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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防法明定消防員三大任務「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預防火災最為重要，火災預防做得好，才能將火災之危害降到最低。本研究以桃園市
新屋消防分隊作為研究對象，將108年至111年火災案件蒐集及統計，分析火災頻率較高之時間點及區域，探討火災相關時間與火災燃燒面積之相關性。

關鍵詞：火災、統計、火災預防

一、前言
依消防法規定，消防人員三大任務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

，對於火災之預防及搶救有責無旁貸的使命，火災通常伴隨著生命財產損失，
若能在火災未發生前，落實火災預防，便能將火災發生之損失降到最低。106年
後消防署統計火災之標準與以往不同，其數據更貼近於真實，若能夠將火災之
數據加以統計分析，加強火災預防較薄弱之部分，便能有效降低火災之發生。
二、文獻回顧
(一)新屋轄區人口

新屋分隊轄內僅包含新屋區內10個里，故僅統計10個里之戶數及人口數，
數據顯示以頭洲里人口及戶數最多，新生里及清華里次之。統計至111年12月底。
依據新屋區戶政事務所統計如表 2.1。

表2.1新屋分隊管轄各里戶數及人口

資料來源:新屋區戶政事務所
(二)火災定義

火災之定義有許多說法，我國消防署定義為「違反人的意思或縱火而有滅
火必要的燃燒現象」，並於105年訂定「火災案件搶救出勤紀錄表填寫作業原
則」，於同年7月1日生效。106年1月1日起擴大火災統計範圍，原民眾自行撲滅
、消防隊未布水線滅火搶救之案件均改為火災案件。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蒐集新屋分隊轄內108至111年之A1、A2與A3火災案件資料，將所需
之資料統整後建檔，利用建檔資訊分別分析108至111年之火災資訊，找出火災
發生之地點、時間、原因之關係，最終探討出能夠防範火災之相關策略
四、結果分析

本研究收集桃園市新屋消防分隊108-111年之火災案件統計分析如下:

(一)火災發生里別次數
以清華里30次為最多，次多為頭洲里22次，分析其主要原因為清華里與頭

洲里為轄內人口數較高的地區，如圖4.1。

圖4.1 108-111年各里火災發生次數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火災發生之月份
新屋轄內7月至11月為火災發生次數較高之月份如圖4.2，分析新屋區為農

村型態地區，居民習慣以燃燒方式處理廢棄物，夏季太陽大天氣好，便會將廢
棄物集中燃燒。火災發生時段以8時至22時火災發生頻率最高如圖4.3，分析人
們活動時間因較頻繁用火用電，容易造成火災發生。

圖4.2 108-111年火災發生月份統計 圖4.3 108-111年火災發生時段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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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案件統計之研究-以桃園市新屋消防分隊為例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新屋區各里火災發生次數，清華里與頭洲里發生比率最高。
2. 新屋區火災發生月份以7月至11月為高峰。
3. 新屋區火災時段以08時至22時所發生火災頻率較高。
4. 新屋分隊108-111年到達現場時間所需時間落在6至12分鐘。
5. 新屋分隊108-111年火災現場控制火勢所需時間大部分在3分鐘內。
6. 新屋分隊108-111年火災現場熄滅火勢所需時間落在1至6分鐘及30分鐘以上。
(二)建議
1. 各里別發生火災次數，以清華里及頭洲里佔比最高分析其主要原因為清華里

及頭洲里為轄內人口較高之區域，應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加強用火、用電的防
災知識。

2. 新屋區發生火災以7月至11月為高峰，分析新屋區為農村型態地區，居民習慣
以燃燒方式處理廢棄物，夏季太陽大天氣好，便會將廢棄物集中燃燒，應加
強宣導民眾勿露天燃燒。

3. 火災時段以08時至22時所發生火災頻率較高，此數據顯示，人們活動頻繁，
用火用電量即會增加，稍有不慎便容易發生火災。可於轄內宣導時將此研究
結果傳達給民眾，強化民眾防火防災之意識。

(三)到達現場所需時間
新屋分隊為起點至轄區內最遠處約為7.5公里，約16分鐘內可到達。經統

計108年至111年新屋消防分隊到達現場所需時間絕大多數落在6-12分鐘內(佔
火災案件73%)，16分鐘內占比95%。有5%超過16分鐘，分析原因大多數為報案
地點與發生地點不同，無法於第一時間到達現場。

(四)控制火勢所需時間
消防隊將火災之火勢侷限不再使火勢繼續擴大延燒，稱為「火勢控制」，

從到達現場至火勢控制所需時間稱為「控制時間」。經統計108年至111年新屋
消防分隊控制火勢所需時間大多數落在3分鐘內(佔火災案件42%)。分析其原因
為火災現場，現場火勢狀況與民眾發現及報案的時間有較大關係，消防若於火
災初期到達現場，便能在短時間內將火始控制。

(五)熄滅火勢所需時間
火災現場控制火勢後，下個階段性任務就是將火勢撲滅，從到達現場至火

勢熄滅所需時間稱為「熄滅時間」。108年至111年火勢熄滅時間大部分都在6

分鐘內(佔火災案件41%)及30分鐘以上(佔火災案件18%) 。。探討其原因為火
災現場火勢與報案時間較相關，燃燒面積與時間平方成正比，越晚發現火災，
則救災難度大增。故若無法在火災初期撲滅，使火災發展到最盛期，撲滅火勢
所需時將將會遽增。

(六)火災燃燒面積
108年至111年轄內火災燃燒面積大部分皆在30平方公尺以下(佔火災案件

77%) ，分析其原因，主要以民眾小面積自行燃燒戶外雜草、廢棄物居多。

(七)起火原因
統計新屋分隊轄內108-111年各起火原因發生之比例如圖4.8所示，顯示以

雜草廢棄物佔比最高65%。反映新屋區農村型態，習慣以燃燒方式整農地或處
理廢棄物。

圖4.8 108-111年火災案件起火原因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投影片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