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1-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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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客車火災消防系統簡介                            車安中心 林律霆 

一、 前言 

有鑒於大客車為載運乘客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且所搭載乘客人數較多，

如有火災事故發生，若無法適時且迅速控制火勢，恐造成乘客逃生不及而釀

成重大傷亡。以歐洲而言，瑞典統計 1996 年至 2009 年期間，大客車發生火

災事故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如圖一)，而在汽車工業大國德國，亦分別於

2005 年 9 月及 2008 年 11 月發生兩起嚴重之大客車火災事故，並分別造成

23 名及 20 名乘客死亡。而國內自 2010 年迄今也發生過 38 件大客車火災事

故。 

雖然大客車發生火災事故可能有多種因素所導致，但根據國外相關研究

指出起火位置大多發生於車後引擎室內空間，亦造成車內乘客人員不易察覺

而錯失逃生時機；另如英國統計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間，大客車火災事故有

61%案例是於引擎室內起火，而芬蘭則統計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間，總計 187 

起大客車火災事故中有 103 起是於引擎室內起火。由於引擎室內之歧管或渦

輪增壓器等零件屬高溫工作狀態，如遇有洩漏之燃油、機油或是電線短路、

零件過熱等因素時，恐有較大機率導致火災發生。 

 

圖一、瑞典公共汽車火災統計調查 



 

 

二、 火災消防系統規定之演進 

為降低大客車發生火災意外的機率，且伴隨相關科技的進步，國外經研

究獲得之共識看法，係建議可於引擎室內加裝火災消防系統。由於大客車引

擎室內環境較為嚴苛複雜，為使安裝之火災消防系統有效達到撲滅火勢功

能，瑞典 SP 技術研究院首先提出滅火系統測試規範之標準草案，並經由邀

請滅火器製造商、保險公司、使用單位、大客車製造商及有關政府機關等不

同領域專家代表共同研商後，於 2012 年發佈適用於瑞典國內之 SP Method 

4912 火災消防系統測試標準，同時瑞典 SP 技術研究院，亦依據 SPCR 183

設計認證標誌 P-mark (如圖二)，以利外界辨識大客車所安裝之火災消防系統

是否符合相關標準。而瑞典所制定之火災消防系統測試標準後續亦被聯合國

UNECE 一般安全規定工作組(GRSG)納入進行研議，並修訂更新聯合國車輛

安全參考法規 UN R107，規範大客車應安裝取得 P-mark 認證或符合 UNECE 

R107規範之火災消防系統。而在國內方面，交通部亦已調合導入前述UNECE 

R107，制定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五十四之三、火災防止規定」，並規範引擎

室位於駕駛區域後方之甲、乙類大客車，新型式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各型

式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應配備符合規定之火災消防系統。 

  

圖二、P-mark 認證標誌 

三、 大客車火災消防系統介紹 

為了降低大客車火災事故意外風險以及保障車內乘客人員的安全，目前

國內車廠為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五十四之三、火災防止規定」之規定，

已經開始逐步加裝火災消防系統，現行國內大客車廠可依照車體結構以及考



 

 

量成本需求選擇安裝不同廠牌之火災消防系統，各家系統主要組成包含滅火

裝置、火災偵測裝置、火災警報系統、高壓管路以及滅火噴嘴等設備所組成，

綜合前述設備使其系統具備偵測、警示以及滅火之功能。火災消防系統運作

的主要程序為當大客車後方引擎室內之偵測系統感測到環境溫度產生變

化，並達到該系統啟動條件時，會立即觸發警報系統告知駕駛員發生火災，

同一時間火災消防系統自動啟動並經由高壓管路至噴嘴噴灑滅火劑進行滅

火動作(如圖三)。 

 

圖三、火災消防系統功能程序 

(一) 偵測： 

火災消防系統主要安裝於大客車後方引擎室內，而火災偵測裝置亦配置

於容易產生高溫或風險較高之區域，可隨時監控引擎室內環境溫度是否

異常。由各家供應商所代理之火災消防系統之探測裝置大致有火探管、

探測瓶(探測管)或熱敏線組等類型，其作動原理為受到火源燃燒破壞

後，使管內之壓力改變或是經由熱敏線組傳送訊號觸發滅火裝置，讓該

系統迅速作動滅火(如圖四)。 



 

 

  
圖四、FIRETRACE 和 FOGMAKER 火災偵測裝置 

(二) 警示： 

火災警報系統安裝於駕駛儀表板鄰近處，當火災偵測系統感測到引擎室

內發生火災或是室內環境溫度異常高溫，會立即觸發滅火裝置以及發出

警示通知大客車駕駛人，使車室內乘客人員能有更充裕的逃生時間，以

降低意外事故風險(如圖五)。 

 

圖五、火災警報系統 

(三) 滅火： 

除了火災警報裝置會發出警示訊號通知駕駛人外，亦會同步觸發滅火裝

置噴灑滅火劑撲滅引擎室內火源，現行大客車火災消防系統使用之滅火



 

 

劑種類有乾粉滅火劑、滅火藥劑以及高壓水霧等類型，並且需依照引擎

室內空間大小進行計算以搭配合適之滅火劑容量，雖然各家滅火系統使

用之滅火劑種類不同，但最終目標皆在於希望能順利且及時撲滅火源，

降低發生火燒車事故的機率(如圖六)。 

  
圖六、大客車引擎室內滅火 

為使火災消防系統可正常做動發揮其設計功效，火災消防系統須由受過

專業訓練之人員進行安裝，國內現行安裝方式主要為大客車底盤完成打造並

交由車身打造廠打造車身至合適階段時，通知系統供應商認可之安裝人員進

行火災消防系統安裝，當火災消防系統配置完成後需提供相關之系統完工確

認單以及認可之安裝人員證明文件以供車身打造廠確認保存。 

為了確保大客車業者所安裝之火災消防系統功能維持正常，系統供應商

亦須於產品手冊內提供日常使用注意說明與售後維護點檢事項，以供大客車

使用者做為車輛維護檢查之參考。統整各家供應商之產品點檢事項主要區分

為月檢及年檢項目，依照不同週期針對火災消防系統之火災偵測系統、滅火

裝置、滅火劑等重要設備進行例行性檢查或預防性更換。而該系統亦有防止

誤作動之安全設計，當執行系統保養時，需將系統上之啟動開關先行關閉，

防止保養過程中造成系統誤作動情況發生，而當完成保養程序後，需再將此

系統啟動開關開啟，保養人員應透過完工確認單確定每一保養事項皆有確實

完成，以維持系統功能作動正常，確保當大客車不慎發生火災事故時可立即

啟動系統，除使車內乘員能有更充足逃生時間外，亦可降低車輛受損情況，

有助於確保自身生命財產安全。 



 

 

四、 結語 

隨著科技日益進步，消防設備已由原本僅適用於一般建築物室內滅火，

演進為亦可運用於具備內燃機之車輛、重型機械及船舶等運具上，而國內依

循聯合國大客車火災防止法規的演進，從 97 年要求基本的燃油管路、電力

設備與電線應有安全設計，在 104 年要求須在引擎室安裝火災偵測器，再到

最新的配備火災消防系統，目的就是在於從被動的預防或降低火災發生機

率，演進到當偵測到有火災時可主動發出警示，以及最新的可自動滅火，以

便讓車上乘客有更充裕的逃生時間，也有機會減低車輛的受損情況。因此交

通部已在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五十四之三、火災防止規定」，針對引擎位於

駕駛區域後方之車輛逐步推動配備火災消防系統，該系統如本文前面所介

紹，係可及時偵測引擎室內溫度狀況，並於發生火災初期時能立即觸發消防

裝置而迅速滅火。另因該系統屬輔助被動裝置，除了人為操作不當或是引擎

室內施工不慎造成探測系統損壞外，一般車輛行駛狀態下並不會啟動裝置。 

雖然國內大客車因應法規要求，已經開始逐步加裝火災消防系統以提升

車輛防火性能，然而回歸至維護車輛安全最基本的要求，仍在於大客車使用

者應適時定期執行車輛維護保養，確認包含引擎室在內的車輛各部零件保持

正常使用狀況，以減少車輛發生故障或意外事故的機率，除可有效保護乘員

生命財產安全，亦有助於提供更優質的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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