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火宣導圖騰 

(住宅安全宣導注意事項) 

1. 製作家庭消防安全計畫，並確保得兩方向避難逃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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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全國火災統計資料，住宅火災大多發生於晚上至早上時段，

民眾知覺較遲緩，可能致逃生不及而罹難。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能立即偵測火災發生的煙霧，並發出

刺耳警笛警示聲，有助於及早發現、及時搶救、及時逃生，特別是在夜間熟睡之際，以有效降低住宅火

災死亡率與財產損失。 

 
 
 
 
 (用電安全注意事項) 

3. 電器用品不使用時應拔掉插頭，且拔插頭時應手握插頭取下:電器插頭接在電源上，開關不開，從插頭

到電線是無法形成迴路，不會產生電流，但是當插頭部份長期未清理時，就會在插頭的兩隻腳(兩極)間

逐漸堆積一些灰塵、毛髮，而這些灰塵、毛髮，如果碰到水氣，就有可能成為導體，造成插座的兩極間

會出現一個迴路，形成通電狀態，進而造成電線短路，故電器於不使用狀態下要拔插頭。另外，拔插頭

時不可僅拉電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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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延長線負荷電流量不可超過安全之標示:於同一條電源延長線上插接多個用電器具（尤其電熱產品），因

負荷超過該電源線之負載容量而發熱起火。而用電量怎麼算？一般電器用品上都會標示電功率及電

壓，電功率以Ｗ(瓦特)為單位，電壓以Ｖ(伏特)為單位(我國的電壓為１１０Ｖ)，當我們今天在電器

上找到電功率時，套用下列公式Ｗ／Ｖ＝Ｉ，即可求出Ｉ，Ｉ就是電流值，其單位為Ａ(安培)。以居

家使用的電器為例，假設電熱水壺之電功率為６６０Ｗ，烤麵包機之電功率為１１００Ｗ，電熨斗之

電功率為８８０Ｗ，若同時使用則用電量為： 

６６０Ｗ／１１０Ｖ＝６Ａ 

 



１１００Ｗ／１１０Ｖ＝１０Ａ 

８８０Ｗ／１１０Ｖ＝８Ａ 

６＋１０＋８＝２４Ａ 

一般居家牆壁上的插座所能容許的安培數均為１５Ａ(安培)，如果同時使用的電器總安培數超過延長線或

插座所能容許的範圍時，就是電線過載。 

 
 
 

(用火安全注意事項) 

5. 切記人離火熄之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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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應變注意事項) 

6. 火災應變要關門，以阻隔濃煙，增加應變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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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緊急危難時，以手機撥「１１２」，就可獲得及時協助:１１２已由全球通訊行動系統(GSM)預設為跨國

最高等級的急難救助號碼，當手機用戶所屬的電信業者訊號不良無法提供服務時，GSM 系統會自動搜尋

同屬該標準的其他電信業者基地台並支援連線。 

 
 
 
 

(出入公共場所安全注意事項) 

8. 進入公共場所消費時應先觀察逃生動線、消防設備之位置所在: 赴宴入席前，或至各公共場所休閒

消費時，養成觀察逃生通道及消防設備之習慣，並儘量選擇容易逃生之座位。一旦選好消費

之席位，必須確認自己可以閉著眼晴摸索至絕對安全的空間，且要有相反方向、兩條以上的

逃生路線供緊急時選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