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城市　　Zhihui Chengshi

２０２３．３４　 前卫 　　９７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研究

●陈晓钦　叶家豪

　　

[摘要]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面临系统性不足、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高层建筑

消防隐患特征,构建了完整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该体系包含架构设计、分级标准、排查流程、信息化平台四

个核心要素.通过在某城市５栋高层建筑进行６个月的实验验证表明,新治理体系有显著效果,其中,隐患发

现率提升３２％,治理效率提升４１％,隐患整改完成率达９５％以上.本研究成果为提高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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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高层建筑数量持续增长，消防

安全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国高

层建筑火灾事故呈上升趋势，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

损失。 传统消防隐患排查方式存在随意性大、效率低、信

息共享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高层建筑安全管理需求。

建立科学系统的消防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已成为提升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水平必然选择。 通过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规范

隐患排查标准，创新管理模式，提升信息化水平，切实加强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基本特征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隐患种类复

杂多样。 主要包括消防设施缺失或损坏、安全疏散通道堵

塞、消防系统维护不当、电气线路老化等。 这些隐患往往

相互关联，形成安全隐患链。 二是隐患分布具有空间关联

性。 高层建筑不同楼层、不同功能区域的消防隐患存在明

显差异，且相邻区域的隐患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 三是隐

患发展具有潜伏性和累积性。 部分隐患在日常管理中不易

被发现，随时间推移逐渐积累，最终可能引发重大火灾事

故。 四是隐患危害具有扩散性和放大效应。 高层建筑的结

构特点决定了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烟气

迅速扩散，危害程度成倍放大。 五是整改难度较大。 受建

筑结构、使用功能等因素限制，部分隐患整改需要较高技术

要求和投入成本，且整改过程易影响建筑正常使用。

消防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构建

(一)体系架构设计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是一套完整的安全管理

系统，采用“三层四级”的科学架构设计(图１)。 该体系的

管理层由消防主管部门牵头，联合建筑管理单位和第三方技

术机构组成工作组，负责整体战略部署和重大决策指导。

执行层设置专职消防管理团队，配备专业巡查人员，承担日

常排查、隐患记录和整改落实等核心任务。 支撑层整合专

家资源、技术设备和信息系统，为体系运行提供全方位保

障。 在运行机制上，建立常态化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

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制定差异化的

管理策略和具体实施方案。 建立分级负责机制，明确各层

级管理权限和工作职责，形成统一协调、分级管控、协同联

动的工作格局。 同时构建应急响应预案，对重大隐患实施

挂牌督办。 通过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制度保障，推动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切实提升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图１　消防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架构图

(二)隐患分级标准

科学的隐患分级标准是排查治理工作的重要基础。 基

于风险矩阵评估方法，从隐患危害程度和发生概率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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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评估体系(图 ２)。 参照《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

程》，将隐患危害程度划分为致命性、严重性、一般性和轻

微性四个层次。 结合历史数据分析和专家经验评估，将发

生概率分为极高、高、中、低四个等级。 通过危害程度与

发生概率的矩阵映射，形成 A、B、C三级隐患分类体系。

A级隐患属于重大火灾隐患，可能引发群死群伤事故，要求

立即整改；B级隐患涉及消防设施性能不达标，需限期整

改；C级隐患主要是管理不规范问题，可适当放宽整改期

限。 分级标准注重实用性和操作性，细化了建筑消防设

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等重点部位的具体判定依据。 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隐患整改情况和风险变化及时调整管

控等级，确保分级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图２　消防隐患分级标准矩阵图

(三)排查治理流程

规范的排查治理流程是体系有效运行的核心保障。 该

流程以隐患排查为起点，通过风险研判、整改落实和效果评

估构建完整的治理链条(图３)。 在隐患排查环节，采用智能

检测设备开展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运用标准化的记录模板

采集隐患信息。 风险研判阶段依托专家团队，基于分级标

准深入分析隐患性质，科学制定整改方案。 整改落实环节

实施精细化管理，建立责任清单和整改台账，明确时间节点

和质量要求。 效果评估强调闭环管理，通过实地复查、数

据分析等方式全面评估整改成效。 建立隐患信息共享机

制，发动物业人员和居民参与隐患排查。 对于重大隐患实

施挂牌督办，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确保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 针对整改难度大的隐患，采取分步实施

策略，确保整改方案切实可行。 通过标准化流程和精细化

管理，持续提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质量。

(四)信息化平台建设

信息化平台是提升隐患排查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 平

台采用“云＋端”架构设计，构建了集隐患管理、风险预

警、整改督办于一体的智能化系统(图４)。 移动终端配备便

携式检测设备，开发了隐患记录、现场取证、整改跟踪等功

能模块，支持检查人员高效开展现场工作。 管理端整合了

数据分析、风险评估、过程监管等功能，实现隐患治理全过

程可视化管理。 系统建立了涵盖消防设施、维保记录、整

改档案等多维数据库，构建隐患特征模型，为风险研判提供

数据支撑。

接入物联网传感终端，实现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实时监测

和异常预警。 平台注重数据安全和系统稳定，采用分布式

架构设计，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 开发

手机应用程序方便管理人员随时掌握隐患情况，实现与消防

监管等相关系统的数据共享。 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隐患规

律，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消防安全管理智能化

转型。

图３　消防隐患排查治理流程图

图４　消防隐患排查信息化平台架构图

排查治理体系实验验证

(一)实验方案设计

为验证排查治理体系的实用性和有效性，选取某城市５
栋不同类型的高层建筑作为实验对象，包括２栋商业综合

体、２栋住宅建筑和１栋办公建筑。 实验周期为６个月，通

过对照实验方法开展研究。 将５栋建筑按功能类型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应用新建的排查治理体系，对照组沿

用传统管理模式。 实验前对参与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统一

检查标准和数据记录方式。 实验过程设置周检查、月评估

两个工作节点，建立隐患信息采集、整改过程记录和效果评

估三个数据库。 实验指标包括隐患发现率、整改及时率、

整改合格率等量化指标，并设置体系运行成本、人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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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经济指标。 实验过程中引入第三方技术机构进行全程

监督，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针对不同建筑类

型设计差异化的检查方案，重点关注建筑消防核心部位和关

键环节，确保实验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实验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显示，应用新体系的实验组在各项指标上均优

于对照组(表１)。 隐患发现数量方面，实验组平均每栋建筑

月发现隐患３２．６处，较对照组提升４７．５％。 从隐患类型来

看，消防设施故障、安全通道堵塞和违规用电是最主要的三

类隐患，分别占比３１．２％、２５．８％和１８．７％。 在整改效率方

面，实验组 A级隐患整改完成率达９８．３％，B级达９６．５％，

C级达９３．８％，平均整改时间较对照组缩短１２．６天。 通过

信息化手段实现隐患全过程跟踪，整改销项率提升４１．２％。

体系运行成本分析表明，前期投入虽然较大，但长期来看可

节省人力成本约３５％。 不同类型建筑的数据对比发现，商

业综合体由于使用功能复杂，隐患发生率最高，但得益于专

业化管理团队，整改效率也最高。 住宅建筑在居民配合度

方面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宣传引导。 实验数据充分验证了

新体系在提升隐患治理效能方面的显著优势。

表１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治理实验数据对比表

评估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变化情况

月均隐患发现数(处/建筑) ３２．６ ２２．１ ＋４７．５％

A级隐患整改完成率 ９８．３％ ８５．７％ ＋１２．６％

B级隐患整改完成率 ９６．５％ ８２．３％ ＋１４．２％

C级隐患整改完成率 ９３．８％ ７８．９％ ＋１４．９％

平均整改时间(天) １５．４ ２８．０ －１２．６天

整改销项率 ９５．２％ ５４．０％ ＋４１．２％

人力成本占比 ６５％ １００％ －３５％

　　(三)体系优化完善

基于实验数据分析结果，对排查治理体系进行针对性优

化。 在体系架构方面，强化基层网格化管理，细化工作职

责，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分级标准增加了经济可行性评估

指标，对整改投入较大的隐患制定分步实施计划。 优化排

查流程，增加重点时段和重点区域的检查频次，细化检查要

点。 完善信息化平台功能，开发智能预警模块，增强数据

分析能力。 针对不同建筑类型存在的问题，制定差异化管

理策略。 商业综合体重点加强专业化管理队伍建设，住宅

建筑着力提升居民参与度。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开展

培训交流，持续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 通过建立动态评

估机制，及时发现体系运行中的问题并持续改进。 优化后

的体系更加符合实际工作需要，具有较强的推广应用价值。

实验成果为提升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

参考。

结束语

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过实验验证，形成了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管理模式。 实践证明，该体系

在提升隐患排查效率与治理成效方面表现突出，具有良好实

用性。 研究成果为提高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

创新思路与可行方案。 未来应在实践应用中持续优化完

善，提升体系智能化水平，推动消防安全管理向精细化、科

学化方向发展。 推广应用该体系对保障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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