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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筑消防设计要点与灭火救援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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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工程项目的体量一般较大，尤其是一些建筑工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一旦产生火灾就需要花费较大的人力、

物力进行救援。文章简要概述建筑工程灭火救援的难点，分析建筑消防设计中的几个要点，包括建筑内部设计、火灾报警系统、

消防给水竖管系统这三个方面，最后提出建筑工程灭火救援的对策，为提高建筑消防安全水平、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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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建筑消防

设计施工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大

型火灾的产生给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警醒。为了更好地减少火

灾事故，与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相关的人员就需要做好建筑消

防设计工作。当建筑工程内部产生火灾之后，更是需要采取

可靠的对策实施灭火救援工作，尽量减少人们受到的损害。

1. 建筑工程灭火救援难点

第 1，火势蔓延快。一旦建筑工程内部产生火灾事故，

火势就会迅速蔓延，特别是建筑结构中含有易燃材料时，很

容易引发大面积火灾。在现阶段发展建筑行业的过程中，一

些建筑物自身的结构比较特殊，内部竖向空间具有贯通性特

点，并且大规模的建筑工程项目中有较多通道和井道，产生

火灾时就会形成烟囱效应，这时火势会迅速向上层蔓延，之

后还会导致更多区域大面积燃烧。

第 2，供水无法保障。开展灭火救援工作的过程中，最

重要的就是及时供水，通过大量利用水资源减小火势，降低

火灾对于建筑物和人们的损害。但是一些建筑内部的供水很

难得到有效保障，固定给水设施经常会受到建筑工程项目设

计、材料使用及后续维护等的影响产生供水系统运行不畅的

问题，消防人员在灭火救援时无法完全依靠固定的给水设施

开展相关工作。在救援当中，消防人员经常会铺设移动供水

线路，但是其难度较大，会受到建筑结构和公共通道的影响，

导致移动供水线路的铺设速度滞后于火势的蔓延速度。

第 3，消防设计不合理。合理的消防设计能够给建筑灭

火救援奠定良好的基础。实际上，一些建筑物内部缺乏完善

的消防设施，还有一些建筑工程施工单位为了提高建筑物的

美观性，没有安装电气线路，或者将电线嵌入可燃夹层，会

加大产生火灾的几率。

2. 建筑消防设计要点

2.1 建筑内部设计

设计人员开展建筑消防设计工作时，需要以建筑内部

设计作为要点，保证建筑内部结构的安全性，减少产生火灾

的可能性。对于消防人员来说，实际产生火灾事故时，其能

够迅速进入到建筑工程内部及时灭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

筑内部设计的科学性。一旦建筑内部设计不科学，就会对消

防灭火救援造成较大的阻碍，不利于救援工作的开展。所以，

设计人员落实建筑内部设计的过程中，要优化消防指引路线

的设计，还要在建筑内部指明各个通道路径，在设计过程中

设计楼梯标示、楼层标示、房间数量标示、钥匙盒等，并且

明确指出消防设施的位置，为建筑消防灭火救援提供良好的

保障。

2.2 火灾报警系统

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没有火灾经历，一旦实际产

生火灾就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甚至一些人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道如何逃生和求救。设计人员开展建筑消防设计的过

程中，需要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在比较容易出现火灾的区

域设置报警系统或者报警装置，一旦发现建筑物存在潜在

的消防隐患，系统就需要及时发出警报，让相关负责人或

者工作人员及时对其进行处理。设计人员可以在一些重要

的空间或者设备间安装火灾报警装置，也能够在设计建筑

楼梯的过程中安装智能化报警设备，保证报警系统可以自

动化运行，加强建筑物内部人员的消防警觉性，确保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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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2.3 消防给水竖管系统

消防给水竖管系统由给水管网和水带这两个部分构成，

主要作用是连接建筑消防管网，满足消防用水的需求。设计

人员开展消防设计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针对消防建筑给排水

消防给水竖管系统设置独立的水泵系统，利用竖管对全部楼

层进行覆盖，建筑物的各个楼层则需要设置水带接口，为消

防人员开展灭火救援工作提供保障，使其在短时间内铺设好

水带，最大程度地体现水带的延展性特点。

3. 建筑工程灭火救援对策分析

3.1 快速疏散人群

针对建筑工程进行灭火救援，不仅需要保证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还要尽可能加强对建筑物的保护，避免其受到

过大的损害。不过，消防人员开展具体的工作时，仍旧需要

以快速疏散人员作为首要任务，对建筑物内部的人员进行疏

散，使其尽快离开火灾地点。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之前，

需要与建筑物的安保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及建筑物的使用单

位进行沟通交流，争取让更多单位配合灭火救援工作的开

展，进一步明确被困人员的位置和数量，提高灭火救援的精

准性。一些建筑物内部发生火灾之后，存在通信设备无法顺

畅运行的问题，组断了内部人员与救援人员的交流。消防人

员在疏散人群的同时，就需要通过无线通信设备与建筑物被

困人员保持沟通交流，尤其需要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避免

其自身的不良情绪影响疏散秩序，否则会加大灭火救援的难

度，无法在第一时间疏散人群。不同的建筑物在内部设计和

建设当中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消防人员需要与工程项目建设

单位取得联系，明确建筑内部的各种通道和消防设施的建设

情况，在疏散人群的过程中，应首选消防电梯。如果消防电

梯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安全隐患，就需要以疏散楼梯为主。如

果这两种情况都不允许，就要搭设消防云梯或者直接利用绳

索对建筑物内的人实施救援，以最快的速度让被困人员安全

逃出。

3.2 完善人员部署

建筑灭火救援的工作量通常都比较大，实际开展救援

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求消防人员到场实施救援，还要保证

救护人员、警察等立刻赶到新场，对被困人员进行施救的同

时，调查产生火灾的原因，查明产生火灾的位置，并且共同

构建完善的灭火救援方案，减少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开展

人员部署的过程中，需要将其与救援任务相互结合，合理制

定消防救援任务，将内部消防救援与外部消防救援力量相互

融合，最大程度地提高灭火救援时效性。在灭火救援的过程

中，消防人员一方面要对被困人员进行施救，另一方面需要

根据火情的不同状态实施灭火措施。所以，在人员部署的过

程中，应合理规划人员撤退路线和灭火进攻时间，保证火情

可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避免火情蔓延。当建筑火灾事故情

况比较严重时，负责消防部署的人员应最各个小组的人员提

出相关的任务要求，通过合理布设水枪的位置控制火情，使

得不同层级的火情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减缓火灾的蔓延速

度，提高火情控制实效性。需要注意的是，在部署人员的过

程中，要提醒各个消防人员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自身的安

全性，开展灭火救援工作时，还要保证小组内成员之间的专

业配合，保证救援人员之间的配合度与默契度，全面改善救

援灭火的状态，产生良好的灭火救援效果。

3.3 搭配灭火装备

灭火装备的应用对于建筑灭火救援来说不可或缺，消

防人员开展灭火救援工作时，要保证灭火装备的有效应用，

进而提高灭火效率和救援成效。消防人员在现场参与灭火救

援工作时，要选择质量较好的灭火装备，保证装备的专业性

和高效性，从而缩短救援灭火的时间，提高建筑内部人员的

安全性。一些建筑物的结构比较复杂，救援难度较高，搭配

灭火装备时，就需要结合建筑结构的特点和火灾的具体情况

选择超高性能的设备，解决灭火救援过程中的困境。就目前

的消防救援灭火专业型设备来说，主要有大型装备、便携式

装备等，消防人员需要保证灭火装备选择的科学性，还需要

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调整装备的使用。为了增

加救援设备的内部功能，消防人员可以将小型举高车投放到

济源工作当中，对建筑物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火势情况安排

相应的灭火装备。一些消防部门已经将机器人或者无人机等

技术手段应用于建筑消防灭火救援当中，致力于提高灭火救

援的智能化水准，使得整体工作的效率得以提升。

4. 结语

开展建筑消防设计工作时，设计人员需要明确建筑工

程消防设计的要点，充分提高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减少其中

的安全隐患。当建筑内部产生火灾时，就需要及时疏散人群、

完善人员部署、搭配灭火装备等，制定合理的灭火救援方案，

全面降低建筑火灾造成的损失，提高灭火救援实效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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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引发的社会危害，为现代化建筑行业与社会的健康、和

谐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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