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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铁消防是个复杂的工程。 文章从地铁消防与火灾的特点出发， 对建立地铁消防的综合防火系统及地

铁火灾扑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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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目前， 人们对地铁消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

严格， 我国在地铁消防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 加强对地铁

消防的特殊性与事故预防应对策略的探讨， 对

确保人们的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研究必要性

随着城市地铁的迅速发展， 地铁灾害问题

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轨道交通系统发

生的灾害中， 火灾占的比例最高， 约占 ３０％，
说明在地铁建设与运营过程中， 地铁火灾是不

容忽视的问题。 近 ３０ 年来， 仅在欧洲和北美就

发生重大地铁火灾 ５０ 多起。 例如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晚， 伦敦国王十字地铁车站发生重大火灾，
持续 ４ 个多小时， 造成 ３２ 人死亡， １００ 多人受

伤， 经济损失严重；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夜里，
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地铁发生一起恶性地铁火灾

惨剧， 造成 ５５８ 人死亡；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韩国

大邱地铁发生的人为纵火事件， 造成 １９８ 人死

亡， １４６ 人受伤， ２８９ 人失踪， 成为震惊世界的

重特大火灾事故。 而在我国据不完全统计， 我

国地铁自 １９６９ 年相继投入运行以来， 共发生火

灾 １５６ 起， 其中重大火灾 ３ 起， 特大火灾 １ 起。
这些血的教训给地铁安全设计和管理部门敲响

了警钟， 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地铁建设的今天，
地铁火灾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应该引起全社会的

共同关注。
２　 地铁消防与火灾的特点

（１） 地铁火灾发生时， 氧含量急剧下降。
由于隧道的相对封闭性， 大量的新鲜空气难以

迅速补充， 致使空气中氢气含量急剧下降。 研

究表明， 空气中氧含量降至 １５％时， 人体肌肉

活动能力下降： 降至 １０％—１４％时， 人体四肢

无力， 判断能力低， 易迷失方向； 降至 ６％—
１０％时， 人即会晕倒， 失去逃生能力； 当空气中

含氧量降到 ５％以下时， 人会立即晕倒或死亡。
（２） 地铁内部封闭的环境使物质不易充分

燃烧， 火灾时， 发烟量很大。 地铁的进排风只

靠少量的风口， 机械通风系统发生故障时很难

依靠自然通风扑救， 烟雾的控制和排除都比较

复杂。 浓烟积聚不散， 对逃生和扑救带来很大

的障碍。 因为排烟排热差， 易使温度骤升， 较

早地出现 “爆燃”， 烟气形成的高温气流会对人

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给现场遇险人员和救灾人

员带来极大的生命威胁。
（３） 因为地下空间限制， 浓烟、 高温、 缺

氧、 有毒、 视线不清、 通信中断等原因， 救援

人员很难了解现场情况， 给人员的疏散带来很

大困难。 大型的灭火设备无法进入现场， 导致

扑救困难。 人员从地铁内部到地面开阔空间的

疏散和避难都要垂直上行， 比下行要耗费体力，
容易影响疏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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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立地铁消防的综合防火系统

（１） 建筑设计施工方面， 要求严格执行消

防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 规章制度以及规程、
程序等， 地铁车站的布局应合理， 采取防火墙、
水幕或防火卷帘门等措施， 进行必要的防火防

烟分隔。 建筑的主体和装修物的裸露部分， 站

内设施、 设备、 办公生活用品应采用不燃或难

燃体， 严格限制各种塑胶制品的使用。 地铁变

电站、 高压电缆应在地面建筑敷设， 变电站的

变电器室等重要设备间应进行防火分隔。 列车

设置紧急疏散门， 检票口和栏杆的设计、 车站

内广告牌的设置， 不得影响人员的安全疏散。
（２） 消防设施方面， 要求车站设置固定墙

式消火栓和移动式消防装置， 供乘客在紧急状

态下使用。 在地铁入口处， 各售票大厅中， 自

动扶梯出入处和连接通道等人多易着火处， 安

装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装置。 通过现场的烟感、
温感等报警系统实现对全线消防信息的监视和

事故风机的控制。 车站设备房设置气体灭火系

统等。
（３） 防排烟方面， 要求强化站台层防排烟

系统的设计， 火灾发生时， 站台层排烟， 站厅

层送风， 使站台层形成负压， 楼梯口形成向下

的气流， 便于人员向站厅层疏散。 事故风机系

统启动， 在最短的时间内排出有毒的烟雾。 通

风设备设计选型时， 必须考虑到发生火灾时排

烟的要求， 具备瞬时反风功能， 高温情况下能

维持工作， 并可远距离遥控启动。 风机应按重

要负荷供电， 设两个互为备用的电源， 末端应

能自动切换。 风道应考虑在发生火灾时兼做疏

散通道使用。
（４） 电线、 电缆设计为阻燃型， 火灾时发

烟量和毒性较大， 建议采用低烟、 低毒性电缆。
消防设备的电线、 电缆均应为耐火型电缆。 车

厢、 座椅等采用非燃材料： 断电时， 车门应能

自动打开； 车辆自备电源， 确保灾害发生时车

辆的照明、 通风不受影响。 地铁内应设置供消

防队员使用的消防无线通讯设施。 设备区设置

供地铁员工使用的防毒面具， 以便于初起火灾

的扑救。

４　 地铁火灾扑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１） 快速处置是地铁初期火灾扑救的关键，
要早发现、 早报警、 早到场、 早扑灭。 要求平

时在工作中熟悉地铁内部情况， 要了解该地铁

站各时段客流情况和各条通道客流情况， 并对

地面交通、 建筑、 消防水源进行熟悉， 还要对

熟悉程度组织检查、 实地考核， 取得灭火主动。
平时做好预案。 一旦发生火灾， 实现快速灭火，
制止灾情扩大。

（２） 积极营救被困人员， 体现救人第一原

则。 深入站内实施对被困乘客的搜救， 在人员

组织、 任务分配上， 要划片、 划块， 请站方出

示平面图， 明确各小组搜救范围， 行进线路，
做到不漏一处， 重点搜索通道拐弯处、 平台处、
自动扶梯上、 检票隔离栏和控制室、 休息室、
厕所等场所， 在这些场所的逃生者一旦体力不

支， 吸入烟气后， 会难以逾越障碍物就地倒下。
还要搜索角角落落， 由于这些部位是烟气扩散

的末端， 许多人员逃向了这些死角绝路， 可能

在丧失逃生能力后， 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每发

现一起， 就要及时向外营救， 营救时可组织梯

队接力救人， 减少往返疲劳。
（３） 地铁火灾， 除乘客为可燃体外， 其他

绝大多数是难燃和不燃材科， 作为攻坚克难抢

险力量首先要寻找隐蔽火源， 切断火势向外扩

散和烟雾产生。 主要对空间的三个面进行破拆

寻找， 尤其是站台隧道两侧电缆。 可通过四肢

触摸法、 先进红外线热成像仪擦测等方法寻找。
同时， 利用固移装备， 实施排烟散热。

（４） 迅速确立救灾指挥员， 统一协调指挥。
指挥都要有旗帜， 要有通信工具， 要指挥员在

位。 指挥员要有行动能力和实践经验。 熟悉地

铁， 熟悉地铁和地铁站主要结构， 内部设施分

布情况， 有哪些消防设施可用， 火灾发生后的

可靠性程度， 以及单位自救方案。 要充分认识

和掌握地铁发生火灾后每个阶段规律性的变化

情况， 确定战术。
５　 建议

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 未来地铁在基础设

施中将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在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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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建设中， 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把

地铁消防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防患于未然， 扎

实推进地铁建设。
地铁消防安全工程技术要求高， 可借鉴国

内外地铁工程成功经验， 同时认真总结已有的

失败的经验教训， 综合发挥和利用各有关设计、
科研、 设备制造厂、 施工安装商、 建设单位等

优势， 集思广益， 相互合作， 大力协同， 统一

设计标准， 明确技术要求， 正确理解和严格执

行消防法规， 调整思维方式和工作策略， 提出

合理的消防对策， 精心设计、 精心施工、 精心

调试， 保证消防安全工程系统和设备能够满足

业主在安全性、 可靠性、 可运行性、 可维修性、
可试验性及效益等方面要求， 并获得最佳综合

使用效果， 为地铁运营提供可靠、 有效、 完善、

适用的安全保障， 同时还要能够在发生火灾时

做到有条不紊、 快速准确地集中兵力于火场，
保证有足够的灭火力量投入扑救战斗。
６　 结语

综上所述， 地铁防火要贯彻 “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 的原则。 因此， 我们要从建筑结构

防灾设计、 监控报警与消防系统设计、 地铁车

辆防火设计、 火灾时的应急方案等多方面来综

合考虑， 建立和完善地铁的综合防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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