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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地下的建筑物逐渐增多。地下建筑，尤其是地下公众

聚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因为地下建

筑出口一般较少，密闭性好，通风条件差，火灾中可燃物产

生大量的烟雾，将从起火部位以每秒１ｍ的速度向四外对流

扩散，直到充满整个空间，呈现聚积不散的状态。因此，深

入分析地下建筑的火灾发展特性和目前存在的问题，研究火

灾预防的对策，是目前消防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下

建筑的火灾特性 （一）不完全燃烧产物和有毒气体含量多，

火场内部温度高，阴燃火势隐蔽，易引起复燃。地下建筑因

其密封性好，火灾后大量物质的燃烧速度与燃烧的充分性受

到影响，造成燃烧速度慢、阴燃时间长、产生浓烟和大量有

毒气体，同时蓄热温度随之升高，产生高热烟气流。而当某

一阴燃部位突然同外部空气形成对流时，火势又会迅速起燃

，重新形成大范围的燃烧，给在场扑救人员造成极大的危险

。 （二）内部格局复杂，出入通道少，导向标识不易发现。

多数地下商城、娱乐场所内部结构复杂，有的互相贯通，顾

客经常摸不清方向。特别是环形地下商城，给顾客造成的方

向性模糊程度更为严重。其次此类场所安全出入通道数量少

，尽管国家《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对地下建筑的安

全疏散各项指标均有明确规定，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都达不

到这一标准。此外，多数地下场所内的安全疏散指示标志都

设在顶棚，不易于辨别。 （三）部分场所人员流量大，安全



疏散困难。据实地调查，在上海市几个大型的地下商业中心

或公共聚集场所中，双休日及节假日的日客流量可达15万-20

万人次。在这些人员中，老人、妇女、儿童和外来人员占多

数，他们的特点是盲目性强、方向性差、易于惊恐慌乱，同

时缺少消防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危急情况下急于逃生

，互相拥挤，极易堵塞疏散通道，容易引发群死群伤的火灾

事故。 （四）贮存物品种类杂、数量大，在繁华街道、广场

、十字街等处，大力开发地下空间，以其宏大的规模，多种

经营方式，开设购物中心、商品城、娱乐广场、停车场、大

型仓库等行业，这样的地下建筑不但使用面积大，而且贮存

的物资种类杂、数量大，给防火灭火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有的地下商品批发市场，平均火灾荷载密度约为100kg/

－300kg/，如发生火灾在得不到充足的空气情况下，燃烧时

间将会持续6h－18h，是地面同样荷载燃烧时间的3倍。 （五

）内部纵深大，层数多，灭火战斗困难凡大型地下商城、汽

车库，其建筑都有较大的长度，以哈尔滨市金街地下商贸城

为例，其两个安全出入口中间距离一般都有50余米，火灾中

战斗人员如从一点向内进攻，受高温、浓烟和光照度的影响

很难接近火点。特别是对负二层的火灾扑救，因其复杂程度

高于一层，其难度更大，使灭火行动受到限制。其次，消防

部队目前配备的装备器材性能指标，不能满足地下建筑火灾

的扑救需求。一般无线通信器材在地下建筑内发挥不了作用

，只能依靠通信人员来实施信息联络。从时间上、质量上都

无法保证命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生产的正压式空

气呼吸器大多数设计时间为60min（安全使用时间为45min）

，长管（推车式）空气呼吸器还没有装备，在有限时间内，



很难对纵深较大区域内的火势进行有效打击。 二、地下建筑

的消防安全现状及原因 如今多数地下建筑先天不足，安全疏

散出口数量或疏散距离不足，消防设施不到位或缺乏保养，

建筑的自防自救能力差。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一

）对《消防法》的学习贯彻不够，防火安全意识不强。未经

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同意擅自改建、装修或改变使用性质的现

象还屡有发生，再加上此类场所大多存在防火分区超面积、

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疏散距离偏长、消防设施不到位、“三

合一”等问题，给防火工作带来困难。 （二）消防设施投入

不足，消防设施维护管理不善。部分单位太过注重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消防安全，有的在建设时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固定消

防设施，即使设置了，有的为增加使用面积，把消防设施圈

占在包房或商铺内而影响了正常使用。有些单位在消防验收

后就认为万事大吉，消防设施长期不进行维护、保养，致使

设备元件老化、损坏等不能被及时发现。 （三）管理层对消

防管理不力。尽管地下场所都普遍制定了防火安全制度，但

实际上许多场所管理仍不到位，制度形同虚设，措施不力。

从调查情况看，违章吸烟、乱接乱拉电线、违章使用大功率

电器、圈占消防设施、堵塞消防通道等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三、加强地下空间防火安全工作的对策 （一）加强消防宣传

力度，认真贯彻落实《消防法》和公安部61号令。各地下空

间的主管部门要组织使用单位负责人和有关责任人开展对《

消防法》和公安部61号令的学习，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的方针，强化“法定代表人就是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

单位的消防安全负全责”的思想，把消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来抓，从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



制度，切实加强单位防火安全工作。 （二）规范设计和施工

，加强对地下建筑的消防设施的投入。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建筑物原有防火分区、防火分隔措施

、安全疏散体系和固定消防设施情况，在建设中要规范设计

和施工，因地制宜、合理合法地开发利用地下空间，不能重

经济效益轻消防安全，保证必要的消防资金投入，提升抗御

火灾的能力。 （三）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地下建筑防火安

全工作的管理、检查和督促。建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地下

建筑上级单位要各司其责，加强对地下建筑的防火安全工作

管理，经常督促使用单位管理人员执行《消防法》和公安

部61号令等有关法规、规章和制度，并定期开展防火安全检

查，及时发现和堵塞漏洞，确保万无一失。 （四）加强员工

消防安全教育，对存在的火灾隐患要从速从严落实整改。各

单位要加强内部的防火宣传，对职工和经营者进行防火安全

知识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防火安全意识和防火技能。同

时，要经常组织自查，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遵照《消防法

》和公安部61号令等有关规定从速从严进行整改，防止火灾

事故的发生。 （五）强化消防监督。公安消防部门要在政府

领导下，密切配合，建立起经常性的工作机制，在地下建筑

的立项、审批、管理、消防验收和防火检查诸环节中，严格

落实国家有关法规和消防技术规范，并切实加强依法监督检

查和火灾隐患治理工作，遏制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

，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