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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下建筑灭火救援战术的探讨
蔡 骁

（南川区消防救援支队，重庆 408400）

0 引言
随着我国建筑水平的不断提高，地下建筑的建设水平也有了

质的飞跃和提升，地下建筑物的空间布局更加多元化，功能区域

划分也更加合理，并且近年来的地下建筑物建设越发趋于向大

规模、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尽管地下建筑物的蓬勃发展使城市空

间布局更为合理，但同时也加大了灭火救援工作的难度，因此必

须加强对地下建筑灭火救援战术的探讨，才能更好地应对地下

建筑的高速发展。

1 地下建筑的火灾特点
由于现阶段的地下建筑物空间规模大，功能复杂，并且地下

空间正在向更深层次的深度发展，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地下建筑

在发生火灾时具有以下特点：

（1）当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时其疏散难度较大，造成人员伤亡
的可能性较高。由于大型地下建筑的空间结构十分复杂，并且内

部空间的疏散通道的路径也较为分散，这就容易导致在发生火

灾时人们不易找到最合适的逃生通道，最终使人员造成滞留，同

时在发生火灾时浓烟滚滚，建筑内的能见度都较低，位于建筑内

部的人们会由于心理上的紧张感和恐惧感而失去理智，出现拥

挤甚至踩踏现象，这非常不利于人员疏散工作的开展，较大的火

灾浓烟在短时间内能够造成人员窒息等十分危险的情况，因此

在这种环境下极其容易造成人员的伤亡。

（2）当地下建筑发生火灾后建筑内的温度迅速升高，浓烟在
短时间内迅速聚拢。由于地下建筑相较于普通建筑物而言其空

间相对封闭，可供与外界连通的通道较少，这就会导致当地下建

筑中发生火灾时大量的浓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生聚集，使建筑

物的温度快速升高，如果在建筑物内存在其他易燃易爆的物品，

将会发生更为严重的火情，一旦建筑物的温度超过 43℃，将会对
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十分不利于消防人员开展救援工作。

（3）地下建筑物的结构特点决定了人们难以在火灾初期发现
火情。由于地下建筑物的空间分布相对复杂，并且在不同的空间

内往往是独立分隔的，这就会导致在火灾刚刚发生时人们不易

察觉，最终导致大规模火灾的爆发。

2 现阶段地下建筑灭火救援的工作难点
目前在地下建筑救援工作中仍然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下面我们将以几个突出的问题为例探讨在地下建筑中开展灭火

救援的工作难点。①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地下建筑火灾具有隐
蔽性强的特点，因此在火灾发生初期难以察觉，同时，一旦地下

建筑发生火灾后，由于其与外界具有明显的阻隔，因此很难进

行火灾侦查工作，具体火灾的发生部位也难以确定，这为灭火

救援工作的快速开展造成了巨大的难度；②地下建筑空间十分
封闭，火灾发生后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排烟降温工作。地下建筑

中与外界相连通的接口数量十分有限，并且没有自然的排烟设

施，因此火灾发生后会导致地下建筑物内的浓烟发生聚集，能见

度很低，为救援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③地下建筑物发生火灾
后过高的温度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缓解，这使灭火救援人员很

难在第一时间冲入火场作战，灭火救援作战时间不断延长，这很

有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安全事故，大大增加灭火救援的难度；④
在地下建筑的灭火救援工作中通信不畅，安全管控难度大也是

面临的难题之一。现阶段地下建筑物的深度在不断拓展，内部结

构更加复杂，在进行灭火救援工作时难以保障通畅的作战通讯，

特别是消防人员在进入火场进行灭火救援时，如果通信不畅就

会导致在场外负责指挥的消防人员无法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

给火场中的救援人员，救援人员不能对火场中的情况进行全面

的了解和掌握，延误灭火救援时机，甚至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安全

事故。

3 消防机器人在灭火救援中的应用
消防人员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未知的危险和挑

战，在这种情况下消防人员的人身安全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因

此急需一种能够辅助消防人员开展灭火救援工作的有力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消防机器人应运而生。消防机器人可以帮助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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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执行火情勘察，并且进行定点扑灭等任务，这为灭火救援工

作争取了一定的时间，能够保障灭火救援工作的顺利推进。

3.1 消防机器人的优缺点
消防机器人能够帮助消防救援人员去执行一些难以人工进

行的救援任务，例如在毒气或浓烟的环境中消防人员难以进行

灭火和救援任务，并且贸然行动还可能对自身安全造成威胁，而

借助消防机器人则可以在火场中对火势进行控制，并且执行相

关的救援任务。同时，在很多火灾中执行灭火救援任务时有很多

单一性的重复工作，如果让消防人员不断去执行这类任务，不仅

会耗费消防人员大量的体力，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大大降低灭

火救援的工作效率，甚至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救援时机，因此为了

节省火灾现场的人力和时间，我们可以让消防机器人去执行这

类重复频率高并且较为简单的任务，从而为整体的灭火救援工

作争取更多的时间。消防机器人的另一大优点是使用简单、可操

作性强，只要在平时能够做到对其全面的保养和维护，那么在火

灾现场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相应的救援任务。

尽管消防机器人的出现大幅改善了灭火救援工作的效率与

质量，但是消防机器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消防机器

人的造价成本十分高昂，现阶段消防机器人仅应用于一些对消

防要求较为严格的场所中，并且在经济条件较为发达的地区被

应用；其次，目前消防机器人的技术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所能执行的救援任务也比较单一，这也直接导致消防机器人的

产量较少，因此仍需加强对于消防机器人技术体系的攻关研究；

另外，消防机器人在使用完成后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检修和保养，

在这一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在消防机器人的维

修过程中对于维修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而在消防队伍中符合

标准的人才较少，因此在消防机器人的维修保养中时常会出现

一些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但总体而言，消防机器人的优点要多

于其缺点，因此在灭火救援工作中消防机器人仍然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3.2 消防机器人在密闭空间及地下建筑中的灭火救援
应用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当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时由于其与外界

相连的通道较少，因此会在建筑内部聚集大量的浓烟，并且建筑

内部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在短时间内难以进行排烟降温工作，而

消防救援人员也几乎无法开展灭火救援工作，这对处于建筑中

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使用消防机器

人并不会受到浓烟和毒气的干扰，它可以借助自身的摄像头为

外部的消防救援人员提供空间中的火势情况，从而能够让消防

救援人员根据建筑中的火情制订更有针对性的救援方案，对于

一些消防人员难以触及的区域可以让消防机器人执行灭火救援

工作，如此一来，地下建筑的灭火救援工作效率就会被大大提

高，并且使消防人员和被困人员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4 地下建筑灭火救援的建议
4.1 全面细致地组织火情侦察
在地下建筑的灭火救援中，消防救援人员首先要对火情进行

全面的侦察，从而为救援方案的制订提供基础，火情侦察的内容

主要包括：①地下建筑内部的空间布局以及安全出口、通风口等
关键通道的数量；②建筑内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以及被困人数；
③地下建筑中可供消防使用的消防设施的位置以及数量，还要
核实消防设施能否正常工作；④消防人员需要确定火灾的源头，
并且能够对火灾的变化趋势进行预判。

4.2 及时有效营救被困人员
营救地下建筑中的被困人员是进行灭火救援工作的重中之

重，消防救援人员要根据火灾现场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制订营

救方案，常用的人员搜救方法有同向搜索法和定向搜索法等，总

之，消防救援人员应当在火势被控制后第一时间进行人员的搜

救工作，确保被困人员的人身安全。

4.3 及时快速组织排烟散热
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时，要尽可能地将建筑内部的烟气排出室

外，为后续的搜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当火灾温度不超过 280℃
时可以开启建筑中的机械防排烟设施进行排烟，如果温度过高

则应当使用移动消防排烟设备进行排烟，在火灾的上风方向进

行正压送风，下风方向通过负压送风进行抽排，从而让室内的浓

烟形成定性流动，快速排出室外。如果地下建筑中设有通风设

施，则可以通过合适的破拆工具对其进行破拆，加大通风面积，

让浓烟快速排出室外。

4.4 做好通信和后勤保障工作
在进行地下建筑的火灾救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通信系统的

稳定性，当火场中出现信号较弱或中断的情况时要迅速切换至

消防移动通信系统或者无线通信系统，保障通信系统随时畅通。

另外，地下建筑的灭火救援工作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因此要做好

饮食和饮水等后勤保障，为消防救援人员的持久作战做好准备。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地下建筑中的灭火救援战术进行了相对深

入的探讨，并且特别介绍了消防机器人在地下建筑灭火救援中

的应用，最后针对地下建筑灭火救援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提出了

针对性的建议。总而言之，只有不断加强地下建筑中消防人员的

灭火救援工作能力，才能在火灾发生后及时地控制火势，保障人

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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