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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之内高层建筑达万栋
六成高层有消防隐患，代表联名呼吁严加防范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孟艳)
28日，李成基等15名人大代表

联合提交了《加强高层建筑的防
火逃生》议案，议案中提到截止到
2011年11月底，青岛市内七区各
类高层建筑(不包括在建)统计为
12126栋，其中市南区10层以上的
高层最多，达到717栋，高层建筑
防火进入公共安全视野。

青岛国际金融中心自2002年
建成以来，一直以主体218米的高
度位列青岛第一，但随着万邦中
心、世奥大厦等超高层建筑的建
设，青岛第一高楼的纪录正在被
不断刷新。除此之外，还有东海路
9号、万丽海景、凯悦中心、远洋大

厦等超高层建筑投入使用。除了
这些超高层建筑外，现在多数在
建或已入住的居民楼也多为高层
建筑。

青岛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李成基介绍，目前高层小
区中，基本配备如逃生通道、灭
火器等均有，但实际调查中发
现，不少居民不会用灭火器，逃
生通道锁门是常有的事情。在城
市灾害事故中，高层建筑火灾成
为频发灾害，据有关部门统计，
全国每年死亡人数达5000余人，
其中95%为住宅火灾死亡。截止
到2011年11月底，青岛市内七区
各类高层建筑(不包括在建)统计

为12126栋，在这其中30层以上的
高楼250栋，18至30层高楼1752

栋，10至17层高楼2255栋，7至9层
的共7869栋。市南区10层以上的
高层最多，达到717栋。

随着城市高楼的日益增多，
高层建筑防火无论是在国内还
是在国外都日渐进入公共安全
视野。而高层逃生所需时间较
长，加之救援云梯高度不足、直
升机救援条件较多等客观条件
的限制，在凶猛的大火中抢救高
层建筑上的居民，确实存在着很
多先天的不足。“如何加强高层
建筑的防火逃生迫在眉睫。”李
成基说。

高层建筑防火硬伤多

消防管理责任不明晰

2011年10月16日，青岛合肥路北国之
春11号楼1302室发生火灾，大火烧了40多
分钟，殃及4层居民楼，楼内居民紧急疏
散，无人员伤亡。一住户家中近3万元现金
被烧光。

在火灾现场，不少居民对高层发生火
灾的安全逃生问题产生忧虑。居民唐女士
说，高层发生大火，不能乘坐电梯，若救火
不及时，楼层比较高，下楼比较困难，很容
易身处危险。居民王先生认为高层住宅楼
居民密集、楼层高、楼道狭窄，一旦发生大
的火灾，涉及的人数比较多，此外逃生时还
容易发生踩踏事件。

针对居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多年从事
建筑行业的王钧指出，目前高层建筑的灭
火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第一，火势迅猛，烟
气蔓延的途径多。第二，人员疏散困难，楼
越高从上面疏散下来的时间就越长。第三，
水源问题，灭火剂从下面送上去很困难。防
患于未然，杜绝火灾隐患对于居住在高层
建筑的居民来说就是最好的救生方法。在
高层建筑里面居民要时刻注意火、电、气等
方面的使用，保证消防设施正常运转，在公
共区域和楼道禁止堆放物品。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高层建筑火灾不
断，且损失严重。

2009年2月9日20时27分，北京市朝阳区
东三环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
化中心大楼工地发生火灾，火灾共造成1人
死亡和7人受伤，损失严重。

2010年9月9日，吉林省长春市一座在建
楼盘的两栋32层高楼发生火灾。大火共造
成42人受伤，经济损失约600万元人民币。

2010年11月15日14时，上海余姚路胶
州路一栋正在进行外立面墙壁施工的高
层住宅脚手架忽然起火，导致58人死亡，
多人失踪。

制定专门防火规定

政府补贴救生设施

代表建议：

李成基等15名代表提出了一
些加强高层建筑防火安全逃生的
对策与举措。首先，应向有关部门
提议组织修改《高层民用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作为本地区应制定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强
制性法律法规，推广市南区“关于
进一步加强高层商务楼宇安全生
产工作的意见”的先进经验，参考
借鉴其他地市的经验，制定全市
统一的相关规定。市南区下发的
意见中提到，设立楼宇安全专项
资金，区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
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楼宇隐患排
查、安全生产宣教培训、应急演练
和重大隐患治理等。“应该设立专
项资金，作为高层防火、救火的备
用基金。”李成基说。

另外，应将城市防灾的系列

设施和产品，纳入相关行业标准
和设计规范中补充完善，规范救
生器材的配置，改变火灾逃生的
行为模式。建议市政府和区政府
在财政预算中，加大对消防设备
设施的财政投入。

据了解，目前，青岛已建成的
高层建筑和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相应的消防管理体制和设备、设施
等消防设防能力存在着严重缺陷，
应将安全应急自救设施的推广应
用，纳入政府防灾救灾应急预案和
政府采购中，组织配备和安装所需
物资及设备，先从市、区、办事处和
消防部门开始推进落实，逐步推广
和落实到千家万户；消防器材设置
的家庭化应纳入推广系统，政府对
家庭自我采购防火救生设施予以
财政补贴。今后新建和待建的高层

建筑和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应给
予强有力的法制化规范和引导，由
建设开发单位设置，后期纳入物业
管理。

另外，市场上已应用的消防
救生产品和设备，大多数是几级
代理的代销产品，在产品质量和
售后服务及技术维护方面带来不
便和隐患。应加大对本市专业性
安防企业的政策性扶持。

代表建议市政府把全面提升
城市消防安全，尤其是高层建筑
消防设防能力纳入实事项目范
围，城市建设应与防灾减灾设施
建设同步进行。结合建筑设计和
建筑施工，合理配置安全应急自
救系列设施，将逃生救援器材的
固定装置在施工中预留预埋，依
法规范楼宇安全设施建设行为。

岛城目前不少高层住宅现有的灭火器等基本设施完好率较低。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人大代表李成基。
孟艳 摄

30层以上 18～30层 10～17层 7～9层 合计

市南区 97 352 268 1737 2454

市北区 35 211 209 2089 2544

四方区 56 234 356 1592 2238

李沧区 23 204 363 917 1507

崂山区 7 364 437 306 1114

城阳区 0 26 309 320 655

黄岛区 32 361 313 908 1614

合计 250 1752 2255 7869 12126

各个区市高层图表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孟艳) 高层建
筑竖向通道以及高通气流作用，使得大火在
高楼上更容易蔓延。根据有关数据，青岛有
60%的高层建筑存在防火“致命伤”，但没有
一部专门关于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的规
定。28日，记者就这一情况就行了调查采访。

青岛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成
基告诉记者，他是搞设计的，所以明白高楼
竖向通道的“烟囱效应”以及高空气流的作
用，大火在高层建筑上很容易迅速蔓延，加
之不合理的高层建筑设计，一旦引发火灾，
火势将难以得到控制。在去年青岛市消防安
全工作会上，相关人员曾称，高层建筑灭火
是国际性的消防难题，高层建筑的火灾特点
可概括为楼层多、室内装修多、电气设备多、
管道竖井多、聚集人员多和建筑功能多，这

“六多”决定了高层建筑较其他民用建筑潜
伏着更多的火灾危险性。

目前，青岛市高层建筑消防管理方面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没有一部专门关于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这就导致了住宅
消防管理责任主体不明晰。大部分楼宇安全
生产基础薄弱，管理不规范。特别是多产权
楼宇，产权单位、物业单位、使用单位之间安
全责任不清晰，多头管理、各自为政，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难以有效落实；部分楼宇安全生
产投入无法保障，消防设施严重不足或长期
得不到正常维护保养，非法施工、消防设施
被封堵等隐患长期得不到治理；负有楼宇安
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各部门未形成工作合力，
执法不严、监管不到位。

另外，高层住宅现有的灭火器等基本
设施完好率低，曾经有统计，青岛市现有的
高层建筑固定消防设施完好率不足60%，已
成为高层建筑防火的“致命伤”。居民防火
意识不强，高层建筑周围停靠车辆多，有的
小区被栅栏围起来、高空电线多，这些都导
致火灾扑救时消防车辆无法靠近消防水
源，登高车辆无法停靠和操作。另外就是民
商混居现象严重，“居改商”(居民住宅楼改
变成商用用途 )、群租现象普遍，部分建筑
业主在房屋验收后，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
性质或布局等。

本报记者 孟艳

高层火灾不少见

截止到2011

年11月底，青岛
市内七区各类高
层建筑 (不包括
在 建 ) 统 计 为
12126栋，其中市
南区10层以上的
高楼最多，达到
717栋。近些年，
高层建筑火灾频
发，高层建筑防
火进入公共安全
视野。据了解，高
层建筑竖向通道
以及高通气流作
用，使得大火在
高楼上更容易蔓
延。根据有关数
据，青岛有 6 0 %

的高层建筑存在
防火“致命伤”，
但没有一部专门
关于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管理的规
定。


	Q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