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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运营消防安全问题及对策措施研究

李建伟*

陕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陕西�西安��710016

摘� 要：随着城市地铁的迅速发展，地铁运营中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铁具有客流量大、

人员密集、空间封闭、设备设施复杂、疏散距离长等特性，一旦发生火灾，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极为困难，极易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严重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因此，研究分析地铁运营中存在的消防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地铁运营消防安全问题及对策措施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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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的主要问题

�����诱灾火源分布广泛

据统计，世界各国地铁重大事故中，电气火灾占��%，机械故障占��%，纵火和爆炸��%，吸烟占��%，其他原

因�%，原因不明��%。地铁大量使用电气系统、设备电缆，电缆线路老化、电气设备故障短路以及违规使用大功率电

器，易形成电气火灾。地铁隧道内部排风机、空调机、灯光照明等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运转易导致地铁隧道内部火

灾。地铁站周边大量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因电池故障、电线短路等问题，易引发火灾。地铁工作人员办公、商业网点

经营活动大量用火用电，易引发火灾。乘客吸烟或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也是引发火灾的重要因素。雷电等自然灾害、

人为故意纵火以及恐怖袭击，均有可能导致发生火灾���。

�����消防设施配置不足

在《地铁设计防火标准》（*�����������）正式实施前，地铁消防设计主要参照《地铁设计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对地

铁防火设计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对地铁车辆段和车辆基地上盖开发建设等新业态防火要求规定不全，在《地铁设计防

火标准》（*�����������）发布前建造的地铁在消防设施配置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有的商业网点在后期装修改造过程

中，拆除原有消防设施；有的在防火分区、使用功能发生变化后，没有按照相关技术标准配置相应的消防设施。

�����疏散救援十分困难

地铁车站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给人员及时疏散造成困难。地铁站点安全通道与疏散出口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安全

系数偏小，特别是直通室外的消防通道偏少，与实际需要相比有一定差距。地铁运营过程中，设置检票机和用于分流

引导的栅栏，这些区域往往成人员疏散的拥堵节点。人员疏散和避难路线上行，疏散路线与烟气流动方向一致，需要

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疏散。加之排烟系统的可靠性不高，高温烟热和大量有毒烟气无法快速排出，能见度低，通讯受

阻，严重影响人员疏散和搜救。如果地铁在隧道运行区间发生火灾事故，难以到达站点，将进一步加大人员疏散和灭

火救援难度���。

2��对策措施和建议

�����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地铁运营单位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列出消防安全责

任清单，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的整体决

策和统筹安排，将消防经费纳入年度经费预算，保证消防经费投入。明确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确定消防安全管

理人，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要明确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每个站点均要落实消防管理人员，统一协调车站消

*通讯作者：李建伟，����������，汉族，男，山东济宁，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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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工作。引进消防、安全、电气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加强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消防安全工程师等人才配备，

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要与上盖物业、站内商铺等各方，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双方消防安全责任，督

促商业网点从“祛火源、降荷载、强设施、畅通道、重管理”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自身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加强对地铁车站、商业网点等消防工作开展情况的督促指导和检查督查，落实奖惩措施，推动消防工作责任落实。

�����大力压降火灾风险

针对火灾风险，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有效压降火灾风险。祛火源方面，加强电气线路安全检测，合理设置电动

自行车集中停放点；规范动火作业，加强对乘客违规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现象的检查；加强防雷设施的检查和维护保

养，及时更换失效部件。降荷载方面，对换乘大厅周围高火灾荷载区域采取有效的防火分隔措施，对大厅内功能进行

限定，对内装材料进行严格限制，有效降低可燃物荷载；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节假日等人流高峰期，适当控制进站

人数，降低因“人流”聚集引发火灾的风险。强设施方面，结合地铁改造工程，按标准补齐消防设施和器材，增设电

气火灾监控系统，提高设防等级；定期开展消防设施维保和检测，加强建筑消防设施联网监测系统建设，实时监测故

障、及时维修保养，提高消防设施完好率。畅通道方面，在验票口、服务台等疏散线路上增设可在紧急情况下打开的

出口；结合员工岗位职责，分楼层、分区域明确疏散引导员，维持疏散秩序，提高逃生疏散效率���。

�����加强日常消防管理

健全完善防火巡查和检查、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督

促单位所有人员严格执行，并建立消防工作档案，做到“过程留痕、责任可溯”。定期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对存在

的火灾隐患，落实整改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确保按期完成整改。组织地铁车站内负责消防安全工作的站务

人员在地铁运营时段每�小时开展一次防火巡查，加强对运营结束后的遗留火种检查和非运营时段的夜间巡查，重点检

查责任区域内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商业网点管理状况、电气设备安全情况、值班人员值守情况等方面内容。强化信息化

手段应用，通过运用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平台等，固化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模式和检查内容，自动生成消防安全评估结果，

形成隐患的检查、整改、复查等机制的闭环，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效能。制定统一消防安全管理标准要求，分站点组织开

展消防安全标准化达标创建活动，逐一开展检查评定，大力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水平���。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

选拔消防安全业务好、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业务骨干组织消防安全宣讲队伍，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消防安全培

训，所有员工入职前必须进行上岗培训，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等重点岗位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确保每名员工达到

“一懂三会”要求，即，懂得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疏散逃生自

救。积极开展案例警示教育，组织员工观看火灾事故警示教育片，用鲜活的火灾案例提醒员工时刻紧绷消防安全之

弦。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对单位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人员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以满

足单位各个工种岗位人员对消防知识的需求，提高消防安全培训效果。通过广播、电子显示屏、海报、广告灯箱等，

提醒乘客注意消防安全和疏散逃生路线，刊播有关禁止吸烟、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操作、火灾逃生、严禁携带

易燃易爆危险品等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内容。设置消防安全主题专列、消防安全主体车站等，积极创建地铁消防教育科

普基地，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强化乘客消防安全意识。

�����大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路轨两用车、特种抢险车和通信、破拆、救生、照明等必配消防攻坚装备配备，分站点设置微型消防站，配

备必要的消防装备和器材。吸纳站务工作人员、驻站班组工作人员、保安等力量，合理进行人员编组，落实��小时值

班制度。强化执勤训练，加强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政府专职消防队的联勤联训，充分发挥近战靠前的优势，

做到灭早、灭小、灭初期。根据站点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真实管用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区分不

同情况，明确人员分组、细化工作分工、定期开展演练、不断优化预案。提请地方政府完善地铁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机

制，组织公安、消防、交通、电力、医疗、民防等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明确各救援主体工作职责和分工，制订应

急救援预案，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演习，提高协同作战能力���。

3��结束语

火灾是地铁运营中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做好地铁火灾防范非常重要。地铁运营单位要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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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和控制火灾事故发

生，为乘客创造更加安全、舒适、可靠的出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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