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火灾发生时如何正确面对 

保持冷静，先观察火势，再选择正确的逃生方式。 

——进入公众聚集场所时，应首先观察和熟悉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位

置，发生火灾时，不要惊慌失措，应及时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方向逃生，疏

散时要服从工作人员的疏导和指挥，分流疏散，避免争先恐后朝一个出口拥挤

而堵塞出口。  

——要学会利用现场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逃生，如将毛巾、衣服用水浇湿

作为防烟工具捂住口、鼻；把被褥、窗帘用水浇湿后，堵住门口阻止火势蔓延，

利用绳索或将布匹、床单、地毯、窗帘结绳自救。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避难处所，如到阳台、楼层平顶，

发出各种呼救信号并等待救援。  

——在逃生过程中要防止中毒，公众聚集场所有些部位在装修过程中使用

大量的海绵、泡沫塑料板、纤维等装饰物，火灾发生后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在逃生过程中应用水浇湿毛巾或用衣服捂住口鼻，采用低姿行走，以减小烟气

伤害。 

二、火灾发生时错误的应对措施 

1、原路脱险。这是人们最常见的火灾逃生行为模式。因为大多数建筑物内部的

平面布置、道路出口一般不为人们所熟悉，一旦发生火灾时，人们都是习惯沿

着进来的出入口和楼道进行逃生，当发现此路被封死时，才被迫去找其他出入

口。殊不知，此时已失去最佳逃生时间。因此，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大楼或宾

馆时，一定要对周围的环境和出入口进行必要的了解与熟悉。多想万一，以备

不测。 

  2、向光朝亮。这是在紧急危险情况下，由于人的本能、生理、心理所决定，

人们总是向着有光、明亮的方向逃生。光和亮就意味着生存的希望，它能为逃

生者指明方向道路、避免瞎摸乱撞而更易逃生。而这时的火场中，90％的可能



是电源已被切断或已造成短路、跳闸等，光和亮之地正是火魔肆无忌惮地逞威

之处。 

  3、盲目追随。当人的生命突然面临危险状态时，极易因惊惶而失去正常的

判断思维能力，当听到或看到有什么人在前面跑动时，第一反应就是盲目紧紧

地追随其后。常见地盲目追随行为模式有跳窗、跳楼，逃（躲）进厕所、浴室、

门角等。只要前面有人带头，追随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跟随其后。克服盲目追随

的方法是平时要多了解与掌握一定的消防自救与逃生知识，避免事到临头没有

主见而随波逐流。 

  4、自高向下。俗话说：人往高处走，火焰向上飘。当高楼大厦发生火灾，

特别是高层建筑一旦失火，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火是从下面往上着的，越高

越危险，越下越安全，只有尽快逃到一层，跑出室外，才有生的希望。殊不知，

这时的下层可能是一片火海，盲目地朝楼下逃生，岂不是自投火海吗？随着消

防装备现代化的不断提高，在发生火灾时，有条件的可登上房顶或在房间内采

取有效的防烟、防火措施等待救援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5、冒险跳楼。人们在开始发现火灾时，会立即作出第一反应。这时的反应

大多还是比较理智的分析与判断，但是当选择的路线逃生失败发现判断失误而

逃生之路又被大火封死，火势愈来愈浓时，人们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此时的人

们也不要跳楼、跳窗等，而应另谋生路，万万不可盲目采取冒险行为，以避免

未入火海而先下地狱。 

三、火灾逃生方法   

     水火无情，当你被困在火场内生命受到威胁时，在等待消防员救助的时间

里，如果你能够利用地形和身边的物体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措施，就可以让自己

命运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为生命赢得更多的“生机”。火场逃生不能寄

希望于“急中生智”，只有靠平时对消防常识的学习、掌握和储备，危难关头才

能应对自如，从容逃离险境。 

     1、绳索自救法：家中有绳索的，可直接将其一端拴在门、窗档或重物上沿

另一端爬下。过程中，脚要成绞状夹紧绳子，双手交替往下爬，并尽量采用手套、

毛巾将手保护好。 

2、匍匐前进法：由于火灾发生时烟气大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过

程中应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匍匐或弯腰前进。 

     3、毛巾捂鼻法：火灾烟气具有温度高、毒性大的特点，一旦吸入后很容易

引起呼吸系统烫伤或中毒，因此疏散中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起到降温及过滤

的作用。 



     4、棉被护身法：用浸泡过的棉被或毛毯、棉大衣盖在身上，确定逃生路线

后用最快的速度钻过火场并冲到安全区域。 

     5、毛毯隔火法：将毛毯等织物钉或夹在门上，并不断往上浇水冷却，以防

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从而达到抑制火势蔓延速度、增加逃生时间的目的。 

     6、被单拧结法：把床单、被罩或窗帘等撕成条或拧成麻花状，按绳索逃生

的方式沿外墙爬下。 

     7、跳楼求生法：火场切勿轻易跳楼！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住在低楼层的

居民可采取跳楼的方法进行逃生。但要选择较低的地面作为落脚点，并将席梦思

床垫、沙发垫、厚棉被等抛下做缓冲物。 

     8、管线下滑法：当建筑物外墙或阳台边上有落水管、电线杆、避雷针引线

等竖直管线时，可借助其下滑至地面，同时应注意一次下滑时人数不宜过多，以

防止逃生途中因管线损坏而致人坠落。 

     9、竹竿插地法：将结实的晾衣杆直接从阳台或窗台斜插到室外地面或下一

层平台，两头固定好以后顺杆滑下。 

    10、攀爬避火法：通过攀爬阳台、窗口的外沿及建筑周围的脚手架、雨棚等

突出物以躲避火势。 

    11、楼梯转移法：当火势自下而上迅速蔓延而将楼梯封死时，住在上部楼层

的居民可通过老虎窗、天窗等迅速爬到屋顶，转移到另一家或另一单元的楼梯进

行疏散。 

    12、卫生间避难法：当实在无路可逃时，可利用卫生间进行避难，用毛巾紧

塞门缝，把水泼在地上降温，也可躺在放满水的浴缸里躲避。但千万不要钻到床

底、阁楼、大橱等处避难，因为这些地方可燃物多，且容易聚集烟气。 

    13、火场求救法：发生火灾时，可在窗口、阳台或屋顶处向外大声呼叫、敲

击金属物品或投掷软物品，白天应挥动鲜艳布条发出求救信号，晚上可挥动手电

筒或白布条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14、逆风疏散法：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迅速逃到火场

上风处躲避火焰和烟气。 

   15、“搭桥”逃生法：可在阳台、窗台、屋顶平台处用木板、竹竿等较坚固

的物体搭在相邻建筑，以此作为跳板过渡到相对安全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