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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號 說 明       

T ：居室避難所需時間（秒） 

2√A ：火災發生後至屋內人員開始避難前所需要的時間（秒）

t1 ：火災發生後至屋內人員開始避難前所需要的時間（秒）

t2 ：到達起火室出口之步行時間（秒） 

t3 ：通過起火室出口之時間（秒） 

ts ：起火室煙層下降危害時間（秒） 

p ：居室人口密度（人/㎡） 

P ：居室避難人員（人） 

Aarea ：該居室部分之樓地板面積（㎡） 

A ：單一區劃居室面積（㎡） 

L ：從該居室到達該居室任一出口之步行距離（m） 

V ：步行速度（m/秒） 

Neff ：有效出口流率（人/秒/m） 

N ：出口流率（人/秒/m） 

Beff ：有效出口寬度（m） 

B ：出口寬度（m） 

BT ：居室總出口寬度（m） 

SD ：煙濃度 （mg / m
3
） 

CO ：一氧化碳濃度 （ppm） 

EX ：消光係數 （L / m） 

K ：消光係數 （L / m） 

Temp ：溫度 （℃） 

D ：光學密度 

DL ：單位長度之光學密度 

IO ：無煙時的光線強度 

I ：有煙時的光線強度 

L ：煙層厚度（m） 

H ：防煙垂壁長度（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