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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指南 

第一章  概  述 

1.1 背景和目的 

“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航空

运输行李、货物中由锂电池引发的起火/冒烟事件多发。作为国际

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Doc 9284 AN/905）

规定的第 9 类危险品，锂电池起火/冒烟时具有高温、燃爆等特殊

危险性，在进行应急处置时与机上其他火情的处置程序不尽相同。

机组人员只有掌握正确科学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实施及时有效的应

急处置，从而保障飞行安全。 

本指南意在为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提供可用信息，为机组人员

的锂电池应急处置和训练提供指导。 

1.2 依据和适用范围 

本指南依据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Doc 9284 AN/905）和《与危险物品有关的航空器事故征候应急

响应指南》（Doc 9481 AN/928）的相关内容编写，适用于客舱内、

驾驶舱内以及货舱内锂电池起火/冒烟/发热事件的应急处置、应急

处置训练以及事件报告。 

本指南中提及的“锂电池”包括旅客和机组携带的锂电池及含

锂电池设备、锂电池货物和含锂电池的电子飞行包、机供品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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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飞机运行所需的机载设备。 

1.3 使用说明 

经营人应根据本指南提供的信息，全面考虑各自运行中的实际

情况，如单人客舱机组与飞行机组的配合、不同机型在处置中的差

异、机上可利用的资源等，制定更为完善的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程

序并纳入相关手册，同时考虑针对应急处置所需完善机上相关设

备。 

1.4 施行时间  

本指南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第二章  处置原则 

锂电池机上起火/冒烟等事件突发性强，应急处置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 

1）确保人员安全。 

关键在于控制客舱秩序，疏散临近人员，做好自身防护。 

2）及时报告情况。 

关键在于及时准确向机长报告现场情况。 

3）注重协同联动。 

关键在于客舱机组和飞行机组之间及时沟通，注重机组之间、

机组内部、机组与其他人员的协同联动。 

4）准确判断处置。 

关键在于准确判断情况，迅速做出响应，合理利用资源，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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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有效的处置措施。 

第三章  处置程序和注意事项 

3.1 客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和注意事项 

3.1.1 客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 

表 3-1 客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 

步骤说明 客舱机组行动 飞行机组行动 

1.查明原因，明确信息 

（3.1.2.2，3.1.2.3） 

 查明物品，确认由锂电池

引发 

 掌握事件发生位置、现象、

涉及人员，确定处置措施

 维持客舱秩序，安抚旅客，

必要时进行人员疏散转移 

 

2.报告情况，保持联络 

（3.1.2.4） 

 立即向机长报告，保持联

络，在必要时进行持续报告

 视情向空中交通管制 

部门（ATC）报告 

 保持与客舱机组联络 

 视情做好防护，按手册

启动相应程序 

 保持驾驶舱门关闭，做

好进一步应急处置准备

3.切断电源（适用时，

此步骤也许已在查明原

因环节完成） 

 关闭含锂电池设备电源 

 断开含锂电池设备的外接

电源或与该设备相连的机

上电源 

 断开机上相关电源 

 按非正常检查单完成

相关程序 

4.实施灭火处置 

（3.1.2.5，3.1.2.6，

3.1.2.7） 

 按事发位置，实施相应灭

火处置，注意人员安全防护

 准备冷却用容器 

 做好进一步应急处置准备

 向机长报告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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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冷却降温 

（3.1.2.8） 

 用水或其他不可燃液体对

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或

相关行李进行淋洒降温 

 评估灭火后锂电池或含锂

电池设备状态是否趋于

稳定。如可能，由做好个

人防护的人员将其从行

李中取出继续进行冷却

或在行李相应位置处开

口向内灌水冷却 

 

6.移动和监控 

（3.1.2.8） 

 确认灭火后的设备不再出

现冒烟等现象，状态稳定

后，使用注入水的垃圾

箱、冰桶等辅助工具移动

其至风险较小区域 

 指派专人监控 

 记录事件经过，留存相关

物证 

 向机长报告处置情况 

 保持与客舱机组联络 

 做好进一步应急处置 

准备 

7.落地后处置 

 向相关人员报告并移交相

关物证 

 配合事件调查和报告的相

关工作 

 向相关人员报告并移 

交相关物证 

 配合事件调查和报告 

的相关工作 

 

注 1：表格“步骤说明”栏列出的小节序号为该步骤的详细说明或内容提示，

“客舱机组行动”栏和“飞行机组行动”栏分别列出了实施应急处置机组和辅助应

急响应机组的行动说明。 

注 2：虽然表格按序号列出了应急处置的步骤，但机组人员在实施应急处置时

应根据实际情形酌情对步骤进行合并或调整，以达到更好的处置效果。 

注 3：风险较小区域包括盥洗室、操作间、最低爆炸风险区等区域。 

注 4：如果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仅出现发热迹象，并未起火/冒烟，应参照

3.1.2.8 的相关措施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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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处置注意事项 

3.1.2.1 机上处置资源 

1）应急设备和辅助工具 

机上可用于锂电池应急处置的设备有灭火设备和防护设备。灭

火设备包括海伦灭火瓶、水灭火瓶等，防护设备包括防护式呼吸保

护装置、防火手套等。 

除这些设备外，机组人员可以考虑使用机上易得物品作为锂电

池应急处置的辅助工具。例如：碳酸饮料、茶水、咖啡、果汁等不

可燃液体可以用来实施灭火和冷却处置；湿毛毯、湿枕头等可以用

来防止火源周围的物品被引燃和火势蔓延；机供品箱、冰桶、垃圾

箱、餐车可以作为冷却或移动相关物品的容器；湿毛巾可以作为隔

热防护用品等。 

2）援助者 

在机组人员的数量或力量不足以顺利实施应急处置时，应考虑

挑选机上其他适合的人员作为援助者，协助机组完成相关处置工

作。援助者可以考虑选择航空公司雇员、军人、警察或其他身体状

况适宜的旅客。机组人员应告知援助者需要其协助的工作，并确认

其已理解告知的内容。 

3.1.2.2 查明原因 

当客舱内出现起火/冒烟事件时，应考虑事件是否由锂电池引

发，客舱机组需立即向周围人员询问甄别，尽量确定起火/冒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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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性质及位置。如涉事物品所处位置较隐蔽，应根据其产生的火

光、烟雾或热量确定其大致位置。 

只有确认起火/冒烟事件由锂电池引发后，才可以按照本指南

规定的程序进行应急处置。 

3.1.2.3 客舱秩序维护 

锂电池燃烧会发出火光，产生大量烟雾，甚至出现燃爆现象，

容易造成机上旅客恐慌。为避免由此带来其他的客舱安全隐患，客

舱机组在应急处置之初应注意控制客舱秩序，并在整个处置过程中

自始至终监控客舱安全。在必要时，客舱机组应转移和疏散旅客，

并随时提醒就坐旅客系好安全带。 

经营人应考虑制定在客舱座位满员的情况下疏散转移相关区

域旅客的办法，并在公司指导文件和训练中向客舱机组人员进行相

应的指导和说明，以确保应急处置中机上旅客可以得到妥善安置。 

3.1.2.4 向机长报告的要素 

发生锂电池起火/冒烟事件时，客舱机组应立即将相关情况准

确、客观、简洁的向机长报告。在随后应急处置的必要节点，客舱

机组应及时和持续的进行报告，以便机长和飞行机组随时了解危险

状况及处置效果，判断事态趋势并采取进一步行动。 

经营人应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明确报告的要素，具体内容可参

考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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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报告要素 

节点 报告项 要素 

位置 
涉事物品或行李所处位置，如行李架

内、座椅下方、走道、相关座位号等 

人员 

有无人员受伤，是否已确认涉事物品

或行李的所属人，客舱秩序和旅客情

况等 

现象 
见明火/冒烟、声音、势态（颜色/气

味/热度）等 

初判原因 是否由锂电池引发 

初发阶段 

（第一时间） 

处置措施 
是否实施应急处置，是否启用应急设

备，已经或正在采取的行动等 

位置 涉事物品或行李是否转移 

人员 有无人员受伤，客舱秩序和旅客情况 

现状或趋势 

应急处置是否有效，事件是否得到控

制，机体是否受损，客舱内烟雾情况

等  

确认原因 是否已确认引发事件的原因 

处置阶段 

（持续整个处置

过程） 

处置措施 
应急设备使用情况，采取的应急处置

措施等 

位置 
涉事物品或行李是否转移到风险较小

区域或其他位置等 

人员 
有无人员受伤，客舱秩序和旅客情况

等 

现状 

涉事物品或行李和周围环境的监控情

况，机体是否受损，客舱内烟雾情况

等 

确认原因 是否已确认引发事件的原因 

处置措施 
应急设备使用情况，采取的应急处置

措施等 

监控阶段 

（有效处置后） 

记录和取证 事件记录以及相关人员的取证情况 

注：客舱机组应根据实际情况，以准确简要为原则，在报告时视情合并或省略



 
 
— 8 — 

不重要的报告信息。 

3.1.2.5 灭火小组 

形成灭火小组实施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是锂电池机上应急处

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小组可以由若干个客舱机组人员，或一名飞行

机组人员和若干客舱机组人员组成，通常依据航前准备的号位划分

来确定职责，也可以根据当时情况由机长或客舱机组主管协定调

配。处置过程中，灭火小组应至少有一人佩戴防护设备。 

灭火小组人员所承担的行动角色及主要职责分别是： 

1）主要消防员。通常是发现火情的人，或距离灭火设备最近

的人，主要职责是查明火源，根据火情发生位置正确使用灭火设备

并实施灭火。 

2）联络员。主要负责两机组间的信息传递。联络员应及时按

公司手册要求向机长报告相关信息，并向客舱机组反馈飞行机组的

进一步指令。 

3）辅助消防员。作为第二消防员，负责收集机上可使用的灭

火设备及其他可利用资源；监控灭火设备使用时间和数量；做好自

身防护，及时替换主要消防员或为其提供帮助；疏散转移安置火源

区域人员，指导并协助相关人员采取防护措施；转移或妥善安放相

关区域的氧气瓶或其他设备；提前准备好适于冷却锂电池、含锂电

池设备或相关行李的容器。 

除以上承担灭火小组职责的客舱机组外，其他客舱机组人员应

按其号位承担各自的其他客舱安全职责。 

单人客舱机组的主要职责是实施灭火，应考虑挑选援助者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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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动。 

3.1.2.6 人员防护 

在处置中应始终以保障机上人员的人身安全为首要原则，使用

所有可利用资源，做好人员防护。 

为及时进行处置，承担主要消防员职责的客舱机组人员可能无

法及时穿戴好相应的防护设备。客舱机组在飞行前准备阶段应考虑

到此类状况，根据当天航班的情况准备相应的物品或工具以备应急

之需，如在操作间明显位置放置湿的餐巾、湿毛巾用作衬垫或掩住

口鼻等。 

处置中应及时向旅客发布必要的安全提示，对防护方法进行指

导，并提供适当的防护用品。如在烟雾较大时提醒旅客保持低姿态，

分发湿毛巾，或提示旅客用衣服或座椅上的头片掩住口鼻。 

若需要离开驾驶舱协助客舱机组灭火，飞行机组人员在离开驾

驶舱前应佩戴防护式呼吸装置。 

若需要协助紧急撤离工作，在怀疑客舱有烟雾或烟尘时，飞行

机组人员也应佩戴防护式呼吸装置。 

3.1.2.7 灭火处置 

机上配备的海伦灭火瓶、水灭火瓶、水或其他不可燃液体均可

用于扑灭锂电池火情，防止火势蔓延。但因锂电池的特殊危险性，

海伦灭火瓶无法彻底扑灭锂电池火情，仅可扑灭锂电池燃烧的外部

火焰，阻止周围物品的燃烧。水灭火瓶既可消除明火又具有一定的

冷却作用，可作为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的首选（若起火物品不明，



 
 
— 10 — 

应遵照公司手册的一般灭火程序实施灭火，确认由其他物品引起

的，应遵照相应程序处置），但使用时应考虑避开驾驶舱飞行仪表

区域或客舱内操作面板等电子设备。 

禁止使用灭火毯等类似用品覆盖或包裹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

备灭火；禁止移动或从行李中取出正在起火/冒烟的锂电池或含锂

电池设备；禁止从含锂电池设备中取出正在起火/冒烟/发热的锂电

池。 

3.1.2.8 冷却和监控 

在有效实施灭火处置后，应立即用水或其他不可燃液体对锂电

池、含锂电池设备或相关行李进行淋洒冷却降温，防止锂电池复燃。 

禁止使用冰块或干冰覆盖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进行冷却，有

少量冰块的冰水可用于冷却。 

水或其他不可燃液体淋洒到起火/冒烟的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

备上时可能会产生蒸汽，为避免灼伤，处置中应做好人员防护。 

对于放置在行李内的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如行李材质为防

水材料，或行李体积较大不便冷却时，应评估涉事锂电池或含锂电

池设备状态是否趋于稳定，如可能，由做好个人防护的人员将其从

行李中取出继续进行冷却；或根据询问行李所属人和发热位置确定

火源大致位置后，在行李相应位置处开口向内灌水冷却。 

确认冷却后的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状态稳定后，由做好个人

防护的人员使用注入水的垃圾箱、冰桶等辅助工具将其移动至盥洗

室、操作间、最低爆炸风险区等风险较小区域，指定客舱机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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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控，直至落地后移交。 

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仅出现发热迹象，但未起火/冒烟时，

应确认设备电源关闭后，在采取适当防护的前提下，采取冷风机吹

冷或置于装有冰块的不渗漏袋子上等降温方式对其进行冷却。冷却

时应由专人在适当区域监控，监控可由设备所属人进行，但客舱机

组应确保随时可以采取进一步处置，并提前将可能采取的措施告知

设备所属人。 

3.1.2.9 预见性应急准备 

实施锂电池应急处置的同时，机组人员应做好着陆和启动其他

应急程序的准备。 

3.1.2.10 行李架内锂电池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行李架内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或相关行李起火/冒烟时，应

首先实施灭火处置，同时还应遵循 3.1.2.1-3.1.2.9 注意事项。 

扑灭行李架内明火或烟雾后，需打开行李架进一步确认火源位

置，继续实施灭火处置（适用时），在确认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

或相关行李不再有燃烧迹象后，方可视情移出。如实施灭火后，相

关物品仍存在温度较高等情况，尚不能从行李架内移出时，应使用

水或其他不可燃液体对其进行淋洒冷却。考虑到水或其他不可燃液

体会流入机体壁板内或流到座椅上，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使用塑料

袋、毛毯等进行遮掩或毛巾吸拭的方法减少机体受损。 

取出的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或相关行李应立即用水或其它不

可燃液体浇洒进行冷却，进而放入容器浸泡并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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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1 滑落至电动座椅下的锂电池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滑落至电动座椅下时，客舱机组应向相

关人员询问滑落位置。如未出现起火/冒烟现象，客舱机组应视情

做好防护，在不移动座椅的前提下，尝试取出该锂电池或含锂电池

设备。如无法取出，应转移该座位旅客，并告知该旅客和周围人员

不得再移动该座椅，保持座椅现状待时机合适或飞机落地后由机务

协助取出。 

如已出现起火/冒烟现象，客舱机组应按 3.1.1 进行应急处置，

同时遵循 3.1.2.1-3.1.2.9 注意事项。 

3.2 驾驶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和注意事项 

3.2.1 驾驶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 

表 3-3 驾驶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 

步骤说明 飞行机组行动 客舱机组行动（适用时）

1.查明原因，明确信息 

 确认起火/冒烟由锂电

池引发  

 确定启动的处置程序 

 

2.报告与通讯联络 

 视情向 ATC 报告 

 适用时，通知客舱机组，

做好应急处置的援助准

备 

 按飞行机组指令做准

备 

3.适用时，切断电源  

 关闭相关设备电源 

 断开相关设备的外接电

源或与该设备相连的机

上电源  

 

4.实施灭火处置 

 

 做好自身防护 

 按相关手册实施灭火程

序 

 按飞行机组指令采取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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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冷却降温和移动 

 

 确认其状态稳定后，使

用注入水的垃圾箱、冰

桶等辅助工具将其移出

驾驶舱至风险较小区域 

 按飞行机组指令采取

行动 

6.监控 

 交由客舱机组进行监

控，无客舱机组时指定

专人监控 

 向机长报告处置情况

7.落地后处置 

 向相关人员报告并移交

相关物证 

 配合事件调查和报告的

相关工作 

 向相关人员报告并移

交相关物证 

 配合事件调查和报告

的相关工作 

注 1：表格“飞行机组行动”栏和“客舱机组行动”栏分别列出了实施应急处

置机组和辅助应急响应机组的行动说明。 

注 2：虽然表格按序号列出了应急处置的步骤，但机组人员在实施应急处置时

应根据实际情形酌情对步骤进行合并或调整，以达到更好的处置效果。 

注 3：风险较小区域包括盥洗室、操作间、最低爆炸风险区等区域。 

注 4：如果锂电池、含锂电池设备仅出现发热迹象，并未起火/冒烟，应参照

3.1.2.8 的相关措施进行处置。 

3.2.2 处置注意事项 

3.2.2.1 锂电池燃烧时会释放大量的烟雾和刺激性气体，飞行机组

应遵循相关手册要求做好自身防护，必要时按要求使用氧气面罩；

实施灭火的飞行人员应在安全无烟区域佩戴好防护式呼吸装置和

防火手套。 

3.2.2.2 驾驶舱内对锂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实施灭火时应使用海

伦灭火瓶。 

3.2.2.3 驾驶舱内实施灭火时，应注意避开飞行仪表区域，或使用

适当方式对飞行仪表区域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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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实施应急处置时，机组人员应做好着陆和启动其他应急程

序的准备。 

3.3 货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和注意事项 

3.3.1 货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 

表 3-4 货舱内锂电池应急处置程序 

步骤说明 飞行机组行动 客舱机组行动（适用时）

1.发现货舱火警，确定

起火源 

 确定起火源位置、现象、

涉及人员，确认应采取

的响应措施 

 确认货物中是否含有锂

电池或含锂电池设备 

 

2. 启动应急处置程序 
 按相关手册启动应急处

置程序 
 

3.报告与通讯联络 

 向 ATC 报告，准备着陆

和相应的地面援救 

 如运载危险品，报告相

关情况 

 适用时，通知客舱机组准

备降落或采取其他协助 

 按飞行机组指令采取

行动 

4.做好自身防护 
 戴好烟雾护目镜、氧气

面罩或防护式呼吸装置 
 

5 着陆 

 

 

 按 ATC 指挥到最近合适

机场着陆 

 货舱火情未得到有效控

制时，请求优先着陆及

地面援助 

 按飞行机组指令采取

行动 

6.落地后处置 

 着陆后尽快撤离飞机 

 按机场指示开展地面的

应急响应行动 

 配合事件调查和报告的

相关工作 

 按飞行机组指令采取

行动 

 配合事件调查和报告

的相关工作 

注 1：表格“飞行机组行动”栏和“客舱机组行动”栏分别列出了实施应急处

置机组和辅助应急响应机组的行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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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虽然表格按序号列出了应急处置的步骤，但机组人员在实施应急处置时

应根据实际情形酌情对步骤进行合并或调整，以达到更好的处置效果。 

3.3.2 处置注意事项 

3.3.2.1 为防止烟雾或刺激性气体进入驾驶舱，应始终保持驾驶舱

门关闭。 

3.3.2.2 机上载有锂电池货物时，无论是否明确火警是锂电池燃烧

引起的，都要将相关情况报告地面相关部门，请求着陆后的地面应

急处置支援。 

3.3.2.3 如飞行机组人员需进入货舱确认火源和火情，应在无烟区

佩戴好防护式呼吸保护装置、防火手套和其他必要护具，携带手电、

灭火瓶等应急设备。 

3.3.2.4 着陆后，通知地面人员在所有机上人员撤离且地面消防等

救援到位后，才能打开货舱门。 

第四章  训练建议 

4.1 训练要求 

经营人应通过训练，使机组人员熟练掌握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

的程序和技能。 

4.2 训练大纲 

经营人应根据本指南完善应急训练大纲中的内容，明确机组人

员进行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实操演练的要求，加强机组人员在危险

品培训中获取的基础知识与实操演练中应急处置的衔接，使机组人

员全面掌握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 16 — 

4.3 训练内容 

在通过危险品培训的基础上，应急处置训练应使相关人员至少

掌握以下内容： 

1）辨别确认起火源的方法，非锂电池引发的火情应采取其他

行动。 

2）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的步骤和要点。 

3）应急设备的位置、数量和使用方法，可用资源的使用及人

员防护。 

4）机组资源管理训练，包括情景意识的建立。 

第五章  事件报告及后续工作 

5.1 报告要求 

《 危 险 品 航 空 运 输 事 件 判 定 和 报 告 管 理 办 法 》

（AC-276-TR-2016-05）规定锂电池机上起火、冒烟的情形属于危

险品紧急事件。境内发生时，经营人应当立即通过电话向事发地（空

中发生时为航空器首次着陆机场）监管局运输部门进行初始报告；

事发后 12 小时内，经营人应使用危险品航空运输事件报告系统向

局方报告。境外发生时，经营人应当立即通过电话向公司所属地监

管局运输部门进行初始报告；事发后 24 小时内，经营人应使用危

险品航空运输事件报告系统向局方报告。 

5.2 后续工作 

经营人应在相关文件或手册中对锂电池机上起火、冒烟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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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工作进行规范，具体内容包括机组人员的事件记录、相关人员

信息及证据的留存以及与地面相关部门的交接、地面相关部门的接

管、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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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锂电池基础知识 

一、锂电池分类 

（一）按性质分： 

锂电池按性质可以分为锂金属电池和锂离子电池。 

锂金属电池（包括锂合金电池）：内含金属态的锂，以金属锂

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金属氧化物或其它氧化剂为正极材料，固体

盐类或溶解于有机溶剂的盐类作电解质，通常是不可充电的一次电

池。 

锂离子电池（包括锂聚合物电池）：不含金属态的锂，以锂化

合物为正极材料，石墨为负极材料，锂盐溶于有机溶剂中形成的溶

液作电解质，是可以充电的二次电池。 

（二）按结构分： 

锂电池按结构可以分为锂电池芯和锂电池。 

锂电池芯（cell）：由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组成且两个电极之

间有电位差的单一的、封闭的电化学装置。 

锂电池（battery）：用电路连接在一起的两个或多个锂电池芯，

并安装有使用所必需的装置，如外壳、电极端子、标记和保护装置

等。 

二、锂电池热失控 

在某些情况下，锂电池的内部会发生多种化学反应并产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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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这会引起电池温度升高，当热量累积到某一临界值时会导致

电池燃烧和爆炸，即热失控。空运常见的单个 CR17345（CR123A）

型锂金属电池热失控时最高温度可达 950 ℃，单个 18650 型锂离

子电池热失控时的最高温度可达 870 ℃。 

锂金属电池与锂离子电池一旦发生热失控，燃烧过程均持续几

秒左右且存在两个关键节点：初爆和二次燃烧。初爆时，电池正极

泄压装置破裂，喷射出少量电解液，并释放出大量可燃性的有机气

体（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二次燃烧时，电池发生剧烈燃烧

爆炸，火花四射，产生强光以及大量烟气，同时爆炸产生巨大的冲

击力。锂金属电池还会通过电池排气口喷洒白热化熔融锂。 

三、锂电池危险性 

航空运输过程中应关注锂电池以下危险性：  

（一）锂电池本身是一个氧化还原体系，可以自发剧烈反应。 

（二）内部或外部短路、过度充电、高温、挤压、产品质量缺

陷，在使用、搬运、包装、储存等环节操作不当等原因均可能导致

锂电池自发反应，温度升高，继而出现热失控引起燃烧、爆炸。 

（三）无论因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加热或物理撞击，锂电池都能

够产生足够的热量使相邻的锂电池也发生热失控，或者引燃临近物

品。 

（四）海伦灭火器可以扑灭锂电池明火，但无法阻止电池之间

的热传导引起的热失控。 

（五）锂电池燃烧时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产生氢气、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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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氟化氢等危险性气体。 

（六）锂电池燃烧时还会产生大量有害粉尘，影响飞行机组人

员视线，危及机组人员和旅客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