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 4 大章 35 小项，考核内容涵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泡沫灭火系

统、消防供配电、灭火器等 7 大系统，另包括消防安全

检查和消防教育培训 2 个版块。题量大，难度大，动手

操作要求高，题型多样。具体如下： 

  

第一章：消防安全检查（16.5%） 

1.典型场所的灭火器配置（计算题型）（5分） 

2.大型活动装台施工及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气焊作业消防

安全检查（5分） 

3.水力警铃铃声声强测试（2.5分） 

4.用风速计测量送风口风速（4分） 

第二章：消防监控室监控（17%） 

5.火灾报警设备的功能检测（5分） 

6.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的功能检测（5分） 

7.自动灭火系统自动控制流程和手动控制操作（4分） 

8.排查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的常见故障（3

分） 

第三章：建筑消防设施操作与维护（56.5%） 

9.设置火灾探测器报警参数（2分） 

10.调整火灾探测器位置提示信息（2分） 



11.确认报警线路故障，确认维修项目（1分） 

12.确认控制线路故障，确认维修项目（1分） 

13.更换报警控制器电池（2分） 

14.消防水泵的启动操作方式及检测方法（5分） 

15.消防增稳压设备的类型、气压给水设备的性能要求

（3分） 

16.泡沫灭火系统的工作原理与泡沫喷淋的启动操作方式

（2分） 

17.压力式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组成及工作原理（4分） 

18.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和泡沫产生装置的分类（5分） 

19.气体灭火系统的工作原理与启动操作方式（6分） 

20.气体灭火系统的启动方式和现场手动、机械应急操作

（3分） 

21.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运行状况检查（5分） 

22.雨淋灭火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5分） 

23.预作用灭火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5

分） 

24.干式喷水灭火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5

分） 

25.湿式灭火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5分） 

26.雨淋灭火系统运行情况检查与功能测试（6分） 

27.预作用灭火系统运行情况检查与测试（5分） 

28.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组成与系统的操作要求及方法

（5分） 



29.对机构加压送风系统进行功能测试（2分） 

30.对机械排烟系统进行功能测试（2分） 

31.检查消防设施配电是否符合要求，查看消防主、备电

运行状况（3分） 

32.对发电机的运行和额定参数进行检测（4分） 

第四章 消防安全管理与培训（10%） 

33.编写消防控制室规章制度、建立消防档案（2分） 

34.讲授初、中级必备基础知识（4分） 

35.指导初、中级进行实际操作（4分） 

 

全面解析现行高级（三级）消防设施操作员技能实操知识

点，力求面面俱到，点击到位。高级消防实操难点在消防报

警主机的编程操作、故障排除等有关题目，重点在水灭火、

气体灭火、泡沫灭火、防排烟系统等有关题目，绝大部分需

要手指口述、动手操作，涉及系统编程、器件编码、故障维

修、线路检测、消防设施操作、维护、复位等等，难度相对

较大，需要真正了解，全面理解，方能做到百分把握。 

1.本文以文字为主，适用于有一定基础的人员学习使用。

2020 年新标准实施后，考试内容有所变化，但现高级实操

内容仍会是必备知识，建议有高级考试需求的朋友收藏备

用。 

2.本文主要目的让有需要的朋友掌握高级技能实操的框架和

应考方向，具体操作内容及细小考点各省市不尽相同，每次

考试也不尽相同。掌握本文所有提供的知识点，需要灵活动

用。 



3.欢迎大家有条件的提供图片，完善本文，如能形成图文并

茂，可再次发布方便朋友参阅。 

4.如有错误，请私信或留言指正。 

                            具体解析如下： 

第一章：消防安全检查 

一、典型场所灭火器的配置（计算） 
例题：某培训中心学院集体宿舍，建筑面积 3000 ㎡，层

数地上 4层，地下 1层，住宿床位在 100 张以下，设有消火

栓、火警报警系统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要求：回答以下问题，限时 3分钟。 

（一）场所危险等级： 

1.判断该场所的火灾种类： 

答：该场所火灾种类为 A 类。 

知识点：火灾种类分为 A（固体）B（液体）C（气体）

D（金属）E（带电）F（烹饪油类），宿舍楼应为 A 固体火

灾。 

2.判断该场所的危险等级： 

答：该场所危险等级为中危险级。 

知识点：《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2005） 

根据场所的危险等级不同，灭火器的配置要求不尽相

同，原则为危险等级越高，灭火器配置要求越高。具体标准

见下表： 

  
 

 

  

记忆要点： 



1 严重危险级：房屋、床铺 50 以上（学生宿舍 100 以

上），面积 200（娱乐场所）1000 （商场）2000 （图书

馆、厅），加油加气、 县级及以上、地下建筑、一类及以

上高层建筑等 

2 轻危险级：小商店、多层住宅、不设集中空调的普通多

层办公室、旅馆的客房等。 
3 中危险级：除 1、2 之外全部 

（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计算： 
1.划分计算单元，计算各计算单元的保护面积: 
答：每层应划分一个计算单元，地下部分应单独划分计

算单元。每个计算单位保护面积为 600 平方米（3000/

（4+1））。 

知识点：火灾危险性相同的相邻场所，可将一个楼层或

一个防火分区划为一个计算单元。每层面积 600 平方米，不

超过一个防火分区（多层建筑防火分区面积 2500 平方

米），故划分为一个计算单元。 

 2.计算各计算单元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 Q:  
 

答：地上各层 Q= KS/U=0.5*600/75=4 
地下楼层 Q=KS/U=1.3*0.5*600/75=5.2 取整为 6 
知识点：K 为系数，当设有其他灭火设施时，灭火器配

置要求降低；S 为场所的面积，U 为一个灭火器的保护面

积。地下场所增加 0.3倍即取数值 1.3。 

  
 

 

3.确定各计算单元中的灭火器设置点的位置和数量： 

答：设置点位置与灭火器保护距离有关。中危 A 类场所

灭火器保护距离为 20米。地上一个计算单位为 600 平方



米，因不知具体平面布局，按宽 20长 30中间走廊计算，约

需 2个设置点即可实现全覆盖。 

4.计算每个灭火器设置点的最小需配灭火级别 Qe： 

答： 。 

 地上最小灭火级别为 4/2=2  
 地下最小灭火级 为 6/2=3 
5.确定每个设置点灭火器的类型、规格和数量： 

答：中危等级场所灭火器最小级别为 2A，经计算所需最

小组别亦为 2A。故，地上每个设置点配备 1个

手提干粉灭火器或 9KG 水型可满足要求。地下设置 2个点

时，最小级别为 3A，配备 手提干粉灭火器。 

  
 

  
6.确定每具灭火器的设置方式和要求，并在图纸上简单

标示： 

答：灭火器应设置在位置明显和便于取用场所；灭火器

应摆放应铭牌向外；手提式灭火器其顶部不得高于地点 1.5

米，底部离地面不宜小于 0.08米；灭火器箱不应上锁；灭

火器不应设置在潮湿或强腐蚀场所，必须设置时需做相应保

护。根据灭火器的保护距离计算，约需要 2个设置点。（因

建筑并未标准长宽，自行画出示意即可） 

  
 

  

（三）实地摆放灭火器： 
1.检查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 

查压力、看外观、看组件是否齐全、看生产日产、维护

日期等，根据现场检查结果说明是否有效。 

2.实地摆放灭火器。 



操作：根据实际场地摆放，一般摆放在走廊或于消火栓

成组摆放；大空间房间超出灭火器保护距离的，需要房间内

摆放。摆放灭火器不得影响疏散。 

二、大型活动装台施工及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气焊作业消

防安全检查 

（一）气焊设备、灭火器检查： 
1.检查气焊设备是否完好，有无泄露； 

2.检查灭火器是否合格。 

（二）气焊作业安全距离判定： 
1.氧气瓶、乙炔瓶之间的安全间距为 5米。 

2.氧气瓶、乙炔瓶与焊枪之间的安全间距为 10米。 

（三）可燃物防护措施检查： 
作业时要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用水浇湿或用不燃材

料遮挡可燃物。 

（四）气焊作业资格检查： 
要有用火证、焊工操作证、看火监护员。 

（五）大风及结束作业措施检查： 
1.五级及以上风力应停止室外焊割作业； 

2.焊割作业完成后应检查确认无火灾危险后方可离开。 

三、用声级计测量水力警铃铃声声强（操作） 
1.找到并打开警铃测试阀，使水力警铃发出铃声； 

  
 

 

2.用卷尺测量距离，站到距水力警铃正前方 3 米，距地

面约 1.5米外； 

3.按电源键，打开声级计； 

4.读数稳定后，按“HOLD 键”锁定读数，读出数值； 



  
 

  
5.关闭声级计，关闭警铃测试阀，收起卷尺。 

6.说明警铃声强是否符合规定。正常声强不应低于

70DB。 

四、用风速计测量送风口风速（操作） 
1.找到风机控制柜，按“启动”按钮启动送风机； 

  
 

  
2.用卷尺测量风口面积大小，将风口分为 N 个测试点，

每个测试点面积约为 20cm*20cm；（打到现场送风口实际

测量操作） 

  
 

  
  
3.按电源键，打开风速计，按左侧“MAX MIN AVG”

键，调至显示屏上侧显示 AVG；（不同品牌产品操作方式

不尽相同） 

  
 

  
4.找到风速计箭头指示标志（一定注意方向），顺着箭

头指示方向，测试每个测试点的风速，读数稳定后，按
“HOLD 键”锁定读数，读出数值； 

5.计算测试点风速的平均值（现场一般直接读出数据即

可）； 

6.关闭风速计，按控制柜“停止”按钮关闭送风机； 

7.回答风速是否符合要求。送风风速不应大于 7米/S。 

第二章：消防控制室监控 



一、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功能检测（操作） 

（一）使用测试工具测试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功能： 
1.使用烟枪靠近感烟探测器（或用温枪靠近感温探测

器）； 

注意识别烟枪和温枪，选错不得分。 

2.在火灾报警控制器查看并读出报警信息。 

读取信息时应读出全部信息，包括时间、地点、报警信

息等。 

（二）模拟火灾报警设备的故障报警功能： 
1.拆掉一个火灾报警探测器或者手动报警按钮； 

或按现场考评员要求操作。 

2.在火灾报警控制器查看并读出故障信息。 

（三）控制器查看报警信息记录并操作消音、复位按键： 
1.查看面板上火警指示灯，液晶屏上查看火警详细信

息： 

（1）查看警示灯区火警指示灯；（以山东考试使用众海

设备为例） 

（2）读取面板火警信息，点击“确认”键； 

（3）打开对话框，读取火警具体信息； 

（4）读取后，点击“退出”键退出。 

     2.查看面板上故障指示灯，液晶屏上查看故障详细

信息： 

（1）查看警示灯区故障指示灯；  

（2）按“窗口切换”键，切换至故障界面；  
（3）读取面板故障信息，点击“确认”键； 

（4）打开对话框，读取故障具体信息；  

（5）读取后，点击“退出”键退出。 

3.消音操作：按“消音”键。 

4.复位操作：“复位”后按“确认”。（现场控制器如设有密

码会提前告知，在输入密码后按确认键） 



将拆下的火灾报警探测器或手动报警按钮重新装好，火

灾报警控制器自动恢复正常，不需复位操作。 

 

（一）启动输出模块控制设备运行： 
1.会识别输出、输入或输出输入模块。输出模块是控制

室向外控制联动设备的模块。输入模块是设备向控制器输入

相关信息的模块。如压力开关、消防广播使用输入模块。水

泵、风机等一般即有信息输入也有信号输出，故使用输入输

出模块。 

2.如现场指定某编码的输出模块，其启动方式有多种，

可边说边做。 

A手动启动输出模块。 

方法一：通过多线盘找到相应输出模块对应联动设置，

按下启动按键启动，观察输出模块指示灯是否亮起。 

方法二：通过总线手动控制盘控制： 菜单”→“组态编

程”→“器件设置”→输入器件地址号码，输入总线盘号码

（如 ）→“确认”→“119+灯检”解锁总线手动控制盘，→

按“30”号，一键启动设备→再按“30”号，一键关闭设备
→“退出”退回首界面。 

方法三：通过设备编码启动：“菜单”→“设备管理”→“启

停设备”→按“2”选择 2 按地编号，输入所属机号、回路号、

地址→“急启”启动→“急停”停止→“退出”退回首界面。 

B自动启动输出模块。 

通过某个设备联动启动（以通过 号手动报警按钮，联

动启动 20 号设备为例）：“菜单”→“组态编程”→“器件设

置”设置 19号（器件输入 01-019，输出组设置为 0020）
→“确认”→“退出”退回组态编程页面→“器件组态”设置 0020

组（输出组：输入 0020，将 01-020写入 0020 组内，动作

常数：输入 1）→“确认”→“复位+确认”→将火灾报警控制

器调至自动状态→现场按下 19号手动报警按钮→20号设备



”指示灯亮起，设备启动成功→复位 号手动报警按

钮→最后“复位+确认”复位火灾报警控制器。

（二）输入模块信号接收操作： 

输入模块典型应用为压力开关信号输入。如现场具备条件，

可让压力开关动作，检查控制器是否能收到信号。 

（三）模块故障操作： 
（以 号强切电源为例） 

模块故障有多种原因：常见原因有模块本身损坏；编码

错误；类型错误（如应为输入模块而安装了输出模块）；接

线错误（线序不对或虚接、短路等）。 

1.首先检查线路板线路连接是否有误，找出错误正确连

线； 

2.通过火灾报警控制器“菜单”→“设备管理”→“启停设

备”→按“2”选择 2按地编号，输入所属机号、回路号、地址
→“急启”，如果启动不成功，屏幕左下角显示器件故障中，

说明故障仍未完全排除； 

3.再检查线路板使用的模块使用的是“输入模块”、“输出

模块”还是“输入输出模块”，强切应使用“输入输出模块”，

如不正确，更换模块； 

4.再通过火灾报警控制器“菜单”→“设备管理”→“启停设

备”→按“2”选择 2按地编号，输入所属机号、回路号、地址
→“急启”，如果启动成功，说明故障排除→“急停”停止→现

场复位强切。 

（四）控制器查看启动、动作、反馈信息记录并消音、复位

操作 
    同上略。 

 

（一）查看自动灭火系统的不同状态： 



态，通过报警控制室主机面板指示灯或显示盘查看并说出。

（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流程操作：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自动联动操作，首先检查消防泵控

制柜是否处于自动状态，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是否处于自动

状态，如为手动切换为自动。可通过开启末端试水，使压力

开关动作，消防泵自动启动，火灾报警控制室接到报警信

号，自动启动成功。 

手动启动时，直接通过水泵控制柜启动消防泵随即停

止。 

以上操作无官方详细要求，以考评员现场要求为准。 

作） 

（一）主电故障或备电故障： 
查看故障信息并读出，确定故障信息为主电故障还是

备电故障。 

2.如果是主电故障，查看主电开关是否打开。 

3.如果是备电故障，查看备电开关是否打开。 

考核现场主备电故障一般设置点在主备电开关上，检查

并打开即可。如设置是线路断路或短路或备用电池无电压输

出等，根据现场情况处理。 

（二）总线故障或现场设备故障： 
    能够区分两类故障的不同。一般总线故障隔离器会

启动，导致多个设备因不能正常通信报故障；单个设备故障

可能是设备本身问题或本身线路问题。 

1.能查看故障信息并读出，确定故障位置及原因。 

2.查看线路板接线是否完整、正确。 

3.查看模块选型是否正确。（输入模块、输出模块、输

入输出模块） 

  



一、设置火灾探测器报警参数（操作） 

 

将手持编码器的两个接线头接在火灾探测器上（探测

器 2个接口不分正负极，随便夹住即可，模块接最右侧两个

接口）； 

2.打开编码器，点击输入火灾探测器地址编码的号码

（如 020），按 写”； 

3.按“读”，读取写入的火灾探测器地址编码； 

4.关闭手持编码器，摘下接线头。 

会使用传统拨码方式编码（基本不用） 

第一位是 1，后面是 2、4、8、16、32、64、128 。常见

一般这么多位，后面是前面的 2倍。如果需要编一地址码，

只要将这些数字拆解成以上数字之和，并把相应的拨码开关

拨到 ON 位置即可。例如需要编 74，那就是 64+8+2。把第

二位、第四位、第七位拨码开关拨到 ON 有效位置即可。第

一位到最后一位需要注意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向左需要确认，

一般拨码开关有标示以及 ON 有效位置是上面还是下面。 

二、调整火灾探测器位置提示信息（操作） 

在报警控制器进入设备管理界面，通过地址编码找到对应火

灾探测器设备，根据厂家说明书标注方法输入探测器位置信

息。如把原来 201房间烟感，位置信息改为 202房间烟感。

目前多采用计算机直接编写地址导入的方法，部分设备仍支

持在控制器上采用编码对应汉字的形式输入汉字，但已不常

用。 

三、确认报警线路故障，确认维修项目（断路）（口述） 



路短路、线路接地等故障。

线路断路 

线路断路时，火灾报警控制器能及时报出断路部分某些

探测器丢失，丢失探测器的起 

始地址一般就是断线的位置，从这点附近开始检查，可

逐渐发现断路点。 

2.线路短路 

当出现总线间短路时，短路隔离器可以准确地报出总线

短路故障，并将发生短路的报警回路进行屏蔽保护。这时，

应首先将控制器关机，用万用表测量线间电阻，以确定是否

线间短路。如确定确实线间短路，可采取分段排除法，查找

短路点。先将报警线路从中间断开，分别测量断点两侧部分

是否线间短路；再将发现短路的部分中间断开，分别再测量

其两边；以此类推，找到短路点。 

3.线路接地 

线路接地故障可分为正极接地和负极接地，不同厂家产

品其故障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产品可能会出现与总线间短路

相同的现象和自屏蔽保护；有的产品只报出某回路出现接地

故障，并不影响线路的报警功能。检查控制器故障显示，确

定接地故障类型，将报警控制器关机，测量总线的对地电

阻，确定存在总线接地故障后，仍需采用分段排除法，査找

接地点。 

 
（一）栓制线路的常见故障 

1.强电串入控制系统 

主要是弱电控制模块与被控设备的启动控制柜的接口

处，如卷帘、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阀等处发生强电的串

入。 

故障排除可按以下方法： 

(1)控制模块与受控设备间增设电气隔离模块。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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