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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火災危害一直是社會事件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最近五年的統計資料指出民國85年至90 年間發生的火災次

數88,081次，財物損失逾台幣398億元，住宅火災20,809次，造成人員傷亡4995人， 雖近年消防法規,營建法規都重新嚴格

頒佈規定，但建築師們也無法保證一棟建築物絕對安全，也就是 無法確保建築物不起火；社會型態的轉變，使生活方式有

重大的變化，當集合式住宅愈來愈多，用電用 火的不當，常易造成建築物火災。當建築物內部空間已固定無法修正時，成

功的避難逃生行動，是絕對 必要的；延遲個人生存條件器具之研究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本研究旨在藉由避難人緊急疏散

特性行為模式、應用模擬方法建立公寓建築避難人員避難行動上的行為 特性，作為產品開發研究基礎，透過文獻探討建立

研究架構，選定防煙面罩作為產品開發的研究，並採 用問卷調查的的方式，選擇以台北地區的公寓住戶為調查對象，進一

步比較背景因素所形成不同使用特 性，探討防煙面罩的使用情境的影響是否因不同的使用特性而產生不同的使用問題與需

求。最後歸納結 論轉換為設計要素與理念，反應在防煙面罩的產品設計上,再以實務設計驗證結論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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