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 樓宇或場地火警應急計劃(範本) 

(此應急計劃為消防局提供之範本，製作人須因應所負責樓宇或場

地的實際情況，就相關內容進行新增或調整) 

一、 計劃目的 

針對樓宇或場地在發生火警事故時，為防範火災和濃煙蔓延造成的

風險，盡快疏散使用人以保障人身安全，最大程度減低損失，以及有利

消防人員介入展開救援，讓管理單位有序展開火警緊急應變程序和執行

各項措施，因此制定本應急計劃。 

二、 XX大廈及消防設備情況 

1. 建成年份：XXXX年 

2. 建築商：XXX置業發展有限公司 

3. 樓層概況：共 30層 

天台 

17F至 30F 住宅單位 

16F 避火層 

3F至 15F 住宅單位 

2F 會所/平台/(為群樓連接部份) 

GF 管理處(安全崗) 

B1至 B2 停車場/(為群樓連接部份) 

4. 單位數量：共 280戶、住宅層每層有 8至 10戶 

5. 走火樓梯：共 2條，可通往各樓層/天台/平台/地面/停車場/(其中 X

號樓梯只能通往 2F至 15F，必須於 2F作轉接) 

6. 消防系統設備： 

消防系統/設備 圖片 配置 位置 備註 

安全崗   設置於地面層  

消防水缸   設置於天台  

花灑水缸     

火警警報系統 
 

 設置於各樓層 
全棟警報/僅上一至下

一樓層警報 

火災自動探測系統     



固定自動灑水式滅

火系統 

   2F至 15F、16F 至 30F

之系統分別由 2 個不同

消防入水掣接駁上水 

消防控制室     

消防入水掣 
 

 
設置於大廈外

圍向 XX 馬路 

 

消防喉系統   設置於各樓層  

消防喉轆系統   設置於各樓層  

防火分區閘 
  設置於 B1至

B2停車場 

 

滅火筒   設置於各樓層  

FM200氣體固定自動

滅火系統 

    

消防沙桶     

防煙門   設置於各樓層  

照明燈   設置於各樓層  

消防栓 
 

 
設置於大廈外

圍向 XX 馬路 

 

消防員專用升降機     

水濂系統     

固定自動泡沫滅火

系統 

 
  

 

排煙系統     

樓層增壓系統     

7. 升降機：共 3部(其中 1部為消防員專用升降機)，2號、3號升降機

只能通往 2F至 15F，必須於 2F平台作轉接) 

8. 管理機關成員：名冊存於房屋局內 

9. 防火安全負責人：於值更表中顯示 

10. 管理公司：XXX有限公司、28XX XXXX/6XXX XXXX 

11. 消防公司：XXX公司、28XX XXXX/6XXX XXXX 

12. 燃料公司：XXX石油有限公司、28XX XXXX/6XXX XXXX 

13. 電梯公司：XXX公司、28XX XXXX/6XXX XXXX 

三、 燃料設施 

1. 中央石油氣：設於地面層 XX房、最多存放 X個容量 XX(公斤/立方米)

的中央石油氣罐 



2. 緊急開關總掣：設於地面層 XX位置 

3. 燃料儲存缸/燃料蒸發室/油渣房/…等 

四、 當火警警報響起時，防火安全責任人應採取的應變措施 

1. 保持鎮定 

2. 檢查火警警報板了解事發樓層或位置 

3. 即時派員或自行前往該位置確認事件真偽 

 倘確實為火警 

1. 啟動附近的火警警報系統(用硬物打破火警鐘玻璃或通知消防控制 

   室啟動警報等)，以提醒住戶火警發生 

2. 同時致電 119、120或 28572222 清楚說明發生火警的位置及情況 

3. 要求加派人員到場協助 

4. 確保自己及別人的安全不受威脅及有安全逃生路線可逃生時，可嘗

試用現場滅火設備撲救小火，例如以下設備： 

4.1.滅火筒： 

          4.1.1  拉開保險針 

4.1.2 拉開及握住噴管前端 

          4.1.3  滅火前，用力壓下板機，測試滅火筒是否正常運作 

          4.1.4  在距離火源 3 米左右，用力壓下板機，向火焰底部噴

射滅火劑 

          4.1.5  室內使用需留意逃生出路是否暢通；室外使用需留意

風向 

          4.2消防喉轆： 

            4.2.1  用硬物打破火警鐘玻璃，發出警報，消防加壓水泵會 

                   自動啟動，為喉轆提供高壓水源 

4.2.2 開動消防喉轆旁的開關閘掣 

4.2.3 用硬物打破消防喉射嘴箱玻璃          

          4.2.4  拉出消防喉管 



          4.2.5  將消防喉射嘴的開關柄撥動至與喉管成一直線，向火 

          火焰底部射水 

 

5  如不能控制火警，應立刻協助使用人有秩序地撤離現場 

6  防止外來人及車輛繼續進入樓宇或場地 

7  利用監控設備留意升降機內人員情況 

8  要求派員到場支援 

9  如有需要，要求電梯公司派員到場 

  10向消防人員提供資訊及協助，包括： 

   10.1  主動接觸在場的消防人員 

   10.2  火警位置/起火樓層及蔓延情況 

          10.3  提供樓宇或場地的平面圖、升降機及供氣房的鎖匙等 

          10.4  被困、受傷或失蹤人數 

          10.5  協助和引導消防人員，使消防人員更有效率進行救援 

          10.6  疏散情況 

          10.7  儲存危險品、供氣房及電房位置等 

          10.8  正在採取中的措施 

 倘屬警報誤嗚情況： 

1. 仔細檢查相關樓宇或場地，尤其在事發位置之上方、下方及附近

位置(當中亦包括電房、機房及供氣房等) 

2. 詢問人員有否曾燃點煙、火之行為 

3. 檢視現場之消防設備及設施 

4. 了解現場是否有人員需要協助 

5. 確認現場沒有任何火源、煙霧或熱源 

6. 暫時關閉消防系統並立即通知消防公司到場跟進 

7. 記錄及通報 

 



 

 

五、 樓宇或場地使用人之逃生注意事項 

1. 倘若樓宇或場地內發生小火，於安全情況下可嘗試自行滅火 

2. 如滅火未能成功，逃生時應順手關上房門、大門，防止濃煙蔓延 

3. 帶備逃生三寶(手提電話、門匙、毛巾) 

4. 逃生時，應順手關上途經的防煙門，避免濃煙蔓延至其他樓層、疏

散樓梯及通道內 

5. 如途徑之通道上有 BREAKGLASS，應打破以通知建築物內的所有人 

6. 不要乘坐升降機，使用就近的走火通道(樓梯)逃生，如樓梯有煙，

應轉用另一樓梯逃生並前往集合地點 

7. 如逃生時遇濃煙，可用毛巾掩蓋口鼻及彎身甚至伏在地上爬行       

逃離現場 

8. 若不能逃離建築物，應逃向避火層、天台暫避求救，如果因濃煙未       

能前往上述位置，應找一個遠離火場及面向馬路的房間，將門關上       

並用毛巾及膠紙將門隙塞住，避免濃煙滲入，盡可能用電話通知消       

防局你的處境，並在窗前呼救等待救援 

六、 疏散集合點： 

1. 位於 XXX街近 XX位置/空地 

2. 住戶向工作人員/管理機關匯報疏散人數等資料 

3. 工作人員/管理機關點算住戶疏散人數、單位等資料 

 

 

 

 

(疏散集合點 圖片) 



 

 

七、 附件參考 

1. 火警疏散措施(流程圖) 

2. 逃生路線平面圖(範本，需視乎實際情況) 

3. 樓層圖則 

 



 

通知防火安全負責人及其他建

築物使用人，疏散到安全地方 

注意事態，做好疏

散準備 

聽到疏散指示，按內部指引疏

散 

關好門窗、用電設施及防煙

門，但不必關上必要的照明設

備，帶備逃生三寶(手提電話、

門匙、毛巾) 

使用走火樓梯離開，如樓梯有

煙，應轉用另一樓梯逃生並前往

集合地點，否則應返回單位內 

各組長協助疏散及檢查所負責樓層之各

個房間，確保所有人離開, 並將所有的間

隔門關上,且於門上畫上記號以作識別 

火警          

在本樓層 

於集合地點點算人數，察看

有否人員失蹤或受傷 

是 

否 

附件 1：火警疏散措施(流程圖) 

打破附近火警鐘玻璃 
I.發現階段 

II.檢查及準備階段 

III.疏散階段 

如決定留在單位內 

應關上門並把門周圍的罅隙

用膠紙及濕毛巾密封 

同時立即致電消防局你被困

的位置，並走到未受濃煙影響

的房間 

如遇濃煙，應在地上爬行，因

為接近地面的空氣較清新 

建築物使用人/防火安全負責人 

如發現火警 

如遇濃煙，應在地上爬

行，因為接近地面空氣

較涼 

警 鐘 響 起 

查看現場 

報告火警位置及情況 

同時立即致電消防局及

於安全情況下嘗試滅火 



 

 

(區域二) 

雜物房 

備註： 1. 紅色路線為第一選擇疏散路徑； 

 2. 綠色路線為第二選擇疏散路徑(當第一路徑受阻時)； 

 3. ★符號表示疏散者所處位置；  

 4. 列明集合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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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逃生路線平面圖(範本) 

(區域一) 

更新日期：2014 年 0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