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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七屆國際火災爆炸危害研討會(7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Fire and Explosion 

Hazards)是一國際性的火災爆炸危害研討會，本研討會最初的招開的目的是在冷戰結束

後提供東西歐雙方研究人員能將軍事爆炸導引到民生的安全研究。第一、二屆是在俄羅

斯的莫斯科舉行(1995, 1997)，而後 2000 年在英國湖區、2003 年在北愛爾蘭、2007 年

在英國愛丁堡、2010 年在英國里茲，今年是第一次移到美國，由 FM Global 公司與馬

里蘭大學的消防工程系共同主辦。

本研討會包括火災與爆炸兩大領域，出國人投稿一篇國科會計畫所產出的氫氣高壓

外洩自燃機制之研究成果論文，此論文為口頭發表，另投稿兩篇矽甲烷外洩測試的海報

論文，整體研究成果受到學界與業界的重視，本報告摘要研討會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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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第七屆國際火災爆炸危害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出國報告 

出國人：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教授 陳政任 

目的 

火災爆炸是產業最常發生的災害事故，在過去十多年中僅台灣的石化、半導體等產

業所發生的火災爆炸事故即造成數百億台幣的直接損失與數十人的人員傷亡，由於產業

的發展迅速，如何預防火災爆炸的發生便有賴提高對火災爆炸危害的瞭解，本研討會便

是以促進火災爆炸危害的研究，以期降低火災爆炸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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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第七屆國際火災爆炸危害研討會 (7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Fire and 

Explosion Hazards)是一國際性的火災爆炸危害研討會，本研討會最初的招開的目的是在

冷戰結束後提供東西歐雙方研究人員能將軍事爆炸導引到民生的安全研究。第一、二屆

是在俄羅斯的莫斯科舉行(1995, 1997)，而後 2000 年在英國湖區、2003 年在北愛爾蘭、

2007 年在英國愛丁堡、2010 年在英國里茲，今年是第一次移到美國，由 FM Global 公

司與馬里蘭大學的消防工程系共同主辦。

本研討會是在 5月 5日至 5月 10日於美國羅德島州首府 Providence市的Renaissance 

飯店舉行，約有 200 人參與，本研討會的議題包括： 

 裂解與火災化學(PYROLYSIS AND FIRE CHEMISTRY)

 粉塵爆炸(DUST EXPLOSION)

 震波分析與消減(BLAST ANALYSIS AND MITIGATION)

 氫氣安全(HYDROGEN SAFETY)

 引燃與熄滅(IGNITION AND EXTINCTION)

 建物、隧道與礦場(COMPARTMENTS, TUNNELS, AND MINES)

 爆轟與爆燃爆轟的轉換(DETONATION AND DDT)

 爆燃排放(DEFLAGRATION VENTING)

 火災動力學歷(FIRE DYNAMICS)

 抑制與消減(SUPPRESSION AND MITIGATION)

 火燄傳播與成長(FLAME SPREAD AND GROWTH)

會議的主席是由 FM Global 公司的 Franco Tamanini 博士擔任，來自北愛爾蘭 Ulster

大學的 Vladimir Molkov 教授擔任副主席，Tamanini 博士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博士，是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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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公司研究部門的主管，專門負責修訂規範有關的測試與研究，是火災爆炸領域中

頗受尊敬的學者。Molkov 教授是俄羅斯人，冷戰結束後為追求較高的收入來到北愛爾

蘭擔任防火安全的教授，其為人豪邁、開放，喜歡開玩笑，但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應該

得利於其冷戰前蘇聯時代所建立的優良基礎。

研討會的進行包括專題報告(Keynote speech)、分組口頭發表與海報論文發表，共

計有三個整天與兩個半天的論文發表，另有一個半天安排到羅德島州著名的觀光景點

Newport 市參訪，另一個半天則安排到 FM Global 公司的研究中心參訪。全部共計有 105

篇頭發表論文，另有海報論文 25 篇。 

本次會議出國人最感興趣與收獲最多的是爆轟與爆燃爆轟的轉換議題，本議題並邀

請加拿大 McGill 大學退休教授 John H. S. Lee 擔任專題演講，講題是 Comment on 

Detonations in Accidental Explosions，李教授來自中國大陸，雖已七十餘歲，但仍相當

活耀，著有 Detonation Phenomena 一書，是爆轟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李教授就過去四

十餘年所參與的大型爆轟實驗的經驗與分析許多爆炸事故，提出爆炸事故多未達到爆轟

的 程 度 ， 應 更 正 為 超 音 速 燃 燒 (supersonic combustion) 或 紊 流 爆 燃 (turbulent 

deflagration)，李教授的深入精闢的分析令人受益良多，也提醒目前的產業爆炸事故仍

有許多問題待研究。

出國人投稿一篇國科會計畫所產出的氫氣高壓外洩自燃機制之研究成果論文(附錄

一)，此論文為口頭發表，安排在會議第二天，另投稿兩篇矽甲烷外洩測試的海報論文(附

錄二)。出國人投稿之排放管道對氫氣高壓外洩自燃機制之影響的論文是利用可視化的

技術探討不同排放管道對氫氣高壓外洩自燃機制的影響，由於實驗難度高，引起許多氫

氣安全學者的興趣。另投稿的兩篇矽甲烷外洩測試的海報論文則廣受各領域學者的重

視，主因為矽甲烷是高科技產業使用最普遍的危險性氣體，然高科技產業並非普及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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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家，特別是歐洲與俄羅斯，對傳統研究火災爆炸的學者是屬於全新的領域，故雖是

海報論文，仍受各領域學者的重視與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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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本研討會許多與會者多已熟識，例如會議主席 FM Global 公司的 Franco Tamanini

博士便多次在國際研討會相遇，他也道出舉辦研討會的辛勞，且為鼓勵學生的參與，學

生的註冊費降得很低，慶幸的是整體而言收支尚能平衡，與會者多表滿意。

本研討會另一現象為中國大陸的學者參與極為踴躍，包括中國科技大學、南京理工大學

等約有十餘人參加，突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逐漸擴展到學術研究，其量與質逐漸趕

上西方各國，以台灣有限的資源與人力，集中發展與高科技產業相關的火災爆炸研究或

許是可突破的方法。

反觀台灣，一方面可能是國科會的補助日益減少，再者也可能是許多學者為了避免

語文的困擾，僅出國人一人參加，實為可惜。近年來許多台灣學者捨棄真正的「國際研

討會」，選擇到對岸中國大陸參加其所謂的「國際研討會」，不僅語文相通，食宿交通更

是方便，費用也不會透支。但中國大陸的優秀學者卻更積極的參與各國的「國際研討

會」，甚至擔任分組主持人與委員會的成員，影響力日益擴大。建議台灣的學者應更積

極的參與「國際研討會」，這是為台灣發聲的好機會。 

此外因為過去十多年來雖然國內物價持平，但國外物價飛漲，食宿等都是數倍於台

灣，在扣除高昂的註冊費與機票費後，所剩的經費早已不夠支付旅館的費用，故也建議

國科會能提高補助金額，至少不需自掏腰包，方能大幅提高出國與會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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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氫氣高壓外洩自燃機制之研究成果論文

 



 



 



 



 



 



 



 



附錄二、矽甲烷外洩測試的海報論文

 



 



附錄三、研討會照片 

照片一、甲烷外洩測試的海報論文。 

照片二、氫氣高壓外洩自燃機制之論文。 

照片三、John H. S. Lee 教授的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