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题库】消防知识题库一

1、燃烧的类型归纳起来有(D)

A、有烟燃烧 B、无烟燃烧 C、熏烟燃烧 D、闪燃、着火、自燃、爆炸

2、在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引起物质持续燃烧的最低温度称为(B)

A、闪燃 B、燃点 C、沸点 D、自燃点

3、气态火焰的构造(A)

A、内焰、外焰 B、焰心、内焰 C、外焰、焰心 D、焰心、内焰、外焰

4、阴燃是( A )物质的燃烧特点。

A、固体 B、液体 C、气体 D、金属

5、液体的燃烧方式是(B)

A、一闪即灭 B、蒸发燃烧 C、沸溢燃烧 D、分解燃烧

6、下列物质中(B)为最典型的未完全燃烧产物。

A、H2O B、CO C、CO2 D、HCN

7、(A )属于乙类火灾危险性。

A、镁粉 B、钾 C、动物油 D、过氧化钠

8、(C)属于丙类火灾危险性。

A、氧气 B、松节油 C、蜡 D、漂白粉

9、乙类可燃液体的闪点( B)

A、<28°B、≥28°,<60°C、>28?<60°D、≥28°,≤60°

10、木材的燃烧属于(B)

A、蒸发燃烧 B、分解燃烧 C、表面燃烧 D、阴燃

11、(B)是影响初期火灾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A、热传导 B、热对流 C、热辐射 D、热交换

12、天然气的爆炸极限是(B)。

A、1??3�、4??16�、18??23???27??36%

13、液化气钢瓶爆炸属于是(A)。

A、物理爆炸 B、化学爆炸 C、气体爆炸 D、固体爆炸

14、粉尘爆炸属于(B)。

A、物理爆炸 B、化学爆炸 C、气体爆炸 D、固体爆炸

15、燃烧是一种发光、放热的(B)。

A、化合反应 B、化学反应 C、氧化反应 D、分解反应

16、(B)的闪点<28°。

A、木材 B、甲醇 C、煤油 D、柴油

17、(D)的闪点>60°。

A、汽油 B、乙醚 C、煤油 D、机油

18、(C)不属于甲类火灾危险液体。

A、苯 B、丙酮 C、樟脑油 D、石脑油

19、一般碳氢化合物的气体或蒸气在氧浓度低于(A)时，不能维持燃烧。

A、10�、15�、18�、20%

20、重大危险源的调查评估是( C )实现知己知彼的基础。

A、执勤备战 B、作战指挥 C、灭火作战 D、灾害处置

21、重大危险源调查评估是灭火救援( B )的依据。

A、执勤备战 B、作战指挥 C、基础工作 D、力量调集

22、(A )是指有可能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的火灾，爆炸、毒害等灾害事



故的场所设施。

A、重大危险源 B、高层建筑 C、人员密集场所 D、化工企业

23、下列不属于重大危险源调查内容的是( D )。

A、基本情况 B、周边环境 C、社会资料 D、消防水源

24、腐蚀品按其酸碱性大小可分为(C)类。

A、一 B、二 C、三 D、四

25、救人第一、准确迅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消防部队灭火战斗行动中的(A)指导思想。

A、指导思想 B、战术原则 C、战术方法 D、行动原则

26、公安消防部队灭火作战行动中的原则(B)。

A、先救人、后灭火 B、先控制、后消灭

C、内攻为主，救人与灭火同步进行 D、外攻为主，先灭火后救人

27、《执勤条令》是规范和指导消防部队执行灭火作战勤务的(C)规范具有强制性。

A、法律性 B、条令性 C、法规性 D、强制性

28、公安消防部队到达灾害现场后(B)立即组织侦察小组进行灾情侦察。

A、必须 B、应当 C、视情况 D、一定

29、室外地上式消火栓一般安装在室外消防给水管网上，主体部分露出地面并涂成红色，

目标显著,使用方便，有一个直径为多少毫米和两个直径为多少毫米的栓口(B)。

A、80 、50B、100、65 C、100、80D、100、50

30、消防水池一般设置在室外，且与建筑物外墙之间的间距不小于(C)米。

A、5B、10C、15D、20

31、制定灭火救援预案应按(B)的程序进行。①科学计算，确定参战力量和装备；②确

定范围，明确重点保卫对象；③确定作战术意图；④调查研究、收集资料；⑤严格审核，



不断充实完整。

A、②→④→③→①→⑤ B、②→④→①→③→⑤

C、②→④→①→⑤→③ D、②→④→⑤→①→③

32、《公安消防部队执勤战斗条令》规定，交接班时听到出动信号，由( B )人员负责

出动。

A、接班 B、交班 C、全体 D、接班或交班

33、《公安消防部队执勤战斗条令》规定：灭火组织指挥的程序不包括( C)。

A、搜集掌握火场情况 B、确定灭火作战方案

C、征求专家意见 D、根据火情变化随机指挥

34、公安消防支(大、中)队接到本辖区以外的报警或者增援请求时，应当及时向(B)

报告，按照命令出动。情况紧急时，可以边出动边报告。

A、当地政府 B、上级 C、有关机关 D、总队

35、重大危险源调查要根据(A)和灭火救援等基础资料，按类别进行普查。

A、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B、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情况

C、火灾隐患突出单位 D、大型企业

36、碱性腐蚀品按其性质分为(B)。

A、一 B、二 C、三 D、四

37、应建立由(A )牵头，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具体开展重大危险源评估工

作。

A、政府 B、公安机关 C、消防 D、单位

38、根据毒害的化学组成，毒害品还可分为( C )两大类。

A、易燃和不燃 B、液体和固体 C、无机和有机 D、低毒和高毒



39、燃烧是一种放热发光的( A)。

A、化学反应 B、物理反应 C、光电反应 D、分解反应

40、燃烧过程中的化学反应十分复杂，有(B),有分解反应。

A、复分解反应 B、化合反应 C、聚合反应

D.分解反应

41、热传播除了火焰直接接触外，还有三个途径，即传导、对流和( D)。

A、照射 B、加热 C、烘烤 D、辐射

42、热通过流动介质将热量由空间中的一处传到另一处的现象叫做( A)。

A、对流 B、传导 C、辐射 D、照射

43、通风孔洞愈多，各个通风孔洞的面积愈大、愈高，则热对流的速度(A)。

A、愈快 B、愈慢 C、不变化 D、停止

44、在很多燃烧现象中，燃烧速度是由物质的扩散(A)决定的。

A、速度 B、密度 C、强度 D、浓度

45、危险品系指有爆炸、( B)、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在运输、装卸和储存保

管过程中，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品。

A、易损 B、易燃 C、易分解 D、易反应

46、火灾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始终伴随着(D)过程。

A、热辐射 B、热对流 C、热传导 D、热传播

47、分子结构复杂的固体可燃物 ,受热分解出其组成成份及与加热温度相应的热分解产物，

这些分解产物再氧化燃烧，称为(B)。

A、蒸发燃烧 B、分解燃烧 C、完全燃烧 D、预混燃烧

48、天然高分子材料中的木材、棉、麻等物及合成高分子化合物中的热固塑料、合成橡胶、



化学纤维等的燃烧，均属(C )。

A、蒸发燃烧 B、预混燃烧 C、分解燃烧 D、均相燃烧

49、阴燃在一定条件下 ,如果改变通风条件 ,增加供氧量或可燃物中水分蒸发到一定程度，

也可能转变为(A)。

A、有焰燃烧 B、无焰烧烧 C、自燃 D、闪燃

50、以下物质燃烧时火焰不显光的是(A)。

A、乙酸 B、乙醇 C、乙炔 D、丙酮

51、燃烧时发出黄色火焰的物质为(B)。

A、铝 B、磷 C、铜 D、钾

52、火焰的颜色与(A)有关。

A、温度 B、空气 C、环境 D、湿度

53、含氧量在(C)以上的可燃物质燃烧时，发出不显光的火焰。

A、15�、17�、50???70%

54、封闭空间燃烧区域的水蒸气浓度达到( D )以上时，燃烧就会停止。

A、20�、25�、30�、35%

55.在灭火战斗中，一切处置行动自始至终要严防引发爆炸，当遇有紧急情况危急参战人

员的生命安全时，指挥员应果断下达(A)命令。

A、撤离 B、紧急避险 C、掩护 D、停止进攻

56.《公安消防部队执勤条令(试行)》规定，灭火战斗中非紧急情况下的组织指挥原则

是：统一指挥和( B )。

A、越级指挥 B、逐级指挥 C、计划指挥 D、临机指挥

57.下列不属于总队、支队首长职责的是( D)。



A、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规定，研究制定执勤战斗工作措施

B、及时研究解决战备工作中的问题，发挥各部门在战备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C、组织制定并熟悉本级的各类执勤战斗预案

D、组织战备值班、检查和演练。

58.下列不属于司令部执勤职责的是( C)。

A、掌握部队执勤战斗实力

B、组织制定灾害事故处置力量调度方案和执勤战斗预案

C、建立和保持正规的战备秩序

D、规范消防站定期开放工作

59.下列不属于防火监督部(处)执勤职责的是( A)。

A、掌握辖区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B、定期通报辖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抽查情况

C、参与执勤战斗预案制定，提供相关信息资料

D、发生火灾，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火灾事故调查

60.下列不属于消防通信指挥中心职责的是( B )。

A、掌握辖区交通道路、消防水源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等情况

B、划分火灾等级，制定消防力量调度方案

C、统计、分析接警和出动情况

D、掌握各类消防队伍执勤战斗实力和辖区灭火救援资源的情况及联系方式61.某地区发

生特别重大灾害时，该地区公安消防部队应进入( A )战备状态。

A、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经常性

62.某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该地区公安消防部队应进入( B )战备状态。



A.一级 B.二级 C.三级 D.经常性

63.为始终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公安消防部队实行(D)制度。

A、值班备勤 B、指挥长 C、领导带班 D、等级战备

64.执勤战斗预案是对执勤战斗有关问题作出预先筹划和安排的消防(C)。

A、规范文书 B、行动方案 C、作战文书 D、战斗部署

65.公安消防支队( C )对所属部队至少进行一次战备检查。

A、每天 B、每周 C、每月 D、每半年

66.公安消防支队(B)应召开一次安全工作会议。

A、每月 B、每季 C、每半年 D、每年

67.按照灭火作战预案组织部队进行实兵实装的战术训练是(A )。

A、实地演练 B、模拟训练 C、想定作业 D、沙盘作业

68.按照灭火作战预案深入到预案单位开展的实地演练是( C)。

A、训练基地演练 B、假设情况演练 C、重点单位演练 D、现场演练

69、总、支队指挥员到达火场后，应视情成立现场灭火指挥部，总指挥由到场的总、支队

职务最高的领导或( C )担任。

A、大、中队值班首长 B、当地党政领导 C、本级执勤首长 D、当地公安机关领导

70、灭火救援总指挥部负责制定总体决策和(A)。

A、战斗行动方案 B、人员疏散方案 C、火场供水计划 D、灭火救援预案

71、灭火总指挥员负责向参战的下级指挥员部署作战任务，组织

(D)协同作战。

A、班(组)B、增援力量 C、到场人员 D、参战单位

72、灭火总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必要时可(D)参与辅助性行动。



A、调集公安、交通等力量 B、调集电力、燃气等有关单位

C、调集医疗救护部门 D、组织群众

73、液化石油气无色、无臭、(A)。

A、无毒 B、中毒 C、剧毒 D、微毒

74、液氯常温下为(B)的气体。

A、黄色、有强烈刺激性臭味 B、黄绿色、有强烈刺激性臭味

C、黄色、无味 D、黄绿色、无味

75、笨其蒸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极限一般为(A );遇明火、高热能容

易引起燃烧爆炸。

A、1.2??8�、1.2??10�、1.5??8�、1.5??10%

76、苯属(C)毒类。

A、剧毒 B、高毒 C、中等 D、低毒

77、苯泄漏事故特点为(C)。

A、扩散迅速，危害范围大、易发生爆炸燃烧事故和处置难度大。

B、扩散迅速，危害大、易造成大量人员中毒伤亡和污染环境，洗消困难。

C、易发生爆炸燃烧事故、易造成人员中毒伤亡和污染环境。

D、突发性强，危害大；易造成大量人员中毒伤亡；易造成交叉感染；政治影响大和救援

难度大。

78、沙林事件特点为(D)。

A、扩散迅速，危害范围大、易发生爆炸燃烧事故和处置难度大。

B、扩散迅速，危害大、易造成大量人员中毒和污染环境，洗消困难。

C、易发生爆炸燃烧事故、易造成人员中毒伤亡和污染环境。



D、突发性强，危害大；易造成大量人员中毒伤亡；易造成交叉感染；政治影响大和救援

难度大。

79、沙林属于哪类毒剂(A)。

A、神 经 性 毒 剂 B、窒 息 性 毒 剂

C、糜 烂 性 毒 剂 D、全身中毒性毒剂

80、某火场周边水源缺乏，水源距火场约1500米，最好采取(B)方式供水。

A、接力供水 B、运水 C、并联供水 D、耦合供水

81、室外消火栓按其设置方式分为地上式消火栓、地下式消火栓和(C)。

A、墙式消火栓 B、消防竖管 C、消防上水鹤 D、水泵结合器

82、各级公安消防部队应当建立消防水源设施和(D)档案资料。

A、供水方式 B、供水状况 C、供水途径 D、供水能力

83、燃烧产物对灭火工作有利的方面是(A)。

A、在一定条件下有阻燃作用 B、引起人员中毒、室息

C、影响视线 D、成为火势发展、蔓延的因素

84、在一定温度下，易燃、可燃液体表面上产生的蒸气，当与空气混合后，一遇着火源，

就会发生一闪即灭的燃烧，这种现象叫做( A )。

A、闪燃 B、瞬燃 C、闪点 D、爆闪

85、根据闪点可将燃烧液体分为两类，闪点大于(B )℃的称为可燃液体。

A、30B、45C、55D、70

86、易燃可燃液体的闪点( B ),其火灾危险性就越大。

A、越高 B、越低 C、大于45℃ D、等于45℃

87、目前常见的、用途较广的危险物品有( C )余种。



A、500 B、1000 C、2000D、3000

88、燃点低于( B )℃的固体称为易燃固体。

A、100B、300C、500D、1000

89、(A)是物质从一种状态迅速转变成另一状态，并在瞬间放出大量能量，同时产生声

响的现象。

A、爆炸 B、闪燃 C、自燃 D、着火

90、按爆炸物质在(B)中的变化，可分为化学爆炸、物理爆炸和核爆炸。

A、爆炸条件 B、爆炸产物 C、爆炸后果 D、爆炸过程

91、在很多燃烧现象中，燃烧速度是由物质的扩散(A)决定的。

A、速度 B、密度 C、强度 D、浓度

92、危险品系指有爆炸、(B)、毒害、腐蚀、放射性等性质，在运输、装卸和储存保管

过程中，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品。

A、易损 B、易燃 C、易分解 D、易反应

93、根据燃烧前可燃气体与氧(C)的不同，燃烧可分为两大类。

A、混合时间 B、混合浓度 C、混合状况 D、混合方式

94、(B)是指熔点较低的可燃固体，受热后熔融，然后像可燃液体一样蒸发成蒸气而燃

烧。

A、预混燃烧 B、蒸发燃烧 C、分解燃烧 D、扩散燃烧

95、(A)、石蜡、松香等物质先熔融，后蒸发成蒸气，分解、氧化燃烧。

A、沥青 B、金属钾 C、电石 D、黄磷

96、某些固体可燃物的蒸气压非常小或者难于发生热分解，当氧气包围物质的表层时，呈

炽热状态发生无火焰燃烧，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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