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鋒公職‧在職消防的第一選擇                                                        子仲老師編著 

1 

警大消防科學研究所 

消防實務(110年) 

電線斷痕的種類判斷及鑑定關係影響火災原因調查的結果，試說明短路位置
分析法應如何界定起火處並以圖示表達之?又電線熔痕的種類、巨觀特徵為
何?並說明電氣火災現場鑑識，其現場調查注意事項為何 

 
一、由於電力的使用，對於人類的文明進步產生重大的影響，相對的也產生負

面相依性，電力的使用或電氣設備的品質不良，易成生活中潛在的危害，
其中短路位置分析法、電線熔痕的種類、巨觀特徵及電氣火災現場鑑識，
其現場調查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以短路位置分析法界定起火處:利用短路痕發生先後順序輔助界定起火處
之方法。 

1.室內配線為 PVC絕緣實心線，在通電中發生短路時，會留下短路痕(如:圖
4)，而配電箱中的無熔絲開關就會跳脫啟斷電流，後續其他分路配線就不
會再發生短路，所以室內配線的 PVC絕緣實心線短路痕，應該就是起火處
或是起火處在一定範圍內。 

2.電器內部配線(通常為花線)發生短路時(如:圖 1)或外部電源線發生短路時
(如:圖 2、3)，通常因短路電流較小，有可能不會使無熔絲開關跳脫，立
即啟斷電流，所以可以在電器內部配線或是外部電源線上會形成兩處以上
短路痕。當電器內部配線或是外部電源線短路起火時，火勢擴大延燒至天
花板或房間時，就會造成室內配線絕緣短路，使無熔絲開關啟斷電流，此
時分路其他位置不再發生短路，因此離【電源較遠】的電器內部配線短路
痕可作為研判起火處的參考。 

(二)電線熔痕的種類、巨觀特徵: 
1.電線熔痕的種類 
(1)通電痕:融化溫度大約在 2000~3000度間，熔滴可引燃下方可燃物，造成

下方可燃物起火燃燒，一般距離負載側最近的通電痕可以確定起火源位
置稱為短路位置分析法。 

(2)熱熔痕:銅線因火場高溫而熱熔化，但銅的熔點為 1083度，較一般火場
溫度高，在普通火場較難達到熔點，只有在電弧處或是燃料處等適宜條
件下產生的高溫可使銅熔化，此熔化現象稱為熱熔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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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線熔痕巨觀特徵 
 巨觀 微觀 
通電痕 圓球形、半

球形 
光
澤 

1.局部熔解固
化狀 

2.明顯界線 

1.焊道金屬固化形成之柱
狀晶特徵 

2.含有氣孔組織 
熱熔痕 大範圍燒熔 粗

糙 
1.孔洞 
2.水滴下垂 
3.燒細 
4.多根黏結狀 

 

(三)電氣火災現場鑑識，其現場調查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由外往內（火場附近->燒毀建築物>起火建築物）藉由各項特徵觀察燃燒
的強弱並配合現場關係者了解火場相關資訊。 

2.依火災現場各種燃燒痕跡綜合歸納火流方向性，進而研判起火處所。 
3.檢查起火處所附近的電線等是否含有通電痕（短路位置分析法）。 
(1)檢查起火處附近電器設備是否有通電痕或其他電氣跡證。 
(2)檢查起火處附近電器設備的設置與使用情形，藉此了解處於通電中或是
使用中狀態。 

(3)檢查家中配電箱中無熔絲開關狀態及分路供電、用電情形。 
4.依現場電氣跡證鑑識分析電氣跡證的特徵或帶回實驗室進行鑑定分析。 
因此電氣事故往往因人員使用不當或是內部瑕疵常造成嚴重火災，引起的
電氣火災通常具備有兩項要件，一為電器設備或電線必須處於通電中或是
使用中之狀態、二為電能必須產生充足的溫度與能量藉此點燃周圍的可燃
物，方形成電氣火災，唯有灌輸大眾防火防災知識，強化災時基本應變能
力，才能減少災時人命財產損失。 

 

2021年 4月 2日上午 9時 28分臺鐵 408次太魯閣號行經隧道前，與滑落邊
坡的工程車碰撞出軌後衝入隧道中且擦撞隧道壁，並造成多名旅客遭拋離原
位，造成 49人死亡和 247人輕重傷。如果你是第一梯次到場指揮官，有關現
場救災指揮站工作項目及其編組為何?擬定事故行動計劃時，有關人命救助優
先順序及救護車後送優先順序為何? 

 
一、臺鐵 408次太魯閣號脫軌事故造成大量傷病患事故，有關現場救災指揮站

及其編組、擬定事故行動計劃時，有關人命救助優先順序及救護車後送優
先順序說明如下: 

(一)現場救災指揮站工作項目: 
1.統一指揮救災人員 
2.接受報到及任務分配。 
3.建立通訊設施。 
4.協調警方交管及建立傷患後送區。 
5.統合救災資源。 
6.申請支援。 

(二)救災編組: 
1.指揮組:指揮官、新聞官、聯絡官及安全官。 
2.作業組:執行任務、提出需求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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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組:隨時災害發展狀況及救災進度、掌握支援、提供方案。 
4.後勤組:裝備、器材、物資後勤補給。 

(三)人命救助優先順序: 
1.有立即危險受困者之處所 (如起火處所附近、車廂變形扭曲嚴重等) 。 
2.受困人數較多之處所。 
3.受困人員易施救之處所。  
4.經醫護人員評估傷勢較危急嚴重者。  
5.救災人員受傷或受困時，第一優先救助。 

(四)救護車後送優先順位原則如下：傷勢評估或檢傷分類 
1.立即給予醫療照護、否則存活機率將會下降或死亡之傷病患。 
2.不予立即治療不會導致併發症或死亡之傷病患。  
3.不致造成任何立即生命危害之傷病患。 
本次事故引發各界對於鐵路安全的各項討論，包含是否在鐵路周圍新增各
項避免或偵測民眾、異物入侵的圍籬及其它設施；以及死者是否多為站票
者或站票超賣情形，惟災難事故發生時，消防人員應以人命救助優先，理
應率先擔任人命搜救指揮官，盡全力救出傷患。 
 

今年嘉義縣阿里山森林大火延燒 5天，總計燃燒面積共 1.6公頃，出動 442
人次救災、35架次直升機，請詳述森林火災之火災特性為何?有關人員、車
輛部署及其指揮安全注意事項為何？ 

 
一、今年嘉義縣阿里山森林大火共計延燒 5天，由於山林火災搶救不易，消防

搶救人員務必熟悉其搶救作業模式，有關森林火災之火災特性及其人員、
車輛、指揮安全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森林火災之火災特性 
1.山區幅員廣闊、地形陡峭，搶救人員到達不易。 
2.水源缺乏，且通信不便。 
3.山林火災蔓延迅速，搶救人數眾多，救災持續時間長，環境惡劣，容易引
起復燃。 

(二)人員、車輛部署、指揮安全注意事項: 
1.人員部署注意事項: 
(1)山區嚮導帶領:對森林地形不熟悉時，為防止危險宜由瞭解地形之嚮導帶

領進入。 
(2)標示明確退路:進入道路不明顯之山林，可於樹枝上綁布條、堆疊石頭、

削斷樹枝插入地面等標示明確退路後再進入。 
(3)嚴禁個人擅自行動:團體行動不可落單，並隨時以無線電報告各人員位置

及現場狀況。 
(4)勿急遽移動:為避免惡劣地形、障礙物造成疲勞，勿急遽移動並應適當休

息。 
(5)配置監視員:在山陡坡或因強風等因素而有快速擴大延燒之可能危險，勿

部署於火點上方或下風處，應從燃燒完畢地帶、防火線、廣大空地等進
行監視。 

2.車輛部署注意事項: 
(1)消防車輛行進安全:駕駛時應注意煞車狀況，下坡時應採用與上坡同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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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採用排氣煞車及引擎煞車。 
(2)車輛器材集結於上風處，避免靠近火點，致發生危害、損失。 
(3)消防車輛停放時，除拉緊手煞車外，輪胎應加輪阻器，以防車輛滑動。 
3.指揮注意事項: 
(1)指揮站掌握救災隊伍名稱及隊伍數量，於高處配置監視員並適時連絡，

掌握進入隊伍所在地點。 
(2)指揮官預想下一步作戰計畫，預想延燒速度、方向等的急遽變化 
(3)指揮官統一指揮下進行引火回燒，並注意通知現場支援滅火之相關單

位。 
(4)指揮官指示避難路徑:當氣象條件突然改變時，指揮官需迅速確認隊員位

置狀況，考慮燃燒方向、風向、地形等因素決定避難路徑，迅速的給予
隊員指示，統一避難行動。 
一般而言，森林面積愈多之國家，林業愈受重視，林務事業管理組織愈
趨健全，無論在火災預防、指揮控制及災後復原工作，皆係由林務單位
經營管理之傾向，惟依據消防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消防
機關，遇有天然災害、空難、礦災、森林火災、車禍及其他重大災害發
生時，應即配合搶救與緊急救護，顯然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單位對於森
林大火之搶救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