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第4卷� 第8期·工程学研究与实用

124

浅谈博物馆消防安全工作

吴海冬
上海博物馆 上海 200003

摘� 要：博物馆的收藏良莠不齐、类型多变、品位不一、且年代久远，是融艺术文明、美学价值与学术研究为一

体，难以再生的宝贵财富。博物馆的精神文明资源和传统文化成果丰富，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文

化精神上都起到了难以取代的巨大作用。馆藏文物往往能折射出一个国家、区域、城市的繁荣昌盛和萧条败落的情况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均将自动消防视为博物馆动态发展和城市综合平衡发展的基础保证也就为博物馆内消防安全的配

置提供了极大的专业性条件。按照馆藏特点和自己的特点，各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博物馆建立初期要针对自己馆藏的特

点，根据馆内消防安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状况，必须制定充分、严密、细致的防范预估和紧急撤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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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馆通常担负着传播、发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

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市民集中的人群密集区域，具备

观众流动性大、收藏价格高且难以还原的特征。火灾事

故，作为一种风险极高且危险性很大的自然灾害是安全

管理当中的主要考虑目标，因此如果出现了火灾事故，

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也是无法弥补的(如一九九四年吉
林市博物馆内银都夜总会火灾导致恐龙化石被烧毁)。所
以，博物馆的消防安全工作十分关键，而进行博物馆安

全监督管理的工作也是相關工作者们必须着重关心的工

作内容。

1 博物馆火灾特点分析

一般博物馆的建造过程中，为有效的提升空间的利

用效益，通常会在建造工程中使用大的尺寸、更复杂的构

件，以便最大化的空间使用效益。火灾发生之后，如果消

防人员需要从一个出入口往内进，会由于光照度、烟雾和

高热等影响因素而无法靠近起火地点，特别是在一个负楼

层的消防工作中，由于高度复杂性会明显高出上楼层，所

以困难度更大，造成了消防效益的不理想[1]。另外，在博

物馆的参观群体中，小孩、女性、老人以及外来人员的占

比也相当大，因为这些人在火灾事故突发的情形下，情绪

方向性很差，盲目性也较强， 极易出现惊恐环慌乱的问

题，同时没有自身防护能力和消防的安全意识，当火势威

胁到人员人身安全时，相互拥挤，容易造成疏散道路的阻

塞，也易于出现人群烧伤事件。所以，加强全国博物馆消

防安全工作网络体系的健全非常关键。

2 博物馆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隱患

目前我国博物馆建设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现象，各种

影响因素的存在使得博物馆消防压力逐渐增大。而分析

近几年博物馆火灾事故的发生，其隐患因素体现为：

（1）部分易燃易爆物品存在于博物馆展厅、库房等位
置，以及展览期间参观者随手丢弃的烟头、火柴等。

（2）未遵守相关规定要求，随意在博物馆内部使用电热
器具，以及存放的石油液化气、煤气等。（3）未按照
规定标准进行展销会、拍摄影视作品，私自搭建违规建

筑，进而增大出现火灾事故的可能。（4）未经批准在展
厅、建筑内点灯、烧香烧纸等。（5）未按照技术标准进
行电气设备、电源的私自接入;保险丝的使用未达到标准
要求;电气设备、电热器具使用后未关闭电源;未经批准
私自使用大功率电热器等。（6）部分长期运行的电线、
电气设备未做到定期、及时检修维护，运行期间出现的

故障问题未及时处理;用电线路长年运行却未得到检修维
护，在超负荷运行下增大出现火灾隐患的概率。（7）未
按照规范标准进行线路、设备避雷设施的安设，或者是

避雷设施年久失修出现故障。（8）未按照标准预案开展
博物馆修缮作业。（9）相关报警系统、灭火设施的配置
不合理，未引进先进科学的消防系统，仍以传统消防器

材来维持博物馆的安全运营。

3 博物馆消防安全工作措施

3.1  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是提高博物馆消防安全管理

与保护质量的重要保证。对博物馆内的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进行了重新处理，并查找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并加以调

整同时根据企业不同不能的工作特征和消防要求，分别

建立了多样化的企业自动消防应急管理预案体系。与专

门承担消防器材维护费用管理工作的研发外包企业做好

了工作衔接，以确保合作各方在应急预案编制、人力分

配等方面保持基本一致[2]。对不同的消防安全负责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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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界定，落实到各个机关和工作人员头上另外，还要

注意做好对博物馆内自动消防管理系统及有关文书的规

范化和标准的管理工作，要依据《建筑消防设施的维修

管理》(GB 25201-2010)的规定标准对各种文件和文书进
行规范性管理。例如通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记录表》

《防火巡逻记录表》等，完善了消防档案台帐，并进行

管理与保存，同时实行备案，以便于查阅。

3.2  全面排除设施隐患，确保消防器材正常
据文物局通报，不少出现问题的文物建设单位几年

来都未设置相应的消防设备管理，有的消火栓破损以至

于灭火时只能在远处拉水而耽误了灭火时机。所以，应

该做好馆内消防设施、设备等的日常管理工作，尤其是

不要有这样的思维，即以为只有和专业维护费用公司签

定的消防维保协议就能够高枕无忧而且还必须要有博物

馆专业人员全程参加维护费用公司的每日巡检、定期检

查和维修保养的检查，准确了解消防给水控制系统、管

网修建式气体灭火系统、主动火灾报警装置、独立气灭

箱、消防排烟系统、微型消防局、紧急撤离指挥中心照

明系统等灭火装置、仪器是否保持运行正常的状况，尤

其是要定期检查文物陈列室、文物仓库、文物维修处、

文物保护研究室、食堂、配电室、空调机房、计算机

房、人事档案室、财务室、图书档案资料室、陈列及生

产厂房等关键部位的消防设施、设备，并进行周期性检

查维护，以保证高效运转。

3.3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组织
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重点灭火机构每年都要举办不少于一场的自

动灭火培训演练，在人群较密集场合的自助消防培训演

练中最少每零点五年组织一场。③消防安全意识教育，

是加强消防安全宣传首要目的和方式。博物馆要不定期

组织单位职工收看重大火灾事故片段，并组织职工剖析

重大火灾事故产生的初由、原因和不符合应急扑救初期

火灾的原因牢固树立对消防安全认识，并时时树立自动

扑救的危机感。通过火灾短片，对职工进行警示宣传教

育，并熟悉和掌握了基本消防安全的基本知识和火灾事

故初期阶段灭火扑救知识。不定期组织职工开展消防器

材设备、灭火仪器、消防水幕、消防卷帘和消控室机械

按键功能解读等技术培训，使每个职工都能熟练掌握和

合理运用。督促他们对运行中出现的火灾安全问题，随

时保持警觉的意识，对出现的重大安全隐患能够进行及

时评估，对火灾出现初期能进行恰当应对[3]。通过培训，

使得每个人员都可以切实达到"四懂""四会":懂火灾的危害
性、懂防御火灾对策、懂火灾扑救方案、懂火灾现场的

逃生与救援办法;会报告火警情况、懂运用消防工具、懂
扑救初起的大火、懂逃生自救。④消防的特点对消防人

员有着严格的要求。持证上岗，是根据该馆对自动消防

负责人、部门主任、消控(监控)室值班工作人员以及消防
设施维管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按照企业单位制度建立

专岗或专人领导负责制并严格执行了AB岗备班制。博物
馆也是灭火中心部门，由各部门有关负责人对所管理的

室内外市政消防管线系统、消防水池、高压消防水泵、

消防水泵、消控(监控)室设备、内部消防管网、消防水
带、轻便消防水笼以及灭火器配置点，根据《消防法》

的要求进行了定期检查，并进行巡视和检验登记备案。

对现场巡视工作中出现的风险、不确定原因等隐患，必

须及时处理，并进行处理記录且报告单位领导;处理解决
不了的必须及时报告单位领导和各监管单位进行检修整

顿，保证消防安全管网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正常运行。

3.4  建立应急演练制度
全面编制影响消防安全的应急预案与紧急处理预

案，定期举办对初起大火的迅速扑救、疏散撤离的紧急

演习，全面检查应急指挥系统的现场指挥、协作与控制

水平，全面记录应急工作组的现场战斗力、行动能力和

与各单位的配合情况。原则上在火灾出现后，附近人员

必须进行迅速反应，并必须在一分钟以内扑救;同时微型
消防局的特勤部队也必须快速反应，要在三分钟以内就

进入了实战。而自动消防的应急演习也要尽量模拟现实

环境。因为在面对突发事件后，我们的脑子可能会突然

空白，这时考验的就是我们的本能反应，靠的就是肌肉

记忆去弥补，这一点和平时训练的有所不同，演练目的

是让他们有时间去反思、去揣摩。所以平时应急训练要

模拟的很实际，要经过多次拉练，培养他们应对处理的

熟练度。

3.5  重视对先进消防系统的引进
博物馆需依据自身能力条件的分析，积极引进更为

先进的消防安全系统。以某博物馆为例，其消防系统的

组成包括：（1）自动喷淋灭火系统。该系统多应用于博
物馆展厅等公众聚集场所，可实现在无人情况下进行火

灾事故的第一时间扑救。其中预作用系统为重要组成部

分，基于自动喷淋与火灾探测警报技术的结合，在火灾

发生时系统自主进行管道充气，其灭火效果不受严寒、

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影响[4]。火灾初期阶段系统可自动通过

感温、感烟装置探测火灾位置，通过预警并下达指令，

自动喷淋系统接收指令后自动打开阀门进行灭火处理。

（2）气体自动灭火系统。该系统应用主要采用七氟丙烷
作为灭火剂，具有不导电、不污染、无色无味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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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灭火剂的应用，在无二次污染、高效率灭

火、低毒性等方面表现优势。当感温、感烟探测器出现

警报后，能够自动运行气体灭火系统，确保第一时间能

够消除火灾事故，避免因火灾扑救效率过低而增大博物

馆损失。（3）消防监控报警系统。该系统组成包括智能
感温探测器、液晶显示控制器、智能感烟探测器、数字

式显示盘等。消防监控报警系统在运行期间能够做到对

火灾报警主机、自动消防系统、常开防火门、电梯回降

监控设备、室内消火栓、火灾应急广播、消防通信等设

备的自主控制。

通过对先进消防系统的合理引进与应用，不仅可显

著提升博物馆的灭火能力，亦可以通过系统自动化运行

来降低人力成本投入，避免因人为失误的出现而增大出

现火灾事故的可能。

3.6  完善电气安全体系
针对博物馆的电气系统，政府必须增加对消防安全

方面的关注力度。在电气设备施工过程中，要根据电气

设备施工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对电气设备施工的规范化作

业对电线的铺设要确保其附近没有可燃材料，以免其在

今后的运行中引起火灾事故。当电缆需要通过某些可燃

的材料时，必须对电缆附近做好保温措施。这样，才能

利用绝缘材料对其进行外包。在一些设备工作中，还必

须保持通风状况良好，进行散热工作。此外，还必须就

在工作过程中导线的不同温度、导线的管径等规定其在

安全标准下进行。另外，在重点部位的消防技能训练及

其运用，也博物馆重点部位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为此，

在重点部位的制度建立过程中应建立严密的档案，专人

专责，落实安全责任人的落实，以增强重点消防工作制

度完备性。

3.7  加强安全疏散设施的使用和维护
安全疏散是建筑在发生大火后保护工作人员生命财

产安全的最有效举措，但场馆内保安设备的运用和保养

是否正确，将极大影响场馆内工作人员的疏散情况和对

消防人员的扑救效果[5]。因此新馆首先应保证疏散入口、

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的通畅，严禁人员侵占消防通道和

疏散通道，更严禁在安全出口或疏散入口处设置栏杆和

干扰疏散的障碍物;其次，还必须安装合格的消防安全和
疏散指示标牌和应急照明装置;第三，不得超过馆内正常
开放时间在防火出口上锁、封闭并使用安全疏散指示标

识;第四， 定期检查和保护馆内防火门、消防隔段、消防
安全和疏散指示信号、应急照明设备等火灾事故字幕设

施，以保证避难装置随时保持正常工作。

结语

博物馆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是一个长期基础性工

作，是一个常抓不懈任重道远的重要工作，决定了文明

继承、文化艺术弘扬、历史延续和文明传播等的发展走

向，并直接影响到了博物馆的发展命脉[6]。“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的方针，对消防安全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采取找不足、排隐患、杜火患、保平安的举措，时

刻牢记以预控为主、预防结合的政策。必须实现灭火队

伍机关人员到位、消防设施器材到位、排除安全隐患到

位、岗位责任到位、宣传训练到位、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和巡视检查到位，方可进行博物馆自动扑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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