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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建筑的发展，人类正在面临着来
自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其中火灾问题已日益突出。从现代观点来讲，火灾是能量聚
集、逸散、激发、失控所带来的严重灾害。

l 无论是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等都能转化为火灾。火灾的发生不分时间、不分地点、
不分国度、不分区域、不分人种、不分贫富，甚至出现经济越发展、城市越发展、建筑越发
展，火灾越严重的局面。正因为人类生存离不开用火、用电以及各种能源，其负面所带来的
火灾也相伴而生。

l 科技的发展有效地制约火灾，但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遏制火灾，尽管掌握了一定的火灾规
律，尽管有了一定的火灾防控手段，但我们仍然没有摆脱火灾的严重威胁，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消防理念的滞后，所以，改变原有观念，更新消防理念，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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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市消防规划布局不
合理？01

为什么市政消防设施设置存
在欠账？02

为什么设计安装有建筑消防
设施还会发生大火？03

为什么发生火灾人员不能及
时疏导逃生？04

为什么消防车进入火场不能
展开施救？05

为什么救护车不能及时救助
火场伤员？06

为什么会出现建筑材料（内
装、外保）不断引发大火？07

为什么在同一场所发生火灾
日本客人能及时逃生？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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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有关概念01

1消防定义02

消防是火灾预防与
扑救的总称。

03

从学科角度讲，消防
是一门专门研究火灾
预防与扑救的综合性
科学。

04

1消防一词由来05

2消防一词检索06



Ø 1.2火灾定义
Ø  根据1986年颁布的国家标准（GB5907-86）规定：

Ø 火灾是指时间上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
Ø 1.2.1火灾分类
Ø A类火灾

Ø B类火灾

Ø C类火灾

Ø D类火灾

Ø E类火灾

Ø F类火灾

Ø 1.2.2事故分类

按生产、储存火灾危险性分
类
按危险程度分类；
按火灾原因分类；
按火灾蔓延途径分类；
按火灾发展阶段分类；
按热的传导分类；
按交通工具分类；
按场所分类；
按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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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火灾等级

特别重大火灾

较大火灾

2 0 0 8年公安部办公厅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火灾等级增加为四个等
级，由原来的特大火灾、重大火灾、一般火灾三个
等级调整为特别重大火灾、重大火灾、较大火灾和
一般火灾四个等级。其等级如下：

重大火灾

一般火灾



Ø 1.3消防管理系统

Ø 1.3.1消防系统组成

Ø 从系统工程角度来讲，
消防系统是由防火系统、
灭火系统、火查系统、
法规系统和科技系统和
教育系统（核心）等各
个子系统所组成的即相
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
一个闭环系统。如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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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 2  消防管理机构

公安消防部队（公安消防部队是公安现役部队的三个警种之一，公安现役部队列入武
装警察序列，所以公安消防部队也叫 “武警消防部队 ”）受公安部直接领导、接受武
警总部的军事训练指导。是公安机关的重要职能部门，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担负着公安消防保卫任务和应付突发事件的双重职能。

新《消防法》第三十七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
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新《消防法》第三条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消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消防工作。

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

四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对全国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实施。

军事设施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协助；矿井地下部分、核
电厂、海上石油天然气设施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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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统计分析

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安全生产诸方面
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从
数量方面反映安全生产状况。

统计的范围和对象，是企业职工在
生产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同生产工
作有关的人身伤亡事故，或因设备
不安全而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 统计指标主要包括：绝对指标、相

对指标、平均指标和差异指标等。

目前，我国的火灾统计工作相对薄
弱，统计数据不实、统计效率不高、
统计内容滞后，不能全面、及时、
客观地反映全国的火灾形势，无法
适应消防工作现实斗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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