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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现状及对策分析 

——以昭通市为例 

王  德 

昭通市消防救援支队  云南昭通  657000 

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向高空发展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首要选择。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缓

解了城市的住房压力和用地压力。本文以昭通市为例，通过对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现状进行分析，结合火灾发展规律，研究总结了消防安全

管理对策及建议，为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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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昭通市共有高层建筑 2565 栋，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高层

564 栋，水电移民安置高层 287 栋，高层棚户区 180 栋，无管理主

体高层 91 栋，高层商住楼 266 栋，高层医疗建筑 39 栋，高层办公

建筑 39 栋，高层酒店建筑 38 栋，高层住宅 1038 栋，高层工业建

筑 14 栋。去年以来，昭通市政府发文，由 6 位副市长牵头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 9 类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是

存在的问题也令人堪忧。因此，对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现状进行分析

梳理，研究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将是城市发展中的必修课。 

1.高层建筑主要消防安全风险 

1.1 业态复杂火险高。高层建筑多为宾馆饭店、商贸、办公、

会议、娱乐等场所。首先，这些场所的经营状况需求决定了其火灾

发生、发展和蔓延扩大的固有风险十分突出。其次，这些场所内用

途广泛且功能复杂的供电、给排水、暖通、厨房、环保、交通输送

等设备繁多。第三，这些场所的运营状态呈现出可燃物多、发烟量

大、能源使用量大、设备管道多且复杂等特征。因而，高层建筑一

旦发生火灾，火势将会迅速蔓延扩大。 

1.2 人员密集疏散难。高层建筑多为人员密集场所，主要依靠极

为有限的疏散楼梯疏散人员，再加上建筑垂直疏散距离远等问题，倘

若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疏散人流拥挤、堵塞，甚至踩踏等安全问题。 

1.3 外部施救难。一方面高层建筑主体周围布置有裙房，外围

灭火进攻较难；另一方面受玻璃幕墙及风向风力影响等因素难以实

现外部破拆排烟；此外，救援流与疏散流相向运动，消防员负重登

高体能消耗大、登高速度缓慢；一旦供电不足、消防泵失效或故障，

火场内部供水都极其困难。 

1.4 火灾后果影响严重。基于以上分析，高层建筑一旦失火，

一定会面临抢救难、损失大等难题。火灾造成的物质损失大，而且

极易造成群死群伤重大火灾事故，对家庭、社会造成恶劣危害后果，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现状（以昭通市为例） 

2.1 消防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消防安全行业管理责任落实不

到位，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还需加强。从实地核查的情况来

看，行业部门排查发现问题不全的情况非常普遍；部分社会单位消

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淡薄、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久拖不改等问题

仍然存在；单位消防控制室人员落实值班要求还有差距，值班人员

持证上岗率不高，开展日常消防安全工作的能力水平不足。 

2.2 隐患整改力度有差距。全市高层建筑整改率为 91.73%，距

离全部整改销案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部分县市区整改进度低于

50%；部分行业部门验收进度相对缓慢。2023 年全市高层建筑共挂

牌重大火灾隐患 32 家，只销案 14 家，还有 18 家未销案。2024 年

又将还未完成整改的 24 家高层建筑新增挂牌督办，目前还有 22 家

未销案。从实地核查的情况来看，无管理主体建筑、易地扶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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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点、棚户区整改推进相对缓慢，隐患整改不彻底的情况突出，

如：昭阳区景秀蒙泉小区、昭阳区二十一世纪小区、鲁甸卯家湾安置

区、大关县靖安安置区，但是县级行业部门验收时的情况均为“通过”。 

2.3 现有隐患存量较大。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建筑历史遗留问

题难以整改的情况，如昭阳盛世荷苑、昭阳教工小区、巧家学府家

园、镇雄龙腾锦程小区、彝良江韵豪庭小区、威信扎西盛景小区、

盐津向阳华庭商住楼、盐津第一中学职工宿舍、大关泽盛楼小区、

水富枫叶金城、水富文苑小区、绥江 A9-5 地块等已投入使用多年，

建设之初设施就不完善，加上前期管理不善，设施损坏严重，整改

难度极大。除此之外，各地私人高层自建房改做的生产经营场所火

灾风险高治理难度大，很多自建房建设之初就没有按国家相关规范

进行设计和建设，改做经营用途后更达不到消防安全要求，是典型

的“先天性”隐患，加之这些场所中设有幼儿园、培训机构、网吧、

宾馆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 

2.4 火灾应急处置能力有差距。全市 11 个县（市、区）高层建

筑单位普遍存在灭火疏散应急预案不符合实际，微型消防站人员不

齐、响应迟缓，消防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反映出行业部门和高层

建筑单位未能深刻吸取近年亡人火灾事故教训，不重视“一懂三会”

培训与“四个能力”建设。全市 11 个县市区只有昭阳、镇雄、巧

家配备有 50 米以上的举高类消防车，其余县市均未配备，加之现

有的很多装备达不到现行高层建筑的救援需求，一旦发生事故，很

难有效处置。 

3.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对策及建议 

3.1 强化源头管控。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在设计高层建筑以及

建造施工时，首先要立足其使用功能，对消防安全进行全面评估，

进行科学合理的防火设计，设计单位对工程消防的各个环节负责。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经消防设计审核合格的设计图纸对建筑物

消防建设的各个环节加以施工，确保防火结构、技术安全措施、消

防安全措施等真正达到所要求的质量，不得擅自降低或改动。当前，

审核与验收的职能已移交住建部门，消防部门发现此类问题，应及

时移交，将隐患扼杀在萌芽阶段。 

3.2 加大隐患整改力度。聘请技术服务机构对全市没有管理主

体的高层易迁安置区、移民安置区、公租房、廉租房等涉及民生的

高层建筑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并“一栋一策”提出消防整改方案，

由各属地政府协商推进整改，直至隐患清零。针对原有隐患和新增

加的隐患，消防部门要提请政府组织相关部门逐条逐项进行核查，

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确保问题整改到

位。同时要督促高层建筑管理单位每月对消防设施开展一次维护保

养，按期开展年度消防设施检测。 

3.3 做好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准备工作。消防部门要进一步修订

完善高层建筑灭火应急预案，积极组织消防救援人员对辖区全部高

层建筑逐家逐栋开展“六熟悉”和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增强队员快

速救人控火、协同作战的能力。要结合实际，争取配备举高类消防

车和高层建筑灭火救援装备器材，增强高层建筑灭火救援能力。不

定时对高层建筑微型消防站进行拉动测试，指导高层建筑管理单位开

展灭火救援及疏散演练，确保发生事故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有效处置。 

3.4 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消防部门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组

织物业管理单位开展培训指导，重点对物业管理单位应具体履行的

消防安全职责、消防巡查检查的要点、如何组织人员疏散、如何正

确逃生、如何扑救初期火灾等方面进行培训；定期组织高层建筑业

主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切实提高物业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和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全面提升预防火灾和处置初期火灾事故的

能力。 

4.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高层建筑数量大幅增

加，随之而来的消防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我们必须加强消防安全

管理，通过政府、部门、社会单位和公民的参与和配合，共同提高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