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着火位置选择逃生路线
一般火场中最为致命的是烟气，高层建筑内部各

种管道纵横交错，是火灾烟气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
因此，高层建筑着火时，要尽可能了解火灾蔓延和烟
气弥漫的方向，判断着火位置，选择逃生路线。

楼上着火时下楼勿乘电梯
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利用就近的

各种楼梯下到安全地带，千万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因
为发生火灾时随时可能断电而造成普通电梯“卡壳”，
让进入电梯的人反而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遇到危险切不可盲目跳楼
若大火和浓烟封锁通道无法逃离时，只能退守房

内，用毛巾、布条、被子等堵塞门缝，并泼水降温。同
时，可用色彩亮丽的衣服或者布向窗户外晃动，向救
援人员暴露自己的位置，等待救援。若得不到及时救
援，所处楼层较高，切不可盲目跳楼。

逃生时捂住口鼻躲避烟雾
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上，切不可轻易尝试突

破火点，应该尽快向避难层移动，尽量捂住口鼻、弯腰
低姿移动。如果不能到达避难层或者楼顶被锁，应该
尽快选择躲避位置，以火势和烟气蔓延到的楼层以上
3至5层为宜。

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靠近建筑主要通
道的房间，以便在救援人员到达后第一个被发现，不要
轻易选择卫生间，因为一般材质的卫生间房门在高温下
很快就会熔化，浓烟涌进来，人困在里面只能窒息。

本报讯 今年6月14日，英国伦敦一高层公寓发生大火，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令世人震
惊。反观我省高层建筑火灾，其数量不断攀升，消防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统计，2012年1月至2017
年7月，我省共发生高层建筑火灾170 起，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18起高
层建筑火灾，消防安全形势严峻。因此，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省从8月份起开展为期半年的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高层建筑火灾的特点是火点高、蔓延快、火势猛、逃生难、扑救难，因此，其消
防安全必须立足于防患未然、自防自救——提高高层建筑的防火性能、灭火性能以及人员的
消防素质，使高层建筑尽可能不着火、早报警、早控火，人员会熟练使用高层
建筑消防设施灭火和逃生。今日，省公安消防总队联合本报推出的消
防安全专刊就归纳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和要求。
记者 钟起的 通讯员 黄汉平 钟坚

高处不胜
火 防范摆在

前
扑救难度大
疏散营救难
由于高层建筑的楼房高、

楼层多、垂直距离大，着火后，
被困人员多，疏散距离很大，
并可能导致救人与灭火的冲
突，特别是在有烟、断电的情
况下更易造成疏散营救难。
火灾发生时，处于低区的住户
可以迅速进行撤离，但是高区
的住户根本来不及逃生，因为
垂直疏散距离比较长，需要的
疏散时间就比较长。火灾蔓
延的速度过快，往往导致在逃
生的过程中造成很多人员伤
亡。如果火灾发生在低区，凶
猛的火势直接切断了高区住
户逃生的通道，导致他们只能
被困在建筑内部。在疏散的
过程中，人员会非常集中，也
很容易出现踩踏与堵塞的现
象。

1 冲天大火难扑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既节约用地，又方便了生

产生活，但是，高层建筑的火灾特点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火灾荷载大，火势蔓延快
高层建筑内一般都有大量可燃装饰材

料、陈设物品、家具和电气设备，火灾隐患
多、火灾荷载大，电气使用不当、用火不
慎、违章操作等都容易引发火灾。而高
层建筑内有许多楼梯间、管道井、电缆井

等各种竖向管井，就像一座座高耸的烟
囱，易形成“烟囱效应”，使火势迅速蔓延
扩大。同时，高层建筑由于体量较大，一
旦形成立体燃烧，火灾的传播速度会越
来越快。

火灾温度高，毒气危害大
不燃结构的一般建筑火灾温度大约在

900摄氏度，而高层建筑火灾由于是立体大
量燃烧，火灾的温度可达1300摄氏度。

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在装修过程中往往
追求美观、新颖，使用胶合板、塑胶、化纤等
易燃材料，火灾时不但燃烧迅速，还产生大

量烟雾及有毒气体，危害很大。高温和浓
烟毒气，对人都有较大危害，容易造成重大
伤亡。

在高层建筑火灾死亡的人中，70%至
80%是中毒窒息而死的，烟是造成人员死亡
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提升防范靠严管

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除了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把关外，更
需要在平时使用中加强管理。在日常使用管理中，要进一步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大部分高层建筑物业服务企业主体责任不明确，缺少
消防安全管理组织和人员，在消防设施方面不舍得投入，日常防火巡
查检查不到位，火灾隐患长期得不到整改。

本次全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就是整治消防
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

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主体
高层建筑使用管理单位是消防安

全责任主体，要制定完善各类管理制度，
负责日常消防管理。高层住宅建筑的物
业服务企业要逐幢明确“楼长”，落实防
火巡查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外保温系统
防火管理等职责。

加强常态化消防管理
高层建筑应纳入消防安全“户籍化”

管理，使用管理单位要健全消防安全制
度规定，按要求配备专业电工，加强用电
用气用火安全管理，定期委托检测维护
电气线路、燃气管线，严格管控电源、气
源、火源。对火灾荷载较大、人员密集
的，要确定为火灾高危单位，实行更为严
格的消防安全管理。

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要开展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普及

防灭火和自救知识，并定期组织演练，提
高应急疏散逃生能力。

建立微型消防站。每幢高层公共建
筑、每个高层住宅小区都要建立微型消
防站，配齐人员和必要装备器材，做到火
灾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建筑消防设施
重点查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出现故障、损坏或

瘫痪；消防控制室设备是否存在故障，控制功能
及联动运行是否正常。

安全疏散设施
重点查避难层是否有堆放杂物或擅自改变

用途的情况；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
塞；防火门是否有损坏或构件缺失；应急照明、疏
散指示标志和楼层指示标识的设置位置、数量、
照度等是否符合标准。

管道井封堵
重点查电缆井、管道井是否在每层楼板进行

严密封堵；管道井内是否有堆放杂物或被占用的
情况;管井井壁、检查门是否有破损。

电气燃气管理
重点查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

范；消防用电负荷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使用
燃气的场所、部位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共
建筑使用燃气部位是否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和紧急切断装置。

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重点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否落实，是

否设立或明确消防安全管理机构；物业服务企业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对高层住宅共用消防设施进
行维护管理、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

33 查改隐患莫松懈

消防设施缺失、消防通道被堵等安全隐患，在
一些高层住宅小区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次全省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就明确对这些隐
患进行严查。

4 自救逃生勿盲目
当你在高层建筑里遇到发生火灾时应沉

着冷静，一旦不能利用楼内消防设施扑救初起
火灾，就需要采取正确措施，确保安全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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