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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搶救瓦斯災害安全指導原則 

指導原則預計達成目標 

本指導原則內容屬消防人員教育訓練教材性質，目的在於提供各

級消防機關指導消防人員注意救災安全之用。 

本指導原則主要提供學習者瞭解液化石油氣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或天然氣(Natural Gas, N.G.)形態與盛裝

容器，其搶救因應作為有何不同，及消防人員面臨瓦斯（以下所稱「瓦

斯」為液化石油氣或天然氣）災害時，該如何避免爆炸發生及注意自

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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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年來國內各類型的瓦斯災害事故層出不窮，如瓦斯槽車洩漏起

火、灌裝不慎爆炸、火災搶救中瓦斯不明原因洩漏氣爆及瓦斯自殺案

件等等，只要搶救過程稍有不慎，擔任第一線救災工作之消防人員即

有可能陷入傷亡的危險，透過以往案例分析，發現可能造成消防人員

傷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如警戒區域管制作業未落實、現場未做

好風向和爆炸界限濃度偵測作業、初期搶救作業之消防人員、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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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及水線防護不足、未能立即做瓦斯遮斷作業和斷電措施、災害初

期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值勤員對案情了解及現場所需消防力的評估不

足等，尤其液化石油氣（L.P.G.）儲槽、槽車事故時有可能引起蒸氣

爆炸（B.L.E.V.E.現象）造成重大傷亡，因此消防單位提升瓦斯災害

事故的應變能力有助於避免二次災害，減少災害損失及人員傷亡，進

而提高消防人員救災安全。 

因此希望能藉由本章節，針對以往災例分析瓦斯災害引起消防人

員主要傷亡的原因，檢討國內消防單位在處理此類型災害時的應變能

力，從而歸納出搶救瓦斯災害之安全注意事項，提供全國消防機關在

搶救瓦斯災害時之安全參考，以提升消防單位對於處理瓦斯災害的應

變能力，從而降低消防同仁救災時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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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其專業判斷，綜整人、事、時、地、物之整體情況，作最適時適

切之處置。 

 

二、災害特性 

臺灣目前主要供應的瓦斯種類，依其形態之不同分為兩種，一種

為液化石油氣（L.P.G.），俗稱桶裝瓦斯，係由原油分餾而來；另一

種為天然氣（N.G.），係由鑽探深井開採出來的一種天然資源，一般

為使天然氣易於運輸、儲存，而將天然氣先經淨化處理，再經一連串

超低溫（攝氏零下 162 度）予以液化，形成液化天然氣（L.N.G.），

後於管線內以氣態運送至家戶使用。天然氣與液化石油氣本身均具有

無色、無味（家庭用瓦斯會添加臭劑、部分工業用瓦斯則未添加）、

無毒、易燃、易爆之特性。另就前述兩種瓦斯之重要特性說明如下： 

（一） 液化石油氣（L.P.G.）： 

1、 液化石油氣的主要成份包括有，丙烷、丁烷等氣體，比重約為

1.820，比空氣重，一旦洩漏時會向下方、低漥處沉積，不易飄

散，遇到火源極易引發燃燒、爆炸。 

2、 液化石油氣與空氣混合的濃度大約達到1.95%至9%時，遇到火

源即會燃燒、爆炸。 

（二） 天然氣（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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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然氣其主要成份為甲烷，並含有少量之乙烷、丙烷、丁烷等

碳氫化合物及少量之不燃性氣體，其比重約在0.58～0.79 之

間，亦即是天然氣較同體積之空氣為輕，一旦洩漏時會往上飄

散。 

2、 空氣中之天然氣含量大約達到4%至16%之間，遇到火源即會引

起燃燒或爆炸。 

液化石油氣（L.P.G.）與天然氣（N.G.）之差異 

瓦斯種類 液化石油氣（L.P.G.） 天然氣（N.G.） 

來源 原油煉製過程之副產品。 將天然氣冷凍液化後縮小體積，

以供船運方式運送。 

狀態 常溫、高壓、液態（-20°C

下壓力 4~6kg/cm²）。 

超低溫（-162°C）、常壓、液態。 

成份 ● 丙烷（C3H8）及丁烷 

   （C4H10）混合氣。 

● 以甲烷（CH4）為主。 

 

處理過程 高壓槽儲存→冷凍儲存→  

冷凍船運→冷凍槽儲存→  

加壓加熱→槽車運送→桶

裝→客戶端 

冷 凍 液 化 → 冷 凍 船 運 →      

冷凍槽儲存→氣化→管輸→  

客戶端。 

理化性 ●無色、無味、無毒、易    

  燃、易爆。 

●爆炸界限： 1.95%至 9% 

●比重：約為 1.820 

●蒸氣密度： 1.5至 2.0 

●自燃溫度： 405～549℃ 

●溶解度： 不溶於水 

●無色、無味、無毒、易 

  燃、易爆。 

●爆炸界限： 4%至 16% 

●比重：約為 0.58～0.79 

●蒸氣密度： 0.72  

●自燃溫度： 482～670℃ 

●溶解度： 3.3ml/100ml（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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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與疏散

原則 

●隔離洩漏或外洩區域周圍至少 100 公尺區域作為立即預

防警戒措施。 

●大量洩漏時距下風處至少 800 公尺作為初期疏散範圍考

量。 

●如果儲槽、鐵路/公路槽車已陷於火場時，其周圍 1,600

公尺之區域應進行隔離及疏散。 

 

三、災害歷史案例 

（一） 案例一 

1、 發生時間：86年9月13日。 

2、 發生地點： ○○市○○區○○路與○○路口（○○橋南側附

近）。 

3、 現場概況： 

中油公司在○○市○○區○○路與○○路口（○○橋南

側附近）進行液化石油氣管線遷移工程，因施工人為疏失造

成管線內殘存之瓦斯外洩發生氣爆，並引起鄰近建築物火災。

據中油公司委託石化公會估算，總計燃燒達12小時以上之殘

留管線中的液化石油氣數量，推估應高達1,817公秉。 

4、 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2人、義消人員1人、民眾11人死亡；

民眾11人受傷。 

5、 案例檢討： 

（1）接近現場需先偵測氣體濃度並劃定警戒區域。 

（2）注意液化石油氣洩漏蓄積，擴散至遠處後遇火源引燃爆炸。 

 

（二） 案例二 

1、 發生時間： 87年2月27日。 

2、 發生地點： ○○縣○○鄉○○路1段○號液化石油氣供應處。 

3、 現場概況： 

廠房內主要設施為儲槽區、液化石油氣槽車灌裝、液化

石油氣瓶裝灌裝場、辦公大樓等區域，廠房佔地約3,700平方

公尺。因加氣管線尚未拆卸，經強力拉扯斷裂，造成瓦斯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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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洩，而當時灌裝車車尾處又朝向瓦斯洩漏之管線處，而引

起燃燒爆炸。其原因為灌裝管線拉斷造成洩漏，遇火星引爆。 

4、 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2人、義消人員1人、民眾1人死亡；

消防人員8人、義消人員2人、民眾26人受傷。 

5、 案例檢討： 

（1）瓦斯儲槽或槽車洩漏起火燃燒，可能造成槽體破裂爆炸，內

含瓦斯存量甚多，其爆炸威力及影響範圍十分廣大，應謹慎

應對。車輛及人員部署宜保持較遠距離，儘量使用固定式砲

塔射水降溫。 

（2）可於槽車45度角位置部署車輛及人員較為安全。 

 

（三） 案例三 

1、 發生時間：88年12月7日。 

2、 發生地點： ○○市○○○路○○巷○號地下室。 

3、 現場概況： 

消防人員到達現場並無明顯的火勢，所以當消防人員進

入地下室準備進行殘火處理時，突然發生瓦斯氣爆，消防人

員因突如其來的氣爆，閃躲不及，結果造成消防人員15人輕

重傷，立即被送往醫院急救。 

4、 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15人受傷。 

5、 案例檢討： 

（1）火災現場儘可能尋找關係人瞭解起火燃燒物。 

（2）若發現為瓦斯外洩引起火災，勿貿然滅火。可採周界防護讓

其燃燒殆盡；或滅火後持續以水霧射水防護同時嘗試關閉

瓦斯開關。 

（3）地下室液化石油氣洩漏火災，因比重比空氣重會蓄積於地下

室，尤須注意水霧防護及現場火源管理。 

 

（四） 案例四 

1、 發生時間：94年2月22日。 

2、 發生地點：○○市○○區○○○路3段○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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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場概況： 

救護人員初抵現場後室內無人回應，惟據報案人描述屋

內確有1名女性市民疑因感情因素欲開瓦斯自殺，因大門深鎖

後續增派消防車前往支援，消防車到達現場後屋內傳出重物

拖拉以及疑似瓦斯洩漏之聲響，隨後報案人抵達現場經報案

人確認屋內該名女子意圖開瓦斯自殺，帶隊官立即指示部署

水線防護；另一面指示救護人員用撬棒撬開第一道鐵門；水

線進入後於逐一搜索房間至屋主臥室時，屋主見狀隨即點燃

打火機引起氣爆，造成消防人員受傷。  

4、 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3人，民眾1人受傷。 

5、 案例檢討： 

（1）先行偵測氣體濃度並劃定警戒區域。 

（2）應穿戴完整個人防護裝備，並嘗試安撫自殺者情緒。 

（3）儘量利用牆等堅固掩體作掩護以保護本身安全。 

（4）救護人員應於警戒區外待命，不可執行第一線破門及入室搜

索任務。 

 

（五） 案例五 

1、發生時間：106年6月16日。 

2、發生地點：○○市○○路○段○號 

3、現場概況：○○分隊 

於106年6月16日○時○分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前

往處置排水溝火警，排水溝地下管線氣體外洩火警，管線內

存有甲烷氣體。○○分隊人車到場後，現場火勢已由民眾使

用滅火器撲滅，現場人員立即部署水線警戒防護，並由○隊

員手持四用氣體偵測器靠近水溝量測現場可燃氣體濃度及查

看排水溝內狀況，該員因現場已無明火，遂卸除空氣呼吸器

及面罩，惟現場可燃氣體突然引燃，導致臉部、雙手灼傷，經

由91車救護人員沖洗灼傷部位後，即送往○○醫院急診治療，

診斷為臉部一度、雙手二度燒燙傷。 

4、人員傷亡情形：消防人員1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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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案例檢討： 

（1）消防人員平日應檢視個人防護裝備，於救災現場應確實著裝，

以確保自身安全。 

（2）各級帶隊官或安全官應檢查進入救災現場同仁防護裝備是

否確實穿戴齊全且符合規定，並注意消防人員身體狀況，以

避免造成傷害。 

（3）在火災現場力求積極救災與救災安全之平衡，救災現場危險

因子眾多，需隨時觀察四周環境變化，不得鬆懈注意力，以

避免發生意外。 

（4）應先使用五用氣體偵測器確認排水溝狀況、深入查看人員應

配戴完整空氣呼吸器及面罩、或加強通風稀釋吹散排水溝

所積存之不明氣體等。 

 

四、安全注意事項 

（一） 通則 

1、 車輛部署應保持安全距離 

消防車輛應部署於危險區域的上風及側風處，避免停放

於可能成為外洩瓦斯滯留、流經道路之下水道、人孔蓋及覆

工板（鋪蓋於工地地面之覆蓋板）的附近。 

2、 確認瓦斯種類 

消防人員接獲派遣指令到達現場後，需先了解現場為何

種瓦斯外洩，到達現場可經由詢問大樓管理員或觀察大樓外

有無天然瓦斯管線來研判可能外洩的瓦斯種類，千萬不可因

沒聞到瓦斯味道而掉以輕心；以液化石油氣而言，洩漏時自

地面開始堆積，在密閉空間中，雖未積至人鼻高度，但濃度

可能足以致災。 

3、 使用氣體偵測器 

人鼻會有嗅覺疲勞現象，以及工業用瓦斯可能沒有添加

臭劑，故處理瓦斯外洩勤務應使用氣體偵測器。使用氣體偵

測器監測現場可燃性氣體濃度時，應區分為液化石油氣或天

然氣（比重不同），分別注意天花板上方夾層空間、易蓄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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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獨立空間，如儲藏室或房間、水溝涵管等處所。於洩漏

源附近測得可燃性氣體時，立即回報指揮中心：「以五用氣體

偵測器於距離洩漏源幾公尺處測得濃度為爆炸下限○％」，若

無法確認洩漏源位置，則回報所測得最高之濃度，例如：「目

前仍未確認洩漏源位置，測得最高濃度為爆炸下限○%」。 

4、 釐清洩漏範圍 

到達現場最好先至周圍觀察，了解洩漏的範圍，千萬不

可一到現場便衝進外洩區域，如此一旦發生災害所有人員均

置身危險區內，外圍反而無人掌控。 

5、 劃定警戒區域與人員疏散時機 

警戒初期指揮官可視現場環境、建築物與災情狀況，參

考氣體偵測器偵測結果，劃定警戒區域與人員疏散範圍，原

則以達爆炸下限之 10％為警戒區域劃設範圍、達 25％應儘速

撤離疏散範圍。瓦斯災害需考量是否有洩漏源，現場濃度有

無持續增加之可能，作為判斷疏散時機之參考。 

6、 高濃度區域檢測 

於高濃度瓦斯區域進行檢測時，必須穿戴消防衣帽鞋、

手套及空氣呼吸器，依情形接受掩護射水後再進行檢測。 

7、 擬定搶救策略 

不同的瓦斯特性有著不同的搶救策略，例如桶裝液化石

油氣，要先判斷哪一桶漏洩後予以處理；天然氣大多為管線

輸送則需自源頭將之關閉。  

8、 掩體掩護確保安全 

為防瓦斯爆炸之可能性，射水搶救時利用牆等堅固掩體

作掩護以保護自身安全，避免瓦斯爆炸造成人員傷亡。 

9、 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為防止引火爆炸等二次災害發生，警戒區域內禁止使用

會產生火花之裝備器材，照明器具需具有防爆功能。 

10、 小規模外洩亦不可輕忽 

處理瓦斯漏氣事故最忌輕忽，若確認僅為小規模瓦斯外

洩，入室後應先關閉瓦斯開關閥，再小心將室內門、窗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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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自然通風，防止瓦斯聚集，並嚴禁使用電氣開關（包含

開及關，故當現場已經有電器設備運轉，勿匆忙將之關閉，

因為開關之間均會產生火花）。 

11、 瓦斯儲槽或槽車洩漏災害 

瓦斯儲槽或槽車洩漏起火燃燒，可能造成槽體破裂爆炸，

內含瓦斯存量甚多，其爆炸威力及影響範圍十分廣大，應謹

慎應對。車輛及人員部署宜保持較遠距離，儘量使用固定式

砲塔射水降溫（如圖），並可於槽車 45 度角位置部署車輛及

人員較為安全。 

 
圖示：固定式砲塔射水降溫 

12、 使用熱顯像儀監控槽內液位、溫度變化及檢查是否有未發現

之洩漏點。 

（二） 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火災搶救注意事項 

1、 預先部署水線 

火勢已於屋內燃燒，除應瞭解桶裝瓦斯存放之數量外，

實施破門進入前，事先部署水線防護，以防氣爆造成意外。 

2、 高熱桶裝瓦斯水霧冷卻 

桶裝瓦斯受燒後不要以高壓水柱衝擊，應以水霧射水降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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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勢有擴大可能之處置 

若火勢有擴大之可能時，應搬離未受燒之桶裝瓦斯及鄰

近可燃物，同時實施起火處所之滅火，滅火時應避開受燒桶

裝瓦斯之開關閥，並持續以水霧射水降溫；消防人員應採取

適當之防護措施，以防氣爆發生造成危險。 

4、 未受燒桶裝瓦斯射水冷卻防護 

若現場儲存大量桶裝瓦斯無法立即搬離時，為防高溫燃

燒而產生爆炸，應加強對未波及之桶裝瓦斯以水霧射水冷卻

防護，必要時以化學（乾粉或泡沫）消防車實施滅火，惟應注

意車輛之停放應與現場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 

5、 使用固定式射水砲塔 

為防止爆炸產生危害，可架設固定式射水砲塔於現場射

水降溫，並將人員撤離至安全處。 

6、 開關閥無法關閉時應持續水霧射水 

火勢撲滅後，若桶裝瓦斯開關閥無法關閉時為防意外，

應持續以水霧射水冷卻鋼瓶。 

7、 注意液化石油氣洩漏蓄積 

因液化石油氣比重較空氣重（天然瓦斯比重較空氣輕），

不易擴散而聚集於地表處，若火勢撲滅後為防蓄積，應採適

當之通風措施，以免遇火源後再度引燃產生爆炸。 

（三） 天然氣（管線瓦斯）火災搶救注意事項： 

1、 瓦斯公司配合處理 

瓦斯火災燃燒迅速，易造成延燒，如為天然氣管線燃燒，

無法得知總開關位置時，應立即通知瓦斯公司人員前來配合

處理，並將天然氣管線之緊急遮斷閥關閉。 

2、 關閉天然氣開關 

室外天然氣管線火災首應加強周邊建築物之防護，以免

遭波及延燒，關掉天然氣開關，讓剩餘天然氣燒盡，並勿以

高壓水柱衝擊管線，同時保持距離，避免高溫輻射熱造成灼

傷。 

3、 不可破壞天然氣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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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天然氣管線火災時，不可輕意破壞管線以防氣爆發

生，並注意管線通過之路徑是否有開口處，防範火焰衝出。 

4、 依漏氣情形關閉閥類開關 

如現場為家戶型瓦斯漏氣，則先關閉用戶管前開關閥或

是瓦斯支管開關閥；若為區域型瓦斯漏氣，則需請瓦斯公司

依其供給管線進行緊急遮斷作業，並配合現場警戒管制。 

 

五、結語 

基於上述討論，為避免二次災害（爆炸）發生，尤應注意下列事

項： 

（一） 現場應隨時監測瓦斯濃度是否持續升高接近爆炸界限。 

（二） 落實警戒區域管制作業，同時嚴禁火源。 

（三） 妥善運用水霧射水，將容器降溫或稀釋瓦斯濃度。 

（四） 即早執行瓦斯遮斷作業並阻絕附近點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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