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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代化消防指挥中心建设

◆梁颖楠

(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 北京１０００００)

【摘要】在所有级别的消防力量中,消防救援指挥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消防救援指挥可以更好地对受灾现场进行调

度,掌握相关的救援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有效地控制灾害.目前,一些地方的消防指挥中心还没有完全适应

现代化的消防要求,在消防指挥工作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在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消防指挥中

心的智慧化建设还不能充分发挥其指挥的组织功能,从而影响到整个消防工作的效率.一些消防指挥中心对人工智

能和信息综合处理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在实践中的运用也不够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防指挥工作的开展.因

此,充分地运用现代化的科技和装备,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消防指挥中心,这是每一个消防部门都必须认真考虑的现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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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的消防指挥系统是我国应急管理与灭火救援工作

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实现快速、有序、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的有力保障。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个层次的消防救援团队都在不断地

探索适应现代化的指挥中心建设模式。 消防救援团队要结

合实际需要，创新救援理念，优化指挥模式，加强人才培

养，提升监测预警、科学救援、联勤联动、处置指挥的能

力，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消防救援指挥系统，并取得初步成

效。 传统的消防救援指挥系统在综合研判预警、科学指挥

调度、对外协同机制等方面的能力缺陷比较明显，制约了救

援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传统的指挥中心建设亟待转型升级。

１　消防指挥中心的功能

消防指挥中心是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保证。

消防指挥中心只有提升其综合实力，才能发挥其作用保障人

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火灾现场指挥部是火灾现场处置的重

要力量，其对事故的处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消防指挥

中心主要负责指挥调度、信息传达和应急指挥等三项功能。

第一，指挥调度。 消防指挥中心运用现代先进的通讯手段

和科技手段，对灾难现场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预测，找出风

险点，并将其进行统一的分区。 消防指挥中心通过合理地

指挥调度，确保现场的局面得到有效的控制。 消防指挥中

心要想发挥指挥调度的最大作用，就必须掌握准确的数据信

息、拥有先进的装备和较高的综合素质。 只有这样，才能

构建一个高效率的指挥团队，确保整个救援的效率和质量；

第二，信息传达功能。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消防指挥中

心要充分运用多种通信方式，确保现场信息的协调一致，实

现对命令、信息和任务的及时传输和处理，确保火灾救援的

效率和质量；第三，应急指挥。 消防指挥中心的应急指挥

可以对灾难现场做出准确、科学地分析。 消防指挥中心是

一支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队伍，其可以科学地分析有关的指

挥决策，使决策制订得更完美、更安全。 可以说，消防指

挥中心的工作做得好坏，不仅影响着全局的消防工作，也影

响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消防指挥中心只有充分发挥

其作用，才能使火灾救援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２　消防指挥中心现存的问题

２．１　缺乏高效精准的现场态势感知技术

构建现场态势感知系统主要面临以下挑战：首先，复杂

环境下的现场态势感知技术难以实现。 应急情景感知技术

涵盖了数字仿真、大数据、虚拟、信息通讯、感知、控制、

芯片等多种技术领域。 当前，研制相应的智能装备面临着

一定的技术挑战，尤其是在高风险环境下的感知和定位技

术；其次，在“三断”情况下，难以获得突发事件的紧急通

讯支持。 当搜救现场地形和环境复杂、通信信号衰减时，

容易造成通信中断。 尤其在道路损毁、供电中断、公共网

络瘫痪等恶劣环境下，会出现灾情现场情况信息传不出来的

问题。 因此，“三断”后，如何迅速高效地构建通信保障系

统成为消防指挥中心急需突破的难题；最后，一些消防指挥

中心对实地情况的了解不够充分。 由于一些指挥员的经验

不足，灾情现场前线和后方的情报含糊不清，指挥中心的接

警人员人数少、专业化程度低，没有充分地掌握一些消防技

术，缺乏对火灾的分析能力，不能对灾情进行全面、精确、

科学地评估。

２．２　科学调度指挥工作的专业程度不高

首先，一些消防指挥中心对受灾现场基本资料的统计不

够细致。 目前，一些地方消防指挥中心存在重数量而轻质

量、重内部数据而忽视外部资源等问题，造成了数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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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实、不全面，不精准；其次，一些消防指挥中心缺乏完

善的调度命令和决策程序。 一些消防指挥中心不同层次、

不同类别的调度指挥工作没有形成制度化和程序化，决策的

科学性和全面性完全依赖于决策者的个人经验与能力，个别

指挥官对自己的职权不清楚，在关键的时刻举棋不定，贻误

救援时机；最后，消防指挥中心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

齐。 一些指挥人员入伍时间短，基层历练少，救援经验

少，综合素质差，指挥能力差。

２．３　社会应急救援力量联动效能不高

第一，消防指挥中心联动反应机制不健全。 不同层级

的消防指挥中心之间的联系时间短，管理职责不明确，权限

不清楚，易导致在救援过程中出现联动不畅和协调困难的现

象；第二，消防指挥中心缺乏精准充分的信息交流。 一些

消防指挥中心主要依托简单的通讯手段，没有建立起有效联

通的联动载体，难以实现信息集成。 消防指挥中心主调部

门不能准确掌握联动力量状况，不能根据需求进行精确调

配，调配救援人员时也缺乏一定的针对性；第三，消防指挥

中心联勤联训没有形成常态。 一些消防指挥中心与社会力

量割裂开来，缺少与其他消防救援单位的技术沟通和交互，

协同水平较低，使消防指挥中心难以提高其在救援过程中的

指挥、调度和协同能力。

３　构建现代化指挥中心的形态设想

３．１　构建现场全要素态势感知网络

消防指挥中心要从消防救援的实际需求出发，对与救灾

有关的数据、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展

示、回溯和评价，以帮助指挥员对灾害进行迅速地判断，精

准把握现场的状况，并对救援计划进行科学地规划。 一是

引进信息技术。 消防指挥中心围绕“监测预警、灾害演

化、兵力调配、救援展开、救援保障”等多个方面，利用图

像识别、智能穿戴、感知等多种技术，对人员、装备、物资

等实时信息进行准确感知和自动采集，达到全要素感知和全

程记录的目的。 消防指挥中心要结合不同的警情，自动对

接到的报警、调派、出动、增援、到场、归队等各个阶段的

信息进行汇总，并对整个过程进行时序化监控，自动形成救

援案例档案，为事后的救援评估和复盘考核提供参考；二是

运用智能设备。 消防指挥中心要充分发挥可穿戴设备与各

种音频、视频传输系统的融合与对接，研制出微型、轻量化

的单兵通信设备，具备语音对讲、图像回传、人员定位等功

能，实现搜救全过程的全方位监控。 如果发生“三断”情

况，消防指挥中心要在受灾地区建设宽带、窄带自组织网

络，以话音自组织网络为二级网络，通过影像自组织网络对

救灾图片进行收集和传送，并通过高密度卫星通讯系统实现

对现场指挥和后方指挥的信息的传递；三是消防指挥中心要

实现跨领域的专家信息集成。 消防指挥中心要充分发挥政

务大数据、政法委综治等平台的权威性，借助各方力量，将

各个领域的专业数据有效地进行集成，实现实时、准确地感

知各种信息。

３．２　提升精细化消防调度指挥能力

消防指挥中心要进一步理顺消防调度指挥流程，提高指

挥效率，提高消防救援的战斗力，努力建立科学、专业、高

效的消防调度指挥系统。 第一，统一数据源。 消防指挥中

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将传统的“人工

录入”转变为“自动采集”，构建智能化、统一的数据集成

平台，提升数据的质量。 消防指挥中心要保证各项数据的

准确性、实时性和共享性，避免由于多报造成的数据失真。

与此同时，消防指挥中心要协同信息和通信部门进行融合管

理，充分推动内外部数据的共享与管理，加速构建辅助决策

信息系统，为系统运行、数据赋能、服务一线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第二，与智能化的命令相结合。 消防指挥中心在接

到报警时，调度的过程中要加强对报警信号的定位与智能调

配，提高报警早期的信息采集与反应速度。 消防指挥中心

在指挥救援的过程中，要将现场图像、灾情情况、兵力部署

等信息迅速地向各个层级的指挥官推送，从而进一步拓宽灾

情感知方式与命令传递的渠道，为警情追踪与现场指挥提供

有力的支持，使调度中枢的作用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 消

防指挥中心要按照“透明的战场，数字化的通信团队”的指

示，在实际救援工作的基础上，设计并研制一种战场可视化

系统，通过通信和数据处理技术，与消防指挥中心建立的图

综平台、接处警系统、融合通讯系统等进行连接。 消防指

挥中心要把救援现场的警情、舆情、对讲消息、地图气象信

息、各级指挥中心画面、现场无人机、单兵、布控球、视传

终端实时视频等各种信息流、图像流连接起来，将实时对

讲、视频会议等通讯功能进行集成，方便管理者及各级官兵

按照救援与调度的需要，实时、立体、一站式地了解前线救

援状况，并对前线救援进行远程或途中实时指挥调度；第

三，提高消防指挥中心队伍的整体素质。 消防指挥中心要

根据指挥中心人员编制和员额编配不足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拓宽人员补充途径，科学合理地制订消防人员的入职条件、

工作期限、薪酬待遇等，并进行定向招聘，保证入职的消防

人员既懂技术又有专长，从而促进队伍的稳定和梯队的形

成。 消防指挥中心要制订健全的消防救援队伍考核和训练

机制，探索试点消防救援队伍的等级评定办法，并逐步推行

岗位资格证书制度。 消防指挥中心要对指挥中心的业务骨

干进行专业的培训，使队伍的专业素质得到持续提高。 消

防指挥中心要制订接处警仿真演练的长效机制，并定期组织

桌面上的导调演练，进一步提高受理报警的高效性、调度力

量的准确性和辅助决策的科学性。 同时，消防指挥中心要

在指挥中心广泛开展岗位训练，科学地设定考试内容及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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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消防指挥中心可以开展辖区形势“活地图”、应知应

会“一口清”等专题培训，遴选“第一接警调度员”“第一

信息速报员”，评选“优秀接警调度员”等业务岗位能手，

不断提升消防指挥中心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３．３　统筹社会应急救援力量调度指挥

消防指挥中心人员有着丰富的应急处理经验，并且具备

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愿意与应急、消防等部门以及其他应急

救援机构进行深入的协作，为建立一个新的应急救援系统作

出自己的贡献。 当前，建立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度的国家应

急救援队伍，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

用。 第一，消防指挥中心要健全突发事件的联系方式。 消

防指挥中心要促进相关管理部门制订相应的实施规则和支持

措施，明确并授权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救援的职责、方式

和方法。 消防指挥中心要与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专长

相结合开展相应的救援工作，从而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协

调统一、科学有效地调动各种应急资源，指挥各种力量。

消防指挥中心可以依托“两项改革”试点，将电力、交通、

水利、医疗等多个行业的应急救援资源进行整合，并与航

空、铁路、高速公路等公路交通部门签署紧急情况下的快速

投送机制，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 消防指挥中心要建

立智能接处警系统与交通管理平台的“交消联动”机制，将

道路状况信息及时传递给受灾现场的一线指挥；第二，消防

指挥中心要加大信息交流力度。 消防指挥中心要将具有统

一指挥和调度条件的有效资源进行分类整理，并与有关部门

实现资源共享，推动全域视频监控资源的共享与对接。 消

防指挥中心要进一步健全非急型普通社会救助类案件的处理

机制，规范处理程序，加强后续跟进。 消防指挥中心要加

快推进覆盖各种应急救援力量的、集预警、决策、指挥为一

体的社会救助力量，加强对指挥与调度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把乡镇、企业的专职消防队以及社会专业人员都纳入一个统

一的调度系统中，缩短应急响应时间；第三，消防指挥中心

要开展联勤联合训练。 消防指挥中心要充分发挥地方各级

消防救援中心、区域灾害应急救援中心及各支队练兵基地的

功能，逐步实现与各类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的共用，探讨建立

互学互鉴、联勤联训的消防救援机制，使各种类型的应急救

援演练成为常态。 在演习中，消防指挥中心要不断地熟悉

各种救援方式，从而提高消防救援的效率。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消防救援指挥中心在态势感知、细致地调度

指挥以及社会力量的综合协调方面的成熟程度，全面反映了

其应急救援的能力。 消防指挥中心的智能化建设势在必

行。 消防指挥中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进一步

提升其救援效率。 此外，消防指挥中心需要科学地配置救

援人员，确保救援设备和救援人员之间的最佳协同救援效

果，并通过智能辅助技术来实现信息处理的智能化，从而推

动消防指挥中心向智能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１]白显乐．现代化消防指挥中心建设初探[J]．消防界(电子版),

２０２３,９(０６):１Ｇ３．

[２]栗勇．建设现代化智慧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探究[J]．消防界(电子

版),２０２２,８(１４):４４Ｇ４５,４８．

[３]韩志强．建设现代化智慧消防救援指挥中心[J]．消防界(电子版),

２０２１,７(１１):１１７Ｇ１１８．

[４]李亚彬．对建设智能消防指挥中心的思考[J]．今日消防,２０２３,８

(０８):１３６Ｇ１３８．

[５]朱嘉明．大数据时代消防指挥中心建设探讨[J]．中 国 新 通 信,

２０２２,２４(０９):１３Ｇ１５．

[６]刘根科．消防指挥中心扁平化指挥体系建设思考[J]．今日消防,

２０２１,６(０２):９０Ｇ９１．

[７]于斌．消防指挥中心智能化建设探索[J]．科技创新与应用,２０２０

(１９):１８４Ｇ１８５．

[８]李钊．消防指挥中心功能与发展建设探讨[J]．今日消防,２０２１,６

(１０):１１５Ｇ１１７．

作者简介:

梁颖楠(１９９３－),女,汉族,河北沧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消防指

挥中心建设.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