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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电气线路火灾事故的成因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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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用电量也会随之增加，建筑电气线路火灾产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电气线路发生故障而引发的火灾，

为人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的损失，需要引起相关技术人员的注意。基于此，说明了建筑电气火灾的危害，再叙述建筑电气火灾事故产生的原因

及分析，最后对建筑电气线路火灾事故的预防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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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筑工程就是一项基础的设施，建筑物中环境比较复杂，对

建筑物内部的安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进一步确保我国建筑工程消防

安全，为了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铺垫基础。随着我国电力行业的不

断发展，使得相关电力资源被社会各界有效地运用在实际生活的方方

面面，如果相关工作人员没有规范合理地运用电气的线路，使得我国

建筑工程电气线路频繁地发生火灾事故，从而导致相应的损失。基于

此，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充分地结合我国建筑内部的实际情况，对其中

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分析，避免发生线路火灾的事故。

1 建筑电气火灾的危害

1.1建筑火灾对人的危害

在建筑物工程发生火灾过程中，对人们的身体致命性的伤害就是

热能效应、非热能效应，其中前者主要包括高温的烟气以及火焰，非

热能的效应主要包括刺激性气体以及烟雾的侵入，如图 1 所示：

图 1 建筑火灾的危害

首先，烟气对人们的危害。因为燃烧的材料往往就是含有碳分子

的一些有机物以及高分子的化合物，在燃烧不足情况下，这些物质非

常容易产生 CO。血红蛋白不能够和 O2充分结合，它会和 CO 进行结合，

阻止氧气向人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供给，从而发生中毒缺氧的情况。

第二，热辐射对人的危害。火灾形成的热能，主要以热射线方式进行

传播，并且以电磁波的方式辐射到人们的身体上，其表面温度一般在

1000℃以上，人体直接面对热辐射时，身体组织瞬间受到巨大伤害，

从而导致死亡。第三，缺氧对人的伤害建筑物内部发生火灾时，由于

环境较为封闭，燃烧时会消耗氧气，造成氧气浓度的下降，在火灾中

心区域，几乎没有氧气，随着时间不断增长，慢慢的对人体造成伤害，

甚至死亡，氧浓度降低对人体的危害见表 1。

表 1 氧浓度降低的危害

氧含量（%） 对人体的危害

16-12 脉搏与呼吸加快

14-19 判断力下降、全身虚脱

10-6 意识不清晰，八分钟左右死亡

0 五分钟的致死浓度

1.2建筑火灾对建筑物的危害

1.2.1对建筑物电气线路的损害

电气线路是建筑物正常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材质和分布

的特殊性，导致在火灾初期的时候无法及时发现，起火后蔓延较快，

在火灾的发展过程中，会散发烟尘等腐蚀性气体有害物质，其中烟尘

会导致强电线路发生短路、过载等电器故障，具有腐蚀性、有毒的气

体会导致人员中毒。同时，电气线路无论明敷或暗敷，在遭受火灾时，

破坏力都十分巨大，从而影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

1.2.2对建筑物内部环境的污染

火灾发生后，大量的烟气蔓延在建筑内，容易在顶层及房间顶部

积聚，产生有害物质，且烟气如果不使用专门的除烟手段，烟气味将

长期存在，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及人员健康。

1.2.3对建筑物结构的损害

对钢筋的损害。当温度高于 250℃时，钢筋的塑形降低，其抗拉

强度提高。如果温度继续升高，钢筋可能会开裂，然后损坏并失去强

度。据调查统计，火灾现场中心与外部温度分别可达 200℃与 1000℃

与以上。但是混凝土对内部的钢筋具有保护作用，可以隔绝部分温度，

因此钢筋损伤较混凝土较小。对混凝土的损害。直接伤害是直接燃烧

使钢筋混凝土在一定厚度的表面达到较高温度，强度也会受到一定的

损失。但是，混凝土内部的升温缓慢，温度较低。在冷却过程中，高

温混凝土收缩较大，易导致混凝土表面大面积开裂，降低混凝土强度。

间接伤害是由于梁上部的温度分布不同，在梁的上部由于温度分布的

不同而产生应力。混凝土构件接缝开裂，破坏了承重体系的完整性，

降低了整个结构的安全性，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梁端的局部承载力和

端部钢筋的锚固，导致梁的承载失效。

2 建筑电气火灾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2.1短路问题产生原因及分析

短路就是在我国电力网中不同电位导电部分直接金属性连接或经

过小阻抗连接在一起。由于发生短路故障引燃线路绝缘层或周围环境

的可燃物，称为短路火灾，是目前由于线路引起的电气火灾中最为严

重的火灾事故。

2.1.1原因

电气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其主要致因如下：①线路绝缘层破坏

失去绝缘能力，线芯裸露导致短路。②接线错误或人为碰线导致短路。

③金属物件或其他导电物误接电线之间，产生了金属性的连接作用。

2.1.2分析

短路分为电弧性短路以及金属性短路，其导致原因分析的内容如

下：①金属性短路起火的致因分析。金属性短路起火顾名思义是由于

金属引起的短路火灾，当短路保护的时间比较长形成高温，短路的电

流就会发生火灾，当保护短路的故障失效时，接触绝缘层的短路电流

能够燃烧线路，线路以及附近的可燃物均会起火。②电弧性的短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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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原因分析。电弧可以形成导电的通道，由于触头开始分离过程中，

其所接触位置的接触面积比较小，使得电流的密度逐渐增大，使触头

金属材料发热，造成电弧短路。在线路发生短路的情况时，短路的故

障位置所接触到的导体存在脱离的情况，在脱离过程中在空气中产生

电弧，电弧的温度往往比较高，容易瞬间引燃线路及可燃物。

2.2漏电火灾问题产生原因及分析

漏电火灾是指供电线路的绝缘材料由于受到外力、线路老化等影

响而失去绝，缘性能，电流从线路内部泄漏到外部的接地物时，容易

产生线路过热，造成火灾。

2.2.1原因

电气线路发生漏电故障时，其主要原因如下：①线路绝缘自然老

化、外部受热使绝缘能力失效或降低。②线路接头处绝缘失效。③线

路绝缘受外伤。

2.2.2分析

电气线路漏电的致因主要有漏电导致局部接触不良、短路及反复

的电化作用，具体分析内容如下：①漏电局部发生接触不良。电气线

路中的接触电阻通常很小，不会有发热现象，但漏电中会发生接触不

良，使得电路回路中产生了高阻抗，造成了线路过热。②漏电产生接

触故障。漏电时，回路的接触处易发生接触故障。③漏电故障位置主

要具有不良的导电体，因为反复电化的作用，从而形成导电的通路，

导致线路比较热。

2.3接触不良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分析

2.3.1原因

接触不良火灾主要就是导线与导线之间进行连接过程中，因为触

不良，在回路电流的影响下，从而使得接触位置的局部形成高温，引

发线路绝缘层、附近的可燃物质等起火所造成的火灾。

2.3.1分析

电气线路发生接触不良故障时，其主要原因如下：①电气安装违

反规定。电气安装时，连接形式违反了安装的相关规定，从而导致压

力接触的面积比较小，造成接触不良。在连接点的部位，如果存在安

装的质量比较差、电气的连接不正常等一些原因，从而导致电气工程

连接不良。②接触的电阻增大。所形成氧化物的厚层增加接触电阻，

导致绝缘层过热。③外部操作或环境影响。操作时人为影响线路接触

面，造成线路接触不良。

3 建筑电气线路火灾事故预防策略

3.1保障建筑电气施工、验收的实际效果

为了防止建筑电气线路火灾事故问题的产生，需要从根本上保障

建筑电气施工的质量以及安全。当建筑电气设计工作完成之后，要求

相关部门对具体的电气设计图进行全面、科学、合理的分析，确保建

筑电气设计图可以和实际情况相匹配，不会产生设计和实际情况脱节

的情况，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不同领域之间相互合作，综合分析并探

讨建筑电气设备的合理安装位置以及具体的安装模式。对大型建筑工

程项目进行施工检查时，需要由多个方面的专业人员来共同配合开展

具体的施工检查，确保建筑电气施工的实际效果，尤其需要安装以及

维修部门相互协调，防止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影响施工效果，甚

至在后续维修检查时相关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引发比较严重的电气线

路火灾隐患。除此之外，还需要对建筑电气产品以及设备的质量进行

综合性的分析，确保使用材料的合格性，防止使用一些不合格产品导

致后续建筑电气设备使用时产生火灾隐患。

3.2对导线的选择与敷设

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符合的选择，对不同等级的导

线以及电缆进行选择，并且还需要带有针对性地选择敷设的形式，进

一步确保导线能够平稳安全的运行。譬如，在我国目前建筑工程建设

过程中，主要运用到铜芯的电缆以及导线，它们笔铝导线具有着良好

的散热性。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中的相关规定，

不同等级的负荷需要选择出来不同类型的导线以及电缆，譬如耐火电

缆以及矿物绝缘电缆等。对消防负荷来说，需要运用到架空地板内敷

设以及明敷等方式时，需要穿金属导管，并且能够在导管部位涂抹相

关的防火涂料等有效措施，并且还需要做好接地。当穿管暗敷过程中，

需要尽可能地敷设在不燃的结构中，保护层的厚度应该＞30mm。普通

的电缆以及应急的电缆两者之间分别在不同的桥架进行敷设。如果，

它们在同一桥架当中采取敷设的工作，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使用防火隔

板将两者隔开，在外部涂抹上防火的涂料。对于高层以及超高建筑来

说，电气的竖井比较长，保护电线所使用的塑料管以及其配件需要由

难燃的材料进行制成。尤其是在不同防火的分区中展开敷设作业过程

中，需要运用同一种防火的材质进行封堵，避免火势从一个防火的分

区，通过线路迅速地窜入到另外一个防火的分区，迅速扩大火势的蔓

延。

3.3对配电线路的保护

对于不同接地形式的 TN系统、IT系统以及 TT系统来说，相关工

作人员需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对 3级或者 4级的电源转换开关进行合

理科学的选择。在电气装置当中产生一些谐波电流过程中，不断地引

发相导体、中性导体的过载现象，其中比较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中性

导体的过载现象，即便导体的载流量大概在正常数值的范围过程中，

中性导体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过载情况，此时它需要根据载流量对

过电流进行合理科学地检测，倘若检测到了过电流，相关工作人员需

要对相导体采取切断措施即可，不需要切断中性的导体。当导线截面

安装形式发生一定的变化时，需要在变化的线路和电源线路两者之间

的连接地方，对过负荷的保护电器设备进行合理地设置。对于上下级

的保护电器来说，它的动作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各级之间应该紧密配

合，起到保护线路的目的。当配电线路发生绝缘损坏的情况时，就会

存在接地故障，改故障存在的接地电弧，进一步引发火灾的危险，因

此，装设剩余的电流监测，监测带有一些起火危险的配电线路的实际

情况。对一些大型公建设备需要设置报警系统，剩余电流火灾的报警

体系主要适用于报警，不应该自主地切断相关保护对象的电源。

4 结论

现代建筑电气设计以及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较多也比

较复杂，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

亡。文章对此进行分析，并研究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建筑电气线路

火灾事故的发生，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可靠、安全的消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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