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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火灾事故灭火救援方案

李建华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广大民众对于环境及安全相关的问题的关注程度显著提高。地下建

筑空间因为其自身的特殊结构和特点，即内部通道多、各类业态紧密衔接，如果发生火灾险情，后果将不堪设想。火

焰在地下空间蔓延速度比较快，容易在短时间内生成有毒的浓烟，火焰扑救以及人员撤离难度较大。本文首先提出了

研究的主要问题，随后结合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富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的灭火救援方案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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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大家对工作环

境与安全性问题的关注度开始逐渐的提升。地下建筑空

间火灾事故中，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内部通道较多，和

经营业相互衔接在一起，一旦出现火灾的情况，后果就

会不堪设想。火势蔓延速度快，容易在密闭空间内产生

高温浓烟，人员疏散和火灾扑救工作难度大。因此，文

章首先提出了需要探究的主要问题和内容，之后，根据

当前的现状，针对性的构建出合理的灭火救援路径。

1 地下建筑通常出现问题的主要内容

地下建筑空间的主要特征

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进

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工作与生活空间内的安全问题的

关注程度出现了显著的加强。在特殊的空间例如地下建

筑物的空间内，可能包括有购物中心、商品批发商城、

地下停车场、物流仓库以及各类娱乐场所等业态，此类

场所中不仅内部结构相对复杂，其中的人员流动数量也

比较大，并且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因此出现安全问题的

情况下人员的撤离比较困难。相关地下建筑物中，楼层

以及各类通道的数量也比较多，在此类特殊的建筑空间

内，有关于消防安全的技术运用过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和阻碍。如果此类建筑空间内发生了火灾险情，那么在

其中的被困人员的安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甚至还可

能对于相应的消防灭火作战计划的顺利进行带来不必要

的不利影响[1]。

地下建筑空间火灾事故中问题的主要内容

地下建筑物中的消防设施的修建过程中，必须结合

现场的实际情况，依据地下建筑物空间的主要特点，优

化和完善其主要的性能与指标，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

使其满足现阶段地下建筑物火灾扑救以及人员救援的各

方面要求。然而在具体实践进程之中，因为地下建筑物

空间内出现的火灾事故具有种类复杂的特点，而且一旦

发生了火灾事故就会大概率致命的特殊属性，造成其消

防灭火救援进程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关键性问题。因此，

怎样根据地下建筑物空间中火灾的实际特征，设计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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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的灭火救援执行路径？怎样确保被困人员的人身

以及财产的安全？相关问题成为当今地下建筑物空间灭

火救援工作中，急需探索与解决的关键问题[2]。

2 地下建筑物空间中火灾事故的主要特点

地下建筑物空间火灾事故研究范围

通过过往的实际案例中，我们可以对于地下建筑物

空间内火灾的范围得到相对比较广泛的认识，比如建筑工

程、结构工程、通风工程等全都属于该类火灾特点的研究

范围，并且研究中交叉性的学科数量较多。从消防任务的

角度来分析，多数地下建筑物的空间都缺少采用天然的日

光进行采光，火灾事故的突发性比较明显，并且由于其建

筑特点，火灾事故的隐蔽性较强。因此在出现火灾事故的

初始阶段，假如没能及时地发现，就容易引发范围较大的

事故，火势得到控制的难度也会相应地增大。

地下建筑物空间火灾事故的主要特点

地下建筑物空间火灾按照种类一般可分成场站火灾

以及区间隧道类型的火灾、设备装置以及施工火灾等若

干种类。在这些类型中，火灾事故的主要特点能够划分

为如下的几类。第一类，火焰蔓延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燃烧势头比较猛烈。这是因为地下建筑物空间内部装修

材料使用比较复杂，电器使用的线路纵横交错，自然类

型的采光以及通风效果欠佳。而且地下建筑物内部的通

道布局相对比较复杂，通道内部很可能会存放大量可燃

性物品。假如发生起火的现象，将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迅速蔓延。因此只有增强预见性或是在开始的时间内将

火势进行有效的控制，才能够符合现阶段的发展方向。

第二类，地下建筑物空间如果发生火灾事故，将会发出

高热的浓烟以及高温的有毒气体，这些有毒有害气体都

是火灾扑灭以及人员救援工作中的难点。在相对封闭的

地下建筑物空间内部，大量的烟气处在封闭的情况下，

而且烟雾中还伴有毒气，火势蔓延起来也会比较迅速。

空间内的温度上升时，短时间就可以达到800℃~900℃

的区间。第三类，地下空间内部的人员密度比较大，而

且撤离时组织起来相对困难，很容易导致人员的伤亡情

况。相关的场所中多数均为娱乐或是消费类型的大型公

共场所，内部在营业的高峰期间。人数有可能达到成百

上千的量级。如果在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火灾事故，

将会导致被困人员发生混乱，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出现

地下建筑物空间火灾容易发生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

原因属于是人为因素，比如没有熄灭的烟头、内部人员

携带的易燃物品等；此外还有地下空间内部的电气故障

的原因，某些地下建筑物空间内部的电力装置会发生潮

湿或是老化、瞬时过载、日常维修保养不当等情况，加

大了发生火灾的潜在隐患[3]。

3 地下建筑物所属空间火灾事故的灭火解决方案

在火灾刚发生时相关消防救援人员所采取的救援

措施

地下建筑物所属空间发生火灾的初始阶段，内部浓

烟的浓度仍处于比较低的阶段，因此相关消防救援人员

如果能够迅速将初期火灾扑灭，进而完全控制住火势

的蔓延是地下建筑物灭火救援的关键解决方案。在通常

状况下，此类公共场所中均能安装火灾报警装置，如果

发生火灾，就必须及时报警，进而通知相关人员进行疏

散。与此同时，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在对于火场被困人员

进行疏散的过程中，还必须应用各种消防装置，在最短

的时间内把排烟装置完全开启，确保将内部浓烟毒气进

行深度净化。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在日常的训练中，必须

最大限度地提升应急疏散及排烟散热的工作效率。心理

素质必须过硬，大幅提升实战训练的强度，确保火场被

困人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撤离及逃生。利用机械

排烟装置及喷雾水枪针对高温有毒有害气体实施稀释，

提升现场随机应变的能力。

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必须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战术进

行灭火救援任务

现阶段，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在收到火情报警信息以

后，就必须按照地下建筑物所属空间的真实构造及布

局，对于救援路线进行科学的研究。根据相关消防法规

及技术标准可知，我国一类居住建筑要求消防水枪的最

小额定流量为5.15L·s -1~6.85L·s -1，因此所需储水箱

的最小额定容积大于等于12.75m3，单枪供水的时长为

30.15min~40.75min。基于此，一类公共建筑物所需的水

枪最小额定流量同上，其所需的储水箱最小额定容积大

于等于18.85m3，单枪供水的时长为46.25min~60.75min。

二类居住建筑物所需的水枪最小额定流量同上，其所需

的储水箱最小额定容积大于等于6.75m3，单枪供水的时

长为15.75min~20.15min。根据相关公式计算得出实际用

水，进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前方用水的安全强度。相关消

防救援人员在到达火灾现场以后，消防指挥员能够对于

火情进行全面细致的观察，以最快的速度将整个过程进

行布局。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在进行火场侦查工作的过程

中，必须根据地下建筑物的二维工程平面布置图，在第

一时间掌握最正确可靠的救援相关内容。针对地下建筑

物所属空间构造的布置状况，具有较强针对性地进行实

战化训练，强化实战演习，最大限度地提升火灾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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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水平。

多种类型灭火模式进行合理组合

在通常状况下，不同区域或是地下建筑物所属的空

间，必须根据真实状况，行之有效的选取具有针对性的

灭火救援预案。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火场被困人员的

疏散，并且使用地下建筑物内部安装的消防救援装置进

行灭火，采用固定与移动相互结合的模式在最短的时间

内将火势完全控制住。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在仔细侦查以

后，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选取最合理的救援线路，在第

一时间到达地下建筑物内部的火源具体位置，进而判断

用水需求量，使用消防水枪进行内攻式灭火救援。在火

情蔓延的过程中，浓烟毒气就会持续地扩散，在面临此

类危险的状况时，相关消防救援人员就必须利用自身佩

戴的各种照明装置或水车，实施灭火救援任务。在相关

消防救援人员无法进入火场的状况下，此时必须应用泡

沫灭火装置向地下建筑物建立内部喷射的灭火模式。该

技术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稀释浓烟毒气的浓度，还能够

显著提升实际的灭火效果，进而完成安全灭火的目的，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宝贵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进步，地

下建筑物所属空间如果发生火灾安全事故，均会造成非

常严重的人员伤亡事故以及经济财产损失。基于此，为

了降低这种损失及风险就要求相关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人

员强化安全知识的培训、大幅提升自身的心理素质、在

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和疏散火场被困人员。相

关消防救援人员必须根据火灾现场的具体地形，找出合

理的救援线路，大幅压缩灭火救援的时间，进而最大限

度地提高消防救援的工作效率。快速采用一切能够救人

的方法，全方位使用地下建筑物安装的消防救援装置，

现场搭建起应急通信保障措施，确保灭火救援任务具有

针对性，相关消防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合理规划设计防烟

及排烟系统，进而达到科学的救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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