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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the	fire	safety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	communities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study	takes	School	A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fire	early	warning	capacity,	and	explore	way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ire	safety	in	university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means.	Through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fire	monitoring,	hazard	warning	and	rapid	
response,	but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ser	awarenes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intelligent	fire	early	warning	capability	improvement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net	plu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university	fir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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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社区“互联网 +”智慧消防预警能力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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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学生社区的消防安全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以A校为例，分析“互联 
网+”技术在智慧消防预警能力建设中的应用现状和问题，探索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高校社区消防
安全水平的方法。通过调研和实践，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在火灾监测、隐患预警和快速响应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
在技术整合、资源配置和用户意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本文提出了一套基于“互联网+”的智慧消防预警能力提升框架，
以期为高校消防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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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学生社区作为人员密集的生活场所，其消防安全

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

模的扩大，高校学生社区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但随之而

来的消防安全问题也愈发突出。传统的消防安全管理模式在

信息采集、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难

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火灾隐患。而“互联网 +”技术的兴起为

智慧消防预警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消防数据的实时监

测、精确分析和高效处理，可以有效降低火灾风险。然而，

目前高校智慧消防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系统性研究和实践

案例较为缺乏。本研究以A校为例，探讨如何利用“互联网+”

技术提升高校学生社区的智慧消防预警能力，以期为其他高

校提供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2 高校学生社区消防安全现状

2.1 消防安全的基本现状

高校学生社区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强，消防安全面临诸

多挑战。首先，社区内的设施设备种类繁多，电器使用频率

高，尤其是近年来个人电器设备的普及增加了电气火灾的发

生概率。其次，部分建筑年久失修，存在消防设施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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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的问题，例如灭火器缺失、消防通道被占用等。此外，

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较为薄弱，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私拉

乱接电线的现象屡见不鲜，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

2.2 传统消防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传统的高校消防管理模式主要依赖人工巡查和定期设

备维护。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现隐患，但存在

效率低、覆盖面不足和响应不及时的问题。例如，人工巡查

通常无法实时掌握学生社区内的用电、用火情况，也难以及

时发现潜在风险。此外，传统管理模式对数据的依赖较少，

缺乏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与利用，导致无法形成精准的风险预

测与评估能力。这些局限性使得传统模式难以适应当前高校

消防管理的复杂需求。

2.3 “互联网 +”技术对消防管理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 +”技术的出现为高校消防安全管理带来了革

命性变化。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社区消防设备、环境和人

员行为的实时监测；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历史火灾数据和实时

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挖掘潜在风险模式；人工智能技术

则可以通过算法学习优化火灾预测模型，提升预警的准确性

和及时性。这些技术的结合为智慧消防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坚

实基础，为传统管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3 “互联网 +”智慧消防系统的构建

3.1 物联网技术在消防系统中的应用
物联网技术是智慧消防系统的核心，通过传感器和智

能设备对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测。例如，烟雾传感器可以捕

捉社区内的烟雾浓度变化，温度传感器可以监测异常温升，

智能电表可以记录电力使用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

输至云端，为系统提供实时的信息流。同时，通过物联网技

术实现设备的互联互通，可以在火灾发生时自动触发消防设

施，如开启喷淋系统或启动报警设备，提高消防反应速度。

3.2 大数据技术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大数据技术在消防系统中主要体现在风险评估和隐患

排查方面。通过对大量历史火灾数据的分析，可以识别出火

灾高发区域、危险设备和行为模式。例如，通过对社区内电

力消耗数据的监控和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异常用电情况，并

结合历史数据预测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此外，大数据还可以

用于优化消防资源配置，例如确定灭火器和烟雾探测器的最

佳分布位置，以最大限度提升预警效果。

3.3 人工智能在预警和响应中的优势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对数据的深度学习，显著提升

火灾预警的准确性和响应速度。例如，基于 AI 算法的图像

识别技术可以对摄像头捕捉的画面进行分析，发现火苗、浓

烟等早期火灾迹象；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对学生的报警信

息进行快速识别和分类，帮助消防人员准确了解火灾情况。

此外，AI 技术还能自动生成应急响应方案，例如根据火势

大小和人员分布制定最佳疏散路径，提高救援效率。

4 A 校“互联网 +”智慧消防系统的应用实践

4.1 系统设计与实施过程
A 校智慧消防系统的设计结合了物联网、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全面的监测网络和智能化的管理平

台，实现火灾风险的动态管控和智能预警。首先，在学生社

区的主要建筑和高风险区域布置了烟雾传感器、温度传感

器、智能电表和监控摄像头等设备。烟雾传感器和温度传感

器负责捕捉火灾早期信号，如烟雾浓度的异常升高或温度的

异常波动；智能电表则实时记录社区内的用电情况，及时

发现可能存在的电气隐患；监控摄像头不仅用于日常安全监

控，还可以通过引入AI图像识别技术，识别潜在的火灾迹象。

其次，这些设备通过无线网络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

大数据平台进行集中处理和分析。平台利用历史数据和实时

数据建立火灾风险评估模型，为学生社区提供实时的安全状

态报告。这种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方式不仅可以精准预测可能

的火灾隐患，还能够为消防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最后，人工

智能算法被引入到预警环节。通过深度学习技术，系统能够

自动识别火灾隐患并生成相应的应急响应方案。例如，当系

统检测到某一区域烟雾浓度异常增加时，会自动触发报警并

通知相关人员采取措施。整体设计从监测、分析到响应形成

闭环，为 A 校的消防管理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4.2 系统运行效果与问题分析
自系统投入运行以来，A 校的智慧消防系统在火灾监

测和隐患预警方面表现出了显著优势。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社

区内的消防状况，并对潜在风险进行精准识别。例如，在一

次日常巡检中，系统通过智能电表检测到某宿舍楼的用电量

异常，结合温度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判断为电线老化隐患，及

时发出了预警，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系统的高效预

警功能为社区消防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赢得了管理者和学

生的广泛好评。

4.3 优化建议与未来发展方向
为进一步提升 A 校智慧消防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第一，加强对设备的定期维护

和升级。可以引入更加耐用且抗干扰性能更强的传感器，同

时制定明确的设备维护计划，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还可

以与设备供应商合作，引入更加经济高效的维护模式，降低

运行成本。第二，通过多样化的校园宣传活动，提高学生对

智慧消防系统的认知和理解。例如，定期组织消防知识讲座、

开展模拟火灾演练，帮助学生熟悉系统的操作流程和应急响

应方法，从而增强学生对系统的信任和依赖。

5 智慧消防预警能力提升的挑战与策略

5.1 技术层面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智慧消防系统的构建在技术层面面临诸多挑战，其中

包括传感器的灵敏度与精准度不足、算法的适应性和预测准

确率不够，以及数据整合和实时处理的难度较大。传感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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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的核心部件，其性能直接决定了数据采集的质量。然

而，由于校园环境复杂，传感器可能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

如高湿度、高温或电磁波等，这会影响其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此外，算法优化是智慧消防系统能否快速响应的重要因素，

但由于火灾发生的情况千变万化，现有算法在处理数据复杂

性和场景多样性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数据整合的另一个难点

在于多源数据的异构性，如何有效统一并实时处理这些数据

对系统提出了较高要求。

为应对这些技术层面的挑战，高校需要加大科研投入，

重点支持与智慧消防相关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例如，

提升传感器的抗干扰素力和精度，开发适合高校环境的专用

设备；在算法优化方面，可以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提升火灾预

测的精准度和模型的适应性；在数据整合方面，可通过引入

边缘计算和分布式存储技术，提高系统对实时数据的处理效

率。此外，与技术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入先进的技术解

决方案和设备，推动智慧消防系统的迭代升级，同时定期对

现有系统进行检测和更新，以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通过这

些措施，智慧消防系统在技术层面的障碍将逐步被克服，系

统的实用性和可靠性也将大幅提升。

5.2 管理层面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管理层面，智慧消防系统的推广和应用需要面对多

方面的挑战，包括人员培训不足、制度保障不完善和用户参

与度较低等问题。首先，智慧消防系统的复杂性要求操作人

员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和实践能力，但现阶段许多高校缺乏

针对智慧消防的专业培训机制，导致系统的潜力难以完全发

挥。其次，制度保障不足体现在智慧消防系统的运行、维护

和应急响应机制不够健全，缺乏明确的责任分工和管理流

程。这不仅影响系统的效率，还可能在关键时刻延误应急响

应。最后，学生和社区管理人员作为智慧消防的直接用户，

往往对系统的功能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知，这可能导致对

新技术的接受度较低，从而影响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

为应对这些管理层面的挑战，高校需要采取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制定完善的培训计划，对系统操作人

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技术水平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

高校可以联合消防部门和技术公司，共同开发适合高校需求

的培训教材和课程，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应急响应机制，包括明确智慧消防系

统的使用流程、责任分工以及事故处理流程，确保系统的高

效运行。最后，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例如举办

消防知识讲座、开展模拟火灾演练等，提高学生和管理人员

对智慧消防系统的认识和使用积极性。此外，可以设立用户

反馈机制，及时了解系统使用中的问题和需求，以便不断优

化系统功能和服务。通过以上措施，智慧消防系统在管理层

面的障碍将逐步减少，其推广应用的效果也会显著提升。

6 结语

“互联网 +”智慧消防技术为高校学生社区的消防安全

管理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思路。通过将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融入消防系统，高校能够实现对火灾隐患的

实时监控和智能预警，从而大幅提升消防管理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然而，智慧消防系统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

战，无论是技术层面的传感器性能、算法优化与数据整合，

还是管理层面的制度保障、人员培训与用户参与，均需要在

未来的发展中加以解决。

以 A 校为例的实践研究表明，智慧消防系统在高校学

生社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显著的应用价值。通过优化传

感器技术、改进数据处理算法、完善制度保障和加强人员培

训，智慧消防系统的潜力将被充分挖掘。同时，高校还需注

重提升学生和管理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校园安

全文化氛围。未来，高校可以进一步整合智慧消防与其他智

慧校园系统，如智能安防、节能管理等，构建更加全面的智

慧校园安全体系，从而为师生提供更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

总之，“互联网 +”智慧消防技术的持续发展，将成为高校

消防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也将为构建智慧校园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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