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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火灾爆炸事故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及巨大经济损失，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预防火灾爆炸事故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许多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相继开设了防火防爆课程。
本书就是在作者十数年讲授此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
本次出版又根据相关的新法律法规、新标准、新资料，防火防爆理论、技术与实践的新进展，对全书
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对内容“吐旧纳新”，进行了较多修改与充实。
为了加强本书的实用性，编写过程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1.对有关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的阐述
力求准确、清晰、简练，将全书重点放在工业防火防爆的技术与管理上；2.注意以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依据；3.在行文或附录中引用较多数据、资料。
希望本书对从事或关心防火防爆工作的读者能够有些帮助。
在书后参考书目中将书中所有参考、引用的文献资料一一列出，并在此对其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书涉及内容较广，作者水平有限，其中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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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防火防爆工作实际，根据最新法规和技术标准，系统介绍了工业防火防爆的基本知识、实用
技术以及安全管理。
简练地介绍了火灾爆炸的基本概念、预防火灾爆炸事故的基本技术措施、企业消防安全管理与火灾爆
炸事故调查、火灾扑救等内容；从实用的角度系统讲述了工业建筑、电气、危险化学品储运等方面的
防火防爆技术知识。
     本书可供工业企业安全技术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消防人员参考阅读，也可供从事生产与消防安全
工作的其他人员以及安全工程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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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燃烧的分类目前，关于燃烧分类，不同书中有不同的分法。
一般按以下方式分类。
1.按着火方式分，可分为强制着火（点燃）和自发着火（自燃）两类  （1）强制着火通过外部能源（
即点火源）引起的燃烧。
在接近点火源处，可燃物局部开始起火，然后向四周传播。
（2）自燃（自发着火）又分为受热自燃和本身自燃两种情况。
受热自燃一般也需要外部提供一定的能量，但是提供能量的方式与强制着火不同，点火源并不与可燃
物直接接触，不是局部地引起可燃物整体瞬间着火，而是间接地、整体地加热可燃物，从而引起可燃
物整体瞬间着火。
例如将可燃气与空气的混合物置于容器内加热，或使其在汽缸内绝热压缩，容器（或汽缸）内可燃混
合气的温度会整体升高。
当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容器内会突然着火。
本身自燃则不需外界提供能量，而靠可燃物本身内部的某种发热过程（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过程）
提供能量，使其温度升高而自发着火。
2.按燃烧时可燃物的状态分，可分为气相燃烧、液相燃烧和固相燃烧三类（1）气相燃烧  燃烧反应在
进行时，如果可燃物和氧化剂均为气相，称为气相燃烧。
气相燃烧是均相燃烧，其特征是有火焰产生。
气相燃烧是一种最基本的燃烧形式，多数可燃物（气体、多数液体和固体）在燃烧时呈气相燃烧。
（2）液相燃烧燃烧时可燃物呈液态，称为液相燃烧（注意：并非液体燃烧）。
大部分液体燃烧是通过蒸发、分解成可燃气体，呈气相燃烧的，只有某些液体在高温状态下直接发生
燃烧。
（3）固相燃烧燃烧进行时可燃物为固相，称为固相燃烧。
固相燃烧的特点是：没有火焰，只产生光和热（阴燃）。
某些固体在燃烧时呈气相燃烧，而某些固体在燃烧时，既有气相燃烧，又有固相燃烧。
液相燃烧和固相燃烧，都是在两相（固一气、液一气）之间的表面上进行的，所以又叫表面燃烧或非
均相燃烧。
3.按燃烧过程的控制因素分，可分为扩散燃烧（物理混合控制）和动力燃烧（化学反应控制）两类（1
）扩散燃烧如果可燃物与氧化剂（空气）的混合是在燃烧过程中进行的，即边混合边燃烧，则这种燃
烧称为扩散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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