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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古建筑特有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和消防安全特性，立足古建筑整体

人文价值和科学管理理念，从诸多视角加以分析和探索，结合现代消防安全的科技手段，探讨

新形势下古建筑防火的措施和对策。 

 

古建筑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它不

仅遗留下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痕迹，也同时预示着人类未来发展进步的方向。它是属于全人

类的宝贵财富，对古建筑消防安全特性及防火对策进行科学的研究与探讨意义重大。 

一  古建筑安全现状分析 

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古建筑之所以毁于火灾，今天幸存下来的绝大多数古建筑也历经火劫，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古建筑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火灾危险性。 

（一）火灾荷载大，耐火等级低  

我国古建筑绝大多数以木材为主要材料，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火灾荷载远远高于现

行的国家标准所规定的火灾负荷量，火灾危险性极大，耐火等级低。古建筑中的木材，经过多

年的干燥，成了“全干材”，含水量很低，因此极易燃烧。特别是一些枯朽的木材，由于质地

疏松，在干燥的季节，即使遇到火星也会起火。  

古建筑中的各种木材构件，具有良好的燃烧和传播火焰的条件。古建筑起火后，犹如架满

了干柴的炉膛，而屋顶覆盖严实紧密。因此，发生火灾时，屋顶内部的烟与热不易散发，温度

快速积聚，迅速达到“轰燃”。古建筑的梁、柱、椽等构件，表面积大，木材的裂缝和拼接的

缝隙多，大多数通风条件比较好。有的古建筑更是建在高山之巅，发生火灾后火势蔓延快，燃

烧猛烈，极易形成立体燃烧。 

（二）无防火间距，容易出现“火烧连营”  

我国的古建筑多数是以各式各样的单体建筑为基础，组成各种庭院。在庭院布局中，基本

采用“四合院”和“廊院”的形式，像少林寺和中岳庙等古建筑。这两种布局形式都缺少防火

分隔和安全空间，如果其中一处起火，一时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毗连的木结构建筑很快就会出现大面积燃烧，形成“火烧连营”的局面。 

（三）消防设施匮乏，火灾扑救难度大  

我国的古建筑分布在全国各地，且大多数远离城镇，建于环境幽静的高山深谷之中，像嵩

山古建筑群就是这样。这些古建筑普遍缺乏自防自救能力，既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专职消防



队员，消防设施有的也不完备，一旦发生火灾，位于城镇的消防队很难第一时间到达。大多数

古建筑都缺乏消防水源，而对于一些高大的古建筑更是有水难攻，再加上古建筑周围的道路大

多狭窄，有的还设有门槛、台阶，消防车根本无法通行，这些都给火灾扑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

难。 

（四）古建筑的管理和使用体制不顺，问题复杂  

古建筑的管理部门与所辖地政府管理与使用体制不顺，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规

划落实缓慢，文物古建筑的使用部门往往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古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在古

建筑的使用中，一些地方利用古建筑开设旅馆、饭店、招待所、工厂、仓库等，火源管理不严，

电线乱拉乱接，线路开关随意乱设。有的古建筑周围大量开店，火灾危险因素大量增多。这些

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的消防安全问题，也给古建筑的消防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应在当

地政府中成立由文物、规划、消防、宗教等部门组成的古建筑保护管理委员会。 

二  古建筑消防安全的主要特性 

在古建筑的各项保护工作中，防火保护毋庸置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由于古建筑

物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及价值特性，与现代建筑物相比，在防火安全保护工作上具有截然不

同的重要特性。例如，古建筑是罕见的无法替代的文化遗产，发生火灾后，具有不可再生

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提高对古建筑消防设计、规划、保护工作的重视。 

  （一）古建筑的地理及环境安全特性 

古建筑及古建筑群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气候等因素，如地形、地貌、洪水、

雷击、水源、采矿等，对古建筑的消防安全有重要的影响。 

大多数的古建筑远离城镇，地理位置偏僻，道路崎岖坎坷，消防水源缺乏，消防车辆

难以通行。即使座落在城区的古建筑，由于历史原因，也大都地处成片民居包围之中，如

郑州城隍庙、郑州文庙只有一墙之隔，防火间距不足，无消防通道，对古建筑构成严重威

胁，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从防火安全的先天及后天条件上看，古建筑的整体消防安全可靠度均已大幅降低。又

因其“客观的存在”，使得改变、改造其结构、增设消防安全设施相对困难。如何既不破

坏古建筑物原貌，又能真正达到其防火安全的指标；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加

强对古建筑物的防火保护，应是深入研讨、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古建筑结构、材料安全特性 

文物古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三、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耐火性能极差。以

嵩山古建筑群为例，14 处文物建筑中砖木结构就有 5 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12

处，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建筑面积达 70%以上。 

无论是归属于何种形式的古建筑物，其结构及使用材料均已年久老化，斑驳陈旧。因

此，发生火灾后在确保人员疏散、结构完整等安全目标外，还要尽量维护其特有的价值，

其难度是相当大的。虽然，古建筑物在火灾发生几率上小于现代建筑物，但其火灾破坏性



不论从时间、速度、程度上均大于现代建筑物。2003 年 1 月 19 日，“世界文化遗产”武

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遇真宫发生大火， 有价值的主殿三间共 236 平方米建筑

全部化为灰烬，周边文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2003 年 3 月大同市广灵县文庙发生火

灾，由于该县没有消防队，再加上水源缺乏，导致文庙大殿付之一炬。因此对古建筑物老

化、陈旧的因素，在设计、规划、保护中要予以充分考虑。 

（三）建筑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时空背景特性 

由于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等因素，使得古建筑物丧失其原有的时代定位，从人、事、

地、物的角由现代人来规划设计其防火措施，在达到的目的与目标上均已不同。特别是在

整体效益上，要对有关经济效益性、社会安全性以及文明价值性予以有机统一。如何从传

承过去、保障现代、发展未来中找到平衡，真正做到全面性防火安全保护必须要具有现实

和前瞻性的思维和意识。 

（四）古建筑与现代文明结合的特性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不间断的，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如何应用和体现在古代建

筑的防火安全保障上，却又不破坏其原貌，笔者认为必须从古建筑物的深度内涵上寻求突

破，找出症结，解决问题。 

三  古建筑火灾动力学演化过程 

火灾是一种具有复杂性本质的过程，其孕育、发生和发展包含着湍流流动、相变、传热传

质和复杂化学反应等物理化学作用，是一种涉及物质、动量、能量和化学组分在复杂多变的环

境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三维、多相、多尺度、非定常、非线形、非平衡的动力学过程；该动力学

过程还与外部因素的人、材料、环境及其它干预因素等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分析火灾动力学演

化过程，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文物古建筑火灾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定准确、合

理的消防安全对策提供科学指导。 

整个古建筑火灾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起火、初期增长、充分燃烧和减弱四个阶段。 

（一）起火 

建国前，我国古建筑起火多数是雷击和战争引起的。建国后，由于一些古建筑被随意改变

其使用性质，火灾发生原因也大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生活用火不慎。主要是炊煮、取暖和照明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如 1990 年 1 月 25

日，青海海南州石藏寺特大火灾就是哈达落到酥油灯上引发的。 

（2）电线电器设备起火。主要是由于电线陈旧老化、绝缘损坏、发生短路引发火灾；还

有的是大功率灯泡紧靠可燃物，长时间烘烤而起火。 

（3）乱扔烟头起火。1992 年 9 月 19 日，扬州市旌忠寺藏经楼就因遗留烟头引发火灾。 

（4）小孩玩火。1982 年 2 月，北京市万寿寺西路行宫被烧毁，就是小孩玩火造成的。  

（5）宗教活动。1984 年 4 月，云南筇竹寺华严阁发生火灾，直接原因是两位信女进阁烧

“头柱香”不慎引起的。 



（6）雷击起火。1969 年 9 月，河北省避暑山庄的普佑寺，因未安装避雷设备，遭雷击起

火。  

（7）生产用火。1981 年 9 月 20 日，扬州市“卢宅”火灾，就是由于古建筑中生产工人

违章作业所酿成的。 

除此以外，因外部的火灾蔓延引发古建筑起火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古建筑讲究“曲

径通幽”，往往位于深山茂林之中，因此一旦古建筑周围的森林发生火灾，必将严重威胁到古

建筑本身的安全。 

（二）火灾初期增长 

古建筑火灾初期一般增长迅速、燃烧猛烈。古建筑物的构建一般采用木质材料，多次涂刷

油漆，年代久远，极为干燥。一旦发生火灾，燃烧迅猛，且释放出大量可燃气体，快速形成状

态燃烧，火场中心温度可达 1200℃以上。此外室内悬挂的字画、垂帷、幔帐、柱锦、飘带、

天帐以及常用的香火蜡烛、油灯、酥油等极易燃烧，进一步加剧了火灾增长速度。再加上古建

筑空间大、门窗多，火灾时，室内空气受热膨胀向外扩散，室外冷空气通过空气对流，大量向

室内补充，使火势燃烧更加猛烈，起火室内温度随之迅速上升。 

（三）充分发展阶段 

古建筑火灾发生后，烟热向上升腾，火势沿着悬挂的物品迅速向上蔓延，然后向水平方向

发展。由于古建筑上部建有大量的木质梁、柱，因此犹如架满了干柴的炉膛，而屋顶严实紧密，

烟热不易散发，温度快速积聚，迅速达到“轰燃”。轰然的出现，标志着火灾充分发展阶段的

开始。此时室内温度可高到 1000℃，火焰和高温烟气从门、窗窜出，致使火灾蔓延到古建筑

的其它区域或者毗邻的其它建筑。由于古建筑的火灾载荷远远高于一般建筑，因此火灾的充分

发展阶段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火灾的充分发展阶段，室内高温可使古建筑的木质构件承载能力急剧下降，造成建筑物

坍塌。由于一般古建筑的木质构件截面积较粗，安全系数较大，距离倒塌的时间也将较长。因

此，古建筑火灾的倒塌规律一般是屋盖先塌，墙柱后倒。 

（四）火灾减弱阶段 

随着可燃物的消耗，火灾的燃烧强度逐渐减弱，明火逐渐熄灭。不过剩下的焦炭通常还将

持续燃烧一段时间。同时由于燃烧释放的热量不会很快散失，着火区内温度仍然较高。 

以上描述的是古建筑火灾的自然发展过程。实际上人们是不会听任火灾自由发展的，总会

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来控制或扑灭火灾。就古建筑火灾而言，将火灾扑灭在初期增长阶段是减

少火灾损失 有效的途径。 

四  古建筑防火工作的新理念 

由于古建筑在防火保护上有上述特点，而对其实施保护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要

达成整体防火安全的效益，必须在理念上有新的认识，才能有新的作为，提升整体安全性。借



鉴国际上古建筑保护的方法以及多年努力从事古建筑保护的经验，顺应未来的防火保护发展潮

流和趋势，笔者归纳提出以下理念，以供参考： 

（一）主观与现实的矛盾性及历史必然性 

古建筑在客观存在的特性及意义上，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在主观愿望上我们

期望“万无一失”，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客观原因使得技术、材料等仍达不到实际需求。但在

人类永无止境的文明及科技发展上，应该肯定理想和现实终将达到必然的统一。 

（二）科学的发展思路及世代传承的客观性 

古人留下的建筑代代相传，在我们这一代也应传下去，同时应给子孙后代留出更加安全的

空间，但不一定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应为后人运用更好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打好基础，同时

我们必须提高对古建筑消防安全规划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从三度时空包括过去、现在、未

来的整体思维去研究、分析和实施古建筑的整体保护。 

（三）根据古建筑的特性考虑延长其寿命 

古建筑也是有生命力和寿命特性的，在整体价值体现上应该是以“古”、“老”来定义。

由此，在具体防火安全上应先做好“延年益寿”，再争取做到“返老还童”， 后在实现“长

生不老”上下工夫。 

（四）同步保护与积极开展不同专业资源整合的重要性 

对古建筑防火保护应该以“能做的先做，能行的先行”予以积极推动，同时必须实行全方

位、全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不同专业领域的结合，才能有效的发挥出整体安全的效益。例如在

消防规划的编制上，应组织城建、消防、文物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紧密

结合古建筑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进行反复的论证，确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 

六  古建筑消防安全对策分析 

由以上可以看出，古建筑火灾具有其自身特点。古建筑火灾安全不是以扑灭火灾为唯一目

标，而是以 大限度保护古建筑、减少文物损失为首要目的。因此，必须从火灾防治的各个关

键环节入手，有针对性地制定消防安全对策，从技术上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法，切实消除文物古

建筑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一）古建筑火灾风险评估 

古建筑火灾安全的第一个步骤是调查，以评估建筑或综合建筑群的火灾危险性。这包括识

别火灾隐患，火灾发生危害以及疏散出路被堵塞所造成的有害后果等因素。火灾风险评估是系

统对古建筑消防安全的现状进行客观评价，这方面的研究将用于发展古建筑消防总体规划。 

通过现场调查古建筑的建筑结构、可燃物的分布、人员结构与数目、文物的价值与分布，

起火可能性、消防设施的类型与分布、消防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采用危险等级分析方法，

分析古建筑内不同区域的危险度等级并给予标识，对危险较大区域进行重点防护。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可能出现的火灾场景，利用计算机模拟分析火灾发生后的蔓延

情况，古建筑发生轰然的时间，人员安全疏散的时间，研究需要的报警探测时间和合理的灭火

方案。 

（二）阻燃技术 

由于古建筑的特殊性，因此要变更古建筑的防火分区（分隔）、疏散手段和建筑结构是非

常困难的。因此，我们认为古建筑防火技术的重点是发展清洁、高效阻燃技术，从源头上遏制

火灾的发生。这主要包括对可燃木质建筑物构件的阻燃处理和内部可燃物的阻燃处理。 

（1）可燃建筑构件的阻燃。古建筑中的可燃建筑构件是指柱、梁、枋、檩和楼板等木质

构件，在木材的表面涂刷或喷涂防火涂料（材料的使用应符合文物保护材料要求并通过报批），

形成一层保护性的阻火膜，降低木材表面的燃烧性能，阻滞火灾的迅速蔓延。有些木柱、楼板、

楼梯等构件在尊重民族风俗、不损害建筑整体风格的基础上，可置相应的防火保护层，以提高

耐火等级。 

（2）内部可燃物的阻燃。古建筑物的内部可燃物主要是指帏、帘、帐等织物、纤维。因

此，阻燃的重点是对这一类的聚合物材料进行阻燃设计。 

然而，不管采取何种阻燃技术，对于文物古建筑而言，重要的是“绿色”阻燃，即阻燃物

质燃烧释放的物质不会损害文物和古建筑物本身，因此无卤纳米阻燃技术将在古建筑中有用武

之地。 

（三）早期探测技术 

火灾探测报警系统本身并不影响火灾的自然发展过程，其主要作用是及时将火灾迹象通知

有关人员，以便准备疏散与组织灭火，并通过联动系统启动其它消防设施以灭火或控制烟气。

由于古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的特殊性，保护文物不受灭火药剂或过多的水渍影响，及早地发现

火情甚或火灾隐患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单一的火灾探测方法对于古建筑而言难以做到有

效的早期报警。如正常情况下，寺庙大殿因香火存在大量烟雾，不宜采用感烟方法进行火灾探

测，而较多明火存在（蜡烛、酥油灯）会对一般的感火焰火灾探测技术造成影响。虽然图像型

火灾探测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古建筑结构特殊，遮挡物较多，同时无明火条件

下，此种方法作为早期火灾探测也是不适合的。因此需要寻求复合火灾探测方法。 

为直接的方法是采用图像探测技术辅以空气采样火灾探测系统。一般古建筑均设有监控

系统，采用与监控系统关联的空气采样系统，工程量较少，避免了对文物的破坏，同时不会引

入用电设备等其它危险因素，还可以对监控系统的摄像机和线路进行火灾隐患探测，有针对性

地进行早期火灾预警。 

当然为了使空气采样系统能在古建筑环境中得到应用，还必须进行一些相关研究，其中主

要的两点：一是对古建筑内空气进行成分分析，了解固体颗粒的分布情况；二是对古建筑中的

可燃物进行分析，掌握可燃物的大致分类以及燃烧气体的特征。 

（四）火灾安全管理 



古建筑由于火灾危险性大，人员众多且类型复杂，因此火灾安全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需要

从下面三个方面入手： 

（1）加强消防组织建设，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古建筑管理单位对内逐级建立火灾安全

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对外可建立防火联防组织。确定防火负责人与专职防火人员，组织临近单

位、企业和各基层组织层层落实防火岗位责任制，实行联防协作，群防群治。按照有关规定，

尽可能地建立专职消防队，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灭火能力。同时，根据《古建筑消防管理

规则》还应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消防安全管理有章可循，有令可遵。 

（2）加大宣传教育，落实管理措施。要充分利用广播、录音、标语、专栏等宣传工具，

采取各种形式向单位工作人员、游客等进行消防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岗位培训，不断

增强工作人员的消防意识。要严格管理制度，除参观旅游外，一般不得另作他用。古建筑范围

内禁止堆放柴草、木材等可燃物，严禁存储易燃易爆物品，切实加强火源、电源管理。 

（3）经常进行防火检查，积极整改火灾隐患。有关单位每年要有目的、有步骤地组织大

检查，单位内部要不定期地开展检查，防火人员要经常性进行防火检查。对查出的火灾隐患要

及时整改，力争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五）应急预案管理 

（1）建立与空间分布关联的古建筑基础信息数据库，建立基于危险源辨识的火灾数据库，

包括可燃物种类、数量、特性及分布，应急力量和装备的数量、分布等。 

（2）针对古建筑火灾特点，建立不同事故等级相应的应急预案。 

（3）在火灾形成、发展以及烟气输运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可快速预测火灾发展趋势的工

程方法。针对古建筑人员疏散的特点，建立人员疏散特性的量化数据库，发展工程应用模型。

在此基础上，建立应急决策支持系统。 

七  结语 

综上所述，古建筑物是全人类的财富，对其进行科学的防火保护是全民的责任。以新的认

识、新的理念和先进的现代科学防火对策来积极面对当前古建筑物防火安全问题，并采取有效

措施，落实政府领导、齐抓共管、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基本要求，确保古建筑物的消防安全。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这些人类文化的遗产和瑰宝，使之代代相传，永续利用，使文物保

护事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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