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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冬季火灾特点及扑救对策

中国消防在线 | 时间： 2013-01-11 | 文章来源： 甘肃省白银市消防支队 | 作者： 李海

严寒天气下，在人们大量用火、用电的同时，火的灾害也极易发生，而且因低温、冰冻、缺水、

大风等特点，火灾一旦发生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控制与消灭。冬季火灾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

重经济损失的同时，也给火灾扑救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关于严寒天气下的火灾扑救等问题便再次

成为消防部队的焦点话题。笔者就冬季火灾特点、扑救难度、扑救准备和扑救对策进行简单阐述。  

一、冬季火灾的特点  

（一）火灾发生频率高。气候干燥，致使可燃物品特别干燥，含水量降低，遇火源容易着火。天

气寒冷烤火取暖，用火、用电、用气增加，致使着火因素增多。逢有圣诞、元旦、春节和元宵节等重

大节日，生活用火、交通运输、商业物品储存销售等环节易发生火灾，也是群众燃放烟花爆竹的高

峰，容易导致爆炸或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火情不易发现，报警难保及时。严寒季节昼短夜长，在夜间居民用火用电极易失去有效的

看护，故在夜间发生火灾的频率较大，且具有不易被及时发现的特性。消防部队往往在火灾发生的初

期阶段不能及时接到火情报告，当火灾上升到发展阶段时，消防队即使接到火警，受低温、冰雪路

面、供水、浓烟等不利条件的制约，在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控制火势的发展。  

（三）室内火点隐蔽，烟雾流动缓慢。阴燃状态的火势会产生大量浓烟，并因室内空气相对稳

定，浓烟由上向下充满整个建筑空间。此时烟雾横向流动的速度缓慢，故相对静止的浓烟将燃烧点笼

罩，使人们在短时间内不易判断燃烧点具体部位和燃烧面积。  

（四）建筑封闭严密，初发火势较弱。当建筑物内发生火灾时，受密闭空间影响初发火势起燃

后，在得不到足量空气助燃情况下很快由强转弱，使明火转变成阴燃状态。恢复明火状态后，可在极

短的时间内造成火势急速扩大。  

（五）燃烧时间过长，构件承重临限。严寒季节火灾因其初期发展缓慢，多数火情不易被人们及

时发现。特别是发生在建筑顶棚内的火灾，即使工作与生活在建筑内的人们一般也不易发现初期燃

烧，通常待烟雾从屋面窜出时才可被发现。在这段缓慢燃烧中，建筑构件已受到高温的作用，其强度

趋向减弱。当火灾进入猛烈燃烧阶段时，建筑构件会遭到火焰更为强烈的烘烤，此时对于钢质建筑构

件其承重能力基本接近临界限度；对于木质建筑构件在持续高温的作用下， 碳化层逐步加深，构件

的承重截面逐渐缩小，其承重力随着火灾的发展逐步趋向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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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火势蔓延迅速。寒冷季节，风大，气候干燥，为火势蔓延提供了条件。气温低，火场内外

温差大，易形成强烈的空气对流，加快空气向燃烧区补充，助长火势的蔓延扩大。由于昼短夜长，加

之天气寒冷，人们户外活动减少，一般情况下早睡晚起，尤其是老弱病残者，卧床时间将会更长。火

灾发生后，不易发现，使火势迅速蔓延扩大。  

二、冬季火灾扑救的难度  

（一）气温低、风雪多、行车安全受影响。在冬季消防车辆的安全和操作性能大大降低，严寒使

消防车轮胎变硬，遇有路面结冰、冰雪天气等情况时，轮胎与路面之间的磨擦力和附着力降低，易造

成车轮打滑、行驶不稳、摆尾或掉头等。  

（二）作战车辆水泵、供水线路、分水器、登高工具、灭火装备器材等易发生冻结。其原因是部

分车辆服役年限长，供水设备保温效能低；车内控水阀门密封不严，渗漏水现象易造成水泵和出水口

冻结；后方供水间断时间长，水带内易结冰阻断水的流通；室外水源设施回水功能差，造成供水管内

结冰增加了灭火难度，影响灭火效率。  

（三）火情侦察、火场破拆、火场供水、内攻灭火难度大。灭火进攻路线布满冰雪崎岖不平，救

援人员攀爬行走缓慢；水带易结冰，平移、更换困难；在高地设置水枪阵地困难，不能及时有效控制

火势；后方供水不能保持连续，快攻近战的战法难以实施；防护和供水器材需要量大，在大型灭火现

场实施战勤保障困难。  

（四）消防人员作战服加厚，携带工具多，身体荷载加大，灵活性差，火场行动速度减慢；寒

冷、潮湿常导致消防人员皮肤及足、指、趾、耳、鼻等处被冻伤；由于室外环境温度极低而火场温度

很高，消防人员频繁出入火场，呼吸道不适，会引起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  

（五）消防部队正处于老兵退伍、新兵尚未下队期间，人员相对减少。消防员连续作战，加重了

疲劳程度，特别是在寒冷季节下作战，人体抗寒能力受限。  

（六）器材装备使用繁多，消耗量大，恢复战备工作时间长。  

三、冬季灭火救援行动前期准备工作  

冬季火灾扑救工作客观上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不仅加大了灭火救援难度，也对灭火准备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消防指战员必须在思想、组织、训练、器材装备、战斗技巧和御寒保暖工作上

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消防部队在严寒的天气下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冬季是火灾多发时期，火警出动频繁，火灾扑救任务重。做好冬季火

灾扑救行动教育工作，才能提前做好灭火准备。要搞好火灾扑救工作首先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组织

上严密细致，物质上保障到位。在严格执勤的同时，全体官兵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掌握冬季火灾特

点，正确应用灭火对策，时刻做好灭大火、打大仗的准备。  

（二）切实落实消防水源管理长效机制。冬季，消防水源容易被冻结，导致不能正常使用，必须

加强消防水源的管理力度。在冬季，对消防水源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排查整治活动，对所有消防栓进行

检查和维修，并及时采取防寒保暖措施。在下雪之后要及时清扫通往消防栓的道路及水源周围的积

雪，保证消防人员能在灭火第一时间可以用水。  

（三）加强营房、车辆、器材装备和灭火剂的防寒保暖工作。在冬季，要采取安全保暖措施，保

证战备车库不低于 15 摄氏度，营房室温不低于 20 摄氏度。消防车辆水泵、接口、阀门要时刻保持



干净。无渗漏水现场，并做好结冻准备，并且坚持每天做好车辆装备的“一日两查”制度。  

（四）加强指战员的个人防护，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冬季气候寒冷，滴水成冰。指战员在寒冷的

天气下进行灭火救援，常常是进入内部灭火一身水，出来满身冰。在火场上发生冻伤，一般都是外露

部位。要重点加强对手、脚、脸部的防寒保暖。此外，冬季火灾扑救增加了个人防护装备器材的更换

次数，经常是一战一换，有时甚至是一战多换。对此，要增加装备器材的配备量，一般是正常装备的

2倍。  

（五）加强冬季适应性训练，提高抗寒能力。针对冬季火灾特点，加强战斗方法的学习与研究。

重点加强第一出动、灭火侦查、内攻近战、火场救人、登高防滑、火场破拆、火场供水和火场安全等

战术措施的掌握运用，确保灭火基本对策有效落实。加强指战员身体素质的抗旱能力训练，坚持开展

在寒冷条件下的适应性训练。每天都要安排不少于 4 小时的技能与体能训练，加大室外活动量，强

化负重奔跑，防滑攀登训练，增强官兵体质，提高抗寒耐寒能力。深入开展“六熟悉”工作，加强应

用性项目训练。对人员集中、用火用电量较大的单位、商场、宾馆和酒店等重要场所重点熟悉，并进

行实战演练。  

四、冬季火灾扑救对策  

（一）做好“六熟悉”工作，进一步完善灭火战预案。应尽可能深入辖区内部，尤其是重点单位

或区域，加强对其生产与工艺流程、原料商品性质与储存形式、人员流动特性及疏散通道畅通程度、

建筑使用与布局变化、消防水源储存量及自动补水能力、消防设施和消防控制室运行状态、室外消防

通道及净空等情况的熟悉与掌握。对于建筑使用性质转向、消防通道修整、危险部位变迁等重大变化

情况应及时修改预案，确保灭火救援预案的时效性和实用性。  

（二）讲求科学，合理指挥，保障供水。第一出动力量编程与调派，必须建立在火灾特性和科学

组合各种灭火力量的基础上。根据报警情况，结合战斗预案或其他力量调派规定，将能消除火势对遇

险人员威胁、有效控制火势发展、防止爆炸、中毒、倒塌等危险情况的灭火力量、装备器材、灭火剂

及社会各种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调往火场。  

（三）合理选择路线，确保全员安全。在严寒季节中进行灭火作战受其条件的影响，战斗小组人

员行动的机动性、 迅速性、 安全性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造成相互间的协调与配合十分困难。对于

楼房建筑其进攻路线要尽可能地选择在建筑内部，以上下夹攻的态势围歼火势；对于大型钢结构建筑

火灾，其进攻路线一定要依托承重结构逐段前进，在内部冷却和屋面防滑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不能

在屋面进行破拆和设置灭火阵地。此外，在选择进攻路线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战斗人员转移的安全。

所以路线选择要科学，防滑措施要到位，烟雾流动导向要合理，必要时应安排水枪手实施保护，确保

整条路线的安全。  

（四）提前做好防冻工作，保障火场供水。根据水在-4℃即开始由液态变成固态的特性，在严寒

季节实施灭火作战，首要任务是做好对消防车水泵、引水装置、出水管、出水阀门、供水线路、分水

器及射水器具的防冻措施，同时做好消防水源的防冻工作。  

（五）确保保障有力，指挥到位。取得灭火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指挥是否合理准确，特别

是在严寒季节扑救火灾时。因此，在火场上各级指挥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灭火组织指挥规定，由到场消

防部队最高指挥员按照组织指挥原则实施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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