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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与防火监督管理研究

张迎凯

北京市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　北京　100040

摘�要：高层建筑能够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但是建筑内部安装的各类电气设施相对较多，结构复

杂，给消防救援工作带来了诸多困扰，一旦高层建筑中存在消防隐患，且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很有可能引发火灾事

故。在通常情况下，高层建筑中的人员较多，疏散难度较大，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安全，降低火灾

风险，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高层建筑的防火监督工作，相关工作人员需要结合建筑中消防设施的实际情况，制

定合适的监督策略，充分发挥防火监督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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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层建筑的发展代表城市现代化建设水平，但其自

身存在火灾隐患也是当前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挑战。

因此，需有关管理人员积极主动地做好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与监督管理工作。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结构复杂、跨度

大且面积相对较为集中，导致高层建筑火灾隐患较大。

高层建筑楼层较高，常规的消防设备无法满足消防灭火

需求，故需做好消防安全与防火监督工作，从而最大限

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有效减少高层建筑的

消防安全隐患，需要针对隐患存在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

分析，从高层建筑的设计施工开始，到建筑投入使用之

后，都需要完善的管理措施和防火监督工作，并积极应

用新型消防设备，降低建筑内部的火灾风险，以此保障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高层建筑消防管理的重要性

高层建筑的火灾发生概率相对较高，是城市消防监

督的重点对象。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极大地增多了我

国的高层建筑数量，其功能也变得更加丰富，商业类

高层建筑具有较大的货物量和人流量，而老旧高层建筑

还存在线路问题，进而产生了相关的火灾隐患，增大了

高层建筑的安全风险。通过对高层建筑的消防监督管理

能力进行提高，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消除安全隐

患，使火灾对高层建筑造成的威胁得到降低。在高层建

筑发生火灾后，其火势也逐渐蔓延，极大地增加了救援

难度，延长了群众的疏散时间，容易造成严重损失。对

此，需要全面增强高层建筑对设备的监督管理能力，使

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证[1]，通过加强监督使高层建

筑安全得到保证。

2��高层建筑火灾的特点

2.1  高层建筑结构复杂，耐火性不强

高层结构层数多、建筑垂直高度高，为提高高层建

筑对外部风力等载荷的承载能力，通常高层建筑会采用

钢结构，而非质量较大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的耐火性

不强，常见的钢结构在600℃的高温下会发生结构变形，
致使高层建筑承载力降低，在高强度负荷下出现建筑坍

塌现象。

2.2  火灾危险性大，蔓延速度快
高层建筑的人口密集，相较于低层建筑，单位面积

承载的人口数量更多，人员疏散大多通过安全出口与安

全通道。一旦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在高层建筑内的窗帘

等易燃物的助燃下，在高空强劲的风力与风速作用下，

高层建筑的火情迅速蔓延。同时，火灾的发生也会产生

大量的浓烟，浓烟的蔓延速度更快，可在短时间内占据

高层建筑的各通风要道，如安全通行楼梯以及管道等[2]。

在火情与浓烟笼罩下的高层建筑面临着严重的火灾危险

性，短时间内给高层建筑的人员带来极大的疏散难度。

3��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与防火监督管理现状

3.1  消防设计不规范
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的根本在于消防设计阶段的质

量控制水平。当前，高层建筑消防设计不够规范，消防

设施及器材多项与规范要求项目存在偏差，包括手动火

灾报警按钮、感烟探头、喷淋等设施。特别是早期建设

的高层建筑，因高层建筑消防设计规范更新，多个设计

项目与规范不相符，无法在高层建筑火灾事故出现时发

挥应有功能，埋下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

3.2  消防管理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足或缺乏
消防设施的使用、维护保养具有一定技术性要求，

也有一定难度，很多管理方在管理上没有配备相应专业

技术人员负责日常维护保养工作，或聘请第三方服务

机构负责，存在不会用、不敢用的情况，更不会检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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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以致于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发现，更不会及时维修，

常常出现发生火灾了而报警系统没报警、防排烟系统未

联动、消火栓没水等问题[3]。消防控制室是消防设施控制

中心，按要求应配备持有消防设施操作证的人员值班，

目前各物业公司控制室值班人员脱岗、不会操作、未持

证等情况普遍存在，导致在关键时刻消防设施不能发挥

应有的作用。

3.3  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明确，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
高层建筑大多为住宅或写字办公楼，其内设功能与

结构复杂，包括休闲场所、办公场所、公共活动场所

等，不同分部的所有权、使用权与管理权大多呈分离状

态，如企业向业主租赁场所作为办公区域，其享有办公区

域的使用权，而无办公区域的所有权；高层建筑的物业虽

享有一定的管理权，但若是高层建筑的承租户与人员流动

量较大，其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也易出现捉襟见肘的问

题[4]。同时，由于高层建筑的权属分离，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划分不清、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划分不明，不少高层

建筑虽在制度上形式化地明确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但管理

部门之间相互推诿，致使消防监督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

存在诸如消防通道被占用、安全疏散出口堆满杂物、消防

栓内水压不够、地下车库内违规所使用液化石油气瓶装、

室内随意改建装修或私接大功率用电设备设施等问题。

3.4  救援基础设施建设及保障能力低
高层建筑按照规范设计了相应的消防车道、登高作

业面，以保障发生火灾后，消防救援车辆能及时到达，

并专用于展开消防救援行动。近几年随着家庭车辆数

量迅速增加，高层商业物业、住宅小区等因停车位数量

有限，原先设计停车位数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消防车

道、救援作业面被堵塞占用、消防车辆不能及时到达火

灾现场开展灭火救援作业、延误灭火救援行动的事件经

常发生。对于高层住宅小区来说，电动车数量呈几何式

增长，电动车充电设施配套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居民充

电需求，很多居民将电动车入楼或是飞线充电。2消防安
全管理制度缺失当前高层建筑消防管理制度存在缺失，

制约了楼道占用、堆放以及业主室内违规行为的监督管

理[5]。一旦高层建筑公共通道被业主私人物品占用，或者

业主在室内堆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或进行电瓶车充电，极

易造成突发消防事故。同时当前并未明确高层建筑消防

通道堵塞时的管理规范，部分早期建成的高层建筑现有

车辆停放地区无法满足居民需求，极易造成居民在消防

通道停靠车辆，埋下了消防安全事故隐患。

4��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与防火监督管理措施

4.1  加强防火设计

部分高层建筑因为建筑设计者未能严格按照消防安

全相关要求，导致建筑内部出现消防安全隐患。因此，

监管部门需要严格审核高层建筑的设计图纸，以减少

消防安全隐患。第一，监管部门应着重审核高层建筑内

部的防火防烟设计，重点确认建筑内部的电梯井、楼梯

间等设施所占的建筑面积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结构设计

是否合理。例如，在设计电梯等货物区域与消防通道时

需要保证电梯等候区域处于开放状态，并且与公共楼梯

相通，不需存在防火分隔，以此增强建筑内部的排烟功

能。一旦发生火灾，建筑内部的防火防烟设计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降低逃生难度，为居民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6]。

第二，监管部门需要严格审查建筑内部的消防供水设

计，建筑设计者需要依据高层建筑的消防供水体系将供

水设计分成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常高压，另一方面是临

时高压，并通过不同的供水方式对供水体系进行规划，

以此保证水压符合灭火需求，同时需要保障消防供水体

系具有充足的水量，提升消防救援的效率。

4.2  加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力度
在高层建筑内部，相关方应转变思维模式，加强对

消防安全问题的关注力度，指派专人跟进消防政策、法

律规范、标准，及时修订、增加、删减宣传内容，加

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强度，并协同区域消防支队开展高

层建筑消防疏散演练，让每一位业主及使用者亲身体验

搬运伤员、云梯车救援等内容，促使每一位业主及使用

者认识到建筑火灾的危害，主动举报、规避消防风险行

为，并在面对突发火灾时第一时间反应，降低建筑火灾

危害[7]。同时由具备健全消防知识、强烈责任感、丰富管

理经验的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安全讲座，循序渐进

地提高建筑内部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并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编制可行性较高的消防安全宣传手册，在电梯厅、

建筑一楼大厅、公告屏幕等位置张贴消防安全图片，轮

流播放消防安全视频。在线下宣传教育活动开展的基础

上，还可以借助微信、抖音等线上新媒体平台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的碎片化宣传，全面增强高层建筑业主以及使

用者关于建筑火灾疏散、逃生技能的认识，自觉防控火

灾根源。因我国高层建筑规模、高度具有较大区别，在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宣传时，应根据建筑内部具体环境进

行不同消防安全知识的搜集、筛选、组织，并在消防安

全知识宣传前，组织人员进行演练，调整消防安全知识

宣传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4.3  完善建筑消防设施
在高层建筑中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当为初期火灾

时，可以利用内部消防设施进行扑救，因此，内部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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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全面强化内部消防

设施的监督和管理，从而使高层建筑的防火应急能力得

到提高。在高层建筑消防工作中，自动喷水灭火设备以

及防烟警报设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相关使用单位

要对这些设备做好保护工作，及时更换和维护过期、破

损以及丢失的设施设备，对火灾发生有效预防[8]。在高

层建筑中，其内部配备的消防设备包括消火栓以及灭火

器等，需要定期开展检测和保养工作，并监督其外部条

件，保证消防通道的通畅性，完善外给水措施，从而使

高层建筑的防火能力得到提高。

4.4  深化消防安全培训教育
物业管理人员、业主、承租户是高层建筑消防监督

防护的重要主体，也是日常排查与消除消防隐患、防止

火灾事故发生与进一步扩大的主观能动体，消防安全

主管部门以及物业管理部门应定期面向全体业主、承租

户、物业人员以及消防监督专职与兼职人员开展消防安

全教育、讲解消防设施操作规范，帮助其树立严谨的消

防安全意识，从思想层面筑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与消防

设施规范操作的堤坝，降低高层建筑火灾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9]。同时，消防安全主管部门应定期面向高层建筑管

理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实战训练，组织物业管理部门的消

防监督专职与兼职人员学习并熟练使用消防安全设施，

并在有序统筹下利用高层建筑现有资源应急避险，利用

安全通道紧急疏散，真正实现高层建筑内住户“四懂四

会”。“四懂”即懂火灾危险性、懂预防措施、懂扑救

方法、懂逃生方法。“四会”即会报火警、会使用消防

安全设施、会处理险兆事故、会逃生。通过消防安全的

理论教育与实战演练，提高高层建筑住户预防、处理、

应对高层建筑火灾的应急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高层建

筑资产与人员安全。

4.5  创新管理监督模式，提高管理专业水平
目前高层建筑规模数量相对于消防管理人员工作量

来说较为繁重，加快“智慧消防”建设，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将与消防有关的

服务主体进行整合，推动社区安装智能摄像头、电气火

灾监测、消防设施监控等技防设施，实现动态监管、全

时防控，减少人员在巡查、防范中的压力。积极鼓励业

主、物业服务企业采取聘请社会消防安全服务机构的方

式，为高层建筑提供消防设备设施维保、检测、培训、

管理的专业人员和服务，提高消防管理专业水平，提升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层建筑层数高、空间大，且人员密

集，内部可燃物多，竖井、管道多，一旦发生火灾，火

势蔓延迅速，人员和物资疏散困难。火灾发生时，消

防救援队伍的灭火救援行动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因此其灭火救援行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通常

情况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直接会影响建筑火灾事故发

生的概率及火灾救援工作的有效开展。消防安全工作只

有落实各级管理职责，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开展好

日常消防管理工作，才能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最

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辛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思考[J].今日消
防，2022，7(9):59-61.

[2]刘欣.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的优化策略探究
[J].中国设备工程,2022(8):52-53.

[3]刘欣.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的优化策略探究
[J].中国设备工程,2022(8):52-53.

[4]蒙超.对高层建筑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的思考[J].消防
界,2020,6(17):85-87.

[5]冯铁军,赵远.高层建筑消防隐患与防火监督工作探
析[J].今日消防,2022,7(10):89-91

[6]许禄权.建筑消防设施管理状况及其改进措施[J].中
国住宅设施,2022(5):77-79.

[7]王维雄.如何做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消防
界，2021，7(5):110-111.

[8]冯绍领.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现状与消防监督
管理模式探讨[J].消防界(电子版),2022,8(23):142-144.

[9]苗新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问题及防火管理策略分
析[J].今日消防，2021，6(5):139-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