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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救援中的安全防护技术与方法

李建华

火灾事故不仅会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还影响着一线消防员的人身安全。为让灭火救援工作有

序、规范、安全的开展，长期以来，各级消防救援队伍致力于打造具备现代化消防作战理念的战斗队伍。然而事实

上，大多数消防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责任意识淡薄，且安全防护能力不足，增加了人身安全隐患。消防员作为灭火救

援作战行动的主力军，必须具备良好的安全防护意识，掌握一定的安全防护技能，具备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与现场组

织能力，在保障公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的同时，做好个人防护。本文对灭火救援中的安全防护技术与方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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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灭火救援作战行动中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

安全防护意识淡薄，安全防护制度落实不到位

近年来，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均开展了灭火救援作战

训练安全管控专项活动、灭火救援安全员培训、作战训

练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但笔者通过调研了解发现，

部分一线执勤单位均存在消防员（含政府专职消防消防

员）对各项规章制度了解不深入，安全防护落实不到

位，日常安全教育敷衍了事的情况。在灭火救援作战行

动中，存在未按照要求配备安全员（安全官），火场纪

律不严明，救援行动秩序不合理的现象。在灭火救援作

战行动开始前及结束后，存在忽视交通安全的现象，有

的消防员在进入灭火救援现场前，未正确穿着和佩戴个

人防护装备，多数消防员甚至不佩戴阻燃头套和防护手

套，在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工作的情况下进入火场灭火[1]。

火灾事故现场警戒不彻底，侦察不细致

当前，一些单位在灭火救援现场作战时，未能根据

灾害类别、特点、规模范围，科学确定警戒区域，划定

警戒范围和区域分割，未能做到严禁无关人员和车辆进

入。在一些灾情处置过程中，有些负责警戒的人员着装

不整齐、未带齐通讯、照明、警戒警示等器材，未能保

持注意观察，未能及时发出声光警示信号等情况，加重

了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一些单位的执勤训练安排缺乏

科学合理性，存在消防员对火场侦查程序掌握不够深的

情况，并且未能做到每日定岗定人，一旦辖区内发生火

灾事故，灭火救援作战行动慌乱无序。在一些灾情处置

过程中，部分消防作战指挥员的火情侦察意识薄弱，未

能快速查明燃烧物质的种类与性质，无法快速查明进入

火场的最佳路线及安全撤离路线，整体灭火救援作战行

动杂乱无序。另外，一些单位还存在的灭火救援作战预

案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实际效用的问题，极易造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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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情况。

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备，安全管控受限

尽管上级对各基层消防救援队伍的安全工作提出了

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情况不理想。一是基层队站存在

早交班消防器材检查工作流于形式，未能对消防车辆、

器材进行全面检查的情况。二是部分消防员对消防器材

的使用掌握不够熟练，平时既不注重理论学习，也不注

重业务训练，实践作战经验匮乏，在面对突发性、大规

模的火灾事故时，由于消防员自身知识结构与实践作战

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对警情等级、事故特点及危害程度

判断不精确，加大了伤亡事故的发生概率。三是一些队

站使用对讲机不规范，在调集作战车辆多、通道狭窄、

作战区域受限、正常的通信联络受到干扰的情况下，现

场作战指挥混乱无序，现场指挥员不能及时了解作战力

量的位置、作战能力、阵地部署情况，无法对作战安全

进行管控[2]。

消防器材及灭火剂配置不满足救援工作需求

灭火救援作战行动具有多变性、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

性，但基层消防救援队伍普遍存在消防器材及灭火剂配置

不完备的现象，一些消防救援站仅能满足警戒、侦检、破

拆、灭火、救生、排烟等随车器材配备，未配备消防机器

人、无人机、移动供气源和空气呼吸器智能监控装置等装

备，未配备充足的泡沫灭火剂，在一些突发的大型灾害现

场，现场作战指挥人员无法根据火灾事故现场的特殊情况

对消防器材及灭火剂进行灵活调整，延误了灭火救援的时

间，甚至因此而影响灭火救援行动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因

此导致灭火救援行动安全事故的发生。

2 消防灭火救援作战行动中加强安全防护的有效策略

加强消防员安全防护教育

首先，各基层消防救援队伍要定期组织一线执勤消

防员学习作战训练安全要则，尤其是实战模拟演练前

后，以及重大节假日期间，更需加强安全防护基础知识

学习，增强消防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其次，各基层消防

救援队伍还要加强消防员对紧急避险知识的学习，促进

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指导的相互结合，扩充消防员的理

论知识储备，提高消防员的灭火救援技能水平，促使消

防员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最后，安全理论教员要站位

消防员的角度，结合实际，开展安全防护知识教育，切

忌过于理论化，造成消防员未能理解安全防护知识的情

况。基层消防员在未掌握操作规程之前，不要轻易上手

操作，执行任务前必须掌握相关安全操作规程[3]。

提升消防员火灾事故现场警戒和侦察能力

消防员进入火场前，必须对火灾事故现场概况予以

快速且精确的判断，并做好警戒工作。在此基础上，安

排专业的、经验丰富的消防员对火灾事故现场概况展开

动态掌控，并将关键信息及时反馈给各参与灭火救援行

动的工作组。只有全面了解火灾事故现场概况，消防员

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快速抵达和切断起火点的同时，

快速控制灾情并保障个人生命安全。尤其是处于危险区

的消防员，必须提前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工作，保持清醒

的头脑，紧急疏散被困群众，快速撤离安全地带，进而

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如果火灾事故现场被困人员

较多，无法第一时间撤离，则可根据建筑内部结构特

点，临时规划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区，以免被困人员烟

雾窒息、触电或发生踩踏事件。

严格执行安全防护规定，落实防护措施

消防员每次参加灭火战斗时，必须根据火场危害程

度，严格按照防护等级要求采取防护措施。通常情况

下，必须着消防员灭火防护服、靴，佩戴消防头盔、灭

火防护头套、消防手套、消防腰带、应急逃生自救安全

绳、呼救器、方位灯、照明灯等基本防护装备，携带空

（氧）气呼吸器，根据要求佩戴通信设备并保持通信畅

通。进入高温、热辐射强和有爆炸危险区域时，必须着

消防隔热服、消防避火服或防爆服，佩戴防高温手套，

视情着降温背心。消防员在特殊环境作战时，应采取针

对性防护措施。进入高温、浓烟、有毒、缺氧区域、封

闭空间时，必须佩戴使用空（氧）气呼吸器或移动供气

源，严禁使用过滤式防护装具。开放式有毒区域也可使

用强制送风呼吸器、消防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进入带

电区域作战时，必须穿戴电绝缘服、绝缘靴、绝缘手

套等防护装备，携带漏电探测仪、绝缘胶垫、接地线

（棒）等器材。高空作业时，应穿戴救生吊带，携带安

全绳，配备防坠落辅助设备。参加灭火救援行动的全体

人员，均应牢记各类灾害事故处置安全规定和操作规

程，不得违规作业，每名救援人员都有纠正他人危险作

业行为的权利和义务，严禁违反规程。

配置完善的消防器材和灭火剂，加强消防

装备器材维护保养随着消防部门体制改革的持续深

入，消防员的工作职责越来越重。在灭火救援作战行动

中，不单单要使用侦检、警戒、破拆等辅助设备，还

需合理使用防化、洗消及救助等多类型消防器械。各基

层消防救援队伍要根据辖区内灭火救援作战行动需求，

合理采购消防器械设备，优化消防员的个人安全防护装

备，维护每一位消防员的人身安全。同时，要加强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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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无人机、移动供气源和空气呼吸器智能监控等

装备配备，同时加强高压绝缘伸缩拉闸杆、绝缘剪断钳

等针对性装备配备。另一方面，针对辖区现有企业生产

的产品及储存原料，各单位应加强相应灭火药剂的储存

配备，特别是针对辖区大型化工厂、化纤厂、油漆厂、

溶剂厂、酒精厂、酿酒厂、糖厂、化工产品仓库存储的

醇、酯、醚、酮、醛、胺、有机酸等可燃极性溶剂，应

当加强抗溶性泡沫灭火剂配备。此外，在实战模拟演练

和火情出警后，应及时开展消防器械设备维护保养工

作，排除消防器械设备的性能故障问题，以备下一次紧

急灭火救援工作使用。同时也可以延长消防器械设备的

使用寿命，缩减消防救援队伍的器材购置成本[4]。

组织开展实战模拟演练，强化安全技能训练

基层队站需定期组织开展灭火救援演练活动，提升

消防员的灭火救援技能水平，增强消防员的心理素质与

临场应变能力。在日常训练过程中，一方面，应加强

对辖区对象单位的熟悉和演练力度。基层队站要深入辖

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居民住宅小区、商场市场等人员

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多时段、多频次、多区域的情

况“六熟悉”和实战演练，加强对灭火救援现场的熟悉

程度。另一方面，基层队站需要在平时训练中，明确划

分火灾事故类型，设置实战训练科目，让消防员掌握不

同火灾事故类型中的避险方法与呼救技巧，要提升消防

员在不同火场环境中的防浓烟、防窒息、防触电技能，

加强对建筑物及构筑物坍塌的预测。重点开展防护、侦

检、警戒、洗消等装备操作应用训练，以及浓烟、黑

暗、高温和密闭空间等环境中的实战训练和编组内攻、

梯次掩护、紧急撤离、自救互救等避险技能和操法训

练，在训练中要保证全程佩戴齐全各类防护装备，贴近

实战[5]。

结束语

消防救援队伍作战训练行动，遵循“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坚持消防员“生命至上”原则，

落实“一岗双责，在岗履职，齐抓共管，失责追责”相

关要求，为此，消防作战指挥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应

急反应能力与临场反应能力，合理调派每一位消防员，

在快速解除火情的基础上，保障消防员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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