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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篇 



瓦斯中毒?一氧化碳中毒? 

瓦斯本身是烷類氣體，無色、無臭、無味
且無毒，家用桶裝瓦斯屬於丙烷類氣體，
天然氣則為甲烷類氣體，除非在極小的密
閉空間內充滿瓦斯，才會因瓦斯對氧氣的
排擠效應導致缺氧窒息，否則一般民眾在
開放的空間內瓦斯外洩或開瓦斯意圖自殺，
並不會因吸入瓦斯而中毒死亡。  



何謂一氧化碳中毒? 

在氧氣充足的環境，瓦斯會完全燃燒變成無
危害性的二氧化碳（CO2）。 

氧氣不足的環境下，燃燒便會不完全，而產
生無色無味的一氧化碳（CO）。一氧化碳對
血液中的血紅素的結合力為氧氣的200-250倍，
因此會取代氧氣搶先與血紅素結合，而形成
一氧化碳血紅素（COHb），降低血紅素帶氧
能力，這時體內組織無充足含氧，因而造成
一氧化碳中毒 

 



何謂一氧化碳中毒? 

 輕度一氧化碳中毒（即指血中一氧化碳血紅素濃
度小於30﹪）者，可能有頭痛、頭昏、噁心、嘔
吐、四肢無力、疲勞等類似感冒或腸胃炎的症狀，
進一步中毒（即指血中一氧化碳血紅素濃度大於
30﹪），可能有嗜睡、視力模糊、呼吸加速、心
律不整、心肌缺氧、呼吸困難，此時若警覺到一
氧化碳中毒，打開門窗迅速離開現場，尚可逃過
一劫，但因一氧化碳中毒症狀常讓人誤以為太累、
太疲勞而昏沈沈進入夢鄉，最後昏迷死亡 。  



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 

一氧化碳中毒多因通風不良、蓄積一氧化碳濃度過高
所致，主要原因如下： 

   （1）熱水器等燃氣設施安裝場所通風不良（如裝   

        設於廚房、浴室、陽台加裝窗戶等）。 

   （2）選用不適當之燃氣設施（如安裝於室內者選 

        用室外型）。 

   （3）民眾缺乏自我安全意識(門窗緊閉)。 

   （4）熱水器等燃氣器具不良安裝。 

   （5）熱水器等燃氣器具未能適當運作。 

   （6）熱水器等燃氣器具未能定期檢查與維護。  

 



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一、要保持環境的「通風」：避免陽台違規使用、加裝  

    門窗、紗窗不潔及晾曬大量衣物等情形。 

二、要選擇正確的「型式」：室外專用型（RF）、室內 

    強制排氣型（FE）、室內自然排氣型（CF）熱水器。 

三、要使用安全的「品牌」：熱水器應貼有CNS國家標準） 

    及TGAS（台灣瓦斯器具安全標示）檢驗合格標示。 

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裝」：由合格技術士依安裝標準安裝。 

五、要注意平時的「檢修」：熱水器應定期檢修或汰換，如  

    發現有水溫不穩定現象或改變熱水器設置位置或更換組 

    件時，均應請合格技術士為之。 

 









一氧化碳中毒處置措施 

輕輕打開門窗 

將患者移到通風處，鬆解衣物 

使中毒者下顎向上抬高，保持呼吸順暢 

中毒者無心跳必須實施心肺復甦術 

儘速撥打一一九送醫急救 
 



瓦斯用火安全篇 

使用注意事項： 

一、瓦斯若無法點火時，應停止續點火，檢查是    

        否漏氣、無法點火的原因。 

二、定期檢查瓦斯皮管及各部接頭，防止破裂、 

        鬆動，橡皮管不宜過長並加裝安全夾。 

三、檢查瓦斯桶是否逾期，是否有合格標誌。 

四、瓦斯桶與爐具宜保持距離，桶裝瓦斯避免放 

        置於日光下。 

五、瓦斯桶不可橫放。 

六、勿讓兒童玩弄瓦斯爐開關。 

七、使用後及就寢前應確實關閉瓦斯開關。  



湯食不要盛裝太滿以免溢出
時熄滅爐火造成瓦斯外洩



排油煙機應隨時清洗以防
止爐火引燃蓄積的油垢



請經常檢查瓦斯開關、橡皮管
等，是否有鬆動或破損情形



煮食中如需外出請先關閉火源



瓦斯洩漏如何處置 

(一)不要緊張、動作輕緩。 

(二)避免碰撞及打開電源（如照明設備或 

       電扇等）以免產生火花。 

(三)關閉瓦斯開關。 

(四)打開門窗。 

(五)輕手慢步離開。 

(六)通知消防單位。 



       用電安全 

一、裝置電器時應注意事項：  

 （一）燈泡或其他電熱裝置，切勿靠近易 

        燃物品，尤其不可在衣櫃內裝設電 

        燈，以免自動開關失靈引起火災。  

 



（二）室內裝置電燈，至少應離開天花板1英吋處裝設，不可 

      裝設在天花板裏面，因天花板裏面裝設電燈，在攝氏 

      300℃即會引起燃燒，如離天花板1英吋公分處裝設，則 

      須攝氏500℃方能燃燒。  

（三）用電不可超過電線許可負荷能力。  

（四）增設大型電器時，應先申請重新裝設屋內配線或電錶後 

      再使用。  

（五）切勿自接臨時線路或任意增設燈泡及插座。  

（六）切勿利用分叉或多口插座，同時使用多項電器。  

       用電安全 



（七）電線延長線，不可經由地毯或高掛有易燃物牆上。  

 

       用電安全 



平時使用應注意事項 

（一）使用電器時，千萬不可因事分心突然離開忘了關閉，這 

      樣很容易造成火災。  

（二）使用電煖爐時，切勿靠近衣物或易燃物品，尤其在烘烤 

      衣服時，更不可隨意離開，以免烤燃衣物引起火災。  

（三）使用過久的電視機，如內部塵埃厚積，則很容易使絕緣 

      劣化，發生漏電，或因蟲鼠咬， 配線破壞，發生火花 

      引起燃燒或爆炸，應特別注意維護及檢查。  

（四）電器插頭務必插牢，不使鬆動，以免發生火花引燃近旁 

      物品。  

（五）電熱水器發生爆炸案已有多起，應隨時注意檢查其自動 

      調節裝置是否損壞，以免發生高熱引起爆炸。  



（六）電器在使用時切勿讓小孩接近玩弄，以免觸電或引起 

      火災；離家外出，應將室內電器關閉，以免發生火警。  

（七）電氣房及電源開關附近，應置備乾粉滅火器，以資防 

      火。  

（八）電氣火災，可用乾粉及二氧化碳滅火器撲滅。 

平時使用應注意事項 



故障排除時應注意事項 

（一）電器發生故障，有異狀首先應切斷電源開關，即時修理， 

      以免發生短路，引起電線著火。  

（二）屋內配線陳舊、外部絕緣體破損或插座損壞，都必須立 

      即更換修理。  

（三）保險絲熔斷，通常是用電過量的警告，切勿誤以為保險 

      絲太細而換用較粗或以銅絲、鐵絲替代。 

（四）切勿用潮濕的手碰電器設備，以防觸電。 

（五）電線走火時，應立即切斷電源，電源未切斷前，切勿用 

      水潑覆其上，以防導電。  

  



 

發生火警時 
 

可採取下列三項措施： 

 

1.  滅火 

 

2.  報警 

 

3.  逃生 

 



滅火 

手提滅火器多用於短距離（5公尺內）及短時間即可
撲滅（10秒左右）之燃燒，如初期油鍋著火或垃圾桶
燃燒，但火勢如果擴大，不宜使用。 

撲救初期火災必須是火勢尚未蔓延且侷限於小區域，
當火苗已經上升至天花板時，可視為火勢延燒擴大，
無法進行初期滅火，應立即逃生避難。 



 
 

滅火器使用法 



報警 

以電話向119報案時，向消防機關報案的重點 
1.事故的種類（火災或救護） 
2.火警詳細地點（建築物名稱），周遭明顯建築，起火
樓層，場所性質（工廠、住家、辦公室等) 

3.火災的狀況(起火位置、燃燒物、燃燒過程、有無煙竄
出、有無火流) 

4.有無人員受困 
5.有無存放危險物品（例如瓦斯桶～） 



報警 



逃生 

一般而言，逃生狀況可區分為三種 

1.可向外進行逃生避難 

2.室內待救 

3.無法期待獲救時 
 

 
 

http://www.ws1hr.taipei.gov.tw/1192.htm
http://www.ws1hr.taipei.gov.tw/119.htm


向外逃生 

 不可搭乘電梯，因為火災時往往電源會中斷，會受困
於電梯中。 

 循著避難方向指標，由安全梯進入安全梯逃生。 

 利用毛巾或手帕，掩住口鼻，避免濃煙嗆傷襲擊，並
採低姿勢行進。 

 沒有濕毛巾，乾毛巾也可以，主要是隔離燃燒不完全的碳粒

子等。  

 
 

http://www.ws1hr.taipei.gov.tw/1192.htm
http://www.ws1hr.taipei.gov.tw/119.htm


向外逃生 



向外逃生 



在室內待救時 

 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輔助逃生。 

 塞住門縫及所知的通風口（如空調管道），避免濃煙
進入，如有浴缸等，應裝水適時潑灑門戶，已降低溫
度，爭取救援時間。 

 設法告知外面人員，以揮舞手帕或懸掛床單等明顯方
式，告知外在救災人員以利救援，不可以躲在浴室等
救災人員無法判斷位置的處所待救。 



無期待獲救時 

 三層以上的樓層，跳樓非死即傷，應設法防止火及煙的侵襲，
在室內待救。 

 如情勢危急確實無法待救時，利用現場物品或地形地物，設
法逃生。 

 緩降機操作方法： 
一、 展開固定架。 
二、 自盒中取出緩降機。 
三、 將緩降機掛鉤確實掛上固定架之鉤環上。 
四、 將輪盤從窗口放下。 
五、 將安全帶套在腋下，並將束環往胸前扣緊。 
六、 攀出窗外身體面向建物牆面，並用兩手保持與牆面距離 

             而自然下降。 
    七、 著地後迅速解開安全帶。 
                                   【下降中雙手切勿上舉以避免安全帶鬆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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