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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建筑防火安全问题及对策建议

赵慧玲*

摘 要：文物古建筑一直都是火灾防控的重点，这不仅是文物古建筑自身文化属性提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由

于文物古建筑主体布局的复杂性，以及建筑材料特殊性造成的。做好文物古建筑防火安全工作，对保护珍贵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和弘扬区域历史文化有积极作用。本文简要分析文物古建筑防火安全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强化防火安

全效果的应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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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文物古建筑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所以发生火灾的可能性较大。文物古建筑也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在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中，大部分都是文物古建筑，所以文物古建筑的防火工作极其重要。

中国传统建筑大多是由成百上千根造型各异、功能不同的木构件组合而成，这些构件纵横交错、层层叠落，通过

榫卯链接，构建了有着独特造型并极具美感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建筑物。但是，因为所用建筑材料多为木

质材料，所以其耐火等级较低，根据我国消防耐火等级对其进行划分，文物古建筑为三或四级耐火等级，因此极易发

生火灾。另外，位于城市中的文物古建筑多受到古代建筑艺术风格影响以及设计建造者消防观念较为薄弱，因此布局

较为紧凑，台阶多门坎多，几乎没有文物古建筑留有消防通道，甚至有些地方消防车完全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当发生

火灾时，极大程度上影响消防员救援工作。位于偏远地区的文物古建筑大多数是依山而建，交通也并不便利，很有可

能耽误最佳救援时机[1]。多数古建筑缺乏自防自救能力，既没有专职防火员，也没有充足的消防水源以及完善的消防

设备，加上多数古建筑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且还有部分古建筑周围设有台阶或者门槛，消防车完全无法通行，在一定

程度上带给救援工作极大的困难。

耐火等级低的问题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文物古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还是以砖木为主，这就导致了古建筑自身的耐火等级较

低。依照我国现行的标准来看，其耐火等级则在 级这一区间。这中间，决定耐火等级的指标，主要来自于建筑物

的功能、高度以及扑救难度等层面。因为不同于近现代的建筑物，我国的古建筑文物，主要还是以砖木类型的结构为

主，即借助木材搭建整个建筑物的主体，之后在借助青砖进行搭建。这样的情况下，便导致建筑物本身的木材量极

多，从而导致火灾荷载加大。此外，随着时间的迁移，古建筑所应用的木材已经十分干燥，所以其有着助燃的特性。

并且，许多古建筑在建造的过程中，大多讲求所谓的宽阔，这就使得火灾很容易迅速蔓延[2]。可见，古建筑物同近现

代建筑，有着许多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的存在，便使得古建筑物在火灾事故面前不堪一击。

防火间距偏小

我国的文物古建筑大多采取的是“连片建造”的模式，很多地区的文物古建筑密度极高，绵延数百米，甚至几千

米都是古代建筑。在早期的建筑建造中，防火意识并不高，因此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较小，再加上历朝历代的大量改扩

建行为，使得文物古建筑的防火间距变得更小，这样就会使其在遭遇突发火灾时，很难保证文物古建筑的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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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气比较干燥、风力较大时，火势还会快速蔓延。

缺少消防设备

目前只有较少的文物古建筑中配置了室外消防栓，而且大部分的古建筑周围并没有设置消防水池。虽然有少部分

文物古建筑中设置了消防水池，但是基本容量较小，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的火灾。有些文物古建筑中虽然安装了消防

栓，由于相关配置存在一定缺陷，经常会由于水压不足和消防栓缺损等情况，无法有效应用于灭火工作中。

防火安全意识有待提升

从整体上来看，文物古建筑防火安全意识不强主要集中在管理人员和使用人员群体中。以管理人员为例，很多管

理人员存在自身职责不清楚的问题，而且管理体系不够完善，虽然消防管理部门制定了相应的消防安全规章制度，但

是由于文物古建筑管理单位未能真正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度，导致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而对使用人

员来说，存在大量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操作和行为，例如违规使用电器、违规使用明火、电气线路改造不规范、线路

存在老化隐患、消防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这样也会埋下比较多的防火安全隐患。

建设完善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对于古建筑防火问题而言，工作的重点还是应建立在“防”上，强化对文物古建筑的防火管理。这中间，地方单

位应从实际出发，对古建筑物的防火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即落实消防规划。其次，地方单位应在文物古建筑上增加一

定的经费支出，并要求各级单位签订关于古建筑文物保护的消防责任书，并会同消防部门进行监督。此外，在强化对

古建筑防火体系的过程中，相关单位还应该加强对火灾隐患的排查，尤其是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排查工作。并且为提

高隐患排查工作的效率，还应确立相应的追责制度。总之，在创设并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的过程中，应秉持严防的

思想，不断完善安全责任体系[3]。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进行消防隐患防范工作的过程中，相关单位应安排专门

的古建筑防火管理人员，并要稳抓防火演练工作，以此来为古建筑防火提供全方面的体系支撑。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加强防火宣传

为提高古建筑消防自救能力，在对文物古建筑进行防火工作时，可采取群防群治措施。在进行具体工作时，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并将保护工作以及整改工作相结合，对管理工作也要重视起来，既可以使古建筑安全得到

保障，还可以减少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从而有效保护文物古建筑。为使消防防火安全防范工作顺利进行下去，则需要

定期对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进行专项整治工作以及开展自查工作，还要重视将消防安全对古建筑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

及教育，并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安全常识向其进行宣传，从而提高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并落实文物古建筑保护工

作。此外，还要发挥群众力量，增强人们自觉对文物古建筑进行保护的意识，可有效保证古建筑的安全。

构建完善的消防设施设备

一般情况下，火灾发生 分钟后会迅速蔓延。因此，要在这一时间段内迅速报警，并对人员进行全面疏散；要

设置科学合理的自动报警系统，主要有探测器、区域报警器、集中报警器等设备构成，都有较高的灵敏度，发出及时

有效的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主要有自动喷水系统和手动喷水系统。自动监测系统对高层建筑的消防情况进行实时

在线监测，及时发现消防隐患并发出警报；防排烟系统对火灾产生的大量烟气进行有效排出，避免对人员造成伤害；

加压送风系统避免烟气回流到室内，为建筑内人员提供新鲜空气。

加强有关人员消防安全意识

文物古建筑管理者和使用者必须有较高的消防安全意识，严格使用各类电气设备，尤其是插电板、电动车等设

备。在使用明火时，应当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到“人走电断、人离火灭”，坚决避免出现电气设备长时间待机运行，

或者明火无人管理等问题。对文物保护区和日常生活区，要有明显的防火分隔装置，无论在古建筑内部还是外部，都

不允许吸烟，这就需要做好对游客的防火安全警示和教育工作，在景区内要多设立消防警示牌。

总而言之，对文物古建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进行防火保护，在对其进行防火保护工作时，还要不断采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装备，以有效预防发生火灾可能性。与此同时，还需要各级政府对古建筑消防保护工作重视起来，大力支持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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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工作，并促使古建筑防火设施得以改善，加强宣传防火力度，预防文物古建筑火灾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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