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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火灾轰燃的影响因素和危害 

高艳波 

（秦皇岛市消防救援支队） 

 

摘要：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十分良好，居民的生活也较为平稳。现阶段，我国室内火灾发生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室内火灾轰燃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危害到了我国居民的人身安全。本文对室内火灾轰燃进行了深入性探讨，论述了对室内火

灾轰燃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及火灾轰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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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轰燃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若室内火灾出现轰燃现

象则说明室内火灾逐渐失去控制，极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以我国现阶段技术来看还无法彻底解决室内火灾轰燃现象，

若在发生室内火灾轰燃时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将人员进行转

移，室内人员的存活概率将微乎其微。除却造成人员伤亡外，

室内轰燃现象对建筑物及室内财产等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作用。未能有效抵御室内火灾轰燃现象，确保能够在黄金时

间内营救被困人员，我们需对室内火灾轰燃进行全面深入的

分析，深刻意识到轰燃现象所造成的危害，探讨造成室内轰

燃的主要因素，才能为火灾防治工作提供建设性意见。 

1.关于轰燃的相关概述 

轰燃现象代表着室内火灾逐渐朝向严重方向发展并已

发展成熟，一旦室内发生轰燃现象，室内温度及燃烧力度也

将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室内火灾的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1]。 

2.造成轰燃现象的原理 

通常说来，造成轰燃现象的原理是室内产生火灾后，燃

烧所得的热量累积到一定临界点的结果。室内可燃物经燃烧

所形成的烟气将累积在顶棚下，墙壁上半部分及顶棚将受到

加热从而导致自身温度上升，升高的温度将以辐射的形式使

可燃物的热通量得到增长。随着燃烧时长的增加，热烟气的

温度及厚度以及所反馈的热辐射也将持续增长，促使可燃物

的燃烧速率增长迅速。由于可燃物的燃烧速率呈增长趋势，

在这一状况下一旦室内火源释放热量的速率达到一定临界

值，室内便会产生轰燃现象。 

3.关于轰燃现象的特征 

第一， 产生该现象的时间十分之短。当室内发生火灾

后，随着火灾温度的持续上升，在产生轰燃现象之前，室内

所有物体的温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上升迅速，这便是产生轰

燃现象前的信号，随后便会立刻产生轰燃现象。因此轰燃现

象通常都是在瞬间之内发生，室内发生轰燃后，室内火灾形

势将迅速蔓延，在这一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的烟雾，整栋建筑

物在短时间内将被大量浓雾所覆盖。 

第二，所产生的热量温度十分之高。释热速率将因轰燃

现象而增长，所产生的温度甚至可高达 900 摄氏度。由于室

内家具及内饰等均是可燃性物质，以木、塑料为主要材料，

在产生轰燃后室内家具等温度也将快速上升。室内温度的快

速增长对建筑物本身将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例如建筑物

坍塌等，将造成更大面积的人员伤亡。 

第三，营救极为艰巨。据相关统计在室内发生火灾后的

三至十分钟内极有可能出现轰燃现象，而营救人员最快在五

分钟之内才能到达火灾现场，因此灭火营救工作的开展将极

为艰辛。营救人员务必在室内轰燃现象发生之前赶到火灾现

场，随后对现场进行仔细分析及评估，从而对室内是否出现

轰燃现象及轰燃现象现有可能出现的时间节点进行准确预

测，若预测失误，轰燃现象所产生的超高温度及喷射而出的

火焰将威胁到营救人员的安危。 

4.影响室内发生轰燃现象的主要因素 

第一，室内火灾发生的具体位置。室内火灾发生的具体

位置决定了室内在发生火灾后产生轰燃现象的概率，经有关

研究表明当室内火灾源头来自于墙壁或墙角位置时，此时室

内产生轰燃现象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因为此时随着室内火灾

的进展，因火灾而产生的热辐射量最大，进一步加快了燃烧

速率，火灾将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从而提高了产生轰燃现象

的概率。 

第二，内衬材料的热惯性。轰燃现象是由热辐射所造成

的，当发生室内火灾时壁面材料是其中一种最为主要的辐射

源，壁面材料的热惯性越高，则其导热系数也越强，热量可

在短时间内传达到壁面材料内部。较高的热惯性使得壁面材

料在温度上升时比热容随之提高，这样一来壁面材料的表面

温度在温度上升时不会明显提高，从而其接收到的反馈热量

也将减少，有效降低了发生轰燃现象的情况。 

第三，燃料的堆积方式。室内刚开始发生火灾时，燃烧

处于燃料控制阶段，此时如果燃料面积进一步扩大，则会使

室内燃烧现象愈发严重。随着火源体积的增长，此时燃烧由

燃料控制阶段逐步过渡到通风控制阶段，此时若室内所提供

的空气量增加，则会导致室内火灾燃烧更为剧烈，若室内空

气流动加快则会使燃烧情况减弱。因此，室内火灾发生轰燃

现象与室内可燃物的堆放面积呈反比，可燃物堆放面积越

小，则发生轰燃现象的概率则越低。 

5.室内火灾轰燃现象所造成的危害 

第一，高温将引起热损伤。目前室内建筑中饭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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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燃现象的概率十分之高，一旦室内发生轰燃情况，室内温

度将由于无法及时排放热量在短时间内迅速上升，从而加剧

了室内火灾燃烧状况，使得室内火势更加失控。由此室内将

会形成一个高温集中区域，该区域内温度将远远超过 1000

摄氏度，且该区域温度不会在短时间下降，将维持一段时间。

然而人类无法长时间忍耐高温，一旦温度超过 120 摄氏度，

将对人体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当温度处于 137-160 摄氏度

的范围区间内时，此时若人们未做好充分的防护工作，将对

暴露在该温度范围内的皮肤造成严重烧伤。因此，当室内发

生火灾时，室内温度轻则几百摄氏度，严重将超过 1000 摄

氏度，因火灾燃烧而产生的室内高温将在短时间内对人体造

成极严重的热损伤。若人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不能及时采

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那么一旦室内发生轰燃，则基本不可能

存活。即便做足了充足的防护措施，也仅能在发生轰燃现象

后在室内短暂停留。 

第二，将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发生轰燃现象后，因燃

烧将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例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在

轰燃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含量十分之大，居民若处于该

环境下极易产生中毒、昏迷等情况，严重者将造成居民的死

亡[2]。 

第三，极易造成建筑物的坍塌。当室内因火灾而发生轰

燃后，在持续的高温作用及热辐射的快速传播之下，建筑物

发生坍塌现象的概率也随之而上升，一旦建筑物因此而坍

塌，将造成更大面积的人员伤亡。由于建筑物组成构建的承

受能力有限，当发生轰燃后到达一定温度后，建筑物的组成

构建将开始分解、融化等，构建的承重性能将随着燃烧的加

剧而逐渐下降，例如建筑物的钢筋结构在温度达到 350 摄氏

度时其承载能力及稳定性能开始下降显著。因此，当室内建

筑发生轰燃后，若不及时进行扑救，建筑物大概率下会产生

坍塌情况。 

第四，火势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当发生轰燃现象时，将

会伴随着大量喷射而出的火焰及飞火，此类火焰可绕开障碍

物扩散到室内的各个角落，在极短时间内形成新火源，促使

室内火势情况加剧。除此以外，因发生轰燃还将造成热辐射

的显著提高，热辐射的增长可能导致室内可燃物体被引燃，

又进一步扩大了室内的火势范围，使得室内的火灾情况更加

脱离控制。 

6.应对室内火灾轰燃的有效举措 

6.1 室内发生轰燃前需采取的具体举措 

6.1.1 在短时间控制现场火势 

在室内火灾现场未发生轰燃现象前，相关人员需在较短

时间内对室内火势进行有效控制，运用科学方式将室内火源

扑灭，从而使火源的热释放速率得以降低。在扑灭室内火源

时，应从室内的墙壁角落处开始进行，因而该处火源极易造

成室内发生轰燃现象，为降低轰燃现象发生的概率，需从墙

壁角落处开始进行灭火。除此以外，室内上部装修与下部装

修相对比，上部装修更能引发室内轰燃，因此在进行灭火时

需优先扑灭上部装修的火源。 

6.1.2 有效增强室内的通风情况 

由于室内通风情况是影响产生轰燃现象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当室内燃料处于固定状态时，需加强室内的通风情

况，将室内因火灾产生的热量尽快挥散发掉，使得室内不具

备产生轰燃现象的条件，可有效抑制出现轰燃现象的状况。 

6.1.3 有效减少室内可燃材料的堆放面积 

若在室内堆积大量的可燃材料，当室内发生火灾时，室

内出现轰燃的风险性将大幅度上升。因此，营救人员在扑灭

火源的过程中，若发现室内堆放的可燃材料面积过大，应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降低室内可燃材料的堆放面积及高度，防

止室内火灾向可燃材料堆放处蔓延，从而造成室内轰燃。 

6.1.4 在扑灭室内火源时应用超高压细水雾 

为有效预防室内产生轰燃现象，可应用超高压细水雾使

室内温度得以降低，超高压细水雾可有效吸收室内的高温热

量，将其自身转化为水蒸气，随后水蒸气可将室内的高温热

量快速进行吸收，将室内火焰的温度下降至 100 摄氏度以

下。应用超高压细水雾，不仅可快速使室内高温温度转为低

温，还可起到抑制室内火源燃烧的作用。细水雾因吸热而产

生的水蒸气还可将因燃烧而产生的有毒气体的浓度进行稀

释，在扑灭室内火源的同时，还可有效保障营救人员的安危。 

6.1.5 将惰性气体通入室内 

经仔细检验确认室内火灾现场无人员受困的情况下，可

运用向室内通入惰性气体的方式来抑制室内发生轰燃情况。

把惰性气体通入室内之后，其可与室内的热烟气层通过对流

的形式来交换热量，可对室内温度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降低

室内温度，有利于合理把控室内火灾灾情。 

6.2 当室内发生轰燃后需采取的具体举措 

6.2.1 制定科学合理的营救方案 

一旦室内发生轰燃现象，有关人员需对此给予高度重

视，需深刻意识到当前火灾形势的紧迫性。此时指挥人员应

结合室内火灾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备可行性的营救方

案，指挥官需将室内火灾现场划分为轰燃区域、火势蔓延区

域、作业区域及营救区域等。随后应指挥营救人员撤离轰燃

区域，将营救人员妥善安置在作业区域及营救区域，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牺牲。 

6.2.2 抑制室内火灾现场的火势蔓延情况 

当室内产生轰燃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喷射而出的火

焰及飞火等，极容易加剧室内火势的蔓延情况。因而相关指

挥人员需对室内火势进行深入性分析，以清晰了解目前室内

的火势走向，才能采取合理方式来有效控制室内的火势。一

旦发现室内火势蔓延情况过快，室内产生大面积着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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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人员应立即进行场外求助，迅速召集外援。 

6.2.3 密切关注建筑物，避免造成建筑物的坍塌 

当室内产生轰燃后，需立即安排人员紧盯建筑物状态，

避免建筑物因轰燃产生的高温而产生坍塌现象。若现场条件

允许，应采取恰当的方式来保护建筑物的构成组件。若室内

火灾无法在短时间得到有效控制，一旦发现建筑物有坍塌的

状况，应立即向上级反映，上级需结合实际状况来判断是否

需要立刻进行撤退[3]。 

6.2.4 采取内攻灭火方式 

通常说来，最能有效控制室内轰燃情况的方法便是内攻

灭火法。在现场发生轰燃后，需仔细检验建筑物情况，在确

保建筑物不会坍塌的情况下挑选业务能力极强、技术高超的

人员组成现场突击队，在做好充分防护措施及携带专业灭火

器械的情况下进入室内进行营救。 

7.结束语 

综上所述，室内火灾现场发生轰燃现象不仅将严重威胁

到居民的人身安全，还将导致建筑物的倒塌，产生极为恶劣

的后果。为有效控制室内轰燃现象，应对其原理及影响因素

进行深刻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制定最为恰当的应对措施才能

有效整治室内轰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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