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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互联网背景下消防救援工作的探讨
陈 博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重庆 400000）

0 引言
当前社会中随着移动网络科技的发展，5G 信号的大量覆

盖，个人移动终端手机的普及，形成了万物互联的大趋势（如图 1
所示），那么消防事业如何更好地融入这个技术进步的大时代

中，有效提升防火、灭火、逃生、救援的效率，笔者提供一定思路

进行探讨。

首先拟在移动互联网中建立一套完整、独立的消防体系。这

套体系以现有的移动互联网为主体，建立各大区域的消防信息

处理中心为大脑中枢，覆盖整个城市的 5G信号基站为神经系
统，每个建筑物内的消防设施、感应设备、监控系统、个人移动终

端（手机）为末端，政府各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为四肢。搭建一套

完整的消防信息收集、处理、反馈体系，可以极大地提升消防防

火、灭火、逃生、救援的效率。“互联网+”消防移动作战指挥系统
如图 2所示。
1 体系搭建
1.1 信号基站
各大城市中的 5G覆盖网络已经基本形成，这一步需要补充

的部分是在各建筑物内部架设更多的信号基站，确保建筑物内

部所有区域都能 360°无死角的收到两个或者更多的基站信号，

防止因某一个基站收到火灾破坏后形成信号盲区。

1.2 建筑消防设施
每个建筑物内部按照消防规范布置各种消防设施，如烟感、

温感、喷淋、消防栓等。这些消防设施除了常规功能以外，必需加

装网络连接装置（必须无线连接，防止有线线路老化或者受到破

坏），同建筑物内覆盖的 5G信号连接，从而确保每个消防设施的
信号反馈能够接通互联网，使大数据中心能够时刻了解到每栋

建筑物内的每一个消防设施的工作状态。图 3为消防设施信息
传输装置示意图。

摘 要：为做好消防工作，提高防火、灭火、逃生、救援的效率，实现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更好保障，本文就建筑物消防
设施、个人移动终端与 5G网络结合为出发点，探讨这三者的结合在消防事业中的应用，以期相关经验为此类问题提供参
考借鉴。
关键词：消防设施；移动终端；互联网；消防救援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44（2021）39-0195-02

图 1 万物互联

图 2 “互联网+”消防移动作战指挥系统

图 3 消防设施信息传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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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监控系统
每个建筑物内部公共区域遍布监控系统，确保建筑内部各个

区域形成 360°无死角监控（个人隐私区域除外，但必须布置烟
感、温感），监控系统直接无线网络联通互联网接入城市大数据

中心，确保大数据中心能够通过监控系统了解到火灾的产生，发

展，蔓延数据，如图 4所示。

1.4 大数据中心
每个城市按照一定区域划分建立大数据中心，中心能够将各

自区域内所有消防设施，监控系统反馈的信息收集并处理，并为

政府部门和消防指挥中心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如图 5所示。

1.5 个人移动终端及定位装置
依托建筑物内 5G信号基站搭建个人定位系统，准确定位每

个人的移动终端在建筑物内所处的详细位置，配合专门的手机

APP能够保障移动终端使用者能够在建筑物内精密立体定位自
己在建筑物内的位置，并具备实时建筑物内导航功能，还能通过

连接到大数据中心与消防指挥中心实时沟通和互动。

2 体系应用
从火灾等灾害产生的各个阶段来阐述这套体系的应用功能。

2.1 灾害发生前
灾害发生前，这套系统仅通过大数据中心收集系统各个部分

的工作情况，如果某部件报故障可以自动通知相关责任单位检

查维修，有防火方面的违规行为也可通知责任单位限期整改，确

保体系的正常运行。

2.2 灾害产生初期
一旦火灾等灾害产生的初期，建筑物内的消防设施如温感、

烟感，监控或者人员感应到了灾害的发生，立即通过无线网络反

馈或者人工报警到大数据中心。大数据中心收到灾害信号反馈

后自动通过建筑物内监控系统或消防感应设备或人工进行核

实，核实无误后立即启动火灾应急反应预案通过以下手段处理：

通过建筑物内广播系统或者手机终端 APP通报建筑物内所有人
员火灾发生的警报，通知附近人员逃生，打开消防自动灭火系

统，指导消防责任人抓紧扑救初期火灾，并第一时间自动把火灾

的各类数据如起火原因，周围燃烧物种类、水源情况、建筑内部

图纸等资料利用大数据中心处理后转区域内消防指挥中心，根

据现场实际情况迅速安排灭火救援力量出警。同时大数据中心

根据火场蔓延情况，迅速通过手机 APP提醒建筑物内所有人员
逃生，远程控制打开所有安全出口，并规划出最科学的逃生路线

指导人员导航逃生，如图 6所示。

2.3 灾害发生过程中
如果灾害初期未能扑灭，人员尚未全部逃离危险区域，大数

据中心持续通过建筑物内各种设施监控着灾害的发展情况，通

过手机一直定位着所有被困人员在建筑物内的详细位置，并将

数据中心处理后的有用信息提供给消防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评

估后根据前线指挥员和战斗力制作出最合理的救援战斗方案。

并联系到被困人员，通过 APP导航逃生到指定安全区域等待消
防救援队伍的救援，可以极大地减少搜救和救援的时间，提高了

被困人员的生存率。同时减少了前线指挥员对火情侦查的时间，

提升灭火救援的效率，消防员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火场过火面

积，现场燃烧物种类，如何排烟通风，最近的可用水源在哪等关

键信息都通过大数据中心直接提供，还可以现场实时调控监控，

指定进攻线路，了解到建筑物结构稳定性等。

3 结语
以上体系运用均才用现今已成熟的技术，有机结合现有的基

础设施进行一定的统合运用，技术门槛不高，但需要政府牵头大

规模普及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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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联网型烟感/温感监测系统

图 5 建立消防大数据中心

图 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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