 

起火戶工廠橡膠料篩分作業機組人員操作程序錯誤，誤將

後段細橡膠粉末空心螺旋輸送管電源開關關閉，使得細橡

膠粉末無法輸出而堆積堵塞在篩選機南側下方，造成篩選

機內部持續離心旋轉篩選細橡膠粉末，篩選機堆積堵塞的

細橡膠粉末因篩選網不斷旋轉摩擦發熱，導致細橡膠粉末

起火擴大燃燒；公司經理謝 00先生當時在機台附近，遭火

勢燒灼造成全身百分之 90二度燒燙傷，緊急送往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室救治，再轉送臺中榮民總醫院燒燙傷

加護病房，住院治療第 8天病情惡化傷重死亡。 

13   1      自殺 12-15 
獨立

住宅 

起火處為 4樓客房(平時不會進出使用)，勘察現場時發現

客房內擺放一金爐(內有燒過之木炭；經調閱附近五金商

場，為案發當天早上死者購買)及多排吃完的鋁質藥錠包裝

(憂鬱症適應症、安眠藥等藥物)，消防人員於 4樓客房門

口發現死者(全身 90%嚴重燒傷)立即送醫，急救無效。 

14 1        
爐火

烹調 
06-09 

集合

住宅 

研判起火處位於 5樓廚房東側雙口瓦斯爐具南側爐口附

近，若開啟廚房雙口瓦斯爐具南側瓦斯爐口爐火使用茶壺

煮開水，因使用不慎引燃瓦斯爐口旁紙類、布料等可燃物

擴大燃燒造成火災則實有可能，疑因吸入過多火場高溫濃

煙倒臥廚房窒息罹難，現場死亡未送醫。 

15 1        自殺 18-21 其他 

火災現場位於偏僻空屋內，係因學生偶然間上廁所發現，

已陳屍多日，研判罹難者(男)可能因憂鬱症、躁鬱症、開

刀造成身體不適、對太太之愧疚、孤寂等因素之故，以打

火機點燃汽油類易燃液體引火自焚，消防人員到場已無火

煙，未送醫。 

16   1      自殺 06-09   

研判罹難者(女)可能因精神分裂症導致幻覺、幻聽因素之

故，且有棄世的想法，自行走至屋外門口，倒汽油於自身

引火自焚，救護人員到場時該女士尚有意識，送醫後 1日

死亡。 

17 1        菸蒂 09-12 
獨立

住宅 

罹難者(男)在建築物西半部 2樓北側臥室就寢，因個人有

長期吸菸及使用蠟燭習慣，因案發適逢上午，且起火處無

遺留燈燭使用之情形，因個人抽菸習慣處理不慎，發覺太

慢，導致無法於火災發生時向下、向外逃生。 

18   1      
爐火

烹調 
06-09 

獨立

住宅 

罹難者(女)睡於西側客廳內，案發當天早上氣溫偏低，因

此使用小火鍋器皿煮食實屬可能，因四周堆放許多易燃物

品，若蚊香、敬神祭祖造成微小火源起火燃燒較易撲滅，

如使用小火鍋器皿內酒精塊煮食，則火勢擴大較不易搶

救，研判火災發生初期罹難者有試著搶救的動作，因火勢

擴大燃燒造成黑煙瀰漫，家中堆放雜物更不利逃生，並且

罹難者游素真女士有逃至逃生門(後門)，惟出口需內拉才

能逃離造成逃生不易，加上門把及鋼架上有互扣之機車用

輪鎖，需使用鑰匙才能開鎖，更延遲的逃生的時機，才造

成罹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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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死亡

(男) 

死亡

(女) 

受傷

(男) 
受傷

(女) 

起火

原因 

發生

時段 

發生

場所 
死傷原因 

19     3    
施工

不慎 
15-18   

下水道汙水管處理工人施工不慎挖破天然氣管線，意圖自

行修補止漏時，不慎造成火花引燃洩漏天然氣，突然的火

勢造成 3名男工人被火勢灼傷，由救護車送醫救治。 

20       3  
電氣

因素 
00-03 

獨立

住宅 

大女兒(濃煙輕微嗆傷)、媽媽(仰躺，無呼吸心跳)及小女

兒(側躺，無呼吸心跳)3人原於 3樓中間臥室睡覺，大女兒

逃生至 3樓中間臥室西側鐵窗待救；媽媽、小女兒 2人無

逃生跡象，均係消防搶救人員於 3樓中間臥室救出，3名傷

者分別由大誠分隊 91救護車及文昌分隊 91、92救護車送

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救治；因 3樓樓梯間溫度很高無

法逃生。 

21     2  1  

瓦斯

漏氣

或爆

炸 

12-15 
商業

建築 

為瓦斯行員工更換液化石油氣鋼瓶時不慎造成液化石油氣

鋼瓶洩漏，遇火花引起氣爆現象，現場未起火燃燒。 

瓦斯行男員工及男老闆在氣爆點(廚房)被火勢灼傷，1名餐

廳女員工在距起爆點 10公尺處(廚房)，亦被火焰灼燒，均

自行就醫。 

22     1  2  
電氣

因素 
21-24 

獨立

住宅 

於小孩臥室內門口處放置冷暖陶瓷循環機增高室內溫度保

暖用，於 23時左右該冷暖陶瓷循環機起火，3名小孩發現

屋內都是濃煙，且因出口被阻擋無法逃生，遂躲至通往陽

台之門口處哭泣(未開門逃至陽台)，其母發現後開門以衣

物及滅火器滅火，3名小孩僅被濃煙嗆傷，由其父帶往 1

樓戶外，由 91車送醫院救治，無大礙。 

23     1 1 其他 03-06 
獨立

住宅 

女傷者逃生過程嗆傷，表示男傷者於臥室內點燃工業用酒

精，男傷者受傷原因不明，倒臥於 1樓浴室門口。 

24     1 1 縱火 18-21 
獨立

住宅 

縱火嫌疑人於 2樓雜物間縱火，抱其小孩(男)由 2樓逃生

至頂樓過程有吸入性嗆傷，迅速救下樓由后里 91救護車及

豐原 92救護車送往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急救。 

25     2   
機械

設備 
00-03 工廠 

操作機台員工(1男)被機臺瞬間起火噴濺之火花波及，全身

嚴重燒燙傷，另一名員工(1男)為搶救火勢輕微燒燙傷，均

自行下樓由救護車送醫。 

26     1  1  

瓦斯

漏氣

或爆

炸 

09-12 
集合

住宅 

瓦斯爐台點火故障，男傷者及女傷者（均為住戶）便以打

火機點燃衛生紙，靠近開啟瓦斯開關的爐臺，想要點燃瓦

斯爐火，造成瓦斯氣體瞬間燃燒，站在瓦斯爐台旁的兩名

住戶男女傷者因此遭火焰灼傷，女傷者跑到樓下請求民眾

報案叫救護車、男傷者則在家中等待，救護車到場後便將

兩名傷者送醫。 

27     1  1  菸蒂 06-09 
集合

住宅 

起火處住戶(女)案發當時於屋內睡覺，發現房外有煙竄

入，立即往該臥室陽台逃生待救，逃生過程中不慎遭濃煙

嗆傷，待消防人員救出後送醫；另一名為起火戶直上層住

戶(男)，於住家陽台待救時輕微嗆傷送醫救治。 

28     1   自殺 21-24 工廠 

男傷者於工作之工廠廁所內燒炭自殺，並留下遺書，案發

前下午與老婆有口角，自殺前並有打電話向老婆道歉，老

婆趕到工廠廁所踹開門發現男性燒者全身嚴重燒燙傷，立

即叫救護車送醫急救。 

29     1   
爐火

烹調 
06-09 

商業

建築 

起火戶為素食店，傷者為素食店老闆，煮完菜後爐火未關

就至前方用餐區與客人聊天，約 10-20分鍾發現廚房有火

光前往搶救，搶救過程中不慎遭火灼傷，由救護車送醫急

救。 

30     1   燈燭 09-12 
獨立

住宅 

男傷者於神明廳初期滅火時遭灼傷，立即自行逃生下樓，

由救護車送醫。 

31     1   自殺 12-15 
獨立

住宅 

男傷者自己表示火災前在臥室內睡覺，醒來發現臥室東北

側衣物堆起火燃燒，便跑到浴廁避難，直到消防人員將其

救出，只有輕微嗆傷；起火原因疑似該傷者潑灑易燃液體

(汽油類)於房間東北側衣物堆上，再以噴燈引燃欲自殺。 

32     1   縱火 00-03 
獨立

住宅 

男傷者持打火機點燃雜物，發現滴落火星引燃火災後至廁

所持水桶搶救，火勢無法撲滅，便逃生，在搶救逃生過程

中嗆傷，自行逃出蹲坐路邊，由救護車送醫。 

33     1   縱火 15-18 
集合

住宅 

男傷者因中風在家，長期心情鬱卒，有尋死念頭，於是自

行到加油站加了 5公升 92無鉛汽油後吃 70顆的安眠藥，

回家將客廳門窗、電源總開關、廚房瓦斯通通關閉，用浴

巾塞住大門門縫(怕影響到他人)。將汽油倒在客廳西南側

的沙發椅上用打火機引燃，災後消防人員於臥室床鋪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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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死亡

(男) 

死亡

(女) 

受傷

(男) 
受傷

(女) 

起火

原因 

發生

時段 

發生

場所 
死傷原因 

上傷者立即送醫。 

34     1    玩火 15-18 
獨立

住宅 

火災地點騎樓堆放多量資收物，附近鄰居會把回收物搬去

堆放，案發當時有一男童搬資收物去時，發現打火機隨機

點燃紙張等可燃物，傷者當時於屋內發現火勢後，使用水

管滅火，不慎遭火焰灼傷。 

35     1    自殺 12-15 
獨立

住宅 

男傷者點燃液化石油氣鋼瓶洩漏瓦斯欲自殺，造成氣爆，

但未燒，造成男子輕度受火焰灼燒，自行走出由救護車送

醫。 

36     1    自殺 09-12 
辦公

建築 

男傷者疑似被開罰單(酒駕、未戴安全帽)感到不滿，於加

油站購買汽油後，至派出所值班台引火自焚，值班員警見

狀立即以手提式乾粉滅火器滅火，並叫救護車將男傷者送

醫。 

37       1  縱火 06-09 
集合

住宅 

縱火犯與傷者有感情糾紛，去五金賣場買松香水，將其倒

在災戶大門，使用打火機點燃，傷者當時於屋內臥室睡覺，

發現有濃煙欲逃生，跑至客廳時發現大門有火無法逃生，

隨後遭濃煙嗆昏，消防人員入內搶救送醫。 

38     1    
施工

不慎 
09-12 

集合

住宅 

大樓聘請工人至電梯實行地板刮除作業，施工時不慎造成

瓦斯噴燈破裂，大量高壓瓦斯汽化噴出，引火造成瞬間氣

爆，造成施工工人受燒灼傷，其他同事發現報警送醫。 

39       1  
遺留

火種 
12-15 

獨立

住宅 

傷者為搶救財物及車輛多次進出火場，肩及背部被燒熔滴

落之騎樓隔熱綿火星燒灼，由霧峰 91救護車送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急救。 

40     1    自殺 15-18 
獨立

住宅 

男傷者因為身體發生異狀，無法入睡、無法排洩，深受折

磨，一時想不開，將廚房西北側瓦斯桶管拔除，並開啟瓦

斯後，用打火機點燃，後來後悔後先去 1樓西側客廳把母

親推出門外，並趕去 1樓浴廁提水要滅火，但火勢太大，

造成眼睛及氣管受傷，便待在 1樓梯間浴廁附近，直到消

防員將他救出。 

41     1    菸蒂 09-12 
集合

住宅 

男傷者有抽菸習慣，火災調查人員於現場勘察時於彈簧床

墊附近發現一燒損碳化之菸盒，內部尚有香菸殘留，因傷

者徹夜未眠，在外有飲酒、服用 6顆安眠藥及 6顆抗憂鬱

藥物，起火處位於其附近，以致火災發生時未能及時反應，

造成大面積燒燙傷，其家人發現火災後立即進行初期滅火

（以為男傷者不在家），滅火後才發現男傷者意識昏迷躺在

床上全身燒燙傷，立即揹下樓並叫救護車送醫急救。 

42     1    自殺 03-06 
獨立

住宅 

男傷者暫住在承租人家，疑因財務問題想不開，將液化瓦

斯鋼瓶拖去廁所後引爆，造成自身 50-60%2度傷燙傷，自

行走出門外求救送醫。 

43     1    
電氣

因素 
00-03 

獨立

住宅 

傷者晚上於臥室睡覺時發現有煙及異味，在住家四處查看

時，發現其中一間臥室有火勢，故將其房門打開，內部火

勢瞬間竄出造成其手臂、臉及頸部 2級 8.5%燒燙傷，經初

期搶救無效逃生，消防人員到場後立即送醫救治。 

44     1    
爐火

烹調 
18-21 

獨立

住宅 

現場為 1樓烤漆浪板及貨櫃搭建獨立住宅建築物，建築物

竄出灰黑色濃煙，入室搶救時，發現廚房東南側快速爐具

附近竄出橘紅色火舌，消防搶救人員立即佈署水線朝火點

射水撲滅火勢，災後承租人受濃煙嗆傷，由犁份分隊救護

車送往臺中榮民總醫院救治。 

45     1    縱火 21-24 
獨立

住宅 

夫妻吵架後，丈夫使用打火機點燃酒精(乙醇)不慎潑灑於

座椅上衣物堆引燃火勢，傷者因無穿脫鞋試圖赤腳踩熄地

面火勢以致腳底、腳踝受火焰灼傷。 

46     1    菸蒂 06-09 
集合

住宅 

傷者服用安眠藥熟睡，未能於第一時間逃生，遭濃煙嗆傷

及右側臀部 2度 1%燒灼傷，由 91車送往醫院救治，已康復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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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發生場所分析： 

 

獨立

住宅 

集合

住宅 

辦公

建築 

商業

建築 
工廠 空屋 

道路

上 

人行

道 
山區 公墓 空地 總計 

死亡(男) 3 1     2 1 
 

1 1 1 1 11 

死亡(女) 7 1   1     1   1     11 

受傷(男) 13 6 1 8 3   3         34 

受傷(女) 8 3   8               19 

(二) 由起火處所分析： 

 
客廳 臥室 廚房 浴廁 神龕 倉庫 電梯 

騎樓

下 
路邊 墓地 其他 總計 

死亡(男) 3 1 1           1 1 4 11 

死亡(女) 6 2       1     1   1 11 

受傷(男) 3 8 6 2 1 5 1 1 3   4 34 

受傷(女) 1 6 2     8         2 19 

(三) 由起火原因分析： 

 
縱火 自殺 燈燭 

爐火

烹調 
菸蒂 

電氣

因素 

機械

設備 
玩火 

施工

不慎 

瓦斯

漏氣

或爆

炸 

遺留

火種 
其他 總計 

死亡(男)   4   1 1 3 1         1 11 

死亡(女)   3   1 3 3       1     11 

受傷(男) 4 6 1 2 3 2 2 1 4 8   1 34 

受傷(女) 2       1 5       9 1 1 19 

(四) 由死傷人員死傷因素分析： 

 
縱火 自殺 反應不及 搶救 逃生不及 

逃生方向

錯誤 
總計 

死亡(男)   4 3   3 1 11 

死亡(女)   3 1   5 2 11 

受傷(男) 4 6 15 5 4   34 

受傷(女)     9 1 9   19 

(五) 由死傷人員死傷詳細原因分析： 

 
縱火 自焚 

燒炭

自殺 

燒雜

物 

搶救

火勢 

搶救

財物 

瓦斯

爆炸 

瞬間

火勢 

驚慌

失措 
嬰兒 

逃生

錯誤 

濃煙

阻隔 
熟睡 

服用

藥物 
總計 

死亡(男)   4           3     1 1 2   11 

死亡(女)   2 1       1       2 1 3 1 11 

受傷(男) 4 1 1 1 6   11 5       1 3 1 34 

受傷(女)           1 9   1 1   1 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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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由發生時段分析： 

 
00-03 03-06 06-09 09-12 12-15 15-18 18-21 21-24 總計 

死亡(男) 1 1 1 3 1 1 3 
 

11 

死亡(女)   5 2 1 3       11 

受傷(男) 4 2 3 5 9 6 2 3 34 

受傷(女) 3 1 2 1 9   1 2 19 

(七) 由發生轄區分析： 
大隊 1 2 3 4 5 6 7 8 總計 

死亡(男)   2 2 2 2 1   2 11 

死亡(女)     5 2   1 2 1 11 

受傷(男) 3   4 2 4 6 3 12 34 

受傷(女) 1   1 2     3 12 19 

(八) 由死傷地點分析： 

 

客

廳 

客

廳 

臥

室 

廚

房 

浴

廁 

電

梯 

路

邊 

作

業

區 

走

道 

空

地 

騎

樓 

人

行

道 

竹

林 

神

龕 

墓

地 

派

出

所 

車

內 

陽

台 

頂

樓 

樓

梯

間 

空

屋 

總

計 

死亡(男)     1 2      1 2 1   1 1   1          1 11 

死亡(女)   1 2 4 2   2                             11 

受傷(男) 1   9 6 5 1 5 2     1     1   1   1 1     34 

受傷(女) 1   5 1     6   1   1             2 1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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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生場所、建築物類別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其起火場所建築物類火災 1,090件中，以

住宅用途（獨立住宅 545件、集合住宅 256件）建築物所發生之比率最

高，共發生 801件（佔建築物類火災發生數 1,090件之 73.49%），工廠

122件次之，商業建築 77件居三。 

分析住宅用途之起火原因，以爐火烹調 398件最多，其次為電氣因

素 190 件，菸蒂 70 件居三；分析工廠火警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 64

件最多，其他原因 21件居次，機械設備及菸蒂各 11件居三。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發生場所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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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起火處所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起火處所除了其他 1,939件、路邊 660

件、墓地 526件較多以外，以廚房 459件居首，臥室 110件次之，倉庫

79件再次之。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起火處所分析比較表 

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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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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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5 0 3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3 1 6 

A2 14 0 32 0 9 3 5 3 4 6 0 16 0 1 0 0 1 0 1 0 8 4 1 57 

A3 40 9 75 3 449 17 29 47 7 6 1 62 13 5 12 6 0 1 13 1 14 653 524 1,876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起火處所分析比較圖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0

10

20

30

40

50

60

客
廳 

餐
廳 

臥
室 

書
房 

廚
房 

浴
廁 

神
龕 

陽
台 

庭
院 

辦
公
室 

教
室 

倉
庫 

機
房 

攤
位 

工
寮 

樓
梯
間 

電
梯 

管
道
間 

走
廊 

停
車
場 

騎
樓
下 

路
邊 

墓
地 

其
他 

件

數

 

起火處 

A1

A2

A3



 17 

六、 起火原因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起火原因以其他 2,436件最多，爐火

烹調 434件居次，電氣因素 427件居三，敬神掃墓祭祖 376件居四。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發生原因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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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44 8 1 6 5 16 54 1 5 0 3 0 4 0 3 0 0 6 0 9 

A3 0 1 2 426 371 127 370 17 4 2 27 1 13 4 15 13 1 43 0 2,426 

臺中市 106年 1-12月份火災發生原因分析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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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策進作為 

消防安全一直是本市重要施政作為，本局致力於了解火災發生之

原因，除了提供火災搶救對策外，亦可作為防制侵害社會法益的縱火

發生，更重要的是提供火災預防措施。 

106年 1-12月份共發生火災案件 4,048件，其中 A1火災 20件、

A2火災 165件、A3火災 3,863件，全民應持續努力，隨時防範並注意

火災發展趨勢，且應有「多一分小心就少一分災害」之觀念。提出下

列防範措施，務求有效降低火災發生、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 

(一)住宅火災防火對策： 

1. 本市 106年 1-12月份發生之 4,048件火災案件中，建築物類住

宅火災案件發生 801 件（佔建築物類火災發生數 1,090 件之

73.49%），發生之比率偏高，其中又以五層以下住宅計 591件最

多，故除宣導 119 報案及逃生要領外，亦針對五層以下住宅推

動住宅防火診斷及宣導消防常識，推廣住家應安裝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有別於一般大樓的系統式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其安裝

及維修均較為簡易。安裝於家中易偵測火災之場所（臥室、廚

房、樓梯間），在偵測到火煙時能立即發出聲響，使居民在火災

初期能及早撲滅火勢並爭取逃生機會。 

(1) 106年 1-12月本局針對五層以下住宅推動住宅防火診斷及宣

導消防常識戶數 18,211 戶，宣導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戶數

23,841 戶，實際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戶數 15,061 戶，宣

導設置滅火器戶數 16,820戶，宣導使用防焰物品戶數 15,164

戶，消防闖關體驗宣導人次 68,866 人，協助宣導弱勢族群之

消防常識戶數 15,640戶，宣導總戶次 106,930戶，宣導總人

次 886,142人，防火宣導 8,820場次。 

(2) 本局為提昇市民之居家安全，依「消防法」、「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設置辦法」等規定，實踐本市愛鄰守護計畫，持續辦理

宣導活動，鼓勵民眾主動安裝住警器外，自 102 年起迄今已

為本市獨居老人、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家庭等弱勢族群安

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去(106)年度持續辦理補助推動設

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針對本市轄內符合資格對象(避難弱者、

低收入戶、住宅式宮廟、狹小巷弄建築物等高危險住宅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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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辦理，以維護本市公共安全。今 (107)年編列 56萬 3千

元購置，更於去年 2、12月奉准動用第二預備金 400萬及 800

萬元增購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其中 15,210具住警器業於去年

6 月下旬轉發各轄區大隊，由轄區各大隊派員前往居家訪視

住戶意願與審查資格後，予安裝作業，並於 12月中旬全數安

裝完畢，另 800 萬部份因採購作業流程，預定於 107 年 2 月

辦理交貨後驗收 3 萬 2 千餘具，完成驗收後發與各大隊用以

執行補助安裝，以期更有效維護市民居家消防安全。 

2. 截至 106年 12月底，本市消防婦宣單位總計 42個分隊，8個中

隊，1個大隊，本局擬持續招募目婦女防火宣導隊成員，以深入

每個社區，進行居家訪視、防火診隊與宣導，將消防安全觀念

普及至每個家庭，並推廣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設置，有效預防

火災發生，並於火災初期盡速察覺應變避免火勢擴大。 

3. 高齡者住宅，因傢俱易燃而產生有毒濃煙，常有居民因吸入有

毒濃煙而嗆傷、昏迷，故可推動高齡住宅使用不易燃的傢俱及

寢具，即可降低有毒濃煙之產生，讓居民能安全避難。而且因

高齡者行動上較為遲緩，即使設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亦可能

無法於短時間內順利避難逃生，因此應建立鄰里守望的互助模

式，平時做好防災對策，火災發生時由近鄰協助進行火災應變，

即可有效避免人員傷亡；更甚者，可於高齡者住宅內設置簡易

撒水系統，於火災初期即放水抑制火勢，效果更為顯著。 

4. 進行宣導時可以建議在配置滅火器時應考量女性是否可順利使

用，增設 10kg型或 5kg型滅火器，並鼓勵住家購置滅火器及定

期更換藥劑。 

5. 鼓勵住宅進行自主管理，於平時管理及檢查時應一併就避難逃

生路線、樓梯間安全門等進行檢視，並適時給予改善建議；為

了能未雨綢繆，建議每一個家庭都應該事先製作家庭消防安全

計畫，仔細思考「二個不同方向的逃生動線」、「不同起火點的

逃生路線選擇」、「逃生的工具」、「家中欠缺之消防設備」、「逃

生後的戶外集合地點」、「緊急的聯絡電話」等，並將計畫內容

讓每一個家人知道，並定期演練，確認計畫內容是具體可行，

這些問題如有事先仔細思考過，在面對火警時即可立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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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廚房常發生煮食不慎之火災，應定時清潔排油煙機及燃燒器具，

避免油垢大量殘留而因火勢點燃造成火災；作飯、燒菜時儘量

避免離開現場，且應養成隨手關閉瓦斯之習慣，落實「人離火

熄」之觀念，當油鍋起火時，應立即將鍋蓋蓋上或用濕之棉被

覆蓋，切勿用水去撲救。 

7. 改善違建及防火巷加蓋情形，宣導若住宅位於狹窄巷弄內，請

鄰長里長婉言規勸里民共同維護社區安全，請交通局停管處加

強取締違規停放汽機車情形，並於巷道間隔裝設滅火器。 

8. 鐵窗及窗戶陽台勿堆放物品、雜物，以免逃生受阻，亦須加強

民眾的防火及火災應變知識與技能，有效預防火災之發生，即

便火災發生，方能做好自身安全保障，向戶外逃生或緊閉門窗

創造安全避難空間以待救援，提高人命存活度。 

9. 在許多火災案例調查中，發現「關門」的動作可以有效阻隔火

勢，如果在室內逃不出去，將門關起來，可以將火勢阻隔在外，

爭取更多的逃生時間，如果起火點在屋內，逃離家門時將門關

來，可以將火勢侷限於屋內，減緩火勢的延燒速度，方便其他

樓層的人逃生，隨手「關門」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 

10. 亂丟菸蒂是縱火的行為，床上吸菸更易失火燒身，吸菸人士務

必養成隨手熄滅菸蒂的習慣。 

11. 生火取暖或以蚊香薰趕蚊蟲，易引起火災，務必小心處理。 

12. 燃放爆竹，最易引起火災，如必須燃放時，應遠離易燃物品，

切勿讓孩童任意玩放。  

13. 嚴禁兒童玩火，打火機等勿放置於小孩伸手可得之位置。 

14. 祭祖焚燒紙錢，使用容器裝盛，避免被風吹散造成意外。 

15. 住宅進行施工裝潢時，若有會產生火花、火焰之作業，應於現

場備有滅火器、水桶等緊急滅火措施，同時應加強施工人員之

教育訓練，不得於施工現場吸菸，也應注意施工安全規則。 

(二)落實工廠安全管理制度： 

1. 據統計 106年 1-12月份工廠火災共計 122件，其中 A1火災 2件，

A2 火災 17 件，且大多造成重大的財物損失。工廠常為連棟式鐵

皮屋頂建築，防火區劃差(因放置多種大型機具，且多採挑高大

面積設計，並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規定得免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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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劃)、作業環境複雜(高電壓、高負載、高溫、污染有毒)、儲

放大量可燃物、危險性高物品(火載量大)或電氣設備，用電負載

大，也可能因使用之機具而有產生火花、高熱之特性，發生火災

之危險性極高，因此，應從法制上與防火管理上做好萬全之預防

措施。 

2. 鑑於此狀況針對相關場所應落實列管，加強工廠消防安全設備之

定期檢查，以期火災發生初期即能提早偵知並有效進行滅火動

作。 

3. 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儲存、販賣等場所，除業者依「公共危險

物品暨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及「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相關設備及符合安全管理之規定外，

未達該法定規模之工廠，亦應輔導設置相關防護措施，並讓員工

了解各項危險物品之理化性，以利防災救災，並建置相關物質名

稱、儲放數量等資料，以利火災調查工作之進行。 

4. 利用工廠員工講習或防災宣導機會，倡導廠內用電安全，並請員

工離開廠房時，應檢視機械設備及用電情形，若於無人留守情形

下，應關閉機械設備之開關。設備部門應定期保養、維護及檢修

廠內設備及配線，以確實杜絕意外發生。 

5. 不論建物新、舊皆應定期檢查維護廠內之機械設備，以免因設備

保養不良在人員操作時發生故障而致災。 

6. 紡織業或烤漆類等易殘留可燃物之工廠應定期清潔工廠內部，避

免蓄積大量可燃物，一旦發生火災將使火勢快速擴大。 

7. 工廠火災多有連棟區劃之潛在問題，一旦發生火災，有較高之延

燒風險，故應針對連棟鐵皮屋面積是否應合併計算，檢討要求其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並加強防火宣導與落實消防安全檢查。 

8. 因連棟鐵皮建築防火區劃不完善，火勢延燒迅速，搶救困難造成

財物損失增加，故消防分隊平時應加強轄內連棟鐵皮工廠的搶救

演練，並擬定相關搶救部署計畫。 

9. 落實防火管理制度，應要求達法定規模之工廠（面積 500平方公

尺，員工 30 人）設置防火管理人並擬定消防防護計畫，並執行

其有關業務。 

10. 輔導業者制定災害應變流程，推動自主管理制度，冀於火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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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能有效啟動自衛消防編組，達初期滅火、降低財損之目的。 

11. 作業不慎亦是工廠火警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宣導工廠應

建立各種作業的標準作業流程（SOP），使用電焊、切割等會產

生火花或操作會產生高溫之機具時，應先清理或移除附近之可

燃物，並隨時監控，避免意外事故發生。 

12. 針對工廠宣導無人時段應加強火災預防措施，強化保全系統與

火災警報系統連線，並設置監視錄影設備防範宵小與不明人士

之逗留、犯案，以利防範火災之發生、及早偵知火災、降低財

物損失及偵破案情。 

(三)結合社區鄰里巡守、健全縱火聯防機制： 

1. 縱火案件之防範，需藉相關單位多向聯繫並通力合作方能完成，

為加強檢察機關、警察機關及消防機關間密切合作及明確分工，

有效執行火災調查工作，以防制縱火發生，內政部消防署特制定

「檢警消縱火聯防作業要點」，就縱火案件之調查情形提供連絡

協調機制，再加上民間力量(如：鄰里守望相助隊及社區巡守隊)

共同聯防，對於出、入可疑人物主動監視訪查，以期有效遏止縱

火案件之發生。 

2. 本市 106 年 1-12 月份縱火案件共計發生 44 件(佔全年火災案件

4,048件之 1.09%)，縱火涉及公共危險罪之放火罪，為社會犯罪

之隱憂，不僅使市民人心惶惶，亦可能造成嚴重傷亡，因此防制

措施不可輕忽，例如設置監視錄影設備與保全系統、消防安全設

備，即可有效縮減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在發生縱火案件後，檢

警應協助破獲縱火案件，將不法之徒逮捕歸案，還給居民安全的

居住空間。除警察機關原有之巡邏機制外，易可從守望相助著手，

加強社區守望相助之巡邏，期能達有效遏止縱火及及早發現火災

之目的。 

3. 從治安死角做起，設置監控設備，如保全管理系統或監視錄影設

備等，以加強陰暗道路及有縱火疑慮處所之監控機制，定期維護

保養以保持其堪用，另供公眾使用場所應同時建立假日、夜間等

之巡邏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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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宣導建築基地內、騎樓下、走廊、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

放置可燃物，以杜絕縱火犯利用各式可燃物品點火犯案，減少就

地型縱火犯誘因。 

5. 針對住宅場所，縱火火災常發生在環境雜亂、雜物堆積處，故應

加強宣導環境整理。另針對獨居老人議題，獨居老人喜歡堆積許

多廢棄物，導致空間中難以行動，社工人員應協助獨居老人清理

環境，整理出可避難之路徑。 

6. 向民眾加強宣導晚間或外出時務必將門、窗關閉並上鎖，並勿將

鑰匙置於門口鞋櫃或花盆內，避免外人入侵劫財或縱火，如發現

可疑狀況應立即通報相關單位，並結伴前往察看。 

7. 加強與財團法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橫向聯繫、資訊互通，以避免

不法之徒利用空隙犯案，加強防制圖利型縱火案之作為。 

8. 針對縱火案件應立即通報本府警察局所轄警察分局及刑警大隊

到場偵辦，並對縱火犯於假釋出獄後加強列管及監控，增加其附

近地緣之巡邏密度，避免其再度犯案。 

9. 每月針對本市轄內發生之縱火案件，製作縱火案件資料統計分析

表，函送本府警察局加強巡邏防制縱火及偵辦火首，有效遏止縱

火案件發生，確保全體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四)自殺案件防制對策： 

本市 106 年 1-12月份的 4,048件火災案件中，「自殺」引起之

火災計 16件(佔 0.40%)，共造成 7人死亡(佔全年 22人之 31.82%)、

6人受傷(佔全年 53人之 11.32%)。 

1. 家中若有情緒低落、自殺傾向或憂鬱症等之病患，家人、鄰居、

甚至是里長應隨時注意其情緒反應，給予關懷及適時的幫助，避

免病患單獨活動，以免發生任何意外，必要時可與社會局連絡，

給予適時的心靈輔導或醫療協助。 

2. 遇有自殺念頭之親友，應牢記「1問 2應 3轉介」，主動關懷與積

極傾聽、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資源轉介與持續關懷，儘量引導

正向思考並給予長期關愛、問候。 

3. 為有效運用民間人力資源，協助市府對社區弱勢族群(獨居老人、

經濟弱勢、近貧戶、邊緣戶、家暴／受虐兒童、高自殺風險、單

親家庭、身障)之關懷與照顧，本府致力推動愛鄰守護隊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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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區里鄰行政機制，於到府關懷評估後，即時轉介市府之各項

服務與協助，提供市府各項支援服務，提升里鄰長社區照顧之關

鍵角色，104 年於南區 22里率先試辦，成效良好，105年正式開

辦共 20 行政區 322 里加入，106 年擴大實施達 29 區 500 里，逐

步實踐「一里一守護」之願景。 

(五)電氣設備使用防範事項： 

本市 106 年 1-12 月份的 4,048 件火災案件中，「電氣因素」

引起之火災計 427 件(佔 10.55%)，足以顯示現今科技進步，民眾

對於電氣設備的使用率日趨上升，用電負載過高易造成短路，部

分電器產品使用時亦會產生高熱，若不慎接觸易燃性物品恐引發

火災，因此建議以下之防範對策，期減少「電氣因素」引發火災

之機會。 

1. 延長線及電器電線之正確使用： 

(1) 延長線造成火災之情形比例最高，係因建築物單一空間既有之

電源插座不多，且多位於低處，需使用延長線延伸至桌面使用，

且國人使用電氣產品之頻率越來越高，舉凡手機、行動電源、

相機電池、電燈、電扇、電腦、電視等常見電氣產品，大多會

有充電或用電需求而需要使用到延長線； 

(2) 市面上亦販售多款延長線，目前已逐漸追求安全，另加設漏電

斷路器、過載自動斷電裝置、防雷擊抗突波，線材已改用高純

度銅導體、絕緣被覆材質也改善許多，但仍有多款價格低廉的

產品在市面上販售，若使用到較差的產品，較易產生問題； 

(3) 在使用型態上，因國人不會去計算各電氣產品的功率，若將高

功率之電氣設備如：吹風機、電暖器、烘乾機、電鍋、烤箱、

電磁爐、微波爐…等連接於延長線上，易造成過負載，電源線

易過熱而造成被覆老化，進而造成異極導體接觸短路； 

(4) 延長線之電源線在地面上拖拉、輾壓、釘釘固定、擠壓、纏繞、

灰塵油汙經年累月沉積，易有破損短路之危險； 

(5) 另使用頻繁之插座韌座逐漸鬆脫，會造成其與插頭韌片接觸面

積減少，電阻增加，即通稱之接觸不良，平時插接時若未將插

頭韌片完全插入韌座，亦會有接觸不良之情形發生，導致韌座

發熱熔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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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潮濕或高溫的環境下使用時，會容易發生漏電情形，產品劣

化會加速，且容易在異極導體間累積水分、髒汙，而積汙導電； 

(7) 即便有設置突波吸收器，若突波超出最大吸收量，突波吸收器

將損毀，即無法保護該延長線； 

(8) 電源線在纏繞狀態下不易散熱，易發生燒熔危險，務必解開電

源線再使用。 

2. 室內配線之危險： 

(1) 室內配線係建築物在裝潢時即牽拉好的配線，從電源開關箱上

配置至各電源插座、電燈、吊扇、排風扇等，若為鋼筋混凝土

牆面則會以凹槽或線管進行配置，若為烤漆浪板牆面則會配置

於C型鋼樑凹槽內部或沿角落配置再以釘釘或黏膠方式固定，

木質裝潢牆面則配置於木質支撐材上方並以釘釘固定，裝潢天

花板上方則直接將室內配線置於天花板上； 

(2) 一般而言，在設置室內配線時，會依照建築物用途、用電需求

進行配置，依照用電量選用適當線徑的配線及無熔絲電源分路

開關器，惟用電量之需求隨使用時間拉長會越來越高，建築物

內置入越來越多的用電設備，且配置好線路後長則數十年不會

變動，因此國人幾乎沒有維護保養及更換的認知； 

(3) 常見的火災發生於： 

A、電源開關箱 

(A)戶外型：常以鐵箱保護設於屋外，容易受風吹日曬雨淋

影響，受溫度、濕氣之影響大，在端子接點處容易鏽蝕，

電源配線被覆容易絕緣劣化，無熔絲電源分路開關器材

質亦容易劣化形成較易燃之可燃物，或是有小動物誤入

形成異極導體接觸。 

(B)屋內型：以端子接點接觸不良、過熱情形居多，年久失

修、經年累月之灰塵及水分鏽蝕，均會造成端子接點的

劣化。 

B、電源插座附近之室內配線 

(A)一般而言，正常配置之室內配線較不易有狀況發生，但

在線路轉折處、釘釘處及設置電源插座或其他電器設備

處較易有狀況(即頭尾、轉折處)，常見的狀況包括：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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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值過高異常發熱、頭尾接觸不良、受外界環境影響、

灰塵水分累積、動物嚙咬等， 

(B)至於電源插座因使用率高，韌座逐漸鬆脫，會造成其與

插頭韌片接觸面積減少，電阻增加； 

(C)未使用之電源插座也常因位置低、附近擺放雜物、附近

水管漏水等狀況，而有短路火災之可能； 

(D)電燈開關時所產生的電弧火花，若其能量引燃塑質面板，

也可能造成火災 

3. 經常檢視插頭及插座： 

(1) 避免插頭刃片及插座佈有灰塵、水分或其他雜質，易使電流流

通形成積污導電之現象，而生熱及高溫。 

(2) 拔除插頭時，應手握插頭取下，不可僅拉電線，以免造成電線

內部銅線斷裂，電線內部銅線部分斷裂稱為半斷線，當電流流

過半斷線時，因電路突然變窄，造成過負荷而產生高熱。 

(3) 控管長時間使用之家電，注意插座、電源線是否有發熱情形，

並於電器設備周圍保持乾淨整齊，勿堆放可燃物。 

(4) 不使用之電器設備，應拔除其插頭，勿使其一直處於通電狀

態。 

4. 電氣製品之正確使用： 

(1) 電器不使用時應拔除插頭。 

(2) 隨時注意電器狀況，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將電器送至廠商指

定之維修站維修，切勿自行拆開修理，並應注意定期保養，以

確保使用安全。 

(3) 會發熱之電氣產品附近勿放置易燃物品。 

(4) 長期未使用之電器應詳加檢查安全性後再使用。 

(5) 使用前應先檢視產品使用說明書，並依使用說明書規定方法使

用，且應特別注意產品使用說明書所列之警告事項。 

(6) 冬天使用電暖器時，其出風口溫度較高，應注意避免讓小孩觸

碰，以免燙傷，並勿與床舖距離過近，以免引起火災。 

(7) 神桌燈燭長期使用，注意防範電線破損或過熱。 

(8) 耗電量較大之電器，如冷氣機、大型電熱水器等，應使用獨立

高負載專用迴路，並請電氣專業人員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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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住家重新裝潢時，一定要依用電狀況重新配置總用電容量、迴

路、插座等，並更新所有電線。屋齡老舊之房屋，因當時設計

之電量負荷，已不符合現今法規及現實需求，且電源線使用過

久其表面易發生絕緣被覆破損、龜裂、硬化及脆化等情形，建

議室內電源配線應定期檢修及更換。 

(10) 魚缸馬達等如卡住阻塞，通電時運轉困難，會有過熱或發燙

情形之危險情形。 

(11) 使用電器遵守『四不一沒有』之原則： 

A、不超過負載：同一插座或同一條電源延長線，不可插接多個

用電器具（尤其電熱產品），以免因負荷過大造成電線或插

座發熱情形。 

B、不損傷電線：拉扯（易造成內部電線斷裂）、擠壓(除會使內

部電線斷裂外亦可能使外覆的絕緣層損傷)等均會造成電源

線短路。 

C、不可有可燃物：電器產品包含所有電熱產品、電源延長線等

周邊均不可擺置可燃物(紙張、衣服等)，避免接觸熱引起火

災或電線短路後引燃造成擴大延燒。 

D、不用不插：「拔掉插頭」就是切斷電氣火災發生的源頭。 

E、一沒有：沒有「安全標章」的產品，不要買、不要用。 

(六)A3火災案件防治對策： 

近來 A3類火災頻繁，已加強宣導防範及各局、處、區公所的

協調合作並且進行責任分工，期能有效降低 A3類雜草、廢棄物火

災件數，另本局針對住家煮食不慎火災，已簽陳市長核准動支市

長預備金採購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於火災初期能即時發出警訊，

以利民眾初期察覺，自行關閉爐火，即時撲滅，有效降低火災擴

大延燒可能。 

1. 民政局、區公所： 

(1)事先規劃派人清除各公墓周圍雜草，減少民眾以火燒方式進行

除草的需求，避免用火不慎，造成林野火災，如有雇工或發包

業者執行，應告知不可以引火燃燒方式清除各公墓周圍雜草，

如經查獲，將依違反消防法第十四條規定，依法處以罰鍰。 

(2)宣導避免用火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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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府關懷。 

(4)宣導民眾看見他人燃燒雜草廢棄物立即通報查處。 

(5)於清明節期間，藉發放相關宣導海報提醒民眾清明防火的重要

性，協調當地區公所、有線電視播放宣導標語。 

(6)請里、鄰長加強對民眾用火宣導，並了解里民所從事行業是否

跟(季節性)焚燒雜草、樹枝、廢棄物有關係，最了解地方事務

及習慣的仍是鄰里長，這是份責任，尤其是山坡地相近的地區

一定要確實告知並加強宣導，找出實際有效降低山坡地火災發

生的效果。 

(7)各區公所(特別山坡地火災件數在 90件以上之 8個區) 於較常

發生 A3類火災之時節，加強宣導協助公墓除草及宣導避免用火，

確實以鋤(割)草方式，避免引發火勢，尤以近期清明時節更應

確實加強執行。 

2. 民政局、衛生局、社會局： 

(1)愛鄰守護隊(衛生局)，於執行訪視時，加強對民眾宣導，尤其

係為節省費用堆積廢棄物、枝葉逕而點火燃燒之狀況。 

(2)避免燃燒金紙、改變祭祀習慣。 

3. 消防局： 

(1)於機關、團體、學校及大型防火宣導活動及婦宣居家宣導訪視

時，加強宣導民眾勿燃燒雜草、廢棄物。 

(2)落實本市「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許可制度，如該火災案件

實際狀況判定事由為開墾、整地、驅除應蟲害，為應申請而未

申請者，應加強取締。 

(3)製作防治雜草廢棄物火災文宣，於各類型宣導勤務時，加強民

眾用火觀念，導正自行燃燒雜草、廢棄物之習慣。 

(4)整備相關書面資料提報研考會。 

(5)於清明節期間，藉發放相關宣導海報提醒民眾清明防火的重要

性，協調當地區公所、有線電視播放宣導標語。 

(6)由轄區消防分隊於清明期間，至各主要公墓派遣人員、車輛實

施駐點、巡邏及宣導，並於消防車輛上懸掛標語，勸導民眾不

燃放鞭炮、避免燃燒雜草，若有燃燒冥紙，應注意用火安全，

並確實熄滅餘燼，同時於各主要公墓發放小水袋供掃墓民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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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避免火災發生。 

(7)搶救科並配合內政部消防署函頒「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 106 

年度清明期間消防安全整備指導計畫」擬定「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 106 年清明期間火災因應對策」。 

4. 警察局： 

(1)針對火災常發生行政區域及轄區環境雜亂、雜物堆積處、山坡

地空曠處加強巡邏。 

(2)宣導環境整理，勿點火燃燒雜草及廢棄物。 

(3)在巡邏勤務時，如在山坡地段發現經常出入之民眾，應主動了

解附近民眾之相關狀況，是否有引火焚燒物品之可能。 

(4)協助農業局研擬高火災區域監視錄影設備之設置地點。 

5. 環保局： 

(1)宣導資源回收、宣導金紙集中燃燒。 

(2)加強宣導與稽查任意燃燒廢棄物及引火整地等事宜，避免造成

空氣污染。 

(3)取締焚燒廢棄物造成空汙之行為。 

(4)加速處理堆積樹葉之發酵轉換成肥料。 

(5)放置大型垃圾桶（箱）於墓地入口處，以配合回收垃圾及小水

袋。 

(6)依空氣汙染防制法第三十一條明定，在各級防制區及總量管制

區內，不得有從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造、輸送或其

他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廠、商場，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依前項處罰鍰者，並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

作為或污染源之操作，或命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

操作許可證或勒令歇業。 

6. 農業局： 

(1)宣導農民以有機益菌肥替代燃燒稻草整地。 

(2)對林地綠美化與相關種植果樹等農民加強宣導，勿將剪裁之樹

枝、枯葉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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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助農民辦理稻草剪段防止焚燒稻草計畫」林地綠美化規

劃。 

7. 林務局： 

(1)加強宣導林地、山區場所注意用火管理。 

(2)建立火災通報及搶救機制。 

8. 水利局： 

(1)山坡地水土保持宣導。 

(2)評估規劃於山坡地設消防水池之可行性。 

9. 建設局： 

(1)公園豎立禁止引火、野炊、燃放鞭炮等告示牌。 

(2)請維護廠商確實除草、並應於修枝當日應於運離現場、禁止現

場焚燒。 

10. 法制局、新聞局： 

(1)研擬本案宣傳單內容，將主題著重於法令(罰則)，請確認有關

本案縱火或火災發生可能觸及之所有可能法條，確認宣導單所

揭示法令。 

(2)潤飾文稿內容、顏色及標題等文字及視覺化設計，設計成民眾

能有效閱讀(尤其法條部份)且具有防治效果的宣傳單。 

11. 觀光旅遊局：觀光步道為民眾休憩活動處，應加強相關禁止用火

或用火安全之宣導。 

12. 教育局：通知各國民中、小學，由教師加強對學生宣導注意防火

安全，藉由親子關係傳達各項祭祖掃墓及清明掃墓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