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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新乐主编的《工程灾害与防灾减灾(附光盘)》系统介绍了对工程结构影响较大的几类灾害的含义、
特点、分类及减灾技术和防灾措施对策，本书内容丰富、实用，知识性和科普性结合，以大量近期发
生的灾害事件为例，突出了灾害事例的时效性。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防灾减灾概论、地震灾害与防震减灾、火灾与防火减灾、风灾与结构防风设
计、地质灾害与工程防灾、气象灾害与防灾减灾、生产事故灾害、爆炸灾害与防爆设计、生物与环境
灾害、防灾减灾规划。
本书附有配套课件光盘。

《工程灾害与防灾减灾(附光盘)》适用于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建筑学、城市规划、水利工程、安全
工程等本科、专科学生作为学习用书，可供从事防灾与减灾研究工作者和管理者作为参考，也可作为
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灾害基本知识及防灾减灾基本技能的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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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建筑火灾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易形成大面积燃烧。
单层毗连式住宅或走廊式宿舍楼，以及棚户区居民住宅火灾，往往一家失火，殃及四邻，形成大面积
燃烧。
 （2）火灾蔓延迅速。
高层住宅由于向空中发展，竖向空间、烟囱作用十分明显，竖向交通形成的电梯井、楼梯井，以及管
道井、垃圾井等众多的“竖井”，在失火时会成为火势竖向蔓延的主要途径，而火灾竖向蔓延的速度
比水平蔓延快4～5倍，因此，高层住宅发生火灾，如不及时控制，很容易蔓延发展成立体形大火。
 （3）财物损失严重。
居民住宅面积有限，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着大量的家用电器、各种家具和衣物，还有许多易燃装饰
材料，一旦发生火灾，物资不易疏散，财物损失严重。
 （4）易造成人员伤亡。
居民中的老、弱、病、残者及小孩常常是受害者。
如果是住在高层住宅内，则人员更难以疏散。
 （5）扑救困难。
居民住宅内可燃物集中，通风条件差，发生火灾时产生大量的烟雾给扑救工作带来困难。
如是住在高层，灭火设施及器材受楼高的限制，扑救工作将更为复杂。
 3.2.2火灾的发展过程 除地震起火是多处同时起火外，一般建筑内火灾往往是由一点引燃，并逐步扩大
的过程，根据室内火灾温度随时间的变化特点，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分为图3—2—1所示的四个阶段： 
（1）火灾初起阶段（OA段）。
室内发生火灾后，最初只是起火部位及其周围可燃物着火燃烧，这时火灾如同在敞开的空间里进行一
样。
 初起阶段的特点是：火灾燃烧范围不大，火灾仅限于初始起火点附近；室内温度差别大，在燃烧区域
及其附近存在高温，室内平均温度低；火灾发展速度较慢，在发展过程中火势不稳定；火灾发展时间
因受点火源、可燃物质性质和分布以及通风条件影响，其长短差别很大。
 初起阶段一般持续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初起阶段是灭火的最有利时机，也是人员安全疏散的最有利
时段。
因此，应设法尽早发现火灾，把火灾及时控制、消灭在起火点。
许多建筑火灾案例说明，要达到此目的，在建筑物内除安装配备灭火设备外，设置及时发现火灾的报
警装置是非常必要的。
 （2）火灾发展阶段（AB段）。
在火灾初起阶段后期，火灾范围迅速扩大，当火灾房间温度达到一定值时，聚积在房间内的可燃气体
突然起火，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火焰，房间内所有可燃物表面部分都卷入火灾之中，燃烧很猛烈，温度
升高很快。
房间内局部燃烧向全室性燃烧过渡的这种现象通常称为轰燃。
轰燃是室内火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标志着火灾全面发展阶段的开始。
对于安全疏散而言，人们若在轰燃之前还没有从室内逃出，则很难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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