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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高校建筑消防安全现状的研析，有针对性地在防火设计及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方面

提出了可行性对策，对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建筑防火工作、减少火灾损失和人员伤亡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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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学校的规模日趋扩大，高校内的新、

改、扩建的建设项目也越来越多。这些建筑种类繁

多，既有宿舍、教学楼等人员密集场所，又有科研

中心、实验室等贵重设备用房，还有供电、供气以

及储存化学品等危险场所。如不依法依规进行防火

设计与管理，必将形成重大火灾隐患，极易造成群

死群伤和重大财产损失。因此，完善高校内建筑的

防火设计、加强对建筑物使用时的消防安全管理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建筑存在的火灾隐患分析 

现在的高校消防安全有了很大改进，但其潜在

的火灾危险性却很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员密集，易造成群死群伤 

不论宿舍楼、食堂，还是教学楼、图书馆，都

是高校师生大量聚集的地方，这些建筑内人员多、

密度大，一旦发生火灾，由于烟雾弥漫、处于事故

中的学生心理紧张，很容易发生混乱，增加疏散难

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二）可燃物多、危险品多 

高校建筑内随处都有大量的可燃物品，不但有

宿舍内的床铺被褥、学生的衣物和书本、教室里的

桌椅、图书馆的书籍、食堂里的粮油等普通可燃物，

还有食堂使用的液化气、实验室存储使用的乙醇、

浓硫酸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此外还有礼堂、体

育馆等场所的可燃装修。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高校

内建筑的火灾荷载。 

（三）用火多、用电负荷大、用电混乱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学生在宿舍内使用电视、

电脑、电熨斗、电吹风等用电器不断增多，私拉乱

接电线、随意超负荷用电等现象愈发突出。在教学

楼、科研楼、图书馆、礼堂、餐厅等场所，越来越

多的空调、计算机、音响、照明、大型实验设备等

大功率电器与建筑原有线路老化、超载之间的矛盾

不断凸显。此外，使用劣质电插座、接线板，接线

不规范等问题也增加了电器火灾发生的几率。 

校园内食堂做饭、实验室使用酒精灯、维修房

屋设备时使用电气焊等，均要明火作业，稍有不慎

就会引发火灾。 

（四）学校管理与消防安全存在矛盾 

很多高校为了治安安全，为了方便对学生的管

理，在内走廊、楼梯间、对外出口以及外窗上安装

铁栅栏。还有的为了功能区域划分，将疏散通道上

的门锁闭。这些都使安全疏散通道不能保持畅通，

给火灾事故中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五）设施配备管理不到位、防火意识淡薄、灭火

逃生技能不足 

有的高校在工程建设阶段为了节约经费，缩减

消防设施的投入，导致建筑内应有的消防设施配备

不全；还有的高校由于制度和人员的缺失，对现有

的消防设施长期不进行维护保养，以至于在事故发

生时无法使用。另外，大部分学生消防意识淡薄、

灭火技能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一旦火灾发生，初

期火灾不能及时扑救，人员无法及时疏散，势必小

火酿成大灾。 

二、高校建筑的防火设计 

为消除上述隐患，在工程设计阶段就应依法依

规进行防火设计，从而使高校建筑在总平面布局、

防火分隔、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装饰装修等方面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要求，以避免高校新建、改

建、扩建以及内装修的建筑形成新的先天性消防安

全隐患。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新建、改建项目越来越多，

其中不乏高层、大体量建筑。在总平面设计时应充

分考虑防火间距、消防车道及登高扑救作业场地等

问题，合理确定锅炉房、燃气调压站、高低压配电

室等设备用房的位置。 

（二）准确定性、严格设计标准 

对于学生公寓楼，其人员密集，与住宅类居住

建筑不同，其性质应为公共建筑，不能为了节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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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而套用住宅建筑的条款，安全出口数量不能减少、

疏散楼梯间形式不能降低标准、不能仅设置消火栓

系统和灭火器，相应的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

统、防排烟系统在达到标准后也要配套设计，走廊、

楼梯间、安全出口也应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对于一些工科院校建设的实验用房，虽然形式

上类似于工业厂房，但上课时聚集的学生人数众多，

疏散距离应按民用建筑标准设计，疏散宽度指标应

按工业和民用建筑中较严的标准计算，对于其内部

附设的多层教室，其楼梯间形式应按民用建筑要求

设计，此类用房的防火分区、消防设施等也应按民

用建筑标准设计。 

（三）结构设计 

建筑结构形式要符合建筑耐火等级的要求。有

的高校内的餐厅、礼堂、体育馆等建筑的顶棚采用

大跨度钢结构，为满足耐火极限要求，应合理设计

防火涂料类型及厚度。有些高校的老旧建筑是砖木

结构，在改、扩建时应充分考虑原有建筑与新增部

分的耐火等级差异，在防火分区划分等方面区分对

待。对于新建的高校建筑，其耐火等级一律不得低

于二级。 

（四）消防设施设计 

随着现代化进程，高校建筑日趋向高层、功能

综合、体量大方向发展，相应的消防设施也应同步

配套设计。考虑到高校学生群体的特点，以及对建

筑使用的时段集中、人群高密度等情况，设计时应

对照规范的要求从严掌握。对于规范没有强制要求

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提高标准设计，如：

多层学生宿舍楼可以参照旅馆建筑设置自动报警和

灭火系统，其走廊、楼梯间的应急照明增加照度，

疏散指示标志缩小设置间距以增加视觉连续性，增

大内走廊自然排烟外窗面积或机械排烟风量，缩短

排烟口间距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在火灾发生时最

大限度地保障学生安全疏散，减少人员伤亡，控制

火灾蔓延。 

（五）内装修和外保温设计 

在对校内建筑进行内部装修设计时，应严格控

制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在学生宿舍楼、教学

楼、图书馆、学生餐厅等学生集中且没有过多美观

要求的场所，应尽可能使用不燃材料装修。其它室

内场所，因造型要求局部确需使用可燃材料的，也

应经过阻燃处理，使燃烧性能等级达到 B1 级。在电

气线路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学生用电特点及用电负

荷增扩容要求，并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必须的电源

接口。 

在外保温设计上，高校建筑均为民用公共建筑，

应严格执行《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

暂行规定》（公通字[2009]46 号），尽量选用燃烧性

能等级为 A级的外保温材料。 

三、高校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 

优化防火设计只能使高校建筑在建设时符合消

防规范要求，要想最大程度消除火灾隐患，减少火

灾事故发生，还要依靠科学有效的消防安全管理。 

（一）成立组织、完善制度 

按照《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教育部、

公安部令第 28 号）要求，各高等院校应明确法人代

表为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分管消防安全的校领导

为学校消防安全管理人，学校必须设立或者明确负

责日常消防安全工作的机构，配备专职消防管理人

员，要制定并完善学校建筑物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建筑消防设施器材定期维修保养制度等。学校进行

新建、改建、扩建、装修等活动，必须依法办理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者备案手续。学

校各项工程消防设施的施工验收，应当有学校消防

机构参加。竣工后，有关图纸、资料、文件等应当

报学校档案室和消防机构备案。 

（二）落实制度、加强管理 

学校消防管理机构应明确专人对各建筑消防设

施进行日常管理，定期聘请有资质的服务机构对自

动消防设施检测维保，保证其正常运行。对建筑内

的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进行每日巡查，严

禁设置影响疏散的障碍物。加强用电管理，严禁随

意拉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此外还要加强对存放易

燃易爆危险品建筑、燃气调压站等重点建构筑物的

监管，做好防雷防静电检测等火灾防控工作。 

（三）教育培训、演练预案 

学校消防安全管理机构应针对校内建筑逐一制

定灭火疏散预案，并组织建筑物使用者和管理者定

期开展预案演练，提高师生们疏散逃生和扑救初期

火灾的技能。开展经常性消防常识教育，提高学生

消防安全意识，爱护并会使用建筑消防设施器材。 

综上所述，高等学校通过完善校内建筑的防火

设计，加强对建筑物及使用者的消防安全管理和教

育，就可以极大地消除火灾隐患，减少火灾事故发

生。为校园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消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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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一样科学的教学体系。因此，解决当前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困境的首要问题，就是

要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需要，依托学校

及地域文化资源优势，按照教学大纲、教学目标和

教学内容来确定合理实践教学的形式、内容，构建

符合实际的实践教学体系，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逐步解决实践教学随

意性强，流于形式的问题。 

（二）构建符合学校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 

完善而科学的实践教学指标及其体系是实现实

践教学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因为缺乏合理

的考核体系，或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奖惩机制不

合理都会影响到师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在课时、经费紧张的情况

下，对学生实践教学的考核应该注重学生的参与态

度、参与过程，注重学生的自我参与，激发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特别是鼓励学生自觉主动参与实践教

学。同样，考核体系的奖惩机制不合理，措施不健

全也会影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因此，要根据学校

和学生教学活动的实际，合理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践教学的考核体系，既鼓励学生自觉参与，又不

能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 

（三）理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 

受高校管理体系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学生活动分属不同管理系列，既影响了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开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浪费资源。所以，

应该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为主，组建由学工

部、团委共同参加的实践教学协调管理小组。由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设计实践教学的内容，联合

学工部、团委结合学生的日常活动，如社会调查、

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共同组织学生的实践教学

活动，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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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in colleg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blems have occurred such as teaching arbitrariness, teaching formality, divorcing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Better progress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 is puzzled by these problems.Exploring and 
build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assessing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need of class and straightening management 
system are the main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es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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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ire safety in build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on fire safety design and fire safety manage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strengthen fire prevention colleges construction work and reduce fire loss and casu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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