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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火灾基本情况：����年 �月 ��日凌晨 �时 ��分左右，

中国内江市市中区沿江路某小区地下车库负二层发生火灾，

过火面积约 ��P�，烧毁车辆三台，烧损车库部分灯管以及线

路，部分车辆烟熏受损。

2�现场勘验情况

2.1�环境勘验

该起火灾发生地位于中国内江市市中区沿江路某小区的

地下负二层车库中。该建筑东侧为沿江路，南侧为批发市场，

西侧、北侧为该小区的消防车通道，建筑主体为框架结构，

地上一、二层为菜市场，�至 ��层为住宅，地下一、二层为

车库及设备用房。地下负二层顶部有烟熏痕迹，且有多处灯

管损坏悬吊于顶部。

2.2�初步勘验

该小区地下二层停车场 ��号、��号、��号停车位的三

辆车被烧毁，其他车辆无过火痕迹，��至 ��号三个停车位

上由北向南分别停放凯迪拉克轿车、大众桑塔纳轿车、哈弗

+�越野车，三辆车车头均朝向东侧，东西向停放，三辆汽车

烧损严重，凯迪拉克轿车北侧停放的宝马越野车车漆完好，

无过火痕迹。该车库的负二层大量汽车表面被黑色烟尘覆盖，

负一层停放的车辆烟尘覆盖较轻。车库顶棚为混凝土结构，

顶棚无坍塌、损坏情况，表面烟熏痕迹较重。车库墙体无坍塌、

损坏情况，表面覆盖大量黑色烟尘。��号车位上方排烟风管

管道局部烧损，部分碎片掉落。��号车位上方及横跨 ��、

��、��号车位上方的电气线路部分烧损，表面绝缘层脱落，

导线裸露；��号车位上方的白炽灯管单边掉落；三辆车两两

间距约 ��FP，车漆几乎全部烧损，前后挡风玻璃及两侧车窗

玻璃完全炸裂脱落（以驾驶员视角观察，下同）���。

2.3�细项勘验

①凯迪拉克：引擎盖大部分断裂掉落到该车左侧地面上，

只有少量残存在车上，发动机舱内中间部位发动机保护盖、

左侧电瓶保护盖表面炭化。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过火后已经

裸露，前防撞梁左侧有裂痕，后防撞梁中部内侧熔化，外侧

完好。驾驶舱内可燃物已经全部烧毁，只有金属框架残存。

左前轮轮胎部分烧损，近一半橡胶轮胎残存；发动机舱侧面

车身铁皮变形，漆面几乎烧尽，左前门车漆大部分烧尽，有

一个角的车漆未过火，左侧后视镜变形断裂掉落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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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后门一角车漆有少量残留。后备厢侧面车漆较乘客车门部

分过火严重，漆面全部烧毁，无残存；后备厢下方轮胎过火

后仅剩轮毂，与地面接触部分有少量轮胎橡胶残存。右前轮

轮毂保持完好，有轻微烟熏痕迹且发黄、发黑，橡胶轮胎大

部分保持较好，局部塌陷，右侧后视镜变形，后视镜正下方

接近地面处有少量车漆完好，右后轮轮胎完全烧尽，轮毂变

形且局部断裂。

②大众：整车过火严重，引擎盖保存完好，表面过火并

未变形，引擎盖前段进气栅及两侧大灯完全烧毁。驾驶舱内

可燃物已经全部燃烧。车漆几乎全部烧尽；车身两侧后视镜

烧尽，仅剩线路，车身四处轮胎过火后，仅剩轮毂残留，橡

胶轮胎全部烧尽，轮毂未发生变形断裂情况，右前轮轮毂朝

向左前方，其余轮毂朝向正前方。

③哈弗：引擎盖过火痕迹严重，表面变形，前端进气栅

及两侧大灯完全烧毁，驾驶舱内烧损严重，只留金属座椅框

架残存，且严重变形。车漆烧损严重，未发现有局部车漆残存，

左侧反光镜完全融化，左前轮轮毂保持较好，橡胶轮胎几乎

烧尽，贴近地面处有少量残存，左后轮轮毂保持较好，橡胶

轮胎内侧有少量残存，但已融化变形。右侧反光镜过火后炭

化发黑，变形有部分残留。右前轮整体保持较好，橡胶轮胎

大部分存留，内侧有燃烧痕迹，但仍有少量残存在轮毂之上。

右后轮轮毂表面下方发黑，轮毂未变形、断裂，橡胶轮胎绝

大部分烧尽，贴近地面处有燃烧残留物 ���。

2.4�专项勘验

三辆车发动机机舱内各部件保护套表面炭化严重，大众

和哈弗车的散热器只有下半部分有少量残留，凯迪拉克的散

热器左半部分完好，其余部分被烧熔化。凯迪拉克前车牌位

于车头正前方 ��FP处，无烟熏痕迹，后车牌位于车尾正后

方地面熔融物上且断裂。大众前车牌位于该车正前方地面上

且粘有塑料熔融物，结构完好，后车牌未掉落，颜色泛黄，

号码可见。哈弗前车牌位于该车正前方地面，附着有少量熔

融物，基本完好，后车牌被烧断裂，位于地面，颜色泛白。

凯迪拉克车的油箱位于右侧，油箱内外盖均脱落。哈弗车的

油箱在左侧，内盖脱落，外盖完好。大众车的油箱在右侧，

内外盖以及加油口到油箱的连接管均脱落。大众车发动机舱

内各部件保护壳均被烧毁，线路绝缘层绝大部分被烧，线芯

裸露，电瓶连接发电机线的两端连有螺丝，且线掉落在发动

机前下方，一根线一端连接电瓶下方的设备，另一端在残留

的散热器上，电瓶被烧损且右端向下塌陷，整体向右下方倾斜。

发电机下方有一段线连接在空调压缩机皮带盘处且线路残留

的绝缘层呈白色。由电瓶引向仪表盘的线路线芯全部裸露，

线路进入驾驶舱后有两根线位于驾驶舱横梁上方，靠右侧的

线头止于横梁处，靠左侧的线头止于后排左侧坐垫中部 ���。

3�原因认定情况

通过报警时间和其他人员反映的最初发现火灾的时间以

及部分视频监控的时间分析，火灾发生时间是 ����年 �月

��日 �时 ��分许。经现场勘查，被烧毁的三台车中，中间

的大众车烧毁最为严重，凯迪拉克、哈弗 +�越野车的外侧

轮胎都有部分残留，认定起火部位位于大众汽车，中间车辆

的前部烧损重于后部，物证鉴定发现在该车发动机舱内提取的

物证有电弧作用形成的电热熔痕。综合调查询问、现场勘验、

物证鉴定情况，最后认定起火原因为大众汽车发动机舱内设备

故障引发火灾。

4�常见汽车火灾原因

4.1�电气系统引起火灾

电气线路短路起火，导线与电器连接处接触不良松动打

火、接触电阻过大发热起火，电气线路超负荷引起火灾，汽

车电器设备故障引起火灾等。

4.2�供油系统漏油引起火灾

供油系统连接处松动或破裂导致漏油，遇到发动机的高

温引起燃烧。或者是燃烧不充分排出的火星引燃可燃物起火。

4.3�机械、配件故障引起火灾

汽车制动系统故障致使制动装置不能复位“刹车抱死”，

轮毂与刹车装置（如刹车片）剧烈摩擦产生高温引燃轮胎、

大箱板等可燃物起火。汽车发动机及其他机械润滑系统缺油，

机件间摩擦产生高温，引燃油污、燃料油、配线等可燃物起火。

油箱固定不牢或油箱固定带受震动断裂，漏油遇电火花或其

他火种起火。排气管断裂，离油泵较近的排气管段出现裂缝

窜火，导致油泵外壳的渗油以及附近的油管着火。汽车轮胎

充气不足造成摩擦起火。

4.4�人为引起的火灾

在维修过程中违章作业引起着火，如在清洗零件时不断

开蓄电池的电线，违章动火焊接，直接用明火烘烤发动机等。

烟头、打火机等遗留火种引发火灾。

5�结语

汽车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工

具，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当中，一旦发生火灾，会给人们带

来巨大的损失和危害，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了解一些引起

车辆发生火灾的常见原因，对应急处置和预防此类灾害事故

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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