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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站房架空层消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许亚鹏
河北交投基础设施工程有限公司Ǔ河北Ǔ石家庄Ǔ050000

摘Ȟ要：本文针对高铁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分析其空间开阔、功能多样但易引发火势蔓延

的特点，指出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通过综合考量，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消防安全策略，旨在有效预防和控制火灾

风险，保障高铁站房的安全运营。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铁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类似

工程的消防安全设计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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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铁站房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其人流量大、功能

复杂，消防安全尤为重要。架空层作为高铁站房的一部

分，因其特殊的结构和功能，消防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本文将从建筑定性、防火分隔及消防设施等方面，详细

分析高铁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

决对策。

1 高铁站房架空层的特点及消防安全问题

1.1  高铁站房架空层的特点
高铁站房架空层，作为站房结构中一个独特且关键

的部分，承载着多种功能与用途。这一区域通常被设计

为宽敞开阔的空间，既便于人员快速通行，也便于放

置各类设备或开展商业活动，如设置零售店铺、餐饮服

务等，以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其空间布局的灵活

性，使得架空层成为高铁站房中不可或缺的功能区域。

然而，由于架空层位置特殊，紧邻站房主体结构，这一

特点也带来了潜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在火灾等紧急情况

下，火势和烟气容易通过架空层的开阔空间迅速蔓延，

对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构成严峻挑战。因此，对于高铁

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管理，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确保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控制火势，保障人员生命

财产安全。

1.2  高铁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问题
1.2.1  防火分隔不到位
防火分隔是阻止火灾蔓延的关键措施之一。然而，

在高铁站房架空层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防火分隔措施

可能因各种原因而不到位。一方面，架空层与站房主体

结构之间的连接处可能存在缝隙或开口，这些未被封堵

的缝隙在火灾发生时，会成为火势和烟气扩散的通道。

另一方面，即使设置了防火分隔设施，如防火墙、防火

门等，也可能因维护不善或管理不到位而失去其应有的

阻隔作用。例如，防火墙可能因长期未进行维护而出现

裂缝或破损，导致防火性能下降；防火门可能因日常使

用中的频繁开启和关闭而损坏，或因其闭门器失效而无

法自动关闭，从而在火灾发生时无法有效阻隔火势和烟

气。此外，架空层内可能存在的管道、电缆等穿越防火

墙的设施，若未采取有效的防火封堵措施，也会成为火

灾蔓延的隐患[1]。防火分隔不到位的问题，不仅会增加

火灾蔓延的风险，还会给人员的疏散和救援带来极大困

难。火势和烟气的快速扩散，会迅速占据疏散通道和救

援通道，导致人员无法及时疏散到安全区域，救援人员

也难以进入火场进行扑救。因此，加强防火分隔措施，

确保架空层与站房主体结构之间的有效隔离，是保障高

铁站房架空层消防安全的重要一环。

1.2.2  消防设施不足
消防设施是扑救初期火灾、控制火势蔓延的重要手

段。然而，在高铁站房架空层内，消防设施的配置可能

存在不足或维护不善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架空层的

功能多样性和空间开阔性，其消防设施的配置需求也相

对较高。然而，在实际建设中，可能因资金、技术或设

计等原因，导致消防设施的配置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例

如，消防栓的数量可能不足，或分布不合理，导致在火

灾发生时无法迅速找到并使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能

因维护不善而失效，无法在火灾初期自动启动并喷水灭

火；火灾报警系统可能因设备老化或故障而无法及时发

出报警信号，延误了火灾的扑救时机。另一方面，即使

消防设施配置完善，若缺乏有效的维护和保养，也会因

其性能下降或失效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消防设施不

足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初期火灾的扑救效果。在火灾初

期，若能够及时使用消防设施进行扑救，往往能够迅速

控制火势，防止其蔓延和扩大。然而，若消防设施配置

不足或维护不善，将导致扑救工作难以展开，火势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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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蔓延，给后续救援和疏散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因

此，加强消防设施的配置和维护，确保其在火灾发生时

能够迅速有效地发挥作用，是保障高铁站房架空层消防

安全的重要措施。

1.2.3  人员疏散困难
高铁站房架空层因其空间开阔、功能多样而吸引了

大量人员流动。然而，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这种开阔

的空间和密集的人员流动却成为了疏散工作的难题。

一方面，架空层的空间开阔性导致人员疏散距离可能较

长。在火灾发生时，人员需要穿越较长的距离才能到达

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这不仅增加了疏散的时间成本，

还增加了人员在疏散过程中受伤或迷失的风险。另一方

面，架空层内的疏散通道可能受到火灾和烟气的威胁。

火灾发生时，火势和烟气会迅速扩散并占据疏散通道，

导致人员无法顺利疏散。同时，烟气中的有毒物质和高

温还会对人员的呼吸系统和皮肤造成损害，进一步增加

了疏散的难度和风险。此外，架空层内可能存在的障碍

物、商业设施等也会阻碍人员的疏散进程。人员疏散困

难的问题，将严重影响火灾救援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在

火灾发生时，若人员无法及时疏散到安全区域，将面临

极大的生命危险。同时，疏散过程中的混乱和拥堵也会

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导致救援人员无法迅速进入

火场进行扑救和搜救。因此，加强人员疏散设施的建设

和管理，提高人员的疏散意识和能力，是保障高铁站房

架空层消防安全的重要举措。

2 高铁站房架空层消防安全对策

2.1  加强防火分隔措施
防火分隔是防止火灾蔓延、保护人员生命安全和财

产安全的重要手段。在高铁站房架空层的设计与建设过

程中，应特别注重防火分隔措施的实施与完善。首先，

应在架空层与站房主体结构之间设置坚固的防火墙。防

火墙应采用耐火性能优良的材料建造，确保其能够承受

高温和火焰的侵蚀，有效阻隔火势的蔓延。同时，防火

墙的设置应遵循相关建筑防火规范，确保其高度、厚度

和构造均符合标准要求。除了防火墙外，还应在架空层

与站房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处设置防火门。防火门应具

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密封性能，能够在火灾发生时自动

关闭，阻止火势和烟气的扩散[2]。此外，防火门的开启方

向应便于人员疏散，且应设置明显的标识和操作指南，

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正确地使用。在架空层

内部，应广泛使用防火材料来提高结构的耐火极限。例

如，可以在架空层的顶板、墙面和地面涂抹防火涂料，

或采用防火板材等耐火材料来构建隔断和墙面。这些防

火材料能够有效减缓火势的蔓延速度，为人员疏散和火

灾扑救赢得宝贵的时间。此外，还应特别注意架空层内

管道、电缆等穿越防火墙的设施。这些设施在穿越防火

墙时，应采取有效的防火封堵措施，如使用防火泥、防

火包等封堵材料，确保火灾发生时火势和烟气无法通过

这些设施扩散到相邻区域。

2.2  完善消防设施配置
消防设施是扑救初期火灾、控制火势蔓延和保障人

员安全疏散的重要手段。在高铁站房架空层内，应完善

消防设施的配置，并确保其完好有效。首先，应在架

空层内增设足够的灭火器。灭火器应放置在易于取用的

位置，并配备相应的操作指南。同时，应定期对灭火器

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压力正常、药剂充足，能够在

火灾发生时迅速投入使用。除了灭火器外，还应在架空

层内设置消火栓系统。消火栓系统应覆盖整个架空层区

域，并确保水压充足、水流顺畅。在火灾发生时，人员

可以使用消火栓系统迅速扑灭初期火灾，或利用水枪对

火势进行压制，为疏散和救援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此

外，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也是高铁站房架空层内不可或缺

的消防设施之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能够在火灾发生时

自动启动，通过喷头向火源喷洒水雾或水流，迅速扑灭

火灾或控制火势的蔓延。因此，在架空层内应合理布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头，并确保其灵敏度和可靠性。

除了上述消防设施外，还可以考虑在架空层内设置火灾

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系统、疏散指示系统等辅助设施。

火灾报警系统能够在火灾发生时及时发出报警信号，提

醒人员疏散和扑救火灾；应急照明系统和疏散指示系统

则能够在火灾导致停电或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为人员提

供照明和指引，帮助其快速找到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3]。

为了确保消防设施的有效性，还应定期对它们进行维护

保养。应制定详细的维护保养计划，明确维护保养的内

容、周期和责任人。同时，应建立消防设施档案，记录

消防设施的安装、使用、维护和保养情况，以便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

2.3  优化人员疏散设计
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人员的快速、有序疏散是减

少伤亡和损失的关键。因此，在高铁站房架空层的设计

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人员疏散设计的优化。首先，应在

架空层内设置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这些标志应采用醒

目的颜色和图案，并设置在易于被人员看到的位置。通

过疏散指示标志的引导，人员可以迅速找到疏散通道和

安全出口，避免在疏散过程中迷失方向或走错路线。除

了疏散指示标志外，还应优化架空层内的布局，尽量缩



工程施工与管理·2025� 第3卷�第4期

51

短疏散距离。可以通过合理划分功能区域、调整商业设

施位置等方式，减少人员在疏散过程中的移动距离和时

间成本。同时，应确保疏散通道的宽度和数量满足规范

要求，避免在疏散过程中出现拥堵和踩踏等危险情况。

在架空层内可能存在的障碍物和易燃物品也应及时清理

和移除。这些障碍物和易燃物品不仅会影响人员的疏散

速度，还可能成为火势蔓延的助燃物。因此，应定期对

架空层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易燃

物品得到妥善处理和存放。此外，还可以考虑在架空层

内设置应急避难场所或临时避难区域。这些场所或区域

应设置在相对安全的位置，并配备必要的救生器材和物

资。在火灾发生时，人员可以迅速进入这些场所或区域

进行避难，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为了提高人员的疏散

意识和能力，还应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培训内

容应包括火灾的基本知识、疏散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通

过培训，员工可以了解火灾的危害性和疏散的重要性，

掌握正确的疏散方法和技巧，提高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

和互救能力。

2.4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消防安全管理是确保高铁站房架空层消防安全的基

础和保障。为了构建全面的消防安全防控体系，应加强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力度和深度。首先，应制定完善

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制度应明确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职

责、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等。通过制

度的制定和执行，可以规范人员的行为和操作，确保消

防安全工作的有序进行。除了制定制度外，还应加强对

制度的宣传和培训。通过组织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演练

活动等方式，提高员工对消防安全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增强其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次，应定期对高

铁站房架空层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消防

设施的配置和使用情况、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情

况、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存放情况等。通过检查，可

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确保消防安全工作的有效

性。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问题或隐患，应立即进行整

改。整改措施应明确、具体，并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

期限。同时，应加强对整改情况的跟踪和督促，确保整

改工作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4]。此外，还应加强对员工

的消防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消防安全法律法规、

消防安全知识、火灾扑救和自救方法等。通过培训，可

以提高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使其在火

灾等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正确地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最后，应建立健全的消防安全档

案。档案应记录高铁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基本情况、

消防设施的配置和使用情况、消防安全检查和整改情况

等信息。通过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可以实现对消防安全

工作的全面掌控和动态管理，为后续的消防安全工作提

供有力的支持和依据。

结语

高铁站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通过加

强防火分隔措施、完善消防设施配置、优化人员疏散设

计以及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高铁站

房架空层的消防安全水平，保障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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