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书(精选5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阶段，请一起
努力，写一份计划吧。我们该怎么拟定计划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书篇一

2、火灾袭来时要迅速逃生，不要贪恋素颜财物。

3、家庭成员*时就要了解掌握火灾逃生的基本方法，熟悉几
条逃生路线。

4、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
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

5、穿过浓烟逃生时，要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并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

6、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
灭火苗。

7、遇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8、室外着火，门已发烫，千万不要开门，以防大火蹿入室内，
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缝，并泼水降温。

9、若所在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挥舞衣
物、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10、千万不要盲目跳楼，可利用疏散楼梯、落水管等逃生自
救。也可把床单、被套撕成条状成连成绳索，紧栓在窗框、
暖气管、铁栏杆等固定物上，用毛巾、布条等保护手心，顺
绳滑下，脱离险境。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书篇二

现火情后，首先应报警，然后寻找附近的灭火器材进行灭火，
力求把初起之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将其扑灭。如初期火灾扑救失败，应及时关闭车厢门，防止
火势蔓延，赢得逃生时间。

逃生时，应采取低姿势前进(但不可匍匐前进，以免贻误逃生
时机)，不要做深呼吸，可能的情况下用湿衣服或毛巾捂住口
和鼻子，防止烟雾进入呼吸道;同时注意选择好逃生路线，如
果发生火灾，地铁里会有一个排风装置、送风装置，这个时
候乘客要冲着风来的方向走，也就是说要顶着风走，迎面而
来的是风而不是浓烟，有助于大家逃生。

在逃生过程中要坚决听从地铁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引导疏散，
决不能盲目乱蹿，已逃离地下建筑的人员不得再返回地下，
万一疏散通道被大火阻断，应尽量想办法延长生存时间，等
待消防队员前来救援。

现火情后，首先应报警，然后寻找附近的.灭火器材进行灭火，
力求把初起之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将其扑灭。如初期火灾扑救失败，应及时关闭车厢门，防止
火势蔓延，赢得逃生时间。

逃生时，应采取低姿势前进(但不可匍匐前进，以免贻误逃生
时机)，不要做深呼吸，可能的情况下用湿衣服或毛巾捂住口
和鼻子，防止烟雾进入呼吸道;同时注意选择好逃生路线，如
果发生火灾，地铁里会有一个排风装置、送风装置，这个时
候乘客要冲着风来的方向走，也就是说要顶着风走，迎面而
来的是风而不是浓烟，有助于大家逃生。

在逃生过程中要坚决听从地铁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引导疏散，
决不能盲目乱蹿，已逃离地下建筑的人员不得再返回地下，
万一疏散通道被大火阻断，应尽量想办法延长生存时间，等



待消防队员前来救援。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书篇三

1、第一时间给消防队打电话报警。

2、画一幅家庭*面图，并发放给每一位家庭成员

在纸上画出家庭*面图，要求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熟悉家里的布
局和方位。

3、在图上标出所有可能的逃生出口

把家里所有的房门、窗户、楼梯都标注在图上，这样能够让
所有家庭成员对逃生路线一目了然。别忘标注住房周围的疏
散楼梯。

4、如可能，尽量为每个房间画出两条逃生路线

房门是每个房间的主要逃生出口，但是，如果房门被大火和
浓烟封堵，就需要另外一个逃生出口，例如窗户，并确保窗
户能及时开启，如窗户有防盗锁，要在家里准备锤子等应急
工具。

5、重点关注火灾发生时家里需要帮助的成员

制订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一定要提前考虑到紧急情况下家里需
要帮助的小孩、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等。事先的规划能够帮助
你在紧急情况下争取到关键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此外，
火灾成功逃出家里后，及时关上自家的门，再大力敲一下邻
居的房门提醒邻居逃生，以帮助邻居逃生和避免自家大火短
时间殃及近邻。

6、在户外确定一个会合点



约定楼下的一个指定地点，小卖部门口或者标志性建筑物旁
边。这样能够很快确定所有家庭成员是否全部成功逃生。

7、演练火灾逃生计划。 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要熟悉火灾逃生
计划，最好全体家庭成员试着从每个房间徒步走向逃生出口。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书篇四

一般情况下，发生火灾后，报警和救火应同时进行，因为救
火是分秒必争的事情，早一分钟报警，消防车早一分钟到，
就能把火灾扑灭在初期阶段，耽误了时间，小火就可能酿成
大火。而且，火灾的发展常常是难以预料的，有时火势看似
不大，认为自己能够扑灭，却由于各种因素，火势突然扩大，
这时才向消防队报警，就会使灭火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当发
生火灾，现场只有一个人时，应边呼救边处理。如果认为有
能力、有把握将初起火灾扑灭，而相应的灭火器就地可取，
懂得使用，那就应立即把火扑灭。如果认为无能力扑灭这起
火灾，就应赶快报警，并在报警的路上边喊边跑，以获得群
众的帮助。

2.你会正确使用“119”电话吗?

报警时，首先要沉着冷静，不要惊慌;二是要讲清楚起火单位、
地址、燃烧对象、火势情况，并将报警人的姓名，所用的电
话号码告诉消防队，以便联系。报警后，本人要派人到通往
火场的交通路口、厂门口或街道巷口接应消防车;三是要早报
警，为消防队灭火争取时间，减少损失。

3.对付初期火灾的几种应急处置。

发生火灾后，在迅速向消防队报警的同时，还应及时组织本
单位人员利用简易的灭火器材和设备进行扑救。处置方法有：

1、隔绝可燃物，搬走起火点附近的可燃物;关闭阀门，切断



流向火点的可燃气体或液体。

2、冷却降温。

3、利用泡沫覆盖燃烧物表面;用容器、设备的顶盖盖灭火点;
油锅着火时，盖上锅盖;用毯子、棉被、麻袋浸湿后覆盖燃烧
物表面;用沙、土覆盖燃烧物，达到窒息灭火。

4、小面积的固体可燃物燃烧时，可用扫帚、树枝条、衣服扑
打。

5、如发生电气火灾，或者电气线路、设备受到火灾威胁时，
或电气线路影响灭火人员安全时，要及时切断电源。

6、对密闭条件较好的小面积室内火灾，在未做灭火准备前，
应先关闭门窗，以阻止新鲜空气进入，防止火灾蔓延。

7、将受到火势威胁的易燃易爆物质、压力容器、槽车等疏散
到安全地带;对受到火势威胁的压力容器、设备应立即停止向
内输送物料，并将容器内的物料设法导走，或停止加温，及
时进行冷却，或者打开有关阀门放空泄压，防止爆炸。

夏季火灾特点

1、高温炎热，易引发火灾。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用电设备大量
增加，电气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电源绝缘皮损坏造成短路
打火，或电器的电动机进水受潮，使绝缘强度降低，发生短
路烧毁电机着火，还有生产设备升温等。进入夏季也是汽车
火灾的多发期，另外，在炎热的气温条件下，化学危险物品
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稍有疏忽就会酿成火灾。

2、温度高，蔓延快，易形成立体或大面积燃烧。



炎热天气易形成强烈的对流天气，增大了火灾发展蔓延的速
度。夏季日照时间长，高温炎热，降水少、蒸发大，天干物
燥，燃点降低，遇明火易发生燃烧，在辐射热的作用下火势
会向相邻建筑蔓延，形成立体或大面积火灾。

3、易发生雷击火灾。

炎热季节雷雨天气增多，打雷产生的强雷电易引发建筑物、
可燃气体、森林等火灾的发生。

4、扑救困难，易造人员伤亡。

天气炎热，被救人员易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在得不到及时
救助的情况下易发生跳楼等极端行为，造成人员伤亡。

消防应急逃生知识

扑灭小火，惠及他人。

当发生火灾时，如果发现火势并不大，且尚未对人造成很大
威胁时，当周围有足够的消防器材，如灭火器、消防栓等，
应奋力将小火控制、扑灭;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地乱叫乱窜，置
小火于不顾而酿成大灾。

请记住：争分夺秒，扑灭“初期火灾”。

保持镇静，明辨方向，迅速撤离。

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强令自己保持镇静，迅
速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决定逃生的办法，尽快撤离险
地。千万不要盲目地跟从人流和相互拥挤、乱冲乱窜。撤离
时要注意，朝明亮处或外面空旷地方跑，要尽量往楼层下面
跑，若通道已被烟火封阻，则应背向烟火方向离开，通过阳
台、气窗、天台等往室外逃生。



人只有沉着镇静，才能想出好办法。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图害羞或顾及贵重物品，而把
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搬离贵重物品上。已经逃离险境的人
员，切莫重返险地，自投罗网。

请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当你处在陌生的环境时，为了自身安全，务必留心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及楼梯方位等，以便关键时候能尽快逃离现场。

请记住：在安全无事时，一定要居安思危，给自己预留一条
通路。

通道出口，畅通无阻。

请记住：自断后路，必死无疑。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书篇五

1、火灾袭来时要迅速逃生，不要贪恋财物。

2、家庭成员*时就要了解掌握火灾逃生的基本方法，熟悉几
条逃生路线。

3、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被褥等向
安全出口方向冲出去。

4、炉灶附近不放置可燃易燃物品，炉灰完全熄灭后再倾倒，
草垛要远离房屋。穿过浓烟逃生时，要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5、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
灭火苗。

6、遇火灾不可乘坐电梯，要向安全出口方向逃生。

7、室外着火，门已发烫，千万不要开门，以防大火蹿入室内，
要用浸湿的被褥，衣物等堵塞门窗缝，并泼水降温。

8、若所在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
筒，挥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窗外发送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9、千万不要盲目跳楼，可利用疏散楼梯、阳台，落水管等逃
生自救。也可用绳子把床单、被套撕成条状连成绳索，紧栓
在窗框、暖气管、铁栏杆等固定物上，用毛巾、布条等保护
手心，顺绳滑下，或下到未着火的楼层脱离险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